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靈閱：帖前五1～11                                   週五

淺釋：「…不用寫信給你們」（第1節）可參考《新譯本》的翻譯：「…不用

寫甚麼給你們了」，因經文第2節解釋了為何「不用寫甚麼給你們了」

。保羅表示信徒們均清楚知道那是如賊來到般不能預測的。故此，保羅

的焦點不在主再來的時刻（因主既是必然會再來，而再來之時是人不可

知的），而是主再來時信徒的結局。

 「你們都是光明之子…不是屬黑夜的」（第5節）保羅遂以「光明」與

「黑暗」來劃分「屬神」以及「屬幽暗世界」的人，而這兩類人在主再

來時將有截然不同的結局。

 「儆醒謹守」（第6節）「儆醒」（awake）是用以相對前文於「睡覺」

；「謹守」（sober）則是用以相對於前文的「醉」，保羅繼續以這二

分的方式來將「屬神」以及「屬幽暗世界」的人作對比。

 「護心鏡…頭盔」（第8節）這表達與《以弗所書》有關全副軍裝的表

達相似。保羅在此亦用了爭戰和抵抗魔鬼侵襲的概念，呼籲信徒要以信

仰的美善價值裝備自己，以致能站立得穩。

反省：保羅提醒我們既然知道主最終必然再來，關鍵便不在何時、而是我們能

否站立得穩，以等候主來。不論你是任何年紀的人，請思想在你的生活

中有哪些價值、想法最易絆倒你的？你應怎樣以信仰價值裝備自己，讓

自己能在世界中生活而不染上世界的一些惡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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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五14～30                         週日

淺釋：今天讀的經文，是主耶穌在預言自己將要於「想不到的時候」再來（廿
四5～36），勸戒門徒預備好一切，緊守作主僕人的責任，等候祂再來
的三篇教導（廿四45～51、廿五1～13、廿五14～30）中的最後一篇。
在第二篇十個童女比喻，勸戒門徒要時刻警醒祂的再臨，今天讀的經文
的重點在為主再臨作準備。

 比喻中，「僕人」原文是「奴隸」；「千」是當時的銀幣單位──「他
蘭得」，一個「他蘭得」等於六千個「第那流」（音譯參：呂振中譯
本），一個「第那流」是一個羅馬兵一天的工資。所以比喻中三個僕人
得到的，是不同數額的巨款。奴隸的卑下地位與受託的巨款成了強烈的
對比，加上巨款是按才幹分發，凸顯主人量才而用和對僕人的信任及
期望。巨款除了比喻神賜下的恩賜才能，還比喻神賜給信徒的天國的特
權、厚待、事奉神的機遇和責任。

 雖然第一和第二個僕人因才幹不同受到不同程度的託付，為主人賺得的
回報也有差別，但得到的稱讚和獎賞卻完全相同，顯明主人重視的，是
僕人有否忠心地盡情運用主人託付的金錢，賺取主人早已預計的成果；
第三個僕人的失敗，不在於做錯事，而在於沒有做事，他的行動與自己
對主人的認識完全脫節。主耶穌的比喻不但說明了怎樣為祂再臨作準
備，並且清楚指出了有關的結果。

反省：你有否為主耶穌的再臨作準備，善用神給你的恩賜和事奉的機遇，積極

完成神託付給你的責任？請向神祈禱，求祂加你力量善用祂賜下的恩

賜，把握事奉的機遇，積極完成神對你的託付。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11月16日～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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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師記：士四1～7                               週一

淺釋：自約書亞去世後，上帝為以色列人設立了士師，他們是王國時代之前

領導及拯救以色列人脫離仇敵的手，為他們判斷是非的領袖。經文提

到士師以笏死後，以色列人繼續行耶和華眼中看為惡的事，故耶和華

興起迦南北面的夏瑣王耶賓，成為以色列人的威脅。夏瑣在耶賓的領

導下，軍事實力強勁，欺壓以色列人二十年。耶和華興起女先知底波

拉，回應以色列民的呼求。底波拉是以色列第四位士師，她也是一位

先知，是以色列惟一一位女士師。在當時來說底波拉很有地位，因為

「以色列人都上她那裏去聽判斷」，她即是現代的裁判官。以當時以

色列女性的地位，能當上這位分並不常見。由此看見上主會興起祂合

適的用人來完成祂在地上的工。

反省： 上主看人不按其種族或性別，只要是敬虔遵守上主的誡命，也為上主

所用，在地上作祂的工。請檢視自己的生命，哪些地方可為上主所

用？求上主幫助我們成為祂貴重的器皿。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默想書信：帖前五1～11                              週二

淺釋： 帖城信徒除了因為一些已死的肢體而產生懷疑，他們也懷疑究竟他們

能否活到主耶穌再來的日子，故此他們可能問：「主耶穌何時再來

呢？」保羅直截了當地回應帖城信徒，有關主耶穌再來的時候的問

題，根本無須回答。保羅已在第四章告知已死的信徒也會復活，一同

與仍在世上的信徒面見上主，故此不用怕不能活至主耶穌再來之時。

然而，對於活在靈性黑暗的人（不信的人）來說，主耶穌再來的日子

將會如夜間的賊臨到一樣，他們還以為自己平安穩妥，卻是完全沒有

預備主耶穌的再來。但信徒卻是活在光明之中，故此不要睡著──即

是不要活於屬靈的麻木中，反要為主耶穌的再臨作好預備，要以信望

愛這三項的品性作為靈性的裝備。保羅也鼓勵帖城信徒，不論是已死

的（睡著）還是活著的（醒著），神是預定他們得救的，故此要繼續

活出彼此相愛的團契。

反省：經文把活於光明與黑暗的人作出了清楚的對比，其分野就是能否為到

主耶穌的再來作好預備。主耶穌的再來，對你來說有什麼意義呢？你

對此信息作出了什麼的回應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詩篇：詩一二三                                  週三

淺釋： 本詩用了一些重複的字眼﹕「眼晴」、「望」、「憐憫」、「手」，

要突出人要信靠神的信息。「舉目」、「看哪」表達出詩人期望上主

有所回應，他祈求能看到上主介入在他生活處境中。詩人以主僕的比

喻，帶出僕人應要專心伺候主人，並要對主人全然的服從和信靠。最

後兩節經文表達詩人飽受別人譏誚的境況；縱然是這樣，詩人沒有對

神發出任何怨言，他仍是信靠神，並懇求神的憐憫；他正等候著上主

的導引、作為、審判以及恩典。詩人已經把自己的意志伏在神的主權

之下，並為尋求上主的引導和恩典而表達出深切的渴求。無論境況如

何，他仍以堅定和順服的心等候上主。

反省： 我們會否被太多事纏繞著，因而使我們不能專一仰望神、等候神？另

外，在遭遇逆境的時候，我們能否以等候的心，堅持仰望神，並且堅

持不向人或向神發怨言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書卷研讀：士十17～十一11                        　週四

淺釋： 士十18似曾相識（參一1），但時移世易，以色列人已比剛進迦南之

時墮落得多。士十一1～3是介紹耶弗他的插曲，他的名字有點含糊，

大概要表達他母親因為神祇的眷顧而得子。他父親與民族同名，但

母親卻是個妓女，這為他帶來坎坷的遭遇（比第九章的亞比米勒更不

濟），被因財失義的兄弟惡待，這卻使他成為土匪。士十一4～11與

十7～16很相似，以色列人因為亞捫人的威脅而向神及耶弗他求救，

神及耶弗他均指出以色列人的不是，也都不立即應允拯救，然後以色

列人進一步作出請求；分別在於神最終沒有正面回應以色列人，而耶

弗他則把握機會，不但成為軍隊的元帥，更成為全民的領袖。有別於

其他士師的興起，神在耶弗他的故事中沒有扮演主導一切的角色，只

像耶弗他與以色列人的協議的見證人。

反省：耶弗他的興起是由於以色列人與他達成合作的協議，這方式跟由神直

接選派士師有何不同？以權力籠絡領袖，對人民來說有何危機？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