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4年12月28日～2015年1月3日

聖誕期：至高之處榮耀歸與神，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聖誕期是聖誕節起的一段短時期，目的是讓信
徒對主耶穌降生的意義，有較深入的沉思。禮儀
用色為白色，代表純潔、光明、希望。】

福音書：可一9～13                              週日

淺釋： 福音書記載了主耶穌在真正出來傳道前做了兩件很有象徵意義的

事情：1）接受施洗約翰的洗禮；2）在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

探。其中，主耶穌接受施洗約翰的洗禮的一幕主要是欲揭示主耶

穌是上主的愛子的這身分：不單連當時風頭一時無兩的施洗約翰

也表示「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不配的」（可一7下），以

及上主從天上表示「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可一11下）

。而主耶穌在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的一幕則很易讓人聯想到

昔日以色列人曾在曠野四十年的往事。昔日以色列人在曠野屢受

試探，但屢屢只有抱怨；即使主耶穌是上主所喜悅的愛子，也不

會因而免於魔鬼的試探。值得留意的是《馬可福音》並沒有對魔

鬼試探主耶穌的經過詳加敘述，更沒有表示最終是主耶穌勝過魔

鬼的試探與否（《馬太福音》及《路加福音》不單詳述了整個試

探，更指出了主耶穌靠著上主的話語勝過魔鬼的試探）。學者表

示這是《馬可福音》刻意的留白，因《馬可福音》欲表示魔鬼對

主耶穌的試探是不斷的，而整卷《馬可福音》就是要回答究竟主

耶穌有否／如何勝過魔鬼的諸般試探。

反省：《馬可福音》對於主耶穌受試探一幕的刻意留白，正是一個邀

請，邀請我們用心地研讀整卷福音書對主耶穌如何勝過魔鬼試探

的記述。弟兄姊妹，趁著節期，請多花一點時間好好地研讀一下

這卷福音書。願你能在聖靈的光照下，在這個記念主耶穌降世的

日子更深地認識祂！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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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書卷選讀：士十三8～14                      週五

淺釋： 瑪挪亞是典型父系社會中的男性，神的使者只對他的妻子顯現而不

向他顯現，顯然使他不悅。他竟敢求神再派那使者來，教「他們」

（不只他妻子）如何教養那孩子，但以色列人理應知道拿細耳人的

規例。神雖然果然差使者重來，卻依然只向那婦人顯現。當瑪挪亞

面對那使者，首先求證那使者的身分，確認眼前人與那位跟他妻子

說話的是否同一人，這顯明他的多疑。其次，他要求證明那使者的

信息，似乎要確保那信息不是因為妻子對不育的失落而有的幻想。

他更企圖發掘孩子的使命（第12節下），但使者所說的仍沒有多於

他向婦人所說的（只是在清酒濃酒一項加多了葡萄製品），更沒有

回答他「當怎樣待這孩子」的提問，只針對那婦人當行的事，故此

他的話也刪去了「用剃頭刀剃頭」一項；這再次使那婦人的角色顯

得比瑪挪亞重要。

反省： 瑪挪亞費盡心力要獲得「知情權」，神的使者卻不受他擺布，這些

情節對這故事有何意義呢？（試從以色列人的靈性光景想。）你認

為對自己的將來知道多一些與切實地遵行真理，哪一樣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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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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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1）接受施受 洗約翰的洗禮；222222）在）在）在）在）在） 曠野曠野曠野曠野曠野曠曠野四十天受受受

探。其中，主耶穌接受施洗約翰的洗禮的禮禮的禮的一幕主要要要要是欲

穌是上主的愛子的這身分：不單連當時風頭一時無兩的

也表示「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不配的」（可一

及上主從天上表示「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悅你 （可



舊約經卷：賽六十一10～六十二3                      週一

淺釋： 先知因神拯救的應許大大喜樂，神應許救贖祂的選民，重修他們

的家園，重申他們作神祭司和僕役的身分，並賜下產業和恩典（六

十一1～9）。神也應許在祂的選民中施行拯救與公義，祂的榮耀

因而得到彰顯。此外，神恩眷大地，使百穀滋長；祂不但眷顧祂的

選民，也照顧萬民，使萬民因看到神的榮耀將讚美歸給神。因此，

救恩必要臨到萬邦，這乃是出於神的主權。不過，神的選民在當時

所面對的是被撇棄和受辱的境況（六十二4），先知不再靜默，他

重申神的應許：神必會使祂的選民重獲公義、重得救恩和榮耀，並

重新得名。神要建立新的國度，並興起祂的選民，使他們滿有權柄

（華冠和冕旒）；萬邦列國都要見證著他們的復興。

反省： 神的應許已經應驗了；主耶穌來到世間，引領人認識神，而神的福

音和國度也因此延展開去，萬族萬民都能接受救恩。今天，福音臨

到我們，乃是出於神的主權和計劃，讓我們為此向神獻上感恩和讚

美。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卷選讀：雅一13～18                       週二

淺釋： 雅各一方面鼓勵信徒要忍受試煉（12節），而另一方面則說對試探

要堅定拒絕。試探原文有著嘗試、試驗的意思，而當懷有險惡的用

心時，則就是試探，是要試出人心中的惡念，並使之實行出來。故

此，雅各說神不會試探人，神本質上不會試探人，因為神既不被任

何犯罪慾望所影響，祂也不會向人懷著惡意而引誘人犯罪的。反

之，一切的美善都是出於神，神向信徒所懷的美意，是讓信徒首先

得蒙救贖，並隨之使萬物也要回復正常的狀態。故此，若信徒在試

探中失敗犯罪，他們不能把他們犯罪歸咎於神。人必須把握問題核

心，信徒被試探所誘，被罪所抓住，問題是出於人的身上。是人本

身容許一些惡念私慾於心中孕育，沒有把這些惡念拒絕，最後甚至

把這惡念實行出來，犯罪與神隔絕。

反省： 認清神是不懷惡念、願意賜福的神，如何加強我們對抗誘惑試探的

信念呢？何時和如何對抗誘惑試探是最有效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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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淺

新新新

淺釋釋

新

淺釋釋

新

淺

新約書

淺釋釋

詩篇：詩一四八                                 週三

淺釋： 本篇是一首讚美詩，共出現了十三次「讚美」。詩篇以讚美耶和華

開始，也以讚美耶和華結束，中間所包含的是神整個的創造。神

不單是萬物的創造者，祂也是萬物的救贖者，祂不單救贖人類，連

萬物都要讚美祂。這個讚美的呼召，一開始向天使發出，再從天上

降到地上的各種活動，然後召喚人類這個大家庭，最後則要神的選

民頌讚；這個呼召將整個宇宙結合成一個大詩班。人可以讚美耶和

華，因為耶和華已經啟示祂自己。耶和華使他們能與祂相近是本篇

的高潮，也是福音的高潮，就是「神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

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啟二十一3下）。

反省： 世上所有受造物都要讚美上主，因為祂在我們當中拯救我們。在聖

誕節期，讓我們再思上主差遣聖子耶穌道成肉身來到世間，使我們

在絕望中能有盼望，在罪的捆綁中能得釋放。讓我們向上主發出衷

心的讚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新約經卷：加四4～7                             週四

淺釋： 耶穌基督是神的兒子，祂為女子所生，成為了真正的人，為要救贖

人類。第五節「得著兒子的名分」在原文的意思是得到「收養」為

兒子，而這個「收養」是具法律效力的，意味著收養的兒子可以得

到和親生兒子一樣的權利和承繼權。第六節告訴我們，這「收養」

並不只是地位上的改變，亦是屬靈本質上的改變。因著基督的靈進

入我們，我們成為了神真正的兒女。第七節「靠著神為後嗣」在原

文的意思其實是說：「藉著基督成為神的承繼人」。那麼，我們要

承繼的是什麼呢？若我們在加拉太書找，答案可能就是「神的國」

（五21）。如果我們是神國度的承繼人，我們可以想像我們能得到

的屬靈產業是何等豐盛！

反省： 我們能成為神的兒女是因著基督，並非靠遵守律法。你有沒有意識

到自己在基督裏的屬靈權柄，常在聖靈裏向我們在天上的父親禱

告，經歷祂給予我們的豐盛生命？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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