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萬物頌主尊稱；聖哉，聖哉，聖哉！恩慈
永無更改，榮耀與讚美，歸三一真神。


所有的榮耀歸於祢

榮耀歸於祢，權柄歸於祢，羔羊已作王，從今時
到永遠。榮耀歸於祢，權柄歸於祢，願頌讚永遠
不停息。 
所有的榮耀歸於祢，萬民敬拜祢座前，所有的榮
耀歸於祢，榮耀，榮耀主耶穌。


安靜

安靜讓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祢是我的神，風浪
讓我靈更堅定，在我身旁祢使風浪平息。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祢陪我走向應許之
處。充滿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滿有祢的印
記。


十架為我榮耀

1.求主使我依十架，在彼有生命水，由各各他山
流下，白白賜人洗罪。

2.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今基督居住
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3.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並祂為我釘
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我願意別無所誇，但誇救主十架！世界對我已
釘死，我以死對待它。

（副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獻上最美

1.請聽救主呼聲「獻上最美！」處卑微或升高，
主自分配。盡你才力所能，不為求賞，祇求為
恩主不求人稱揚。

2.不理會人稱讚或是怠慢，但求父神喜悅使父心
歡！凡事求善求真，必蒙恩福，不論工作、思
想全力以赴。

3.黑夜迅速過去，時日似箭，今日所做之工，主
要考驗。盼望主再來時，享受安息，主曾應許
賜福忠心僕役。

（副歌）凡為耶穌作的都蒙福，但主要各人全力
以赴，我才力雖微小，不足稱道，祇求盡心、盡
意、盡力、愛主。


我有真神為倚靠

1.我有真神為倚靠，因此喜樂，雖然風浪齊襲
到，不能害我；永世磐石乃真神，總不動搖，
賴此我必得安穩，平安可靠。

2.我有真神為產業，因此富厚，世上富貴雖斷
絕，並無憂愁；真神乃我寶藏庫，與我同在，
凡有所需必恩付，缺乏何來？

3.我有真神為我父，憐憫愛惜，雖然遭遇諸般
苦，心中安逸；雖然走過死蔭谷，不怕遭害，
因有我父在一起，永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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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浸信會榮恩堂

會址︰台北市內湖路㆔段143巷6號

電話︰2790-6286       傳真︰2792-6187


E-mail：jnchurchneihu@gmail.com
㈰期︰主後2020年4㈪19㈰㆖午㈩時

年度目標︰建立家庭㉀壇

㆖週奉獻

主日奉獻 22,218

十一奉獻 44,300

愛心奉獻 6,637

聚會時間

週日

8：30 成人主日學

10：00 主日崇拜

10：00 兒童主日學

週日

(第一、三週) 

16：00 三明治小組

週二
9：30 女傳道會

20：00 恩韻團契

週三

9：30 利河伯小組

15：00 喜樂小組

19：50 查經禱告會

週四 20：00 讀經小組

週五
9：30 迦勒團契

20：00 家庭團契

週六
8：00 晨禱

10：00 青少年團契

（隔週） 10：00 大專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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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

1.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緣故，原訂四月份的

跳蚤市場以及四月份的愛宴暫停舉行。


2.教會主日崇拜已開始線上直播，如有需要協

助開啟，請洽全職同工。


3.四月24日晚上八時為章程讀書會，地點在接

觸點關懷協會，請全職同工、執事出席。


4.請讀金句三遍。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

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來十三：6）

㈮句

聖工事奉

本 週 主 日 下 週 主 日

講 員 王安琳傳道 邱頌恩弟兄

主 席 余敏誠 黃曉瓏

司 琴 廖佳美 陳淑媛

收奉獻 陳碧霞、俞壽成 林怡吟、鍾秋梅

招 待 王如意、楊聲愷 黃慧桃、俞  曼

音 控 徐浩庭 楊仲宇

插 花 鍾秋梅 鍾秋梅

獻 花 黃美雅 陳文正

愛 宴

會後禱告

陳碧霞、陳淑媛 鍾秋梅、林怡吟

余敏誠 陳文正

㆖週出席

主日崇拜 71人 主 日 學 暫停

兒童主日學 10人 三明治小組 暫停

週六晨禱 暫停 女傳道會 暫停

恩韻團契 7人 利河伯小組 暫停

喜樂小組 7人 查經禱告會	
12人

9人

迦勒團契 暫停 家庭團契 暫停

青少年團契 7人 大專團契 暫停

 主日崇拜程序 

1.宣召‥‥‥‥‥‥‥‥‥‥‥‥主席 

2.以頌讚敬拜‥聖哉！聖哉！聖哉！ 

所有的榮耀歸於祢 

安靜‥‥‥‥‥‥眾立 

3.禱告‥‥‥‥‥‥‥‥‥‥‥‥主席 

4.以默想敬拜‥西二：6-15‥‥‥會眾 

5.默想詩歌‥十架為我榮耀‥‥‥會眾 

6.以奉獻敬拜‥獻上最美‥‥‥‥會眾 

7.以聆聽敬拜 

 經文‥詩篇一二一篇 

信息‥我的幫助從何而來‥王安琳傳道 

8.詩歌回應‥我有真神為倚靠‥‥會眾 

9.教會事工與肢體關懷‥‥‥‥‥主席 

10.主禱文‥‥‥‥‥‥‥‥‥‥‥會眾 

11.頌榮‥讚美一神‥‥‥‥‥‥‥會眾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12.祝禱‥‥‥‥‥‥‥‥‥柴仲治牧師 

13.彼此問安、散會‥‥‥‥‥‥‥會眾 

  詩歌歌詞


聖哉！聖哉！聖哉！

1.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歡悅歌
詠，高聲頌主聖恩；聖哉，聖哉，聖哉！恩慈
永無更改，榮耀與讚美，歸三一真神。

2.聖哉，聖哉，聖哉！群聖虔拜俯，各以華麗金
冠，呈奉寶座之前；千萬天軍天使，虔敬崇拜
上主，昔在而今在，永在萬萬年。

3.聖哉，聖哉，聖哉！主藏黑雲裡，罪人焉得瞻
望，真主威赫榮光；耶和華惟聖哉，誰與上主
堪比，權能至完備，大哉天地皇。

4.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天上地下海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
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
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
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
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
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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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中耀主

柴仲治牧師


四月5日


經文：太一：1-17


華人有四大傳統節日：春節、清明、端午和中
秋節。另外，就祭祖而言，除夕、清明、中元、重
陽四節也是傳統節日裏的「祭祖四大節」。「清
明」是在冬至過後的一百零六日，也是「春分」後
的第十五日(落在四月的4或5日)，這時候萬物潔
淨，空氣清新，風景明麗，花卉草木在這樣的環境
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所以叫做「清明」。一
九三五年政府明定四月5日為「民族掃墓節」。今年
因為新冠病毒疫情，防疫中心建議避免爆發感染，
根深蒂固的掃墓無須搶在這個節骨眼，有位醫生分
享「若是祖先地下有知，一定站在冥河的對岸，著
急不斷揮手叫子孫回去，千萬不要掃墓掃到全家族
的人都直接下去陪祖先，這個也真的太孝順了一
點。」。


中國的家譜歷史悠久，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
時期，已有刻在金屬武器上的家族世系，譜牒則形
成於西周。家譜的價值有：了解家族來源、對歷史
的記錄、教育後人意義(維基百科)。


猶太人認為葬禮是人生的最後階段，猶太人恪
守簡樸的作風，一般人死後應在二十四小時內迅速
下葬。葬禮上不准舉行任何獻祭，只能祈禱和誦
經。關於埋葬方式，正統派反對火葬，但改革派教
徒卻允許火葬，在葬禮上禁止使用鮮花和音樂等象
徵歡樂的元素，一般只是在平地上立一塊墓碑，前
來弔唁或掃墓的人們一般也只是在墓碑上放一塊小
石頭表示紀念。網路笑話：有一對華人夫妻到耶路
撒冷旅遊，丈夫不幸病逝當地，太太要求禮儀公司
三天內儘速處理完畢，理由是什麼？怕先生從死裡
復活。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記載耶穌的家譜，「亞伯拉
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太一
1)，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
巴比倫的時候也有十四代；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
基督又有十四代。這份家譜特別提到幾位有名有姓
的女性人物？他瑪(公公猶大稱她為有義的人)、喇
合(有信心、因行為稱義)、路得(有愛)、馬利亞。
為何將這幾位女性名字放置在耶穌的家譜中，一定
有某些值得學習的屬靈功課，鼓勵去探究原因。


耶穌基督的家譜是驗明正身這位耶穌是血統純
正的猶太人，是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後裔，也是以
色列王大衛的子孫。整個以色列民族都因亞伯拉罕
的順服而蒙福，耶和華神是被稱為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神；地上萬族都要因耶穌的順服至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得著屬天的福氣與權柄，成為神
的兒女。猶太民族和華人一樣是非常看重家譜的民
族，例：當猶太人從被擄之地歸回到耶路撒冷時，
有祭司哈巴雅的子孫、哈哥斯的子孫、巴西萊的子
孫，在族譜中尋查不著自己的譜系，不僅算為不
潔，也不准供祭司的職事(尼七)，甚至不可吃至聖
的物。神的選民必須堅守、遵守神的原則，不因人
設事、不因人而異。信仰也是必須堅持，若是一點
一點的向著世界妥協，純正的信仰也將走向異端，
「防異」(防止異端)是每個基督徒的責任，讓自己
是在堅固磐石上，當雨淋、水沖、風吹臨到時，雖
然會搖晃卻能夠屹立不倒。


基督徒也應該重視自已的家譜，若沒有過去的
祖先就沒有現在的我們；沒有現在的我們就沒有家
族的未來。清明節這個主日，我們一起從基督信仰

來思考，如何預備自己成為神所用的器皿，讓基督
信仰扭轉整個家族的未來與方向，讓現在的家人和
未來的子孫因我們蒙福。掃墓時人們常會提到：光
宗耀祖、飲水思源、流芳百世。基督的信仰能夠幫
助我們真正的成為這樣的人：

一、光宗耀祖：華人父母親對兒女的期盼往往是
「功成名就」，謀得一官半職才是光宗耀祖。現今
則是「行行出狀元」，只要有一技在身，終會有出
頭的一天。基督徒不僅要成為光宗耀祖的人，讓家
人及後世子孫引以為榮；更要按著天父的旨意，成
為光宗耀主的神的兒女，讓世人因著我們認識那賜
榮耀恩典的神。基督徒能光宗耀主乃因生命中有：


1.生命有光：「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
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
光。」(約八12)；「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
我的，不住在黑暗裡。」(約十二46)。


耶穌應許凡跟從祂的人「必要得著生命的
光」，並且「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
人。」(約一9)、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
人，把世人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路一79)。


基督徒得著生命之光後，就不該仍在罪中生
活、住在黑暗裡。這是為何別人看不見我們生命之
光的原因之一：因為沒有治死身上的罪。罪會不斷
使我們這個器皿被污穢，使神的榮耀無法彰顯於人
前，這就是虧缺神的榮耀。「神召我們，本不是要
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帖前四
7)。「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
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二21)，追求聖潔的人在得著生命的光後，會
預備自己成為合神心意為主放光的器皿。一個發光
的器皿若是裡面污穢了，人雖不停的一直擦拭外
面，仍舊是徒勞無功的，問題在於人的無知。基督
徒不是靠著自己的努力成聖，唯獨藉著耶穌的寶血
和靠著聖靈治死內住的罪，聖靈能在我們身上成就
神要成就的工作，因聖靈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十六8)。蒙恩得救
後不要再犯罪，因為主的光已照亮我們，千萬不要
躲藏起來，要讓別人看見我們生命中有耶穌的生命
的光。


2.世上的光：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
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
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
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
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14–16)，基督徒一定
是先得著生命的光，才能是世上的光。耶穌所賜生
命的光不會因人（神職和平信徒）而異，沒有聖俗
大小之分，唯一差別只有器皿透光率，這問題不再
於神乃在於個人自己，人的罪會阻擋了世人看見主
的光的亮度，罪是使人在浪費主的恩典、辜負神的
選召。保羅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
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
7)，我們是世上的光，一方面要先求聖靈來鑒察我
們的心思、試煉我們的意念，看我們裡面是否還有
隱而未現的罪，引導我們走在神所喜悅的路上；一
方面想方設法進入人群中，用自己的行為來為基督
做見證，千萬不要妄自菲薄，福音是神的大能，不
是人的作為，只要我們謹守遵行主的旨意，讓自己
的光是放在燈臺上，不是藏躲隱密處，生命的光會
自然的照亮、吸引家人、世人來到主的面前，人們
看見後會將榮耀歸給神，這才是真正的從光宗耀
祖、到光中耀主。

二、飲水思源：「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
源」(南北朝的徵調曲)，比喻是不忘本。「人若說

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
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約壹四
20)，聖經的教導是兒女要孝敬父母，人若是不能先
愛看得見的父母，就不會愛那看不見的祖先。基督
徒的生命中有：


1.生命活水：耶穌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
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
永生。」(約四14)。陽光、空氣和水，是生命生存
的三大必要條件，但其實只有水，才真正是所有生
物維持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質。因為有些生存在洞穴
或深海中的生物，終其一生都沒見過陽光，但仍然
活得好好的；有些如厭氧菌的細菌，並不需要氧
氣；但是所有維持生命的重要化學過程，都必須有
水才能完成。因此，水才是真正維持生命不可或缺
的物質。耶穌所賜的水是活水，凡喝這水的人永遠
不渴；更要在人的生命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讓自己、兒女及後裔都能蒙福。


活水的意思是「有水源而常流不斷的水」。相
反詞「死水」又稱滯水，為不流動的水，水的所在
地沒有流通的出入口。死水內的元素就會沉積、腐
爛，使水分敗壞。聖經最佳「活水和死水」的例
子：加利利海和死海。前者的水是有進有出的活
水；後者則是只進不出的死水。活水是祝福；死水
是咒詛。活水帶出的影響是生命、盼望、喜樂…；
死水則是死亡、絕望、悲哀…等。耶穌的生命活水
能夠醫治人肉體和心靈的疾病，得著的方法是人只
要向祂祈求，主就會將活水賜給人，並且永遠不
渴。


基督徒已得到生命活水，耶穌為我們開啟活水
的入口；我們要為耶穌打開活水的出口，活水流到
之處是讓人生氣蓬勃而非死氣沉沉；主所賜的活水
是源源不絕的，每個得著生命活水的人必須讓活水
流出去，讓人得著主耶穌應許的豐盛生命。主的話
說「施比受更為有福」，既然白白的得到活水的恩
典，就要白白的捨去，若是神榮耀的恩典、生命的
活水只進不出、只聽道卻不行道、有信心卻沒有行
為，活水就會慢慢的在生命中停滯，有一天變成毒
害我們的死水，因為吝於與人分享從主而來的恩典
與活水。


2.分享活水：耶穌說「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
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指
著信祂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
來，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約七38、39)。得
著活水是因相信耶穌；分享活水是因我們愛耶穌，
讓人能夠認識賜生命活水的耶穌。耶穌和撒瑪利亞
的婦人在雅各井旁談到「活水」後，這位婦人原本
在人面前是被鄙視的、是發臭的死水；當耶穌為婦
人打開活水入口，這位婦人的生命不再一樣，婦人
勇敢的為耶穌打開出口，將自己的奇遇與人分享，
「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
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嗎？」(約四29)，因
著婦人所作的見證，敘加城裡有好多撒瑪利亞人信
了耶穌。死水有了源頭和出口，就成為別人的祝
福。


保羅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
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
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
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六20、21)，基督徒
知道鍛鍊身體很重要，可以有健康的身體；但更重
要的是操練成為敬虔的人。敬虔不是外在的裝飾，
乃是心悅臣服並體貼聖靈，言行舉止不要叫聖靈擔
憂、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渴望被聖靈充滿、藉著
聖靈成為聖潔、有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

們禱告，讓聖靈引導我們每日生活是進入真理，活
出主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命定)。

三、留芳百世：焚香主要用於宗教儀式，一般用在
祭祀鬼神，通常在香爐中燃燒，燃燒的灰燼稱為香
火(香灰)，有時被視為神明的象徵。許多地區的
人，認為神靈或者亡魂能吸食其香氣，故在神像、
神位前燃香有祈禱意味。現在的燒香拜拜背後的意
涵就是與我們看不到的神明溝通。燒香拜拜就像打
電話給神明，向祂訴說請求、需要，但這電話是單
向的，神明並不會從神椅上走下來回你的話，所以
之後的擲筊、求籤等過程就是確認神明對你的回
覆。基督徒不僅要有好行為，更要讓自己的經歷成
為美好的見證，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下榜樣，讓他們
效法我們，向我們效法基督一樣。基督徒生命中
有：


1.馨香之氣：「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
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
香氣。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
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林後二14、
15)，保羅是用羅馬軍隊凱旋歸來，焚香慶祝的盛況
為例。將軍騎著馬走在凱旋行列的最前方，隨後是
他的部屬，戰俘殿後。對羅馬人而言，焚香所帶來
的香氣意味著勝利，但對戰俘來說，這香氣代表死
亡。保羅相信認識耶穌的人就會有基督的香氣，因
為基督是我們的元帥，要領我們進入榮耀裡去。我
們的事奉乃是顯揚基督的香氣，不僅叫人活，也是
叫人死。遇見得救的人，我們成了活的香氣叫人
活；遇見滅亡的人，我們成了死的香氣叫人死。得
著香氣的人就要在各處顯揚，就是為基督作見證。


基督徒蒙召就是從罪的奴僕成為義的僕人，學
習做一個服事的人，按著主的旨意來服事人和神。
你必須「是」一個馨香的器皿。馨香之氣，是由內
發出，而不是外表的；是在於靈命，而不在乎字
句；是職事，而不是工作；是傳講基督，而不是傳
講自己；是憑信心，而不是憑眼見；是高舉基督；
而從不是高舉人。基督徒要顯揚基督的馨香之氣，
最佳的方式是透過苦難，彼得說「你們若為基督的
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
們身上。」(彼前四14)、「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
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彼前四
16)；保羅也相信苦難正是顯揚基督馨香之氣的時
刻，「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
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
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林後一
4、5)。


2.馨香祭物：「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
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
神。」(弗五2)舊約向神獻祭的祭物必須是無瑕疵的、是
死的；新約保羅的教導是「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
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
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十二1)，基
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
我們愛家人，也應為家人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
祭物。聖經中的人物在向神獻祭時，必須遵守律法的規
範，不可以擅自獻祭、不可以投機取巧(將不好的、瘦弱
的、瑕疵的獻上)，因為神是輕慢不得的。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傳一
4)，我們無法為上一代付出太多；卻可以為下一代犧牲
奉獻。前人必須要撒種，後人才有機會收割；前人必須
有榜樣，後人才會效法跟隨，「這代要對那代頌讚祢的
作為，也要傳揚祢的大能。」(詩一四五4)。我們得著生
命的光、我們得著生命的活水、我們得著基督馨香之
氣，就要去影響家人，讓整個家族從我們成為蒙福
的家族，我們光宗耀祖，也更是在光中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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