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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小時候，爸媽為了養活我們六個孩

子，他們總是忙於工作。加上附近沒有

教會，要到最近的教會還須搭公車約二十分

鐘，然後再步行十分鐘，真所謂千里迢迢。在

物質缺乏、交通不便利的年代裡，聚會可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那時對教會的感覺，只是一處

陌生而遙遠的地方，更談不上成為什麼倚靠的

力量。在六○年代，大部分的家庭經濟環境都

不好，要上幼稚園也是有中上的經濟才能負擔

得起，於是學前教育的時光，就轉移到跟著大

人們忙裡忙外的。當時的家長們都將客廳當工

廠，全家投入手工業，不論家中老小，個個卯

足了勁極力衝刺，分工合作，賺取微薄的工

資，貼補家用。雖然小童工邊玩邊聽指示跟著

做，對於大人來說倒也是多少派得上用場，諸

如用強力膠糊皮子、轉毛線、磁鐵貼音符、包

裝餅乾糖果……，我們都做過。原本童年就可

能和一般的小孩一樣在瑣碎重複的加工過程度

過的，沒想到在我國小二年級的時候，這種生

活模式有了重大的改變，那就是我們租屋附近

來了一戶同是我們真耶穌教會的信徒。

自從張姊姊一家人與我們比鄰而居之後，

我們才知道原來聚會是很重要的，並不是像我

們以前遇到過年或是靈恩會才要去。透過張伯

父伯母的身教，我們對神、對教會弟兄姊妹模

糊的印象，似乎有著漸漸對焦的機會。

張伯父是幫人送米的夥計，以往每日所

用的米，都是請米店送來家裡或是到米店

去糴的。因為爸爸的工作不穩定，家裡的環

境實在捉襟見肘，常常月初領錢，月中就已

經用罊了。媽媽每次都等到米缸見底之後，

才叫我到隔壁去跟張伯父說要幾斤米，我

依稀記得媽媽拿不出錢，腆靦說著要賒帳

那番窘困的模樣……，而每次張伯父總是汗

流浹背的將身上所馱的米倒進米缸裡，不因

我們欠債而讓我們的肚子餓著。米缸的米甚

至比媽媽原本叫的米數量還多，其中多的部

分是張伯伯幫我們補上的。張伯伯氣喘呼

呼的佯推著有許多家還等著他送米，隨意

記帳讓媽媽簽名後，技巧的迴避收不到錢的

窘境，然後快速的騎上腳踏車離開……。

而張伯母對我們的好也是不遑多讓：她總

是藉著各種名目帶著我們愛吃的爆米香、麥芽

糖、炸年糕到家中轉轉，甚至她家中小孩穿不

下的衣服送給我們，仔細一看雖說是舊衣但是

保養縫補得宜，讓我們都捨不得穿呢！張伯母

停留的時間與媽媽話家常，順道將上星期傳道

所說的講道內容重點摘述一遍，其中我們最喜

愛聽蒙恩見證了，個個聽得津津有味。媽媽常

說我們欠張伯伯一家人的恩情實在太多，不知

哪年才能還的了？只求耶穌能幫我們回報了！

接著耳提面命地要我們認真讀書、做個有用的

人，我也聽話的考到了全班第二名，還因此獲

得一個張姊姊已經不玩的塑膠洋娃娃。以前洋

娃娃的眼睛是用畫的，而這個洋娃娃它的眼睛

是會隨著躺下而閉上，起來又會張開的那一

種，那是我長那麼大一直夢寐以求的玩具呢！

真是愛不釋手。當時因為大家的物質環境普遍

上好的福分
文／淥杳  圖／尚仁

我依稀記得媽媽拿不出錢，腆靦說著要賒帳那番窘困的模樣……。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Dear children, let us not love with words or tongue but with actions and in truth.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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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好，雖是舊衣舊物，仍然分外珍惜，成為

那段苦澀歲月中重要的支持力量。

已升上國二的張姊姊，因為自己也要參加

初級班聚會，與我們情同手足的她願意在每個

星期日和張哥哥帶我們去參加兒童聚會。當時

的宗教教育聚會都是安排在星期日的早上，不

像現在因應現代人忙碌生活步調，於是都將兒

聚排在安息日的下午。有了可以忙裡偷閒的時

光，不用一直趕加工，我們這一群小蘿蔔頭可

樂了，還可以搭公車到教會聽好聽的故事、學

唱詩、剪剪貼貼、塗塗畫畫的，還有可以和教

會的小朋友玩遊戲……等等，真的好開心哦！

我們苦苦央求媽媽讓我們可以每個星期都能去

聚會，我們想要獲得有著個人榮譽感的「全勤

獎」，想要將老師所設計的葡萄樹都貼滿出席

的果子，因為老師說主耶穌喜歡每個小朋友快

樂的唱詩、到教會敬拜祂。媽媽最終拗不過我

們，就勉強答應，但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我們

自己賺取車費及感恩奉獻金，也就是要我們有

空時要更認真做手工，不可以有邊玩邊做這種

不負責任的心態。此種訓練造就我們認真、刻

苦耐勞的性格，大家都迫不及待星期日的來

臨，饑渴慕義的心是那麼單純與熱切！ 

幾次跟張姊姊張哥哥搭車下來，我也觀察

到如何買車票、到哪一站下車、之後要往哪條

路步行到教會……，這都難不倒我。唯一讓我

不知所措的情形是我那年僅五歲的小妹，她常

常走沒多久就說腳痠，最後索性就賴在地上不

走了，甚至哇哇大哭……。路人異樣的眼光惹

得我心浮氣躁的直想揍她，而張姊姊見狀總是

很有耐心的背起小妹，緩步的哼唱兒童詩歌，

張哥哥會在旁邊逗弄小妹，原本哭哭啼啼的小

妹，說也奇怪就安撫下來，有時破涕為笑，有

時還睡著了，真的好神奇哦！我們更佩服張姊

姊張哥哥了。就這樣我們接受了正規宗教教育

的薰陶，對於《聖經》人物──亞伯拉罕、摩

西、約伯、大衛、約拿、路得、以斯帖……等

等我們都耳熟能詳，豐富了我們的童年生活，

自小更以此為人生學習的標竿。生活當中不再

只有跳格子、騎馬打仗、史豔文、苦海女神龍

相伴。我們也在其中接觸到各種樂器，比如風

琴、鋼琴、響板、三角鐵，在輕鬆的學習下，

還略略學會一些彈奏的技巧，殊不知日後都成

為我當兒聚教員一個重要的才能，而且有助於

日後專科學校音樂選修科目，能輕而易舉辨識

各種曲調。宗教教育的教導是多元的，並不亞

於幼稚園教育，我們是多麼幸運的一群啊，有

神的看顧及人的慈愛相伴！

主內張伯伯一家人，就像是神所派來幫補

我們、扶持我們的弟兄姊妹，他們奉獻時間、

金錢與愛心，像在土地撒種般辛勤努力灌溉，

呵護我們家中幾株的幼苗，雖然當時並不知是

否會被鳥啄，或是被屬世的蔓荊遮住，不見得

有開花結果的一天，但就是靠神感動他們願意

付出與分享，使原本不起眼的我們，有了新妝

的樣式，讓我們看起來是多麼地與眾不同啊！

看看我們家中的景況，所有的成員都保守在主

裡，個個愛惜自己的羽毛，努力從事聖工，在

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謹遵主命……。想想，

這一切若不是神巧妙的安排，怎能如此美善與

周延呢？畢竟與我們處境相仿的鄰人與同學，

在當時就有許多人可能迫於經濟的壓力，早早

就輟學，甚至被花花世界給迷惑，喪失自我的

也大有人在，遑論其他！如今回想起來只有更

加感謝了。

後來張伯父一家人搬至南部，他們也同樣

深耕當地，輾轉聽爸媽說起張伯父已被立執

事，張伯母依然關心教會中弱勢的弟兄姊妹，

張姊姊遠嫁至海外，張哥哥當了傳道……。我

知道張伯父一家人是明智的，選擇最好的福分

「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不能朽壞之

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羅二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