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靈閱：羅十三8～14                                 週五

淺釋：「虧欠」（第8節）這是延續著第7節中的教導。第7節中，保羅教導信

徒「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pay back what you owe to everyone）。當

得糧的，給他納糧；當得稅的，給他上稅…」；這裏除重申了那教導

外，更進一步指出信徒要「彼此相愛」（原文中並沒有「常以為虧欠」

一句，只表示「凡事不可虧欠人，但要彼此相愛」）。

 「誡命」（第9節）是指摩西的律法，因保羅隨後分別引述了十誡的第6

、7、8和10條，並透過引述《利未記》十九章18節來指出「愛人如己」

就能成全律法，一如主耶穌在世時的教導。

 「脫去暗昧的行為，帶上光明的兵器」（第12節）保羅以如穿衣服般的

手法來比喻信徒應「脫去」暗昧的行為，而「帶上」光明的兵器。其

中，保羅尤其以「兵器」取代「行為」來表述，更是凸顯了信徒是要為

主打屬靈的戰爭的。

 「披戴」（第14節）保羅再次以穿衣服的概念來表達。在這裏，保羅尤

其欲凸顯信徒的本質是未如理想的，但卻因穿上（披戴）了耶穌基督而

有了截然不同的改變。

反省：保羅在經文中提及了一系列信徒應流露的生命展現。信徒若能做到上述

的眾教導，是由於「披戴」了主耶穌基督。請省察自己的生命，我們

若仍遠未做到聖經的眾教導，很可能是由於我們未有真正披戴主耶穌基

督。讓我們透過祈禱，祈求上主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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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八15～20                         週日

淺釋：第十八章在馬太福音中是主耶穌第四段主要的講道，內容主要聚焦於教

會內肢體關係的原則和寬恕的課題。馬太先記述主耶穌迷羊的比喻，說

明了天父對陷於信仰危機的子民的重視（十八10～14），接著記述主耶

穌吩咐祂的跟隨者當如何挽回陷於罪中的肢體。

 有三個詞是特別須要留意：

 一、 「得罪」的意思不是冒犯，而是犯罪，所以主耶穌說：「如果你

的弟兄得罪你」，即是指他向你行犯罪的事。雖然主耶穌沒有說明犯罪

的範圍和嚴重性，和受罪傷害者的傷害程度，但這「罪」字，在馬太

福音只出現了三次，在十八章就用了兩次（15節和21節）。而廿七章4

節，則專指猶大出賣主耶穌之罪。所以我們有理由相信主耶穌在本段經

文所說的「得罪」，包括了實質和最嚴重的罪。

 二、 「聽」的意思是適當地回應，在本段經文是指悔悟、尋求寬恕。

 三、 「得了你的弟兄」是指把那犯了罪的肢體挽回過來。

 對於犯罪的肢體，主耶穌主張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把他們挽回而不是羞辱

他們。在決不對罪姑息的堅持下，給予犯罪的肢體最大的回轉機會，讓

肢體悔悟、尋求寬恕。遵行主耶穌的教導挽回肢體過來，並接納悔悟的

肢體，必得到天父的認可。

反省：請反省自己在甚麼地方沒有遵從主耶穌關於挽回的教導，並祈禱求上主

加你智慧和決心，讓你可以學習遵從主耶穌給我們挽回肢體的吩咐。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9月7日～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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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出十二1～14                            週一

淺釋：經文詳細記載耶和華教導以色列民預備逾越節，這節要以四天時間

來預備，需要不同的物資，如羔羊、無酵餅和苦菜等。以色列的律

法主要在西奈山頒佈，但本節強調逾越節或無酵節是在埃及設立。

這節期不是在會幕中進行，也沒有祭壇及祭師在當中，而是以家庭

為單位經歷耶和華的同在。逾越節跟以色列其他節期一樣，深深建

基於以色列歷史和神拯救的作為之上。如此有特別意義的節期，是

以色列國家生命的開始。為了要鄭重其事，耶和華吩咐以色列人連

年曆也要改寫，以在本月（相當於陽曆三、四月）發生的出埃及事

件，作為以色列民新年的開始。耶和華吩咐以色列人要記念這日，

世世代代永遠記念耶和華大能的恩手與以色列人同在，帶領他們脫

離在埃及為奴之地，這乃是恩典的印記。

反省： 以色列民利用節期讓耶和華的拯救作為世世代代相傳下去，讓他們

的子孫不要忘記神的恩典，及他們作為神子民的尊貴身分。今天，

我們可有牢記神在我們身上的作為，藉著節期和不同的人生的經驗

中經歷神的帶領，加深對神的認識？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羅十三8～14                            週二

淺釋： 保羅在上文討論基督徒與國家的關係（十三1～7），其中集中處

理有關納稅的問題，因為當時羅馬社會正為到間接稅的問題有著激

烈的討論，保羅勸導基督徒必須納稅給政府，不可欠下公共債務。

然後，從公共的事務轉回到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保羅提到除了公共

的債務外，還有愛的債務。愛的債務，永遠在信徒的身上，這種債

務每天都要償付，又每天再欠賬。當信徒願意忠誠地償付這愛的債

務，他們正是實現了律法的要求。因為律法的目標正是使人活出

愛，當人願意愛別人時，自然不會做出律法所禁止的事情。信徒不

需要如猶太人一樣為了自義而實踐律法，信徒實行律法的動機是

愛，也是因為他們已披戴了主耶穌基督。

反省：讓我們數算一下，我們欠下什麼愛的債務？你欠下的愛的債務，是

愈來愈多還是愈來愈少呢？這樣的趨勢如何反映了我們的靈性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詩篇：詩一四九                                 週三

淺釋： 這是一首讚美詩，「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原文就是「哈利路亞」

。詩人邀請神的子民唱新歌，就是歌唱神那永遠常新的拯救作為，

而詩人因不斷從神領受及經歷到這常新的恩典，因而向神唱出新

歌。除了唱歌，詩人也邀請人以不同的方式讚美神，當中有向神歡

呼、跳舞、擊鼓、彈琴。為何要這樣盡情地讚美神？因為神是創造

主，祂滿有慈愛，祂保護和拯救祂的子民，神的子民因而歡喜快樂

地獻上讚美。經文的後半是描述神的勝利，祂從列國中拯救祂的子

民，並施行公義和審判。有學者認為此首詩與昔日以色列民過紅海

後的讚美詩（出十五）有著關連，兩首讚美詩都是歌頌神的勝利，

高舉神的主權。

反省： 神的恩典和作為是歷久常新的，我們有否領會得到？讓我們數算神

如何介入在我們生活當中，好讓我們驚嘆神的作為，並盡情、盡力

地向祂發出讚美的歌聲。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書卷研讀：士八22～28                            　週四

淺釋： 立王的主題繼續發展。神在士七2已做足準備，免得以色列人認為他

們是自我解救。但他們還是錯了，認為拯救是出於基甸之手，遂要

求他作管治者，更承諾順服他的子孫（但他的長子連拿刀殺人都未

敢）。擁載基甸的最少有那三百勇士，可能是五個支派，也可能是

所有以色列人。基甸雖然一口拒絕了他們的要求（但後來基甸的另

一兒子亞比米勒卻作了示劍人的王），但他卻沒有矯正以色列人對

得救的錯誤理解，而且他向百姓要了從外邦人而來的金器，重約20

公斤，造成祭師的以弗得（出廿八6～30），放在自己的城；又要了

紫色衣服；這要求無異於行使王的權利。以色列人後來卻拜那以弗

得，得罪了神。基甸在軍事上拯救了以色列民，也帶來一代的平安

（是士師記最後一次記載太平），卻沒有帶來靈性的更新。

反省：以色列人的判斷到底哪裏出了錯，以致誤認救恩乃從基甸而來？基

甸又何以會由民族英雄搖身一變，成為了民族的網羅？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