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1月19日至25日

主顯期：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理

【主顯期是聖誕節後的一段時期，主要是讓信徒意識

到神藉基督的生命向世人顯現，也提醒信徒，教會正

延續著基督的使命。禮儀用色為白色，代表神臨在的

光明，教會與信徒歸神為聖的純潔。】

福音書（一）：太八1～4                         週日

淺釋： 在古時，大痲瘋是不治之症，大痲瘋患者通常都會病至面容

扭曲，痛苦地死去；以色列人認為人之所以患上大痲瘋，是因

為犯了罪，受到神的懲罰，在信仰禮儀上視大痲瘋患者為「不

潔淨」，任何與大痲瘋病者接觸過的人或物件都會成為「不潔

淨」，並且會透過接觸，把「不潔淨」擴散傳開。以色列人會

把大痲瘋患者驅逐，嚴格限制他們獨居野外，遠離其他人，所

以當時大痲瘋不但是最令人恐懼的傳染病，大痲瘋病者更是被

隔絕於神和人的人。

 經文中的痲瘋病者，無視禁令跑到主耶穌跟前向主耶穌下拜的

行動，顯明了他對主耶穌的信心。主耶穌本來可以只說一句話

便治好他的病，但祂卻無視大痲瘋的恐怖，「伸手摸他」。主

耶穌「伸手摸他」的行動，顯明祂是那虛己降生世上，廢去人

神阻隔的救主，人只需相信祂，便可得著祂的恩典。

反省： 主耶穌已經廢去人神的阻隔，準備好施恩給每一個相信祂，願

意以實際行動信靠祂的人。我們如何以實際的行動，顯明對祂

的信，領受祂的恩典？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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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研讀：哀五11～18                           週五

淺釋： 先知再次描述耶路撒冷因為犯罪而招致的種種惡果，那盡是

巴比倫人強暴的行為，不論是婦女、貴冑、老人、孩子也都受

害。婦人被強暴、王子被公開虐待、孩子被迫做勞苦的工作，

而且推磨（和合本譯為「扛磨石」）向來是婦女的工作；這是

巴比倫藉以羞辱猶大少年人的方式。城門口素常是長老處理訴

訟的地方，如今公平已不能伸張。以色列民的喜樂常與節期和

祭禮有關，沒有喜樂表示他們的宗教生活已停止。但先知再次

強調「我們犯了罪」，一切皆因為以色列民不守約，以致在萬

國眼前的榮耀變為羞辱（第16節），那曾經被稱為大君王的城

的錫安，如今已淪為人跡罕見、野狗出沒之地，眼前淒涼的境

況使先知看得心痛目眩。

反省： 先知三番四次地為猶大的遭遇作出信仰的解釋，歸根究柢，還

是因為他們離棄了自己的神。但你抗拒這樣解釋人生中不幸的

際遇嗎？這抗拒從何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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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四十九1～7                             週一

淺釋： 本篇是第二首的『僕人之歌』，揭示了誰是那位僕人。經文三

次提到這僕人的名字是以色列，他自出母腹就被題名。他又好

比先知一樣，以上主的話語為兵器；他也比喻為磨亮的弓箭，

要完成耶和華所吩咐的，就是要復興以色列國，也要作外邦人

的光，將救恩帶至地極。『復興』暗示以色列曾經淪落，她因

罪的緣故遠離耶和華，這比他們被擄到巴比倫的遭遇更差。而

『歸回』可指從被擄之地回歸到耶路撒冷，亦可比喻為以色列

民得蒙耶和華的拯救，令他們除去罪的捆綁。然而，這位僕人

的境況像耶利米先知般，所作的工都是徒然，盡了力也得不到

應有的果效。縱然如此，這位神的僕人卻未被所遭遇的困難打

倒，他知道是耶和華--以色列的救贖主和聖者呼召祂，給他力

量以完成祂所要作的工。

反省： 當我們勇於承認自己為基督徒之身分，就是要履行上主在世向

我們發出的要求，為祂作美好的見證。故此無論遇到甚麼困

難，掌管我們生命主權的上主必會加力、看顧及拯救我們。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信：林前一1～9                            週二

淺釋： 哥林多前書是保羅寫給哥林多教會的第二封書信(參林前五9)。

哥林多教會曾寫信給保羅詢問教會問題的處理方法(參林前七1)

，林前是一封處理教會問題的書信。這封書信按着保羅一般書信

的格式，有寫信人、受信人、問安與感恩等。保羅為哥林多教會

所作的感恩主要是為了哥林多教會所領受的恩賜。

 恩賜(charisma)是保羅書信專用的詞語，字面的意思是上帝給人

白白的恩典，這恩典並非因人力所能獲得，也是他不配受的。恩

賜可以解釋為神使人稱義之恩(羅五16)，亦可指神賜給人的永生

之恩(羅六23)。廣義來說，恩賜是神在信徒群體所展現的恩典。

而狹義來說，恩賜是指神給予個人(教會成員)的特別能力。信徒

能藉這些能力以成全教會的事工，造就各信徒成長。恩賜是由聖

靈按着祂的心意賜給信徒的，而經文這裡所說的恩賜應以狹義來

理解。

反省： 請思想神賜下了什麼恩賜給你，使你可以服侍教會呢？你有否為

到你所得的恩賜向神作出感恩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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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音書（二）：太八5～13                        週三

淺釋： 這是一個有關外邦人主動尋求主耶穌的故事。在整個《馬太福

音》中，除了這段落外，只有在十五章21至28節提及另一外

邦人（迦南的婦人）主動尋求主耶穌的幫助。學者指出這兩個

「外邦人尋求主耶穌幫助」的故事有一些很值得留意的共通點：

主耶穌不單對他們的信心回應予以高度讚賞（八10；十五28）；

並且這更是《馬太福音》中惟一有關遙遠醫治的段落（八13；十

五28）。經文的第11至12節交待了主耶穌藉此而作出的一番話，

指在末日的大筵席裡，有很多外邦人能參與（「從東到西」而來

的人）；反而不少以色列人（本國的子民）卻發現自己未被選

上。由此可看出作者欲藉這段神蹟醫治的故事來帶出主耶穌的拯

救不單只限於以色列人，更是遍及外邦；那些外邦人雖然稍為遙

遠，但這一點的距離並未能阻止主耶穌的「醫治」（第13節）。

反省： 經文指出那百夫長的信心之大，甚至超過那些一直在猶太信仰群

體裡生活的人；而因著他那堅定的信心，令他跨越了「選民」的

規限，最終令百夫長的僕人親嚐主耶穌的醫治。弟兄姊妹，請反

思今天自己對上主是否懷著充足的信心？你渴望成為一個懷有

「大信大愛」的事奉者，以致生命能被上主大大的使用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詩篇：詩四十1～11                              週四

淺釋： 詩人讚美神，因神將他從困境中拯救出來，這也成為所唱的新

歌內容。聽到和看到的人對神生出畏懼和倚靠，他們不再信賴高

傲和拜偶像的人。神不悅納徒有形式的感恩祭；神開通詩人的耳

朵，是要詩人聆聽、回應和遵行祂的話，這才是神所悅納的。縱

然詩人將困難、祈求、感恩、讚美等事寫下，並預備帶到殿中向

神傾訴，但最重要的是將自己帶到神面前，帶著渴慕神的心去讚

美神、思想神的旨意，將神的教導放進心裏--這才是神要的祭。

神要的是一個經歷了神的拯救而更新改變的生命，以及愛慕、聆

聽和跟隨祂的生命。最後，詩人將他所相信的信息，也是美好的

佳音，在大會中傳開，就是神的公義、救恩、慈愛和誠實。

反省： 今年教會主題提醒我們要全人敬拜，願我們愛慕神、聆聽神和跟

隨神，作為我們向神所獻的生命祭。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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