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禮拜程序 
主後 2018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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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9 首…………………………會眾 

請來，忠誠信徒 

待降節經文 . . . . . . . . . . .  瑪垃基書 3 : 1 - 4 … … … … . …會眾 

點燭 ...........................第二週 仁愛……………………牧師 

詩歌*…………………….第 71 首…..……..…………會眾 

基督世界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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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篇……….………司會/會眾 

獻詩…………”Sweet Little Lamb/安睡，羔羊”……….…聖歌隊 
 

─ 恭聽主話 ─ 

聖經… … . … … … …約翰福音 3 : 1 - 6 … … . … … … .司會 

講道……………….『待降，就是回到原點』……………….牧師 

聖詩*………….………第 322 首…..……..…………會眾 

我前若羊失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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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2…………….司會 /會眾 

歡迎/報告……………………………………………………司會 

頌榮*…………………….第 389 首…………………………會眾 

謳咾上帝，至高、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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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與通知》 

(1) 今日點燃待降節第二支蠟燭（Love 仁愛），請預備心 

 紀念耶穌基督的降生，以及等候救主再臨。 

(2) 本主日下午一點在 B1 教室召開「聖誕禮拜分工籌備

會」，請長老、執事和各家庭小組選派一名代表，準時

出席參加。 

(3) 年底將屆，需要請款或結帳請於 12/30 前完成，另外，

會計同工在聚會後，必須儘速結算及記帳，若有必要

進出會計室，盡量保持輕聲，請兄姊體諒及配合。 

(4) 請各家庭小組在聖誕期間，邀請組員及鄰舍好友共

聚，一起分享主恩。 

(5) 12 月 23 日是聖誕聯合主日，有精彩節目演出，敬請闔

家參加，並邀請朋友一起敬拜，本會將贈送出席者

「2019 精美月曆」（每家一本），禮拜後有聖誕聚餐，

歡迎兄姊提供甜點、小點心或水果。 

 

【本週金句】詩篇 Psalms 90:12 

『求你教示阮怎樣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著智慧的心。』(台

漢本)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

心。』(和合本) 
 

“Teach us to number our days, that we may gain a heart of 

wisdom.”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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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9 日 1:30pm 乒乓球 交誼廳 
 

《主日學課程》 

12 月 9 日 淺談待降節/綜覽新約四福音書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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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ニ)  8:00pm 磐石家庭小組 林浩凌長老府上 

12 月 12 日(三) 10:00am 教會查經班 暫  停 

12 月 12 日(三)  8:00pm 北區家庭小組 暫  停 

12 月 12 日(三)  8:00pm 真光家庭小組 林正發兄府上 
 

《聖工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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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値月長執 長老：高達貞：7/633-1045 執事：江清彬：7/993-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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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人、英語部 7 人 

 

 

 

 

 

 

 
 



一、聖誕節(Christmas)的由來： 
  

聖誕節的英文 Christmas 是由兩個字所組成，

Christ+mass。Christ 就是「基督」，是《新約聖經》中希臘文

的「救世主」(更嚴格說，是對應到《舊約聖經》中所預言將

要來的君王，希伯來文的「彌賽亞」)的意思。而 mass 就是

現在天主教所稱的彌撒，表示一個紀念耶穌死與復活的儀

式。因為基督徒相信兩千年前歷史上的猶太人耶穌就是應驗

舊約預言的彌賽亞。由於希臘文的「Ch」是寫成χ，類似英

文的 X，所以有時候西方人也用 Xmas 來代表 Christmas(並

非是縮寫)。 
  

在基督教發展的早期，由於整個教會是在被猶太人與羅

馬帝國迫害的階段，並沒有紀念耶穌誕生的傳統。但是到了

西元第四世紀，基督教被羅馬皇帝定為國教，因而教會要開

始面對大批對信仰認識不深的平民百姓的教育工作。制定一

些節日來紀念就是其中一個好方法。所以雖然並沒有人真的

知道耶穌是何時降生的(目前一些歷史學者的推算大約是西

元前六年的九到十月份之間)，但是當時教會也為了要與羅馬

帝國的原有文化作一個聯接，就將當時一般大眾所慶祝的太

陽神密特拉(Mithra)的節日（即 12 月 25 日，也是羅馬帝國的

冬至）約定為紀念耶穌的誕生之日。也因為如此，有一些少

數的基督教派不在這一天紀念耶穌的降生。 
  

但東正教(廣義的基督宗教的一支，流行在東歐與俄羅斯

一帶)則是因為曆法不同的緣故，選擇在一月七日紀念聖誕

節。 
  

二、平安夜(Christmas eve)： 
  

聖誕節的前一天晚上被稱為「平安夜」，也稱聖誕夜。

根據《新約聖經》的記載，耶穌的母親瑪利亞與父親約瑟當

時奉命回到故鄉伯利恆作人口普查(這是羅馬帝國歷史有記

載的事件，因而可以推斷耶穌出生的年代)。當時馬利亞將臨

盆卻找不到旅店可以住宿，所以當天晚上借住在一個馬廄，

在馬槽裡生下了耶穌。由於當時天使已經報信給在原野看守

羊群的牧羊人，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

與他所喜悅的人」。所以這一晚是象徵「平安」的夜晚。 
  

所以猶太人或基督徒所謂的「平安」(Salom)所蘊含的意

思並不是一個身心平靜，沒有遭受困難痛苦的狀態。它更代

表一種全人與上帝有正確和好的關係。一個例子就是：耶穌

出生在馬槽這個困苦卑微的事實卻正是上帝與人類恢復和

好關係的開始。 
 

最負盛名的「平安夜」歌曲大概非屬《Silent night》不

可，是帶來聖誕節氣氛不可缺少的經典作品。原始的歌詞是

西元 1818 年由德國人 Josef Mohr 以德語寫成，曲調則是由

奧地利一所小學的校長 Franz Gruber 完成，並於薩爾斯堡奧

本村的舊聖尼克拉斯教堂裏首演。傳說中當年 Gruber 正為教

堂裡的管風琴失修而無法慶祝聖誕節而煩惱。但 Mohr 帶來

的這個歌詞使他有新的靈感，寫下這首可以用吉他來和絃的

作品。沒想到這首歌竟成為後來兩百年來最具代表性與最廣

為人知的聖誕節歌曲。現在每年 12 月 24 日 17 點整，這個

禮拜堂裏都會舉行一個紀念儀式，以不同語言版本《平安夜》

來紀念耶穌的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