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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甲弟兄的家，他說：「每次聚完會，我回到家總是再把聽

道時所寫的筆記拿出來，再仔細思考細嚼……」；「但是在小弟

領會時，卻注意到你並沒有在抄記啊？」我如是回答；「我的孩

子會記錄重點，我看他的就可以了。」原來自學會走路起，他的

小孩在每次崇拜聚會時都會坐在父親旁邊「學習敬畏耶和華」

（申四9-10），如今才八歲，就有此「功力」，真令人羨慕。

也聽了乙弟兄說：「晚餐後幫忙洗碗，吩咐就讀國中的兒子

也來幫忙善後，並提醒他每星期都曾拿零用錢給他花用，理應盡

『諸般的義』，兒子卻回答：您那一點零用錢算什麼？某某家的  

      小孩，年紀比我小，拿的比我多，也不用在家做什麼事！」

丙弟兄說：「兒子幫忙家事，工作完成後屢屢付予『酬勞』作

為零用錢，又怕他隨便亂花用，於是告訴他應當把錢好好積蓄起

來，兒子聽完回答說：我當然會存藏起來，難道我要留下來給您花用不成？」

丁弟兄說：「太太要出門而在鏡前梳妝戴飾，小兒子說：媽媽您那漂亮的耳環

金飾在您『走』了以後可不可以送給我？媽媽說：你要它們作什麼？兒子說：當然

是給我未來的太太哦！」

「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裡的一個；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

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裡。」（太十八6-10）

我們這些「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父老啊！（約壹二13-14），在教導「小

子」的事上切勿成了「這人」了。

有人說：要測試你在「小子」的面前是不是一個成功的「父老」，只要問問你

自己是否希望你的小子也成為你今日的父老長相。

時代變了，「小子」難養，但若不從小教養而卻嬌養（雅五5），形成了「老

子」，那時不是頭痛而是心痛了。

那天又聽到甲弟兄說：「前沒多久我感冒咳嗽不止，吃了幾天的藥終不見效，

兒子說：鐵定有什麼問題，主耶穌在管教……」，又說：「也是沒多久前的事，我

與太太意見不合而有些鬧僵，他居然告訴我：堅固的人，應該擔待不堅固人的軟

弱……」；有「小子」能引經據典提醒「父老」，也算是接棒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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