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三9）

「停﹗大家這裡再唱一次。記得我們的

重音要放在每小節的第一與第四個八分音符

喔。」詩班老師再一次的提醒成員。靈恩佈道

會快要到了，大家這時認真的把握時間加緊練

習。

「老師，重音為什麼要這樣放？」一位第

四部的青年問道。

「哎呀，老師上次才說過的啊！」青年的

姊姊不好意思地回答：「因為六八拍的曲子是

複拍子，所以一個小節共有兩拍，而一拍裡

有三個八分音符。所以第一拍下去的時候，

一定是小節裡的第一個八分音符，那麼第二

拍……。」

「就是第四個嘍！」另一位第三部的弟兄

接下去回答。

「嗯，很好，

這樣子唱就會比較

有精神，也比較有活躍感。邀請人來教會，態

度要誠懇。同樣的，當你告訴人家『耶穌召你

噢』，是不是也要能夠說服人咧？」

「嗯嗯，是啊！」所有第一部的姊妹都向

老師點頭。

「那麼唱這首詩的時候，老師請大家好好

打起精神，面帶笑容，咬字清晰。」

「對呀！」調皮的Justine開始說話了：

「大家如果學習Richard大哥那種唱詩微笑的

表情就對啦！」這時所有的人轉頭朝Richard

的方向看，好奇他會有什麼反應。

「哈，謝謝Justine，你們知道為什麼

嗎？看看歌詞吧！第一節的對象是『離主越來

越遠的人』，第二節是『有罪的人』，第三節

是『勞苦的人』，最後一節是『迷路的人』。

這些人是一群心裡沒有平安的人，也是最需

要被人接納及關懷的人。大家想想，如果我

文／李佳恩　圖／聖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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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用微笑的臉孔告訴他們：『主耶穌今天召你

喔！』不是很溫馨嗎？」

「嗯，說得很好，大家聽到了嗎？記得唱

詩的對象喔。來吧！我們就來練前兩行。」鋼

琴起了音，老師也開始指揮了。

沒多久，老師又開口了：「第二行的第一

句是不是與第一行的一樣呢？」

「對呀！」大家全體回答。

「那麼也照同樣的方式唱。還有，第一行

出現兩次的『今日召你』的『你』，要用推的

來唱，因為那裡的音質比較長，似乎要讓對方

聽清楚『不是召別人喔，而是召你！』」

大家猛點頭表示同意。

「老師，副歌很明顯的是第二段耶，因

為節奏上與前兩行不同。那麼它所有出現的

『你』又要怎麼唱呢？」一位姊妹問道。

「嗯，問得不錯。第三行，也就是副歌，

共有兩句，第二句雖然旋律的形狀與第一句

的一樣，但是因為第二句的音高比第一句的

高，好比樓梯往上爬一格，所以我們唱到第

一句的『你』就要漸強直到第二句。然後第

二句的『你』，我們在次漸強到最後一行的

『耶……』。男聲在副歌節奏獨立，也就一起

有勁的配合女聲一起作漸強吧。」

「噢，老師我懂了。所以整首的高潮就是

最後一行耶穌的『耶……』。那裡是旋律從頭

到尾最高的地方，正好也可以強調，是『耶

穌』在呼召！是吧?!」

「嗯，說得好，這樣大家有沒有對整首詩

更了解了？」

「嗯嗯！」大家彼此微笑再次點頭，詩班

在愉快的氣氛中繼續他們的練習。

開車回家的途中，讚美詩34首不斷地在腦

海浮現，尤其是副歌的「今日召你，今日召

你，耶穌今召你，祂溫柔聲今日召你」。確

實，這首詩歌若用心的唱，歌聲若發自內心的

感動，實在很可以打動人心的。

一到家，翻開讚美詩，再度複習克羅斯

比寫的一些詩：481，236，65，322，436，

503，506等等。發現她的詩皆有個特點，就是

歌詞的主角（或歌唱的對象）向來都是耶穌救

主，並且詩歌的重點大多講述信徒與主美好的

關係或讚美，而讚美詩34及37首，對象竟變成

第二人稱「你」（thee）。突然感到很有興

趣，之前讀過一些克羅斯比的介紹，知道她很

有創作的恩賜，一生共寫了九千多首詩，記憶

力非凡，10歲的時候就背通新舊約各前四卷。

那麼第34首出現了第二人稱，是不是代表作者

本身除了重視與神直向的關係之外，與人的橫

向關係也很好？有恩賜的她，是否也是個有愛

心的人？

1842年22歲的克羅斯比剛畢業後，學校便

聘請她指導歷史與修辭學，任期有十一年之

久。這段時間學生們都非常喜歡她，因為克羅

斯比很容易也很快地了解學生，並且同情他

們。她愛人的特質，影響了許多學生的生命，

克羅斯比個性友善，活潑開朗，人見人愛。除

了參與許多義工之外，她也曾親手助人。1849

年美國流行來自印度藉由歐洲傳進來致命的霍

亂（Cholera）。她勇敢地留在學校幫忙照顧

霍亂病人，當時也被傳染導致自己差點喪命。

此時想起《聖經》也曾教訓要愛人如己的

道理（太二二39），以及《約翰福音》十三章

裡主親自留下為門徒洗腳的榜樣。主耶穌給我

們的標準更高──不僅要愛教會的弟兄姊妹

們，更是要愛想要出賣你的敵人，並且饒恕人

七十個七次（完全的饒恕）（太十八22）。與

同靈的互動是出於愛與尊重（提前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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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不僅只是與神直向的關係，《聖經》也重

視我們人與人橫向的關係，並且也教導實質幫

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太二五40；雅二16；腓

二3）。

了解愛人的心腸，對人的誠懇以及用心之

後，我們唱第34首及37首時，是否更能體會作

者的心境？

緊接1883年寫的34首〈耶穌恩召〉後，是

1887年寫的37首〈硃紅罪變如雪〉，更是闡明

主耶穌給人浩大之愛。「你的罪雖像硃紅，主

必使它白如雪！」似乎是進一步向第三人稱─

─你，介紹主耶穌的仁慈以及偉大。

整首詩（中文版）五行裡的前兩行節奏完

全一模一樣，而第四行的節奏又兩次重覆第一

行首句的節奏。仔細一看，只要同樣這個節奏

出現（附點節奏接三連音），所配上的歌詞都

會是一樣的，而這個節奏主題一共出現四次。

比方說第一節「你的罪雖像硃紅」，因此只要

節奏主題出現的時候，所配上的就是這一句歌

詞。作者一直重複同樣歌詞的意義，是努力說

服聽者：「真的，你的罪雖像硃紅」，「真

的，請聽主慈愛呼聲」，當然還有最重要的，

「你的罪祂肯赦免」。表面似乎看來嘮叨，其

實背後是急切的關懷！

我們唱此詩時，可以想像保羅恨不得萬人

得救的那種心腸。不僅是自己的信仰重要，別

人的信仰也要時常關心。

或許我們為已信主的弟兄姊妹，或未信主

的親朋好友能做的不多，但可以盡力為我們周

圍需要關懷的人代求──這也是一種信仰的橫

向關係。《尼希米記》記載代禱的功效，也就

是必須在事情的背後看清楚自己的責任（參：

尼一4），將代禱的對象當作如自己的事（尼

一6：「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我們不單

單只在理智上知道要為某人禱告，還要進一步

的帶入感情（「尼希米聽見，就哭泣」）。與

對象一同認罪是禱告重要的一環，或許錯並不

在自己身上，但認罪不單只是作錯事才認罪，

其實當有一個人不足的時候，也是一種過犯。

在《聖靈》月刊第310期裡〈習以為常也有疏

離〉的結論也提到「幫忙代禱」的態度。確實

可能有些人代禱只是嘴巴講講──「《聖經》

裡也責備那些只會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

們穿得暖、吃得飽』的人，不是嗎？我們無從

得知，聚會結束前多少人真的為了那些被唱名

代禱的代求，但是卻很有可能……，像《聖

經》上所說的，忽略了同靈之間舉手可做的善

行。」

盼望我們都能在代禱上突破，不斷追求靈

性的進步。

藉著詩歌中的「你」，讓大家反省自己與

人的橫向關係，更是不要忘記多多關懷周圍的

人──若不能賦予行動，就應該舉起禱告的雙

手切實地記念他們。固然我們不會是34首第

二，三，或四節裡所指的那些人，但是唱這首

詩的同時，也可以帶給我們自省的機會：我們

有沒有如第一節所講的──「越走越遠越走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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