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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慈愛永遠存在

經　　文  詩篇一○○

金　　句  上主至善，他的慈愛永恆；他的信實萬代長存。（詩篇一○○ 5）

教學主旨 藉由詩篇一○○篇的頌讚之歌，學習用敬畏的心來讚美上主，並感謝

他對以色列人民那信實不變的憐憫和慈愛。

教學目標 ‧知道上帝是創造一切宇宙萬物和生命的創造主。

 ‧透過本課選輯詩篇經文，提醒世人應存感恩的心，感謝與頌讚這位

配得一切榮耀的上主。

 ‧學習以敬畏的心和態度，來頌讚上主對世人信實不變的憐憫和慈

愛。

 ‧學習蕭泰然在人生的起伏中，不因挫折而喪志，仍信靠上主，以音

樂來頌讚、表達對上主的感謝。

信仰人物 藉由詩人所寫這首頌讚上主的詩歌，介紹一生經歷種種挫折，仍窮盡

　故事 畢生之力投入音樂創作、回應上帝恩典慈愛的音樂家蕭泰然。

         

本課詩歌 蕭泰然之生命歌（台語）

 

3第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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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研經

一、經文背景

「詩篇」（The Psalms）一詞源自希臘文七十士譯本所用的桑末（Psal-moi´），指

用樂器伴奏的詩歌。它是以色列人的讚美詩，每逢以色列節期或是聚會的時候，以色列

人時常吟詠詩篇，如同今日我們在禮拜時所吟的聖詩。本課經文──詩篇第一○○篇的

標題「頌讚之詩」，屬於禮儀用法中稱頌上主的讚美詩，與第九十五篇至第九十九篇一

樣同屬「讚美上帝為君王」的詩篇。

首先，詩人邀請普天下世人一起來讚美上主，因為詩人深深體會到上主創造的奇妙

作為和揀選人們成為他子民的慈愛。詩人表達出無比興奮的心情，呼籲世人要以「歡呼」

的方式齊聲頌讚上主；這樣的歡呼頌讚並非出於所迫，是發自內心、充滿感恩之情的讚

美呼聲。

再者，詩人接著說明「歡呼」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敬拜上帝」，因此詩人在第 2 節

特別提到「要歡歡喜喜地敬拜他」。當聖經中提到「敬拜上帝」時，都會特別提到要以「敬

畏」、「戰戰兢兢」、甚至是「顫抖」的心和態度（參考詩篇二 11；九十六 9）來敬拜上帝。

這表示在敬拜上帝時，我們的心與態度絕不可輕忽、隨便。正因為上帝是神聖的，所以

敬拜他的人除了保持身體的潔淨以外（參考出埃及記十九 10，14），更要以聖潔的心靈

來敬拜他（參考利未記十九 1 ～ 2；廿 7 ～ 8，26)。
第三，詩人呼籲世人要頌讚上主，在於上主是創造者、也是揀選者。由於上主是上

帝、創造一切宇宙萬物，當以色列人民在宣告上帝是造物主時，也是表明除了上帝之外

沒有其他的神明。當以色列人民在回顧自己的歷史時，發現上帝不僅揀選他們成為他的

子民，同時也出手拯救他們，由此可知「揀選」和「拯救」兩者是連結在一起的（參考

以賽亞書四十一 8 ～ 10；四十二 1；四十三 1，4 ～ 5）。揀選和拯救的基礎，是建立在

以色列人民和上帝之間所立定的約。

詩篇第一○○篇雖然只有短短的 5 節經文，但是內容卻包含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

「要感謝上帝」和「以歡喜的聲音頌讚上帝」。詩人藉由這首詩歌，帶領以色列人民用

敬畏的心來向上帝大聲歡呼，同時向上帝獻上感恩，感謝上帝的慈愛憐憫；「永遠信實

不變」是上帝的本質，他必持守他和所揀選的子民之間恆久不變的盟約。

    

二、經文信息

1. 邀請普天下世人一起來頌讚上主

詩篇第一○○篇這首詩歌可說是為了全世界的人而寫的，詩人透過它來邀請世人都

要向上主歡呼、歌唱並且樂意事奉他。我們讀了這首詩歌後，腦海中似乎會浮現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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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象──詩人欲前往聖殿敬拜上帝，雖然需要經過漫長的跋涉，詩人仍歡欣的沿途唱

歌讚美，並在路途中向所有遇見的人們大聲呼召，一起來敬拜上帝。因此詩人大聲疾呼：

「普天下啊，要向上主歡呼！」（第 1 節）。

詩人極力要世人當向上主歡呼出聲，是因為上主不僅是以色列人民的上帝，更是普

天下所有世人的上帝。詩歌中「普天下」一詞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除了已經認識上主、

屬於他的子民以外，不分男女老幼、膚色、種族、貧賤富貴、地區都包括在內；所有上

帝創造的人都要來到上帝面前向他歡呼。這樣的歡呼，與粉絲看到明星偶像時所發出的

尖叫吶喊不同，是來到造物主面前與普天下世人一同高聲歡呼歌頌，以表達出內心對上

主的敬畏、尊崇與喜悅之情。

2.「歡呼」是為了敬拜上主

接續這充滿感謝的歡呼、稱頌之後，詩人更用 7 個「要」──這個命令式的動詞強

烈傳達詩人欲呼召所有人都齊來敬拜上帝的用意。詩中的 7 個「要」詳細說明敬拜時的

活動應包括「要歡呼」（第 1 節）、「要敬拜」（和合本修訂版譯為「事奉」；「敬拜」

一詞英文為 service，即「聚會禮拜之意」）、「要到他面前」（第 2 節）、「要知道」

（第 3 節）、「要進入他的聖殿」、「要感謝……要頌讚……」（第 4 節）等。從這些

敬拜活動中，我們可以知道敬拜上帝時就是要盡心、盡意、盡力向上帝獻上感謝，普天

下世人應以行動來實踐，凡屬於他的子民都被呼召聚集在一起，身心靈皆歡欣、盡情、

專注的敬拜上帝。

    

3.「頌讚」是為了宣認上主是創造主也是揀選者

由於以色列民族是以放牧羊群為主要生活中心，因此他們常以牧羊人和羊群兩者來

比喻上帝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上帝是牧羊人，他們是屬於上帝的羊群。詩篇第廿三篇第

1 節，「上主是我的牧者」，即是很典型的例子。因此詩人才會在這裡說到，凡敬拜上

主的人，都屬於上帝所牧養的羊群。

詩人告訴我們：「要知道上主是上帝。他創造了我們，我們屬於他；我們是他的子民，

是他牧養的羊羣。」（第 3 節）。這裡的「要知道」有「承認」的意思。在這節經文中，

詩人一開始就提醒我們的上主是上帝，表明他是創造生命和一切的創造主。因為上帝創

造世人，所以我們也因他的作為而屬於他，突顯了我們人是何等地蒙恩！因此，我們應

當認真宣告、並承認上主是一切生命萬物的源頭及供應者。詩人也透過第 3 節的經文，

表達上帝與我們人類的關係是「造物主與受造」（他創造了我們）、「主人與僕人」（我

們屬於他）、「君王與屬民」（我們是他的子民）、「牧者與羊羣」（是他牧養的羊群)；

這些關係讓我們得以全心全意獻上感謝、頌讚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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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世人都因上帝的信實而感謝

在第 4 節的經文中，詩人語重心長地邀請世人「以感謝」進入聖殿頌讚上主。此處

的「聖殿」可進一步引申為所有敬拜上主的場所，詩人在此很慎重地提醒所有敬拜者應

心懷感謝來頌讚，因為這位生命的主宰是至善、慈愛與信實的上帝（參考第 5 節）。

縱觀詩篇第一○○篇，詩人主要的用意在於呼籲世上所有人（無論是哪一種宗教信

仰的信眾），都應當存感恩的心，樂意事奉這位全善、全能的上主──生命的主宰。儘

管人的一生充滿著許多始料未及的衝突、困難及挑戰，但詩人提醒我們要向生命的源頭

──上帝，獻上真誠的感恩；對這位創造萬物、救贖世人的上主，時刻供應、引領、牧

養我們的牧者，全心獻上感謝與頌讚，因他配得這一切的榮耀。

三、生活應用

台灣拉赫曼尼諾夫──蕭泰然的故事

被譽為「台灣拉赫曼尼諾夫──最後的浪漫主義鋼琴詩人」的音樂家蕭泰然，於

1938 年出生在高雄州鳳山郡鳳山街（今高雄市鳳山區）。父親蕭瑞安是早期留學日本的

牙醫，同時也是鹽埕長老教會的長老；母親蕭林雪雲則是早期留日的鋼琴家。由於兒時

沉浸在教會音樂及西洋古典音樂的環境，他在 5 歲時受到母親啟蒙開始習琴，7 歲時已

公開演奏。自小學開始至初中、高中時期，無論是升降旗、校際比賽表演、校慶活動等，

只要有關音樂的各項事務，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也因此讓他在很早就展露出過人的音樂

天分，於就讀長榮中學時期決定要以音樂為一生的職志。然而父親卻希望他能繼承衣缽，

成為懸壺濟世的醫生。幸好當時長榮中學的戴明福校長和蕭瑞安是早年的同窗，經由他

的勸說，蕭瑞安才改變心意、轉而支持兒子走上音樂之路，並期勉蕭泰然要以音樂做為

耶穌賦予他的使命，將上帝所賜音樂方面的才能貢獻出來，為主所用。

1959 年蕭泰然進入省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專修科（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主修鋼琴演奏，並師事李富美教授。而甫自法國學成歸國的音樂家許常惠發現蕭泰然有

極高的音樂天分，因此收他為私人弟子，引領他慢慢地將學習重心由鋼琴演奏擴展至作

曲的領域。

1977 年，由於妻子經商失敗，蕭泰然只能離開台灣，移民美國投靠妹妹蕭美媛，

並在當地經營藝品店為生。在這段遠離家園歸不得的期間，一度讓他灰心喪志、甚至心

想自己的音樂夢即將就此畫下句點。然而某一天他在經營的藝品店中彈琴自娛時，有 3
位老太太靜靜地聽著他彈奏，並拍手讚賞鼓勵說：「年輕人，你怎麼會在這裡？你不屬

於這裡。」他突然醒悟過來，驚覺自己應該繼續走音樂之路，用上帝所給他的恩賜來

榮耀上帝。因此他回到校園繼續進修音樂作曲，並於 1987 年取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音樂研究所的作曲碩士學位。在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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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教授（Dr.B.K.Kim）的鼓勵之下，奠定了以「台灣民謠的精神為主體，融入西方古典、

浪漫、印象及現代音域的技巧」的作曲方向基礎，培育出現代的台灣新音樂。

1988 年至 1990 年期間，蕭泰然完成了〈D 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50〉，〈C 調大提

琴協奏曲作品 52〉，〈C 小調鋼琴協奏曲作品 53〉等作品，為他本人的 3 大協奏曲代

表作。1993 年為了記念二二八事件，開始創作大型管弦樂曲〈一九四七序曲〉（1947 

Overture），期間他曾因心臟大動脈血管瘤破裂而進醫院接受緊急手術治療，一度生命垂

危，然而在眾人的禱告和醫生的搶救之下終於痊癒，並於 1994年完成這部史詩級的作品。

每談到這段往事，他總是心懷感恩的說：「我的音樂恩賜是上帝給我的，我的靈感也是

他賜給我的。」他的一生也曾經歷背叛和失落的日子，然而在破產失敗、灰心喪志、茫

然不知何去何從、甚至是面臨死亡的威脅時，上帝總是出手拯救，指引並保守他走在正

確的人生道路上，譜出一首首感人的讚美詩歌。因此他竭盡畢生心力寫出故鄉的歌、土

地的故事，輝煌的音樂成就在國際間獲獎無數，也得到很高的讚賞和聲望。

2009 年，蕭泰然獲得「行政院文化獎」的肯定，當時的他身體已十分衰弱，然而在

致詞時仍以沙啞微弱的聲音向大家說道：「在我人生幾乎走到滅亡的道路上，我聽到一

句話而把我帶回來音樂創作……我非常感謝上帝給我機會走回音樂的道路。」2015 年 2
月 25 日，蕭泰然因肺癌病逝於洛杉磯的家中，享年 77 歲。儘管他的一生經歷種種挫折，

但他仍窮盡畢生之力創作美妙的樂音；他的創作充滿了對上帝的敬愛、對台灣的疼惜，

為台灣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音樂紀錄，不僅感動了台灣人，也撼動了全世界的愛樂者。

四、思與行

1. 從詩篇第一○○篇中，可以看見詩人呼籲世人以敬畏的心來頌讚上主。在生活中，你

是否也懷著相同的心志和態度，向上主獻上感恩？

2. 當你在遭遇到困難、挫折的時候，是否依然能在受苦的情境下出聲讚美上主？為什

麼？

3. 蕭泰然在中年時期經歷家庭重大經濟變故、且於創作生涯最輝煌的時期遭遇病魔侵襲

威脅生命，他如何憑藉上帝的力量，走過生命中的逆境來見證上主信實不變的慈愛與

美善？

4. 蕭泰然透過音樂創作，吸引、呼召人們從樂音中感受上主的美善並頌讚他。想一想，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具體行動來感謝頌讚上主、甚至吸引朋友一同來體會、讚美上主一

切美好的作為？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詩篇〉。https://zh.wikipedia.org/wiki/ 詩篇 ( 取自 2016 年 11 月 17 日 )。



2017 暑期兒童少年營教材 台灣，我們的家園52

 幼兒及國小級教學流程建議

第一部分：合班

1. 本課詩歌：〈蕭泰然之生命歌（台語）〉歌譜見 217 頁，錄音檔、詩歌示範動作使用

QRcode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

2. 欣賞本課戲劇〈台灣音樂家──蕭泰然〉；戲劇錄音檔和動畫部分，請利用 QRcode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或是老師依照故事文〈台灣音樂家──蕭泰然〉內容見

58 頁，介紹蕭泰然一生投入音樂創作，以詩歌讚美上帝的生命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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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級：老師引導學生依序回答下列問題，並同時完成學生本的著色。

問題 1. 蕭泰然剛到美國時，靠什麼來賺錢填飽肚子？

答案：在購物中心開小禮品店。 

問題 2. 沒有客人上門時，他如何打發時間？

答案：彈琴自娛。

問題 3. 有一天，他遇見了什麼人，帶給他極大的鼓勵？

答案：三位老婦人。

問題 4. 這三位老婦人跟他說了什麼話，讓他重新想起自己的音樂夢？

答案：年輕人，你為什麼在這裡？你應該在音樂廳演奏，而不是在這裡賣小禮品。

提醒老師：在帶領學生回顧戲劇故事時，說明蕭泰然因著這三位老婦人的鼓勵，讓他

得以從低潮中振作起來，重拾信心回頭繼續走音樂之路。

初小級：老師引導學生依序回答問題（同幼兒級），將三位老婦人剪下、黏貼在學生

本中適當的位置，完成學生本的剪貼和著色。

中小級：老師引導學生回想本課戲劇故事回答問題。

問題 1. 答案：(1)拜託戴明福校長跟父親相談。(2)有一天，遇見三位老婦人對他說：
「年輕人，你為什麼在這裡？」啟發他，讓他重新振作起來。

問題 2. 答案：(1)《福爾摩沙交響曲》。(2)《一九四七序曲》。(3)神劇《耶穌基督》。
(4)《點心擔》。這一題未出現在戲劇中，但是可以做延伸題，讓學生了解蕭泰然對
故鄉的思念。

問題 3. 答案：因為蕭泰然深信上帝永遠與他同在；上帝是他創作的靈感，也是他抱
病努力創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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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級：老師引導學生回想本課戲劇故事回答問題。

問題 1. 答案：(1)拜託戴明福校長跟父親相談。(2)有一天，遇見三位老婦人對他說：
「年輕人，你為什麼在這裡？」啟發他，讓他重新振作起來。(3) 向上帝禱告，接受
手術治療，奇蹟似地挽回了性命。

問題 2. 答案：(1)《福爾摩沙交響曲》。(2)《一九四七序曲》。(3)神劇《耶穌基督》。
(4)《點心擔》。這一題未出現在戲劇中，但是可以做延伸題，讓學生了解蕭泰然對
故鄉的思念。

問題 3. 答案：因為蕭泰然深信上帝永遠與他同在；上帝是他創作的靈感，也是他抱
病努力創作的力量。

2. 金句學一學：複習本課金句

幼兒級：引導學生利用各種顏色的毛線美化學生本中的愛心，背誦本課金句。教師準

備毛根、毛線、色紙、廣告紙、珍珠板等各種美勞素材，帶領學生發揮創意，將愛心

中的留白處填滿。幼兒級的學生比較適合用色紙、廣告紙。

提醒老師：在進行本單元時，老師可視實際執行情況之需求，將本單元的愛心圖版複

印到各色卡紙上，做成漂亮的金句卡片。

初小級：同幼兒級活動進行學生本愛心的美化，背誦本課金句。教師帶領學生，將愛

心貼在珍珠板上，使用各種毛線一條、一條的黏在框框中，將愛心填滿，呈現多彩的

愛心。黏貼完後，沿著愛心虛線修剪毛線，就是一個多樣色彩的愛心。老師幫助學生

在愛心上打洞，穿過繩子，成為愛心大項鍊。

中小級：

問題 1. 引導學生回想自己曾經唱過的詩歌，借用它的旋律，搭配金句做為歌詞，創

作屬於本課的金句歌。

問題 2. 教師帶領學生，將愛心貼在珍珠板上，使用各種毛線一條、一條的交叉呈現

格子狀的圖案，黏在框框中，將愛心填滿，呈現多彩的愛心。

高小級：同中小級之單元活動設計。

提醒老師：如老師進行「金句歌歡唱」有操作上的困難，可進行中小級的「愛心毛線貼」

為備案。

3. 信息短波：複習本課經文

幼兒級：引導學生完成學生本中的著色。

提醒老師：上帝是世界萬物的創造者，也是時時刻刻守護我們的好牧者；告訴學生我

們要學習以讚美的心齊聲歌唱，向上帝獻上感謝。

初小級：引導學生將學生本中的人臉畫上快樂唱歌的表情並完成著色。或是使用色紙

黏貼，增加紙偶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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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級：引導學生完成學生本中的紙娃娃手工。

作法說明：

(1) 沿線剪下學生本上的紙模，並按虛線折成扇形。

(2) 沿著人形線條剪掉斜線部分，紙張攤開後即為兩個手牽手紙娃娃。

(3) 為紙娃娃畫上快樂歌唱的表情，並設計服裝造型。

高小級：同中小級單元，進行學生本中的紙娃娃手工。中、高小級的老師老師可視實

際上課需求，另行準備一張畫有地球的大海報紙（或世界地圖），讓學生將紙娃娃圍

著地球（或世界地圖）貼上，完成集體創作。

4. 行動趴趴 GO：具體實踐方案

幼兒級：引導學生搭配動作，一起歡唱《聖詩》230 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動作說明：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雙手手心朝上，在胸前由內而外畫圓兩次

一齊來倚／上帝面前──雙手交叉抱胸／雙手向上高舉

大聲吟詩謳咾他真──雙手十指撐開，靠在嘴邊，左右擺動

上帝至尊／人人著敬──雙手向上高舉／雙手十指交握，放在胸前

提醒老師：進行本單元時，可視實際需求改選其他節歌詞或另行設計動作，亦可選擇

其他詩歌進行（如蕭泰然的〈默禱〉、《聖詩》229首等，老師可自行決定），並鼓
勵學生和其他同學一起上台表演。

初小級：同幼兒級之單元活動。老師可以依照班上人數分組，分別表演，進行詩歌吟

唱比賽，看哪一組可以最完整的把動作比出來。老師也可以請學生發想，看可以設計

出其他的動作來顯現歌詞中的天下 /上帝 /大聲 /人人。

中小級：引導學生回答學生本中的問題。

問題 1. 老師可以鼓勵學生盡量表達，不一定要是什麼特殊才能或是才藝，日常生活

中做得到的事都可以。

問題 2. 老師鼓勵學生想一想自己目前做得到的事情，以各種方式來讚美上帝。

提醒老師：在引導學生回想自己所擁有的恩賜時，同時告訴學生，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賞賜。當我們有所成就時，也要向上帝誠心獻上感謝，歸一切榮耀給他。

高小級：引導學生回答學生本中的問題。

問題 1. 同中小級。

問題 2. 同中小級。

問題 3. 老師引導學生回想自己在學校、家庭、教會等生活中所面臨到的困難和阻礙，

並把這些困難寫下來。

問題 4. 老師可針對學生所列出來實際遭遇的困境，先提出一個建議做法，引起學生

興趣來一同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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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老師：在引導學生回想自己所擁有的恩賜時，同時告訴學生，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賞賜。當我們有所成就時，也要向上帝誠心獻上感謝，歸一切榮耀給他。

同樣地，當我們遭遇困難受挫時，也別忘了慈愛的上帝會與我們同在；只要我們全心

信靠他，他必定伸手扶持與保守。

 少年級教學流程建議

第一部分：合班

1. 本課詩歌：〈蕭泰然之生命歌（台語）〉歌譜見 217 頁，錄音檔、詩歌示範動作使用

QRcode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

2. 欣賞本課戲劇〈台灣音樂家──蕭泰然〉；戲劇錄音檔和動畫部分，請利用 QRcode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或是老師依照故事文〈台灣音樂家──蕭泰然〉內容見

58 頁，介紹蕭泰然的人生境遇與音樂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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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泰然的音樂之路是如何啟蒙，最後決定攻讀音樂系，走上音樂之路？父母、

師長對於他的決定有何反應呢？同學也可分享自己類似的經驗。

提醒老師：引導學生回想戲劇中的情節，並想想自己對於未來的志願與父母親的期待

不同時，如何和父母溝通。

問題 2. 聆聽蕭泰然創作的《點心擔》，你在這首歌中聽到了什麼？請分享聽完後的

心得與感想。

提醒老師：蕭泰然的作品《點心擔》，介紹了台灣各地的美食，表達了他對故鄉台灣

的思慕。老師不妨引導學生，歌詞中的這些美食是否品嘗過。

 （《點心擔》可參考以下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G4fBB6gko）
問題 3. 在蕭泰然的一生中，遭遇過那些挫折？這些挫折對他的音樂創作有什麼影

響？

答案：太太經商失敗，需離鄉遠赴美國；列入「黑名單」回不了故鄉；心臟大動脈血

管瘤破裂造成生命危險。在美國期間，在偶然的情況下，受了三位老婦人的鼓勵，決

定重新回到音樂創作，陸續創作許多新的作品。在歷經疾病突來的死亡威脅，痊癒後

決定更致力創作，回應上帝對他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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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讀《聖經》的少年人：

活動說明：

讀完這段經文（詩篇一○○）以後，請你來思考：

問題 1. 你曾經為了什麼事情歡呼呢？你覺得經文中的歡呼跟你過去的歡呼經驗，有

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嗎？

提醒老師：引導同學思考自己的經驗，可能是為了比賽勝利歡呼，為出遊而歡呼等等。

但經文中是為了敬拜上帝而歡呼，兩者都是喜悅興奮的心情。也可請同學說自己覺得

不同的地方。

問題 2. 從這段經文中，你看到詩人提醒我們敬拜上帝要有哪些態度呢？

答案：詩人提醒我們敬拜上帝要歡喜、感謝、頌讚，也要清楚知道他是上主，我們屬

於他。

3. 少年人換個角度想：

問題 1. 你注意到自己來教會的時候，都是什麼樣的心情呢？是如同經文裡所說「歡

歡喜喜地敬拜他」的心情？還是有不一樣的心情？

提醒老師：引導同學覺察自己的感覺。如：我都是很開心的來教會。或我有時會有點

擔心，擔心自己表現不好等等。請同學想想自己是否是歡歡喜喜地敬拜，如果不是，

是否有些事物影響了自己的心。

問題 2. 你曾經感受過「上主慈愛永恆、信實長存」的經驗嗎？你相信嗎？相信或不

相信的原因是什麼呢？

提醒老師：鼓勵同學說出自己的感覺，討論相信或不相信的原因。老師也可以分享自

己的經驗。如果同學現在不相信也沒關係，可請同學把這句話放在心中，放在禱告中，

求上帝幫助我們明白。

4. 動一動時間：

工具：

（1）報紙數張

（2）剪刀數支、膠水數瓶（依分組別而定，最少一組一份）

（3）八開圖畫紙數張（依分組別而定，一組一張）

（4）彩色筆數盒（依分組別而定，一組一盒）

進行方式：

（1）請同學分組，約 4 ～ 5 人一組。

（2）發下工具，每組報紙數張，剪刀一只、膠水一瓶、圖畫紙一張、彩色筆一盒。

（3）請各組在報紙中找出「上主至善，他的慈愛永恆；他的信實萬代長存。」18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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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下並依序黏在圖畫紙上。

（4）可使用彩色筆在圖畫紙上畫上圖案或裝飾，將此作品佈置放在教室。

5. 有行動力的少年人：

問題 1. 蕭泰然以音樂為媒介，吸引、呼召人們從樂音中感受上帝的美善，並進而頌

讚他。你覺得你自己可以用怎樣的方式，用具體行動感謝上帝呢？

問題 2. 詩人說普天下都要歡呼敬拜上帝。我們可以向朋友分享來教會的喜樂，或是

向朋友訴說信仰的美好，邀請他們來教會，讓他們也能一起讚美上帝的美好作為。

提醒老師：頌讚上帝的方式多元，除了音樂，也可複習前一課「用詩歌、舞蹈來歌頌

上帝」。更重要的，是對上帝的頌讚也能感動他人，一同來讚美上帝。

教具準備：

幼兒：彩色筆、色紙、廣告紙、膠水

初小：彩色筆、剪刀、膠水、毛線、珍珠板、打洞器

中小：筆、膠水、毛線、珍珠板、打洞器

高小：筆、膠水、毛線、珍珠板、打洞器、畫有地球的大海報紙（或世界地圖）

少年：筆、聖經、報紙、剪刀、膠水、圖畫紙、彩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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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文：台灣音樂家──蕭泰然

從詩篇一○○篇的這首頌讚上主的詩歌，我們要介紹台灣的音樂之光、被譽為「台

灣拉赫曼尼諾夫──最後的浪漫主義鋼琴詩人」蕭泰然。他一生致力於融合台灣本土民

謠風格與西方浪漫時期音樂的創作，為台灣歷史留下許多珍貴的音樂紀錄。蕭泰然的一

生並非完全順遂，過程中經歷了許多波折起伏，然而他仍致力於各種音樂創作，來表明

回應上帝對他的憐憫慈愛；即使當他遭逢生命中極大的困境時，仍深信上帝必看顧保守，

親自幫助和拯救。

充滿悠揚古典樂音的家庭

1938 年（昭和十三年）1 月 1 日，蕭泰然出生於高雄州鳳山郡鳳山街（今高雄市鳳

山區）。父親蕭瑞安是早期留學日本的牙醫，同時也是鹽埕長老教會的長老；母親蕭林

雪雲則是早期留日的鋼琴家。在 1940 年代，當時整個高雄僅有兩個家庭擁有鋼琴，其中

之一就是在蕭泰然的家中。在鋼琴仍很罕見、不像今日如此地普遍的時代裡，蕭泰然就

已沉浸在教會音樂及西洋古典音樂的環境中成長，同時因著母親的啟蒙，自 5 歲起開始

習琴，7 歲時就已公開演奏。也因此，自小學開始至初中、高中時期，無論是升降旗、

校際比賽表演、校慶活動等，只要有關音樂的各項事務，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也展現了

他過人的音樂天賦。

踏上音樂之路，從演奏擴展至音樂創作

蕭泰然在兒時就已展現出過人的音樂天賦，當他進入長榮中學就讀後，決定要將音

樂當做自己一生的職志；但是望子成龍的父親仍希望他能繼承衣缽，成為一名懸壺濟世

的醫生。也因為父親的期望和兒子的志向兩者之間存著如此大的差異，家庭氣氛一度陷

入緊張。幸好當時長榮中學的戴明福校長和蕭瑞安是早年的同窗，他向蕭瑞安勸說：「你

的兒子將來若當醫生，只不過是個普通的醫生，因為他的志趣不在這裡。但是假如讓他

學音樂，將來的展望必定無可限量！」這才讓蕭瑞安改變心意、轉而支持兒子走上音樂

之路，並期勉蕭泰然要以音樂做為耶穌賦予他的使命，將上帝所賜音樂方面的才能貢獻

出來，為主所用。

1959 年蕭泰然進入省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專修科（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並師事李富美教授；而當時甫自法國學成歸國的音樂家許常惠發現蕭泰然有極高的音樂

天分，也因此收他為私人弟子，引領他慢慢地將學習重心由鋼琴演奏擴展至作曲的領域。

就這樣，蕭泰然開始嘗試創作一些宗教歌曲及合唱曲，在音樂之路上也日益開闊。

1965年，蕭泰然負笈日本武藏野音樂大學鍵盤專攻科深造，師事鋼琴教授中根伸也，

留日期間也同時深受和聲學教授藤本秀夫的賞識，私下免費傳授他作曲技法，也為他的

樂曲創作扎下更穩健的基礎。1967 年學成歸國後直至 1977 年止，蕭泰然開啟了 10 年的

教學、演出和創作的生涯，一方面曾先後於高雄文藻女子外語專校（今文藻外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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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女師（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南家專（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與台南神學院等

學校任教，同時也累積出版不少個人作品，包括 1967 年出版的第一部蕭泰然合唱曲集；

以及 1971 年由父親蕭瑞安編詞、蕭泰然譜曲，總計 8 章的神劇《耶穌基督》，並於自序

中表示：「這部神劇是我對家父永遠的尊敬和思念；同時也是我對上帝的信仰告白，及

感謝的禮物。」

遭逢重大家庭變故而遠離家鄉，蒙上帝恩典而開啟了另一條新的音樂之路

1977 年，由於妻子經商失敗，蕭泰然不得不離開台灣，移民美國投靠妹妹蕭美媛，

並在當地經營藝品店為生。在這段遠離家園歸不得的期間，一度讓他灰心喪志、甚至心

想自己的音樂夢即將就此畫下句點。然而某一天他在經營的藝品店中彈琴自娛時，有 3
位老太太經過藝品店時受到琴聲的吸引，進到店裡靜靜地聽著他彈奏，並拍手讚賞鼓勵

說：「年輕人，你怎麼會在這裡？你不屬於這裡。」他這才突然醒悟過來，驚覺自己應

該繼續走音樂之路，用上帝所給他的恩賜來榮耀上帝。因此，他回到校園繼續進修音樂

作曲，在如此重大的生命挫折中再次重新踏回音樂之路。

旅居美國的這段期間，蕭泰然著手開始整理台灣民謠，將〈望春風〉、〈台灣調〉、

〈黃昏的故鄉〉、〈思想起──恆春古調〉等曲子重新編製為演奏曲，同時也將他對故

鄉台灣的思念之情，轉化為〈出外人〉、〈嘸通嫌台灣〉、〈遊子回鄉〉等一首首台語

歌謠和懷鄉歌曲。然而 1980 年時卻因創作「出頭天進行曲」，而被當時台灣戒嚴時期的

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一直到 1995 年才獲得解除。

1987 年，蕭泰然取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音樂研究所的作曲碩士學位。在指導老師金教授（Dr. B. K. Kim）的鼓勵之下，

奠定了以「台灣民謠的精神為主體，融入西方古典、浪漫、印象及現代音域的技巧」的

作曲方向基礎，培育出現代的台灣新音樂。並於 1988 年至 1990 年期間，陸續完成了〈D
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50〉、〈C 調大提琴協奏曲作品 52〉、〈C 小調鋼琴協奏曲作品

53〉等作品，這是他本人的 3 大協奏曲代表作，也為他的音樂之路寫下了新的篇章。

經歷生命面臨死亡的威脅，仍蒙上帝的揀選和恩典慈愛走過死陰幽谷

1993 年，為了紀念二二八事件，蕭泰然著手創作大型管弦樂曲〈一九四七序曲〉

（1947 Overture）。他於創作期間曾因心臟大動脈血管瘤破裂而進醫院接受緊急手術治

療，一度生命垂危，然而在眾人的禱告和醫生的搶救之下終於痊癒，並於 1994 年完成這

部史詩級的作品。每談到這段往事，他總是心懷感恩的說：「自從上帝拯救我的生命之後，

我就很努力的創作。我的音樂恩賜是上帝給我的，我的靈感也是他賜給我的。」

1995 年蕭泰然返台定居於台北淡水，直到 2005 年因身體健康因素不得不再次返回

美國為止，在這 11 年定居台灣的期間，蕭泰然陸續創作了〈台灣魂〉、〈傷痕之歌〉、

〈玉山頌〉、〈啊～福爾摩沙──為殉難者的鎮魂曲〉等作品。他的一生曾經歷背叛和

失落的日子，然而在破產失敗、灰心喪志、茫然不知何去何從、甚至是面臨死亡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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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上帝總是出手拯救，指引並保守他走在正確的人生道路上，譜出一首首感人的讚美

詩歌。因此他說：「我的一生雖然經過很多折磨，但是回想起來步步都有父母信仰的影響，

天天都看得到上帝的引領與保護的腳印。上帝是我創作的靈感，是我抱病努力創作的力

量。」

一生譜寫美妙樂音頌讚上主

蕭泰然竭盡畢生心力寫出故鄉的歌、土地的故事，輝煌的音樂成就在國際間獲獎無

數，也得到很高的讚賞和聲望。2009年，蕭泰然獲得「第二十八屆行政院文化獎」的肯定，

當時的他身體已十分衰弱，然而在致詞時仍以沙啞微弱的聲音向大家說道：「在我人生

幾乎走到滅亡的道路上，我聽到一句話而把我帶回來音樂創作……我非常感謝上帝給我

機會走回音樂的道路。」並同時說道：「我真願意你們都能認識這位上帝，……我在世

上的時間已經不多，但是只要我還活著，要我再回台灣，為這土地做一點事，我會非常

願意的。」

2015 年台北時間 2 月 25 日，蕭泰然因肺癌病逝於洛杉磯的家中，享年 77 歲。他的

一生雖然經歷種種的磨難、起伏不斷，即便到了晚年在生活上也沒有太大的改善，但是

他窮盡畢生之力創作出美妙的樂音，呼喚世人頌讚並歸向這個揀選人又拯救人於苦難之

中的上帝。他的音樂創作充滿了對上帝的敬愛，對台灣的疼惜，為台灣留下了許多珍貴

的音樂紀錄，不僅感動了台灣人，也撼動了全世界的愛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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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台灣音樂家──蕭泰然

人物列表：

旁白、蕭泰然、蕭林雪雲（蕭母）、蕭瑞安（蕭父）、戴明福（長榮中學校長）、許常惠（師

大音樂系作曲老師）、老婦 A、老婦 B、老婦 C、橫山醫師（蕭泰然的心臟手術醫師）、

莊傳賢（音樂工作者）、司儀

第一幕　踏上台灣這塊美麗的島嶼

出場角色：旁白、蕭泰然、蕭林雪雲、蕭瑞安、戴明福

道具列表：	電子琴 1台、桌子 1張、椅子 1張、報紙 1份、側背書包 1只、「長榮中學」
看板 1塊、「七十週年校慶」看板 1塊、邀請函 1封

(背景音樂為〈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

旁　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位台灣的音樂家──蕭泰然。他於 1938年 1月 1日出生於
高雄鳳山的一個長老教會家庭。父親蕭瑞安是一位留日的牙醫師，母親蕭林雪

雲是一位留日的鋼琴家，因此，蕭泰然自幼沉浸在教會音樂和古典音樂的環境

中，無憂無慮地成長……

▓小學時期──高雄鳳山家中

（舞台右側架設 1台電子琴，蕭泰然坐在電子琴前面，正接受母親的指導。背景音樂可
播放一段鋼琴演奏版的〈耶穌疼我我知明〉。）

蕭林雪雲：嗯！彈得很好，多注意一下左手的強弱表現會更好，這段再來一次！

蕭泰然：嗯！

旁　白：由於蕭泰然從小就展露出過人的音樂天賦，以及他對音樂的熱愛，因此，在他

就讀長榮中學的期間，決心踏上音樂之路成為一名音樂家。

▓高中時期──高雄鳳山家中

（舞台右側擺 1張椅子，蕭瑞安坐在椅子上看報，蕭泰然背著書包從左側進入舞台。）
蕭泰然：爸爸，我回來了！

蕭瑞安：你回來啦！學校生活還習慣嗎？

蕭泰然：嗯！而且學校很注重音樂。爸爸，我決定以後想成為一名音樂家。

蕭瑞安：什麼？你要走音樂這條路？

蕭泰然：對啊！我非常喜歡音樂，希望自己未來能在音樂領域中更加精進。



2017 暑期兒童少年營教材 台灣，我們的家園62

蕭瑞安：但是我不希望你踏上音樂這條路，反而是像我一樣，當一名救人的醫生。

蕭泰然：可是，我實在是沒興趣走醫學的路。

蕭瑞安：總之，我希望你未來能夠走醫學這條路，當醫生拯救人們的痛苦。

（蕭瑞安面帶失望地自舞台右方慢慢離場，蕭泰然則垂頭喪氣地從舞台左邊離場。）

▓高中時期──台南長榮中學

（舞台右側立起「長榮中學」看板，蕭泰然滿臉愁容地背著書包，從舞台左側出場。）

蕭泰然：唉……不管我怎麼跟爸爸溝通，他就是不希望我走音樂這條路。現在都已經升

高三了，爸爸再不點頭，根本來不及準備報考音樂系。到底該怎麼辦呢？唉……

（蕭泰然來回踱步著，之後從舞台右側退場。）

（舞台右側增加「七十週年校慶」看板，戴明福校長站在校門看板前；蕭瑞安手拿著校

慶邀請函，從舞台左側出場。）

（戴明福校長看到蕭瑞安時，向他走了過去。）

戴明福：是瑞安啊！歡迎你來參加長榮中學的校慶。

蕭瑞安：謝謝你，泰然在這裡受你照顧了。

戴明福：他是個很有音樂天分的孩子呢！不過，聽說你希望他走上醫學這條路？

蕭瑞安：是啊！我希望這孩子能像我一樣，成為一名救人的醫生。

戴明福：如果泰然成為一位醫生，也只不過是一位普通的醫生，因為他志趣不在此；但

是如果讓他走音樂的路，相信依他未來的發展必無可限量。

（蕭瑞安的表情陷入思考貌，停了一下之後回應。）

蕭瑞安：嗯……我知道了！我不會再逼他走醫學這條路。

戴明福：嗯！就讓他順著自己的志向發展吧！

（蕭瑞安、戴明福兩人一同從舞台右側退場。）

第二幕　從演奏踏入作曲

出場角色：旁白、蕭泰然、許常惠

道具列表：「師大音樂系」看板 1塊、桌子 1張、椅子 1張、紙 1疊、大信封 1個

旁　白：經長榮中學戴明福校長的勸說幫忙下，蕭泰然終於得以報考音樂系，如願地走

上音樂之路。

▓大學時期──師大校園

（舞台右側立起「師大音樂系」看板，許常惠從舞台左側出場，蕭泰然從舞台右側進場，

許常惠向著蕭泰然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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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常惠：哈囉！泰然！

蕭泰然：啊！許老師您好！

許常惠：泰然，我覺得你很有音樂天分。除了你過人的鋼琴演奏之外，有沒有興趣學作

曲呢？

蕭泰然：嗯……我對作曲也蠻有興趣的！可是許老師，我付不出跟您學作曲的學費耶……

許常惠：別擔心！是我找你來學作曲的，因此我不會跟你收學費。

蕭泰然：謝謝您！許老師！

（許常惠和蕭泰然一同從舞台右側退場。）

旁　白：於是，蕭泰然在許常惠老師的指導下開始嘗試作曲。自師大音樂系畢業後，蕭

泰然與高仁慈小姐結婚，並於 1965年赴日本武藏野音樂大學鍵盤專攻科深造。

▓教學生涯時期──高雄家中

（舞台中央架設桌子、椅子各 1張，桌上放 1疊紙。蕭泰然手拿著大信封，從舞台右側
出場。）

蕭泰然：感謝上帝帶領我順利走上音樂之路。記得我還在師大唸書時，收到爸爸寄來一

首關於耶穌基督的詩，並要我為這首詩譜曲。

（此時蕭泰然高舉手上的大信封。）

（蕭泰然走向桌椅，表現出絞盡腦汁作曲貌，不時地露出苦惱皺眉的表情，數次將紙揉

成團、拋丟於地。）

（蕭泰然最後終於面露欣喜，抓起剩餘紙張。）

蕭泰然：我終於完成了這部與爸爸共同創作的神劇《耶穌基督》。這首神劇充滿了我對

爸爸永遠的尊敬與思念，同時也是我對上帝的信仰告白。

（此時播放一段神劇《耶穌基督》中〈人子耶穌〉的音樂，蕭泰然從舞台左側退場。）

第三幕　旅居美國，心繫台灣

出場角色：旁白、蕭泰然、老婦 A、老婦 B、老婦 C
道具列表：電子琴 1台、桌子 1張、椅子 1張、「禮品專賣店」看板 1塊

旁　白：好景不常，1977年，因著妻子經商失敗，迫使蕭泰然不得不離開台灣，遠赴太
平洋彼端的美國，以經營禮品店為生。

▓美國洛杉磯・購物中心小禮品店

（播放一段飛機起飛的音效。）

（舞台右側架設 1台電子琴，並立起「禮品專賣店」看板，蕭泰然從舞台右側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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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樂播放一段〈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蕭泰然：鋼琴～～鋼琴～～現在我和音樂的連結只剩下你……看來我的音樂之路就到此

結束了……

（蕭泰然坐在琴前，表現出沉浸在彈琴演奏、卻又有點落寞的樣子。）

（3位老婦在音樂聲中，慢慢地從舞台左側出場。）
老婦 A：咦？是誰在彈鋼琴啊？
老婦 B：好美的琴聲喔！聲音是從哪裡傳來的啊？
（3位老婦走向正在彈琴的蕭泰然，站在琴旁聆聽；當蕭泰然演奏完畢後，他們不禁熱
烈鼓掌。）

老婦們：安可安可！實在是太精采了！

蕭泰然：謝謝。

老婦 A：Young	Man！Why	are	you	here？
老婦 B：我們聽得出來你的演奏技巧非常地好呢！
老婦 C：你應該在音樂廳演奏，而不是在這裡賣小禮品。
（聽到 3位老婦的話，蕭泰然此時表現出被點醒的樣子。）
老婦們：年輕人，好好加油吧！

（蕭泰然和 3位老婦一起從舞台左側退場。）
旁　白：就這樣，重新振作起來的蕭泰然，決定進入美國校園繼續進修作曲。

第四幕　歸榮耀給上帝的音樂成就

出場角色：旁白、蕭泰然、橫山醫師、莊傳賢、司儀

道具列表：桌子 1張、椅子 1張、摺疊床 1張、白袍 1件、筆記型電腦 1台、
	 		「第二十八屆行政院文化獎」看板 1塊、獎牌 1塊

（背景音樂播放一段〈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

旁　白：後來，蕭泰然於 1987年取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音樂研究所的作曲碩士學位，
並於 1988年至 1990年期間，陸續完成〈D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50〉、〈C調
大提琴協奏曲作品 52〉、〈C小調鋼琴協奏曲作品 53〉等三大協奏曲代表作。

1993年，為了紀念二二八事件，蕭泰然開始著手創作大型樂曲〈一九四七序
曲〉。

▓美國洛杉磯・自宅

（舞台中央擺 1張桌子和 1張椅子。蕭泰然坐在桌子前面，表現出專注創作、沉思的樣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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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泰然：我決定要用音樂來描寫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唔…怎麼覺得胸…胸口一陣抽痛？

啊～～～

（此時播放一段救護車的音效。蕭泰然痛苦地倒在地上，待舞台熄燈後，再從舞台右側

退場。）

▓美國洛杉磯・醫院

（舞台中央擺 1張折疊床，蕭泰然看似虛弱地躺在床上，橫山醫師從舞台左側出場。）
橫		山：蕭先生你好，我是橫山醫師，剛才已經確診你的心臟大動脈血管瘤破裂，情況

危急必須馬上動手術治療。但是這個手術相當危險，你要有心理準備……

蕭泰然：我…我知道了……在進開刀房之前……可以讓我做個禱告嗎？

橫		山：當然沒問題。

（蕭泰然雙手十指交握，高舉手臂，演出禱告的樣子。）

蕭泰然：親愛的上、上帝……拜託一下啦，我這首〈一九四七序曲〉才剛、剛寫好兩頁……

不…不要現在就調…調我回去……要…要不然，你來替我寫喔……阿們。

（蕭泰然禱告完之後轉向橫山。）

蕭泰然：橫…橫山醫生……那就麻…麻煩你了……

橫		山：我會盡全力來醫治你的。

（待舞台熄燈後，蕭泰然和橫山一同從舞台右側退場。）

旁　白：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手術，蕭泰然奇蹟似地挽回了性命，得以繼續創作，完成這

部史詩級的作品。1995年，台灣政府終於解除黑名單的限制，讓蕭泰然得以再
次踏上離別 18年的故鄉──台灣。

▓台灣・淡水住所

（舞台中央擺 1套桌椅，桌上擺 1台筆記型電腦。莊傳賢坐在桌前，表現出專注工作貌，
蕭泰然從舞台左側出場。）

蕭泰然：傳賢，之前拜託你幫我打製〈福爾摩沙交響曲〉的樂譜完成了嗎？

莊傳賢：就快完成了，今年底以前一定可以完成。

蕭泰然：謝謝你！這真是太好了！因為〈福爾摩沙交響曲〉明年 1月即將在莫斯科舉行
世界首演呢！

莊傳賢：哇～～這可是大好消息。

蕭泰然：是啊。這首曲子是 12年前我在美國取得碩士學位的作品，這次我一定要親自到
場聆聽。

莊傳賢：咦？蕭老師你要去莫斯科？可是莫斯科的冬天那麼地冷，你的身體承受得了嗎？

蕭泰然：就算是病死在莫斯科，我也要去。我的作品能夠首次在國外演出，是這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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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想完成的心願啊！

莊傳賢：蕭老師果然是個浪漫的人啊！就讓我陪你一起去吧！

（蕭泰然和莊傳賢一同從舞台右側退場。）

旁　白：之後，蕭泰然的音樂成就一再地贏得世界級的掌聲，並且得獎不斷。他也於

2009年獲得「第二十八屆行政院文化獎」，肯定他一生對音樂的卓越貢獻。

▓台灣・頒獎典禮會場

（舞台中央立起「第二十八屆行政院文化獎」看板，司儀站在舞台右側。）

司　儀：各位貴賓，歡迎蒞臨「第二十八屆行政院文化獎」頒獎典禮。我們現在請得獎

人──蕭泰然老師上台致詞！

（播放一段熱烈掌聲的音效。蕭泰然胸前掛著獎牌，從舞台左側出場。）

蕭泰然：謝謝大家。今天我能夠得到這項榮譽，一切都要歸榮耀給上帝。非常感謝上帝

再一次地給我機會，我很希望你們都能認識這位上帝。

（蕭泰然停頓一下，接著繼續說。）

蕭泰然：我在世上的時間已經不多，但只要我還活著，要我再回到台灣，為這塊土地做

一點事情，我是非常願意的，謝謝大家。

（蕭泰然和司儀一同從舞台右側退場。）

旁　白：雖然他的一生經歷許多磨難，晚年也飽受病痛折磨，但是他仍不忘用音樂來讚

美上帝，因為上帝是他創作的靈感，也是他努力創作的力量。2015年 2月 25
日，蕭泰然因肺癌病逝於洛杉磯的家中，享年 77歲。他的音樂風格，是以台灣
民謠精神為主體，成功地融入西方浪漫派樂風，因而被譽為「台灣的拉赫曼尼

諾夫」。

（此時播放聖詩第 646首〈耶穌召我來行天路〉。）

～全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