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靈修默想經文  2015年1月18日至24日

主顯期：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理

【主顯期是聖誕節後的一段時期，主要是讓信徒意識

到神藉基督的生命向世人顯現，也提醒信徒，教會正

延續著基督的使命。禮儀用色為白色，代表神臨在的

光明，教會與信徒歸神為聖的純潔。】

福音書：約一24～28                             週日

淺釋： 在《約翰福音》成書的時期，法利賽人已是當時猶太社會中的一

大勢力。因此，有學者表示經文中刻意提及「那些人是法利賽人

差來的」（約一24）是作者有意表示這當時社會中的勢力其實由

主耶穌最初出來傳道之前已在挑戰施洗約翰，對上主的真理由始

至終不單是不掌握，更是予以排拒的。

 法利賽人對施洗約翰的質詢，其焦點在於他替人施洗的「權柄」

與「原因」。然而，施洗約翰卻將焦點由「施洗」到主耶穌的身

上（約一26～27）。施洗約翰這樣做的原因是由於他清楚自己只

是主耶穌的見證人，主角和焦點由始至終均應該停留在主耶穌的

身上。

反省： 談及施洗約翰，不同的福音書均向我們展示同一個畫面，就是施

洗約翰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主耶穌到來前的開路先鋒。弄清

自己在上主眼中的身分與角色，令施洗約翰能更準確地認識主耶

穌。弟兄姊妹，你清楚自己在上主的眼中是誰嗎？你有好好地演

繹你的身分，以致你能更認識主耶穌、同時亦能讓其他人能在你

身上認識主耶穌嗎？

代禱：《代禱的邀約》── 天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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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書卷選讀：士十四1～4                       週五

淺釋： 亭拿在參孫的出生地鎖拉以西，已成非利士人的地方。作者記載

參孫這位有神的靈同在的士師所做的第一位事，不是如何拯救受

非利士人壓制的以色列人，而是要娶非利士女子為妻，而理由就

是「我就係中意佢」，或更準確說「她合我心意」（而非神的心

意）。第1～2節兩次提到「看見」，示意參孫是憑眼目的喜好而

行事的人（這不過是個開始，往後以色列人的表現都是一樣；參

士十七6及廿一25）。參孫的父母不贊成這婚事到底是否出於敬

虔並非重點，事實上他們反對的理由也非因參孫是拿細耳人，帶

著拯救民族的使命；他們跟參孫的對話只凸顯參孫的任意妄為。

第4節卻交代了為何神容許這事發生，因為即使以色列人甘於

現狀（參士十三1，他們並沒有呼求神），神卻決意要改變這處

境。

反省： 當人在不屬靈的景況中仍然妥協甚至感到安逸，神的回應是甚麼

呢？其實你敏感於自己屬靈的光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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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領會了些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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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三1～10                          週一

淺釋： 這是撒母耳第一次和耶和華相遇的記錄，地點是在耶和華的殿

內，時間是在天亮之前（約櫃的燈還沒有熄滅）；經文將未曾

認識耶和華的撒母耳與擔任祭司的以利作比較。以利睡臥在自

己的地方，這與睡臥在耶和華殿內的撒母耳成一對比。此外，

以利是眼目昏花的，這不但指出他視力不佳，也暗指他已喪失

了屬靈的分辨能力。而在當時神話語稀少的日子中，耶和華的

話語卻居然臨到未認識祂的撒母耳身上；認識神，就是指透過

神的話語明白神的心意。耶和華對撒母耳的呼喚，撒母耳不但

聽到，也能看到（耶和華站著，10節）；不過，這呼喚並沒有

帶來驚恐。「撒母耳啊！撒母耳啊！」──神親切地叫喚撒母

耳的名字。這次特別的經歷，為撒母耳建立了與耶和華之間的

親密關係。

反省： 上主在人想不到的時刻呼召祂的僕人；甚至乎，人還未完全認

識祂的時候，上主的呼召便臨在當中。弟兄姊妹，願我們預備

自己的心靈，好能敏銳上主的聲音，以及上主的介入，以回應

上主的召喚。

代禱：《代禱的邀約》── 中國社會及教會

新約書卷選讀：雅一26～27                            週二

淺釋： 一些只是聽道而不行道的人，他們會以聽道來作出自我的評

價，自以為聽了道就是行了道，自我感覺良好，自以為虔誠。

這些人甚至會口沒遮攔，吹噓自己的「虔誠」，不能約束自己

的舌頭。雅各指出這些人是自己欺騙自己的心，即是埋沒了自

己的良心。聽道而不行道的人，是以聽道來欺騙自己不安的良

心，要令自己良心好過些。這樣的「虔誠」是徒然的、沒有果

效的，甚至有著自我欺騙的反效果。故此，雅各鼓勵信徒要積

極行道，雅各指出了兩件事是信徒可以確切實行的。第一是要

看顧孤兒和寡婦，他們代表著社會中最無助的一群。真正聽道

而行道的人要盡一切所能幫助他們離開困境，這正是初期教會

最為教外人士稱道的見證；第二就是保守自己不受世俗觀念所

影響。當人實踐這兩項，才算是真正的虔誠。

反省： 每一個世代都有不同的人士成為了最無助的一群。讓我們自

問：「誰是你身邊需要扶持的無助者呢？」、「我可以有甚麼

行動幫助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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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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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詩一三九1～6及13～18                     週三

淺釋： 詩篇一三九篇是一首求告詩，背景是猶太人從巴比倫被擄回歸耶

路撒冷後，在錫安重建家園時，詩人在聖殿向耶和華求告時所發

出的禱文。1～6節描述詩人對耶和華的認識十分透徹，他知道耶

和華鑑察人心，人的一言一行、坐下、起來、行路、躺臥，耶和

華對人無一不知。耶和華是人的創造主，人在神面前沒有可隱藏

的，甚至人在母腹中的胚胎期，人還未成人形，耶和華已經認識

人。這種對耶和華的認知不是一種抽象的表述，卻是詩人在當下

的處境中、日常生活處境中對神的作為有深刻的體會，對祂的大

能深感奇妙。詩人看到人的限制及渺小，他要指出人不是神，只

是受造物的一部分。然而，神卻願意主動與人建立約的關係，神

十分重視我們，祂從起初就為我們的一生作出計劃了。

反省： 神是我們的創造主，祂對我們在空間及時間上無所不知。讓我們

立志在新的一年，在日常生活中時刻察看神在我們身上的作為，

時刻手潔心清的來到上主面前，回應祂對我們的愛。

代禱：《代禱的邀約》── 兒童及少年團契

新約經卷：林前六12～20                         週四

淺釋： 「凡事都可行」原文的意思是「凡事都是合法的」，有學者認為

「凡事都可行」可能是保羅講過的話，指在基督的救贖之下不用

靠守律法而得救。保羅特別提到「食物和肚腹」，有可能這是保

羅拿來反對猶太律法主義死守舊約的飲食條例的一個理由。但這

句話被哥林多人斷章取義地使用，作為他們放縱情慾的借口。此

外，當時的人受諾斯底主義的觀念影響，以為人的身體和靈魂是

分離的──身體的享受與犯罪並不影響靈魂的美善，而上帝單單

關注人的靈魂狀況，所以他們以為放縱與享樂是可以的。然而保

羅指出身體並非與上帝無關，不但基督徒的身體應該為主而活，

而且上帝在末日要叫身體也復活，身體並非與上帝無關，而是要

存到永恆的。

反省： 在基督裏的自由有沒有成為我們放縱情慾的借口？我們有沒有時

刻警醒自己的身體是聖靈的殿，讓我們的身體成為榮耀神的器

皿？

代禱：《代禱的邀約》── 青年及長者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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