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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的意義 

 

李智峰 牧師 

春節是中國⼈喜慶團圓的節⽇。對中國⼈來說，農曆春

節甚⾄比公曆元旦更加重要。海外華⼈雖⾝在異國他

鄉，⼀般都保留著過春節的習俗。例如年廿八⼤掃除；

年三⼗晚吃年夜飯，出遊在外的，無論離家多遠，都要

趕回家與家⼈團聚。年初⼀開始，⼤家互相拜年。⼈們

會⽤「新年快樂」、「新年蒙福」等吉利的話語互相祝福。 

中國⼈的過年⽂化，有許多非常好的意義，其中家⼈團

圓、表達孝道及去舊迎新，應該是新年⽂化中 有意義

的三種。⽽這三種⽂化的意義，與《聖經》的教導是很相

似的。 

家⼈團圓 

中國⼈很注重⼈際關係，特別是家庭親屬之間的關係。

⼀個家庭是否幸福，與家⼈關係是否和睦密切相關。藉

著⼀年⼀度的全家團圓，不僅讓每⼀個家⼈享受到溫暖

的親情，家⼈關係也更顯緊密。⽽《聖經》則更加重視⼈

與神（上帝）以及⼈與⼈之間的關係，就是愛的關係。 

《聖經》多處提到神愛我們，如《詩篇》⼀百零三篇 8-13

節：「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

慈愛。祂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祂沒有按我們的

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天離地何

等的⾼，祂的慈愛向敬畏祂的⼈也是何等的⼤！東離⻄

有多遠，祂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親怎樣憐

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祂的⼈！」 

主耶穌更吩咐我們要彼此相愛，在《約翰福⾳》⼗三章 34

節，耶穌說：「我賜給你們⼀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

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基督徒強調

愛，因為我們先經歷了神對我們的愛。 

表達孝道 

中國⼈注重孝道，故此很多⼈會選擇新年期間回家與⽗

⺟團聚。其實基督教更注重孝道。在⼗誡中的第五誡，

神就吩咐⼦女要孝敬⽗⺟：「要孝敬⽗⺟，使你的⽇⼦在

耶和華你的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埃及記》⼆

⼗章 12 節） 

在神的眼中，我們同⽗⺟的關係非常重要，因為神愛我

們，視我們如同兒女。對此，《聖經》有這樣的形容：你們

「所受的，乃是兒⼦的⼼，因此我們呼叫：『阿爸！⽗！』」

（參《羅⾺書》八章 15 節）我們若不敬重地上的⽗⺟，

等於也不敬重天上的⽗。所以⼀個⼈如果不孝敬⽗⺟，

就要受到很⼤的懲罰。《出埃及記》廿⼀章 15 節這樣說：

「打⽗⺟的，必要把他治死。」然後在第 17 節⼜說：「咒罵

⽗⺟的，必要把他治死。」 

去舊迎新 

中國⼈過年，會盡量拋棄殘舊的東⻄，換上新的東⻄。

所以⼩朋友過年， 開⼼莫過於有新衣服穿，這代表去

舊迎新，希望在新的⼀年，有新的進步。這與猶太⼈過

新年有些類似，但猶太⼈所注重的，不是除去殘舊的物

質，⽽是除去舊我的⽣命。 

猶太⼈對「新開始」很重視，「悔過」和「更新」是他們過年的

主題，所以猶太⼈在新年會反省⾃⼰過去的⽣活，並重

新將⾃⼰歸給神。猶太⼈新年的第⼗天是贖罪⽇，也是

猶太新年的 後⼀天。在《聖經》傳統中，新年⼗天的禱

告與懺悔，以贖罪⽇獻祭作結束。其實⼈ ⼤的福氣就



 

 

是罪得赦免，能夠與神和好。 

⽽耶穌基督來這世界，就是要為我們贖罪⽽被釘死在⼗

字架上。所以⼈ ⼤的盼望，就是能將舊我除去，成為

新我。正如《哥林多後書》五章 17 節所說：「若有⼈在基

督裡，他就是新造的⼈，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這

是 有意義的去舊迎新。 

中國⼈的新年傳統⽂化值得我們持守，因為其中的意義

對⼈非常有益，⽽《聖經》對⼈際關係、孝道及新的盼望

幾⽅⾯的教導，就對我們每個⼈、每個家庭、每個社區，

甚⾄國家都更有益處。 

取⾃號⾓⽉刊澳洲版 2018 年 2 ⽉ 

 

活在父母期待下的孩子：或得功成名就，

卻失了心靈 

 

羅寶鴻 

⼤凡學習， 重要的就是「環境」與「成⼈」；關鍵在於適不

適合孩⼦，⽽不是學校是不是名校。很多⽗⺟都希望孩

⼦能⾶得⾼、⾶得遠，卻往往都忘記「因才施教」的教育

真理。為了贏得名校的風采，卻輸了孩⼦的⼼靈、甚⾄

性命⋯，試問這樣真的值得嗎？ 

 

被逼⽗⺟期望逼得喘不過氣的孩⼦ 

我在香港的⼀位好友，曾跟我分享⼀位精神科專科醫

⽣說出來的真實個案，值得令⼈反醒。 

有⼀個媽媽，因愛⼦⼼切，⾃幼便替他安排⼀切，希望

將來他能成為⼯程師。在幼稚園和⼩學，兒⼦的成績不

過不失，但在升中派位，兒⼦卻未被⼼儀的名校錄取。

媽媽無計可施，惟有暫時讓兒⼦「棲⾝」於⼀般組別的中

學。 

在該間組別⼀般的中學，兒⼦卻經常名列前茅，與老師

與同學亦建立起深厚交情。但媽媽不服氣年年向名校

叩⾨。到中三，媽媽⼼儀的名校終於肯取錄兒⼦；兒⼦

在媽媽強迫下，離開喜愛的平⺠學校，到⼀間要求⾼、

壓⼒⼤、⽽且沒有任何⽀援的名校。 

從此，孩⼦每天上課只感覺孤立無助，膽顫⼼驚。終於

有⼀天他忍不住了，他站到天台，突然有⼀種想要跳下

去的衝動...幸⽽這時候突然媽媽來電，制⽌他跳下來，

才挽救了⼀個⽣命。⼀個把兒⼦逼得太緊的成⼈，不理

會兒⼦的能⼒⽽⼀味逼孩⼦要向前衝的故事，結果弄

得兒⼦⼈仰⾺翻，還差點賠上寶貴的⽣命！家長真的要

了解清楚⾃⼰孩⼦的興趣與能⼒，不能只為⾃⼰的虛

榮⼼，把⼦女逼得太緊。教育的⽬的，是為了幫助孩⼦

培養正向⼈格，讓孩⼦學習尊重⾃⼰、尊重別⼈，絕非

只為了培養令⽗⺟滿意的成績。有多少東⽅⼈的孩⼦，

不管是在香港、台灣、或美國，都因為⽗⺟太重視分數

成績，被教育逼得太緊喘不過氣來， 後⾃尋短⾒呢？

原因都在於孩⼦覺得「壓⼒太⼤」、「輸不起」、「⾃⼰不夠

好」、「沒有辦法⾯對失敗」、「沒有達到⽗⺟的期望」...。 

教育的⽬的絕非為了功成名就 

記得我以前在國⼩，班上有⼀位常考第⼀名的孩⼦，有

⼀天發了考卷之後，在我旁邊哭了起來。我問他怎麼

了，他說的原因是：「我只考 97 分，回到家裡會被我媽

媽打...」。 

孔夫⼦說：「學⽽時習之不亦樂乎」，到底這「樂」是透過學

習有所領悟⽽得到的樂，還是透過考試得到⾼分就可

以不⽤被打、不⽤瞧不起⾃⼰的「樂」？ 

如果是後者... 那「讀書」對孩⼦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從⼩孩⼦學習就只是以「名次」、「分數」來掛帥，孩⼦

還會了解讀書的意義嗎？等到孩⼦長⼤了，⼯作會不會

⾃然也只是以「求名」、「求利」為⽬標？這些已經長⼤的孩

⼦們，會不會了解⽣命的真正意義呢？ 

古⼈讀書為為了修⾝、治國、平天下；今⼈讀書為的是

否已變成為了名次、分數、賺錢？難怪現在越得越多學

⽣不知道讀書是為了什麼，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站在世代交替的交叉路⼝上，我們到底要給予我們下

⼀代什麼樣的價值觀？這確實是當前我們每⼀位⽗⺟、

教育⼯作者，都要慎重思考的問題。 

不要讓孩⼦「贏了比賽，輸了太多」...，更不要讓孩⼦「贏

在起跑點，輸了⼀輩⼦」。如果有⼀天我們孩⼦贏得了

全世界，卻輸掉了⾃⼰⼈格，或贏到了進入第⼀學府的

資格，卻失掉了⾃⼰寶貴的性命...試問這樣值得嗎？ 

⼤凡學習，最重要的就是「環境」與「成⼈」；關鍵在於適

不適合孩⼦，⽽不是學校是不是名校。很多⽗⺟都希望

孩⼦能⾶得⾼、⾶得遠，卻往往都忘記「因才施教」的教

育真理。 

看著⾃⼰⼀歲的兒⼦，每天正努⼒地學習著走路，我更

深深地體驗到：「孩⼦有他與⽣俱來⽣命發展的步調與

節奏；我們寧可幫助孩⼦走得穩，也不要催促他要跑得

快。」 

取⼦親⼦天下：202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