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5月11日至5月17日

復活節期：我們與基督同死，也必與祂同活

【由復活節到五旬節，這期間共有五十日，稱為復活

節期，為的是延續地記念基督耶穌從死裡復活，也藉

此默想復活的基督向門徒顯現的事蹟。信徒藉此體會

生命的復活與更新，也期待聖靈的降臨。禮儀用色為

白色，代表光明、榮耀、更新、得勝。】

福音書（一）：約廿19～23                       週日

淺釋： 主耶穌在與門徒一同吃逾越節筵席的晚上，雖然知道將要被出

賣、離棄、鞭打、羞辱，翌日要以自己的生命為人類的罪付上

贖價，但卻在當晚的筵席上兩次說賜平安給門徒——也就是即

使面對困境仍不逃避，迎難而上的得勝的平安，並清楚告訴門

徒祂所賜的平安，是世人不能給和奪不走的（十四27）。

 在主耶穌復活的晚上，大部分門徒（除了多馬和猶大）在主耶

穌與他們共享最後晚餐的地方聚集。雖然門徒因為懼怕被迫

害，為了防範外人而把所有門戶緊緊關上，但復活了的主耶穌

不再受制於人間任何限制，在眾人都不知如何發生的情況下，

祂進入房子，站在門徒當中，先後兩次對門徒說「平安」（根

據聖經學者對主耶穌語法的分析，這不是普通的打招呼說話，

而是對事實的宣告），第一次宣告，主耶穌既讓門徒確認因為

天父的大能，祂已經勝過死亡復活了，顯明祂就是生命的主

宰，扭轉門徒心裡的驚惶，既然祂是能戰勝死亡的生命之主，

信祂的人還有何懼呢？第二次宣告，主耶穌在祂賜下的迎難而

上的得勝的平安基礎上，賜給門徒福音的大使命——承接主耶

穌所成就的救贖之恩，按照主耶穌順服天父的原則，為完成廣

傳神救世之福音的大使命而獻上自己。

反省： 主耶穌是生命之主，祂已經戰勝死亡復活了，我們如果真信

祂，還有何懼呢？我們懂得在祂所成就的「平安」基礎上，為

了完成祂給我們的使命，即使面對困難仍不逃避，迎難而上，

活出祂所賜的得勝的平安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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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研讀：士三24～31                            週五

淺釋： 以笏的整個計劃除了行刺摩押王，還包括自己全身而退及擊殺摩

押的勇士。王的僕人因為大門反鎖而作出猜想，而換取逃走的時

間，原文「遮蓋雙腳」是委婉表達，就是和合本譯出的大解。當

他們發現這想法可能不正確而強行開門時，以笏早已逃之夭夭，

經過「鑿石之地」，就是吉甲，再逃到西伊拉（一個無可稽考的

地方），然後照計劃吹角號召以色列人殺敵。以笏的信息準確地

說明，是神（不是以笏本人）將摩押人交在以色列人手中。第

29～30節是對「交在你們手中」的詳盡描述，就以摩押的一萬

「勇士」（不像丑角伊磯倫）竟無一能逃脫，而國中太平了八十

年（全書最長），就是兩個世代。另一士師珊迦的事跡極簡短，

由於四1再以以笏的日子為統計的根據，估計珊迦與以笏曾同期

當士師。

反省： 以色列人的仇敵無論是胖子還是勇士，是摩押人還是非利士人，

總不是神的敵手，但為何一代又一代的以色列人總不能忠於與神

所立的約？我們也信靠的全能的神，為何仍會臣服於形形色色的

偶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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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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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在崇拜裡以

心志卡或小錢作為立志的記號獻給神。



使徒行傳：徒二42～47                           週一

淺釋： 短短六節經文記載了早期教會的生活寫照。這個新的群體成

立於主耶穌升天後，他們與一般的群體不同，經文列舉了四項

他們恆常舉行的活動：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

禱。「彼此交接」指相交、團契，表示初期信徒時常相聚，分

享屬靈和物質的事物。「擘餅」是主的晚餐，記念主耶穌在最

後晚餐及餵飽五千群眾時都如此行。門徒也承傳了主耶穌在世

時所行的神蹟，使眾人都感到懼怕。此外，這新成立的群體獨

特之處，是同住在一處及共用一切東西。早期信徒聚集的地方

主要是聖殿和家中，他們同心合意、恆切地生活在一起，一起

因主的名愛筵、敬拜。這種因主耶穌而生活的方式充滿喜樂和

平安，吸引了很多人信主。

反省： 早期教會的生活，反映著一群跟隨上主的人的生活模式，他們

恆常地敬拜、擘餅、禱告，生活充滿從上主而來的平安與喜

樂。今天對我們的教會生活又有何提醒？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信：彼前二19～25                              週二

淺釋： 彼得向當時屬於社會上最低下階層的奴僕基督徒發出這樣的指引：
你們既身為奴僕，就要順服世界的主人，但仍要以討神喜悅為行事
為人的首要考慮。倘若世界的主人行事乖僻，基督徒奴僕要憑著良
心（忠於神）而作是非對錯的判斷。這樣做不免要忍受皮肉之苦，
卻能得神的喜愛（即是：有恩典的、有福的意思）。19節「忍受」
，與20節「忍耐」兩個字詞，有保衛、守住陣地等積極意義，不是
無奈地接受刑罰，正如基督主動地受苦，親身擔當世人的罪一樣。
彼得肯定為忠於神所受的苦，認為這是因行善受苦；相反，若基督
徒因為犯罪受苦，即是行事為人違背神的旨意而受苦，那就毫不足
取了。接著，彼得借用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受苦的僕人在宰羊的人手
下無聲的意象，勸勉基督徒要學效基督受苦的心志，雖然受迫害也
堅決不出惡言、不犯罪，等待上主公義的審判。未認識基督之前，
人人都像迷路的羊（喻意偏行己路），但如今既已歸於大牧人的羊
圈中，那就要按基督的榜樣行事為人了。

反省： 主耶穌說：一個人不能事奉兩個主，對世界所高舉的價值和成功的
準則，以及對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所展現的價值和做人原則，你能
分辨其異同而作恰當的取捨嗎？你肯為守住信仰價值而犧牲世界的
好處，甚至願意受不公義的對待嗎？當你因忠於神的緣故而受苦
時，你能不發惡言和怨言，不報復，靜候上主的審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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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廿24～29                       週三

淺釋： 那稱為低土馬的多馬在教會傳統中一直被視為「多疑者」的代

表。只是我們或會有以下的疑問：既然主耶穌復活是一超越人

們想像的事件，多馬的多疑豈不是很合理嗎？然而，若我們細

看經文，確實是連主耶穌也刻意對他作出「不要疑惑，總要

信」的教訓（第27節）。因此，更值得提問的是：為何主耶穌

沒有責怪其他曾認不出他的門徒，單單是責怪多馬？

 若我們留心觀看經文，就會發現多馬的不信，是在於他即使面

對著與復活主相遇後的眾門徒的見證仍無動於衷（第25節）。

由此可見，信仰與證據是有著微妙的互動的：信仰既沒有完全

排拒證據（故主耶穌選擇了多番向門徒顯見，以「證實」祂真

的復活了），但卻不能全靠證據，因信仰的核心是「信心」，

而信心是超越證據的。

反省： 「信心」與「證據」於你有著何樣的互動？你會否事事只求理

性（證據），抹殺了信心在信仰中應有的位置？或是你太過高

舉信心，以致令自己有了「信心與理性（證據）是對立」的錯

覺？請透過祈禱祈求天父加給你所需要的智慧與悟性。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詩篇：詩廿三                                   週四

淺釋： 詩人描寫上主的供應是何等豐富，祂牧養我們，使我們無所缺

乏；我們千萬不要忘記上主的供應。其後，詩人提及上主的杖

和竿，這除了是用來趕散野獸，保護群羊外，當羊群中有羊頑

皮離群時，杖和竿也可以作為管教之用。上主透過祂的辦法，

去保護、管教我們。最後，詩人指出上主的保護和祝福，能叫

我們在敵人面前毫不畏懼；這與近東的文化典故有關，就是有

人在沙漠中被一大群仇敵追殺，他幸運地受到一帳篷的主人收

留，並設筵席款待。根據近東的習俗，在這廿四小時內，追殺

人的不得有任何行動。一日之後，他又開始發命狂奔；豈料回

頭一看，窮追不捨的原來是上主的良善與信實。當詩人回顧自

己一生，卻頓然發覺並非是甚麼痛苦災禍，而是上主貼身的保

護與祝福。

反省： 人生於世，有數不盡、填不滿的欲望與理想，我們如何能體會

到詩人所說沒有缺乏的境況呢？此外，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多

少回我們誤以為是詛咒，其實是上帝化裝的祝福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