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12月7日～12月13日

將臨期：務要警醒自潔，記念主的降生，仰望主的再來

【將臨期在聖誕節之前四個禮拜開始，目的是讓信

徒以一個月的時間，預備自己的心，記念主耶穌的降

生；也潔淨內心，讓主能降生於自己的生命中，並期

待主基督之再來。禮儀用色為紫色，代表恭敬、謹

慎、尊貴。】

福音書：可一1～8                                 週日

淺釋： 這段經文是《馬可福音》序言的一部分。在這序言的段落中，作

者主要透過施洗翰這角色側面地襯托出主耶穌就是神的兒子這好消

息。

 作者刻意地指在約旦河畔傳悔改的洗禮的施洗約翰是在「曠野施

洗」（第4節），明顯是為了讓施洗約翰這角色和應著《以賽亞書》

為馬可福音一2～3所引用的預言。事實上，在新約時期，約旦河下

游的位置是被稱為「沙漠」，故這樣的表達不單並無不妥，更讓我

們看出為何施洗約翰當時所作就是「預備主的道，修直主的路」；

再者，經文第6節對施洗約翰的描述，不單側面凸顯施洗約翰與大先

知以利亞的相似（參王下一8），同時亦指出施洗約翰真是生活在曠

野的人。這些種種均證明施洗約翰的出場實現了上述的預言，以致

更加增人們對那緊隨他出場的主耶穌的期待（可一7～8）。

反省： 施洗約翰不平凡的角色凸顯主耶穌更偉大和更有能力。弟兄姊妹，

你今天有否在生活的不同場境中（如：公共空間、工作、家庭、學

校）以具體的生活見證反映信仰的真實，以致你身旁的人從你身上

看出信仰的大能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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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書卷選讀：士十二1～7                       週五

淺釋： 作者並沒有對耶弗他喪女之痛加以描述，反而立即把焦點轉向另

一場戰事。耶弗他因為言語而斷送了女兒的性命，這次亦不能以

談判避開戰事，而對手更是以色列人，這進一步顯明被迦南化的

以色列人的內部矛盾。正如基甸的故事（士八1～3），以法蓮

人不但沒有向得勝而回的領袖道賀，更向耶弗他發怨言，而且這

次的敵意更濃，聲言要燒掉已沒有家室（household）的耶弗他

的家園（house）。以法蓮人譏諷的話成了自己的網羅，他們沒

有一人能逃脫。第7節似乎也暗示，終其一生，耶弗他雖然作以

色列的士師，但認受他的卻只有基列人。神在整個耶弗他的故事

中，除了一、兩次被耶弗他提起，彷彿已完全隱藏，就連以法蓮

人遭到殺害，神亦默然不語。神雖然仍施行拯救，但祂的子民卻

明顯離祂愈來愈遠。

反省： 我們要怎樣避免重蹈以色列人的覆轍，雖然享受著神所賜的恩

典，口中也有提及神的名，但在信仰生活上，其實卻已離神愈來

愈遠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牧者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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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回顧                                            週六   

思想： 總結這一週的經文默想，我們領會了些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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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肢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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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經卷：賽四十1～11                           週一

淺釋： 承接上一章經文的審判信息，以賽亞先知透過不同的聲音──神

的聲音（1～2）、曠野的人聲（3～5）、人聲的喊叫（6～8）、

錫安報信者的聲音（9～11）──帶出神安慰的信息。「我的百

姓」與「你們的神」──是要重申慈愛的神與祂百姓「約」的關

係，百姓受被擄的刑罰，皆因他們背約得罪神；而先知在此宣告

他們的罪將會得到赦免，並得以歸回家園的安慰信息。此外，先

知也預言將有一個曠野的聲音宣告悔改的信息，為要預備人心，

看見神榮耀的顯現。不過，相比於神的榮耀、大能和永恆，人卻

像花草般有限、無能和短暫。最後，先知強調錫安的報信者要將

神拯救的信息傳給世上所有萬族萬民；神的安慰必臨到祂的百

姓，祂就像牧人般將那些被擄的百姓召回，引領他們回到自己的

懷抱中，並親自牧養他們。

反省： 先知的預言已經應驗了，施洗約翰正是那個曠野聲音，宣揚悔改的

信息：「天國近了，你們應當悔改」，他為主耶穌所傳的福音鋪

路。踏入將臨期的第二週，讓我們好好思想這悔改的信息，以敬畏

的心迎接神進入我們生命中。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卷選讀：雅一5～8                         週二

淺釋： 雅各勸勉信徒在苦難之中要忍耐（雅一4），而信徒能在此其中活

出忍耐的生活，就需要有智慧。智慧在這裏絕不是空洞的理論，智

慧是能將知識化為實際生活中的行動；有智慧的人就是能洞悉神的

旨意，並將其應用在生活之中。雅各教導信徒要向對人厚賜恩典的

神求智慧，以能了解自己應如何面對不同的處境。「厚賜」這字有

著單一的意思，這表示神對人賜恩的心意是不分心、不動搖的。故

此，信徒向神祈求也應該懷著信心，而不應心懷二意。「心懷二

意」直譯為兩個心，這表示疑惑的人一時相信，但另一時又不相

信，這樣人內心是何等分裂！如此，分裂的內心，肯定容易受到各

種異教之風和逼迫所影響，不能在苦難中展現出堅忍的信仰。反

之，人應懷著單純的信心，向那毫不動搖地賜恩的神祈求；這麼，

信徒就能在苦難中有清楚的立腳點，來面對不同的挑戰。

反省： 深信神必會賜恩的人與懷疑神的恩典的人，他們面對困境時會有什

麼不同的反應？信心與智慧有什麼關係？或者轉一個角度問，沒有

信心的人能否產生真正的智慧去面對困境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代禱：《代禱的邀約》── 香港社會及教會

淺淺釋

舊舊舊舊舊

淺釋釋

舊

淺釋釋

舊

淺

舊約經

淺釋釋

淺淺釋淺

新新

淺淺釋釋

新

淺淺釋釋

新

淺

新約書

淺釋釋

詩篇：詩八十五1～2及8～13                      週三

淺釋： 本篇的背景是以色列民被擄巴比倫回歸故土的初期，一篇在禮

祭所讀的詩篇。詩篇上半部（1～8節）回顧以色列民的歷史，

宣告耶和華對以色列的拯救作為。然而詩人認為以色列民只是

表面上從巴比倫歸回耶路撒冷，但在靈性上卻沒有完全回歸，

故呼籲以色列民要聽耶和華的話，不要轉去妄行。詩篇下半

部（9～14節）是鼓勵及肯定的信息，詩人宣告耶和華的慈愛

（hesed）和誠實（emet）彼此相遇。慈愛（hesed）有耶和

華恆久守約的意思；誠實（emet）表示耶和華對祂的約絕對真

誠。此外，耶和華的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公義（sadeq）能

不偏不倚地指出對錯；「平安」（Shalom）是完滿或完整的意

思。公義與平安攜手；慈愛與公義是合作的夥伴，這顯明了耶

和華的救恩和祂的平安為了祂國的來臨而連結在一起。

反省： 在神面前，我們的身分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靈性生命得以復

興。但我們有否依然故我，作出令神憂心的事呢？請思想並祈

求神加力，幫助我們脫離罪的綑綁。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新約經卷：彼後三8～15上                        週四

淺釋： 早期教會的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再來的日子非常臨近。彼後三3

提到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問：「主要降臨的應許在哪裏呢？」

，雖然當時教會常常傳講耶穌基督將會回來審判全地，但等了

許久都仍未實現。所以彼得教導信徒：

 1）上帝超越時空限制，不可用我們對時間的理解限制上帝的作

為，說祂是耽延。2）耶穌基督至今還沒有再來，祂的心意是寬

容人類，給予人機會悔改──所以在主耶穌還未回來的日子，

我們仍要繼續努力傳揚福音，願人人都悔改歸向上帝。3）主審

判的日子像賊一樣來到，意思就是主的審判會來得很突然，沒

有人能預測是哪一天。

 雖然我們無法預測和掌握主再來的日子，但我們可以選擇以聖

潔、敬虔的生命預備迎接主的再來。

反省： 彼得說有一日有形質的都要被烈火鎔化，天地都要成為過去。

我們今天所追求的是眼前短暫的榮耀，還是在新天新地中的永

恆價值呢？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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