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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彼此扶持，傳揚福音】 

主日禮拜程序 
 

聯 合 禮 拜 講道：蔡維倫牧師 司會： 何堅信長老 

 司琴：周靜瑜姊妹 領詩： 許哲誠弟兄 

同 心 歌 頌 預備心敬拜上帝 會 眾 

序 樂 安靜等候神 司 琴 

宣 召  司 會 

聖 詩 
(華)  新聖詩 第 160 首「時刻我需要主」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160 首「時刻我需要主」 

信 仰 告 白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啟 應 新聖詩 啟應文 22 詩篇 95 會 眾 

獻 詩 疼的樂聲 希 幔 詩 班 

聖 經 約翰福音 4: 3-26 司 會 

講 道 如何開啟福音對話 蔡維倫牧師 

回 應 詩 
(華)  新聖詩 第 527 首「我們成為一家人」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527 首「咱攏成做一家人」 

恭 守 聖 餐 
(華)  新聖詩 第 364 首「吃這餅，喝這杯」 

(台)  新聖詩 第 364 首「食這餅，飲這杯」 
蔡維倫牧師 

奉 獻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祝 福 差 遣 
(華)  新聖詩 第 397 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397 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祝 禱  蔡維倫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尾 頌 願你與愛同行 希 幔 詩 班 

殿 樂  司 琴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詩篇 100篇 4節 

主日禮拜週報 

2025 年 2 月 16 日 

NO.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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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一、前言 

1.去年透過「如何與人分享福音」兩講--從以賽亞蒙召經驗，保羅

在雅典的講道談起。 

2.一起學習耶穌如何開啟福音對話的示範。 

二、進入經文—透過逐段分析對話的方式 
1.主動性 

2.福音的接觸點（搭橋） 

3.經歷上帝能力的彰顯 

4.尊重與同理心 

5.真理教導目的在引領至耶穌 

6.見證帶來的功效 

三、末了的話 
1.有愛才有羊－有愛才會看到羊，有愛才會尋找羊，有愛才會找到

羊，有愛才會牧養羊，有愛才有羊。「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

的人」，耶穌來，要為將我們每個還沒聽聞、經歷福音好消息的人

拯救回來。 

2.約 4:35-38 

  a.舉目向田觀看，莊稼熟了，可以收割了。－現在正是時候。 

  b.收割的人已經得工錢，為永生儲存五穀，使撒種的和收割的一

同快樂。 

  【默想與行動】 
1.你最近在哪裡經歷上帝的同在和保守﹖試著把這見證整理後與人分

享。 

2.新的一年中，讓我們每人都設定兩位福音親友，持續為他們禱告和

關懷。 

  【金句】 
你們不是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

觀看，莊稼熟了，可以收割了。(約 4:35)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2/17 (一) 2/18 (二) 2/19 (三) 2/20 (四) 2/21 (五) 

進度 
歷代志上 

第 14-15 章 
歷代志上 
第 16 章 

歷代志上 
第 17 章 

歷代志上 
第 18-19 章 

歷代志上 
第 20-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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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工消息】 

教會消息 

一.4/27復活節洗禮、轉籍-洗禮學道班 
預備受洗、轉籍的弟兄姊妹，請預備心，逕向辦公室駱美月主任幹事報名。 
洗禮學道班(六)上課：3/8、15、22、29，19:30-21:00 於 6F01室。 
繳交見證稿：3/21(五)之前(需要協助者，請洽辦公室) 
小會問道理：4/13(日)13:30 6F03 教室 
洗禮和聖餐：4/27(日)10:00 3F禮拜堂 

二.3/8-9「彼此扶持，傳揚福音」全教會培靈會 
3/8-9全教會培靈會，邀請台南大光長老教會蔡安祿牧師，搭配我們教會的年
度目標「彼此扶持，傳揚福音」，於 3/8(六) 13:30-16:30 兩講，以及 3/9(日)
主理兩場禮拜 10:00(台語)、11:30(華語)不同主題；透過蔡牧師的豐富經驗與
從神而來的領受，幫助全教會一起來學習。 
(請注意：3/9當天沒有第一堂禮拜！！) 

三.近期教會部門與團契活動消息 
1. 和平長老教會與校園出版社合作成立「OPEN圖書角」，本主日(2/16)開幕，

地點在教會二樓電視下方，將定期由校園出版社提供主題圖書作為展示書籍。
2025年將有 5次展期，本次展期主題為「靈修、見證 & 大齋期」，鼓勵教
會兄姊多閱讀。 

2. 成人部婦女團契-關懷站樂齡成長班邀請周蘭惠姐妹分享。主題：生命不容易，
但依然美麗-色彩。日期：2/18（二）10:00-12:00，地點：教會 1 樓大廳。
歡迎主內兄姊蒞臨聆聽！ 

3. 吃米果、談福音～達比拉斯福音隊分享會。2/23主日愛餐時間辦理，陳光勝
牧師與隊員們在 B1 門口旁空間分享福音事工見證，歡迎兄姊前來關心打氣。
也為 2026年隊長陳信興及長老武茂玲禱告，願上帝賜讓教會與原民連結的福
音事工能持續進行。 

4. 2025台南巴克禮靈修之旅。青壯部跨部門靈修之旅，歡迎以同住者為單位報
名。時間：5/30(五)-31(六)（端午節連假前兩天）預計地點：彰化蘭大衛切
膚之愛紀念館、台南神學院、巴克禮紀念教會、長榮中學等。 
費用：和平教會聚會兄姊一人 1,000 元，子女 500 元， 
同一家庭僅收一位子女費用（一房為限）。 
報名截止日：2/28 (五) 線上報名， 
並繳交全額費用至辦公室者，方完成報名。                  

5. 今年 4/20復活節清唱劇將獻唱「Come to the Cross and Remember 來就近十
架,來紀念」(by Pepper Choplin), 詩班將從 2/23 主日 13:30 開始練習，歌譜
可向辦公室購買（100元/本)；請兄姊們預備心參加，再次來到十字架前紀念
主耶穌為我們捨身的愛！ 
全部排練時程如下：詩班，2/23 起每主日 13:30-15:30，在 2F02，日期：2/23、
3/2、3/9、3/16、3/23、3/30、4/6;詩班+樂團，3樓禮拜堂，日期：4/13 13:30-
16:30，4/19(六) 19:00-21:30，4/20 復活節 8:30集合。 

四.生命建造查經課程 
2/22(六) 10:00，由和平長老教會、天梯夢協會和播種國際事工合辦，莊信德
牧師主講：生命建造聖經共讀-創世記。地點改在 B1禮拜堂。 



4 

 

 

 

 

 

 

 

 

 

  

                    

 
     

 

  

 

 

 

 
 

 

 

 

  

 

 

 

 
 

 

五.會友消息和介紹神學生 
1. 本會江婷婷姊的父親，江淑勛弟兄，於 1/20安息主懷，享耆壽 97歲，並已

於 2/3舉行入殮火化禮拜，請兄姊繼續關心並為家屬代禱。 
2. 歡迎台神道碩生來本會實習，今年本會繼續成為「台神教學夥伴教會」，歡

迎台神道碩一年級王筠雅同學(大稻埕會友)，從 2025 年的 2 月份起至 5 月
底至本會實習，將輪流到各部門、團契、小組、兒主實地了解，願主賜福她
在和平的學習。 

六.2025春季成主課程 
青春的歷練-和青少年談生命中重要的事 
講師：林月娥傳道 
課程目標：認識青少年信仰生命歷程的挑戰，開啟與青少年 

對談生命中重要的事。 
課程對象：青少年的父母或想關心青少年的大人 
時間：3/2開始，主日 9:00-9:50 
日期：3/2，3/9，3/16，3/30，4/6，4/13 ，共六週                  

七.會務部財務組消息 
為了減輕中會檢帳流程，富邦銀行已於 2024年 12 月關閉帳戶，敬請兄姊不
要再匯款到富邦銀行。 
 

週報福音問答 (試問，您會怎麼回答？) 
問題八：神為什麼造魔鬼，使人類陷於犯罪沈淪的地步﹖(賽 14:12-15、

結 28:11-19、創 3:1-24) 
 
上週週報福音問答 
問題七：既然神是不偏待人的，為什麼有人生下來就有缺陷或殘廢？ 

這個問題有一個前提：上帝是公平也不偏心對待祂所創造的人(參使徒行傳 10章
34節)。所以，面對｢為什麼有人生下來就有缺陷或殘廢？」的問題時，或許有人會以
｢祖先之罪的遺傳」來解釋。但是，我要邀請大家先來看約翰福音 9章 1-3節。 

經文記載著耶穌在路上看見一個生來就失明的人。祂的門徒也看見了便問耶穌：
｢老師，這個人生來就失明，是誰的罪造成的？他自己的罪或是父母的罪禍延下一代
呢？」 

看吧！傳統猶太觀點中，也有這種｢身體的殘缺跟『罪』有關」的想法，甚至認為
若不是自己犯罪，就是祖先的罪由後代承擔了 (例如：大衛與拔示巴犯罪，懲罰卻由
一個初生嬰孩承擔)。但是，當我們繼續把聖經讀下去，會發現耶穌的回答完全不同於
傳統想法。耶穌說：｢他失明與否與他自己或父母的罪無關，卻是要在這人的身上彰顯
上帝的作為。」(約 9：3) 

耶穌的回答彰顯了一件事─上帝允許一些人有殘疾或殘缺的原因之一是─上帝
要通過它彰顯祂的作為。從某種意義來看，耶穌捨棄｢上帝獨生愛子」的尊貴身分而｢
道成肉身」，不正是親自體驗了人類肉體所有的軟弱和脆弱嗎？也因此，上帝的兒子參
與了人類的處境，了解我們的軟弱、了解我們的無能、並認同我們的痛苦。 

在上帝包羅萬象、超乎我們想像的計畫中，祂揀選了世上愚拙的、軟弱的、被輕
視、厭惡、認為不足輕重的存在，讓聰明的、強壯的、被認為重要的反倒羞愧。這是
為了讓我們清楚知道 ─ 有些生命中的痛苦不是懲罰，反倒讓我們更深刻地經歷上帝
的慈愛與恩典。(參哥林多前書 1章 27-28節)。 

深願上主幫助每一個上帝兒女，在跟隨基督的天路旅程中，竭盡所能去照顧這些
遭受與生俱來之苦難的兄姊，並使其體會並進入祂救贖恩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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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為肢體 

(1) 請為住院會友及出院會友康復代禱。 

(2) 請為目前接受化療、電療、標靶治療、Covid 確診者、流感及腸病毒的兄姊

及教會長輩身體代禱。 

(3) 請為身體健康原因，很久沒有辦法來教會的兄姊禱告，讓我們一起顧念這些

肢體的需要，透過會友主動的關懷，讓主愛流動。 

(4) 請為單身或喪偶的兄姊禱告，能在教會、親人、朋友中建立友誼的連結代禱。 

(5) 請為教會每位兄姊都能找到可以參加的小組代禱。 

2.為世界 

世界上有許多處在戰爭和衝突的地區，人民和土地飽受蹂躪，烏克蘭、巴勒斯

坦、以色列、緬甸、剛果民主共和國等等，希望所有軍備只被用在合法自衛，

而非用來征服和侵佔，祈求生命受到珍惜、和平早日臨到。 

3.為台灣 

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仍處僵局中，盼在野黨能以國家及人民福祉為念，透

過朝野協商，尋求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方案。 

4.為教會 

為本主日舉行聯合聖餐禮拜及教會會員和會禱告，懇求上帝帶領眾兄姊，齊心

合一傳揚福音，建造合乎上帝心意的教會。 

【為教牧團隊禱告】 

本週為邱淑貞牧師禱告，求主幫助淑貞牧師有親近主的時間，專注在真道上

得以被造就。甚願牧師在耶穌基督的同在裡，心、身、靈健壯。又賜下喜樂

的心，因看見天父上帝擺在我們面前的喜樂，就繼續忠心、堅立地執行神國

的工。 

5. 為蔡國山牧師代禱 ~ 目前在台灣工業福音團契服侍 

(1) 為工福全體同工團隊夥伴在各地的宣教與服事守望代禱，在他們面對各種

異教的屬靈爭戰時，能隨時倚靠聖靈，並拿起聖靈的寶劍戰勝魔鬼一切的

謊言與詭計。 

(2) 為工福團隊在北、中、南各個據點規畫進行的不同福音事工禱告，願主特

別預備樂意委身服侍的志工夥伴，共同帶領更多人來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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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法 
戶   名：財團法人臺北市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所有銀行及劃撥帳戶皆使用此戶名 

統一編號：88264673 
一般奉獻使用帳號如下： 

銀行帳號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和平分行(0458) 
2045-01-0000936-2 

郵局劃撥帳號 
50462131 

 

 

 

主日奉獻 

禮拜奉獻 29,832 

幼幼  570 

幼主  460 

兒主  2,030 

小計 32,892 

月定奉獻 

070093,070240,110291,110452 

170058 
2,000  

070254,110043,110166,110415 3,000  

040011,140031 4,000  

160055 5,000  

120198,130005 8,000  

150088 10,000  

113089 16,000  

小計 77,000 

感恩獻金 

110434 1,000  

100097 2,000  

070394 2,600  

984113 3,000  

140100 3,200  

080212 6,000  

130005 8,000  

小計 25,800 

宣道基金 

120181 1,000 

110043 2,000 

小計 3,000 

新春獻金 

110211,120173,120180 2,000  

有志 2 名 4,000  

070209 5,000  

小計 15,000 

救災基金 

有志 1,000 
 

上帝寶貝營 

110531 5,000 

少年團契 

聚會獻金 1,303 
 

 

【2/8~2/14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02/09 轉帳 080291 1,000 

02/09 轉帳 070297 2,000 

02/09 轉帳 130142 2,000 

02/09 轉帳 070385 25,000 

02/09 轉帳 040089 30,000 

02/10 轉帳 080161 4,500 

02/10 轉帳 160071 6,000 

02/10 轉帳 110074 20,000 

02/12 轉帳 090068 5,500 

02/12 轉帳 070019 15,000 

02/13 轉帳 080023 5,000 

02/13 轉帳 110025 14,000 

感恩奉獻 

02/09 轉帳 110424 1,000 

02/11 轉帳 110042 10,000 

宣道基金 

02/09 郵政 120020 2,000 

02/13 轉帳 110025 26,000 

行動支付不記名奉獻 7,000 
 

 

以下轉帳奉獻兄姊敬請與財務組同工聯絡 

日期 轉出行 轉入帳戶 金額 

02/05 合庫 **52875 台新 5,000 

02/05 華南 **46866 台新 9,000 

02/11 06:54 AM 台新 1,985 

 
若您是第一次匯款到台新銀行帳戶，請至以下
連結 https://pse.is/4d2yh7 或掃描 QR 
Code填寫您的匯款資料，以便財務同工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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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本主日有聚會 

第一堂禮拜 主日  8:30 五樓禮拜堂      45 
268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184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五樓禮拜堂      39 

第一堂會前禱告 主日  8:20 五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6 
2/23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15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五樓禮拜堂 敬拜團 6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陳光勝牧師 14 2/20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傳道 4 2/21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 聖經考古/鄭維新長老 12 2/23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2F02 獻詩練習 29 2/23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1F01 寒假 寒假 2/18 
☺方舟團契 主日 13:30 7F03 福音與你/林瑜琳老師 17 2/23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信仰活動 13 2/22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專講 23 2/22 

☺腓立比小組 

主 
 
 
 
 
日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6F02 陳詞章小組長 8 3/02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9 3/16 

☺喜樂小組 每主日 10:00 6F05 林嘉慧姊妹 9 2/23 

活水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2:00 7F06 吳雅莉牧師 6 3/09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7F06 呂秀芬小組長 6 3/02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 主日 11:30 B101 蔡雅如姊妹 7 2/23 

☺畢契小家 每主日 14:00 6F04 洪婕寧姊妹 5 2/23 

☺親子小組(兒童) 每主日 13:30 7F03 徐嘉鴻弟兄、陳盈嘉姊妹 
小 32 
大 30 

2/23 

甘泉小組 週 
 
二 

每週二 10:00 6F03 寒假休息 寒假 3/04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00 6F01 陳群鈺傳道 8 2/18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二 19:30 7F06 周德盈小組長 8 2/18 

長輩小組 三 每週三 9:45 1F01 長輩分享、銀髮健康操 寒假 2/19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1F01 陳群鈺傳道 13 2/21 

K.Bb 小組 每週五 10:00 約翰館 黃琦娜姐妹 4 2/21 

安得烈小組10A 每月第 1 週五 19:30 線上聚會 溫秋菊、鄭麗珠小組長 寒假 3/07 

葡萄樹小組 六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6F03 黃瑞榮長老  12 2/22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二主日 8:45-9:50 6F03 高正吉長老 37 3/09 

生命建造查經班 
聖經共讀 - 創世記 

每月一次 週六10:00 五樓禮拜堂 莊信德牧師 實體 27 線上 25 共 52 人 2/22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2 禮拜堂 張中興團長 23 2/23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14 2/18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王暐丞弟兄 5 2/22 

和平敬拜團 週六 14:00   B102 楊承恩執事 5 2/22 

畢契敬拜團 主日 10:00-11:00 五樓禮拜堂 陳約劭弟兄 5 2/23 

和平關懷站 週二~週五 10:00-16:00 1F01-02 寒假  創意/ 桌遊/ 健身/ 樂活183/36 2/18 

繪畫小組 週三  9:40 6F04-05 張素椿老師 寒假 2/19 

編織班 週三 10:00-12:00 6F01 張雅琇長老 寒假 2/19 

兒童福音廚房 主日 13:00-15:00 約翰館 陳信傑老師(併入親子小組計算) 3/16 

姊妹成長讀書會 週五  9:30-11:30 6F02 沈月蓮長老 6 2/21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 李玉華老師 15 2/21 

聚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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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銘益 馬茹翎 
陳詞章 陳月冠 

 

 柳金堂 黃碧珍  
周聰傑 

 曹木針/墜添成  
 何英德  

少年團契 
邱煌森 

邱淑貞 

武茂玲 潘璦琬 李易真 
林純純 林純純 陳麗澤 

 黃毅遠 王示真 
亞伯拉罕樂團 喜樂小詩班 青契敬拜團 

洪國財 
林璞真 

林博惠 蔡淑慧 
林威助 許信燦 

林尚平 
郭盈志 

林月桃 曹木針 張世安 
周聰傑 

許信裕/墜添成 吳夏語/墜添成 王琬姿/墜添成 
王榕濤 孫家藟 陳恩祈 

家長小組 
邱寶瑩     

 

幼幼班 主日 10：00 BM04 
駱美月老師‧毛惜老師 

李敏萱老師‧黃翠芹老師  

大 12

小 7 
2/23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2-3 門徒爭論誰為大 8 
2/23 

兒童班 主日  9：50 B2 禮拜堂 彌賽亞的盼望 26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7F03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23 2/23 
 

2/16 陳昕 陳群鈺 張宏哲 陳昂宜 楊雅淳 林垠庭 徐仁美 楊承恩 陳錦慧 李穗玲 
2/23 林沐恩 楊雅淳 張宏哲 陳昭蓉 楊雅淳  陳毓文 少主 宋惠玲 李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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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日期：2025/2/9                 經文：以賽亞書 37:6~7 

【講道大綱】  

前言 

聖經中的困境與盼望 

世俗不俗 

上帝真的在這裡嗎？ 

我很累，可以放過我嗎？ 

真實困境的緣由 

得釋放的關鍵 

結語 

【行動與問題】   

1. 我喜歡來教會參加禮拜嗎？ 

2. 我覺得我跟上帝的關係好嗎？我期待禮拜的時候，祂在我身

旁嗎？ 

3. 我願意與人分享敬拜的喜悅嗎？ 

【金句】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詩篇 7:4)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彼此扶持，傳揚福音】 

 上帝在這裡嗎？ 

陳光勝牧師 

 
 
 
 
 
 
 
 
 
 
 
 
 
 
 
 
 
 
 
 
 
 
 
 
 
 
 
 
 
 
 

福音週報 

2025年2月16日 

NO.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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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當兵的經歷) 

蔡牧師都會為牧師團隊制定
分享的主題，前兩週邱牧師分享
了「回歸真實的敬拜」，接著蔡牧
師設定今天的主題，是「回歸真實
的敬拜第二講」。 

通常同樣的主題第一個人如
果該講的都講了，第二個人就真
的沒甚麼可以講的了。蔡牧師說：
「沒關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
解，都分享看看，也很不錯。」 

忽然間，我想起了我當兵時
的場景。或許這個情景成為今天
談真實的敬拜第二講，是一個不
錯的進入點。 

我在金門當兵，其實不算是
很辛苦的單位，主要是負責後勤，
單位一陣子就會有全營隊的集會，
而剛到金門的我是菜鳥，都會被
排到隊伍的第一排。 

印象十分深刻，有一次全營
隊的集會，我就站在司令台的正
前方，雖然有一點距離，但是離在
前面說話的主官來說，明顯的五
官還是看得很清楚的。 

當天就在營長侃侃而談的時
候，我的鼻子忽然非常的癢，沒錯，
我當時十分想打噴嚏。不過在全
營的關注中，營長的正前方，雖然
距離有七到十公尺之遠，我還是
不敢打出來。 

當時那個擠眉弄眼忍耐的感
覺到現在還印象深刻。我已經忘
記了我有沒有克制住這一個噴嚏
了。不過因為那個在營長面前，害
怕被指責的努力，到現在還記憶
猶新。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思考「上
帝在這裡嗎？」的主題，想想，我
只是因為營長在我正前方侃侃而
談，我就不敢隨意打噴嚏，那麼如
果我們認為今天上帝就在這裡，
我敬拜的態度還是這樣嗎？就讓
我們從今天的經文以賽亞書的紀
錄開始吧。 

 

 
聖經中的困境與盼望 

今天這段經文，完全相同的
記載在列王記下 19章和以賽亞書
37 章。這是一段以色列南國猶大
從即將滅亡，卻能繼續多存活一
百年的關鍵戰役。 

在進入這段經文之前，我們
先來了解一下，這段時間的聖經
背景。 

在猶大希西家王當政的時候，
以色列北國正經歷國家滅亡的時
刻。亞述帝國此時十分兇狠的透
過政治手腕，將鄰近的國家，一個
一個的殲滅。 

而同時間還算是大國的埃及，
常常成為與亞述對抗的勢力。這
當中許多小國必須在兩個大國之
間選邊站，不過因為亞述帝國的
侵略性太強，所以許多國家都想
要依靠埃及來對抗亞述帝國。 

又因為當時的國際情勢緊張，
猶大受到亞蘭和以色列的攻擊，
因此一開始猶大希西家王的父親
亞哈斯王選擇了使用談和賠款的
方式，讓國家能得到些許喘息的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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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亞哈斯來說，這是一個
聰明的政治決定，只要討好亞述
帝國，讓亞述帝國先攻擊其他國
家，猶大這個國家，就能有保有一
定的和平，並且免於其他國家的
騷擾。 

人民總是不喜歡戰爭的，所
以當亞哈斯帶來看起來免於亞述
帝國干擾的日子，猶大這個國家
就得到幾年看似平安的日子。 

不過跟惡魔交易的下場，除
了初期看起來好似得到平靜的時
間，卻不知道是亞述帝國更強大
擴張的時候。 

很快的亞哈斯就算是奉上更
多的錢財，也不能改變亞述帝國
帶來的威脅了。 

這個時候亞哈斯憤怒的毀了
耶和華聖殿，並迎來其他的神明，
只希望有一個神明，能讓猶大脫
離被併吞的下場。當然這些努力
是完全沒有效果的。 

希西家王做王的時候，猶大
的困境只有更加的嚴峻。同時間
以色列這個國家已經危在旦夕。 

希西家王做了一個跟他父親
完全不一樣的選擇，他廢棄了國
中的其他神明，重新獨尊回創造
天地的耶和華上帝。 

我想許多人讀聖經讀到這裡，
總會認為，猶大要復興了，上帝要
興起奇事，讓希西家可以見證上
帝的全能了對吧。 

事實上，初期希西家的確重
整了全國的信仰，但是現實的困
境，並沒有任何改變。慌張的希西

家甚至跟其他國家一樣，無法選
擇亞述，就選擇與埃及同盟。 

縱使上帝的先知出面提醒，
希西家王還是派出了使臣，希望
博得一點希望。只是這個時候的
亞述實在太強大了，埃及也不敵
亞述的強大。 

希西家王只能回頭使用他父
親的老方法，提出更多的物資錢
財，只希望亞述帝國給他們一條
生路。 

以賽亞書 36、 37 章記錄著關
於猶大這個國家從絕望到得到盼
望的過程。這裡記載著當希西家
王十四年的時候，亞述更加強大，
派了一個軍官到耶路撒冷示威。 

這個軍官這樣說「你們以為
你們可以依靠甚麼來反抗亞述王
呢？你們說你們還能打，根本就
是騙人的。 

看清楚，你們想要依靠的埃
及，早就被我們打敗了；你們說想
要依靠你們的神明，我看你們不
是把所有的祭拜神明的地方都廢
掉了嗎？」(這裡補充一下，當希
西家王在做宗教改革的時候，把
他父親當時所開放建造其他神明
的祭壇都毀掉了。) 

這對於一個搞不清楚猶大發
生甚麼事情的人來說，只能理解
為，希西家王因為國家的敗亡，而
遷怒神明的作為。 

而無法理解為，希西家破壞
的是創造天地耶和華上帝以外神
明的祭壇。當他們認為希西家王
不敬神明的大肆破壞，就會認為，
猶大國也已經不信神明了，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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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守護神也不再依靠。 

是的，耶和華上帝對亞述的
軍官來說，就只是猶大這個國家
的守護神。 

我們接著看他怎麼說，他說：
「來來來！我給你兩千匹馬，看
看你們有沒有可以騎馬的人來駕
馭？」這句話的意思換成今天可
以理解為「來來來，我給你兩千輛
戰車，看看你們有沒有人會駕駛」，
當然猶大軍隊以步兵為主，馬兵
很少，自然沒辦法有足夠專業的
人可以駕馭這兩千匹馬。 

所以這個軍長十分自負的說：
「你們連我都無法對付，還想要
跟亞述王對抗，根本癡人說夢。我
跟你們說，其實是你們的上帝要
我們來滅掉你們的。」 

這個軍長來到耶路撒冷城，
大肆的喧嚷，甚至使用當地的人
民聽得懂的地方話來述說這些挑
釁的話。 

猶大的軍官出來表明，他們
是聽得懂當時國際通用的亞蘭語
的，這個亞述的軍官卻依然不以
為然的說：「我又不只是講給你們
聽，我就是要講給所有百姓們聽
的，所有的百姓們你們聽清楚，不
要被希西家王欺騙了，以為可以
依靠甚麼來對抗亞述王。說甚麼
上帝可以救你們，不可能的。 

你們願意投降的話，每個人
都可以吃自己耕種所得的，我會
帶你們去一個新的地方居住，那
裡一樣可以耕種，有作物有水源，
只要你們投降，就不會被傷害。 

不要相信你們的王所說的話，

哪一個國家的神明可以對抗亞述
王呢？看看那其他國家的諸多神
明吧，沒有能救的，包含你們的耶
和華上帝也一樣。」 

雖然猶大城裏面的百姓被下
了不能說話的命令，沒有人回答，
不過這些挑釁的話，是很有威力
的，而且在當下也是十分殘酷的
事實。 

希西家王不是沒有任何努力，
不論是對外尋求援助，甚至想要
拿錢來討好亞述王，但是這些努
力顯得十分的沒有用。 

猶大的軍官以最強烈的方式
來到希西家王面前，表達自己的
痛心與無力。 

希西家王也只能用國之將亡
的態度、，來到以賽亞先知的面前、，
尋求上帝而來的最後一絲希望。 

這裡描述的，不是一個神話
故事，是一個曾經存在的國家與
國家的實況。 

聖經中清楚的指出，在希西
家努力的宗教改革之後，祝福或
上帝的神蹟，並沒有馬上出現，而
這個時候，完全走投無路的希西
家，最後只能披上麻布，以一個國
之將亡的態度，來到上帝面前尋
求最後的一點希望。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說：以賽
亞書 37:6~7、，耶和華如此說：「你
聽見亞述王的僕人褻瀆我的話，
不要懼怕。我必驚動他的心；他要
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我必使他
在那裡倒在刀下。」 

故事後面的發展，大家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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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帝滅了亞述國十八萬五千
人，有許多史學家認為，亞述帝國
至此戰役之後一蹶不振，國勢從
此往下。 

可能有人會說，你看最後上
帝還是出手了，所以只要堅守對
上帝的信心，終能看見上帝大能
展現的。 

是嗎？除非前面的敘述中，
我們沒有看見希西家的願意 掙
扎與破碎，最後雖然經歷神蹟，但
是每一個等待上帝出手的過程，
都是真實的，難熬的，無法理解的
過程，不是嗎？可知，相信有上帝，
跟相信上帝必會帶領我們，這是
兩件完全不同的概念啊。 

 

 
世俗不俗(談民間信仰的敬虔) 

這幾年因為孩子經歷幾個升
學考試，發現就我所知，幾乎大部
分的國高中生，不分公私立學校，
都會在升學考試之前，安排一個
參拜的行程。 

過去可能都得自己請假的私
人行程，現在倒是成為許多學校
鼓勵孩子考試前要參加的必然活
動之一。 

其中看起來沒有宗教意涵，
但是隱藏著相關概念的行動，送
這些孩子們考生一顆粽子 一塊
糕點 一個包子來表達「包高中」
的意思。更別說每年搶頭香祈福
的畫面，我相信大家一定十分熟
悉。 

到底為什麼學生要去參拜神

明？又為什麼要透過「包高中」來
象徵吉利，其中搶了頭香，搞得頭
破血流，是否真的能帶來甚麼好
處？ 

當基督徒們看著這些行動，
覺得這些人好奇怪，好迷信的時
候，會不會發現，台灣社會有一股
敬虔是我們很容易忽略的，那個
對鬼神敬畏的態度，看似無知，事
實上是他們對他們所認知的「力
量」，充滿著「真實的相信」。 

 

 
上帝真的在這裡嗎？ 

對希西家王來說「上帝真的
在這裡嗎？」如果是，他既然選擇
了全國重新定睛在上帝，那麼上
帝就在他們當中，他應該很有信
心，不需要去找埃及人幫忙。 

事實上，上帝的確在他們當
中，當他們去找了埃及人，上帝透
過先知嚴嚴的指出他們的錯誤。 

 

以賽亞書 30:1~3、，耶和華說：
禍哉！這悖逆的兒女。他們同謀，
卻不由於我，結盟，卻不由於我的
靈，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
並沒有求問我；要靠法老的力量
加添自己的力量，並投在埃及的
蔭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們
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蔭下，要為你
們的慚愧。 

不過此時在他們當中的上帝，
他們看不見，因為先知帶來的訊
息並不平安。 

許多時候，我們真的認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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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在這裡嗎？我們來到上帝的殿
中，是看見美麗的建築物，還是好
聽的詩班，亦或者是配合得宜的
同工呢？ 

如果上帝真的在這裡，我們
是否跟我當兵的時候，因為害怕
在全軍營中打噴嚏般的敬畏祂，
並重視與祂約會的這個時刻呢？
感謝主，我們的上帝雖至聖值得
敬畏，卻不是嚴厲不可親近的。 

 

我很累，可以放過我嗎？ 

「牧師！我們很累，可以放
過我們嗎？」可能有人會這樣說。
很抱歉，我不是在批判兄姊做禮
拜的態度，我只是在想，如果我們
知道上帝在這裡，並與我們在一
起禮拜，我們會用甚麼樣的態度
來面對呢？ 

事實上對許多兄姊來說，經
過一個禮拜辛苦的工作，能在主
日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來到教會，
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這個時候把禮拜當成另一個
嚴肅的集會，好像只會讓人更痛
苦，而無法真實的安息。 

但是如果不面對，我們是否
真的相信上帝在我們當中與我們
一起做禮拜，是不是我們也常常
會懷疑，自己為了甚麼要來作禮
拜？ 

許多兄姊並非因為身體的因
素，在疫情之後已經長久以來習
慣在家裡線上禮拜，如果我們沒
有想清楚，甚麼是敬拜，敬拜的對
象是誰，那麼我們的確得不到真

實的釋放。 

 

 
真實困境的緣由 

或許我們再進一步的來思考，
當牧師說，我在部隊中，因為害怕
冒犯營長而不敢打噴嚏的時候，
是不是同樣的感覺也在我們做禮
拜的時候發生，許多人是否在做
禮拜的時候，感覺十分拘謹呢？ 

剛剛提到的營長，後來很喜
歡來我的庫房串門子，不過他不
是來找我，是找我另一個很會聊
天的學弟。 

這個學弟很會跟營長瞎聊，
談股票投資，談資訊發展。總之，
營長常常來我們負責管理的庫房，
而也是在那樣的氛圍中我知道，
當時營長看到我扭曲的表情，心
裡也十分的難受，畢竟實在太好
笑了。 

也因為有更多接觸，我雖然
不會無知的冒犯營長，不過面對
營長時，我的心情卻是輕鬆了許
多。 

我們在禮拜中，如果不能真
實地跟上帝團契，那麼我們的敬
拜，就會失去真實關係連結的對
象。 

當我們在生活的困境中被綁
住，而我們來到上帝面前，也無法
感受到被真實的接納與安慰，那
麼我們就會慢慢失去敬拜的熱情，
這時候更多的要求 限制，更多的
提醒，也沒有任何幫助，直到我們
像希西家王一樣走投無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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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能披麻痛苦地來到上帝面
前等候那最後的一點希望。 

 

 
得釋放的關鍵 

事實上如果來教會不能使你
得到釋放，甚至是更多的綑綁，那
麼這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大衛在詩篇說「詩 27:4 有一
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
我想大衛絕對不是喜歡受苦的人。
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那
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感覺呢？是
一個充滿熱情感動，是一個平靜
安穩的安息，是一個充滿力量也
充滿喜悅的感覺。 

若你還沒有這種感覺，但是
你相信上帝在這裡，要不要試著
跟他說、：、「主啊，我願你來，願你
親自摸到我，讓我經歷那熱切與
你同行的感動。」或許我們還是會
因為照顧小孩而禮拜遲到，身體
不適而唱不出歌，禮拜中移動去
上廁所。 

 

 

 

 

 

 

 

 

 

不過知道上帝同在的感動會
讓我們不會因此而害怕冒犯到祂，
卻歡喜與他同在的時刻。 
 
 
結語 

我們都知道上帝是至聖 至
美 至大權能的。我們都知道耶穌
對我們的愛是不離不棄，不輕看
我們的軟弱與限制的。我們也知
道聖靈的工作是大有能力，且超
越過一切世界的力量的。 

那麼請容許牧師邀請各位兄
姊，讓上帝與我們同在吧，讓我們
的禮拜中，看見上帝的臨在，並讓
我們知道，我們頌讚 受教 領受
與回應，都因為上帝的同在。 

主啊，你在這裡嗎？是的、，你
與我們同在，你看著我們聚會 頌
讚 團契與回應你的呼召。願我們
一生一世與你同行，瞻仰你的榮
美，在你的殿裡求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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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25年 2月 17日至 2月 21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2/17 
(一) 

歷代志上 
第 14-15章 

1.大衛將約櫃搬到耶路撒冷城裡，有什麽作用和目的

呢？  

2.我在每件事情上以甚麼心態求問神？讚美神是否我

生活的一部分？ 

2/18 
(二) 

歷代志上 
第 16章 

1.大衛對神的頌讚有哪些值得學習的地方？ 

2.在你的生命中，神是否掌握著過去、現在、未來？ 

2/19 
(三) 

歷代志上 
第 17章 

1.神根據什麽原因拒絕了大衛的願望？在你的生命中，

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嗎？ 

2.大衛無法親自為神建殿，若你處在同樣的情況時，你

會有怎樣的心情和反應？ 

2/20 
(四) 

歷代志上 
第 18-19章 

1.大衛在爭戰獲勝時對神的態度如何？這給我們什麽

榜樣？ 

2.大衛以行動表達仁慈的心，你是否也能察覺其他人的

需要，並以實際行動表達你的關懷呢？ 

2/21 
(五) 

歷代志上 
第 20-21章 

1.當你所處的環境似乎被「巨人」（過強的壓力）圍困

著的時候，你會怎樣去尋找解脫的方法？ 

2.以大衛這樣一個合神心意的人，做出了神不喜悅事，

這給你什麽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