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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屆祭孔大典，9月 22日上午 10點，在

南灣僑教中心舉行。北加州祭孔大典是海外最

盛大、歷史最悠久，全依古禮，表彰尊師重道

。加州議會，2000年8月通過第177號法案，把

每年 9月 28日定為加州孔子紀念日。祭孔紀念

孔子的「釋奠典禮」，其中「釋」代表設置，

「奠」為奠幣和祭品。北加繼承了傳統的釋奠

典禮，還包學生擔綱六佾舞、各中文學校學生

背誦「弟子規」。頒獎優良教師、頒獎齊魯優

秀學生獎學金，及特殊貢獻獎等。祭孔大典不

僅是中華文化的傳承，也是儒家思體現。祭孔

有助了解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尊師重道，及以

人為本的仁義道德規範。

2009 年 10 月 27 日，美國會公告議案:表彰

中國教育哲學家孔子，對中國和世界的教學的

貢獻。 孔子生於西元前山東省，551年 9月 28

日， 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是一位老

師，繁榮和平的傳道者。他發展儒家思想， 影

響美國。他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從而深刻影響了社會，及各國的政治思想 他

強調個人反省、自我修養、尊重社會關係、個

人關係以及政府的道德、正義和真誠體現最高

道德品質。他宣揚政治家必須代表真理和道德

。他教導羞恥，以美德為引導，透過規則給予

禮，變得善良。羞恥感會知己知彼，尊重自己

和他人。孔子在貧窮中，認識教育價值，創造

知識社會。以此為生，走遍列國，自我修養內

省、真誠及在社會關係中遵守尊重，以此作為

實現正義，並得道德個人和公共生活。在混亂

的時代，孔子建立和平的智力，進化民心。他

努力推動社會開明發展，以及他的教誨本著自

我轉變、仁慈、堅強、有序的原則會為進步做

出貢獻。對教育和啟蒙的奉獻而聞名，他提倡

和平與社會和諧。孔子思想：政治家必須成為

真理的典範道德。認為政府必須採取道德正確

的做法，並政治家必須以正義和誠意來統治。

這些原，則幫助建立政治哲學的基礎，是領導

者的基石。孔子是一位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

教義哲學仍然影響，世界各地。決議榮譽紀念

，孔子的誕生、生平和學說。孔子論語：非禮

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吾日三省

吾身: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

習乎！當時建立很多孔子學院，孔子又週遊列

國！

利瑪竇神父來華傳教，將儒家四書傳回歐

洲，孔子被尊為啟蒙運動的守護， 智慧之神，

一度知孔尊孔為時尚。 中國天主教徒在祭祖祭

孔中陷入困境。史稱禮儀之爭。 羅馬教廷認為

是偶像崇拜。乾隆帝稱教宗是外國團體，試圖

干涉中國內政，取消他們留華資格，（這種熱

心干擾，依然沒有改變）！已故張威廉先生的

網站( Confucius.org)，將孔子論語，翻譯成世界

24種語言，以便世界向聖人學習！

十九世紀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翻譯了儒家四書五經，第一版中，

他並不把孔子視為偉人，但在第二版中，改變

他基督徒的態度，並謙虛地，向這位萬世師表

孔子學習， 其雙語本今仍在坊間出售，現誰有

這謙卑的態度? 今年初，參觀台北孔廟，敬拜

聖賢。激勵深究學道，儒家非博物館古董， 萬

古常新。

在美國，孔子學院數量逐漸縮減，從約百

個減到 5個。眾議院本月通過法案，要求國土

安全部，確保與孔子學院簽約的高等教育機構

，不具獲得經費。美國自 2020年開始針對孔子

學院，列為外交使團，在 2021年度，國防授權

法，禁止國防部提供資金，給設有孔子學院的

高等教育機構。中評是妖魔化污名化，兩國合

作項目。二十五年前，國會紀念孔子日，不幸

如今，沒有中國通的政客，了解中國歷史文化

， 文明型國家，來制定外交政策，仍陷於冷戰

思維。難怪兩屆總統，在針對華貿易和地緣政

治戰中慘敗。對孔子的教義，尤其是儒家大同

篇，一無所知。需要學習儒家，孔子的家庭價

值觀，以遏制校園槍支暴力、破碎的家庭、毒

品氾濫， 暴力犯罪激增，警察暴力、搶劫大增

，更多無家可歸者，在城市街頭搭起帳篷。政

客幫助歐洲，比美國公民更關心。 孔子教導仍

具教化指導作用。不幸孔子再次，被當今政客

，惡意誤判猜疑，遠比他週遊列國，要長得多

。今年是孔子 2475誕辰，他被尊為萬世師表，

其教義普世，桃李滿天下。 他的有教無類，循

循善誘，致力於君子的道德知識教育， (美國的

教育狀況，遠遠落後)。他給政客的教訓是：智

仁勇。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足，戒之

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

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給高

齡總統候選人的忠告！誰有胸襟能力學習儒家

價值觀：仁義禮智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 德治與禮治，教化治理國家， 禮記大

同篇為理想社會，仍是現實，渴望追求， 世外

桃源！金科玉律，放諸四海皆準！ 1990年代，

亞洲四小龍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有研究認為是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奉勸國會政客和平之道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學習了解，中國文化，孔子儒家

，是智慧的開端！

萬世師表孔子 晚生姓高 聖羅倫佐

聖經要我們常常喜樂，一無掛慮。但是許

多人剛好相反，煩惱的事情一大堆，好像被關

在憂慮的監獄裡面。為著美國總統選舉，為著

教會的將來，為著退休後的生活，為著身體的

健康，為著全世界的經濟，為著兒女的教育；

甚至為要買甚麼菜、吃甚麼、用甚麼牌子牙膏

等都可以陷入煩惱。親愛的兄姊！現在甚麼是

你的掛慮或是憂慮？

憂慮：
在馬太福音?6:25-34，耶穌五次提起憂慮

(v.25, 27, 28, 31, 34)。憂慮就是「三心二意」，

心分開，心被掩蓋，看不到真相的人。如同耶

穌在馬太福音 13:22解釋撒種的比喻「撒在荊棘

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

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主耶穌邀

請跟隨他的人過沒有憂慮的生活。有一些人誤

解「一無掛慮」就是只是要有信心，上帝會供

應一切，他們就甚麼都不用做。例如沒工作也

不要緊，不必尋找自然有人會來敲門提供工作

機會；萬一沒有錢，上帝自然會派天使送錢來

。其實一無掛慮並不是讓我們懶惰、逃避應負

起的責任。

長老會的創始人加爾文認為懶惰是一種很

大的罪，所以清教徒一般都很勤勞。耶穌所說

的一無掛慮並不是說不用有智慧、不必謹慎、

不用對生命負責任；而是應當盡應盡的本份，

努力完成該負的責任。好比小孩發燒，不是一

句不用煩惱就好了，除了禱告外還要看醫生、

吃藥，用正確的方式退燒。上帝也用醫生的專

業施行醫治，不是嗎！

靠主喜樂(v.4-5)：
主耶穌和保羅教導我們不要煩惱過度，失

去喜樂的心。今天的經節是醫治憂慮的方法；

其中還包括一些命令。首先是「你們要靠主常

常喜樂?(v.4)。」請注意，這並不是一個選擇，

而是給信徒的命令。對保羅而言，面帶愁容，

不笑並不是虔誠的表現。喜樂才是基督徒的特

質，是聖靈的果子?(加 5:22)。而且基督徒的喜

樂不是一時的或是隨著當時的處境變化；基督

徒的喜樂是建立在和主耶穌的關係。「靠主」

喜樂是一個屬靈、持續的特質。因為聖靈的同

在，所以無論遇到甚麼景況甚至在苦難中，信

徒能經歷內在的快樂平安。這也是為甚麼被關

在監獄中的保羅可以寫出這段經文的原因。保

羅不單是自己靠主喜樂，也教導我們要常常喜

樂，因為「主已經近了」。憂慮的人通常看不

見將來，只有陷入眼前的困難。保羅提醒鼓勵

我們「主已經近了」，因為信徒「當叫眾人知

道你們謙讓的心。」以基督的心為心就是學習

主耶穌的溫柔和謙讓。當基督徒在困境中依然

靠主喜樂，對旁邊的人特別是非基督徒，甚至

逼迫我們的人有溫柔、謙讓的行為，面有笑容

喜樂，這就是靠主喜樂最好的見證。

禱告祈求和感謝(v.6)：
可是人是軟弱的，明明知道要靠主喜樂，?

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有時心裡反倒更憂慮。

保羅教我們靠主喜樂的最好方法是「應當一無

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

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凡事是指生活中每一

種處境、情境和心境，大到天下大事，小到買

菜、吃飯。禱告是指向上帝祈禱，祈求是指明

確及特定的請求。

當我們憂慮的時候，可以做二件事：第一

，把憂慮的事一ㄧ列出來，成為憂慮清單?(wor-

ry list)?。第二，為憂慮

的事每件向上帝祈禱，

把憂慮清單變成禱告清

單(pray list)。因為主已

經近了，我們就用祈求

禱告代替憂慮煩惱；這

是對主的信靠和交托。

換句話說，一無掛慮的

方法就是凡事明確祈禱

，在任何的憂慮下禱告

，相信主一定會開道路

。

重要的是禱告祈求

主的基本態度是「感謝

。」「感謝」並非是對

將要得到的禮物事先表

示感恩。「感謝」是基

督徒對上帝的基本姿態

，認識到一切都是出於

上帝而來的禮物和恩典

。為上帝過去所成就的

感謝，為上帝是聽禱告

、全能的主獻上感恩，為上帝會幫助我們面對

憂慮的事情感謝。當我們用感謝的心禱告，就

會想起主是一位怎樣的上帝，相信主的美好和

能力，祂會垂聽我們的懇求。

保守心懷意念(v.7)：
禱告是交托上帝的行為；就是放手信靠主

。結果是「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v.7)。」當我們

用禱告和感謝的心把一切憂慮交給上帝，聖經

應許在基督裡上帝的平安將保守我們的心思意

念。喜樂和平安都是聖靈的果子(加 5:22)。上帝

是平安的上帝，賞賜完全(wholeness)和安寧褔利

給他的兒女。如此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

照人的理解，面對煩惱憂傷的人是無法經歷平

安、喜樂。但是當我們用感謝的心向上帝祈禱

，他會賞賜從天來的平安；這並不是因為上帝

照我們所求的應允我們，上帝的百姓不需要知

道所有將要發生的事情才信靠主。因為上帝的

平安超越世人有限的認識，高過人的思考和意

念。平安會臨到禱告的人，這樣的平安是信

靠主的最佳表現以及最好的結果。

保羅提到上帝的平安會保守我們的心思

意念，讓我們不陷於憂慮中。如此的平安是

在基督耶穌裡，因此這種平安是個人和教會

都可以經歷的。雖然腓立比教會面對困難挑

戰，他們不必煩惱因為平安的上帝會保守。

喜樂、禱告、感恩及平安是靠聖靈引領的生

命。當我們不知道如何禱告，聖靈幫助我們

祈求、感謝主，而且讓我們得到喜樂和平安

。箴言 15:13「心中喜樂，面帶笑容；心裡憂

愁，靈被損傷。」比起浪費時間在憂慮，寧

可用在靠主喜樂，靠主享受人生，用笑容代

替愁容。在今天這個人人尋找快樂的時代，

憂慮和恐懼充滿在許多人的心裡，基督徒能

活在喜樂和平安，是因為主已經近了。

如何靠主喜樂(v.8-9)：
保羅在三方面教導我們靠主喜樂：

1)首先是思考。操練讓自己的內心充滿正

面、鼓勵性的思想。「凡是真實的、可敬的

、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

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

要思(v.8)。」求主保守我們有正確的思想。

「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原文的意思是仔

細斟酌，不是有空才想。

2)向屬靈的模範學習。保羅說明「你們在

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

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v.9)。」保羅並

非誇耀自己，他自己真正常常靠主喜樂，一無

掛慮，凡事用禱告、祈求及感謝，將所求的陳

列在上帝面前，並希望腓立比的信徒要向他學

習。我們也可以閱讀屬靈偉人傳記，用實際的

行動學習他們。或許我們當中有人在工作、待

人處世、家庭生活上圓融謙卑，能成為別人學

習效法的榜樣。

3)當我們的思想和行為都是正確時，無論

在任何狀況之下都會找到上帝的平安。聖經說

「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v.9b)。」保羅

祈求平安的上帝會一直與腓立比的信徒們同在

。憂慮讓我們專注在錯誤的事情上面。葛培理

牧師曾分享一個故事。他說幾年前有一個朋友

給他的孩子一塊錢。他的兒子馬上就到他的面

前說：爸爸，請為我保管。幾分鐘後，孩子又

回來對他說：爸爸，我還是自己來保管。他就

將錢放在自己的口袋，然後很高興跑出去。沒

過多久，他邊哭邊跑回來說：爸爸！我的錢不

見了，請幫我找回來。很多時候，我們是不是

像故事中的孩子一樣，將事情交托給天父，卻

又不信祂的管理，然後又將事情搞得亂七八糟

，最後只得再祈禱說：主啊！糟糕了，請來幫

助我。我們是要將憂慮放在天父的口袋，還是

繼續放在自己的口袋呢？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喜樂和平安是上帝賜

給在耶穌基督裡的人最好的禮物。喜樂的秘訣

就是常常有主的平安，靠主常常喜樂。凡事用

感恩的心祈禱，有正確的思想，有正當的行為

，學習好的模範。對我們當中為了許多事情而

煩惱憂愁的兄姊，今天的經節是福音的好消息

，我們在主耶穌裡面，不用繼續受憂愁捆綁。

因為主耶穌來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並且賜

給我們真正的喜樂和平安。

讓我們記住尼布爾的平靜祈禱文「主啊！

求?賜給我恩典接受我所不能改變的事實，求?

賜給我勇氣去突破我所能改變的事，求?賜給我

智慧去分辨什麼是可以改變的，什麼是不可以

改變的。」願平安的上帝保守我們眾人的心，

靠主常常喜樂。阿們！（聖路易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 吳炳賢牧師 10/06/2024）

快樂哪裡找？～靠主喜樂！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立比4:4-9

大小信徒守聖餐記念主耶穌基督的救贖

吳炳賢牧師每月第一個主日主持
聖餐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