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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門徒培育中心 印製 

  

      
乙年（馬可年）顯現節後第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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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24) 顯現節後第三主日 

拿 3:1-5, 10 尼尼微城的悔改 

上帝的道經過先知的宣講，於是帶來了尼尼微城百姓的悔改，上帝察看他們的行為，

確實離棄了行惡，於是將原本要降的災禍挪去（彷彿上帝後悔先前的決定），可見懲

罰不是上帝的關注所在，祂重視的是人們對祂的呼召是否作出了回應，且是正確的

回應。你可聽到上帝透過你周遭的際遇，對你發出呼籲嗎？你如何回應呢？ 

詩 62:5-12 我的避難所、我的榮耀都在於上帝 

（請照拿 3:1-5, 10的領悟，用本詩篇作為祈禱） 

林前 7:29-31 末世的生活 

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的會友一種末世的生活態度。試想什麼時候會令我們感到不再

在乎一般世俗的事物，如婚嫁、置產、為獲得而歡慶、為失去而悲哀？什麼樣的情

況使得這一切都變得已經沒有差別，有與沒有都一樣除非我們感到末日將即，時間

所剩無幾，我們婚嫁與否、有產無產、歡慶或哀傷當然會不同。「時候將到，現在就

是了…」，雖然自基督降世以來，末世經已展開，但我們並不知主何時要再來，一切

歷史終必要完結。然而我們活在世上，無論婚嫁與否？置產與否？歡樂與否？悲傷

與否？都不能只為自己而活，在世俗的價值之上，生活還有更高的意義。你可曾在

這些在世生活與末世的生活態度上，找到一個平衡點？「在世而不屬世」？ 

可 1:14-20 在海邊對門徒的呼召 

「來跟從我！」這是基督的呼召，要求我們回應。回應祂呼召的人，他的價值觀會

發生變化，對打魚的漁夫而言，得到滿載的漁獲，是他們期待的價值，當跟隨主後，

祂應許樣讓我們看到更高的價值所在，甚至顛覆我們過往的期待或渴求，你願意在

跟隨祂的路上，被祂所改變嗎？你願意放下 

過去覺得重要的謀生工具，來回應祂的呼召：來跟從我！ 

 
 

顯現節後第三主日後的回應 

星期一 (1/25)  

創 12:1-9 上帝呼召亞伯蘭前往迦南 

這段經文是創世記的轉捩點，也是在亂遭遭的世界（創 1-11）中，上帝也重新建立

秩序，也在創世之後展開救贖的初步行動，這行動竟是揀選及應許一個人，乃至一

個民族，來進行祂的的救贖。亞伯蘭對應許的回應是相信與順服，他的行動是離開

所在的安全地帶－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要經過一段曠野，到一個應許的地方。

原來信心的啟動，就是以行動回應上主的召喚，邁開我們的腳步，離開所在自以為

安全的地方。你預備好你的信心之旅了麼？你要離開那裏？你要以行動改變什麼？

猶如上主日耶穌的呼召：「來跟從我！」 

詩 46 雅各的上帝是我的避難所 

（請照創 12:1-9 的領悟，用本詩篇作為祈禱） 

林前 7:17-24 照上帝所分給各人的而行 

上帝呼召各種背景的人，甚至每個人的生命經歷，蒙召的經歷都不同，但被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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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為一個群體（教會又名被召的會），成員的經歷可以多元（不同）但卻能共融，

因為生命成熟的被召者，共同的生命品質是「捨己」、「接納」，因為他明白我們都是

「主重價買來的」。所以基督的教會裏的崇拜，不同的年齡、性別、膚色、社會階層…

可以不同，但卻可以一同敬拜召我們的上帝。你還有不能接納的弟兄或姊妹嗎？覺

得不能和他（或她）們一起敬拜嗎？ 

星期日 (1/24)  

 

 

 

 

 

 

 

 

 

 

 

 

 

 

 

 

星期一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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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26) 

創 45:25-46:7 上帝呼召雅各前往埃及 

上帝使雅各離開原來自以為的安全的地方，所用的方式與亞伯蘭不同。上帝要前往

祂早已預備好的避難之所，他也需憑著信心前往他去見以為已死去的兒子約瑟，且

知道將要死在「異鄉」，不會回到現在所居之地。同樣地，他需要信心的回應，展開

信心之旅。在這過程中，讓我們想想，什麼是「故鄉」，什麼是「異鄉」？什麼是安

全之地？什麼是應許之地？什麼是「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們

的道路」？請在面對這幾天都面對的呼喚「來跟從我！」你的回應是…. 

詩 46 雅各的上帝是我的避難所 

（請照創 45:25-46:7的領悟，用本詩篇作為祈禱） 

徒 5:33-42 使徒被公會審判及鞭打 

迦瑪列不愧是個大師，也是保羅的老師，是有智慧及敬虔的人，因為他懂得尊重上

帝，不敢靠血氣自以為是的行事，殺害生命，及無意間作出攻擊上帝的事。他提出

了一個理論，如果事出於人的煽動，宣稱去世的領袖復活，跟隨者也不會成氣候的。

但是這群跟隨被釘十架的耶穌，並宣稱祂已復活的的這群跟隨者，若是出於上帝的

工作，這些跟隨者必然會無懼於死亡的回應，且有信心堅持其所信的。我們若稱所

跟隨的基督是復活的主，那麼我們當活出怎樣的生命？使我周遭的人，看出我們生

活方式是出於上帝呢？ 

 

 

星期三 (1/27) 

箴 8:1-21 智慧在呼叫人們 

智慧女士在街市吶喊，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人們的心並不清明，都不能明辨

是非。智慧是認識那「歸根究底」影響這個世界的法則的那一位，並且懂得敬畏祂，

知道在祂裏面有對這個世界的一切挑戰的生存之道。可以善於運用所擁有的，反之，

擁有的也會失去。智慧使我們免於沈溺在上帝所厭惡的事中，如邪惡、奸詐、歪曲、

驕傲、狂妄…等。你可聽到智慧的吶喊，她希望我們擁有她，你如何回應智慧的呼

喚呢？ 

詩 46 雅各的上帝是我的避難所 

（請照拿箴 8:1-21的領悟，用本詩篇作為祈禱） 

可 3:13-19a 耶穌設立 12個門徒 

耶穌在跟隨祂的人當中，設立了核心的十二個使徒，「十二」在猶太而言是個代表完

全的數字，另一方面也替代了過去的 12個支派所組成的選民群體。救恩的計畫，天

國的行動開始一個新的及關鍵的里程碑。現今的教會（信仰的群體）也是奠基在他

們的信心跟隨以及呼召的回應上。你我如今也成為了承先啟後的跟隨者，一方面是

過去信心的接棒者，同時你可有想過，你也是後來信心的跟隨者的里程碑？與上帝

的計畫，信仰群體的前進息息相關，用我們的人生就是一個接棒的過程，並且也要

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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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26) 

 

 

 

星期三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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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節後第四主日的預備 

星期四 (1/28)  

申 3:23-29 摩西觀看以後的迦南 

你可曾想像，遙望應許之地的摩西是怎樣的心情？約旦河成了橫亙在他生命前的地

界。他的任務完成了，他要交棒給約書亞，他們自有他們的挑戰，他們自有他們經

歷的視野。其實這就是人生，就是事奉者必須經歷的歷程，我們終必會來到我們的

「約旦河」邊，遙望更美的家鄉。救贖的事件（故事），會繼續的往前發展。摩西的

經歷帶給你怎樣的啟迪呢？你如何接納你的事奉在永恆的計畫中，只是一段過程？

即便如此，你如何使你的「歷程」，你「短暫」的事奉更覺得有意義？求主賜給我們

智慧！ 

詩 111 智慧的開端 

（請照申 3:23-29的領悟，用本詩篇作為祈禱） 

羅 9:6-18 上帝的憐憫不被人控制 

上帝的思維與我們所想像的不同，祂所認定的「後裔」是與應許有關，應許是與信

心有關，所以祂「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我們不能以我們的思路，

要求被憐憫、或被恩待。然而真能體會到被憐憫、被恩待的我們，除了感謝外，就

只能以行動活出是個「蒙恩的人」。你如何活出上帝對你的「救恩」呢？ 

 

星期五 (1/29) 

申 12:28-32 對崇拜偶像的警告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與「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成了申命記作者或團

體，對人或對統治者的評判，沒有灰色地帶。上帝是忌邪（嫉妒）的上帝，祂不能

允許以不是上帝的當作上帝，不但不能成為我們崇拜的對象，也不能成為我們生活、

動靜為人的最核心的價值。請反省，你可有比上帝誡命更高的價值指引？可有上帝

以外崇拜的對象，也就是上帝以外，關鍵性影響你生命的人事物？除了上帝在基督

裏的呼召，可有其他的呼召使你跟隨？ 

詩 111 智慧的開端 

（請照申 12:28-32的領悟，用本詩篇作為祈禱） 

啟 2:12-17 責備崇拜偶像的行為 

這是給別迦摩教會的短信，這城市廟宇林立，且透過政治，迫害持守信仰的人，如

殉道的安提帕。這種堅持是主所肯定的，然而還是有步步引誘上帝的子民走上離開

上帝的道路，他們的行為如巴蘭（參民數記 22-24, 31:16）和尼哥拉一黨的人，因貪

愛不義之財而引誘上帝的百姓離棄對上帝的忠貞。主說若能勝過引誘的，就賜他們

「隱藏的嗎哪」及「刻上新名字白石」，前者是猶太人傳說彌賽亞的筵席時的食品，

後者刻上新名字象徵，屬於基督的人。在現今的時代，比直接引誘惑逼迫我們離棄

信仰更可怕的是那些讓我們失去心防，逐步遠離上帝和祂的道，剛開始以為「無所

謂」，或者「還以為是在服事」，但久而久之信仰被淘空了，猶如所謂「溫水煮青蛙」，

落得只剩下形式的宗教活動，而非真正的門徒或跟隨者。在你的周遭可有逐步引誘

你，放棄熱誠的信仰？過著形式化的教會生活？又或你可發覺自己越來越對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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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意打折扣？又或逐漸無心徹底的跟隨主？ 

星期四 (1/28) 

 

 

 

星期五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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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1/30) 

申 13:1-5 要注意假先知 

先知在每個時代要扮演的角色是指陳出上帝的百姓在所處的環境中，沒有按著上帝

的道生活，偏離跟隨主的路，隨從那些外表好像是基督所教導的信仰。所以教會中

要有先知說預言的恩賜，也就要有透過宣講，引導上帝的百姓，走在上主的道上，

提醒我們不要偏離。但是假先知，也會透過一些宗教的途徑，甚至好像引經據典，

但說的是他們自己的意思，或只是時代潮流，經過包裝的世俗想法，若無法自圓其

說，往往就靠所謂「異夢」，或冠以「命定」之類的話。直接說敵基督的話，我們會

敬而遠之。但是用宗教的口吻，引用聖經的假先知，在每個時代都未曾停止過要引

誘上帝的百姓偏行己路。想想你可有培養出分辨時代「假先知」的能力？這能力要

從持續紀律的查考聖經與靈修祈禱中培養出來的。 

詩 111 智慧的開端 

（請照申 13:1-5的領悟，用本詩篇作為祈禱） 

太 8:28-9:1 耶穌醫治加大拉被鬼附的人 

加大拉這個外邦城鎮，對於被鬼附身，似乎習以為常，反而央求趕出附身之鬼的耶

穌離去，彷彿祂是帶來麻煩的人，可見這是一個多麼「反常」的城市，即便現代的

都會，越是現代化，越是有相信鬼怪或與鬼相交的人和事。這段經文的重點是，連

靈界的污鬼都認出耶穌是不尋常的人，是上帝的兒子。另外就是耶穌有更高的權柄

與能力，所以祂能趕出污鬼。你可曾對靈界的事物過份好奇，或過於恐懼？這兩樣

都是不對的，千萬不要因好奇，而涉入其中，終必會身受其害。天上和地上一切權

柄已賜給我們的主耶穌，所以信靠、跟隨主的我們不必活在恐懼之中。 

 

星期日 (1/31) 顯現節後第四主日 

申 18:15-20 先知以上帝的權柄宣講 

「那先知」，是猶太人所等候的，其實也就是指向作為基督的耶穌，所以會有人問耶

穌是否是那先知或是以利亞（參可 6:15, 徒 7:37），祂是將律法帶到最高境界的那一

位。原來上帝在歷史的工作，是形塑人對祂行事的認識，對祂旨意的明瞭，從舊約

到新約，從早期教會到如今的現代世界，生在今日的你，可曾從耶穌的教導中，看

出上帝的心意？或上帝的行事風格？ 

詩 111  智慧的開端 

（請照申 18:15-20的領悟，用本詩篇作為祈禱） 

林前 8:1-13 自由的限制 

基督徒有行事的自由，對於宗教上的避忌，可以說是「無所忌諱」。但是也有限制，

選擇因愛人，或為他人益處，不使人跌倒的緣故，而限制自己有所不為。我們是自

由的，但真正的自由是可以選擇「不自由」（或約束），一切都是都是因為他人的益

處。請回想你可有運用主所賜的自由，為人的益處，選擇了限制自己的自由？ 

可 1:21-28 醫治被汙鬼附的人 

這段經文的重點在耶穌有令人驚奇的「權柄」。這種令人驚奇的權柄，一方面體現在

祂的教導上（1:22），另一方面體現在祂趕鬼的事上（1:27）。這兩件事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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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教訓上令人對律法或傳統耳目一新，找到實踐上更深的意涵。在趕鬼的事上，

顯出祂即使在靈界，也有我們意想不到的力量，這兩種權柄（權力+能力）的面向，

都是與耶穌的身份有關，因為祂是上帝的兒子。我們能否既重視耶穌教導的力量，

同時也重視耶穌神蹟的力量？你是否向某一方面傾斜？以致你重視教導？或是只

側重神蹟奇事？但願我們都能經歷到兩者所帶來的驚奇。 

星期六 (1/30) 

 

 

 

 

星期日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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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道筆記： 

 

 

 

 

 

 

 

 

 

 

 

 

 

 

 

 

 

 

 

 

 

 

 

 

 

 

 

 

 

 

 

 

 

 

 

參加每日讀經計畫：將每日心得，請用掃描或手機攝影後，檔案寄disiciple@methodist.org.tw 或 

以 Line傳送給衛理門徒培育中心，蕭湘逸姊妹 

mailto:disiciple@methodi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