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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到亚伯拉罕的家谱

（2）亚法撒是闪一百
岁时，即洪水后两年（亚
当后一千六百五十八年）
所生的儿子（创 11:10）

闪亲眼目睹了因罪所
致的洪水审判，也是从洪
水审判中得到拯救的八
个人之一。洪水过后，神
召聚挪亚和他的儿子，并
祝福他们说：“生养众多，
遍满了地”。

创世记 9:1“神赐福给
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
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
满了地。”

创世记 9:7“你们要生
养 众 多 ，在 地 上 昌 盛 繁
茂。”

闪亲自经历了洪水审
判，并在完全封闭的方舟

里顺利地熬过了艰苦的
日子，在信仰上逐步成熟
到“惟神第一”的信仰。
洪水后不久发生的事可
以证明了这一点。那时
挪亚喝醉了酒，赤身躺在
帐棚里，闪的弟弟含看见
了，就到外边散布流言。

创世记 9:22“迦南的
父 亲 含 ，看 见 他 父 亲 赤
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
弟兄。”

这 里 的“ 告 诉 ”一 词
的希伯来语是“纳嘎得”，
是指“解说”（创 41:24）。
含把父亲的过错就像解
说员那样详细而夸张地
暴露了出来。相反，闪的
行为却谨慎又周到。他
拿件衣服谦卑地倒退进

去 ，盖 上 了 父 亲 的 下 体
（创 9:23）。这是发自内
心的对父亲恭敬的态度。

挪亚醒了酒之后，重
重地咒诅了含和他的儿
子（迦南）。相反，对闪却
大大地祝福说：“闪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又预言
说：“含的儿子迦南作闪
的奴仆，雅弗的子孙将住
在 闪 的 帐 棚 里 ”（创 9:
25-27）。于是，闪传承了
挪亚的信仰。

（3）闪盼望通过亚法
撒确保信仰的领域。

闪通过神充满的恩典
和 祝 福 ，生 了 第 三 个 儿
子，就给他起名叫“亚法
撒”。亚法撒是“领域”的
意思，可见，闪热切地盼
望着藉着这个儿子建立
信心的领域，即预备救赎
史的立足点。

如此这般，闪盼望藉
亚法撒能够确保信仰的
领 域 和 祝 福 属 灵 桥 头
堡。这使我们联想到从
方舟放出去的第二只鸽

子终于找到落脚之处（鸽
子能落脚的一小块安息
处），回来时嘴刁着新拧
下 来 的 橄 榄 叶 子（创 8:
8-11）的情形。那时，挪
亚知道地上的水已经退
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就有了盼望。

神的救赎之工是从拣
选 自 己 的 领 域 开 始 的 。
为了预备救赎之工的立
足点，神拣选了巴勒斯坦
地区最小的以色列为自
己的据点。被拣选的以
色 列 是 神 自 己 的“ 领 域
（地方）”（约 1:11）。神为
了救赎之工，在洪水后形
成的诸多宗族和列国（创
10:31-32）中 拣 选 了 一
国，作他宝贵的子民（申
7:6， 10:15， 26:18， 32:
9）。阿摩司先知曾这样
讲论了选民的诞生：

阿 摩 司 书 3:2 上“ 在
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
们……。”

被拣选并不是因他们
有特殊的资格或条件，而

是完全倚靠神绝对的恩
典（摩 9:7）。

阿摩司先知警告说，
如果他们忘记神拣选的
恩典而骄傲，将无法逃避
严厉的审判（摩 3:2 下）。

及至时候满足（加 4:
4），神把耶稣差遣到早已
拣选并预备迎接弥赛亚
的以色列地。这地是神
“自己的地方”（约 1:11），
是人子枕头的地方（太 8:
20，路 9:58），也是从亚伯
拉罕开始分别为圣，确立
看守的“自己的领域”。

事实上，耶稣在公生
涯（自耶稣开头传道的路
加福音 3:23 至耶稣被钉
十字架）期间作工范围几
乎就是“以色列地”这个
小领域，耶稣在“自己的
地方”度过了大部分的时
间。

我们都记得，当时有
一个妇人为了治好女儿
的病，从外邦迦南地（叙
力腓尼基地方，可 7:26）
远道而来，耶稣却非常冷

淡地对她说，
“ 我 奉 差 遣 ，
不 过 是 到 以
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太 15:24）。另外，耶稣
差门徒去传道的时候也
曾吩咐他们说：“外邦人
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
利 亚 人 的 城 ，你 们 不 要
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
失 的 羊 那 里 去“（太 10:
5-6）。

以 色 列 的 国 土 面 积
在全世界所占的比例是
微 不 足 道 的 。 但 是 ，就
像人为了打胜仗事先认
真 预 备 桥 头 堡 一 样 ，神
在地上拣选立足作工的
核 心 就 是 自 己 的 领 域 、
自己的地方。神所拣选
作 自 己 领 域 的 犹 太 地 ，
在地理位置上也是处于
通 往 欧 洲 、非 洲 和 亚 洲
的 世 界 的 中 心（结 38:
12）。 希 望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都 能 成 为 神 分 别 为
圣、施行他旨意的“自己
的领域”（彼前 2:9）。

（3）

线上崇拜会何去何从？

新加坡教会领袖最近
感到烦恼的问题，是当教会
全面恢复实体敬拜时，会众
是否会如疫情前那般，到教
会参加实体聚会？从目前
逐步开放的情况来看，就算
教会全面恢复实体敬拜，预
料参加人数极有可能大不
如前。

我们需要教导信徒有
关共同敬拜的重要性，也要
让弟兄姐妹明了与教会群
体一起实体崇拜，是每一个
信徒的基本信仰生活及优
先选择。因为实体敬拜一
方面是塑造信徒个别属灵
生命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
信徒一同向世人宣告我们
对基督信仰效忠的最直接
见证。故此，当恢复实体敬
拜时，教会应鼓励每一位信
徒务必操练一种以活出信
仰要求比迎合个人喜好更
为优先的生活观。

可是当教会全面开放
实体敬拜时，过去两年努力
耕耘、同时牧养了信徒生命

的线上崇拜会，是否还应继
续？对此，教会领袖各持己
见。我们不否认在无法进
行实体聚会时，线上崇拜会
是让信徒不停止聚会的唯
一选项。然而在过去这些
日子，我们也确实看到它为
教会得着了一批在疫情前
不常出席实体崇拜会的人，
如不能自行到教会的长者、
卧病在床的肢体、遭受家人
逼迫并被拦阻到教会的信
徒、主日需要上班的会友、
不固定出席崇拜会的慕道
友。此外，由于信徒大量分
享线上崇拜会的链接，致使
因种种原因不到教会敬拜
的肢体重新回到主的面前；
非信徒在无需面对压力的情
况下，也透过线上聚会接触
到基督教信仰。不单如此，
线上事工让教会发掘了在这
方面有恩赐与负担的肢体参
与服事。总的来说，线上崇
拜会的确为教会带来了许多
意想不到的祝福，难怪教会
领袖对于恢复实体敬拜后，
是否还要继续提供线上崇拜
会的选项难于取舍。

一般来说，考虑停止提
供线上崇拜会有两个主要
原因：一是担心会友因线上
崇拜会的便利而不出席实
体聚会，二是线上聚会需要
动用额外的人力资源。这
两个原因并非全无理据，但
倘若线上崇拜会能带来种
种好处，教会是否应该考虑
顺势成立线上崇拜会的新
事工，借此跨越教堂的四面
墙来扩张教会的疆界，使它
成为后疫情的教会模式？

使徒行传记载，神透过
逼迫让早期教会的信徒分

散到各地。他们就在安顿
之地，顺着当时的政治环
境，使用非传统的地点与形
式来敬拜主。除了在会堂，
也在家中暗暗敬拜，或在山
洞、地洞、旷野秘密聚会，
还有在马车及河边公开讲
道与施洗。这种因局势而
变通的敬拜地点与方式，不
仅能让信徒继续与其他肢
体一同敬拜，同时也带领了
外邦人信主。以非传统的
地点与方式敬拜，并非散居
信徒的本意与习惯，但为了
让福音广传和更多群众得
到牧养，他们就突破了“只
能在特定地点敬拜主”的观
念，开拓“可有不同方式”
的敬拜观。

如今，神允许疫情袭击
全球，以致教会经历了线上
崇拜会的方式。这会否也
是神赐给教会的转机，让教
会维持原有熟悉的实体崇
拜会的同时，也走进网路世
界的禾场，以线上崇拜会的
方式扩张上帝的国度？果
真如此，教会理当乘势而
上，勇于保留这条已经开通
的管道，认真学习如何有效
地发展线上崇拜会这新事
工，才不致辜负这次疫情所
带来的良机。

有效的线上崇拜会不
应是实体崇拜会的翻版。
现阶段的线上崇拜会，无论
是现场直播或是预录视频，
基本上与过去的实体崇拜
会没有太大分别。虽然视
频的清晰度已尽量提升，诗
歌和讲道都配上恰当的背
景与设计精美的插图和文
字，甚至预先分发讲道大纲
给信徒，但不能忽视的，是

线上的另一端，受众的视觉
始终还是属于二维的平面，
而非三维的立体。同时会
众之间也没有交流。或许
有人认为实体聚会也同样
是单向、没有交流的参加崇
拜会。事实上，在实体崇拜
会中，圣殿的布置、灯光、
音乐及在场的肢体，都在刺
激与会者的五官，借此引导
他们投入敬拜当中。这些
重要元素，都是在视频的另
一端无法感受到的。因此，
线上崇拜会若要达致果效，
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代入感
成功的影视，能带动观

众产生一种自己替代了剧
中人物，因而感受一种身临
其境的果效。线上崇拜会
的拍摄镜头，也当让参与者
产生一种身临实体崇拜会
的感受。换句话说，是让会
众参加线上崇拜会时，不再
以第三者的身份观看一场
敬拜聚会，而是透过拍摄电
影般的技巧，精心与灵活地
使用远近镜头的切换，以及
不同角度的聚焦和取景，将
线上的会众带入敬拜，犹如
身临实体崇拜会一般。

2.一体感
线上崇拜会是单向与

被动的。因此在设计上要
引导信徒意识到自己不是
个别单独敬拜，而是敬拜群
体中的一分子，在另一个空
间与其他信徒在同一个崇
拜会中一起敬拜。若采用
现场直播，当在现场设置数
个镜头以捕抓不同场景，让
线上会众一方面跟着程式
敬拜，另一方面能看到现场
的肢体，并加插与现场会众

互相打招呼的环节，借此营
造线上信徒与实体肢体之
间的一体感。若采用预录
方式，可以在证道后开放聊
天室，鼓励会众简单分享他
们对信息的回应。这有助于
拉近参与敬拜的信徒之间的
距离，加强他们的一体感。

3.归属感
教会可借着传递亲切

感与个别关怀的行动，鼓励
信徒参加线上崇拜会。例
如：教会可安排一名牧者担
任线上崇拜会的主席，在会
前会后向与会者打招呼与
问候；崇拜会主席也可鼓励
信徒透过私人聊天室分享
近况并提出代祷事项，并安
排同工即时以文字回应与
代祷。至于新朋友，主席可
以邀请他们留下个人资料，
以便日后跟进与联系。以
上这些个别性的服事，能有
效地让与会者感到被重视
与关心，有助于提升他们对
教会的归属感。

因此，若要发挥线上崇
拜会的功能，绝不能只把实
体崇拜会的程式直接搬到
线上进行，而是需要经过重
新整理与设计。教会需要
物色专人去策划每一次的
线上崇拜会，同时也需要运
用专业资源，如导播、摄影
师、技术人员和主持线上崇
拜会的教牧和服事团队。
这些安排虽然会加重教会
的工作量，但这一切都是值
得的，因为这个经过精心设
计的新事工，肯定能为选择
或需要参加线上崇拜会的
会友，提供高素质的敬拜与
教会生活，同时也能成为非
信徒接触教会的第一步。

然而，须谨记的是，线
上崇拜会并不是另一个教
会。它只是教会的一个事
工，特为服事那些因各种原
因而选择参与线上敬拜的
信徒而设立。因此教会需
要刻意安排这两种崇拜会
的肢体有见面接触的机会，
如安排大家在特别主日或
联合营会齐聚一堂。如此
一来，线上敬拜的与会者能
够对教会产生归属感，并与
实体崇拜会的信徒建立一
体感。无论参与哪种敬拜
方式，大家同属一个教会，
在不同空间同心合一地敬
拜主，并携手完成宣扬福音
的使命。

近两年的疫情，教会里
不少信徒饱受精神上的压
力和孤独情绪的困扰。他
们困苦无依，像没有牧人的
羊一样（太 9:36）。牧者不
能躲在电脑制作视频的背
后做技术人员，而是走进羊
群中间牧养他们。教会需
要找其他人来做技术型的
工作，让牧者专注于关顾的
服事。牧者乃是蒙上帝呼
召，受委托牧养上帝的羊
群。疫情期间，羊群失散，
看不见牧人，作了世界的猎
物。牧者，你的羊群需要
你。请回到原初的呼召，做
一个教牧关顾的牧者。

思考问题
1. 目前的线上崇拜会

可如何提升，致使聚会能培
养信徒的代入感、一体感与
归属感？

2. 线上崇拜会可如何
与实体崇拜会并存，借此牧
养不同空间的信徒，并扩张
教会的疆土？

新加坡神学院学务部长
实践神学副教授
陈恩慧牧师/博士

经 文 ：约 翰 福 音 第 十
四章 16 至 17 节

一.圣灵是谁？
1. 是 父 的 灵（太 10:

20）。
2. 是 主 基 督 的 灵（徒

16:7；罗 8:9；腓 1:19）。
3.是圣灵（路 11:13；彼

前 1:2）。 原 文 是 至 圣 的
灵，祂使人成圣。

4. 是真理的灵（约 14:
17；15:26）。圣灵就是真
理。

5. 是 生 命 的 灵（罗 8:
2）。

6. 是施恩的灵（来 10:
29）。

7.是保惠师（约 14:16、
26）。原文是在旁边说话
的安慰师。

还有其他经文论到圣
灵是谁。总而言之，圣灵
是神，与神同等。

二.圣灵的表记
1. 油（赛 61:1-3）。有

能力，滋润，恩赐的意思。
2. 水（约 7:37）。叫人

得满足，得浇灌，不再饥渴
（约 4:14）。

3. 风（徒 2:2）。 表 示
洁净，赐生命的能力。春
风吹又生，无所不在。

4. 火（徒 2:3）。 表 示
圣洁，光明，给人温暖，盼
望，安慰。

5. 酒（路 10:34；赛 55:
1）。表示快乐，能力。

6. 鸽子（太 3:16）。表
示谦卑，温柔，驯良，彼此
相爱。

7. 印 （ 弗 1:13-14
等）。为信徒的记号。

三.圣灵的工作
1. 祂是创造者（诗 33:

6；创 1:2；诗 104:30）。
2. 使万有得生（伯 33:

4），得生存。
3.启示使徒写圣经（提

后 3:16；彼后 1:21）。
4. 使 人 明 白 圣 经（约

16:14），解释圣经。
5. 叫人为罪为义为审

判，自己责备自己（约 16:
8）。人会认罪悔改，是因
圣灵的工作。

6. 使 人 得 重 生（约 3:
3-5；多 3:5）。

7. 使 人 追 求 圣 洁 爱
主（ 彼 前 1:2 ；帖 后 2:
13）。

8. 助 人 祷 告（ 罗 8:
26）。

9.赐人能力和恩赐，为
主作见证（徒 1:8；林前 12:
4-11）。

10.助人过圣洁像主耶
稣的生活。结果子（加 5:
22-23）：仁 爱 ，喜 乐 ，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实，温柔，节制。

11.将神的爱浇灌在我
们心中（罗 5:5）。

12.证明我们是神的儿
女（罗 8:16）。

四.我们当如何对待圣
灵？

1. 不要销灭圣灵的感
动（帖前 5:19）。

2.不要叫祂担忧（弗 4:
30）。

3. 要 随 从 圣 灵（罗 8:
4-5）。

4. 要 体 贴 圣 灵（罗 8:
5-6），以祂的心为心。

5. 要 顺 服 祂 ，靠 祂 行
事 ，顺 祂 而 行（加 5:16、
25，6:8）。

6.要被祂充满，完全被
祂得着（弗 5:18）。

7.要爱圣灵，爱慕得着
祂（约 7:37-39）。

五.如何得着圣灵
1.要有渴慕的心（约 7:

37）。
2.要来到主的面前（约

7:37）。
3.要祈求（路 11:13）。
4.要等候（徒 1:5、8）。
5.要洁净自己。
6. 要 相 信（ 加 3:2、

14）。
7. 要流露出去叫别人

同得灵恩（约 7:37-39）。
结论：
你我得了圣灵没有？

来源：金灯台

◎黄彼得认识圣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