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2月16日至22日

主顯期：道成了肉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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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九18～22                         週日

淺釋： 馬太福音九18～26是一個完整的段落，精簡巧妙地把主耶穌兩

個神蹟醫治結合一起。在信仰上，死屍和血漏病人都被當時的

猶太人視為不潔淨，與它（她）們接觸也會成為不潔淨，所以

請人為屍體按手，是極荒謬和應被譴責的要求，管會堂的人理

應比其他人更熟悉和嚴守信仰禮儀，否則他管會堂的資格也可

能被質疑；至於血漏病人，她們雖不必像大痲瘋患者般被放逐

荒野，但因為她們可以藉著接觸把「不潔淨」擴散傳開（參利

十五26），所以如果她們走進人群，將可能面對極嚴厲的驅趕

和羞辱。太九18～22中的兩個來求主耶穌醫治的人冒險逾越規

範的行動，顯明他們對主耶穌有極大的信心。

 主耶穌對他們的反應，一方面凸顯主耶穌有絕對的權柄施行恩

典，另一方面說明主耶穌看重人對祂的信心。

反省： 實際的行動反映內心的信仰景況，你的行事為人是否能反映

你對主耶穌的信心？請為自己信心不足的地方，求上主加你力

量，以活出有信的人生。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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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研讀：士一11～15                           週五

淺釋： 摩西因為迦勒與約書亞一起主張攻入迦南而把希伯崙賜給迦勒

（民十四24及書十四6～15），而他雖然年事已高，卻在率領猶

大支派攻取城池時繼續顯出他的英雄氣慨。迦勒率眾攻取希伯崙

西南的地底壁［基列•西弗的意思是「書城」（city of writing）
，這可能與當地擁有聞名的圖書館有關］。底壁的戰事帶出第一

位士師俄陀聶的故事，但作者留待第三章才交代俄陀聶任士師時

的英勇事跡。神所賜的福具體地以土地呈現，故此迦勒給俄陀聶

的回報就是底壁。第14節暗示押撒在取得俄陀聶的同意下親自

向迦勒要求水源為「嫁妝」，因水源與地息息相關，而在南地這

曠野之地，水源至為重要。迦勒賜押撒上泉下泉，正表示這位蒙

慷慨賞賜的父親，也以慷慨對待女兒。

反省： 行文至此，士師記仍圍繞著後約書亞時代、以色列人攻取應許之

地的戰事。慷慨和守約的神，以及慷慨和敢於回應神的勇士，對

今天讀著這書的你有何提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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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三十15～20                             週一

淺釋： 本章記載在申命記的後段，主要描述摩西進入應許之地前對以色

列民的最後訓示。摩西以一個非常嚴肅的挑戰作為結束，他把

「生與福」或「死與禍」陳明在以色列民面前，並作出對照。愛

耶和華、遵行祂的道，謹守祂的誡命、律例、典章便可存活，可

得享耶和華的福分。但若他們敬拜別的神，偏離神的道，他們便

會滅亡。短短六節經文，摩西兩度提出這生死禍福的挑戰，並呼

天喚地向神作見證。他告誡以色列民要揀選生命，行走正道，才

能在應許之地上存活。這樣的鋪陳，超越了個人的禍福而指出國

家的命運。以色列國後來經歷了被亞述國侵略和掠奪，被巴比倫

毀滅和被擄的慘痛經驗，三十章的信息對被擄時代的人有如千

斤重，叫他們深切反省。只要他們愛耶和華、聽從祂的話、專靠

祂，復興仍然有望，被擄的人都要回到應許之地，耶路撒冷及其

聖殿最終要被重建。

反省： 「生與福」或「死與禍」的選擇看似簡單，然而人卻往往因被罪

綑綁而未能選擇正路。讓我們懇求神的憐憫，幫助我們驅除心中

的幽暗，向著光明的方向前進。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信：林前三1～9                            週二

淺釋： 在這段經文，保羅再次直接提到他在林前一10指出的問題︰教

會出現的權力紛爭。保羅指哥林多教會仍然屬乎肉體，即指他們

雖已作了基督徒，但仍受到人的罪性所轄制，因為教會出現權力

的紛爭。保羅在哥林多教會教導了他們一年半，本期望他們能成

為屬靈的人。屬靈的人是領受神的話語並按著聖言的教訓而活

的人，他們藉著遵行神的話語明白天父的心意，並會按着基督公

義、慈愛的心腸作行事為人的準則。(二10～16) 保羅慨嘆哥林多

教會不成熟的表現就有如要吃嬰兒食物的成年人。保羅以自己和

亞波羅作為例子，說明所有基督徒領袖都只是僕人，惟獨神才是

真正促使教會成長的。教會群體不應高舉個別屬靈領袖來抬舉自

己，教會領袖也不應以一些屬世界的「智慧」以凸顯自己在教會

的地位。

反省： 惟有高舉神、跟隨神的，才是屬靈的群體。我們若作為跟隨者，

會否過於高舉了一些領袖，變成為跟隨人而不是跟隨神呢？我們

若作為領袖，讓我們省察己心，我們所做的是高舉自己還是高舉

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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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九23～26                        週三

淺釋： 「管會堂的人」主要負責在猶太會堂裡主持崇拜秩序，在猶太人眼

中有著崇高的地位，這樣的一個人理應看不起在當時猶太社會中沒有

特殊地位的主耶穌。故此，這位管會堂的人一直沒有到耶穌那裡，直

至他的女兒死了才找這位風聞有醫治的能力的主耶穌便不是一件出奇

的事。因我們不難想像這位管會堂的已嘗試過不同的方法但卻毫無果

效，最後才來見主耶穌。

 按當時的習俗，人死後一般會在一天內進行安葬儀式，而吹手一般會

受僱在喪禮中吹笛致哀，此外還有受僱在葬儀中為死者哀悼、哭叫的

女人。主耶穌不但主動地前往探望，更在人人也認為再無盼望的時候

使那管會堂的人的女兒復活。「睡著」隱喻死亡，也可理解為枯萎的

靈魂，也指人處於昏迷不醒的狀態。耶穌藉著這語意含混的話指出肉

身的死亡不能攔阻上主的作為，在世人眼中看為無法改變的事實，在

主耶穌仍有能力將之改變。

反省： 試回想你的生命中，有否曾出現了一些自以為是「太遲了」的時刻？

經文告訴我們，即使在世人眼中視之為「太遲了」的時刻，在大能的

上主的眼中卻不然。上主能幫助我們挽回破裂的關係，戒除不良的嗜

好、醫治心靈的創傷、為絕望的人帶來真正的盼望。讓我們一同向上

主禱告，祈求上主加添我們信心，叫我們能在生命的任何境況中信靠

祂而活。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詩篇：詩一一九1～8                              週四

淺釋： 這是最長的一篇詩篇（共176節），共分廿二個段落，每段落以一個

希伯來文字母順序排列作為開首，故又稱為「字母詩」。此詩不但

寫作優美，也帶出重要教導──有福的人就是對神的話語存開放的心

的人，他們聆聽、思想、遵行和尋求神的話語。此詩洋溢著詩人對神

話語的喜愛，並用了八個同義詞（命令、律例、律法、判語、訓詞、

典章、法度、話語）來稱呼「神的話語」。此詩不但與第一篇和第十

九篇詩篇相呼應；也讓人回想《申命記》的教導﹕要遵守耶和華的誡

命、法度和典章（申六17、25）。有學者指出，若以此詩作為祈禱和

讚美的內容，必能操練屬靈的敬虔。敬虔的人，就是認識和遵行神話

語的人，他們在禱告和等候中仰望神，並對神的信堅定不移。而尋求

神的人，必能對神在世上的管治和公義作為有更新和更深的認識。

反省： 有福的人就是對神話語開放的人；讓我們在本週實踐──每天選讀本

段的一節經文，然後誦讀、聆聽、思想、遵行當中的教導。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