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主題：相愛連結肢體．生命見證基督 

  主日禮拜  
   主禮：薛伯讚牧師           2019年1月27日【第4 週】                             

(第二場)台語禮拜 10:30 司禮：胡忠一長老 

 

․靜候上帝的話․ 

序 樂….…........................................李逸歆老師 

宣 召...................詩篇96:1-4………...….司 禮 

聖 詩….258首「請咱齊聲感謝上帝」…..會 眾 

主禱文.........................................................會  眾 

信仰告白.....................................................會 眾 

啟 應.......................18 篇.........................司 禮 

祈 禱.........................................................司 禮 

回 應.........................................................會 眾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懇求祢聽阮求。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聽阮懇求的聲。 

․恭聽上帝的話․ 

讚 美…...........萬物讚美歌唱…...…雅音合唱團 

Words by Johann J. Schutz/Additional Words/Music by Patti Drennan 

讚美天頂全能主宰，創造萬物佇世界， 

祂充滿權能及慈愛，做咱拯救到萬代。 

咱之靈魂得著醫治，咱之信心得著充滿， 

讚美榮光主聖名。 

地上一切受造萬物，讚美奇妙出世； 

今佇草埔牛羊跑，空中飛鳥。 

一切上帝賜福萬物。攏著謙卑來敬拜祂， 

救贖故事真稀奇。受造萬物吟講讚美歸主， 

全能君王。興起咱心讚美主名。 

三位一體上帝堪得稱謝。 

著稱頌主上帝。天及地著歡喜。 

全地攏著讚美，萬物大聲吟詩。 

著出感恩之聲，嘴唇承認稱謝 

吟榮耀聖歌永無息。 

讚美天頂全能主宰，創造萬物佇世界。 

祂充滿權能及慈愛，做咱拯救到萬代。 

著出聲尊崇主聖名，主大榮光堪得稱謝。 

讚美主名。來尊崇主聖名。尊崇讚美唱歌。 

聖 經……..…...路加 4:16-19………....…司 禮 

講 道………教會在社區中的角色…......主 禮 

祈 禱.....................................................主 禮 

聖 詩….42首「請來，耶穌，阮所向望」….會 眾 

․應答上帝的話․ 

奉  獻....................................陳寶獅/倪振亞執事 

降服主祢面前，阮重新奉獻， 

主祢權能永遠。阿們。阿們。 

會員和會......................................................司 禮 

報 告..........................................................司 禮 

頌  榮…386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會 眾 

祝  禱..................................................薛伯讚牧師 

哈利路亞頌..................................................會 眾 

默  禱..........................................................會 眾

殿  樂..................................................李逸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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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 

講道 
◎教會消息 

1. 今日召開定期會員和會，請兄姊參加至禮拜結

束，中餐備肉粽，每人 2粒(國小二年級以下的

兒童 1粒)。 

2. 預告：○1 國定春節年假：2/2-10(六-日)。○2

2/3(日)主日禮拜上午 10:30(一、二場合併)。

○3 2/5(二)上午 10:30新春稱謝禮拜。 

3. 社區兒童音樂才藝春季班開始招生，2/16(六)

開課(共 8次)，報名費 800元，請邀請子女及

其同學參加。 

4. 烘焙料理班 2019 年春季班開課，上課時間

3/16、3/30，4/13、4/27，5/18、6/1，時間：

下午 2:00-5:00，費用 1,500 元，6 人開班，

12人額滿，請向黃幹事報名。2/24截止。 

2/16 下午 2:00-4:00 烘焙體驗&小聚，歡迎報

名，2/10截止。 

5. 請兄姊將去年整年的週報收集好送交辦公室

免費裝訂，第一頁請記得寫上大名，1/30截止。 

6. 歡迎嘉義高中音樂班學生共 26 人，本週一

(1/28)-五(2/1)借用本會場地練習術科考試。 

7. 薛牧師及牧師娘本週一-二(1/28-29)參加

2019年總會牧傳年會於墾丁。 

◎肢體消息 

1. 張皆得弟兄 1/17 蒙主恩召，享年 88 歲，

1/28(一)上午 11:00 於二殯至美 2 廳舉行告

別禮拜。求主的靈親自安慰遺族。 

2. 黃松村弟兄 1/25 蒙主恩召，享年 81 歲，

1/31(四)下午 5:30 於一殯永愛廳舉行告別禮

拜。求主的靈親自安慰遺族。 

3. 請為洪淑芳姊妹、黃昭嘉執事的病痛，及長久

行動不便者代禱。 

◎教界消息 

1. 古倫神父青年關懷活動。時間、地點：2/23(六)

晚上 7:00-9:00青年生命講座於耕莘文教院 1

樓大禮堂。 

2. 第 35 屆台灣愛修會，2/25-27(一-三)，報名

至 2/21 止，地點：新竹聖經學院，主辦：台

灣基督教愛修會中心。 

 

「新」的意義 

  出埃及記 12:1-14 

陳慶文牧師 

自由時報(數年前)曾報導：《3 兄弟做同途，

同住侍母 50 年》：台中市林家三兄弟(都已 50 幾

歲)，四代同堂，妻子、兒、孫共同侍奉 77 歲老

母，18 人同住一棟 3 樓透天厝。老母的見證說：

「能做兄弟、夫妻、妯娌、都是緣分，要珍惜。

我們靠勞力賺錢，但只要大家住在一起，家人不

花天酒地，一家能有說有笑共同生活，就是幸福」。

又說：「一家人麥計較，有不滿一起說出來討論，

就能解決」。 

出埃及記 12 章 14 節；13 章 3，9-10 節，提

及摩西鼓勵百姓，要記念這上主拯救的日子。他

開門見山說： 

「你們要記念這日，守為耶和華的節，做為

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你們要守無酵節因

為我正當這日把你們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來，所

以你們要守這日，做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12

章 14, 17 節)； 

「你們要記念從埃及為奴之家出來的這日，

因為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你們從這地方領出

來。…因為耶和華曾用大能的手將你從埃及領出

來。所以你每年要按著日期守這例」(13 章 3,9-10

節)。 

要特別記住這是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是應

要繼續不斷的參與記念的日子。因我們在忙碌的

生活中，或許因忙(心死了)、盲(眼睛瞎了)、茫(人

生沒目標如在大海茫茫然)、而忘記守這日子。不

知我們是否記得我們生活中的特別值得記念的日

子，如：結婚記念日，受洗記念日，逝世記念日，

設教記念日，建堂記念日…等等特別的記念日？

因為它是上帝愛人具體表現的日子。 

一、「新」的意義＝生命的「重新」確認(群體

生命的塑造)： 

古人的名言：「飲水思源」，「吃水果拜樹頭」，

指出我們應當隨時慶祝記念所 

應當追想以往所發生的事。歷史(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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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的回顧幫助我們對上帝拯救的確信。

以色列百姓經歷在埃及地為奴的生活，沒有土地，

沒有律法的保障，沒有經濟所有權，更不是自己

生命的主宰(They don’t even own themselves)。可想

而知，他們沒有什麼前(錢)途可言，更不用說過著

有盼望的生活。他們過的只是困苦、哀嚎與痛苦

的聲音。或許我們的生活也曾經陷入類似經驗：

在痛苦、不幸、悲慘、壓迫中。 

教會的宣教歷史告訴我們，信仰的前輩們不

辭辛勞的努力與耕耘，將上帝的福音一代一代的

傳承下來；我們回想教會所經歷的每一階段都有

上帝的恩典，雖有困苦、艱難的日子，經歷火燒

的破壞，然而卻見證上帝的恩典夠我們用，上帝

的教會仍然屹立不移。每一個時代上帝藉著受呼

召的人來完成使命。摩西拯救以色列民。宣教師

將福音傳開來，馬偕與馬雅各將福音帶入台灣。 

二、值得紀念的「新」日子(歷史的經驗如同

戲劇藉著節期重述)： 

出埃及記 12 章 14 節稱：「你們要記念這日，

守為耶和華的節，作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17，24，42 節)。記念是藉實質、具體參與的行動

來表達。他們經歷「新」的人生，「新」的身分，

他們是「新」自由人。換言之，記念是以具體的

行為，在積極的行動中顯示出來。「記念」一詞的

本意就如銀行存摺每到一段時間，須拿到銀行去

刷一刷，登記存款的進、出狀況，詳細紀錄每一

筆款項。這種詳細紀錄簡單地說就是記念。將上

主所作所為一一記載下來。某人對我們的恩情也

一一的記錄下來。每當我們有「xx 記念日」時，

是要述說某人，某事值得我們回憶，效法和學習

的對象。 

猶太人守逾越節記念這拯救的「新」日子。

記念上帝為他們所做的一切事(申命記 16 章 1-6

節)。如同我們的痛苦、不幸、悲慘、壓迫也逾越

了。藉著節期再一次建立和上帝的關係；提醒上

帝的作為；再一次確認上帝的愛；再一次鼓勵、

確信上帝繼續不斷的作為。再一次提醒他們的身

分、表達他們是上帝的百姓。在儀禮中他們分別

喝四杯葡萄酒，這四杯葡萄酒提醒他們耶和華藉

四個方法拯救以色列百姓，使他們成為自由人。

四杯葡萄酒的意義(出埃及記 6 章 6-7 節)： 

第一杯稱之：「成聖之杯」表達「我要救你們

脫離埃及人的重擔 …」； 

第二杯稱之：「審判之杯」表達「我要救你們

脫離他們的綑綁 …」； 

第三杯稱之：「救贖之杯」表達「我要伸出膀

臂救贖你們 …」； 

第四杯稱之：「讚美之杯」表達「我要以你們

為我的百姓」。 

三、「新」生命共同體＝盼望、期待的時刻： 

逾越節是具有積極盼望的人生，特別是猶太

人的信念：「今天我們在這裡守節；明年在以色列

守節。明年在耶路撒冷見」成為以色列人在逾越

節時互相請安的話，互相鼓勵、互相期盼的願望

和共同努力的目標。以具體的行動達成明顯的目

標。這也是守節所締造的精神並營造「新」生命

的共同體。我們都是上帝的子民。 

聖餐的最後一句話說：「你們每逢吃這餅、喝

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24 節，25 節)。

當參與聖餐時就是再一次告白耶穌是主，同時也

宣告我願意如同耶穌一樣為上帝拋頭顱、灑熱血。

因我們是祂的團體的一員，我願意：「從主領受」、

「再傳給人」、「直等到他來」。這句話不是指聖餐

的結束的話；相反地它是一句呼召的話：宣告凡

參與祂的愛餐的人應成為祂的門徒。 

Abbie Graham 說：「上帝不存在於麵包或葡萄

酒中，然而祂存在於每當我們擘餅與分享祂的杯。

擘開來的餅本身並不能增強我們的心志，但在我

們當中每人分享擘開來的餅時卻能飽足我們飢餓

的靈魂」。  

箴言 3 章 27-28 節：「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你那裡若有

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去吧！明天再來，我必

給你』」。 

願我們記念蒙恩的日子時，我們也成為耶和

華的雙手，照顧需要的人。讓復興的火點燃在我

們這個地區，再向外延展開來。馬偕宣教的精神

繼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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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法規】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行政法 

第三章會員和會 

 

「會員和會」是由小會召開，聽取小會報告及辦理行政法所規定事項，其決

議事項登錄在小會議事錄。 

 

第  19  條   會員和會由在籍現有陪餐會員組織之。 

 

第  20  條   會員和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 聽取小會及屬下機構之事工及會計報告。 

        二 聽取小會報告有關總會、中會概況。 

        三 聽取年度事工計劃。 

        四  聽取查帳委員之報告。 

        五 選派委員檢查該年度會計事務。 

        六 接納當年決算、審核翌年預算。 

        七 依法選舉牧師、長老及執事。 

        八 不動產之購置及處分。 

       【參解釋文 1、68、95】 

第  21  條   會員和會中不接受提案。 

第  22  條   會員和會須有應出席陪餐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始能成立。牧師之 

選舉，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其出席人數不得少 

於成立堂會法定數之三分之二。【參解釋文 128】 

第  23  條     會員和會之議長由小會議長擔任之，無聘牧師之教會得由小會 

議長指派長老代行。書記由小會書記擔任之，開會記錄應記載 

於小會議事錄。 

第  24  條     會員和會分定期會員和會與臨時會員和會： 

        一 定期會員和會每年召開一次，於二月底以前舉行，日期由 

小會決定，應於召開日前兩個星期公佈時間及陪餐會員名 

單，並在該期間內之主日宣佈之。 

二  臨時會員和會係在小會認為必要，或在籍現有陪餐會員五 

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中會或中委會命令時所召開之會員 

和會。由小會決定日期，應於召開日前兩個星期公佈時間、 

陪餐會員名單以及辦理事項，並在該期間內之主日宣佈 

之。未經公佈事項不得辦理。 

【參解釋文 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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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堅守「台灣的主權與尊嚴」聲明 
 

  我們堅信人權與鄉土是上帝所賜的，透過追求公義與顧守人性尊嚴來參與上帝

的創造，彰顯上帝的形像。但人常因自己的貪婪，罔顧公義、迫害人權，破壞上帝

創造的和諧與美麗。 

 

  我們堅信台灣是上帝賜與台灣人民美麗的鄉土，由南島語系的原住民、渡黑水

溝來台與平埔通婚的移民者後代，及戰後來台新住民所組成的多元民族、文化之海

洋國家。台灣從未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嚴正抗議並拒絕接受中國習近平於 2019年 1月 2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之內容。習近平的言論除了充滿獨裁霸權的思維，欠缺民主、自由與人權等普世價

值之外，也充滿政治算計的謊言。我們期待習近平可以體悟台灣與中國不是「兩岸

關係」而是「自由民主」與「獨裁專制」兩個不同之國家。若兩國要交流，應以平

等互惠、相互尊重的方式彼此款待。因此我們重申，台灣的前途必須由台灣人民決

定，也只有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我們也期待習近平停止對中國境內的基督宗教、

圖博藏族、維吾爾族及維權人士的迫害，讓中國人民可以學習民主、自由、公義、

人權等普世價值。 

 

  我們對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在習近平發表危害台灣的言論後，卑躬屈膝迎合

中國，唯中國是瞻的姿態，繼續以虛構的「92 共識」來自我欺瞞，與中國共產黨一

搭一唱打壓台灣的態度表示不齒。在台灣人民的犧牲與努力下，「人民作主」已成為

台灣社會與政治運作的基本共識。我們期待台灣人民應堅持台灣的主權與尊嚴，在

中國威脅下，固守台灣的民主與自由。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推動憲政改革，制訂符合

台灣實況的憲法，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貢獻台灣力量，落實我教會所期盼之「新而

獨立的國家」。 

 

  在面對中國無理的威嚇時，我們持續誠心為台灣向上主祈禱說：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

(詩篇 85:10-1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議 長 薛 伯 讚 

總幹事 林 芳 仲 

2019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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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目向山】 

有上主同在的盼望 

馬太福音 3:5-17 
 

王子豪牧師（高雄中會三一教會牧師） 

美國小說家歐‧亨利著名的短篇小說〈最後一片葉子〉，內容提到一位名叫喬安

西的女子因為肺炎住院。當時，肺炎是非常棘手的疾病，醫生告訴喬安西的好友：

「關鍵取決於她是否抱持活下去的決心。」不過，喬安西是一位消極

的人。當喬安西望著窗外，倒數著牆上那棵常春藤漸漸飄落的葉子，

總覺得那藤上最後一片葉子掉落的時候，就是她離世的時刻。沒想

到，連續幾天的風雨吹打，那最後一片葉子竟然沒有掉落。而喬安西

在好友的細心照顧下，病情也漸漸好轉。原來，常春藤上的最後一片

葉子總不掉落，是一位老先生所為。他在得知喬安西的狀況下，連夜

於風雨中在牆上畫下一片葉子。而這最後一片沒有掉落的葉子，也成為扭轉喬安西

病情的關鍵。這片葉子並不是什麼神奇的藥方，而是帶給喬安西活下去的「盼望」。 
 

對盼望的吶喊 

以賽亞書 7 章和馬太福音 1 章的經文，都提到「以馬內利」。我們知道「以馬

內利」意思是「上帝與我們同在」，但我們不一定清楚經文背景，特別是舊約這一

段。其實，兩段經文都談到上帝的子民在黑暗中吶喊。以賽亞書 9 章 2 節記載：「在

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先知以賽亞形

容以色列人就像在黑暗中或死蔭之地一樣，這是多麼沒有盼望。看不到光，帶來的

是不安與恐懼，接著是失去盼望，甚至求生意志。 
 

以賽亞書 7 章至 9 章，談到猶大國亞哈斯作王面對的困境。7 章 1 節記載：「猶

大王亞哈斯在位的時候，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以色列王比加上來攻打耶路

撒冷，卻不能攻取。」經文指出，這兩個國家不能攻取猶大王國，但這並不代表猶

大國打得很輕鬆。而且當時最強大的亞述帝國，仍虎視眈眈地準備攻擊猶大國。所

以，猶大人民當時的情況是危急的。同樣，馬太福音的背景是耶穌誕生，當時猶太

人早已是亡國奴，他們被羅馬殖民，沒有自由，生活痛苦，希律王還是一個嚴苛的

在地諸侯，所以上帝的子民不斷地向上帝祈求。這兩段經文的背景都在訴說，上帝

的子民活在黑暗、害怕中，但他們不斷地向上帝祈求，期待上帝施行拯救。 
 

盼望，上帝的同在 

在黑暗中的人，往往會失去盼望，連最後祈求吶喊的能力都沒有。因此在黑暗 

(下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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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吶喊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得著「盼望的確據」。當猶大遇到敵國攻擊時，以賽亞告

訴亞哈斯王，要向上帝求一個預兆，亞哈斯卻不願意求。聖經點出亞哈斯是上帝眼

中的壞王（列王紀上 16 章 2 節），他不求，並不是因為謙卑，而是不信。為此，以

賽亞對他說：「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祂起名叫以馬內

利。」 
 

童女懷孕生子，從新約來看當然是指耶穌，但在以賽亞時代，上帝豈會告訴祂

的子民，七百多年後才有童女懷孕生子，成為得救的盼望？所以許多學者認為，上

帝透過以賽亞的預言，確實告訴當時的猶太人，再不久會有一個女子懷孕，孩子的

名字是「上帝與我們同在」，透過這個孩子的出生，要告訴在戰爭中沒有盼望的子

民：「不要怕！上帝要與你同在！」 
 

在人生中，每個人都會經歷不同的困境，特別是遭遇極大苦難時，讓我們有如

在黑暗中看不見光。同樣地，基督徒也會經歷苦難與困境，但不同的是，基督徒有

上帝同在的應許，因此即使在困苦黑暗中，也不會絕望。上帝就像光，會帶給我們

明亮和溫暖，讓我們在黑暗中有如找到明燈，人生有方向。這正是基督信仰最真確

與踏實的感受。 
 

有上帝同在的盼望 

人在困境中，都會努力尋找盼望，但盼望不是空想或幻想，更不是苦中作樂。

真正的盼望必然有個確據，如希伯來書 11 章 1 節所言：「信心是對所盼望的事有把

握，對不能看見的事能肯定。」（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希伯來書作者把這種對盼望

的把握，認定是「信心」。那麼，我們的信心又建立在哪裡？我們的信心若只是建立

在想像或激情，總有一天會失去。唯有上帝的同在，才能讓我們不斷保有信心，讓

我們在面對未來時，仍心存盼望。 

 

現今我們不只面對個人的危機或困境，台灣更是如此，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威脅。

這就像猶大國遇到亞述帝國的威脅一樣，兩者武力懸殊，弱者遭受無情的打壓。但

是，上帝要猶太人倚靠祂，謹守祂的話語，特別是讓國境內有公義，在那之後希西

家王得著上帝的喜悅，上帝用奇妙的方式解救了他們。不是沒有機會，而是缺乏盼

望，使得還沒戰敗就萌生投降主義。台灣目前面對的困境，唯有台灣人先團結，教

會亦扮演先知的角色，喚起人民憂患意識但不失去盼望與信心，唯有如此才能抵抗

龐大的中國威脅。 

(教會公報 2019.1.21/3491 期.第 2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