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109 年度教師產學合作計畫 

結案報告書 
 

計畫名稱：社區高齡者人生講座——聽耶穌說故事(一) 

計畫編號：109-FI-DSW-IAC-S-001 

計畫期間：109 年 9月 1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計畫主持人：劉清虔  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經費總額：60,000 元 

經費來源：財團法人威盛信望愛慈善基金會 

  



摘要 

本計畫基本上是去年(108)的計畫：「聽耶穌說故事(一)」的延續，去年做了

六個講次的分享，今年則繼續下四個講次。原本應該有六次的講座，但因武漢肺

炎疫情的關係，為避免群聚感染，使得本計畫在執行時一波三折，最後，終於完

成了四次的講座。 

    台灣在 1994 年就已經進入高齡化社會，也已經在 2018年正式成為高齡

社會，即所謂的老人國，面對高齡社會，高齡者的全方位照顧成為最重要的課題。

其中，高齡者的健康照護已普遍受到重視，不管是對健康者的保健、用藥安全、

體適能等項目的宣導與推動，已成為許多社區老人關懷據點的例行性活動。而長

照 A、B、C 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對於需長期照顧者，目前亦有諸多中小型安養

護機構，承擔了近 70%的失能者照顧。然而，那些正在社區中生活、處於健康與

亞健康狀態的長者、尚未失能的退休老人，更是需要幫助的一群；如何使他們能

有全方位的健康，作好預防性的工作，是當務之急。於是，生活教育的重要性於

是浮現。 

猶太拉比一向是很會說故事的人，他們擅長將許多人生的道理用簡單的故事

來表達。耶穌作為一位拉比，所要傳講的是關於天國的信息，比喻就是：帶有天

上意味的人間故事。用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來說名看似深奧的天國道理。 

  耶穌喜歡從日常生活的細節、或眾人耳熟能詳的事件裡建立天國的比喻，故

而對比喻的理解首先必須回到比喻所賴以發生的時空環境裡，然後弄清楚耶穌說

話的對象，然後才能真正將比喻的原意解明。我們最忌諱的便是，用現在的處境

與認識方法，去擬想當時的環境，然後建立一套似是而非、望文生義的解釋信息。

扭曲的解釋所得到的是一個錯誤的天國印象，所指示的便是一條錯誤的道路，對

天路客而言終歸是徒勞無功。 

  相對於上帝的國度，我們現在所處的國度有更多的能見度、有更易掌握的實



存處境、有更確切的時空，而上帝的國度感覺上有迷般的面紗、在似有若無間漂

渺地存在、時空既是現在也指向永恆。因此，比喻便是藉由一個「此時此地」的

生活處境中發生的故事或事例，來指向一個遙遠國度的永恆真理。比喻因而具有

雙面性，此雙面性展現在比喻必定存在著其字面的表象意義，也存在著更深的指

向性，通向上帝的國度。 

    也因耶穌的教導範圍極廣，去年(108)開始，吾人打算以兩年的時間完成此系

列講座，去年108年度之計畫為「聽耶穌說故事(一)」。因此，本人仍以「聽耶穌

說故事」為主題，企圖在為期四次的生活講座中，從耶穌關於天國的比喻中汲取

智慧，盼能為社區的高齡者提供不一樣的人生準則。訂之為「聽耶穌說故事(二)」。 

 

主要主題如下： 

1.聽耶穌說故事七：尋寶的故事 

2.聽耶穌說故事八：不義僕人的故事 

3.聽耶穌說故事九：尋找迷羊的故事 

4.聽耶穌說故事十：娶親宴席的故事 

 

另外，也「向前的人生」為題，安排了7場社區照顧據點的講座。分別在崁頂力

社社區、南州米崙社區、新園園東社區、新園鹽埔社區、崁頂南望安社區、……..

等七個社區進行。 

 

計劃之實施 

1. 計劃標的人口群：社區之 55歲以上之准高齡者與高齡者。 

2. 計劃實施地點：高雄市自由社區發展協會。 



3. 計劃實施期程：108年 6月～108年 11月 

4. 計劃實施次數：每月各一次，共計六次。 

5.計劃實施方式：a.一次一個主題，以專題講座的方式進行。 

          b.每次時間約是一個小時。 

 6.預計參加人數：高雄市自由社區發展協會每次約 100人，四次共計約 400 人

次。 

  7.社區照顧據點 7處，以每處平均 40人計算，約 280人次。 

     

計畫之成果 

    在經歷半年的合作計劃裡，共完成了四個講次的社區講座，地點在高雄自由

教會，每次約有 100人參加，計約 400 人次。所談論的主題多半涉及心理健康與

心靈成長，均依年長者的身心靈需求來設計。與會者反應一般皆良好，也得到價

值觀、人生觀的提醒。 

另外，也以「向前的人生」為題，安排了 7場社區照顧據點的講座。分別是崁頂

力社社區、南州米崙社區、新園園東社區、新園鹽埔社區、崁頂南望安社區、枋

寮太源社區、新園五房社區。每一次參加者由十多位到四、五十位不等。 

 

 

 

 

 

 

 

 

 

 

 

 

 

 



四次講座之內容如下 

 

1.聽耶穌說故事七：尋寶的故事 

 經文：馬太十三 44 

  對現代的人而言，我們比較困難去想像這個比喻的處境，怎麼可能有人將寶

貝藏在土裡？或者是藏在土裡的寶貝又怎麼可能讓人遇見？不管問題如何，我們

還是應該回到比喻的現場，對當時的聽眾而言，這個場景並不陌生，因為，這正

是當時眾人的習慣──將寶貝藏在土地裡；就如同在分銀子的比喻中，第三位僕

人將一千塊錢埋在地裡，等主人回來以後才從地裡取出。這一個比喻裡有一個平

常的習慣、也有一個奇特際遇。 

習慣與奇遇 

  猶太人對於「土地」一直有一種特別的情感。在他們的歷史中，他們就與土

地息息相關，他們從這一塊土地遷移到那一塊土地：從迦南到埃及、再從埃及回

迦南，從迦南到巴比倫、再從巴比倫回迦南，然後到世界各地，最後再回來。他

們對土地有一種矛盾的情結：一方面他們要經常離鄉背井、到處遷徙，另一方面，

他們卻認為土地是最安穩、最安全的地方。因此，他們會將他們認為貴重的物品

藏在土裡，需要時、或歸鄉時再取出。 

  因為，拉比教導說：土地是最安全的錢庫，尤其是當任何人的家園有可能變

為戰場的時候更是如此。既然有藏入，就會有取出，但是，有時遭逢戰亂，或時

代變遷，土地易主，深埋於地的寶藏就永無出土之日。因此，尋寶成為當時一夕

致富的可能方法之一，有些人將尋寶當成他們的行業，甚至有人將生命中的最後

一分錢都花在尋寶一事上。 



  耶穌所講的比喻的場景，可能是一位向人租地來耕種的人，在挖地過程中，

無意間挖到前人所留下的寶藏，於是歡天喜地去籌錢，甚至是賣掉自己一切所有，

將這塊地買下來，於是，土地裡的寶藏便歸他所有。這是一個奇特的經驗，在完

全沒有預料的情況下，這個人獲得了意外之財，這樣的經驗不是人人都會遇上，

這可遇而不可求的經驗，遇到了自然要好好把握，這人把握了，取得了一個良好

的結果。 

恩典與努力 

  這個比喻呈現了天國的三個特性。首先是天國的「實存性」，寶藏雖未被挖

出，但是卻實在地存在於土地之中，這也說明了，天國雖未看見、未降臨，卻是

實際存在的。當時的人正在盼望彌賽亞，寄望天國降臨，耶穌以此證明天國的實

存。其次，是天國的「平常性」，寶藏是如何被找到的？是一個人在耕地的時候，

他正在做一件最平常的事，然後無意間找到了寶藏；而聽眾們現在正在聽一位拉

比講道，而祂正就是久所企盼的彌賽亞。 

  第三是天國的「恩典性」，這個人找到了寶藏完全不在他的預期之中，他並

不是努力要去找寶藏的，而是正在努力做他份內該做的事，寶藏好像是在他工作

之時附帶取得的，而這附帶取得之物卻比任何事物都寶貴。天國的臨到也不在人

的預期，當人滿心期盼卻有可能希望落空；而就在人完全不預期的情況下，天國

反而臨到，這是恩典，人的得救完全是因為恩典，沒有人能為自己的得救做些什

麼預備，除了上帝的恩典之外。 

  最後，是天國的「努力性」，天國是努力的人進去的。這個人找到了寶藏並

不等同於擁有寶藏，他需要積極去與地主談買賣之事，談妥後還要去變賣自己的

財物，不夠的再向人借。只有一個目的，買到了這塊土地，才算真正擁有寶藏。



天國也是這樣，當人得救，還要一生努力修煉，攻克己身，積極奔向成聖之路。

知道天國，並不同於進入天國；明白基督的誡命，並不等於已遵守了基督的誡命。

天國之路，我們仍須努力。 

結語 

  耕地掘寶的比喻，極為貼切地告訴我們，最寶貴的事物其實就在最平常的事

裡。有些人忙著去參加各種特會，其實，最實在的真理可能就在他平日不太重視

的教會裡。對大多數的人而言，要明白真理最好的方法就是老老實實地參加每個

禮拜的聚會，因為，也許就在某一次的禮拜中，生命便得了更新、有了巨大的改

變。最後，我們當深刻明白：天國真實地存在，且不在天邊，也許就在身邊，即

使知道，也需要努力，最終就必獲得。 

 

2.聽耶穌說故事八：不義僕人的故事 

 經文：馬太十八 23-35 

  如果說，基督信仰最大的恩賜、最大的誡命就是愛，我們亦可以說，最大的

愛就是饒恕。「饒恕」可以說是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美德，因為，基督教談論

的就是上帝對人的愛、對人的罪的饒恕；也談論耶穌基督要求人對人要有愛、要

有饒恕。因此，我們便可逆推回去：如果一個人不饒恕，就是不懂愛；而如果一

個人不懂愛，他就不會是真正的基督徒。 

饒恕的故事 

  在提出要饒恕人七十個七次之後，耶穌繼續用一個故事來補充說明赦免的意

義。一個僕人欠了主人一千萬銀子，無力償還，當他苦苦哀求，主人便動了慈心，

赦免了他；他有一位同伴欠了他十兩銀子，也無力償還，他卻不顧朋友的苦苦哀



求，而仍將他下在監裡。他的主人知道以後，便十分生氣，便將他交給掌刑之人，

直等到他還清所有，才得釋放。耶穌下了個結論：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

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我們乍聽此故事，會覺得這個故事有些誇張，有太多疑點了：這個僕人是怎

麼了？他怎麼可能欠主人一千萬兩銀子呢？是賭博嗎？或是簽六合彩？還有，主

人應該知道他還不起，怎麼還可能借他那麼多錢呢？而他已經欠主人那麼多錢了，

怎麼還會有錢去借給別人呢？又主人怎麼可能將一千萬這麼龐大的債務全然免

除？一個頭腦還算清醒的主人，絕不可能如此，頂多只是打折或不收利息。 

  當然，誇張的故事一定是有原因的。整個故事本身並不是信息的重點，真正

的重點是要解決對於「饒恕人七十個七次」教導所可能產生的不服與抗議。撇開

前篇人性與靈性的論述，從理性的角度，耶穌意欲表達的是整個饒恕道理的次序：

你們已經從上帝得到了赦罪的恩典，而這恩典是如此的龐大，所以，你們也必須

如此，當完全地饒恕人；但是，如果你們得了上帝的饒恕卻不饒恕得罪你們的人，

上帝也必不饒恕你們。 

饒恕的真理 

  耶穌將上帝赦免人的事實作為我們必須赦免人的基礎，使我們在面對得罪我

們的人時，所想到的不是這人如何的惡劣，也不是想到我們自身如何地做不到，

而是抬頭仰望上帝的恩典，然後想想自己是如何地得罪上帝，又如何已經從上帝

那裡領受了多大的恩典。如果，像我這樣的罪人，得罪上帝這麼大、這麼多，上

帝尚且愛我而願意赦免我；今天，這人得罪我與我得罪上帝比起來又算什麼？我

還有什麼不能原諒他的？ 

  那就讓我們來好好想想我們的罪。使徒保羅曾以為他凡事尊奉律法而行，身



為法利賽人而在人面前高人一等；但是，當他遇見基督之後，驟然發現他在上帝

面前不僅是一個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這應該是每一位遇見基督之人的正

常表現，在上帝眼中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所以，當我們深刻體認到自己是

萬惡的罪魁時，就會對上帝的赦罪之愛充滿感激與珍惜，甚至如此告白：如果我

的罪能得赦免，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此時，上帝會對我們說：要我免了你一千萬的債，可以；你先要免去人欠你

的十塊錢。如果你要我赦免你這必死的罪，可以，你先去饒恕所有得罪過你的人、

傷害過你的人，包括你的父母親、丈夫、或妻子、親人、或朋友、同事。我相信，

那位僕人如果這樣想，就不致追討那欠他錢的同伴了。因此，兩者相比，直如天

嚷，與「我對上帝的得罪」相比，「別人對我的得罪」實在藐小，我們簡直賺到，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怎麼會做不到呢？ 

結論 

  饒恕人的「道理」的基礎在於上帝對我們的饒恕的「事實」，而我們是否「做

得到」，又取決於我們是否真的「知道又體會」了上帝對我們的饒恕的可貴。因

此，總結饒恕的真理，我們必須饒恕人，是基於兩個面向：首先，若我們已然經

歷上帝赦免我們的罪的巨大恩典，我們便會饒恕人；另一方面，若我們真的懼怕

將來的審判，我們也當饒恕人。無論如何，再說一次，耶穌說：「你們當饒恕人！」 

 

3.聽耶穌說故事九：尋找迷羊的故事 

 經文：馬太十八 12-14 

  在耶穌一連串的教導中，我們看到了耶穌要求人要回轉像小孩、要接待像小

孩的、不可絆倒像小孩的，甚至不可輕看小孩。在在都顯示耶穌對弱勢者的疼愛，



對小孩的愛護，這當然意指我們該善待所有的人。為什麼呢？主耶穌繼續的論述

便是：這是上帝的心意，祂不願失去任何小子中的一個。祂是用一個小小的比喻

來說的，對於身處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而言，這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故事，是一說

便懂的。 

牧羊人與迷路的羊 

  我們先回到比喻的背景。當時的村落都不大，羊群也不多，有時，羊群甚至

是整個村落的共同財產，因此，當牧羊人外出放牧時，經常是三～五人一起，然

後趕著一大群羊上山。有可能他們是白天上山，到了晚上便下山回到村落；但是，

也有可能一上山就是好幾天，才有天使向伯利恆野地的牧羊人報佳音的記事。總

之，群牧的好處是彼此可以做出關照，不管是生活上的或是工作上的。可以肯定

的是，當時不太可能是單獨外出牧羊。 

  羊是很獨特的動物，牠們需要有人在前面引路，也要有人在後面追趕，因為，

牠們容易受四週環境的影響而偏離牠們當走的路。因此，西方很早就訓練出牧羊

犬，專門追趕吠叫那些走偏的羊，讓牠們儘快回到群體中。巴勒斯坦當地的地形

也不好，陵地的坡度陡，又一坡接一坡，因此，很有可能稍不注意就不見了羊的

蹤影，牧羊人得翻過幾的小坡，才看到迷路的羊。所以，當耶穌這樣講的時候，

聽眾一定都十分熟悉。 

  當牧羊人準備下山而清點羊隻的數目時，若發現有減少，有可能就留一個在

山上尋找，其他的人趕羊下山。也許，就在天色已暗、眾將歇息之時，看見一位

牧者帶著那隻迷路的羊下山，眾人在燈火中迎接他，為了找著這一隻羊而欣喜。

耶穌喜歡將自己比作牧羊人，將他的聽眾比作羊群，因此，當他看見整群人的時

候，會覺得他們如同沒有牧人的羊一般，於是，就憐憫他們，並用許多話教訓他



們。 

人子耶穌與罪人 

  在馬太九章 13 節，耶穌已經告白：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加上

馬太古卷在 11 節提到：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這都說明了耶穌的任務就是

要讓人，特別是上帝眼中的罪人有機會聽聞福音，從而轉離自身罪惡的道路，回

歸至真理的路徑。因此，祂將罪人看作是迷路的羊，期待他們對福音有反應，在

聆聽天國的信息之後願起身悔改，這是祂的心願，也就是上帝的心願，上帝差祂

兒子降世，便是要將他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聖經學者巴克萊認為在耶穌的敘述中間呈現出上帝的愛。首先是「個別的愛」，

牧羊人不會以有了九十就隻羊就滿足，他要找失落的那一隻；上帝意欲萬人得救

的心亦是這樣，祂看每一個人都寶貴。其次是「忍耐的愛」，相對於其他動物，

羊算是比較愚眛的，對於四週危險處境的覺察並不靈敏，但是，牧者仍願意不辭

勞可地去尋找失落的那一隻；上帝容忍我們這一群罪人的愚眛頑固也已經很久了，

祂還在等待我們的悔改。 

  再則是「尋找的愛」，身陷困境的羊無法自行脫困、更無從自行返家，牠若

要脫困返家只有一條路，就是牧者主動去尋找牠，牧者必須走過牠走過、經歷牠

曾遇到的危險，最後找到牠；耶穌不也是四處遊走，尋找拯救人嗎？也如同在伊

甸園，上帝問：亞當，你在哪裡？最後，上帝的愛是「喜樂的愛」，牧者對羊沒

有責備，而是感到喜樂；上帝對於那願意悔改、歸向祂的人亦抱有喜樂之情，上

帝樂意赦免凡真心尋求祂的人。 

結語 

    上帝願意眾人都得救，如同牧者不願意失落任何一隻小羊，在這前提下也並



非蘊涵每一位罪人終必得救。因為，這其中還有上帝的旨意，上帝定意誰會得救，

誰就對福音有反應；上帝若定意使誰沉淪，則這人便會抵擋上帝。但是，上帝的

旨意無人得知，我們只能從人的反應得知，那對救主之愛熱烈回應之人，自當是

蒙祂拯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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