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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幸福嗎？

每個人對幸福都有不同的感受。

2012年秋季，中國中央電視台特
別策劃了《你幸福嗎？》調查節目。

動員了上百位記者，採訪各地不同行

業、不同學識背景人士，提出同一個

問題：你幸福嗎？答案是千姿百態。

記者當時也採訪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

者莫言，莫言回答說：“我不知道，

我從來不考慮這個問題。”又說： 
“我現在壓力很大，憂慮重重，能幸

福嗎？”莫言的短篇小說《師傅越來

越幽默》表達了幸福跟金錢、地位、

榮譽、個人形象無關，是人心靈的一

種感受，是對生活中得失喜樂的態

度。現實中的莫言恰恰是這篇小說中

人物的寫照，在文學上的成就也不能

讓他感到幸福。

的確，我們在忙碌中也許從未思

考過“我幸福嗎？”這個問題，因為

我們認為活著就應該是幸福的。“你

幸福嗎？”問題的提出卻說明我們活

著出現了問題。

過去30多年全球經濟快速發展，
人們的物質生活越發豐裕，各種高新

科技產品、娛樂活動不斷湧現，多數

人過上了衣食無憂和多彩的生活；但

有了錢后人們的生活質量變得更好了

嗎？在各種需要得到滿足后，生活得

快樂幸福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目前全世

界每年有近80萬人死于自殺，也就是
每40秒就有一人自殺身亡，遠超過戰
爭、饑荒等災難造成的死亡人數。人

們在需求得到滿足時產生了幸福感，

但似乎幸福感在需求得到滿足后又轉

瞬即逝，反而是憂慮重重，對幸福我

們感到迷茫和困惑。

東西方文字對幸福的表達

中國人的幸福觀蘊含在中華民族

源遠流長的文化中，每逢農曆新年，

家家戶戶都在家中貼上大大小小的福

字，並配上龍鳳呈祥、五穀豐登等圖

案，福在中國人的心裏是一切美好事

物和諧的集合。從距今約3500多年象
形字甲骨文中，“幸福”兩字的詞源

可以看出漢字對這一詞的含義。

甲骨文的“幸”字，中間的兩個

孔是銬住手的枷鎖，上下的箭頭表示

勒緊繩子的兩端，“幸”字的本意是

獲罪的刑具，

以手銬連鎖避

免囚犯逃脫；

后來，引申為

幸運、倖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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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慾望，追求道德的完善和精神上

的幸福。亞里士多德認為真正的幸福

是理性上的精神（或譯為靈魂）幸福

（Eudemonia）。所以人當終其一生
按理性的要求過有德性的生活。他的

老師柏拉圖認為健康、財富、美貌等

等都可以看作是完美生活的要素，但

在這些要素之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要

素，那就是“美德”。柏拉圖的老師

蘇格拉底則認為：人生的本性是渴求

幸福，方法是透過求知、修德行善，

這樣才是一個幸福的人。

與此同時期在中國出現了儒家、

道家和墨家三大哲學思想學派，加上

法家等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體系。孔

子是儒家的創始人，他認為一個人

的德性與幸福是相關的。在《中庸》

一書中他說：“大德者必受命。”受

命的意思是獲得位祿名壽，這些是中

國社會所認同的福祉。大德者必受命

是說，人因其美好的道德品格一定會

得到崇高的社會地位、好的俸祿與名

聲，也會健康長壽。可見，孔子的幸

福觀是以道德為準則的，這與那個時

期的亞里士多德和蘇格拉底的幸福觀

可謂是異途同歸。

道家崇尚智慧和自然，與自然和

諧相處，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莊子

（主前369-286年）。莊子沒有像儒
家一樣宣揚仁義道德，也沒有像墨家

一樣宣揚人人平等互助互愛和反對戰

爭來實現博愛和平的生活，也不寄望

君主為民眾帶來幸福。莊子是以個體

生命為本，順其自然，尋求心靈自由

和人格獨立的人生。主張人當超越外

在的事物，和內在的自己，達到了無

我、無功、無名這樣與道合一、天人

合一的境界。這是莊子對幸福的終極

理想。

查考了中外聖賢對幸福的定義

和解釋，你是否會感覺幸福離我們非

常遙遠，完全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感

覺？當然，定義也好，理論也好，都

是文化理論層面上的，幸福畢竟是一

個人對自己生活、對生命的感受，心

理的感覺和主觀的感受是最真實的。

真實的幸福，天人合一

人要尋得真實的幸福，擁有健全

的愛與人際關係是不可少的，然而我

們自己能給出完全的愛和與別人建立

起完美的人際關係嗎？不可能！因我

們的內心充滿了不潔的思想，尤其當

我們本身的利益受到威脅時，我們哪

裏還會有愛呢？我們自己尋求超越外

在的事物，也超越內在的自己，靠自

己是不可能的。那么人如何才能得享

真實的幸福呢？

在人不能的，在神卻能

奧古斯丁認為，幸福只能來自

于上帝。13世紀的天主教神學家阿奎
那也指出，惟有上帝才能滿足人類的

慾望，使人類幸福；人類沒有至善，

只有上帝是至善的；人類惟有信仰上

帝才能不斷地向至善接近，從而獲得 
幸福。

我們可以從每個人本體三個維

度上看人自身外在的客體幸福因

素，在水平維度上人與其他人當維

持健康的關係，這包括親密的夫妻、

親子關係等，失去健康的關係就肯定

讓人痛苦；在垂直維度向下，人當

與自然界維持健康的關係，和諧舒適

的自然環境讓人幸福，而洪水霧霾就

肯定讓人痛苦；在垂直維度向上，

人當與上帝維持健康的關係，如果與

上帝同在的關係僅僅維持在感覺中，

那么失去這個感覺就肯定讓人茫然。

然而，如果一個人本體的幸福依賴于

外在客體因素，就只是暫時的主觀幸

福，而非持久的客觀幸福，不是一生

之久的幸福，這樣的幸福，如果稱之

為幸福，就不是真正的幸福了。人類

如何才能不依賴于外在客體因素，將

幸福建立在自身生命之上呢？

天人合一是中國人樸實的幸福

觀，也是一種世界觀和人生觀，表達

了人與天及天下萬物融合為一體的和

諧關係。中國文化的琴棋書畫傳遞了

天人合一的情感；中國哲學的三大流

派，儒、道、釋三家對天理和天道與

意，也表達囚犯獲帝王赦免的意思。

而甲骨文的“福”字左部的“示”表

示祭壇，右部是雙手舉著一個罐子形

狀的酒具，左右兩部合在一起表示在

祭壇前向神明祈求，以獲得神明之庇

佑之意。“福”字的本意是祈求得福

氣和福運的意思。因此，從古文字上

看，“幸福”兩個字的組合表達罪得

赦免、獻祭后獲得祝福；可見一個

人的幸福與其道德、身體和心靈的平

安，與上天的賜福有關。

“幸福”的希臘文是Eudaimonia
或 E u d e m o n i a，由 e u（好）和
daimōn（精神）組成，表達一個人通
過操練美德、實踐智慧和理性才能獲

得一生客觀的幸福感。可見，無論在

古中國文化和古希臘文化中，幸福都

包含了道德的因素和人生客觀的狀

態。這也顯示了幸福的文字內涵與今

人幸福的心理感覺存在著極大的差

異，當我們談幸福時，我們說的是生

活中的感受和對生命的主觀感覺，沒

有包含道德和美德的客觀狀態，沒有

回顧自己的一生是否真的擁有身體和

心靈的平安，是否過著智慧且理性的

生活，是否得到上天的賜福。當我們

追求幸福時，我們所追求的是快樂、

自由、平安、健康、溫馨和令自己滿

意的生活，不是去追求幸福內涵包括

的道德和美德，智慧和理性，與上天

的賜福。人們說，活著就是幸福！人

生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幸福！幸福對

人生是如此重要，但如果我們生活的

幸福並非幸福的內涵，如果我們傾盡

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並非幸福的實質，

那我們活著就是惘然，我們寶貴的生

命就是在虛空中度過。幸福到底是什

么呢？我們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嗎？我

們必須清楚明白何謂幸福，並能生活

在其中才不會枉費此生。

古代中西傳統對幸福觀的比較

在西方哲學的幸福觀中，比較

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主前500-300年古
希臘三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柏拉

圖和蘇格拉底的理性思想，主張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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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均有理論闡述；中國醫學《黃帝

內經》視人和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是

一個統一的整體，人的生理和病理時

時刻刻都受自然的影響；而中國文學

名著更是有天意與人意交感相應的描

寫，天能干預人事，人的行為也能感

動天。天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雖然非

常抽象，具有擬人化與想像的色彩，

但具有至高的權利、絕對的道德意志

和無比美好的祝福。

不僅在中國文化裏，甚至印度文

化的梵我合一、古希臘文明的供奉天

神，和兩河文明的占星術，都顯示了

人類期望與宇宙至高者合一的思想。

人與主宰之天的合一表達了人並未 
擁有絕對智慧和至高權利，而是內心

覺得人有超越環境的生命。人與公義

之天的合一表達了天理良心是生命的

美德。人與自然之天的合一表達人與

自然萬物渾然一體、本有和諧美好的

關係。

這樣看來，天人合一就是上面談

到的三個維度上的幸福要素成為了人

內在主體生命元素構成。當人的生命

實現了天人合一，主體的幸福就不依

賴于外在的客體因素，這才是真實的

幸福。

道路、真理、生命

莊子描寫一個絕對幸福的人是

一個不需要外在的教化和規範，和超

越了內在自己的人，達到了無我、

無功、無名，物我兩忘活在心流狀態

裏，是一個活在天人合一境界的人。

但卻沒有告訴我們，如何獲得這樣絕

對真實的幸福。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

多德說：“幸福是把靈魂安放在最適

當的位置。”他也沒有告訴我們這個

最適當的位置在哪裏，和如何將靈魂

安放到那裏去，哲學家給出了哲學的

幸福見解，心理學家給出了心理學的

幸福方法，中國的儒、道、釋三大流

派也分別給出了各自的見解和方法，

相信世上其它的文化也會有其各自獨

特的方法。然而所有的方法都是出自

人的思想，都是以人為本，試圖通

過學習實踐、苦行修煉獲得真實的幸

福，達到與天合一的境界。然而，天

是如此浩瀚、廣大、深奧，天是那樣

至聖、至善、至美，一個生在罪中、

滿了罪性的生命何以能達到天的境界

呢？最多只是如瞎子摸象，懷揣對天

美好境界的想像，期盼著天上幸福的

感覺而已。

是的，真實的幸福是需要內在的

天人合一的生命。這天人合一的生命

是什么呢？考察全世界從古至今所有

的賢人智士，我們得知只有耶穌具有

天人合一的生命，祂也指出通往真實

的幸福道路。

祂本為上帝，卻藉著聖靈成孕在

童女馬利亞腹中，取了肉體的樣式，

來到人間。祂生為兼有神人二性的神

而人者，祂的生命就是天（上帝）與

人合二為一的生命。約翰福音1: 1-14
明確告訴我們：“太初有道，道與神

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

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

理。”

祂在地上生活處處彰顯上帝神

聖的屬性和智慧，活出愛、光、聖、

公義的生命。約翰福音1: 18繼續說：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

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祂又具有至高者的權柄，可以

斥責狂風暴雨、邪靈污鬼；祂能用話

平息海浪，用話醫治疾病、叫死人復

活。在福音書中，耶穌多次說：“天

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人

間無人敢這樣宣告。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正如

約翰福音結束時說的：“若是一一地

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

也容不下了。”人類世世代代追求

真實的幸福，苦苦尋求與天合一的

境界，然而在兩千多年前，耶穌已經

真切地表明出來，聖經也明明白白地

記錄下來。耶穌用自己的生命告訴人

類天人合一是什么，那就是神人合一

的生命。這真是一個極大的奧祕，但

創造人類的上帝樂意將這個奧祕啟示

給我們全人類。提摩太前書3: 16說：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

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

義，被天使看見，被傳于外邦，被世

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敬虔中文

詞典的意思是莊敬虔誠，這樣的解釋

無法正確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敬虔 
的英文是Godliness，表示惟有一人像
上帝，活出上帝生命的奧祕，那就是

道成肉身的耶穌，祂在地上的生活，

祂在十架上的死，祂三天后的復活和

升天，成就了這廣為流傳完全愛的 
福音。

上帝不僅樂意將這個奧祕啟示給

我們全人類，祂更願意將祂那神聖的

非受造的生命分賜給我們人類，那就

是在耶穌死、復活和升天后，天父上

帝賜下的生命聖靈。2000多年前，耶
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翰福音14: 6）耶穌用祂自己道成
肉身的生命給我們人類鋪好了去到天

父上帝家裏的道路，向人類啟示並預

備了神人合一的生命，也讓我們今天

還活著的人可以領略那將來沒有眼

淚、沒有悲哀、沒有哭號、沒有疼

痛、沒有死亡的新耶路撒冷聖城與上

帝和耶穌基督同在的生活。使徒彼得

在五旬節領受聖靈后，面對幾千民眾

大聲疾呼：“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

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

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使徒行傳

2: 38）這就是簡單而明確的神人合一
生命的三步曲：悔改、受洗和領受 
聖靈。

在中華始祖黃帝炎帝時代，倉頡

所造的象形字“幸福”兩字就表達了

悔改、罪得赦免、獻祭后獲得祝福的

意思。這福音的大好信息早在距今約

3500多年前就已經根植在人類的文化
裏，世世代代在華人中呼喊，生生不

息在人類中呼喚。今天，讀者朋友，

你願意獲享真實的幸福嗎？耶穌已經

將獲得真實幸福的生命、啟示真實幸

福的真理和通往真實幸福的道路為你

預備好了，希望你肯邁出信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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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多處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許多的應許和保

證，但在所有的經文中以強調重生基督徒應有的特色為

主題的，就是約翰一書。只要細讀這卷書，我們就會發

現使徒約翰十分強調一個重生基督徒應有的五個標記：

一、重生基督徒的第一個標記─有悔改的經驗

約翰一書5: 1說：“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
生。”悔改是每個重生基督徒都該有的經歷，若要重生

得救，第一步該做的就是悔改，接受耶穌成為他的主與

救主，因為我們原來都生在罪中，需要神的赦免，經過

這個悔改的第一步，我們才能成為由神而生的兒女。這

也就是耶穌所說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14: 6）我們能得
到新的生命，不是因為常行善事，不是因為每週都去教

會聚會，也不是因為常常奉獻金錢，更不是因為我們擁

有許多聖經知識。我們得救是因為我們肯承認自己是罪

人，願意悔改接受耶穌成為我們個人的救主。這個第一

個悔改的經驗非常重要。不僅如此，成為重生之后的基

督徒，我們也需要福音的洗禮，天天為自己得罪神的地

方悔改，求祂的赦免。

二、 重生基督徒的第二個標記─有生命改變的
經驗

約翰一書2: 29說：“你們若知道祂是公義的，就知
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祂所生的。”當我們接受耶穌為救

主后，祂會開始改變我們內在的生命，讓我們所思、所

想、所言、所行都變得與以前不同。這也就是保羅所說

的：“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林后5: 17）
當我們試著過合神公義標準的生活時，我們的許多

舊習慣也會改變。當然，生活在今世我們不可能活出完

全無罪的生活，但如果我們稱自己是基督徒，卻活得不

像一個基督徒，我們的得救很可能就是有問題的。行善

不能使我們得救，但得救后的我們必須行善和活出有好

行為的生活，而福音就是這個能讓我們改變的催化劑。

三、 重生基督徒的第三個標記─有愛人與被愛
的經歷

一個基督徒是否真的重生，可以由他的信念、行為

和愛心的表現看出來。“愛”是約翰一書的主題，約翰

一再強調真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充滿愛的，他說：“親

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

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我們因為愛

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

死中。”（約一4: 7; 3: 14）
你愛神家中的弟兄姐妹嗎？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會樂

于與自己有同樣信仰的基督徒相交，因我們同屬神的大

家庭。

四、 重生基督徒的第四個標記─有內心衝突的
經歷

重生的基督徒必然經歷過內心的種種衝突，是他未

得救前所沒有的。約翰一書5: 4說：“因為凡從神生的就
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翰

用勝過一詞，這表示一定有衝突發生才需要勝過。重生

后我們多了一個敵人，就是約翰提醒我們那個起初原有

的惡者：“父老啊，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

從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

剛強，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裏，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約一2:  14）然而我們的敵人還不只這個，老約翰又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

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

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

命，傳給你們。）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

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我們將

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作“我們”）的喜樂充足。

 ──約翰一書1: 1-4

重生基督徒應有的記號
David Jeremiah / 著    陳長真 /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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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課程簡介 時間∕費用

希伯來文初階 II 
（影視教學）

內容涵蓋所有動詞的三個基本要素： 
七個語幹（stems），強弱（Strong∕Weak）， 
和五個欄位（Columns）。

6/1開始，為期3個月。登入后自行學習，可
隨時與老師聯繫。

費用：US$185

新約希臘文查經班
（線上同步教學）

將從約翰福音第一章讀起。上課的方式是：由授課老
師逐字詳細講解parsing，和它在聖經的用法，學員一
邊複習文法，一邊藉著研讀原文聖經而有新的亮光。

6/12到年底，共七個月，每個月的第二和 
第四個週六上午9:00－10:30（美東時間）。

*自由奉獻但需報名上課

舊約希伯來文查經班
（線上同步教學）

將從創世記第一章讀起。上課的方式是：由授課老師
逐字詳細講解parsing，和它在聖經的用法。學員一邊
複習文法，一邊藉著研讀原文聖經而有新的亮光。

6/12到年底，共七個月，每個月的第二和
第四個週六上午10:30－中午12:00（美東時
間）。                  *自由奉獻但需報名上課

希臘文導讀班
（線上同步教學）

為預計在9月開始的希臘文初階班作準備。課程將會
簡單介紹新約希臘文的字母，字的組成，與句型結
構；並會舉經文為例，解說希臘文的獨特性。 

7/17，10:00am－12:00pm（美東時間）。

*免費但需報名上課

課程 課程簡介 時間∕費用

希臘文初階 I

內容涵蓋新約希臘文最常見的詞類。非動詞部分包括名詞、形容詞、定冠
詞、指示代名詞，及人稱代名詞的第一和第二格變（Declensions）。動詞部
分包括現在直說與部分的未來和簡單過去直說 （Indicatives）。

本課程討論最基本的語法，並以直接研讀經文的方式來激勵大家學習的興
趣。除了上課時間外，本課程還有定期的Q&A，讓大家一起交流，提出問
題。不曾學過希臘文或學過但想要複習的弟兄姐妹都歡迎參加。

9/18開始，為期四個半月， 
每月第一和第三個週六上午
9:00－11:30（美東時間）。

費用：US$185

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

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

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

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

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一2: 15-17）
約翰提醒我們，當我們重生得救之后，我們需要

勝過四周的許多試探，包括每天生活的世界，我們自己

的肉體和那起初原有的惡者！我們不可能勝過所有的試

探，也不可能每次都勝過，但在這個新開始的人生旅途

中，我們勝過試探的次數比失敗的次數應隨著年日而增

加，因為我們在基督裏的生命日趨成熟了，願意順服神

的話之心增長了，體驗聖靈的能力機會增多了。

五、 重生基督徒的第五個標記─行為改變的 
經歷

重生的基督徒最后一個明顯的改變是，我們願意照

神的旨意生活的心志增強了，這也是我們是否得救的有

力證明。使徒約翰提醒我們：“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

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約一3: 9）
如果我們不留心理解這節經文，我們會誤以為重生

的基督徒就不再會犯罪了，其實不然！若如此解釋，那

么不是跟聖經中所描述人的軟弱、容易跌倒相違背嗎？

在約翰一書3:9中所用來形容“罪”的希臘文是現在進行
式的不定詞，表示它是會繼續發生的。約翰不是說會犯

罪的基督徒就不是由神生的，若是這樣，那我們沒有一

個人能屬于神。他乃是說，若有人樂意不住地犯罪，頑

固地不在意自己經常違背神的旨意，那么他很可能並沒

有得救的確據。我們若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們

會為自己的罪哀傷，也願意悔改，並求神賜下夠用的恩

典讓我們能不斷地改進。

結論

神的恩典無限，祂的拯救也是從不后悔的，只要

我們肯認耶穌為我們個人的主與救主，並相信祂賜我們

永生，我們的未來在祂手中是穩妥的，祂永不會撇棄我

們，我們也會愈來愈認識祂。願所有有心的人都肯承認

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得到這寶貴的新生命。

重生基督徒應有的記號
David Jeremiah / 著    陳長真 /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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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天來得快，走得也快，

不知不覺中就從同工們忙碌處理更新

各項事工的雙手中溜走了！但隨著時

間的流逝，我們仍有許多要感謝神的

事。首先，要為疫情感謝，同工們

雖被困在家，工作倒是沒有因此而 
擱淺，且看神在更新各部門所彰顯的

恩典：

[編輯部]
◆由David Jeremiah寫成的Overcomer 
（中譯名《得勝者》，石陳美玉／楊

秉剛合譯），目前剛由海運抵美，作

者在書中針對我們基督徒通常遇到的

難處，諸如軟弱、邪惡、懼怕、試

探、謊言、焦慮、困惑等

問題，十分中肯地提出得

勝之道，也間接鼓勵我們

要活出豐盛的生命。請參

本期更新月刊第6頁，欲購從速！
◆緊接著《NIV Study Bible中文版》
聖經電子書的發行后，我們又製作了

一些寶貴的有關資料，就是將全本研

讀本聖經的經文註釋集合在一起出版

為單行本《經文註釋總匯》發行，提

供給那些沒有購買《NIV Study Bible
中文版》聖經電子書的讀者，在自己

研讀或帶查經時一樣可以

享受這本研讀本聖經的好

處。此單行本將在7月面
世。歡迎大家繼續協助更

新推廣這本電子版聖經，同時不要忘

記在你的閱讀平台上按讚喔！

◆除了發行《NIV  Study  Bible中文
版》電子版聖經的《經文註釋總匯》

外，我們的另一個創作是將此研讀本

聖經的主題索引分別按繁簡體，加了

按筆劃搜查（繁體）或按漢語拼音搜

查（簡體）的功能，幫助讀者能很快

找到與某一主題有關的經文。這個功

能已在6月底完成。如果你已下載過
這本電子版聖經，你的閱讀平台會自

動通知你如何update，請大家留意！
◆北美更新董事張麟至牧師根據多年

來對路德的研究，寫成《路德玫瑰的

馨香─加拉太書釋經講道》，目前

正由更新編輯麥小瑩按編輯手冊整理

中，謝謝張牧師提供稿件，他由路德

的五個惟獨思想十架神學，我們希望

能很快將此書提供給大家，請為更新

編輯團隊禱告。

◆今年更新董事們業績良好，黃智

禮完成一本福音預工的書《幸福與生

命》，針對都在追尋真幸福的國內外

華人，希望此書能帶來滿意的答案。

為了介紹此書，更新讀書

會特地安排黃智禮當場分

享，歡迎大家為親友訂購

此書作為傳福音的工具，

並邀請親友們參加。有關讀書會細節

請掃描上方的QR Code，7月25日見！
◆由于台灣紙張及海運費用普遍上

漲，這對我們印書造成很大的困擾，

也使得紙版書的銷售遲緩，影響更新

的收入。目前我們正在設法尋找在北

美印刷的可能性，也謝謝台灣同工黃

珍輝姐妹四處幫忙尋找便宜的運送方

式，請為我們禱告，求神開路。

[教導事工的進行]
◆在全球各地因受疫情影響以致封

城、封國之際，神也讓我們經歷到

一個隱藏的福分─透過網上教學

讓更新可以進一步擴展神國事工，藉

線上聚會得以接觸許多以前沒有接

觸過的群體！今年3月初連續7週，
有機會與歐洲的以斯拉聖經教導事

工合作，推出“舊事新說　話約瑟”

的專題，感謝神有東西歐十多個教

會的弟兄姐妹參加，若是在疫情之

前我們必須花費許多時間與金錢才

能抵達這些國家，如今透過網路都

不是問題了，而且同為弟兄姐妹，

舊雨新知線上見面十分快樂！透過

線上教導三問讀經法，大家仔細把

約瑟生平好好讀完。接著5月起，更
新三位編輯女將：龐慧修、陳琬琪

和麥小瑩也分別用了7週的時間，傳
講更新關懷輔導系列的主題：《難 

處中的出路》、《憂慮時怎么辦？》、 

《 原生家庭的困擾》、《 誰來洗 

碗？》、《如何愛難相處的人？》、 

《 如何批評別人與接受別人的批 

評？》、《家有易怒兒》。讓這些平

日藏在書桌后面服事的姐妹有機會站

到台前來與大家見面。一般對講座的

反應都非常好，感謝主，如今透過

徐瑜姐妹的剪接，這7堂錄影視頻都
已製作完成，可免費提供給讀者，每

次限索取一堂。歡迎和徐瑜姐妹聯絡

info@crmnj.org。
◆此外，5月8-29日更新在線上舉辦
了一次為期4個週六上午的聖經講
座，由傅強傳道藉三問讀經法，教導

大家學習“出埃及記”，效果很好。

三問讀經法是在更新學院授課多年的

陸蘇河教授設計的，原先只想用來訓

練宣教士教導他們服事的族群如何讀

聖經，但我們發現此法甚佳，因為

在教導的同時也幫助信徒明白神的屬

性。在研讀一段聖經時，是根據神的

屬性觀察一段經文中人的狀況，然后

由該段經文中看出神的作為，最后根

據神的作為與祂的本性，將讀經心得

應用在自己身上。用此法查考聖經，

可以避免帶查經時天馬行空，查得大

家一頭霧水。希望大家都能學會使用

這個方法。根據多次教導三問法的經

驗，我們發現無論是傳道人或高中生

以此法查經都能有收穫，特別對初信

者可以幫助他們很快上手自己讀經。

願神繼續使用這個讀經法，也求神在

各地興起300位神國精兵，四處用此
方法教導信徒讀懂神的話。

◆為了進一步鼓勵讀者學習三問讀

經法，傅強傳道將在10月10日（主日
7:00pm-10:00pm）開始連續3個週末
用三問法教導“士師記”和“路得

記”，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參加，若想

進一步了解“出埃及記”，歡迎向徐

瑜姐妹報名網上課程。

[行政事工]
由于更新同工有一年多的時間沒有

實體上班，我們7月開始將每月一次
的禱告會改為實體聚集，辦公室則在

8月開始開放。同時事工部主任李力
彌長老特地安排在9月10-12日，將在
營地舉辦一次更新同工與董事的退修

會，同工們難得歡聚一堂，來自各地

的董事們也可藉著優美的湖邊敘舊和

策劃更新未來的發展，請為此次重要

的聚集禱告，願神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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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美國國慶，我們總是習慣性

地與老三一家去郊遊，並在晚餐后去公

園看煙花。但不知為什么，今年的國慶

卻喚起我淡淡的鄉愁。

要有鄉愁，總是因自己有個想回去

的家鄉吧！但如今何處是我家呢？

回到少年成長的台灣，因為不會

說台灣話，去菜場買菜的確有許多的不

便，台灣是我的家鄉嗎？我開始了解許

多老一輩來自國內的鄉親和老兵為何都

想回國落葉歸根的緣故。

去到中國，一開口說話，就有人

問，你是外國回來的吧？

只有一次，由歐洲服事完，跨過

千禧年即將到來之前的午夜，飛機降落

在空無一人的紐約肯尼迪機場時，那個

檢查護照的黑人海關，笑咪咪地對我們

說：“歡迎回家！”竟讓我有點感動，

美國真是一個大熔爐，這個陌生的黑人

肯認我們是同胞耶！在這片土地住了半

世紀以上，不稱美國為自己的家鄉，有

點說不過去，要說不愛她是假的，但要

認她為親娘又有點過分。

我知道自己的鄉愁是從哪裏來的。

我懷念過去那個彬彬有禮的美國，

開車開到沒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先到

的先走，但遇到女士，則讓她先過。也

懷念過去在公共場合有陌生男士，為女

士開門，和在機艙裏有禮貌地幫女士把

行李放上行李箱的美國。

我懷念六〇年代，校園中有中文

查經班如雨后春筍地自動冒出來，懷念

那個允許我們獨立摸索著在查經班中事

奉，為著帶查經不得不自己拼命努力讀

聖經，而沒有網路可上，也沒有錢購買

釋經參考書的美國，然而神卻在我們中

間訓練出不少有屬靈深度的基督徒，成

為后來的教會領袖。

我懷念主日大家都上教堂的美國，

懷念常有佈道家四處拜訪教會傳講信耶

穌得永生的美國；也懷念有葛培理這位

大將幫助許多總統敬畏神的美國。

我懷念讀書時代大家那窮哈哈的日

子，好處是車門不必鎖，鑰匙也留在車

上，讓有需要又沒車的同學可以自由使

用；我也懷念隨著爸爸出門度假數日，

連前后門都不必鎖的美國。

我懷念電視廣告推銷的是要大家

多喝牛奶，而不是多吃藥的美國；也懷

念政客們不必為讓大麻、安樂死、同性

戀，和讓尚不知愁的少年去動變性手術

合法化的政見爭吵不休的那個美國。

我懷念那個每年國慶時都會聽到

Kate Smith唱God Bless America的美國。
時代的巨輪似乎在世界之王大力的

推動下，把原來的美國壓到不能動彈，

也使百姓甚至教會都忘了，這原是世上

惟一一個以神立國的國家，曾深蒙神的

賜福，然后現在一切都改變了。

但我們不可能重活一次歷史，何

況信主之人的盼望並不在這世上，我們

的家鄉在天上，那裏才是我們真正的歸

宿。外子常說，人活著就是要“善用今

生、默想永恆”，善用今生是不受年齡

限制的，所以年紀愈大，不論大環境如

何改變，總要按著聖經的原則過日子，

然而另一方面也要記得這世界的一切都

會過去，神卻永遠長存，祂總是紀念祂

自己的兒女，這時天堂就成了多么令人

嚮往的地方！（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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