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靈閱：帖後二1～5及13～17                            週五

淺釋：「那日子」、「那大罪人，就是沉淪之子」（第3節），「那日

子」應理解為「主再來的日子」（參第2節「主的日子」，以

及《新譯本》的翻譯）；「大罪人」是來自希臘諺語、「沉淪

之子」則是一頗具猶太色彩的表達（參約十七12），兩個描述

均是在強調那敵對上主的勢力：魔鬼撒但。

 「要站立得穩」（第15節）是在回應第2節提到主再來的日子

到來之前，人心因著魔鬼的誘惑而動搖，故保羅在此呼籲信徒

務要站立得穩。

 「安慰你們的心」（第17節）也可翻譯為「堅固你們的心」

（strengthen your hearts），與經文後段的「堅固你們」這主題

一致。

反省： 以弗所書（六10～17）指出，我們面對魔鬼的誘惑、衝擊，最

要緊的是靠著上主而站立得穩，使我們對上主的信心不致動搖。

請思想，當如何做才能讓自己更緊靠上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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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領會了些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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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二十27～38                           週日

淺釋： 「撒都該」是「義者」的意思，他們主要是由祭司階層人士所組

成的一個宗派，並且是世襲的。繼文士和法利賽人向耶穌挑戰有

關納稅的信仰問題後，撒都該人又以一神學問題挑戰耶穌。撒都

該人不相信復活、天使和魔鬼，只相信希伯來聖經前五卷書的權

威性。根據申廿五5～10，人若死後無嗣，其弟有責任與寡嫂同

房，生子以延續兄長的血脈，而所生的兒子歸屬兄長名下。撒都

該人挑戰耶穌有關復活的問題。耶穌指出，復活的生命是由神所

賜予，並非由人的計算、理解和理性能推論上主的工作。經文第

35節中提到「那些配得從死裡復活，並且活在來世的人」，當中

「配得」這詞彙以被動語態表述，這表明生命得以復活完全是上

主的工作。

反省： 信仰的尋索不單是理性上的思考（當然，理性思考在信仰的尋索

中是重要的一環），更是在於與那位能使人復活的主（這明顯是

一超越理性的範疇）相遇，兩者缺一不可。請思想，我們今天的

信仰會否過於側重上述兩者的任何一邊？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3年11月10日～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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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一15下～二9                             週一

淺釋：先知哈該是以色列人從巴比倫被擄回歸至耶路撒冷後的第一位先

知，他所發的信息主要是復興和重建。第一章提及第一批回歸的以

色列人，對重建聖殿並不很熱衷，被耶和華斥責他們疏忽的罪。第

二章開始是鼓勵的信息，經文三次提到要「剛強」，及「我與你們

同在」、「不要懼怕」，這三組命令式的詞彙都是昔年耶和華與他

們的祖先出埃及時給以色列人的吩附和應許。今天，耶和華也會照

樣給他們力量，祂的靈也會繼續與他們同在，並鼓勵眾人同心合意

恢復重建之工作。之後，先知哈該把信息指向未來，「過不多時」

有末世意思，耶和華必親自介入，彰顯祂是全地的主。聖殿作為以

色列民敬拜的中心，將會再次充滿榮耀，「這殿後來的榮耀必大過

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成為他們的安慰。

反省： 當我們面對生活上的種種變化：工作的挑戰、身體的疾病、家人的

離去，我們都要緊記，上主時刻與我們同在，我們必要剛強、不要

懼怕，因掌管萬有的主時刻與我們同在，給我們安慰。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帖後二1～5及13～17                        週二

淺釋：帖城信徒誤解了帖前的內容，以為主耶穌馬上再臨，甚至以為祂已

經到來。保羅先在第一章肯定神是公義的，當主耶穌再來，祂必為

他們所受的逼迫申冤。保羅以這信息安慰正在受苦的帖城信徒。在

第二章，保羅開始帖後最重要的論述；而第二章1至2節則是整章簡

短的聲明︰不要誤信任何人有關於主已經再來的傳說。正在受苦的

信徒把不得主耶穌馬上再臨或已經到來。但主耶穌再臨的時間要比

帖城信徒想像的延遲。保羅要修改他們錯誤的期望，重申他早已作

出的教導。保羅激烈對抗那些散佈錯誤期望的人，指斥他們是不法

之人，必被定罪。保羅最後藉着感恩和祝願再次確定帖城信徒是蒙

神所愛及揀選，並堅固他們的信心，鼓勵他們在這等候之時，行出

神的心意，成就各樣善事。

反省：「上主必再臨」是每一個受苦基督徒的安慰。但這安慰並不是叫我

們被動地等候，逃避現實的問題。這是叫我們具有超越的視野，不

被問題所困；能積極並自由地在困難中完成神在地上的心意。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靈閱：詩九十八                                  週三

淺釋： 詩人在第一至第三節的經文中，邀請人唱新歌，此歌的內容提及

神奇妙的事和作為，而「右手」、「聖臂」、「救恩」等詞彙更

讓人回想昔日出埃及事跡，以及被擄的以色列民回歸國土的事，

神在當中彰顯祂的權能。詩人也道出地的四極，就是整個世界，

都要認識神的慈愛和信實。詩人在第四節至第六節經文中，不但

邀請人以歌聲讚美神，更要加上不同的樂器聲，一同向大君王歡

呼。不但如此，所有大自然、創造物的聲音也加入這個大合唱、

讚美神的行列。在古代近東文化，海洋和洪水泛指那些敵擋神的

勢力，不過，它們都要向神歡呼、歌頌。最後一節經文帶有末世

的信息，詩人指出神會再來，並要在地上施行公義和審判，平定

整個世界；神要掌權、神要作王。

反省：這場盛大和充滿歡呼的敬拜聚會中，敬拜者不但回顧神昔日奇妙

和大能作為，並在敬拜中宣認神的主權；此外，也對神施行公義

和再來的應許滿懷盼望。讓此經文提醒我們敬拜神的心。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默想耶利米哀歌：哀二18～22                          週四

淺釋： 錫安的民以眼淚伴隨著哀求，正如他們的禱告不應停止，他們的

眼淚也不應止息。以色列人以四小時為一更，傍晚六時為第一

更，先知呼籲他們半夜也起來呼求，意思就是晝夜不斷地祈禱。

他們如此斷腸，因為眼底下盡是無辜地捱飢抵餓的孩童，母親怎

也不會吃自己生出和撫養的孩子，這描述反映出那飢荒之大和母

親們的絕望，而以色列人素來視聖殿為保護，不論是誰，只要走

進聖殿，人也不可拿他們，更不要說殺害。但如今祭司和先知都

在主的聖所中被殺戮。第21節描寫耶路撒冷的死傷何其慘重，從

老到少，從男到女，無一倖免。但先知一再肯定，這是出於神的

審判，諷刺的是，神從前招聚自己的民（即第22節的「大會」）

，如今神卻招聚猶大的仇敵，為猶大帶來沉痛的、前所未有的，

連神對付以色列的仇敵也未曾出現過的痛苦。

反省：舉目看看這世界，我們怎樣可以不單單把新聞報道所敘述的人間

悲劇視為遙遠敘述？每一天的新聞報道能讓我們更看真人類的罪

惡帶來的後果嗎？我們對這世界有什麼未履行的義務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