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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經課-1   士師記 4 章 1-7 節 

約書亞死了；以色列人現在由後繼的 12 位士師治理，有神授能力的領袖在國家危急之際興起，拯救神的百姓脫

離異教統治。士師們忠實地承認以色列人並未完全掌控迦南地：因為他們“做神眼中看為惡的事＂（第 1 節，3 章

12 節等等），他們常常被其他民族打敗，經過許多的挫折才征服迦南地。 

接著的 3 章 12-30 節，述說士師“以芴＂的事蹟（4 章 1 節），他是終結摩押人統治的民族英雄，摩押人住在死海

的東南方。他帶著貢品去見摩押王伊磯倫，施巧計說他有從神聽到的信息要講，而讓伊磯倫單獨見他。以芴拿出預

藏的劍將伊磯倫刺殺。摩押人沒了領袖，國陷入混亂；以芴因此帶領以色列人打敗摩押，神有時用奇特的方式做工。 

以色列人再度背逆神，這次他們被統治“夏瑣＂（加利利海北部）的王“耶賓＂（第 2 節）打敗；“西西拉＂

是他的戰車指揮官，耶賓的軍容盛大，尤其是以色列軍沒有戰車，軍力無法相比。第 4 位士師“底波拉＂（第 4 節）

和其他士師不同，在國家大事及社會爭論事務（“判斷＂，第 5 節）上她儼如神的發言人，但是軍隊領袖則是“巴

拉＂（第 6 節）。她以神的名命令巴拉集合北方（“拿弗他利＂和“西布倫＂）支派到他泊山上。在那裡，神將“逐

出＂（第 7 節）敵人，使以色列人獲勝。接著下來的經節描述戰爭的情況，因暴風雨抑或是“基順＂河溢流漫過河

岸（或是二岸）之故，西西拉的戰車陷入泥濘中，他的軍隊變得恐慌，西西拉全軍被殺，以色列人再次得釋放。 

 

共同經課-2   詩篇 123 篇 

這是一篇從敵人得拯救的禱告，第 1-3 節說到謙卑順服於神的旨意（注意“僕人＂和“主人＂以及“使女＂-“主

母＂字眼，第 2 節），我們用“雙眼＂仰望神，尋求祂的“憐憫＂（第 3 節）。說這段話的人（以色列人或是以色列

中一群受壓迫的人）尋求神的幫助，祂的憐憫，因為他們飽受由權威之士的“藐視＂（第 4 節），“輕蔑＂嘲笑到

了極點。 

 

共同經課-3   帖撒羅尼迦前書 5 章 1-11 節 

保羅告訴帖撒羅尼迦的基督徒說，末日的時候，已死和仍活著的忠實信徒將升到天上永遠與神在一起。他說關

於基督何時再來，你們都很清楚他會出人意外的突然來到（“像夜間的賊＂，第 2 節），其他正處在“平安無事＂

（第 3 節）的人，將永遠與神隔開（“突然的毀滅＂），就如陣痛突然臨到快生產的“婦人＂一樣；神的審判是無

所逃遁的。 

接著在第 4-8a 節，他忠告讀者道德上要警醒，要成為“光明之子＂，（與世界的光—基督連結），他們對基督再

來不感驚訝。所以我們不要輕忽大意在罪中（“沈睡＂第 6 節），像別人一樣，卻要隨時裝備好。讓我們保有因信

靠基督而有的安穩的心；沈睡或醉酒是黑暗之子的屬性，他們輕忽或拒絕神的道。 

我們，（此處保羅用軍人的形象描述）擁有基督徒的屬性就是“信＂（第 8 節）、“愛＂、“望＂—“救贖＂的

確切盼望；這些屬性保守我們與邪惡隔絕。因為神早已預定（“命定我們＂，第 9 節）我們藉著基督得救不落入永

死（“憤怒＂）。基督救我們脫離罪，因此之故，不管我們是活著（“醒著＂，第 10 節）或是肉體上已死（“睡著＂），

當祂再來時，我們都將與祂一同住在天上。最後他勸勉他的讀者，要彼此“造就＂（第 11 節），屬靈上互相幫補：

這裡保羅看見教會是建造中的神的殿；建造者是神，基督徒參與其中。 

 

共同經課-4   馬太福音 25 章 14-30 節 

耶穌繼續說天國的比喻，在前面的比喻裡他告訴我們，我們必需隨時準備好迎接基督的再來。今天則用錢財比

喻神國的事：有個主人，在離家遠行之前，將他的錢財交託他的奴僕。“按各人的才幹＂（第 15 節），（一他連得

銀子，大約是 15 年勞苦的薪資所得，是一大筆金錢。）其中二個奴僕，將錢財做投資又賺了更多錢（16、17 節）；

第三個奴僕，把錢埋在地裡（18 節）。當主人回來時（19 節），他讚美二位投資的奴僕，他說他們將被賦予“許多事＂

的責任（21、23 節），且“進來享受你主人的快樂＂。但是第三個奴僕說，他害怕主人的嚴厲（24 節），只把原來數

目的錢財還給主人（25 節），主人嚴懲他的邪惡和懶惰。這個奴僕失去了他原本所得到的（28 節），且被拒絕在“外

面黑暗裡＂（30 節）。這觸犯了耶穌時代的拉比認為把金錢埋藏起來，是保護錢財的方法之一的格言。 

但是這個比喻是關於天國的，祂要教導我們什麼呢？（30 節）裡的“哀哭切齒＂是一個固定慣用語，指的是末

日的審判。這裡主人指的是神，奴僕是指各種的人。的確，神同時是慷慨的賞賜者，也是嚴厲的審判者。祂要我們

善用我們的恩賜，我們忠心做工就會得獎賞；沒有使用我們的恩賜，就會導致懲罰—與神，就是善的本質隔離。祂

期待我們使恩賜成長，祂施恩給合祂旨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