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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九月九日是「九九重陽節」，10 月很

多中會 / 族群區會 / 教會都會舉辦敬老主日 / 感

恩禮拜。在此祝賀松年長輩們，要活到老、學到

老，做個受人尊敬的快樂松年！

如何成為受人尊敬的松年？詩篇 71 篇是老

年人的禱詞，從禱詞中可以看到長者如何接納自

己的存在。「耶和華啊，我投靠祢：求祢叫我永

不羞愧！求祢作我常住的磐石：祢已經命定要救

我，因為祢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上帝啊，

求祢救我脫離惡人的手。主耶和華啊，祢是我所

盼望的，從我年幼，祢是我所依靠的。我從出母

胎被祢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祢。我必常常讚美

祢！我年老的時候，求祢不要丟棄我！我力氣衰

弱的時候，求祢不要離棄我」（詩篇 71：1～ 6）。

當我們慶祝重陽敬老節時，各位松年長輩

共同來學習一項很重要的功課，就是讓我們好好

做個受人尊敬的快樂松年。要成為別人敬重的

人，必須是能夠帶給別人祝福的人。如何成為別

人的祝福，做個帶給家人、朋友祝福的人？，最

重要的關鍵就是：「要接受自己的存在」。因為

唯有品嚐過自己生命和本質的人，才能夠無條件

地接納和肯定自己。人若一直活在抱怨和指責之

中，抱怨在生命中得到的比別人少 / 抱怨自己經

歷過很多痛苦哀傷 / 抱怨自己常常被忽視 / 生命

越來越沒有價值。很多時候當我們老了，常常會

感嘆人生錯過太多美好的生活，因此越來越無法

接納晚年的自己，甚至依然想成為焦點，像年輕

做個受人尊敬的快樂松年
主委：周哲卿長老

時一樣光鮮亮麗。

詩篇 71 篇，詩人即便走過艱辛、坎坷的人

生路，甚至面對生命已經年老逐漸衰弱時，卻沒

有停留在過去受攻擊、敵視、傷害與失敗當中，

反而持守著對上帝的信心，相信上帝的幫助會帶

給他內心真實的平安。他沒有抗拒生命怨天尤

人，反而不斷地讚美上帝，述說著生命中美好的

一面，對他來說，生命同時就是恩典，而讚美更

是一種接納自己生命中最棒的方式。當我們時時

讚美上主，便是將生命建立在上帝堅固的磐石

上，這樣才能夠在年老時真正地接納自己，同時

也獲致他人對我們的尊敬。

「白髮為老年人的尊榮」，這不僅是上帝

對我們松年的肯定與祝福，更要好好抓住這條上

帝的應許，開心接納自己，不停讚美上主，成為

帶給別人祝福的快樂松年。



每個人都會經歷不同年齡的階段，各教會

裡都有不同年齡所組成的團契或組織。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先設立教會，再設立中會，教會中高齡

的團契是松年團契，中會則是松年事工部。1978

年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首創成立青藤俱樂部，揭

開老人教育的序幕。1979 年台中中會成立松年

部大會，開啟松年事工嶄新的一頁。1980 年代

正是年長者休閒及教育逐漸蓬勃發展的時期。

1982 年高雄市政府與基督教女青年會聯合舉辦

老人大學：長青學苑。之後各縣市也都有民間單

位與政府部門成立服務長者的社團組織。

感謝上帝的恩典，總會 1984 年 4 月設置松

年事工委員會，10 月舉辦老人事工座談會，討

論：1. 老人休閒活動 2. 教會老人事工 3. 老人大

學4.老人雜誌。1986年舉辦老人事工座談會，1）

建立教會婚姻介紹網 2）成立老人休閒活動中心

3）強化中會性松年事工4）發展老人文字事工5）

籌設松年養老院。1987 年松委會決議：由總會

傳教師獎慰會及松年事工委會合辦《松年之光》

刊物，於 9 月發行季刊。1988 年成立南區松年

聯誼會、1989 年成立北區松年聯誼會。1988 年

松委會與聖經學院合辦研討會，成立松大籌備小

組，1989 年總會設置長老教會松年大學， 

松年事工委員會繼往開來的十五年 (1989 至

2004 年 ) 曾舉辦過下列各項重要的事工 ( 一 ) 研

習會：老人安養中心 / 老人問題 / 老人福利暨如

何運用老人資源 / 松年福利 / 松年事工展望 / 宣

教精兵銀髮族 / 松年事工整合。( 二 ) 全台松年

靈修會：面對公元二千年老人的角色 / 松年傳

滿了汁漿且常發青

文 // 李佳民牧師 ( 總會松年幹事 )

道 / 快樂松年 / 如何重建心靈 / 跨世紀的宣教。

( 三 ) 新舊任部長聯誼會 / 原住民松年聯誼會 / 座

談會 / 訂十月第一主日為松年事工紀念主日 / 成

立 10 週年感恩大會 / 出版成立 10 週年特刊 / 提

出社區宣教事工方案 / 成立 20 週年感恩大會暨

世界台灣人基督徒為國家祈禱大會 / 出版成立 20

週年特集 / 原住民及平地松年諮詢會。

2005 至 2010 年的事工：提出「認同社群 /

委身基督 / 成長 - 松年」宣教使命宣言及計畫、

成立松年諮詢小組、訪視中會 / 族群區會松年部

暨座談、新舊任部長懇談會、全國松年幹部大

會、總會松年的主旨功能角色及職責研討會、社

區老人關懷事工研習會、老年牧養學教牧研習

會 / 牧養當代新老人、松年日光站說明會、松年

日光站實務研習會、老人志工訓練、擁抱老年心

生活＆讀書會導讀手冊發表會，製作福音健康操

DVD、出版松年團契手冊及樂活松年、與平安

基金會共同成立澎湖辦事處並開辦社區關懷據點

及老人日間照顧中心、松年之光編寫研習營、松

年之光以月刊發行、原民花東松年靈修聯誼。

2010 至 2020 年事工：出版上帝疼惜老大

人 / 教會參與老人社區照顧服務工作手冊 / 原住

民花東松年靈修會暨聯誼活動 / 一領一宣教策略

行動 - 全國松年大會、西部原住民松年聯合靈修

會、松年志工認證課程及教育訓練、松年讀書

會推廣及領導人員培訓、新舊任部長暨新任副

部長聯席會、一領一新倍加 - 全國松年新春培靈

大會、成立 30 週年感恩禮拜暨聯誼慶典、宣教

150 週年總會松年 150 對鑽石婚表揚典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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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中會 / 族群區會松年金婚表揚慶典暨感恩

禮拜、教會如何結合政府及機構資源推動高齡關

懷事工懇談會、協助高齡關懷事工小組、出版活

力松年 - 教會關懷長者事工見證、教會如何推展

陪伴長者研習會、成立 35 週年 - 活力松年一領

一培靈感恩禮拜暨聯誼慶典、出版總會松年事工

委員會成立 35 週年特刊、教會如何推展長照 2.0

暨關懷長者研習會、訪視澎湖長照機構。

教會要如何關懷年長者 ?

( 一 ) 教會應該走在時代的前端，率先關心退休

信徒及年長兄姊，若有足夠的能力也應該

關懷及協助社區長者。

( 二 ) 教會全體要確實清楚長輩的生活處境，體

認及感受其困難，才能對症開藥，合力協

助他們自立。

( 三 ) 教會宜教育年輕人尊敬、接納及協助較年

長者，長者也需要再教育，因為社會潮流

在改變，若不能敞開心靈，學習新事物，

就會有心理適應不良症，也會引起生理上

的疾病。

( 四 ) 教會應該設立松年團契，使長輩們聚在一

起、廣交朋友、分享喜樂、分擔憂苦，藉

由團契提供歸屬感，消除孤單感。透過補

助經費舉辦活動來強化團契的功能。

教會正是長者出入的友善地方，很多教會

成立松年團契、社區關懷站、文化健康站、長青

學苑、樂齡學堂、松年大學。高俊明牧師曾說：

「我們肯定每一位老人對社會的貢獻與對人生的

經驗，老年人幾十年的人生經驗是比年輕人的文

憑更有價值。我們應更加關心台灣社會中的老人

問題，並想各種辦法，使每一位老人的生活更快

樂，更有意義且更有尊嚴」。終身學習、成長及

服務的理念應該受到各中會及教會的重視，藉由

團契及長者關懷課程，可以讓松年兄姊們相聚一

堂，分享人生體驗及生命故事，學習及發表才

藝，充實及實現自我，更可以在交誼及旅遊中，

增添許多歡樂，留下美好回憶。

有一位心理與輔導系教授說：「年輕的時

候，我們總是以成績、學歷、職位和財富衡量一

個人的成敗。年老的時候，我們應該放下這些外

在的評比，並且選擇生活目標與人生價值。在老

年階段，我們可以試著學習『回航人生』所需要

的事情，學習面對工作及親友的失落，不會因此

而憂鬱 / 學習面對生病和死亡，不會因此而恐懼

/ 學習處在有限的歲月裡，如何過得更有意義 /

學習各種才藝及志工服務，使生活更加多采多姿

/ 學習放下及分享的生活，使自己更輕鬆愉悅，

而非更加焦慮緊張」。台灣老年人囗比率不斷的

攀升，影響已擴散至社會整體層面。面對社會高

齡化時代的浪潮，總會、中會及教會應當擔負起

對長者及退休群體的宣教使命。

松年事工委員會期待松年兄姊能夠將上帝

國的福音分享給更多朋友，使台灣各地的社區

/ 部落充滿仁愛、公義、和平與喜樂。申命記

33：25 說：「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

何」。詩篇 71：18「上帝阿，我到年老髮白的

時候，求祢不要離棄我，等我將祢的能力指示

下代，將祢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詩篇 92：

12-14「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

柏樹。他們栽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上帝

的院裡。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

漿而常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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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南區五中會（嘉中 / 南中 / 高中

/ 壽中 / 屏中）松年聯誼感恩禮拜，輪到南中主

辦，在台南永康情定城堡餐廳舉辦，一早就聚集

好多輛遊覽車在現場，松年牧長天南地北同心來

歡聚。首先由潘信男團長帶領練詩、吳貞嬉司

琴、南中周宗弘部長司會、高中劉義輝部長啟

應、壽中李美珠部長祈禱、屏中潘慶仔部長讀

經、南中松年合唱團讚美：祢真偉大 / 主永遠與

咱同在、輔導黃茂全牧師以列王記下 12：2 證

道，強調『信仰傳承的重要』、嘉中葉道成部長

奉獻祈禱、南中副議長鍾日欣牧師祝禱，此次共

有 900 多人參與盛會：嘉中 280 人、南中 170 人、

高中 175 人、壽中 120 人、屏中 107 人、貴賓

30人、南中松年合唱團28人、歸仁恩典團16人。

南中指導黃茂全牧師以南猶大國約阿施國

王一生行耶和華看做好的事，在位 40 年，但晚

節不保，受到猶大首領的教唆，逐漸離開神。原

本一心想修復聖殿，卻因個性軟弱與膽小，延宕

23 年始終未完成。當初的南北國興衰不在上位

者的才能，必須要有上帝的保護。以色列以上帝

國為中心，國勢興盛，但若無法堅持到最後，上

信仰傳承的重要

帝必懲罰。主用重病來警告約阿施的忘恩背義，

可惜仍沒有警覺，最後被親信背叛，在米羅宮把

他殺了。

上帝喜歡內心潔淨成為神的殿，透過提醒

與反省，內心動機務必謹言慎行，真正降服在主

前，時時體貼聖靈的心意，在挫折與困境中絕不

放棄與主連結，上帝的愛與恩典是長長久久，相

信上帝不可鼓勵崇拜人，信仰真實難免也會受到

考驗，唯有緊緊抓住神的倚靠，才不會走錯路。

誠如詩篇 92：12 ～ 14 所言：『義人要發旺如棕

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他們栽於耶和華的

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他們年老的時候，

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主永遠與咱同在』詩歌帶給我們滿滿的

喜樂，因為上帝旨意導咱相與聚集，聖神引導互

咱相結連，早前靜靜的地現今充滿讚美，高舉上

帝愛疼的榮光。上帝一直在導路，祂是咱路途的

牧者，咱信心的引導，當咱面對未來年日，咱愛

緊緊抓住祂應允，主永遠與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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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中會感恩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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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秋季，有幸受教台神徐謙信牧師

「台灣教會史」門下，常聽到他以德文「Missio 

Dei」來授課，意思是「上帝陪同我們去宣教」。

宣教事工不分國內或海外，都是充滿帝恩典同在

的服事，無論何時、何地、什麼對象、何種文化

背景，都有平安與喜樂。

( 一 ) 維也納宣教話甘甜

這個奧匈帝國的故都，舉世聞名有「音樂

之都」稱呼的文明大城，值得觀光、旅遊、訪勝。

逾數百年的古蹟文物、教堂，令人不解的是教堂

禮拜的信徒少之又少，有可能禮拜天是造訪酒莊

的好去處或搭乘便利又便宜的地鐵到處逛逛，接

觸不同的文化，目睹自然與人為美景，如法國教

育家孟登所倡「遊歷教育」，一定可學習到書本

所沒有記載的學問。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3 月由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總會派往維也納基督長老教會當三個月的

宣教師；之前沈建議、吳文益牧師亦同，但更稍

早的陳啟應牧師在維也納待了三年。通常主日禮

拜是每主日下午 2:00-4:00，單週台語，雙週華

語證道。週間聚會有兩次，禮拜五早上 10:00 的

查經祈禱會，及禮拜六傍晚聚餐及聖歌隊練習，

前者在教堂中，後者在牧師館內。我去了之後，

週二下午 2:00 及週四下午 2:00 各有一場專題演

講，題目如：認識台灣 / 何種知識最有價值？ /

認識寶石（外聘）。主日禮拜平均約 20 人參加，

在籍信徒才 11 人。詩班由留學生組成，音樂造

詣極高，獻詩表現優異且感動會友。三個月之禮

拜五查經祈禱會，剛好查考「使徒行傳」，可惜

只有 3-4 人出席。我感受到宣教甘甜所在，正是

主日禮拜時的「講道內容」時段，因為可宣講主

耶穌「道成肉身」拯救世人的福音。「上帝的兒

子耶穌基督，是福音的起頭。」（可 1:1）雖然，

在維也納通用語言為德語，但英文亦能溝通；尤

其置身華人社會中，台語或華語就成為最普遍用

  海外宣教ㄟ甘甜 
文 // 蔡主恩牧師 ( 星中退任牧師 )     

語了。我在維也納正逢冬天，三個月有兩個月冰

天雪地，相當酷寒。孤單住在牧師館，沒有電視，

只好打開電腦在臉書上與親朋好友對話，很多時

間可用來禱告、靈修、讀經、吟詩。三餐除自己

煮水餃或稀飯食用外，偶而到麵食店的客家會友

宋媽處食用。三個月內蒙會友游享哲（維也納音

樂系畢業，國家級導遊）帶我參觀貝多芬故居、

酒莊、博物館，及一台 500 多萬的鋼琴，感謝父

神，讓我平安且順利地在維也納宣教三個月，領

受到恩典的無限。

( 二 ) 南非約堡大安基督長老教會宣教甘甜

透過約堡大安基督長老教會韓進春執事引

見，與師母先到該會受聘三個月當短期宣教師，

無論查經、講道、詩歌都獲得好評，後教會和會

投票聘我當第三任牧師（第一任紀彰龥牧師，第

二任湯振安牧師，再來為吳乾隆傳道），時間為

2014 年 9 月 30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由於母

會吳天寶及羅聯昇牧師無法來參加授職禮拜，乃

委託當地衛理公會謝必勝牧師來主持，且接獲由

台灣許多教會寄來之祝詞及賀電。約堡大安基督

長老教會佔地 2000 坪，庭院可停放 20 輛自用轎

南非宣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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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庭內花草爭艷，教堂及牧師館及聚會場所都

很寬敞。2014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計一年三個月時間，很高興能在異地宣教、

證道、禱告，吟詩，及成人主日學（加爾文基督

教義摘要及讀後感）、查經（使徒行傳），共有

10 位成人洗禮，1 位幼兒洗禮，10 位中有 9 位

是來自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1 位數學女博士，

2 位中醫師，1 位銀行員。可惜的是在一場長執

選舉後，選上四位長老八位執事，居然有一位長

老及三位執事不願上任，且有人離開教會。當時

我因牙齒動搖無法進食，加上血糖高、血壓高，

又有關節炎及蜂窩性組織炎等，乃主動辭職於

2015 年底返回台北。約堡有金都之稱，其鑽石

更有名，為全非洲最大且最重要的商業大城，住

屋寬敞，交通便利（其高速公路排名全球第四），

風景優美，又有唐人街可用餐；只是貧富懸殊，

治安非常不好出門很容易被搶。何況，十五年前

有 25,000 台灣人，現在只剩 5,000 人。反觀中國

人已增至 80 萬人，加上佛光山、慈濟、一貫道

在當地擴展，教勢很難成長，語言以英語為主。

( 三 ) 馬來西亞新邦令金長老會宣教甘甜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返回大園基督長

老教會協助教會事工後，2016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7 年 2 月 22 日受總會派往馬來西亞柔佛州的

新邦令金長老會當 2 個月的宣教師，由於該國係

回教國家且與台灣沒有邦交，故任何宣教師只能

以「觀光名義」前往，不可以稱自己是牧師身

份，且不宜在公共場所宣教，若違背可能會入監

被關。

馬來西亞地處赤道以北（約北緯4-8度間），

終年炎熱物產豐富，水果便宜，五穀肉類亦然。

其面積逾台灣 20 倍大，係一半島國家，重要城

市由北向南，檳城、吉隆坡、麻六甲、新山，而

「新邦令金」位於吉隆坡與新山之間，是個交通

十字路口的都市。就基督教在馬來西亞宣教言，

北部是衛理公會勢力，南部是長老會的勢力，這

還不包括在婆羅洲北部的沙巴、沙勞越在內。昔

日馬幣和台幣是 1:10，目前大約是 1:6.7，足足

縮水三分之一。近年馬國經濟仰仗中國投資，加

上大官貪污盛行，經濟自然每況愈下，所幸社會

治安還算良好，物美價廉安貧樂道方能安居樂

業。

新邦令金長老會，信徒火熱，善待牧者，

其兒童品格營成為該教會的標地，吸引附近小學

生來參加，且有許多教會組團來此觀摹，除各班

老師用心教導外，其靈魂人物是一位未婚的女長

老名陳玉珠，她因有開補習班經驗，可帶領很多

慕道友小孩來參加，每週五晚上 7:00-9:00 總是

爆滿，在品格及生命教育上紮根。此外，週間關

懷探訪工作，在張彩葉執事帶領下，牧師提供帶

領手冊去探訪會友與慕道友，住院或較少來教會

聚會者，成果豐收。再以《標竿人生》作為每週

二晨 7:000-8:00 在李楚和長老府上晨更外，週六

晨 7:00-8:00 在牧師館查考《使徒行傳》，禮拜

三晚上兄弟團契，更以《加爾文基督教要義摘要

及讀後感》來研討，期盼對加爾文神學有進一步

的認識。

國內、外宣教事工若以「上面的事為念」

則樣樣亨通、順利，若以「地上的事為念」，則

到處都是人為的問題叢生，處處碰壁。人人應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無論是處順

境，處逆境，或有餘，或不足，都能榮神益人。

我要再次強調：海外宣教事工是甘甜的，因有上

帝同在使然。如果有怨言或情緒不穩，那全是肉

體軟弱所導致，與宣教無關。誠然，有上帝同在

的宣教是有生命活力的，是甘甜的，請多為宣教

事工及宣教師代禱，願以馬內利，上帝國降臨在

每人的心中。

馬來西亞宣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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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文字工作者最常被問：『寫作需要技

巧嗎？要從哪裡下筆才能得心應手？文思不泉湧

可以訓練嗎』？其實寫作跟呼吸一樣，人人都會

越自然越舒暢，不用有華麗詞彙，先感動自己真

情流露寫下生命印記，就是獨一無二的作品。關

鍵密碼『聽 / 說 / 讀 / 寫』：專心聽、真心說、

用心讀、開心寫，再加上愛心就是『五心』上將

了。

21 世紀的文盲不是沒知識者，而是不肯學

習的人。多學習保證財富蘊藏其中，當然高效學

習方法與技巧能提升速率，『堅持不懈，必能萬

事亨通』。多讀報累積資料 / 抄範文多做筆記 /

列題綱勤練構思 / 常修改作比較 / 單項練習再學

串連。

透過寫作鍛鍊思維能力，提高生活感悟，

在寫作中獲得樂趣，才能把寫作當作習慣。平時

多觀察且留心身邊事物，處處有驚喜時時有收

穫，開心把所見所聞真誠的書寫，即使不是大作

也是小品，願意常練習 / 多體驗 / 肯思考，下筆

如有神助。越寫反應靈敏、耳聰目明，要失智都

很難。

個學校沒有教的寫作技巧

海名威鼓勵『站著寫』，以養成文字簡練

的功力，『坐著改稿』專心與作者融為一體。寫

作速度快且言之有物訣竅：才思敏捷 / 閱歷足夠

/ 知識豐富 / 勤學苦練 / 方法得當 / 技巧純熟。想

像比知識重要，透過觀察力與記憶力，激發出更

多的創造與分析判斷力，想像力豐富，文筆自然

生動有趣。

如何培養想像力？擴大知識領域多閱

讀提高文字功力發展創造性想像力。寫作的

重要環節首在構思，先有架構、組合、修正、定

案後才能一氣呵成。

每人風格不同，可以保有自己獨特的書寫

方式，想突破常規或組合零星材料、超越時空巧

妙聯想、前後呼應、以情感為主軸、善於運用對

比、高潮迭起引人入勝，不論用何方式務必有真

材實料，最忌內容空洞還硬要成文，不論遣詞用

字都要仔細斟酌，將資訊（字、詞、句、章）巧

妙連結在一起，字詞之間自然貫通，互相整合，

讓人讀著舒服、易懂、不花俏、有共鳴、想分享，

這才是平凡中見真章，能撼動人心的樸實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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