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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鹿渴慕溪水？ 

「上帝啊，我的心切切欣慕你，親像鹿切切欣慕溪水。」

能想像或體會得出來，像鹿切慕溪水，那是什麼情境

嗎？一隻很渴很疲憊的鹿，緩緩而堅定直向前行，牠知道溪

水在前方不遠卻仍看不見的地方。再怎麼沉重的步伐，仍要

拖行乾涸的軀體向溪水地邁進。因為知道清涼溪水滋潤牠舌

喉時，是極美舒坦好得無比…，牠會再次清醒興起，精神振

奮起來。 

這是一隻渴望溪水滋潤的鹿，這情景不難想像。然而，

詩人要講的其實不是鹿；他要說的是人切切渴慕上帝，應該

像那乾涸的鹿渴望溪水一般，這個圖像就麻煩了。我們基督

徒什麼時候這麼渴慕上帝過了？像一隻快渴死的鹿渴慕溪

水那般地渴慕上帝？這對我們來說是非常陌生的經驗。 

為什麼？因為這位形而上的上帝，似乎並不曾出現在我

們日常生活衣食住行育樂之間。平常我們只有在三餐、睡覺

前才會想到祂，甚至有時候徹底給祂忘記了。到了週末主

日，也得看我們是否有空，才會拖著疲憊身軀到禮拜堂坐

坐。這樣的「坐禮拜」是不是有渴慕上帝的成分？這其實令

人不太敢探究下去。 

基督徒真的會渴慕上帝？像鹿切切渴慕溪水那般？我

其實是懷疑的。除非，我們基督徒真的感受到沒有上帝是怎

麼樣悲淒的情景、親身體驗到哭喊上帝卻得不到回應的孤獨

失望；除非我們學會不再依靠自己資源權勢、深刻經驗舉目

不見一人只能遠遠望見耶穌…，否則我們怎麼也不會切切渴

慕上帝的。 

誠然，我們這個世代的基督徒是太安逸、太富足了，物

質上的豐裕遮掩了我們心靈上的虛空。其實我們實實在在是

那隻將要渴死的鹿，只是我們自己不曉得罷了。 

   

 

主日台語禮拜—9：45  

證道：陳思豪牧師 
司會：陳世勇執事 

司琴：李琬瑜姊妹 主禱文 

阮在天裡的父： 
願祢的名聖。 
祢的國臨到， 
祢的旨意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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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救阮脫離彼個惡的， 
因為國、權能、榮光 
攏是祢所有，代代無盡。 
阿們。 
祈禱回應詩  
（聖詩 329 首） 
主，聽我祈禱， 
主，聽我祈禱， 
懇求祢聽我求。 
主，聽我祈禱， 
主，聽我祈禱， 
聽我懇求的聲。 
奉獻回應詩  
（聖詩 382 首第四節） 
我的錢銀獻互祢， 
用出攏趁祢旨意。 
我的才情祢賞賜， 
甘願還祢做器具。 

司獻：
宋秩釗執事 

徐煒略執事 

感 謝 讚 美  
詩歌歡唱  會 眾

奏 樂 預備心禮拜 司 琴

宣 召  司 會

唱 詩 248 我的上帝，全能君王 會 眾

主 禱 文  會 眾

啟 應 文 14 篇（詩篇 46 篇） 司 會

祈 禱  司 會

祈禱回應詩 329 主，聽我祈禱 會 眾

聆 聽 神 言   

讀 經 詩篇 42 篇 司 會

讚 美 上帝在照顧你 聖 歌 隊

證 道 祂用笑臉看著我們 陳 牧 師

聖禮典 聖餐禮 陳 牧 師

祈 禱  陳 牧 師

回 應 神 恩   

唱 詩 210 若鹿直直走 會 眾

奉 獻 382 我的錢銀獻互祢 司 獻

報 告  司 會

公 禱  陳 牧 師

祝福與差遣   

頌 榮 374 聽見救主出聲叫 陳 牧 師

祝 禱  陳 牧 師

領受教導 
兒童在教育館、少年在副堂

成人主日學在禮拜堂 
 

愛 餐 
請留步一起享用簡單午餐 

彼此交誼 
 

（劃底線者請會眾起立） 



   

主日亞弗德潤禮拜—下午 1：00   

證道：鍾俊彥傳道 

司會：蕭雯娟姊妹 

司琴：盧懷立弟兄 

司獻：蕭雯娟姊妹 

 

讚美詩歌 

你使我雙腳跳舞 

全地都向耶和華發出大聲歡呼， 

用琴歌頌你，用詩歌齊聲讚美你， 

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彭湃歡呼， 

願大水拍手，願諸山一同歡呼。 

你使我的雙腳跳舞， 

你使我靈歡唱，  

我要全心全意全人全力讚美你， 

你使我的雙腳跳舞， 

你使我靈歡唱，  

我要全心全意全人全力讚美你。

回應詩歌  
救主正在等待 

主耶穌正等待進入你心門， 

為何延遲不開門？ 

這世界無法將你們倆分開， 

你對祂如何交代？ 

祂耐心地在你心外等候， 

現在祂仍然在等待， 

等待盼望你願意打開心門，

哦，祂渴望進你心。 

   
奏 樂  司 琴 

宣 召  司 會 

唱 詩 你使我雙腳跳舞 會 眾 

祈 禱  司 會 

讀 經 路五 1-11 司 會 

證 道 漁人的呼召 主 理 

回應詩 救主正在等待 主 理 

奉 獻 一切全獻上 司 會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甘心樂意全奉獻， 

我要時常愛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 

一切全獻上，一切全獻上， 

獻 與 愛 我 尊 貴 救 主 ， 一 切 全 獻 上 。 

歡迎、報告 報告事項、歡迎新朋友 司 會 

頌 榮 三一頌 會 眾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 

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 

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們。 

祝 禱  主 理 

請安詩 賜福與你 會 眾 

願主的恩惠慈愛與你同在、願主的靈時時圍繞 

恩典降下，賜福與你、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賜福與你，賜福與你、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賜福與你，賜福與你、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劃底線者請會眾起立） 

   

讚美詩歌（聖歌隊）  
上帝在照顧你 

上帝在照顧你 各日在顧 各曰導路 
上帝在照顧你 
境遇好壞是主所定 上帝在照顧你 
站主翼下穩當免驚 上帝在照顧你 
上帝在照顧你 各曰在顧 各曰導路 
上帝會照顧你 
境遇好壞是主所定 上帝在照顧你 
站主翼下穩當免驚 上帝在照顧你 
為主做工攏免失志 上帝在照顧你 
路途堪苛危險彼時 上帝在照顧你 
上帝在照顧你 各曰在顧各曰導路 
上帝會照顧你 
為主做工攏免失志 上帝在照顧你 
路途堪苛危險彼時 上帝在照顧你 
無論遇著何大試煉 上帝在照顧你 
得主扶持攏免厭倦 上帝在照顧你 
上帝在照顧你 各曰在顧各曰導路 
上帝會照顧你 
無論遇著何大試煉 上帝在照顧你 
得主扶持攏免厭倦 上帝在照顧你 
阿們 

台語下週講道資料  
經文：詩篇 51 篇 

講題：給我創造清氣的心 

啟應文：15 篇（詩篇 51 篇） 

成人主日學講題： 

詩篇 46 篇賞析 

 

 

 

本週查經班進度  

日期 星期 經節 

9/4 二 啟十四、十五 

9/7 五 約珥書 

本週讀經進度表 

日期 星期 經節 

9/2 日 詩四十八 

9/3 一 詩四十九 

9/4 二 詩五十 

9/5 三 詩五十一 

9/6 四 詩五十二 

9/7 五 詩五十三 

9/8 六 詩五十四 

禮拜服事表  

事工

分配

本週 下週 

台語 華語 台語 華語 

證道 陳思豪 鍾俊彥 陳思豪 鍾俊彥 

司會 陳世勇 蕭雯娟 魏主正 恩和 

司琴 李琬瑜 盧懷立 周欣音 煜豪 

司獻
宋秩釗

徐煒略
蕭雯娟 

陳世勇 
洪禎杰 

恩和 

招待
蘇希宗

李琬瑜
 

曾月珠 
林春美 

 

大廳 魏主正  劉秀琴  

領詩 陳加婓  魏主正  

獻詩 聖歌隊  青年  



   

消息報告  
1、本主日舉行聖典禮及召開定期長執會 

今日於主日禮拜中舉行聖典禮，

早上 9：30 先行召開小會，下午 1：
30 在副堂召開九月份長執會，請各

位長執預備心準時參加。 
2、九月份的壽星生日快樂 

9 月慶生會於本主日禮拜中舉行， 

壽星名單如下： 

張  笑 9/1 吳以樂 9/2 蔡晶瑩 9/4 

詹崇美 9/4 呂勝雄 9/5 蔡彩雲 9/7 

徐予盼 9/7 寗美齡 9/8 洪如玉 9/9  

洪正璋 9/12 蕭東尼 9/12 殷大洋 9/12 

林瑛美 9/18 徐煒略 9/20 陳宗慈 9/20

梁恩賜 9/23 

名單如有遺漏請告知幹事。 

3、古亭課輔班 
下週一（9/3）課輔班要開始了，

請需要的家長及其小朋友下週一開

始下課後可以到教會參加課輔班。 
團契消息  
1、松年大學開學典禮 

下週週二 9/4 早上 9：30 為松年大

學 2012 年第二學期開學典禮，請參

加第二學期課程的同學準時返校參

加開學禮拜。. 
2、松大陳月理老師奉獻 6 台筆電 
由林瑞烈老師所義務開設之電腦

班，欲學習者需自備筆記型電腦，

松年大學陳月裡老師感於有些同學

想學習電腦卻因為沒有筆電而無法

學習，遂捐助 108,000.-購置 6 台筆

電及一個鐵櫃，專供松年大學的學

生需要上電腦班時使用，我們感謝

陳月裡老師的愛心。 
公禱 
1.為教會身體不適、心靈不安的 

弟兄姊妹代禱： 

劉火山、劉安惠、黃仙進、鍾吟秋、 

楊玉枝、陳程端、王萬全、廖牧師、 
楊錦雲、林瑞椒、林仙道。 

2.為各團契、組別和各種事工的同

工們代禱。為古亭教會成為上帝

的見證、社區的祝福代禱。 

古亭三年讀經計畫 

詩篇 44 篇讀經默想 

本週的讀經進度回到詩篇，從

41 篇讀到 47 篇。在這幾篇詩歌中，

我們擷選 44 篇這首團體的祈禱詩，

來做為讀經默想的經文材料。在這

首詩裡，詩人帶領一群人向上帝禱

告。從詩歌的內容來看，祈禱的背

景是基於國家軍隊遭遇了敗戰之辱

和苦楚，詩人即以君王之姿，代表

全國百姓求告上帝尋求祂施恩憐

憫，好讓這群上帝的子民重新仰

望、倚靠並獲得力量，終能打敗欺

壓他們的敵人。 

    詩歌一開始，1-8 節，詩人

寫明了他帶領子民祈求上帝的根

   

基，在於上帝乃是「勝戰之神」，

重申子民對上帝的信靠。在 1-3 節

中，詩人複述了上帝在過去，如何

幫助他們的祖先勝過仇敵。詩人以

約書亞時代取得迦南美地的歷史為

例（1 節「你在古時，我們列祖的日

子所行的事」），表明他們的先祖

之所以戰勝敵人，在土地上開枝散

葉（2 節「發達」），並非因為倚靠

自己的刀、劍或弓，也不是靠自己

的膀臂，而單單倚靠上帝的「權能

之手」（3 節「右手」），憑藉祂的

膀臂，祂的恩寵與幫助（3 節「臉上

的榮光」），以及對祂子民的喜悅。

詩人告白，這位上帝是「我的王」

（4 節），祂的大能如同氣力強大的

「野牛」，「推倒」、「踐踏」所

有攻擊子民的敵人（5 節），使子民

們「終日因神誇耀，還要永遠稱謝

你的名」（8 節）。 

    然而，時至今日，詩人描

述他們的國家，遭遇了失敗的苦

況，原因在於上帝遺棄了祂的百

姓，以致他們屢戰屢敗，被人剝奪、

擄掠、充軍到異國，受盡了譏誚和

欺凌（9-16 節）。詩人代表這群深

感遭受上帝遺棄的百姓，述說他們

如同「快要被吃的羊」（11 節），

一文不值地被上帝以賤價賣給敵人

（12 節），終日更受盡嘲笑、鄙視

（14 節「搖頭」）、羞恥、辱罵與

毀謗（13-15 節）。仇敵的臉孔，更

透過他們污辱的聲音，總是揮之不

去，歷歷在目（16 節），顯示子民

的身心受盡了苦痛。 

儘管如此，詩人仍帶領百姓向

上帝重申對祂的信仰。他們知道，

倘若背棄上帝，必將受罰。他們不

敢忘記上帝，沒有不認祂是真神，

也沒有違背祂的聖約，偏離祂的真

道（17-18 節），或是去敬拜其他假

神偶像（20 節「向別神舉手」）。

這一切，子民確信上帝都明察秋

毫，知悉甚深（21 節）。正因為如

此，詩人向上帝吶喊，求問為何遭

遇如此失敗受辱的苦痛，經歷「極

度荒涼」（19 節「野狗藏身之處」，

引自賽 34：13）的悲慘命運，被壓

傷，陷幽暗，遭受如同背約之人的

對待。詩人向上帝聲明敬畏的心

志，他們非但沒有離棄上帝，甚至

因為上帝的緣故而受到迫害（22
節）！ 

因此，詩人如同擔驚受怕的孩

子呼求護守的父母之姿，祈求上帝

不要沈睡，以致他們任由敵人惡

待。詩人呼求上帝快快醒來，不要

丟棄祂的子民（23 節），不要向他

們掩面，不要不顧他們的苦難（24



   

節）。在詩歌尾聲，詩人帶領百姓，

來到上帝的面前，一方面抒發極端

難過的心緒，另一方面展現完全謙

卑的態度（25 節），再次將拯救的

確信與盼望，全然交託給這位權能

的上帝，慈愛之神。 

一首看似平凡無奇的祈求救助

的詩歌，事實上再次帶給我們深刻

的提醒和鼓舞。詩人乃至他的國家

百姓，不但遭逢了極度失敗與痛苦

的境遇，更經歷了上帝看似沈睡不

理、遺棄忘記，甚至反過來將他們

賤賣給仇敵的質疑與慘況。 

值此境地，基督徒會如何自

處？他還會信靠一位「聽祖先們說」

的歷史之神嗎？他還會仰望這位在

他遭受嘲笑、鄙視、羞恥、辱罵與

毀謗，身心皆深受傷害時，「叫天

不應，叫地不靈」的上帝嗎？甚至，

當他仔細檢視自己的所作所為與所

思所想，不但看不出有任何失錯之

處，反倒更因上帝及其真理的堅

持，而遭受如此苦難，他如何發自

心底，開口向這位上帝祈求並重新

信靠祂呢？ 

什麼是「信仰」？詩篇 44 篇告

訴我們，就是在理性與經驗上不值

得相信之際，就是在不存在任何相

信所能憑藉的物件或處境狀況下，

依然確信並倚靠這位創造的真神，

拯救的上帝，不為什麼，只因「祂

是上帝」，除了祂以外，別無他神

（十誡首誡）。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在他的

講道或解經作品中，經常提醒他的

讀者，無論遭遇什麼苦難處境或信

仰試煉，任何教理、神學或信條都

可以懷疑甚至拋棄，唯有「上帝就

是上帝，祂是獨一真神，創造與拯

救之主」這個信仰，不能喪失。換

言之，一個人，可以懷疑甚至抱怨

生命遭遇的種種，但他始終不能失

去將「最終之信」緊緊抓住上帝這

個永恆生命的磐石。倘若失去了這

個信仰的根底，則他已喪失了信仰

的全部。 

詩人的祈求，最終「是否」或

是「多久」獲得了上帝的回應？與

其我們將焦點鎖定在上帝奧秘旨意

的安排與成就，不如學學詩人在上

帝面前謙卑與敬畏的態度（44 篇 25
節），不如關注詩人在親身歷經眼

前種種的磨難與疑惑之後，再次告

白並交託這位慈愛的上帝，生命唯

一的幫助者與救贖者。對基督徒而

言，正是在十架之死與復活的耶穌

基督裡的上帝，道成肉身與我們同

行人生之路的恩典之神。 

   

古亭部落格 

無知打斷福音路 

政大宗研所/王博賢 

近年來基督教會開始將台灣民

間的鬼月開始轉化，推出七月平安

月等等的福音機會，希望在這個台

灣人傳統諸事不吉的氛圍中傳遞福

音的消息，但是，卻鮮少基督徒去

認識「中元」或「鬼月」的意義，

單純就以「迷信」、「笑話」的態

度背地裡斥責民間信仰者，自視甚

高的態度反成了福音的絆腳石，讓

未信的朋友更加厭惡基督福音。讓

我們花一點點時間來認識台灣人的

「鬼月」。 

農曆七月一日，相傳那一天地

獄大門打開，陰間的鬼魂會放禁出

來。有子孫、後人祭祀的鬼魂回家

去接受香火供養；無主孤魂就到處

遊蕩，徘徊於任何人跡可至的地方

找東西吃。所以人們紛紛在七月當

中，舉行設食祭祀、誦經作法等「普

渡」佈施活動，以普遍超度孤魂野

鬼，防止它們為禍人間，又或祈求

鬼魂幫助去除疫病和保佑家宅平

安。 

而十五日，道教稱為中元是地

官生日，地官可以赦免亡魂的罪，

而佛教稱為盂蘭盆節，源自於目連

救母故事，在當天以佛法供養三寶

的功德，希望迴向現生父母身體健

康。七月半原是不同宗教獨立分開

的節日，然而卻在民間漸漸的融

合，目前民間的「中元普渡」就是

宋代開始道教、佛教與儒教三教合

流的結果。每年到了農曆七月中，

人們都會宰雞殺鴨，焚香燒紙，拜

祭由地府出來的餓鬼，人們相信這

樣可以化解其怨氣，不致於為禍人

間；同時也供奉祖先，希望祖先保

佑；供養三寶，祈求父母健康。而

到了現代大家已經不知道中元普渡

的緣由，而把施餓鬼與祭奠亡魂相

混，形成一種民間習俗。  

在臺灣，中元普渡不僅是民間

的活動，公家也會藉此機會禱祝社

會安和樂利。2009 年臺北市政府亦

舉行中元普渡，還請來臺灣省城隍

廟、臺北府城隍廟、大稻埕霞海城

隍廟，及松山霞海城隍廟等「臺北

四大城隍廟」的城隍爺主鎮於臺北

市市民廣場，為國家、社會與八八

水災的災民們祈福，供品在祭拜後

全部捐贈基督教聖道兒童之家等慈

善團體（捐贈基督教團體……這個

有點荒謬）。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若了解一下

「中元」的歷史發展，我們或許可

以知道華人「怕鬼」，甚至去「拜



   

鬼」，不能單從「迷信」的角度去

簡化解讀，無論是從傳統的「敬鬼

神而遠之」，還是聖經中談到「趕

鬼」的故事，「鬼」都代表人們的

內心中對於不可測事情的「莫名恐

懼」。再加上民間鄉談的推波助瀾，

許多民間關於鬼神的傳言，就「三

人成虎」了。這些「孤魂野鬼」從

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是因為當年漳

泉械鬥及瘟疫，讓很多受難者成了

無名屍。而現在民間所祭拜的有應

公、十八王公以及五府千歲等 。而

這些「鬼」故事 隨著在民間的口耳

相傳，已經深植人心。像很多高學

歷或是從事科技業的「知識分子」，

也都是抱著「寧可信其有」的懵懂

心態去拿香跟拜。久而久之，農曆

七月是「鬼月」，就形成了一種台

灣的特有「文化」。更悲哀的是，

在佛教原意中對父母的孝道（也是

基督宗教所推崇的德性），這部份

在民間信仰中完全被遺忘。 

我們基督徒不去參加民間信仰

的中元普渡活動，應該說我們根本

不需要這樣的儀式，但我們不能不

深入了解我們生活周遭的人， 必須

藉著中元普渡去求平安的那種潛藏

在內心深處的「無奈」和「恐懼」，

以及那種既怕鬼又要賄絡他們，希

望祂們能保佑平安的矛盾心態。有

些基督徒在這時會嘲笑民間信仰

者，甚至將他們打為撒旦一類、交

鬼的等等，但當我們想要嘲笑他們

時，別忘了他們心中的軟弱。別用

戲謔的口氣，打斷了傳福音的機

會，畢竟沒有人願意聽一個嘲笑自

己的人說話吧！多點體諒，傳點福

音，鬼月才是真正的平安月，而不

是打斷福音橋樑的破壞之月。 

古亭部落格 

 
這是一套英文版的基督教要義全

集，作者是創立長老會的約翰加爾

文（John Calvin）。每一冊書封面和

封底比較厚各為 0.5 公分，書中每一

頁的厚度則為 0.01 公分，這四本書

剛好每本都是 1,500 頁。現有一隻書

蟲從第一冊第一頁正中間以最短距

離吃到第四冊最後一頁；請問那隻

蟲吃掉的洞有多長？（翻開書封面

以後就是第一頁） 
這不是腦筋急轉彎的題目，所

以你要好好認真記算一下。但如果

你的答案是 64 公分，那代表你只是

IVIIIII
I

   

瞄一眼題目就作答了。答案不是 64
公分。 

如果你的答案是 63 公分。那表

示你有仔細讀題目，但沒有小心思

考一下…，答案也不是 63 公分。 
答案是多少呢？你如果算出來

了，那值得好好鼓勵一下。但請不

要馬上告訴別人喲！ 
基督徒在讀聖經的時候，也常

常會沒有注意到文化、時代的差

異。因為我們讀的聖經是中文的譯

本，讀著讀著還蠻容易就當作是自

己文化的文本了。舉例來說，路加

福音四章 16-20 記載耶穌進了拿撒

勒的會堂，站起來念聖經。祂翻開

以賽亞書其中一處念了，然後把書

捲起來，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

睛看他。為什麼耶穌念完坐下了，

大家還定睛看他？看什麼？原來猶

太人的傳統和我們現在是不一樣

的，講道的人是坐下來講。所以，

當耶穌坐下來表示他要開始論講

了。 
其實就算我們不明白猶太人講

道時是坐下或站著，倒也不會導致

什麼真理的誤解。但日前我和一群

基督徒對話，就感受到他們因為輕

忽聖經中的文化背景，導致他們在

實踐上有很大的問題。 
這群基督徒認為，任何人只要

表明他相信主耶穌，就可以馬上進

行洗禮。我告訴他們我們教會都會

先進行 6 次的基要真理課程，在慕

道友對信仰有基本認識以後才會施

洗。他們卻嚴厲地回答我：「聖經

並沒有這樣規定！」並且引經據典

告訴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教

會不可以主張先上過洗禮班的課程

才受洗。 
這樣的想法，充分顯示他們因

為不明白聖經背景文化而導致誤

解。在初代教會的基督徒，傳福音

的對象大多是先從猶太人開始（耶

穌也是先進猶太人會堂宣講）。猶

太人本來就是上帝的選民，他們對

舊約的命令和教導本來就非常熟

悉，他們只要能接受耶穌是基督，

其他舊約的教導自然就和福音接軌

了。 
但在我們台灣的社會，民間宗

教和佛道教信仰充斥，一般民眾對

基督教的道理並不熟悉，我們需要

更多的宣講和討論以後，才能將信

仰真理闡明清楚。我們現在是不可

以完全複製初代教會傳福音的模

式。因為對象不同、文化不同，對

聖經真理理解的程度也不同。這不

是一句「聖經並沒有這樣規定」就

可以打發了。 
本文一開始四冊書本的圖畫，

如果我們有注意到那是英文書，就

會知道英文書寫是橫式由左至右，

和中文直式排列不同。如此一來，

答案是多少呢？ Ans : 33.02cm  



   

○兒○童○主○日○學  

本週服事人員  
課程題目：聖靈來了 

經文：使徒行傳一～二章 

教唱：陳加婓 

幼稚班：王玲紅 

下週服事人員  
課程題目：奉耶穌基督的名 

經文：使徒行傳三章 

教唱：陳加婓 

幼稚班：蔡瓊瑤 

上週出席  人數  
主日禮拜（日） 144 
華語禮拜（日） 7 
兒童主日學（日） 18 
成人主日學（日） 74 
少年團契（日） 15 
聖歌隊（日） 15 
松年大學（二） 暑假 
TUEPM查經（二） 9/4開班 
古聲詩班（二） 10 
祈禱會（三） 10 
祈禱會（四） 3 
松年大學（五） 暑假 
TGIFN查經班(五) 22 
青年團契（六） 8 
 
 

 

主日禮拜獻金（08/26） 12,906
月定獻金（08/26）   

周瑞鵬 李婧慧 5,000 
吳寶英 1,000 
林宗杰 蔡晶瑩 3,000 
吳寬興 陳加婓 4,000 
TOTAL 13,000 
感恩獻金（08/26）  
邱素沁 400 
林泰 15,000 
洪明道 洪陳秀瓊 5,000 
游清治 劉榮子 4,000 
廖恩加 廖吳絹惠 3,000 
徐煒略 2,000 
周瑞鵬 李婧慧 10,000 
李適安 廖紫伶 6,000 
翁玉華 1,000 
TOTAL 46,400 
對外獻金（08/26）   
許承道 陳宗慈（教社） 500 

本週獻花  李阿源

 

請自行記錄本週主日講道重點備忘 
☉主理：陳思豪牧師 
☉經文：詩篇 42 篇 
☉講題：祂用笑臉看著我們 
 
 
 
 
 
 
 
 
 
 
 
 
 
 
 

 
 
 
本週金句：詩篇 42 篇 11 節 
11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 神，因我還要稱讚他。他是

我臉上的光榮，是我的 神。（和合本修訂版） 
11我的心啊，你啥事鬱卒？啥事佇我內面著急？你著向望上帝；因為我猶久欲謳咾伊；

伊是我的面的榮光，亦是我的上帝。（台語漢字版） 
本會聚會時間  

 

主日禮拜 日 09：45-10：55 師大長青 二 19：00-21：00 
聖歌隊練唱 日 13：00-14：00 古聲詩班 二 20：00-21：15 
各級主日學 日 11：00-12：00 禱告會 三 20：00-21：00 
亞弗德潤禮拜 日 13：00-14：30 禱告會 四 09：30-10：00 
松年大學 二五 09：00-15：00 TGIFN 查經班 五 19：30-21：00 
TUEPM 查經班 二 13：00-14：30 青年團契 六 19：00-2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