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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到底是什麼？對現代人而言，

何謂幸福家庭？2022年春季日

劇《不能相愛的兩個人》，描述

沒有戀愛關係的兩人，一起生活共組家庭。

劇中的一些對話發人省思：「『要有家庭才

算長大成人、要有孩子才算長大成人』說這

些話的根據是什麼啊？」「把自己的價值觀

強加到對方身上，這就叫家庭嗎？」而現實

生活中，日本政府在今年6月公布一份《男

女共同參畫白皮書》，數據顯示，在30多

歲單身男女當中，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不

想結婚。而在日本的家庭組成中，2020年

單人家庭則有38%，這顯示日本已邁向「超

單身社會」。當戀愛、結婚生子，不再是人

生唯一選擇，屬於你的幸福是什麼？

   不婚不生＝不幸福？

科技快速改變了人們交流的方式，時下

不婚不生的年輕人愈來愈多。然而，難道不

婚不生的人生就等於不幸福？日本的家庭

人口結構問題已經是國安問題等級，而台

灣的狀況事實上也日趨嚴重。

從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發表的研究中，

發現我國在家庭結構變化上，呈現戶數增加

與家戶規模縮小趨勢。特別的是，這十年當

中，我國家戶數增加數據，竟然是人口數的

四倍之多，足見家戶數增加並非因人口數增

加，而是家庭型態的歸類方式已趨複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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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我國核心家庭（父母和未婚子女組

成）仍占比最大，卻是比例唯一下降的家庭

型態；其次是單人家庭；夫婦家庭則增幅最

大。後依序為三代家庭、單親家庭（父或母

和未婚子女組成）、父母和已婚子女家庭，

以及隔代家庭，而其他有一部分家戶型態

如重組家庭、同居，則被排除在既有分類之

外。事實上，同居作為現在國人一種親密關

係的替代形式，已是不容忽視的家庭類型。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截至2020年

底，台灣25歲至44歲的適婚年齡層，未婚

率達43.2%創新高；而女性經濟的自主性，

和高比例的父職缺席家庭生活，導致更多

的女性不願投入結婚生子的行列……。台

灣在高離婚率（亞洲第一）、低生育率（全

球之冠）的影響下，相信對家庭及國家人口

結構影響必然有增無減。然而，不婚不生，

等於不幸福嗎？多元組成型態的家庭，其

真實的幸福是根基於有愛的親密關係。

    在愛中盡力調整自我

傳統上，過去的家庭關係是以婚姻為主

軸展開；而現今因家庭結構的變化，家庭的

類型和成員也跟以往大不同，非常多元。但

是，家人親密關係的建立和各項需求，需要

從家庭獲得滿足仍是十分肯定的。

希伯來書12章1～13節，作者提到信心

在生命行為所呈現的另外一種因果關係。

乍看之下，管教似乎和信心沒有任何關係；

然而，在希伯來書提到信心時，特別提到要

我們看重上帝愛的管教。「管教」原文是指

「紀律」。愛而有紀律，卻是在新約中容易

被忽略的一件事。

家庭中養育兒女，需要花費很大的心

思。其中最辛苦的，莫過於育成的過程中，

父母親職的角色扮演和教養責任。而這不

單是責任和義務，更是出於愛。每個擔任父

母職者的心願，當然都希望下一代更好；但

是，到底怎樣的表達和溝通態度，才是最有

助於二代間的親密關係，這是很困難的一

件事。在經文中上帝的愛的前題之下，保羅

很清楚指出：管教並不是一件在當時會令

人覺得快樂的事。

因為愛的管教是出於紀律和次序，所以，

似乎比較適切的用語是教養。管教（教養）

和救贖，是相關聯的事。信仰是藉由信而進

入受教，並且是要盡力使下垂無力的手、發

痠發抖的腿挺起來，那樣勉強盡力而為，為

的是讓自己無力的手腳不至於完全無用，

反而能重新得力，以至人生的路程能因著

管教回歸正道。出於疼愛的管教（教養）才

有意義，誠如上帝管教所愛的兒女，為要引

導人走在合乎祂心意的道路上。

  在上帝的幸福家中

家，是上帝管教我們的必然場所。不論

是責罵、管教或是紀律要求，過程都不討

喜，然而，勉力而為、不放棄地結出果子

時，卻是令人喜悅的，這是希伯來書中重要

的提醒。對所有家庭成員來說，重要的是在

親密關係看到自己的限制，並致力使自己和

家人行在上帝的心意中。當願意跨越生活

習慣和信仰傳統的種種限制，成為家人生

命中面對失落的最大支持，就能體會到真

正的富足是擁有家人的愛。即使在疫情、動

亂下，在上帝預備的幸福家中，仍能在生命

低谷帶著收割的盼望，看見屬於自己的那

份幸福。

愛是關係的基礎，然而，並不是出於愛的

管教都是對的、都合乎聖經的教養。但如果

沒有愛，管教可能會成為負面情緒的出口，

親密關係的破口。幸而上帝的愛補足人的

有限，使我們有機會可以在愛中彌補關係。

8月第二個主日是「幸福家庭日」，讓我

們用上帝的愛營造幸福的家：花時間陪伴

家人、擺設家庭餐桌，儲值幸福記憶；預備

實體家庭活動，增加互動真實連結；在特定

節日或紀念日，營造幸福家庭的儀式。讓我

們在家庭的日常經驗上帝的教養、滋潤愛

的親密關係，真實活在上帝的幸福家中。

宣召：詩篇65篇4節

聖詩：新《聖詩》232首〈我心謳咾主〉

啟應：54（馬太福音5章）

祈禱：

頌讚戰勝一切黑暗權勢和不義的上帝，懇求上帝激動我

們對祢的愛慕，堅固對祢的信靠；讓我們學習敞開雙臂迎接

上帝國的到來。醫治憐憫的上帝，我們感謝祢，祢揀選我們

成為祢所愛的兒女，並在人生路程中教養我們，使我們更加

成熟，得以成為能承接上帝國度的人，享有祢同在的幸福。

求祢赦免我們的不信與愚鈍，在我們靈性貧乏時，幫助我們

繼續尋求祢的旨意，以仁慈待人、內心柔和謙卑，促進人與

人的和睦。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聖詩：新《聖詩》523首〈見若有仁愛〉

聖經：希伯來書12章1～13節

信息：幸福的家

聖詩：新《聖詩》450首〈懇求上帝施恩賜福〉

公禱：

1.為自己祈禱：

使人富足豐盛的上主，求祢讓我在軟弱匱乏時，可以

看見祢真實的臨在，並能從祢得著智慧。在家庭中每一個

決定中，祈求祢賜下能力、擴張境界，使我在困難和衝突

中，仍然勇敢勉力去愛。上帝啊！教導我學習像祢一樣傾

聽家人的心、關心對方的感受，以尊重的方式去愛與幫助

家人。上帝啊！在祢恩典中，求祢幫助我在每天的挑戰

中，能夠不斷突破自己的軟弱和限制，使我在日常生活中

遠離怠惰，成為一個不是單顧自己或個人家庭的人，並有

動力願意持續與人分享愛。

 2.為家庭祈禱：

跨越艱難與限制的上帝，祢是愛和生命的源頭。懇求

祢在現代多元的家庭組成和父母職的角色中，重新恢復照

顧者的位分。在我們的工作和經濟的壓力中，加增信心、

減輕重擔。懇求上帝祝福在家庭中的每一段親密關係，縱

然過去曾有受捆綁和受傷的陰影，求祢使我們可以去除一

切焦慮不安，增添親近對話的智慧和勇氣；幫助我們在親

密關係中，盡力尋求和解與醫治的時機和可能。相信倚靠

祢豐沛愛的泉源，必能在現階段家庭所要面臨的各樣挑戰

中，得勝有餘，並享受從祢而來的喜樂和幸福感。

3.為國家祈禱：

垂聽人呼求，慈悲憐憫的上帝，懇求祢施恩幫助我們的

國家！使政府單位關注因家庭結構的大幅度改變，所造成

家庭照護人力的短缺之社會衝擊。特別在疫情下，家庭更

是面臨大考驗。求主幫助政府制定更合時合宜的政策，協

助解決家庭照顧人力短缺問題，避免產生更多照顧上的困

難和家庭衝突；並讓政府正視職場托育需求，創造女性就

業友善環境。當面對普遍家庭落入收入減少、高通膨壓力

和複雜的經濟困境，求主讓執政者能迴避風險，有智慧帶

領整體國家經濟不陷入長期低迷。也讓政府在高離婚率且

低生育率的環境，營造更全面的福利相關政策，以因應人

口結構劇變所帶來的影響。（請用主禱文作結束祈禱）

聖詩：新《聖詩》400〈願主仁愛及你同在〉

默禱閉會：願主賜福保護我們

主題：幸福的家

【培育上帝兒女】舉目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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