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2月2日至2月8日 

新年感恩期：從歲首到年終，上主必看顧

【在普世教會的聖曆中，是沒有新年感恩期的，但在

農曆新年期間，作為中國人信徒的我們，特別有一段

期間作新年的默想與感恩，也是合宜不過的。故此，

永光堂在聖曆中加插這段新年感恩期。禮儀用色為紅

色，代表喜慶、歡樂、燦爛。】

福音書（一）：太八23～27                         週日

淺釋： 根據四17～24和八16～17，自從主耶穌開始傳講天國的福音，

便呼召了彼得等四名漁夫作祂的門徒。本段經文記載的，是門

徒在跟隨主耶穌之後首次面對困境的情況。

 門徒已經多次看見主耶穌行神蹟奇事，照理無論遇到任何困難

危險也無需驚恐，但事實卻相反，門徒遇到風浪後竟驚怕得要

死，像是主耶穌不在身旁似的，顯然他們雖跟隨主耶穌去傳

道，但他們並未真確認識主耶穌的身分，也不明白祂的教導，

所以他們的信心，被主耶穌評為經不起風浪的「小信」。

反省： 我們既然蒙恩得著主耶穌成就的永恆恩典，我們便必須不斷在

屬靈的知識上追求進深，讓自己可以因為對主的恩典和教導有

更深的認識，以至可以更合主耶穌的旨意，實踐對祂的信心。

在新的一年，我們可以如何追求屬靈知識的長進？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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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研讀：士一1～7                             週五

淺釋： 應許之地的征戰在約書亞的帶領下展開，但未竟全功。約書亞

照神的吩咐替眾支派拈鬮分地（書十三1起），於是各支派要

繼續攻打迦南地，直到把迦南的原居民都趕出去。士一1～7記

載了約書亞死後首先採取行動的猶大支派（猶大支派素來號稱

以色列的獅子，參創四十九9～12），他先找來同父同母的西

緬一起攻城掠地，而且因為神的賜福（第2節），他們取得重

大的勝利（第4～5節）。第6～7節從今人的眼光看充滿血腥

味，但在古戰場卻是司空見慣的事。王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領

軍出戰（參撒下十一1），沒有拇指拿不穩兵器，沒有拇趾穩

不住腳步，斷不能爭戰，後果就是不能稱職地作王。亞多尼•

比色的話更說明，他知道所遭遇的一切，乃出於以色列的神。

反省： 士師記卷首的信息到底是什麼呢？豈不是「神已與人同在」

嗎？怎樣才能避免在屬靈上犯錯，誤把引導和平安寄託於神以

外的任何人或事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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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六1～8                                 週一

淺釋： 本章借法庭審判的情景，描述耶和華對以色列人的控訴。耶和
華為原告、先知彌迦代表原告的使者、山嶺和地永久的根基是
證人。耶和華控告以色列選擇去走自己的路，不回應神的愛。
雖然耶和華把以色列人從埃及為奴之地釋放出來，給他們摩
西、亞倫、米利暗和其他人作領袖，也拯救他們脫離摩押王巴
蘭的威脅，又帥領他們渡過約但河，但以色列人並沒有表裡一
致地回應神的愛。以色列人心裡質疑摩西律法，疑惑神究竟要
什麼祭才能使祂滿足：難道是一歲的牛犢嗎？千千公羊、萬萬
油河嗎？還是要獻上長子呢？在以色列人眼中，獻祭已變成買
賣，不再是顯示耶和華與以色列人基本關係的外在表徵。縱然
如此，耶和華兩度稱呼以色列人「我的百姓」，可見祂對以色
列人的慈愛及希望他們會回轉的心。最後，耶和華向以色列人
陳明何為善，不是獻貴重的祭物，乃是向人行公義，好憐憫，

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行。

反省： 「行公義，好憐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行」是形成我們的信
仰生活的三個基礎。今天當我們參與教會所有的屬靈聚會時，

我們在這三個基礎上做得足夠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信：林前一18～31                            週二

淺釋： 在這段經文中，保羅把世上的智慧與十字架的道理作出對比。
首先，保羅論述主耶穌釘十字架的事件吊詭地把世人看為愚拙
的方法成為了神的智慧，這正是神的福音(18～24節)。十字
架的道理是具有一種徹底的顛覆性的，世人按着世界的價值觀
把人劃分為強壯或軟弱、智慧或愚拙、尊貴或卑賤等的不同階
級。但主耶穌釘十字架卻使祂成為世人看為軟弱、愚拙及卑賤
的，但這正是神的能力與智慧；這正要打破世界所定下的價值
觀。然而，有一些哥林多教會的人，意圖把世界價值的運作放
進教會之內，推崇世人看為成功、有價值的智慧。故此，保羅
本段經文的第二部份(25～31節)，重述福音的接受者(哥林多教
會中人)，在世上有智慧和有影響力的人之眼中，本是看為愚拙
的。然而十字架卻重新定義何為智與愚、窮與富，信福音之人

無須追求世人推崇的價值。

反省： 教會作為宣講十字架道理的群體，有著與世界不同的價值觀。
讓我們反思一下，我們所處於的群體有否暗暗地按着世界所定
下的價值觀來運作呢？我們是以十字架的道理還是世界的價值

作為行事為人的判斷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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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音書（二）：太八28～34                       週三

淺釋： 這是在共觀福音都有記載的故事（參可五1～20；路八26～39），
《馬太福音》的內容與其他福音書有一些差異，篇幅亦較短。當
中忽略的細節如那被鬼附的人的苦況（參可五3～5），《馬太福
音》只簡短地說鬼附在人身上，「極其兇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
路上經過」（28節）。學者表示這或由於《馬太福音》的作者欲
將焦點放在眾鬼與「神的兒子」的相遇，凸顯主耶穌對眾鬼有著壓
倒性的權柄。眾鬼不單懼怕主耶穌（29節）、甚至牠們連要到猪群
也要「央求」主耶穌的批准（31節）。然而，這故事最叫人意外的
是那班外邦人在見識了主耶穌的權力後的反應：他們竟然像眾鬼般
「央求」主耶穌離開他們的境界。《馬太福音》並沒有像《馬可

福音》般同時記述那被鬼附者欲跟隨主耶穌（參可五18～20）。

反省： 不少信徒時常渴望親身經驗主耶穌大能的作為，並以為這樣的一
個經驗必然能鞏固他們對上主的信心。《馬太福音》筆下的這
故事正是要對前述的想法作出當頭棒喝。我們並不應輕易被周
遭的事物影響我們對上主的信心；反之，我們應懷著信心來面
對周遭的事物，以致我們能從生活中或順或逆的事件中看到上
主的帶領與作為。弟兄姊妹，請反覆思想這故事並其背後的意

含，然後再按你當下屬靈生命中的需要向上主作出一個祈禱。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詩篇：詩十五                                   週四

淺釋： 此詩被稱為「進殿詩」，詩人以答問方式帶出敬拜神的人應有的
態度。詩人提問﹕誰人能夠朝見神？「你的聖山」（即是鍚安
山）和「你的帳幕」，是指神臨在的地方，也可指神的殿。能夠
進入此地方的人應是如何？詩人隨即提出正反兩方面的一些準
則，就是那些應行和不應行的事；當中不只是個人品行表現，
也提及人與鄰舍、朋友和社會的關係。最後，詩人以應許作為
結束；就是遵行這些準則的人，他們必永不動搖。神在創世時
使空虛混沌的世界變為有秩序的世界，祂戰勝了黑暗和邪惡，而
萬物卻又井然有序的服在祂的管治下。換言之，神的臨在不會
受任何勢力所影響，祂掌管一切。同樣，那些行為正直、做事
公義、心裡誠實的人，必在神裡得到安穩，他們絕不會因任何

處境和困難受到動搖，因為他們所敬拜的神使他們安然穩妥。

反省： 弟兄姊妹，我們與自己、與人和與神的關係如何？與神有緊密關係
的人，就是常以神為首位，竭力保守自己與神有緊密關係的人，他
們必能進入神的同在；也只有這樣，當他們敬拜時，他們能尋見

神，這才是敬拜最終的目的。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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