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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彼此扶持，傳揚福音】 

主日禮拜暨清唱劇程序 
 

聯 合 禮 拜 講道：蔡維倫牧師  司會：潘璦琬執事 

 司琴：林純純執事  領詩：黃毅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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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首「耶穌基督今復活」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104 首「耶穌真正死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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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詩篇 100 司 會 

獻 詩 來就近十架，來紀念 聯合詩班暨樂團 

聖 經 加拉太書 2:20，哥林多後書 5:17-19 司 會 

講 道 十字架與我 蔡維倫牧師 

回 應 詩 
(華) 新聖詩 第 95 首「我心仰望奇妙十字」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95 首「我心仰望十字寶架」 

奉 獻 新聖詩 第 382 首 第 1、5 節 會 眾 

報 告 交 誼  司 會 

祝 福 差 遣 
(華) 新聖詩 第 396 首「禮拜結束，求主賜福」 

會 眾 
(台) 新聖詩 第 396 首「今欲散會，求主賜福」 

祝 禱  蔡維倫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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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 

NO.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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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一、 前言： 
復活節的意義是什麼呢？ 

二、整場清唱劇《來就近十架，來紀念》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兩個重要的特色： 

1.同一旋律，五次不同的歌詞表達 

2.關鍵詞是「紀念我」，透過不同的象徵物來呈現-- 

 ￭ 棕樹枝 

 ￭ 餅和杯 

 ￭ 火把與親吻 

 ￭ 荊棘冠冕與十字架、釘子和細麻布 

 ￭ 黎明的曙光 

三、進一步觀察--象徵物意義的轉變 
 1.親吻變為背叛 

2.荊棘冠冕 

3.十字架 

四、經文分享 
    加拉太書 2:20 

    哥林多後書 5:17-19 

五、結論 

 

【默想與行動】 
1.在今天禮拜中，你對哪一個象徵物的印象最深刻，為什麼﹖ 

2.對基督徒來說，你生命中曾有哪些生命被更新的體會，又可用怎樣的

象徵物來代表和呈現呢﹖讓我們試著用 3-5分鐘的時間跟人分享﹖ 

 

【金句】 
「一切都是出於上帝；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

的使命賜給我們。」(林後 5:18) 

【本週樂活讀經進度】 

日期 4/21 (一) 4/22 (二) 4/23 (三) 4/24 (四) 4/25 (五) 

進度 
歷代志下 
第 9 章 

歷代志下 
第 10 章 

歷代志下 
第 11-12 章 

歷代志下 
第 13-14 章 

歷代志下 
第 15-1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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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工消息】 

教會消息 

一.4/27 復活節聯合禮拜暨聖禮典 
下主日是復活節聯合禮拜暨聖禮典，歡慶救主基督復活，兄姊受洗歸入主名，
同領聖餐紀念主恩。也請預備復活節期受洗、轉籍的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 

二.小會聘牧報告 
因應教會事工需求，於 4/13 小會中推派武茂玲長老、王道一長老、邱煌森長
老和陳美玲長老組成聘牧小組，協助小組召集人蔡維倫主任牧師進行聘請副牧
事宜，敬請關心代禱。 

三.懇請會友關心，共同為「緬甸震災」奉獻 
由於緬甸是軍政府統治，軍事國家訊息封閉，國際救助考量以奉獻大型基督
教機構團體為主。教會救災基金小組依據救災基金使用辦法討論決議如下： 
1.透過三間基督教機構管道(世界展望會、基督教救助協會、基督精兵協會)

已先行捐出各 NT$20 萬元援助，合計 NT$60萬元，救助緬甸震災。 
2.即日起至 4/27(日)止，若為記名之奉獻，可使用個人奉獻袋或紫色的通用

奉獻袋(放於一、三樓櫃台)，或採匯款奉獻，請勾選「救災基金」或註明
「緬甸震災」，將計入奉獻人年度總奉獻收據中，此次救災辦理結果將於 
5/4(日)週報公告之。 

3.以上奉獻款項將納入救災基金，募款以 60萬元為目標，金額若未達目標，
差額由救災基金補足；金額若超過目標，超過部分則由教會救災基金小組
再行研議並報小會同意後，續辦救災工作。 

四.近期活動消息 
1. 2025愛祢愛我--速讀主言 (八個月速讀聖經一遍)  
讓我們成為互相支持的夥伴，天天領受上帝話語的感動，透過彼此進度相同，
達到連結於神、連結於人。將從今天 4/20復活節開始到 
12/16聖誕節前完成。目前已有八十多位報名， 
請把握最後報名機會勇敢，一同出發！ 
報名請掃 QR code 加入 LINE 群組：                         

2. 「週日樂饗」社區音樂會：《聲情直敘 - 藝星 Artist Star 室內樂集》，
5/18(日)14:00 於三樓禮拜堂舉行，演出者：木笛 梁益彰 x 管風琴 須藤真
地子 x 女高音 吉澤真紀，節目精彩，歡迎邀請親朋好友齊來聆賞。 

3. 和平雙語夏令營開始報名 

【和平雙語夏令營】大航海家突破冒險之旅，將於 
7/22(二)~7/25(五)啟航！營會活動共四天，由和平教會主辦， 
空中英語教室協辦，要帶著學員學習保羅和宣教士的腳蹤， 
為主來發光。人數限額 60人，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6/20 或 
額滿即截止，歡迎國小一~六年級學生報名。 
費用每人 1,500 元，詳細說明及線上報名請掃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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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務部財務組消息 
若教會兄姊需要紙本的 2024 年奉獻證明，請至一樓招待處 
先登記，或掃瞄 QR code線上登記。紙本奉獻證明將統一於 
4/27(日)開始發放。                                                                                 

六.會友消息 
本會楊一峯弟兄的父親楊行昌弟兄，於 4/1安息主懷，享耆壽 94歲。謹訂
於 4/26(六)12:00 於二殯至真三廳舉行告別禮拜，由父親所屬的古亭教會主
責，並將安置於新店的長樂公墓，請兄姊關心並為家屬代禱。 

藝文消息 
本會會友郭嘉琳老師將於 4/26(六) 14:00 假台灣大學藝文中心 
雅頌坊(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主辦音樂會｢夢與復原 
－長笛與鋼琴的對話」，並在會中發表自己創作的三首曲子。 
歡迎教會兄姊屆時蒞臨欣賞樂音。詳細請參考 QR code：        

週報福音問答 (試問，您會怎麼回答？) 
問題 17：基督徒太落伍了，今日科學發達，人類早已上太空了，基督徒仍
不改初衷，堅持聖經真理，誇言上帝創造萬物、掌管一切，這種思想真是
太落伍了，完全不合時代潮流。 

上週週報福音問答 
問題 16：佛教、道教才是我們自己祖宗傳統的宗教，基督教只是洋教、外
來宗教，是西方文化侵略、帝國主義的工具，令人痛心，我信不下去！ 

佛教起源於印度，由釋迦牟尼創立，強調解脫輪迴之苦。於東漢時期
傳入中國，最初也被視為外來宗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才逐漸融入中國
文化，形成獨特的漢傳佛教，並對哲學、藝術、建築和文學產生了深遠影
響。同時，佛教的輪迴與因果觀念也深刻影響了華人的世界觀和倫理觀。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起源於先秦時期的道家思想，在東漢時期逐
漸發展為有組織的宗教。道教強調與自然和諧共處，追求長生不老和精神
超脫，對中國的醫學、養生、藝術和科學有著重要貢獻。例如道教的煉丹
術對化學的發展有啟發作用；唐宋時在宮廷受重用，也跟道士提供醫療及
養生有關。 

回顧歷史，佛教和道教在發展中既有競爭也有融合交流。然而，兩者
對於神祇觀念其實有很大的差異，原始佛教不信有神，後來卻相信有佛陀
和菩薩等無數鬼神。道教有豐富的神仙體系，包括玉皇大帝、三清道祖、
八仙，並加上歷代忠臣和名人，如岳飛、鄭成功、媽祖等。如果我們說，
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是要認識所信是誰，然而在中國佛道融合中，對於信仰
對象，卻很難有整全的理解。 

基督信仰源於信仰耶和華上帝的以色列民族，但從耶穌門徒向外宣講
後，逐漸擴展並超越原本的種族及文化界限，強調普世性和愛的核心價值，
傳遞「創造宇宙萬物之上帝」的愛與救贖。至於文化侵略的觀點，在歷史
上基督教的傳播確實伴隨著帝國主義的殖民活動，但這並不代表基督教的
本質是如此。如果您感到痛心，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基督信仰的核心信息
是愛與希望，並不是壓迫或侵略。或許可嘗試從這角度重新審視基督教，
看是否能在您的生命中帶來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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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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為身心靈軟弱，需要人陪伴協助的人代禱。 

(5) 請為身體健康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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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世界 
美國向各國加徵關稅，全球經濟產業結構大受衝擊，對世界民生造成的影

響既深且遠，報復對立的情绪也更形激化。祈求始終在風浪中掌權的主，

引導各國領袖做出有智慧、合公義的決策，成為萬民祝福。 

3.為台灣 
將台灣的和諧、進步、安全都仰望交託在上主手中。在此關係國人未來

的關鍵時刻，求主幫助台灣全民上下都有明辨是非的智慧，走合神心意

的道路。  

4.為教會 

(1) 今日是復活主日，舉行復活節清唱劇禮拜，請為許多兄姊邀請的慕道朋友代

禱，願上帝聖靈透過音樂與禮拜信息，深深地觸摸來到當中每個人的生命。 

(2) 請為 4/20 開始，為期八個月的＜愛祢愛我速讀主言＞聖經速讀活動禱告，

求上帝幫助參與的眾兄姊，能在過程中彼此激勵，更在讀經中遇見神。 

【為教牧團隊禱告】 

本週為蔡維倫牧師禱告，求上帝賜予牧師有智慧的心，時常敏銳聖靈的引導。

也為牧師在本週信息中釋放至真的感動代禱，願講者與聽道的眾人同蒙聖靈感

動與造就。也請為維倫牧師的家庭禱告，求上帝看顧雅莉牧師的服事和沛琳的

學業，都蒙上帝恩寵與美好祝福。 

5. 為田豐肇牧師、胡敏慧傳道師代禱～目前在校園團契服侍(竹苗區) 

(1) 為 5/17(六)-5/18(日) 在新竹聖經學院舉辦的新竹區大專福音營（竹大福）的

籌備禱告，求主預備合適的講員，幫助同工預備心為主所用，也感動青年學

子踴躍報名。 

(2) 目前預算尚不足約六萬元，求主親自供應，也為各團契補助費用的決定禱告。 

(3) 為豐肇牧師、敏慧傳道身心靈健壯，服侍滿有從神來的能力、智慧與恩典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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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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21 

幼幼 大 13 小 9 780 

幼主 9 800 

小計 36,601 

月定奉獻 

080210 500  

070355 1,000  

070405,110040,110452,110525 

130060,140077,170002 2,000  

070404,110166,110415 3,000  

040011 4,000  

170078 5,000  

200014 7,000  

120198 8,000  

070249,120089,150088 10,000  

113089 16,000  

小計 94,500 

感恩獻金 

有志 100  

160018 500  

080210 1,000  

100097,140036 2,000  

140100 3,500  

080212 6,000  

120201 60,000  

小計 75,100 

宣道基金 

170002 500 

040128 1,000 

小計 1,500 

場地奉獻 

幸福讀書會 500 

緬甸震災 

110141 700  

100025,110166,110224,120178 

140004 1,000  
 

080308,110479,130058,150088 2,000  

070394 2,500  

140031 3,000  

070009 5,000  

小計 24,200 

南園教會 

070249 5,000 

玉山神學院 

120020 2,000 

親子小組 

聚會獻金 1,200 

總務事工 

110024 30,000 

青年團契 

聚會獻金 2,610 
 

 

 

【4/12~4/18 週間奉獻明細】 

日期 方式 代號 金額 

月定奉獻 

04/12 轉帳 070019 15,000 

04/13 轉帳 080291 2,000 

04/13 轉帳 090068 5,500 

04/13 轉帳 110025 14,000 

04/15 轉帳 150061 13,000 

04/15 轉帳 130108 15,000 

04/15 轉帳 130102 28,000 

04/16 轉帳 090001 20,000 

04/16 轉帳 140002 240,000 

04/18 轉帳 080261 4,000 

04/18 轉帳 070082 8,000 

緬甸震災 

04/13 轉帳 070220 7,000 

04/15 轉帳 984003 50,000 

04/15 轉帳 984002 50,000 

04/15 轉帳 984004 100,000 

宣道基金 

04/13 轉帳 110025 26,000 

感恩奉獻 

04/12 轉帳 120106 60,000 

04/13 轉帳 140095 1,000 

行動支付不記名奉獻 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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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6 
中信 **27970 

(為緬甸) 
台新 5,000 

04/07 
郵政 **86519 

(為緬甸) 
台新 3,000 

04/11 郵政 **00101 台新 3,000 

04/17 華南 **46866 台新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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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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326 第二堂禮拜 主日 10:00 三、四樓禮拜堂  253 

第三堂禮拜 主日 11:30 五樓禮拜堂      33 

第一堂會前禱告 主日  8:20 五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10 
4/27 第二堂會前禱告 主日  9:50 三樓禮拜堂 教牧團隊 20 

第三堂會前禱告 主日 11:00 五樓禮拜堂 敬拜團 10 
禱告會 週四 19:30 1F01 楊博文牧師 48 4/24 
早禱會 週五  8:40 2F02  陳群鈺傳道 4 4/25 

☺松年團契 主日  8:40 1F01 聖經考古/鄭維新長老 12 4/27 
☺成人團契 主日  9:00 2F02 獻詩練習 31 4/27 
婦女團契 週二 10:00 1F01 運動/姜智兼 26 4/22 
☺方舟團契 主日 13:00 7F03 福音與你/林瑜琳老師 16 4/27 
青年團契 週六 19:00 B1 禮拜堂 信仰活動 27 4/26 
少年團契 週六 19:00 B2 禮拜堂 專講 22 4/26 

☺腓立比小組 

主 
 
 
 
 
日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6F02 陳詞章小組長 8 5/4 

☺腓立比小組 每月第 3 主日 11:30 6F01 謝敏圓長老 9 5/18 

☺喜樂小組 每主日 10:00 6F05 林嘉慧姊妹 6 4/27 

活水小組 每月第 2 主日 12:00 7F06 吳雅莉牧師 6 5/11 

☺大數小組 每月第 1、3 主日 11:30 7F06 呂秀芬小組長 10 5/4 

依一小家 每月第 2、4 主日 11:30 B101 蔡雅如姊妹 4 4/27 

☺畢契小家 每主日 14:00 6F04 洪婕寧姊妹 4 4/27 

☺親子小組(兒童) 每主日 13:30 7F03 徐嘉鴻弟兄、陳盈嘉姊妹 15 4/27 

甘泉小組 週 
 
二 

每月第 2、4 週二 10:00 6F03 獻詩曲練習 14 4/22 

新苗小組 每週二 19:00 6F01 陳群鈺傳道 8 4/22 

路加小組 每月第 3 週二 19:30 7F06 周德盈小組長 8 5/20 

長輩小組 三 每週三 9:45 1F01 長輩分享、銀髮健康操 54 4/23 

K.B 小組 
週
五 

每週五 10:00 1F01 陳群鈺傳道 18 4/25 

K.Bb 小組 每週五 10:00 約翰館 黃琦娜姐妹 2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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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02 

葡萄樹小組 六 每月第 4 週六 15:00 6F03 黃瑞榮長老  9 4/26 

以斯拉查經班 每月第二主日 8:45-9:50 6F03 高正吉長老 44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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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線上 27 共 45 人 6/07 

撒母耳樂團 主日 12:00 B2 禮拜堂 張中興團長 23 4/27 

希幔詩班 週二 20:00 2F02 范恩惠傳道 15 4/22 

青契敬拜團 週六 15:30 B1 禮拜堂 王暐丞弟兄 5 4/26 

和平敬拜團 週六 14:00   B102 楊承恩執事 5 4/26 

畢契敬拜團 主日 10:00-11:00 五樓禮拜堂 陳約劭弟兄 3 4/27 

和平關懷站 週二~週五 10:00-16:00 1F01-02 創意/20桌遊/23 健身/44 樂活183/39 4/22 

繪畫小組 週三  9:40 6F04-05 張素椿老師 7 4/23 

編織班 週三 10:00-12:00 6F01 張雅琇長老 10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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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姊妹成長讀書會 週五  9:30-11:30 6F02 沈月蓮長老 7 4/25 

插花班 週五 19:00 1F01 李玉華老師 15 5/02 

RGB 攝影團契 每月第 2 週二 19:30 1F01 攝影作品分享 20 5/13 

縫紉班 週六 A:10:00；B:2:30 約翰館 縫紉作品學習 15 4/26 

聚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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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華語禮拜上午 8:30  第二堂台語禮拜上午 10:00  第三堂華語禮拜上午 11:30 
主 任 牧 師 ：  蔡維倫牧師 0921-246-055 weilun992014@gmail.com 
成 人 牧 養 ： 楊博文牧師 0938-011-589 iuphokbun@gmail.com 
青 壯 牧 養 ：  邱淑貞牧師 0909-293-787 chiusc90@gmail.com 
兒 青 牧 養 ：  蔡維倫牧師、邱淑貞牧師  
教 會 電 話 ： 2351-0087   傳真：2351-0118  直播網址右上 https://pse.is/x83n9 

  地      址：  106011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巷 9號 
  網      址：  www.taipeihoping.org     Email：admin@hoping.org.tw 

   

 
邱寶瑩 林芷伊 

洪國財 陳鋒駿 陳信興 
 

 林月桃  
周聰傑 

 林俊宏/張中興  
 何英德  

夫婦 1-2 家 
何堅信 

蔡維倫 

 何堅信  
 周靜瑜  
 許信燦  
 希幔詩班  

 
陳詞章 林威助 
黃潔熙 陳信興 

 

 張世安  
周聰傑 

 吳夏語/墜添成  
 何英德  

家長小組 
陳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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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小 9 
4/27 

幼兒班 主日 10：00 B202-3 千塊金幣的比喻 9 
4/27 

兒童班 主日  9：50 B2 禮拜堂 耶穌的權柄與神蹟 14 

國高中少年主日學 主日 10：00 7F03 教會史(穿插生活專題) 10 4/27 
 

4/20 陳昕 陳群鈺 陳志文 陳昭蓉 楊雅淳 林垠庭 徐仁美 楊承恩 陳怡宜   林予平 

4/27 復活節特別禮拜 李穗玲  陳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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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日期：2025/4/13               經文：創世記 12:7-8， 

約書亞記 24:14-15 

【講道大綱】    

 

前言：「棕樹主日」同時是教會明定的「兒青主日」 

 

甚麼是「家庭祭壇」 
家庭祭壇的定義 

建立家庭祭壇的聖經人物 

 

猶太人的借鏡 
猶太人的家庭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不能只靠教會主日學 

對於父母而言，建立家庭祭壇就是「讓耶穌幫你帶小孩」 

 

結語 
在家中傳承基督信仰，使下一代在年少時期就能仰望上

帝─在困難中信靠祂；不忘記祂的作為，更是心存感恩，遵

上帝心意而行。 

 

【默想與行動】 
1.請設計一個可以在生活中實施的個人祭壇或全家人一起參與

的家庭祭壇。 

 

【金句】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上主)幾時到我這裏來呢？我

要以純正的心行在我家中。」(詩篇 101：2) 
 

 

     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 
        【彼此扶持，傳揚福音】 

 我和我的家都要事奉上主 

邱淑貞牧師 
 
 
 
 
 
 
 
 
 
 
 
 
 
 
 
 
 
 
 
 
 
 
 
 
 
 
 
 
 
 
 

福音週報 

2025年4月20日 

NO.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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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天是｢棕樹主日」，耶穌

基督在這日騎驢進耶路撒冷

城，沿路民眾手持象徵優美、

高雅與勝利的棕樹枝，準備迎

接勝利者和君王的到來。這日

也是受難週的開始。耶穌光榮

進耶路撒冷，也逐步走向十架。 

同時，今天也是教會明定

的「兒青主日」，所以我們有

看見少年團契的獻詩，他們為

了預備這次的獻詩花了好幾

個禮拜的時間認真練習，願上

帝悅納他們全心全意地付出

時間、用心的預備。 

在兒青主日的今天，我們

要來思想關於｢家庭祭壇｣與

基督徒的關係。 

 

 
二、甚麼是｢家庭祭壇」 

(一)｢家庭祭壇｣的定義---簡
單來說 ｢家庭祭壇｣即｢一
家人舉行的家庭禮拜｣。 

記得在之前服事的教會，

曾經探訪過一個很特別的家

庭。這個家庭每天晚上準時十

點舉行家庭禮拜，而且兩個還

在就讀大學的女兒一定會在

十點前趕回家裡和父母一起

禮拜。 

印象最深的是我問這位

在｢血汗公司｣工作的爸爸：｢

如何在繁忙的工商社會中維

持每日舉行家庭禮拜的習慣

呢？」他回答了一句很耐人尋

味的話：「我每天都求上帝保

守這段家人一起舉行家庭禮

拜的時間，求神讓家人能不受

任何阻擾的參與在家庭禮拜

中。」 

各位兄姊，你有發現嗎？

「看重家庭禮拜」跟「維持形

式上的家庭禮拜」有多麼不同

的差別。 

如果只是為了維持「家庭

禮拜」的形式，而不是真的看

重家人如何在「家庭禮拜」中

彼此分享生活中的信仰價值

觀、靈命的增長經驗，我們便

很容易就會被其他的事物所

吸引。甚至還會覺得舉行「家

庭禮拜」是一種「犧牲」；因

為它讓我們犧牲了在閒暇時

間可以擁有「更精彩的生活內

容」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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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聖經中建立家庭祭壇的人，並

且學習他們的行為！  

 

(二)建立家庭祭壇的聖經人物
---以亞伯拉罕(亞伯蘭)
為例 

亞伯拉罕的祖先原本是

住在異教文化的迦勒底吾珥，

這裡可說是當時的文化、商業、

政治、軍事及交通重鎮，當時

他還是名為亞伯蘭。上帝在示

劍摩利橡樹那裡向亞伯蘭顯

現，他就在那裡築了一座壇

（創 12：6-7） 

於是 75 歲的亞伯蘭，帶

著家眷─妻子撒萊、侄子羅得

及所有的財物，往不知去向的

目的地移動。在抵達迦南地的

希伯崙之後，亞伯蘭便在幔利

的橡樹紮營並為耶和華上帝

築了一座壇(創 13：18)。 

從這些記載，我們看到亞

伯拉罕，無論遷居到甚麼地方，

都以｢築壇」來向上帝求告。 

這樣的行為深深影響他

的後代，直至以撒成年獨立之

後，他也是隨著父親的腳步，

每遷移到一處落腳之地便會

築壇獻祭。可以確定─亞伯拉

罕和以撒就是因為有著在該

地生根落腳的決心，才會築壇

獻祭！ 

我們可以說「築壇」的舉

動是代表這一家人希望能在

這塊地土上共同經營他們的

生活，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一

家人打算在這個共同生活的

地方完成神對於每一個家庭

成員中的計畫。 

從這位聖經人物，我們學

習到，無論遷居何處，均需「築

壇」，求告上帝的名，也就是

重視敬拜上帝的事。 

建立「家庭祭壇」，讓信

仰生活化，使信仰可以逐代傳

承。就像亞伯拉罕；以撒一樣

（創 26：25），雅各也是如此

（創 33：20，25：1）。 

 

 
三、猶太人的借鏡(從一部雋

永的電影-《屋頂上的提
琴手》談起) 

這張圖是描述主人翁一

家在安息日家庭印象中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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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一景：恪守安息日傳統

的一家人。以敬拜上主啟始，

末後以父親的祝福來結束整

個家族的敬拜。 

 

 

 

 

 

(一)猶太人的家庭宗教教育 

從西元前700多年至1948

年，流亡世界各地二千餘年的

猶太人，長期處於流浪散居的

狀態，也曾經受了反猶主義的

迫害壓制，幾百萬猶太人死於

非命。 

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沒有

國家的保護，為什麼他們始終

能保持民族的獨立性與文化

延續？想來，｢宗教教育｣(特

別是家庭宗教教育)佔了很大

的功勞。 

猶太人是一個看重教育

的民族，在家庭中，父母更是

在養育外還要負起了教導的

最大責任。我們可以從聖經中

看見父母親對教育的重視分

成三方面： 

1.指導謀生能力---猶太

父母認為若沒有教孩子獨立

有一技之長，無異於教他做盜

賊(啃老族)。 

新約中我們看到的情形

通常是「子承父業」，例如：

保羅是織帳篷，耶穌則是木匠

(徒 18：3；可 6：3) 

 

2.做人道理、品德培養不

可廢---給予正確的人格培養。 

就像箴言 22：6所說：「教

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離。」但是管教也應

該要合宜，不要過分偏激，像

箴 19：17所提醒的：「趁還有

指望，管教你的兒子，不可執

意摧毀他。 (和合 2010)  

「趁兒女年幼可教時，應

即時管教，但不可過激，以致

毀滅了他們。(現代中文譯本

2019)。｣ 

 

3.宗教教育---藉著每日

的祈禱和看重節日，使兒女認

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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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將之視為比前兩

點還重要的神聖使命。傳統猶

太家庭是以猶太經典為孩子

的啟蒙教材，啟蒙教育更是由

母親開始。孩子五歲就開始以

申命記作為學習律法的基礎

課程，也學習摩西五經、歷史

書和先知書，目的是確保每個

猶太人都能閱讀和理解律法，

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上帝的

律令，成為一生的幫助。 

 

(二)宗教教育不能只靠教會主
日學 

 來看一份來自 2022年的

台灣教會教勢的資料：聚會總

人數為 445,727人，其中青少

年（包括國中、高中及大學生）

有 53,574 人，兒童有 54,293

人，兩者人數相當。 

然而，進一步探究會發現

小學有六個年級，而國、高中

及大學共有十個年級，但兩者

人數竟然相當，這顯示出青少

年族群的流失極為嚴重。 

反思目前教會兒童及青

少年的牧養現況，儘管主日學

老師和青少年輔導投入了大

量精力，但面對現今網路文化

及多元的價值觀，僅靠每週約

兩至三小時的聚會來提升青

少年的靈性成長是有其限制

的。 

另一方面，隨著教會組織

發展越來越成熟，許多父母將

教養孩子的責任交給教會，自

己卻疏於承擔。在缺乏家庭牧

養的情況下，不僅難以實現信

仰生活的具體化，也削弱了家

庭對信仰傳承的影響力。因此，

建立｢家庭祭壇」是一件非常

重要也必須要重視的事。 

 

(三)對於父母而言，建立家庭
祭壇就是｢讓耶穌幫你帶
小孩」 

從市面上汗牛充棟的親

子教養書，我們便知道在這個

家庭功能外移給保母、托嬰、

安親班、補習班…...的時代，

許多父母對於養兒育女其實

有著許多焦慮。 

想一下，把孩子生下來除

了達到基因血統的延續之外，

還有甚麼重要意義呢？ 

請來看一段經文：｢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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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兒

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之下，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贖

出來，使我們獲得兒子的名分。

因為你們是兒子，上帝就差他

兒子的靈進入我們。可見，你

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子了，既

然是兒子，就靠着上帝也成為

後嗣了。｣(加 4：4-7) 

我們要從｢與三一真神同

工的馬利亞｣之角度來思想這

段經文。 

在路加福音書中，稱馬利

亞為｢是女子中最蒙福的」(路

1：42)，但這位｢最蒙福的女子」

其實在教養、陪伴孩子的經歷

中卻是多受苦難。 

最先因為聖靈感孕，她承

受｢未婚懷孕｣之罵名，險險被

善良的未婚夫約瑟暗暗解除

婚約。 

再來是她臨產時卻找不

到合宜的地方，只得暫借旅店

旁的牲畜圈舍產子，孩子包白

布置於馬槽內。 

孩子稍長後又得逃命至

埃及，因為希律王意欲殺害治

下所有兩歲以下的男嬰，因為

其中一位對他坐穩王位有礙。 

好不容易孩子平安長到

12歲，這位青少年耶穌似乎讓

馬利亞充滿不解，就像現代的

父母，面對青春期的孩子那般，

顯得不知所措與充滿困惑。 

待孩子成年了，這位母親

面對的是孩子終年不在身邊，

連話都鮮少說上幾句。最讓人

不忍心的是她要直視那辛苦

懷胎 10 月生下的孩子，受盡

輕視、嘲弄、虐打，最後被釘

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馬利亞的生養耶穌

基督，卻是三一真神的拯救計

畫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 

各位父母親、阿公、阿嬤

們，您們想過嗎？您們對孩子

的教養看顧，帶領他們在充滿

基督信仰的家庭氣氛中日漸

成長，不也是參與在三一真神

的拯救計畫、與上帝同工嗎？ 

不過，因為社會型態的改

變，許多兄姊未必踏入婚姻中

建立家庭，或是因為配偶的信

仰與自己不一樣，所以｢建立

家庭祭壇｣這回事似乎與自己

毫無關係。所以，今天這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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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與單身的兄姊或信仰不

同的夫婦無關呢？ 

我要跟大家說的是─家

庭祭壇一定要先從個人開始，

從個人天天為家人禱告後，再

經由夫妻天天一起交通禱告，

以致達成全家一起有家庭祭

壇的目標。因此，祭壇得先從

自己築起。 

還記得雅各在伯特利夢

見天梯，醒來後在醒來之處興

建祭壇的事蹟嗎？當時的他

因為搶了兄長以掃的長子名

分，怕以掃氣極而殺了他，因

而出逃投奔舅舅拉班。 

當時的他也還是個年輕

單身漢(羅漢腳)而已呢！所

以建築｢家庭祭壇」是每一個

基督徒都應該重視的事。 

 

 

 

 

 

 

 

結語 

在家中傳承基督信仰，使

下一代在年少時期就能仰望

上帝─在困難中信靠祂；不忘

記祂的作為，更是心存感恩，

遵上帝心意而行。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您

也願意在您的家庭中建立起

「家庭祭壇」嗎？ 

藉著「家庭禮拜」回應神

的呼召，用神的話語儲備信仰

的力量來面對世界種種的挑

戰，禮拜時間或許不用太長，

內容可以包含唱詩、讀經、分

享家庭成員的生活體驗和代

禱事項…，甚至還可以和家人

一起設計活潑又有創意的家

庭禮拜呢。 

親愛的兄姐，心動了嗎？

期待您心動之餘能進一步身

體力行，和您的家人一起興建

家庭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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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樂活讀經計劃 
2025年 4月 21日至 4月 25日 

日期 經文 默想題目 

4/21 
(一) 

歷代志下 
第 9章 

1.示巴女王看見、聽見所羅門所行與所說智慧言語，
不禁使她開口大大讚美上帝。想一想，別人也能從
我們的生命聽見、看見上帝動工的恩典痕跡嗎？ 

2.上帝賞賜我甚麼樣的角色與職分？我可以如何善
用並成為眾人的祝福？ 

4/22 
(二) 

歷代志下 
第 10章 

1.大衛留給所羅門建造上帝聖殿的藍圖，所羅門留
給羅波安的是國家強盛富足，但在羅波安接續為
王之後，迎接的卻是敗壞與分裂，這是為什麼？請
試著陳述原因。 

2.從本章記事，想一想，我們期待留給後代的是什麼
傳承？ 

4/23 
(三) 

歷代志下 
第 11-12章 

1.請細讀 11章，你認為猶大國地位堅固，在羅波安
的統治下得以強盛三年的關鍵是什麼？這給我們
什麼啟示？ 

2.當羅波安和猶大領袖們在上主面前謙卑認罪，上
主的怒氣就轉消了。請回想我們是否也曾在悔改
認錯中再次領受上主慈愛以待？ 

4/24 
(四) 

歷代志下 
第 13-14章 

1.請思想是否在我們的生活中正充斥著高牆或圍
壘？是不是可以學習亞比雅，倚靠上帝，將我們的
憂懼交託祂來勝過。 

2.亞撒一生行事敬畏上帝；並服從祂的教訓和誡命。
懇求上帝幫助我們學習亞撒的模範─認定上主是
我們的上帝，也能用我們的生命故事影響身邊的
人尋求上帝、遵行祂的誡命。 

4/25 
(五) 

歷代志下 
第 15-16章 

1.先知亞撒利雅對亞撒說：「...順從耶和華，耶和華
必與你們同在... 尋求他，就必尋見... 離棄他，
他必離棄你們。」(第 2 節)這句話對我們有什麼
啟示？ 

2.亞撒王在位第 36年犯了和他的先祖一樣的錯誤─
─忽略上帝一貫的保護，卻尋求以「和強國結盟」
的方式來避過戰禍。請回想我們是否常常忘記上
主使人得勝不在於「倚靠刀槍」，而是全心謙卑尋
求祂、並且信靠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