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3年12月01日～12月07日

將臨期：務要警醒自潔，記念主的降生，仰望主的再來

【將臨期在聖誕節之前四個禮拜開始，目的是讓信

徒以一個月的時間，預備自己的心，記念主耶穌的降

生；也潔淨內心，讓主能降生於自己的生命中，並期

待主基督之再來。禮儀用色為紫色，代表恭敬、謹

慎、尊貴。】

福音書（一）：太廿四1～14                       週日

淺釋：猶太歷史家約瑟夫記載，主耶穌在世時，聖殿仍在興建中，直至主

後六十四年才完工。門徒當時把殿宇指給主耶穌看，大概是想叫主

耶穌和他們一同欣賞這聖殿宏偉的建築。然而，主耶穌卻預言聖殿

被毀的境況(第二節)。門徒因而追問主耶穌有關預言發生的時間和

末世的徵兆。

 主耶穌提醒門徒要謹慎，並指出戰爭、自然災害，或冒主耶穌的名

來，稱自己為基督等事件將會不斷發生。然而，這些災難只是末日

到來的徵兆，而非末日本身，因更惡劣的狀況將會在往後的時間

出現。主耶穌在第9至14節預言一眾門徒也將要因傳揚祂的名而受

辱，甚至被恨惡主耶穌的人迫害。

 但是，主耶穌也同時提醒門徒在艱難時刻仍應心存盼望，因為上主

必然再來。基於此，主耶穌呼籲門徒更要站立得穩，因為試煉能顯

出誰才是真正的門徒。此外，主耶穌又指出祂再來之前救恩的信息

將要傳遍整個世界，而這正是門徒在世的使命。

反省： 末日的徵兆提醒我們一班信徒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跟隨主耶穌是

一條絕不容易的道路，不論是外在環境的影響，或是因堅持信仰而

來的逼迫，種種都是在挑戰我們是否上主真正的門徒。除此之外，

主耶穌更提醒我們作為信徒，無論得時不得時，皆有著重要的使

命，就是要將救恩的信息傳遍。弟兄姊妹，你是上主的門徒嗎？請

思想，你應如何在生活中展現出信徒的樣式？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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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研讀：哀三40～45                           週五

淺釋：先知既已因為想起神的慈愛和憐憫而不至絕望，便重新履行先知的

使命，就是作為神的代言人，向百姓發出悔改的呼籲。「深深考察

自己的行為」是悔改的第一步。省察迫使以色列民撫心自問：「到

底我們已離開神有多遠？」如此他們才能談論「再歸向耶和華」，

就是悔改，即徹底的改變行事的方向（從「犯罪背逆」（第42節）

扭轉過來）。從前以色列民的禱告不能上達於神，因他們根本沒有

悔改的心，當他們的行為有了改變，才能「誠心向天上的神舉手禱

告」，而「天上的神」要強調神和祂的子民之間那無限的距離。

「誠心」和「舉手」則強調全人的、表裏一致地祈禱。第42至45

節並非先知苦澀之言，卻是他對百姓的罪孽和神對罪的反應深切的

體會。神因百姓的罪刻意把自己藏起，讓猶大淪落為世上最不堪的

民，如同污穢之排泄物。

反省： 你認為罪對人的影響容易察覺嗎？你又有否正視罪的習慣呢？從經

文所見，禱告生活與我們的屬靈光景有何關係呢？不正視罪的後果

又是什麼？

代禱：《代禱的邀約》── 牧者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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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https://devotion.wkph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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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賽二1～5                                  週一

淺釋： 本章至十二章主要論到猶大和耶路撒冷的審判信息。第二章以一

首錫安的盼望詩作開始，同樣的經文也出現在彌迦書的四章第1至

3節。經文提到耶路撒冷的未來，「末後的日子」指最後審判的時

候，這日子隨時可臨到。「耶和華殿的山」是指錫安山，是神的選

民敬拜之地，更是猶大國的首都及聖殿所在之處。這山高過諸山，

表示耶和華勝過一切別的神。多國的民不分彼此，一同前來錫安山

尋找雅各的神，他們渴慕神所啟示的真理，並要學習及順從。神的

審判有絕對的公義，那時國家將會消失，人們更會把刀打成犁頭，

槍要鑄成鐮刀，戰爭的武器要改造成和平的工具，因為到那日世界

再沒有戰爭。先知最後勸勉以色列民要行在光明中，這意象才會有

實現的一天。

反省： 先知所表述的是一幅理想中的國度，一切將要更新，世界再沒有戰

爭。我們有信心看到這日子的來臨嗎？願我們都朝着這日子靠上主

加力，一起在地上建立上主的國。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信：羅十三11～14                         週二

淺釋： 保羅在上文提及到愛與律法的關係，指出「愛就是律法的實現」

(第10節)。保羅一如主耶穌般，並沒有廢除舊約的十誡，他指出愛

就是這些誡命的實現。當人有著愛人如己的行為，自然就實踐了十

誡的精神。保羅提醒信徒，他們是愛的負債者，正是因對愛的虧欠

感使他們努力實踐信仰的價值(第8節)。同時，保羅以末日的意象

催逼信徒作出合乎信仰的行動。末日將近並不意指信徒可以放軟手

腳，被動地等候上主的來臨，反之，更要以正確的行動來迎接上主

的再來。保羅鼓勵信徒在這關鍵的時刻要披戴基督，這裏的披戴不

是指披戴義袍，更是指要披戴光明的兵器。保羅所提及的意象就好

像在黎明初現前，還有屬靈的戰爭需要信徒奮起作戰。信徒得勝的

武器就是正直光明的行事為人，而愛就是信徒行事為人的關鍵。

反省： 道成肉身的主耶穌降生在人世，就如光明照在黑暗中。將臨期是一

段等候主耶穌臨到的時期。你會以什麼的心態和行為來預備主耶穌

的來臨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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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音書（二）：太廿四15～28                     週三
淺釋： 主耶穌接續前段落，嚴正地闡述末日真正到來時的境況。然而，主

耶穌把焦點從耶路撒冷（即祂與門徒當時所在之地）轉到猶大地

（第16節）。學者指出，這段話反映了《馬太福音》成書時的時代

背景（馬太福音的成書時間正值「猶太戰爭，Jewish revolt，BCE 

66-70」，而這戰爭正是由身處於猶大地的人武裝起義，以欲反抗

在耶路撒冷的羅馬駐軍，但這場起義最後卻被尼祿任命的軍隊征

服，並在耶路撒冷地作出大規模的破壞與屠殺。），故經文才特別

有「讀這經的人需要會意」的這附註。

 明白了經文的背景，便能明白馬太要引導讀者，看到主耶穌所預言

的末日，要比當前讀者所經歷的「猶太戰爭」還要可怕、持久，且

會像當時般有很多假先知出沒。故此，信徒更要如鷹般細緻地觀察

（第28節，另參《約伯記》三十九29），分辨上主的聲音與旨意。

反省： 世間越紛擾，越容易讓人聯想到末日的將臨。這兩者確有一定程度

的關連。但主耶穌提醒信徒，在紛擾的世界中更要細心明辨上主的

聲音與旨意。弟兄姊妹，你有在這紛擾的世代中越發加緊用心研讀

聖經，細察上主對你、對這世代的信息，以免你只作一個「人云亦

云」的信徒嗎？請反思，為自己當下的狀況向上主作出禱告回應。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詩篇：詩一二二                                 週四

淺釋： 詩人與眾朝聖者抵達聖城耶路撒冷，邊行邊唱頌進入聖殿。路途

上，他們歷盡艱苦，最後站在聖殿門外，喜悅之情非筆墨所能形

容。他們轉看「寶座」，不但指大衛王朝，即當日的政治中心；也

指著耶和華--朝拜神的地方，簡言之，這表徵著整個以色列民族的

政治和宗教的中心。最後，詩人為聖城耶路撒冷祈福，也為城內的

人民和遠道而來的朝聖者祈福。

 第三節經文提到整座耶路撒冷城建築上的隱喻﹕石頭與石頭間接得

天衣無縫，沒有鬆動的石塊，沒有多餘無用的材料，城牆或樓塔都

蓋得密實牢靠。這座完美的建築，具有緊密的結構，整齊而劃一。

就好比在敬拜中，所有來自不同處境和地區的人，有著和諧的關

係；雖然各人的財富、智力、背景、語言、爭競程度高低有別，但

在敬拜中成為一體。敬拜時，神彰顯的合一，使得外表的不合、誤

會和差異都變得微不足道。

反省：我是否常常懷著歡欣、渴望的心參與每次的崇拜？我如何激發身旁

的肢體，盡力和同心的向上主獻上合一的祭？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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