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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靈修 

 
王瑞珍 2014 攝於青藏高原 

前言 

有些人千方百計想「聽見神向我說話」，其實神早就向人說話了──只要依靠聖靈(約十六 13)

殷勤讀經，我們就會常常聽見神向我們的心說話。在撰寫「每日讀經釋義」(註)，我再一次聽見

了神穿越了歷史的長廊向現代人發言，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聆聽吧！ 

〈註：以下彌迦書和俄巴底亞書靈修材料是王瑞珍為《每日讀經釋義》(香港讀經會)所撰寫的〉。 

彌迦書簡介 

名稱：「彌迦」的意思是：「誰像耶和華」，這本書末了說：「上帝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

饒恕…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18)此節頗能表達本書之精意。 

時期：彌迦歷經「猶大王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一 1)三朝，由一章 6 節可知此書應寫於撒瑪

利亞未毀、希西家改革之先，可能是在 B.C.722-701 之間。 

內容：論撒瑪利亞和耶路撒泠(一 2)將來的遭遇。五次提到「你們要聽」(一 2，三 1，三 9，六

1，六 2)，其主旨有三：第一是以即將受到的懲罰來警告他們，第二是列舉其罪狀來責

備他們，第三是以將來會有的復興與拯救來鼓勵他們。 

大綱： 

1.你們要聽上帝對撒瑪利亞和猶大的警告(一～二) 

2.你們要聽上帝嚴厲的責備和拯救的應許(三～五) 

3.你們要聽上帝的召喚離開不義專心靠主(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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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10日(主日崇拜)  第 1組 

宣召：彌迦書四章 1~2節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

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

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 

禱告： 

唱詩：會眾 

認信：使徒信經(見 F-6) 

讀經：彌迦書六章 6-8 節 

短講：王瑞珍牧師 

唱詩：會眾 

主禱文：會眾 

祝福：王瑞珍牧師 

八月 11日(一)  第 2組 

祈禱：主啊！求你打開我心裡的眼睛，讓我從你話語中看見你的心意。 

讀經：彌迦書第一章 

釋義： 

    第 1和第 2節開門見山直接指出上帝對撒瑪利亞和猶大的責備，接下來 3~7節很生動地描

述上帝嚴厲的審判：眾山消化、眾谷崩裂、如臘融解、如水流逝，繁華的撒瑪利亞淪為田野的

亂堆、偶像被粉碎、財物被燒毀等。 

    因為預見看見這些可憐又可怕的光景，先知大聲哀號，他「呼號如野狗，哀鳴如鴕鳥」(8) 彌

迦為自己的同胞傷痛之情猶如保羅：「我是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

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九) 令人聞之動容！ 

    彌迦為了警告自己的同胞，甘願「赤腳露體而行」(8) 那是何等的捨己犧牲、何等的羞愧難

堪！他並不是咎有應得，活該受罪；也不是用苦肉計，來博取同情，而是為了骨肉之親的同胞，

甘願以這麼羞辱的形像來使他們怵目驚心，希望藉此使他們有醒悟的機會。 

    最後一段 10~16節則是描寫猶大諸城被敵人蹂躪的慘況，由此可見上帝對罪之嚴厲，我們

豈可不儆醒自守呢！ 

默想：在這個罪惡彌漫的世界上，我是隨波逐流然後隨流失去呢？還是謹慎自守，討主喜悅呢！ 

祈禱：主啊！求你幫助我們，從你警告中得到警愓，並且靠著你加給我們的力量，離惡行義！   

我的心得： 

---------------------------------------------------------------------------

---------------------------------------------------------------------------

--------------------------------------------------------------------------- 



H-3 

八月 12日(二)  第 3組 

祈禱：主啊！求你藉著今天的經文，向我的光景說話！ 

讀經：彌迦書第二章 

釋義： 

一、惡念─→惡行─→惡果(1-5) 

    1~5節似乎在傳唱著人類歷史上最無奈的、不斷循環的一首哀歌：「惡念」產生「惡行」然

後就帶來「惡果」！先是「圖謀罪孽」，於是就「行出來」(1)；先是「貪圖」，於是就「奪取」

(2)，然後耶和華就降災(3~5)。 

    誰能突破這種惡性的循環呢？誰能掙脫這種歷史的宿命呢？我們本來都「死在過犯罪惡之

中」(弗二 1)，唯有蒙恩得救的人才能勝過！ 

二、謊言←→忠言(6~11) 

    假先知不敢說不好聽的真心話，只會一味諂媚，說些討好人的美麗的謊言，其實那只是包

著糖衣的毒藥(6,11)。真正的先知必然提倡正直(7)，斥責不義(8~9)，嚴厲警戒(10)；雖然苦口，

卻是良藥；雖然逆耳，卻是忠言。 

三、柳暗→花明(12-13) 

    在黑暗和危險當中，上帝要親自招聚祂自己的選民，祂要像牧者一般，保護自己的羊群(12)，

並要像君王、像元帥一般率領他們勇往直前(13)。 

默想：我是真心喜歡那些值得稱讚的美事，還是只喜歡聽別人稱讚的美言？我有沒有謙卑的耳

朵，可以雅納忠言？  

祈禱：主啊！既然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的，就求你幫助我保守自己的心懷意念！ 

我的心得： 

---------------------------------------------------------------------------------------------------------------------------

---------------------------------------------------------------------------------------------------------------------------

---------------------------------------------------------------------------------------------------------------------------

------------------------------------------------------------------------------------------------------------------- 

八月 13日(三)  第 4組 

祈禱：主啊！求你賜我屬靈的悟性，能夠明白你今天要教導我的功課。 

讀經：彌迦書第三章 

釋義：本章聖經專門向領袖們發出責備，可分為三段：    

一、官長殘暴，將受報應(1-4) 

    按照聖經，為官之道首先要講究公平(1)，而以色列的官長卻倒行逆施，惡善好惡(2)，且虐

待百姓，不但「剝他們的皮，剔他們的肉」，還把他們「切碎下鍋」(2-3)。這些雖然不能照字面

解釋，卻道出了上帝多麼不忍心看見祂的子民受欺壓，也多麼恨惡那些作威作福的政治領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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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先知偽報平安(5-8) 

    這一段是真先知和假先知的強烈對比。5~7節先指出假先知的兩大罪狀：(1)領百姓誤入歧

途，(2)為了私利胡說預言。也指出他們將要受到的兩大報應：(1)在黑暗中看不見異象，也沒辦

法預卜未來；(2)所預言的無法應驗，以致抱愧蒙羞。而第八節則指出真先知有兩大特徵：(1)靠

神的靈，以致於滿有「力量、公平、才能」；(2)指責罪惡，直言不諱。 

三、罪與罰(9-12) 

    這一段總結政治和宗教領袖們不公正、殘暴、貪財等罪惡，並指出一件可憐亦復可悲的現

象──他們有恃無恐，自以為「我們是信靠耶和華的，耶和華不是在我們中間嗎？災禍必不臨到

我們」(11)！這是何等可怕的誤解啊！他們竟然不知道大難即將臨頭！ 

默想：這章聖經只是寫給領袖人物看的嗎？它不也是用來提醒我們嗎？ 

祈禱：求主幫助我們免於重蹈覆轍，能夠活出公正、慈愛、廉潔的生活。 

我的心得： 

---------------------------------------------------------------------------------------------------------------------------

---------------------------------------------------------------------------------------------------------------------------

---------------------------------------------------------------------------------------------------------------------------

------------------------------------------------------------------------------------------------------------------- 

八月 14日(四)  第 5組 

祈禱：主啊！我的心在你面前安靜，求你的靈引導我進入真理！ 

讀經：彌迦書第四章 

釋義：  

    走過前面三章的罪惡、責備和處罰，來到這一章，好像走過漫漫長夜，欣逢黎明曙光；又

像哀嘆已經結束，化為一片歡呼。而這樣的轉變，正好也代表著我們在靈程上的四個階段： 

一、回轉──萬民要流歸鍚安山(1-2) 

    回轉歸向真神是我們靈程的起點。真正歸主的人會有什麼表現呢？他會「登耶和華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2)，不但是為了要聆聽祂的訓誨，「也要行祂的路」(2)。他不是單單聽道，也

會行道(雅一 22)。 

二、平安──萬民綏安全境太平(3-5) 

    因為還有許多人在拜偶像(5)，可見這裡講的太平並不是指全人類都歸主，而是指祂的百姓

回轉之後，在主裡得到真正的平安，就像「坐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一般，靈裡十

分逍遙自在。 

三、復興──神永遠作鍚安之君(6-8) 

    我們在靈裡原來是「瘸腿的」(有心無力)、「被趕出的」(與神隔離)、「被懲治的」(在神忿怒

中)；如今既然被招聚回來，就當永遠尊主為王，在祂的治理之下，恢復那曾經失落的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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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勝──被擄歸來鍚安得勝(9-五１) 

    上帝按祂自己的公義，使背叛的百姓淪落苦海，在巴比倫受難，然後照祂自己的慈愛，讓

他們在被懲治之後，與祂自己和好，得到復興，並且得到勝利。 

默想：我是否已經真正回轉歸主，與神和好，有真平安？我是否尊主為王，在祂治理之下，勝

過老我、世界和惡者，活出祂的榮耀形像？ 

祈禱：主啊！我為蒙恩得救、與你和好感謝你，並求你幫助我得到復興和勝利。 

我的心得： 

---------------------------------------------------------------------------------------------------------------------------

---------------------------------------------------------------------------------------------------------------------------

---------------------------------------------------------------------------------------------------------------------------

------------------------------------------------------------------------------------------------------------------- 

八月 15日(五)  第 6組 

祈禱：主啊！求你賜我天上來的智慧，能夠看得懂你啟示裡面的奧祕。 

讀經：彌迦書五章 2-15節 

釋義： 

    彌迦在眾先知中算是不太有名的，尤其和他同時代的以賽亞比較起來似乎有點遜色，可是，

他和以賽亞一樣，對將要來的彌賽亞都做了最出色的預言。本章一開始：「伯利恆以法他啊！你

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幾乎是每年聖誕節必讀的經文。 

  彌迦不但預言基督要降生何處，也說明了基督是誰，所為何事：  

一. 祂是掌權者(2,3)，祂要日漸尊大，直到地極(4)。後來基督所建立的普世性的國度果然像一座

不斷擴大的大山那樣，充滿天下(但二 35) 

二.祂是原有者，「祂的根源從亙古，從起初就有」(2)。正如約翰所宣告的(約一１)。 

三.祂由「婦人生下來」(3)，換言之，是「女人的後裔」(創三 15)，不像其他眾人都是男女結合

生下來的。  

四.祂是牧者，使群羊安居(4)。正如主耶穌的自我介紹：「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十 11) 

五.祂賜平安(5)，耶穌所帶來的平安，不是外在的平安──無病無災而已，也是內在的──在患難

中有心裡的平安；更重要的是靈裡平安──使我們與神和好，這種和平(peace)，才是徹底的、

永恆的平安！ 

六.祂是得勝者，祂不但勝過亞述(5)、勝過列國(8-9,15)，祂也勝過異教：祂除滅邪術、占卜、

偶像、柱像等。(10-14)  

默想：有誰像耶穌，還沒在世上誕生，就已經有人替他寫好傳記？而且寫得那麼準確，這麼一

位奇妙的救主，我豈不當心悅誠服嗎? 

祈禱：主耶穌，感謝你為我降生、為我捨命、賜我平安，感謝你牧養我、並帥領我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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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得： 

---------------------------------------------------------------------------------------------------------------------------

---------------------------------------------------------------------------------------------------------------------------

---------------------------------------------------------------------------------------------------------------------------

--------------------------------------------------------------------------------------------------------------------------- 

八月 16日(六)  第 1組 

祈禱：主啊！感謝你讓我有機會讀你的話語，求你向我的心說話。 

讀經：彌迦書第六章 

釋義：  

    這章聖經是全聖經中最出名的段落之一，美國有幾位很敬虔的總統在就任的時候，都以本

章第八節自許──世人啊！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本章可分為三段： 

一.豈可忘恩負義(1-5) 

    上帝用最具體的實例──領他們出埃及的經過──來指控以色列人；並邀請山嶺作見證人，

來顯明以色列人沒有理由可以答辯，來顯明他們是多麼地忘恩負義。  

二.神所要的奉獻(6-8) 

    上帝用比較的方法來說明祂所喜悅的祭是什麼：是一歲的牛犢嗎？這已經很珍貴了！是千

千的公羊嗎？這又比一隻牛犢好上千倍了！是萬萬的油河嗎？這又比千千的公羊更昂貴了多

了！是獻上長子嗎？這又比萬萬的油河更加難得了！這些都很好，但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這才是神最希望我們獻上的祭。 

三.罪與罰(9-16) 

    上一段是從正面來說明神所要的祭，這一段是從負面來指出神所恨的罪以及罪的後果── 

(1)罪：貪不義之財、強暴、詭詐、隨從邪惡 

(2)罰：荒涼、飢餓、虛弱、被打敗 

默想：我行公義嗎？好憐憫嗎？常常存著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嗎？ 

祈禱：主啊！求你赦免我們的罪，幫助我們不但知道公義，更是行公義；不但知道憐憫，更是

好憐憫；不但知道以馬內利，更是存謙卑的心與你同行！      

我的心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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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17日(主日崇拜)  第 2組 

宣召：以弗所書五章 17~19 節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當用詩

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禱告： 

唱詩：會眾 

認信：使徒信經(見 F-6) 

讀經：以弗所書第四章 

短講：林淑珍牧師 

唱詩：會眾 

主禱文：會眾 

祝福：林淑珍牧師 

八月 18日(一)  第 3組 

祈禱：主啊！求你那感動先知的靈照樣感動我，使我能體會你的感受。 

讀經：彌迦書第七章 

釋義： 

一.夜盡天明(1-9) 

    在自然界，夜盡天明好像是「自然現象」，其實那是上帝奇妙的設計；在屬靈的事上，「夜

盡天明」更是上帝格外的恩惠，根據前面六章的描述，以色列地惡貫滿盈、理當沉淪，可是在

這一章中，上帝卻再一次顯明祂的救恩。 

    一至六節很生動的、強烈的指出人的敗壞和不可靠，也是對前面六章的指責作一個總的歸

納；而在黑暗最深的時候，神卻讓救恩的曙光翩然降臨，也就是在 7~9節的經文當中，我們同

時看見了神的公義和慈愛： 

    「我雖跌倒，卻要起來。」 

    「我雖坐在黑暗裡，耶和華卻作我的光。」 

    「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祂……祂必領我到光明中。」 

    因此，先知彌迦很堅定的說：「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要等候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

應允我。」上帝在施行懲罰之後，向信靠祂的人施行救恩。 

二.蒙恩得勝(10~17) 

    上帝不但施行救恩，從 10~13節，我們看見祂也帥領我們向仇敵誇勝，以色列的仇敵雖然

是上帝的鞭子，用來懲罰以色列人，可是他們作威作福，加害過份，上帝也要作公義的處置，

為以色列伸冤。 

    14節是一個向神求憐憫的禱告，15~17 節是神的回答，神答應他們要像出埃及的時候一樣

顯神蹟，一方面是照顧他們，一方面是使仇敵羞愧並使他們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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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頌讚：有何神像你(18-20) 

    18~20節是全書的總結論，「有何神像你」正是「彌迦」這個字的原意，也是這本書的精意。

我們既然是「神的產業」(18)，經過神的修理之後，必將重回神的懷抱。 

默想：我們能夠成為這位獨特的、至高神的兒女，是多麼的榮幸啊！我們是否常存感恩和敬畏

的心來事奉祂呢？ 

祈禱：主啊！我願像先知彌迦一樣，不依靠自己，不倚靠世人，唯獨專心倚靠你。    

我的心得： 

---------------------------------------------------------------------------------------------------------------------------

---------------------------------------------------------------------------------------------------------------------------

---------------------------------------------------------------------------------------------------------------------------

------------------------------------------------------------------------------------------------------------------- 

八月 19日(二)  第 4組 

俄巴底亞書 

名稱：「俄巴底亞」是作者的名字，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僕人」。本書只有一章，是舊約最短的

書，卻蘊含著豐富、寶貴的信息。 

作者：一位不著名的先知，生平不詳。 

目的： 

雅各的兄弟以掃又名以東(紅色的意思，見創廿五 30)，以掃的後裔後來建立了一個國家就

叫作以東，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責備以東，不應該在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被敵人侵犯的時候袖手

旁觀、幸災樂禍，甚至趁火打劫、助紂為虐、落井下石。公義的神在此藉著俄巴底亞向以東宣

布他們驕傲自恃、剛硬殘忍、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罪將受到嚴厲的處罰，並預告以色列在苦

難之後將得到復興。 

大綱： 

1.驕者必敗：上帝對付以東的驕傲(1-10) 

2.惡貫滿盈：以東如何惡待以色列(11-14) 

3.罪有應得：預言神將施行的審判(15-16) 

4.冬盡春來：預言以色列的大復興(17-21) 

釋義：這一篇信息帶領我們思想三方面的屬靈功課： 

一.謙卑(1~8) 

    以東是以掃的後裔所建立的國家，它自恃其天險和地利(3)、財富(6)，聰明(8)、勇士(9)，心

高氣傲，不敬畏神。可是上帝說：你雖如大鷹高飛，在星宿之間搭窩，我必從那裡拉下你來(4)，

要使它成為最小的(2)，甚至永遠亡國(10)。因為「上帝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

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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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心(11-14) 

    以東對待自己的同胞以色列在四方面非常沒愛心： 

(1)袖手旁觀(11) 

(2)幸災樂禍(12) 

(3)趁火打劫(13) 

(4)落井下石(14) 

這是世人面對別人的苦難時常有的四種反應。我們大概不至於「趁火打劫」，不過若不小心，

可能犯其它三方面的罪，我們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呢？或因為太忙或其它冠冕堂

皇的理由而袖手旁觀？我們是否「與哀哭的人同哭」呢？或只像約伯的朋友在別人受苦時，急

於論斷？許多時候，論斷有幸災樂禍的味道，其效果正像火上加油，雪上加霜，傷口上加鹽巴，

其實就是落井下石，使受難的人更加痛苦。 

三.盼望(17-21) 

    以色列經過火一般的處罰與煉淨之後，神應許他們必將復興。上帝不讓祂的選民徒然受苦，

祂要賜下拯救者，並要親自作他們的王(21)。當然，這不單指著肉體的以色列人，更是指屬靈的

以色列人，擁有被保守到底的應許而言。 

默想： 

1.我是否因為太依靠自己，以致攔阻了神的賜福呢？ 

2.我周圍的人遇見苦難時，我先憐憫他，還是先論斷他呢？我是否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

責任呢？ 

3.我們雖然不至於像以東那樣在同胞遭難時「趁火打劫」，可是，我們應該如何避免犯以東其它

三方面的罪──袖手旁觀、幸災樂禍、落井下石呢？ 

祈禱：求主幫助我們學會真正的謙卑、愛心和盼望。 

我的心得： 

---------------------------------------------------------------------------------------------------------------------------

---------------------------------------------------------------------------------------------------------------------------

--------------------------------------------------------------------------------------------------------------------------- 

※以下四篇靈修材料引用自「校園研經材料寫作小組編著」《以弗所書研經材料》 

八月 20日(三)  第 5組 

經文：弗二 l～10 

主題：成爲新人：(一)蒙恩的經驗 

思路：保羅在第一章揭示神救恩計劃，由創世之前的預定、揀選，直到最後萬有在基督裏同歸

於一，是大綱式的鋪陳。而第二章的前段二章 1～10 節，則是從個人的角度，看前述屬

靈的福氣如何實現在個人身上，使得原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成爲新造的人，進入神永

恒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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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經目標：1.重新體認得救的原因和目的 

       2.願以善行生活回報主賜救恩 

觀察與解釋： 

一、昔日光景（二 l～3） 

  1.(1)保羅在二章 1～3 節中如何描述人信主前的光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二章 3 節由「你們」轉到「我們」，保羅的用意爲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保羅爲何用「死」來形容人信主前的光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各有何意義？這樣的

形容，表明人與神之間的關係與地位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是誰？人爲何會順服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它與世人隨從今世風俗和放縱情欲有何關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今日光景（二 4～10） 

  1.二章 4 節的「然而」表明轉機，二章 4～6 節描述神做了什麽，使我們脫離昔日的光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二章 4～6 節的三個「一同」，對應一章 19～20 節，你有什麽發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經歷了三個「一同」之後，信徒在生命的本質上和地位上，有怎樣的改變？請對照二章 1

～3 節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二章 8～9 節說明「恩」與「信」在我們得救的事上，各有怎樣的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二章 7、10 節分別表明神在我們身上施恩的目的，兩者各有什麽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二章 10 節中的「行善」，與民間一般宗教的「行善」最根本的不同是什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歸納與應用 

  1.歸納比較信徒信主得救前後的狀況，並分享你個人在這方面的經歷。 



    H-11 

  2.「現在的你」是神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新人，你對自己有怎樣的期待？你如何回應神對你

的期待？以你目前的情況，最能實踐的「善行」有哪些？ 
 

八月 21日(四)  第 6組 

主題：成爲新人 (二)外邦人蒙恩的經驗 

思路：保羅講述「個人」蒙恩的今昔後，轉來以群體的角度看「外邦人」蒙恩的今昔。「個人 

蒙恩」強調「與基督一同」復活，升天……，說明個人生命本質地位的改變。這一段則以

「外邦人」爲主角，強調透過基督十架，如何「與以色列人合一」，兩下變成一個新群體(新

人)，正式進入本卷「合一」的主題。 

研經目標：1.認識基督在人與神，人與人之間成就的和睦之工。 

2.透過基督完成的和睦之工，體會「我」與其他肢體息息相關的關係。 

觀察與解釋 

一、昔日光景(二 11～13a) 

  1.在以色列人曾領受律法，並承受應許之約的背景之下，保羅如何描述外邦人？這些描述有

何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二章 13 節 a 從前遠離的人（原文無神字），表明外邦人真實的光景爲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兩下成爲一個新人(二 13b～18) 

  1.與神遠離，也與以色列人遠離的外邦人，到了二章 13 節 b 有何轉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從上下文看，二章 14～18 節的長句(參 NIV，以 For 開始)，進一步解釋了二章 13 節的意思。

二章 14～15 節 a 說明他作了什麽(解釋「靠他的血」二章 13 節 b)，二章 15 節 b～18 節則說

明了他作的目的(解釋了「已經得親近了」二章 13 節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段共出現四次「兩下」，請注意上下文，這「兩下」所指爲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二章 14 節「中間隔斷的牆」是指什麽？他如何拆毀？二章 15 節「冤仇」是指什麽？他如

何廢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從二章 15 節 b～17 節看，「拆毀」和「廢掉」的工作完成之後，成就了(或達成了)什麽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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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二章 17 節是什麽意思？與「兩下歸爲一體，與神和好」有什麽關係？(請參中希英對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二章 18 節，再一次綜合二章 15 節 b～17 節所成就的工作，且由「與神和好」而「進到父

面前」，這兩者在表達與神的關係上有怎樣的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今日光景(二 19～22) 

  1.蒙恩後的外邦人，有了怎樣的新身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二章 20～22 節，保羅將兩下合一的「新群體」喻爲聖殿，這個比喻表達了什麽重要的真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請解釋「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爲房角石」是何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歸納與應用： 

  1.(1)請歸納比較外邦人蒙恩前後的差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你對自己是合一新群體的一份子，有多少認知與體會？請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基督十架」分別解決了「外邦人」與「以色列人」各自與神之間的「冤仇」，也同時解決

了兩個族群之間的「隔斷」，帶來合一。這樣的真理，對你與背景難以相容的人相處，具有

怎樣的意義？對造成世局動蕩的種族問題，又有怎樣的意義？請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月 22日(五)  第 1組 

經文：弗四 1～16 

主題：合一成長 

思路：從第一～三章，保羅已敍述神奧秘計劃的內容，並說明父神如何藉基督實現其美旨。三

章後段的禱告，他在信心中仿佛已看見那合一榮耀的教會，因此唱出心中的頌歌。到第

四章，他回到剛成形不久的教會，這猶太人與外邦人合一的新群體，必須繼續在愛與真

理中成長，直到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在合一成長的主軸下，四章 1～3 節保羅先勸勉保

守合一，接著四章 4～6 節說明合一的真理基礎，而四章 7～11 節與四章 12～16 節，則

分別說明主爲教會賜下各種恩賜，及教會當如何運用恩賜在愛與真理中，才能建立基督

的身體並長大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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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經目標：1.認識合一並竭力保守。 

           2.善用恩賜建立基督身體。 

觀察與解釋： 

一、竭力保守合而爲一(四 1～6) 

  1.四章 1 節保羅勸勉信徒行事爲人，當與蒙召的恩相稱，接著他在四章 2～3 節怎麽說呢？當

與蒙召的恩相稱是指什麽意思？爲何四章 2～3 節的表現，才算是與蒙召的恩相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四章 3 節 b「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爲一的心」，顯然已有合一，爲何又說要竭力保守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保羅在四章 4～6 節中，用了哪幾個「一」來說明合一的基礎？請參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12～13 節，解釋四章 4～5 節中的六個「一」彼此之間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四章 6 節對一神有怎樣的形容？這些形容代表怎樣的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在「七個一」的基礎下，教會應是怎樣的光景？這與普世教會的實際狀況相符嗎？爲什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建立基督的身體（四 7～13） 

  1.保羅從合一的「同」，講到各人恩賜的「不同」，他在四章 7 節中如何論到恩賜賞賜的原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保羅以四章 8～10 節形容那位賜「恩賜」的基督，他要強調什麽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四章 11 節論到恩賜的種類，請與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8～10、28 節，羅馬書十二章 6～8 節略

作比較，爲何同一位作者，卻三次表達不盡相同？你認爲每個人都有恩賜嗎？爲什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四章 12 節論到恩賜的目的爲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四章 13 節說明建立基督的身體，要達到怎樣的目標？這目標的意義爲何？聖靈已賜合一，

爲何這裏又說「直等到……同歸於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成熟的教會身量(四 14～16) 

  1.達到上述同歸於一的教會，保羅用怎樣的對比加以說明？兩者各有怎樣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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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四章 16 節 b 在愛中建立自己，這裏的「自己」何所指？教會如何在愛中建立「自己」？保

羅如何以身體爲喻，說明教會的建立、成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歸納與應用： 

  1.試以教會的「合一成長」歸納本段的要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愛與真理」在教會的合一成長中，有怎樣的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愛與真理」有時會難以兼顧，在愛中持守真理，有何實際應用的原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經過觀察與解釋，請歸納有關「恩賜」的真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你個人有怎樣的恩賜？在你的小組、團契、堂會以及無形的宇宙性教會中，你要怎麽運

用？請分享。你在恩賜的配搭上，有過什麽經驗？請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在合一而非齊一的亮光下，有形的堂會、福音機構、各團契、各小組……在整個宇宙性

教會中，該有什麽定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當如何運用上述歸納的要義？請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月 23 日(六)  自行(或與室友一同)靈修 

經文：六 10～20 

主題：信徒靈戰生活 

思路：保羅對信徒的勸勉，從真實合一相愛的教會生活，到分別爲聖的社會生活與合神心意的

家庭生活，到最後他深知信徒在地上的生活，實在是場屬靈的爭戰，非靠主無法得勝。因

此，從認識仇敵到披戴屬靈的全副軍裝，保羅提出信徒致勝之前。 

研經目標：1.認識爭戰的物件和爭戰的裝備 

2.將屬靈軍裝落實於生活層面 

觀察與解釋： 

一、 作剛強的人(六 10～12) 

  1.保羅在六章 10～11 節中，有何重要的勸勉？這勸勉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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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魔鬼的詭計爲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六章 12 節中保羅如何引導信徒認識魔鬼的本質與面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穿載屬靈軍裝(六 13～20) 

  1.(1)六章 13 節在認識仇敵之後，保羅提出什麽致勝之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以穿戴軍裝爲喻，保羅有何深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磨難的日子所指爲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這與六章 13～14 節中，保羅所強調的站立得住、站立得穩……有何關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保羅以「要站穩」爲始，接著提到真理、公義、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神的道的配備，

這些在屬靈的爭戰中具有怎樣的功能？請舉實例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屬靈的裝備齊全之後，保羅提出禱告的教導，他怎麽說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這與穿戴屬靈軍裝，有怎樣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從六章 19～20 節看，保羅對信徒有何請求？在捆鎖中，爲何還有此請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最後的問安（六 21～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歸納與應用： 

  1.此軍裝涵蓋了信徒生活的每個層面，你自覺最弱的一環是什麽？你要如何強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你的生活中，你有怎樣爭戰得勝或跌倒再起的經驗，請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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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大綱 

一.前言(一 1~2) 

二.宣佈審判：(一 2~16) 

   1.神將嚴懲以色列拜偶像的罪(2~7) 

   2.先知為此號咷，多方居民為此哀哭(8~ 16) 

   3.欺壓之罪(二 1~3) 

     受處罰、被譏諷(二 4~5) 

   4.責其多行強暴，聽信假先知(6~11) 

   5.神要保守、引導「剩下之民」(12-13) 

   6.責備以色列的領袖：(三) 

     (1)官長殘酷，將必受報應(1~4) 

     (2)假先知偽報平安(5~7) 

     (3)眾領袖和以色列地都將受罰(8~12) 

三.未日的復興(四~五) 

   1.萬民要流歸鍚安山(1~2) 

   2.萬民綏安世界太平(3~5) 

   3.神永遠作鍚安之君(6~8) 

   4.鍚安被仇敵擄掠之後，神要使之得勝(四 9~五１) 

   5.應許之君(2~15) 

     (1)將有一君王由伯利恆而出(2-3) 

     (2)他的國權日大直到地極(4-5) 

     (3)他賜平安，勝仇敵，保守餘民(6-9) 

     (4)神要除滅偶像，也要懲罰列國(10-15) 

四.期許與警告(六) 

   1.豈可忘恩負義(1~5) 

   2.神所要的奉獻(6~8)  

   3.不義的惡果(9~-16) 

     (1)罪：貪不義之財、強暴、詭詐、從邪 

     (2)罰：荒涼、飢餓、虛弱、被打敗 

五.哀嘆與盼望(七) 

   1.哀哉義消魔長(1~4) 

   2.勿恃親友惟賴上帝(5~20) 

     (1)親友不可靠，上帝必拯救(5~7) 

     (2)處罰之後得蒙復興(8~13) 

     (3)神應許再施恩惠(14~17) 

   3.頌讚(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