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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是国际公定的劳动节，

是纪念所有劳苦功高的蓝白领阶

级的日子。赞扬歌颂劳动这一个

观念与行动，这似乎是没有受到

不同政冶背境国家的影响，都相

对会高度纪念这一日，认定劳力工

作的概念是正确的。同时，有些国

家的工人也会在这个节日透过示

威向国家领袖提出他们的诉求。

 虽然如此，在社会里会有某

些人以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

心态来逃避工作。认为最好少工

作，多休闲，甚至妄想不必工作，

把工作当作是人生的重担。最好

是像，“老弟，你现在就好了，上岸

了，不用工作了，在家享福。”另一

些人自叹有一条“朝九晚五”的劳

碌命，早出晚归，又加班。

 或 许 我 们 心中 会有这 样 思

想“若能生活在我们的伊甸园中

就好了，不用工作”，那就好了，这

是一种错的观念。亚当与夏娃被

造后，在伊甸园中，神就安排工作

给他们，要他们管理园中的一切。

亚当与夏娃在管理伊甸园的工作

虽然是繁重和复杂，但他们是轻

松，愉快去面对工作，工作对他们

来说是享受和祝福。

 从《圣经》中，我们清楚明白

与体会到爱我们的 神，是一位热

爱工作的 神（《圣经》中记载了许

多 神的工作）。而人乃是照着上帝

的样式造的，当然也是天生的工作

人。工作对人来说原是一种享受与

祝福，只可惜，亚当与夏娃犯罪，

违背主命，结果一切祝福变成了咒

诅。神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
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

因此，人都会感觉到工作乃是一种

重得不得了的“刑罚”。

 我们要明白工作是 神赐给人

的做人本份，绝对不可怨天尤人。

工作的难易根本不是问题，问题

是你的属灵生命是否充实？是否

能乐业敬业，从中取乐？正如《圣

经》说的：“在他劳碌中喜乐，这
乃是 神的恩赐。”（传5:19）上

帝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后，第七天

休息，过后上帝继续工作。主耶稣

在世上工作时， 也会抽出时间

在花园里休息，在船上小睡片刻，

再继续工作。因此可看 神要我们工

作，并非要折磨我们，而是要我们

工作有时，休息有时，来享受工作。

 适逢五一劳动节，愿我们都懂

得工作的秘诀，以快快乐乐的心来

面对工作，这是神的恩典与祝福。

季节的色彩   余东海

五

一



年我们一群志同道

合的主内弟兄姐妹

成立一个宣教团契，取名为“12差

传团契”，其义是要作主门徒。在向

社团注册局申请为合法团体的过程

中，因着团契名中有“12”这数目

字，我们被警方的 CID 部门请去问

话，解释“12”这数目字的涵义，是

否与私会党组织有关。感谢主，经

解释后团契名称被接纳，申请也被

批准，可以开始宣教事工。

 因为资源有限，团契只定下了

一个宣教据点，就是东亚地区宣教，

并且还选择在乡下遍远的山区教会

为宣教据点，因为这些山区教会较

少有教会组织关心他们的需要。若

是我们在城市活动，就只专注在培

训中心，作培训和讲课的事工。

 每一年我们都会一次或两次组

队到不同的山区或城市进行宣教和

培训的工作。经过这多年合作事奉，

团员间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与配

搭关系，彼此了解各自的恩赐与强

点。团员们有许多不同的恩赐：讲

解、教导、唱歌和烹饪；因此在安排

活动或课程上，都有 神的恩典。

 这二十六年来，团契资助建造

或重建超过十二间的教会，让山区的

信徒有一个固定的崇拜场所。除此

以外，也出资购置电脑、电子风琴、

投影机和音响等器材，给当地的培

训中心，帮助他们提高教学设施。

 多数的活动都是在山区，为了

方便当地村民参加，节目是在十一或

十二月间进行，而这期间是属于寒冷

的季节。许多时候村民要在下雨的

情况下，翻山越岭徒步走了约一两个

小时才抵达村落的教会。因为是在

高山上，所以工作时间是从早到晚，

他们也要摸黑下山。在山上用餐时，

我们能享受到当地的食品风味，也

赞美

在 我工作的疗养院里，一楼的

厅堂中有一台钢琴，经常有

义工用它为病人弹奏歌曲。不同的

义工会弹奏不同的曲目，当演奏的

是诗歌时，我在心里就会自然跟着

唱，甚至从嘴里哼出来。我的同事

当中，有些不是基督徒，他们虽然

与我听同一首曲子，但他们听到只

有旋律，而我却能感受到旋律以外

的内容。我的工作区域主要是在二

楼，所以我与演奏诗歌的义工素未

谋面，但奇妙的是，每当音乐响起

时，我的心灵好像与主里的弟兄姐

妹连结，隔空一起歌颂 神一样，非

常奇妙。

 除了义工，我们还有音乐治

疗师。在每周部门会议里，团队会

对已过世的病人案例进行检讨和

讨论，从中学习，也跟进家属的需

要。有一天，一位音乐治疗师报告

说：“我接触X女士时，她刚接受

基督信仰不久，她对基督教音乐很

感兴趣，所以我用吉他伴奏唱了一

些诗歌给她听。她非常遗憾自己

不能到教会里和信徒们一同唱诗

歌。”我记得这位治疗师在跟进X

女士的病况时，我刚好就在她的病

房附近，隐约地听到诗歌的吉他

声。我在房外一边哼着诗歌，一边

工作，没去打扰他们的交流。听了

治疗师的报告，我心里觉得有点遗

憾。这位音乐治疗师本身不信主，

他口里虽然唱着赞美的诗词，心里

却没有赞美 神的意思。

 后来，疗养院里 来了另一位

病人，是一位基督徒女士，她对治

疗师说她很想念和弟兄姐妹一同

唱诗祷告的时光。团队里会唱华

语诗歌的不多，我就自告奋勇，说

我可以帮上忙。姐妹先选了几首经

典的华语诗歌，再由我从网上找

到伴奏音乐和歌词。就这样，我们

就即兴举行了“诗歌赞美会”。当

天，我为着自己成长于华语崇拜而

感恩，她选的诗歌都是我熟悉的。

姐妹克服了身体的不适，一首接一

首地唱，并且越唱越起劲，待她回

过神来发现时间不早了，才以祷告

作结束。我看得出姐妹真的很兴

奋也很珍惜这段赞美的时光。感

恩的是，不只是她被造就，我也深

深地被她那种渴望与主内肢体相

交的情愫激励了。

 冠病疫情期间，大家因为防

疫措施需要待在家中，只能在网上

敬拜 神。虽然我有家人一同唱诗

敬拜，但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疫情

期间的儿童崇拜是以ZOOM线上

视频进行，虽然开着麦克风，但是

因为彼此网速的不同，很难能够“

同声 ”地 唱 。去年，在 教 会开放

后，我感恩能在实体儿童崇拜中领

诗。那一天，孩子们不再被圈在屏

幕上一个个的格子里，而是真实地

同在一起。听到他们以纯真的声

音，异口同声地唱着奉献诗歌时，

我心里感动不已。以前觉得实体唱

诗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经过疫情

的洗礼后，才格外感受到它的宝贵

之处。

 现在我们恢复实体唱诗已经

差不多一年了，当初那份激动的心

情又回归平常了。但我常常提醒
自己，不要忘记这份感动，因
为能够一同实体敬拜 神不是
必然的。上帝提醒我，能跟教
会的肢体同心合意地以歌声
敬拜他，是恩典，也是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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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堂在我心 阿木

完结篇	

 我们团员多有烹饪高手。为了回

报村民的盛情款待，虽然烹饪器材欠

理想，我们还是尽量烹饪多个国家的

代表性食物，让当地村民有机会品尝，

透过食物来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我

们称它为“宣教餐”。准备“宣教餐”

的过程中，让我们与当地的村民有更

好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他们会帮忙

或带领我们去购买食材，并帮忙准备

烹饪器材等工作。要准备“宣教餐”，

组员之间要有很好的配搭，由于烹饪

器材的有所限，那一道菜肴先煮或后

煮，所需要的烹饪时间等，都要事先

有周详的安排。准备“宣教餐”会加

强团员之问的默契，更重要的是看

见村民以一颗喜乐和感恩的心，对不

同国家代表性的食物，吃得津津有

味，一切的劳苦都抛至云霄之外。

 我们这群同工，在同一的事奉

心志，同一宣教志向二十六年。岁月

不留人，大家的年岁已高，体力与

魄力已慢慢在减退中，已不能再翻

山越岭爬高山，也没有精力继续维

持团契的正常运作。经商讨后决定

向有关当局撤消团契的注册，结束

团契的运作。若主恩引领，计划组

队重游过去所走过的宣教路程，看

看曾资助的教堂建筑、住宿过的旅

店、走过的山路和周边的景象，或能

出版一本团契二十六年的宣教历程

纪念册，为团契写下“完结篇”。

能体验到在不同的环境下用餐的经

验，这真是在适应上的一大挑战。

在寒冷的天气中，露天坐在小凳子，

有狗儿在旁走动，在寻食地上的残

羹。原来当地的习惯是用餐时是不

留残羹在桌面上而是随手将它丢在

地上，这可以说与狗同食。一组人用

手从一个箩里抓饭来吃，这是当地

村民用来招待客人的“手抓饭”。村

民的盛情款待，却让我们心中常有

亏欠；为感激我们资助他们建教堂，

他们牺牲了鸡、猪或羊，而这些家禽

家畜是他们用来维持生计的。更让

我们感动的，好多时候他们是在等

我们用完餐后，才吃我们吃剩的饭

和菜肴。因此，每当我们用餐时，都

会注意只拿要吃的份量，更要小心

要将盘里的食物保持整齐和卫生。

 每次的聚会，心中都有很大感

动。看到村民在简陋的礼堂坐在用

长木排成的小凳子上，在光线暗淡

和寒冷天气的环境下，全程专心参

加三个小时的聚会，和在没歌谱下

以洪亮的声音唱诗赞美主。当我们

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专注的眼

神，和一颗渴慕的心的村民，心中

充满感动，激励和压力。有压力是

因为若在台上的服事没有作充分的

准备，真的会辜负他们那颗渴慕的

心，因为当中有好多村民是需翻山

越岭来参加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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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有目光接触的沟通模式中

找不着安全感。另外，由于他们已

经习惯了在荧幕上一直能找到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因此一般的对话，

根本就无法捉住他们的注意力。

于是，无论在学校、或是主日学课

室里，还是在主日崇拜中，若以传

统的方式授课、证道，他们很快就

会觉得沉闷、失去兴趣、表现不耐

烦。也不一定是他们故意无视老

师、牧者，那只是他们这种根深蒂

固的即时满足条件反射罢了。

权威尊重方面

Z世代的孩子很习惯在遇上问题

时，自己在互联网上搜索答案。我

们觉得他们喜欢挑战权威，但事

实也不尽是。有时候只不过是因

为他们所知的答案与我们的有出

入，他们有困难分辨真伪，想要搞

清楚而已。不幸的是，由于他们都

缺乏与人面对面沟通的技巧，所以

很多时候就被标签为反对权威。

价值观方面

许多Z世代孩子的价 值观，是 从

互联网对不同事物观点的多样性

与包容性而搭建出来的。对事物

不同的看法，如同在市集中摆放

的货品，纵然五花八门，却可以和

平共存。于是Z世代常把坚持《圣

经》价值观的基督徒，看为敏感度

不足、同理心贫乏的一群。也有不

少Z世代的基督徒，就因为教会坚

持对同性恋者的看法，而决定离

开信仰，甚是叫人惋惜。互联网无

疑是个无人监管的花花世界，但

使 徒 保 罗曾向 哥林多 教 会 呼 吁

说：“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

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今天，在新加坡平均每五个

人当中，大约就有一个是出生于

1997-2012年间的Z世代。许多人

都批评说，Z世代的人自我中心、

专注力短、难以沟通、难于相处。

要了解我们身边这百分之二十的

年轻人，就必须从他们成长的环

境说起。

一切从智能手机和互联网
说起

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听收音机长

大的，有些是看电视，也有些是打

电脑游戏的。与我们不同的是，Z

世代的孩子是看荧幕长大的。什

么荧幕呢？除了智能手机，还有平

板、手提电脑，应有尽有，总之不

是电视荧幕。荧幕上的内容，不是

传统电视台按时广播的节目，而是

在互联网上自选的任何项目。

 还记得小时候待在收音机、

或电视机前等节目播放吗？对Z世

代的孩子而言，那是相对陌生的

经验。试想 从童年开始，一切想

听到、看到、读到的内容、节目、

视频，都能即时送到他们眼前，

所以Z世代自小就养成即时满足

（instant gratification）的习惯。

那说回来，为什么在我们的年代，

就没有这种情况呢？原来互联网

有别于传统广播模式，能支持双

向通讯。在电台节目的广播中，我

们只能收不能发。但互联网的威

力所在，是我们除了能收，同时也

能发。于是，大家都可以当作者、

记者或导演，去编故事、发新闻、

论时事、提意见和拍电影，把内容

和媒体，不经任何删剪，全都发到

互联网，就成为了专家所说的“世

上最大无人监督的空间”。有的人

为表达自己、有的为寻求新知识、

有的为社交联系、有的借此平台牟

利、交友和交易。那么，对自小习

惯于在这种环境，索取资讯的孩

子们，有何影响呢？

正面的影响

电动车的发明，缩短了地理空间

的距离。同样的，互联网的诞生，

除掉了资讯流动的阻隔，使知识大

众化，完全改变了世界。因此，使

用互联网，就好像是使用计算器一

样，已经是一种在学校和职场都必

掌握的技能。互联网也是世界上最

丰富的一个图书库。无论是我们也

好、Z世代也好，随时都可以从里

面，找到最好的释经书、最棒的讲

道视频、最仔细的圣经地图、最有

启发性的问题解答。

专注力方面

传统的方式沟通对于Z世代的孩子

来说，可以是件苦差。许多Z世代

的孩子，情愿躲在房间里，以手机

跟爸爸妈妈发信息，也不肯走出来

半步，面对面说两句话。不止对父

母如此，有些孩子同座吃饭，也会

选择以手机代言。习惯了以手指、

看荧幕、藉文字来表达的Z世代，

我们是否愿意在他们所熟悉的平

台上，在各种是非对错之间，寻找

一个不失真理又合乎人情的角度，

放下审判与偏见，谦卑的与Z世代

的孩子进行对话呢？

自我认知方面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曾经在

意过同学们和朋友们对自己的看

法和肯定。对于Z世代的孩子，他

们所在意的，就不单只是同学们

所说的，更包括在他们社交媒体

上，留言栏里的每个字、浏览者按

下的每个赞。所以，在社交媒体里

读到，每则阳光满溢的记载、每段

轻松琐事的分享，其实可能都只

是一张画了笑脸的面具，用来掩

饰背后一颗正滴着血的心灵。网

络欺凌和威胁，可包括对人格的

侮辱、恶意的谣言、网络跟踪、骚

扰、甚至照片盗用、勒索、死亡恐

吓等等。它比实体的伤害，所引起

的心理创伤还要深。更因为这些

内容无从消灭、而且一直保留在网

上，所以能完全摧毁一个人的自我

价值。去年所做的一项本地调查

发现，在新加坡15岁以上的人中，

就有约半数经历过网络欺凌。Z世

代孩子尝试在群体中，了解自己的

身份是什么、探索自己到底是谁

的成长过程中，又有谁能告诉他

们，他们的价值不是由别人来定、

也不是由他们自己来定，而是由造

我们的上帝来定的呢？

我们该怎么做？

Z世代孩子的沟通方式与我们很

不一样。与他们沟通，有时候我们

有挫败感，想要放弃。但我观察Z

世代的孩子一同打游戏的时候，

他们的话突然间就多了，尤其对男

生而言。原来研究发现，打游戏除

了是年青人的消遣外，也是他们一

种互动、建立友谊的方法。我有一

些同事，就刻意透过与学生们一

同打游戏，去促进与他们的沟通。

我们要走入Z世代当中，就需要说

他们的语言。耶稣跟撒玛利亚妇

人，不是先从井水起而谈到活水

吗？如果今天使徒保罗参与我们

的儿童与青少年事工的话，他会不

会在主日学里，跟孩子们打起游

戏呢？

 Z世代的孩子拥有大量的资

讯，但却缺乏所需的判断能力。我

们说的，他们不一定听得进去；其中

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他们看不到，

我们说的与我们做的是一致的。要

说服孩子们，家长与老师所必须做

的，不只是把信仰说出来，而是切

实的活出来。因为我们说的话，在

互联网上一点不缺，我们的声音，只

是网上众多把的其中之一而已。把

说得漂亮的话，要求别人去做，而自

己却不打算行，这在Z世代的眼里，

只不过是法利赛人的酵罢了。我们

要从互联网的手中赢回我们Z世代

的孩子，使他们认同《圣经》的价

值观与道德观，就需要给这群孩子

们，亲眼看见家长、老师们、与教

会的属灵生活与见证，就是那活生

生、没披上面具的真实。

 最后，资讯科技还在每天发

展。最新的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将对世界带来目前还无法预测的

改变。最近就有超过1000人，当

中包括人工智能的专家，基于这

项技术对人类与社会构成潜在危

险的缘故，联名发公 开信，呼吁

世界 在未来的六个月里，暂停训

练人工智能系统。我们无法制止

这世界的改 变。但在万变中，我

们除了有上帝不变的真理外，还

有一 个不变的使命。是 Z世代也

好、Omega世代也好，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为要与人同得福音

的好处。在初期教会的年代，基督

徒总是第一个回应社会需要的群

体，照顾孤儿寡妇。让我们尽早把

手伸出去，在孩子们还留在可教

的时间窗口之时，在他们沉溺于互

联网之先，带领他们、陪伴他们，

走当行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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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枝睡莲亭亭玉立，亮出白里透

红的脸庞，像娇羞的少女，在清澈

的水影中欲语还休。

 今天是主日，我们大伙要参

加崇拜，而“教堂”就在昨天我们

去过的学习中心。说来这学习中

心也是新加坡教会资助建立的，

不但是孩童们学习的场所，也是村

民的活动聚集处。吃完早餐，我们

甫出门口，不觉眼前一亮，只见“

四人帮”的四位年轻人盛装打扮：

白色长袖衫，深色长裤，头发也梳

得整整齐齐，与昨天我们看到他

们T恤短裤截然不同。他们礼貌地

向我们问安，然后在我们的询问

下告诉我们每逢主日崇拜，他们

都是穿着如此的整齐去敬拜。这

显示他们对主日崇拜时如何的尊

重，对朝见上帝庄严的态度；想到

在新加坡的教会，有些肢体穿着

休闲短裤，拖着大头鞋出席崇拜

聚会，我忍不住为他们拍了张照带

给新加坡的肢体见证。

一阵低沉粗豪的

牛叫声，划 破了

早晨片 刻的宁静，也让正在刷牙

的我猝不及防地吓了一跳。

 我定下心来，猜想那应该是

隔壁邻居的大白牛发出的声音。

这厕所和牛棚只有一墙之隔，不

知道是牛的声音突然走进我的世

界，还是我这陌生人的洗漱声音

干扰了牛原来的恬静？

 说我是陌生人，一点也不为

过 。这 里 是 C 国中 P 城 和 S 城 之

间的一个小村，姑且称它为B 村

吧！方圆几公里内，只有几百户人

家，几乎全是农耕的朴实村民。

一想起这些村民，昨晚那些小朋

友与SK一同跟着“Every Move I 

Make, I Make in You”（参《青

溪》2021年1月号的文章）这首歌

唱歌跳舞的情景立刻浮上心头，

我不禁一边洗漱，一边跟着曲调

摆动身子。由于担心我们水土不

服，洗漱的水是SK一家为我们这

些远方到来的五位客人特地购买

的，每一滴水都有着他们辛勤劳

作的代价，滴滴皆辛苦。回到我们

所睡的空间— —说是空间，因为

那不是睡房，而是客厅；不说那是

客厅，因为它空无一物，没有客厅

的摆设。我们一家三口的褥垫就

横躺在地上，一张超大的蚊帐竖

立在中央，用横七竖八的绳索系

在房子的各角落。感恩有这张蚊

帐，呵呵，如果没有它，昨夜我们

一家三口早就被许多不知名的昆

虫绑架了！

 收拾完毕，走出屋外，想对刚

才向我问安的白牛打招呼，怎料它

和同伴已经出门工作去了！看来我

这个城市人还是没起得早。乡下

的早晨特别明朗清新，露珠洗涤

了空气，远山如黛，烟岚云岫。青

青的椰树微微地伸懒腰，母鸭和

小鸭们做完了晨泳，正在大摇大

摆地在我面前走过。我很快地被

眼前一个小小的荷塘吸引，漫步

走向它，发现那是一池天然的水

塘；水面上淌着碧翠欲滴的荷叶，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许多的村

民和小孩都往“教堂”走去，有自

己骑着单车的，也有一家人骑着摩

多车的，也有乘坐拖拉机、坐牛车

的，当然也少不了乘搭“四人帮”

的Tuk Tuk的。主日崇拜开始了，由

SK带领唱诗，看来他不止能带领

儿童唱歌跳舞，也能带领成人的

敬拜赞美。讲道的是一位年轻的

女传道人，用的是当地的语言，我

们一行五人都听不懂，只能凭感

动去聆听。崇拜中没有投影，也没

有引用很多经文，但我观察到居民

都很用心听。

 聚会完后，是小朋友们的活

动时段。借着“失去的一块拼图”

游戏，我们让他们从寻找的过程

中领悟失而复得的感受。妻子也

为他们讲解了《圣经》中的失羊、

失钱、和浪子回头的故事，好让他

们明白天父也正在寻找迷失的我

们。由始至终，“四人帮”的年轻

小伙都协助我们翻译和组织。

 为了奖励这四位有为青年，我

们承诺请他们吃好吃的。他们听

了以后有些兴奋，又有些腼腆，小

心翼翼地问：“真的吗？其实我们

很想吃榴莲，但那不便宜……”原

来这里也有榴莲，我们就一口答应

了。午餐前，“四人帮”很快地换了

平常的T恤短裤拖鞋装扮，开心地

驾着Tuk Tuk，带我们到较远的一

个市集买榴莲。那一段路，车子有

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驶在黄土路，

坑坑洼洼的，极为颠簸；我们一行

人随着Tuk Tuk晃来晃去，死命地

抓住车子的栏杆，任由铺天盖地的

黄沙向我们侵略。来到市集，水果

摊仅剩下三个榴莲，呵呵，一公斤

5.5美元啊！看着四位青年欢天喜

地提着榴莲，我们也心满意足。

 傍晚时刻，这四位青年又带

我们到附近的小河参观。小河大

约有30-40米宽，河水不是很清

澈，也不是很深，村子里的一些小

朋友在戏水游乐；连工作了一天的

牛群也被它们的主人赶入河内，

用最自然的方式洗澡沐浴，悠哉

地“泡汤”，再从另一端上岸。牛

在岸边低头吃草，人在一旁纳凉

闲聊，赶鸭的也把嘎嘎叫的鸭子

赶回圈内。斜阳夕照，金黄色的阳

光如箭一般地透过远处的山林向

我们投射，也洒满了小河，一时波

光粼粼。渐渐地，傲人的金黄化

为娇艳的橘红，铺在水上，将河水

染的一半瑟瑟一半红。我们在河

边，无声地看着夕阳落在山头，慢

慢地没入山林中，不甘地消失了，

只留下漫天的红霞。这是我在乡

村里看过最动人、最朴质、最有韵

味的黄昏，感受创造主的美、自然

的美、生活的美和人的美，完全没

有一丝人工或刻意的雕塑。

 我望着身边的SK，只见他也

在欣赏自然的景观，想必也为造物

主的美丽震撼。我心里有些羡慕，

他每一天都能够拥有这片淳朴美

景。我悄悄地问他，为什么“四人

帮”的青年这么死心塌地的跟随

他，向他看齐，以他做为大哥哥的榜

样。他看着我，对我说：“其实有一

段时间我也想要去城市发展，也想

像T传道一样地向人传福音。”SK顿

了顿，暮光中我依稀看到他清澈的

眼睛。“但是T传道对我说，我的家

乡更需要我，村子里的人需要我，这

四个青年更需要我！”

 SK继续道：“这四个青年之

前都是叛逆少年，交了许多坏朋

友，染上了抽烟赌博的恶习，我花

了很长的时间与他们做朋友，以福

音感化他们，让他们摒弃恶习，带

领他们信了主。他们知道我有理

想，但他们很怕我会离开这里，担

心一旦没有我在这里带领他们，

督促他们，他们会重蹈覆辙，走向

败坏的日子。”

 “我想了很久，虽然我不是传

道人，但T传道告诉我他们都是我

的羊群，我能够为主耶稣做的，就

是看好这一群羊，所以我最后决定

留下不走。看到他们现在个个都很

上进，我感到非常开心！”SK露出

微笑，小声地说道：“不只他们四

个，T传道对我说还有村子里所有

的孩子们，都是我的羊群，要我看

紧他们，一个也不能少！”

 “一个也不能少”这六个字

从他嘴里说出，带着真诚和任命

感，一点也不浮夸，还带给我小小

的震撼。在这偏僻的乡村，在这山

旮旯的一角，有这么一位年轻的

小伙子，样貌不出众，学历不高，

也没有特出的手艺，但因为主的

托付，无私地奉献出他爱主的挚

诚和爱心，守护着这个村子，守护

着他的羊群。他的自信，也来自基

督，来自他对呼召的认可。

 我 突 然 想 到 网 上 爆 红 的 韩

国基督教动漫家郑起老弟兄的著

作“同行”（donghaeng.net），

笔下那位可爱的小个子，因为耶稣

要他守护着一座十字架，他就忠

心的扶着十字架，不管环境多恶

劣，身体有多劳累，他都挺着十字

架为人指引方向，后来得到主耶

稣的赞赏和拥抱。

 “将来，你会得到主耶稣的

赞赏和拥抱！”我轻轻地对他说。



让赞美飞扬

我唯有的你

《我唯有的你》

“每当我想起你/才相信爱的真谛。”

“当我蒙在鼓里/以为一切是我努

力换取/骄傲得听不进/只言片语”

“直到有天我能辨真假/绕来绕去

浮浮沉沉江湖当海洋/错把欲望化

成了理想”

《我唯有的你》看似在写爱情，却

也在写一种  信仰。 作为基督徒，我

唯有的“你”不就是主耶稣基督

吗？但是许多人在信主多年后，却

怀疑了上帝，又有许多信主多年的

人，虽然获得了 神无数的恩典，

却在不知不觉中错把欲望化成了

理想，渐渐的远离了 神，离开了教

会。一切又回到未信主之前了，有

如歌曲所唱的“一切没变”，到那

时我们将找不到主了，因为我们已

远离了 了。求主帮助我，一生走

在你的道路上，不偏左右，阿们！

虽然这几首歌没有标榜是福音歌

曲，但是在我听来，它隐隐藏着作

者追寻真理的信息，启发了人对我

们的信仰深一层的思想，也许我也

会用在信仰探讨班上来分享福音

罢!但愿弟兄姐妹们也能够从这些

歌词中有所得着！

《无烟之火》

“天堂到底什么样/为何让人到最

后念念不忘”

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人都很

关注死后的去向，心心念念的就

是如何能够上天堂。人是有灵、魂

和体，吃美食，穿华服，住豪宅，

坐名车都只能满足肉体上的欲望

罢了，情感上的付出或获得也只能

够满足魂而已，那么灵呢？我们甚

少去探讨灵里的需要，但一般人

都会去求神拜佛，求平安，也希望

死后能够上天堂不要下地狱。天

堂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地狱又是

如何的呢？有谁能告诉我们呢？

“嘿你想要清楚/本来不可商量/

是他在讲”

这正印证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

里去”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赎罪，使

得我们在离世后，灵能够重回到

圣父的怀里，阿们！

“那些伟大的人/最后去往何方”

这句提醒我们如果没有了信仰，

在人看为“伟大”的人也可能没有

灵魂的归属。

《门》

“我在寻找一个人/多年前离开家

门……冥冥之中是谁打开那一扇

门/他看到/他惊慌”

《门》这首歌描述了一个不信 神的

人他一生的际遇，他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扇为他打开，使得他获得了看

似不可得的梦想、名望和财富。

“他进入梦乡/他是轻飘飘的人/

听说后来生了根……冥冥之中是

谁关上那一扇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扇门又被关上

了，使得他失去一切，一无所有！

李健在解释歌名时说：“‘门’是一

个非常有意象的词语，‘门’代表

着出路，代表着封闭，也代表着开

放。‘门’可最小也可最大，走进走

出都可能豁然开朗，也可能是死路

一条。我觉得人生就面临着无数的

选择，面临着无数的‘门’。”上帝

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门，但 也能够

把那门给关上。 给我们有自由意

志，让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进入那

走向永生的窄门，还是要进入那引

我们走向灭亡的宽大之门。我们一

生都会面对许多的门，要进要出哪

一扇门呢？但愿我们有来自于上帝

的智慧选择进出对的门。阿们！

欧美玉

在过去这个平台所介绍的歌曲都是赞美诗或者是福音歌曲，但是这回

我要换个角度，介绍几首表达一个人追寻真理过程的歌曲。它们是中国

大陆极受欢迎的歌手李健的三首作品：《无烟之火》、《门》和《我唯有

的你》，作词、作曲和演唱皆是李健本人。这三首歌像是写尽了我们对

生命的探讨，寻找真理及是否能终极无憾的人生旅途。

二零二三年五月号    青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