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 2025 年 3 月 2 日‧顯現後最後主日‧上午十時正 

經課【舊約 出三十四 29-35 詩篇 詩九十九 1-9 書信 林後三 12-四 2 福音 路九 28-36、37-43】 
 

預備心靈 著往     → 宣召     → 默禱     → 頌讚敬拜 

認罪宣赦 宣讀十誡 → 認罪祈禱 → 赦罪宣告 → 同認信經 

聖道宣講 讀經   → 講道     → 主禱文  

回應事奉 回應詩歌 → 奉獻     → 聖餐禮   → 報告代禱 

祝福差遣 散會詩   → 祝福     → 差遣 
 

講題 願榮光歸耶穌 經文 路加福音 9 章 28-37 節 講員 姚澤煌牧師 

崇拜司職 

主禮 劉立仁宣教師 領詩 邱淑敏姊妹 

司琴 余雪瑩堂委 

司事 呂文恩堂委、劉碧怡姊妹 

廖鎮銘弟兄、何濠彤弟兄 

讀經 文志鋒傳道 

音響 冼逸東弟兄、利美意幹事 
 

聖餐襄禮 劉立仁宣教師、蘇子強堂委 

 

家事報告 全年主題 聖道光照‧儆醒守望 邁向屬靈目標，彼此勵勉同行 

1. 歡迎新來賓參與主日崇拜，感恩與弟兄姊妹在這家一同敬拜主。 

2. 感謝紅磡堂堂主任姚澤煌牧師蒞臨講道及主持聖餐禮，使會眾得造就。 

3. 崇拜空間與禮序轉變（集中敬拜；加入：讀經、四疊阿們頌、差遣），願上帝使用。 

4. 預苦期（3月 5日至 4月 19日）中盼望弟兄姊妹藉不同操練同行主十架苦路，由 3

月 5 日（三）晚上「聖灰日」默想聚會開始，請留意附頁，主動回應參與；

本主日派發《40 天 40 個字詞：解動心靈的預苦期閱讀》及〈操練立志紙〉。 

5. 弟兄姊妹於預苦期中操練簡樸與禁食，省下金錢可奉獻予堂會「光臨行動」，

於司事處奉獻箱收集；下次光臨行動於 3 月 30 日舉行，暫未收到經費奉獻。 

6. 2024 年財政決算報告已張貼於禮堂後方，供弟兄姊妹閱覽。 

 

上週統計 

聚會 堂慶主日崇拜 60 人  青少團契 49 人 

奉獻 

主日 $4,426  【可向幹事查閱閣下奉獻收據資料】 
投盤 $1,254 感恩奉獻 $1,300  

堂慶感恩奉獻 $800 教會發展基金增置用地奉獻 $1,072 

 

培育及福音課程 
9/2-16/3 早上 8 時 45 分「生命結出果子」（6 課）  導師：劉立仁宣教師  

2025 年 3 月 2 日‧顯現後最後主日‧登山變像日【白】 

 

本週金句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

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一兒

子的榮光。」（約翰福音 1 章 14 節） 



代禱事項 於崇拜中，也於家中為宣教、世界和教會守望 

1. 為堂會籌備及教導差傳宣教的屬靈裝備禱告，求主使用相關培育課程，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及見證福音的大能。 

2. 中美貿易：美國總統換屆後政策轉換，中美貿易戰隨即展開。懇求主保守中

國經濟蓬勃發展，免受外來因素太大影響；使人民生活續趨穩健上揚。 

3. 崇拜領詩：新設讀經禮序後，崇拜領詩亦需更新詩歌流程。懇求主保守崇拜

領詩常有主所賜亮光與感動，能有適切編排，帶領會眾向主獻上美好敬拜。 

4. 預苦操練：懇求主保守 3 月 5 日聖灰日默想聚會，讓參與者心靈有所更新。

亦堅固弟兄姊妹於預苦期的操練，不論是節制、靈修、禁食禱告操練或網上

禱告，求主感動人參與，生命被建立。 

 

差會代禱 記念李志偉宣教士家庭（日本） 

1. 兒子 Matheo 近日發燒 39.3 度，食藥好轉後，再發燒至 40 度。感恩 Matheo

在藥物控制下在 38 度左右。請為 Matheo 身體健康禱告。 

2. 去年 2024年 7至 12月事工支出，實報實銷約$75,000。惟因奉獻不足仍未能

索回，現等候弟兄姊妹奉獻回應支持，可聯絡恩光使團。 

 
 

講道大綱 「願榮光歸耶穌」（路加福音 9 章 28-37 節） 姚澤煌牧師 

講道大綱： 

1. 以耶穌為榮 

2. 經驗耶穌的榮光 

3. 與人分享耶穌的榮耀 

 
 

來週聚會 2025 年 3 月 9 日‧預苦期第一主日【紫】 
講題 尋找正確的福音 經文 加拉太書 1 章 6-10 節 講員 劉立仁宣教師 

 

崇拜司職 
主禮 文志鋒傳道 領詩 利美意幹事 

司他 冼逸東弟兄 

司事 何濠彤弟兄、朱樂兒姊妹 

奉獻 張國維弟兄、羅秀妍姊妹 

讀經 余雪瑩堂委 

音響 蘇子樂弟兄、范鈺嶸姊妹 

 

 

牧者的話 「儆醒守望的門徒群體」 劉立仁宣教師 

 

  「聖道光照‧儆醒守望」年題，以加拉太書 6 章 1 節為背景：「弟兄們，若有

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要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自己也要留

意，免得也被引誘。」其中「偶然……所勝」（προλημφθῇ）指被捉住、被驚嚇、

遇上預料之外的事；「過犯」（παραπτώματι）指不道德的事，也指不經意的跌倒。 

 

  並排來看，反映信徒的屬靈生命歷程，確實會出現起伏，甚至會遠離上帝，

而且狀況總是始料不及。不單令團友、導師和牧者憂心、難過，有時候當事人回

頭望，也為這階段的走迷驚訝，彷彿被突然闖入場中的記者撞跌的跑手一樣，措

手不及，反應不來就倒地跌傷。 

 

  保羅用「挽回」一字（καταρτίζετε）有修補、恢復、創造與堅固的多重意

義，而且由「屬靈的人」以「溫柔的心」去執行，這表達群體中間需要有樂意順

服上帝心意的人，因著上帝主動的愛，以非暴力或強行拉扯的方式去勸慰、扶持

偶爾跌倒的人，醫治傷口並幫助他們重新起跑。 

 

  故此「儆醒守望」首要是接納信徒群體是會遇上挑戰，而我們需要清楚到底

甚麼才是信仰中的正確路徑與方向，並留神於自己並身邊的人，一旦見到走迷

的，便立時回應。中古時代站在瞭望塔和城牆上看守城鎮的士兵，留意城內有否

火災、暴亂，城外有否敵兵來襲，都以儆醒的心看待責任，不但保持清醒，判斷

狀況，更能立時鳴鐘警示，亦親自加入救災或拿起弓箭攻擊來襲的敵人——愛護

城鎮的心是最根本的驅力。 

 

  粉嶺堂群體極需要彼此守望。每位弟兄姊妹將明瞭什麼才是屬靈、親近神、

信仰鞏固等，然後方知道什麼才是「不」、「稍稍未達到」甚至「背道而馳」。我們

祈求上帝於二十周年的開始階段，繼續見到群體有質的改變，不單友誼關係更親

近；亦在屬靈上徹底更新，讓每位弟兄姊妹感受這群體既是屬靈的、也是在乎自

己與別人屬靈生命的。求主憐憫，使粉嶺堂成長。請為牧者的餵養和帶領禱告，

誠心所願。 



財務簡報（2024年十一、十二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收入 
奉獻 

$94,545.29 $117,815.53 

支出 
同工薪津、行政與事工開支 

$312,000.5 $234,454.3 

結算 
收入扣除支出 

-$217,455.21 
（按月不敷） 

-$116,638.77 
（按月不敷） 

 

教會發展基金（增置用地）結餘 $454,568.7 $455,979.7 

神學生儲備金結餘 $483,608 $491,190.0 

總結餘 $1,194,614.33 $1,274,609.26 

 
註：2024 年 11 月回饋$600,000 予九龍堂 (現本堂同工薪津全數由九龍堂支付） 

 

 

 

 

 

 

 

 

 

 

 

 

 

 

 

 

 

 

 

 

 

 

 

 

 

 

 

 

 

 

 

 

 

 

 

 

 

 

 

 

 

 

 

 

 

 

 

 

 

 

 

 

 



「活水甘霖」經卷概覽系列：《詩篇（卷二）下》（第四十二至七十二篇） 

(刊於母堂九龍堂《芥種》三月份) 會正鄧少軒長老 

 

一、 經文背景 

我們之前討論了《詩篇（卷一）》和它與《詩篇》第一、二篇的關係，

這裡將會繼續探討《詩篇（卷二）》與第一、二篇的關係。卷二的信息延續

卷一的信息，兩者均與第一、二篇有著神學性的互動關係，而卷二的重點是

彌賽亞的治權，其中包括祂的救贖及治權的普世性，人必須對其回應，就是

要投靠祂。
1
 

二、 《詩篇（卷二）》結構 

1. 按題言來分析，卷二可分為四組： 

42－49 50 51－71 72 

可拉 亞薩 大衛 

（66－67 篇「一篇詩歌」；71 篇無題言） 

所羅門 

2. 五十二至五十五篇是「訓誨詩」；五十六至六十篇是「金詩」，其中六

十篇有全本詩篇中最長的歷史性題言。 

三、 重點解讀 

1. 「你的上帝在哪裏呢？」（第四十二至四十九篇） 

A. 《詩篇（卷二）》以一個問題來開始：「你的上帝在哪裏呢？」

（42：3、10）。這個問題的根由是詩人的心切慕上帝，渴想上帝，

希望可以得見上帝（42：1－2）。 

B. 上帝的亮光和信實引導詩人到祂的聖山、居所、祭壇，到賜他喜

樂的上帝那裏（43：3－4）。亮光再次在四十四篇出現（44：3），

當中提及上帝的右手、膀臂，和臉上的亮光曾帶領列祖得勝和承

受土地，而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勝（44：1－3）。這顯示是上帝

主動叫人認識祂，亦使詩人確認：「上帝啊，你是我的君王」（44：

4），並藉引進下一首君王詩。 

C. 四十五篇是關乎一個「王」，有學者認為 45：6可以理解為「祢的

 
1
 陳錦友：《當以嘴親子：從詩篇結構看其信息》（香港：天道，2009），168。 

2
 陳錦友引述 Hakham 的見解，135。 

寶座是上帝的寶座，並會存到永永遠遠」。
2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

沒有一個王能坐在寶座上直到求遠，故此，這裡是指二篇和十八

篇的受膏者。詩人在確認上帝為王之後，便回應四十二篇的提問：

「你的上帝在哪裏呢？」原來「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

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下，我

們也不害怕（46：1－3）。那「至高者」是耶和華、大君王（47：

2），祂治理全地、萬民、萬族、列國，萬民的君王也要聚集作上

帝的子民。 

D. 四十八篇三次提到「錫安」，那裡是「受膏者」被立為王的地方

（2：6），顯示上帝所在的地方與上帝的「受膏者」、「王」有密

切的關係。48：14 進一步指出上帝永永遠遠為我們的上帝，他必

作我們引路的，直到死時。究竟上帝只是帶領我們到死時，還是

直到永遠？我們必須承認，無論是智慧人、愚昧人和畜牲一般的

人都要面對死亡（49：10），而只有上帝可以救贖人的命脫離陰

間的掌控，因他必收納屬祂的人（49：15）。我們如何才可以被

上帝收納？ 

2. 「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第五十至五十五篇） 

A. 從五十篇開始，「救恩」及其同義詞經常出現（如「拯救」、「救」、

「得救」）。
3
那按正路而行的，必得著上帝的救恩（50：23）。 

B. 51：13－14回應 50：23，指出如何才可以按正路而行：上帝會把

祂的道路指教有過犯的人，罪人歸順上帝，便可得著上帝的拯救；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憂傷痛悔的心，祂必不輕看（51：

17）。五十二篇再進一步比較「義人的道路」和「惡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是不以上帝為保障的人，他只倚靠豐富的財物，

在邪惡上堅立自己（52：7）；「義人的道路」是永永遠遠倚靠上

帝的慈愛（52：8）。 

C. 救恩出自錫安（53：6），是上帝立「受膏者」為「王」的地方

（2：6）。詩人知道上帝是那位「拯救者」（54：1；55：16），只

3
 陳錦友，138-139。 



要求告上帝，上帝必拯救（54：7；55：16）。詩人以「倚靠」上

帝結束五十五篇（55：23），從而引入以下兩首以「倚靠」為主

題的詩篇。 

3. 「我倚靠上帝，必不懼怕。」（第五十六至六十四篇） 

A. 在原文希伯來文，「倚靠」（בטח）在五十六篇出現了三次（參《新

譯本》及 NIV，分別在 56：3、4、11），而在《和修本》的翻譯，

更出現了六次（56：3、4、10－11）。「倚靠」是與「不懼怕」和

「讚美」互相關連：「倚靠」上帝，必不懼怕，致使詩人要讚美

祂的話語（參 56：3－4、10－11）。 

B. 57：1 延續「倚靠」上帝的信息，這節經文兩次提到「投靠」上

帝，直等到災害過去。57：4 詩人正在身處於吞噬人的獅子當中

（指仇敵、惡人、作惡的「世人」），這裡提及「獅子」的「牙」

在 58：6 再次出現，描述詩人如何可以面對仇敵，就是「投靠」

上帝和祈求上帝對付他們（58：6）。 

C. 58：6與 57：4互相呼應，祈求上帝出手擊敗仇敵。「敲碎」（58：

6）與 2：9「摔碎」互相呼應，都是指「完全擊潰」。 

D. 為何詩人要祈求上帝出手？因為惡人「審判」世人的準則與上帝

的「審判」成強烈對比：惡人的「審判」真合公義嗎？豈按正直

嗎？（58：1）上帝的「審判」是為義人帶來善報（58：11）。 

E. 延續五十八篇，五十九篇描述「惡人」是來自「萬國」（59：5、

8），這亦是 2：1－2 所描述的列國、萬民、世上的君王、臣宰。

59：8「嗤笑萬邦」與 2：4「那坐在天上的必譏笑，主必嗤笑他

們。」互相呼應，顯示上帝的主權掌控「萬國」，直到地極（59：

13）。 

F. 59：9、16－17 除了提及「避難所」，還有三次提到「庇護所」

גָּב） mis-gab），這個字曾經在 מִשְׂ 18：2 出現，譯作「碉堡」，在

《和合本》，四次都譯作「高臺」（18：2；59：9、16－17）。在

18：2，這個字是與「投靠」有關，這亦是要回應 2：12 的「投

靠」。故此，這裡說明在面對仇敵的攻擊時，「投靠」上帝是唯一

的出路。60：5 提到在面對仇敵時，先決條件是「敬畏」上帝，

接著便是向祂祈求「拯救」，好叫我們「得救」。六十篇結束時，

重提「倚靠」上帝才得施展大能，踐踏敵人（60：12）。六十一

篇再次強調「投靠」，「投靠」的動詞（與 2：12 相同）出現在 61：

4，其名詞「避難所」出現於 61：3，這使敬畏上帝的人可以脫離

仇敵，承受產業。 

G. 六十二篇重覆出現的關鍵字詞是：「救恩」、「拯救」（62：1－2、

6－7）；「避難所」（62：7－8）；「倚靠」（62：8）。62：1、5 詩人

兩次提到「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上帝」，並要在祂面前傾心

吐意，顯示詩人與上帝進入更深的層次，就是用心「等候」上帝。 

H. 詩人除了用心「等候」上帝，更是以心靈「渴想」上帝（63：1）。

62：11－12強調「能力」和「慈愛」屬乎上帝，63：2－3承接這

信息：「我在……瞻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因你的慈愛比生

命更好」。 

I. 「義人必因耶和華歡喜」（64：10）與 63：11「王必因上帝歡喜」

互相呼應和補充，兩者都是因上帝出手對付仇敵，而上帝幫助

「王」是基於他是「義人」和「投靠」祂，「投靠」系列亦在此

暫時結束。 

4.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上帝！」（第六十五至六十八篇） 

A. 「投靠」的信息完結後，「有福」（רֵי ：as-re’）再次出現（65 אַשְׂ

4），「有福」（רֵי （’ba-ruk ברך）as-re’） 的同義詞「賜福」 אַשְׂ

（上帝對人：「賜福」；人對人：「祝福」；人對上帝：「稱頌」）在

此及其後三篇多次使用（65：10；66：8、20；67：1、6－7；68：

19、26、35），成為一系列頌讚感恩的詩篇（第六十五至六十八

篇）。 

B. 詩人在 67：1、6、7 提到的「賜福」（ברך ba-ruk’）是關乎全世

界：萬國（67：2），萬民五次（67：3－5），萬族二次（67：4），

地（67：6），地的四極（67：7），連同 65：10（「賜福」地）及

66：8（萬民「稱頌」），這首詩總結了一個信息，就是上帝「賜

福」全地，及萬民都當「稱頌」上帝！ 

 



5. 「求你不要耽延！」（第六十九至七十二篇） 

A. 既認上帝是「賜福」的上帝，詩人便祈求上帝「搭救……不要耽

延！」（70：5） 

B. 「祈禱」（פִלָּה tepil-lah’）這個「名詞」在全本《撒母耳記 תְׂ

（包括上、下）》只出現過一次，就是大衛在上帝與他立約之後，

在撒下 7：18－29 的祈禱中出現（撒下 7：27），而這個字卻出現

於 69：13和 72：20，構成這一組詩篇首尾呼應的用字，並與「大

衛之約」相互呼應。 

C. 69：1、13、14、18、29、35 多次出現「拯救」及其同義詞：

「救」、「拯救」、「救贖」、「救恩」。69：35「上帝要拯救錫安」

是指上帝要在「錫安」立「受膏者」（彌賽亞），對其百姓施行永

遠的救恩，而「錫安」亦是上帝的「兒子」作「王」的地方（2：

6－7）。
4
69：9「殿」（יִת ba’yit，可譯作「家」、「王朝」）是 בַַּ֫

「大衛之約」中一個很重要的字，它在這裡出現，顯示「大衛之

約」、「錫安」、「拯救」的關係。 

D. 上帝在 69：32－35 應許「謙卑」（《新譯本》譯作「困苦」）及

「窮乏」的人要拯救「錫安」，即在「錫安」設立「受膏者」為

「王」，在 70：5，詩人以同樣的身份（我是困苦貧窮的）祈求上

帝「速速」成就。
5
 

E. 求上帝「速速」在「錫安」設立「受膏者」為「王」後，詩人便

重提「投靠」，並祈求上帝憑祂的「公義」搭救、救拔他（71：1

－2）。「公義」在第七十一篇出現了五次（71：2、15、16、19、

24），71：2、15 這兩節經文把「公義」與「拯救」、「救恩」聯繫，

並接著於 72：1 求上帝將祂的「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F. 詩人希望王的兒子以公平、公義治理百姓，公平、公義的審判使

百姓得享平安，必為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拯救貧窮之輩，壓碎

那欺壓人的人（72：1－4）。 

G. 「困苦」及「窮乏」再次出現（72：4），顯示「王的兒子」正是

 
4
 陳錦友，150。 

那位上帝在「錫安」設立的「受膏者」、「王」。二篇的「受膏者」、

「王」、「兒子」和七十二篇中「王的兒子」都是指向「大衛之約」

裡的「大衛的後裔」—彌賽亞。 

四、 反思及生活應用 

1.  你曾否經歷人不住地問你：「你的上帝在哪裏呢？」，你是否也曾晝

夜以眼淚當食物質問上帝（42：3）？48：2、11、12 提示我們答案是

在「錫安」，是那位上帝在「錫安」設立的「受膏者」、「王」。原來主

耶穌基督在當我們還作罪人，活在黑暗困苦中的時候，便甘願捨棄天

上的榮華，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基督裡向我們顯明。你是否已經

找到祂？ 

2.  五十至六十四篇把「投靠」祂的人從「惡人」中分別出來。信靠上帝

的人常以感謝為祭（50：14），並有一顆憂傷痛悔的心（51：17）。你

會否時常「感謝」上帝的恩典，「投靠」主的帶領，敏銳於聖靈的提醒，

對自己的罪有一顆「憂傷痛悔」的心？ 

3.  六十五至六十八篇提醒我們，上帝是「賜福」的上帝，我們應當時常

「稱頌」祂。你是否感受到上帝是「賜福」的上帝？你又會否時常

「稱頌」祂？ 

 

 

5
 陳錦友，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