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的反思    余东海

世界其一：怎样离开世界

我又回到临终关怀中心当驾驶义

工。

8年前，我曾在这里以部分时间接

送患癌症的病人到中心参加活动，

后来当教会开始怀恩乐龄天地，

我就辞去了工作，专心负责乐龄事

工。8年后，我发现过去接送过的病

人都相继离世，只剩下一位老太太

和一位当初还是儿童的青年人。

对每一位癌症患者而言，每天能

来中心参加活动都是“恩典”。曾

经有一次，我接送一位首次到中

心的病人，在搀扶她上车时感觉

到她非常虚弱。当时我对跟车义

工表示她应该留在家中，不适宜

乘车到中心。车子行走了约15分

钟后，病人整个人开始慢慢斜躺

在座位上，不久后她失去了反应，

嘴里流出液体。我们急忙赶到中

心，但是经医生的诊断后，证实她

已气绝身亡。没想到，她到中心的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位病人是以怎

样的姿态离开这个世界。惟愿她虽

然身上有病痛，仍然能够带着基督

的盼望和平安，进入永恒的世界。

其二：世界的爱心

有一位男士是我的跟车义工。他

除了在特定的一天当义工，也会

在其它日子从住家搭车、转车、花

车费和时间到中心，只是为了要

陪中心的病人聊天。我心里很好

奇，是什么原因驱使他这么做。他

告诉我，他看到病人的需要，每个

病人几乎都是在等“那日”的到

来，每一次的陪伴都可能是最后

一次。

这位男士不是基督徒，却能以爱

心、怜悯和付出来服侍病人。身

为基 督 徒 的 我 们，是 否 也 愿 意

付出代价，以一句经文或一点时

间 来 陪 伴，来 鼓 励 有 需 要 的 肢

体呢？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

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

了。”(太25：40)

其三：赚世界

在临终关怀中心，可以见到人生

百态。这里有一些病人曾经是身

缠万贯的富翁，叱咤风云的财主，

如 今 却 和 许多人一 样 躺 在 病 床

上，等待“那一日”。

《圣 经》没有 禁 止 人 去 赚 取 金

钱，反而让我们看到上帝也祝福

亚伯拉罕和约伯有财富、田地、

奴仆和牛羊牲畜。但是主耶稣却

说了一句令人深省的话：“人若赚

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

么益处呢？”人若只为了享受和拥

有，忽略灵魂的宝贵和归依，而去

追求虚浮的世福，随它走向灭亡

的道路，丧失永生，那是人生中最

失败的交易。到那时，人还能拿什

么换生命呢？人更重要的是得到

永恒的生命，就能坦然无惧，随时

归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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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乡在浙江，众所周知，中国有四大佛教名山，其

中之一的普陀山就在浙江。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我们

一家都是烧香拜佛的。每逢正月初一十五，总能看见家里

烟雾袅袅，案台上总是会换上新鲜的水果和花束。母亲还

会在案前吟诵《佛经》。在童年的记忆中，母亲会经常特意

留给我这些“被供奉”过的水果，从小就被教育，吃这些供

品可以得到神明的加持，被保佑，保平安。

 每个正月初一，如果我在家的话，我们整个家族都会

去坟前祭拜先祖，上香烧纸，放鞭炮。然后，每逢和父母

出去游玩，尤其是到一些山区的景点，一般都会有道观，

寺庙，母亲也是很虔诚，逢庙必拜，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

分得清哪些神明是道教，哪些神明是佛教的。当然，小时

候也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一直以来都是照跟随而已，至少

我和母亲心里都清楚，我们的初衷就是祈福，通过烧香礼

拜，捐点香油钱以求得自己内心的平安。对于此前的种种

行为，按照现在的理解，母亲和我都是“拜神”的。

 来到新加坡之后，按照母亲的叮嘱，每逢初一十五，

我也会准时去到四马路的观音庙烧香礼佛。如果平时有

什么事情自己不能决断，第一时间也会想到要去观音庙求

签，通过签词的解释，来帮助我抉择。

 2015年的中秋晚会（20/09/15），我第一次参加了教会

的活动；在这之后，我不定期的参加周六的小组聚会、周日

的崇拜、以及每个主日之后的《信仰探讨班》。上了几次信仰

探讨课程，以及平时和教会朋友之间的请教，慢慢的我突然

意识到：我所谓的信佛，实质上却是“拜神”，这突如其来的

意念让我忿忿不平。难道我信了20多年的东西，是信错了？

难道那个有名的普陀山是假的，信佛是错的？以及与生俱来

的执着，让我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质疑。有一段时

间，我甚至对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们充满敌意，总是喜欢找一

些“牛角尖”去嘲讽他们和搪塞身边的基督徒，比如：“《圣

经》有讲外星人吗？”“《圣经》有讲恐龙吗？”“《圣经》凭

什么质疑进化论的权威性？”通过这些种种刁难，来满足自

己的虚荣心，以此尝试证明我之前的信仰是正确的，反而你

们这些基督徒，不可理喻，一味的只会拉人入教，给人洗脑，

我就觉得做我自己挺好的，凭什么要干涉我的信仰自由。

 正是因为有这种抗拒和质疑的心理，再加上我的个性是

那种追根究底，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倔脾气，当时的想法就是：

你们谁也别想给我洗脑，我要自己去学习多了解一些关于佛教

和基督教的区别，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之前信仰的准确性。

 在那之后，我就开始左手《圣经》，右手《佛经》的自我

研读。《佛经》经文苦涩难懂，每次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查阅

理解，反而《圣经》却是通俗易懂，就像读故事。不过那时还

是想坚持我的信仰，即使再苦涩再难读也要继续读下去。我

每天规律性的慢慢看《圣经》，从旧约的《创世纪》看到《撒

母耳记》，新约的《马太福音》看到《希伯来书》。与此同时，

我背诵了《佛经》中最短篇幅的《心经》，研读了几个版本的

心经注解，还有《地藏经》和《金刚经》；也找了一些相关资

料，还有一些知名大师的解说，诸如星云大师，净空法师，

国学大师南怀瑾，梁燕城牧师等等的讲解。在此期间，我也

读了《游子吟》，以及梁燕城牧师的《慧静神游》，通过比较

西方的哲学和东方的儒、释、道来阐述和基督教的差异。

当我沉浸在两种信仰世界，我有了以下的反思和领悟：

 自己是每逢初一十五才记得烧香的“信佛之人”，带

着要求进入庙宇，请求神明保佑、求签、许愿和求平安。但

是自己一味的拜神和各种偶像，却完全不清楚自己拜的到

底是什么。一旦出了寺庙大门，我还是我，那个无拘无束、

放荡形骸的我。追根究底自己是否真的能够谨记佛经的

教诲，以一个佛教徒的样式去帮助影响身边的人吗？我感

到无助，《佛经》中的经文不只艰深晦涩，它当中的道理也

是凡人如自己难以在生活中实践的东西。

 然而基督教的信仰却是截然不同。上帝赐的救恩是

白白的、无条件的；不是靠个人诵经、斋戒、行善、功德或教

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

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罗10:9-10）。而上帝也知

道我们达不到 的圣洁、 的义， 差派了 的独生子耶

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的血洁净了我们的

罪。基督教徒没有烧香、拜神、功德，有的只是随时随地自由

的祷告，与我们的 神相交。主日崇拜和小组团契固然重要，但

更重要的是在个人的生活中与  神亲近，做一个合主心意的门

徒。纵使有一部分的基督徒被人诟病，做着一些不是  神所喜

悦的事；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还是能够坚守内心的那份虔

诚，每时每刻都想着要赞美，荣耀我们的 神。靠着《圣经》的

教导和圣灵的指引，信徒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中，时

刻学习  神的话语，荣耀上帝，并以遵守上帝的旨意为乐事。

 我感恩自己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

是迷途的羔羊，但被大牧人寻回，但愿你和我一样，也能

迷途知返，享有永生的喜乐。

得2005年5月初，我们一家五口开始来到怀恩堂

崇拜并参加了信仰探讨班。2006年8月我和太太

也接受洗礼成了教会的一份子。至今，与  神同行已十

二载。这些年来，有不少的《圣经》经文，深藏在我心，

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度过了生活上许许

多多的起起落落。不管是身处顺境或是逆境，每当我想

到  神的这些话语时，都为我带来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使我得以坚定地信靠  神，继续与  神奔走这天国之

路。在此，就和大家分享一些经文和经历，作为彼此的

勉励。

 每天清晨，一打开双眼，我就会马上感谢 神给我

生命的气息，又赐给我多一天的时间，为主用生命作见

证。我也会用《马可福音》第12章第30至31节提醒自己“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 神。其次，就是

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我们

必须在一天的开始，就牢记要把 神居首位，渴慕我们

一天所言所行所思所想的，都会合 神的旨意。的确，有

什么能比荣  神益人，更会蒙 神的喜悦？

 身为一名在教会学校执教的精神工程师，我每天

都要面对着一群自以为聪明的贵族子弟。他们多数好

玩爱闹不好学，也有些常迟交功课，甚至根本不交功课

的孩子。每天，周边的老师们下了课回到教务处时仍青

筋勃起，日复一日大吐苦水。虽然有时孩子们的行为真

的很叫人气愤，但是我常提醒自己，完全是因  神在我

身上的计划，我才可以轻松地转行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所以这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  神托付于我的使命。上

课前，我都会看一看放在钱包里的一张小书签，里面写

了箴言书第二十二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除此之外，以下这三句经文也使我每天和学生们

在经营彼此的关系上帮助良多-“惟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弗四：15）；“我亲爱的弟

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

的说，慢慢的动怒。”（雅一：19）和“爱是恒久忍耐、又

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

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

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林前十三：4-7）。当我看到班上的孩子

们因看到我爱心教导与付出而愿意改善他们的行为和

学习态度时，那种成就感是非金钱所能买到的，那份喜

悦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一向来我都不爱闲着，除了学校里的工作，我在怀

恩堂委身当华语崇拜的委员，也在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

（简称“教总”）当理事，为全国的华文教师协办各种

康乐活动和谋求福利。每一天要为家里、学校、教会还

有教总做的事情很多，有时会感到身心疲劳。在这些时

候，我就会想起这金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

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

疲乏。”（赛四十：31）。它总是会让我忘记疲劳，并给我

一股新力量，持之以恒地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还有些时

候，在推动教会的布道事工时，看到会友们对此事工的

冷淡反应，似乎没有传福音的热忱，自己的心里难免就

会觉得很沮丧。我就用这句经文来提醒自己：“无论做

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西三:23）。没错，我是为主而做，只要主知道我的心，

那我就把份内的都做好，然后用祷告来求  神用圣灵去

感动人心，叫他们愿意挑起传福音的担子，实践主耶稣

基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我也会用这金句很快的驱走

沮丧，走出低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前

五:16-18)，因我完全相信《箴言》第十七：第22节所说

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总之，上帝的话语着实美妙可贵，是我在逆境中的

磐石，使我不会跌倒；也是我在顺境中的灵粮，使我生

命丰盛，让我清楚看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作。”(腓四:13)。愿各弟兄姐妹一同学习，天天都

把  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并靠着祂口中所说的，活出

即精彩又有意义的生命！

我

迷途知返的
羔羊

记
云彩的见证 江建曙 心灵沐浴室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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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Dow Rung传道自幼成长居

住的木屋旁厅，我们可以远远地

眺望着Chao Phraya大河，只

见河畔两旁竖立着高高的防洪围

墙。黄英杰牧师告诉我们，还未

有防堤前，每年到了8至10月份的

雨季，这个村庄就会遭受洪灾，

他们有时需要划着小船进入村里

探访赈灾。

 我们过后席地而坐，聆听英

杰牧师为我们介绍Ingbur i的教

会事工及Dow Rung传道的见证

与生命故事。我们为着她的生命

经 历、牺牲与摆上感恩，内心同

时也深深地被她在主里的坚忍信

靠触动。Dow Rung传道是英杰

牧师在20年前来到Ingbur i植堂

的果子。当初她背着家人到教会

的英语班学习，直到后来因为颈

上 戴着 十字架 被 家人 发 现 她已

成为基督徒而被逐出家门，被迫

停学并寄宿在教会里。后来她到

泰北Phayao神学院接受装备，

毕业后便开始在教会里服事。这

一路走来，她的景况就如风中残

烛，被重重黑暗包围着的微光，

因为她是村里唯一的基督徒，因

此必须独自面对家人的不谅解与

朋友异样的眼光，但她却铁了心

立志跟随主耶稣。她本可以与同

龄人一样选择其他待遇及薪酬更

优渥的工作，但她却更愿意为主

走窄路。虽然只能领着教会仅仅

能负担的微薄薪酬，一家人过着

捉襟见肘的生活。但她的心志一

点也不受艰苦的生活动摇，依然

守着自己的岗位。她在分享时更

提 醒 并鼓 励 我 们要 成 为神 的 祭

司，坚守职分积极地分享福音来

引人归主。

 我 们 用 完 午 膳 后 来 到 了

Tr a n p h a p o r n 教会。英 杰牧师

特 别 地 提 起 当年他 们 开 始 筹 备

使 用 这 间 店 屋 为 教 会 时，沈 洪

利 传 道 带 领 怀 恩 堂的 短 宣队 为

着店屋作献堂祷 告。12年后，当

中的 团 员 佩 珊 与腹中的 宝 宝 晨

，再 次 回 到 这 个 似 曾 相 识 的

教会，心中充满感恩，感谢 神

的 信 实 与 保 守，让 教 会 不 但 能

自 力自 养 ，更 已 开 始 到 其 它 省

份 植 堂，让 福 音 在 这 片土 地 上

传 散 开 来 。在 T h a n p r a p o r n

教 会，我 们 认 识 了几 位 当 地 福

音工 作 的 年 轻 生 力 军 ，当中 有

S a i y a n 、A i r、To n e 、N a e 及

遇见但以理 生命粮食

Chu。看见这些承接福音棒子，

继续为主奔跑的传道人，我们看

见神的大能与作为。求 神坚固

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也和Dow 

R u n g 传道一样，是 这片土地 上

的“少数异类”，是为主坚守信仰

立场的但以理。

 我 们 过 后 启程 前 往 探 访 在

Sa Jaeng村的一个团契小组，

这里让我们收获了别开生面的露

天查经与敬拜的宝贵经历。我们

众 人 围绕 在 村屋前 院 子 一 棵 大

树下唱诗赞美神。接着琦勇弟兄

分享了他浪子回头的得救见证。

这是我们第一次亲身听见他的分

享，更没有想到我们所认识的乖

乖牌 琦勇，竟然还有一段如此“

精彩”的过去（编按：见2018年5

月号《当妈妈祷告》一文）。他告

诉我们：“这个不单只是我个人的

得救见证，这也是妈妈对神的信

靠与仰望的实证。我感谢妈妈没

有在我悖逆她时放弃我，也感谢

神透过郭惠明传道将我挽回。”

 随 后 我 太 太 佩 珊 也 分享了

她的得救见证以及怀恩堂如何透

过香港学生事工培育来自香港的

留学生。最后我以《马太福音》第

28章1- 5节，借着主耶稣复活后

门徒信心操练的经历，来彼此勉

励。虽然我们不足、小信且软弱，

但 神没有撇弃我们，因此我们需

要放胆信靠 的引领，免惊“卖

冬瓜”。（编按：泰语“不要害怕”

（Mai Torng Glua）的谐音）

 我们接着续程前往Pakathan

村的Children Club。我们抵达后

发现原来这里其实像是一个贫民

窟，只见几间蓬户瓮牖的木屋，不

远处还有座让人看了不寒而栗的

华人坟墓。Children Club其实是

在Than老姐妹家里进行聚会，每

个月一次开放让附近的小孩们一同

来学习圣经故事、唱诗与做手工。

 我们以诗歌开始今天的儿童

节目，接着带 领孩子进 入“ 诺亚

方舟”布偶剧。我们发现当地的

孩子相较于宣教士的孩子略显腼

腆，但他们还是一样的全情投入

参与，我们感恩随行的传道们，

自发性地协助我们，无论是提布

景、与孩子们一起制作布袜动物

等，让我们得以顺利地完成布偶

剧。唯愿 神能够透过“诺亚方

舟”的故事，在这些孩子心里撒

下福音的种子。

 回程途中的反馈检讨，大伙

儿包括孩子们，都被Pakathan村

的景况震撼着。我们眼前所见的

贫民生活状况也提醒我们去思想

今早琦勇带领灵修时所引用自《雅

各书》第4章13节至第5章6节中的

经文。这段经文是给无知、单单依

靠自己的人和富裕者的忠告。英杰

牧师也一再地分享，我们不能以

物质来吸引当地人接受福音，因为

这样会误导及培养他们倚赖人的

心。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让他们

在缺乏中依然能够有信心去仰望 

神的供应。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

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灵

性的丰盛远远重于物质生活的富

足，况且我们暂时所享有的一切

始终都将成为过去。

2017年12月8日于Chao Phraya

河畔

	 ——泰中家庭访宣之旅（二）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

做这事，或做那事。”

《雅各书》第4章14-15节

4 踏上短宣路 林耀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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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教会去团契这些事情，我也

被训过好多顿。况且，就算硬着头

皮说出口，我也不懂说什么才能让

奶奶明白福音。十来岁的我，心急如

焚，祷告上帝如何是好时，爸爸突然

说：“女儿，不如你找牧师来和奶奶

传福音吧！”我呆住了。这就是  神

的办法吗？一句话，我的困难顿时全

消失。就好像当你的前路被许多障

碍阻挡不能前进时，突然被一只神

雕抓住，展翅上腾，得胜有余地越

过所有地上的障碍。后来，在传道

人带领之下，我的奶奶信主了。我爷

爷呢？反过来他跟着奶奶，随后也

信耶稣了。在他们的追思礼拜，每当

唱到诗歌奇异恩典时，我都泣不成

声——上帝听了我的祷告，让我能

在天家再见到我心爱的爷爷奶奶，

这不正是奇妙到不得了的恩典吗？

 故事还没有就此完结。两年

前，我的姑姑也患上了癌症，在病

榻中，她竟主动要求我和她分享福

音。她说：“到了这种地步，是时候

考虑这些了吧！”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她和她的好友，也就是我未信

主的妈妈私底下商量过这个问题，

她们的结论是要先考虑基督教，因

为这是爷爷奶奶所信的宗教。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

必得救。”这金句长期展示在我就

读的教会小学大门的当眼处。小时

候，老想不通，直到今天我看见  神

在我家中所行的奇事时，才开始能

够体会这句话的意思——福音的种

子，刚发芽生长时，似乎只是—棵小

小的幼苗，经过长年累月的灌溉后，

长出来的不是—枝独秀的郁金香，

而是长成枝叶茂密又花团锦簇的勒

杜鹃。我深信其他还未信主的家人

只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总有一天，他

们也会在上帝的爱里灿烂盛放。

班时经过邻居门前的小花

园，看见那棵五年前还是幼

苗的勒杜鹃，现在已经“柳成荫”

了。紫红色的花，其实是叶子，真正

的花朵却又把自己伪装成白色的花

蕊。这调皮的勒杜鹃，在新加坡随

处可见。每一道行人天桥都有它的

芳踪，却鲜少听到有人提到它的中

文名字，学校里老师也没教。说实

在，我只有从爷爷口中听过它的中文

名称，他在家里的庭园也种了许多

漂亮的勒杜鹃，所以每次提起勒杜

鹃，我都想起我的爷爷，还有奶奶。

 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小时

候跟爷爷奶奶同住。我的童年，载

满了和他们在—起的愉快回忆。在

我记忆里，奶奶尽心尽力的照顾我

的起居。自小，她每晚和我同睡，到

小学我才睡自己的床。记得有一个

冬天的夜里，小小的我梦到上厕所，

谁知梦境成真，真的尿床了，三更半

夜劳烦奶奶善后。这应该是我最后

一次尿床，就不知道奶奶有没有遭

殃。至于我爷爷，他是我印象中，第

一个高大英俊，风度翩翩的男士。他

也博学多才，幼稚园的中英听写，都

是他替我复习。爷爷有一本褐色的

本子，里面写满了我听写的生词。他

不会英文，所以英文生词都附上他

自创的中文拼音——bus就是“不

时”，mother就是“妈打”，怪有趣

的。我爱把奶奶的腿当枕头，躺着看

卡通片，也爱用耳朵靠着爷爷的胸

口，听那扑通扑通的心跳声。爷爷和

奶奶，是我童年时最重要的人。因

此，当我在小学认识了主耶稣后，最

挂心的，就是他们的救恩。

 “爷爷，你信耶稣啦，信耶稣

可以上天堂！”小学一，二年级的

我，只会这样子传福音。爷爷总是

有推搪的理由：“你先告诉我谁是

上帝的爸爸？”而奶奶呢？就总说

要跟着爷爷作选择。我能做的，就

只有为他们祷告。后来爸妈决定

移居新加坡，我为他们的祷告就

更迫切了。能告诉他们耶稣爱你

的人都不在他们的身边了，还有什

么办法让他们得到救恩呢？

 我不知道的，上帝却都知道。

 几年后，奶奶患了末期癌症。

爸爸和我回去看她，她已人在医院。

对着心爱的奶奶，我多么的想告诉

她一定要信耶稣，因为我知道这是

我最后的机会，也是她最后的机会。

但身旁坐着还未信主的爸爸，我欲

言又止。爸爸让我上教会，是想让

我学习好行为，但他却反对我信得

太深，怕我“走火入魔”，又担心我

花太多时间在教会里，荒废了学业。

上

我们敬爱的长辈陈廖香灵

姐妹在2018年7月26日

安息主怀。

2011年，在阅读了我的书本

《站在城墙的缺口》后，她

就亲自来找我，在自我介绍

一番后，微笑地向我竖起

大拇指说：“长江后浪推前

浪！我可以退休了！” 当

然，她那是戏言，对于喜欢

写作的我们，都知道要放下

笔是简单但却不容易的事。

从2012年起，她每年都投

稿《青溪》，前后一共有8篇

文章。

香灵姐喜欢从生活中汲取写

作的题材，当中带出生活中

信仰的真理。在这方面的创

作心愿我们是相同的，坚信“

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

仰”。在过去两年与她一同事

奉的日子中，越发觉得她平

易近人。东海弟兄有时向她

要稿，被她娇嗔地、轻轻地

拍打手心，让人倍觉亲切。香

灵姐不只写文章，也为歌曲

填词，可谓多才多艺。

香灵姐卸下了她写作的担

子，我们将承接。在《青溪》

中，永远有她的一份祝福。

当年伯利恒客店没空房，
被安放在马槽干草上。

而今你若没为 打开心房，
将来 如何为你预备地方？

你若没将 的名刻在心里，
如何把你的名记在册上！

你若专注于瞬间即逝的短暂，
你必将错失永恒更美的地方。

若拆毁地上人手所造的帐棚，
必得神所造天上永存的居所。

切勿在心门外挂上“客满了”
因同一个匾牌也高挂在天上。

2015年12月14日

想到“你没空理 、 没房给你”的早晨

仿如当年背着圣婴，
翻山越岭往伯利恒的驴驹；
那头小毛驴，
而今承载着赦罪的福音，
跋山涉水深入荒山野地。

牛认识主人、
驴驹认识主人的槽；
那头小毛驴，
却认定槽中干草上的主，
一生安坐 身旁敬候。

遥望世道荒野，
遍满虚妄如野驴的驹子；
那头小毛驴，
劝化驯之将心安正，
全备合乎主差遣使役。

驴驹曾以人言，
拦阻巴兰的狂妄；
那头小毛驴，
以无掩饰的箴言，
导失迷真道者从歹路上转回。

仿如当年背着温柔的王，
谦和进入耶路撒冷的驴驹；
那头爱唱歌的小毛驴，
一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哼着，
“自知不懂无法全懂”却更爱 的歌曲。

2015年12月23日

阅读廖卓凤英师母《那头小毛驴》的回应

祭
没

空
NO ROOM

那

头

小

毛

驴

6 让爱再走动 阿木 77言语以外54013翰墨有余迹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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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一个人 孤独一个人 数算夜空的星辰

我期待有人陪我 陪我渡过 每个日出每个日落

曾经总是一个人 孤独一个人 面对生命的所有

我期待有人陪我 陪我渡过 每个春夏和秋冬

陪我一起欢笑 陪我一起流泪 陪我回忆陪我梦

给我一个拥抱 一些些安慰 低落时不离开我

陪我一起欢笑 陪我一起流泪 陪我回忆陪我梦

分享我的一切 喜乐与哀愁 陪着我天长地久

如今不再一个人 孤独一个人 面对生命的所有

找到一份真爱 耶稣的爱 陪我伴我到永久

在你身边，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你，

有时候 是教练，拉着你，督促着你前进，同时也为你加油打气；

有时候 是医生，当你偏题鳞伤、羞于见人的时候， 看穿伤口的真相，替你医治；

大部分的时候， 期盼着你，守在“电话”旁边，等你有空的时候打来聊聊。

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 停在岔路口等你；

当你干渴疲乏的时候， 以 的话语和香气喂养你。

就算全世界都抛下你， 也会对你不离不弃，

即使你忽略了 ， 也会永远等着你重新想起 。

我们所说的 ，就是主耶稣。

与我们同行， 是一生中最美好的陪伴。

主耶稣，陪我！

作词/曲：盛晓玫

专辑：《每一天》

泥土音乐

陪我

听到这首诗歌，马上想要介绍给大家听。

该怎么介绍呢？本来无从着手，感恩看到网上Halleluya Media

为这首歌制作的视频中而撰写的以下旁白，我想那已经足够了！

让赞美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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