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靈閱：羅八12～25                                 週五

淺釋：「我們並不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12節）的翻譯中未有將

「欠債」與「順從…活著」兩者的關係闡述清楚，較理想的翻譯可參《思

高版》：「我們並不欠肉體的債，以致該隨從肉體生活」。保羅在這裏欲

繼續以「奴隸」的概念來闡述信息。奴隸因著欠債的緣故，即使自身不願

意，但仍要順從著債主的心意而活；但保羅在上段已指出基督已釋放了我

們（第2節），叫人們能脫離「死的律」。

 「聖靈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神的兒女」（16節）當中的「同證」是指

「與…一同作見證」。因上節保羅已指出我們所受的是「兒子的心」而非

「奴僕的心」，而聖靈則猶如見證人般一同肯定我們正是神的兒女。

 「後嗣」（17節）保羅順著「兒女」的概念進一步指出我們是神的後嗣，

與基督一樣。故此，信徒受苦是因基督也受過苦；而因基督得著榮耀，每

個同為後嗣的信徒最終也必同得著榮耀。

 「…不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0節）可參《新譯本》：

「…不是自己願意這樣，而是由於使它屈服的那一位」，明顯是指撒但。

反省：請花數分鐘時間檢視一下你當下的生命：你今天是否仍時常只隨從肉體的

想法而為，彷彿仍是作為肉體奴隸？如何才能經歷那被基督救贖的生活，

以致你能不再被肉體的想法綑綁而活？請相信聖靈正與你的內心一同見證

著你是神的兒女。請按你當下的狀況、需要向上主作出一個祈禱。

代禱：《代禱的邀約》── 牧者及課程

經文回顧                                         週六

思想： 總結這一週的經文默想，你領會了些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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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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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福音書（一）：太十三24～30                       週日

淺釋：馬太福音十三1～53記載的，是主耶穌說的一系列共八個關於天國的比喻，其

中有二個比喻還附上主耶穌的解釋。雖然第十三章前的經文也有關於主耶穌

說比喻教導人的記載，但卻只有在這個大段落中，主耶穌說出祂用比喻教訓

人天國道理的原因──「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連他

所有的，也要奪去。」（十三12）。聽到主耶穌以比喻說出天國道理的人可

分為兩類，他們雖然都聽到主耶穌的比喻，但卻不是都知道比喻中的道理。

這兩類人的結果完全相反，只有那些知道道理的人才得以進入天國。今天讀

的經文，是這個大段落中第二個附上解釋的比喻，主耶穌對這比喻的解釋記

於太十三36～43。

 自從主耶穌開始傳講天國的福音（四23），行出顯明祂就是舊約聖經預言的

彌賽亞的神蹟，吸引了很多人的注目，甚至有不少人從四方八面來看祂，但

卻仍有極多的人不懂得因為得見舊約聖經預言的彌賽亞和得聽主耶穌天國的

福音而悔改（十一20），仍繼續享受罪中之樂。所以主耶穌的門徒會無可避

免地想到：既然彌賽亞之應許已經應驗，天國已經在地上開展，為甚麼不

義的人仍能當道，世上的罪惡仍未被剷除？今天讀的經文，就是主耶穌以比

喻對有關疑問的教導。稗子是有毒的麥屬科植物，未長大前與小麥苗十分

相似，雖然到開始結穗時能憑果子作出辨別，但麥田中稗子和小麥的根已互

相盤纏，如果勉強拔除稗子便會傷及小麥，甚至把小麥拔去，所以農夫一般

只會等到在麥穗成熟收割時，才把稗子分出來燒掉。根據太十三36～43，主

耶穌這比喻說明在世界的未了，神的審判必會臨到世間，清除所有罪惡和不

義，屬神的子民不應因當下罪惡仍暫時存在而疑惑，只要忍耐堅守自己屬神

子民的身分，結出能顯明自己屬神子民身分的果子，終可得享天國的榮耀。

反省：請反省自己屬靈生命的景況並祈禱，求主耶穌增強你對祂再臨之應許的信

心，向主耶穌求力量和立志，努力結出可顯明你屬神子民身分的屬靈果子。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7月20日～7月26日

生命成長期：務要長大成人，活像基督

【生命成長期在聖曆中較長，也較平淡，目

的是讓信徒在這漫長而平淡的日子中，能不

斷加深對三一真神的認識，明白神的心意，

生命在潛移默化中日漸聖化。禮儀用色為綠

色，代表神創造裏的生機、默默的成長，以

及平淡但穩定的前進。】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靈修默想網上版可瀏覽
https://devotion.wkphc.org/



創世記：創廿八10～19上                           週一

淺釋：經文記載雅各夢見天梯的故事。雅各騙取父親以撒本要給屬於哥哥

以掃的祝福後，害怕被以掃殺害，逃亡到住在哈蘭的舅父拉班的家

的途中，在曠野度過一夜。這個孤獨的晚上卻是雅各人生中重要

的一頁，因耶和華藉著夢與雅各相遇，並直接向他說話。從前，雅

各只是從祖先得悉耶和華的大能與作為，今天耶和華親自向雅各顯

現。耶和華應許雅各得以繼承他祖先亞伯拉罕的祝福及應許，而更

重要的，就是耶和華應許雅各「我也與你同在。你無論往哪裡去，

我必保佑你…總不離棄你」，最後必帶領他返回這應許之地。對於

耶和華的祝福及應許，雅各感到懼怕，因為他發覺自己滿身污罪及

不配。他立即作出相應的行動，就是把油澆在石柱上，立柱是作記

念，提醒自己：耶和華曾在此顯現；澆油是分別為聖的儀式，表示

將自己分別為聖奉獻給神。

反省： 神聖的相遇使人看到自己的本相，就是充滿人性的卑劣及罪污，但

愛我們的神卻主動與我們相遇，拯救我們脫離罪的權勢與綑綁。讓

我們坦然的來到施恩寶座前，向神悔罪回轉，接受祂的愛與祝福。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羅八12～25                           週二

淺釋： 在12～15節，保羅說明聖靈在信徒內心的工作。當人順從聖靈的

引導，聖靈見證信徒與天父的關係。這也構成了信徒在生命品格上

的責任，信徒不應再順從肉體而行。17節開始，經文的主題由兒子

的身分轉為後嗣的身分，後嗣涉及到基督徒盼望的主題。人若有著

神的靈內住，盼望必是這人生命的特徵。而這盼望所指向將來的榮

耀，不只是涉及到信徒，也包括了全人類，甚至涉及神所造的一

切。這將來的榮耀並不否定信徒與受造物在世受苦的真實，甚至這

將來的榮耀更顯出敗壞所造成的轄制是不能接受的，引發受造物渴

望得到解救的嘆息。但就在信徒與受造物之歎息的映襯下，基督徒

所盼望的將來就更顯得無比的榮耀。因著神所定下的救贖計劃必定

會完滿地成就，這是神確鑿的應許；所以信徒可以在受苦中仍堅忍

地盼望和等候那將要顯於他們的榮耀。

反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批評教會以遙不可及的天國盼望來

麻醉人民，使人民被動地接受現實的壓迫，不對資本家的剝削作出

反抗。我們可以如何回應馬克思的批評？天國的盼望與現實的處境

有什麼關係呢？真實的盼望使我們如何面對現實的處境？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詩篇：詩一三九1～12及23～24                        週三

淺釋： 「神認識我」是此詩篇的主要信息；「你」和「我」交替地穿插在

此經文中，表達出神與人緊密的關係。詩人用了一連串的詞彙：鑒

察、認識、知道、曉得、明白、細察、深知來介紹這位無所不知、

無處不在的神，祂十分認識詩人的思想、言語和行為。對於這份深

切的認識，詩人不但感到驚訝，也感到威脅；因為，神也知道詩人

所犯的罪。縱使詩人想躲避神，他走到天涯海角，但最終都是無處

可逃。甚至乎，在詩人到達目的地的時候，神已經在那裏等候著；

當詩人處於那被黑暗籠罩著的困難歲月裏，神也臨在當中，祂能使

黑夜變為白晝明亮。神介入在人不同的處境和生活中，祂要與人同

行。最後，詩人期盼自己能坦然無懼地面對這位全能、全知和全在

的神，並得蒙祂的帶領和導引。

反省： 弟兄姊妹，面對著認識我們的神，我們是驚訝抑或是感到受威脅？

但願我們離罪悔改歸向神，以神的話指引我們當行的路，這樣，我

們便能視神對我們完全的認識為一份祝福。也願我們常常向神敞開

心懷，來到神面前自我省察，行神喜悅的道路。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書卷研讀：士六25～32                           　週四

淺釋： 在派基甸拯救以色列民之前，神先要他拆毀家中的偶像，包括巴力

的壇和「壇旁的木偶」（英譯Asherah pole，即亞舍拉女神的柱；

參王上十五13）。為何是「那七歲的第二隻牛」原因不詳，但作

為獻給神的祭牲，這牛是經過挑選的。神又吩咐基甸要「在這磐石

上」築壇，所指的是圍繞巴力和亞舍拉的牆上，還要在其上用偶像

為柴火獻燔祭，意思就是要從偶像手中將原屬於神的地奪回給神。

作者除了記載基甸火速在當晚便行動，也記載了原因，就是他恐

怕驚動拜巴力的人。東窗事發之後，基甸的父親卻睿智地替他解圍

（也許他的靈性因基甸的行動而甦醒），這也交代了為何基甸又稱

為耶路•巴力。從百姓的反應可見，基甸切實地遵行了神的吩咐，

而百姓本身則絕對沒有靈性的反省，竟要為偶像的毀壞處置自己的

同胞。

反省：你的信仰人生中，有什麼具體的行動可以表明你對神的忠誠？神曾

否藉著你周遭發生的事提醒你，幫助你靈性甦醒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