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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向山舉 

披上喜樂讚美衣

【社會改造】舉目向山
祈禱會

舉 目 向 山

宣召：希伯來書12章14、28節

聖詩：新《聖詩》282首〈感謝主，著感謝主〉

啟應：12（詩篇40篇）

祈禱：親愛的主，幫助我們力求與人和睦，並且追

求聖潔敬虔的生活；教導我們不單專注於滿足個人

的需要，更能看見自己的責任，樂意付代價完成使

命。懇求主耶穌除去我們一切的偏見和盲目，開我

們的雙眼，教我們向著祢所立的標竿持續快跑，奔

向真理之路。在服事的道路上，雖然面對各樣新挑

戰，我們仍要感謝主，因祢的恩典及慈愛永遠長

存。感謝主耶穌為我們被釘十字架，拆毀我們與上

帝之間隔斷的牆，使我們得與上帝和好；也拆毀我

們與人之間因性別、種族、貧富、地位和年齡所帶

來的阻隔，讓我們平等看待所有人。我們確信聖靈

將繼續在我們當中動工，使我們不輕看上帝在我們

每個人身上的召命，能按照上帝喜悅的樣式，用虔

誠、敬畏的心來事奉。懇求聖靈的權能幫助我們掙

脫一切傳統的束縛和世代的限制，有能力回應新時

代的宣教需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聖詩：新《聖詩》309首〈謳咾權能上主〉

聖經：詩篇30篇11節；以斯帖記9章22節

信息：披上喜樂讚美衣

聖詩：新《聖詩》383首〈我今勸恁著獻家己〉

公禱：

1.為自己祈禱：慈愛的上帝，懇求祢幫助我省思自己

生命的焦點，不效法這世上的虛華，唯有心意更新

變化，時時貼近主的心意，樂意與人相互效力。

2.為信仰團體祈禱：創造兩性的上帝，感謝祢，因為

透過祢的創造，我們更認識祢，了解祢的心意。懇

求祢幫助我們在信仰團體中，更深體會祢創造的美

好；啟示我們該如何彼此接納和欣賞，並在多元而

豐富的創造中，向世人見證並宣揚祢的慈愛。

3.為台灣社會的性別平權祈禱：賞賜智慧的主，懇求

祢開啟台灣社會的感官，得以看見所處環境中的兩

性不平等。求祢憐憫每一位在家庭和職場被不平等

對待的婦女，與她們同在，當她們面對不友善時，

願祢賜給她們智慧和勇氣來面對。也求主翻轉台灣

社會的氛圍和觀念。

4.為教會的婦女宣教事工祈禱：親愛的主，祢是我們

喜樂的泉源。求祢激勵每個信徒和教會，樂意回應

現代宣教需求，持續注入婦女宣教新元素，有能力

發展新的宣教策略，帶領更多婦女作祢的門徒。

5.為充斥性別暴力的國家祈禱：創造萬物的主，在祢

滿有豐盛的慈愛和憐憫，懇求祢向世人啟示祢的心

意和創造的美好，願祢的恩典臨到許多充斥性別暴

力的國家，保護當地女性不受錯誤的文化或信仰傳

統傷害。求聖靈引領她們活出祢創造的美好樣式，

不受文化宗教綑綁。（請用〈主禱文〉作結束）

聖詩：新《聖詩》396首〈今欲散會，求主賜福〉

默禱閉會：願主賜福保護我們！

女性角色的變遷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辦理的「女性

創業菁英獎」到2023年已邁入第12屆，

至今有超過170家傑出創業女性企業獲

獎。而女性創業的類別也愈來愈多元，涵

蓋精準醫學、國際認證、數位行銷等，不

但扎根本土，也邁向國際化，更展現出多

元、包容的力量。

婦女的成就，不論在企業或政府的領導

能力，已非昔日可比。譬如《富比士》雜

誌每年評選世界百大權威女性的排行榜

中，2021年台灣總統蔡英文即入榜且排

名第九。排行榜中的名單，不乏私人企業

的總裁、執行長及國家的領導人。從過去

婦女沒有參政權，到如今許多國家女性執

政掌權者受到偌大的肯定，多位國家女性

領導人已然打破傳統女性角色的框架限

制。性別平權一路走來，雖仍有許多待努

力的空間，但是女性的能力不容小覷。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今年1月民調，

蔡英文的信任度獲得52.7％的正面評價，

執政滿意度更達到51.6％，締造了台灣即

將卸任總統的滿意度、信任度首次過半的

紀錄。由此直見女性溫柔而堅定的執政魅

力，已獲得大多數民眾的信任和支持。

回應時代的需求

過去，曾有甫生產的女神學生被明令不

許帶嬰兒到實習教會；而今，紐西蘭前總

理阿爾登則帶著嬰兒出席聯合國會議。可

見，整體大環境的性別平權和婦女角色的

改變。國家社會對女性的觀點，已與過去

有很大差異。阿爾登說：「這是我們國家

成熟的象徵：支持女性兼顧事業與家庭，

也接受女性自由地選擇。」所以，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針對婦女的宣教議題和策略，

也應當與時俱進，不斷求變和進步。現代

女力的影響力，在全球颳起一股既柔韌又

堅定的風潮。然而，不只雙薪家庭在經濟

與家庭照顧的雙重壓力下，硬生生壓縮婦

女參與教會活動的動力，單身女性面對職

場角色，及各項提升自我的方案，也被壓

得幾乎快喘不過氣來，這是不爭的事實。

為此，教會傳統形式的婦女團契和宣教

模式，也不得不針對現代女性的需求而有

所呼應。與其說是順應潮流，倒不如視為

新時代宣教策略的轉化，這樣的轉化也使

教會展現更成熟的性別平權。例如，長期

以來在公園的讚美操吸引不少中高齡婦女

參與，近年也鼓勵弟兄加入。教會的領導

者所應思考的是，如何持續發揮在教會中

的影響力，並發展出更有前瞻性的宣教策

略，打破性別的框架和限制，推動更有造

就性的外展事工，吸引社區人士參加。

以斯帖角色的啟發

以斯帖是個守分際知進退的女性，

她有順服、堅忍的性情，更有智慧

和敬虔的心，處事審慎思考有謀

略、果斷勇敢又謙卑。以

斯帖貴為王后，堪

稱當時最具

影響力的

女性，但

是身為

猶太人，她並沒有輕忽自己肩負的責任與

義務。站在關鍵位置上，她沒有驕傲的姿

態，而是以敬虔又謙卑的態度，致力於拯

救在波斯帝國中的猶太同胞，毫不退卻。

在以斯帖的主導下，「猶太人擺脫仇敵

得享平安、轉憂為喜、轉悲為樂」，定這

吉日為普珥日，世世代代守這節，「並在

這兩日設宴歡樂，彼此餽送禮物，賙濟窮

人。」（以斯帖記9章22節，和合本2010

版）以斯帖不單拯救猶太同胞的性命，她

也喚醒族人對上帝的信仰，明白平安喜樂

的源頭就是他們列祖所信靠的神。

猶太人透過守普珥日，歡慶拯救之恩，

並將喜樂分贈親友，為他們預備禮物，而

且與窮乏人分享日用所需。以斯帖這個角

色為我們提供了教會女性領導者的典範，

並帶來社會關懷的啟發。 

披上喜樂讚美衣

或許，教會透過新型態、具歡慶喜樂、

分享友誼等元素的社區宣教活動，如：志

工媽媽讀書會、親職教育講座、親子活

動、各種主題活動、公園兒童佈道、野外

主日學、野餐party……，可減輕人們的負

擔，特別是職業婦女的壓力，增強其參與

的動力。另外，活動設計也宜關注不同成

員的多元需求，使現代多重壓力的人有機

會「轉憂為喜、轉悲為樂」，在紓壓的同

時，有機會深度認識信仰，彼此團契。

經由與平常日不同的節慶儀式感，可讓

兒童營的家長、社區成長學苑的學員、甚

至是銀髮族靈性關懷課程培訓的志工，

都能披上喜樂讚美衣，歡樂享受主裡的滿

足，和感到被愛與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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