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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筆者剛到台北就讀研究所，意外

受邀擔任北區大專聯合團契課務組的組負

責。當時的契負責是今邵銘恩執事，副契負責

是今姚家琪傳道。他們的決策是基於信心或資

訊，不得而知。但是筆者基於對信仰的執著及

「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懷，便欣然接下此任

務。這個決策牽動筆者認識林長老的機緣。

筆者在忙碌的研究生生活中，積極為主內

的大專生規劃課程，其中影響較深遠的工作是

規劃了「思潮講座」與「聖經講座」。開會時

大家一致推荐林長老擔任「思潮講座」中〈基

督徒的前程規劃〉之講員。只是筆者對林長老

毫無印象。經過介紹之後，筆者很高興教會有

林長老這樣的人物，也了解林長老是邵執事的

伯父。筆者認為由邵執事出面邀請林長老，事

情容易辦妥，因為邀請林長老這樣的人物（當

時擔任淡江大學董事長），對大學剛畢業的筆

者而言是很大的挑戰。但是邵執事堅持筆者應

基於職責出面邀請，因為事情可能沒有想像的

那麼困難。這個從懷疑、興奮到壓力的過程，

是筆者擔任北區大專聯合團契課務組組負責的

第一項收穫，不但學到不自我設限的經驗，更

體會到邵執事具領導能力與教育理念的決策模

式。

筆者回到宿舍，鼓起勇氣，拿著零錢，走

向附近的公共電話亭。第一次的電話交談，筆

者就被林長老的謙虛、和藹與慈愛所吸引。林

長老疼愛年輕人，在了解情況之後，欣然答應

擔任講員，並親切表達關懷。這個從壓力、緊

張到興奮的過程，是筆者接受組負責的第二項

收穫，不但體會到自我激勵的力量，也見識到

偉人的典範，更得到終身受用的生命導師。

在台北讀書的期間，筆者在教會常常聽到

家長要孩子學習林長老的佳範，林長老也是最

多教會青年立志追隨的榜樣。坦白說，筆者也

有這樣的想法。感謝神的恩典，讓筆者有機會

聆聽林長老的人生經驗、信仰見證、社會關懷

與辦學理念，得以觀察其言行，並見識其規劃

前程、經營人生與面對挫折的智慧與風範。

藝文專欄

心派生活

林長老都是讓與他交往的人得到幫助，

而且不求回報。

文／許恩得  相片／林敬恩

開創新局的典範──
    懷念林從道長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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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6日清晨，林長老在睡夢中安

詳蒙主召回，享年91歲。在懷念林長老之際，

除了不捨與感恩，筆者覺得自己不應獨享從林

長老身上學到的寶貴智慧。藉由本文的分享，

若能激發更多的後進學習「林長老」，將是社

會的福氣。

一、善於教導

就在林長老答應擔任〈基督徒的前程規

劃〉的講員之後，筆者便寫一封信並附了一些

人力資源管理中有關「前程規劃」的資料，寄

給林長老參考，還「希望」林長老可以運用這

些資料。在林長老演講的前一週，筆者又利用

林長老到景美教會領會之便，告訴林長老「應

該有」與「不該有」的演講內容。現在回想起

來，在與林長老互動的過程中，筆者有許多不

禮貌，甚至得罪的地方。林長老不但沒有馬上

當面責備，反而是多加肯定，引導筆者更努力

上進。除了有包容，林長老仍希望主內的信徒

不要犯類似的錯誤，便利用在演講「舉例」的

適當時機，先稱讚筆者的毛筆字，再誇獎筆

者的用心提供資料，並肯定筆者的努力規劃，

最後強調為讓所有的聽眾都得到幫助，所以

舉筆者的例子供大家參考。最後林長老才說：

「要有好前程，禮貌很重要，而且要注意細節

的地方。例如寫信或說話的時候，下對上要用

『請』，上對下才可以用『可』。」

筆者很感激林長老的教導，更感激其教導

方式，因為在給林長老的信中用「可」，是筆

者對林長老最細微的不禮貌。林長老用愛心包

容筆者其他重大的不禮貌，而且其關心與愛護

的語氣，讓筆者見識到教育家的典範。

筆者與林長老較熟悉之後，便利用機會請

問林長老：「如何可以像您一樣兼顧信仰、家

庭與事業。」林長老哈哈大笑，點點頭，說幾

句「感謝主」，沒有正面回應筆者的問題。直

到在筆者得到碩士學位時，林長老請筆者去當

時台北最有名的法國餐廳「羅曼蒂克」吃飯，

並以一本燙金版的《聖經》做為畢業禮物，強

調：「這是我留下最後一本的《聖經》，預備

送給你的。」林長老並在《聖經》首頁抄錄了

二段經文：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為完全

的，祂是神。」（詩十八32）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

的道路。耶和華與敬畏祂的人親密。」（詩

二五12、14）

林長老又說：「只要敬畏神，努力研讀

《聖經》，遵行《聖經》的教訓，就能體會到

神的力量，並使行為完全。願主耶穌施恩祝福

你，亦帶領你走平坦的路，出入平安，所行所

做盡都順利，阿們！」

筆者收到林長老的禮物與祝福，如獲至

寶，就立志要研讀《聖經》。後來筆者對讀

《聖經》逐漸由興趣到熱愛，並比較各種中英

文的譯本。筆者發現林長老經營信仰、家庭與

事業的原則，都是來自《聖經》中的教導。對

林長老不會單純說教，而是在時間、氣氛與意

義都配合的環境下，給予當事人適當的啟發並

持續成長的激勵，印象深刻。

林長老回答問題非常有啟發性，其方法具

有智慧。有一次筆者請求林長老介紹幾本好

書，讓筆者可以站在偉人的肩膀上。林長老的

答覆，出乎筆者意料：「每個人有不同的讀書

偏好與需要，只要不斷地閱讀，就會知道自己

該讀甚麼書，也會知道如何選好書。所以長老

還沒想到要推荐你甚麼書。」

林長老的教導讓筆者了解：只有不斷閱讀

的人，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好書。筆者後來也

發現，從一個人的選書的方式可以判斷其獨立

思考的能力。筆者更體會到訓練獨立思考是一

個持續的過程：學習（聽或讀）→實踐→驗證

→修正→再學習，直到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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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學校已二十年了，往往因學生的無

知或無禮而感到生氣與挫折。但是每當回想林

長老對筆者的耐心與愛心，感恩的心就油然而

生，自然激發持續教育的熱忱。林長老真是善

於教導的偉大教育家。

二、樂於助人

林長老非常樂於助人，只要向他開口請求

幫助，幾乎都得到正面的回應。林長老助人都

是針對其需要，而且不會受到傳統觀念的束

縛。例如台灣光復前後，海運界有一個規定：女

人和其他非航海駕駛人員不得到駕駛台，那是

一個神聖的地方。然而，當時擔任船長的林長

老看到張榮發（目前長榮集團的董事長）平時

非常認真讀書，就特別准許他上駕駛台，並讓

林泰山教導其航海實務的操作。由於林長老的

協助，造就了張榮發這一位世界級的企業家。

林長老都是讓與他交往的人得到幫助，而

且不求回報。例如筆者與林長老相識二十多

年，努力想回報林長老，反而一直得到林長老

的幫助。由於林長老在筆者碩士畢業時，請吃

飯而且送禮物，筆者滿心感恩，便向林長老

說：「等到我會賺錢，一定要請長老吃飯！」

林長老面帶微笑點點頭說：「感謝主！神會安

排機會。」退伍後，筆者回逢甲大學會計系任

教，林長老持續以書信或電話給予觀念的指

導，百忙中撥冗南下嘉義的六合教會為筆者證

婚，並送一幅親題「靠主常常喜樂」的畫。

有一天，邵銘恩執事在大同教會舉辦進

修會，要筆者為其主持討論會。藉此北上的機

會，筆者打電話給林長老：「但願能得長老的

成全，實踐我畢業時的承諾，請長老吃飯！我

想地點就您四年前請我的那一間法國餐廳『羅

曼蒂克』吧！」林長老笑著說：「那一家餐廳

已經結束營業了。」筆者回答：「台北我不熟，

能否請長老選擇您最喜歡的餐廳，由我來請

客。」經過討論之後，林長老又笑著說：「好！

長老來決定餐廳，並且在中午你下課時，我到

大同教會門口接你一起去餐廳。」林長老帶筆

者去的餐廳是淡江大學的招待所，因為這是他

最喜歡的餐廳。因此，筆者又沒機會請客了。

林長老不是純粹吃飯，而是另有教育目

的：「人必須有體會才會改變，所以經驗很重

要，趁今天吃飯之便，長老要讓你認識淡江大

學將成立的國內第一所海事博物館。希望藉今

天的經驗，對你日後的教育工作有幫助。」林

長老的生日是6月6日，海事博物館將在1992年

6月6日落成。林長老一邊帶筆者參觀海事博物

館，一邊檢查海事博物館落成的準備工作。

林長老一一介紹各國的模型船，如數家

珍，這些是他一生的珍藏。林長老談到其人生

經驗：「航海就是人生，須要敏銳、堅忍與勇

氣。」並指著一張船員爬高的訓練照片說：

「船員常要爬高，所以勇氣與謹慎的訓練很重

要。沒有勇氣，不敢爬高；不謹慎，容易在爬

高的過程中摔下來。人生追求成功的過程也是

一樣。」

一趟海事博物館之旅，讓筆者體會到求學

就像航海，要有自己的目標與航道，不是只追

隨別人的行徑。只有不斷探索目標的人，才會

了解適合自己的目標。只有能獨立思考的人，

才敢走自己的道路。筆者在東海大學積極推動

「國際職場專業實習制度」，也是受這趟海事

博物館之旅的啟發。

林長老助人常常是周全而且精緻。1992年

筆者在逢甲大學任教滿三年，自不量力，向學

校提出升等副教授申請，而且順利通過外審。

就在同時，指導教授沈均生博士受東海大學阮

大年校長之邀，將擔任管理學院院長。沈老師

希望栽培筆者，便邀筆者轉到東海大學任教，

並擔任管理學院秘書暨企業講座執行秘書。決

策前相當猶豫，因為離職就必須放棄升等，便

向林長老請教。林長老為筆者分析利弊得失之

後，說：「人生得失很難判斷，只要努力盡

責，到處都有神給我們的舞台。如果你無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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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目前的抉擇，不妨安靜交託神，時候到了，

神會指示你該選擇的道路。」果然，後來情勢

不斷發展，筆者轉到東海大學會計系任教。

1995年5月17日，林長老寫一封信給當時

東海大學阮大年校長：

主內所敬愛的阮校長 平安：

感謝主的憐憫，神的慈愛是何等的慈愛。

我於今年一月二十三日來到L.A.長子敬恩家，

這裡有四所會堂，每安息日均安排我領會證

道。我中風是發生於一月三十一日傍晚，好像

大地震臨到，沒有預兆，幾秒鐘也沒有方法預

防的倒下去。幸好敬恩家有媳婦在家，兩人馬

上聯絡醫生。醫生看到我的情形即刻送我到加

護病房，全身已經不能動，尤其左側的手腳。

舌頭都捲起來不好說話，想到內人在美患中

風，我始終在她身邊照顧她，很清楚中風人的

痛苦，及周圍的親人的苦悶。我在加護病房第

一晚上，暗中祈禱主：『祢的大能大力，奇妙

的作為給我的兒孫看，給他們仰望祢，不忘記

祢的無窮恩惠；不然，使我安然去世。』半身

不覺溫暖，又覺得很冷。就這樣在加護病房過

了一夜。第二天白天，雖然仍然全身，尤其左

側手腳均不動。但是好像心靈真平安、喜樂。

到了第二夜醫生來看我，突然要我手舉起來看

看，我也沒有想到左側手腳不能動，突然將手

舉起來。醫生又要我將腳舉起來看看，我也好

像很自然地把左腳舉起來給他看，他甚為驚訝

的說：『太奇妙，是奇蹟。』本來要準備住院

十天的，結果當晚就吩咐護士，次日一大早就

移去普通病房。

感謝主的極大恩惠，使我在普通病房再過

兩夜，次日二月四日（星期六）中午就退院

了。回家後醫生吩咐二月七日（星期二）再去

受診。醫生再看到我的情形，問我：『你是吃

了仙丹嗎？』我說：『不是！是神的恩惠，使

我好的timing來到長子家，又遇到你這位好醫

生。』他後來就要我隔兩星期去看一次，又再

改為一個月看一次，他還說，他來美國有三十

多年做醫生，至今未曾看到我這樣的奇蹟。

神一切的恩惠、奇妙的作為，詩篇103篇

及139篇均提到，使我不能忘記的，從小至

老，神的意念、關愛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

多。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我們每日時時刻

刻的生活中都是主的恩惠，祂的恩典真是夠我

們用的。願一切的稱頌、榮耀都歸給又真又活

獨一的真神，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以後醫生吩咐六個月內不要坐飛機，要

好好靜養。主給我有更多的時間默想聖經裡

的話，尤其詩篇103篇及107篇23-32的大衛的

詩，好像為我寫的。哈利路亞讚美真神。

很想念你們。若主允許，秋天回去。

順頌

以馬內利 

                             林添福敬上 

                      一九九五、五、十七

信已寫完，但是林長老再留一段話：

如果校長認為此信是主恩的見證，希望

copy給許晴美老師。又有貴校服職的企管系老

師許恩得，他是主所愛的親愛的兄弟。

希望讀者亦能體會林長老愛心的寬廣與手

法之精緻。

三、善用資源

1996年1月3日，林長老要在長榮桂冠宴請

總會負責人及在總會服事的主管，邀筆者一起

用餐並要筆者提早到長榮桂冠1001房聊天。

筆者剛好趁機送林長老拙作《品質成本會計

學》，林長老送筆者許多本長榮公司的記事

本，並勉勵筆者：「每個人的出身都不同，但

是神會為每個人安排其所需要的資源。只要善

用神所賜的資源，就可以為自己開創出偉大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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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林長老贈送《聖經》的影響，筆者

不斷地研讀《聖經》，也從不同角度詮釋《聖

經》的故事，發現任何人在任何層次或處境讀

《聖經》，都可以得到啟發。例如《創世記》

的四個人物可以代表不同的典範：亞伯拉罕

「開創新局」，以撒「由弱轉強」，雅各「持續

成長」，約瑟「公義兼慈愛」。從林長老身上

也可以發現這些特質。因此立志再讀一次英文

《聖經》，林長老送的這些記事本就成了筆者

的讀經筆記本。這些記事本目前還放在筆者研

究室的書架上，每當看到這些記事本，就想起

還有許多在林長老面前談的目標還沒有完成。

談到資源，一般人比較重視財富或物質資

源，但是林長老認為「時間」是人生最寶貴

的資源，他說：「神很公平，讓每個人都有

二十四小時。任何人只要善用時間，就能為自

己開創光明的前程。」讓筆者想起林長老接筆

者到淡江大學的招待所用餐途中，曾指著他在

淡江大學題的字：「善用時間」，對筆者說：

「古代的人就知道時間的寶貴，鼓勵世人要

『愛惜光陰』，因為太陽下山就不能做事了。

現代的人可以享受電燈的好處，所以觀念要改

為『善用時間』。」

林長老又說：「基督徒的生命成長中，最

偉大的歷程乃是千變萬化的社會環境，最重要

的功課是適應社會變遷。因此，我們當學習如

何善用時間，調合不同的生活空間，讓生命在

充滿喜樂中長進。」

筆者因此留意時間管理的知識。「時間管

理」（Time management）的觀念是1966年彼

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其《有

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

一書中首先提出，目前「時間管理」已經成為

管理學教科書的重要主題。筆者讀了坊間「時

間管理」的相關書籍，也從《聖經》中歸納

「時間管理」的觀念。這些觀念大部分來自林

長老的啟發。

摩西說：「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

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九十

12）。摩西不是只求神指教「我」，而是求神指

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

得著智慧的心。隱含摩西認為自己無法決定運

用時間的效果。當團體的成員都具有善用時間

的智慧，自己就更能提高善用時間的效果。林

長老說：「無論在求學中或已走出社會，交往

朋友是不可忽略的。在人群中生活，受朋友的

影響也不能輕視。我們應該慎選團體，慎交朋

友。人生無論在哪一階段，都要愛惜光陰，善

用時間，努力學習，因為學無止境。」

所羅門王說：「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

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

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傳九11）。所羅門王認為機會比智慧、能力

或努力重要。如何得到機會？林長老談到他的

經驗：

「時間就是機會，是神的賞賜，善用時間

的人就會創造機會。只要我們善用時間提升自

己的智慧與能力，遲早會等到屬於我們的機

會。」

「機會比較喜歡知足的人。任何事都不要

貪，貪會讓人失去平衡的生活。不貪就不會做

超過自己能力的事。例如你有一百萬元，只

能投資五十萬元。隨時留一些空間給機會立

足。」

「了解自己的人比較容易得到機會。先了

解自己的能力，才看得清楚自己的機會。」

「懂得施捨的人比較容易得到機會。如果

不能施捨，至少不要有負債，負債是很重的東

西，有負債一定要還。負債有很多類型：物

質、精神與人情。神的賜福是讓人來愛你，而

且讓你不會感覺是負債。沒有負債的人比較敢

把握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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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別人學習也是得到機會的好方法。不

斷學習的人，就不斷得到機會。例如比別人多

學一種語言，就比別人多一個機會，根據統

計，持續投入500小時就能學會一種語言。」

保羅認為「神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

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

界。」（徒十七26），所以時間就是生命。一

般人設法延長生命，努力增加可用的時間。但

是林長老說：「我們努力的方向應該是善用神

所賜的時間，完成有意義的任務。工作對生命

的價值與意義勝過待遇。工作的目的不是用時

間換金錢，而是服務與奉獻。」

筆者發現林長老在每次的證道或上課，他

都會引用《歌羅西書》第三章23節勉勵大家：

「無論做甚麼……，像是給主做的。」他特別

強調：「基督徒如果局限在某種事才是為主而

做，有時候會產生錯覺，不易選擇當走的路。

神給每個人的恩賜都不同，為每個人安排的環

境也不一樣，無論做甚麼，都要照著主給我們

的恩賜為主做。」

耶穌說的「分錢的比喻」（路十九12-

27）是時間管理的最佳教材。首先，時間管理

要從反省成果開始：「耶穌設一個比喻，說：

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被冊封為王。在出發

之前，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交給他們一

人一錠銀子，說：『你們去做生意，直等我回

來。』這一個貴冑被冊封為王回來，馬上就吩

咐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做生意賺了

多少。」耶穌在比喻中的銀子就是時間。每個

人都一樣多，而且都是「被分」，白白接受

的。這位貴冑被冊封為王回來之後，馬上就

吩咐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做生意

「賺了多少？」這位貴冑並沒有問這些僕人

「如何」去做生意，而是要知道做生意的「效

果」如何。「賺了多少」是指「創造了多少價

值」。評估運用時間的能力，就如做生意一

樣，重點是「創造了多少價值？」林長老說：

「我們必須時時反省自己的工作需要改善的地

方，反省之後就忘記背後，努力前面的。」

其次是善用微少的時間：「頭一個上來，

說：『主啊，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十錠。』

主人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

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第二個

來，說：『主啊，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

錠。』主人說：『你也可以管五座城。』」耶

穌在比喻中提示「忠於小事」是「用一錠銀子

賺十錠」的祕訣。林長老說：「世界上沒有大

事，所有的大事都是許多小事構成的。同理，

再漫長的時間，都是一分一秒累積而成。」能

善用自己的微少時間，就能管理眾人的大量時

間。

第三，要避免讓藉口成為進步的障礙：

「又有一個來說：『主啊，看哪，你的一錠銀

子在這裡，我把它包在手巾裡存著。我原是怕

你，因為你是嚴厲的人；不屬於你的，還要拿

走，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割。』主人對他

說：『你這惡僕，我要憑你的口定你的罪。你

既知道我是嚴厲的人，要拿走不屬於我的，要

去收我沒有種下的，為什麼不把我的銀子交給

銀行，等我來的時候，連本帶利都可以要回來

呢？』」我們發現去做生意的僕人，或多或少

都會賺錢。唯一沒賺錢的是那位將銀子包在手

巾裡存著、又找藉口搪塞責任的僕人。時間管

理也是一樣，只要將時間加以運用，或多或

少都會有成果。浪費時間的人都是那些忽略目

標，並以藉口推卸責任的人。沒有時間只是推

卸的藉口，因為只有死人沒有時間。林長老

說：「藉口或理由不能改變事實，為什麼不把

找藉口的時間，用來想改善成果的方法？」

最後，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就對旁

邊站著的人說：『奪過他這一錠銀來，給那

有十錠的。』他們說：『主啊，他已經有十

錠了。』主人說：『我告訴你們，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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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時間管理也是「凡有

的，還要加給他」。時間管理

的能力是強者愈強，就如林長

老說：「愈善用時間的人，愈

有機會得到權柄，進而去運用

別人的時間。」

林長老從小就懂得善用時

間，認真向學，所以品學兼

優，雖然是台灣人，但是他在

學校一向被推選為級長（班

長）。

除了時間之外，林長老很

重視「興趣」。他說：「選擇

職業首先要考慮的因素是興

趣，每個人的興趣是神特殊的

恩典，其中包藏著優於一般人

的能力。一般人忽略自己的興

趣，只追求『熱門』行業，往

往不容易成功。成功的人都是

因為他『熱愛』自己投入的行

業。」

林長老就是以興趣選擇職

業。林長老就讀台北工業專科

學校電氣科，由於喜歡海洋，

繼續就讀台灣總督府水產講習

所，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即任職

於日本郵船株式會社（NYK）的

「富士丸」擔任三等航海士，

跑台灣－日本定期客貨航線。

之後一直從事和海運有關的工

作。            （待續）

我是在傳統拜拜的家庭長大，哪裡有廟宇我們就會

去拜，會到真耶穌教會有一段很長且很心酸的經

歷……。

我的兩個孩子中，老大是正常的，老二則是在出生

第二個月，無預警地在沒有生病、沒有發燒的情況下發

生癲癇，眼球往上吊、身體僵硬、抽搐……，最初並沒

有馬上帶孩子到醫院檢查，因為覺得孩子會抖一下、抖

一下的，可能是受到驚嚇，所以是帶孩子去收驚。孩子

到神壇收驚後，抽搐的情形並沒有改善，發病三天後才

帶孩子看醫生。

家中有個重症病患每天要與醫院、藥物為伍，心中

便永遠有個牽掛，可以說完全沒辦法有個人的理想或者

抱負……，家中的氣氛如同烏雲罩頂，一片黑暗，是無

法用言詞簡單形容的。

小兒子在生病的過程中也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正巧先生的事業遭遇不順遂，但因孩子生病，

所以我無法陪在他身邊幫忙。當時我們住在北部，小叔

也因工作不順利，所以都在家中，並且常有不好的朋友

到家裡。

前面有一條金黃色的道路， 

我在那路上行走， 

內心相當喜樂， 

是不曾有過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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