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主題【日日與上帝同行 天天獻身做活祭】 

主日台語禮拜 上午 10 :30 
2022年 11月 27日【第 48週】 

        主禮：張宣信牧師    司禮：梁佳宏執事    司琴：李逸歆老師 

 

․靜候上帝的話 ․ 

序 樂…....…...............................................司  琴 

宣 召.............啟示錄3:20-21..............司 禮 

聖 詩.....41首「請來，請來，以馬內利」.......會 眾 

主禱文.........................................................會  眾 

信仰告白................使徒信經...............…..會 眾 

啟 應......................41篇.........................司 禮 

祈 禱.........................................................司 禮 

回 應.........................................................會 眾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懇求祢聽阮求。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聽阮懇求的聲。 

․恭聽上帝的話․ 

讚  美..................等候一位王...........雅音合唱團 

           J. Paul Williams/Joseph M. Martin 

小提琴：鄭恩函   

等候一位王；何時降臨？等候一位王； 

上帝聖子。世界豈有備辦？ 

等候祂降臨？等候一位王；祂何時降臨？ 

等候一位王；何時降臨？等候一位王； 

上帝聖子。世界豈會接納祂？ 

祂豈會孤單？等候一位王降臨欲坐寶座。 

期滿時到之時和平君王欲來， 

應允之彌賽亞，上帝所揀選。 

為行公義之人希望會重建。   之心目欲開， 

 心目欲開，  心目欲開；會認識救主。 

等候一位王，全能掌管。 

等候一位王光照此世間。 

當祂來與咱住，咱豈有備辦？ 

等候一位王；豈就是此日？ 

聖 經.........路加 2:1-7；約翰 1:10-12......司 禮 

講 道..................客店與馬槽..................主 禮 

祈 禱..........................................................主 禮 

․回應上帝的話․ 

聖    詩..........................................................會 眾 

68首「主耶穌放拺祢寶座冕旒」(1-3節) 

奉 獻….................................倪振亞/賴寧寧執事 

382首「我的疼痛求主報助」 

報 告..........................................................司 禮 

聖    詩..........................................................會 眾 

68首「主耶穌放拺祢寶座冕旒」(4-5節) 

祝 禱..........................................................主  禮 

阿們頌…......................................................會 眾 

默 禱.........................................................會 眾 

殿 樂….................................................... 司 琴 

613首「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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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禮拜消息․ 
 

1.華語禮拜影片製作及音控，請青少契 

踴躍參與各項服事。 

2.青少年園地(第七版)請踴躍投稿。 

3.小詩班練習時間： 

每週六下午 4:30-6:00。 

4.小詩班招募新人。 

 

 

 

主日華語禮拜上午 8:30 
        2022年 11月 27日【第 48週】                     

講道：張宣信牧師    司禮：張政皓弟兄    司琴：陳怡如姐妹 

 

序 樂........................................................司 琴  

宣 召.................啟示錄3:20-21..............領 唱 

詩歌敬拜 ................................................... 會 眾 

詩 歌 ...................................................... .會 眾 

1. our god 我們的神 

○1 你將水變為美酒，使盲眼重見光明， 

無人能像你，無人像你。 

○2 你榮光驅走黑暗，賜華冠代替灰塵 

無人能像你，無人像你。 

我神最偉大，我神最剛強，遠超過世上一切 

的君王，他醫治我們，他滿有權能， 

Our God!  Our God! 

若上帝幫助我們，有誰能攔阻我們？ 

若上帝與我同行，誰還能敵擋我？ 

誰還能敵擋我們？誰還能敵擋我們？ 

2.求主充滿我 

主 我來尋求祢的面      求祢充滿我 來充滿我 

主 我渴慕祢的同在      求祢潔淨我 來充滿我 

耶穌 耶穌 耶穌 耶穌     祢的寶血洗淨我 

耶穌 耶穌 耶穌 耶穌    祢以恩典 為我冠冕 

3. heart of worship 敬拜的心 

○1 當音樂消散，一切都挪開，我向祢前來 

渴望獻給祢，配得祢心意，能滿足祢心 

○2 永恆的君王，無人能形容，祢何等配得 

我軟弱缺乏，但我有祢的，每一個氣息 

我願意獻上給你，勝過一首詩歌， 

因那並非你所要祢尋找我靈深處，過於我的外表， 

祢在尋找我的心我重新回到那真實敬拜， 

一切都是為祢，都是為祢耶穌求憐憫過去我所犯 

的錯，活著都是為祢，都是為祢耶穌 

祈 禱…......(公禱，以主禱文結束)…..司 禮 

聖 經..............路加 2:1-7；約翰 1:10-12.....司 禮 

講 道.................客店與馬槽................主 禮 

禱 告........................................................主 禮 

聖 詩.............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會 眾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奉 獻………........................林純安/林宜緯姐妹 

報 告 ………………………..…………..司 禮 

祝福詩......................賜福與你....................會  眾 

祝 禱.................................................主  禮 

殿 樂..........................................................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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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禮拜聖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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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歡迎：大家來參加禮拜，今天是待降節

(Advent)第一主日，我們點燃代表期待與希

望的第一根蠟燭，預備我們的心來迎接主基

督的降生。禮拜後請大家留步，互相來交誼

請安。鍾牧師今天前往信義教會主持牧師聘

任的監選。 

2. 待降節靈修讀經默想：從今天(11/27)起至聖

誕節，曾參加靈修讀經默

想的兄姐，每天將會接到

傳道組的同工，利用 2022

年美國長老教會「待降節

的靈修材料」所製作的

Podcast(純聲音與文字)的

連結，若您也想收到，請掃 QR Code 報名。 

3. 福音月曆：教會訂購的 2023 年聖經名畫月曆

已運抵，要贈送給弟兄姐妹，禮拜後歡迎兄姐

自由拿取，原則上一戶一份。 

4. 小會與聖禮典：我們預訂在下週日(12/04)第

二場禮拜後召開小會，請長老們預留時間參會。

另外我們將於 12/18 舉行 2022 年最後一次的

聖禮典、聖餐禮拜，若有志願受洗、信仰告白、

轉籍或幼洗的兄姐請盡快讓牧師知道。 

5. 奉獻主日：下週日(12/04)是新竹聖經學院的

奉獻主日，學校將派院長阮介民牧師前來證道

請安募款。 

6. 『請來請來平安耶穌』聖誕慶祝會：訂於

12/24(六)下午 3:30舉辦，下午 6:00為愛宴。

參加費每位 100元(含摸彩及餐點)，報名方法

及規則如下： 

○1每位報名者務必提供【姓名】及勾選【晚餐 

樓層】，以利當天摸彩及愛餐安排。 

○2個人報名請向黃幹事報名及繳費。 

○3團契報名請向會長或負責同工報名及繳費。

○4會友若邀請親朋好友，請向黃幹事或團契同 

工報名及繳費。原則上邀請人與被邀者固定 

在同一樓層進行用餐。 

○5聖誕愛宴分四樓層提供主題餐點，名額有 

限，額滿為止，請盡速報名以利座位安排。 

◎各樓層團契分配與報名即時現況： 

B1（剩餘 128位）：松年團契、婦女團契、 

夫婦團契；長青樂活班及手機班(限本人報名) 

4F（剩餘 98位）：兒童主日學、基石團契、 

南門幼兒園(學生及家長) 

5F（剩餘 70位）：青契、少契、小基石、敬拜團 

6F（剩餘 40位）：聖歌隊、磐石團契 

7. 聖誕糕：要訂購聖誕糕在聖誕節期送給親友

的兄姐可以開始向黃詩涵幹事登記，有鹽梅、

綠豆糕與鹽雪三種口位，每個 18 元。因廠商

人手不足，最晚請 12/4 前登記。 

◎教界消息 

1. 博愛手語教會：為慶祝設教三十週年，將於

今日（11/27）下午 2 點借本堂舉行「裘海正

的音樂見證會」，歡迎大家來參加，該會另定

於下週日（12/04）下午 2 點於總會（羅斯福

路 3 段 269 巷 3 號 B1）舉行感恩禮拜，恭喜！ 

2. 北中婦女事工部：將於本週六（12/03）上午

9:30 分在本堂舉行年會，感謝主，本會王麗

卿部長將功成身退，改聘為婦女事工部的顧

問，副會長徐玉蘭姐將就任為東區區長。請姐

妹們踴躍參加。 

◎代禱事項 

1.在待降節期，讓我們好好預備我們的心讓主

耶穌能再次在我們的生命中作主禱告。 

2.請為在卡達舉行的世界杯足球大賽能順利平

安的完成禱告。 

3.請為新選出的市長、縣長、與各民意代表能確

實不負選民所託來為民謀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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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 

講道 
                  我們當獻之祭          彼得前書 2:4~9      張宣信牧師 

對現代人而言獻祭 sacrifice 是個生疏的名詞，維基百科的定義是屠宰動物，甚至是人、或獻出財物

作為供奉給神靈的行為。 

獻祭有哪些重要意義？ 

1.饋贈禮物表尊崇：你要吩咐以色列人獻禮物給我。凡甘心樂意獻給我的禮物，你們都可以收下。(出 25：2) 

2.為贖己罪所獻上的犧牲：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頭上為自己贖罪，就蒙悅納。(利 1:4) 

3.賜福的祈求：你要為我築一座土壇，在上面獻牛羊為燔祭和平安祭。凡在我叫你記念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裏賜福給你。(出 20:24) 

4.感謝的回饋：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上帝，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詩 50:14) 

那該誰來執行獻祭的儀式? 這就是所謂祭司的工作。祭司(Priest)根據拉丁文，有[築橋者]的意思。

也就是說，祭司就像一個造橋者，幫助神與人之間的溝通。他要在神的面前代表眾人，來獻祭、為人禱

告、並教導神的律法。 

那在新約時代，我們還需要祭司嗎？聖經希伯來 7:17-24 告訴我們「因為有給他作見證的說：「你是

照著麥基洗德的體系永遠為祭司。」一方面，先前的誡命因軟弱無能而廢掉了，(律法本來就不能成就

甚麼)；另一方面，一個更好的指望被引進來，靠這指望，我們就可以親近上帝…一方面，那些成為祭

司的數目本來多，是因為受死亡限制不能長久留住。另一方面，這位既是永遠留住的，他具有不可更換

的祭司職任。7:28「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將

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律法所立的大祭司本是有弱點的人，但在律法以後，上帝以起誓的話立了兒

子為大祭司，成為完全，直到永遠」耶穌基督已成為我們唯一需要又長存到永恆的祭司。 

然而在教會的歷史發展中卻錯失了這一要點，直到宗教改革運動，神學爭論之一就是祭司職份問

題，這是針對教會體制與神職階層的腐化而生。神職階層制(hierarchy)始自羅馬帝國時代穩定發展中的

教會拷貝了政府的階層組織而產生。到了中世紀神職階層大權在握，但生活腐化，旁人亦無從置喙，印

證了權力使人腐化的真理。路德馬丁發現希伯來書清楚闡釋，耶穌基督是最高的大祭司(5:1)；有了祂，

信徒不再需要其他的祭司。宗教改革運動信念之一的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翻譯成「萬民皆祭司」

有神學上是有疑慮的。按外文的原意這語詞指的應是「所有信徒(不是萬民)的祭司職分」，強調的是信徒

的祭司職份！我們今天台語的經文也提到「獨獨」恁是揀選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聖的邦國，是上帝

家己的百姓，互恁傳報彼個召恁出黑暗入祂美妙的光者的好德。(彼得前書 2:9)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信

徒在這意義上就都已成為上帝的祭司。 

那在新約時代我們當獻上什麼樣的祭呢?我們可以獻上這些上帝所喜悅的祭： 

1-獻上自己成為活祭。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 12:1) 

2-做上帝福音的祭司。使我成為基督耶穌的僕人，在外邦人當中工作。我像祭司一樣宣講上帝的福音，為要使

外邦人成為聖靈所獻上的祭物，是上帝所悅納的。(羅馬 15:16) 

3-以頌讚為祭獻給神。我們應當藉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上帝，這是那宣認他名的人嘴唇所結的果子。

(希伯來 13:5)  

4-以感謝為祭獻給神。凡以感謝獻祭的就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上帝的救恩。(詩篇 50:23) 

5-以禱告為祭獻給神。願我的禱告如香呈到你面前！願我的手舉起，如獻晚祭！(詩篇141:2) 

6-以公義為祭獻給神。當獻上公義的祭，又當倚靠耶和華。(詩篇 4:5)  

7-以憂傷悔改的靈為祭獻給神。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上帝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篇 51:17) 

8-以餽贈行善為祭獻給神。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因為這樣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悅的。(希伯來 13:16) 

祝您有個充滿感恩的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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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待降節開始我們現在進入較為西方教會所熟悉的為期四週的待降節。但是在

紀念這個節期的時間裡，我們將繼續汲取 Celtic 聖徒的智慧，來豐富我們通往嬰兒馬槽的旅

程，並繼續在我們等待的⼼中點燃愛的火焰。 
11 ⽉ 28 ⽇ -相信一條不同的道路 

要有敬畏基督的心，以他為主。有人要求你們解釋心裏的盼望，要隨時準備答辯； 可是要以謙恭溫和的態度回答。要

有清白的良心，讓那些侮辱你們、對你們作為基督徒所表現的好品行妄加毀謗的⼈，自己覺得慚愧。彼前 3:15–16   

St. Columba 或 Colmcille，這是他名字的愛爾蘭版，出生於 5 世紀初一個既顯赫又富有的愛爾蘭家

庭。他自幼受一位修道士所教育，成年後年紀輕輕就成為神父，放棄家族的特權。他曾是一位受歡迎的

神父，並因為在愛爾蘭各地建立許多修道院而受到讚譽。 

然而，一次無辜的行為卻讓他的人生走上另⼀條路。那時他正在拜訪附近的修道院，並抄錄⼀本保

存在那裡的詩篇。修道院院長發現 Columba 所做的事時，要求將抄本留在修道院中，因為原件是他們

的。Columba，相反地， 認為他親手抄錄的副本屬於他。這場爭論導致 Ulster 國王介入並決定支持修道

院院長。Columba 的富裕家族，儘管如此，自作主張採取行動，導致一場造成許多人喪生的戰役。這引

起教會社區的漣漪效應，並決定 Columba 應該離開愛爾蘭。 

Columba 以一種值得記載又鼓舞人心的方式面對他的流放生活，他選擇看到機會而不是失敗。他啟

程前往蘇格蘭北部，並發誓要將基督福音帶到那個王國的邊遠地區。他和他的跟隨者在 Iona 島上建立

一座修道院，這座修道院至今仍然是一個祈禱中心、朝聖之地和 Celtic 靈修中心。 

顯然，Columba 當時帶著被毀壞的名聲離開愛爾蘭，但他並沒有允許這件事定義他。在工作場所或

與我們視為朋友的一群人當中，我們可能曾遭受過我們自己版本的不公平對待，而且從這些經歷中恢復

過來可能很難。但是這位聖徒在我們的待降節旅程上教給我們，無論有什麼醜聞或失敗的夢想，我們也

必須持守信仰和信念繼續前行，並且相信上帝。對於因他的行為而導致的死亡，Columba 充滿遺憾和悔

恨，因此能夠繼續向許多人傳福音，並向他自己以及他的仇敵，還有上帝差遣他去處在其中的眾人，顯

明上帝的恩典和愛。 

1 1⽉ 29 ⽇ - 讓我們遊玩 

我所要的禁食是：解除那欺壓的鎖鍊和不公正的軛，釋放受壓迫的人。— 以賽亞書 58:6 

我有四個孩子，其中兩個仍然會玩想像的遊戲。然而，他們正在半大不小的年齡，如蹺蹺板上上下

下，即將進入青春期，因此只有當他們認為沒有人在看時，才會真正允許自己自由。從廚房的窗戶望出

去，看著我的兒子手持他自製的非常精密的樂高長矛投入在一場激烈的戰鬥中，真是一種樂趣。我也經

常可以聽到我的女兒在她的臥室「教室」裡對她想像中的學生講授她整套的實際課程計劃。如果沒人看，

他們個別都可以這樣玩幾個小時。我一打開女兒臥室的門，課程就會停止，她會把我趕走，讓我出去的

時候關上門。 

雖然以賽亞所說的顯然是讓受壓迫的人獲得自由和解開人類不公義的枷鎖，但是我也認為他的話告

訴我們要讓自己自由。有時我們面對的最大仇敵在我們內心。有時我們向自己發動戰爭。隨著年齡的增

長⻑，我們失去不受世人眼光束縛的能力。我們變得過度怕難為情，常常退縮在自己內心，不願冒險去

受別人評價。我們和自我懷疑作鬥爭，並以我們在社交媒體所看到的不切實際的名人形象來衡量自己。

我們已經被 Instagram 上不斷湧現的同齡人的照片所欺壓，他們的生活似乎比我們的要完整得多。 

當我坐在廚房的桌子旁寫作時，我環顧四周，意識到我萬萬未準備好出現在社交媒體。水槽裡有盤

子，櫥櫃門大開，檯面上有成堆的雜物－我還穿著浴袍。但這是我們大多數人生活的空間：失序的人際

關係和不總是如畫般完美的家庭生活。 

也許你在努力解開別人加在你身上的枷鎖－工作上不切實際的期望、苛求的伴侶或家庭成員。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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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在對抗成癮的惡魔，並渴望擺脫牠們對你的控制。也許你因為害怕被拒絕而對別人隱藏真實的自己。 

你是否記得做為一個小孩無憂無慮玩耍的那些日子，當腦中想像的朋友和世界萬物栩栩如生？這個

待降節，讓我們多花點時間遊玩，讓自己擺脫那些世人評價我們、束縛我們的方式而獲得自由。 
 

1 1⽉ 30 ⽇ - 待降節的傾聽 

你們跟非信徒來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機會。 講話要溫和風趣，好像用鹽調和， 

要知道該怎樣回答每一個人所提出的問題。— 歌羅西書 4:5–6 

你能想像一個每次談話都充滿仁慈的世界嗎？不，我也不能。這似乎是一個古怪又無法實現的目標。

如今即使是基本的禮貌也似乎不符合實際。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目睹我們社會內部日益擴大的分歧。種族衝突被放大。隨著大規模槍擊事件

的增加，關於槍支管制的爭論不斷升級。再加上是移民和邊境控制、生育權利和墮胎等等熱點話題。在

這些討論中，言辭變得越來越慷慨激昂，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的隔閡越來越大。我們發現，我們與那些和

我們意見不同的人交談的能力正在慢慢減弱。我們爭論、大喊大叫並用我們的觀點抨擊另一方，並詆毀

他們的觀點，但是我們真的在互相交談嗎？更重要的是，我們真的在聽嗎？ 

似乎無論歌羅西人當時在處理甚麼問題，這些問題正在撕裂他們。他們的社區意識和凝聚力已經失

落，藉著歌羅西書裡的這幾句話，他們被挑戰重新設定談話的語氣。知道「該怎樣回答每一個人所提出

的問題」似乎意味著對那些「非信徒」的思想和內心有一定的了解和洞察力。我好奇我們有多少次停下

足夠的時間來嘗試理解對方的觀點。我們是否都變得太過於固執自己的觀點和論點，以至於我們只是越

喊越大聲，一點也不想聽別人要說什麼？ 

希望在這個待降節裡我的每一次對話都能充滿仁慈，也許是不切實際，但是我相信我應該嘗試一下。

我相信我們被召喚去參與賦予活命的對話，並被召喚用尚未硬化和封閉的心去傾聽彼此。也許這不會改

變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但是會減少對話中的敵意。在這個準備再次接受基督進入我們⽣命的神聖

季節，這將讓我們看到，沒有「我們」和「他們」，而是上帝的兒子為全人類而來，因此所有的人都同樣

地屬於上帝。 
 

1 2⽉ 1 ⽇ -用愛跨越鴻溝 

願主使你們有彼此相愛和愛眾⼈的⼼，並且日益增長，正像我們熱切地愛你們⼀樣。— 帖撒羅尼迦前書 3:12 

我們生活在敵對爭議的時代。似乎近年來，美國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大，跨越兩邊的對話很少。雙方

都固執己見，兩黨對話幾乎毫無進展。我們不僅在民選政府看到這些分歧。教會也經歷多輪分裂式的神

學辯論，我們目睹教派在各種問題上分裂。我們將我們的神學邊界標樁牢牢地插入土中，並支持那些有

相同信仰的人。 

默想帖撒羅尼迦前書的這段經文對我們所有人都有益。若是「眾人」是那些⻑得像我們、思考和我

們一樣並且投票和我們一樣的人，就太容易去想像我們熱切地「彼此」相愛。祈求上帝讓我們「愛眾人」

的愛增⻑並且熱切地去愛-若是「眾人」是那些我們難以找到共同點的人，則會有多麼地更加困難。 

St. Patrick和 St. Columba的生命提醒我，上帝的恩典可以克服過去的經歷和失敗，恐懼和仇恨永遠

不該有最終決定權。這兩個人都被上帝使用，帶醫治和希望給他們最初可能不會選擇服事的那些人，但

是上帝有別的計劃。 

上帝呼召我們「點燃愛的火焰」的對象或許就是那些人。在這個季節，花點時間想想你生活中的「眾

人」是誰。嘗試向他們敞開⼼靈和思想會是什麼樣子？你可能採取什麼步驟來開始跨越鴻溝的對話？這

段經文讓我感動，因為是靠上帝的努力才產生出熱切的愛－是上帝讓這一切發生，不是我們。靠我們自

己的努力，無法超越自己，但是通過聖靈，我們可以開始彌平現存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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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有時衝突需要靜默 

要盡你的全力跟大家和睦相處。 所以，不要被惡所勝，要以善勝惡。— 羅馬書 12:18,21 

在迫使 St. Columba 離開愛爾蘭的那些事件發生後，當他開始下一個宣道事工時，他尋求和平的方

式。在 Iona島上建立修道院的成功，給 Columba和他的跟隨者前往蘇格蘭其他地區的信心。當時，這對

這位聖徒來說是一項危險的計劃，因為這個國家仍然是一個戰爭和野蠻行為遍布的地方。當時的國王起

初拒絕接⾒Columba，並禁止他進入 Inverness城。通過一系列奇蹟般的事件，Columba竟然成功地來到

國王面前，據說國王從那時起就順服 Columba和他的至高無上的上帝。Columba隨後開始要求讓那些在

這片土地上被奴役的人獲得自由。 

雖然這段時間沒有明確的歷史記載，但是基督信仰在該地蓬勃發展，並且傳播到蘇格蘭和英格蘭其

他地區的消息見證那些和平談判和說服的方式。 Columba 避免使用暴力，因為覺得對之前為捍衛他的

自由而犧牲的那些人負有責任。他選擇他認為更好、更信實的路徑。 

保羅在他寫給羅馬人的信中提醒我們，我們對衝突和敵對環境的反應往往可以改變結果。我們無法

控制他人的行動，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行動影響他們的行為。 

在我早期的一個事工職位上，我曾經面對過幾次會議和其中不完全支持女性按立的會眾成員。某部

分因為我迴避衝突，某部分因為我天真缺乏經驗，我往往選擇無視他們的行為。我想，如果我只是履行

自己的職責並努力忠於自己所受的呼召，一切都會自行解決。這不是一個有意的計劃，但不知何故確實

奏效。這並不容易，一路上有些困難和曲折，然而我在那裡服事 10 年，並經常在特別場合受邀回去講

道。我選擇靜默地並感恩地做上帝呼召我成為的人。我當然並不總是做對，也確實犯過錯誤，但是當我

回顧事工旅程中的那段時光，我知道如果當時我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徑，這個事工的意義可能會大減。 

有時我們被要求選擇善，以對的方式行事，即使我們周圍的人沒有做出同樣的選擇。在我們生活的

小事上保持信實，經過一段時間那些行為逐漸倍增並結出果實。你如何在你的生活中以某種方式以善勝

惡？或許上帝正在呼召我們擺脫敵對衝突，並信實地追求和平－每當我們要做選擇時。在上帝已經安排

我們所處的地方，我們如何在這個節期獻出和平、恩慈和憐憫的種子這些禮物？ 

12⽉ 3⽇ -在我們的敵人面前 

在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盛筵；你待我如上賓，斟滿我的杯。你的恩惠慈愛終生不離我；我要永遠住在你的殿宇中。— 詩篇23:5–6 

最常被歸功於 Patrick的祈禱文之⼀被稱為「St. Patrick的護⼼鎧甲」或是「鹿鳴頌」。在穿越愛爾蘭

鄉村⼀個特別危險的地區時，Patrick和他的⼀些跟隨者曾經大聲背誦過這個祈求保護的祈禱文。傳說他

們能夠安全地穿過森林，是因為他們變成⼀群鹿從而逃脫異教敵人的傷害。大多數學者認為這個祈禱文

是在 Patrick之後的幾個世紀才寫成，但是一般大眾的看法仍然將這個祈禱文歸功於這位聖徒。 

無論作者是誰，他們都以流利動人的方式捕捉到這個意象，就是上帝強大保護的靈圍繞著信徒並給

予他們安慰和力量，就像詩篇 23的詩人提醒我們上帝豐盛的供應，即使是在我們的敵人面前。請注意，

詩人並沒有說上帝移除或摧毀敵人，而是上帝滿足我們的需要：上帝在這些敵人面前為我們擺設盛筵，

上帝用油膏我們的頭，這象徵著上帝將我們分別出來服事，上帝使我們的杯滿溢！－提醒我們生命中所

受賜予的豐盛。 

很多時候，當我們發現自己面臨反對力量時，我們的祈禱是為了使那些不同意我們的人改變想法。

然而，如果我們祈求上帝提醒我們成為福音使者的呼召，那會怎麼樣？如果我們求助上帝保護我們的⼼

靈和思想，使我們的憤怒和分歧不致定義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對待他人，那會怎麼樣？ 

St. Patrick和 St. Columba都找到方法去面對他們的敵人、他們過去的錯誤和遺憾以及他們的恐懼，

同時仍然對傷害過他們的人顯明愛。願在這個待降節我們可以在心靈和思想中，點燃對我們的敵人的愛

的火焰。                                （摘自美國長老教會 Presbyterians Today待降節靈修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