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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司琴

詩歌：新《聖詩》164首〈至聖的神，聽阮祈禱〉…會眾

認罪的祈禱：（台語）…………………………司會或主理

親愛的上帝！祢知影阮有罪，常常離開祢遠遠，祢卻猶

原疼阮，阮實在欲感謝祢。佇阮生命中，阮時常將所遇到

的苦毒及捆綁放佇心內，多多時陣，阮假作毋知，毋願去

面對；總是這些苦毒卻成作阮對家己及別人的怨言，這些

捆綁成作阮對家己及別人的束綁。主啊，憐憫阮！求祢互

阮明白阮生命中的苦毒，及人所造成的不安及痛疼，互阮

知影，祢愛阮勇敢面對；只有按呢，阮才通勇敢面對阮的

每一日，好好對待阮家己及阮身邊的人，帶祝福到阮的四

邊，求主幫助阮。奉主耶穌基督聖名來求，阿們。

啟應：啟應文25篇………………………………司會與會眾

聖經：路得記1章20～21節……………………………會眾

主題：由苦轉甜

【社會改造】

舉 目 向 山 吳富仁（新竹中會中壢教會教育牧師）由苦轉甜

＊　　　＊　　　＊

信息：由苦轉甜…………………………………………主理

回應祈禱：（台語）……………………………主理或會眾

主啊！阮感謝祢，因為祢賞賜勇氣，阮才敢佇眾人及祢

面前，將阮生命中真實的苦痛分享出來。是啊，阮實在見

笑艱苦，實在是軟弱悲慘；總是阮知，當阮願意將家己真

實分享的時，祢賞賜奇妙聖神的疼，的確欲安慰阮的心，

互阮的心恬靜。所以，阮欲向祢獻上感謝，並且耐心等候

祢回應阮的時。奉主的名祈禱，阿們。

詩歌：新《聖詩》549首〈主啊！求祢洗我的腳〉……會眾

代禱：新《聖詩》332首〈耶穌著記著我〉……………會眾

（先吟唱2遍，每次祈禱後回應吟唱）

一、為家己祈禱：

1.求主幫助，互咱生命中所有的苦毒及嫉妒，因為按呢及人

結出的紛爭，攏通佇祂內面，得到氣力來面對，澄清相時

得著接納。

2.為家己毋願原諒，毋願去赦免的罪，求主憐憫、赦免，幫

助咱用疼去赦免。

禱詞：主啊！祢知阮生命中有多多毋願原諒別人的苦毒，

求祢赦免阮，幫助阮，互阮有氣力去赦免，因為阮知，按

呢，祢才會赦免阮。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二、為生命中受性侵害、性騷擾的人，也為互黑暗掌管、受創

傷的人祈禱：

1.求主賞賜，醫治臨到in的心，幫助扶持，互in雖佇黑暗

中，猶原對祢得氣力通面對所有黑暗及無公平。

2.求主施恩，醫治這個社會中因為文化受扭曲所造成的性暴

力，求主施行祢的安慰及公義。

3.求主引導，互人願意謙卑落來，看見家己的不足及罪性，

願意彼此修正，互人所居起的所在，真正顯明上帝的公義

及疼痛。

禱詞：主啊！阮欲將生命中曾因為性別的緣故受歧視、暴

力、侵害，或是互黑暗權勢捆綁的人祈禱，求祢施恩及

in同在。當in互黑暗包圍，親像找無路的時，主啊，求

祢開in目睭，互in看見祢所賜的光及祝福，幫助扶持互in

所受過的傷害，無閣延續到下一代，求祢用祢聖手保護

in。按呢祈禱，靠主聖名求，阿們。

以公同的祈禱結束：主禱文………………………………會眾



路得記1章20～21節

Naomi entreating Ruth and Orpah to return to the land of Moab，

                 William Blake，1795年。圖片來源：Wikimedia

哪裡，我也死在那裡，葬在那裡。除了

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們分離！要是我

背誓，願上主重重地懲罰我！」（路得

記1章16～17節）那穿透人心真實的誓

詞，使婆婆拿娥美的心融化了，不再要

求路得回娘家。

當拿娥美從伯利恆去摩押的時候，

是和丈夫與兩個兒子相偕同行，但如

今，與她同行的，只有一位異鄉女子。

因此，拿娥美那真實的回應，竟像極了

一個禱告，「不要叫我拿娥美，叫我瑪

拉吧！因為全能的上帝使我命苦。我出

去的時候富足，回來的時候上主卻使

我空無一物。上主責罰我；全能者使

我受苦。為什麼還要叫我拿娥美呢？」

（20～21節）

這是多麼諷刺的回應呀！拿娥美真心

吐露自己的受苦，就像約伯一樣，她完

全不明白，也找不到出路。她向族人訴

說：回想我出去時是富足的，即便因為

饑荒出走，但當時，我還有家人相依，

雖肚腹無物，愛仍填滿我心；如今，我

雖然回家了，卻空無一物。雖有食物能

填飽，卻失去活著的意義。在歷史的那

端，她訴說，想找尋元凶、想抗議，但

她卻明白，她無以對抗那全能的上帝所

造成的局面。因此，她只能埋怨，只能

在暗夜裡哭泣！

由苦轉甜

2017年對全球女性而言，是勇敢站

出來、訴說自己故事的一年。在台灣，

一位年輕女作家用撰寫小說的方式，將

自己在迫於權勢下被性侵的故事嚗露公

眾，雖以悲劇收場，但已帶給台灣社會

相當程度的撼動；接著，從9月開始，襲

捲全球「#MeToo（＃我也是）」社群網

站的揭露，更引發討論，如暴風般襲捲

成為龐大社會風潮。致使《時代》雜誌

將2017年度風雲人物，選為「打破沉默

者」（The Silence Breakers）。這是一

群勇敢揭露自己曾受性侵害或性騷擾的

人，其中大多為女性。

#MeToo社群網站運動，讓世界明白

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普遍存在各文

化、族群與各階層中，驚恐的是，眾多

當事人都曾被票選為世上具權勢的女

性，她們仍遭遇性騷擾或性侵害，甚

至在事件發生後多年，才勇於站出來

揭露。顯見目前揭露的，都只是冰山一

角，還有更多未揭發的，在世界曾經或

正在發生。

在2017年《新使者聖誕特刊》裡有

篇分享，文中提及一位姊妹年輕時，無

法理解母親鋪天蓋地的意志，她埋怨母

親的顢頇、守舊、固執、冷峻、不近人

性。於是逃離，拉出安全距離。直到懷

孕，有了另一個生命後，才逐漸明瞭母

親的心。即便在憂鬱風暴纏身時，孩子

仍用一種無畏的方式接近她，她驚見孩

子擁有的開放，他們會不顧身分面子，

沒有新仇舊恨，無所謂地打破自己來愛

她。當她帶孩子回家時，孩子竟成了她

與母親間的橋；她問自己，孩子都能打

破自我去愛，為何自己不行呢？

這正是上帝的憐憫與動工。當我們

將昔日苦毒一一呈現，那些在回想中引

起的拉扯與苦痛，常使我們一時找不到

出路，並且再憶及那些在無數個暗夜中

的哭泣，就像拿娥美彷彿帶著哭聲的抗

議：「上主使我空無一物！」然而，唯有

勇於面對那些生命的暗夜與創傷後，才

有辦法學著遺忘、放下。

人生何時才等得到由苦轉甜呢？只有

那深知你我心腸的上主能回答。當路得

生了一個兒子，「鄰居的婦女給這孩子

取名俄備得。她們爭相告訴每一個人，

說：『拿娥美得了一個兒子啦！』」（路

得記4章17節）相信在那時的熱鬧喧囂

中，拿娥美也是報以會心的微笑，並在

那一夜，真誠地向上主獻上那由苦轉

甜、感謝的祈禱。

禱告的力量

1887年，一群

美國婦女決定在一

年中訂立一天，為國內的貧窮、失業與

被孤立者禱告。1890年，另一群婦女提

議訂一天為海外宣教禱告。到1919年，

這兩個公禱日與加拿大公禱聚會合一，

形成了如今世界公禱日的面貌。

禱告，似乎成了聖經描述美好婦女

的形象與代名詞，也成了歷史中偉大

典範者背後的力量，就像為奧古斯丁

（354～430年）禱告了32年的母親，

終於讓浪子回頭，並使他成為影響深遠

的神學家。

但是，禱告的力量，卻不僅僅為所愛

之人代求而已。誠如在歷史中有位愁苦

的姊妹哈娜，當她被大祭司以利誤認為

喝醉酒時，勇敢在大祭司面前自述說：

「不是的，先生，我根本沒喝酒；我心

裡愁苦，正在向上主傾吐我的苦情。別

以為我是不規矩的女人；我一直在禱

告，因為我極度的悲傷痛苦。」（撒母

耳記上1章15～16節，現代中文譯本

修訂版）哈娜的禱告正告訴我們，在禱

告中，我們可以坦然說出自己真實的生

命故事，甚至我們越遭逢愁苦與悲情，

越需要禱告，因為我們將會從中蒙受醫

治，得著平靜。

患難中見真情

在士師秉政的時代，一個住在伯利恆

的猶太人家庭，為了躲避饑荒而遠走摩

押。然而在摩押，這個家庭的男主人與

兩個兒子卻相繼離世，只剩婆婆拿娥美

與兩個媳婦。這三位生命中遭遇愁苦大

難的女人，在患難中只能彼此相依。

因著愛，婆婆堅持兩個媳婦應返回

娘家，於是在返鄉路上，引來停不了的

淚水。然而，媳婦路得真心對婆婆說：

「請不要叫我離開妳。讓我跟妳一起

去吧！妳到哪裡，我也到那裡；妳住哪

裡，我也住那裡；妳的民族就是我的民

族；妳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妳死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