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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歡唱詠不停/

文／方顗茹 

圖／聖惠

從 林前十四15 談會眾詩頌（下）

五、會眾唱詩的意義與重要性

看過前述保羅對於追求恩賜以造就

教會的主張後，我們可知用靈與用悟性

歌唱，一是造就自己，一是造就眾人。

以悟性歌唱，即所謂的詩歌唱頌，對會

眾的信仰建立與屬靈成長多所裨益。當

會眾聚集以口來歌頌神，是一種集體對

神的宣告與讚美，獻上嘴唇的祭、宣告

神的恩典、確認我們與神的關係，並且

在唱頌的過程中，會眾彼此間也藉以互

相見證與激勵。

會眾唱頌包括：感恩（Thanks-

g i v i n g）；讚美（P r a i s e）、祈求

（Prayer）、認罪（Confession）與哀求

（Lament）、代禱（Intercession）等。

聖詩學者陳羅以提到聖詩在基督徒生活

的重要性，包括：對神――頌讚感恩；

對人――見證宣揚；對己――自省激

勵。誠如文首哥林多前書第十四章15

節所說，在使徒時代信徒的信仰與靈修

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如「……乃要

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

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弗五

當詩歌信息進入心中， 

旋律與歌詞能琅琅上口之時， 

自然而然，神的道也在其心中生發作用， 

扎根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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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當中提到要讓聖靈充滿在信徒的

生活中，以聖經道理、歌詞內容彼此分享與

教導，這是「詩班」獻詩頌讚所不能、也無

法代替的功能與果效。會眾唱詩的價值，在

於讓群體參與歌頌時，能理解詩歌的內容、

欣賞詩歌內涵，透過教導和鼓勵，更能得到

靈魂的滋養、充實屬靈生活。

當音樂加入禮儀中（Music as Liturgy）

用以敬拜神，會眾需要引導及教育，使其可

以投入並參與。從聖經層面知曉詩歌中有神

觀，要有神觀，詩歌內容就必須要有實質，

而非虛浮的字詞；有了內容，又必須具備真

理。從多位聖詩學者的研究中，可以歸納出

聖詩對於會眾敬拜與靈修的重要性，包括：

1.幫助我們敬拜神、使靈命成長

在許多文獻記載及學者論述中，我們

可以找到聖詩對崇拜與靈修的重要：從前

美國清教徒上教堂時，一手拿著《欽定本

聖經》，另一手拿著《海灣聖詩集》（Bay 

PsalmBook）。他們聚會完畢後，這兩本書

成為家庭及個人靈修材料。」（赫士德，

《當代聖樂與崇拜》）；此外，聖詩學者凱

愛門（Edmond D. Keith）曾提到：「基督教

有兩本書：聖經與聖詩。前者是神對人的啟

示；後者是人對神的回應。」由此可知，聖

詩和聖經一樣，同是基督徒禮拜和靈修的得

力工具。而Bailey亦提到，「宗教改革家馬

丁．路德留給德國人的，除了一本德文聖經

之外，還有德文詩本，盼望藉著祂自己的話

語，直接向德國人說話，德國人也可藉著詩

歌，直接回應神。」

由此觀之，聖經為神對人的訓詞，及指

示救恩的途徑，「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

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

益的」（提後三16）；聖詩則是人對神讚美

的工具，並顯示對神救贖之感恩。讀經可讓

人學習神的真理、知道如何過信仰生活；而

唱聖詩則可幫助人來「頌揚神、瞭解真理，

反映人在信仰生活中的見證」。聚會時若有

唱詩作引導，人與神的交流就更能口唱心

和，並且在彼此對唱中互相激勵。如：聚會

講道時論述教義與真理，當會眾聽完道理時

唱到敘述教義和真理的詩歌，就能讓大家再

次作信仰告白；論到信心就可唱安慰人軟弱

的詩歌，讓大家重新得力；講到奉獻身心，

唱鼓勵決志的詩歌，就能挑旺會眾跟隨主的

心志。

現今詩歌的內容已越來越多元，除了敬

拜與讚美神、宣揚教義，也涵蓋了作詞作曲

者自己的生命見證，因此會眾詩歌的題材包

括感恩、祈求、教育、勉勵、奉獻、教會生

活、信徒生活、社會關懷、節期時令等。這

些不同內容的詩歌，都能在我們的信仰生活

中提供各種功能與幫助。

2. 幫助我們記憶神的話和聖經真理

古今中外，許多聖詩歌詞內容均自聖經

取材，此類型的「經文詩歌」能幫助信徒背

誦經文，記憶學習神的道理。以前的聖詩作

詞者常將聖經要道及教訓寫成詩歌，讓不識

字的市井小民，便於記住信仰的真義；早期

真耶穌教會傳福音時，亦常將聖經內容與信

息放入詩歌中，以牧養信徒，傳播福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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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講道時若能搭配合適的詩歌作講道的回

應，不僅能幫助會眾摘要信息重點，更能加

深印象；一首詩歌的力量，有時往往勝過一

篇講道。

在歌詞寫作技巧上，古典聖詩注重押

韻、對仗和韻律，讓人容易背誦；從音樂旋

律來說，令人印象深刻又好唱好記的旋律，

可以幫助我們背誦歌詞。至於當代的創作詩

歌，許多雖然並無注重押韻或韻律等規則，

但配上動人的旋律，也能使人唱來琅琅上

口，聽來餘音繞梁。

3. 幫助我們在主裡合一

當會眾在聚會崇拜中，一同開口唱詩歌

頌時，就如同我們齊聲用相同的話語去讚美

神、敬拜神，也用相同的話語來見證分享信

仰，幫助我們聯成一體，激發會眾產生合一

的心志。有時即使會眾來自不同地方，用不

同語言歌唱，但因為所信的是同一個信仰，

唱的是同一首詩、同一個旋律，同在基督耶

穌裡心被恩感，大家生發出來的歌頌是合一

的歸屬感。唱詩除了讓一同聚集敬拜的人們

產生合一感，信眾也透過唱頌詩歌進入時空

的廣闊領域，更深入了解神在各個世代的工

作與旨意，用這些詩歌跟這些作者與聖徒們

進行信仰的對話交流。

唱詩也能幫助教會復興，影響宗教運

動，如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後，他創作

的許多詩歌在各地流傳，後續改教運動的跟

隨者將這些詩歌傳唱吟頌，能更堅立他們的

信念與心志、凝聚彼此的共識；英國衛理宗

創始者衛斯理兄弟也創作了許多詩歌，注重

聖詩在敬拜和教導上的功能，在發展英國的

循道運動上有很大的推力與貢獻。

4. 幫助我們回應神、表達情感

每個人接受神訊息的方式與途徑都不太

相同，有的人很能從講道的信息中得到造

就感動；有的人透過閱讀聖經及相關書籍較

能接受信息；有的人專注於禱告親近神，也

有的人很容易從詩歌音樂中感受神、理解真

理。因此，在聚會中，我們不必侷限只用單

一方式來敬拜神，與神交流，只要心靈持守

誠實，神喜悅我們用各樣方式來敬拜祂，而

唱詩就是一種容易親近神的方式。詩歌歌詞

可以挑旺人心、鼓舞情緒、激勵人與神面對

面建立關係；有些詩歌以進行曲旋律寫作，

唱起來格外有力、振奮人心；有些詩歌歌詞

則具備深刻內涵，如同一篇好的禱告文，或

充實的敬拜讚美內容，幫助我們唱出不曾想

過，或不知如何向神開口的情感。

5. 幫助我們傳福音

許多福音詩歌的作詞者，都會把自身信

仰的經歷寫成歌詞，述說他們承受救恩的

故事。當音樂搭配著感人的歌詞，格外有感

染人心的力量。許多國內外知名的佈道家

和佈道團體，如：美國的慕迪（Dwight L. 

Moody）、葛福臨（Franklin Graham），

「臺灣救世傳播協會」所屬的天韻詩班等，

都常以音樂詩歌來佈道，並領導會眾唱詩。

有許多慕道者就是在這樣集體頌讚的場合

中，因詩歌大得造就和感動，之後開始查考

信仰，並有認罪悔改的力量，也得主賞賜寶

貴的聖靈，使他最後受洗歸入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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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在辦理福音活動時也很重視

詩頌，比如：葡萄園、生命教育營隊、醫宣

義診或海外華語研習營隊，都會藉由詩歌歡

唱分享，將活動主軸與傳福音結合，使參與

的慕道朋友們不知不覺在詩歌中也感染了從

神來的愛與盼望。當詩歌信息進入心中，旋

律與歌詞能琅琅上口之時，自然而然，神的

道也在其心中生發作用，扎根成長。

六、結語

在前面幾段中，我們已討論為何要以詩

歌來讚美神，以及從哥林多前書第十四章

15節看用靈與用悟性禱告和歌唱，皆是為

求建立我們與神的緊密關係，為求造就教會

眾人。進一步來思考會眾詩頌的意義，為何

其在現今教會聚會崇拜中常流於形式化，甚

至會前唱詩成為等待崇拜聚會開始前的「串

場」或「暖身活動」？實是因為許多人不

明白用詩歌讚美神的真意與重要性。會眾

詩頌不只是我們傳統認知的「讚美神」：在

會前會後以悠揚的旋律和有意義的歌詞獻給

神為祭、引導大家進入崇拜與聚會的情境、

振奮撫慰人心……，更進一步來說，以詩歌

讚美神的積極意義應是：「耶和華是我們的

詩歌、我們的力量、我們的拯救」（出十五

2）。信息與講道內容同樣是見證分享神的

道，同樣為著滋養信徒靈命、同樣是我們回

應神的啟示與呼召的方式。

當我們真正有神的靈、有神的生命住在

心中，雖不一定有能力與口才將這生命之

道講出來，但我們能藉由神所創造的音樂傳

揚分享，藉著會眾詩頌彼此交通感染。到

那時，唱頌不再單因禮儀而唱，傳講不再單

因禮儀而說，神的道在我們裡面成了詩歌、

力量與拯救，神的道成為每個人都能「行」

出來的信仰，會眾在神面前用清潔的言語禱

告、感謝、歌頌神（番三9）。這樣的口唱心

和、同心合意的頌讚榮耀神，必蒙神悅納，

也得以互相造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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