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靈閱：帖前一1～10                                   週五

淺釋：「不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靈」(第5節)保羅在這句中用了修辭

式的表述，當中為的是要凸顯保羅等人所傳的福音不單單是出於「人

的言語」，乃是帶有從上主（聖靈）而來的權能／能力（power）。

 「大難」（第6節）即「大患難」《新譯本》，若參《帖後》（如：帖

後一4）大患難是與逼迫（甚至殉道）一併來闡述的；患難與喜樂的相

連則是新約書信中經常出現的表述，保羅在這裏提及信徒們是在患難

中仍「蒙了聖靈所賜的喜樂」。

 「將來忿怒」（第10節）這說法在新約中不時出現，指的均是末日時

上主對所有罪人的審判。

反省：保羅指出有著「聖靈與權能」的福音是能為人的生命帶來改變的。請

反思：1）我們今天所傳講的福音，是只停留在個人知性、感受上的說

話，還是從上主而來的權能的福音信息？2）你的生命有被上主的福音

改變、以致你即使面對患難、艱難仍能以積極（甚至喜樂）的心來面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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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二15～22                         週日

淺釋：今天讀的經文記載了法利賽人（猶太人權貴和宗教領袖）在主耶穌清

理聖殿後對主耶穌的迫害。經文中的「稅」是指羅馬政府向所統治地

區徵收的人頭稅，反對向羅馬納人頭稅等同叛亂罪。「希律黨人」是

希律家族的支持者，是幫助希律檢舉陰謀叛國者和拒絕向政府納人頭

稅的人。而按猶太人的觀念，該撒並非神所立管治猶太人的君王，納

稅給該撒有違信仰。所以法利賽人門徒問主耶穌：「納稅給該撒可以

不可以？」目的是想借羅馬人之手除滅主耶穌或破壞祂在猶太人心中

的地位。

 當時羅馬帝國的法定錢幣鑄有羅馬皇帝提庇留的頭像和他的名號－－

「該撒提庇留－－神聖的奧古士督大祭司的威嚴兒子」，被猶太人視

為違反律法（違反十誡中的第一、二誡）。雖然法利賽人的門徒在口

頭上反對向該撒納稅，但身上卻隨時準備了「一個上稅的錢」，暴露

了他們的偽善。因此主耶穌反問他們錢幣上是誰的像和名號，進而提

出「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在「希律黨人」耳中，耶穌沒有反對向

該撒納稅；在猶太人耳中，主耶穌卻是指責法利賽人的表裏不一。

反省：請反省你可有在甚麼信仰的教導上講一套做一套。請祈禱求神加你力

量，堅持為祂活出誠實無偽，忠於祂教導的生命見證。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10月19日～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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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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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出三十三12～23                        週一

淺釋：經文記載了摩西向耶和華的禱告。摩西經過以色列民造金牛犢事件

後，向耶和華禱告祈求祂的臨在及彰顯祂的榮耀。摩西提出的理據，

是以色列民仍然是耶和華的選民。「我必親自和你同去」原文是指

「我的面」，耶和華以命令式的語氣回答會親自和摩西同在，與以色

列民進入耶和華應許之迦南地。摩西繼續要求耶和華顯出祂的榮耀，

然而直接看神的榮耀並不是人所能承受的，人只能看見神所經過之

處，即藉著神的作為來認識祂。因此人不可能完全認識神。耶和華

說，祂要顯示祂一切的恩慈和向摩西宣告祂的名，恩慈並非指樣貌而

言，而是指神的屬性；祂的名即是宣告神的本性——藉祂對世界和人

類的作為向人啟示。

反省： 摩西深信沒有神的臨在，以色列民便會滅亡。摩西珍惜並抓緊耶和華

神的同在，我們可有像摩西一樣，時刻以上主為我們的生命的首要？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帖前一1～10                           週二

淺釋： 帖撒羅尼迦教會是保羅和西拉在第二次宣教旅程中建立的。在帖城

中，保羅一連三個安息日，在猶太人的會堂宣講耶穌就是基督（使十

七2～3）。一些猶太人以及虔敬的希臘人信了主，令到猶太會堂的

人不滿，繼而逼迫保羅，保羅遂轉往庇哩亞繼續宣教。及後保羅在雅

典派提摩太探訪帖城教會，得知帖城教會在信心和愛心上有著良好的

表現（帖三6～10），故寫信給帖城教會，表達他心中的喜樂和對神

的感謝。保羅因著帖城教會肢體對福音的積極回應以及他們佳美的生

活見證向神感謝（一3）。同時，使徒及其同工在他們中間傳福音的

經歷和生活表現（一5）都是帖城教會蒙神揀選的證據。保羅在帖城

的生活表現，成為了帖城信徒的榜樣。逼迫對於帖城教會來說並不陌

生，因為他們見證著保羅所遭受的逼迫，同時他們也效法保羅因信仰

而受到逼迫。帖城教會成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的榜樣。

反省：忍受逼迫是當時使徒留給帖城教會的榜樣，激發他們在患難中產生信

心與愛心。現今社會極少發生如羅馬時代的逼迫，今天我們作福音使

者可以為信徒留下甚麼屬靈榜樣，以激發大家的信心與愛心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詩篇：詩九十九                                 週三

淺釋： 詩人呼籲人尊崇神（5及9節），因祂為王、祂管治了全地。在經文

中，詩人帶領人讚美神的本性和作為。首先，神超越一切、滿有威榮

（1～2節)；祂坐在二基路伯上，地大震動，人一看見就驚懼、俯伏

下拜。此外，神是聖潔（3及5節），配受人的尊崇和敬拜。最後，神

是公平和公義（4節），祂不偏袒人，卻要追討人的罪。跟著，詩人

提到神的作為。首先，神垂聽禱告 (6節)；在艱巨的日子裏，摩西和

亞倫把所遇到的事交託神，神沒有不答應的。當撒母耳作士師的日子

裏，他藉著禱告讓以色列人認識神的大能，並領以色列全家從拜偶像

的敗壞中歸向神。另外，神賜下並執行祂的律例（7～8節），當人遵

從，個人、家庭及社會便能和諧地生活；而神的管治臨在其中，祂的

王權在世上得以彰顯。

反省： 在敬拜中，讓我們常常讚美神的屬性和作為，並認定神在我們心中掌

王權、居首位。此外，我們有否忘記神公義的作為，以及沒有敬畏

神，以至作了不應該作的事？讓我們思想。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書卷研讀：士九42～49                            　週四

淺釋： 迦勒發動的政變失敗後，亞比米勒意猶未盡，要將示劍連根拔起。他

趁示劍人企圖恢復生活秩序，從城門出來（大概是往田間工作）的時

候設下埋伏，先在田間除掉部分示劍人；然後他整日攻城，將城攻下

了，殺掉一切守城的人。第45節那「撒上了鹽」的行動，既使田地不

能生產，便象徵對示劍不可逆轉的毀壞和咒詛。「示劍樓」是該城最

核心的位置（可能類似古希臘的衞城，有神廟和城牆），設有守衞，

也藏著最後一批示劍人。亞比米勒發動攻勢，正如基甸之子約坦所

言：「願火從亞比米勒發出」（第20節），乃是火攻。那些以神廟為

庇護的人，最終被燒死在神廟內。諷刺的是，那神廟正是他們圖謀對

付亞比米勒的地方（第27節）。那位對兄弟不仁的暴君，將政敵徹底

消滅了，但約坦的咒詛，卻即將臨到他身上。

反省：面對作惡作亨通的人，你曾否期望他們會被另一批惡人所懲戒呢？這

類期望合理嗎？你有足夠的耐性，等候神親自施行審判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