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靈閱：腓一21～30                                 週五

淺釋：活著就是基督」（第21節）的原文很精簡（living is Christ, NRSV），只

能意會。學者指出其意思是指保羅其生活作息、思想、行動……全都是

為了基督而作（life means Christ），引申可理解為「活著是為了見證

基督」。

 「我死了就有益處」（第21節）的原文同樣是很精簡（dying is gain, 
NRSV），明顯是在對應上句而寫下的，因此也只能意會其意思。《和

合本》的意譯是頗理想的，因保羅在此並不是欲表達「死」是「解脫」

，而應是指因死是能叫他能與基督相遇，故即使是死，在他看來也是對

其有益的（「情願離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23節）。

 「行事為人與基督的福音相稱」（第27節）中，「行事為人」的原文是

指「公民」，大意可理解為「當你們在作為一個公民時，也務必要與基

督的福音相稱」，其重點仍在於「要與基督的福音相稱」。

反省：保羅提醒了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在世有著雙重的身分：我們既是地上的公

民，同時更是天國的子民。請思想，今天的你如何看待你這兩個身分

呢？你明白這雙個身分對你的意思嗎？你有否過於側重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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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1～16                         週日

淺釋：今天讀的經文延續於上一章經文彼得問主耶穌，他們（門徒）已撇下所

有跟隨祂，將可獲得甚麼報酬，當時主耶穌回答說：「……你們也要坐

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列十二個支派。凡為我的名撇下……必要得

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但卻加了一句難明格言作附註：「然而，有

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十九27～30）在今天

讀的經文，主耶穌以比喻說明這句格言的意思，並且以倒裝語句重複這

句格言，作為是次教導的總結。

 比喻中有兩種人，一種是得到公平待遇的人，另一種是得到不配得待遇

的人，園主的處事方式完全扭轉了世人習慣的報酬規則，以至只有人被

恩待，沒有人被虧待。但得到公平對待的人因為發現有人得到不配得

的，便不滿足於已得到的公平收穫，以世人的報酬規則思維，期望得到

額外的報酬，當希望落空，便漠視園主使用自己財富的主權，心生埋

怨。「紅了眼」原文的意思是邪惡的眼。園主的「好」與埋怨者的「紅

了眼」（邪惡的眼）成了強烈的對比。

 主耶穌沒有否定為因為信祂撇下一切必得天父賞賜的應許，但當信徒以

為自己的委身是天父賞賜的首要原因，主耶穌卻以比喻說明恩典才是人

得著賞賜的首要原因，那在人眼中看為得著天父賞賜的首要原因，在天

父的考量中，雖仍然重要，但相對下卻只是其次。

反省：你可有因為其他人的際遇比自己好，而不是味兒呢？可有以投資與回報

的思維，計算自己對祂的委身？請數算天父對你的恩典，並為天父向人

廣施的恩典，向祂發出感恩和讚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9月21日～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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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十六2～15                            週一

淺釋：以色列民幾經辛苦才出了埃及，脫離了為奴之境地，卻因為食物的問

題向摩西發怨言，寧願回到埃及。面對前路茫茫，所見的盡是無邊的

沙漠曠野，隨身口糧已經減到了臨界點，以色列民的訴求似乎是可以

理解的。但他們的埋怨卻顯出對耶和華的不信任，好像忘記誰以大能

的手把他們領出埃及為奴之地，是誰分開紅海讓他們逃離埃及人的追

殺。然而，耶和華並沒有責備以色列民，祂聽見他們的怨言，以雲彩

向他們顯現與他們同在，也在他們身上顯出神蹟，賜他們鵪鶉及嗎哪

滿足他們每日所需，叫以色列民知道耶和華是他們的神。耶和華的看

顧無微不至，在第六日所收的糧食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以足夠他們

在第七日之用，因為第七日是安息日。

反省： 上主比我們更清楚我們的需要，只要我們對祂有十足的信心。讓我們

察看上主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向祂擺上感恩的禱告。也祈求上主賜我

們充足的信心，面對每天生活上的挑戰。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腓一21～30                            週二

淺釋： 學者們大致相信腓立比書是保羅在羅馬被囚時寫成的，只有羅馬的

法庭能判死羅馬公民（保羅是羅馬公民）。保羅說到「離世歸主」，

這就好像行旅之人鬆解駐營的繩索繼續前行一樣，行至永生與基督面

見的一步，這對保羅來說是極美好的，但保羅亦知道當他留下來，

會為信徒帶來益處。保羅在這兩難之間，知道這決定權並不在他的手

中、也不在羅馬政府手中，而是上帝的旨意決定一切。另外，腓立比

是羅馬的駐防城（使十六12），羅馬公民的殖民區。殖民區中的羅馬

公民會堅定保持羅馬城的文化與傳統，不與當地的文化混同，並作為

羅馬城的文化與傳統的宣傳者，讓城中其他居民學習。與之相反，保

羅這羅馬公民在羅馬城寫信給這充滿羅馬文化氛圍的殖民區信徒，提

醒信徒要成為天國的公民（行事為人的直譯）。

反省：保羅的生與死看似決定於羅馬的皇帝或審判官；但他卻超越懼怕，知

道一切在神手中掌管。另外，在強勢的羅馬文化下，人人都以成為羅

馬公民為榮；保羅卻超越當時社會的眼光，提倡要成為天國的公民。

試想，現今的社會、經濟、政治制度作出了什麼宣告，讓人以為它們

對人的生命有著最終的決定權？我們的信仰如何幫助我們超越這些虛

假的宣告。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詩篇：詩一零五1～6及37～45                         週三

淺釋： 詩人邀請神的子民唱詩歌頌神，並宣揚神奇妙的作為。詩人也提醒

神的子民要遵守神的律法和判語，並要記念神的拯救作為。隨後，

詩人便數算神如何揀選和拯救祂的子民，並帶領他們進入迦南美

地。神記念祂曾應許的誓約，並施行神蹟奇事；祂雖降下十災，祂

的子民卻不受害。在逃離埃及時，神還讓祂的子民得到豐富的金銀

珠寶；縱使背後有不少追兵，神不讓追兵靠近他們。在曠野時，神

賜下雲柱火柱指引他們前行；他們未曾耕作，神賜下鵪鶉和嗎哪親

自餵養他們；當他們沒有水喝，神使磐石出水。最後，神將流奶與

蜜之地賜予他們，這都是出於神的恩惠和慈愛。神是信實可靠，祂

向列祖所應許的，祂必守約實現。最後，詩人再次邀請人去稱頌神

奇妙的作為。

反省： 讓我們常常數算神如何介入在我們生命中，使我們經歷祂的供應和

保護，好讓我們向祂發出真誠的感謝和讚美。此外，我們也要常常

認識、緊記和遵行神的話語，以能更好地回應這位守約並施下慈愛

的神。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書卷研讀：士九1～6                            　週四

淺釋： 在整章之中，基甸的名字皆是耶路•巴力，加上巴力•比利土以及

示劍的權貴們（原文「示劍的巴力」，和合本譯為示劍「人」），

使全章充滿偶像色彩。亞比米勒為基甸與迦南妾侍所生，他有計劃

地透過娘家的協助作王。他為示劍人提供了兩個理由：一、被一人

管治比被七十人管治好；二、被親人管治比被外人管治好；他的策

略果然成功。這兩個理由暗示基甸的兒子們即使並沒有作王，卻仍

對示劍人有管治權；而在此之前，示劍的人可能擁有立自己的王的

權利。示劍人從巴力•比利土的廟中取了七十舍客勒銀子給亞比米

勒，用來買兇殺人，即每位基甸的兒子只值一舍客勒，極為便宜。

示劍曾是約書亞宣讀律法和重申約誓的地方，如今卻成為賊窩。基

甸幾乎所有兒子皆在自己的家鄉喪命，只有約坦一人逃脫。

反省：基甸違背神的吩咐與外邦女子通婚而為以色列和自己的家留下禍

根，他的生命留給我們什麼反面教材呢？亞比米勒的殘暴又說明些

什麼？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