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主題【致意進步到完全】 

主日台語禮拜 上午 10 :30 
2024年 5月 26日【第 21週】  

     主禮：張宣信牧師     司禮：蔡循典長老     司琴：程筱雯執事 

 

․靜候上帝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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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約翰 14:16-17..................司 禮 

聖 詩…....171首「上帝所賜活命」........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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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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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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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永不息...........雅音合唱團 

Words by Frances R. Havergal/Music by Michelle Christensen   

求祢互我之一生可奉獻尊主做聖。 

用我聲音來稱頌，永遠讚美主君王 

讚美主永無停，逐日俯拜佇主面前。 

心及雙手求主用；主，我欲讚美祢無停。 

互我心志順趁祢，無閣屬佇我自己。 

互我心完全屬祢，可做祢寶座王位。 

 

我之愛疼求主助，愛祢贏過此世間。 

今我立志獻自己，專心來疼愛祢。 

讚美主（讚美主）永無停， 

逐日俯拜佇主面前。心及雙手求主用； 

主，我欲讚美祢無停。主，我欲讚美祢無停。 

聖 經…..............腓立比 2:1-2..................司 禮 

講 道…..…......聖靈裡的交通.............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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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餐...361首「求聖神感動阮謙卑」....會 眾 

․回應上帝的話․ 

奉 獻….................................陳秀玲/陳震宇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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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527首「咱攏成做一家人」.....會 眾 

聖 詩........173首「懇求永活主聖神」......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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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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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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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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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禮拜聖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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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華語禮拜上午 8:30 
        2024年 5月 26日【第 21週】                     

講道：張宣信牧師   司禮：陳致綸弟兄   司琴：林秋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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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約翰 14:16-17...............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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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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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讓全地都聽見 

我要向主唱新歌 我要稱頌你的名 

我要天天傳揚你救恩 

因你慈愛永長存 因你信實到萬代 

因你至高是萬王之王 

讓我們歡呼歌頌 讓全地都聽見 

你行奇事 作為使我讚嘆 

滿有恩典 滿有憐憫    總是不叫我失去盼望 

讓我們歡呼歌頌 讓全地都聽見 

你拯救我 是我力量盾牌 

應允呼求 使我心裡有能力  讚美你 讓全地都聽見 

2. 你是聖潔（和平君王） 

祢是聖潔 (祢是聖潔)   祢是權能 (祢是權能) 

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   配得讚美 (配得讚美) 

我要跟隨 (我要跟隨)   我要聆聽 (我要聆聽) 

我要愛祢 (我要愛祢)   在每一天 (在每一天) 
 

 

                                

我要歌頌 (萬主之主)   要敬拜 (萬王之王) 

主君王 (祢是全能神)   祢配得 (萬有主宰) 

我要愛祂 (以馬內利)   尊祟祂 (祢就是主) 

在祂面前 (和平之君)   我俯伏 (是神羔羊) 

我要歌頌 (復活之主)                 要敬拜 (救贖恩典) 

主君王 (掌管到永遠)                 祢配得 (亙古永不變) 

我要愛祂 (阿拉法，俄梅戛)     尊祟祂 (創始到永遠) 

在他面前 (我救主，彌賽亞)    我俯伏 (救贖和朋友) 

和平的君王  我獻上生命給你 

祈 禱….......(公禱，以主禱文結束)….....司 禮 

聖 經….................腓立比 2:1-2...................司 禮 

講 道…...............聖靈裡的交通.............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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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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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梁芸瑄姐妹

梁祈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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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一起來敬拜。為紀念聖靈降

臨節（上週日）今天兩場禮拜中我們都舉行

聖餐禮，願聖靈保惠師激勵我們有能力合一

來為主作見證。禮拜後請兄姐們留下來交

誼、也歡迎到地下室一起享用愛餐。 
 
 

2. 小會公告：2024 年 5 月 12 日第四次小會決

議：本會第五任主任牧師張宣信四年任期將

於 2024/7/31 屆滿，因教會事工及聘牧事工

需要，決議延聘至 2025 年 2 月 14 日張牧師

70歲屆齡退休之日止。 
 
 

3. 感謝：台灣神學院神學生周亞拿同學，至本

堂的實習將至今日結束，謝謝她幾個月來在

各團契的協助，願上帝帶領周同學前面的道

路。 
 
 

4. 暑期青少契福音隊：今年 7 月 7-11 日，我

們的青少契將組一福音隊，至阿里山的光華

村，配合當地的光華國小舉行福音生活營。

下週日青少契輔導將特別來報告此事工，並

為此活動募款。 
 
 

5. 紀念講座：為慶祝設教 70週年，我們贊助

新竹聖經學院舉辦三次紀念講座的第二場，

將於 5/27-28 在竹聖舉行，此次講座主題是：

「恢復上帝的形象不可不知－認識自我與

成長」，講師為胡瑞芝老師，詳情歡迎兄

姐向辦公室洽詢或報名。 

 

 

 

 

6. 急徵清潔工：我們的清潔阿姨因身體因素

已經請辭，請兄姐幫忙介紹是否有人來協

助教會的清潔工作，若有適當的人選請讓

牧師或辦公室知道。也請各團契幫忙在聚

會後將使用的活動空間盡量維護清潔、恢

復原狀。 

 
 

◎教界消息： 

1.北中松年部：本週五（5/31）上午 9:30 將

在艋舺教會（貴陽街二段 94 號）舉行松年

事工部創立 38 年感恩禮拜暨專題演講，請

已報名松年的兄姐記得去參加。 

 

◎ 代禱事項：  

1. 請為台灣能被接納在聯合國，並繼續在國 

際舞台發光發熱禱告。 
 

2. 請為國會與各級的民意代表能善盡監督政 

府，秉持為民謀福的心禱告。 
 

3. 請為計劃中主日學與青少契的暑假活動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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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 

講道 

效法耶穌作牧人 

馬可 6:30-44    

邱淑嬪牧師 

對於在教會長大的姐妹弟兄來說，五餅二魚的故事，可能是我們從小上主日學

就聽過；而基督徒作生意、開店，也很喜歡用「五餅二魚」作為店名。就我所知的，

花蓮有早餐店、快餐店、書坊、旅館都用「五餅二魚」作為店名；在花蓮相當有名，

出產黃金蜆錠、蜆精的立川漁場附設的餐廳也取名「五餅二魚」。作生意取店名，不

外乎是建立品牌或是討個吉利。店家想塑造什麼品牌形象？如果是為了討吉利，討

什麼吉利？五餅二魚的神蹟有什麼寓意？ 

其實，耶穌用少量食物讓為數眾多的人群吃飽的神蹟，有兩個版本：一個是耶

穌用五個餅兩條魚餵飽五千人，剩下的餅和魚裝滿十二籃子；另外一個是耶穌用七

個餅和幾條小魚讓四千人吃飽，剩餘的碎屑裝滿了七個籃子。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

都記載了這兩個餵養的神蹟，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都只有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的

記事，當中只有約翰福音特別說明這是一個孩子帶來的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五餅

二魚和七個餅幾條小魚的這兩個神蹟故事當中，五餅二魚是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載的

故事。 

比較四本福音書的這些差異引起一些疑問，例如：婦女神學家會問，為什麼數

算人數的時候，只計算男人，女人和小孩不算？關心聖經是不是記載歷史的人會問，

耶穌到底行過幾次餵養的神蹟？經文記載的是同一個事件嗎？注重文學結構的人

會問，不管它們是不是同一個事件，既然它們的情節非常類似，為什麼要記載兩次？ 

正因為這兩個神蹟非常類似，大多數的學者認為，這是同一個事件的兩個傳統。

因為猶太人有十二個支派，前者的十二籃碎屑顯示它是給猶太人的版本；對外邦人

來說，七是完全的意思，代表所有的人類，所以後者的七籃碎屑顯示它是給外邦人

的版本。另外，也有學者認為，耶穌餵養眾人的事件，可能不只發生過一次，甚至

是比兩次還要多。因此，兩個類似的神蹟，記載的若是不同的事件，就呈現出耶穌

門徒的遲鈍與不受教：他們已經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卻在第二次類似的情境中問了

類似的問題：你要我們去買餅嗎？我們去哪裡找足夠的食物呢？ 

有關餵養神蹟的解釋有很多種，最常見的是它彰顯耶穌並不是一般人，他擁有

常人所沒有的能力，也願意向人展現他的憐憫；有些不相信超自然事蹟、設法減少

這個故事神奇成份的人，主張在這個故事裡面，真正的神蹟是小孩子的作為，他的

無私付出，讓其他人也願意分享，進而解決了所有人的困境。綜合來說，這個神蹟

包括的元素有憐憫和分享；當讀者在閱讀這段經文的時候，要對耶穌展現的憐憫、

恩典和寬容懷抱盼望，思考耶穌為我們立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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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的五餅二魚神蹟有幾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的元素，它們和以色列人出埃

及的過程有幾個相同之處：1.馬可特別強調這個神蹟發生的地點是在曠野；2.耶穌

看見他們好像沒有牧人的羊群，和摩西在民 27:17 中對當時的以色列人的描述互相

呼應；3.在分餅的時候，耶穌讓所有的人一組五十人或一組一百人坐下來，會令人

想起摩西的岳父葉特羅建議摩西為每一千人、一百人、五十人、十人都設立領袖；

4.五餅二魚的餵養和以色列人在曠野中吃嗎哪和鵪鶉，都是在食物短缺的情況下讓

眾人不致於挨餓。 

然而，以色列人在曠野中，以及後來在應許之地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先知

以賽亞指出，上帝恩待以色列人，他們卻背叛上帝，使上帝傷心，所以上帝好像成

了他們的仇敵，敵對他們；受苦的以色列人記起上帝在他們出埃及過程中的拯救，

他們問，上帝現在在哪裡呢？上主這樣說，「時候將到，我要作以色列各族的上帝；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當以色列人渴望安息的時候，我從遙遠的地方向他們顯現。以

色列人哪，我一向疼愛你們，我仍要以信實不變的愛愛你們。」詩篇的作者說：「他

是我們的上帝，我們是他牧養的子民，是他帶領的羊群」（詩 95:7-11;cf.希 3:7-4:13），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詩 23:2）；先知以賽亞在 63:14 更明白地說「上主的靈

讓他們歇息」。詩人與先知不只是在回想過去，更是盼望將來末世的安息。 

事實上，這個神蹟最重要的不是它用多麼少的食物，餵飽了多麼多的人；馬可

福音的作者並沒有記載這個神蹟怎樣引起群眾的詫異，或怎樣給耶穌招來對手的批

評和攻擊。耶穌對沒有食物可吃的群眾的憐憫，也不只是物質上的，因為在舊約裡

面，「沒有牧人的羊群」的圖像是在描寫沒有靈性領導者的以色列人。耶穌的憐憫不

只是因為在場群眾在物質上的缺乏，更是因為他們需要靈性上的餵養。因此，除了

表明耶穌富有慈悲與憐憫之外，這個神蹟更重要的目的是對耶穌的揭示，耶穌就像

摩西，給予人們教導，為沒有牧人的羊群帶來靈性的引導，讓羊群得以享受靈性的

餵養和真正的安息。  

回到前言所說的，作生意的人將商店取名五餅二魚的用意，有這間商店是領受

上帝豐富恩典的事業，也是祈求上帝的恩典持續眷顧這間商店的意思；另一方面應

該是要建立分享、共好的品牌形象。那麼，五餅二魚的神蹟怎麼樣塑造教會對自己

形象的了解，進一步影響教會的事工？或者說，教會要分享什麼，我們想要和我們

周遭的人怎樣「一起好」？ 

耶穌在五餅二魚的神蹟作為，就如同摩西在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情境中的作為，

也就是服事沒有牧人牧養的羊群—他們都在曠野中教導群眾，餵養饑餓的群眾。其

實，在耶穌和新約時代的的情境中，人民的處境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處境非常類似。

新約時代的人民受到羅馬帝國不公義制度的壓迫；另一方面，猶太宗教人士也枉顧

他們帶領人民認識上帝的命令和敬拜上帝的責任，反而運用錯誤的教導來中飽私囊。

在今天的經文裡，耶穌對他的門徒說，「你們給他們吃吧」，就是對他的門徒提出挑

戰，要他們去餵養沒有牧人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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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福音書的記載，我們看到耶穌在世時的事工是與困苦的人、社會邊緣人有密

切關係的。初代教會從一開始就致力於服事困苦、有欠缺的人。基督徒聚會時常有

「分享愛筵」的活動（參看使徒行傳 2:42, 46）。初代教會也從一開始就關心他們當

中的寡婦（使徒行傳 6:1），也捐款救濟本地或其他教會處於困境之信徒的善行（參

看哥林多前書 16:1-3; 哥林多後書 8:1-7; 9:1-5），這正是他們實踐愛鄰人、補足他們

欠缺的一種作為。另外，使徒肯定並稱許行善或賙濟窮人的人（使徒行傳 9:36; 提

摩太前書 5:10）。當致力、熱心行善，行善不可喪志、灰心，也是新約書信中的教導

（參看加拉太書 6:9-10; 以弗所書 2:10; 帖撒羅尼迦後書 3:13; 提多書 2:14; 希伯

來書 10:24; 雅各書 4:17; 彼得前書 2:20; 約翰三書 11）。教會服事困苦、欠缺的人

是「憑著愛心去做」（參看哥林多前書 16:14），是以如同耶穌對饑餓的人的憐憫為

基礎，也就是學習主耶穌和回應耶穌對他門徒的挑戰。 

另外，牧羊人最基本的職業道德，除了牧養羊群、不拋棄自己羊群以外，更是

不應該把羊群帶入歧途，讓信徒陷入險境，也就是不要像耶穌所說的「瞎眼的領瞎

眼的，兩個人都要掉入坑裡」，不要將信徒帶往錯誤的信仰道路。第一世紀的基督徒

會面對散播布、教導關於耶穌的錯誤認識的人所帶來的威脅；今日的我們，同樣也

有可能受到錯誤教導的誘惑，而偏離真理。遠的不說，廿世紀末在中國興起、在教

會引起爭議、造成困擾的「全能神教會」，這個教會否定聖經的權威，不承認三一上

帝，以閃電作為耶穌再來的符號，並斷章取義認為基督再來將會降生在東方，也就

是中國，而再來的耶穌基督會是一位女基督。他們聲稱耶穌第一次道成肉身的工作

不完全，所以有第二次的道成肉身；他們說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為了人類，第二次重

返肉身是為了征服人心，戰勝撒但。0403 地震之後，就有同工警告信徒小心，因為

這個異端正在花蓮伺機而動。我們如果認真研讀聖經就可以分辨他們的教導的錯誤。 

又有些教會教導一種新的福音，說：上帝想要所有的信徒「身體健康，物質富

裕，個人幸福。」，所以「宣告就得到」（你所要求的）、「放膽說出、就可以一把抓

住」、禱告、奉獻就能要求上帝賜下「健康與財富」、「興盛與成功」。但是，耶穌曾

經明白地說「這世界有苦難」，耶穌自己甚至是為了上帝的國度被釘十字架，也要我

們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他。中世紀的神學家安瑟倫曾經說「信仰尋求了解」，意思是

說，信仰是必須不斷地探索、了解信仰的對象和信仰內涵的過程。追求對於信仰的

認識不是為了累積有關教條的知識，而是為了認識我們相信的對象；追求信仰的知

識，不是為了讓人稱讚我們很博學，而是為了用更正確態度事奉上帝和服事上帝的

教會。要學習耶穌的牧人典範，就必須在面對這些錯誤教導的威脅時，要堅持、不

輕易放棄真理，教會才能夠用正確的道理牧養信徒，建造信徒的信仰。 

我相信，不管是我們教會，或是我們個人，可能都經歷過如同五餅二魚神蹟中

的群眾經歷的豐盛供應和即時恩典。除了感謝上帝的餵養之外，但願聖靈幫助我們

時常記得，我們就好像耶穌的門徒一樣，回應了耶穌對我們的呼召，也領受了耶穌

對我們的挑戰—「你們給他們吃吧」。我們應當勇敢回應耶穌，效法耶穌作牧人，珍

惜我們服事的機會，關顧、服事困苦的人；另外一方面，也盡力學習明白正確的道

理，才能夠教導、帶領、陪伴被交待給我們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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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感的聖餐與有感的限制 
馬可福音 14章 

◎王永宏（教會機構同工） 
 

他們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餅，先獻上感謝的禱告，然後擘開餅，分給門徒，說：

「你們吃；這是我的身體。」（馬可福音 14章 22節，現代中文譯本 2019版） 

 

奧古斯丁說，聖禮是無形恩典的有形記號。我們可從經文、台灣歷史處境以及門徒

的反應來看「聖餐」給我們什麼感覺。馬可福音與馬太福音對聖餐的記載，類似猶太人

的耶路撒冷傳統；路加福音與哥林多前書的記載，相近希臘人為主的安提安傳統；我們

普遍使用的儀文，則是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段落。聖餐在早期就有多元的表達，歷代

教會對身體和血的理解與詮釋也大相逕庭。而耶穌從逾越節晚餐轉化而來的「最後的晚

餐」，又與我們有何關係？ 

 

台灣首次聖餐可能是 1631年荷蘭人為新港 50人施洗，但可確定的是 1866年有宣

為霖牧師從廈門來台南舉行，北部則在 1873 年由馬偕舉行。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男女隔

簾而坐，或以族群區分的背景。同時期 1857年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南非做出「種族隔離」

制度起頭的決議：「基於某些人的軟弱」容許白人跟黑人守聖餐時用不同的桌子。我們

現在看似無法想像的爭議，會不會其實不斷重複再發生？聖餐究竟是包容異者、擁抱他

者的福音？還是特權族群的儀式？或是拒絕接納、劃分敵我的「禁聖餐」？ 

 

「當他們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餅，向上帝感謝了，然後擘開餅，遞給他們。

他們的眼睛忽然開了，這才認出祂來；但是耶穌忽然不見了。」（路加福音 24章 30～31

節）門徒因擘餅才認出耶穌，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是否能讓人認出我們是跟隨耶穌的

基督徒？若我們行事為人跟大眾一樣渴望金權名利，或來到教會只為追求成功卓越，我

們必須留心是否冒犯了主的身體和血（哥林多前書 11章 27節）？面對貧窮挨餓、體弱

患病的弟兄姊妹，我們應該彼此等候（33節），願神使我們的眼睛打開，在軟弱肢體上

認出耶穌，盼望在地如同在天（馬太福音 6章 10節）的那天早日到來。 

 

我們現在聖餐剩什麼呢？我們剩下的聖餐，只能限定由牧師、長老吃完的枝微末節，

會不會正透露出我們區隔劃分的本質？另一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吃到飽」的聖餐嗎？

在這時代教會需要滿足所有人的期待嗎？究竟我們吃的是「聖餐」，還是「剩餐」？ 

(摘自教會公報 2024年 3月 28日網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