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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04/06/2017 班丹加略堂                 

201 Pandan Gardens Singapore 609337 

电邮: mandarin@calvarypandan.sg 

网页: http://calvarypandan.sg/en/mandarin-ministry 

电话：65609679   传真：65663806 

崇拜聚会时间：主日早晨八时正 
 

    创会牧师：杜祥和牧师  

        牧师：郭全佑牧师  干事：黄玉莲姐妹 

2017年主题:   “领受神的道”  （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 

 

 

亲爱的读者， 

（摘录自杜祥和牧师主编，一月份至三月份之《读祷长》） 

1.弥赛亚在行动   路加福音 4:31-44；列王纪下 5:1-14 

在阅读所有经文之时，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主的最主要事工是“传神

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第 43节）。由此看来，路加福

音 4:18 就有了崭新与更深远的意义：“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

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

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耶稣在拿撒勒被祂自己的人强烈地拒绝，祂就往迦百农去，每个安息

日在会堂教训人。“他们很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这是否真的那么令人惊讶呢？回想当神子在十二岁时就令会堂里的律

法教师希奇祂的智慧与知识（路加福音 2:47）。 

 

在追溯我们主的事工之际，让我们也注意一点：为了证明祂是源自于

神，祂以超自然的神迹来证实祂超自然的教义。祂就是以此为根基呼

召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祂再三地恳求祂自己的人：“我…所行的事可

以为我作见证”（约翰福音 10:25）“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

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约翰福音 14:11）。 

身为神子与人子，耶稣具有神的权柄。因此，藉着那权柄，祂驱除污

鬼，消除“热病”，并医好“不论害什么病的病人”。主岂有难成的

事吗？弥赛亚带着奇妙的权柄而来，但是众人看到的只是奇迹，因此

他们“去找祂…要留住祂，不要祂离开他们。” 

 

众人的请求（撒但的诱惑与网罗）并没有使我们的主偏离祂的职事。

祂的使命是要向以色列各地传神国的福音。因此，弥赛亚继续完成父

的工作。 
 

问题：什么是教会的主要职责？ 

 
2.一个显著的神迹  路加福音 5:1-11；诗篇 126 

不大可能的指示。想不到从内陆地区拿撒勒来的木匠居然要教加利利

的渔夫如何捕鱼！而且是在他们徒劳一夜之后。西门彼得与众伙伴辛

苦忙碌了整夜，没有打着什么。西门虽“没有打着鱼”但他并非没有

信！感谢神！他听从主的指示“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不可思议的收获。彼得没有排斥这非渔夫给予他这个打鱼老手的指示 

。“依从祢的话，我就下网。”他顺服地遵从主的话下网。他们即刻

捕着许多鱼，胀裂了网，鱼装满了两只船。这个神迹震撼了彼得的心 

，在神子面前，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与悲惨光景。 

 

无可置疑的征象。我们如何解释这个神迹？不信的自由派神学家视之

为纯粹的好运 – 非凡的好运。但有信的却不这样想。这是全能造物

主的作为。“万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著他造

的。”（约翰福音 1:3）耶稣藉着祂不可探究的智慧与无限量的大能造

了万物。 

 

满有大能的造物主。海里的鱼既是祂造的，祂要控制它们的行动岂是

难事？海中的鱼服从祂就如在摩西手下，埃及遍地成灾的青蛙与苍蝇 

。彼得顺从主是美好的。主因此而呼召他成为“得人的渔夫”。彼得

就此“深入”开展神圣的“得人”事工。在五旬节，他和他的朋友一

天之内带领了三千个灵魂归主！ 
 

问题：谁肯舍弃一切成为“得人的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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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別路！ 

 
3.熟悉生蔑视  路加福音 4:14-30；列王纪上 17:6-16 

在会堂的安息日敬拜会上，一般的惯例是由七位男士诵读经文：一位

祭司一位利未人及会堂中的五位以色列人。多年以来，耶稣一直是这

拿撒勒会堂的会友。在这一个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16节）敬拜执事“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17节）。耶稣站起

来，翻到以赛亚书第 61章，就诵读第 1和 2节，这是预言神油膏的弥

赛亚的到来。一位熟悉的人诵读这熟悉的经文。犹太人都认识耶稣，

木匠的儿子。耶稣接着宣明：“今天这经应验这你们耳中了“。会众

听了这话都不可置信且也感到惊讶。”约瑟的儿子可能是弥赛亚吗？

荒谬无稽，荒唐之说！”过于熟悉而生蔑视，没有把真理放在心上。 

 

我们的主继续对不信的犹太人讲道。神藉祂拣选的先知所赐的福未必

只限于犹太人。甚至于犹太人被排除时外邦人还包括在内。在以利亚

的时代，神在干旱期间施恩于一位穷苦的外邦寡妇。同样的，神藉以

利沙施恩于另一位外邦人乃缦，而以色列境内的许多大麻疯病人却得

不着如此恩典。 

 

耶稣的这些话旨在除掉犹太人的种族优越感与傲慢自负，以及目中无

人的排外主义。“除掉祂，自命非凡的家伙！”这些字眼恰当地描绘

了会众同心决定要杀死耶稣的愤怒与敌意（29节）。但我们的主神迹

的大能保障安全，使“祂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问题：今天，熟悉生蔑视是否依然？    

   

 

 

 

         创会牧师杜祥和牧师 

 

 

 

 

 

金句背诵 
（罗马书 12:1）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马书 12:11-12）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读经运动 
鼓励弟兄姐妹阅读营会期间要查考的经文 

 

每日灵修（每日读经释义）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 15至 18章 

 

属灵操练（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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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要 教 义（4） 

  

（接续 4页） 

 

献祭的人将牲畜宰了之后，祭司帮忙把牲畜切成块以便能把正

确的部位摆在祭坛上当燔祭。利未记 4:15：“会中的长老就要

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这

里清楚地教导了罪人等同于将要为罪人的罪而死的牲畜。更深

具意义的是，这将信徒有效地与耶稣基督认同。所献的祭象征

基督。“按手”的概念来自神。罪人按手在牲畜头上象征他接

受基督为救主时“按手”在基督。就是表示基督替他而死就如

旧约时代祭牲代替献祭者死一样。这按手的概念视觉上清楚地

教导信徒这认同的功效。在新约时代，罪人的罪孽合理地转移

到基督的概念已失传，信徒只能凭想象去理解按手的真正意义

了。有时候，它显得没什么意义，因信徒不能领会基督做为替

身为罪人而死是合乎圣经，罪被合理转移的完全意义。这个旧

约按手教义的意义恢复了新约时期以及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初

期犹太信徒对它的完全理解。 

 

根据利未记 16:21-22：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

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藉著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22.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代罪羔羊被

送到旷野表示将以色列人的罪孽全除掉，就像基督的死除去了

信徒生命中的诸般罪孽。以色列人眼看着代罪羔羊从生命中消

失，从营内到旷野去，永远不再回来，这就完美地描绘了当罪

人接受基督为救主时的真正意义。藉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

的事工，信徒生命中的众罪永远被除掉。这是神所认定的，而

非按手之举使之生效。敬拜者凭信心，按照神的话语而行。 

 
待续 – （11/6） 

 
 

主内郭全佑牧师 

 

首 要 教 义（4） 

  

 

按手之礼 – 箴言 5:1-13 

 
简介 – “按手”这个字眼在新约只出现过四次。除了希伯来

书 6:2，其他经文包括：使徒行传 8:18:“西门看见使徒按手 

，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提摩太前书 4:14:“ 你不

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著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

赐给你的。”提摩太后书 1:6:“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

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挑旺起来。”（强调附加）“按

手”旨为执行公职。 

 

为什么按手的教义是救恩首要教义的一部分呢？当今的灵恩派

为人按手施与圣灵的能力，有时候甚至赐予圣灵。他们引用经

文如使徒行传 8:17与 19:6来支持他们的做法。这种做法与教

导不仅令人困惑而且非常危险，它们会削弱罪人对救恩的认识 

。那些相信这些末日诡计的必处在被定罪的险境。他们就是那

些在审判的日子自称蒙拯救却被救主断然拒绝的。因为他们以

为自己在世上一直敬拜与事奉主，肯定已得救，而实际上是没

有指望得救的。这就是当今谬误的“按手”所造成的后果。今

天，许多人被教会所做的健康与富贵以及死后上天堂的承诺所

误导。 

 
1. 旧约的“按手” –利未记 4:15；16:21； 民数记 8:12 

以上的经文教导当祭司与敬拜者带着供物献给神时要为供物按

手。“按手”是指人倾身向前到牲畜上头。这样的动作是显示

献祭的人等同于将被宰杀的牲畜。献祭的人在祭司面前认罪时

按手在牲畜的头上，这祭司在牲畜被杀时必须在场。 
 

待续 -- 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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