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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24 年 2 月 25 日第 2369 期週報 
主 日 禮 拜 程 序主 日 禮 拜 程 序主 日 禮 拜 程 序主 日 禮 拜 程 序  

宣 讚 禱 讀 講 奉 關迎 祝  

召 美 告 經 道 獻 懷新 福  

關 懷 與 代 禱關 懷 與 代 禱關 懷 與 代 禱關 懷 與 代 禱 彼此相顧 激發愛心 勉勵善行 來十 24 
主阿！我們要復興！我要參與在其中！活出基督的愛！ 

讓我們彼此歡迎回到愛的靈家團聚敬拜主讓我們彼此歡迎回到愛的靈家團聚敬拜主讓我們彼此歡迎回到愛的靈家團聚敬拜主讓我們彼此歡迎回到愛的靈家團聚敬拜主 
以「神國度 321 理念」來榮神益人 

讓我們對內彼此建造落實相愛互為肢體彼此相顧 
對外廣傳福音與人分享神的愛 

恭賀 本週壽星  2 日蕭英志 

祝福你 生日喜樂滿滿 壽比瑪土撒拉 福如亞伯拉罕    

靈家訊息靈家訊息靈家訊息靈家訊息    
1.今年年度主題為「扎根•茁壯•結果」，請為教會的興旺禱告。 

2.感謝神上週聖誕節佈置拆除順利完成，感謝家人們的參與。 

3.感謝神，教會庭院地板翻修工程進行順利，目前地板仍在養護

中，請勿將車輛停入庭院，也請為所需經費代禱。 

4.高傳道與林傳道經聯會考牧通過，高傳道於本週六（3 月 2 日）

下午 2:30 在本教會舉行按牧感恩禮拜，請弟兄姊妹預備心來參

與，林傳道按牧禮拜另擇期舉行。 

5.今年教會活動如下：復活節禮拜與活動（3 月 31 日）、郊外禮拜

（4 月 14 日）、教會退修會（10 月 19-20 日），請弟兄姊妹預留

時間參與。 

禱告室禱告室禱告室禱告室            歷世歷代以來復興都有同心合意的禱告熱情回應神歷世歷代以來復興都有同心合意的禱告熱情回應神歷世歷代以來復興都有同心合意的禱告熱情回應神歷世歷代以來復興都有同心合意的禱告熱情回應神 

1.為教會興旺懇切禱告，求神帶領兄姊充滿愛與熱情，分享福音。 

2.請迫切為教會經常費的需要代禱，求主豐富供應，聖工得以順利。 

3.為在疾病中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醫治，得享平安。 

4.為學生開學後的生活與學習代禱。 

2024 主題： 
扎根扎根扎根扎根••••茁壯茁壯茁壯茁壯••••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財團法人    

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    

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04852591048525910485259104852591    

台中北屯教會台中北屯教會台中北屯教會台中北屯教會    

聖工委員會聖工委員會聖工委員會聖工委員會    

全職侍奉同工 

關懷部小家長 

事工部小組長 

社區關懷負責同工 

社會服務負責同工 

全職侍奉同工全職侍奉同工全職侍奉同工全職侍奉同工    

主責牧師 林和明 

助理傳道 高浩倫 

教育傳道 林以諾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關懷關懷關懷關懷    

吳桂祝 師母 

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台灣家庭關懷協會 

關關關關    懷懷懷懷    部部部部    
兒童家長 劉書婷  路加家長 周艷湘 

多加家長 林  綢  恩典家長 吳秋嬌 

提摩太家 楊逸軒  社青家長 林麗蓮 

事事事事    工工工工    部部部部    
財務組長 周艷湘  文宣組長 

總務組長         活動組長 林麗蓮 

資訊組長 陳文賢 

週週週週    報報報報    編編編編    輯輯輯輯    

主編 高浩倫 傳道 

 
 
 

我們的願望是我們的願望是我們的願望是我們的願望是：：：：    
人人在這大家庭彼此相愛、一同學習， 
充滿歡笑享受和諧的生活使人人經歷神 
我們 教 會的 異 象我們 教 會的 異 象我們 教 會的 異 象我們 教 會的 異 象 —完 成託 付 ：  
宣 教 - - - 自 己 蒙 福 傳 給 人  
敬 拜 - - - 人 人 敬 拜 獨 一 神  
團 契 - - - 同 心 合 一 相 扶 持  
訓 練 - - - 心 意 更 新 守 主 道  
服 侍 - - - 把 愛 帶 給 每 個 人  

我們 教 會的 理 念我們 教 會的 理 念我們 教 會的 理 念我們 教 會的 理 念 ~~國 度 321：  
三個 基 礎 ： 耶 穌 是 我 的 榜 樣  
        聖 經 是 我 的 準 則  
        聖 靈 是 我 的 引 導  
二個 核 心 ： 讓 耶 穌 做 王  
        讓 耶 穌 得 著 一 切 的 榮 耀  
一個 目 的 ： 成 為 屬 神 的 體 系  
本會 宣 教事 工 關懷 支 持本會 宣 教事 工 關懷 支 持本會 宣 教事 工 關懷 支 持本會 宣 教事 工 關懷 支 持 ：：：：     
台 灣 家 庭 關 懷 協 會 、 網 路 事 工 、 宣 教  

教會創立於教會創立於教會創立於教會創立於 1960196019601960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首次主日禮拜日首次主日禮拜日首次主日禮拜日首次主日禮拜    
1980 年 7 月 27 日 設立 台 中家 庭協 談 中心  
2001 年 5 月 27 日 成立 台 灣家 庭關 懷 協會  
教 會 / 0 4- 2 23 1 . 9 91 5 傳 真 / 0 4- 22 3 3 . 90 17  
協 會 / 0 4- 2 23 2 . 8 03 3 協 談 / 0 4- 22 3 3 . 90 09  
會址/台中市 40646 北屯區衛道路 112 號 
教 會 資 訊 網 址 h tt p : / / w w w. t c f c . t w /  
協 會 資 訊 網 址 h tt ps : / / t f c a . t w fc .o rg . t w /  
網路信箱 Emai l： tcfc. tw@gmai l. com 
FB http︰//www.facebook.com/tcfcTAIWAN 
天父 每 日應許 http︰//tcfc.tw/ed/ 

支援聖工奉獻支援聖工奉獻支援聖工奉獻支援聖工奉獻（（（（可扣抵所得稅可扣抵所得稅可扣抵所得稅可扣抵所得稅））））請用請用請用請用    
台中北屯郵局帳號匯款 700-0021351-0071231 
  戶 名 / 台 灣 基 督 教 貴 格 會 北 屯 教 會  
台中銀行北屯分行 053-0639 帳號 087-28-0016231  
   戶名/基督 教 貴格 會 台中 北屯 教 會  
郵撥第 22416511 號台灣家庭關懷協會帳戶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禮 拜 ※ 禮 拜 日 早 上 9 ︰ 0 0 在 禮 拜 堂  
假 日 兒 童 營 ※ 禮 拜 日 早 上 9 ︰ 0 0 在 活 動 中 心  
造 就 課 程 ※ 禮 拜 日 上 午 1 0 ︰ 5 0 在 活 動 中 心 
長 者 聚 樂 部 ※ 週 三 、 四 早 上 9 ︰ 0 0 在 活 動 中 心 
查 經 禱 告 會 ※ 週 四 晚 上 7 ︰ 3 0 在 活 動 中 心 
青 年 小 家 ※ 週 六 晚 上 7 ︰ 3 0 在 活 動 中 心 
關 懷 小 家 聚 會 時 間 及 地 點 各 家 決 定 
聖工委員會※每月第一主日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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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記

奉奉奉奉        獻獻獻獻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因應個資法僅以代號登出) 

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這話是真的林後九 4 
北屯貴格會自 1980 年憑○○○○信信信信心自立，完全仰○○○○望望望望上帝的供應，以○○○○愛愛愛愛心服事需要者。 

我們接受主子民受聖靈感動有負擔於完成大使命建造屬神體系教會出於甘心樂意的奉獻。 

1.上主日收到會眾主日奉獻 5,330 元。(第一主日聖餐禮拜奉獻歸入宣教經費) 
2.愛主克己好管家的十分一（或月定奉獻）共 2 筆合計 10,500 元 
代號 月份 金額 代號 月份 金額 代號 月份 金額 代號 月份 金額 
028 2 7,000 046 2 3,500       

3.感恩奉獻共 1 筆合計 4,000 元：028 號 4,000 元 
4.聖殿修繕奉獻共 1 筆合計 2,000 元：136 號 2,000 元 

2222 月經常費月經常費月經常費月經常費(1+2+3(1+2+3(1+2+3(1+2+3 項項項項))))收入累計收入累計收入累計收入累計 111188881111,,,,040404040000 元元元元----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111151515151,,,,444466662222＝＝＝＝29292929,,,,555578787878 元元元元    
2222020202024444 年經常費目標年經常費目標年經常費目標年經常費目標 3030303000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到上週累計到上週累計到上週累計到上週累計 311311311311,,,,151515150000 元元元元，，，，今年結餘為今年結餘為今年結餘為今年結餘為((((----1,61,61,61,622222222))))元元元元    

【【【【謙卑的迷思謙卑的迷思謙卑的迷思謙卑的迷思：：：：將將將將自我貶低自我貶低自我貶低自我貶低誤以為謙卑誤以為謙卑誤以為謙卑誤以為謙卑】】】】    
謙卑常見的迷思是誤以為自卑的感覺為謙卑。這樣的態度會阻礙我們信靠

上帝的大能，甚至阻擋祂的旨意及拒絕接受祂對我們的看法。這就像戴上眼罩
一樣，遮蔽我們看到真理，攔阻我們接受「上帝兒女」的真正身分。 

當我們的自我價值感低弱時，很容易對上帝的良善產生懷疑。這種感覺源
於恐懼，可能是由於過去的挫折和失望，讓我們害怕再次失敗或受傷。因此，
我們壓抑了上帝賜予我們的恩賜和才能，不敢追求更大的事情，思想也變得負
面。這導致我們以自貶的心態選擇維持現狀，停留在舒適圈中，因為順服上帝
和回應祂的呼召需要勇氣和信心。 

另一方面，驕傲會使我們自我膨脹或自我貶低，導致我們在自我價值上出
現偏差，看到自己過於重要或過於低劣的形像，誤以為自己的觀點比上帝的更
為重要。這類的「謙卑」讓我們陷入害怕失敗或失望的困境中，因此埋沒了上
帝給予我們的恩賜和才能，並攔阻我們回應祂的呼召。然而事實上，真正謙卑
的人明白自己在基督裡的價值，不需要透過與他人比較或追求世俗價值來肯定
自己，而是相信只要在上帝面前謙卑，就能獲得祂的喜悅。 

耶穌基督以順服天父的旨意為我們捨己，展現了謙卑的本質。因此，真正
的謙卑不在於迎合他人、自我貶低或膽怯，而是在上帝面前降卑虛己。當我們
在上帝面前降卑自己，我們便能經歷到謙卑的力量。 

禱告：祢是謙卑的君王，唯一的主宰。感謝祢呼召我們，願我們能夠以祢
的心為心，活出與福音相稱的生命。 

（文章擷取自：靈命日糧 https://campaign.traditional-odb.org/humility/article2.html） 

＞ ＞ 我 愛 我 的 靈 家 我 以 愛 與 恩 賜 盡 心 侍 奉 ＜ ＜  

區  分 清 潔 獻 花 備 餐 接 待 影 音 領 詩 司 琴 司 會 
本主日(25日) 秀  禾 吳秋嬌 暫  停 恩典家 林義信 楊逸軒 陳瑀瑄 王漢堂 

下主日(3日) 提摩太 周艷湘 暫  停 提摩太 陳文賢 高傳道 林麗蓮 陳東呈 
秀禾 

 今日信息：連結耶穌連結耶穌連結耶穌連結耶穌 多結果實多結果實多結果實多結果實 

經文：約翰福音十五 1-17、歷代志下七 14 

講員：高浩倫  傳道 

禮拜請攜帶自己的聖經才可以自由劃線、做記號 

 

帶著筆專心聆聽並記下信息重點，就有源源不絕的生命分享 
 

上週信息：自由與釋放：安息年與禧年自由與釋放：安息年與禧年自由與釋放：安息年與禧年自由與釋放：安息年與禧年 
經文：利未記二十五 1-55 
講員：林以諾  傳道        記錄：陳憲緯  弟兄 

一一一一、「、「、「、「恢復恢復恢復恢復」」」」條例條例條例條例（（（（25:1-22）））） 

1.安息年條例安息年條例安息年條例安息年條例（（（（25:1-7）））） 

    第一節「耶和華在西奈山對摩西說」，
之前許多次耶和華的吩咐，都是耶和華曉
諭摩西說，而此處特別提到西奈山，就把
這些條例及盟約，也就是「西奈之約」連
結在一起。西奈山這個片語在利未記中共
出現四次，分別在 7、25、26 及 27 章，
這個片語放在此處是在強調這些條例是西
奈之約的一部分，耶和華和以色列人在西
奈山立約，因此屬於這個盟約的百姓就要
遵守條例。在安息年條例的一開始提到「你們到了我所賜你們那地的時候」，
賜這個字使用的是分詞的形式，可以將它看作是進行式，也就是說這個賜不是
一次性的，而是持續性的，宣告了耶和華是這個土地真正的主人。 

    接著安息日的條例是當以色列進入應許之地就要遵守的，也注意到安息年
的節奏，就是安息日的節奏。每六天或每六年要認真地工作，在第七天的安息
日不可以為錢工作，要聚集敬拜神，因為安息日是屬於神的日子。而在第七年
安息年不可以耕作，也就在宣告土地是屬於神的，讓土地有休息時間的規定，
類似現在科學的發現，若讓土地不斷地耕作，其生產力就會下降，因此，土地
能夠每幾年有一段時間的休耕期就能擁有更好的生產力。這邊有一件有趣的事
情是，在安息年規定不可以耕作土地，但沒有規定以色列人要做什麼。 

現代的基督教會只要能力許可，都會給予全時間服事的人安息年，比如神
學院的老師會有安息年，他們會利用這一年的時間進修、做研究或寫書；教會
給傳道人安息年，因為大部分傳道人讀了三年神學院，只用三年所學服事很容
易被掏空，因此有些傳道人會利用這一年的時間進修。（…接續下頁） 

 
     
     

  

默 想 

與 

回 應 

1.今日那句經文或信息對你最有意義？ 
2.將這句經文或信息改寫為自己回應神的禱告。 
3.我要回應今天信息的行動及何時付諸行動？ 

         
        信
        息
        摘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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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瑣碎繁忙中，許多傳道人很難對聖經有更進一步的研究，很難有足夠的時間
思想神學。因此，有些傳道人的解經能力在多年後與剛畢業時是相同的，因為
他們沒有時間去做更多的練習與研究，就像土地一直不斷地耕作，土地就會枯
竭。有些教會鼓勵傳道人安息年可以進修、短期的宣教或嘗試在一些不同的領
域服事，而在轉換服事場域後也較容易有新的領受，當安息年結束後回到原本
教會服事時，就能帶來更多的力量。總之安息年是為了讓未來的服事更有力，
就像古代的以色列，當土地在第七年安息後，第八年就能恢復生產力。 

在安息年的條例中要特別注意到第七年是不可以耕作土地的，但土地即使
不耕作，原本未砍除的葡萄樹還是會長出一些新的葡萄，這些自然長出的葡萄，
在利 25:6-7 就列出七個類別，包括人和動物，土地的自然出產要作為他們的食
物，這個七的出現就代表完全，換句話說安息年也代表神的恩典，因為這一年
土地的自然出產要提供給在這塊土地上所有的人和動物作為食物。 
2.禧年條例禧年條例禧年條例禧年條例（（（（25:8-17））））    
    禧年條例是用安息年作為基礎，25:8「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就是七七年。
這便為你成了七個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接著隔年就是禧年，先前有講過
五旬節的計算，是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共計五十天。安息年對應的安息日，
並包含安息日的意義，禧年就對應五旬節。而五旬節的意義代表完全的感恩，
以色列人用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象徵著將土地的出產完全奉獻給神，對神的
供應發出完全的感恩。安息年和禧年就像是安息日和五旬節的加強版，兩者建
基在安息日和五旬節的意義上，並賦予更多的意義與實際行動。禧年的計算是
七個七年，代表完全中的完全，也就代表恢復到原本的狀態。25:9「當年七月
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日就是贖罪日，要在遍地發出角聲。」在第四十九
年的贖罪日要吹角，七月一日是吹角節，七月十日是贖罪日，平常的贖罪日是
不需要吹角的，但在七七年的贖罪日要吹角宣告禧年即將開始，因此吹角日的
吹角就與吹角節的吹角有了區別。 

    25:10 是禧年的中心思想，利 25:10「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
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
家。」禧年（יֹבֵל)的原文意思是羊角，而為什麼要吹角，學者推論可能是這個
字的原因，這個字在利未記以外的地方都翻譯為羊角，而在此處為了給這一年
一個特別的意義，賦予其禧年這個專有名詞。在禧年時要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
宣告自由，自由( דְּרור)有三個意思，第一是我們所認知的自由；第二是釋放，
賽 61:1「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
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דְּרור)，被囚的出監牢。」；第
三是流動，出 30:23「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質的沒藥(דְּרור-מָר)五百舍客
勒……」流動的沒藥象徵醫治。為什麼耶穌出生時東方的博士要帶黃金、乳香、
沒藥?不是因為價格昂貴或他們剛好有這些東西，而是它們各有意義，沒藥代
表醫治，因此學者認為此處與沒藥一起出現的流動也含有醫治之意。在五十禧
年時，要宣告全體的百姓都得自由，是要得自由、得釋放、得醫治。個人的各
方面包括肉體的枷鎖、心靈的綑綁及身體的病痛都要從這當中脫離出來，恢復
到原本的樣子，也就是完全中的完全。 
    25:13「這禧年，你們各人要歸自己的地業。」歸(שוב)原意是回轉，就是
回轉到神面前的回轉，有時也翻譯成悔改，意思是要恢復到正確的關係。若我

們背離神，要回轉到神面前；若我們面向罪惡，要轉離罪惡；若離開自己的地
業，要回到自己的地業，因此，若土地已經賣了，在禧年時土地要回到原本這
個人的手中。而當一個人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時，通常人都會充滿感恩，
25 章後面還會提到在禧年時賣身為奴的要被釋放，被釋放的人會充滿感恩，這
就呼應五旬節完全感恩的意義。25:14「你若賣甚麼給鄰舍，或是從鄰舍的手中
買甚麼，彼此不可虧負。」彼此不可虧負在 25:17 又出現一次「你們彼此不可
虧負，只要敬畏你們的神」虧負的原文是欺壓、凶暴的對待，並不像和合本翻
譯的這麼溫和，而是不可欺壓或兇殘的對待他人。這邊彼此不可虧負的意思是，
在買賣時不可因自己較有權勢，而壓榨對方，讓對方用較高的價錢向你買或用
較低的價錢賣給你。為什麼會有這些規定?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想一想
現代社會，在農業上盡可能的要提高生產量，而使用越來越多的肥料。台灣的
休耕最主要的原因是缺水，第二是賺不到錢，為了讓土地休息的休耕少之又少。
在商業方面講求利潤極大化，而非利潤公平化，這是現代社會的趨勢。它並沒
有違反法律，但聖經教導的不是這樣，聖經教導我們要努力工作，而非想盡辦
法賺大錢，聖經教導我們要在能力範圍內盡可能幫助弱勢，而非盡可能讓自己
過優渥的生活，因此從舊約到新約都會不斷看到要顧念、周濟窮人、要公平、
要公義等教導。如果一個教會在教你賺大錢，盡可能過富裕的生活，那麼那個
教會已經偏離聖經轉向世界了。耶穌連最後進耶路撒冷騎的驢駒都是向路人借
的，我們還在追求要開豪車嗎?耶穌連要去繳羅馬帝國的人頭稅都要吩咐門徒
去釣魚，從魚的嘴中拿出一塊銅板交稅，我們還在追求日進斗金嗎?我們並非
不應該擁有財富，神可能會賜給我們，但這不應該是基督徒追求的目標。基督
徒應該追求的是要敬畏耶和華，因為耶和華是我們的神，所以要有安息日、五
旬節、安息年和禧年，要紀念窮苦人、寄居者讓他們得自由、得釋放、得醫治。
這一切都是因為 25:17 下半所說的「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為什麼要有
這些條例?就是為了讓其他人在生活中看出我們和他們不一樣，我們是屬神的
百姓，這就是分別為聖，可以在生活方式上、價值觀上和他人不同。基督徒關
懷弱勢族群不是在積功德，而是一種責任，是聖靈在我們裡面所驅動的自然而
然的行為。可能有人會想當以色列人怎麼那麼倒楣，當以色列人在安息年時要
把田裡出產分給其他人，在禧年時要免除別人的債務、讓奴隸得自由。有人會
想當基督徒怎麼那麼倒楣，要紀念窮人、關懷弱勢。不要忘記神是守約施慈愛
的神，祂吩咐以色列人當盡的責任後，也告訴以色列人祂要做什麼事情。 

3.要謹守遵行（25:18-22） 
    18 到 19 節是神的應許，當以色列人遵行律例典章時，地必出土產，你們
就要吃飽，在那地上安然居住。接著 20 到 23 節，耶和華進一步消除了以色列
人的疑慮，祂會在第六年讓以色列人得到三年的土產，以色列人就能放心地過
安息年。他們可以放心地過第七年的安息年，甚至第八年及第九年，因為第八
年是安息年後的第一年，收成可能較少。以色列人只要憑信心就能安然地度過
每個安息年，他們只要願意遵守，連信心都不需要，因為耶和華已經先預備好。 
    過了一千多年後，猶太人也有同樣的疑惑，耶穌給予同樣的應許。太
6:30-34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
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
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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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
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耶穌說野地的花
生命是這麼的短暫，神還讓它這麼的美麗；野地裡的草隨時會被除掉，神還讓
它這麼樣的青翠。我們是在所有的被造物中，唯一神按著祂的形象所造的，神
怎麼會棄我們於不顧呢?因此太 6:31-32 說:「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
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
道的。」耶穌說你們所需用的這一切，天父是知道的。當我講章寫到此處時，
我第一次因為這句話而感動，讓我回想到以前的生活，時常在煩惱客戶、業績、
生活費在哪裡。我們一直陷在自己的煩惱中，耶穌說這一切天父都知道。耶穌
說你們不必為這些祈求，不必為這些煩惱，天父都知道，這是何等的安慰。我
們不是孤軍奮鬥，天父陪伴著我們，我們所需用的一切天父都知道。 

接著耶穌說「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在希臘文中這個字不是一般的求，它代表一種渴望、迫切的追尋。耶穌應許我
們如果我們迫切地追尋神的國和神的義，我們所需用的一切都要加給我們。如
果我們願意領受這個應許，你的生活及禱告該做什麼樣的改變?有一位姊妹分
享她的禱告「神啊，求你幫助我，給我你想要的給我你想要的給我你想要的給我你想要的，無論好壞，我沒有選擇，但
請你也給我力量，去克服它們。」但願有一天我們也能從內心發出這樣的禱告。 
二、禧年的實施細則（25:23-55） 
1.土地神學（25:23-24） 
    利 25:23-24「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
的。在你們所得為業的全地，也要准人將地贖回。」這兩節是 25 章的神學重
點，土地不是私有財產，是屬於耶和華的。25:2 提到的「你們到了我所賜你們
那地的時候」的賜就表示這地原本是屬於耶和華的，而此處更明白地說地是我
的。耶和華這樣的宣告包含了兩個意義，第一全地都是屬於耶和華的，因此全
地都是聖地；第二關於土地的買賣，所買賣的是土地的所有權，土地的價值計
算，是用一整年的生產力作為基礎。假設一塊土地一年的生產價值是兩萬元，
而一個禧年週期是五十年，在禧年的開始其價值為五十年乘以兩萬等於一百萬，
接著隨年度遞減兩萬元。當要贖回土地時也是同樣的標準，假設在第二十五年
要贖回，就必須用五十萬贖回。土地是屬於耶和華的不可永賣，他人想贖回時
必須讓他贖回。耶和華也提醒以色列人說:「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這是我們現代基督徒一個重要的觀念。 

    來 11:11-16「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
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
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
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
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
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這是一段在告別式中
時常用來講道的經文，希伯來書作者首先提到撒拉，撒拉因為相信應許，當她
年邁時還生下以撒。但神的應許是她的後裔要如天邊的星、海邊的沙，可是撒
拉死時只有一個兒子。因此 13 節說:「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
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這段的意思是有些人他們所得的應許在他們還在世時沒有應驗，但即使他們死
了，仍有信心應許會應驗，因為他們知道在這個世上是客旅、寄居的。有些應
許可能要在我們離開世界後才會應驗，對每個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天上的應許，
就是每個基督徒都能回到天家。我們不必留戀這個世界，這也是利未記這裡提
到的觀念，無論你擁有多少土地，這些都是屬於神的，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是客旅、寄居的。當我們有這樣的觀念後，我們就不會去計較錢的多寡，進而
更樂意去幫助他人，免除他們的債務、釋放他們的自由。當我們回到天家後，
就完全恢復我們與神的關係，得到安息中的安息，神的心意也就成就，這些都
是屬於神的，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是客旅、寄居的。當我們有這樣的觀念後，
我們就不會去計較錢的多寡，進而更樂意去幫助他人，免除他們的債務、釋放
他們得自由。當我們回到天家後，就完全恢復我們與神的關係，得到安息中的
安息、完全中的完全，神的心意也就成就。現代人把土地當作商品，買賣的目
的是為了獲利，而聖經把土地視為恩典，買賣是為了幫助窮乏人，讓生活困苦
的弟兄暫時將土地賣出，而有錢過生活。因此當他有能力時就能隨時將土地贖
回，且若一直沒有能力，也要在禧年時無條件地使土地歸回到他手中。 
2.其他條例的重點其他條例的重點其他條例的重點其他條例的重點    
    25:24「也要准人將地贖回」贖回（גְּאֻלָּה）的意思是恢復原本的狀態，也
就是安息中的安息、完全中的完全。因為土地是屬於耶和華的，所以有一天要
恢復到原本的狀態，人類不能在上面為所欲為。25:55「因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
僕人」因此當時候到了，人就要恢復到原本的狀態，不再成為別人的奴隸。恢
復完全中的完全就是神的心意，這樣的概念貫穿在整個 25 章當中，接著的 25

到 55 節都是基於這樣的觀念所定下的實施辦法。接著的部分，可以分為大綱
中的土地及奴隸來看，也可以用貧窮的的程度分類。有四個貧窮程度，25 節「漸
漸貧窮」、35 節「漸漸貧窮，手頭缺乏」、39 節「漸漸貧窮，將自己賣給你」、
47 節「漸漸貧窮，將自己賣給外人或寄居的，或外人家族的一支」。在窮及
有點窮的階段可能會賣土地，在很窮及非常窮時可能會把自己賣給別人作為奴
隸。而無論何種狀態，在禧年時都要恢復到原本的狀態。在禧年來臨之前，賣
土地的人隨時有權把土地贖回，賣自己為奴的，主人不可虧待他。而當禧年來
臨時，不管是人或土地，都可以無條件地恢復到上個禧年的狀態。 
    利未記讀到此處應該可以發現，很多原先我們可能覺得沒有關係的詞彙，
其實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心意」。詞彙的意義之間多少會有重疊，
譬如祝福大家的平安是一個與神、與人及與自己都有正確的關係；贖回是恢復
成原本的狀態；自由是自由、釋放；歸回是要回轉到正確的那一面。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的心意
就是要人回復到創造時的狀態就是要人回復到創造時的狀態就是要人回復到創造時的狀態就是要人回復到創造時的狀態，，，，能有安息中的安息能有安息中的安息能有安息中的安息能有安息中的安息、、、、完全中的完全完全中的完全完全中的完全完全中的完全。而耶和華
在地面上設立安息日、五旬節、安息年及禧年，就是要屬於神的百姓能充滿感
恩的在地上暫時的享受安息。 
三三三三、、、、信仰反思信仰反思信仰反思信仰反思 

1.你想領受「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的應
許嗎？如果想，你的生活、你的禱告，需要做甚麼改變？ 

2.你對於傳道人的安息年，有什麼看法？贊成？沒有必要？ 

3.教會計畫在下半年舉辦退修會，你願意參與在這個安息當中嗎？如果願意，
你希望在這個退修會當中，得著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