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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理念

高齡化社會已逐漸成為認知常態，少子化

也成為必須面對的社會挑戰。要適應如此巨大改

變，除了醫療方面治療與老人醫療新知的傳遞

外，更需透過高齡學習的活動和肌力訓練，來確

實活化松年團契的老齡觀念，不是老了就只能等

死不動，重要的是要勤加鍛鍊身心靈的強健，讓

生命的第二春再次來臨。

人類生活目標，不外乎追求活得久且過得

好，更要活出尊嚴，讓人感覺神清氣爽，生活充

滿喜樂與活力，永遠不嫌老。建構完善的老人福

利與照顧體系是政府重要的施政任務。帶領學員

認知學習生活真諦、保持強健體魄、關懷生命救

贖、宣揚福音訊息，正是總會松年委員會所努力

的方向與目標。

從松年大學設立、成立松年網站、松年之光

刊物發行、幹部造就與活力訓練、樂齡教育生命

課程學習，都是我們主要推動的事工，向著基督

徒人生最終價值邁進。領人歸主、得主誇讚，誠

如馬太 25:21 經文【主人說 : 好，你這又良善又

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

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事工計畫

介紹各中會 / 族群區會中有特色的松年教

會，透過報導或拍攝影片，提供大家觀摩學習。

舉辦【松年培靈會暨生命教育工作坊分享

會】: 透過多元分組課程，集靈性、知性、休閒、

養生、生命教育並重的學習活動，帶領松年發現

美好晚年生活的樂趣。

總會松年事工分享 文 // 謝大舜牧師 ( 松年幹事 )

舉辦【新舊任

部長暨新任副部長聯

席會】: 匯集各中會 /
族群區會的年度事工

成果與年度計畫，彼

此分享、互相學習，

傳遞事工異象。

舉辦【全國中 /
區會松年幹部大會】:
分組研討並擴展對外

關懷，邀請專業講員專講，以凝聚向心力、喚起

松年宣教使命。

舉辦【花東松年相見歡暨音樂會】: 透過活

動鼓勵松年長者族群共融，藉由音樂彼此分享學

習、相互觀摩與交流機會，達到均衡推展松年事

工與彼此聯誼成長的果效。

建立松年特色教育導師專業資源 : 長者的人

力資源豐富且多元，請各中 / 區會推薦具有專業

領域名單，總會篩選後集結成冊，提供松年部活

動或教會松年團契講師群名單。

協助各中會 / 族群區會舉辦靈修會 : 由總會

松委會提供年度相關靈修的主題方向與優秀講員

名單，委由各中 / 區會自行籌辦活動。

【松年之光】月刊之編輯及發行 : 透過見

證、教學、心靈園藝、醫療新知、繪本師資培訓，

介紹松年的活潑色彩與創意十足。鼓勵中 / 區會

松年部培養寫作人才，隨時可將活動詳實報導。

松年網站之更新及建置臉書專頁 : 持續更新

網站內容，建置臉書粉絲專頁，有效發佈樂齡教

育資訊與活動訊息。



嘉義中會 2/26 晚上在祥和教會舉行 228 事

件 76 週年追思紀念禮拜。禮拜前邀請嘉義縣翁

章梁縣長致詞。禮拜序樂「三一頌」、殿樂「去，

去報揚」皆由松年部聖歌隊吟唱，讓禮拜充滿莊

嚴與肅穆。議長黃世偉牧師主禮，教社部長買雅

芬牧師司會。郭榮敏牧師講道以「死與活」證道。

由 228 事件到至今發生的烏、俄戰爭，談及新的

228 事件正在發生中。禮拜中吟唱的聖詩，別開

生面以弦樂團伴奏，讓追思進入新層次。獻詩：

松年部聖歌隊獻唱「聖哉 . 聖哉」。當女音娓娓

唱出【是誰赦免我罪且是誰醫好我病 ? 是誰拯救

我活命使我再站起來】。接著四部大聲唱出【當

我失迷是誰親像牧者導我，是耶穌我主上帝，今

日我讚美祢】。優美的歌聲，美妙的旋律，讓民

視電視台製作 228 追思會新聞時作為配樂，松年

部聖歌隊也被剪輯入新聞，並播送全國。感謝

主，再次印證音樂傳福音的光照。

主禮黃世偉牧師祝禱後，禮拜結束，進入

紀念音樂會。由「祥和教會弦樂團」演奏：1. 似

曾相識 (Some where in time)2. 辛德勒名單 3. 主

賜福如春雨。三首曲子。以音樂的安詳撫慰人

心，為追思活動增添跳躍音符的感念。「祥和教

會弦樂團」成立十週年，指揮：劉佳信老師結合

社區小孩，及志願來教導的老師所組成。蓽路藍

縷中，在教會長執和徐鈺定牧師支持下，終於走

出自己的路，祥和教會成為嘉義中會目前唯一有

規模的弦樂團教會。

嘉義縣政府也在 2/28 上午 10 點縣府廣場舉

行 228 事件 76 週年紀念追思音樂會。期望透過

音樂會的形式傳達對故人的思念，以五個主題：

追思、感念、無懼、重生、前行，來呈現。在

悠揚弦樂琴聲演奏「望春風 / 思慕的人」，讓我

們勇敢面對這道歷史傷痕。鄒族舞蹈、祈福曲，

感念民主先烈的付出。女聲樂家周毓棻搭配弦樂

演奏唱出「阮若打開心內門窗」，象徵無懼的紀

念歌頌。嘉義中會松年部聖歌隊受邀，在追思活

228 事件 76 週年追思
文 // 周信成顧問 ( 嘉中 . 民雄 )

動吟唱《榮耀的日光》。賴鴻毅牧師獨唱《在這

塊土地有愛》，象徵愛與重生，並一同放飛手中

的和平鴿氣球，將思念傳遞給故人、對和平的期

許，以及走出傷痕朝未來前行。現場同時展出

228 事件主題展覽，介紹 228 事件發生的時代背

景及經過，嘉義地區的重大事件及遺址紀錄等。

「228」是台灣歷史中的重要事件，期間發

生種種的悲劇，成為許多人一生難以抹滅的傷

痛。這塊土地有太多人犧牲生命，換取台灣的自

由、民主，這一代人有責任找尋歷史真相，還給

受難者公道。面對歷史傷痕，大家須正視並反

省，才能避免重蹈覆轍。現正發生的烏、俄戰

爭，從報導中，看見許多殘殺事件，類似 228 的

可悲及恐怖事件正在發生。我們譴責發起戰爭的

國家，求主憐憫受害的百姓。誠如許多先覺者說

的名言：「可以原諒，但不能被忘記」。通過正

視與反省，才能吸取教訓，進而團結社會、鞏固

民主，讓台灣不斷進步。總統蔡英文說：「台灣

人尊嚴的活是紀念 228 最好的方式」。台灣人尊

嚴的追求自由與繁榮、尊嚴的和世界交往、尊嚴

的做自己。「是總統的責任，不只為這一代，更

為世世代代的台灣人」。

會後大家都收到義美公司製作的綠豆潤糕，

綠豆糕的設計及贈送者是李勳墉博士。綠色潤糕

上 , 有一個台灣圖形，還有一個「8」字，兩旁

各有一個「=」。其實，這個符號是從幾個 228 

的連續符號，如「==8==8==8==」中，取其中間

部分，使其對稱而得「=8=」來做為代表 228 的

標幟。當初設計用意在於每年接近 2 月 28 日時，

在各地，很多物品或食品上都可以看到這個紀念

標幟。更希望能引發大家對 228 事件，以後的清

鄉與白色恐怖，及台灣人為爭取民主與自由，所

做的犧牲與奉獻，做更深入的認識與探討。而更

珍惜目前擁有的民主與自由。使 228 紀念日不再

只是放一天假的節日，而是緬懷民主前輩的勇敢

與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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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劉家親族會的親族，所有敬疼的長輩勢

大，所有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謝主，在咱

一年一擺的親族會，咱透過禮拜的方式來成做咱

的開始，作伙來敬拜咱的上帝，也來思想上帝的

話。今天，我欲用詩篇 121 篇的經文，咱相與分

享勉勵。

詩篇 121 篇是大衛所做「上崎仔之詩」，現

代台語譯本說是「栢崎上耶路撒冷的詩」。上崎

仔之詩是朝聖者每一年上耶路撒冷守節時，在路

上邊行邊唱的詩歌。根據猶太人的律法，以色列

人，一年有三個大節期，必須會上聖殿去朝見耶

和華。

這三大節期就是除酵節、七七節和搭寮仔

節。第一個，除酵節也就是逾越節，紀念上帝帶

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脫離受壓迫的苦難日子。第

二個節日，就是七七節，到佇新約時代也就是五

旬節，這是一個感謝上帝賞賜豐盛的五穀，養飼

活命的慶祝節日。最後一個節日，就是搭寮仔

節，是猶太人紀念過去，他們的以色列祖先在曠

野漂流生活的日子。

所以，無論他們住在那裏，一年三次，他們

都必須離開自己的所住，前往耶路撒冷，到佇聖

殿去朝聖。當這些朝聖者從各處往耶路撒冷時，

有時他們在路上相遇，因此成了一大群人。他們

一路前行時，就作伙唱「上崎仔之詩」。在詩篇

的中間，總共有 15 首，從詩篇 120 首到 134 首

攏是「上崎仔之詩」。

在我小漢的印象中間，咱的親族會是在每

一年的一月份第二個禮拜。所以在阮兜，行事曆

的安排，在這一個親族相聚集的日子，就不會有

另外的安排。相信對咱劉家的親族來說，通講也

是一個重要的節日。咱在這中間，可以看見多多

很久沒看到的親戚。甚至有時候，是透過親族會

的聚集，來認識過去咱可能不熟識的親戚。猶太

人其實是透過紀念三大節期，將這個民族從各所

在擱一擺聚集起來。一方面沒忘記他們屬於以色

列的民族，另外一方面就是數算上帝所賞賜給他

們的恩典。

在咱劉家的親族會，咱一方面嘛通透過每

一年的聚集，來起造咱對這個家族的認同。雖蟒

咱各房的親族，隨著時代的變遷，到佇不同的所

在發展、生活。總是，透過這樣的聚集，咱從各

所在返來，幫助咱來彼此結連。特別，這幾年因

為疫情的關係，包括一些在國外的親人，要回來

台灣攏變得很麻煩。特別在防疫的政策猶嚴格的

時候，我在神學院的一位老師，為著欲回去新加

坡看自己的親人三天，他說需要開一個月的時

間。回去先隔離 14 天、陪親人三日、回來台灣

閣隔離 14 天。在疫情的中間，相信咱攏經歷過

人和人相隔離的關係，在有形和無形的關係頂

 文 // 劉立仁牧師 ( 南神 . 圖書館 )

耶和華是咱的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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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攏無像過去那麼親近。當然，隨著政策的調

整，咱可以開始漸漸過著正常的生活，相信有親

人已經規劃好過年欲去哪、甚至也可以開始出國

旅遊等等。

相信咱在親族會的中間，咱也通學習以色

列人過節的精神，來帶出咱親人作夥聚集特別的

意義。第一 :  咱在這中間來感謝上帝過去對咱劉

家各親族的帶領。雖然在生活中間，對每一個人

來講，攏有不同的挑戰。

總是，詩篇 121 篇的第一節和第二節提醒

咱，當咱抬目向山，咱的幫助欲對耶和華來，因

為伊是創造天地的。當然，咱也孝念過去的長輩

對咱的照顧和關心，所以咱每一年親族會會有準

備紅包來互咱各房的年長者。第二 : 咱在這中間

也互相連繫。久久不見的親人，雖然透過科技，

咱通用 message 短訊，甚至是視訊彼此關心。總

是這種人和人面對面的接觸帶來的溫度，是很難

取代的。

當然，咱親族會也會作夥喝吃，的確也會

幫助咱有閣卡多的互動。最後就是在咱親人中間

彼此的祝福。這個祝福有包含很多意涵。除了盼

望上帝繼續帶領咱頭前的道路得到順遂，咱嘛透

過整理個人的資料得到互相的聯絡，或是加入咱

親族會的LINE群組，在這中間彼此來分享消息。

另外，相信咱的親人也攏分散在各行各業中間，

當然一種的可能性就是在彼此的需要頂面，互相

聯繫，來成做彼此生活中間的幫助者。

最後，也願上帝成做咱的保護者，相信當咱

向他來祈禱，將咱的困難、將咱的需要，帶到上

帝的面前，祂也欲保守咱，免受一切的災害。願

上帝賜福咱在座每一位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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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訊 ) 雲林大埤鄉怡然村的三秀園是佔

地約 1 萬坪寬廣的生態植物公園，當地人未必知

道。幾經重建與遷移，目前為第 3 代的住屋，經

過園主蘇元良長老 / 林主瑤老師全心開拓 / 不停

精進 / 引進外來品種，目前有上百種花花草草與

鴕鳥 / 魚群 / 鵝 / 雞 / 狗。園內保持自然生態與

原有建築架構，讓設施能展現古樸風味，小橋流

水與拱門如人間秘境，處處有花香與充滿文人氣

息。園主夫婦喜愛閱讀與園藝設計，園中仍保有

圖書室與研習教室。因為地方超大，需要接駁車

才能全程導覽園景，林蔭小道與榨甘蔗汁道具令

人嘖嘖稱奇並勾起童年回憶。教會團契來參訪後

都流連忘返讚嘆不停，是滿適合野外禮拜與靈修

之用，目前沒有開放住宿只能安排一日遊，且必

須先預約才能安排專人導覽。

元良長老夫婦目前住新竹，只有週三 -- 週

五在園區內，週日在土庫教會服事。此次透過竹

中公園教會吳金萬長老的穿針引線，號召高雄 /

嘉義 / 彰化 / 新竹 / 台北 / 礁溪的 9 位弟兄姊妹

開心前往探險。長者聽說有生態園區可遊覽，馬

上秒殺額滿，捷足先登者真的是恩典牌與行動迅

速馬上成團。

園主精心製作園區成長史與動、植物介紹，

看完投影片再逛園區，有深一層的了解，晚上在

園區的大宴會桌喝酒 / 品茶，分享交流增進彼此

情誼，滿滿的零嘴更能暢所欲言，貼心園主還預

知性的三秀園之旅

訂土庫排隊包子。睡通鋪也是創新嘗試，長者

有備而來，帶著睡袋與小枕頭 / 小被子，好像回

到青春年少的露螢光景與溫馨畫面。

2 天 1 夜時光飛逝，雖不捨還是要離別，感

謝園主熱情接待食宿，讓長者獲益良多且長知

識並開展新視野。



忍耐 ! 是人生必修課程之一

哥林多前書 13 章常是讀經者的最愛：『愛

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惠，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

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

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我和純純是在公園教會徐曉陽長老的創世

記課程中相識，兩年多來參加松年團契 / 婦女團

契各項靈修聚會和服事，互相提攜生活中的考

驗。她會彈鋼琴，及繪畫，且電腦打字很靈光，

對人很有禮貌。

我已年高 80，從事教職多年，退休後必須

放下忙碌的志工外務，期望多讀聖經，讓上帝的

話語，陪伴我們走上真福。

有句生活之道說得好，凡事要『背誦巧妙

用』。昔日對聖經不甚了解的我，希望此文能激

勵自己和讀友們了解，聖經的功用如此良好且受

用無窮。

(1) 患難時 ~ 忍耐蒙上帝嘉

許，上帝的嘉許帶來盼望

（羅馬書 5 章 1-5 節）。

(2) 耶穌死而復活，永生天家

安息主懷（帖撒羅尼迦前

書 4 章 13 節）。

(3) 開始新生活 ~ 我只專心

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全力向前（腓力比書 3 章

12 節）。

(4) 讚美敬拜主 ~ 上主是善，

祂的慈愛永恆，祂的信實

萬代長存，神愛世人（詩

篇 100 篇）。

凡事忍耐
文 // 尤魚／純純（竹中 . 公園）

(5) 缺乏睏倦時 ~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

裡來，使你們得安息 ( 馬太 11:26)。

(6) 孤單時 ~ 上帝在你面前，親自帶領你與你同

在，祂不會忘記你，也不丟棄你，故不要喪

膽驚惶（申命記 31 章 8 節）。

(7) 一切順利時 ~ 有吃有穿就該知足，在信仰的

路上盡力奔跑，為自己贏得永恆的生命，在

眾人面前宣告美好的信仰（提摩太前書 6 章

6-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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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樂在工作是很幸運的事，文字千變萬化

不僅有溫度且超療癒。自小生長在男多於女的家

族，成為鄭家長孫女更是倍受寵愛。哥哥是牧

師、弟弟工程師、妹妹音樂教師，我則自詡為【魔

術師】，沉浸於文字領域中樂此不疲。職場生涯

36 年，27 年棄文從商，工作上一時無法得心應

手，卻也安於現狀做好份內工作。時刻想重回本

業，卻都擦肩而過，神的安排總是有奇妙恩典與

巧思，從總會財務室退休後馬上重回喜愛的文字

工作，在松年之光一晃 15 年，與松年長者建立

深厚感情，且受到親如家人般的扶持與疼惜。

感謝歷任總會松委會主委、編委們、松年

幹事、助理群的提攜與關照，讓我可以無後顧之

憂，專心盡我編輯刊物的職責。雖然稿源不多但

各中 / 區會部長都會鼓勵部員投稿。經歷過 3 年

疫情，松年活動偶有中斷，仍然沒有停刊過，深

深感覺恩典無限，主親自動工讓愛與服事事工繼

續飛翔。

2022 年身體狀況不佳，跌倒 / 腎結石 / 膝蓋

軟骨發炎 / 乾眼症，怕影響刊物的品質，有倦勤

的念頭，因為身體疲憊可以修復，心累卻很難復

原。雖然捨不得離開卻得選擇優雅下台，傳承給

年輕人才是明智抉擇。誠如網路的金玉良言 :【贏

在和氣 / 敗在脾氣 / 成在大氣】，問心無愧心自

安，有人的地方就有雜音 / 批評 / 放話，終久自

分明，為人處事靠真誠，背後評說由他人，嘴巴

是別人的，人生是自己的。

每人心中自有衡量標準，我很在乎神的審

判與是否合神心意。自認為全力以赴且專注在工

作領域中，片刻不敢鬆懈。體貼肉體的結果是

死，體貼聖靈的結果就是生命和平安。

感謝家人無限包容，在我情緒低落時更收

到不少讀友的鼓勵與打氣，是我最珍貴的祝福與

禮物。臉書上常跳出歷年各中 / 區會的松年活動

相片，是我日後重新出發最大的後盾。因為感恩

更加珍惜大家的真情以待，休息為走更遠的路，

我絕不戀棧職位，隨時可以交接，只期望刊物能

更加茁壯，培養更多的寫手，在服事路上無愧於

心，是我最大的動力與始終堅守的信念。

祝福大家身心靈都強健，在松年服事的禾

場，蒙神喜悅發光發熱，讓福音種子更深入植入

社區各角落，當長者人人都成為發光體，更是蒙

恩得福之人，能在晚年持續在各場域服事，正是

最大的福氣。

休息，重新得力

文 // 巧佳 ( 北中 . 民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