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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六6～11

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而生的。」（馬可福音二

27）

本課經文記載耶穌於安息日當天，在猶太人會堂中治好手枯萎的人的經過，以

此說明安息日是上帝為了人的需要而設立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安息日的歇工休

息，讓人類再次獲得力量和醫治。

上帝所賜予人類的律法規定，乃是出於他對人類的慈愛和憐憫。然而自摩西律

法頒布以來，隨著猶太拉比們逐漸增加規定項目，到新約時代時已儼然成為當

時嚴苛的教條，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據此嚴厲地檢視以色列人民是否遵循律

法，卻也因此失去對人的慈愛和憐憫。耶穌希望透過在安息日醫治手枯萎的病

人，來喚起人們對於弱勢者的關懷之心；否則若僅是刻板地遵守律法規定，將

會愈來愈遠離上帝最初設立安息日時那美好的心意。

本篇主旨除了在討論安息日的意義之外，從安息日被醫治的這個人的處境，看

到「右手枯萎」象徵著一個人失去生命的力量。在每個人的生命當中，都有遭

遇困難、需要救贖與醫治的時刻，若能抱持著對耶穌救恩的信心與盼望，並採

取行動勇敢地做出回應，透過與耶穌再一次地連結，生命中軟弱和不足的部分

可以得到醫治。

．明白上帝起初設立安息日的美意。

．了解律法規定的目的（如安息日的規定）並非成為人的限制，而是為了獲得

真正的自由。

．學習打破成規，體貼弱勢族群的困境，心懷憐憫。

．能破除成規，採取行動關懷和幫助弱勢族群。

以耶穌醫治手枯萎的病人為基礎，介紹薄柔纜醫師服務弱勢族群的故事。透過

他的生平事蹟，培養孩子的憐憫之心，並和孩子們一同思考如何在自己能力可

及的情況下，以實際行動實踐耶穌關懷弱勢族群的樣式。從薄醫師努力服事的

過程中，了解每個人生命中都有失去力量的時刻，並學習倚靠耶穌的救恩重新

得力。

愛的安息日（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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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國小級教學流程建議
第一部分：合班

1. 本課詩歌：〈愛的安息日（華語）〉歌譜見219頁，錄音檔、詩歌示範動作參考教學光

碟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

2. 欣賞本課戲劇〈用醫療見證主愛的薄柔纜〉；戲劇錄音檔參考教學光碟或上總會教育中

心網站下載。動畫部分，請利用故事屋中的光碟播放，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或

是老師依照故事文〈用醫療見證主愛的薄柔纜〉內容見48頁，介紹薄柔纜在台從事花

蓮地區醫療服務、創立門諾醫院的故事，高年級可以自行閱讀故事文，然後在分班課程

中和老師一起討論。

第二部分：分班

1. 故事好好聽：複習戲劇〈用醫療見證主愛的薄柔纜〉

幼兒級：老師引導學生回想戲劇故事內容，並於學生本中選出薄柔纜的決定（醫生）並

著上顏色。

初小級：

問題1. 老師依照學生本中的情境圖，帶領學生回想薄柔纜在台灣從事對病人宣教、醫

療服務及低廉的醫藥費等事蹟，並讓學生著上顏色。

問題2. 請老師帶領學生回想自己過去的就醫經驗，引導學生思考：看醫生的時候是否

會害怕？經過醫生的檢查和治療之後，心情是變得比較放心／更害怕？進一步請學生分

享：醫生做了哪些事情讓自己感到放心。

中小級：學生本中提供「跟病人宣教」、「用心治療病人」、「幫助經濟有困難的病

人」之情境圖，老師事先準備籤桶，於課堂中讓學生隨機抽籤，並在大家面前表演出抽

籤抽到的事蹟。

高小級：問題1. 答案：跟病人宣教、用心治療病人、幫助經濟有困難的病人。

2. 金句學一學：複習本課金句

幼兒級：讓學生將金句中「安息日」、「人」的圖示以點畫方式著上顏色。

初小級：讓學生選出迷宮裡的正確選項並完成迷宮遊戲；迷宮的正確選項為「跟家人一

起吃飯」、「攙扶老人家過馬路」、「去教會做禮拜」。

中小級：讓學生完成金句填空，並選出安息日可以做的事是甚麼；正確選項為「幫忙撿

拾散落一地的東西」、「幫老人家提重物」、「跟家人一起吃飯」、「帶小朋友過馬

路」、「去教會」。

高小級：問題1. 答案：幫助別人、敬拜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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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短波：複習本課經文

幼兒級：讓學生沿著學生本上的虛線描繪出手掌，手指頭上的空白圓圈則讓學生畫上自

己平時慣用手經常做的事情。

初小級：老師帶領學生在學生本上的紙條寫下自己慣用手可以做的事情，例如：打球

（運動）、使用剪刀（勞作）、握筆（畫畫）等。再將紙條做成指環，套在自己的慣用

手上。完成後請學生分享自己的慣用手可以做的事，並進一步思考，當自己沒有慣用手

時，可能會面臨到甚麼樣的困難。

中小級：問題3. 答案：耶穌提醒我們要用上帝的眼光來看待安息日，而不是像法利賽

人一樣死守教條，剝奪了人的生存權利。

高小級：問題2. 答案：同中小級問題3.。

4. 行動趴趴GO：具體實踐方案

幼兒級：讓學生以非慣用手描出三角形、圓形及正方形，完成後再請學生以慣用手於下

方再畫一次這3個圖形，並比較兩隻手所畫出來的圖形有甚麼樣的差別。

提醒老師：引導學生比較兩隻手所畫出來的圖形之間有甚麼樣的差異，讓學生體會失去

慣用手的不便。

初小級：讓學生分別各以非慣用手及慣用手，完成學生本的連連看。

提醒老師：藉由學生本的連連看，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沒有慣用手是不是很不方便？

學習同理聖經故事中右手枯萎的人所身處的痛苦。

中小級：讓學生以非慣用手拿筆寫完金句，並請學生比較與平常寫字時的感覺有甚麼樣

的差異，藉由體驗來學習同理聖經故事中右手枯萎的人所身處的痛苦。

高小級：讓學生體驗單手拿剪刀剪紙，以及有人用手幫忙扶著之後再剪紙，並比較兩者

之間的差異，體會當自己需要協助卻必須獨自完成時的困難，以及別人伸出手時所獲得

的幫助。

少年級教學流程建議
第一部分：合班

1. 本課詩歌：〈愛的安息日（華語）〉歌譜見219頁，錄音檔、詩歌示範動作參考教學光

碟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

2. 欣賞本課戲劇〈用醫療見證主愛的薄柔纜〉；戲劇錄音檔參考教學光碟或上總會教育中

心網站下載。動畫部分，請利用故事屋中的光碟播放，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或

是老師依照故事文〈用醫療見證主愛的薄柔纜〉內容見48頁，介紹薄柔纜在台從事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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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醫療服務、創立門諾醫院的故事，學生可以自行閱讀故事文，然後在分班課程中和

老師一起討論。

第二部分：分班

1. 站在彩虹上的人：

問題1. 關於薄柔纜醫生的故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甚麼？

問題2. 你覺得是甚麼樣的力量和動機，支持薄柔纜醫生去做這些事情？

提醒老師：老師引導學生回顧本課戲劇故事，思考上述問題後邀請學生分享。如班級人

數較多或時間不足，建議可以兩、三個學生一組，彼此分享。

2. 讀《聖經》的少年人：

活動說明：

讀完這段經文（路加福音六6～11）以後，邀請你一起來思考下面幾個問題：

問題1. 這段經文裡，耶穌兩度在安息日裡做了法利賽人認為不准做的事情，甚至因此

惹來麻煩。法利賽人為甚麼認為這些事不能做？你對於這些限制有甚麼樣的感覺和看

法？

提醒老師：老師可先向學生說明安息日的由來與精神，介紹猶太人對安息日的規定，並

引導學生思考後表達自己的想法。

問題2. 耶穌似乎有一種「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態度，你覺得耶穌為甚麼要這麼做？相

較於法律的限制，你認為耶穌更看重的事情是甚麼？

提醒老師：老師引導學生思考耶穌行為背後的動機，告訴學生：耶穌看重人生命的價值

更勝律法的規定。

3. 少年人換個角度想：

問題1. 你是否注意過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對於「規定」的態度是甚麼？

問題2. 對於「規定」，你是否絕對遵守？如果在特殊、例外的狀況下，是否不用遵

守？

問題3. 承第2題，你是否曾有過甚麼例外的經驗呢？當時是甚麼原因而讓你不遵守規

定？

問題4. 你曾經有過為了幫助別人而「違規」的經驗嗎？

提醒老師：老師引導學生思考自己在面對規定時所抱持的態度，以及遇到例外情況時會

如何回應。告訴學生：有時候會面臨違反規定的困難處境，一起學習在必要時視情況採

取行動幫助別人，而非死守規定。但如何判斷，最好先跟輔導、師長和父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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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動一動時間：

道具：

（1）筷子（每人一支）

（2）乖乖一包（其他零食亦可，以「塊狀」、「大小適中」為原則）

進行方式：

（1）老師以3人為單位對學生進行分組，其中兩人各拿一支筷子。

（2）請學生以單手拿起自己的筷子，和同組的同伴合作夾起盤子裡的乖乖後，餵食第

三位學生。

（3）活動進行過程中讓學生交換角色，體會這當中有甚麼樣不同的感受。

提醒老師：藉由學生進行活動，同理並體會助人者和被幫助者兩方所經歷的困難。

5. 有行動力的少年人：

問題1. 「右手枯萎」象徵生活失去依靠與力量，在你的生命經驗中，自己是否曾有過

類似的經驗？

問題2. 對於周遭那些生活失去依靠與力量的人，你覺得自己可以如何幫助他們？

提醒老師：教師向學生說明「右手枯萎」的象徵意義，引導學生回想自己或生活周遭他

人的相關經驗，鼓勵與大家討論分享。

教具準備 幼兒：筆、彩色筆 

 初小：筆、彩色筆、剪刀、膠水

 中小：筆、聖經

 高小：筆、剪刀、聖經

 少年：筆、筷子、乖乖、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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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文背景

這段經文敘述耶穌在安息日進入猶太人會堂、治好手枯萎的病人的經過。除了路加福

音以外，在馬太、馬可這兩本福音書中亦有相關記載（參考馬太福音十二9～14；馬可福

音三1～6）。安息日是猶太人最重要的節日—「在第七天，上帝因完成了他創造的工作

就歇了工。他賜福給第七天，聖化那一天為特別的日子；因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創造，歇

工休息。」（創世紀二2～3）上帝在第七天歇工休息，而人類乃照著上帝形像被造，因此

也應效法上帝，於每個第七天歇下手上的工作休息。這正是當摩西頒布十誡時，指示以色

列人「要謹守安息日為聖日」（出埃及記廿8），並於後來吩咐「以色列人民要永遠謹守

這一日，作為立約的憑證」（出埃及記卅一16）的理由。

起初安息日禁止的勞務和工作規定內容僅有幾條（根據口傳「妥拉」）。後來拉比們

（經學教師）逐漸增加項目，到《米示拿》時期增加至39條，之後更繼續擴大規定內容的

範圍，例如：安息日走路不得超過多少步、提東西不能超過多少重量等，禁止項目可說是

多如牛毛，就連在安息日治病也被視為違反規定。安息日當天，耶穌進到會堂去教導人、

遇到裡面一個右手枯萎的人時，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就在旁邊窺伺，看耶穌是否會治那個

人的病。洞察人心的耶穌知道他們的念頭，因此要那個手枯萎的人站在眾人面前，挑戰經

學教師和法利賽人並問道：「我問你們，關於安息日，我們的法律是怎樣規定的？做好事

還是壞事？救命還是害命？」（第9節）然而他們都默不作聲，耶穌對於他們剛硬的心感

到非常悲傷和憤怒。當耶穌命令那個人將手伸直、治好他枯萎的右手後，經學教師和法利

賽人即開始計畫要對付、殺害耶穌。

二、經文信息 

1. 安息日—歇工休息與獲得醫治

馬太、馬可、路加福音除了都有記載耶穌醫治手枯萎的病人始末，這3本福音書也都

在這個故事之前，編排另一個關於安息日問題的故事（參考馬太福音十二1～8；馬可福音

二23～28；路加福音六1～5）。故事中提到耶穌和門徒在安息日時經過一個麥田，門徒

因為肚子餓而摘取一些麥穗來吃，卻被法利賽人看見，進而質問耶穌為甚麼放任門徒做安

息日不准做的事。耶穌舉出歷史上大衛王和他的隨從餓了，走進聖殿吃了那只有祭師可以

吃、是為要獻給上帝的供餅為例，來回應法利賽人的質疑，並進一步說：「安息日是為人

而設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而生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馬可福音二27～28）

這兩則關於安息日的故事接連編排在一起，目的都是為了說明上帝是愛：上帝關心人類的

需要，尤其是憐憫人類生命中的苦難。

教師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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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設立第七天為安息日，並不是因為上帝累了、需要休息。詩人這麼描述上帝：

「看哪，以色列的保護者， 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覺。」（詩篇一廿一4）無所不能的上

帝並不會累，也不需要休息；可是所有的被造物都是軟弱有限的，若不休息就會「過勞

死」。上帝體恤人的軟弱，深知人的精神與體力有限，因此在6天的工作之後設立第七天

為安息日，讓人類得以放下一切的重擔，並在靈裡與上帝溝通，藉由身心獲得休息後，重

新得力好迎接新的一週。

上帝不只是為了人類工作後的休息而設立安息日，「在每七年的末一年，你們要豁免

債戶的債務。這條例規定：凡借錢給以色列同胞的債主必須豁免同胞的債務，不可追討，

因為上主親自宣佈了債務的豁免。」（申命記十五1～2）這段關於安息年的條例正是為了

讓人們得以從債務的重擔中獲得喘息的機會，說明上帝也關心窮苦弱勢族群；「六年中，

你們可以耕田，修整葡萄園，收藏土產。但是第七年要讓土地完全休息。」（利未記廿五

3～4）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在6年的耕作後，必須予以土地1年的休耕，好讓土壤再次恢復肥

沃，否則土地若一直處在持續耕作的狀態下，將會愈來愈貧瘠，最後只能仰賴化學肥料的

使用來維持收成。很可惜的是，本來出於上帝憐憫、值得歡慶感恩的安息日，卻因著法利

賽人和經學教師訂定出眾多嚴苛且難以完全遵守的禁止條例，反倒讓人們將安息日視為戒

慎恐懼、避免違規的日子；不但成了人們生命中另一個重擔，也背離了原先上帝要人們休

息的本意。

2. 右手枯萎—失去生命的力量

或許是因為路加自己身為醫生，因此馬太、馬可、路加這3本福音書在記載這段耶穌

於安息日治好手枯萎的病人時，唯獨路加福音特別註明這個病人是「右手枯萎」。一般人

當中有大約超過70%者是慣用右手—即俗稱的「右撇子」；一旦右手枯萎，將會造成生

活與工作上許多不方便。我們無從得知耶穌在會堂遇到的那個人是否為右撇子，然而路加

藉由「右手枯萎」這個象徵，暗喻那個人失去謀生能力的悲慘情境；唯有讓枯萎的右手獲

得醫治，才得以讓他的生命重新獲得力量。

耶穌深知那個人需要醫治，然而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心裡面卻在意著人們必須遵守安

息日規定，卻不關心那個人生命中的需求。他們是最了解猶太信仰經典（摩西五經）的宗

教領袖，應該最明瞭上帝是慈愛的本質；可惜由於私心作祟，因此導致他們自以為是、背

離上帝而不自知。面對他們的窺伺，耶穌不但沒有退縮，反而積極地邀請那個人「起來，

站到前面來！」（第8節），並對那個人說「把手伸直！」（第10節）在眾人的面前醫治

了那個人枯萎的右手。

3. 律法的目的不是禁錮人，而是讓人的生命得著真正的自由

耶穌在安息日施予大能、醫治了手枯萎的人；然而在面對這段醫治關係中，他也必須

採取積極的行動回應耶穌：他必須對耶穌抱持信心，同時必須鼓起勇氣面對在旁窺伺的經

學教師和法利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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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刻版地按字面解讀摩西律法的規定，即使是禁錮人們生命、甚至

是危害生命也在所不惜。當法利賽人質疑耶穌的門徒違反安息日的規定、在經過麥田時因

為肚子餓而摘麥穗來吃時，耶穌舉大衛跟他的隨從在躲避掃羅王追殺、逃亡途中吃了聖殿

中只准祭司吃的聖殿供餅的例子做回應。若僅按照字面上解讀律法，大衛跟他的隨從可能

會餓死，可是當時聖殿的祭司亞希米勒將供餅給大衛跟他的隨從吃，因此救了他們的性命

（參考撒母耳記上廿一1～6）。

然而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無法回答耶穌的提問：「我問你們，關於安息日，我們的法

律是怎樣規定的？做好事還是壞事？救命還是害命？」（第9節）這個提問令這群宗教領

袖們惱羞成怒，認為耶穌威脅到他們的權威，也因而彼此商量要殺害耶穌。雖然耶穌在會

堂醫治那個人枯萎的右手，違反了當時的安息日規定，然而這樣的醫治卻使他脫離身心的

困境、再次獲得生命的力量，反倒貼近了上帝起初設立安息日的精神和目的。

這也是使徒保羅曾對哥林多教會的會友們做出類似的提醒：「字面上的法律帶來死

亡，但是聖靈賜生命。」（哥林多後書三6）上帝對以色列人頒布律法的目的，是為了讓

人們在他慈愛的看顧和保護下，獲得生命中真正的自由。若不能了解這份心意，遵守律法

就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教條，不但無法帶來生命由內而外的更新，也很可能對於人所面臨

的苦難境遇時，失去憐憫之心。唯有如此，「真理會使你們得自由。」（約翰福音八32）

三、生活應用

基督徒身處在世上，應效法耶穌為榜樣，願意隨時主動伸出援手幫助別人：「不要只

顧自己，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腓立比書二4）教會同樣地也要敏銳察覺社會弱勢者

的困境與需要，而不是關起門來只關心教會內部的事。

身為耶穌的學生，基督徒要對人們生命中的苦難心存憐憫，千萬不可像經學教師和法

利賽人，不但沒有憐憫之心，還假借上帝之名詛咒傷害別人。2015年6月27日八仙樂園發

生嚴重的粉塵爆炸事件，當全台灣和國際都積極參與救災的時後，竟然有人硬是將當天的

彩色粉塵派對解讀為同志派對，接著更有傳道人把這次災難和同性戀族群做連結，並直指

這是上帝對他們的懲罰。雖然這是那位傳道人的個人信念，可是在媒體的揭露報導下，就

會讓不少人據此以偏概全，誤以為基督徒竟然如此地傷人、沒有憐憫的心。上帝的恩典與

慈愛本應是教會帶給這個世界的最好禮物，然而很多時候，教會的表現，卻常常讓人看到

類似當年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那般殘酷和剛硬的內心。

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律法是不足夠的；唯有同時對人心存憐憫，才能避免陷入「自以

為義」的盲點中。其實沒有人是完美的，唯有當人開始認清自己是「右手枯萎的人」、體

認到自己的軟弱與不足時，才能謙卑下來，尋求上帝的恩典。如果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右

手枯萎的人」，就算遇到帶來醫治的耶穌，仍然會因為自己內心的剛硬，導致他的救恩無

法降臨在自己的身上。當保羅自認是法利賽人中的法利賽人時，一切的所作所為反倒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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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耶穌者的迫害；然而當保羅認清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時，耶穌的救恩醫治了他枯萎的

右手：他不再是無恩的法利賽人，乃是轉變成為具有耶穌的愛、實踐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

使徒。

薄柔纜醫師出身自美國基督教門諾會的家庭。他於1926年在中國出生，當時他的父母

正在中國當宣教師。1951年他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畢業、即將接受一般外科醫師訓練

之際，因當時韓戰局勢白熱化而收到徵兵通知。基於宗教和平主義的立場，門諾會信徒堅

決反對戰爭，而台灣在當時也正好需要一位醫師，於是薄柔纜在1953年抵達台灣花蓮，

正式開啟為期3年的醫療替代役。1950年代的花蓮地區醫療資源非常缺乏，尤其是原住民

居住的山區部落更為嚴重。在他抵台之初，門諾會在台灣的醫療工作，是以一個行動診所

團隊、在原住民山區部落進行巡迴醫療的形式運作。由於當時尚未有醫院，因此薄柔纜於

1954年在花蓮成立35床的門諾醫院。1956年他返美專攻胸腔外科，並於1960年完成訓練

後再回到花蓮門諾醫院繼續服務，直至1994年他退休返美為止，總計先後在花蓮門諾醫院

服務約40年的時間。薄柔纜不只執行醫療工作，也關心原住民學童的營養情形，並於1961

年成立「牛奶站」，提供當地學童在上學途中，可以於牛奶站領取1杯牛奶；他也成立公

共衛生室，從預防醫學的角度著手，在原住民部落推展社區健康計畫。薄柔纜成為耶穌醫

治的手，於台灣後山花蓮地區服務40年如1日，醫治了當地「右手枯萎」的醫療困境。即

使今天花蓮地區另有規模更大的慈濟醫院，門諾醫院所做的一切服務，仍受到當地居民的

肯定。

二千多年來，許許多多的基督徒學習耶穌關心弱勢者的樣式，於世界各個角落接續

進行醫治的工作。十九世紀中葉，比利時籍的達米安神父（Pater Damiaan）主動要求前往

夏威夷莫洛凱島，照顧當時被放逐至此、被社會遺棄的痲瘋病人；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在印度的加爾各答，照顧安撫瀕臨死亡、無依無靠的痲瘋病人、乞丐及流浪兒

童；美籍宣教士白寶珠姑娘（Majorie Ingeleiv Bly） 則是奉獻長達54年的時間，在澎湖地

區關懷痲瘋病人及家屬。他們終其一生都是排除萬難、留在異鄉照顧那些失去能力的弱勢

者；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過去長期投入關心痲瘋病人、孤兒、勞工、漁民等工作，都是

具體實踐耶穌吩咐要關心那最弱小者的教導。

四、思與行

1. 「右手枯萎」象徵失去生命的力量，試著回想過去自己是否曾有類似失去力量的深刻經

驗？

2. 承第1題，當時你如何重新獲得力量？

3. 你是否曾經只因為別人違反規定而指責他們，卻忽略去了解他們背後可能遭遇的困境？

4. 在你身邊是否有需要協助的人？你會如何地幫助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