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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期的《青春路》里的《母亲
的手》，那年轻人最终並非只停留在“
感动”与“谢谢”，又或是抱着妈妈大
哭一场而已。而是“一声不响地把母
亲剩下要洗的衣服都洗了”。我想，这
就是行动的表现了。有的人常把“感
恩”、“谢谢”挂在嘴边，却没有任何
的“行动”，这就是《圣经》里〈雅各
书〉2:15-16所责备的：“若是弟兄或是
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
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
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卻不给他
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信，无善行是死的；同样的，感恩，而
没有行动表现，往往也是没意义的。

因此，我们若口里说感谢上帝，感
谢父母、师长、亲人、朋友等，在某些
时候也应该想想该如何以实际行动来表
达呢！

庆伟：“子恩，来临的星期四你们有空吗？我想邀请你和凯欣来我家庆祝感恩节。”
子恩：“感恩节？没听过耶！下个月圣诞节我就知道。”
凯欣：“感恩节也没听过吗？没什么常识哦！哈哈！但也不能怪你，因为在马来西亚的确

不流行庆祝感恩节。”
庆伟：“我在美国住了好一阵子，感恩节可是那里的大节日，是公共假期呢！”
子恩：“哦？为什么会有感恩节啊？”
庆伟：“据说在1620年，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船载了一批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到美

洲。那年的冬天，很多人饥寒交迫，有的还染病身亡。然而，活下来的人就在印
第安人的帮助下学会了狩猎、种植，并在来年丰收呢！新移民就邀请印第
安人一起庆祝，感谢他们的帮助。1941年起，在美国，感恩节是在每
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并从这一天起放假两天。”

子恩：“哇！你怎么可以一口气讲得这么顺畅啊？”
庆伟：“哈哈！那是因为在你出现之前，凯欣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我就上网从维基百科那里找来详细的答案回答她咯！”
子恩：“哦！臭凯欣，你还好意思讲我‘没什么常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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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要有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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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嘴里虽说谢

谢，却未必真的“心存感恩”，懂

得感恩是一项很正面的个性特质。对于感

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对于一些人，你

只需为他做一点小事，他就会对你谢个不停，真心感激；有一些人，纵

然你为他付出许多，他却觉得那“没什么特别”，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也

有的人只会为大事感恩，而忽略了所谓的小事。其实，感恩不该只是看到别人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也应去珍惜他人为我们所付出的。

从青年团的营会回来后，突然觉得自己感恩的心真的不大。不是有天大的喜讯，我

是不会觉得有什么好感恩的。然而，透过营会，我发觉若可以为着每一件大小事情感

恩，自己往往还会是受益者呢！因感恩可以带来极大的喜乐。

那营会玩了一个叫“守护天使”的传统游戏，要每一位参与者用抽签

的方式抽自己的“主人”，之后就负责照顾他，但整个过程都不能让

他知道你就是他的“守护天使”，直到最后一晚才公布。在公布的

时候，许多人都围绕着一些平日没放在眼里的事情，谢谢他们的“

守护天使”，例如，一封表达关怀的信，一盒提早得到的饭，一

些小零食之类的。这些事都不是我们平日所缺的，对我们而

言，那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当我们真正去思考，这一

切并不是别人一定要为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感恩。

回想我们日常的生活，是不是也有数不尽的“小天

使”？只是，我们却不敏感，常常缺乏一颗

感恩的心，让每一个可以感恩的事件都

变得稀松平常和理所当然……

故事来源：http://www.duwenxue.com/html/805/805702.html

母亲的手最近看了一篇朋友在面子书上分享的小故事，颇为
感动。这篇故事名为《母亲的手》，网上挺容易找到的。故事大概是谈到一名成绩相当优秀的年轻人，去申请一间大公司的

经理职位。在面试的最后一关，却被董事长要求回去给他母亲洗一次
手。原来，董事长得知年轻人的父亲在他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他的母亲

靠着给人洗衣服来过生活的。董事长要求看看年轻人的手，见到的却是一双洁

白的手。年轻人说母亲总是要他多读书，不让他帮忙，而他的确也认为母亲洗衣
服比他快得多。就这样，董事长要求他回家给母亲洗一次手。年轻人先是没察觉什么，回到家后就高高兴兴地要给母亲洗手。然而，他却边洗边掉

眼泪。他第一次发现母亲的双手长满老茧，有个伤口在碰到水时还会疼得发抖，他第

一次体会到母亲每天就是用这双有伤口的手洗衣服为他付学费，扛生活。给母亲洗完
手后，年轻人一声不响地把母亲剩下要洗的衣服都洗了。当天晚上，母亲和孩子聊了很久很久……第二天早上，年轻人带着红肿的眼睛去见董事长。董事长请他说出心中的感

受。年轻人说：“第一，我懂得了感恩，沒有我母亲，我不可能有今天。第
二，我懂得了要去和母亲一起劳动，才会知道母亲的辛苦。第三，我懂得了家庭亲情的可贵。”

董事长后来告诉年轻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录取一个会感恩，
会体谅別人辛苦，不是把金钱当作人生第一目标的人来当经理。年轻人最后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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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哥，你就好，终于自由了！毕业后离开家到
外地念书，想吃什么没人管，想做什么，也
都没人限制，感觉多么的美好啊！”

哥哥：“阿弟，说实在的，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不知为什么，日子久了，我竟会怀念家里
的温暖，有时候，还会想要被人唠叨一下
呢！”

弟弟：“你不是吧？转性了啊？”

哥哥：“没骗你，有时候我真的会突然间想要回家尝
一下那外面吃不到的菜肴，听一下那怀念已
久的声音耶！那天我才领悟‘树欲静而风不
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意思。”

弟弟：“我以为这些句子只可能出现在文章里，真没
想到也会出现在我铁汉子哥哥的口里。难怪
这次回家你对爸妈的态度有这么大的改变
啦！”

哥哥：“想想，以前……以前……我们都把爸妈的付
出当作理所当然的。爸妈视我们为宝，我们
却视他们为草……”

弟弟：“哦哦哦！这可是你自己而已哦！别‘我们我
们’地把我也给拉进去！”

凡事谢恩
《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
到18节，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
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
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
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
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是许多基督徒耳熟能详的经文。
其中“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更是我们常挂在嘴上
的，我们却不常流露出这样的生
命。《圣经》说“这是神在基督耶
稣里向你们（也就是世人）所定的
旨意”，若是神的旨意，必定是对
我们有好处的！因此，若要过合神
心意的生活，就要学习“常常喜
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了。这
一期我们的主题就是特别着重在“
凡事谢恩”。

对于感恩，我把人分成三种：

第一种人，好事坏事都
不会感恩。

第二种人，好事感恩，
坏事不会感恩。

第三种人，好事坏事都会
感恩。

基本上，一般的人都不可能出现“
好事不会感恩，坏事感恩”吧！人
们往往会为所拥有的，也就是所谓
的“好事”感恩，但这只做到上帝
要的“一半”。上帝要我们“凡事
谢恩”，其中就是包含了“好与不
好”的事情。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却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操练的性
情之一。

这个小故事可提醒了我们什么吗？我们是否忘记了为
父母的付出献上感恩？当我们叛逆，父母忍受了我们
的过犯；当我们忙于工作，父母体谅了我们的忙碌。
他们这样做，并不只是出于责任，往往还出于那颗爱
我们的心。父母默默的付出造就了我们的未来，却不

求回报，就像故事中的妈妈，双手生满了老茧，也没
半点怨言。往后，无论我们的成就再高，薪水再多，父

母所要的常常只是我们的关怀。感恩也得付上小行动，让
我们学习先从一些基本的事做起：

花时间陪父母做一些他们喜欢的事情，又或是动手帮忙他们正在做的
事。即是陪伴，也是帮忙。

与父母用餐时，帮他们夹菜。这并非他们做不到，而是借此表达我们
对他们的敬爱。

主动和父母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大部分的父母都期待了解一些与孩
子有关的人事物，与父母聊天会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愿意与他们亲近。

睡前醒后，对父母道安。这快是失传的礼仪了，可以考虑重新培养。

现在的我们都有着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环境。因此，我们很难体会
到长辈们以前的生活，也不明白他们那时候的劳苦。有一位长辈曾对
我说，他小时候的愿望是有一架超级大的黑白电视机，而那电视机最后
也没出现。长辈随后说：“还好我没得到那电视机，要不然真的不知有何
用。”当然，这是年代的不一样。

许多年轻人都在理智上知道父母的辛苦，知道他们为了我
们而打拼，却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以实际的行动表达感谢。如果
今天父母要求我们帮忙他们做一些小事情，我们会答应还是
拒绝？其实，父母一般都不会希望我们给他们买什么，却希
望我们了解他们的心意，并付诸以行动。可想过他们希望什
么？就让我们花些时间认真想想，到底我们的父母希望我们
做什么？我们又可以怎么做呢？什么时候实际行动？

想想看，动手写下，并真实行动吧！
① 　 　　④ 　 　

② 　 　　⑤ 　 　

③ 　 　　⑥ 　 　

俗语曰，“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
不在”。不要因为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忘了
家里那两位默默为我们牺牲不少的父母。
一个小小的慰问往往能为父母带来不小的
感动，何乐而不为之？今天就用我们的爱来
温暖父母的心吧！

感恩
父母 小 笑 话 一 则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爸爸：“小星，爸爸今天教你一句谚语——‘天下沒

有白吃的午餐’……”

小星：“不会啊，我不是天天都在家白吃早、午、晚
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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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希望与力量

的来源！

且看

尼克·胡哲

的感恩……

尼克·胡哲
（Nick Vujicic），

1982年12月4日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塞尔维亚裔澳大利亚籍基督教布道家。他也是“没有四肢的生命”（Life Without Limbs）组织创办人、著名残疾人励志演讲家。尼克·胡哲天生没有四肢，
但他勇于面对自己身体的残障，同时创造了许多生命的奇迹。

尼克·胡哲，他非但没有因为残缺而埋怨，反之，他为着这一切而感恩。
大家可别认为他是一出世就可以为他的残缺感恩！他曾经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只是最终仍没有这么做。他积极地“选择”了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努力为主发光

做盐！当我们还在埋怨我们所不满的外貌与身材，尼克却是对自己少了的四肢这么说：

“那又如何？我不在乎了！”；我们还想要更多更好的时候，他已经为着他所拥有的

感谢上帝了。

人们常觉得自己是唯一承受“这痛苦”的人，觉得已是“苦不堪言”
，却没醒觉那是因为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的痛苦上，而没看到在这世

上，仍有很多人和我们承受着同样的，甚至是更大的苦难。只是
有些人选择了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有些人则选择了勇往
直前，仍然感恩！尼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人们很难靠自己

的能力为难过、不如意的事感恩，但基督徒是可以靠
着那加我们力量的上帝，凡~事~谢~恩！我们之所以仍然可以感谢，那是因为相信我们的一生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无论如意或不如意的事，都是经祂允许才会发生的。

　沁茹 　

“凡事谢恩”的确是

要好好学习的功课。就

像尼克·胡哲，即使生命

中有不如意，他仍然感恩。举个

例子：我们身边或许会出现一些坏

我们大事的人，但我们还是可以感

恩，因为坏事的人可能让我们学到

如何作出紧急应变。环境也一样，好的环境

可能成就我们，我们应该感恩；坏的环境

可能让我们受挫，但也可以塑造我们坚

毅的个性特质，提升我们处理事情的

能力，所以也是值得我们感恩。

　 大卫传道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

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

迦前书〉5:18）我觉得人生最要学习的功课

之一，就是感谢给我们生命并爱我们的

神。这个操练不但能够时刻调整我们的心

态，而且可以带来医治受伤心灵的效果。

当我们遇到困难，或受到伤害，仍向上帝

感恩，就表示我们更愿信靠祂。感恩和信

心的表现不但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也是

一种面对逆境的积极心态，虽然我们当时

不知道遇到困境的理由或前因后果。这是一种

超自然的操练与体验，需要我们凭信心向

上帝支取。所以，赶快操练“凡事谢

恩”吧！这能够使我们一生受益

无穷哦！

　 荔娴 　
我觉得越喜欢埋怨的人就越不会感恩。如果爱迪生在失败的时候只会“怨天尤人”，我想他就无法发明电灯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恩，但我相信他没有让失败击垮，停留在埋怨。一份感恩的心带来的不仅是希望，也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当我们学会凡事感恩，我们的世界就会变美了，因为我们不会停留在挑剔而忘了前进。人要懂得知足才能

拥有感恩的心。

且看看不同的人对感恩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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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人的好无动于衷往往是人们忽
略感恩的原因。举个例子：当我们考到好
成绩，我们可能只想到要如何庆祝？要
向谁讨赏？未必想到要谢谢曾在课业上帮
助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对他人的好无动于
衷。

 今天，我们身边有许多朋友，但我
们不以为然。忘记了我们有烦恼的时候，
朋友成了倾诉的平台，那可能需要花上
几个小时或是更多的时间，但他们拔出时
间，且积极聆听并安慰。然而，我们很可
能也没什么感觉，可能认为没什么大不
了，又或是随口扔下一两句有口无心的“
谢谢”。其实，世上没有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真该学习“凡是感恩”。 

当我深入思考，我发现自己与一些朋
友常埋怨的都是一些小事情。有时想想，
为什么生活比我们更辛苦、更困难的人,
可以开心地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我们却
不可以呢？道理很简单，当我们活在一个
比较“富裕”的环境，我们习惯了，就不
感觉那是“幸福”；反之，他们因着长时
间生活在“缺乏”里，一旦出现小小的“
幸福”，就会很感恩与珍惜，因为他们知
道“幸福”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种恩典。

打开报章新闻，世上的确有很多活
在贫苦、灾难国家的人民，他们常是三餐
不得温饱，往往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苦
难，生命更是朝不保夕。当他们之中也有
比我们更懂得感恩的人，我们是不是非常
应该叫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啊？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 

啪！

哎，这个

刚买的手机

真糟糕。

哎，又要破费，

早知不要

那么冲动。

感谢神，
今天不用
挨饿了。

他才吃
几口而已。

不好吃，
丢掉吧！

那换过算了...

咦？这面包

口味好像不

是我要...

哎，这个

刚买的手机

真糟糕。怎么啦？

搜 寻
学会珍惜
小幸福

学习“感受于
他人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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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上中、英文全名（勿仅填上洋名及姓氏）及地址。
★填上教会或机构的中、英文全名及地址。

（请用端正字体）

中文名：______________ 英文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订户编号：____________ 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　年龄：_____　性别：○男  ○女

称谓：○牧师 ○传道 ○夫妇 ○弟兄 ○姐妹　职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派：○卫理公会 ○福音堂 ○巴色会 ○长老会 ○神召会 ○全备福音堂 ○圣公会 ○浸信会

○播道会 ○信义会 ○独立教会 ○S.I.B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号：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　地区：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教会（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督徒订户需填写）

教会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会订户务请盖章）

索阅表格：本刊免费赠送（请务填妥以上资料，否则无法处理，谢谢！）

○《文桥》　数量：_____本（新订户需填写） 　　　○更改数量：_____本 　　　　○停订

○《青春路》数量：_____本（新订户需填写） 　　　○更改数量：_____本 　　　　○停订

○更改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凡欲“更改地址”、“更改数量”或“停订”，
须把《文桥》或《青春路》信封上的“地址标签”
标签于此，否则无法办理更改手续。

标签
我愿意奉献：RM___________予 ○《文桥》杂志／○《青春路》杂志

奉献请寄至：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40,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Batu 31/2, Jalan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支票、汇票抬头请写：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Kristian Malaysia 支票、汇票后面注明“奉献”及您的姓名。
或直接存入银行户头：Maybank Bhd. A/C NO：014039-222178 请务必将收据传真或邮寄到文桥。


文

：
杨

水
明

回想起来，我信主已经六年了。刚信主没几
个月，我就受洗，甚至有股冲动想当牧师

呢！那一两年里，我非常火热在教会事奉并对外传福
音，当然，少不了读经和祷告。那时的我，个性比较
极端，传福音时也常会批评其他宗教。在家也老是讲
一大堆道理，但生命没什么见证，甚至亏欠主名。

我曾在咖啡店打工，也当过小贩。两年前进入餐
馆当厨房助手，那时候，我的信仰生活已渐入低潮，
也与一些非信徒来往甚密。工作时，我与一些人发生
摩擦，这无疑给了我极大的打击与考验。

“现实”让我渐渐对信仰冷谈；“朋友”让我
渐渐爱上了世界。我在教会里的事奉变得不再那么热
心，在外也没什么传福音，读经祷告自也是少了。在
这期间，我开始迷失方向，又恢复信主以前的空虚
感。似乎很多声音告诉我：“要去大城市”、“要赚
大钱”之类的。那时候，我也在殷勤地讨好着某个女
同事，这都让我疲惫不堪。我的心很累，活得很不开
心。

有时想想：为什么我信主了仍会这样？但感谢
主，祂保守了我的心！主不断在我内心深处挑起我之
前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与了解。虽然我仍有挣扎，
但因着圣灵的保守，我的信仰价值观重回正轨，而我
也渐渐地把那女生放下……

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但寻回了起初的火
热与理想，就连信心、恩赐与品格也随之增长。我已
经决定了，我不再想要赚什么大钱或去什么大城市，
我只想要完成上帝给我的呼召与使命。当然，有机会
赚大钱我会要；有机会遇到心仪的人我也要，但我不
再强求。我下定决心要叫任何会妨碍我与上帝关系的
事件“滚开”，我不想再像之前那样活得没意义。想
为自己好好计划一下，我现在要好好自修神学，好好
存钱，希望可以在三十岁左右正式念神学和买间小房
子。

六年了，我信主不知不觉已经六年了，但那起初
的异象从不曾改变。我想通不到半年，现在的我活得
非常充实与喜乐。我深信，只要我坚持下去，并完成
主所托付我的，我就会一直都过得充实与喜乐…… 

寻

回

失

落

的

火

热

与

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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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

消

昨天的主日信息给我一股极大的
冲击力。讲员是来自纽西兰的

张牧师。张牧师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是：《
文化使命：我们掌管世界》

张牧师透过分享《旧约》里的一些人
物，让我再次深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
都能！我们实在需要好好操练对上帝的信
心。而文化使命，是很多基督徒会忽略的。

面对世界上许多的冲击和违犯《圣
经》原则的，我们有没有勇气出声？我们
能够为之多做些什么？还是，静静在一
旁，读自己的《圣经》，把自己和上帝锁
在教会里？就比如说，世界谈同性恋该合
法，我们又如何回应呢？

所幸，上帝不会被我们锁住。祂必然
在这个土地上彰显祂的公义和慈爱。

虽然这个土地已经生病了，但相信上
帝仍会怜悯我们。张牧师告诉我们，在纽
西兰国会开始前，都会先做祷告，国歌也
是以上帝为先的歌曲。然而现在，这个基
督教国家，已经拱手让给敌基督的领袖来
统领了。目前也要取消开国会会议之前祷
告了。

我听了既震撼又难过。我个人很喜
欢在开会前和大家一起做祷告，这是因为
希望所做的每个决定，都能够合乎神的心
意。信息结束前，牧师提出让人思考的两
个问题：1）上帝目前，要差遣我们吗？

2）我们愿意被上帝差遣吗？

被牧师呼召站起来的人不多，我却
毅然站起来。虽然我对前方的路，以及自
己的恩赐有许多的迷茫与不解，但，我仍
然愿意凭信心让上帝差遣。我向来告诉上
帝：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往那未知的方向。

对我而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
容易，毕竟我只是个普通人，有自己的牵
挂。但是，上帝是那信实、永恒的上帝，
更是我的创造者，在我未信祂以前，祂已
经在寻找着我，看顾着我；在我未出母腹
以前，祂也已经知道了我，晓明了我。 

这么多年来，祂给了我许多的确据，
祂就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前面那未知的路，有祂与我一起，我
还怕什么？

文化使命
C u l t u r a l 

M i s s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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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欣

球

谁
是
后
藤
健
二
 ？

“我所报道的‘前线’，是那些在战争中遭受
着难以想象的苦难，却仍顽强地继续生活

下去的人们……”
“我怜悯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话想要

倾诉，如果我能够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全世界，也许可以帮
助他们找到脱离苦难，终结战争的方法。只有那样，我的
工作才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后藤健二，一名日本的独立记者，死于2015
年2月1日。

2014年10月2日，他经土耳其进入叙利亚，6日回
国，22日再次深入虎穴，为营救一位日本同胞，最后遭
ISIL恐怖组织（自称伊斯兰国）劫持为人质并杀害。

日本人质新闻被报道时，有些人觉得他这样的举动是
鲁莽的，也让国家陷入两难的窘境里，因此他须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而他的家人也为他向公众致歉。

是的，他的确是可以避免死亡的，却因着“我有门
路，必须得去”，于是舍下家人、工作等美好事情，为的
是要救一个在叙利亚认识不到一年的同胞——汤川遥菜。
也许，世人都不认同他所行的，但是，我在其中看到可贵
的友情。中国作家巴金说过：“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
象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
彩。” 《圣经》〈约翰福音〉 15章13节也说：“人为朋
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反观校园，校园常是友谊萌芽所在地，但霸凌事件层
出不穷，无论是言语或是肢体，校园不再安静了。那些外
在“强大的”，联手“够朋友的”，来“特别关照”弱小
的。我们扭曲了正确的价值观，竟然说要学会先发制人，
说要借助外在的优势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说弱肉强食是理
所当然，当真不认为是不该？

真朋友，非“酒肉”之友，而应该是彼此扶持，真诚
一致地愿为对方付出。不要让自己随着大环境，让爱心越
来越冷淡；更别要因着“过于灵巧”，而逐渐把驯良“放
生”。

后藤健二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我为能活在这个时
代而感恩，也许命丧异乡，无人收尸会很寂寞，但我知道
主耶稣会来迎接我，我就不会寂寞。”

后藤健二为朋友舍命，而在之前也有一朋友曾为他舍
命，那就是永不离弃他的朋友——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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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桥辅导热线电话：03-92877251

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am - 12.00pm、1.00pm - 4.00pm

网上信箱辅导：b_counsel@yahoo.com


信

箱
姐

姐
·

恩
乐

信箱姐姐：
 你好。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希望信箱姐姐可以帮助我。
朋友们喜欢找我聊天、谈心事。每次他们和我谈了之后，就感觉轻松许

多。所以，我很希望将来可以做一名辅导员，帮助更多的人。
	中六成绩揭晓，我毫无犹豫选择报读辅导系。虽然家人一直反对，觉得这

是没有“钱”途的工作，但我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祂让我看见我有辅导人的
恩赐。同时，上帝也让我可以进入国立大学就读，减轻家人的负担。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个科系。这个科系需要背很多心理学理
论，同时也需要找人做辅导，实践所学到的辅导技巧。结果，第一学期蛮多科
目的成绩都不理想，让我很难过。

	另外，班上大部份同学都不愿意和我同组做功课。或许是因为觉得我很
差，怕我拖累他们吧！当我请教他们，他们都不愿意教我，觉得我很烦，一直
问他们功课。所以，在班上没有可以谈得来的人。

这段时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过，觉得很孤单寂寞。功课不会做，成绩又不
好，又没有朋友，让我很想放弃。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读这个科系是否是上帝的
旨意。若是上帝的旨意，为何让我在求学的路上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我应该转
系吗？但又怕家人反对，因当初是我自己坚持的。可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再读下
去，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迷茫的女孩

这
是
上
帝
的
旨
意
吗
？

迷茫的女孩：
 你好。看起来你很难过、沮丧吧！

成绩不理想，加上朋友不愿意帮助你，让
你觉得挺无奈的。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
是否真的不喜欢“辅导”？又或是不喜欢
这个课程里的部份科目？比如说你可能不
喜欢心理学理论，但你喜欢“辅导技巧”
、“儿童辅导”的科目？

其实，每个科系都可能有自己喜欢和
不喜欢的部份。那是不是要因着自己不喜
欢课程的部分内容，而选择不读了呢？将
来无论从事哪一份工作，也都会有自己喜
欢和不喜欢的部分，没有一份工作可以完
全满足一个人所有的要求。所以，对于你
不喜欢或不会的科目，的确可以考虑挑战
自己、克服困难、寻求突破，继续努力学
习！

另外想说的是，成绩不理想的原因有
很多，如：语言、不了解、下不够功夫、
没有作答技巧等等。所以呀，最重要是对
症下药，找出原因所在，并想办法解决
它，那样成绩慢慢就会进步了。人生是越
战越勇，不要一遇难题就逃避。我仍建议
在课业上有不明白的话，可以请教讲师或
愿意帮助你的同学。只要你愿意敞开心，
真诚向人请教，相信还是可以的。你可能
是在一开始寻求帮助的时候就遭遇挫折，
所以之后就不敢再尝试了，我想该不至于
全班同学都不愿意向你伸出援手，所以，
盼你不要轻言放弃！

当然，是否转系的决定权仍在你手
中，你可想过，如要转系，你打算转什么
科系？对於可能面对的问题有解决的方案
吗?要相信我们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时
候，这不过是选你所爱，又或是爱你所选
的问题罢了！

在信中你提及不知道读这个科系是
否是上帝的旨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遇
到难题，就会质疑当初自己所做的决定是
否正确或合神心意？我想，上帝的确会以
特殊的方法来显明祂的旨意，但这并非绝
对，而在这时代更是不多了！上帝的心意
都显明在《圣经》里，故只要在没有违背
《圣经》大原则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认
真把手上的事情完成。

当考验来临，我们也可以以《圣经》
的教导勉励自己：“我的弟兄们，你们落
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
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
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
欠。”（〈雅各书〉1:2-4）所以，上帝可以透过
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来塑造我们，使我们在
信仰里更成熟、坚定、也更有基督的样式。

希望你早日找着自己的方向。加油
哦！

以马内利 
信箱姐姐

j u n 2 0 1 5 T h e Y o u t h W a y _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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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

华
康

屈原的《天问》 　
屈原的《楚辞》、《离骚》、《天

问》、《屈原赋选》等皆是流传千古，至
今在中国文学发展史里仍占有一席之地的
著作。

屈原生平的著作——《天问》首两
句：“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
形，何由考之？”译为白话，可解为：“
请问远古开始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
天 地 尚 未 成 形 之 前 ， 又 从 哪 里 得 以 产
生？”屈原在《天问》中，一口气提出了
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上自宇宙形成、天体
运行，下至四方地理、自然现象，中及人
类社会历史、历代兴衰，莫不穷究其理，
反映了屈原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探索。
《天问》说其时宇宙间明暗不分，一片昏
瞢，元气满盛，氤氲浮动，有像无形。

端午佳节，倍思上帝 　
端午节时想起屈原，一代爱国诗人流

传千古的事迹，可歌可泣。基督徒也可以
从屈原的身上，学习对探索上帝奥秘的孜
孜不倦精神。屈原的《天问》，在那么久
远的年代，就对天地和宇宙起源好
奇，并且设下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我
们更应当在这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
里，殷勤读《圣经》，认识上帝的伟
大与慈爱，开解心中的疑问。生活中的
万般疑难，其实都可以透过《圣经》，得
到最好的解答。

奠定信仰，忠心爱国 　
屈原作品富于忠君爱国思想，斥责

小人祸害国家，怨恨君主昏庸，具有振兴
楚国的抱负，热切追求理想，甘愿以身殉
国。屈原作品表现出个人品格高洁，不与
世俗同流合污，执着理想，坚贞不屈，态
度毫不妥协。我想，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也要为国忧思，为了国家更美好的明天发
声，表达我们对公义事件的立场。

端午节，吃粽子的同时，思考《圣
经》的圣洁，但愿可同心转化国家。基督
徒应该秉持着爱国之心，为这一个多元种
族的国家，殷切祷告。以《圣经》的教导
来具体落实我们爱国的行动，为更和谐的
马来西亚，献出我们的力量。沙能积成
塔，百川汇成海，众多基督徒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上帝的公义滔滔，信实和慈
爱，就会在这一片国土上显现……  

华人的节庆多源自传说，端午节吃粽
子的典故却源自现实。

自从知晓端午节的由来，便对屈原这一个
生于楚国的失意丞相有了粗浅的认识。屈原乃
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公元前 340 年出生于楚国
丹阳。逝于公元前 278 年于汨罗江。1953年
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
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
一。踏入2015年，今年正是屈原逝世2293周
年。

为国忧思，以死明志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常与怀王共商国

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
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
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公元前305年，屈
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荆之盟，但是楚国
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屈原愤而辞官自
疏，离开郢都，流落到汉北。

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顷
襄王二十一年，一个睛天霹雳般的消息深深打
击屈原：秦进攻楚国，占领郢都，楚国的建筑
尽被毁灭。楚国即将亡国！屈原满腹的忧愁愤
恨，尽都写成了诗篇。虽然他越来越老了，但
复兴楚国的希望，在他心头一天也没有熄灭。

屈原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昏昏沉沉的
走了几天，到了汩罗江边。他在清澈的江水里
看见自己的满头白发，心里像波浪一样翻腾起
来。联盟给小人破坏了，楚国面临危险，百姓
遭殃。屈原在江边踱着。他怀念郢都，怀念百
姓，为国焦心，心里惆怅，屈原决心用自己的
生命去唤起救国的醒觉，激发全国百姓的爱国
赤忱。他解下衣服，奋力向江心一跳。爱国诗
人沉下江水。那一天正是五月五日。 屈原死
后，百姓敬重他，哀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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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校长本想趁一身轻跟丈夫赴欧旅游，
后来从新闻得知元朗村的元田幼儿园面临关
闭厄运，老师与学生能走的都走了，只剩下
五个小女孩。出于怜悯心，她去应征，决定
接任为校长。村中人都称她“四千五百元校
长”，除了园丁都不如的薪金，她还要兼任
校工，打理各种琐事。“最低薪校长”的绰
号却使她声名远播。

虽然只五个学生，吕校长必须“走许多
里路”，来确保她们都来上课。譬如，一对
南亚裔姐妹，上幼儿园的车费涨价，家长索
性不让孩子上学，在家帮手剥芽菜。吕校长
探访她们，表示愿意载她们上学，令母亲喜
出望外。她探访每个孩子的家庭，才惊觉贫
困如何影响家中每个人。

一个女孩没来上学，吕校长就到她家去
探访。原来捡破烂的父亲病倒了，她留在家看
顾。校长与父亲交谈后，走到厨房，看到令
她心酸一幕：小女孩个子不够高，竟然脚下
绑住大铁罐垫高自己，在烧饭做菜，后来还
端出来给父亲与吕校长吃！那么小又那么“
懂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怎不叫人感动！

“你的梦想是什么啊？”若是大人这
么问大人，对方可能深感冒犯或威胁，反
问：“问这干啥？”但天真无邪的小孩问，
且说是吕校长要她们做的功课，大人却生气
不起来。一个的梦想是做飞机师，另一个是
想做运动健将。收养女孩珠儿的阿姨最令人
意外，她先要女孩保密才肯透露，原来她的
梦竟是做香港小姐！谁说大人没有梦想，只
是在残酷现实下，大多数梦想只能深藏心
中，无法实现，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待午
夜梦回时玩味，也只得无限惆怅。

吕校长曾拨电一位同道钱宝宜（语带相
关的姓名）求助，是否可为孩子申请一些援
助。一天收到他来电，要她无论如何都要抽
身见他。到了他的办公室，那里已有几位商
家模样的人在场，他就开始介绍一项宏图计

划，要在大陆设立幼儿园补习中心（对，没
听错），而吕校长就是指定的大使，连海报
都印好了（显然未经她同意）。他还说：“
到时，你是做大事的人，可以将那五个小子
抛诸脑后！”吕校长很不是滋味，一针见血地
说：“你现在是做财经，还是办教育？”她坚
持教育孩子是一对一的身教，以生命影响生命
的事，而不是以“教育与设施”为幌子，志
在发大财，说完愤而离去。曾几何时，办教
育已变质——以教育为门面，实为赚大钱。

吕校长继续为幼儿园的存亡奔波。她与
孩子父母办一个开放日，用心良苦：幼儿园
有新生，就可免关闭。可惜没有一个人出席，
所准备的节目与食物，似乎白费了，希望也成
泡影。吕校长也心力交瘁晕倒，入院。幸好，
她的丈夫安慰她，在这一刻作她的精神支柱。

毕业礼那天，吕校长到来，父母也在
场，大家都红着眼跟她握手道谢（也是道
别）。五个孩子给校长最后的“惊喜”，呈
献的正是为开放日排练的节目。表演完毕，
唯一毕业的卢嘉嘉说：“我们先前忍住不
哭，现在可以哭了吗？”噢，这话实在太难
忍，观众当中能不泪如泉涌者几稀！

她一面流泪一面感谢吕校长肯牺牲来执
教。这时，大家已泣不成声了，然而同声一
哭的还有门外观看的一群村民，他们过去冷
漠的心都被融化了。

好消息由字幕透露出来：来年多了两个
新生，幼儿园最终保留。吕校长继续留任，
直到今天，幼儿园已有约60名学生，继续赐
福那小村。

很多好事往往如擦一支火柴，都无法持
久。想到这里又是另一番感动，元朗幼儿园
续办是好事，又是真事，实珍贵
异常。唯祈求天下一股傻劲伸出
援手的人都能像吕校长般有出
头天。

留意到这部电影：一位女校长使某
村的幼儿园起死回生，且是香港

的真实故事。报纸也刊出一些正面的观后感
后，就立刻带一家人去看。最靠近的电影
院已落画，就去较远的电影院看，只有傍晚
6点一场。看完三人都哭成泪人，但都不后
悔，感动持续！戏院外摆放着一片电影中角
色的真人大小牌幅，我们还在旁拍照留念。

导演是曾执导福音电影的关信辉。据
报道，他在拍摄时曾几次拍了一段后就独
个儿跑掉。原来是跑到某角落哭，等到心

情平复了才回来续拍。既然导演都十分感
动，那观众岂不是感动万分？影片没有一寸
菲林浪费，一看再看仍触动心弦。本文篇
幅只能略举一二，鼓励大家买光碟重看。

一名精英班的学生濒临精神崩溃，校
方通知家长到来。孩子明显被功课与各种
课外班压扁，尽管家长由视频看到孩子状
况，碍于幼儿园主要捐助者的面子，竟认
为孩子的压力“正常”，还要找揭露真相
的吕校长讨公道。孩子最终无法停课。吕
校长在心灰意冷下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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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挂在克里浸信会教堂的壁画记录
着克里威廉宣教工作。

图 ② 克里威廉翻译的孟加拉语新约《
圣经》。

图 ③ 克里威廉墓志铭：“一只悲惨无
助的可怜虫，落在祢慈爱的膀
臂里。"

资料来源：www.ccmm.org.tw/medical/listview/replist.asp?id=858&offset=0

英国人克里威廉出身在贫穷的家
庭。他14岁时即向父亲学当鞋

匠。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同语文。他对
信仰非常认真，不仅勤读《圣经》，也是
个忠心的带职事奉者。当他阅读了向北美
印地安人传教的宣教士传记与日记，就立
志要将福音传到普天下。 　　

当时有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上帝若要
拯救其他未信主的族群，祂自有办法，基
督徒大可不必操心。因此，克里威廉向海

外宣教的感动受到当时教会长辈的驳斥。但
克里威廉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更加积
极进取，终于得到反对他的长辈的支持。

他克服教会内部对宣教事工的抗拒，
于1792年，克里威廉和其他牧师成立浸信
会差会，开始为宣教事工筹款。这时候，由
于克理的妻子反对他独自前往印度，最后举
家出航。当时整个印度受东印度公司控制，
而当地的政策并不欢迎任何的宣教士进入印
度，因此有很多被驱离出境、遣返回国。

后来克里威廉结识了孟加拉的宣教
士，多马约翰，他是一位前东印度公司的
外科医生。多马约翰回英国筹款，差会决
定支持他们的需要。1793年4月，克里威廉
一家随着多马约翰再度回印度宣教。他们
在这5个月的漫长航行中，每个星期就在船
上传福音、守主日。这趟航程终于在同年
11月11日完结。

初抵印度加尔各答，他们就开始寻找
开展宣教事工的地点与学习当地的孟加拉
语。克里威廉在一家工厂担任经理，并改
译孟加拉语新约《圣经》。同时，也提出
这个宣教团体的原则：集体生活、财务自
立及培训当地的传道人。　　

1799年，华德威廉回应克里威廉的
呼吁抵达印度，协助印刷其他语言的《圣
经》。教育家马士曼约书亚也于同年抵达
印度，并创立了三所学校，其中两所教导
欧洲人子弟，一所为印度孩童，同时也协
助翻译《圣经》。克里威廉忙于宣教、妻
子因儿子彼得的死而精神失常，其他孩子
无人照顾。于是马士曼约书亚夫妇及华德
威廉协助教养他们的孩子，有三位后来成
为宣教士。 　　

1800年碍于东印度公司及殖民当局
的反对，克里威廉、华德威廉及马士曼约
书亚选择丹麦属地——塞兰坡做为宣教基
地，后来被尊称为“塞兰坡三杰”。他们
于1805年订立了“塞兰坡盟约”：宣教
士必须以“人具有不朽的灵魂”为念，引
领异教徒归主为目标。先要认识异教徒的
信仰，才能折服他们归信。务必宣讲基督
为了救赎罪人而钉十字架的福音，并栽培
初信者，教导他们基督徒当尽的本份。培
养当地人的恩赐，任用当地的教牧同工、
宣教士，并鼓励将《圣经》译成当地各种
语文。他们的生命告诉我们——宣教士自

己务必迫切做恒久的祷告，为达事工的目
标，务必毫无保留的奉献。 　　

后来，克里威廉赢得英国驻印度总
督的信任，在加尔各答创办训练殖民地文
官的威廉堡学院。从1801-1830年，他担
任该学院的孟加拉文教授，他编写孟加拉
文及梵文的文法，翻译许多印度哲学经典
并介绍给西方人。30年间，克里威廉印
发了孟加拉文的新约《圣经》、文法及字
典，以及翻译其他方言的部分《圣经》版
本。1827年，荣获丹麦国王批准，成为第
一个塞兰坡学院在亚洲颁发学位的学院，
该学院培育当地的英才及传道人直到今天。

克里威廉借助于总督的权柄，终于废
止以婴孩和妻子为牺牲品的恶习。此外，
他成立印度园艺学会，并首创在印度有组
织的医药宣教事工、储蓄银行、神学院、
女童学校和孟加拉文报纸。他也建立了印
度第一所现代印刷所、造纸厂，和蒸气火
车。此外，他还翻译了西方农业及园艺书
籍，把这些知识介绍到印度，并推广农业
改良试验。 　　

克里威廉献身印度达41年之久，从
未回国。他没有学位，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钱财和当权的朋友，神却藉着他短暂
的人生成就了大事，正如他的墓志铭所
言：“一只悲惨无助的可怜虫，落在祢慈
爱的膀臂里。”

1827年塞兰坡学院颁发在亚洲的第一个学位。

现代宣教之父
克里威廉 William Carey 1761-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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