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主題：相愛連結肢體．生命見證基督 

  主日禮拜  
   主禮：鍾主亮牧師           2019年2月3日【第5 週】                             

(第二場)台語禮拜 10:30 司禮：陳振光長老 

 

․靜候上帝的話․ 

序 樂….…........................................謝麗容老師 

宣 召...................彌迦6:6,8………...…...司 禮 

聖 詩….439首「日月如梭若水啲流」…..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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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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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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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我之牧者…..........…聖歌隊 

Words/Music by Kerry Pryor and Douglas Nolan 

主是我之牧者。我是羊仔。主做我之保護。 

暝日照顧。祂知影我一切之苦楚。 

主是我之牧者。我是羊仔。 

主是我之牧者。我是羊仔。 

主做我之保護。暝日看顧。 

祂知影我一切苦楚。主是我之牧者。我是羊仔。 

咱攏親像羊行迷路，逐人欲行自己之路。 

 

主做好牧者顧咱齊全，放拺生命導咱倒轉， 

放拺生命導咱倒轉。主是我之牧者。 

我是羊仔。主做我之保護。 

暝日照顧。祂知影我一切苦楚。 

主是我之牧者。我是羊仔。我是羊仔。 

聖 經……….…....撒上15:22b……........…司 禮 

講 道………..…基督徒的順服......…......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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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547首「求主導我及祢同行」…...會 眾 

․應答上帝的話․ 

奉  獻....................................劉兆宏/陳寶獅執事 

降服主祢面前，阮重新奉獻， 

主祢權能永遠。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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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527首「咱攏成做一家人」......會 眾 

頌  榮….…388首「榮光歸聖父上帝」…...會 眾 

祝  禱..................................................鍾主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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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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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謝麗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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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今日於一樓招待桌旁販賣苗栗泰安的生薑，每

包 100元，販賣所得將由泰雅爾中會司馬限教

會籌備購地。 

2. 本週二(2/5)大年初一上午 10:30 舉行新春稱

謝禮拜，禮拜後於地下室新春茶敘。 

3. 下主日(2/10)大年初六因供應的餐廳春節休

假，愛餐暫停一次。 

4. 下主日(2/10)舉行聖餐，請兄姊準備心。 

5. 下主日(2/10)禮拜後召開長執會，請長執留意

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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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北中松年部 2/22(五)舉辦 2019 年春季野外禮

拜苗栗花露農場一日遊，費用 730元，契友補

貼 200元，請向余錦惠/梅陳淑茹姊妹報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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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春節本會辦公室休假時間：2/4-2/9。 

◎肢體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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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新年 9天連假，兄姊返鄉探親或出國旅遊出

入都有主的保守，能有一個美好、平安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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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啊，要胸懷大志！ 
◎可頌 

大學教授克拉克博士曾參加南北戰爭，

以上校階級光榮退役。然而輝煌的戰績沒有

讓他得意忘形，因為他知道：戰爭會帶來破壞，

唯有教育能建造人。故此他選擇回到校園任

教。 

1876 年，友人邀請他到日本，協助政府

建立北海道，協助政府建立北海道札幌農學

校，他便以副校長的身分在該校待了八個月。 

分在該校待了八個月。儘管為時不長，但他親

切地授課，並常與學生談論《聖經》，深受學

子愛戴。 

返國前，克拉克博士和學生們在郊外騎

馬，勸勉大家說：「Boys, be ambitious!」意即

「少年啊，要胸懷大志！」他的學生們果然不

負期望，其中有不少成為影響全日本的社會

領袖。 

克拉克一句簡短的勉勵，成了寶貴的校

訓，就連學校改制為北海道大學，依舊代代傳

承，如珠玉般閃閃發光。直到今天，除了在學

校能見到博士的半身像和校訓碑，在札幌郊

外的羊丘展望台，也能看見遙指遠方的博士

雕像，彷彿在對無數學子和遊客吶喊著：「朋

友，要胸懷大志！」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

行，為要成就社的美意。   (腓立比書 2:13) 

(《蒲公英月刊》2019.2/2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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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 

講道 

 

教會在社區中的角色 

  路加 4:16-19 

薛伯讚牧師 

路加重視耶穌的身世。特色：1.耶穌出生的

前後，「天使」的角色佔重大的位置―故事的進

展都有天使的預言或報告在主導，天使的現具神

聖的性質。2.耶穌長大的地方在「拿撒勒」，這是

一個貧窮的地方；路加多次提及，有意強調耶穌

乃是成長於一個卑微的鄉里中的木匠家庭。 

昨天我在「2019 年教會合一禮拜」(於濟南

教會)中講道，我提到我的原生家庭背景，1-18 歲

成長在柑仔店(雜貨店)的家庭。小學時我非常羨

慕，有些同學回家，可以馬上洗澡，與家人一起

吃飯，晚上有自己的書桌寫功課，或學鋼琴。我

則是要顧店。那段日子，我成長的活動範圍就是

學校―柑仔店，最遠的地方只到台南。但上帝也

給我三項祝福：1.認知勞動的神聖，不用工作不

必然是幸福，人要工作才能吃飯。2.沒有不能談

話的人，我家一打開門，見到每一個人都可以講

話、請安，不分階級或貧富(鄰居的家也可以大方

地從大門走到廚房出來)，我發現那是一個合一、

分享的地方。3.最寶貴的是，我知道這社會上有

不少的窮人。我家還兼賣米，有人努力工作，只

為能買一斗米來吃，當然有些人還需要賒賬(記

在牆壁上的，表示可能不會還帳了)。有人住在鐵

皮屋裡，更是冬冷夏熱，下雨天還會漏水。 

當耶穌長大，他遵守安息日，進會堂，所選

讀的經文即是以賽亞 61:1-2(路加 4:18-19)。這是

一段路加所記耶穌重要的「宣教宣言」。他受差

遣是要傳福音(好消息)給貧窮的人。誰是「窮人」

(the poor)？耶穌出生在貧窮的木匠家庭，他知道

貧窮的意思。窮人必要努力工作才有得吃，甚至

有些人還不一定有工作，也常吃不飽。而廣義來

說，窮人是指「一群長久以來在經濟、文化、人

種及性別上受到壓迫的弱勢團體」。 

 

這段宣教宣言顯示，耶穌是「接地氣」的人，

他來到世上不僅要救人靈魂，使人得永生，也重

視窮人，期待他們都得釋放、看見、自由，不再

受到壓迫限制或剝奪。為此，社區事工是教會宣

教的一環。「傳福音」與「社會關懷」如人的兩隻

腳，缺一不可(John Stott 語)。社區(Community)，

從教會歷史看，它源自 parish(教區或牧區)的概

念，指主教統管的地區，或是地方霸主所控制、

管轄的地區。意即，教會對所屬的社區負有傳福

音及關懷的責任。 

因之，教會不能只自己關在教堂裡面吟詩、

歡唱、敬拜而已，而無視於社區的生活。因為耶

穌關心人的靈魂，也關心所接觸的窮人。 

教會雖然不是上帝國本身，但是她是上帝國

(上帝掌權)福音的預嚐(foretaste)，記號(sign)，及

器皿(instrument)。從耶穌的宣教宣言，我們看見

耶穌是「接地氣的人」，他要我們整體教會在社

區中邀請人來嚐嚐「主恩的滋味」(詩篇 34:8)，

要讓社區的人看見教會是一個施行愛的團體、追

求公義的團體，而讓教會成為宣揚上帝國福音的

器皿。這就是教會在社區中存在的角色。 

進一步，如果我們要進入社區，教會就當：

1.要成為主的僕人，學習耶穌替學生洗腳的謙卑

的僕人，為任何有需要的人來服事。2.要成為主

的見證，讓人看見主犧牲的愛，3.要成為代表鄰

居的祭司，為所有需要的人代禱，帶領他們來到

上帝的恩典寶座前，好讓他們認識上帝的真理、

愛與平安。 

我一生的敬拜與事奉生活，感受最深的地方，

除了原生家庭及現在的家庭之外，那就是教會生

活。我的確在教會中看到許多貧窮人得幫助，跌

倒的被扶持，犯罪的得赦免，生命得到翻轉，我

感覺那就是「神蹟」(semeion , miracle,希臘文原

意是記號，sign)，讓社區成為彰顯主的神蹟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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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韻仍新】 

 

〈大家勇敢同齊腳步〉 

一條信靠的路 
◎虛吾 

聖經有許多用字遣詞與借代的觀念，均與戰爭、軍事相關。典型的有出埃及時，以

「耶和華的軍隊」稱以色列人（出埃及記 12 章 41 節），爾後的曠野路上，其行止也如

行軍序列與安營紮寨的安排（民數記 2 章）。新約亦然，耶穌要求門徒，以君王酌量打

仗的態度，決定是否要背十字架跟從主（路加福音 14章 25～35節）。 

 

保羅則進一步勸勉提摩太：「你要

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

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提摩太後書

2 章 3～4 節）他更以「美好的仗」形

容自己一生蒙召跟隨主、事奉的歷程。

當然不可不提的是，很多人第一時間

會想到他在以弗所書 6章 10～18節關

於穿戴全副軍裝的教導。 

(Photo by terimakasih0) 

黑暗中勇敢前行 

相關的記載，突顯基督徒所處的世界並非無刀劍凶險的安舒樂境，而是有價值、思

想的對峙，當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此類衝突成為〈大家勇敢同齊腳步〉（Courage, 

brother, do not stumble）這類詩歌的基礎。這首由蘇格蘭牧師諾曼‧麥克勞德（Norman 

MacLeod，1812～1872 年）作詞的詩歌，富節奏的旋律讓詩歌有如軍歌、進行曲般，令

人聞之精神抖擻。替這首詩歌作曲的亞瑟．蘇利文（Arthur Seymour Sullivan，1842

～1900年），在英國樂壇頗具盛名，除了為戲劇配樂之外，不少詩歌的旋律出自他筆下，

〈我作基督兵丁〉（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即是他的代表作。 

 

〈大家勇敢同齊腳步〉的歌詞中，吸引詠唱者彼此激勵，雖會「經過黑暗路」，雖是

「遙遠路途」，但「有咱救主啲保護」。 

 

詩歌呼應著保羅對這世代「黑夜已深」的形容（羅馬書 13 章 12 節），也有彼得的

提醒：「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

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彼得後書 1章 19節） 

 

（下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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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 
 
基督裡合一進前 

麥克勞德的詩歌描繪出一幅在幽暗夜中奔走的畫面，提醒應當「攑頭看伊來進前」，

鼓舞著天路客旅持續前行，「倚靠上帝好膽進前，著進前，著進前，倚靠我主來進前」。 

 

這條天路誠然是倚靠的路，若憑著人的能力、意志，絕無法貫徹到底，如同詩歌所

表白的：「無靠勢力無靠本事，倚靠全能咱的主」。 

 

詩歌亦有剛強壯膽、整齊劃一的訴求，在強調「合一」的今天，實是重要的提醒。

因為「功名富貴」「人情勢力」「世間的法度」

「屬世私慾以及虛榮」這些可能滲透至基督教

會的事務及觀念，應當拋諸腦後，戒慎被它們

「引誘、纏絆及迷惑」，應當「攏總除到清」。

教會若只是口口聲聲呼喚合一，但未堅定站在

以聖經為根基、以基督為中心的立場，容讓這

些令人趨之若鶩的觀念侵蝕教會，那麼所謂

「大家勇敢同齊腳步」，只是如亞拿尼亞和撒

非喇出於私心的「同心」，徒然有敬虔的外貌，

卻不是「專心行主正路，真實跟隨主耶穌。」                    （圖片摘自網路） 

 

基督教會的合一，乃是同有一位救主，並與之同死同活，在此之外，合一沒有別的

立足之處。 
 

〈大家勇敢同齊腳步〉 

1.大家勇敢同齊腳步，雖然經過烏暗路；咱的頭前遙遠路途，有咱救主啲保護。 

星啲導路燦爛光明，攑頭看伊來進前；倚靠上帝好膽進前，著進前，著進前， 

倚靠我主來進前。 

2.功名富貴放佇後面，專心為主來精進；為著正義應該勇猛，修整戰甲來進前。 

無靠勢力無靠本事，倚靠全能咱的主；倚靠上帝好膽進前，著進前，著進前， 

倚靠我主來進前。 

3.莫互名聲人情勢力，引誘纏絆及迷惑；聽趁命令向主正路，無趁世間的法度。 

屬世私慾以及虛榮，應該攏總除到清；倚靠上帝好膽進前，著進前，著進前， 

倚靠我主來進前。 

4.咱若專心行主正路，真實跟隨主耶穌；到尾福氣平安歡喜，主欲賜咱到滿意。 

咱著時常同齊腳步，勇敢經過烏暗路；倚靠上帝好膽進前，著進前，著進前， 

倚靠我主來進前。                 (教會公報 2019.1.21/3491期.第 19版)  



教會週報第六版            主後 2019年 2月 3日 

【社論】 

 

教會牧養如何能兩代同行？ 

陪伴與典範是關鍵 

 
【本報主筆】因著時代快速的進步，世代的差距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快。以前

是十年一代，漸漸成為五年一代，甚至號稱三年就是一代。每一代的代溝越來越明

顯，價值觀差距也越大，而這樣的現象不只是在社會上，在教會內也是一樣。 

 

兩個世代 兩種世界 

台灣基督教聯盟於上禮拜舉辦的「牧者國是論壇」就特別對此提出討論，最主

要就是發現：世代的代溝、差距甚至對立，也發生在教會內。所以在教會內到底要

如何提攜下一代，讓下一代可以健康的成長？而教會又如何面對青年宣教？因為如

果我們連教會內部的青少年都難以吸引，那又如何吸引外界的青少年呢？ 

 

就世代的區分可以約略分為戰後嬰兒潮（1946-1965）、X 世代（1966-1979），千

禧世代（1980-2000）。而這其中最常被並列討論的就是戰後嬰兒潮世代與千禧世代，

因為這兩個世代所呈現出來的差異對比是非常的顯著的。 

 

舉例說：嬰兒潮世代積極穩健、忠於組織、對金錢儲蓄有紀律、重視社交以及

自我約束強；但相對的社會關懷比較弱。但千禧世代則是追求新潮、忠於自己，金

錢則是以享受生活為目的，人際上重視虛擬世界，也許相較而言自我約束較少；但

對社會有強烈的關懷。 

 

從上述的對照可以說，兩個世代呈現兩個不同的世界。因此教會若是都抱持嬰

兒潮世代的思維，如何能夠感動千禧世代的青年？甚且當嬰兒潮世代談著如何蒙福

時，有時對於青貧的千禧世代更是一種無奈。 

 

教會宣教牧養的最大挑戰 

無論教會的對內牧養或對外宣教，其實都呈現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持守真理與 

回應世代」。我們不能持守卻不回應，也不能為了回應社會卻失落了真理。所以在世

代的差異中，我們如何秉持真理，卻用年輕一輩可以接受的方式來呈現，這是我們 

(下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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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務之急。這也像保羅所說的「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

要救些人。」 

 

因此，面對世代的差距，教會要調整的不只是儀式或是形式上的改變，甚至連

教導也要帶出不同的面向。譬如過去台灣的教會不需強調「生養眾多」；但如今面對

少子化，教會就需呼籲年輕人進入婚姻且願意生養，並且不能只是呼籲，更要帶出

實際的幫助。我們需要強調「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並且知道如何能夠讓年輕人聽

的下去，而不是淪為一種口號？ 

 

因此兩代如何同行？「陪伴」與「典範」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這可以從摩

西與約書亞之間的互動看出來。當摩西交棒給約書亞時，其實摩西已經帶領、陪伴

約書亞四十個年頭；摩西不是忽然挑選空降的約書亞來帶領以色列人，而是選擇一

直在他身旁的約書亞，所以我們看到許多重要的戰役都有約書亞的參與。 

 

另外一個就是「典範」，摩西帶領、陪伴約書亞，他當然就是約書亞最重要的典

範。摩西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這活生生的四十年就是典範，一點都不能隱藏

與偽裝。 

 

言行不一 難吸引年輕的心 

千禧世代的年輕人最在意的就是領導者的陪伴與典範。他們在意你是否願意作

他的朋友，他在意你說的跟做的是否有一致；他們非常討厭政治人物型的領導者，

就是那種佔盡位置，只出一張嘴的人。他們最佩服的就是那種願意陪伴，有好的典

範的領導者。 

 

世代的差異與鴻溝無法弭平也不容易拉近，因為這是生長環境所造成的差異；

但我們可以搭橋，這個橋就是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愛與謙卑」。若是缺乏了愛與謙

卑，我們就算是弄了再多新穎的聚會也無法真實吸引年輕人；若是缺乏了愛與謙卑，

我們也無法真實陪伴與傾聽，更無法成為典範。 

 

教會如何在這變化迅速的世代得著下一代，或許有許多不同的看法與做法；但

最終仍須回到信仰的核心，那就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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