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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培育
属灵的下一代

特稿1 爱神为我设立的家
特稿2 我的信仰历程 
特稿3 如何使下一代终身持守信仰？



灵魂包括了理性、情感、意志。
军人的灵魂又是以什么样的意识
形态存在着？我喜欢看战争电影，因为
从影片中，我看见一股热情在燃烧着，那是
热血沸腾的军魂！这股热情燃烧了整个战
场，也燃烧了我的心！

 究竟是什么理由能让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冲锋陷

阵时奋勇向前，即使明知每一次冲锋之后，可能就

再也回不来了？是什么能让士兵们彼此之间用自己

的躯体去替另一个战友挡子弹？是什么能让战士之

间，到了弹尽粮绝时仍然愿意把自己的子弹和粮食

与战友分享？

 保家卫国、纪律、团结和忠诚，都是军魂所体

现出来的精神。在这当中的战友之情，是最为宝贵

的友情。它能做到为别人牺牲，甚至付出自己的生

命去保住别人的生命。士兵们有着共同的使命、目

标和信仰。这些因素将他们团结起来。他们的战友

之情让这些士兵们在战场上做到同生共死。虽说人

堕落之后，已失去原本的美和善，但人类的堕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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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种全然的败坏和堕落。在那种仇恨与杀

戮的战争里，士兵们的手足之情，却能在这激

烈的矛盾和冲突的状况中，体现了人类价值美

好的一面，让我们在残酷的战争里看见了一丝

美善和希望。

 另一个让军人愿意把整个生命投入战场的

重要因素是：理想、奋斗、目标、信念和责任,

更重要的是一个承诺；一个以生命来承载的承

诺！战争发生时，国家的未来和下一代的将来,

都交托在军人的手中。他们肩负重担，肩上的

枪十分沉重，但心里的担子更重。但是为了国

家、为了人民，他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只盼

望后来的人能过上好日子，不用担心几时会有

炸弹从天上掉下来、也不用为着随时拉响的警

报器而终日惶恐不安，四处逃跑。今天战场上

的牺牲，将为他们的后代带来美好的未来、和

平的日子和安逸的生活。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通过海、陆、空

对拥有 4400 万人口的欧洲民主国家乌克兰发

动了毁灭性的攻击，破坏了欧洲的和平，理由

是现代的、西方倾向的乌克兰是一个持续的威

胁，俄罗斯无法“感到安全、发展和存在”。

在数周的轰炸中、数千人死亡和1100 万人流离

失所，问题依然存在：这场所谓“普京的战

争”，因何而起？什么目标？将如何结束？。

俄罗斯总统普京以“非军事化、去纳粹化”为

战争借口，动员俄军侵略乌克兰，冲突正式白

热化为全面战争，发展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

的军事对抗，并被普遍视为侵略。

在数周的轰炸、数千人死亡和1100 万人流离失

所之后，问题依然存在：这场所谓“普京的战

争”，因何而起？什么目标？将如何结束？。

俄罗斯总统普京以“非军事化、去纳粹化”为

战争借口，动员俄军侵略乌克兰，冲突正式白

热化为全面战争，发展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

的军事对抗，并被普遍视为侵略。

 在这次的战争里，乌克兰的人民和士兵表

现出无比的勇气，士兵战死, 平民被炸弹炸死, 

屋子没了，家园没了，性命也丢了，但是他们

并没有因此而投降，而是坚持、勇敢的战斗, 绝

不放弃！战争维持到今天已经十五个月了, 至今

还在继续着。乌克兰士兵勇敢的站在前线, 是为

了保卫身后的百姓。军人看见这个牺牲是有价

值的，因着他们的牺牲，为乌克兰人民换来和

平和生命。这种信念就是“军魂”。

 军魂是每一个军人特有的精神，不管是将

军或者是一名下士。失去了军魂的军人，已不

能算是一名军人了。在战场上牺牲的军人, 有很

多可能连名字都没人晓得，他们是无名英雄, 但

却是永远配得人民纪念的英雄。战争结束后, 通

常都有一个专门为军人立墓碑的地方，其中一

个墓碑就刻上了无名英雄这四个字。但无论是

有名的，或是无名的，埋在那一排排的墓碑底

下的人，都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军魂。 



谢本凯牧师

浅谈培育属灵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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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思想许多『教会中下一代的流失』的课题，发现这原来不仅是在海
外教会，其实当前许多教会也面临这巨大的挑战。我们在回顾上世纪末教会的复

兴中，有难以计数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并且不断的拓展，然而，如今在信徒的儿女成长起来后，却

凸显出极多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下一代并没有传承父母的信仰。因此，越来越多教会正面

临失去哺育、教导及传承这些孩子的极大危机。

一、认识『信二代』的特点

       所谓的『信二代』是他们自称自己信主，但这『信』却完全不能影响他们的实际生活。笔者

观察到他们的『信仰』都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 :

1. 信仰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对实际生活没有影响力。

       这些孩子对圣经故事相当熟悉, 也了解教会生活, 道理也明白很多。因此, 他们对人的标准很

高, 也常用道理来彼此说教和彼此要求，以致不能彼此接纳和包容。然而, 他们对自己的罪, 确实

是反应非常迟缓，他们甚至没有感受到圣灵的责备，几乎难以自我反省, 活在自我中心的生活里!

2. 对福音的认识是片面甚至是错谬的。

       孩子们虽然很容易说自己愿意信耶稣，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信耶稣，也不明白耶稣十字架的代

赎。他们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却不知道神对罪人的烈怒和审判。他们也较难去体会罪是得罪了

神这回事。他们对信心所指向的对象，信心的内容是非常含混的，而他们对于什么是『信』,也是

不真的了解。往往认为『信』就是『知道了』！

佳讯特辑
主题



2. 让孩子在属灵共同体中学习成长

 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父母对他的影响力越来越

小。所以在管教时，常会感孤单无助甚至挫败；然而

同龄人、老师、年纪稍长的朋友、所尊敬和信任的长

辈，对孩子的影响力会加大。因此, 笔者认为教养孩

子不仅仅是在小家庭中，也要在大家庭—神的家中。

 笔者鼓励教会长辈和青少年人建立关系，并且看

到自己服事他们的责任，因为这些孩子从某种角度来

看也是神托付给教会的产业，并且是神放在我们成人

当中长久的福音对象。笔者认为要让孩子们在属灵共

同体中成长，不仅是通过营会、儿童主日学、青少年

团契等等，更需要让他们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信任

关系，在老师的陪伴中成长，也要令孩子们形成一个

属灵共同体。每周都在团体中受教，彼此之间成为好

伙伴，在面对学校、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时，就会给对

方很大的帮助。

3. 兴起生命的工人以生命来浇灌生命

 此外，教会可以建立起主日学、团契、营会甚至

教会学校等事工来牧养和造就下一代。但无论怎样的

事工，关键的还是需要成熟的、能够委身的工人。因

此，要预备一批真正有负担和心志服事下一代的工

人。在选主日学老师和青少年同工应当关注他们在真

道上有根基。其次则是呼召、生命、恩赐。教会若期

待孩子们成为主的门徒，牧养他们的时候，就一定要

有门训的理念和生命，以生命来浇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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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对于他们来说，『信』就是活出律法及活出

爱，而不是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及跟随他。他

们对于自己是否重生得救, 也很少去省察, 甚至认为只

要去教会、听父母的话、读经祷告，或自己身上曾有

一些神迹奇事发生，那就算是得救了。他们对福音、

对圣经一知半解，却觉得自己已经懂了，如此，他们

更难被牧养和受教。

3. 对于聚会的模式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个
人遇见神的经历。

 神仍然只是他们父母的神，不是他们自己的神。

所谓的『信主』只是在口头上或概念上的。因此很容

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随流失去。甚至有些孩子在儿童

时期表现得很敬虔，也积极作决志的祷告、热心服事,

父母也真以为他们已经得救了！然而，到了青少年时

期，他们开始独立思考时，他们就怀疑神的存在，也

不愿意再来教会。因此，他们在多年的教会生活中，

并没有建立起对『基督的真信心』。甚至有些孩子会

觉得教会外的教导，教会外的人更好，并且说:『这些

人不装，而教会的人都很“装”！』

二、如何培育属灵的下一代

 面对『信二代』的群体，教会或基督徒家长们要

怎么培育他们呢？

1. 重视基督化的家庭教育

 有人说:『做孩子的事工必须要和父母一起做。

家庭不兴，这个事工做不持久』。笔者认为牧养孩童

首先是家长们的责任，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今天有

许多父母一心赚钱，将教养儿女的责任推给教会的牧

者或老师、学校、各种教育机构, 这是很大的忽略。

 因此，笔者认为教会应该让父母看到神托付给他

们的责任，按照圣经的教导养儿育女。所以很重要的

一点是将家庭视作一个牧养单元，把家长和孩子一起

当成门徒来牧养。圣经中说：『你要尽心、尽性、尽

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

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申6:5-7）可见，

大诫命首先是在家庭实现的，要把他渗透在生活的每

一层面。



4.  教养上不可忽略信仰生命的传承

 在养育儿女时，父母应当在信仰的传承上认真，

关注孩子的信仰，把孩子的时间更多放在属灵的成

长上。

 首先，父母可以把真道教导给孩子，抓住时机教

导孩子福音，并且是带有分辨力的教导，要把福音的

每个要点都讲清楚。

 二，关注孩子的生命状态。诚诚实实地与孩子交

流，这样才会有真实的影响力，一个悔改的生命对另

一个生命的影响是很重要的。鼓励家长们跟孩子们分

享我们实际的软弱和真实生命成长的状况。要让孩子

们看到我们真的是靠神的恩典、靠基督的代赎而不是

我们的任何努力得救的。家长可以多和孩子讲讲自己

是怎样经历神，否则孩子们的头脑中只是一些概

念。父母也要敞开自己，和孩子真实地分享，谈自己

曾经犯过同样的错，坦露自己的罪和自己的挣扎，让

孩子看到父母也不完全，甚至信主之后也会犯错，而

神藉着耶稣基督是怎样拯救父母、改变父母。孩子一

方面是通过圣经认识神，另一方面是通过他所处的世

界，尤其是他能接触到的最亲密的父母来认识神。

 第三，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是教导他们的前

提。一直以来，信二代听的说教太多了，所以我们首

先要跟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真诚地聆听、陪伴、接

纳，了解他们的心理，再慢慢地去引导。

 第四，管教孩子的目的不是让他们不犯罪，而是

建立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

怎么可能不犯罪？因此，在面对他们的每一个罪的时

候，如果我们是去建立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使他们

体会到神救恩的宝贵，让他们真的爱上神，那就有了

一个源源不断的动力，罪的诱惑力就会越来越小。

5. 有意识地挑战他们付代价跟随主

 有人在观察一个孩子生命的改变时，都发现一个

很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他们『愿意付代价』跟随主。

教会和家长们，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孩子们的潜力，千

万不要觉得他们年纪小，神不会使用他们。鼓励家长

们，不单单是牧养他们，也要挑战他们，让他们成为

牧养他人的人！这也是主耶稣在带领门徒的时候所做

的。教会应该挑战下一代，不仅正视自己的信仰状况,

更是透过负起传福音、短宣、服事的使命，服事有需

要的群体。鼓励家长们预备自己和孩子的心，操练为

信仰付代价，以至于在许多艰难临到的时候，孩子不

至于失了信心，反而因为知道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而

充满喜乐和盼望。

结论

 简言之，神既然将孩子赐给我们为产业，并使他

们从小在教会中且在真道中被养育，以及在神的家里

成长。因此，如果我们在他们的生命中不撒下福音的

种子，仇敌就很快，使之长出各样的荆棘蒺藜来，结

局是被焚烧。我们不仅期待他们能够得救，更期待他

们成为预备好的且有素质的基督工人，能够回应神的

呼召，服事下一个世代的人。让我们为此祷告，也为

此摆上，靠着神的恩典与应许，与我们的儿女一同奔

走『精心门训的信仰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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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东长老

爱神为我设立的家

不愿意付出更多的行动去爱教会，关心教会和信

徒的需要。不知曾几何时没有意识到内心对教会

的抗拒。

也许你会默默地在心里说这样的话：

• 我已经参加主日崇拜聚会了，不要再要求我

 参加小组或团契；

• 我已经参加聚会了，不要再要求我参加服事;

• 我已经参与某一样事奉了，够了，不要再要

 求我委身去爱教会的事工；

• 我已经进行金钱奉献了，不要再要求我抽出

 时间参加探访。

 这一些思想都隐约反映你对教会的不满。

 有人说过:“因为基督徒之间关系的特质，没

有人比基督徒群体更能伤害一个信徒。”你是否

同意这种说法？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令人

困惑的现象，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面对外人时非

引言：教会令我失望

 你记得最近一次教会弟兄姐妹或某个信徒

(包括牧者、领袖)的举动/行为令你大失所望是什

么时候吗?

 或者教会在某个事件上的处理方式令你感到

失望，甚至感到被伤害？是否有一件对你来说很

重要、很特殊的事情，而会众却对此漠不关心,使

你感到失望？还有，教会是否没有满足你某个具

体需求的表现，导致你感到失望呢？这些事件可

能是最近的，比如上星期，或者上个月、去年，

甚至是十年或二十年前的事情。

 

 这些经历所带来的失望和伤害，今天仍然让

你感觉到依然真实存在。这些经历可能勾起了不

愉快的回忆，是吗?

  这些令你失望的经历是否导致你对教会感

到厌烦? 因为受到伤害和失望, 你逐渐对教会产生

反感, 内心产生抗拒教会的情感。你开始找借口, 

佳讯特辑
特稿I

经文：
18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19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2:18-19

 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13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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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客气，但对待家人却缺乏耐心, 甚至变得脾气

暴躁？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家人抱有过高的期望。

当我们与外人打交道时，通常不会对他们抱有太

高的期望。虽然我们希望别人能理解我们，但即

使他们不理解，我们也不会对他们怎样。因此，

我们的心态相对较平和。但是，当我们面对家人

时，我们的心态就不同了。大多数人认为家人应

该理所当然地理解他们。所以当我们对家人的期

望落空时就会感到失望，失去耐心，变得易怒。

这导致家庭中的摩擦增多，沟通减少，大家都感

到失望。家庭不再温暖，不再是一个充满爱的地

方，我们心中开始充满了不满的感觉。

 照样，如果我们对教会感到失望，觉得教会

伤害了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与教会有特殊的关

系，对它抱有一定的期待。当我们无法得到符合

期待的回应时，我们渐渐地产生了对教会的抗拒

之心。

 在2023年，本会特别强调学习更爱家人(原

生家庭和属灵家庭)的属灵生活实践。我希望大家

通过今天的学习，能够警惕对教会的抗拒之心。

如果抗拒教会的心态在我们内心形成，肯定会阻

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破坏信徒之间的关系，

损害教会的见证，让我们无法专注于真正重要的

事情，成为圣工发展的障碍，甚至会损害神的荣

耀。因此，在谈到操练爱我们属灵大家庭之前，

我们必须认真地问问自己:“我是否抱有对教会的

抗拒之心？”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认真处理它,

使之成为我们操练更加爱神的家庭、属灵生活成

长的喜乐之年。

1.  认识教会：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神为我设立的家
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这样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作

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以

弗所书2:18-19）。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这样说：“就如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

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

一位圣灵。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不是加入的，是

从圣灵生进去的”（哥林多前书12:12-13）。

 从以上所了解的教会由蒙救赎的特定群体组

成，但它不是由人的构思或建立的组织。教会是

父神经由基督设立的团体，因基督存在，为基督

存在，是基督身体的存在，是那些在基督里重生

得救、圣灵居住的人组成的。这就是教会的本

质。教会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呼召出来

的人们”。它的根本含义不是指教堂的建筑，而

是指一个团体家庭，不是一个建筑物或一个派

别，而是神为呼召出来的人所设立的家。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在意识形态上，犯了因

抗拒教会中的罪，阻碍我们灵命成长、破坏信徒

之间的关系、损坏教会的见证、拦阻了教会的圣

工，破坏整个教会的圣工，使这家不再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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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识教会：教会是由不完美的人组
 成的。

 教会里有不喜欢的人, 怎么办？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后，教会恢复了实体崇拜，可有些人觉得在

家里通过网络听道非常好，不但可以敬拜、获取

有用的属灵知识, 还可以避免到教会里, 见到那些

自己不喜欢的人。相信很多弟兄姐妹看到这种言

论, 都会感到不是滋味, 勾起本身曾受伤害的回忆。

教会是神的家, 是基督徒敬拜、团契的地方, 但出

现有人因着人际关系的问题，而不去教会了，这

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也可能导致一些信徒跌倒。

 教会确实是由不完美的人组成的，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弱点、缺陷和不完美之处。这包括在教

会中遇到的人。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让我们感到

不喜欢或不舒服的人。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

回到教会的理由。尽管教会里的人存在缺点和不

完美，但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彼此的鼓

励、教导和互相扶持迈向灵命成熟。

以下几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际关系的原因

1. 每个人都存在原罪

 人都是存在原罪的，即使信主了，也难免带

有一些人性的软弱。而教会也打破了“人以群

分”的格局，原来不可能交集的财主与贫民，知

识分子与文盲以及不同性格、兴趣爱好的人都聚

集在一起，走到一起，导致教会人员结构的复杂

性。教会人群之间存在差异，难免出现各种误

解、偏见甚至纷争。很多人在社会团体中所接触

的，都是地位、爱好、性情差不多的朋友，彼此

的差异很小，矛盾反而少于教会。倘若对所有的

信徒所期待的都是一样的，肯定会带来失望，因

为连我自己都不及许多人。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也不是完美的。我们

也需要别人的宽容和理解。通过了解和接纳不同

的人，我们可以在教会中建立更加和睦和融洽的

关系，共同追求神的旨意，相互扶持和成长。

2. 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

 人们拥有不同的爱好、性格和价值观。这种

差异会导致行为方式的不同。然而，大多数情况

下，这些差异并不涉及原则性的矛盾。例如，有

些弟兄喜欢足球，每当世界杯或其他大赛时，他

们在教会内谈论比赛的事情，而有些人则认为这

样的讨论不属灵，认为不能谈论足球。实际上，

这只是个人喜好而已，只要没有过度，不会违背

属灵的原则。然而，这样的批判往往破坏了肢体

之间的关系，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神创造的世界是多姿多彩的，人们拥有不同

的性格、爱好和恩赐。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因此，在教会中

遇到与自己不同的弟兄姐妹时，即使我们不了解

或者不喜欢他们的特点，只要他们没有做出违法

乱纪或违背信仰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指责或批评

他们。相反，我们应该接纳他们的独特性，彼此

包容和友善相待。

 让我们不要因为个人的偏好或差异而分裂, 而

是通过互相理解和接纳, 建立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3. 每个人都有自我，嫉妒或争竞的心理

 另外一个导致不满的原因就是讨厌教会里的

其他成员。或许只是出于嫉妒或争竞:“你不满于

上帝对个别弟兄姊妹丰富的赐福；又或者只是简

单的不舒服。”我们若对某事或某人不满，就会

很想谈论此事，进行批判。我们会寻求支持，想

让别人都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不管我

们的初衷有多美好，这种行为会在教会内部引起

矛盾。

 相反, 我们应该学习欣赏他人的成功和祝福，

并用谦逊和感激的心态对待他们。我们可以从他

们的经验中学习、互相激励、共同成长、共同建

设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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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与其他信徒聚集在同一

个教会是为了彼此建立、扶持、鼓励和相爱成

长。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再抱怨其他信

徒的缺点，而是以行动来彼此爱护。无论我们对

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感觉如何，我们都应该相互鼓

励、提醒，并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在基

督里合一相爱，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他人就

会在我们中间看到上帝的工作。我们要明白，他

们也正在与我们一起在这属灵成长的旅程中，朝

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迈进。

 因此，在神的家中，即使有我们不喜欢的

人，只要他们没有违反原则性的罪，我们都应该

接纳和包容他们，在主里彼此相爱。耶稣曾说:“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

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太5:46)”如果基督徒只愿

意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那么他们的生命很难得

到改变。因此，我们要以基督的心对待我们喜欢

和不喜欢的所有人。

结论：爱神为我设立的家

 不可因人弃神。抗拒教会中的罪和抗拒教会

是不同的事情。我们应该反对教会中的罪恶行为,

但我们不能对基督的身体产生怀疑。历史上也曾

经存在不完美的观念和传统，但在教会履行神的

使命的过程中，没有阻挡过神的旨意。只要不是

原则性的罪，我们应该接纳和包容彼此，在主里

彼此相爱，并在神的家中一起成长。我们要反对

罪恶，爱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应该因为教会中有

人犯罪，或在社会中缺乏见证而轻视教会、抗拒

教会，不愿意爱教会。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过

犯而抛弃神和神所设立的家。

 不完美的教会和个人都有可能伤害我们，让

我们失望；但我们必须保持警醒，不要将责任归

咎于上帝。只有当我们将目光集中在上帝的完美

和祂的完善，期盼永恒完全的天家，我们才不会

因为人间的罪恶和伤害而抱怨上帝，甚至远离祂

和祂的教会。

 记得、我们最终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而

是在基督再来时的永恒天家。在那荣耀的日子到

来之前，让我们天天更爱神在今生为我们设立的

属灵之家、在其中一起成长，迈向属灵成熟，成

为主的门徒。

3. 信徒身在同一间教会里

1. 不是巧合

 我们崇拜时，坐在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时段、在一个教会里并不是巧

合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我们

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

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

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

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

子。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

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

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

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

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

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

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

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

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

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

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

且各自作肢体。（林前12：13-27）很明显信徒身

在同一间教会是上帝以他的智慧和恩典将我们聚

集在这个教堂里。是为了什么？出于什么目的？

2. 一起在这个家迈向灵命成熟、作主门徒。

 圣经在以弗所书4中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

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

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1-13）



 我从小就随父母来教会，但并不知道来教会的原因。

 一天，母亲买了一本漫画圣经，决定睡觉前给我和弟弟讲故事。那天晚上，她开始讲述上帝如何

创造我所处在的世界。我们第一次知道神的存在，并好奇地问许多有关神的问题，母亲则给我们一一

地解答。此后，都会迎来许多有趣的故事——挪亚方舟、红海分开、约拿被鱼吞、耶稣受难及复活

等。床边故事曾是我们每天的期待。

 七岁时，我一度担心自己无法上天堂。毕竟我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根据母亲的描述，地狱极其恐

怖。因此，我尽量少犯罪。但我无论如何尝试，也都觉得自己不够好，还是不确定自己能否上天堂。

我认真尝试避免犯罪时，才真正领悟自己是个罪人。

 有一天，我问母亲自己能否上天堂。她并没有给我正面回复，而是送我去上三福训练，并告诉我

那里有答案。到了那里，我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坐着好几位同工和导师。他们让我明白我不能通过

做好事上天堂。我是罪人，但耶稣为我的罪而死，洗净我的罪，使我得以称义。于是，导师和同工带

领我做决志祷告。我在8岁时正式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并有了得救的确据。从此，我不再需要

忧虑自己死后的去处。

 十一岁时，我弄丢了我的笛子。音乐老师对全班同学说，如果第二天没办法带来就会鞭打我们。

我感到非常害怕，并在家四处寻找，但就是找不到。在绝望中，我迫切地祷告。当我睁开眼睛，看见

笛子就在正前方的桌子上。这是我第一次真实地经历神。

 少年时的我喜爱阅读，发现世俗思想把一切宗教当成迷信。这使我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

由于我热爱历史，我开始阅读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在强大历史证据面前，我选择相信耶稣复活。既

然我相信耶稣复活，那把信心建立在祂的话语上并非迷信。

 十四岁时，我报名成为教会儿童圣诞营的同工，但我并不享受事奉。因此，我决定找个理由不参

加最后一个节目——报佳音。那个下午，我感到不安。我告诉神说我不想去，但我感觉祂要我去。最

后，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来到教会，认为报佳音的体验会和

圣诞营一样糟糕。然而，在报佳音时，我心里充满喜乐和满足，

并希望更多人能够认识并接受耶稣。这个经验教会了我顺服必蒙福

的功课。我若将一生交托给主，也必经历喜乐和满足。

 从我认识上帝、接受耶稣并信靠祂、再到顺服祂，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我感谢那些在我信仰路上教育过我的人。但是，我更感谢上帝自己的教导

和带领。我愿一生与神同行，直到见主面。

许祯铧(廉律)

我的信仰历程

佳讯特辑
特稿II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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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文学批评家 Walter Kirn 认为, 今后“儿童会

比过去更快速成长，因为他们存在的时、空间将会一

直受到压缩。”

 儿 童 的 早 熟 ， 已 经 成 为 不 可 争 的 事 实 。 从

YouTube中我们可以看到幼童弹奏贝多芬的钢琴协奏

曲、以大人的语气教训母亲如何做个好妻子、击败国

际心算冠军、演唱歌剧名曲等等。这个现象既可喜亦

可忧。表面上看来，儿童的知识随着生活条件一起提

高，这是可喜的。然而儿童太早涉足社会与成人争一

日之长短，他们无忧无虑的幼少年期就被剥夺了。这

对他们的成长不见得是好事。

刘淑平长老 （三一神学院客卿讲师）

如何使下一代
终身持守信仰？

佳讯特辑
特稿III

教育家们一致认为使孩子在成年
以后不放弃信仰的三个主要影响

因素是父母、老师和朋友。他们不能
单独存在，必须互相接轨。三者所传

递的价值观，必须是一致的、
相辅相成的，才能提供孩子整全的

培育，经得起教会以外的文化冲击。

 18世纪以后，孩子们就在急速的文化移位中

成长。法国思想家卢梭发觉少年人是一股不可忽

视的力量，因而呼吁改变社会结构，迎合他们的

需要，而培育孩子的部分责任，就是要帮助他们

适应急速改变的文化环境。因此无论是天才神童

还是普通孩子，他们将来是否既成功又快乐，取

决于成长过程中各种正负面的因素。

 在培育孩子的课题上，基督徒父母和教会必

须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在孩子成长

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属灵生命，使他们一辈子

能持守信仰？教育家们一致认为使孩子在成年以

后不放弃信仰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是父母、老师

和朋友。他们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互相接轨。三

者所传递的价值观，必须是一致的、相辅相成

的，才能提供孩子整全的培育，经得起教会以外

的文化冲击。换言之，帮助孩子一生跟随主，不

能单靠主日学、青少年团契等系统化的制度。这

是一个极大，牵涉极广的课题，所以本文只能侧

重于父母和信仰群体两方面。

 根据儿童教育家 Ivy Beckwith 的理论，儿童

处于不断地发育和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对环境的

感受和处理方式有别于成人，而成人又已经忘记

童年时代的感受和看法，所以常假设孩子们知道

他们其实无法知道的事。不同阶段的孩子对神的

理解都跟成人不同。我们若要使儿童的灵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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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长，就有必要知道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灵

命在不同阶段的状况，以及他们如何理解神。值

得欣慰的是，无论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如何转变,

这些基本的人性发展过程仍然保持不变。本文将

把重点放在幼儿至少年初期的灵命发展。

 婴儿阶段是信仰奠基的重要时期，父母是否

让婴儿感觉被爱和安全，直接影响孩子将来与神

与人建立美好关系的能力。教会中的育婴事工也

同样的必须给予婴儿爱和安全感。

 进入幼儿阶段的孩子开始好奇且希望独立，

这就提高了他们闯祸的机率。然而，成人对他们

采取的纪律行动必须配合年龄，过分严厉的责罚

将在他们心中留下阴影，抑制他们信靠和爱的能

力。反之，顺利度过幼儿阶段的孩子具有健康的

自我形象，认为自己是可爱又能干的。这样的自

我形象帮助孩子认识那位慈爱、信实，因为爱世

人而为罪人舍己的神。由于这个年龄的孩子会将

神等同于掌控他们生命的成人，包括家长、监护

人或教师，所以具有这些身份的基督徒必须意识

到自己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童对神的认识。

身为基督徒，我们不但有必要
在家中和教会教导孩子

认识神，也可以从孩子身上
学习亲近神的秘诀。

 开始上幼儿园的孩子处于自觉性和投射性强

的阶段，头脑里充满幻想，但对逻辑没有观念。

圣经故事和信仰的记号在他们的心目中会留下无

法磨灭的印象。教会的历史、节期、礼仪、以及

神在信仰群体和个人生命互动的故事能正面地塑

造孩子的灵命；但神严厉、可畏的形象却会让孩

子留下负面的印象。这个时期的属灵塑造要能帮

助他们认识慈爱的创造者，并且避免负面的教导

方式如讥笑、责备孩童问“笨”问题等。

 步入小学的孩子比较能思考和表达自己，也

能够吸收更多知识。我们常假设教会的主日学课

程足以应付他们的灵命需要，可是Beckwith却不

认同。她认为社会在孩子身上施加的压力，要求

他们在学业、体育、社会责任等方面有卓越的表

现，致使孩子们容易产生挫败感，对他们的灵命

塑造有负面的影响。

 国大心理学系从2010年开始进行一个为期5

年的研究，对象是7岁的小学生与他们的父母。

研究结果发现过分干预孩子的父母会使孩子容易

自责和自卑。假以时日，这会导致抑郁症、焦虑,

甚至有自杀倾向。这个研究证实了Beckwith的观

点。她鼓励教会营造一个不使孩子竞争的空间, 

给他们一个喘息、放松的机会。让他们确信不管

他们考试是否及格、唱歌是否走音、比赛是否得

奖、是否考入名校，上帝都一样地爱他们，在上

帝眼里没有笨小孩。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明白, 

在神的国度里，成功的定义是懂得爱人如己、怜

悯他人、活出公义、谦卑温柔、与神同行。这时

期的孩子有很强的正义感，是非分明。如果我们

错过帮助他们择善弃恶的机会，等他们进入少年

时期就更困难了。

 

 10至14岁是孩子的发育期。他们的情绪起伏

不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压力，信仰也会

受到空前的挑战。他们看见不公平的事确实存

在，好人也会做错决定，并且拖累其他人。他们

希望找到值得他们仿效的模范基督徒，喜欢聆听

属灵伟人勇敢回应神呼召的故事。这时父母必须

耐心地与他们同行，坦诚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信

仰问题。他们对父母或属灵长者的观察结论将决

定他们今后的信仰抉择。

 身为基督徒，我们不但有必要在家中和教会

教导孩子认识神，也可以从孩子身上学习亲近神

的秘诀。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纳一个像这小孩

的，就是接纳我。”(可9:37) John Braught 修士

说：“成熟的信心是像小孩的信心。”帮助小孩

亲近神，其实也在帮助自己亲近神。

本文转载自2016年8月份《角声》

《角声》为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出版的院讯

原文链接：https://www.ttc.edu.sg/

chinese/wp-content/uploads/2019/01/

Trumpet-Aug2016-CH.pdf



佳讯拼盘
心灵博客

有统计显示，全球的基督徒正从教会流失中。特别是以基督教宗教为主流的美国，根据
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2021年12月的一份报道指出:

 自认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数量正在飙升。2007年，78%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自己是基督

 徒, 如今则降到大约63%, 调查也发现美国无宗教信仰人数增加, 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

 在去年2021年，英国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基督教不再是英国的主要宗教，基督

 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到不足50%。

 

           澳洲在70年代有86.2%的基督徒，现在下降到43.9%。

 据世界华福总干事董家骅牧师说，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从疫情中回来实体教会的大

 概只有5,6成。而其实更值得关注的事情是早在疫情之前，其实全球华人教会都已经在

 面对老化的危机、青年流失的危机；而在这3年的疫情中，不但没有减缓的趋势，而且

 我想老化的现象可能极速地加剧着。

 基督徒从教会流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

董家骅牧师有趣的分析一个现象，他说:“疫情在

逐渐恢复的今天，全球都有报复性旅游的现象，

可是却没有看到有报复性聚会、报复性宣教、报

复性的小组聚集。”他甚至说：会不会最根本的

问题是在疫情前，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生命的优

先顺序从来就不是我们心中所想象的做主门徒的

优先顺序。加上整个社会大环境都在强调和高举

自我主义。自然的，也会有人以消费主义模式来

看待教会。当消费主义型的基督徒在

教会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会离

开教会。有一位越南籍牧者这么形

容现在的教会趋势；他说普遍上

存在着4种对“什么是教会？”

的“错误迷思”。

 第 一 ， 有 些 人 把 教 会 看 成 是 一 间 药 局

PHARMACY。如果我有任何的疼痛不适，我可以

去药局PHARMACY购买药物来解决我的疼痛或舒

服。我带着我的问题，伤痛来到教会，我参加聚

会，唱几首诗歌，得到一些心理辅导，我带着期

待我的伤痛会即刻离开。

 第二，有些人把教会看成是加油站PETROL 

STATION。我有很多的缺乏，我希望教会能够填满

我一切缺乏。

 第三, 有些人把教会看成是购物商城SHOPPING 

MALL。有超棒的客服，廉价物品。教会也类似，

借着教会的各种活动和节目，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

来参加，选我喜欢的讲员来听道，有适合小孩，丈

夫，教导也很好！我可以继续消费教会。

丁华庆牧师

为什么教会生活这么重要？

78%

43.9%

50%

50%
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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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有些人把教会看成是电影院CINEMA。是

一个很好的暂时逃避现实压力的地方。期盼着一场

的聚会结束后，你会带着微笑，轻松地离开。

 以上这四种对教会的错误迷思，存在着一个共

同点：就是教会必须要能够娱乐我、满足我、its all about 

me！消费主义模式的基督徒已经充斥着教会。当他们

从原本的教会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离开。

 J.T English说: “People are leaving the church 

because we have not given them any reason to stay”。

 保罗在以弗所书提醒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

黑暗入光明”, “出死入生”, 并且加入神的大家庭

的人。保罗为教会祷告，和为教会的存在而感恩! 教

会应当是属于一群真正认识神的人、教会应当是世

界上最有指望的人，因为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神

救赎的，不但是今生, 死后更是有永恒的指望。以弗

所书1:19节很重要, 保罗提到教会的能力! 保罗说，

神向（教会）也就是凡是“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

“何等的浩大”！这里提到教会是有能力的！

 以弗所书1:20节保罗继续描述这个能力。这个

能力同等于基督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能力。保罗希

望教会可以明白这超过想象的浩大能力正在我们每

一个信靠基督耶稣的人里面运行，也就是教会！正

如祂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约十五5)耶稣基督是教

会的头，我们(教会)是祂的身体。这身体(教会)，要

在地上彰显祂的荣耀、延续祂的工作，「并且要做

比这更大的事」(约十四12)。基督耶稣(也就是头)透

过身体(教会)来执行神的工作。

 耶稣基督，这位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神，祂选择透过

教会（我们）在地上来完成祂的工作。因此，教会

仍然是世界的光和盐，教会仍然是神的代言人，所

以我们对神，对世界是很重要的！

 Teresa of Avila说得好: “Christ has no body 

now but yours. No hands, no feet on earth but 

yours. Yours are the eyes through which he looks 

compassion on this world. Yours are the feet with 

which he walks to do good. Yours are the hands 

through which he blesses all the world. Yours are 

the hands, Yours are the feet, Yours are the eyes, 

you are his body. Christ has no body now on earth 

but yours. ～Teresa of Avila

 基督现在没有身体，你就是祂的身体。祂没

有手，没有脚，只有你的。你的眼睛是祂对这个

世界充满同情的眼睛。你的脚就是祂行善的脚。

你是祂祝福全世界的双手。你就是手、你就是

脚、你就是眼、你是祂的身体。 基督现在在地上

没有身体，你就是祂的身体。

 

 当你在教会找到自己在基督里的定位，你就

不容易对教会有错误的迷思。教会不是药局、教

会不是加油站、教会不是电影院、教会更不会是

购物广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选择透过教

会（我们）在地上来完成祂的工作。教会仍然是

世界的盼望，教会仍然是神的代言人，教会是世

界的光和盐！

 当你了解教会跟基督耶稣的关系之后，参与

教会生活的意义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神呼召我们

今天不是要做一个孤立者，而是成为教会群体的

一部分！林前十二26:“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

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欢乐”。

 林前十二21-22:“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 弗四16：“靠着

他全身都连接得紧凑，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

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

自己”。

 这也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焦点：

信徒家庭年！我们是属灵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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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蔡颂辉 Andrew Chai 

基督教主张
「宿命论」吗？

佳讯拼盘
灵粮咀嚼

 笔者常被问到类似的问题:“如果神的旨意不改变，那祷告有什么用？既然神的计划一
定会实现，我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人的得救都是神预定的，又何必传福音
呢？”这些问题显示，很多基督徒认为基督教主张某种形式的“宿命论”，相信人类的命运，都是由

外在因素──神──预先决定的，并不受人类控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为什么基督信仰会让人与“宿命论”画上等号呢？这不足为怪，因为圣经中的好些经文的确带给

人这种联想。例如， 以赛亚书记载神起誓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 我怎样定意，必照样成立。” 

(以赛亚书十四24，另参27）约伯在与神对话时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约伯记四十二2）诗人思想自己的受造时写道：“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

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一三九16，另参三十三11)

 除了这些直接阐述的经文，圣经的叙事也证实了这一点。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把自

己必要成就的事告诉他（创世记十二1-3），其后的历史证明，一切都如所应许的应验了。以色列人

攻打迦南时，神在战役开始前就决定把敌人交在约书亚手中（约书亚记六2）。耶稣复活之后，也曾向

门徒解释旧约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说的一切，都应验在祂身上了（路加福音二十四27，44）。因此我们

相信，启示录中所预言，关于人类历史终结的情景，在神的时间表中，必分毫不误地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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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圣经同时很强调人的责任，并指出人应当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圣经完全否定前文所

提“既然神的旨意不改变，就不需要祷告、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传福音”的推论。圣经要我们不

住地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17)，也劝勉人要努力工作(以弗所书四28)，若不肯做工，就不可吃

饭(帖撒罗尼迦后书三10)，更强调要竭尽全力、用各种智慧地传福音(歌罗西书一28-29)。虽然

圣经使用“拣选”、“预定”等用语，但人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上全责。最典型的例子是，虽

然犹大出卖耶稣好像间接促使了耶稣上十字架完成救恩，但他仍被称为“灭亡之子”(约翰福音十

七12)。

 总的来说，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志两者并不矛盾。无疑，神为人类历史定下了一个必然实现、

永不改变的计划，并且使用了各种管道，包括人的决定来成就终极成果。但是，神从来就不操纵

人的思想和意志，只是祂的大能可以使用人凭著自己意志做出的决定，无论是正面或反面的回

应，来作为祂成品的素材。

　　换言之，全人类都参与了神的计划，但“参与者”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容我称之为“有意

识的”参与者。意即，这一群人认识了神，也了解祂所启示要完成的事，且积极地响应神的邀

请，将自己的精力、时间、才干投资其上。这些人深愿自己能被神所使用。虽然过程中他们可能

遭遇困难、挫折，甚至可能曾经因此而灰心、退缩，但靠著神够用的恩典，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站

立、前进，直到见主面。这些人最后将发现，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尽管在人看来可能微不足道，

都能被神祝福去完成祂的计划。

　　　

 另一种人是“无意识的”参与者。这类人中有些人可能不晓得，或不关心神和祂的计划，只

专注于自己想过或自认为应该过的生活，另一些人可能听说过神和祂的计划，但是他们并不接受

这个观念，甚至可能选择对抗或破坏这个计划。尽管如此，这些人到最后也将发现，他们的一切

作为也被神转化，去达成祂所定的永恆目标。

 既是如此，以上两种人的差异何在呢？那些“有意识的”的参与者，他们因著顺从呼召、献

上自己，至终能与神同享荣耀，这不是因为他们“有功劳”(神完全可以不靠任何人做事)，而是

因为神乐意与他们分享。至于那些“无意识的”参与者，他们也要因自己的选择而受审判，因为

他们的忽视和敌对是出于自己，而非出于神，神只是用祂的权能转化反对势力去达成美好成果

而已。

　　在这个必定按照计划进行和完成的伟大事业裡, 你是“无意识参与者”还是“有意识

参与者”呢？

 
本文原载於《真理報》（2023年3月）：https://truthmonthly.com/2023/03/5504/



 现代圣经学术研究的贡献之一，就是让

我们注意到文体(genre)在诠释经文时的重

要性。我们已经在之前的三篇文章中大略介

绍圣经各书卷的文体。这一期将谈一谈另一

个圣经学术研究的贡献，一般会称之为编修

鉴别学(redaction criticism)的看法。

 提到鉴别学(criticism)，比较早期的翻译为“批

判学”。当时流行把这类学术研究区分为“高等”

和“低等”,“低等批判学”(Lower Criticism) 是针对

圣经不同抄本的比较研究，尝试找出最接近原本著

作的经文，现在一般把此研究称为“经文鉴别学”

(textual criticism)。至于“高等批判学”，则是指

“历史鉴别学”(historical criticism)、“编修鉴别学”

等等的研究。当时也常见到对“高等批判学”的批

评，认为此类学说不相信圣经无误，把科学与学术

看作更有权威。至于“低等批判学”则是可以接受

的研究。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被统称为“鉴别

学”的理论已有许多变化，现今已少有人区分“高

等”和“低等”，一般上也把criticism翻译为“鉴别

学”。“批判学”让人感觉在“批判”圣经，实在大

逆不道，“鉴别”给人的感觉就温和一些。更重要

的是，我们应该要“批判”或“鉴别”的，当然不

是圣经本身，而是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因为明显

的，不同的人对同一段经文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

，我们或许需要一些方法和工具，来帮助我们更恰

当地理解圣经。由此来看，我们不必过早就拒绝这

这些学术研究，当然也不必过早就全盘接受。事

实上，所谓的“研究”, “鉴别”, 甚至“批判”,

就是发现到人人都有许多各自的“盲点”，需要

有批判性的思考，更客观的分析，才能去除一些

误解和偏见。让我们把这些学说视为一个开拓我

们眼界的方法，让我们看到圣经中一些容易被忽

略的细节。

 例如，圣经是由40多位作者，在圣灵的引导

下写作而成。不过，“编修鉴别学”的一些讨论，

会帮助我们对于“作者”的观念思考得更深入，

从而纠正我们对圣经的一些“盲点”。或许可以

现在就想一下，圣经经文本身是否经常强调此书

卷是由谁所写？当然，耶稣似乎认为五经的作者

是摩西(参太十九7-8，可七10)，但马可福音却没

有告诉我们，这卷福音书是马可所写的。有些书

卷，像历代志和希伯来书，对于作者的身份仍然

没有结论。

 不仅如此，仔细研究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圣

经书写和流传的情况更加复杂，除了作者，还有

编辑。“蛛丝马迹寻编辑”，就是说我们能从一

些细节中，看出编者的存在。例如，一个很好的

例子在诗篇第七十二篇。这首诗篇的标题是“所

罗门的诗”。一般上，我们会根据此标题，认为

这首诗篇的作者是所罗门。但奇怪的是，这首诗

篇的最后一节（第20节），却有这样的话：“耶

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到底这首诗篇的

作者是所罗门，还是大卫呢？原来，诗篇第七十

二篇也是诗篇卷二的最后一首诗篇。诗篇共分为

五卷，前四卷的最后一首诗篇，都有几节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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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丝马迹 寻编辑

佳讯拼盘
经•研•普10



结语，作为整卷诗篇的结束。读者可以比较以下几

处经文：诗四十一13，七十二19-20，八十九52, 一

〇六48, 就可以看出这几节经文非常相似。所以，最

合理的解释，就是诗篇七十二篇20节：“耶西的儿

子—大卫的祈祷完毕”这段话是诗篇的编辑所加上

的，用来指明诗篇卷二的结束。同一位编辑，很可

能也在诗篇卷一至卷四的结尾处，加入了类似的语

句，作为这几卷诗篇的结束。

 事实上，从创世记直到列王纪, 我们经常会看见

一个片语：“直到今日”。许多时候，这片语会出

现在地名典故的叙述中。从创二十二14的描述中, 我

们知道有一座山称为“耶和华以勒”, 此地名“直到

今日”都为人所使用，因为当时的人都说：“在耶

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问题是，什么是“直到今

日”呢？我小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会对于圣经的“

威力”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还以为“直到今日”，

就是指我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是2023年的今天。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座山会一直永远被称为

“耶和华以勒”。如今我才明白，“直到今日”不

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指直到创世记被编写而成的日

子。也就是说，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创世记经过一

些编者的编修，在修订编成创世记时，就指出当时

大家所熟悉的“耶和华以勒”山，其名字的由来就

记载在创世记第二十二章。读者可以翻查这些经文:

书五9，士十一40，撒下四3，王下十四7，也可以

找到“直到今日”。

 新约福音书也有类似的情况。稍微阅读福音书

就不难发现，四卷福音书中，其中三卷的内容非常

相近，另一卷的内容则非常不同。三卷类似的福音

书，一般称为“符类福音”(Synoptic Gospels, 也译

作“对观福音”)，就是指马太、马可、路加福音。

目前的学者大都认为马可福音是最先写成的，之后

马太和路加都参考马可福音来写作自己的福音书。

事实上，路加福音一章1-3节早已这样指出:“有好些

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

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

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这段经文其实并没有透露作者的身份，我们是根据

教会传统来判断作者名为路加。但这段经文却指出

了一个编修的过程，很明显，路加的手中有不少书

籍资料，而他就像是位编者，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

后，再写成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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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没有特意研究，就不容易注意到这些“蛛

丝马迹”。圣经研究的一个贡献，就是帮助我们注

意到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

的看法和结论，我们也不一定要接受，但这些研究

却不时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亮光。

上期答案：

1. 书信：哥林多后书、彼得前书、启示录

2. 叙事：创世记、士师记、马可福音、使徒行传

3. 诗歌：诗篇、箴言、约伯记、以赛亚书、哈巴谷书

* 以上的分类是根据书卷主要的内容。例如：以赛亚书多

数是由诗歌体裁组成，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叙事（第六至第

八章，第二十章，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九章）。

本期测验：

“编修鉴别学”就藏在下面！把它的另四位朋友找

出来。

 自 然 直 到 今 日 经

 福 编 文 创 体 研 符

 蜘 蛛 修 世 能 威 类

 诗 历 史 鉴 别 学 福

 勒 七 美 耶 别 究 音

 误 百 十 解 批 学 霸

 术 学 千 二 摩 次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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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开始，新冠病毒迅速扩散造成一场全球性大瘟疫。这突如其来在全球

蔓延的疫情彻底改变了我们日常的生活。这两年多来，大家都经历了那段封城、隔离、检测、网

课，居家办公的日子，甚至也面对经济的动荡以及挚爱亲人的离世。虽然现在我们进入了后新冠

疫情的时代，但我相信这段经历将使我们毕生难忘。对我而言，这段不单是个难忘的经历，我更

相信上帝把我放在这个时代，经历了这场疫情，必有他的美意，也有我当学的功课。正如罗马书 

8:28 所写,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圣经已预告到了末后的日子，会有瘟疫。所以经历了SARS和COVID。我相信在这末世，主

再来之前，这次的疫情既不是空前，更不会是绝后。但凡事都在神的旨意中，若非上帝许可，这

些事绝不会发生。 

 于是，我期待着有作者能开始为新冠病毒著书，想透过他人的研究看看他人的见解和观点。

某日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到保罗.裘唐诺的《传染病时代的我们》就下单了。收到书的当天，一翻

不可收拾，一口气把它看完了。我好久没有这么拼地看一本书。

 这本书当时已经被翻译了28种语言。每一篇文字，仿佛都在帮我们纪录这传染病大流行时的

日常，记录了我们所关切的与我们所遇到的困境。(以下是一些的摘录) 

 「在疫情扩散的期间，我们的所作所为，或不做不为，都不只影响到自己。即使疫情结束，

我希望大家永远别忘记这个教训。」页 43 

佳讯拼盘
书香畦

《传染病时代
    的我们：
    新冠肺炎带来的
    危机与转变》

  读后感
 

蔡淑婷(珠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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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遭到破坏，除了细菌、真菌、单细胞

生物、病毒也是难民之一。如果我们能稍微放下

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就会明白。不是这些新的微生

物 找 上 人 类 ， 而 是 我 们 的 行 为 捣 毁 它 们 的 巢

穴。」页 64 

 「疫情只是症状，病灶是我们的生态系统」

页 66 

 这本书的初版是在2020年6月1日出版。这在

疫情初期所写的书得到了各界的好评，如下:「清

楚、冷静、资讯明了。帮助我们试着去思考在这

传染病大流行的当下，我们该怎么做......这时代

的文学之作始于这里。」─《伦敦旗帜晚报》 

 「阅读裘唐诺的书，让我们得以在疯狂混淆

视听的数据以及可怕的传染病故事中得到喘息的

空间......他简洁的文字把那些早已从我们脑中逃

离的理性概念又重新整齐地串了起来。」─《泰

晤士报》 

 「及时、不可或缺、深具启发的阅读。」─

《博物学家的自然创世纪》作者安德列雅・沃尔

芙于此，分享其中我很喜欢的一章 《数算自己的

日子》与大家共勉之。 

数算自己的日子 

 我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我本来应该去札格

雷布开会，会议目的是集结各个学术领域、国家

的代表，讨论所谓「欧洲人」的新定义。现在主

办单位请我「重新考虑是否出席」。当局建议高

风险地区的宾客最好不要参加，意大利就是其中

一个，其他还包括中国、新加坡、日本、香港、

南韩和伊朗。这些成员可妙了，就像G7，疫情

七大国。 

 随着疫情继续扩散，确诊人数累计将近十万

例，我见证自己行事历渐渐崩溃。三月将会与我

的计划出入甚大，至于四月，谁晓得。这种失去

控制的心情很奇怪，我虽然不习惯，却也不排

斥。这些机会都能重新安排，没有一个是非去不

可, 每个都能坦然接受, 没有遗憾。我们面对的是

更严重的事情, 需要我们心怀敬意, 专心应对。

 这场危机有许多层面与时间有关，与我们的

安排筹划、争取时间有关。如今我们受控于这种

崭新的微小力量，它竟然敢决定人类的命运；我

们觉得自己承受莫大压力，感到愤怒，仿佛塞在

车阵中，四周却空无一人。我们受制于新型冠状

病毒，渴望回到正常生活，也觉得自己有权利恢

复日常作息。突然之间，正常作息变得至高无

上，尽管我们从未如此重视，甚至也不知道什么

是所谓的正常。我们只知道，我们想恢复正常。

 然而日常生活无法继续，没有人知道还要等

多久。现在这种生活并不正常，但我们必须学会

忍受，学会过这种日子。我们必须找到拥抱这种

生活的理由，而不只是恐惧死亡。也许病毒真的

没有智慧，在这方面却胜过我们：病毒会改变、

适应新生活，而且迅速应变。我们应该向病毒

学习。

 目前的僵局将导致无可测量的后果，有人会

失去工作，商家得拉下铁卷门，各个业种都会受

到影响，所有人都开始处理自己的损失。我们的

文明禁得起各种考验，却承受不了放慢脚步。

 但是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对我而

言过于复杂，无法理解，每次想到都只能放弃。

一旦有新局面，我会逐一承担。

 

 最近我常想起《诗篇》第九十篇: 求你指教我

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

心。 (摘录自页 91-94) 

 这本书带给我许多提醒和思考。我觉得，经

历了这场无人幸免的疫情，当在主前自省，也当

怀着感恩的心细数这段日子上帝所赐的恩典。心

怀永恒，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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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宣教队
JORDAN MISSION TRIP

佳讯拼盘
佳美脚踪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跨国宣教队。约旦距离马来西亚很远，

我考虑了很久才决定要参与这个宣教队。我没参与过宣教事

工，不晓得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个宣教少年事工。唯一能让我有

信心的是我的英语沟通能力还行，而且我的丈夫也与我同行。

参与这个宣教队让我觉得上帝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在这个宣教

队里，我们的队员各个都有不同的事奉与专业领域。虽然大家

都为工作忙碌，但也会抽空和绞尽脑汁一起排练所要呈现的福

音节目。看到队员们对这个宣教事工的热忱和用心，我对这次

的宣教队有了更多的期待。这个宣教队也确实让我体验上帝奇

妙的安排与带领。

 刚开始我有些沮丧，因为我们的班机连续几天延迟了两

次，使我们在约旦的时间变短了，但我仍然相信上帝有祂的计

划与安排。祂让我们平安地抵达目的地。在约旦，当地的老师

与负责人为我们准备了许多当地美食，他们尽心地招待让我体

验到他们对人的关怀与真诚。最让我受益的是我觉得不是我们

给当地的少年人与所赞助的当地老师们带来的福音与多少的帮

助，而是他们的事奉态度、敬拜、爱心与感恩的心打动了我。

当地老师对学生的救恩感到非常迫切。无论福音对象是对少年

人还是妇女，老师们对他们的爱心与关怀从不熄灭。在当地，

他们传福音所面临的障碍比我们大多了。这让我反省了自己对

传福音的态度。不仅如此，他们彼此间热情的互动，也让我这

个偏向冷漠的人，重新审视自己与弟兄姐妹的连结，是否有健

康的团契生活，以及是否关怀到有需要的人等等。

 另外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是我有幸来到当年摩西所走过的

道路，去到尼波山。我们认识了一位当地的牧师。他非常用心地

与我们讲解圣经历史，让我们上了一堂免费的课程。站在尼波山

眺望耶路撒冷，再想象摩西当年不能进入迦南地的景象，那心情

真的难以形容。我们如今能得到福音与神的救恩，真的是神给我

们的恩典。我们还参观了许多当地历史悠久的教会，欣赏当地的

建筑物，并了解当地的历史，真的增长了许多知识。

 虽然在约旦的时间很短，但我所得着的比我所付出的更

多。我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参与这次的跨国宣教队，这让我明白

宣教有时候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上帝要对我说什么。祂让

我体验祂的国度无所不在。祂的旨意活在祂的门徒们身上，而

门徒把他的福音传遍世界。

Personal Reflections

Merhabah!  (Arabic for “Hello”) 

 I am writing this exactly a week after 

the Jordan Mission Trip while memories 

of serving with fellow Christians at HOPE 

Centre are still fresh in my mind.

 Influenced by the di�erent views 

people around me seemed to have of 

this country, I had harbored expectations 

of danger in entering this foreign land but 

I left Jordan learning so much about its 

lovely culture. I recalled feeling frustrated 

when our schedule of activities kept 

changing throughout the mission trip. 

However, after Rev. Caleb reminded us 

about the people’s culture there, it began 

to make sense and it opened a new 

perspective to our mission. The people 

there hold on to a culture that puts 

community and fellowship first, but they 

make no mistakes in time management 

when it comes to worshipping God on 

the Sabbath day to emanate their great 

reverence for the Lord. 

 In conversing with our local partners, 

I found their conversations often went 

beyond the surface. They often dived 

into depths of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as individuals, into our involvement in 

church, conviction for Christ and most 

evidently, their passion for the Gospel to 

reach their fellow M. I cherished such 

conversations very much. Although some 

of them spoke fluent English, most mainly 

spoke Arabic. However, our language 

barrier with the local team and the refugee 

women and youths did not a�ect our 

颜晶莹(珠巴) Vera Pillai  (英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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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owship. They were very welcoming and keen in 

getting to know us such that sign language was 

occasionally used and google mistranslation and 

misinterpretation were met with heartfelt laughter. 

 This made me reflect on conversations I had with 

friends in my home church and how much I had 

allowed the daily mundane busyness of life to 

become an excuse to reduce meaningful fellowship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urch. Perhaps my 

lukewarmness has  also made me to focus on duties 

in church and neglect soulful connections with others. 

 There were certainly cultural di�erences as well, 

as we Asians are quite utilitarian when it comes to 

communication. One amusing example was a bus 

trip we took where our mission trip team was seated 

in the front section of the bus while the HOPE Centre 

team was in the back section; It was not di�cult to 

guess which section of the bus was quiet but 

punctuated by occasional snores and which section 

was bustling with laughter and conversations. I was 

truly astounded and humbled by their warm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us.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I wa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about mental health-related 

su�erings in light of Christ to a group of 93 Syrian M 

refugees seeking meaning to their psychological 

pain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trauma. I later found 

out from my translator that, as a precaution, the word 

‘Christ’ has been translated as ‘Allah’ ; nevertheless, I 

believe that “nothing you do for the Lord is ever 

useless” (1 Corinthians 15:58). The knowledge of Allah 

taking on our su�ering ultimately on the cross because 

of his love would hopefully spark questions in their 

hearts, and when the time comes, I pray that our local 

partners will be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m.

 Furthermore, I also noticed how the refugees 

would stand up and leave the room at the mention of 

“Christ”, and this explains the precautions taken in 

mentioning Christ to their fellow M. One of the 

teachers at the HOPE Centre shared that when 

speaking about Christ to M, he mentioned Chri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weaknesses in their 

striving and su�ering and the need for a perfect 

human. It made me reflect on my home church, 

MGCE, and how blessed we are to have been given 

opportunities to speak openly of Christ to our 

neighbors. An Anglican evangelical preacher and 

pastor of the 18th century, J.C. Ryle, once said “Never 

let us be guilty of sacrificing any portion of truth on 

the altar of peace”. I have certainly been guilty of this 

more than I can count. May God grant me His grace 

for my wrongs and also wisdom to speak the truth to 

those who need it.

 All in all, this mission trip has revived my joy in 

serving Christ, and has admonished me in the many 

areas of lukewarm-ness in this wonderful gift of 

salvation God has given me. I greatly encourage you 

to join mission trips to see how God has worked 

wonders for His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and to see 

how God may use you in your weaknesses too.

Blessings, Vera



2023年4-6月-家事动态-

开学礼  2023年3月28日 •  地点：联堂

结业礼  2023年5月27日 •  地点：联堂

《第十三届两个月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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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两个月短宣于28/3举行开学礼，并于

27/5举行结业礼。今届共有24位来自不同堂会与

教会的弟兄姐妹接受装备。

在平凡中活出不平凡（开学礼信息）

 神呼召了拙口笨舌的摩西成为祂的代言人去向

埃及法老宣布神的命令。代言人即是神的先知。然

而，摩西却否定了神的呼召，因为他不是一个善于

说话的人。摩西对耶和华说：主阿，我素日不是能

言的人，就是从你对僕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

本是拙口笨舌的（出四10）。无论如何，神还是呼

召了这口吃的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

 人的极限和不足，放在神的手中就成为厉害的

武器。虽然摩西拒绝神的呼召，但是神还是给摩西

机会，让亚伦来代替摩西说话。最后，摩西完成神

给他的任务，施行十灾迫使法老屈服解放以色列人

走出埃及。神使摩西从平凡的人变得不平凡。

 我们一切的才干都是神所赐的。所以，人不可

离开神而谈召命，谈目标及定义自己的人生。只有 

与神相连，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才能活得有召

命。即使我们只是平凡人，但因为神的呼召，我们

能活得不平凡！

生命不要Terbalik（结业礼信息）

 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或许是家人朋友

、健康，又或是工作。这些事物的「优先顺序」，

将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关键。「掌握优先次序，才是

人生的智慧！」人生的顺序是很重要的，当人事物

在心中的位置正确了，它将带来超乎想象的结果。

然而，如果我们搞错了顺序，也会导致令人懊悔的

后果。

 错抓「次要」将忽略「主要」。智慧的人生是

懂得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对于基督徒来说，

最重要的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的生命

是否紧抓着这样的「关系」，还是不断地抓住次要

的，以致忽略了最重要的？

 所罗门王亲近上帝，故得丰盛的祝福，带出「

属灵的影响力」，让别国看见上帝作为。所以，摆

对优先顺序，就会有神的应许与祝福，并且更进一

步地「带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罗门年轻

时，通过他写的雅歌书可以看出他与神有着亲密的

关系。然而，当他进入中年，财富和地位稳固后，

他对上帝和属灵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冷淡。到了晚

年，他甚至去敬拜别的神，导致神发怒并使祸患降

临到他的子孙。

 愿我们能以所罗门的一生为镜，常将上帝置于

首位，掌握人生良好的优先顺序，这样神就必赐福

给我们，使我们拥有真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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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动态-

羽球家庭赛
2023年4月30日–5月1日

教会青年人流失的探讨和对策 1 & 2
1  2023年5月28日 •  地点：珠巴堂会  2 2023年6月25日 •  地点：珠巴堂会

第四届姐妹突破营
以神为乐 Rejoice in God

2023年6月2-4日

地点：民都鲁萨马拉度假酒店
Samalaju Resort Hotel, Bintulu

青年部于4月30至5月1日举办羽球家庭赛，成功地

吸引了60多位参赛者的参与，圆满进行。

青年部举办的【教会青年人流失的探讨和对

策1】共有32位参与实体交流，线上则有10

位。

青年部举办【教会青年人流失的探讨和对策2】。共有49位

参者（实体29位、外玻zoom 10位、YouTube10位）。本

次交流会是由各堂青年职员、组长、导师同工们给予相关课

题的回馈。此交流会乃是为了制造一个可以与青年领袖对话

的平台，让青年人可以自由的发表和客观的探讨，回应一切

与青年人灵命、做主门徒及使时下趋势的课题。

感谢神，第四届姐妹突破营於2023年6月2至4日在

民都鲁萨马拉度假酒店顺利举行，共有75位姐妹参

加。姐妹突破营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去思想神在我

们生命中的美好。它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察验

神在我们生活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也借此来评估

我们的属灵旅程。姐妹突破营有四个显著特征:(1)是

一个精心时刻(2)是一个聆听神的时刻(3)是一个敞开

自己的时刻(4)是一个聚焦时刻。简而言之，姐妹突

破营是一个灵命退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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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消息-

13/03/2023 母堂
刘月容姐妹之先生、雍财弟兄、雍冰姐妹及雍
妃姐妹之父亲怀许赞丕老弟兄安息主怀。
14/03/2023 联堂  
潘华平弟兄安息主怀。
18/03/2023 联堂
沈薇妮姐妹之母亲、范发勇弟兄之岳母、范妍
馨姐妹及雯馨姐妹之外祖母彭秀英老姐妹安息
主怀。 
22/03/2023 联堂 
郭云英老姐妹安息主怀。
22/03/2023 联堂 
沈珠娜姐妹安息主怀。
22/03/2023 古晋
沈雪筠传道之母亲、陈明程牧师之岳母、陈礼
恩弟兄之外祖母郑碧枝老姐妹安息主怀。
30/03/2023 晚堂  叶玲老姐妹老安息主怀。
15/04/2023 廉律
詹淑萍姐妹之先生、母堂黄莉莉姐妹之父亲和
曾国兴弟兄之岳父、联堂黄飞飞姐妹之父亲、
曾颖浩弟兄及魏恩琦姐妹之外祖父安息主怀。
16/04/2023 都九 
叶美云姐妹之母亲，林艺芳姐妹、艺恩姐妹之
外祖母李燕女士息下劳苦。
17/04/2023 联堂
联堂陈俍发弟兄、陈长贵长老之母亲，方奕心
姐妹、刘云姐妹之家婆，陈敏执事、陈亿姐妹
之祖母，蔡晓婷姐妹、蔡常豪弟兄之外祖母翁
月云老姐妹安息主怀。
17/04/2023 都九
黄凤丽姐妹、凤钦姐妹之父亲，李国财弟兄、
沈斐盛弟兄之岳父，李佳恩弟兄、佳汉弟兄之
外祖父黄声银老先生息下劳苦。

22/04/2023 都九
江秀球姐妹之母亲，李金耀弟兄、玉娟姐妹、
玉慧姐妹之外祖母宁芬兰老姐妹安息主怀。
26/04/2023 廉律 
杨秀梅老姐妹安息主怀。
27/04/2023 联堂
张爱仙姐妹之次子池信居弟兄安息主怀。
29/04/2023 廉律
郑淑英姐妹之次子曾志光先生息下劳苦。
30/04/2023 联堂
林和鸣弟兄、潘月花姐妹之三女，林宗庆、宗
诚弟兄、秀萍姐妹、秀琦姐妹、晚堂秀翠姐妹
之姐姐林秀燕姐妹安息主怀。
10/05/2023 都九
陈庆龙弟兄、陈丽玲姐妹之父亲，黄小婷姐妹
之家翁、蔡培毅弟兄之岳父陈锦明先生息下
劳苦。
10/05/2023 母堂
江美凤姐妹之母亲，蔡明福弟兄之岳母谢秀英
老姐妹安息主怀。
16/05/2023 母堂
刘守强弟兄之母亲，温玉明姐妹之家婆，刘璇
丽姐妹、虹威弟兄之祖母吴玉英老姐妹安息
主怀。
13/05/2023 联堂
刘蓉蓉姐妹、美美姐妹、珠巴刘晶晶姐妹之母
亲，联堂刘小茹姐妹、友良弟兄、友皓弟兄之
外祖母许珍仁老姐妹安息主怀。
12/05/2023 都九
蒋利敏姐妹之父亲，苏诗顺弟兄之岳父，苏礼
恒弟兄、苏慧婷姐妹之外祖父蒋亨鼎老弟兄安
息主怀。
14/06/2023 联堂
刘春光姐妹之父亲、钱励辉弟兄之外祖父刘邦
鏗老先生息下劳苦。

21/06/2023 母堂 沈坤生执事和王广美姐妹前往越南工作。
18/06/2023 都九 廖子萱前往诗巫深造。
23/06/2023 联堂 张靖恩姐妹前往澳洲深造。

赴国深造/工作/乔迁

安息主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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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消息-

共结连理

02/06/2023 都九 
罗启胜弟兄与江秀球姐妹之幼女李玉慧姐妹结
为夫妇。
10/06/2023 班登
刘子平夫妇之独生女刘会忆姐妹与黄弘哲弟兄
结为夫妇。

添丁弄瓦
09/06/2023 都九
罗启发、蔡欣谛夫妇蒙神赐一女婴。

《好像有道理— 
   即使不信，也要知道的事》
   蒋祥平牧师著作

NEW!
新书介绍!

茫茫人生路，总会遇到一些超越物质生活的问题，让你偶
尔，或经常会去思想并探索——有关生命，有关信仰的事；
无论信或不信，此书应能给予你，想要知道的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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