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 2009.08 383 期

Jesus ,  I  my cross  have  taken,  Al l  to  leave ,  and fo l low Thee;

Henry Francis Lyte, 
1793-1847

教育專欄

讚美詩源考

第110首 撇物從主 文／讚美詩源考小組策劃 黃婷撰稿

Jesus, I My Cross Have Taken

ELLESDIE，8.7.8.7. Double

Wolfgang A. Mozart, 
1756-1791

本詩作詞者萊特（Henry Francis Lyte, 

1793-1847）是英國聖公會一位博學且十

分出名的牧師。他之所以能夠出名，並非單因

他的學識淵博或靈命高深、也非單因他熱心愛

人或敬虔愛主，雖然這些都是事實，且他一生

還充滿了許多感人的事蹟及艱苦的過去，但是

真正令他享有盛名的，就是完成了本會讚美詩

239首〈求主同住〉這首偉大的詩歌。

萊特早年生於愛爾蘭，幼年時父親擔任船

長不幸罹難，他在比別人更艱苦的學習環境

中，甚至半工半讀，卻能以名列前茅的成績完

成都柏林三一學院的課程，並三度獲得寫詩獎

金，在文學與醫學的前途抉擇下，他放棄自己

的大好前程而選擇了神學，獻身神職照顧信

徒，並且帶領許多人歸主。

1815年他在愛爾蘭一教會任副牧師，兩年

後，有位同工病危他前去探望，他們同讀保羅

書信，神藉此開啟他屬靈的眼睛，改變了他整

個生命。在教會中，他特別關懷、幫助貧苦的

兒童，他生活清苦，但心中充滿屬天的喜樂。

1823年他自願來到Brixham，一個偏僻落後

的漁村，當了二十四年的牧師，並想用愛來感

化這些漁民，但粗暴無知的漁夫們似乎不能欣

賞他，因此他經常寫詩表達心靈的感受。然而

繁重的教牧工作及潮濕的海洋氣候，對他的氣

喘和肺病不利，親友勸他遷居無效，他還是勤

勞地為主作工，他常說：「銹壞不如磨壞。」

1824年，萊特寫下本詩，記錄了他在信仰

裡深刻的感受與決志，他說：「主！我背起了

我的十字架。」藉由苦難，他體會到十字架是

他的避難所，是他與神單獨親近之處。原詩本

有六節，首次收錄於萊特的Sacred Poetry詩

集中。1831年，Joshna Leavitt為某次的復興

運動需要而發行了本詩歌。

1847年夏，萊特的身體已無法支撐，醫生

囑付他必須即刻易地療養。因此他終於決定遵

照醫囑休養。在他動身前一日，他在自己服事

許多年之教區作最後一次的告別佈道並主持聖

餐，勸勉信徒及時認識、感謝和依靠主。隔日，

他依依不捨地離開這個漁村，起程前往義大利

去靜養休息。但三個星期後，他途中來到法國

的尼斯時，便與世長辭，而且葬在該地。底下

是他於告別佈道時的一段摘錄：

「弟兄們，今天在此我站在你們中間，正如從

死裡復活一樣，好像我也許可以使你們印象深

刻，並且藉著適時認識基督的死，引導你們為

這要臨到眾人的嚴肅時刻作好準備。」

本詩曲調是緬幼拔（Hubert P. Main, 

1839-1925）註於1873年改自奧國音樂神童莫札

特（Wolfgang A. Mozont, 1756-1791）名曲

Arr. Hubert P. Main, 
1839-1925

本專欄由蔡純慧老師負責審稿、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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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up! All  ye slaves of  evil, Sin too long  has oppressed and enchaine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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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詩源考

第111首 跟隨救主
Rise Up, All Ye Slaves of Evil

文／讚美詩源考小組策劃 徐元達撰稿

Frank W. Price, 
1885-1974

楊蔭瀏 

（Ernest Y. L. Yang, 
1899-1984）

中的一段（此改編首次收錄於Winnowed Hymns詩歌集中，並以「Air, Mozart, Arr. H.P.M.」加

註）。

關於本詩有個感人的故事。在美國有一位非常富有的猶太人，他的獨生愛女信了基督教。按

照猶太人的風俗，是要趕出家門。在女兒20歲生日那天，她父親廣宴親友，席間宣布，給她最後

一次機會，如她再不放棄基督教的信仰，她將失去所有財富，被逐出家門，斷絕父女關係。女兒

聽了，從容地走到琴旁，邊彈邊唱本詩，唱畢，她和父母親友告別，只帶一本聖經離家。此後她

一生在貧民中傳揚福音。

註1.曲調名──ELLESDIE，為譜曲者Main之筆名。

註2.本詩作曲者與68首相同，其相關介紹請參見《聖靈》月刊2008年8月號（371期）。         

本首中國曲風濃厚的詩歌，曲調為楊蔭瀏

（Ernest Y. L. Yang, 1899-1984）所

譜。楊蔭瀏為江蘇無錫人，自幼喜歡音樂，

6歲時隨鄰居的小道士學習中國樂器。10歲

時，他隨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郝路義（L. S. 

Hammond）學英文、鋼琴、樂理、和聲和對

位；而以教她中國詩詞、音韻和昆曲作為交

換。他21歲受洗加入聖公會，1923年進上海聖

約翰大學攻讀經濟系。1925年五三慘案時，他

和數百位同學因參加愛國運動而離校。

1929年，他應聖公會之聘，負責編印《頌

主詩集》。1932年赴燕京大學音樂系旁聽作曲

與西洋音樂史時，與劉廷芳博士共同編纂《普

天頌讚》，並在宗教刊物上撰寫「聖歌與聖

樂」專欄。他在1936年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

員，繼而任中央音樂院教授，中國音樂研究所

所長等職。1981年，《讚美詩新編》編輯委員

會聘請楊氏當顧問，他在作曲、編曲和譯詞方

面都非常卓越，其一生對中國民族音樂及教會

聖詩貢獻至鉅，是少有的中國音樂學者。

本詩由普萊斯（Frank W. Price, 1885-

1974）填詞，普萊斯是19世紀初期的美國聖詩

作家，其作品多為配合黑人靈歌或民謠填詞，

著有Southern Harmony一書。他曾擔任長老教

會在中國的傳教士三十年之久。1953年，普萊

斯為美國長老教會的世界傳教教育

機構選錄並翻譯了23首中文的讚美

詩，收錄於Chinese 

Christian Hymns，本

詩亦收錄於其中。

本詩英文版引自《羅馬書》第六章6節：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

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中文版

引自《馬太福音》第十六章24節：「於是，耶

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內容都說明人們在

信仰的道路上必須起身跟隨基督救主，才得以

對抗罪惡的救贖理念。

註：曲調名，查無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