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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偉大的人物後面，都有一位偉

大的母親」。母親節總讓我們回想母親在生

命中的偉大恩情。身為松年長輩，在科技的世

代常常會有 [ 身兼母職 ] 的身分。要如何成為

稱職的 [ 母職】松年呢？

母親雖是沉默的角色，但功能上卻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小孩出生後，最初的成長

環境就是家庭，除了供應肉體成長的需要外，

更重要的是提供最自然的保護照顧，以及愛與

生活技能教育。此外家庭是人出生後第一個接

觸的社會，更是小孩學習社會化的最初場所。

因此，所有的教育都必須從家庭開始。

生命成長過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愛」，

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說：「上帝無法在同一個

時間將愛施予世上所有的人，所以創造了無數

的母親替代祂的愛賜給每一位小孩」。母親是

上帝愛在世上的代理人，父親也有愛的能力和

責任，不過客觀而言除了父親盡責的關愛，母

親絕對是家庭愛最重要的提供者。

保羅給提摩太的書信中提到：「想到你

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

母親友妮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心裏」( 提
摩太後書 1：5)。雖然短短幾句話，卻說明提

摩太從家庭得到信仰傳承與造就的事實。傳承

源自他的外祖母羅以和他的母親友妮基，她們

在提摩太身上實施的信仰教育具有重大意義。

換言之，提摩太的信仰基本上得自家庭信仰教

育影響。箴言1：8~9「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

感恩母親 ~松年的【母職】使命
文 // 主委：周哲卿長老

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因為這要做你頭上的華

冠，你項上的金鍊」。經文清楚指出父母在子女

人格養成及信仰塑造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何等

重要！重要的教育場所正是家庭，不是學校。因

為人格教育是潛移默化的感化教育，家庭是人出

生後第一個開發學習能力與塑造人格的地方。進

入學校接受正式教育，家庭是最自然的學習場

所，完整的家庭對孩子的人格養成及生活教育極

為重要。

使徒保羅提到提摩太的信仰深受其外祖母

羅以和母親友妮基的影響，許多人認為信仰是個

人和上帝的關係，必須經由個人的體驗建立，因

此是不可教的。表面上看，信仰確實是建立在個

人體驗的基礎上，不須藉著教育來形成，因此有

很多基督徒不重視子女的信仰。其實這是嚴重的

盲點，因為信仰教育本質上是屬於人格教育的一

環，比知識教育更重要，應該越早實施越好，若

是等到長大人格定型後再實施，通常不會成功。

信仰雖然是個人和上帝的關係，具有強烈的私密

性與個體性，但別人的帶領和教導也很重要，正

如提摩太的個人信仰，顯然是藉著外祖母羅以和

母親友妮基建立起來的。

身為松年長輩，要在信仰上好好教導傳承

給下一代，因為信仰不是上一些課程就能建構起

來，需要長時間潛移默化的感染才能完成。值此

偉大的母親節，除了紀念及感謝所有辛勞的母親

外，也讓我們再次思考信仰教育重要性。願上帝

賜福各位，讓我們有更多的智慧、愛心、耐心在

家庭信仰教育中做個【身兼母職】的愛心阿公、

阿嬤。



一粒麥子無落佇地裡來死，就猶原一粒若

定。死，就結實多多 - 約翰福音十二 :24

尋根之旅沿由

嘉義中會松年部為紀念馬雅各醫生別世百

周年，伊是台灣宣教的開路先鋒，基督教台灣創

始人，也為台灣奠定文明基礎。特於 2021 年 3

月 5 日，至台南為馬雅各博士．甘為霖牧師，兩

人跟隨主耶穌宣教信念，用美好腳蹤，將福音遍

傳台灣，釘根人心。舉辦這次足跡尋根之旅。

頌音堂感恩禮拜

這次感恩禮拜在神學院頌音堂舉行，特別

由周信成部長、買雅芬牧師打頭陣，引領大家唱

會前詩，挑起松年契友們火熱的心，一起敬拜上

帝。九點 20 分在莊嚴氣氛下，由司禮蔡逸藹長

老宣布，感恩禮拜正式開始。接下來是，再一次

驗收嘉中松年部聖歌隊，雖成立不久，然在部長

熱情號召下，全由各教會松年菁英所組合，伯樂

曾俊一老師的調教，歌聲、氣勢自比維也納合唱

團，60 人組成的隊伍，吟唱「榮耀天軍」，美

妙歌聲如天籟之音，響徹雲霄，得到在場熱烈回

響。殿樂 - 願主賜福保護你，感動在

場所有人。感謝主，一切榮耀歸神。

這次參訪台南神學院，院長胡

忠銘牧師，親自接待我們這批遠客，

並主講上帝信息 :「享有 vs 想有 ] 為

題，思考人生在世應有信的功課。在

胡忠銘牧師精闢分享中，論述或許人

經過努力加上運氣，可「享有」榮華

富貴，但走到人生的最後階段，所剩

時間不多時，難以繼續「享有」自己

所擁有時，往往會打從心中，出現另

 文 // 葉理候部員 ( 嘉中松年部 )

一個「想有」，想要自己能長壽、健康，甚至永

遠不死，以便能永遠「享有」自己的擁有。事實

上如希伯來書九 :27 所言「人在世上的年日，只

有幾十年寒暑，且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

後且有審判」。所以「享有」之後的「想有」，

就應該跳脫身外之物的「有」，因在約翰一書 :

二 :17「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

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遠長存的」。這樣的「想

有」才是真正「永有」。

參訪台南神學院

感恩禮拜後，大夥原本欲參觀巴克禮公園。

適值市府整修，全面封閉。周部長請胡院長幫

忙，共同協商兵分兩路，( 一 ) 參觀神學院 ( 二 )

參觀公報社。順著頌音堂我們往後走，進入神學

院校區，實在驚人，這麼美的建築物，躲在台南

的內心。胡院長並抽派多位導覽員，為我們做詳

細介紹，並於禮拜堂內，用管風琴彈奏好多曲

目，好聽動人心弦的聖樂。會後才知彈奏者是音

樂博士林淑娜教授 ( 嘉義博愛教會牧師娘 )。在

第三任院長黃彰輝牧師，以本土精神出發，關心

足跡尋根之旅馬雅各 /甘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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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義，「不甘願」石碑矗立院內，將上帝旨

意落實台灣本土，是台南神學院的特色。

岡山航空教育館

離開精雕細琢的台南神學院，也在台南永

康大廚餐廳午餐後，嘉中松年部契友，坐上遊覽

車，繼續來到高雄岡山航空教育展示館，位於空

軍官校後方，此展示館以教育、航太為宗旨，有

效推動全民航空教育，形成岡山特有空軍文化。

展示館有全亞洲，唯一懸吊飛機博物館，很多是

二次世界大戰時遺留下來的戰機。嘉中松年團契

的資深美女們最喜歡拍照，每個可拍照的地方，

尤其登上戰機，穿上軍裝享受飛官駕機帥勁，此

景絕少不了她們的芳蹤。

滷味博物館

我們一行 6 車 250 位，聞香魚貫進入滷味

博物館參觀，此館為台灣首間滷味觀光工廠。緣

起於二十年前，一位原在台灣南部，高雄十全夜

市擺攤，賣滷味的鄉下婦女陳秀卿女士，把台灣

最普通的美食變成黃金，並行銷國際 ( 歐、美、

日、港等多國 )，也僱用中高齡婦女，創造農村

就業機會，這是一個在地鄉下婦女，創造雙贏的

動人故事。聽說所有產品中最受歡迎，就是口味

獨特的「頑皮鐵蛋」。可見台灣人對滷味，真是

情有獨鍾，十分的喜好。大家滿載而歸，感謝主。

獻上感謝

感謝台南神學院胡忠銘牧師，百忙中抽空

接待，傳講上帝信息。感謝松年幹部，關心所有

松年契友。上帝的恩典真是夠我們用，美好的一

天，為我們預備的一切。感謝隨行牧師、所有部

員、各教會會長，以及參加此行的各教會松年朋

友，願主賜福大家。凱旋餐廳晚餐後，賦歸可愛

溫馨的家。整個行程中體會主裡大大的平安，喜

樂，期待再相聚。  

彰中靈修精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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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訊 ) 很久沒跟星中松年夥伴相聚，王

正男顧問持續不斷的鼓勵與邀約，終於抽空參

加 2 天 1 夜花蓮靈修之旅，再次與老朋友相會真

的是感恩且充滿幸福。搭第一班捷運轉公車到達

集合地點，晚了 7 分鐘有驚無險沒被放鴿子，感

謝兄姐的體諒與包容。中崙教會蕭琦芬長老是領

隊，此梯次 ( 第 2 梯 ) 共 2 部遊覽車，由王正男

車長、黃素貞車長、黃正蕙車長負責車內的安全

管理。總共 82 人出席，吳興教會 24 人、羅東教

會 23 人，其他尚有濟南、第一、東門、松安、

汐止、大直、蘭陽、頭城，共10間教會開心出遊，

目的地是花蓮的雲山水夢幻湖與台開開心農場生

態休閒靈修。

車上詩歌歡唱聲中，中途停靠蘇澳休息區，

蘇花改真的是世界級的美麗風光，天氣晴朗景色

迷人，沿途享受太平洋的青山綠水。和平鄉的台

泥 DAKA 園區，場地遼闊走走逛逛，曬曬太陽

伸展筋骨無比舒暢。雲山水夢幻湖猶如人間仙

境，湖光山色倒影，怎麼拍怎麼美超有成就感。

台開開心農場腹地廣闊，一大片生態綠地

景緻超優美，動物園區的孔雀頻頻開屏，展示歡

迎嘉賓的喜悅情境，小馬匹相互追逐嬉戲，花團

星中花蓮靈修 /恩典相伴

錦簇讓人賞心悅目。星巴客貨櫃屋用 29 個貨櫃

懸挑而成，由日本建築大師限研吾打造，大開眼

界嘆為觀止。有團員因買到限區限量版馬克杯興

奮不已，真的超容易滿足。晚上住宿在藍天麗池

飯店，有健身房與親子園地，離市區 / 夜市都很

近，團員精神不錯，有人還到處尋寶，找到出名

的鋼管紅茶與公正包子店。

第 2 天飯店內享用豐盛早餐 : 現打料多新鮮

的果汁、燕麥牛奶、豆漿，食材多樣應有盡有，

感覺超幸福。吃完去飯店附近逛逛，意外看到銀

髮樂齡學堂，內有作品不少，松年長輩能在關懷

站與同年齡層的友伴相聚、歡樂、學習、分享，

確實是精采晚年，【自己】本身就是最棒的品牌，

快樂不用外求，開心正是健康泉源。

曼波海洋生態休閒園區、四八高地坑道、

農好基地、酒廠、布洛灣遊憩區、環流丘步道、

山月吊橋、清水斷涯、蘇澳晚餐，吃到曼波魚與

生魚片。行程景點超多、玩得盡興、拍照超過癮、

伴手禮買得滿滿滿、看到一大片向日葵花與風車

飛舞、走路健行運動量足夠，感恩能在大自然中

更加體會主奧妙的創作，樣樣都有主特別的安排

與攝理，出入平安將一切榮耀全歸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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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台南、屏東、高雄與壽山松年部 2021 年

五中會春季聯誼旅遊，地點是中 / 北部 : 十分瀑

布，千島湖風景區及台中高美濕地等，主辦單位

是壽山中會松年部，是南台灣長老教會松年部一

年一度的重要事工。2020 年受制於武漢肺炎的

疫情而停辦，更讓 2021 年的旅程活動備受關注

和期待，區域性的聯合事工，讓各中會的幹部同

工體驗主裏一家人的情誼與工作默契。

南部春天已是微熱的晴朗早晨，來自五中

會報名的 141 位弟兄姊妹，在清水休息站會合，

每個人臉上洋溢著喜樂笑容相互問安，因為剛報

名時，正是疫情發生部桃院內感染事件，讓大家

心生猶豫，能夠成行全是憑著莫大的信心。

第一個景點是新北市平溪區的十分寮瀑布，

是垂簾型瀑布，浩大的水聲隆隆，氣勢輝弘，宛

如尼加拉瀑布，讓飽受乾旱之苦的南部人，頓時

身心得到洗滌和滋潤。水潭上方瀰漫著水氣，遠

觀青山蒼鬱，想到南台灣枯黃與乾燥山頭，只能

再次祈求神也能降下同樣豐沛的甘霖給南方的家

郷。

傍晚來到新店的白金花園酒店，放下行李

即開始靈修敬拜，壽中松年部部長李美珠長老司

會，輔導蔡加發牧師以「雅比斯的禱告」證道，

勸勉大家以祈禱來求福，開濶我們的境界，求神

與我們同在，使萬事順利，也保守不遇到患難與

憂悶，蔡牧師用一個喻道故事勉勵我們：上帝要

給的祝福還放在神家的抽屉中，若我們不去請

求，很可惜就得不著，多麼發人深省的隠喻。

南區五中會松年靈修記趣

文 // 馮思和書記 ( 壽中松年部 )

第二天行程是搭小巴士到翡翠水庫上游，

看到因在集水區而消失的村落和八卦茶園，水庫

在湮雨迷濛中，有如湖上小島，難怪取名【千島

湖】，讓人連想到多年前惡名昭彰的觀光事件，

有弟兄說 : 有些事情的發生是因國人財大氣粗，

自已招惹的，聖經教導我們應要謙遜。聽到會反

省的松年長者智慧，也得到靈修之旅的紓緩和休

養。離開風光秀麗的新北坪林山區，再去台中參

觀國家歌劇院，晚上從住宿的高樓層欣賞台中絢

麗的夜景。

第三天行程是高美濕地的生態之旅，剛好

退潮時分，泥地裏招潮蟹一個個從洞裏爬出，還

有一整群如行軍般和尚蟹 / 彈塗魚，整排的巨大

風力發電扇，二者在環保意識和經濟開發之間並

無違和的感覺。

最後一個行程去霧峰的林家宮保第園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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覯，由導覽人員解說國定古蹟霧峰林家宅邸建

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宮保第及大花廳兩個建築

群落。1858 年由清朝水陸提督林文察一族興築

的宅邸，為當時臺灣地區閩南建築官宅的代表，

『大花廳』則是臺灣唯一的福州式戲臺建築，戲

台下放著幾口大水缸，產生環繞音響的效果，堪

稱先人的智慧。這座臺灣的經典建築，雖然經過

921 地震破壞，但在政府文化部門與霧峰林家家

族共同的努力，已經復建完成，並在政府文化政

策推動下，以藝術文化帶動地區觀光發展。想起

昨日在台中參觀的國家歌劇院，拿來與林家的大

花廳戲台兩相對照，都是供戲劇表演之用，其硬

體設備之進步何止千萬里？但是人類的文明觀念

也有如此的進步嗎 ? 屬神的兒女唯一的確據就是

上帝的慈愛永遠常存。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三天的行程在

回到嘉義晚餐後，嘉中周信成部長帶領全體兄姊

列隊揮手道別，回程上大家以感性的言語談這三

天的看到、聽到和期待，為這趟收穫滿滿的行程

畫下句點。感謝嘉中周信成部長、南中卓曜景部

長、屏中潘慶仔部長、高中劉義輝部長，五中會

團隊共同促成及分擔事工，即使疫情尚未解除，

五中會仍能有信心出遊，更要感謝天上的父神保

守與帶領及參與兄姊全程配合，盼望 2022 年大

家能再次同歡樂恩典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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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教會現今的教勢，絕大部分有賴於自

60 幾年前的倍加運動，讓教勢成功翻轉倍增。

直到如今，長老教會卻給人衰退、停滯、青年

外流，走向退場的負面形象，實在有必要止跌

回升。倍加運動當時的核心同工，今天大概是

80-90 歲，許多前輩都還在教會中參與事奉，是

又真又活的復興楷模。長老教會的松年是成功的

楷模，不是停滯復興的阻礙。

從社會政策面來看，松年事工也是教會得

天獨厚的福音禾場。社區發展協會、長照 2.0、

社區總體營造、在地老化、老幼共學，在高齡化

的社會實況當中，高齡長輩的福音工作多到做不

完，而且在各鄉各鎮各社區當中，高品質的松年

工作，往往迴響熱烈、甚至一位難求。長老教會

的松年是成功外展的基礎，是穩定教會的最大動

力與信仰傳承者。

有人說 : 長老教會就是因為又長又老，年長

者太多，所以年輕人才不想留。按照我的看法，

這是迷思，讓我們長老教會可愛的松年飽受委

屈。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那些人數增長、教勢強勁

的長老教會，會發現這些大型教會，通常也有相

當完善健壯、而且人數眾多的松年事工。外教派

的大型教會，即使年輕化、現代化，當會友的年

齡涵蓋面越來越廣，也普遍開始發展松年事工、

台語聚會。我們長老教會當中這許多松年長輩，

是教勢發展的指標，絕沒有阻礙復興的問題。

既然松年一點問題也沒有，年輕世代根留

長老教會的關鍵，就只在於年輕人的感受與認

同。青年的續留，需要發展空間與鼓勵。但現代

年輕人在教會裡遇到的困境是，新的創意不容易

說服教會高層、新的想法無法輕易解釋清楚。社

會大環境的變化太快速，在短短十幾年內，從智

慧型手機剛問世，到如今人手一機。網路從撥接

松年是根留教會的關鍵

文 // 鄭恩智牧師 ( 壽中 . 鳳山北門 )

時代，已經邁向智慧家電、城市 5G。現在的教

會事工，已經沒有所謂「當初可以，現在也可

以」。面對前方未知的挑戰，需要極大的信心與

勇氣、跨越不安與舒適圈，而這個世代的年輕

人，最合適帶領這世代長老教會更新。年輕人最

需要教會裡德高望重的長輩們，給予無條件的支

持與鼓勵。如同許多成功轉型的傳統產業，長輩

們一句「我支持，你們去做」，能換得許多年輕

世代打從心裡尊敬而佩服的眼淚，也是教會復興

的關鍵影響力。

沒有人想看到教會弱小，年輕人最期待看

見的長老教會是強而有力，輸人不輸陣。當一生

服事的信仰老前輩們，都支持教會盡全力發揮創

意、用新的眼光來贏得這世代，這樣的教會沒有

不復興的可能。邀請每個教會裡，可愛又可敬的

松年兄姊們齊來讚聲、支持年輕人，共創長老教

會新的倍加與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