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程序 
主後 2018 年 2 月 18 日上午十時 

─ 尊崇上主 ─ 

序樂………………… (肅靜默禱敬拜主)…………………司琴 
 

宣召詩……………………………………………………聖歌隊 
 

宣召……………………….…………………………………司會 

詩歌讃美……..……… (咱來讃美敬拜主)……..……………會眾  

祈禱/主禱文………..……………………………………司會/會眾 

(司會領禱後，會眾同誦*主禱文)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賞賜阮平安。阿們！ 
 
 

啟應………………………啟應文 50 篇……….………司會/會眾 
 

 

獻詩………..…………..事奉愈久愈甘甜.…..….…………婦女會 
 

─ 恭聽主話 ─ 
 

聖經……………………創世記 9:8-17………………………司會 

(舊約 和合本 8 頁，台漢本 8 頁) 

講道 … … … … … … 『雨水和弓』 … … … … … … 牧師 
 

聖詩*…….……………..新聖詩 第 113 首….……....….……會眾 

我來朝見祢，救贖我的主 

─ 回應主愛 ─ 

奉獻**…………(奉獻是教會會員與基督徒的本份與權利) …………...司獻 

本週金句………………..詩篇 32:5 ………………司會/會眾 
 

歡迎/報告……………………………………………………司會 
 

頌榮*…………………新聖詩 第 386 首……………………會眾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祝禱*………………………阿們頌…………………………牧師 
 

祝歌………………………………………………………聖歌隊 
 

殿樂………………………(肅靜默禱)…………………… 司琴 

 (*會眾起立，不方便者請留坐) 

(**新來的鄉親客人如果沒有預備或不太清楚奉獻的意義，可以不必參與)  

 

【主禱文】阮在天裏的父。願你的名聖。你的國臨到，你的

旨意得成，在地裡親像在天裡。阮的日食今仔日給阮。赦免

阮的辜負，親像阮亦有赦免辜負阮的人。勿得導阮入於試，

著救阮脫離彼個惡者。因爲國，權能，榮光，攏是你所有，

代代無盡。阿們。 

《肢體關懷與代禱事項》 
 

(1) 請為身體欠安、心靈軟弱、新會友、訪客、慕道、出外

的兄姐關心代禱及鼓勵,打電話互相「請安」。 

(2) 孫漪姊妹的父親孫佩弟兄於台灣時間2月10日在醫院受

洗歸主，求神施恩醫治他的病痛。 

(3) 劉富枝姊妹（朱贊文執事的母親）在台灣時間 2月 15

日安息主懷，告別禮拜訂於 3月 3日下午一點在台北中

山基督長老教會舉行，求神安慰遺族。 

(4) 為花蓮地震災後重建以及美國弗州高中槍殺事件中的受

害與受傷家庭代禱，願神安慰喪失親人的悲痛。 
 

《報告與通知》 

(1) 歡迎兄姐來與我們一同敬拜上帝,也歡迎您繼續來參加本

會聚會暨午餐交誼,同享主恩。 

(2) 本主日下午 1:30 召開小會，請準時參加。 

(3) 本會訂於 3 月 4 日下午 1:30 召開 2018 春季和會，請兄姊

預留時間參加。 

(4) 本會訂於 4 月 21 日週六舉行建堂 40 週年感恩禮拜，歡

迎邀請主內兄姊參加，若需要邀請卡，請向李宗柏長老

索取。另外為製作紀念手冊，請會友提供全家福照片或

見證，交給周實及李宗柏長老。 

(5) 新泰教會訂於 3 月 3 日週六上午 10 點在新北市新店舉行

設教感恩禮拜，求神大大賜福林莉麗傳道及同工。 

 

【本週金句】詩篇 Psalm 32:5 

『我對你排列我的罪過，無隱瞞我的罪惡。我講：我欲對耶

和華承認我的過失，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台漢本)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

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和合本) 

Then I acknowledged my sin to you and did not cover up my 

iniquity. I said, “I will confess my transgressions to the Lord.” 

And you forgave the guilt of my sin. (NIV) 

 

《社區教室》 
日期 / 禮拜 時  間 本 週 日 各 項 活 動  活 動 地 點 

2 月 18 日 1:30pm 乒乓球 交誼廳 
 

《主日學課程》 

2 月 18 日 綜覽新約四福音書 ＆簡介長執提名委員會制度 

2 月 25 日 綜覽新約四福音書 
 

《週間聚會》 
日期 / 禮拜  時  間 本 週 各 項 聚 會  聚 會 地 點 

2 月 20 日(ニ)  8:00pm 磐石家庭小組 林浩凌夫婦府上 

2 月 20 日(二)  7:00pm EM-Life Group (South) Hu’s house 

2 月 21 日(三) 10:00am 教會查經班 B1 教室 

2 月 21 日(三)  8:00pm 真光家庭小組 林正發夫婦府上 

2 月 21 日(三)  7:00pm EM-Life Group (North) Fullerton/La Mirada 
 

《聖工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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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値月長執：長老：周琇真：7/840-6791  執事：陳信宜：5/221-7191 

⋘每主日早上 9:30 至 9:50 在 B1 教室舉行祈禱會，請備辦心參加⋙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禮拜出席人數：台語部 89 人、英語部 11 人 

 

 

 

 

 

 

 

 



大齋期的意義與生活
 

在教會的年曆中，復活節主日前一個主日，我們稱為「棕樹主

日」 Palm Sunday，紀念群眾以棕樹枝歡迎耶穌最後一次進入

耶路撒冷的事件。接下來的一週，教會的崇拜著重紀念主耶穌

在復活前最後一週的行程，如耶穌的最後晚餐，受難及耶穌的

復活。由於這些事件都是耶穌生平中重要的事蹟，也是我們信

仰上了解耶穌的事工重要的基礎，所以亦將之稱為「聖週」。  

 

此外，復活節主日往前推四十日（主日不算在內）的星期三（今

年是 二月廿一日）我們稱之為「聖灰禮拜三」或「撒灰節」Ash 

Wednesday，從這日開始到復活節主日前，我們稱為「大齋節期」

Lent。這四十日是配合紀念耶穌在曠野四十晝夜面對試探的事

蹟，所以傳統上這是個嚴肅的節期，教會鼓勵信徒在這段時間

安排，禁食、默想、自省等靈修的活動。 

 

教會通常在聖灰禮拜三也就是大齋節的首日，開始換上了象徵

「懺悔」、「警醒」及「禁戒」等意義的紫色作為佈置。聖灰禮

拜三這日，甚至還有撒灰的儀式，代表了披麻蒙灰的心情。更

早的古禮在聖灰禮拜三前，還有暫時埋藏「哈利路亞」的儀式，

表示在復活節前暫時不用「哈利路亞」這個代表歡欣的讚辭。 

由此可見這段節期中懺悔之象徵意義極其明顯。宗教改革後，

大多新教教會為了避免「靠自己的行為得救」或「律法主義」

的偏差的思想，多不刻意推行一些較克己或帶修道色彩的活動。 

 

然而過猶不及，如此一來教會就失去一個推動靈性操練的時

機，個人也失去一個生命重整的機會，特別是生活忙碌的現代

人，我們的生活時常隨著外在環境的速度，各樣績效的要求不

斷地加快腳步，我們往往遺忘了我們內在的需要，淡忘了我們

生活原本的目的。此時，若能有一個生命重整的機會是極為重

要的事。所以我們不應放棄今年大齋節期靈修操練的機會。我

們如何進行呢？以下是一些具體實行的建議。 

 

首先，建議我們可以先在每天撥出一段時間（半小時至一個鐘

頭）安靜、默禱及靈修，默想的主題根據自己目前的屬靈狀況

而選定，另外，也可以包含以下的生活自我限制，意思是限制

過去某些習以為常的習慣，如外出飲食、經常性的娛樂等等，

藉由調整生活作息，撥出一定的時間作為大齋節期的個人安靜

與靈修。 

 

也可調整日常的生活習慣，可使我們的靈修更專注，例如是否

需要禁食，或要在此期間將原來束縛我們的事加以節制，如看

電視、上網或其他的事情。專注（或作凝視）就是在特定的時

段內，專注於我們與自我，或我們與上主間的內心對話。 

 

我們可在大齋節期選擇一卷聖經書卷，或靈修偉人的書籍（如

Thomas Kempis的名著《效法基督》、奧古斯丁的《懺悔錄》、

潘霍華的《獄中書簡》、聖法蘭西的《靈花》及佚名作品《未知

之雲》等作為靈修材料，專心省視個人的內心狀況，以此作為

我們的禱告。利用禱告時的靜默，專注於思索我們生命當前所

面對的某一課題，如個人的前途，家庭生活的改善等，亦可深

入撥一段時間為某特定的事或人代禱，然後將這些心得記下，

成為你大齋節期的個人靈修日記，最好能利用節期間 有規律地

重複進行，這樣我們才會習慣這種內心的對話，我們所專注的

課題也才有更深入的思索，甚至於這種靈修的習慣，可藉此成

為我們生命中的一部份。 （摘自龐君華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