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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契聚會 

聚 會 

項 目 

本 週 下 週 

週 

二 

婦 

女 

團 

契 

司 會 9/14 孫雲卿 

9/21 

中 秋 節 

主 理 陳 美 雯 

會 別 練 歌 

週 

五 

松 

年 

團 

契 

司 會 

9/17 蔣水落 9/24 蔣水落 

主 理 張 香 琦 張 香 琦 

會 別 練 歌 練 歌 

週 

六 

青 

年 

團 

契 

日 期 

9/18 

 

9/25 

 

會 別 影 片 欣 賞 4w小組聚會 

主 理 顏 啟 津 敏誼、育萱、耿忠 

三、聚會時間 

主日禮拜：AM10:00～11:30(日) 

成主課程：AM11:30～12:20(日) 

兒童主日學：AM10:00～11:30(日) 

少年團契：AM10:00～11:30(日) 

婦女團契：PM08:00～09:30(二) 

松年團契：AM10:00～11:00(五) 

查 經 班：AM09:00～10:00(五) 

聖 歌 隊：PM07:30～09:00(六) 

青少年團契：PM07:00～09:30(六) 

本會主日禮拜影音於下列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467370103324365 

一、主日聖工人員 

                                            

 

 

 

 

 

 

 

 

 

 

 

 

 

 

 

 

 

 

 

 

 

項    目 本 週 下 週 

司 禮 黃 百 勝 簡 長 榮 

司 琴 國萍、慧琪、翊蓁 李蕙玲、林郁忻 

奉 獻 張麗容、何俊明 林碧蘭、洪梅芳 

投 影 顏 啟 津 劉 沂 恩 

錄 影 

錄 音 

劉 沂 恩 洪 英 南 

招 

待 

一 樓 張博雄、陳互早 侯仁宗、翁麗芳 

三 樓 侯仁宗、翁麗芳 何美惠、張梅櫻 

電梯服務 張 梅 櫻 洪 秀 華 

插 花 黃 秀 琴 黃 秀 琴 

值月長老 蕭 勝 中 蕭 勝 中 

值月執事 侯 佳 伶 何 俊 明 

主 

 

日 

 

學 

兒  童 本 週 下 週 

教 唱 

暫 停 暫 停 

幼幼班 

中小班 

高小班 

少 契 聚 會 暫 停 暫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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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息通知： 

壽中議會 

  壽山中會第五十屆第三次議會訂於9月16日舉行，本會李子和牧師、

史耿忠傳道師、林正彥代議長老前往參加。 

聖經學院紀念主日 

下主日是新竹聖經學院紀念主日，院方委派周秀雲傳道師前來本會請

安＆報告，請兄姊關心及代禱。 

週一查經班  

  9 月 13 日(本週一)查經，範圍：使徒行傳 25～28 章。 

本週讀經進度   

 歷代志上 4章 21 節～10 章 14 節。 

 

五、團契園地： 

青年團契消息 

 本主日禮拜後11:30 在圖書室召開本年度第四次同工會，請同工出席。 

夫婦團契消息 

 凡參加團契一日遊的契友及兄姐，請於9月 20日(下週一)上午 07:30

分在三民國小搭車或07:50 分在明誠中學搭車，並請攜帶隨身藥品及

保暖衣物。為配合國家防疫中心規定，請參加契友及兄姐勿在車上飲

食(喝水除外)本次旅遊不提供早餐，請契友及兄姐上車前，將所攜帶

早餐食用完畢，並全程載口罩，敬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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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年團契消息 

 一、9月 10日第 4次委員會議決議如下: 

    訂於9月 28、29 日（週二、三）舉行台東靈修旅遊（高台茶園、

池上、小野柳、卑南大圳、琵琶湖，住宿知本東台飯店），契友

每人報名費2,000 元，非契友每人3,000 元，名額 30 人為限（依

繳費先後次序）額滿為止，請向副會長許義成長老或會長李恩賜

長老報名。 

     9 月份一日遊事工因疫情緣故停辦。 

    訂於11月 12 日(週五)下午 3:30 於橋頭糖廠舉行夕陽禮拜。 

    新、舊委員及詩班聯誼會因疫情緣故停辦。 

    訂於12月17日（週五）上午11:30於 WO餐廳舉辦忘年會及10-12 

月份慶生會。 

     12 月份一日遊事工因疫情緣故停辦。 

    接納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於10月 15 日（週五）上午11:00～  

12:00 的事工分享，分享內容為如何從事醫療宣教和末期病人的

靈性照護。 

 二、壽山中會松年部原訂於10月 1日 9:20（週五）假林皇宮餐廳舉辦

「重陽敬老大會」，因疫情嚴竣暫停辦理。 

六、代禱事項：    

請為身體欠安與心靈軟弱的兄姐代禱。 

請為璨樹颱風對台灣農漁業的影響代禱。 

請為受 COVID-19 影響的人事物代禱。 

請為台海在國際間維持和平的狀態代禱。 

請為阿富汗局勢動盪中受苦的人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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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盡亨通―基督徒的成功？ 

聖經：詩篇 1:1-3；王下 18:1-7                     李子和牧師 

引言 

本文以「一盡亨通」為題，取自啟應文第一篇（詩篇第一篇第 3

節），而按照希伯來文聖經中所使用的字眼，所謂的「亨通（tsaw-lay'-akh，

和合本譯為『順利』）」多半被解釋為「prosper（動詞）」，即「昌盛、

成功、興旺」的動作，因此也以本文探討「基督徒的成功？」。當然，

基督徒對成功的定義，因為受到聖經教導的影響，不一定等同非基督徒

理解的成功，而若是又進一步來說，對於不一定熟悉希伯來文聖經的台

灣人基督徒而言，從自己的處境所理解的「昌盛、成功、興旺」，或許

也會與聖經作者的觀點有所出入，如此的可能性，可以用一個故事來解

釋。 

話說，在中美洲有一個佔地廣闊的原始叢林，因為住在裡面的當

地人很少與外界接觸，因此，他們一直保存著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生活方

式。有一天，幾位來自亞洲的商人決定要去當地開發市場。不過，當地

之所以很少與外人接觸，其實是因為其中幾個部落有吃人肉的習慣。而

為了保護自己，商人們事先預備了許多珍貴的禮物，想要透過送禮的方

式與當地人建立良好的關係。而當他們看到當地人的首領收到禮物時的

反應，頓時覺得放心不少，因為，當商人們將禮物放在當地人的面前，

當地人的首領立刻向旁邊一群拿著武器的隨從比出大拇指，而那些隨從

們就也紛紛向商人們比大拇指。之後，商人們看見首領與隨從們開心的

大笑，又紛紛對他們比大拇指，就也跟著高興地笑了出來。 

不過，商人們的高興沒有維持很久，因為，他們很快地被那些帶

著武器的當地人給抓起來，帶到一個很大的籠子裡。而在那個大籠子的

旁邊，商人們發現有一個人正在劈柴，並且，他看起來好像也是亞洲人。

於是，商人們就問那個人：「你是亞洲人嗎？」那位正在劈柴的人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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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對商人們點點頭，然後，他反問商人們，說：「剛才，那些人對你

們比中指？或大拇指？」商人們說：「大拇指」。那人說：「對他們來說，

中指是『高大』，所以是『能作工』的意思，至於大拇指，則是代表『肥

短』『可食用』……」說到此，那人搖搖頭，說：「不能再跟你們廢話了，

我要趕緊劈柴，他們應該快要來催我去生火了…….」。 

在不同的文化中，「大拇指」的象徵意義可能不同，相類似地，在

不同的處境，「亨通」可能也有不同的解釋或定義。以此來看，當現代

聖經讀者將「自己的處境對『亨通』的解釋」直接套用在「聖經作者對

『亨通』的解釋」，則若是兩種解釋並不全然相同時，極可能地，那會

讓現代聖經讀者對聖經中關於「亨通」的教導產生誤解或曲解。因此，

本文以「一盡亨通」為題，想要從聖經裡所記載的事件探討亨通的定義，

同時也以聖經裡對亨通的定義與台灣處境對亨通的可能見解作比較。而

在兩相比較以後，期待能讓現代基督徒省思「如何照著聖經的教導一盡

亨通？如何在非基督徒佔多數的台灣處境中作成功的基督徒？」 

一盡亨通？從希西家王的經歷來看…… 

列王記下的經文中提到「耶和華與他同在，他無論往何處去盡

都亨通（saw-kal'）。他背叛、不肯事奉亞述王。」（王下 18:7），因

此，聖經的讀者或許可以將希西家作為一個「探討亨通」的例子。當然，

聖經作者用來描述希西家的「亨通（saw-kal'）」，從希伯來聖經看來，

顯然與詩篇第一篇的「亨通（tsaw-lay'-akh，和合本：順利）」並不是

相同的字眼；不過，從多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徒所使用的《台語漢字

版聖經》看來，兩處經文既然都可被翻譯為「亨通」，且在字義解釋上

也都有 prosper（昌盛、成功、興旺）的意思，則雖然兩個字眼並非相

同，但對於以台語聖經為主要閱讀版本的台灣人基督徒而言，在字義上

有著相同解釋的兩個字，還是可以被一起用來探討「亨通」對台灣人基

督徒的意義。甚至，兩個字所屬的兩處經文（詩篇第一篇與列王記下十

八章），也可以讓生活在台灣處境的聖經讀者作為相輔相成的資料。 

當然，《詩篇》第一篇也被編列於聖詩後面的啟應文裡，因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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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列王記下卷對希西家的描述，或許，多數台灣人基督徒更為熟悉的

是詩篇裡的那一句經文 - 「他所做的一盡亨通（台）」。若是從希伯

來文聖經來看，此句經文中的第一個動詞是「做」，第二個動詞則是本

文想要探討的「亨通（tsaw-lay'-akh，）」，而因為該動詞是 Hiphil 

3.S.imp.，於是可以讓讀者將「亨通」理解為「使他亨通」（causative

的用法，例：「吃」的 Hiphil 是「使他吃/餵養」）。當然，如果以多數

台灣人習慣的「因（功勞）果（利益）」觀點來看，「使他亨通」似乎

是前三節經文（詩篇 1:1-3a）的結果，而若是如此，對於台灣人基督徒

而言，就有可能將「使他亨通」理解為「因為某人努力達成第一至三節

的要求，所以，上帝『使/給』他亨通」。 

對於上述說法，從現實生活中看來，大概有人會提出質疑，問道：

「為何某些人努力於前三節經文所提出的行為，卻不但沒有亨通順利，

反而是遭遇如行惡者的結果？」顯然地，上述的情況可以從聖經中所記

載的希西家身上看見，因此，此人的經驗可以成為聖經讀者探討的例子。

而從列王記下的十八章的記載看來，作者在論及希西家的一盡亨通以後，

若是按照「功勞帶來利益」的觀點，則希西家大肆改革、廢除丘壇、毀

壞偶像、背叛亞述、出兵攻擊非利士人……之後，一盡亨通的他應該是

要所向披靡，甚至要將亞述帝國除滅並重建大衛帝國的雄風。不過，聖

經作者卻在「希西家一盡亨通」之後提到（王下 18:13-16），此人作王

的第十四年間，亞述王開始攻擊猶大國，而當時，希西家不僅沒有重振

大衛帝國的雄風，反而，他低聲下氣地向亞述帝國求饒，甚至，他還將

聖殿中的庫銀作為給亞述的賠款。 

對於受強權欺壓的希西家，亞述王極盡所能地污辱。按照聖經作

者的描述，亞述王派使者謾罵西希家，逼問他：「你所倚靠的有甚麼

可仗賴的呢？你說有打仗的計謀和能力，我看不過是虛話。你到

底倚靠誰才背叛我呢？」（王下 18:19b-20）亞述王的使者對希西家

極盡所能地嘲笑，狂妄地在南猶大國百姓面前誇口叫陣，而當猶大國的

使者聽見如此羞辱人的論調，曾企圖請求他們改用猶大百姓聽不懂的亞

蘭文說話；可是，亞述王的使者不但不給面子，反而想以辱罵希西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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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誘騙百姓投降的手段，因此，他們對百姓說：「你們不要被希西家

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們脫離我的手。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倚

靠耶和華，說耶和華必要拯救我們，這城必不交在亞述王的手中。」

（王下 18:29-30） 

透過羞辱希西家的行徑，亞述王的使者企圖誘導猶大國百姓拋棄

對希西家王的信任，並且，連帶地，他們還挑撥那些正在戰爭中驚慌害

怕的百姓離開上帝。而面對強敵的軍隊與酸言酸語，西希家已然在被霸

凌中感到束手無策。畢竟，從當時的國際局勢看來，希西家的心裡很清

楚，亞述帝國在十年前出兵殲滅北國，已經將撒瑪利亞城的百姓強擄到

亞述。如今，那群惡人既然已經攻佔耶路撒冷的保護城，則在奪取那易

守難攻的拉吉以後，他們若是要進一步攻下南猶大國，其實只是時間上

的問題。看來，如果以「因（功勞）＆果（利益）」來看希西家的一盡

亨通，可能會讓聖經讀者感到相當疑惑，畢竟，從當時險惡的局勢看來，

希西家背叛亞述帝國的結果，乃是讓他宛如落入一個看不見未來的黑暗

幽谷。甚至，如果以詩篇作者的論述來看（詩篇 1:6b），或許，希西家

在當時險些走向滅亡的遭遇，還會讓人誤以為「他是因為行惡，才會面

對惡果」。 

當然，聖經讀者可以從後續的經文知道，希西家在危難中仍然堅

持要信靠上帝，並且，他在看似絕境中選擇前往聖殿向上帝祈禱，迫切

地懇求上帝拯救猶大國脫離亞述軍隊的威脅（王下 19:14-19），而上帝

則是透過先知以賽亞告訴希西家，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

說：『你既然求我攻擊亞述王西拿基立，我已聽見了。』 ……」

（王下 19:20）之後，上帝斥責亞述王的所言與所為，並以令人料想不

到的方式攻擊他們，讓亞述軍隊一夜死傷慘重，也讓亞述王逃回尼尼微，

甚至，那猖狂的惡人後來在自己所崇拜的偶像廟宇中被自己的兒子暗殺

奪權（王下 19:35-37）。若是從欺壓猶大國的亞述王受到嚴厲的責罰來

看，猶大國與希西家王似乎是脫離了亞述所帶來的苦難；不過，如果從

遭受苦難到脫離苦難的過程來看，似乎讓人對「希西家是一盡亨通」的

說法產生進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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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從台灣人生活的處境來說，「一盡亨通」可能是類似「一帆

風順」的觀念；不過，從希西家的經驗看來，聖經作者所謂的「亨通」，

顯然已經讓聖經讀者發現「一盡亨通，也可能會遭遇苦難」。而如果考

量「亨通」仍會「受苦或受剉」的事實，則可能，亨通的這個動詞應該

是與「沒有受剉/順利」沒有緊密的關係。也就是說，某人不會因為「亨

通」而使自己得到平順或不順利，因為，「亨通」並不是關於平順或受

挫的動詞。若是如此，則想要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可能就會進一步問說：

「聖經所提到的『亨通』是關於什麼樣的行動？」顯然地，希西家信靠

上帝、除滅偶像、遵循律法……等行為，雖然被聖經作者描述為「一盡

亨通」，但他卻在後來經歷極大的苦難、沒有一帆風順，因此，從希西

家的經驗看來，讀者只能知道「亨通不是一帆風順」，至於上述的問題，

若是要進一步探討，則需要再多加思考。 

從希西家的經驗看來，一盡亨通並非是一帆風順，而既然如此，

則亨通（prosper）就不能被視為「風調雨順」，甚至，當聖經作者描述

希西家為一盡亨通以後，他還因此遭受亞述王的攻擊與伴隨而來的苦難。

看來，詩篇第一篇第三節所言的「他所做的一盡亨通」，若是從聖經列

王記下的實際案例看來，讀者應該是不能以「功勞＆利益」作為理解的

方式。換句話說，聖經讀者不能以為詩篇第一篇的前三節是讓人獲得一

帆風順的途徑，更不能將之解釋為「有拜有保庇」；甚至，反過來說，

當惡人行了後三節所描述的惡，也不見得就會無法一帆風順。當然，如

此的說法可能讓不少人感到不平，但從聖經記載與現實生活看來，「好

人落魄、惡人順利」的情況確實存在，因此，若是詩篇第一篇的作者忽

略如此的事實，其實也容易讓聖經讀者感到不解。 

對此，若是回到聖經第一篇的經文來看，當讀者考量「亨通，不

是指一帆風順」的觀點，可能就會發現，第三節經文裡的第二個動詞「亨

通（tsaw-lay'-akh）」，若是只限定在「使（給/賞賜）他亨通」，則可能

讓讀者無法將「他所做的一盡亨通」應用於希西家的實際案例。對此，

某些聖經讀者可能會想到，Hiphil 除了有「使（causative）」的用法，

還可以賦予原型動詞「宣告/視為（declarative）」與「使 A作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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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itive）」的意義，而若是以此來看，讀者就可以將詩篇第一篇前

三節所描述的行為「宣告/視為」亨通，並且，也可以將前三節的描述

視為「使人成為亨通」的行為。而若是以此觀點來看，則「不從惡人

的計謀…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按時候結果子」就是「一盡亨通」

的行動（兩個動作是對等的行為）。 

 

結語 

聖經中所謂的「一盡亨通」，並不是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一種「結

果」，因此，現代基督徒要避免以「有拜，有保庇」的觀念誤解亨通的

作為。從詩篇第一篇看來，聖經的作者提及「一盡亨通」時是採用動詞

的字眼，因此，「亨通」不是利益交換的結果，而是上帝喜悅的行為。

而論及如此的行為，記得曾在「勇敢亨通」一文中提過，從王上二章

2-3 節看來，當大衛說「這樣，你無論做甚麼事，不拘往何處去，

盡都亨通」，經文中的那個「亨通」，其實是指向前文的「這樣」，而若

是查考前文，則會發現那所謂的「這樣」，指的是「遵守耶和華─你 神

所吩咐的，照著摩西律法上所寫的行主的道，謹守他的律例、誡

命、典章、法度」，由此可見，大衛當年對兒子所羅門的遺言乃是「遵

循上帝旨意，就是亨通」（參 李子和，《和睦關係》，46-50頁）。 

遵循上帝旨意「等於」所做一盡亨通！因此，信靠上帝者若能不

從惡人的計謀、喜愛耶和華的律法…，就是亨通或成功的基督徒。當然，

生活在台灣處境的現代的基督徒，難免受到生活處境中的文化傳統所影

響，因此在前理解中可能帶有「功＆利」的觀念，於是誤以為「信靠上

帝就獲得一帆風順」，或者是將一盡亨通誤解為風調雨順或有拜有保庇。

不過，從聖經作者的論述中來看，基督徒的成功乃是認識並遵循上帝的

旨意，因此，信靠上帝的基督徒需要懇求主的幫助，讓我們堅持遵從上

帝的旨意，即便那可能引來如亞述王一般的惡者欺壓，導致我們如「受

苦的僕人」（以賽亞書 53 章），沒有令世人欣羨的名聲與地位，我們仍

要堅持繼續跟隨主而一盡亨通，盡心盡力在一切行為上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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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週聚會人數與奉獻： 

主日禮拜出席(三樓) 82 人 週三婦女查經班 7 人 

主日禮拜獻金 8.270元 週五松年查經班 18 人 

兒童主日學(學生) 暫停  週五松年團契  35 人 

週日少年團契 暫停 週六青年團契 6 人 

週一查經班 12 人 週六聖歌隊  18 人 

週二婦女團契 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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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禮 拜 程 序    上午十時 

 主禮人：李子和牧師                 司禮人：黃百勝執事 

等候上帝的話  

奏 樂…………………………………………………… 國萍、慧琪、翊蓁

宣 召…………………詩篇 117:1-2…………………司 禮 人

  萬國啊，恁著謳咾耶和華！萬百姓啊，恁著稱呼伊！ 

  因為伊對咱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永遠佇 。 

聖 詩…………第 67 首【我心讚美上帝】……………會    眾

祈 禱……………………………………………………司  禮  人

啟應文……………………(坐)24………………………司禮人•會眾

 恭受上帝的話 
 

讚 美……………「每一天都是主的恩典」……………聖 歌 隊

聖 經…………列王紀下 23:1-3、31-37……………司  禮  人

講 道

祈  禱

聖 詩

…………「從約西亞的改革再思亨通」…………

…………………………………………………

…………第 490 首【跟主的人有幸福】…………

主 禮 人

主 禮 人

會    眾

 
回應上帝的話  

奉 獻

報 告

……………(聖詩第 306首第 4節)………………

……………………………………………………

張麗容、何俊明執事

司  禮  人

介紹、平安禮……………【我用主的愛誠心愛你】……………會    眾

頌  榮………第 512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會    眾

祝 禱……………………………………………………主 禮 人

阿們頌……………………………………………………會    眾

會後詩……………………「耶穌掌權」…………………聖 歌 隊

默禱閉會 ………………………………………………………會     眾

金句：所行完全、遵趁耶和華律法者，此號人有福氣！(詩篇 1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