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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為了參加松年 30 週年慶典，許

多銀髮長者整晚睡不好，凌晨出發準時來到員林

會場，在志工引領下找到既定位置就坐。雖然報

到人數將近 1,500 位，在訓練有素的彰中同工分

工中，拿到手冊、紀念品、礦泉水。會場秩序順

暢，6 間流動廁所派上用場，場面盛大向心力十

足。

先由彰化女婿關寧教練帶領大家做 20 分鐘

簡易體適能暖身活動，在詩歌音樂中把大家的活

力帶動起來，全場兄姐唱唱跳跳笑開懷。接著由

羅仁貴總會議長、林芳仲總會總幹事、周哲卿松

年主委及松常委帶領掌總會旗進場，陸續各中會

松年部長掌中會旗、區會代表掌區會旗。只見會

場旗海飛揚，內心澎拜、感動，能見證並參與松

年 30 年歷史，那是一種榮耀、感恩與傳承責任

的開始。

 感恩禮拜由王效忠傳道司禮、許珮榕姊妹

司琴、莊進祥常委、方坤龍常委祈禱、陳和平常

委、林三寶常委分別以華語、台語讀經，總會議

長羅仁貴牧師以「作無愧工人」為題，勉勵大家

要堅持做對的事、在工作、教會、生活中做神所

喜悅的忠樸、努力傳揚福音不停歇。

 表揚歷屆松年主委：3 位已回天家（劉日

瑞長老、林天助牧師、陳冰榮長老），10 位接

元氣十足的銀髮長者

受表揚（魏雪峰長老、游仁順長老、葉銀株長老、

陳文萀長老、姬啟棠長老、郭東耀長老、林子斌

長老、林齊長老、周哲卿長老、周明正長老），

雖然有些長者年事已高，不克出席但仍然高度肯

定歷屆主委的耕耘與傳承，留給松年委員會輝煌

的成果。全體松年部長在周哲卿主委帶領下，上

台高歌高俊明牧師做詞的「莿帕互火燒」詩歌，

在嘹亮聲中感受到銀髮族的精力充沛、元氣十

足。

 總幹事林芳仲牧師以「宣認耶穌是主，疼

惜人」為題專講，從台中中會第一個派駐到非洲

伊索比亞的宣教師陳馥蘭牧師談起，在非洲行割

禮不分男女，很多女嬰也慘遭割禮，是非常不人

道行為，陳馥蘭牧師舉清朝要女性裹小腳為例，

造成女性行動不便，自由受綑綁，用宣教師的愛

感化當地人，才逐漸取消女性行割禮的陋習。

 在享用愛宴之際，特別安排日月潭「藝人

公益團體」到現場唱老歌、國樂團演奏，在回味

老歌聲中，帶給長者心靈饗宴，尤其齊聚一堂分

享交流，能和老友相見更是人生一大樂事。感謝

主辦單位精心策劃，讓與會者滿載而歸，期待下

次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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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恩典，今年 (2014 年 ) 是我們

總會松年事工委員會成立卅週年。過去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以先知的遠見於 1984 年成立

「松年事工委員會」更在五年後 (1989 年 ) 成

立了堪稱現今台灣社區大學，樂齡學院先驅

的「松年大學」( 今已有四十四所分校 ) 這些

事工早於台灣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 (1993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達 7%) 之前便開始。

因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全世界大部份

已開發中的國家，都必須面對少子化與高齡化的

衝擊。我們台灣，至 2012 年全國 65 歲以上的老

年人口數已達總人口數的 11%，而根據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的人口推估，預計到 2019 年老年

人口將達到 15%，即所謂的「高齡社會」；甚

至到 2025 年的時候，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將

達 20%，即所謂的「老化社會」，也就是說每 5

個人之中就有一位老人。其實，這數字的背後還

有一個更令人惶恐的排名，就是台灣人口老化的

速度，榮登世界第一！ ( 可參閱經建會網站所做

之我國人口推估表 )

人口老化的速度越快，國家社會所面臨到

的衝擊就越大！高齡化時代的衝擊已經在發酵中

了，但是教會準備好了嗎？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具

體的宣教方針，期待各中 / 區會、教會齊心來努

力並因應：

一、對內的凝聚：籲請各中 / 區會之松年部積極

鼓勵各教會成立松年團契，並呼籲教

會更重視對松年的牧養工作。高齡化

以及少子化趨勢所帶來的社會現象之

一，就是「獨居長者」將大幅攀升。

特別是獨居人口的攀升同時也表示人

們對社區的依賴亦將日漸顯著。而教

會身為社區的一份子，教會可藉由松

年團契的組織而更深入社區邀請獨居

的年長者來參加。如此不僅可關懷獨

居老人，更可藉此將福音宣揚出去。

「一人信主，全家必然得救」，家中

長輩因著教會的關懷而分擔了子女照

顧的重擔，長輩接受了福音，更有可

能影響子女跟隨其腳步，來信仰跟從

基督。

               因此總會松年最主要的任務仍要籲請各

中 / 區會松年部更積極去促使各教會成

立，並強化松年團契。

二、對外的宣教：建立以「松年日光站」為主軸

的宣教方針。松年日光站，猶如醫療

中的預防醫學或婚姻中的婚前 / 新婚輔

導。在長輩們尚稱健康，多數還能維

持基本的活動性時，透過專業所研發

出來一系列適合老人的活動，使長輩

擁有活力、壓縮疾病的照顧，使其尚

存的機能做出最大的發揮，讓原本只

能呆坐、漫無目標、身心機能不斷衰

退的老人能夠「樂在松年日光站，找

回健康與盼望！」而從宣教層面來說，

總會松年三十週年期許與展望

文 // 周哲卿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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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教會的關懷事工可以進入社區，

與弱勢者同在一起，上帝必為我們預

備一個廣大的宣教區域，藉著照顧老

人同時也照顧到家庭經濟支持者的擔

憂，使更多人更容易接受福音。

三、召集「松年諮詢小組」：提出務實的宣教議

題與策略，面對高齡化及少子化社會

迅速的轉變，特別針對老人所面臨的

種種問題，總會松年事工委員會乃成

立「松年諮詢小組」此小組將定期或

不定期提出當今教會應該及時並可從

事的老人宣教議題 ( 包括：議題的倡導

與信仰理念、相關策略、方法與步驟，

以及提供相關可運用的社會資源 )；同

時透過松委會的推廣，讓教會不僅更

深入關懷松年事工，也讓教會開始利

用現有教會內的松年人力資源去從事

社區老人所需要的活動、服務與關懷。

值此總會松年歡迎三十週年之際，讓我們

好好細數上帝的豐盛恩典，緬懷過去的宣教成

就；同時也呼籲眾教會，願我們一起肩負上帝的

使命，領受上帝清楚的異象，以迎向新時代的挑

戰！

照片說明：

左上…周哲卿主委與部分松年部長

左下…林芳仲總幹事強調「尊重」：不可任意扯他人頭髮

右上：周哲卿主委夫婦與陳義明牧師

右下：歷屆松年主委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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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禮拜首先由黃智鴻牧師主禮，以「守

望的人」為題與長者分享訊息，接著敬老暨幸福

美滿婚姻表揚及餘興節目開始。節目主持人趙敏

聰顧問，主持各種節目經驗豐富、幽默、滑稽、

言詞優雅、應變靈活流暢，堪稱為一流主持人，

將餘興節目與表揚程序交叉進行，把氣氛帶到最

高潮。莿桐教會由勇伯仔（林義勇顧問）所領銜

的「三仙老公仔標」三人管樂團演奏，拉開大會

的序幕，該團演奏經驗逾 30 年 3 人年齡共 228

歲，連續演奏三首名曲：(1) 一支小雨傘 (2) 可

愛的馬 (3) 東山再起，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是

一場具有職業水準的表演。

頒獎：鑽石婚 5 對（結婚 60 週年）、金婚

12 對（結婚 50 週年），由中會議長王豐榮牧師

頒發每對獎牌和禮金各一份。土庫教會蔡逸靄部

員帶領多位長者，由退休林上村牧師娘指導松年

團契美術班，以耶穌照顧羊群方式呈現共同手繪

畫布懸掛兩排並表演帶動唱和口琴演奏，從這些

可敬的長輩中讓我們更能了解老人的心境宛如孩

子，天生就擁有那份天真無邪可愛的嘻笑聲，令

人十分動容。

嘉中松年部慶祝重陽節敬老
文 // 陳清泉（嘉中松年部書記）

高齡壽星 95 歲以上長老計 16 名（本屆開

始首辦之最高齡敬老）：林德讚、李雪玉、陳林

卜、郭川七、駱罔市、吳秀英、蕭林蕃、黃福生、

黃陳�、鄭鐘楠、趙建成、丁慶順、駱雲從、陳啟

璋、黃彭、廖歐金葉。由教社部主委黃智鴻牧師

頒發每名獎牌及禮金各一份。

再由加恩、水上、南門、民雄四教會聯合

表演「黃金直笛」及口琴演奏：曲名

(1) 以 色 列 民 謠： 夜 玫 塊 (2) 雨 夜 花

（口琴）(3)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改版調） 

(4) 咱若打開心裡的門，曲調優雅，觀眾報以熱

烈的掌聲。

高齡壽星屆滿 90歲長者，計 14名：賴林錦、

江心俊、沈楊金甘、陳義騂、丁慶元、丁蔡桃、

曾李含笑、兵世雄、魏碧珠、葉水柱、張李職、

柯歐逐心、蘇黃丕、李登。由嘉中副議長王連賜

牧師頒發每名獎牌一面禮金各一份。

口笛表演，不使用任何樂器，只臨場信手

捲起一份大會手冊即可吹出一首旋律優美的「孤

女的願望」觀眾報予熱烈的掌聲。表演者為新港

教會郭豐慧老師，真是奇才啊！新營教會婦女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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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有三段精彩的演出：

1。帶動唱以流利的台語、幽默且有押韻的道出

十二生肖的各有特徵。

2。以「望春風」的本土曲調道出老人應有自我

期許、自我勉勵以台語七字仔的押韻詩句表達

老人要活得健康、活得快樂、天天活出希望。

3。沈英琳老師表演打竹板、順口溜，這是一種

口頭文學也是一種語言藝術，以白話文體配合

聲韻，又對社會時弊的發洩和幽默，反應出當

代一種較辛酸的處世態度和無奈，表演者敘述

台灣母語快速消失後，將是另一個族群悲運的

開始，由林三寶部長帶動全場合唱「人生七十

才開始」。

高齡壽星屆滿 80 歲長者，計 56 名：由部

長林三寶頒發每份獎牌一面、禮金 1 份。

朴子教會話劇表演「得人如得魚」，故事內容家

戶喻曉真是演活了耶穌與彼得之間的特殊微妙關

係，獲得群眾熱烈的迴嚮。大會結束前由飾演耶

穌的陳信昌牧師帶領會眾做閉會的禱告。樂團演

奏台灣民謠「農村曲」歡送會眾緩緩離場。

人的一生最值得讚美的時代便是老年

時代，孔子說他自己年至七十歲才能從心所

欲不逾矩。人們儘可跑得比任何老人快，但

文//陳德明長老（北中‧大稻埕）

北部台灣主恩施        中意馬偕傳真理   
松柏長青堅心志        年歲雖長人謙卑   
部會安排重禮儀        慶典如儀致賀喜
祝福聲中合主旨        重九佳節受敬意  
陽陽和樂心安怡        節操楷模主扶持   
感激歡欣無倫比        恩威並茂守教示
禮法教導重子兒        拜賀敬頌神保庇

却不能超過他的智力、身體的力和青春的好

處，至於智慧的美則是老人特有的財富，願

天下所有的長老能共同分享四好與三不老： 

四好：(1)好玩 (2)好樂 (3)好事 (4)好死，三不老：

(1) 心境不老 (2) 夢想不老 (3) 行動不老。

智慧人生也是幸福的傳承：美滿的婚姻留

得美名揚，共福共難理應當，人生變化難按算，

六十年內不分離，七定八十手牽手，共渡八千里

路雲和月，九月九日重陽日，十指緊扣笑回首。

慶典活動，盛況空前約有 520 多人，過程流暢順

利，整個活動企劃皆出自林部長三寶一人之手，

凡事他必自親躬，巨細靡遺，惟恐掛萬漏一，事

前不斷沙盤推演直到滿意為止。他動用中會各部

員及新營教會約 30 名長執、婦女、志工等，尤

其是各教會報到時間正值交通尖峯時段，故交通

組、報到組的人員最為辛勞，幸好都井然有序絲

毫不紊，每位同工都克盡職守，每位賓客都受贈

到一包優質特級的香米，由服務人員直接按數送

到所屬的車輛，讓長輩們可輕鬆的被義工們平安

的引導到會場就座。午餐敘後各自在互道珍重的

離聲中依序分批愉快的踏上歸途，結束繁忙的一

天，願神紀念所有的長輩及同工們的辛勞。

蒙恩得福的松年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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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歲那年暑假同儕、鄰居以及同學，中午

互約前往淡水河游泳，「摸蛤兼洗褲」一行七八

個，由九號水門下水，大夥玩得不亦樂乎。從河

邊游過去，再游回來，有的摸蛤仔、有的捉小魚， 

玩到漲潮猶不自知，一個體力不支，無法上岸，

就此下沈，等到醒來時，人已在醫院。當晚由大

哥背我回家，由家人口中知道大略情形：鄰居同

學沉下去就沒上來，事後打撈才知道腳插在泥裡

上不來，而我則是由南京西路那一處流到台北橋

下，被人撈起來送醫院撿回一條命。隔天由母親

帶著一份禮物前往撈我上來的好心人家，向他道

謝，那個事件，造成一位小朋友死亡至今難忘。

1985 年我帶鳳凰旅遊 0802 十二天美西團， 

這一團的所有團員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有兒女

在美國唸書或定居， 跑完既定行程在 LA 互道

珍重，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回台，心想這一下慘

了，因為 TOUR LEADER 的機票都是開的四分

之一機票， 這種機票只能跟團體一起使用，如

果單獨使用則「限空位搭乘」，也就是有空位才

能搭乘。當年鳳凰旅遊美國團，用的是日本航

空，但東京 / 大阪 - 台北這一段是日亞航在飛，

日亞航飛台北的航班，都是上午起飛，由美國飛

東京 / 大阪的班機到達時，都已是傍晚接不上回

台的日亞航，而必須在東京或大阪住一晚 ( 由日

航招待 ) 。由 LA 到達東京羽田機場 ( 當時尚未

使用成田機場 )，就走到國內機場準備搭乘國內

線已訂好的 JA123 班機前往大阪投宿東急大飯

店，這是日航訂好的，走到櫃台嚇了好大一跳，

人真多，雖然有訂位但還是乖乖把機票拿上去照

規定排隊，原來這個時候是日本的盂蘭盆節，也

就是我們的中元節。日本人在這個時節都會回家

團聚， 可以說是人口大移動，空位搭乘開始叫

名字了，叫到最後一位是排在我前面的日航沒值

恩典人生二三事

文//吳金萬長老（竹中‧公園）

勤的空服員。那位地勤女生非常有禮的一再向我

道歉，她說下一班馬上到，我覺得無所謂， 晚

點也沒關係， 反正只是睡一晚。等我下飛機搭

東急飯店的車到飯店大廳，一堆人圍著電視在

看， 我也圍上去瞧瞧。哇 ! 不得了，沒搭上去

的那一班機 JA123 出事了，趕快辦好入住手續

到房裡打電話，向家裡的大人、小孩報告我沒

事。 因為每次出國我都會留一份行程在家，好

讓家人知道行踪，電話一通，我哈哈大笑說：「老

婆妳沒福氣，如果我照既定行程搭那一班，那妳

就發了」。因為日航的賠償很大，這一次事件乘

客 509 名、機組員 15 名，生還者 7 名。是歷來

最大的空難。行文至此心有戚戚，如果我由國際

機場走快一點，按照排列不就可以上那班飛機了

嗎 ? 我不太喜歡逛街的人，偏偏那天由國際機場

一路逛商店慢慢逛到國內機場的日航櫃台。以賽

亞書 46 章 4 節 :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 ; 直

到你們髮白，( 我仍摢 )。 我已造作，也必保抱 ;

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附筆 : 答應佳音「松年之光」索稿，以此了一

筆文債，不過最感謝的是主恩同在時時喜樂）

吳金萬長老在松年慶典中巧遇老友



2014 年 9 月 28 日下午三點，在高雄中會鹽

埕長老教會進行一場很特別的感恩禮拜，乃是李

景行牧師與潘光子牧師娘為自己和眾多親朋好友

說再見的「 生前吟詩惜別感恩禮拜」。出席者

約有300人以上，在秋陽照耀的午後時光，不捨、

失落與遺憾的氣氛彌漫於彼此心中，卻也大大異

於一般悲戚的追思場景，因為告別的二位主角精

神奕奕的和大家同在一起。

李景行牧師花大半時間致力於教會音樂創

作及聖詩編輯的事奉中，一生用聖詩榮耀上帝。

整場禮拜程序都由李牧師親自設計安排，並以李

牧師的詩歌作品進行，鹽埕教會夏文學牧師以

「一生用聖詩榮光上帝」為題，為李景行牧師一

生的事奉做詮釋：見證李牧師雖洗腎 18 年，牧

師娘為腦瘤之疾已開刀了三次，卻如同哥林多後

書四章 :16 保羅所言 :「外體雖然衰敗，內心卻

一天新似一天」。在這台灣人視為禁忌的儀式

中，不用台灣習俗的「哭調仔」，卻以頌讚、祝

福、感恩來為生命留下美麗永恒的思念，藉著整

場禮拜中所吟唱的創作詩歌，正是李景行牧師的

音影再現，也引導來惜別的與會者，思考自己的

生命將如何透過上帝進入永恒的生命，得著那美

好的確據。主理的夏牧師特別強調這是一場沒有

哀傷、沒有流淚的告別式，只有見證李牧師一生

因著個人興趣，專注於音樂，從主領受到服事的

熱誠，終生為主僕人的一生經歷。因此在這場李

景行牧師親自規畫的惜別感恩會，雖說是為了與

眾親朋好友的相辭行，卻讓參與者得到更大的信

仰激勵，也讓參加者反思自己的一生要用什麼來

榮耀上帝，讓自己能活得更精彩。

接著翁秀琴長老以曾為學生的身份，以及

陳振祥長老以長年協助出版李牧師聖詩集的好友

角色，為李牧師伉儷要遷移至天家說出感言，其

不捨之情溢於言表。 李牧師的長子李彰恩牧師

於謝詞中更是以感恩之情，感謝上帝成就了父母

多結果實的一生，並以交棒之心說出「上帝歷代

興起祂的僕人」，要大家以微笑請安送父母親。

最後夏文學牧師仍邀請這場禮拜的主角李

景行牧師跟與會者說話，李牧師形容此時刻的心

情如同要越過約旦河，即將要進入新天新地，也

是神所賜福的迦南美地，「惜別」代表著他不捨

離去的心，但那是人人都要去神所賜福之地，願

上帝也把豐盛的生命賜給大家，最後大家吟唱李

牧師作詞作曲的「主內親愛的朋友」做最後的道

別。

整場禮拜中，大家注目的焦點在李牧師一

生以聖詩創作榮神的經歷，仔細閱讀李牧師贈送

給與會者的手冊中，有一篇「牧會生涯中最感動

的事」，看到真正支持李牧師生命樂章的正是牧

師娘潘光子女士，在那窮乏困頓的日子中，能無

怨無悔、無保留的與李牧師同行天路，只有牧師

娘。為牧養羊群所作的愛心行為，成為別人的祝

福，乃是真正的行道者！願上帝在二位最後進入

迦南美地之前的每一天，都蒙恩得福求神繼續照

顧李牧師和牧師娘身體上的舒適、靈裡的喜悅平

安，直到進入新天、新地。    

文//馮思和書記（壽中松年部）

一生用聖詩榮光上帝

李景行牧師 / 潘光子牧師娘生前吟詩惜別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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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旦步入中老年，才能真正感受到歲月的流逝，猶如盛開的花朵，神速般的凋零。每

人成長歷程都有數不盡的恩典，我個人更是恩典滿滿：

1）感謝神！在人生半百之後還有機會因著神的帶領與人的撮合，毅然決然踏上地毯的那一端。

2）感謝神！共組新家庭後，驚喜的是巧遇許多朋友竟是彼此早就認識的。

3）感謝神！讓我上有姊姊、下有弟、妹，雖無兄長，主卻奇妙安排「亦兄亦夫」的另一半 -----  

黃伯棟長老。

4）感謝神！一向沈默寡言、內向，神竟然為我挑選互補的

伴侶。

5）感謝神！老公對色彩、美學沒什麼概念，居然有個懂美

學的老婆。

6）感謝神！不擅長歌唱的太太，神卻賜她有副好嗓門的先

生。

7）感謝神！我對財務數字不專精，神卻安排內行且專業的

對象。

「七」不正是神所喜悅的數字，在人生晚年夫妻能有志

一同，且健康喜樂的在「松年團契」開心服事，真的是感謝

再感謝。

林如品姊妹（彰中‧永靖）

王逸石長老（嘉中‧西門）

1. 雖然已經七老八十，為求有「臉」見人，參加網路臉書課程，活到老、學到老。感謝主！

2. 年初結婚屆滿 49 周年，兩老立願同心一起再誦讀一遍聖經，做為送給自己的金婚禮物。

九月底已提前達成心願，十月起再接著精讀詩篇中。感謝主！

3. 隨著歲月的增長，讀經時有更深的体認。到了晚年還可以從聖經這面鏡中，看見自己的罪

性而悔悟、改進，感謝主！

感謝的事

數不盡的感謝事項 

黃伯棟長老 /林如品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