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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6 年 8/14~ 8/20 

八月十四日 

讀經 詩八十八～八十九；面對生命危機時候的禱告 

鑰節 【詩八十八 1】「耶和華拯救我的神啊，我晝夜在袮面前

呼籲。」 

八月十五日 

讀經 詩九十～九十二；神是我們的居所 

鑰節 【詩九十 1】「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八月十六日 

讀經 羅九十三～九十五；耶和華作王 

鑰節 【詩九十三 1】「耶和華作王，祂以威嚴為衣穿上。耶和

華以能力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 

八月十七日 

讀經 詩九十六～九十八；讚美神作王的榮耀 

鑰節 【詩九十六 1】「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

和華歌唱。」 

八月十八日 

讀經 詩九十九～一百零一；當讚美耶和華作王 

鑰節 【詩一百 3】「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祂造的，

也是屬祂的；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的羊。」 

八月十九日 

讀經 詩一百零二～一百零四；讚美神恩典與慈愛的禱告 

鑰節 【詩一百零三 11～12】「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慈愛向敬

畏祂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祂叫我們的過犯

離我們也有多遠。」 

八月二十日 

讀經 詩一百零五二～一百零六；敘述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歷史 

鑰節 【詩一百零六 1】「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要稱謝耶和華，

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詩九十 1】──《詩

篇》第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禱告。因此有人認為這首詩是《詩

篇》中最早的一首詩。本篇與《申命記》三十三章有相似之處，

所以有聖經學者認為，這詩歌可能是摩西因目睹六十萬的以色列

百姓虛度光陰，在曠野中繞了三十八年，最後因著不信一個一個

倒斃在曠野中，而有感作了此詩。這首詩反映出摩西一生的經

歷，也反應了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一生中經歷了三個四十

年：第一個四十年是在埃及皇宮里長大和受教育，學盡了埃及一

切的學問；第二個四十年是他逃离埃及，在米甸的曠野放羊的日

子；第三個四十年是摩西被神呼召，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

野所度過的歲月。全詩分為三段：(1)讚美神是我們的居所(1～2

節)；(2)述說人生的短暫，及因罪而添愁苦(3～11 節)；(3)求過

一個有智慧及飽嘗神慈愛的人生(12～17 節)。 

本篇是摩西以神是我們的居所為禱告的基礎，教導我們怎樣過一

個合神心意的人生及建立有價值的服事。這篇所寫的是根據摩西

個人的經歷，而感歎人在神的震怒下，以致人生短暫，無常，和 

虛空，於是他向神傾吐出這個早早飽得神慈愛的禱告。當他回

顧繞着乾旱、疲乏、死亡的曠野流浪的漫長歲月，而這時卻不

知道要往哪裏去，於是在傷感之時，他首先禱告說：「主阿，

你世世代代是我們的居所。」(1節) 毫無疑問，摩西體會神的

心意，也了解人的需要與軟弱。神最大的心願是祂要親自與我

們同在；而我們最美好的歸宿是以神為我們的住處，我們的居

所，這也是對神最高、最完全的經歷。 

3～11 節，我們看到摩西經歷過不同的生命歲月之後，他形容人

生是短暫而虛空的。他用了三個比喻來形容人生(4～6節)：(1)

世人消逝，像被洪水沖去，活了一輩子，好像渺無痕跡；(2)如

睡了一覺，短暫而虛幻；(3)如早上發芽生長，晚上凋萎的草；

短暫而毫無用處。在短暫的人生中，更可悲的是生活又是如此

不愜意――在罪孽纏繞(7～9 節)和勞苦愁煩(10節)中渡過。如

果這樣渡過一生，的確是「一聲歎息」，既無奈又可哀。 

不過，在詩中末了，摩西卻為我們指出另一條路，教導我們怎

樣去度過在世短暫而勞苦愁煩的一生。他向神發出四個請求(12

～15節)，四個願望(16～17 節)，可以總結為兩方面：(1)求主

教導我們知道怎樣去數算自己的日子。懂得善用主賜給我們的

生命、恩賜，作合乎主心意的工，並求主堅立我們手所作的

工。這就是人生意義所在，也是人生的智慧。(2) 我們要一生

追求認識神的慈愛和威嚴，遠離罪惡，求神的震怒離開；因而

得嘗與主同在的喜樂滿足，一生飽嘗神的慈愛；在勞苦中得喜

樂；又經歷和看見神的大能和榮耀。詩人不但盼望自己有這樣

的經歷，更盼望自己的子孫後代有同樣的智慧和經歷。 

本篇值得注意的就是，摩西寫本詩的目的並不是感慨人生的有

限、短暫、和勞苦愁煩，而是激勵人認識永恒、慈愛和榮耀的

神，懂得怎樣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在神以外，我們的人生是

又苦又短，只有罪惡與痛苦。然而許多人的心卻被眼前的事

物、工作、欲望、需要、理想等等占据，以致看不到人生無常

的事實。往往是在面對生命大限之前，才發覺辛苦了一生，所

得著的只是勞苦愁煩，所留下的，只是一聲嘆息，因而抱憾終

生。摩西的禱告中給我們的提示是：積極的人生可從認清楚人

生苦短的事實開始。我們在神面前要謙卑，敬畏祂、呼求祂、

珍惜祂給我們今日的日子(包括珍惜神給我們的健康、機會和關

系)，作個有智慧的人。讓我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經歷住在祂

裏面，我們就能飽嘗祂的慈愛；在勞苦中能喜樂；所作的工也

被神堅立和記念。這是我們苦短人生的積極出路。 

【默想】親愛的，在勞苦愁煩的生活中，你是否飽嘗神的慈愛，

而經歷住在祂裏面的喜樂和滿足？在短暫的人生，你是否得著智

慧的心，而按神的心意而活？ 

《帖後第一章》──主再來的安慰 
【讀經】帖後一 1～12。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明白主再來的盼望，使那些在逼迫，患

難中的聖徒得到安慰，並勇敢為主受苦，而凡事叫主的名得榮

耀。 

【主題】《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一章主題強調：(1)保羅的引言

與問安(1～2 節)；(2) 為教會獻上感謝(3～5節)；(3)以主的

再來安慰在苦難中的教會(6～10節)；和(4)為教會代禱(11～12 

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神在過去、未來和現在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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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 

(一)已過為我們所作的(1～4 節)：(1)祂作我們的保障──教會乃

在祂裏面(1節)；(2)祂作我們的供應──恩惠平安從祂而給(2

節)；(3)祂使我們長進──信心格外增長，愛心充足(3節)；(4)祂

使我們站住──在一切逼迫患難容存忍耐和信心(4 節)。 

(二)將來要為我們作的(5～10 節)：(1)祂憑公義判定信我們算配得

神的國(5 節)；(2)祂也憑公義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我們的人(6

節)；(3)當主再來時必使受患難之人得平安(7節)；(4)又要刑罰惡

人，叫他們永遠沉淪(8～9節)；(5)當那日子，祂要在我們的身上

得榮耀(10節)。 

(三)神現在正為我們作的(11～12 節)：(1)激勵信徒，使我們過與

蒙召相配的生活(11 節上)；(2)用大能成就我們一切所羨慕的良

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11 節下)； (3)賜恩給信徒，叫主的

名在我們身上得榮耀(12節)。 

【簡要】1～5節是全書的引言，包括祝禱的話，感謝的話，和稱讚

的話。本書的問安幾乎與前書一樣，這是因為兩卷書信前後所寫信

的時間差異不大的緣故。接著，保羅為他們感謝神，因為他們：

(1)格外增長的信心；(2)充足的彼此相愛；(3)仍舊存忍耐和信

心；(4)受苦配得神國。 

6～10節，保羅以主的再來安慰在苦難中的聖徒。保羅陳明神是公

義的，祂審判的原則是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他們的人；也必使

受苦難的人同得平安(6～7節)。因為神施行公義審判的時間和方式

是：當主耶穌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的時候，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不

聽從福音的人人(8節)，他們的結局就是永遠沉淪(9節)。可是主降

臨的時候，卻是要在聖徒身上得榮耀，並顯為希奇的那日子(10

節)。 

11～12節是保羅為教會禱告。保羅禱告的內容：(1)願父神看他們

(或我們)配得過所蒙的召(11節上)；(2)願神用大能成就他們(或我

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11節中)；(3)神用大能成就他們(或我們)一

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11節下)。保羅禱告的目的，乃是叫主的名和

教會彼此互得榮耀(12節)。 

【鑰節】「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

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甚至

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裡為你們誇口，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難

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證，叫你們可算配

得神的國；你們就是為這國受苦。」(帖後一 3～5)保羅一開始便

為帖撒羅尼迦教會感恩，因為他們信心增長，愛心充足，並因盼望

在逼迫和患難中，仍顯現出如此的忍耐和信心，故證明他們配得神

的國。 

【鑰字】 「感謝神」(帖後一 3)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逗留的時

間很短，雖然沒有時間好好栽培那裏的聖徒，但透過本書，我們得

知他如何關懷他們，尤其是他為他們在禱告上所下的工夫。在今日

的鑰節中，我們再次讀到保羅為著他們在信、愛、望的長進光景，

而向著神感恩。信、愛、望乃是他們屬靈生活的基礎，也是他們忍

受逼迫患難的力量。親愛的，我們是否看到或想到或經歷聖徒們在

主裏面的長進，而向神發出感謝呢？  

【追求信望愛】托馬斯(Griffith Thomas)說：「信心是以過去為基

礎，愛心是現在的功效，盼望憧憬未來；或者說信心向後和向上

看，愛心向外看，盼望向前看。這三樣組成基督徒真實與完美的人

生，任何一樣都不可缺少或輕看。」親愛的，讓我們一同追求認識

基督、信靠神、被聖靈充滿，這樣，我們在信、望、愛三樣要素上 

方能平衡發展！」 

【綱要】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引言和感謝(1～5節)──信心增長，愛心充足，患難中仍存

忍耐，配得神國； 

(二)安慰的話(6～10節)──報應那加患難給他們的人，而受難

的人同得平安； 

(三)為教會代禱(11～12節)──配得所蒙的召，成就因信心所作

的工，而主和教會得榮耀。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從帖後第一章3～5節，我

們聽到保羅為帖撒羅尼迦教會所發出的喜樂心聲，因他們在一

切患難、逼迫中的傑出表現： 

(一)長進(帖後一3)──信心格外增長，愛心充足。「格外增

長」原文huperauxano，意即大量成長，成長驚人。成長是每一

個正常基督徒的標誌。活的「信心」是不斷增長，而患難則更

是幫助我們格外增長。「充足」原文pleonazo，意即使增多，充

足有餘。信心的增長是一種內在的長進，隨著內裏生命對神的

經歷而增長；愛心的充足是一種外在的增加，隨著外面生活與

眾聖徒的接觸，而越過越擴散加多。正如麥敬道(Charles 

Mackintosh)所說：「信心使我們在神裏面與永恆的愛的泉源接

觸，結果叫我們心中的愛能流露給所有屬於衪的人看。」 

(二)站住(帖後一4)──在一切逼迫患難容存忍耐和信心。「忍

耐」原文由 hupo 和meno 組成，意即「在下」和「停留」的意

思，這是指一種力量能積極抗拒壓迫，而不只是消極的忍受。

這種力量不但叫人可以忍耐任何的環境，並且可以支配環境。

正如主耶穌對神存信心，甘心順服神所安排的環境，而且留在

壓力下，留在不利的處境中。所以祂在客西馬尼，在各各他，

勇氣超凡。這字也有另一個意思，是指植物在無法生長的環境

中長出來。在患難中忍耐，不僅能幫助我們長大，也使我們更

能幫助他人成長。在此，「忍耐」是指我們因盼望主耶穌基督

再來而產生的(帖前一3) ， 叫我們在患難中堅定不移地承受，

在逼迫中堅守信仰，沒有變節；而「信心」則加強了我們對逼

迫患難的忍耐。  

(三)配得(帖後一5)──因受苦算配得神的國。「配得」原文

kataxioo，意即認為有價值；而不是指「使配得」，乃是指「宣

告配得」或「算是配得」之意。我們蒙神選召乃是要進入神的

國並得祂的榮耀(帖前二12)。然而要進入神的國，就必須經歷

患難，這是屬靈的定律。因為惟有那些有分於「耶穌的患難和

忍耐」的人，才能在祂的「國度」裏一同有分(啟一9) 。因

此，我們應當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來看待我們所遭受的苦難，因

為苦難能磨鍊我們，叫我們配得神的國。 

【默想】 

（一） 1～5節說出保羅的引言和感謝，指出帖撒羅尼迦教會在

信心和愛心增長充足，在患難中仍存忍耐和信心。面對

逼迫、困難，我們是否仍能感恩並喜樂呢？ 

（二） 6～10節說出保羅的安慰的話，指出主必使受苦難的人得

平安，再來時必要在聖徒身上得榮耀。面對主再來的遠

景，我們是否受鼓舞呢？ 

（三） 11～12節說出保羅為教會代禱，願他們配得所蒙的召，

成就因信心所作的工，與主共得榮耀。得知主必再來，

我們是否為別人和自已禱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