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9-8/04                  信息摘要 
(2013 年 8 月 04 日，聖靈降臨日後第十一主日) 

(資料來源：http://www.montreal.anglican.org/comments/cpr18m.shtml) 
(翻譯者：邱春花，翻譯版權屬太平境馬雅各紀念教會) 

共同經課-1   何西阿書 11：1-11  
    這本書的前面三章，何西阿使用象徵手法述說北國（以色列）百姓如何偏離神的道：他們背逆神以及神所立

的約。這本書很多其他內容都是在警告他們將因偏行己路任意而為會招致的惡果。他們執意事奉異教神祇（“持

續向巴力獻祭＂，2 節）。（巴力是迦南和推羅地區異教的神。）在聖經的所有書卷中，何西阿書傳遞最多受苦信

息給我們，所以其中一些語義，雖然有許多學者努力想弄清楚卻仍然隱晦不明。 

神透過何西阿回顧出埃及時（1-4 節）。祂將神的愛護引領以色列人比喻為如父母之撫育兒女。他們離神去敬

拜別神，不明白是神愛護、醫治、且餵養他們。（智者常常被學徒尊為父；在這個意思裡，以色列是神的“兒子＂，

1 節，“以法蓮＂，3 節，是指以色列 之意：這支派的領地在北國最重要的地區。）5-7 節談到懲罰：百姓流亡到

“亞述＂；未回轉向神，他們被奴役，如同在“埃及＂時一般。 “他們的城邑＂ 會有戰爭（6 節）；他們的祭司

會被殺。他們向神呼救，神也不聽他們（7 節）。8-9 節是用不同的語調。神以人的語調，帶著感情說話，但是祂

的憤怒（和人的憤怒不同）沒有很久；祂再次展現慈愛。祂不毀滅城市以及城裡的百姓。（“押瑪＂、“洗扁＂

和所多瑪以及蛾摩拉一起被毀。）百姓會從被逐之地回到“他們的家＂（11 節）。 

共同經課-2   詩篇 107：1-9，43  
照裡面內容，這是一首群體感恩的詩，或許是前往耶路撒冷參加慶典時朝聖者所吟唱的歌。他們感謝神使他

們免於各種危險。有二段副歌：出現在 6 和 8 節。第 1 節發出讚美。從 2-3 節救贖 和歸回 的主題看來，意味這是

寫於被擄之後；它們被加入這詩（和 33-43 節一起）可能是要將原本個別的感恩，變成適合團體使用。第 3 節描述

百姓從各地各方來，雖然大部分來自東方（巴比倫）。4-9 節提到以色列人出埃及時在曠野的漂流。當他們身心都

“又飢又渴＂時（5 節），神幫助他們。後面四段也談到神在他們困苦中幫助他們；朝聖者感謝祂信守祂在西奈和

他們立的約。33-43 節是讚美神的賞賜的詩。願認識神的人，（“智慧＂，43 節）的人，代表祂全部的百姓紀念神

的作為，祂的信實守約（“永恆的愛＂）。 

共同經課-3    歌羅西書 3：1-11 
    作者描述洗禮如同與基督同復活並有分於祂的受苦和死亡。早期的教會裡，領洗的人在進行洗禮禮儀之前會

脫去衣服並在洗禮後穿上新的衣服，象徵拋開舊人開始在基督裡的新生命。1-4 節概述這個教誨。作者告訴我們：

我們已經和基督有親密的團契關係，但是這尚未完全顯明；我們的生命仍然“與基督一起藏在神裡＂（3 節）。當

基督的榮耀在末日“顯現＂（4 節）時，我們和祂完全的連結將明顯可見。（早期基督徒看詩篇 110 篇 1 節，“…

坐在我的右邊…＂，在 1 節，這表示猶太人的救贖主的盼望實現在基督裡。） 

接受洗禮後，我們要有合宜的道德行為（5-17 節）：我們要拋棄身體（5 節）和心思意念（8 節）的罪。原文 

“Fornication＂（5 節），即希臘文 porneia，二字的意思都是各種形式的淫亂；“污穢＂是有關性的；“熱愛＂是

邪情 ；惡念 是自我中心的貪婪；“貪心＂會使人在神之外另立一個偶像。因為人一直故意犯這些罪並且不尋求

赦免，“神的忿怒必臨到＂（6 節）他們身上 - 在末日的時候。（“創造者的形象＂，10 節，回顧神以自己的形

象造人。）在已受洗的團體裡，種族和社會的藩籬不再存在，因為“基督包括一切，又住在各人之內＂（11 節） 

共同經課-4    路加福音 12：13-21 

   如同第 1 節所告訴我們的，耶穌已經引來大批群眾。無知富人的比喻也是給門徒的一個教導（22 節）。耶穌

常常向祂的門徒以及其他跟隨祂的人講論。米書拿，是一本猶太法典，它指引拉比們如何處理有關繼承的問題。

（有時這是個困擾，因為摩西律法中規定長子可繼承雙份產業。）耶穌不想應付這個難題：翻譯為“朋友＂（14

節）的字是指人的意思，是一個嚴肅的稱呼。耶穌解釋：“一切的貪心＂（15 節）都不能在任何人的生命中有地

位；真理（真實且有意義的“生命＂）是比“財產＂更貴重。 

耶穌關於農夫的故事是特別對鄉村的群眾說，農夫的地土“豐收＂（16 節，修訂版英文聖經）。常常使用的

“我＂在 17-19 節所示，他只想到自己，想到豐盛的物質。他無知的認為物質可以滿足他的內在心靈（“靈魂＂，

19 節）。這個例子（不尋常在於神是那個角色）不攻擊富有本身，反而指向為個人的享樂聚斂財富。單單自私的

積聚財富和門徒精神是不相容的。神稱呼這個農夫是個“無知的人＂（20 節）因為他不在意和祂的關係。地產的

豐盛是短暫的，但是數算的時間已近，就是我們都要受神審判的時刻。這個時刻 能在我們死時或是末日時，或是

末日我們生命終了時。我們必須信靠神，將未來交在祂的手中。耶穌藉提供一個不合理的例子述說祂的觀點：物

質主義是敬虔的阻礙。（群眾會記得，在舊約和偽經記載裡，無知常指放蕩，遠離神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