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2月9日至2月14日（新年感恩期）

2014年2月15日（主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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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九1～8                         週日

淺釋： 本段經文是馬太福音首次記述文士、猶太人宗教領袖與耶穌

的對立。在古時，文士是律法權威，負責向猶太人解釋如何遵

守神的律法和對各種事情作出律法權威的判斷，並指示猶太人

該如何做才能符合律法的要求，其中包括：請求祭師為自己的

罪行進行贖罪和潔淨的禮儀（例如：贖罪祭或贖愆祭）。主耶

穌沒有得到文士同意便說出赦罪的說話，無疑威脅了文士解釋

律法的權威和地位，文士聽後，心中立即動了抗拒主耶穌的念

頭，把主耶穌的說話歸類為犯了「僭妄」之罪（在古時，「僭

妄」即是褻神，刑罰是被石頭打死），除滅主耶穌的惡念便開

始在心中醞釀、萌芽，後來他們的惡念愈長愈大，最終把惡念

行出，殺死主耶穌。無怪主耶穌指斥他們心懷「惡念」。

 在另一方面，當時的猶太人認為患病是因為犯了罪，被神懲罰

的結果。所以如果罪赦了，理論上病應該得到醫治。主耶穌在

眾目睽睽下治癒癱子，使他起拿自己的褥子回家，顯明祂有赦

罪的權柄。

反省： 我們可有因為甚麼原因，逃避或抗拒主耶穌的教導？讓我們在

此反省認罪，並向主耶穌求取順服祂教導的力量。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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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研讀：士一8～10                            週五

淺釋： 作者繼續記載猶大如何按照昔年眾支派與約書亞協定攻打迦南

地。綜合第7～8及21節及書十五63對耶路撒冷的資料，耶路撒

冷應位於猶大和便雅憫境內，第8節所指的應是南方山地上的

城，那成功也只是暫時性的，而便雅憫一直未能攻取則是北方

的堅固城池。第9節記載的則是耶路撒冷以南至希百崙、希百

崙與加低斯之間的南地，以及巴勒斯坦中央山脈與沿海平原之

間的山地（合和本之「高原」）。第10節則重點記載在希百崙

的勝利（參書十五13～15）。基列•亞巴的意思是「四座城」

，希百崙的意思則是「聯盟」，這地是亞伯拉罕曾居住之地，

也是亞衲人的原居地，而亞衲族人素來是以色列人的強敵；第

10節所指被殺的三個族長應是書十五14所指被趕出的三位。

反省： 不論地理環境如何，敵人是否強大，猶大在迦南地的大小戰事

中也能取得勝利，背後的原因是什麼？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大小

屬靈戰事中，你是得勝者，還是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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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五十八1～12                                 週一

淺釋： 先知在第一節強烈地號角聲宣告百姓的過犯，指出他們雖行各樣

的宗教行為，天天尋求耶和華，喜愛知識上的追求，出席各個宗

教聚會，好像行義的國民。然而，他們的心卻是遠離神，他們抱

怨神為何沒有看見他們在禁食。這種抱怨神的盲目和冷漠，正反

映他們沒有好好在靈性上與神交通。若進行禁食時仍然「互相爭

競，以凶惡的拳頭打人」，卻看不到公平公義，這樣的禁食只是

為了喜悅自己，神不會接納。先知隨後帶出真正遵守禁食是使被

壓迫的得釋放，與飢餓的人分享食物及接待無家可歸者，在地上

向我們的鄰舍行公義。人若能做得到以上種種，就會有曙光、有

公義、耶和華神會作我們的後盾。以色列民必不會在『乾旱之

地』，他們會像灌溉充裕的園子或水流不絕的泉源，耶和華必會

保護與更新他們。

反省： 經文真實地提醒我們免陷入形式化的屬靈活動。讓我們每天好好

檢視自己的生命，懇求上主差遣聖靈到我們的內心，幫助我們洞

察靈裡的幽暗，作個表裡一致的基督徒。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信：林前二1～12                          週二

淺釋： 在前文，保羅對比了十字架的道理與世上的智慧。十字架上的耶

穌正是要以世人看為愚拙的方法拯救相信的人。這正要顛覆世上

所推崇的價值觀。而傳講的信息決定了傳講的方法，十字架的內

容既在世人看為愚拙，保羅就不會以世人所認為有智慧的方法來

傳講福音(1節)。保羅雖然懂得當時被認定為高尚的修辭學，但

卻選擇不使用修辭的技巧以加強他的說服力，免得哥林多人只因

修辭的技巧而相信保羅，影響他們接受純正的福音信息。保羅選

擇以愚拙的生命形態(3～4節)向愚拙的哥林多人宣講愚拙的福音

信息。這在世人眼中看為必然失敗的組合，竟然也令到哥林多人

回轉歸向神，這更明確顯示哥林多人的歸信是出於聖靈的大能。

反省： 信息的傳講者，必須是先被所傳的信息所轉化，才能期望其信息

能轉化受眾。我們若要成為真正的福音使者，展現福音轉化人生

命的大能，我們的生命形態有什麼地方需要被轉化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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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音書（二）：太九9～13                        週三

淺釋： 這段經文中記載著兩種對比鮮明的人物。稅吏在社會極不受歡

迎，他們為羅馬政府徵收稅款，更會藉此而壓榨同胞，從中侵吞

款項，獲取暴利；故此，一般而言，稅吏時常受到猶太人的排

斥，並視他們如同罪人。法利賽人則是猶太教中最嚴謹的教派，

過著高度自潔的生活，擁有豐富的聖經知識，社會地位崇高。由

於他們嚴守律法，恨惡罪惡，故他們從不與罪人交往。然而，在

主耶穌的傳道的生涯中，祂不但到處傳道、替人治病趕鬼，更經

常與當時被視為罪人的邊緣人士來往。主耶穌不單呼召身為稅吏

的馬太成為門徒，並與其他罪人和稅吏一同吃喝；莫怪乎此舉受

到法利賽人的質疑。對此，主耶穌指出上主「喜愛憐恤，不喜愛

祭祀」，意即全能全備的上主一無所缺，祂不需人為自己作甚

麼，只希望將祂的豐盛向人傾流。正因如此，主耶穌在世的使命

正是呼召罪人悔改。

反省： 法利賽人只關心自己是否持守著聖潔生活過於對人的幫助，但主

耶穌卻站在社會上最軟弱無助的一群中。作為基督徒的我們，生

活中當然應常常努力追求聖潔；只是，值得反思的是我們有否成

為了像法利賽人般有著「屬靈潔癖」，但卻缺乏了對社會邊緣人

士的關愛？請認真反思，然後再為自己當下的缺乏處擺上祈禱，

祈求上主的加力。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詩篇：詩一一二                                 週四

淺釋： 此詩論到有福的人，他們敬畏耶和華，喜愛祂的命令，並施捨錢

財，賙濟貧窮，他們不怕惡勢力。他們在生活不同的範疇上都

蒙福﹕商業活動（家中有貨物、有錢財）、家族親情（後裔在世

強盛和蒙福）、鄰社關係（施恩及借貸與人）、面對險惡（不怕

兇惡、直到看見敵人遭報）。不過，後代蒙福並不是父蔭，而是

他們能從上一代身上，學曉蒙福的方程式：敬畏耶和華，喜愛祂

的命令。此外，信仰價值的傳承，也是待人接物和行事為人的學

習──耿直公正，與人和睦，樂於助人，得人信任，令人喜愛的

人自然會有亨通的事業和際遇，當然，這也是踐行信仰得來的結

果。最後，敬畏神的人因對神有堅定不移的信和倚靠，絕不會懼

怕任何惡勢力。

反省： 後代蒙福是因為受了家庭宗教教育的薰陶，當父母親敬畏神，喜

愛和遵守神的命令，並將信仰價值傳遞給兒女，便是蒙福之道。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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