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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鼠年』，老鼠又稱耗子，一般

來說老鼠是大多數人都討厭的動物，卻又排在

十二生肖的首位，其原因說法不一，但可窺見先

祖的智慧。撇開老鼠的缺點不談，老鼠畢竟仍有

幾項令人羨慕的優點。

它的「生殖力」很強，一隻母鼠一年可

生育四 ~ 八次，每胎可生六 ~ 八隻小老鼠，因此

一隻母鼠一年可生二十幾至六十幾隻小老鼠。小

老鼠出生之後，只要兩、三個月又可懷孕。生殖

力就是代表生命的繁衍，子孫興旺，多子多福。

因此自古便有人將老鼠視為子孫繁盛的象徵，甚

至奉為天干地支中『子神』的位份。

老鼠的「生命力」很強，因有一副不斷

生長的大門牙，所以要不停地磨牙，撕咬東西，

否則門牙太長便會頂住下顎，使牠無法再進食。

因此老鼠必須不斷去磨牙，靠著銳利的門牙，舉

凡打洞、上樹、爬山、涉水…為了生存牠什麼都

吃。另外長長的尾巴，作為平衡之用，據說老鼠

從五層樓上摔下來也沒事。因為它是一個生命力

超強，再惡劣的環境也能生存的動物。

它的「警覺性」很高。老鼠一段都是少

量試食，等到安全無虞之後，才會大量進食。同

時也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動物：即便不慎食

下老鼠藥，在牠中毒垂死之前，會向同伴發出警

告之聲，提醒同伴拒食類似的食物。

綜觀以上三點讓我們學習成為一個「生殖

力」強的基督徒，不僅積極繁衍、教育下一代，

廣傳福音引人信主，使信主的人日日加添。更要

做一個「生命力」強的基督徒，靠著倚靠上帝的

信心，讓生命能越挫越勇，越是險惡的環境，生

命更要堅毅、更加成長。同時必須做一個「警覺

性」高的基督徒，常常儆醒，敬虔度日，因為

 文 // 周哲卿主委

主再來的日子近了，

我們都得隨時預備好

自己，全力為主活出

精釆豐盛生命來榮耀

祂。

鼠年更要記得

常常『數算主恩』，

因為一個常向上帝感

恩的人，時時會發現

身上有更豐富上帝的

恩典，只要有一顆仰

望上帝且倚靠上帝的心，生活中自然就充滿著許

多感恩快樂的事。對人方面，人生中更需要向四

種人來感恩：

1) 名師的指點：感謝曾經教導過的老師們，因

他們用知識哺育我們成長，培養我們一雙看

世界的眼睛。

2) 貴人的相助：感謝曾經幫助過的朋友，特別是

雪中送炭的朋友，因他們給我們友誼和支持。

3) 親人的支持：感謝周圍所有的親人，給我們

彼此交流溝通的快樂與滿足，消除內在的孤

獨感。

4) 小人的刺激：或許一時之間不太理解，但保

羅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

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此也要感謝曾經傷害過我們的人，因他磨

練我們消沈的心志，助長見識和做人的智慧，

更感謝藐視過我們的人，因他覺醒我們的自

尊，增強力爭上游的決心和勇氣。

逢此鼠年，讓你我好好數算主恩。祝福各

位松年長輩，生命因著感恩而經歷到上帝更豐盛

的恩典。

鼠年數算主恩



（本刊訊）台中中會松年部慶祝成立 40 週

年暨敬老慶婚大會，吸引 1200 多位長輩參加，

總會總幹事林芳仲牧師應邀證道，以哈巴谷 2：

1-4、路加19：1-10與長者分享『義人因信而生』。

2019 年 9 月和周哲卿主委去美國參加『世界台

灣人基督教會聯盟』(WATCC)，想到當年彰化

鄉親勇敢攜家帶眷坐輪船去巴西開墾，需要花費

53 天顛簸路程，現在搭飛機只要 30 小時。科技

越進步人類心靈反而越不安，1971 年台灣被迫

退出聯合國，接著美中建交，台灣幾乎被國際孤

立，喪失在世界發聲機會，儘管醫療發達經濟繁

榮，仍然成為亞細亞孤兒，得不到肯定與重視。

翻開台灣 400 多年歷史，一直無法當家作

主，再加上當年戒嚴法頒佈，人人自危沒有言論

自由，動則得咎菁英不是被抓就是噤聲。反觀猶

太人雖亡國，卻能透過信仰在世界各地繼續發光

發熱。把上帝的話刻在版上，在守更樓上細細觀

看：『雖然延遲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

延。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而生』。基

督徒不論移民何處，首要任務都是建造禮拜堂，

尤其把最好的農產品奉獻給上帝。

台灣普世論壇關心台灣與國際接軌，透過

各種學術交流與國事聲明，讓國際認識台灣，希

望能有更多公平的對待機會與獲得正常發聲管

道，這才是宣教策略的應變措施，社會急變主愛

不變，福音策略必須有所調整。人子到是要尋找

失喪並施行拯救的，只要人願意在主前真誠悔

改，耶穌的救恩必臨到每人心中，願意將福音見

證分享出去，世代都會蒙恩得福。

義人因信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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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欣逢東中松年部 10 月 11 日成立 35

週年，考慮如何來為辛勞的前部長們表達心意，

特別參加總會松年事工委員會舉辦 35 週年慶典

感恩禮拜，為著觀摩總會在彰化溪州公園盛會，

遠道的東部中會以三天二夜靈修之旅，讓兄姐來

感受熱鬧的氣氛並共襄盛舉，也與來自各中會的

弟兄姐妹，一同祝福受獎的前主委，大家都很喜

樂歡聚在一起。

東中松年部於 2019 年 10 月 3 日在台東的

更生長老教會舉辦慶祝重陽敬老聯合感恩禮拜暨

35 週年慶典，表揚在東部中會松年部的歷屆部

長，讓所有的前部長及兄姐回顧當年費盡心思，

為中會內年長的弟兄姐妹籌辦許多喜歡的聚會方

式，殷勤服事的樣式，留下了許多美好的腳蹤。

受表揚的前部長有八位，1. 邵忠仕牧師

(1984-1985)。2. 游仁順長老 (1992-1993)/(1996-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文 // 林麗卿書記 ( 東中松年部 )

1997)。3. 黃清英長老 (1998-1999)/(2003-2004)。

4. 江 初 子 執 事 (2008-2009)。5. 葉 博 文 長 老

(2010-2011)。6. 張良雄執事 (2012-2013)。7. 陳

惠宗執事 (2014-2015)/(2018-2019)。8. 吳懋勳執

事 (2016-2017)。歷屆受獎的松年部長接受 256

位中會松年兄姐為他們祝福，大家都帶著滿臉的

笑容與感恩。

重頭戲來了，在好山好水好幸福的花東區，

大家在會中也慶祝重陽，在花東流奶與蜜之地

處，各教會長壽的兄姐實在多，滿有主的恩典！

所有年長受獎者，最高齡為 105 歲、102 歲、

101 歲及 99 歲，90 歲以上 51 位，滿 85 歲 21 位，

結婚 60 週年鑽石婚有四對，結婚 50 週年金婚有

兩對，所有領獎者受到全體會眾的掌聲及祝福，

喜樂聲充滿整個禮拜堂，感謝上帝的賜福與恩典

洋溢，從神來的喜樂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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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台中中會松年部成立 40 週年大

會，是難得一見的盛會，一早就聚集上千的松年

會眾，加上南來北往的貴賓齊聚一堂，場面熱絡

溫馨。總會總幹事林芳仲牧師特以『榮光歸主上

帝』祝賀大家。松委會周哲卿主委以【親愛的，

我願您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您的靈魂興盛

一樣】( 約翰三書 2 節 )。台中中會議長陳伯源

牧師賀詞：『大家聚集大歡喜，謳咾感謝同吟

詩。信徒相疼真甘甜，和睦徛起相扶持，勤讀聖

經守教示，天父的確賜福氣。廣傳福音無推辭，

信徒加添滿主意，部會增長大興起，榮光上帝萬

萬年』。手冊封底祝賀文：『成功老化智又賢，

四十不或迎松年，聖誕榮光傳美善，婚壽喜慶愛

上天』。

歷任松年部長（敬稱省略）：林喬松、賴

曉聲、魏雪峰、李文德、陳金川、許永隋、趙聰

生、魏天賜、郭東耀、陳松、周金德、姚文炎、

謝德賓、張福龍、洪惠章、梁朝、楊守雄、簡月

夏、張逢春。並表揚歷經 10 屆的志工李吉昉，

協助攝影並留下歷屆珍貴資料。

邀請彰基林文生董事、院牧部主任陳清發

牧師、松委會主委周哲卿長老、松年幹事李佳

民牧師致詞。敬老慶婚大典百歲人瑞 3 人：大

度教會吳林綉梅師母 105

歲、竹山教會施曾罔市姊

妹 103 歲、豐原教會廖游

蜜姊妹 100 歲，90 歲以上

94 人、80 歲以上 546 人。

結婚 60 週年以上（金剛

鑽婚）11 對：①林永超 /

鄭雪瑛②楊百約 / 黃真理

③簡克修 / 簡黃雪④蔡天

士 / 蕭雪美⑤鍾培志 / 林

秀治⑥林國鎮 / 林柯素惠

⑦洪茂榮 / 何碧霞⑧賴金

四十不惑迎松年

城 / 曾秀英⑨莊院宇 / 莊張蘭⑩李顯禮 / 李劉蟬

11 鄭宗雄 / 廖阿節。55 年以上綠寶石婚 10 對、

50 年以上金婚 9 對。看著 80 歲以上長著 643 人，

慶婚部分有 30 對，真的是成功且優雅老化蒙恩

得福的家族。

感謝忠孝路松年詩班以『哈利路亞讚美我

主』獻上感恩，第 2 部才藝表演由黃張信長老主

持，有重新教會的體識能運動與詩歌演唱、忠孝

路教會排舞、西屯教會讚美操。在潮港城美食館

享用豐盛海鮮餐，送每人一支枴杖傘，特別選用

12 支骨架支撐的強力傘，感謝大會的貼心與關

照，祝福大家身心靈都強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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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聞本中會松年部四十週年，感謝主恩，

松年長輩不但同歡喜，紀念慶祝這美好的日子，

同時也要讚頌上主的恩典與慈愛。

依照內政部統計 : 台灣在 2025 年老年人口

將達 20%，每五位台灣人，就有一位是 65 歲以

上老人，進入「超高齡社會」。今日的老人，將

是明日的你。回顧 40 年前，台中中會本著「高

齡化社會」已是國際性趨勢，替「高齡化社會」

未雨綢繆，教會對「高齡信徒」的松年事工是不

可少的重要職責。在「高齡信徒」日益增多的世

代，更突顯松年事工的重要。

慶祝本中會松年成立 40 週年，願以參加松

年事工多年的心得，與教會松年長輩共分享。

( 一 ) 生老病死人生四階段

有人英年早近，有人壽終正寢，有人未老

先哀，有人老當益壯。每個人的經歷不盡相同，

但我相信生命中的每一階段，都是上主的恩典都

要感恩。老不是人人可經歷，因此務必珍惜【老

年】的可貴閱歷。

( 二 ) 白髮是榮耀的冠冕 ( 箴言 16：31)

每個人都不喜歡老、怕老、不認老。因為

年老有許多負面的思維，認為對老體弱沒有用

處。其實，對老是自然現象，是每個人必須面對

的，無論好壞都必須接納。上主留我們的生命在

世間，絕對有獨特的用處。上主看重老人，更愛

老人，我們不要妄自菲薄，外體雖然敗壞，內心

卻是日日換新 ( 林後 4：16)。摩西 80 歲率領以

色列百姓出埃及。迦勒 85 歲不認老，照常出發

征戰。展現出他的勇氣，還能向約書亞求把希伯

崙的山地給他。

( 三 ) 人生無常，世事難料

1.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毎人的壽命能

活多久，沒有人能預先知道。人生過了 70 歲，

不需要再想追求財富、地位、權勢，只要專心

追求信仰、健康、快樂就該滿足。傳道書說 :

台中松年部四十週年感言

文 // 楊守雄長老 ( 台中 . 向上 )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 傳 12：8)。

2. 趁黑夜未來，我們要趁白日多作主工，人生後

半段能與上主同工是何等榮耀。他們年老的時

候仍然要結果子、要滿了汁葉常青 ( 詩 92：

12)。

( 四 )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          
頭枯乾   ( 箴 17：22)

長輩代表智慧，智者不惑、仁者不憂。長

輩要有正向人生觀，不只快樂且知足常樂。人生

不過短短數十年，該放下就放下，過去的恩怨情

仇，放下且無悔，那才是人生最後終曲，不只感

恩且無憾了。

（五）善終

詩人：我們一生的年日是 70 歲，若是強壯

可到 80 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 詩 90：10)，生命

像一聲嘆息就終結了。人的一生不在於活得多

久，而是要活得好。當你活到 95 歲，卻天天跑

醫院或躺在養老院或受疾病折磨，不如活到 85

歲，生活能自理，病痛少來折磨，這才是人生最

大幸福。生命不能重來，但可以活得精彩。夕陽

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正面迎向黃昏，夕陽依然

很燦爛，與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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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來 到

風城新竹，隔年被

教會松年團契拱上

來當會長，這一當

就好幾任，其中印

象最深刻的就數曹

天雨老先生了。第

一次到他家拜訪，

只見三樓獨棟別墅加上花園，漂亮又氣派，承他

引導到處逛逛，尤其是地下室。眼見一長方型游

泳池，上方也是長方型玻璃天窗，照得整個地下

室異常明亮，整面牆壁掛滿木雕，一眼望去所有

擺設，猶如置身印度尼西亞上的峇里島， 讓人

覺得放鬆且自然。跟他聊起才知他是以開罐頭工

廠致富，之後開始投入土地買賣。不經意間會脫

口而出說： 那塊土地沒買到少賺多少億， 他就

是這樣過著『億來億去』的人生，生活既寫意又

少煩惱。年歲漸長偶爾會有念頭湧起：『死將何

去 ? 生又何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讓他開

始對人生存疑且想找出答案。

獨自瞞著家人外出尋找結果，家人忽然間

不見老先生，趕緊報案協尋，另一方面四處寺廟

一間一間逐間尋找，找了好幾個月方才在廟裡找

到。原來他想在廟裡尋找解笞，顯然是不可能的

事，佛教的最高修為是『涅槃』與『超脫』，有

如『人死如燈滅』。禪宗第五代掌門人五祖弘忍

大師年紀老邁，要挑繼承人，叫門下弟子在粉牆

上各題一首帶禪意的詩，供其選擇繼承人。大師

兄神秀大師寫：『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台，時

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門下弟子大聲讚好，

都說準是大師兄中選。適時有一個火頭僧（挑水

澆菜，在廚房劈材燒火的小和尚），名叫慧能的

也來湊熱鬧，問知原委就說：我也寫一首吧。大

家嘲笑他不識字且又不會寫，如何能來湊合 ? 慧

人物寫真

文 // 吳金萬長老（竹中 . 公園）

能說：無妨，你們那位替我寫上吧。有人替他寫，

慧能開口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

無一物，何事惹塵埃』。他就是六祖慧能，禪宗

在他手上發揚光大，基本上佛教最高境界就是：

人一過世就什麼都沒有，那『死將何去』？曹老

幾個月在廟裡的追尋，答案始終是無解。

他有一位女兒遠嫁紐西蘭，曹老九十歲時

到女兒家走走看看，禮拜天女兒全家都要到教會

敬拜上帝，他是佛教徒還是佛教蘭花會的成員，

怎麼能去教會 ? 可是留一個老人獨自在家又不放

心，好說歹說就勸他去走動一下，同時也可以跟

同鄉聊聊天，老人終於同意一起去作禮拜。奇妙

的事就此發生了，『佇你一切所行的事攏著認

伊，伊欲指點你的路』（箴言三 :6）。曹老九十

高齡， 在紐西蘭奧克蘭長老教會受洗成為神的

兒女，回台後他的女兒帶他到公園教會，繼續靈

命成長，第一次看到他時，我問他 :接受洗禮成

為基督徒有什麼想法 ? 他只簡短回答 :『三教，

這教尚好』。經過獨自漫長艱苦追尋之後，老人

終於找到真信仰，是上帝的兒女一個也跑不掉，

直到老邁之年還是回歸到上主名下。十多年前他

安祥回歸天父懷抱，可惜的是他好不容易得到的

信仰， 未能傳承給下一代，殘念 ! 但深信上帝

會親自動工，成為神的兒女時機是上帝早已安排

好的，一切頌讚全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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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畫面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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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才不遇且孤單的詩

仙李白一首『月下獨酌』，

是借酒澆愁最好的寫照：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

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

三人』。喝酒只能暫時麻

醉自己，無法解決問題，

因為『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澆愁愁更愁』。

( 一 ) 落入黑暗

詩篇 39 篇作者尚無法確認是不是大衛本人

的詩，但可以理解這位詩人活得很痛苦，

懇求上帝排解他的煩憂。詩人的困難與痛

苦大約是：

1. 被惡人攻擊或被誤解

  人被誤解或被攻擊會活在黑暗中，但詩人

不想辯解與回擊，因為不想舌頭犯罪。他

只能選擇『默然無聲』，但心靈受折磨且

安全受威脅，縱使想息事寧人心裡還是不

暢快，只能懇求上帝施憐憫。

2. 身體有病痛

  人在生病時不只心裡痛苦、軟弱無力，

感覺有重擔輕鬆不起來，所以詩人懇求上

帝：「使我在死之前可以力量復原」。（詩

39：13）

3. 得罪上帝

 人若犯罪會身心煎熬不僅會受到他人的凌

辱與恥笑，當上帝的刑罰臨到，更加承擔

不起，這樣的存活多麼悲慘，心情快活不

起來。懇求上帝：『求祢救我脫離一切的

過犯』。（詩 39：8）

       以上 3 種遭遇會讓人痛不欲生，有人想靠麻

醉自己來尋求解脫（喝酒 /吸毒 /報復 /做壞事），

但這些只會越陷越深，唯有回轉到上帝面前，懇

求赦免與幫助，才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遠景。

 我的指望在乎祢 
文 // 許瑞政牧師（北中 . 民權）  

( 二 ) 曙光乍現

1. 人在黑暗中看不清楚真實，以為爭取名利

地位才算成功與幸福。其實都只是虛幻，

無法得到永生的盼望。『世人行動實系幻

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積蓄財寶不知將

來有誰收取』。（詩 39：6）

2. 人生短暫不應浪費光陰在空幻的事物上，

懇求上帝讓詩人理解並接受苦難，珍惜生

命仰望上帝才能脫離困境。

3. 詩人在黑暗中發現求上帝站在他這一邊不

足夠，應該要先站立起來且與上帝站同一

邊，倚靠上帝與主同在，才能得到真正的

幫助與拯救。『主啊，如今我等什麼呢？

我的指望在乎祢』！（詩 39：7）

( 三 ) 迎向光明

詩人充滿信心的宣告，幫助他離開黑暗迎

向光明。『祢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詩 16：2b）在指望中要存心忍耐，在等候中

要充滿盼望。我們等候上帝，其實上帝也等候我

們，唯有親近主，靜心等候主的恩典與憐憫。

( 四 ) 哀歌是禱告，向上帝陳明也支取力量

詩篇 39 篇是最美的讚美詩與哀歌，是信靠

的詩歌，讓我們真實經歷『力量復原、重新得

力』的喜悅。透過哀歌的祈禱，才能在憂愁中找

到平靜安穩的倚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