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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023 主日 講章摘要

喚起屬靈的警覺性
講者: 劉少銘主任牧師

經文: 馬可福音 13:24-37

警覺性是預知要發生甚麼事而有所預備。我們一般從新聞看世界發生的事物潮流，來洞悉

時局，對世界有一預警，這樣，我們希望能小心行事免去不必要的損失。屬靈的事也是一

樣！聖經給我們一些經文，來喚起我們屬靈的警覺，提醒我們末世的時期。甚麼是末世？

是耶穌第一次來，降世為人，成就十字架的救贖，到第二次再來時，被稱為末世。而第二

次到來的一刻，也是末期的來臨，一切都成為終局，所謂曲終人散。我們可以見到馬可福

音的對話起頭，是聖殿被毀的預兆。藉此，耶穌描述了末日的景象和祂再來的跡象，並強

調了警醒和準備的重要性。以下是這段經文的主要內容： 1）末日的徵兆（24-25 節）：

耶穌預言，在那些日子的災難之後，太陽將變暗，月亮不再發光，星辰將從天上墜落，天

上的萬象都將震動。有解經學者認為這兩節的描述不一定指整個宇宙的瓦解。這些語氣通

常是用來描述神對一個墮落世界那可怕的審判。然而，今天我們看見國與國之間發展的軍

備競賽，國家不顧聯合國的勸告，不斷發展核武，戰爭的武器發展到星際之間時，我們發

覺這經文的字面理解是不容忽視的了。天勢 (即把星體保持在軌道上的吸引力)都要震動。

今天，對我們來說絕對不是誇張的事。2）人子的再來（26-27節）：耶穌宣告，在這些徵

兆之後，人們將看到「人子」在雲中帶著大能和榮耀來臨。祂將差遣天使，從四方、從地

極到天邊，招聚祂的選民。這當然指耶穌第二次來臨。他來了，要做一件事： 把他的選

民從四方八面招聚來。這裡我們看見兩件事： 首先，祂的第二次來比第一次來更有威榮，

更有榮耀。第一次是卑微降在馬槽之中，而第二次是駕雲而來。以王者，審判者姿態給我

們看見。另外，祂第一次來叫牧羊人傳講佳音，後來叫門徒和教會信徒來傳講福音； 但

第二次到來，由天使來擔任傳講的職份。3）無花果樹的比喻（28-29節）：耶穌用無花果

樹發芽的比喻來說明這些跡象的意義。正如人們看到無花果樹發芽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樣

當看到這些跡象時，也應知道祂已近在門口。有人認為無花果樹是以色列的象徵(或預表)。
無花果樹的發嫩長葉，可看為 以色列 1948 年的復國，建立。但也有人認為耶穌這句話似

乎只是一般農夫所用的比喻。見到這些，你們就知道時候到了。然而，主耶穌，我們要預

料事情來的比我們想的或觀察的更快。4）這一代不會過去（30-31節）：耶穌強調，這一

切事情發生之前，當時的這一代不會過去。祂的話永遠不會過去，即使天地會過去。若用

在聖殿被毀 (第 1-2 節) 是清楚可見。因為聖殿在主後 70 年，即有人還在生時，已經見到

事情發生了。5）那日那時無人知道（32-33節）：耶穌明確表示，那日子和時刻沒有人知

道，連天上的天使和耶穌自己也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因此，祂勸告所有人要警醒。6）
警醒的勸告（34-37 節）：耶穌以一個人離開家時給家僕的比喻來結束這段教導。祂比喻

自己是那離家的人，祂的跟隨者是留守的僕人，應該時刻準備主人隨時回來。耶穌最後重

申，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主人何時回來。這段經文強調了警醒、準備和對末世跡象的認識。

耶穌教導信徒要警醒地等候祂的再來，並且隨時準備迎接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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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帶出屬靈的警覺性：

認識時代的重要性：耶穌通過無花果樹的比喻，教導信徒要識別時代的徵兆，了解神的

計劃和時間表。這要求基督徒不僅要熟悉聖經的教導，還要敏感地觀察和理解周圍世界的

發生。19 世紀一位神學家提醒我們一份報張和一本聖經，使我們洞悉世情。聖經過去發

生的事情，記錄出來的世情。而新聞卻告訴我們現今的事物，不知道我們會不會有一種想

法：過去和現在，雖然一些事件不同，但對人心的敗壞，對神的疏離和叛逆都是一樣。亞

當夏娃犯罪以來，人如何躲避神，彼此攻擊，互相控訴等，都是犯罪世界的痕跡。人心不

轉向神，世界也繼續墮落。

恆久的信仰，始終不變：耶穌提到“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這強調了祂的

教導和應許的永恆不變性。基督徒被召喚擁有一種超越當前境遇和世界變化的恆久信仰。

大家注意兩件事： 世代過去，不斷有人自認救世主，是基督，可以用他們的道理，救國

救民，要人跟隨他們的腳步。但真正的救主只有一位，就是降世為人的主耶穌。後來的是

仿效祂。若果有那麼多虛假的福音，或假的基督和先知來迷惑人，我們就更要趁惜福音，

更加要傳揚福音。救人的福音不能被廢掉，教會不能不傳揚福音。

警醒和準備，等待主來：耶穌反覆強調警醒的重要性，因為“那日子和時刻無人知道”。

這意味著基督徒應該時刻保持屬靈的敏感，隨時準備迎接主的再來。這不僅是關於末世的

準備，也是日常生活中屬靈自律和對神旨意不斷尋求的體現。警醒這個字在這章用了 2 次。

不單在知道事情狀況時要警醒，就是不明所已時，也要抱着警醒的態度。耶穌以主人離開

家時給僕人的責任為比喻，來說明信徒在祂缺席時的角色和責任。這個比喻提醒基督徒，

即使在看似主不在的時刻，也要忠心服事，做好每一件神交託給他們的事。這些教導總體

來說，反映了基督教對於末世論的核心觀點，也展示了基督徒應該如何在屬靈生活中保持

警醒和活躍。這段經文不僅是對未來的預言，也是對當下信仰實踐的指引。

結論

這次主題是「喚起屬靈的警覺性」。當我們再來歡度聖誕節來臨時，喚起我們對主的盼望。

不單是第一次誕生中從燃對主的渴望；也盼望祂第二次再來。讓我們：1）認識時代；了

解世情； 2）堅守所信的道，忠心持守這恆久的信仰。3）常常警醒準備，好像祂下一秒

鐘要到來一樣。4）我們生命不因生活的富裕而看為寶貴，而是因屬靈的眼光而顯得寶貴 。

5）透過默想，閱讀聖經（聽主的話），禱告，可以增加屬靈的警覺性；也可以在參加教

會和服侍別人之中，有更多領會。教會繼續在這世代，堅守福音，傳揚福音。教會要傳承

主的福音和使命，在 2023-2024 年度繼續堅守崗位，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