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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訊 ) 北中松年部慶祝父親節感恩禮

拜，在艋舺教會舉辦，長者不畏酷暑踴躍參與盛

會，50 多間教會 640 多人齊聚一堂，猶如一場

心靈饗宴。松年合唱團以【聖法蘭西斯禱文】、

【賞賜平安】帶來心靈的安慰，王宗仁牧師引用

路加 15:11-32，浪子回頭比喻大家耳熟能詳，牧

師分析父親的心志 :1. 慷慨 --- 小兒子要求分家

產，二話不說因為愛而答應。2. 放手 --- 孩子要

出外打拼願意放手成全。3. 不捨與憐憫 --- 兒子

出走後天天守望，遠遠看見身影，馬上抱著兒子

並親吻他。4. 包容 --- 大兒子怒氣，父親能理解

並接納，安慰孩子體諒父親失而復得的心境。

5. 喜樂 --- 浪子死而復活，這樣的歡喜快樂才是

最棒的福氣。

承接從神而來的福份，珍惜家人歡聚的喜

樂，只要神能與我們同工，萬事都能成。願每人

的心思意念都能得到神的理解與眷顧，台語【阿

爸】是很貼切的稱呼，世上對父親的語言百百

種，或許有不同經驗卻能代表共同意義。讀聖經

要能回想當年之處境再融合現今之狀況，才更加

理解聖經的奧妙與奇異恩典。

老父的心志

主委王德成牧師一早從屏東瑪家鄉出發，

第一次來到艋舺教會，覺得是很享受的松年活

動，欣賞到高水準的合唱團，感染到同工的用心

規劃與全心付出，特別以原住民排灣語唱出民

謠，歌詞意思是感謝神的恩典並祝福所有長輩都

喜樂平安。松年幹事李佳民牧師特別邀請松年契

友支持【以台灣名義參加東京奧運】公投連署

單，為生命作見證，天父與子相通 / 合一 / 親密，

尋求族群合一與平等。

第 2 部由阿公阿嬤合唱團演唱【Alleluia】、

【問田蠳】，並由雙園教會陳儀智牧師分享【阿

爸的故事】。專講前先用薩科斯風演奏【祢真偉

大】，再邀請音樂達人周高俊老師演奏自編詞曲

的【尚敬愛的阿爸】，陳儀智牧師磁性的歌喉，

配上感人至深的歌詞，讓人既感動又撼動為人子

女的心思，真的是高水準的音樂饗宴。



台中重新教會為了深入社區，於主後 2011

年 9 月成立新希望關懷社區協會，事工上除了關

懷弱勢家庭兒少的課後輔導班、國中班外，也

關心平常在社區中孤單的長輩們，並於 2012 年

4 月成立了「千歲快樂合唱團」，顧名思義就是

將所有長輩的歲數加起來超過一千歲，目前經常

出席人數約三十人左右。因資源有限只能每禮拜

四上午一次的聚會，內容有邀請老師來帶長輩從

事體適能活動、聘請國內知名大學音樂系聲樂研

究所畢業的老師前來教長輩唱詩歌、長輩中的人

才更是最棒資源，邀請分享過去自己最在行的強

項、邀請具醫藥背景的信徒分享身體保健及醫藥

常識。上完課程用完中餐後才讓所有的長輩快快

樂樂的回家，中餐更是由長輩輪流負責，並分組

整理場地。

過去有些來到教會的長輩感覺心事重重，

千歲快樂合唱團
文 // 林耀星牧師 ( 台中 . 重新 )

如今他 ( 她 ) 們期待著每個禮拜四的聚會，可以

快快樂樂的從事律動活動及唱著詩歌，甚至帶著

所練習的詩歌到安養中心去關懷行動不便的其他

長輩，並在中會松年部活動中獻唱，他 ( 她 ) 們

不再是老了沒有用，而是還有很多可以為主做的

事情。在這樣的際遇下，松年團契有參加合唱團

的長輩們，就順勢邀請在合唱團中未信主的長輩

們，參加禮拜二上午的樂齡查經聚會，型態則為

唱聖詩、使用每週新眼光的查經內容，並為他們

所關心的大小事情來代禱。同樣的，他 ( 她 ) 們

分組輪流負責中餐，且在用完餐整理使用場地後

各自回家，有人還會留下來繼續學日語及唱日文

歌，有人則留下來成為課輔班的志工老師。誰說

年紀大無用武之地，他 ( 她 ) 們都是一群快樂的

迦勒，不僅自己開心還能把快樂分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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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千歲快樂合唱團



很久沒閱讀到一氣呵成的親子叢書，米米

媽生了迷路哥與暴走弟，迷路先天不足被醫生判

定是不良於行的腦性麻痺兒，幾乎常在醫院進

出，7 歲發現有多動症及學習緩慢。米米媽不認

輸找出破關的決心，加上外公外婆的全力支持，

外公還參加保母培訓只為習得復健技術，透過時

時按摩，讓迷路雖成長較慢，但仍歪七扭八的走

出來。

母子間奇特的對話，打破傳統與教條式培

養，純粹是陪伴與同理，在自然氛圍中快樂成

長，孩子反而獨立自主又自信。為了愛而付出，

是件快樂的事，千萬別讓【標準】迷矇了眼與心。

每個孩子都有獨特性與特殊才華，父母要珍惜與

兒女相處的片段，孩子一生都在掙脫父母，是宇

宙不變的定律，父母應學當放風箏的高手。

擁有不等於佔有，放手不等於鬆手，中間

永遠有隱形的牽掛與關懷，那不是羈絆而是深深

的祝福與陪伴。掉眼淚不見得很軟弱，不流淚未

必真強悍，最要的是哭完後，有更大的勇氣去面

對困難。不倒翁不倒是順勢吸收壓力的能量，它

沒手無法出力但也不輕易被打倒。

從處理各類生活問題裡，孩子們可以獲得

很好的邏輯、推理、調理與組織力操練，讓孩子

明白很多事不是大人的責任，也是【我】的責任。

世上沒有理所當然，要先學會愛身邊的人，多體

諒才能感同身受。

孩子的世界充滿可愛，或許不懂 / 不會 / 不

完美，但要有時間上的等待、鼓勵、練習，讓他

有成就感才能變成有溫度的人。教孩子也是行銷

學，以【溝通】替代【服從】，建構有效的家庭

語言系統。

放手讓孩子尋找自己的路，年代不同人工

智慧取代一切時，達人比士大夫搶手多了。獨立

思考能力 / 喜歡閱讀 / 文字表達能力 / 獨一無二

都是關鍵字，別太在意學習分數，懂得危機處理

/ 解決問題 / 成為個別領域的高手，那才是建設

性的誇讚。

父母能牽著孩子的手，溫柔陪伴尋找生命

中的蝴蝶，孩子朝著目標開心奔跑，不僅不易

累，還會留下甜美的回憶。讓孩子迷上樂器，不

用逼也不囉嗦，發自內心的喜歡，會主動去練

習，讓心靈更有層次，為平凡日子增添小亮光。

孩子的想像力是天賦，尤其畫出不像的動

物時，別設法要求比例正確 / 構圖完美 / 光影合

理 / 筆觸流暢，因為想像與創造力是無可取代

的。相信自己的孩子，找出適合的學習方式，

【愛】、【陪伴】、【理解】是最棒的解藥，學

習不再只求標準答案，找到學習的藏寶圖，孩子

快樂探險去。

放了牛，他們自己會吃草

米米著    

迷路繪圖   

三采文化出版  

350 元  2017 年   2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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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說 : 人生宛如苦海。孔子曰 : 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人無百年身，常懷千年憂。聖

經 ( 約 16:33)【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

可以放心】。

以上經典印證【凡人都必有苦難】。因此

痛苦、憂傷、患難、失望的重担就臨到眾人。

然而，神是愛，祂告訢我們不要餒志失�望，祂

應許【人生是大有盼望的，叫我們可以放心】。

聖經 ( 太 11:28-30) 耶穌說 :【凡勞苦擔重

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

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

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邀請所有背負重担的人，到主那裏，祂

 負主的軛 

 文 // 徐采田長老 ( 星中 . 長春 )

就應許我們得享安息。這一段經文我們很容

易誤解，認為只要像處理垃圾一樣拿到主那

裏丟給祂，就可得安息，這實在是太天真的

想法。我們都知道世上是沒有白吃的午餐，基

督的邀請是邀我們與祂一同負軛，使我們能

與祂同行同工。並非只要將重担卸給祂，正

像丟垃圾一樣，丟下就去享受安息，上帝的

作法是要我們服從和順服、信靠，配合祂的

作為成為門徒，同心協力才能完成拯救靈魂的

大使命。

聖經又說 : 要我們學習認識了解主的樣

式，重担不見得會藉著除去沉重的試煉和折

磨讓人輕省。神更渴望吸引人回到祂那裏，與

祂有親密和信靠的關係，讓那些受邀請者能脫

離他們原來的方式，徹底被改變，成為新造的

人。

在減輕負担的過程，重担不見得會被移

除，但是當我們開始愛祂、信靠祂、相信祂

的應許和倚靠祂的力量時，我們的思想和回

應會改變。然後，當折磨的重担從我們的肩

上轉移到祂的肩上時，雖然情況仍未改變，

但是我們會感到輕省。

與基督一同負軛的結果是 : 心靈得享安

息。生活壓力或許不會減輕，但我們若親密

地與耶穌連結，心靈便不再煩擾不安，祂的

平安在我們心中作主，我們會獲得更多，得

勝有餘、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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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有一間教會，叫做

沙漠教會。台灣沒有沙漠，取名

沙漠，似乎不符合地區特性。或

是這教會是要期許信徒如同在沙

漠中渴慕溪水，積極追求信仰？

似乎也不是這個原因。

屏東的青山村，早期的名字

叫沙漠海（Samohai），後來在

行政區畫分時，就把這裡命名為

沙漠村，成為一個沒有沙漠卻有

其名的地名。這裡是排灣族所居

住的部落，早年從山上的大社部

落（達瓦蘭部落）分支出來，遷

來到這一帶，也成為排灣族分佈

最北邊的部落。後來行政區更名，這個沒有沙漠

的沙漠村，改成名稱反差很大的青山村。其實這

個村子已經臨近平地，並不在山上，倒是倚著青

山，後方是整個排灣族的傳統領域。

來到這個村子，想認識這個曾被稱為沙漠，

現在又稱為青山的村子，也想看看教會。不過進

到村子，卻看到一個海神宮的指標，心中不免納

悶，村民絕大多數是基督徒（含天主教），是哪

個沒禮貌的人在這裡設立廟宇？後來才知道，

原來海神宮不是廟，是這裡的一個峽谷景點，峭

壁、急流、巨石、瀑布是這裡的特色，在網路上

尋找青山村的資料，找到的多數是來海神宮遊玩

的遊記。

來到國小旁，正好聽到下課鐘聲，不，他

是沙漠也是青山的

文 // 蔡尚志執事 ( 星中 . 南港 )

們不是用鐘聲，也不是常聽到的音樂，而是孩子

唱著母語歌謠的音樂，是部落限定版的下課聲，

真好聽又超有特色。學校很有創意，牆上都是排

灣族生活圖樣的浮雕，還高掛著一串排灣特色的

琉璃珠。皮膚黝黑面貌輪廓深邃的排灣孩子們從

教室衝出來，在操場快樂的跑跳，他們長得真是

既漂亮又可愛。

長老教會的教堂，最早名稱為沙漠教會，

隨著村子的更名改為青山教會，現在又以部落現

在的名字，正名為札瓦歌（Cavak）教會。教堂

為兩層樓建築物，正面屋頂是城堡造形，屋頂上

方三角錐頂是鮮明紅色十字架。不管是沙漠還是

青山，基督教信仰像是堅固堡壘，一直守護著村

民，享有真正的喜樂與平安。

札瓦哥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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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餐求營養  均食能保健  啖飲約而精  蔬果勝珍味

* 宴客誠為貴  富餚無益身  烹飪求適法  勿奢莫浪費

* 猴穿美衣裳  其姿還依舊  人要講休養  不緣華服求

* 磨刀恨不利  鋒刃能傷身  求財忌無多  侈富害後人

* 兒女雖質魯  還須送學堂  不求列前茅  只盼品德昂

* 錢財易流失  技藝勇相伴  家財留萬貫  不如一技傳

* 貧而無怨尤  裕且勿驕奢  安其窮為貴  富使詐變賤

* 人若逢逆境  退步且靜思  其心自然平  此樂如天堂

* 忠者心不變  為主盡所願  捐軀守職責  視成如己命

* 重財薄父母  不配為人子  盡心且戮力  方得稱孝孺

* 見貧若鄰親  須加以憐恤  與小販交易  毋思佔便宜

* 完人首重義  公正不偏私  行事要明理  見善必勇為

* 臨難知忠義  見財識志節  德行兩雙全  此必正人也

* 起家志耕讀  敗家昭橫暴  安家需忍讓  御家避奸盜

* 處事毋念難  務志在濟人  惟力求踏實  乃治世之旨

* 見勢生谄顏  此人最可恥  見財起恭維  此人最可悲

* 耳聞挑撥言  當忍而三思  與人爭是非  需冷靜持平

* 瑣聞莫饒舌  智者止謠言  凡事留餘地  得意不究往

* 觀天下萬物  本性皆求生  螻蟻尚惜命  人類應自重

* 謀福報社會  廣設慈善院  慰殘老之苦  濟孤貧於安

* 人生戒爭訟  久訌兩相毀  能免即趨祥  和解最為貴

* 為善欲人見  伪心在矯情  小惡恐彰顯  須臾大罪行

* 創意求共賞  精新均得寵  賞作皆有益  人人須盡心

* 望世過太平  首治本國昌  祈家能齊整  先修己身正

* 子孫依此教  萬代留芳名  家家尊斯訓  國榮世太平

齊家典訓

 文 // 林磊

以五言四句格式寫成，深入淺出方式呈現，內容包含 : 戒貪 / 養育 / 孝道 / 仁義 /

志節 /人倫 /讀書 /處事 /自勉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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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訊 ) 總會高齡關懷小組以【松年疼惜

實踐愛 / 高齡關懷做夥來】為主軸，共舉辦三場

【教會高齡關懷事工參訪觀摩活動】，分別在嘉

義東後寮教會 / 台北文山教會 / 台東長光教會舉

辦，邀請教會牧長與松年朋友任意選擇適合的場

次參與。

北部場 90 多位學員參加，由駱昆和牧師開

會禱告後，陳義明助理總幹事介紹講師婦女展

業中心陳瑪利主任打頭陣，以【營造高齡友善

教會】為題，詳細介紹各階段的不老典範，看

到 102 歲仍神采奕奕的短跑健將，真的令人肅然

起敬。【酷老時代已來臨】，長輩嫺熟運用手機

功能，能跑能跳熱心當志工，80 多歲還能當故

宮志工，鼓勵長者先把硬體空間充實夠，接著把

身體顧好，再把歡樂與活力帶給大家，只要能充

分發揮第二專長，或學習新技能，不可逆的老後

人生，必能經營得有聲有色，重新找到開心的位

置，即使社會變老但仍能保持彈性且樂觀的心

態，願意改善不良生活習慣，人人都可活躍老化

健康到老。

2025 年再 7 年台灣老化速度全球最快，台

灣有本錢面對危機嗎 ?2018 年每 7 個人 1 個老人

( 高齡社會 )，2025 年每 5 個人 1 個長者 ( 超高

齡社會 )，因應策略有 15 要項要特別注意 :1. 攔

截失能 ( 健康促進 / 衰弱預防 )2. 失智預防及友

善對待 3. 權益維護 ( 福利權代理 / 監護及輔助

宣告協助 4. 老人貧窮 ( 高齡再就業 )5. 照護離

職 ( 友善職場環境 )6. 農村偏鄉滅村 7. 失能照顧

需求大增 8. 輔具大量運用 9. 失智照顧落實推動

10. 照顧人力不足 11. 硬體空間不夠 12. 外籍看護

人口大增 13. 家庭照顧者支持體系瓦解 14 老人

高齡關懷做夥來

居住問題 15. 居家醫療需求高。

老年平均照護成本是 210 萬元，但 69% 民

眾沒有準備。根據健康署資料，女性失能平均 7

年，男性 5 年，而躺床時間目標最佳為 2 週。

40% 民眾希望老後在家，但 24% 失能老人須仰

賴政府居家照護。台灣培育有 9 萬名長照人才，

因為確實很辛苦，最後只有 2 萬名留任，人力極

度缺乏。人人嚮往有品質的高齡生活，期望活得

長、病得短，因此身體健康 / 心理平安 / 靈裡喜

樂正是教會與社區重要連結，運用教會的優勢場

地 / 人力 / 服務精神，把信仰透過各種環節，讓

居民願意踏入教會。社區關懷據點扮演最佳角

色，在【銀浪】襲來時能安穩且貼心關照長者的

需求，透過共餐與實用課表，達到教會與社區雙

贏的目標，透過疊疊樂 / 肌耐力運動 / 方塊踏步

/ 電鍋菜 / 手機教學 / 創意摺紙 / 田園樂 / 經絡推

拿，達到健康促進與人際互動的功效。

蘇坤郎長老以文山教會為例介紹【教會高

齡關懷事工】、蔡三雄牧師現場指導【彈力帶與

肌力運動】、汐止教會黃哲彥牧師分享【教會高

齡特色事工】、長榮大學黃肇新老師【如何開始

高齡宣教事工】，最後由陳義明牧師 / 陳瑪利主

任主持【綜合座談】，7 小時的研習收穫滿滿，

地方教會若對社區高齡關懷事工有感動，有心想

成立並推展關懷據點，可直接與高齡關懷事工小

組聯繫 07-3220669 轉 409 莊雅玲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