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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2日 

所謂預苦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1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耶穌基督在曠野被試探的故事，無疑是信仰旅程中的一個重要篇章。這個故事不僅僅是歷史的記錄，

更是我們在信仰中不斷自省與成長的鏡子。當我們進入預苦期，這段時間成為我們深思基督受苦的契

機。耶穌在曠野的四十天，正如信徒在預苦期的四十日，這段時間充滿了禁食、禱告與悔改的意義。 

 

不過，回到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為什麼基督徒要「攞苦嚟辛」（自找苦吃）？究竟「苦」對我們的信

仰來説有何意義呢？誠然，按照基督教靈修傳統，苦修主義（asceticism）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屬靈傳

統。「苦」本身或許沒有直接的功能意義，但它卻是一種預備，好讓人得以離開俗世的纏繞。因此，「預

苦」這個字正好道出了整個屬靈類似的意思：不是預備受苦，而是受苦作為一種準備。耶穌基督的曠

野經歷，正是這種磨練的最佳例證。 

 

耶穌基督的四十天曠野試探，同時被記載於馬太、馬可和路加福音中，三卷福音書都有不同的角度和

亮光，我們將會慢慢細嚐。這段特別的屬靈經歷，不僅是耶穌個人生命的試煉，也是我們每個人的信

仰反思。在這段曠野的旅程中，耶穌面對了極大的試探，這些試探不僅是對祂肉體的挑戰，更是對祂

信仰與使命的考驗。這樣的試探，正如我們在生活中所面對的各種挑戰與困難。耶穌選擇在曠野中面

對這些試探，並以祂的信仰與智慧戰勝它們，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範例，讓我們知道如何在面對試探

時，依靠信仰的力量去克服。 

 

預苦期是我們反思與自省的時刻。我們不僅要思考耶穌在曠野中的經歷，更要將這段經歷轉化為我們

生命中的力量。這段時間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信仰，並在苦難中尋找生命的意義。我認為，

所謂靈性，正是生命、信仰與苦難三者彼此交織的長跑旅程。 

 

因此，讓我們好好預備，預備思想這一段苦，它正是我們與上帝關係的預備──它叫我們面對這個頗

「苦」的世界，能夠更加堅定與勇敢。 

 

 

默想： 

 

你最近的生活感覺「苦」嗎？倒不如把它作為一種預備，看待它為你與上帝關係更深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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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3日 

一句話的苦難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可福音 1:12-13 

 

12 聖靈立刻把耶穌催促到曠野裏去。13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起，且有

天使來伺候他。 

 

正如昨天所説，耶穌在曠野接受試探的經文記載於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卷福音書裏面。

其中，馬可福音最為簡短，只有兩句經文的記載。馬可福音把整個耶穌四十天的經歷，用了一兩節經

文來表達──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事。 

 

當然，從技術上來看，馬可福音作為最早期的福音書，它把耶穌的經歷簡短地捕捉描寫出來。如此，

我們可以發現，馬可福音作者以一句説話把耶穌曠野受試探的起源（聖靈的催促）、過程（四十天受

試探，並與野獸同住）與結局（天使來伺候）都總結在一節經文之內。 

 

四十天，一句説話總結了。 

 

我們作為讀者，很容易忽略這四十天的內容。四十天是一個漫長的旅程。一天、一天、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的過去...... 或許，四十天的試探，重點是你身處其中的每一天、每一刻。試探、苦修、歷

練，重點都是「過程」。如果我們早知道結局，如果我們早預計到完結的一刻，如果我們帶着總結的

視野看待這生命的苦鍊，我想，任何苦難都只是一句説話的重量。 

 

然而，曠野的重點從來都是過程。當一個人身處於「過程」之中，哪怕是多麼微小的苦澀，哪怕是多

麼短暫的迷途，我們都才會發現它應有的重量──更從而發現上帝在其中的恩典。 

 

是的，模糊籠統地觀看生命，我們就只能體驗模糊籠統的上帝恩典。 

 

因此，弟兄姊妹，讓我們好好預備自己，進入耶穌基督四十天的曠野經歷，一天一天地與祂同步。 

 

 

默想： 

 

你最近的生活，感覺過得很快嗎？所謂「靈修」，其中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看似普通平淡的

生命，逐一逐一地細嚐。你會發現，它從來都不僅僅只是一句説話就能總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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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4日 

聖靈的引導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1；路加福音 4:1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太 4:1） 

 

「耶穌滿有聖靈，從約旦河回來，聖靈把他引到曠野…」（路 4:1） 

 

從今天起，我們將會用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的版本，一句一句地默想耶穌四十天曠野的片段。 

 

耶穌基督在世的生命是我們的榜樣與典範──他在世的一生，不僅是他自己的生命過程，更是世上所

有人的根源、本質與目標。耶穌的生命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命在上帝裏面一切的可能性。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聖靈的生命」。 

 

原來人活着，不僅是自己活着，更可以在聖靈裏面活着。聖經有不少詞彙形容一個人在聖靈下的狀態：

聖靈降臨、聖靈充滿、聖靈引導、聖靈同在、聖靈提醒等等。無論如何，這些詞彙都告訴我們一個重

要的事實，我們活着，不僅是一個人自己意志下的決定，更可以是有聖靈某種意義下的參與。 

 

我們發現，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對於耶穌基督到達曠野的狀況略有不同。馬太福音告訴我們，耶穌被

聖靈引導到曠野；路加福音卻説，耶穌在約旦河被聖靈充滿，然後繼續被聖靈引領。我們不知道兩者

的分別。究竟聖靈在一個人生命上的運作方式如何，這是上帝的奧秘。 

 

然而，無論是馬太福音抑或路加福音，聖經都以「聖靈」作為耶穌整個曠野經歷的開始。沒有其他原

因。 

 

不是耶穌自己的決定，也不是人世間任何事件所導致的結果。唯獨聖靈，引領我們進入上帝掌權下的

美意──哪怕它是曠野之路，抑或死蔭幽谷。 

 

 

默想： 

 

你的生命有聖靈的參與嗎？或許你對此感到難以理解。不過，我們或許不知道「聖靈」如何在我們生

命中運作，我們只需要知道，祂真的在我們的生命之中，開啓我們生命的各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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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5日 

試探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1；路加福音 4:2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太 4:1）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路 4:2） 

 

另一個值得我們思想的地方：兩卷福音書都把「試探」作為整個曠野經驗的開始──作為一個故事的

表達方式。故事的第一句，就開宗明義表明這是一個「試探」的故事，讀者們了解，也知道，試探將

要來臨。 

 

不過，這只是説故事的方式。對於耶穌基督來説，他親臨其境，以第一身經驗去迎向這試探──任何

人第一身經驗試探，都無法知道試探已經開始。試探的來臨，從來都是毫無預告與先兆的。 

 

試探不會事先張揚，不會事先告訴你：「試探將要來臨啊！你要留意啦！」試探總是無聲無息的開始，

它融入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以任何一種生活情景的事物、人物、細節出現。它可以成為生活習慣，它

可以成為工作的日常運作，它也可以是體貼你需要的朋友。 

 

總之，試探沒有正式的開始，也沒有任何可告之的終結，恍如空氣一般，沒有人會理會它，它只是存

在。 

 

對於耶穌基督來説，他迎臨試探，沒有比任何人有任何特別優惠。當然，上帝是無所不知，但上主要

耶穌經歷試探，他就必定要以人子的方式來經驗──這不是説耶穌不能勝過試探，但既然耶穌要經驗

一個真正的試探，他就要與普通人一樣，經歷這個無色無味的開始。 

 

耶穌無法知道試探將要來臨，他只知道，這一切，都是聖靈的引導。 

 

 

默想： 

 

你正在面對試探嗎？請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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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6日 

四十天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2；路加福音 4:2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太 4:2）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在那些日子，他沒有吃甚麼，日子滿了，他餓了。」（路 4:2） 

 

四十天究竟是長還是短？這問題的答案，或許不在於時間本身的長度，而在於我們如何經歷這段時間。

對於那些在生活忙碌奔波的人來說，四十天可能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然而，對於那些在試探與掙

扎中度過的人而言，四十天卻可能漫長得如同一場無盡的旅程。 

 

耶穌基督的四十天，正是這樣一段深刻的經歷。聖經記載，祂在曠野禁食四十天，面對試探，這並非

僅僅是時間的流逝，而是一場關乎生命本質的淬煉。這段時間，對於道成肉身的耶穌來說，並不僅僅

是日曆上的四十個日子，而是一個與時間本身對話的過程。祂本是不被時間束縛的上帝，卻選擇進入

時間的框架，進入人類的經歷，去感受那每一分每一秒的重量。 

 

我們或許可以問自己，四十天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是短暫的過渡，還是漫長的等待？有人曾說，

「這貌似平淡的二十分鐘，卻讓我徹徹底底經歷一種平淡卻神聖的震撼」。時間的長短，並不在於它

的數字，而在於我們如何在其中找到意義。耶穌的四十天，正是這樣一段充滿意義的時間，它不僅是

祂個人生命的試煉，也是對我們每個人的啟示。 

 

或許，四十天的意義在於它提醒我們，時間的本質並非在於它的長短，而在於我們如何在其中活出生

命的價值。耶穌在曠野中的四十天，讓我們看見，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時間也可以成為一個與上帝

相遇的空間。這四十天，對祂來說，不僅是試探的日子，更是祂與天父親密同行的時刻。 

 

 

默想： 

 

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問自己：在我的生命中，這些「四十天」是否只是時間的流逝，還是一次次

與上帝相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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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7日 

飢餓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2；路加福音 4:2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太 4:2）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在那些日子，他沒有吃甚麼，日子滿了，他餓了。」（路 4:2） 

 

耶穌在曠野中禁食四十晝夜，感受到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狀態──飢餓。這種經歷，不僅彰顯了祂作為

完全之人的真實性，也揭示了祂對天父供應的完全依靠。 

 

對於現代人來說，飢餓成為了近乎沒有可能出現的事情，反倒成為一種大行其道的選擇。我們透過減

肥或斷食，刻意製造飢餓，試圖達到某種目標。然而，耶穌的飢餓卻完全不同。祂的禁食不是為了證

明什麼，也不是為了達成某種世俗的目的，而是為了進入一個與天父更加親密的關係之中。祂的飢餓，

成為祂信靠天父供應的見證。 

 

食物的本質，提醒我們生命的依賴性。每一次進食，都在宣告一個事實：我們無法自給自足，必須依

靠外來的供應才能存活。上帝曾在曠野中以嗎哪餵養以色列人，這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上帝話語的

創造性力量。耶穌在曠野中的飢餓，讓我們看見，真正的生命並非僅僅依賴物質的食物，而是依賴那

創造並供應一切的上帝。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這句禱告提醒我們，食物的供應來自上帝，而非我們自己的能

力。耶穌在曠野中的經歷，正是對這份真理的深刻體現。祂以祂的生命向我們顯明，即使在最飢餓的

時刻，祂仍然選擇信靠天父，而非屈服於試探。祂的飢餓，成為我們學習依靠上帝的榜樣。 

 

 

默想： 

 

飢餓，作為人類最原始的狀態，提醒我們生命的脆弱與依賴性。而耶穌的飢餓，則進一步揭示了屬靈

生命的本質：我們的真正滿足，不在於物質的豐富，而在於與上帝的親密關係。祂的飢餓，讓我們看

見，生命的真正力量，來自於那位供應一切的上帝。這是祂在曠野中所活出的真理，也是我們每個人

都需要學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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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8日 

那試探的人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3 

 

3那試探者進前來… 

 

馬太福音中「那試探者進前來」這一細節，確實值得我們深思。與路加福音的敍述相比，馬太福音特

意加入了這一幕，彷彿要讓讀者停下來，感受那試探的逼近。路加福音直接記錄了魔鬼的言語：「魔

鬼對他說」，而馬太福音卻選擇先描寫試探的接近：「那試探者進前來」（太 4:3）。這一細節，並非多

餘的筆墨，而是為整個試探場景注入了更深的張力與層次。 

 

試探的到來，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步步逼近的。馬太福音的敍述，讓我們彷彿能感受到試探的腳步聲，

那種無形卻真實的壓力逐漸籠罩。這裏的「進前來」(希臘文原文是 προσελθών)，這個動詞描繪了一

種主動的靠近行為，帶著目的與意圖的接觸。 

 

試探的本質是什麼？它並非僅僅是一個外在的挑戰，而是一種對內心的攪動。馬太福音用「那試探人

的進前來」這一細節，提醒我們試探的接近並非總是以明顯的方式出現。牠來了，牠靠近了，這意味

著試探已經進入了耶穌的生活場景，成為祂必須面對的現實。 

 

至於「那試探者」的身份，馬太福音並未急於揭示，而是以一種模糊的方式呈現。牠是誰？是男？是

女？是什麼？這種模糊性，反而讓試探的本質更加普遍化。試探並不總是以具體的形象出現，而是以

各種形式滲透到我們的生命中。耶穌所面對的試探，正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經歷的生命掙扎。 

 

馬太福音的這一細節，提醒我們試探的真實與不可避免。然而，耶穌的榜樣也告訴我們，聖靈的充滿

是一切的答案。試探的接近，並不可怕，因為我們擁有那位與我們同行的上帝。 

 

 

默想： 

 

當試探來臨時，我們是否能像耶穌一樣，選擇依靠聖靈，勝過一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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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9日 

你若是上帝的兒子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3 
 

3…你若是神的兒子，叫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吧。 

 

魔鬼的試探，總是以一種看似合理的方式出現，卻暗藏著對核心真理的顛覆。「你若是上帝的兒子，

叫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吧。」這句話的關鍵，正是那個「如果」。這並非單純的挑釁，而是一個精心設

計的陷阱，試圖讓耶穌陷入一種錯誤的思維模式：祂需要證明自己是上帝的兒子。 

 

耶穌需要證明嗎？祂當然不需要，祂的身份並非來自任何外在的行動或認可，而是祂與天父之間永恆

的關係。魔鬼的試探，正是要將這種關係轉化為一種需要外在驗證的存在。這種驗證，無論是將石頭

變成食物，還是其他任何形式的神蹟，都隱含著一個更深的問題：「是否存在一個比上帝兒子的身份

更高的標準來衡量祂？」這邏輯本身就是對上帝兒子身份的否定，因為它試圖將祂置於某種「尺度」

之下，而這正是魔鬼的詭計所在。 

 

更深層次地看，魔鬼的試探還試圖將耶穌的注意力從祂與天父的關係中轉移，聚焦於祂的能力與行動

本身。這種轉移，正是試探的核心所在。若耶穌選擇將石頭變成食物，祂便不再是單純地依靠天父，

而是以行動來回應試探，這無疑是對祂身份的一種自我懷疑。 

 

試探的本質，往往是將我們引向一種錯誤的焦點，讓我們懷疑自己與上帝的關係，並試圖以外在的方

式來尋求確認。然而，耶穌的榜樣告訴我們，真正的身份與價值，並不在於我們所做的事，而在於我

們與上帝之間那份不可動搖的關係。這種關係，無需證明，因為它本身就是最終極的真實。 

 

 

默想： 

 

在你的信仰中，你有沒有要堅持倔強地要證明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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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10日 

人活著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4 
 

4…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表面來説，魔鬼「叫這些石頭變成食物」的建議似乎是一個頗貼心的關懷。誠然，魔鬼從未經歷過做

人的苦痛與限制，何況是飢餓，牠的試探充滿了對人類生命的無知與傲慢。魔鬼的詭計，總是以「體

貼人心」的面貌出現，牠假裝理解我們的需要，甚至以關懷的姿態接近我們。 

 

然而，牠的「體貼」卻是建立在謊言之上。創世記第三章的蛇，正是這樣一個例子：牠用謊言誘惑人

類，並以食物作為試探的工具。這種模式在曠野中再次出現，魔鬼試圖用食物來試探耶穌，「滿足他

的需要」。 

 

對於魔鬼的謊言，耶穌直接控訴牠的謬誤：「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耶穌基督告訴魔鬼，也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如何活着。 

 

「人如何活著呢？」這是一個需要我們深思的問題。耶穌基督的榜樣提醒我們，生命的真正價值不在

於物質的豐富，而在於對真理的追求與堅守。 

 

不是謊言，而是真理。不是説食物不重要，而是真理更重要。 

 

耶穌基督的禁食，是對這句話的實踐。祂以祂的生命向我們展示，人的活著並不依賴於物質的供應，

而是依靠真理。這種真理，並非僅僅是一種抽象的理念，而是上帝話語的具體彰顯。耶穌的選擇，讓

我們看見一種不以謊言存活的可能性。 

 

 

默想： 

 

我們需要問自己：我們是否願意像耶穌一樣，選擇真理而非謊言？我們是否願意相信，生命的意義遠

超過物質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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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11日 

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4 
 

4…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承接昨天的話題，既然人活着的重點是真理，我們就明白為何耶穌説，「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

話。」 

 

這句話不僅是一個回應，更是一個生命的宣告。耶穌在曠野中的試探，揭示了人類生命的核心真理：

生命的本質並非僅僅依賴物質，而是依靠那創造並維繫一切的上帝話語。這句話引用了申命記 8:3，

提醒我們以色列人在曠野中的經歷──他們並非靠自己的能力存活，而是靠上帝以嗎哪供應他們，並

透過這供應向他們顯明祂的信實與話語的力量。 

 

耶穌的回應，不僅是對魔鬼試探的拒絕，更是一種對生命本質的重新定義。祂指出，食物本身並無法

賦予生命的真正意義，因為食物的養分並非自然而然，而是來自上帝話語的創造性力量。即使是食物

本身，也需要上帝話語的持續作用，才能成為生命的供應。因此，耶穌的話提醒我們，真正支撐生命

的，是那賦予萬物存活意義的上帝話語。 

 

魔鬼試圖將耶穌的焦點放在祂的飢餓上，試圖讓祂將物質需求置於首位。然而，耶穌的回應卻表明，

祂的生命並不受制於物質的缺乏，而是完全依靠天父的供應與話語的力量。耶穌在曠野中活著，並非

因為祂有食物，而是因為上帝話語的創造性力量使祂得以存活。 

 

 

默想： 

 

這句話對我們今天的意義在於──它挑戰了我們對生命價值的理解。在一個物質主義盛行的時代，我

們往往將生命與物質的豐富劃上等號。誠然，今天我們真正的「飢餓」與真正的「缺乏」，不是食物

或東西，而是意義與力量。我們需要上帝的説話。 

  



©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 

2025年 4月 12日 

表面的假象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5 

 
5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聖殿頂上…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聖殿頂上。」這句話的敘述，確實充滿了矛盾與深意。馬太福音的

試探敘述與路加福音在編排上有所不同，但這並非偶然，而是每位作者有意識地強調不同的神學意涵。

馬太福音選擇先記述「跳下去」的試探，將場景設置在聖城的聖殿頂上，這不僅是一個地理位置的描

寫，更是一個屬靈象徵的場景。 

 

我們需要面對一個關鍵問題：魔鬼怎可能帶領耶穌？這似乎與耶穌的神性與主權相矛盾。然而，這裏

的「帶領」並非真正的主導，而是一種試探的安排，顯示魔鬼試圖以假象來迷惑耶穌。耶穌並非被動

地被牽引，而是主動選擇面對這一試探，因為祂的行動始終是跟隨聖靈的引導。魔鬼的「帶領」只是

表面，牠並無真正的權柄。 

 

其次，魔鬼怎樣進入聖城？這一問題更具挑戰性。聖城耶路撒冷，作為上帝選民的中心，象徵著神聖

與純潔。然而，魔鬼的出現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理：人類的宗教場所並不等同於上帝的聖所。魔鬼進

入的，並非真正的聖所，而是人類自以為聖的地方。牠的存在，正正暴露了人世間宗教外表的虛假。 

 

因此，這段經文提醒我們，試探常以假象出現，試圖迷惑我們的心。然而，耶穌的榜樣告訴我們，真

正的神聖並不在於外在的場所或儀式，而在於內心對上帝的完全依靠。魔鬼的「帶領」與「進入」，

只是牠自己的假象，而耶穌的生命，卻是真理的彰顯。 

 

 

默想： 

 

神聖的事情，甚至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試探。今天不妨好好留心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否只是表面虛

假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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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13日 

不可試探的主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7 
 

7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這句話是耶穌在試探故事中的關鍵回應之一，而「試探」這個字再一次

出現在耶穌的口中，帶來了重要的神學意涵。 

 

試探的重點在於它的對象與動機。魔鬼試圖讓耶穌以一種錯誤的方式來「試探」上帝，挑戰祂的信實

與能力。然而，耶穌的回應卻明確指出，試探上帝本身就是對祂主權的否定。所謂「試探」，就是對

上帝的質疑，試圖將祂置於人類的判斷之下，這是一種對創造者的冒犯。 

 

耶穌在此處的回應，並不僅僅是對魔鬼的拒絕，更是一種對試探本質的揭露。試探的力量往往在於它

以看似合理的方式，挑戰我們對上帝的信靠。魔鬼試圖以經文為工具，誘使耶穌跳下聖殿頂，似乎這

樣的行為能證明上帝的保護。然而，耶穌的回應卻表明，真正的信靠並不需要以試探的方式來驗證。 

 

更深層次地看，耶穌自己作為被試探者，卻在此處提到「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這帶來了一個奧

秘的對比：祂既是被試探的那一位，又是那位不可被試探的主。這種雙重身份，正是耶穌基督的獨特

性所在。耶穌基督作為完全的人，經歷了試探的真實性；但作為上帝的兒子，祂在試探中顯明了對上

帝主權的完全順服。 

 

如此，耶穌基督真真正正勝過了試探。他本身是那位不可被試探的主，卻同時在試探中得勝了！ 

 

 

默想： 

 

耶穌基督被試探，告訴我們一個出路：我們被試探不是永恆的終局，它已經被耶穌基督所戰勝。如果

你真的遇見試探，重點不是你勝過它，而是要知道：耶穌基督已經勝過一切試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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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14日 

擁有虛無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8-9 
 

8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9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這一切賜給你。」 

 

魔鬼將耶穌帶到一座最高的山上，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展示給祂看，並提出條件：「你若俯伏

拜我，我就把這一切賜給你。」這一幕試探的核心，並非在於魔鬼所展示的「萬國與榮華」，而是在

於牠的謊言與虛無。魔鬼所說的「如果」，暴露了牠的真面目──牠沒有一切，也沒有任何可以真正

給予耶穌的東西。 

 

這裏的關鍵在於，魔鬼試圖以一種「擁有者」的姿態出現，彷彿牠掌控著世上的萬國與榮華。然而，

這一切只是表象。魔鬼的試探，總是以虛假的承諾為基礎，試圖讓人相信牠擁有某種權柄，但實際上，

牠的權柄是空洞的。牠所展示的，不過是牠自己無法真正掌控的東西。 

 

更深層次地看，魔鬼的提議揭示了牠的真正意圖：牠並非要給予，而是要奪取。牠試圖通過讓耶穌俯

伏拜牠，來奪取耶穌對天父的忠誠。這種試探的本質，是對上帝主權的挑戰。魔鬼的試探，並非單純

地要引誘人，而是要顛覆上帝的秩序，將人從上帝的計劃中拉走。 

 

然而，耶穌的回應卻揭示了另一個真理：真正的權柄與榮華，並非來自魔鬼的承諾，而是來自上帝的

主權。耶穌拒絕了魔鬼的提議，因為祂深知，萬國與榮華的真正主人是天父，而非魔鬼。 

 

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擁有許多虛無──他們看似擁有權力、財富與地位，但這一切都可能是短暫

的、空洞的，甚至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魔鬼的試探，正是利用了這種虛無，試圖讓我們相信，生命

的意義可以通過妥協與屈服來獲得。 

 

 

默想： 

 

我們是否也曾被這些虛無的承諾所吸引？我們是否也曾相信，某些看似美好的東西可以填補我們內心

的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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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15日 

撒但，退去！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10 
 

10 10耶穌說：「撒但，退去！因為經上記著：『要拜主—你的神，惟獨事奉他。』」 

 

耶穌在試探的敘事中，對魔鬼的試探者一直保持一種冷靜而堅定的態度，祂的回應皆是引用經文，並

未對魔鬼作出任何主動的攻擊。然而，當試探進入到第三個階段，耶穌卻突然直斥：「撒但，退去！」

這一轉變，確實令人感到意外。為什麼耶穌選擇在這一刻以如此強烈的語氣回應魔鬼？ 

 

首先，我們需要注意到，這是試探的高潮，也是魔鬼的真正意圖的暴露。魔鬼在此不再隱晦，而是直

接要求耶穌俯伏拜牠，這是一種對上帝主權的公開挑戰。魔鬼的試探在此達到了最高點，牠不再僅僅

是試圖引誘耶穌，而是試圖奪取耶穌對天父的忠誠。這一要求，觸及了耶穌對天父絕對忠誠的核心，

牠試圖將耶穌從自己的使命中拉走。 

 

耶穌的回應「撒但，退去！」是一個決定性的宣告，表明祂對魔鬼試探的完全拒絕。這句話不僅是一

種拒絕，更是一種驅逐，顯示了耶穌對魔鬼的權柄。耶穌在此處的回應，不僅是對試探的終結，也是

對魔鬼權柄的否定，因為耶穌是那真正的主宰。耶穌的這一宣告，將魔鬼的試探徹底瓦解，並且重新

確立了上帝的主權。 

 

因此，耶穌在此處的直斥「撒但，退去！」並非偶然或情緒化的反應，而是祂對魔鬼試探的最終回應。

這一回應，不僅顯示了祂對上帝的絕對忠誠，也揭示了魔鬼試探的虛假本質，並且為我們樹立了一個

面對試探的榜樣。這一刻，耶穌不僅是勝過了試探，更是以祂的生命見證了上帝的主權與話語的力量。 

 

 

默想： 

 

弟兄姊妹，這是面對試探終極的答案：耶穌基督擁有掌管天地一切的主權，在祂的權柄下，我們看待

我們所面對的試探，如此，試探就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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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16日 

天使的伺候 

作者：陳韋安 
經文：馬太福音 4:11 
 

11…魔鬼離開了耶穌，立刻有天使來伺候他。 

 

故事來到尾聲。馬太福音在結尾寫了一句很突兀的描述：「有天使來伺候他」。這是路加福音所沒有的。

究竟天使來伺候有着怎樣的神學意義呢？ 

 

馬太福音中，天使的角色常常出現在關鍵時刻，例如耶穌誕生的宣告（太 1:20-21）以及復活的見證

（太 28:2-7）。這些場景中的天使，總是作為上帝行動的使者，見證祂的計劃與旨意。而在此處，天

使的伺候則象徵著上帝的供應與安慰，顯示耶穌的順服並未被忽略，而是得到了天上的回應。天使的

伺候，正是對耶穌在試探中完全順服的回應，顯示上帝的信實與供應。 

 

在試探的過程中，耶穌經歷了極大的孤立與挑戰，祂的每一個回應都顯示了祂對天父話語的完全依靠。

然而，故事的結尾卻以天使的伺候作為結束，這種對比顯示了上帝的同在並非缺席，而是以祂的方式

在最終彰顯。天使的出現，正是對耶穌在試探中堅持的回應，顯示上帝的同在雖然隱藏，卻從未離開。 

 

馬太福音在試探故事的結尾加入「天使來伺候他」這一細節告訴我們，試探從來都是天父上帝的恩典

與同在。或許我們在試探中沒有發現，上帝的恩典與供應總是在尾聲才被發現，但它早已存在，一直

都在。 

 

 

默想： 

 

今天的默想不是叫你留意上帝的恩典，正如經文所説，上帝的恩典足跡總是在試探過後才被發現。此

刻，你或許正在獨處面對試探的時候，應要堅持確信：上帝的恩典，祂的天使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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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17日 

暫時的離開 

作者：陳韋安 
經文：路加福音 4:13 
 

13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離開耶穌，再等時機。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離開耶穌，再等時機。」這句話為路加福音的試探敘事畫上了一個耐人

尋味的句點。與馬太福音不同，路加福音並未提及天使的伺候，而是選擇以魔鬼的「再等時機」作為

結尾。 

 

魔鬼的離開是「暫時」的，這意味著牠將會再度出現，並且以不同的形式繼續試探耶穌。試探的本質

是多樣且反覆的，牠的力量並非在於一次性的攻擊，而是在於牠的持續性與變化性。因此，耶穌在曠

野中的勝利，雖然是決定性的，但並未終結試探的可能性。 

 

然而，這句話同時也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神學真理：魔鬼只是暫時的（temporal），牠的存在是「暫時的」。

路加福音的敘述，特別強調了魔鬼的行動受制於時間，牠並非永恆的存在。魔鬼的權柄僅僅是在時間

之內，牠的行動範圍始終受制於上帝的主權。 

 

這就是我們面對試探的狀況：試探總會在我們人生中不斷出現，一次暫時的完結，之後也會再來。然

而，它在本質上只是「暫時」的存在，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試探。很弔詭的，不是嗎？試探總是重複

不斷，但它卻同時也是短暫不長久的。 

 

更重要的是：它不存在於上帝的永恆裏面。我們面對的試探，在上帝永恆的眼目中，它並不存在。 

 

正如這「四十天」也是一樣。四十天在上主永恆的國度，它只是極度短暫的時光。長短不是重點，重

點是永恆的視野。 

 

弟兄姊妹，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