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主題【致意進步到完全】 

台語禮拜 上午 10 :30 
2024年 10月 6日【第 40週】  

     主禮：張宣信牧師     司禮：楊明璋長老     司琴：程筱雯執事 

 

․靜候上帝的話․ 

序 樂……….....…................................司  琴 

宣 召..................加拉太 6:13...................司 禮 

聖 詩.....157首「我欣慕救主耶穌」.......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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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告白...............使徒信經...............…..會 眾 

啟 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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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之國臨到.................聖歌隊 

Words/Music by Pepper Choplin 

此世間充滿災難及苦痛，怨恨遍滿憂亂。 

混亂中間，百姓吼叫講：「主!上帝，佇叼落?」 

主，阮看見黑暗權勢，邪惡真猖狂。 

請賜阮祢愛及公義之律例，用和平掌管。 

祢之國臨到，祢意旨得成。 

祢之國臨到，願祢意旨得成。 

佇地裡親像佇天裡，願愛發光如日頭。 

祢之國臨到，祢意旨得成。 

請祢對天庭感化世間，永𣍐放拺阮。 

請來 祢子民兒女中間。引導阮，指示阮， 

成做光燈，黑暗中之光燈，暗暝變日間。 

願祢意旨得成佇阮中間。使用阮，賞賜氣力互阮。 

天庭大權能君王，請掌管全地。願祢之國度贏過邪惡。 

引導祢之子兒做祢旨意器具直到愛及和平得著高舉， 

得著高舉。祢之國臨到，祢旨意得成。 

祢之國臨到，祢之國臨到。願祢意旨得成。 

佇地裡親像佇天裡，互愛發光如日頭。 

祢之國臨到，祢旨意得成。發光如日頭。祢意旨得成， 

祢之國臨到，祢之國臨到，祢之國臨到！ 

聖 經........路加 23:32-43;腓立比 3:4-11.......司 禮 

講 道...............十字架的恩典.................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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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上帝的話․ 

聖 詩...605首「靠主恩典奇妙氣力啲保護」...會 眾 

聖 餐..........................................................會 眾 

奉 獻….................................陳秀玲/李玫欣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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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527首「咱攏成做一家人」.....會 眾 

聖 詩..111 首「耶穌受死，我得赦免」..會 眾 

祝 禱..........................................................主 禮 

阿們頌…......................................................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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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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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禮拜消息․ 

1.華語禮拜影片製作及音控，請青少契 

踴躍參與各項服事。 

2.週報夾頁請踴躍投稿。 

3.敬拜團練習時間： 

每週六下午 4:30-6:00。 

4.敬拜團招募新人。 

 

 

 

 

․華語禮拜聖工分配․ 

主日華語禮拜上午 8:30 
        2024年 10月 6日【第 40週】                     

講道：張宣信牧師   司禮：石栢岡長老   司琴：蔡忻語姐妹 

 

序 樂........................................................司 琴  

宣 召....................加拉太 6:13................司 禮 

詩歌敬拜 ................................................... 會 眾 

詩 歌 ....................................................... 會 眾 

1.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 

天屬於祢   地也屬於祢   萬物都因祢歡欣 

都要歡呼讚美祢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    擊鼓跳舞彈琴歌頌祢 

耶和華    祢喜愛祢的百姓   在祢殿中唱新歌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    擊鼓跳舞彈琴歌頌祢 

向祢歡呼的民是有福的  因祢的名終日歡喜    讚美祢 

我的口    稱讚神為高     行大能    仇敵都逃跑 

以救恩作我的妝飾    喜樂的歌    為我依靠 

2. 開路者 

你在這  運行在這地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你在這  動工在這地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你是  開路者  行神蹟的神 

持守應許  黑暗中光明  我神  永恆的君王 

你在這  觸摸每顆心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你在這  醫治每顆心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你在這  轉化我們生命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你在這  恢復每顆心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榮耀的君王    不變的君王 得勝的君王    永恆的君王 

即使眼未見  你全然掌權    

即使患難間  你仍然掌權   你不停止  掌權到永遠 

                                      
 

3. 當我抬頭仰望 

人算什麼 祢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 祢竟眷顧他 

祢賜下 榮耀尊貴作為他冠冕     使地上萬物 都俯伏在他面前 

我算什麼 祢竟顧念我                 我沒做什麼 祢卻垂憐我 

當我未出生以前 祢已先愛我     為了我 打造專屬的人生路 

當我抬頭仰望祢手造的天          深知祢 多麼愛我遠超過一切 

患難困苦 死蔭幽谷                     也無法 將我與祢的愛隔絕 

當我放下自己垂靠祢懷裡          我的靈 雀躍歡欣不停讚美祢 

耶穌基督 我的救主    祢的寶血 贖回了我的生命   耶穌 

不再悲傷 不再徬徨                    祢的愛 擁抱我 遮蓋了一切 

我深知道 世上所有                    都無法 將我與 祢的愛隔絕 

祈 禱….....(公禱，以主禱文結束)….......司 禮 

聖 經........路加 23:32-43;腓立比 3:4-11.......司 禮 

講 道….............十字架的恩典...............主 禮 

禱 告......................................................主 禮 

聖  餐….....................................................會  眾 

奉 獻……..............….黃仰慧姐妹/陳加澤弟兄 

報 告 ………………………..…………..司 禮 

祝福詩......................賜福與你..................會  眾 

祝 禱..............................................主  禮 

殿 樂.........................................................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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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消息 

1. 歡迎：歡迎大家來敬拜，今天也是世界聖餐

主日，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在這主日將一起

領受聖餐，體會在基督裡互為肢體的甜蜜。

本季最後一次的聖禮典安排在 12/29 ，若有

志願要洗禮、堅信禮、 幼兒洗禮者請儘早讓

牧師知道。禮拜後請留下來互相請安、交

誼，也歡迎到地下室一起享用愛餐。 

2. 召開和會：謹訂於下週日(10/13)召開秋季臨

時和會，改選部份任期屆滿的長老與執事， 

當天第一場禮拜暫停，請參加 10:30 的聯合

禮拜。今天我們公告最新的會員名單在公佈

欄，若有遺漏缺失，請向小會書記胡忠仰長

老反應。 

3. 長執改選：今年任期屆滿的長老有白又謙、

胡忠仰、賴銘恩、陳振光（屆齡退任）執

事：李玫欣、陳怡如、梁佳宏，此次和會我

們將需選出 4 位長老與 5 位執事（請看本版

右下角），請為咱教會此重大的事務來代

禱。 

4. 召開會議：今日中午有幼兒園的董事會（在

辦公室）與聖誕節籌備會（在 6 樓）要召

開，請有關的兄姐參會。 

5. 重陽敬老：下週日(10/13)正逢重陽節，我們

特別準備禮劵送給教會中年滿 70 歲（含民

國 43 年前出生）的長輩，與他們共慶佳

節，祝他們重陽節快樂！ 

6. 第四季行事曆：第四季 10-12 月的各項事

工預定表已經安排妥當，請兄姐過目收藏，

若有負責事奉的兄姐請注意自己輪值的日期

與項目，若需更換對調，請通知辦公室。也

請兄姐踴躍參加各團契的聚會與活動，謝謝！ 
 

 

 

◎團契消息-目前各團契改選的結果： 

1. 婦女團契：會長-徐玉蘭、副會長-洪淑芳、

委員-楊美惠、張淑慧、陳秀玲 

聖歌隊：隊長-戴任寬、副隊長-陳美雲、

委員－李慧娟 

夫婦團契：王功亮夫婦、胡忠一夫婦、 

周明顯夫婦、陳振光夫婦、戴任寬夫婦。 

 

◎ 10/13 長老、執事候選人名單：  

大家平安：使徒行傳六章記載初代教

會的基督徒藉著迫切的禱告，很慎重

的揀選出七位有好名聲、滿有聖靈和

智慧的人，來協助教會的事工，上帝

的道因此興旺起來，福音廣傳。(徒

7:1-7)保羅也在提摩太前書第三章立

下了當長執應有的資格，懇請南門教

會的弟兄姐妹為此次的長執選舉迫切

禱告，再用您神聖的一票呼召出上帝

將要重用的長老、執事。 

◎長老候選人：（共 9名，應選 4名） 

白又謙、李玫欣、胡忠仰、陳怡如、陳宗愷、

陳琇玲、梁佳宏、劉兆宏、賴銘恩 

◎執事候選人（共 10名，應選 5名） 

李玫欣、李逸歆、林翔宇、林肇鋒、徐玉蘭、

梁佳宏、陳旭照、陳其正、陳怡如、張國頌 



教會週報第四版                  主後 2024年 10月 6日 

上週 

講道       來成就主呼召我們去擔當的工  徒 11：19-26；13：-3  張宣信牧師 

當你走進超級市場、大賣場想要消費購買某種商品時，靠的是感覺、口碑、商品包裝？或是長

久以來不知何時形成的「品牌」印象？一個品牌給人的感覺和觀感就是品牌價值(Brand Value)品牌

的資產主要體現在品牌的核心價值上。我們去所謂的精品名店：LV、愛瑪仕、勞力士⋯。因是名牌，

其價格就比同類商品貴許多。那品牌價值是如何形成？當然有主觀個人喜好的判斷，卻也有許多

客觀的綜合因素，如眾多消費者口碑所型塑出的印象；更是攸關過去長期累積出的商譽。2023年

全球品牌價值前幾名分別 1.Apple：5,166億美元，它的品牌價值比前一年增加（+73%）2.Microsoft：

3,404 億元（+78%）但第 6 名的 Walmart：968 億元其品牌價值減少了（-15%），這讓我們知道品

牌也有崩壞的一天。如台灣的食品業，頂新國際集團所代表的味全食品，在 

2014就捲入產品使用劣質油原料風暴，品牌一夕崩壞。商業界有品牌，那國家是否也有品牌？

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國家給人的好惡感。比如挪威與烏干達？南韓與北韓？一個給人自由

民主繁榮的印象，另一個就給人獨裁或落後貧窮的觀感，這也會影響人們購買其產品或去旅遊的

意願。 

若用這邏輯類比來思考，那宗教信徒是否也有品牌？也就是將各種宗教信仰者給人的觀感來

看，我們似乎也有一些僵化的刻板印象：如佛教徒－較慈悲、出世與世無爭，也積極的做善事來積

功德…而回教徒就給人教規嚴厲、對阿拉上帝對虔誠、對其他宗教信徒強勢、較懷敵意…而基督

徒呢？因我們的信仰教導我們要對神有敬、對人有愛、對土地有情，所以會入世關懷這世界、因著

愛來努力宣教⋯當然基督徒可再細分為天主教會或長老會、浸信會、靈恩派、聖公會…因著神學的

差異，其對世界的關懷層面與強度也會大不相同。 

基督徒一開始就得耶路撒冷全體百姓的喜愛。（使 2：47）但正式品牌的創始卻是今天的經文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開始的。】（使 11：26）基督徒這品牌的創始與一個人暨一個教

會有關，就是巴拿巴與敘利亞的安提阿教會。 

先談談巴拿巴，有人說：沒有保羅就沒有基督教，而沒有巴拿巴就沒有保羅！雖然過於武斷，

卻也點出部份歷史的事實。巴拿巴何許人也？使 4：36「有一個利未人，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

拿巴（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安慰之子）生在塞浦路斯。他有田地，也賣了，把錢拿來，放在使徒腳

前。」原來巴拿巴是一個綽號，他本名叫約瑟，原出生在居比路是屬於利未族的猶太人。居比路

Cyprus/現今賽普勒斯。「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而四處分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

和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

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穌的福音」（使 11：19～20）雖主耶穌交待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但要突破人根

深蒂固的觀念絕非易事，神奇妙的作為就是藉由苦難與迫害來使福音擴散，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

教會的人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使 11：22）巴拿巴他到了那裏，看見上帝所賜的

恩就歡喜，勸勉眾人要立定心志，恆久靠主。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滿有聖靈和信心，於是有許多

人歸服了主。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和教會一同聚集，

教導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開始的。（使 11：23～26）基督徒－一群立志學習

基督的人，安提阿的人真的在巴拿巴的身上看見基督。 

我們可以從巴拿巴這個人來學習幾個功課：1、他一定是個善於安慰鼓勵人的人，才會被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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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這麼好聽的綽號。2、他是一個結聯佇主、全心愛主的人。3、聖經直接說他是一個好人，有聖神

及信滿滿。4、他是一個善於鼓勵，勤於牧養主羊的人。5、他是一個永逺給人第二次機會的人。保

羅因他得以被接納為使徒；馬可因他才有機會寫成馬可福音。6、他是一個能知自己的有限而組建

團隊，牧養上帝教會的人。7、他是一個願意退居幕後有寬擴心胸的人。 

我們再來看敘利亞的安提阿教會。安提阿是在耶路撒冷以北約 500公里，距地中海約 25公里，

位於俄隆提斯河（Orontes）河畔，即今土耳其東南的安塔克雅（Antakya）主前 4世紀末由亞歷山

大的將領之一的西流古一世所建立。主前 64年，羅馬元帥龐培 (Pompey) 攻克此城，立它為敘利

亞省的省會，集貿易、宗教、政治、文化為一體，在當時規模是僅次於羅馬和亞力山大兩城，為羅

馬帝國的第三大城市。 

今天經文記載「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為尼結的西面、古利奈

人路求，與希律分封王一起長大的馬念，和掃羅。」（使 13：1）從安提阿教會的領袖群來看，我

們知道這是一個多種族、多文化、不同社會階層與背景的人所組成的教會，但他們卻能結聯佇主

耶穌基督來合一。在安提阿教會的服事經驗，讓保羅深深體驗以基督耶穌的心做心是教會的核心

價值。從經文來判斷安提阿教會有三個特色 1.這是平信徒所建立的教會：安提阿教會不是使徒建

立的，而是因司提反受逼迫的事四散到安提阿的門徒所建立的，起初都是猶太人後來他們也傳福

音給外邦人。2.這是多元化的教會：除了猶太人，還有從居比路和古利奈來的外邦人，加上當地人，

主要語言可能是希臘語。3.這是個有行動力教會：在差傳和賑災的事工上，經禱告與印證後馬上採

取行動。 

我們也可以從這教會來學習： 

1、從安提阿的教會來學習禱告。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為

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希律分封王一起長大的馬念，和掃羅。他們在事奉主和禁食的時

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做的工作。」（使 13：1～2）尋求上帝的旨

意時禁食祈禱，聖靈果然指示其當行的路。差傳時也禁食祈禱，這是一個凡事禱告的教會。 

2、從安提阿的教會來學習愛心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內中有一位，

名叫亞迦布，站起來，藉著聖靈指示普天下將有大饑荒；這事在克勞第年間果然實現了。於是門徒

決定，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他們就這樣做了，託巴拿巴和掃羅的手送到

眾長老那裏。（使 11：27～30） 

聽見需要就採取行動成為他人的祝福。  

3、從安提阿的教會來學習差傳第一次傳道旅行：於是他們禁食禱告後，給巴拿巴和掃羅按手，

然後派遣他們走了。（使 13：1）第二次傳道旅行：保羅則揀選了西拉，也出發了，蒙弟兄們把他

交於主的恩典中。（使 15：40）第三次傳道旅行：他在那裏住了些日子，又離開了那裏，逐一經過

加拉太和弗呂家各地方，堅固眾門徒。（使 18：23）保羅三次的傳道旅行皆是以安提阿教會為根據

地。安提阿的教會成為保羅傳道旅行的重要後盾與支持者。 

71年前上帝的美意，設立了台北南門，除了敬拜上帝，讓我們在教會生活中經練彼此相愛互

相扶持外，上帝對南門教會還有什麼樣的心意？難道只是來此享受作禮拜、交誼的安逸生活？我

們是否願迫切禱告尋求神的心意？我們是否聽見聖靈給我們的呼籲：來成就我呼召你們去擔當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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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與耶穌同坐桌 共享恩典盛宴 

開放聖餐在傳統與應許間尋平衡 

【林宜瑩專題報導】對未信者、幼兒能否領聖餐，教會界泛起陣陣漣漪。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PCT）總會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在 2021 年 3 月，就針對

聖餐舉行座談會。適逢 10 月第一個主日是「世界聖餐主日」，本

報特別專訪 PCT 總會信仰與教制主委鄭仰恩牧師再次深談此議

題，指出普世教會正在推動「不設條件的聖餐」（Open 

Communion，又稱開放式聖餐），部分教會將領聖餐定義為「一種

應許，是願意踏上信仰旅程的邀請」，讓慕道友藉此表達認識基督

的意願，並成為教會宣教的途徑。                              （攝影／林宜瑩） 

聖餐的神學意義與演變 

鄭仰恩表示，吃餅、喝杯其實有「餵養」的意義，也有人將「耶穌救贖犧牲」的拯

救論融入其中；初代教會甚至認為聖餐具有醫病的功效。此外，聖餐也代表「盼望」，因

耶穌曾說過，吃這餅、領這杯，是為了記念祂，直到祂再來。鄭仰恩指出，在神學概念

上，聖餐也被視為「與主同席」，如同耶穌的比喻，邀請眾人共享上帝國的宴席，建立團

契。 

對於領聖餐，鄭仰恩表示，關鍵在於領受者的「反省」。如同哥林多前書所述，若在

領受聖餐時缺乏反思，便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敬虔真誠的心和真心說「阿們」才是

領聖餐的條件，而非是否受洗。同樣地，理解聖餐意義的孩童，在父母陪同下也應可領

聖餐。 

研究教會歷史的鄭仰恩指出，改革宗長老教會的聖餐傳統嚴格。加爾文時代，信徒

領聖餐前須經牧師、長老和小會檢驗，包含教理問答、紀律考核及家訪。此傳統持續至

20 世紀初，英國長老教會（PCE）和加拿大長老教會（PCC）甚至發放「代幣」（Token）

給通過檢驗的信徒，加拿大博物館就收藏著數千種這樣的「代幣」。 

鄭仰恩表示，長老教會要求信徒的信仰和生活符合上帝與教會的要求。哥林多前書

也提醒，領聖餐前應自我省察。因此，加爾文和改革宗傳統產生了「護衛聖餐桌」的想

法，避免聖餐被輕忽，並禁止缺乏自省或信仰狀態不佳者領聖餐，甚至會對犯下嚴重罪

行的信徒施以「禁聖餐」的懲罰。鄭仰恩解釋，「禁聖餐」並非永久處分，而是一種警惕。

過去曾發生未受洗者領聖餐被長老奪回的事件，破壞聖禮的莊嚴性。隨著「恩典的宴席」

觀念普及，人們開始反思聖餐資格的開放性，並強調「開放的圓桌」應讓慕道友和孩童

也能領受。 

開放聖餐疑慮與實踐案例 

鄭仰恩分享，他曾在二十多年前帶神學生到工地，為原住民兄姊主禮聖餐。他們感

動落淚，因為離開原鄉到都市後，就很少再踏進教會。因此他認為，如何讓渴望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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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包含慕道友、未受堅信禮的青少年和孩童領受聖餐，是教會努力的目標，「因為聖餐

是無形恩典的有形記號。」 

自 1994 年從美國返台後，鄭仰恩便主張開放孩童領聖餐，PCT 總會信仰教制委員

會也曾討論，至今三十年仍未有定論。然而，普世教會多採取開放式聖餐，並強調只要

有心追求信仰即可領受，因為聖餐是過程而非條件。 

鄭仰恩指出，北歐的信義會、美國的路德會和信義會都採取開放式聖餐。此趨勢源

於 1982 年在祕魯利馬簽署的《洗禮、聖餐、職務》（BEM）文件，各教派代表討論是否

互相承認洗禮、聖餐和教牧制度，至今雖仍未定論，但各教派已朝開放式聖餐的方向努

力。 

鄭仰恩表示，奧古斯丁曾將聖餐定義為「上帝不可見恩典的可見記號」，讓人藉由領

受聖餐體會上帝的恩典。既然如此，為何不能讓慕道友體驗上帝的恩典？然而，部分嚴

謹的基督徒仍對開放聖餐持謹慎態度，擔心影響聖禮的莊嚴性。 

鄭仰恩以他擔任神學與教育牧師的七星中會濟南教會為例，除了遵循《教會法規》

行政法第 40 條每年舉行六次聖餐外，小會也通過在每年大齋節期的撒灰節（設立聖餐

日）和聖誕夜禮拜舉行全教會的開放式聖餐。兒童主日學每年也舉行一至兩次開放式聖

餐。他強調，濟南教會的開放式聖餐與「微聖餐」不同，已連續三年實施，過程莊嚴隆

重。他鼓勵各教會嘗試舉辦開放式聖餐。 

 聖餐的本質：意義重於形式 

關於聖餐的餅與杯，鄭仰恩表示，使用無酵餅源自舊約逾越節的傳統。在新約中，

耶穌以餅和葡萄酒象徵祂的身體和寶血，與信徒立新約。因此，聖餐並非必須使用無酵

餅和葡萄酒。各地教會可採用當地食材，例如台灣的客家人用麻糬、擂茶，漢人地瓜、

烏龍茶、桑葚汁等；菲律賓的天主教會使用椰子；歐美教會則提供葡萄汁和葡萄酒供信

徒選擇。 

鄭仰恩引用奧古斯丁的觀點，指出聖餐餅與杯象徵耶穌的身體和寶血，兩者應具有

相似性。但奧古斯丁強調，「擘開」的動作更能體現耶穌身體被打破的意義。因此，鄭仰

恩指出，聖餐的重點在於意義和儀式的品質，讓信徒帶著期待領受聖餐，而非流於形式。 

不同文化下的聖餐觀 

鄭仰恩坦言，歐美教會因信徒流失，為讓人認識基督信仰，期待流失信徒回到教會

來，採取更開放的聖餐態度。相對地，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教會則強調聖餐

的神聖性，未信者不得領受，呈現不同文化脈絡下的信仰實踐。 

身為 PCT 總會信仰教制主委，鄭仰恩鼓勵信徒認真看待上帝和基督信仰。在重視

聖餐神聖性的同時，也應考量開放聖餐能讓更多人認識基督教，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他也提醒，傳統保守的教會不需要急於推動開放式聖餐，而是必須先與會眾充分溝通。 

關於聖餐次數，鄭仰恩表示，PCT 規定堂會每年至少舉行六次聖餐，維持此頻率即

可，也可嘗試每月舉行一次，但即使是支會也不建議少於六次。他認為，聖禮典的氛圍

和團契認同感才是關鍵。               （摘自教會公報 2024 年 10 月 2 日網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