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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慈愛天父特別的憐恤和保守，使小弟及內人能

平安的來參加這次的代表大會（3/22-3/31在台灣舉

行第十屆第二次各國教會暨聯總各大會議）。同時亦

感謝聯總、各國總會、聯絡處及各教會同靈們，為這

次日本大地震付出愛心的關懷及代禱。小弟在此謹代

表日本教會表示謝意，並求主紀念。煩請各國代表代

為轉達日本教會及眾信徒都蒙神保守平安無事，感謝

主！

相信大家透過電視媒體都目睹了這次震災的慘

狀，小弟也相信只要有一點憐恤心的人都會傷心流

淚；但使我們更痛心的是無法救那些罹難者的靈命！

智慧者說：「人遭患難時當思想」（傳七14）。

問題是當思想什麼呢？是思想如何逃難嗎？這次震災

後，有成千上萬的外國人爭先恐後的要離日而造成機

票漲到5-20倍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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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腓利門

▲311大地震後外觀無恙的橫濱教會

M9.0烈震引起核電廠事故，日本政府的專家除了極力冒險搶

救外，並讓半徑三十公里內的居民退離避難。災區的居民都非常

冷靜且很守秩序的等待救援物資（如此守法的民族，深得各國的

稱讚）。

照片提供／老僕、翠玉

感謝主，我真知誰掌管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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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地區距離福島核廠有250-300公里

遠，因電力供不應求，迫使電車局部停駛，

和分地區性的輪流停電。雖然生活上有些不

便，但與飢寒交迫、家庭離散的災民相比，

真是衷心感謝再感謝！

如眾所知，日本是一個資訊公開、重視

安全、人命優先的民主國家，若需要避難

時，官方定會透過各種大眾傳播（TV、手機

等），作極力並重複的呼籲。但至目前，尚

無此跡象，且東京居民也毫無作逃難準備。

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神使順境和逆境並列，為的是不讓人知道將

來要發生的事（傳七14）。

人遭患難時要思想神的話，思想平常

聚會時所聽的道理：災難之日勿膽怯（箴

二四10），靠主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賽三十

15）。

大地震後，有一些信徒膽怯，害怕流淚

的打電話給傳道者說：「不知要怎麼辦，國

外的家人一定要他們回家鄉。如果傳道要回

去，他可以付機票錢。」當然，傳道回應是

不可能丟下羊群逃離的；哈利路亞，感謝神

賜給我們如此的好牧人。

災難顯露人的信心軟弱，尤其是末日將

近，百姓愛心漸漸冷淡，各人專顧自己。但

在「約十六33」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不是消極性的鬆一口氣，

而是要我們提出勇氣來面對事實），因為我

已經勝了世界，在我裡面有平安（主所賜的

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愛餐一隅，左為吳長老娘（林亞菲亞執事）

▲左起：張國清傳道、傳道娘及作者吳腓利門長老

▲大家心存感謝的在教會用愛餐（東京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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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後的見證分享：

1.住日本長野縣的姊妹，因需要動手術而

回台灣，手術順利完成後，原定3月11日

（地震當天）飛回日本。但因之前有信徒

勸她：既然回來了，就順便參加3月13日

在台北教會的聯誼會，於是她答應了。感

謝主！地震當天，日本的成田機場癱瘓，

有幾萬名旅客停留在那裡不得動彈。如果

她當天回來，將無法回家，而且她是一名

洗腎患者（長野距離東京有150公里遠，

她每個安息日都透過網路與東京教會同時

聚會）。

2.墨田教會有位姊妹因白內障，預定地震當

天下午3點要動手術，但醫生告訴她要提

前在2點或早一點開刀。等到手術順利完

成，護士幫她推進病房後地震就發生了。

之後醫生專程到病房來道賀她運氣真好；

如果在手術中發生地震，後果就不堪設想

了。

3.小弟及家人共4名在地震前到福島縣附近

旅遊，賞梅花、看瀑布。早上9點出門，

下午6點才回到家。想想，就相差一天；

感謝主，我真知誰掌管明天。

4.地震當天，小弟開車上灣岸縣的高速公

路要到醫院打針（花粉症）。下高速公路

到醫院不久後地震就發生了，因此造成高

速公路受損而封鎖。禍福相差只有十幾分

鐘；神使這兩樣並列，為的是叫人查不出

身後有什麼事。

感謝慈愛真神藉這次大地震，讓我們更

體驗到祂的愛高深莫測。同時亦喚醒小弟思

想兩個問題：

1.看到弟兄姊妹信心的軟弱，而感到對內牧

養的不足和不徹底。

2.將近三萬人的犧牲者及失蹤者，催促我們

要加緊對外宣道的工作。

最後，懇請各位同靈繼續為日本代禱；

求神息怒、停止降災，因為那城不只有十個

義人住在那裡！                      

▲墨田教會內部 ▲墨田教會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