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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oDoDo、、、、MiMiMiMi、、、、SolSolSolSol」」」」合一的合一的合一的合一的啟示啟示啟示啟示      經文：歌羅西書三：12-17 聖詩：152、317、306B、507（頌榮）；啟應文：第 38 篇     余錦福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玉山神學院奉獻主日，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這裡分享上帝的信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Do、Mi、Sol 合一的啟示」。 「do、mi、sol」三個音，分別三種不同性質的音高與音色，它不僅可以獨立存在，也可以結合在一起，若兩個或三個不同的音結合在一起，就會產生奇妙的和音效果，愈多的音加在一起和音效果更大，這就是所謂的異曲同工之妙的道理。為什麼「do、mi、sol」三個不同性質的音，加在一起不會衝突反而好聽呢？我相信這樣的結果背後所隱藏的啟示，是我們今天要進一步探討的。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提到「詩篇」、「聖詩」、「靈歌」，其實也是指三種不同性質的音樂，為什麼保羅提到這三種不同性質的音樂呢？他是要說明有關音樂的問題，還是有關人信仰上問題？首先我們先了解保羅對音樂方面的看法。   保羅對教會的勉勵保羅對教會的勉勵保羅對教會的勉勵保羅對教會的勉勵    從聖經來查考，聖經並沒有提及保羅曾作過任何一首詩或創作一首歌，但有關信徒歌唱的事，他卻非常的關心，我們可以從他所寫的書信中可以得到證明，如：哥林多教會哥林多教會哥林多教會哥林多教會會友對歌唱方式產生問題，保羅就勉勵他們說：「要用靈禱告，也要用理智禱告，要用靈歌唱，也要用理智歌唱。」保羅對以弗所教會以弗所教會以弗所教會以弗所教會說：「要用詩篇、聖詩、靈歌對唱；要從心底發出音樂，頌讚主、向他歌唱。」（以弗所 5：19）保羅也對歌羅西教會歌羅西教會歌羅西教會歌羅西教會提到：「口唱心和讚美上帝」。所以，從這些經文，我們可以肯定保羅對教會信徒歌唱的事是非常關心的。 但是我們要問，保羅為什麼關心信徒歌唱的事？是不是教會信徒歌唱的方法不對？或是信徒在歌唱的態度上出了問題？從今天的講道經文內容來看，指的是信徒歌唱的態度問題，因為保羅在旅行佈道的時候，發現當時的教會信徒有自己喜歡的歌唱方式，有人唱詩篇、有人唱聖詩、有人唱靈歌，導致教會信徒之間各唱各調。各位弟兄姊妹，這三種不同的歌唱模式，為什麼會造成信徒之間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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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音樂的性質三種音樂的性質三種音樂的性質三種音樂的性質    我們先從這三種音樂的性質來看：「「「「詩篇詩篇詩篇詩篇」」」」指早期教會所謂的代禱音樂；「「「「聖詩聖詩聖詩聖詩」」」」指的是詩人創作的頌詞，加上音樂旋律後，就是我們所謂的聖詩；「「「「靈歌靈歌靈歌靈歌」」」」是指非正式的音樂，用在個人靈修作見證所唱的詩歌。聖經提到的這些歌唱形態，很明顯是三種完全不同的歌唱形式，從我們現今的教會禮拜現象來看，似乎也出現類似的現象，教會傳統聖詩及現代敬拜讚美音樂的使用問題，對於這種不同音樂相互間的拉距，似乎在現今教會也造成一些問題，尤其敬拜讚美的音樂剛開始使用在教會禮拜時，就出現一些怪現象，例如教會主日禮拜分成不同場次做禮拜，甚至有些教會弟兄姊妹之間彼此意見不合就分裂，而另起一間教會。 各位弟兄姊妹，保羅發現信徒對這三種歌唱模式不同的喜好，但保羅認為不同性質的音樂，可以相互欣賞，相互結合，就是為了要避免他們走上分裂。其實，保羅非常了解信徒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看法，就好比，有人喜歡聽古典音樂、現代音樂；吃素、吃葷；穿紅的、穿綠的；在教會有人支持民進黨、國民黨等，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選擇與不同的看法，但保羅更希望信徒用各樣恩賜讚美主，彼此用各樣的智慧互相教導，保羅所謂的「互相」，就是希望信徒之間要合一（哥林前 1:10）。  合一性的信仰指標合一性的信仰指標合一性的信仰指標合一性的信仰指標    「合一」可以說是今天經文的主要重點。我們知道教會是由不同年齡、不同專長、不同性別、各行各業、不同族群所組成的，我們的結合就好比是一個大的交響樂團，是由各種不同的樂器所組成，雖然不同但彼此之間可以結合在一起，這樣的結合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合一」例子。就如同原住民族群不同旋律歌謠，可以結合在一起，玉山神學院就曾經用原住民各族不同的歌謠旋律，編成一首合唱組曲，曲名「山海歡唱」，參加全國音樂比賽，得到全國第一名。 不同的人、事、物可以結合，還包含夫妻、家具、食物等等，夫妻的組合可以互相幫補、不同的家俱放在一起可以相互襯托，吃不同的食物可以達到營養的均衡。不同性質的人、不同事務可以結合，保羅懂得這樣的道理，所以保羅才說人有許多差異，但彼此應該要建立在互相欣賞、互相彌補、互相結合、互相接納的一個基準上，就能締造出非常不同的氣氛，這種氣氛就是保羅所期待的「合一性」的信仰指標。 但話說回來，為什麼人有時在互動的關係上產生問題？其實這些因素涉及到許多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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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問題。有一篇文章提到：「「「「聖經不僅在啟示人類上帝國度的奧秘聖經不僅在啟示人類上帝國度的奧秘聖經不僅在啟示人類上帝國度的奧秘聖經不僅在啟示人類上帝國度的奧秘，，，，也是在啟示我們去也是在啟示我們去也是在啟示我們去也是在啟示我們去認清許多人性的問題認清許多人性的問題認清許多人性的問題認清許多人性的問題，，，，所以要明白上帝的真理所以要明白上帝的真理所以要明白上帝的真理所以要明白上帝的真理，，，，就不應該只是一個抽象的學問而已了就不應該只是一個抽象的學問而已了就不應該只是一個抽象的學問而已了就不應該只是一個抽象的學問而已了，，，，更更更更應該是講求經驗與生活的故事應該是講求經驗與生活的故事應該是講求經驗與生活的故事應該是講求經驗與生活的故事，，，，以及苦難盼望的生命故事以及苦難盼望的生命故事以及苦難盼望的生命故事以及苦難盼望的生命故事。。。。」 這篇文章提到「人的經驗與生活的故事」。從教會的層面來說，每一個教會都有自己的歷史，這些歷史就是由我們各團契生活共同所建立的，當然，在這過程中，我們想法有時是一致的時候，但也有意見相左的時候，就是因為人有差異，很自然就會產生不同的想法，但保羅一再提醒，你我雖然不同，但是我們可以互相欣賞、互相教導、互相勸戒，這就是保羅為什麼引用「詩篇、聖詩、靈歌」這三種不同性質的音樂，就是要說明人合一的重要性。  合一的基本條件合一的基本條件合一的基本條件合一的基本條件    當然，人要達到合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這些因素涉及到許多人性複雜的問題，誠如一本書書名是《一千個怎麼辦？》作者提到：「人很難合一，最主要是因為人過於強調自己。」他又說：「凡事以自己為中心的人，這人就很容易把上帝擺在第二位。」是的，人一但沒有把上帝居首位，人的私心自然就浮現上來。當然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見，並非是一件壞事，但任何的意見與想法，若涉及公眾的事，就應該先拋開個人主觀的想法，定格在合一的基楚上，也就是大家共同討論的結果。根據專家的看法，百分之七十的結果都是透過共同聚會討論，事情才會圓滿，而不是單獨個人的意見，我想這個數據也提供給我們思考合一的重要性。當然合一的關鍵並不是只要互相尊重、互相肯定、互相幫補就能達成，按照今天聖經的教導，保羅認為這樣還不夠。在今天的經文 14 節提到：「人還要有『愛心』，因為愛是聯繫一切德行的關鍵。」 各位弟兄姊妹，提到「愛心」，其實整本聖經的啟示就是一個「愛」字，也就是要我們彼此相愛。大家都知道「彼此相愛」是上帝給人類最大的誡命，所以人一但以愛心出發時，人的合一就能締造最大功效，「do、mi、sol 合一的啟示」不就是在這層的關係上嗎？保羅也在腓力比書做了最好的勉勵，他說：「我要求你們我要求你們我要求你們我要求你們，，，，要有共同的目標要有共同的目標要有共同的目標要有共同的目標，，，，同樣的愛心同樣的愛心同樣的愛心同樣的愛心，，，，相同相同相同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不要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不要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不要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不要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腓２：２－4）特別是是今天的經文 14 節提到的，人還要有「愛心」，這樣才是合一的最大關鍵。在哥林多前書 13 論到愛，最後一節也提到：「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書 13章是我們所熟悉的經文，其中第 4 至 6節有人把他編成一首詩歌，曲名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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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諦」，這首詩歌的流行，在台灣幾乎已經是家喻戶曉了，在新婚的禮拜常有人把他作為祝歌，但是這段經文較少人注意到它背後的真義，這裡所說的「愛」是指上帝永恆的愛、不變的愛、徹底的愛，而且真正的愛是一種意志上的委身，不是一時感情的衝動，人若憑靠自己根本是做不到的。其實，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論到愛時，開宗明義說到：「我我我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若能說萬人的方言若能說萬人的方言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並天使的話語並天使的話語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我就成了鳴的鑼我就成了鳴的鑼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響的鈸一般響的鈸一般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我若有先我若有先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知講道之能知講道之能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也明白各樣的奧秘也明白各樣的奧秘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各樣的知識各樣的知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而且有全備的信而且有全備的信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叫我能夠移山叫我能夠移山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卻沒有卻沒有卻沒有愛愛愛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就算不得什麼我就算不得什麼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將所有的周濟我若將所有的周濟我若將所有的周濟我若將所有的周濟窮人窮人窮人窮人，，，，又捨又捨又捨又捨己身己身己身己身叫人焚燒叫人焚燒叫人焚燒叫人焚燒，，，，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卻沒有愛，，，，仍然與我仍然與我仍然與我仍然與我無益無益無益無益。。。。」（哥前 13：1-3） 「愛」為何如此重要？因為上帝先愛我們，當我們明白這個道理時，相信我們在愛心上就有許多可以揮撒的空間，就好比，玉神在幾年前前學校發現同學欠繳火食費將近 100萬，台北東門教會盧俊義牧得知這消息後，告知來自不同教會的查經班學員，幫助這些學生，透過牧師宣傳之後，來自各方的愛心奉獻將近 150 萬，超過所求的 100 萬。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體會到，人的不同可以結合在一起，共同關心一件事，但這種結合完全是基於愛的動力，合一才能達到果效，因為「愛」是在這一切道理的總綱，是聯絡全德的，愛超過智慧，愛也超過恩賜，愛才能解決一切問題，相信大家都有這樣的感受。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玉山神學院就是值得我們來關心，本院已經有六十四年的歷史，這當中就有述說不完的愛心，就是因為有來自多方的關心，使得我們可以栽培將近一千多位的畢業生成為傳道人，到原住民部落為主傳福音，而目前我們玉神還有一百四十多位在學的學生，儲備成為教會與社會的福音鬥士，因此為了能讓他們有更好的培育，請多位他們鼓勵與代禱，本院事工的發展，也邀請各位再繼續關心玉神，若您有任何的感動，請參考手邊的玉神資料，有我們需要您關心的事工。再次代表玉神，謝謝你們過去不斷支持這所學院，願上帝祝福大家。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愛我們的主上帝，感謝你透過今天的經文保羅的教導，讓我們再一次體會合一的功課，合一的功效應該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肯定、互相幫補，彼此以愛心作為我們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見證。求主幫助我們朝向你所期待的合一方向，成為一位有見證的福音使者，我們 如此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