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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 

各單位首長及小組 

同工就任授職禮 

關懷小組出發主日 

                              主後 2025 第 1 週 

 

 

 

 

 

 

 

 

 

 

 

 

 

1/5 撒母耳記上 10 章 1/9 撒母耳記上 14 章 

1/6 撒母耳記上 11 章 1/10 撒母耳記上 15 章 

1/7 撒母耳記上 12 章 1/11 撒母耳記上 16 章 

1/8 撒母耳記上 13 章 1/12 撒母耳記上 17 章 

 
 

 

 

 

 

5 本主日(1/5)聯合禮拜中舉行各單位新任 

  首長及牧區新任區長、小組長、副組長 

  及屬靈家長就任的授職禮 

5 本主日下午 1:00 召開定期小會 

5 下主日(1/12)舉行第一次聖禮典 

5 訂下主日(1/12)進行 2024 年度財務檢帳 

5 第十八期基要真理班訂 1/17 開課 

5 肢體代禱 

 

 

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本週信息：為要事奉主 
 

經文：使徒行傳 6:1-7 
 

下週信息：充足信心、宣認盼望、 
激發愛心 

經文：希伯來書 10:19-25 
  

 

 

 

教會奉獻帳戶：元大銀行三重分行 

戶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重新教會 

銀行代碼：806 

帳號：00108265692012 

若有匯款，請通知教會辦公室。 

 
日期 星期 重要事項 

◆1 月 5 日 日 

各單位首長及小組同
工就任授職禮/小組出
發主日/小會 

◆1 月 12 日 日 
第一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主日/檢帳 

◆1 月 14 日 二 
中會第一次會議：永
光教會 

◆1 月 17 日 五 基要真理班開課 

◆1 月 18 日 六 
長執司禮訓練會/招待
及司獻同工服事訓練 

◆1 月 19 日 日 
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牧養會議 

◆1 月 26 日 日 
定期信徒會員和會聯
合禮拜 

◆1 月 29 日 三 新春稱謝禮拜 

◆2 月 2 日 日 新春假期(聯合禮拜) 

◆2 月 8 日 六 補班補課 

◆2 月 9 日 日 什一奉獻主日/長執會 

◆2 月 16 日 日 原住民事工奉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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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小組出發主日聯合禮拜程序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黃依文長老           司琴：潘翊丰弟兄 

 

序    樂…………………………………………………………………司   琴 

～～(聖詩第 43 首 世間眾人攏著恬靜)～～ 

宣    召…………………………………………………………………司   禮 

詩歌讚美 ………………………………………………………撒拉弗敬拜詩班 

1. 差遣我、2.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祈    禱………………聖詩第 334 首 主，求祢憐憫阮…………… 司   禮 

聖    經 ………………………使徒行傳 6:1-7………………………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 ………………………愈事奉愈甘甜………………………敬拜詩班 

講    道………………………「為要事奉主」………………………主   禮 

祈    禱…………………………………………………………………主   禮 

授 職 禮………………聖詩第 382 首 我的性命獻互祢…… 主禮/新任同工 

          (1)各單位首長、詩班及敬拜團 

          (2)牧區區長、小組長等核心同工 

見證分享……………………………………………… 牧養部部長田偉程長老 

          (1)施庭榆 

          (2)施吏權 

          (3)呂馥庭 

出發影片…………………當起來建造‧向標竿直跑…………………會   眾 

宣    告………………………把愛全部活出來………………………會   眾 

奉    獻 …………………………獻上自己………………………… 司   獻 

事工報告…………………………………………………………………司   禮 

頌    榮 ……………聖詩第 392 首 謳咾上帝萬福本源……………會   眾 

祝    禱…………………………………………………………………主   禮 

阿 們 頌…………………………………………………………………會   眾 

祝福與差遣…………………………………………………………… 敬拜詩班 

默    禱…………………………………………………………………會   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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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服事 

本          週 下          週 

各單位首長及小組同工授職禮 

小組出發主日聯合禮拜(上午 10:00) 

第一場台語禮拜 

 (上午 9:30) 

第二場華語禮拜 

(上午 11:00) 

主    禮 林文良牧師 林文良牧師 

司    禮 黃依文 謝惠聰 

司    琴 潘翊丰 ─ 潘嬿如 ─ 

司    獻 高榮樹、王秀蓮 ─ 彭瑞旺、陳昭如 宋秀真、汪嗣軒 

敬拜讚美 
撒拉弗 

敬拜詩班 
─ 敬拜詩班 

DREAM 

敬拜團 

音    控 吳青峯 ─ 吳青峯 吳青峯 

一樓招待 楊明樹、周詳人 ─ 許棟樑、江濟中 ─ 

二樓招待 
洪哲偉、陳美鳳 

林承億、蔡淑閔 
─ 周美桃、林鐘蜜 范素鐘、林宜叡 

司值長老/執事 謝惠聰/林恆欣 林仁堅/雷慧敏、高榮樹 

 

 

 

 

 

 

 

 

 

 

 

 

 

 

 

 

 

 

 

 

 

 

 

 

 

 

 

 

 

 

2024/12/29新任長執授職禮 

2024/12/28青少年牧區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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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小組聚會(1/5~1/11) 

一、凝聚：舒適環境、破冰活動(15分鐘) 

二、榮耀：為榮耀上帝而唱，生活見證(20分鐘) 

三、成長：分享實踐上帝的話使生命得到成長；分享單獨會主 QT 領受(45 分鐘) 

(1)信息傳遞：聖經：使徒行傳 6:1-7 (15 分鐘) 

講道大綱及筆記欄(主日禮拜講題：為要事奉主) 
 

一、 序言： 

1. 本主日舉行各單位首長及牧區核心同工的授職禮，誓約就任來服事主的教

會。 

2. 耶穌復活升天後，相信耶穌的基督徒遭受當日各種逼迫。然而，福音與主
的道是活的，當它們被傳開來的時候，信主的人就越發增添。 

3. 從徒二，我們看見初代教會是一個凡物公用、實踐愛心的運作模式。富足

的人變賣產業，分享給貧窮欠缺的肢體。教會因著實踐主的道得以興旺。 

4. 當教會把優先順序擺在對的地方，上帝便大大賜福教會信仰共同體，帶領

教會向前。 

 

二、 本論： 

1. 有人之處必有不能同心合一（六︰1-2）。 

 

 

 

2. 同心以致分工，分工以致同工（六︰3-4）。 

 

 

 

3. 順服帶來合一與蒙福（六︰5-7）。 

 

 

 

三、 結論： 

所有的同工不只是成為天國資源的好管家，更要緊是成為信心依靠的成全者 

。願所有的同工隨時隨處預備好自己去回應教會聖工的需求。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請描述初代教會當日的光景如何？ 
2. 為何教會越遭逼迫，就越加興旺？ 
3. 有什麼方法讓所帶領的機構單位或小組更加團結合一？ 

 
四、出發：(10 分鐘) 
※為《生命冊》設定對象代禱。為本週關懷行動、關懷活動代禱。 
※若你尚未受洗，歡迎向牧師、小組長報名洗禮，以利安排受洗課程。 
 
五、加速：(10 分鐘) 
※傳遞教會消息。小組參與教會服事代禱。為教會事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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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主日聯合禮拜中舉行各單位新任首 

長及牧區新任區長、小組長、副組 

長及屬靈家長就任的授職禮。 

請新任同工預備心就任(敬稱省略) 

敬拜詩班：蘇錦淑。 

以勒敬拜團：許天威。 

撒拉弗敬拜詩班：田偉程。 

DREAM 敬拜團：張雲德。 

主日學校長：廖弓普。 

松年中心：謝惠聰。 

第一牧區-區長：胡瑞娟，小組長- 

迦勒小組：林鐘蜜，多加小組： 

周美桃。 

第二牧區-區長：林致秀，小組長- 

路得小組：王秀蓮，路加小組： 

陳美鳳，路義思小組：王雪美。 

第三牧區-區長：高榮樹，小組長- 

恩惠小組：蘇筠茹，蒙恩小組： 

劉嘉雪，蒙福小組：宋秀真。 

第四牧區-區長：蔡淑閔，小組長- 

恩典小組：范順彰，恩慈小組： 

劉俊宏，恩光小組：范素鐘。 

第五牧區-區長：林信欣，小組長- 

以馬內利小組：陳翠娥。 

第六牧區-區長：吳炘達。 

第七牧區-區長：廖弓普，小組長- 

約書亞小組：詹重信，感動小組： 

杜宛玲。 

第八牧區-區長：林仁堅，小組長- 

活水小組：黃依文，泉源小組：洪 

純純、王熙銓。 
讀經班-班長：朱敏莉。 
 

2. 本主日下午 1:00 召開定期小會，請 

小會員致意出席。請接受成人洗禮者 

劉秀嫚姐妹、黃凌莉姐妹列席。 
 

3. 每月份單獨會主 QT 日程表回報 

牧區小組：請小組長將十二月份參 

與靈修讀經的人數，在本主日以前 

回報給區長。 

 

 

 

 
4. 下主日(1/12)舉行第一次聖禮典 

請信徒兄姐預備心與主同桌，領受 
主的寶體。 
 

5. 訂 1/12 主日進行 2024 年度財務檢帳 

下主日下午 1:00 進行教會財務、社 

區牧區財務的檢查。請財務組及 

2024 年檢帳委員進行檢帳作業。 

◆檢帳委員：吳歆慧、杜宛玲。 
 

6. 還未簽署個資使用同意書的信徒兄 

姐，簽名後請儘快交給各區長或冠 

儀幹事，轉交教會收集保管。 
 

7. 第十八期基要真理班訂 1/17(週五) 

晚上 7:30 開課 

上課地點：禧年館，六次上課時間 

：1/17、1/24、2/7、2/14、2/21、 

2/28。請鼓勵慕道友、小組新家人 

或沒上過基要真理課程者，向辦公 

室報名參加。 
 
8. 訂 2025/1/26(主日)召開定期會員和 

會，為編輯和會手冊，請各部部長 

將 2024 年聖工報告及 2025 年聖工 

計畫在本主日前交給辦公室。字面 

報告格式與事工研討會手冊相同。 
 

9. 2025 年的全教會大掃除安排 

麻煩各位兄姊一起協助幫忙，謝謝 

大家！ 

1) 時間：1/5、1/12、1/19 禮拜後，請 

各單位自行選擇方便的時間。 

2) 區域分配：各固定使用的單位、部 

門、牧區、小組、敬拜團等之場地 

、櫥櫃、器材。 

3) 清掃重點：雜物清除、表面清理擦 

拭、擺放整齊。 

◆冷凍櫃也需清理，個人食品請儘快取
走，之後會全部清除乾淨，及做除霜處
理，請會友兄姊配合。 
 
 
 
 
 
 
1. 肢體代禱 

住院中：林煦恩、施姬美。 
 
 
 

肢體交通&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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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靜養： 

秦之喜、林曾根、呂福來、陳玉山
(朱敏莉姐先生)、宋錦文(高秀蘭姐先
生)、黃素蘭、楊秀圓(熊慶春長老娘) 

、許香、陳信結(王金美姐先生)。 

長照安養： 

楊洪凌(土城健生護理之家)。 

居住國外及出國工作者： 

黃淑芬、李淮(法國)、、林宜臻(荷
蘭)、林育甫(澳洲)、林廷安(馬尼拉) 

、官翰傑(荷蘭)、鄭春山(杭州)。 
 
 
 
 
 
 
1. 第 62 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 

由總會大專事工委員會主辦，時間 

：2025/1/19~1/24(週日~五)，地點： 

新竹聖經學院。歡迎就讀大專院校 

及研究所學生報名參加，詳閱布告 

欄。 
 
 
 
 
 
 
明細刊登於副堂布告欄 
12/29主日禮拜奉獻 

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7,800 

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5,353 

第一場主日禮拜獻金 上週小計：
10,647 

第二場主日禮拜獻金 上週小計：4,706 

節期-新春奉獻 上週小計：500 

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64,600 

建堂基金奉獻 上週小計：102,000 

◎2024年建堂基金累計3,538,700元 

(1/1-12/29) 

對內-兒童牧區 上週小計：3,000 
對內-青少年第六牧區 上週小計：1,000 
 
 
 
 
 
 
敬拜詩班 

1. 本主日獻詩曲目：愈事奉愈甘甜。 
 

第二場禮拜事工 

    下主日(1/12)由 DREAM 敬拜團主 

領敬拜，敬拜詩歌曲目：1. 主祢是我 

 
們的太陽、2. 當祢找到我。 
 
◆社區部消息 

1. 松年中心第 35 期將於 2025/3/6 開
學，請新舊同學們注意開學時間。 

2. 跳跳樂律動班放寒假，預計明年三
月份正式開課。 

 
第六牧區近期聚會 

日期 盼望 橘色思 

1/5 
各首長同工授職禮 

聯合禮拜小組聚會暫停 

1/12 
靈命日糧- 

輔導群 
 
兒童牧區近期聚會 
◆聖經故事分享： 

  1/5聖經故事主題：我們一起來建造- 

  我們要回家鄉 

  1/12聖經故事主題：我們一起來建造- 

  重新敬拜上主 

◆主日聚會時間： 

  上午 9：00-10：30 於禧年館 

日期 詩歌、司琴 故事信息 招待 

1/5 幸佑老師 智媖老師 
宥欣 

以靖 

1/12 秀真老師 淑芬老師 
希恩 

以晨 

◆本季的主題為「我們一起來建造」，
本週故事主題為「我們要回家鄉」，本
課故事講述南國猶大人民因為離棄上帝 

，導致上帝興起巴比倫國打敗他們，並
將其人民擄至巴比倫為奴長達七十年。
雖然上帝是審判的主，卻也是充滿憐憫
與慈愛的上帝，他透過先知耶利米發預
言，在猶太人被擄七十年後，他將再次
帶領他們回到家鄉，實現他的應許。 

◆本週的故事要告訴小朋友，透過上帝
實現先知耶利米所說的預言，感動塞魯
士王讓猶太人回到家鄉的故事，教導小
朋友知道上帝是歷史的主宰，上帝的應
許永不改變。本週金句：「我(上帝)要把
那些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帶他們返回
這塊土地」(耶利米書 24：5-6)。 

◆下個主日(1/12)主日學預計要來年終大
掃除，來整裡我們每個星期用來聽故事 

、唱歌、玩遊戲、吃點心的禧年館，歡
迎小朋友們一起來打掃環境。 

本會其他活動 

教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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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29 主日講章 

 

以基督為中心 
                                                                                                                                                 

     

    本主日是今年 2024 年最後一個主日，信徒在年初的第一主日遵守主日，
到年底的最後一個主日仍堅守主日到底。本主日照預定舉行新任長執授職禮，
讓眾信徒在 10/20 的會員和會所選出所有的新任長執，藉著在上帝與眾人面前
誓約任職，而會眾一起來見證他們的就任。 

    教會長執的改選任務每四年一個周期，周期之一即每一年改選 1/4 的長執 

︰兩名長老，四名執事。這些 1/4 的新任長執，和 3/4 的現任長執，一起分別
組成由八名長老加上牧師組織的“小會”，以及由廿四名長執加上牧師組織的
“長執會”。小會與長執會都是教會的領導團隊，各盡各執，分工同工，來領
導及牧養教會，並透過宣教使教會得到發展。2025 年新一任期的 2 名長老，其
中 1 名是由執事起來擔任長老﹔至於新一任期的 4 名執事，其中 2 名是由信徒
中產生。教會同工有承先啟後的精神，有活水注入在長執團隊裡，這是正面的
循環。 

    眾信徒當時時從背後為長執們代禱，長老與執事都是上帝親自揀召的，他
們必須帶著同主捨己的心志去服事主的教會。其實，社會上並沒有這種無給
職，卻又必須付出生命去服務的，因此長執受上帝揀選去事奉教會，是甘心樂
意的，是崇高的事奉，我們稱那樣的事奉叫“聖職”。 

    每一位長執如同初期教會的福音使者，事奉基督，事奉教會，事奉信徒，
事奉福音。事奉很好，但我們要如何分辨一個人的事奉是出於福音呢？事奉當
然要以神而不以人為中心。所以，在本週小組聚會第一個問題討論，分享信徒
可以在哪幾層面為長執代禱。舉例來說，在小組聚會中，要是輪到我分享的
話，我想在這個人心思想多變或者變化莫測的世代當中，最重要的是為長執他
們的生命禱告，使他們的心與手所做出來一切的工是向著神，永遠以耶穌基督
為中心。 

    我想在這世上，有許多忠心的牧者，因著他們服事神、牧養教會所帶出美
好的典範及名氣，值得其他牧者效法學習。不過，在今日長執授職禮當中，我
不提當代教會的任何牧者，我要提初代教會時期的一位福音使者，也就是外邦
人的使徒保羅。保羅事奉的榜樣，不看人的情面，而是看神的旨意；保羅的事
奉倚靠福音權柄，不依靠人的名望。 

    保羅以身示範地牧養教會，初代教會信徒則學習保羅用生命服事主與教會 

，使主的教會健康茁壯，帶給我們重新教會眾長執真正的事奉榜樣，他所領受
的福音、職份及事奉，都是從主而不是從人來的。加一︰11-12 說︰「弟兄們 

，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 

，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保羅雖然見過使徒們，也
跟他們交往過，但他自己承認他領受福音的過程與他們沒有關係，是直接從主
耶穌來的。 

    牧者要特別從保羅分別三次跟眾使徒的見面的事件來舉例，使我們可以學
習及效法他是怎樣倚靠福音權柄，而不依靠人的事奉榜樣。也因著這樣的事奉
榜樣，深深影響從主後第一世紀開始，後來各世代眾教會服事主及興旺福音的
典範。 

    1.保羅第一次跟使徒見面︰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加拉太書2: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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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 39 年是保羅第一次跟使徒見面的時間，主後 36 年保羅在前往大馬士
革快抵達的路途中，被基督光照而歸主後，他用三年的時間到阿拉伯去退修、
整理及充實信仰。保羅信主三年後才到耶路撒冷去想跟所有的使徒交往，但大
家都害怕他，沒人相信他是使徒。保羅只見到當時教會的領袖彼得與雅各，跟
他們兩人交通，並分享他信主的過程與對主耶穌的經歷。 

    保羅捨棄死的律法主義，來就活的耶穌基督。彼得與雅各聽了保羅所信的
主，及主的道是跟他們自己所信的是同一位主。今日就任的新任長執，以及所
有的長執，你們服事背後的靠山是上帝，是耶穌基督，是基督的身體教會。 

    2.保羅第二次跟使徒見面︰ 

    主後 49 年是保羅在主後 45-48 年第一次到外邦宣教旅程回來之後，也就是
在出名的耶路撒冷會議中跟使徒們見面。保羅跟使徒一起針對因信稱義的福音
內容互相對話。保羅跟他們說︰「我上耶路撒冷去是遵照主的啟示；在私下會
見那些領袖的時候，我向他們說明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我不願意我過去
或目前的工作落空。……那些被認為有名望的領袖（他們地位高低，我不在乎 

，因為上帝是不以外表來判斷人的），我是說，那些有名望的人並沒有給我什
麼新的指示。」（加二︰2、6） 

    保羅所指“那些有名望的人”，就是耶路撒冷有影響力的長老們、使徒們
及議會中的高層。按照律法主義，外邦人皈依猶太教是該接受割禮的，所以教
會面臨一個難題，那些歸主的外邦基督徒到底要接受割禮嗎？各方不同的意見
在那次會議中激盪，保羅卻堅持所有人是因信耶穌基督是救贖主、是一生之主
而得救的，不是靠任何行為或其他功勞。 

    保羅提到跟他同去的希臘人提多，也沒有被迫接受割禮（加二︰3）。也
因此，保羅跟使徒們達成了一個宣教策略的共識︰「雅各、彼得、約翰，這三
位有名望的教會柱石，既然知道上帝把這特別的使命交給我，就跟巴拿巴和我
握手；既然成為同工，我們就同意：巴拿巴跟我應該到外邦人中工作，而他們
在猶太人中工作。」（加二︰9）請注意，保羅並不是任何使徒的門徒，他乃
跟使徒平起平坐，共商宣教大計。 

    上述正是分工同工的精神。作長執的人當效法保羅站在主的道真理上，不
可真理與邪理不明，是非不分。因此，教會每日單獨會主讀經務必定規遵行，
而且務必禱告，這樣能幫助長執更靠往上帝這邊，而不是更靠往世俗差謬那
邊。 

    3.保羅第三次跟使徒見面︰ 

    保羅第三次跟使徒見面是發生在彼得從耶路撒冷來到安提阿時，當時彼得 

、巴拿巴與使徒們，跟外邦人同桌一起用餐的時候，剛好猶太的教師來到他們
當中，彼得跟巴拿巴就趁虛趕快躲起來，假裝沒有跟不潔淨的外邦人一起吃飯 

，害怕那些猶太人當面責備他們（加二︰12-13）。於是保羅看見，就公開指責
彼得等人的錯誤，會讓外邦基督徒誤解他們是不潔靜的，是不可以跟他們一起
吃飯，除非他們按照猶太律法行了’割禮才得救與潔淨。 

    保羅深知這樣的做法是跟福音真理相互違背的，他用福音權柄指責彼得說 

︰「你是猶太人，而你的生活卻像外邦人，不像猶太人。這樣，你怎麼可以勉
強外邦人過猶太化的生活呢？」（加二︰14）保羅的福音權柄並不任何人給他
的，而是直接從耶穌基督領受的，他的事奉不以人為中心，而是以上帝為中
心。 

    長執在平常生活中，必須活出基督與主的道的樣式。即使看見信徒行為有
任何差錯，當藉著神所給你們的權柄，改正他們錯謬的行為，挽回他們的生
命，使他們走在主的正道上。 
 



當起來建造‧向標竿直跑 

9 

 

  
默想聖經人物 
 

毗尼拿 
 

●經文：「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有一個以法蓮人，名叫以利加拿，……他

有兩個妻子，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兒女，哈拿沒有兒女。這人每

年從本城上到示羅，敬拜獻祭給萬軍之耶和華；……以利加拿每逢獻祭的日

子，將祭肉分給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兒女。給哈拿的卻是雙份，因

爲他愛哈拿：無奈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毗尼拿見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就作

他的對頭，大大惹他發怒，要使他生氣。每年上到耶和華殿的時候，……毗尼

拿仍是這樣惹他發怒，以致他哭泣不吃飯。」（撒母耳記上一：1-7） 

 

毗尼拿子女衆多，就以此自豪。她並沒有因神的恩典而存謙卑感謝的心，反而

口出傲言，看不起哈拿，經常找機會嘲笑她的不生育，以及她婚姻關係的脆

弱。這種過於挖苦別人失敗軟弱的態度，在基督徒中間實在太普遍了，這可能

是從一種不實在的優越感而來。主耶穌曾兩次提醒我們：末後的日子，在後的

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這話也在以利加拿的兩個妻子身上應驗了。毗尼

拿說話狂妄，最後被擱置一旁，而先前被蔑視的哈拿，最後卻蒙神賜福，被神

大大使用。 

 

以利加拿 
 

●經文：「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羅去，要向耶和華獻年祭，並還所許的

願。哈拿卻沒有上去，對丈夫說，等孩子斷了奶，我便帶他上去朝見耶和華，

使他永遠住在那裡。他丈夫以利加拿說，就隨你的意行吧，……但願耶和華應

驗祂的話。於是婦人在家裡乳養兒子，直到斷了奶。……把孩子帶上……耶和

華的殿，……就領孩子到以利面前。婦人說，主啊，……從前在你這裡站著祈

求耶和華的那婦人，就是我；我祈求爲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賜給

我了。所以我將這孩子歸與耶和華，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於是在那裡敬拜耶

和華。」（撒母耳記上一：21-28） 

 

以利加拿待人和藹，對神敬虔，不知道爲什麽他在家庭的問題上，卻沒有屬靈

的力量去解決，而必須由哈拿補足他的缺欠？當哈拿孤軍奮戰時，以利加拿所

能做的，不過是表示同情和瞭解。但是撒母耳出生後，他和哈拿一樣認真地還

她向神所許的願。她的信心必然深深地影響了他。故事開始時，我們看見以利

加拿喜愛她，故事結束時，我們看見以利加拿開始格外尊敬她。在艱難試煉充

斥的婚姻中，若要有真正的快樂，非但要有神不止息的愛情，也需要互相尊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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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聖經人物 
 

哈拿 
 

●經文：「哈拿禱告說，我的心因耶和華快樂；我的角因耶和華高舉；我的口

向仇敵張開；我因耶和華的救恩歡欣。只有耶和華爲聖，除祂以外沒有可比

的，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神。人不要誇口說驕傲的話，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語，

囚耶和華是大有智識的神，人的行爲被祂衡量。……不生育的，生了七個兒

子；多有兒女的，反倒衰微。……祂使人貧窮，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

人高貴。……使他們與王子同坐，得著榮耀的座位；……祂必保護聖民的腳

步，使惡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動，人都不能靠力量得勝。與耶和華爭競的，必被

打碎，……將力量賜與所立的王，高舉受膏者的角。以利加拿往拉瑪回家去

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撒母耳記上二：1-11） 

 

一首甜美的詩歌突然飄揚在嘈雜的敬拜者之上。從此以後，這首詩歌不斷地激

勵信徒，也顯然成了日後馬利亞的偉大頌歌的依據。哈拿曾在殿中流淚歎息

過，如今卻高唱樂歌。她不在乎丈夫另一位妻子的嘲弄，因這正把她逼到神面

前，即使連大祭司也幫助不了她。她的禱告蒙了應允，小撒母耳就是答案。有

好幾年的時間，她享受在家中照顧嬰兒的樂趣，但如今孩子長大了，是她該遵

行諾言，把孩子獻給神的時候。雖然回到空蕩的家中，她仍然歌唱著，這是最

單純的喜樂，不是從“受”而有的喜樂，乃是因“施”而歌。她的家沒有空蕩

多久，因爲神又賜給她更多的兒女。這足以說明神多麼喜悅一位奉獻得甘心樂

意的人！ 

 

以利之子非尼哈 
 

●經文：「有神人來見以利，對他說，耶和華如此說，……在以色列衆支派

中，我不是揀選人作我的祭司，……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將以色列人所獻的

火祭，都賜給你父家嗎﹖我所吩咐獻在我居所的祭物，你們爲何踐踏，尊重你

的兒子過於尊重我，將我民以色列所獻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華以色

列的神說，……絕不容你們這樣行，因爲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視我的，

他必被輕視。」（撒母耳記上二：27-30） 

 

非尼哈有一個尊貴的名字和一位敬畏神的父親，但他短促的生命卻是如此羞恥

又慚愧收場。年輕的撒母耳曾目睹何弗尼和非尼哈的可恥行爲，然而，當他的

兒子們長大成人被他立爲土師時，他們也是這樣令父親的名受羞辱。當然，沒

有一個父親可以強迫他的兒子有信心，但在這兩個兒子中，他們的失敗不單在

信心方面，也在道德方面－－他們是“惡人”。那麼，這是否無可避免的事

呢？不錯，以利和撒母耳都沒有受益於《箴言》這卷論真智慧的書，他們都沒

有注意到神多方多次強調及早教養孩童的重要。然而，今日的基督徒父母已經

擁有《箴言》，必須切記這書與其他經文一樣都是神所默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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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抉擇短文 
 

神能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 
 
    你想過，如果你是挪亞，會如何嗎？ 

【挪亞就照樣行了】 

    我肯定會有一百萬個問題，為什麼上帝要我造一艘巨船，因為即將有連續
40 天的洪水？我可能會從「連續下 40 天的雨」這點問起。聖經告訴我們，在
洪水來臨前，從未下過雨。所以別說連續下 40 天的雨了。對挪亞而言，就連
什麼是「雨」，他都沒聽過。 

    接著我可能會想，我又不是造船匠，難道上帝不能找一個更合適的人來做
嗎？還有，千萬不要跟我提動物。我要怎樣才能把所有動物都找來放進這個會
漂浮的容器內呢？ 

    但挪亞並沒有向上帝提出任何問題。對於上帝要他建造方舟這件事，他一
點也沒有質疑。相反地，他只是說：「主啊，照祢旨意行。」聖經描述挪亞在
上帝呼召後的反應是：「挪亞就這樣行。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
（創六：22） 

    上帝呼召挪亞做的事，既不可能，也無法理解。也許上帝沒要求你在旱地
上造方舟，但卻呼召你踏出信心的步伐，即使前路未明。事實上，上帝專門成
就一切不可能之事。從聖經篇章和整個教會歷史，我們都不斷看到那些展現非
凡信心的故事。 

【改變世界的信心】 

    其實，成就不可能之事，就是信仰生活的全部！如果你也想擁有挪亞那種
改變世界的生命，就要有像他那種改變世界的信心。只要我們願意跟隨，即使
前路黯淡，上帝也能為我們開路。 

    你也許正左右為難，教會奉獻不斷下降，但上帝卻還要你開展一個新事
工。或要你脫離舒適圈，到一個新的地方服事，但謝禮卻少一大半。讓我們面
對現實吧！有時上帝會要求我們做一些看似毫無意義的事。而祂要呼召我們
的，正是邁出信心的步伐，即使我們摸不著頭緒。 

    如果你不憑信心邁出步伐，就永遠無法改變周遭的世界。那些能對世界產
生最大影響的人，通常是即使看不清前路，卻仍能勇敢向前的人。 

【選擇權在你手中】 

    從挪亞的故事中，你可以看到一個事實：「上帝並沒有讓挪亞失敗！」上
帝裝備挪亞，讓他能完成上帝所交付的使命。上帝不會呼召我們去做某事，卻
不給我們需要的裝備。而我們所要做的，就只是向祂祈求。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一：11 說：「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上帝看
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
的工夫。」 

    你永遠無法單靠自己完成不可能的事。你沒有這個能力，而上帝也不期望
你這麼做。正如保羅所建議的，我們需要上帝裝備我們，好成就祂所引導我們
要完成美善之事。你也願意向祂祈求嗎？ 

    選擇權在你手中。如果你想帶來改變，今天就選擇相信：「上帝能成就一
切不可能的事！」 

                    【摘自︰航向月刊 2024年 12月號，作者華理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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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1/5 主日 

第一場禮拜 

禮拜 09:30 
講題：為要事奉主 

聖經：使徒行傳 6:1-7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18 人 

10,647 元 

第二場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83 人 

4,706 元 

第一牧區 
迦勒小組～11:00 於忍耐教室 出席 9 人 

多加小組～11:00 於和平教室  出席 9 人 

第二牧區 

路得小組～11:00 於信實教室  出席 

聯合練唱 25 人 路加小組～11:00 於忍耐教室  出席 

路義思小組～11:00 於喜樂教室  出席 

第三牧區 

蒙恩小組～13:30 於禧年館  出席 9 人 

蒙福小組～12:30 於忍耐教室  出席 8 人 

恩惠小組～13:30 於和平教室  出席 6 人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 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8 人 

學生 18 人 

780 元 

第五牧區 想想小組～13:30 於喜樂教室  出席 隔週聚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 於佳音館溫柔教室  出席 輔導+組員 16 人 

735 元 盼望小組～9:00 於佳音館溫柔教室  出席 

第七牧區 

(社青、小家牧區) 

約書亞小組～13:30 於佳音館溫柔教室  出席 本週暫停 

感動小組～13:30 於副堂  出席 隔週聚會 

第五牧區 以馬內利小組～13:00 於禧年館  出席 隔週聚會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 於禧年館  出席 13 人 

陶笛班 13:00~14:30 信實教室  出席 本週暫停 

1/7 拜二 
培育課程 19:30~21:15 禧年館  出席 ─ 

健走班   出席 本週暫停 

1/8 拜三 基要真理班 19:30~21:30 禧年館  出席 ─ 

1/9 拜四 

松年中心 9:30~11:40 一樓副堂(12/5 結業)  出席 ─ 

陶笛班 13:00~14:30 一樓副堂  出席 本週暫停 

讀經班 13:30~15:00 禧年館  出席 9 人 

1/10 拜五 

第四牧區 
恩典小組～20:00 於良善教室  出席 

聯合聚會 17 人 
恩慈小組～20:00 於副堂  出席 

第八牧區 
活水小組～20:00 於依文長老家  出席 9 人 

泉源小組～20:00 於禧年館  出席 12 人 

1/11 拜六 

早禱會 09:00~10:15 於副堂  出席 本週暫停 

律動班 11:00~12:00 禧年館(放寒假)  出席 本週暫停 

以勒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本週暫停 

DREAM 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本週暫停 

撒拉弗敬拜詩班 19:3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5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