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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尹箴台北報導】過去數月
以來，教會界為婚姻家庭議題相當
積極地投入社會運動。台灣基督教
聯盟協會（台基盟）理事長、台北
真理堂楊寧亞牧師於4月3日受訪時
指出，教會不應只是糾正政府，更
重要的是要祝福國家和政府。
　楊牧師提到今年初，全台100多位
牧者聚集台中開會研討，咸認國家問
題相當深沉，除婚姻家庭外，還包括
：一例一休、勞資對立、軍公教年金
、經濟、國防、軍事，以及外交等。
　楊牧師表示，祝福國家要從禱告開
始。因此台基盟3月開始推動復活節前
「40天禁食連鎖禱告」，並決定4月14
、15日，全國教會聚集凱達格蘭大道，
24小時同心合意禱告，祝福國家。記
得上次教會界大規模推動這種禁食連
鎖禱告，是在1996年，當時因兩岸劍
拔弩張的緊張關係可能爆發戰爭，促
使全台教會發起禱告運動。而這次全
台在各城市推動的禱告會，技術面比
起上一次更有系統和計畫。

悔改祝福的禱告
　楊牧師說，4月14、15日在凱道的
聚集禱告，將從教會自己的悔改開始
，不再一味批評論斷，指責別人不是
，嫌棄別人不好，而是能夠心意更新
，讓真實的悔改帶出對個人、家庭，
乃至於職場和國家的影響力。

悔改祝福的行動
　除了悔改，也要帶出祝福。藉著祝
福的禱告，求上帝賜福個人、家庭、
職場等七座山頭及國家；並以祝福的
行動服事國家，幫助弱勢。故此推動
捐血、捐款和捐器官活動。

捐血
　在主耶穌受難、流血的這一週，
楊牧師呼籲基督徒，最有意義的紀
念活動莫過於回應「耶穌為我們流
血，我們為台灣獻血。」主耶穌流
出寶血，賜下救贖，解決人類罪的
問題，讓我們領受恩典，也用愛心
捐血來服事國家。盼望未來每逢受
難週，全國教會都能同心推動捐血
運動。過去的捐血是零星的、分散
的，如今新加坡，中國也都由教會
帶動基督徒為國捐血。
　楊牧師表示，教會界過去每年舉
辦家庭義走，今年原期待透過凱道

24小時禱告期間，捐贈萬袋鮮血服
事國家，然因行政作業不及而未能
達標，「希望明年能做得更好！」

捐款
　至於捐款，今年的捐款將特別贈予
中華兒少愛滋關懷防治協會等三個
單位的弱勢愛滋兒童關懷與防治事
工，未來也可能在反毒等其他議題盡
教會的功用，盼望透過教會界的實際
行動，由民間力量帶動國家轉化。

捐器官
　器官捐贈觀念至今尚未形成文化
，因此也鼓勵弟兄姊妹以簽署器官
捐贈同意卡的行動，讓政府部門，

如：衛福部，明白教會確實有心、
有能力幫助國家做他們無法做到的
事。
　士林靈糧堂劉群茂牧師指出，教會
鼓勵弟兄姊妹捐血，是為表達基督徒
對這塊土地的愛；在受難週推動捐血
行動，對基督徒而言，是再自然不過
的事，是為回應主耶穌捨身流血救贖
我們的恩典與犧牲的愛，對於社會上
常出現的血荒現象也是直接的幫助。
至於器官捐贈，或許有些宗教覺得諸
多忌諱，但對基督徒而言，願把身體
器官捐給有需要的人，是基督信仰愛
人的重要表達。

中南部教會響應
　台中思恩堂杜明達牧師表示，中
南部教會將配合此一有意義的活動
，盡力推動以共襄盛舉。然而，由
於凱道聚集當天捐血車無法到現場
，所以中部教會將在平日推動捐血
運動。本次目標期待動員100至150
輛遊覽車北上參加。
　高雄基督豐收教會蔡宗勳牧師表
示，南部地區認同台基盟推動的理
念和行動，然因路途遙遠動員不易
，因此定於5月28日在當地舉辦禱
告會，以婚姻家庭為禱告方向，也
為國家元首和政府、執政黨禱告。

祝福國家 受難週捐血、捐款、捐器官
4.14-15 凱達格蘭大道 24小時合一禱告

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

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

要剛強。 凡你們所做的都

要憑愛心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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