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3年12月8日～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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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四29～35                       週日

淺釋： 學者普遍對「那些日子的災難」（第29節）表達的意思有兩個

說法：一是指主後七十年聖殿被毀的事件，另一是指上主再來

前世人將會經歷的苦難時刻。支持前者的說法認為前文（第15

至28節）闡述的內容主要是有關主後66～70年的猶太戰爭（詳

情可參考12月1日靈修默想經文淺釋）；支持後者則認為下文

（第30至31節）的論述主要指涉及末日時的景象。與此同時，

「人子駕著天上的雲降臨」（第30節）及「從四方招聚了來」

（第31節）的表述均會讓人聯想起但以理書七13～14有關末日

的預言。此外，主耶穌又以第32至35節回應門徒在第3節有關

主耶穌降臨和世界末了時的豫兆等提問，主耶穌提醒門徒所有

末日的徵兆是要讓我們知道終末的時候已到，人子隨時也會回

來，因此，重點是人應更謹慎自守，等候基督的再來。

反省： 主耶穌應許我們天地萬物都會改變，惟獨上主的話語永不改

變。生活裡我們該如何竭力持守信仰，預備自己等候主基督的

再來？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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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研讀：哀三46～54                           週五

淺釋： 先知在第46至47節重提耶路撒冷的遭遇，可見那是何等揮之不去的

痛苦回憶。眼淚是悲傷的記號，先知在此透露他是災難的目擊者，

他以敏銳的心靈為耶路撒冷（特別是其中的婦女）悲傷，甚至流淚

不止。學者多以第52至66節為先知的個人經驗。正如耶十七16，先

知表示有人無故與他為仇，他有如捕鳥者的獵物；先知表示他被困

於牢獄之中，那應是充滿淤泥的深坑（耶卅八6）。雖然耶利米書

沒有先知被石頭打的記載，但有多處表明他的仇敵極為暴力（如：

耶十一20；十二3；十五15等），而第53節下的另一可能性是指那

堵住牢獄（深坑）出口的石頭，用以防止囚犯逃脫，有些更被淹死

在其中。這是使人絕望的境況，但先知卻在這境況中，轉向他惟一

的指望，並且獻上禱告（第55節）。

反省： 先知身陷絕境，卻為別人而流淚，最終更轉向神。當你身陷困境，

還能顧及他人的苦境嗎？那時你所流的眼淚是為自己的，還是為別

人的？當你在絕境中，禱告的內容會是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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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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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十一1～10                              週一

淺釋： 本章是以賽亞先知對彌賽亞的盼望。承接着十章34節以大樹被

砍伐比喻強權的亞述將要傾倒，十一章的開始以枝子發條比喻以

色列民一直期盼的彌賽亞必出自耶西一脈，即是大衛家。這位彌

賽亞必有耶和華的靈住在祂身上，就是智慧和聰明的靈、謀略和

能力的靈、知識的靈和敬畏耶和華的靈。祂必以公義及信實審判

列國，貧乏的和受欺壓的都不會受壓逼。祂所建立的國度是一個

完全和平的國度，豺狼、豹子、獅子與熊這些凶猛的動物會被馴

服，它們能與綿羊羔、山羊羔、牛犢，甚至牛與小孩子同居同臥

同食，在這國度裏一切與和平相牴觸的事物都將被驅除。「到那

日」即審判之日，這看似不可能的景象將會來到萬邦。

反省： 以色列民所期盼的彌賽亞國度是和平、公義及信實的國度，統治

者會以公平公義治理國民，被壓迫的會得釋放。讓我們也同為這

國度禱告，滿有信心地求神讓這國度快將來到！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信：羅十五4～13                          週二

淺釋： 保羅在這段經文中以互相接納、彼此同心作為重點。保羅勸說不

論是猶太人、外邦人都要互相接納，信徒互相接納的基礎在於聖

經的教導，也在於耶穌基督的工作及榜樣。耶穌基督的救贖正是

要拆掉那阻隔雙方的隔閡。耶穌基督的救贖既成全神在舊約中對

以色列的應許，也將恩典的範圍擴闊，令外邦人也能包涵在神的

恩約之中。在這救贖的基礎上，猶太人、外邦人能夠互相接納，

因為大家同在神的恩約之下。保羅引用了舊約四段的經文，這分

別來自舊約的歷史書(撒下廿二50)、五經(申三十二43)、詩篇

(詩一一六1)、先知書(賽十一10)。保羅引證出舊約各處都有著

神接納外邦人的信息。而同時這救贖是根源於以色列人，神並沒

有忘記祂向他們的應許。在基督救贖的基礎下，雙方就有盼望真

實地達致彼此同心。

反省： 現時我們不太會出現好像保羅時期猶太人和外邦人因為神學及民

族的緣故而出現的隔閡，但請思考一下，有什麼會令到我們的教

會出現隔閡呢？是社會的階層、興趣的分別，或是純粹個人的喜

好嗎？你相信耶穌基督的救贖可以破除這些隔閡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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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音書（二）：太廿四36～44                     週三

淺釋： 接續著前段那些有關末日的預告（第3節），然而，這段落的重

點不是末日時的景象，而是透過三組比喻（挪亞的日子、兩個人

在田裡、兩個女人推磨。挪亞的比喻是一歷史的引述，以表示這

並非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往後兩組的比喻則是透過兩個當時人

們日常的事例來說明上主的再來是何等的突然。）來說明一個事

實，就是在人們都意想不到的時候，上主就要到來。因此，主耶

穌提醒信徒們要「警醒」（第42節）。主耶穌接著更進一步指出

「警醒」並非終日「提心吊膽」，而是要為上主的再來而「有所

準備」（第43至44節）。

反省： 主耶穌提醒我們要警醒來面對上主不知何時的再來，而警醒就是

指要有所預備。請思想，怎樣才算是為上主的再來而預備呢？是

自身對屬靈事物的追求？是生活中的信仰實踐？還是其他的事

情？請思想過後透過禱告向上主作出立志。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詩篇：詩七十二1～7及18～19                     週四

淺釋： 這是一篇為君王祈求的詩，而此詩也會在君王登基的禮儀上誦讀

的。詩人祈求君王能秉行公義、好好管治國家、保護和扶助困苦

和有需要的人、恩澤萬民、維繫社會秩序；不過，更重要的是君

王要秉行神的公義和公平，也就是按神的旨意作出判決。換言

之，君王的職責是要讓神的主權能透過他在地上實踐，這樣人民

才會得享平安。無論任何時刻、任何地方，君王必須按著神的心

意來行事。經文第18及19節是一個結束的讚美詩，神奇妙的作為

是永遠配受稱頌和榮耀。此詩篇會在《將臨期》誦讀，以表達對

彌賽亞 -- 耶穌基督 -- 和平之君再來的期盼。祂來是要彰顯神

的公義和公平，祂來是要按神的旨意審判全地，而神的主權藉著

祂在地上得以彰顯。

反省： 在生活處境上，神讓我們管理什麼範疇？我是否按神的心意去履

行這職責？本週請以此作為祈禱﹕「神啊﹗願祢的國降臨，願祢

的主權在地上彰顯，願祢的旨意透過我成就。阿們。」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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