
靈閱：帖後一1～4及11～12                            週五

淺釋：「誇口」（第4節）這翻譯往往會予人一較為負面的表達，保羅

在這裡所表達的意思應理解為「誇賞」/「讚賞」。

 「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

耀，都照著我們的神並主耶穌基督的恩。」（第12節）這節

《和合本》的翻譯較難理解。相對來說，《新譯本》的翻譯較

清楚地指出這節的重點乃在於解釋主耶穌的名如何因著上節所

述的原因而得著榮耀：「使我們主耶穌的名，照著我們的神和

主耶穌基督的恩，在你們身上得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著

榮耀。」

反省： 這實在是一令人振奮的開場白！保羅充分肯定了帖撒羅尼迦教會

一眾弟兄姊妹在患難中對上主的信靠，並表示他們的見證已成

為了其他人的祝福。這一切都是因著上主的恩典與大能。弟兄姊

妹，讓我們一同向帖撒羅尼迦教會的肢體學習，仰望上主的同在

而積極面對每天生活中的挑戰！

代禱：《代禱的邀約》── 牧者及課程

經文回顧                                            週六   

思想： 總結這一週的經文默想，你領會了些什麼呢？

省察： 仔細地回顧過去一週的生活，獻上感謝、認罪，看看有多少有待

處理的人際關係和事情，並作出計劃，付諸實行。

代禱：《代禱的邀約》──個別肢體需要

立志： 為下週的生活立定志向（必須配合全年的目標)，明天在崇拜裏以

心志卡或小錢作為立志的記號獻給神。

默想福音書：路十九1～10                           週日

淺釋： 學者表示十八章第18至27節中那位向主耶穌求問「我該做甚麼

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故事與「撒該的故事」形成了一個對

比。首先，兩者同為富有的官（十八28；十九1），且同樣是渴

望聆聽主耶穌的教導（十八18；十九3）。雖然有著上述相似的

背景，但他們的聲譽卻是大相逕庭的：前者是從小便遵守律法的

人（十八21），後者則是眾人眼中的罪人（十九7）。然而，最

有趣的地方是，那個被眾人視為「罪人」的撒該竟然能得著救恩

（十九9），反而那個從小便遵守律法的人卻憂愁地走了（十八

23）。這樣的對比欲指出的並不是人的行為（富有的官從小便遵

守律法；撒該亦願意從今遵守律法），而是上主並不介意我們在

認識祂之前是一個怎樣的人，皆因「人子來，為了尋找、拯救失

喪的人」。關鍵是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如撒該般真誠地回應上主的

呼召。

反省： 雖然「上主並不介意我們在認識祂之前是一個怎樣的人」，且

「關鍵是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如撒該般真誠地回應上主的呼召」，

但你願意為了上主的呼召而甘願捨棄生命中的種種好處嗎？你願

意學效撒該般真誠的回應上主在你生命中所作的挑戰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3年11月3日～11月9日

生命成長期：務要長大成人，活像基督

【生命成長期在聖曆中較長，也較平淡，目的

是讓信徒在這漫長而平淡的日子中，能不斷加

深對三一真神的認識，明白神的心意，生命在

潛移默化中日漸聖化。禮儀用色為綠色，代表

神創造裏的生機、默默的成長，以及平淡但穩

定的前進。】

靈修默想網上版可瀏覽
https://devotion.wkphc.org/



靈閱：哈一1～4及二1～4                             週一

淺釋：經文一開始是哈巴谷先知對耶和華的控訴。與約伯記中的格式一

樣，哈巴谷一連串呼求與質問「為何？」「要到幾時呢?」是典型

的哀歌格式，哈巴谷為耶和華對罪惡不施行公義、沒有公理的狀態

表示不滿。然而，這裡與約伯所關心的個人善惡不同，哈巴谷關心

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公理問題。毀滅和強暴、爭端和相鬥都相繼出

現，但耶和華的審判似乎遲延了。因耶和華不採取行動，祂公義的

屬性受到質疑，故哈巴谷先知提出質問。二章第1至4節是耶和華的

回應，祂叫有信心的人必需等候未來，耶和華必會為信靠祂的人平

反，作惡之人將為他們的行為受罰，但「義人必因信得生」。只要

憑信心等待，必可看見神公義的彰顯。新約聖經中保羅也常以此經

文作為他的因信稱義的神學基礎。

反省： 雖然神好像有時是隱藏了，未有按我們的時間表彰顯祂公平公義的

屬性。但我們信神的人，要有充足的信心，等候創造大地的主仍然

看顧與掌管萬有。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帖後一1～4及11～12                        週二

淺釋：根據使十七1～9，帖撒羅尼迦教會是由保羅與西拉和提摩太建立

的。隨後保羅長駐於哥林多城；為牧養帖撒羅尼迦城教會，保羅首

先寫下帖前；信徒可能誤解了保羅在帖前有關末世的教導，保羅就

以帖後修正他們的理解。保羅首先向教會問安，然後就為他們的信

心、愛心和忍耐上的成長而感謝神。雖然他們的見證已經傳遍了整

個馬其頓和亞該亞地區(帖前一7～8)；但保羅還是不能不再次為他

們在患難之中仍堅守信仰而誇口。第3至10節原是同一句句子，感

恩之後有著堅信。在第5至10節，保羅指出因神是公義的，此世受

苦的信徒，在主再臨之時，必得著賞報和榮耀，保羅以此堅定信徒

受苦的心志。保羅對帖撒羅尼迦城信徒的心意，亦成為他恆常的禱

告︰祈求神加添他們力量，在等候上主再臨之時，在逼迫之中仍懷

着盼望，堅持成全各項善工。

反省：我們雖不能知道上主何時再臨，但上主必再臨。「上主必再臨」的

信念，如何推動我們更有信心和忍耐面對一切的危困，更有愛心地

完成一切的善工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靈閱：詩一一九137～144                             週三

淺釋： 詩篇119篇的主題是「神的話」，命令、律例、律法、判語、訓

詞、典章、法度、話語等詞彙貫穿在整卷詩篇中。「公義」是

第137至144節經文的重要信息，這不但是神的屬性，也是「神

的話」的特質。神以公義管治世界萬物，祂的判斷是直正的，

祂的話是公義的，因而使祂的子民得到信心、倚靠和保障。神

永永遠遠管治整個世界，祂的心意和正直在祂的管治和說話中

彰顯出來。神的公義也蘊含著信實和可靠，故此，人要對神擺

上完全的信。此外，經文提及神的僕人對「神的話」的喜愛，

僕人就是那些宣認和降服神主權的人。縱然人在世上要遭遇患

難、被人藐視，但仍要緊記神的話，安穩在神裏面，相信和倚

靠神，這樣，人便能對神的管治常存盼望。

反省：讓我們透過誦讀神的話語、思想神的作為，去思想和認識神的

公義。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默想耶利米哀歌：哀二14～17                          週四

淺釋： 身為神所差派、在猶大傳講滅亡的信息的耶利米，對那些傳講

虛假的平安的假先知切齒痛恨。神固然可以保護耶路撒冷，但

這必須建基於猶大對神忠誠的信靠和順服這條件之上；這是假

先知所輕看的。沒有比透過嘲諷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更殘忍的

行為，但這正是猶大的仇敵如今所熱衷的，使亡國的猶大人在

情感上承受更大的傷害，而他們所嘲笑的，正是那「全美的」

和「全地所喜悅的」城之破落（第15節），而且這是他們期待

已久的結局。但先知再次回到神的無上權能這主題上，無論仇

敵怎樣嘲笑，先知堅稱這是神「古時所命定的」結局，原因正

是因為神容許人運用自由選擇自己要走的路，但當人的選擇與

神的心意相違，神命定的審判便決不遲延，「並不顧惜」（第

17節）。

反省：仇敵的嘲笑會否同樣出現在我們身上呢？當我們明知故犯，

或輕看神的警告，你想我們真能倖免於神的審判嗎？軟弱、失

腳，並要承受罪的後果的經驗，如何助你認識神和遠離罪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