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靈閱：帖前二1～8                                   週五

淺釋：「被害受辱」（第2節）所指的是保羅他們曾在腓立比被無理的責打，

並收入監牢的往事（徒十六19～24），而這些均是帖撒羅尼迦弟兄姊妹

知所甚詳的事情。

 「大爭戰」（第2節）的典故可參徒十七5～9，當中講述保羅昔日初訪

帖撒羅尼迦地時曾受逼，甚至令但凡聽到保羅所傳的福音並相信的，都

會同樣地遭受迫害。所以保羅在這書中指出基督的再來會拯救他們脫離

各樣的逼迫，審判那些逼迫他們的人。

 「污穢」（第3節）的意思是「不純正」（impure），意即信息中混雜

了真理以外的信息。

 「諂媚」（第5節）指的是「奉承」《新譯本》，即透過說一些討人喜

悅的話來令自己得到一些好處。保羅指出他的宣講從不存在這個意圖。

反省：繼上章保羅指出帖撒羅尼迦教會是一模範的教會，保羅在這章表明自己

也可算是模範的用人，以指出保羅對帖撒羅尼迦教會的稱讚是出於真

心，而非為求任何的好處的。弟兄姊妹，若你是身為組長／家長／團

長／導師／助導……，請反思自己可有像經文中的保羅一般的模樣？若

你是身為組員，請思想那些正牧養關顧你的組長，並為他們的模樣而擺

上感恩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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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二34～46                         週日

淺釋：馬太福音廿二15～46記載了主耶穌和猶太人宗教領袖一連四個論戰（15
～22節；23～33節；34～40節；41～46節）。前面三個論戰是猶太人宗
教領袖引發的，目的是陷害和試探主耶穌。第四個論戰由主耶穌引發，
聖經作者沒有說明祂引發這次論戰的目的，但卻清楚記載了其果效——
「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想陷害主耶穌的人）敢再問他（主耶穌）甚
麼。」（廿二46）終止了猶太人宗教領袖繼續阻礙祂在聖殿講論天國的
道理。

 在34～40節，「律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關係到猶太人實踐信
仰的基礎，本應是一個讓人對真理有進一步反省和認識的神學討論，但
律法師提問的目的，是想從主耶穌的回答中找尋指控主耶穌否定某些誡
命的話柄。主耶穌結合了申命記六5和利未記十九18的內容，一針見血
地指出律法的基礎原則是愛神和愛人。

 主耶穌在傳講天國道理的旅途中，經常被人稱呼為「大衛的子孫」，這
名號代表了猶太人自亡國後對神應許在大衛家興起彌賽亞拯救他們民族
的盼望，但這種民族性的盼望，只把彌賽亞理解為政治上的王。在41
～46節，主耶穌的提問，凸顯這種想法的矛盾，祂引用大衛的詩（詩一
一零1）指出：大衛既稱祂為主，祂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這問題的
答案十分明顯——彌賽亞是超越人類君王的拯救主。但猶太人宗教領袖
卻拒絕接受這個真理，他們為了迴避真理，選擇了閉口不言。

反省：請反省你有否在甚麼地方因為未能實踐「盡心、盡性、盡意愛主──

你的神」和「愛人如己」便選擇逃避這聖經教導？請祈禱求神加你力

量，每一天學習比前一天更能實踐這聖經教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10月26日～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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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申三十四1～12                          週一

淺釋：本章是摩西五經最後一卷書卷──申命記的最後一章，記載摩西臨終

前的境況。摩西從摩押平原登尼波山，就是在約旦河東面的山上，耶

和華向他展示整個迦南地，由北至南以及約但河東之基列。然而摩西

卻未能親自進入迦南這應許之地，這是因以色列人的叛逆，以致上主

向摩西發怒，並且不應允他這懇求。摩西死時一百二十歲，即是三個

四十年，相應著摩西生命的三個階段。經文特別提出摩西「眼目沒有

昏花」，是要凸出這位大受上主使用的僕人是如何與眾不同。摩西在

世時按手在約書亞頭上，讓他充滿了智慧的靈，確立他的領袖地位，

預備他承繼帶領以色列民進入迦南應許之地的任務。10～12節是摩西

之訃聞，經文對摩西所作的貢獻予以肯定，在以色列民的歷史上，再

也沒有一位像摩西一樣的偉大先知，能與耶和華面對面所認識。

反省： 摩西的偉大不在於他的作為，而在與他甘願順服上主的引領，成為上

主貴重的器皿為祂所用。今天我們有否降服在上主的主權下，成為上

主流通的管子，作祂喜悅的事？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帖前二1～8                              週二

淺釋： 保羅向帖城信徒重述保羅與他的同工在帖城傳道的經過，詳細地講述

他在帖撒羅尼迦人中間工作和生活的表現。保羅這樣的自述，應是針

對一些毀謗者的指控而發出的自辯。當保羅在帖城宣教之時，不信的

猶太人毀謗保羅傳另一位王（徒十七5～7），令到保羅要離開帖城。

看來這些不信的猶太人繼續對保羅進行毀謗，抹黑保羅傳道工作的動

機。故此，保羅詳細地和刻意地解釋他和他的同工在信息、動機及行

為各方面都不懷有自私的目的。保羅不是要討好帖城信徒以令他和他

的同工得到益處。保羅對帖城信徒無微不至的愛護，其動機是單單要

討神喜悅。從帖撒羅尼迦後書保羅不需為自己辯護看來，保羅的自辯

和見證已成功說服帖城的信徒。

反省：當人懷疑保羅時，保羅能以自身的見證來作出辯護。讓我們思想，若

你的信仰被毀謗，你會如何寫下你的自辯？你的自辯具有說服力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詩篇：詩九十1～6及12～17                           週三

淺釋： 這是摩西的禱文。摩西首先讚美永在的神世世代代作子民的居所。

「居所」對於當年在西奈曠野飄流的以色列人是很寶貴的，他們住在

帳棚，沒有固定的家；而神作為他們的居所、避難所，是有福氣的。

隨後，摩西回顧人的一生，他們生於塵土，最終也會歸於塵土。而短

暫的人生就如已過的昨日、如夜間的一更、如水沖去、如睡一覺、如

生命極其短暫的草。雖然如此，摩西向神作出以下的祈求：他求得

著智慧的心，好能數算自己的日子；他祈求神赦罪之恩，不要活在神

的震怒下；他祈求能飽得神的慈愛；他祈求能有面對困難、得勝之喜

樂；他祈求神的作為在他身上顯現；他祈求有敬虔的後裔；他祈求在

他身上有神榮美的見證；他祈求能作神的工，因它有著永恆的價值。

反省： 摩西發現人生的短暫，又勞苦愁煩，乃因人犯罪得罪了神，常在神的

震怒之下；他祈求神賜智慧、赦罪、施恩、憐憫、平安和喜樂。讓我

們也向神作此祈求，並好好規劃自己有限的人生，多作有永恆價值的

事。讓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敬畏神。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書卷研讀：士九50～57                            　週四

淺釋： 約坦對亞比米勒的咒詛（第20節下）終於實現。正當亞比米勒企圖繼

續擴張自己的版圖，並以毀滅示劍衞城的方式對付提備斯之時，他的

大限便臨到。從第50節簡潔的描述推測，提備斯的城門比示劍脆弱得

多（比較第45節），提備斯的居民和貴冑便往前取堅固的城樓。亞比

米勒打算重施故技，放火燒毀城樓。推磨是婦女或奴僕所做卑微的工

作，一位無名的婦女卻以磨石打落亞比米勒頭上，以致他沒有活命的

指望；這將是最羞辱的死（比以色列人死在外邦人手中更羞辱）。那

把弟兄殺在磐石上的，如今死在磨石下。到死的時候，亞比米勒依然

是好鬥、囂張、狂妄的。作者刻意提及以色列人，暗示他們短暫地經

驗外邦人一樣被王統治的日子結束。前後兩次（第23及56節）作者強

調，掌管和引導以色列人的歷史的始終是神。

反省：我們都認識神，知道祂對我們懷著愛，但我們卻依然多有悖逆，不願

照真理的教導而生活，我們心中的亞比米勒為何如此頑強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