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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1-28 

新的一年來臨，通常接踵而來的，就是尾牙、年終獎金，之後再過一、二個月，就是中國人的

農曆年，這個日子，是華人社會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日子，每一個人都必須參與這個日子之

中，諸如：要在門上貼春聯；全家人要在除夕夜圍爐、發紅包，跟親朋好友家裡拜年，當面祝

賀新年快樂；初二，嫁出去的女兒要回娘家…等，我們得承認：在春節期間，確實有一些的規

距和習俗，而這些習俗卻又與台灣的民間信仰有極密切的關係。 

 民間舊曆年習俗 

 我們整理新春期間的風俗如下： 

臘月 25──入年架：客家習俗，自此曰始進入新年期。期待天神下降，不准罵人、打人、打

破碗。要說吉利話，討神、人喜悅。 

臘月 26──除舊佈新：傳統過年之前家家戶戶、各公司行號都要找一天作大掃除，除舊佈新。 

臘月 27──貼春聯：臘月貼春聯、年畫討個吉利，一直是台灣人所愛的。 

臘月 28──準備年菜：傳統中，過年前幾天需準備年菜。不外殺雞宰羊、備長年菜。這些年

因著台灣普遍經濟成長富裕，已不特別多備年菜。 

除夕──除夕夜：除夕是台灣年俗中最重要的一個日子，年俗中包括辭年、貼春聯、吃團圓飯、

分壓睡錢、守歲。 

春節──過新年：農業時代家家戶戶過新年，穿新衣、戴新帽。今日台灣大多以旅遊、麻將、

廟會為主。 

初二──回娘家：回娘家又稱歸寧。女兒、女婿準備禮物，娘家也以豐盛佳餚招待。 

初三──闔家出遊：年初三也是俗稱的「小年期」早期有許多習俗，近年國人大多以全家人，

利用難得的假期一起出遊為主。 

初四──立春：這是廿四節期的第一個，從這一天起，揭開春天的序幕，草木萌生新芽，農人

開始播種、插秧。 

初五──開張大吉：初五是一般商家開張的日子，擇定吉時後，鳴砲祭神，以求新的一年生意

興隆，日進斗金。 

初六──挹肥日：農業時代，初六需脫下新衣新帽，換上粗舊衣裳準備播種，為另一個豐收的

年奠下根基。 

初七──七元日：傳統客家人在七元日，家家戶戶要點臘燭，置生果，求長生不老。 

初八──天公生：在民俗中，民間因對大自然的敬畏，而於此日祭天。古時僅天子能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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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九──摸春牛：元宵前後廟內提供雕塑的春牛，讓善男信女進前摸撫，以祈好運。 

記得曾經有人說：「每逢到了新春，就是教會爭戰愈是厲害的時候」。這樣的想法，並非空穴

來風，想想：每到了農曆年，教會的所有聚會，包括禱告會、小組和團契，都因為「適逢春節」

而暫停。這樣的景況，實在不得不令人揑把冷汗，因為，在新春期間，我們失去了團契生活、

也失去了禱告，更失去了屬靈的遮蓋。 

 因此，我們會強烈建議：可以在這一段新春期間好好安排自己的時間，或電話拜年、或拜訪朋

友、或禱告、默想，應該事先安排，用有規律的時間計畫，來抵擋魔鬼的攻擊。 

 如同教會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到了大年初一時，教會通常會在這一天舉行新春禮拜，這一

年，弟兄姊妹間互賀恭禧，固然發大財是不錯，但是祝福平安卻是最真實的確據，而是，是可

以存到永恒的價值。 

 除了大年初一的安排外，其他的時間也可以好好運用，像是除夕夜，就是一個還不錯的時間點，

若家族大部份都已經信主，可以舉行一個很簡單的聚會；因為除夕夜是華人最重要的日子，因

為在這個節期裡，家家戶戶都要團圓，尤其是在早年農業時代，是每個人都無法缺席的時刻，

它的團圓的重要性僅次於中秋節。 

 溫馨感恩除夕夜 

 基督徒該如何過一個優質的除夕夜呢？如果家族都是基督徒，建議可以在除夕夜當天用餐前，

有個家庭感恩聚會。因為對華人來而，農曆年的到來，代表除舊布新、祈安求福、合家團圓等

意義；因此，相對於基督徒的屬靈意義，就是感恩，或者我們可以說春節是華人的感恩節，「因

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的眼目時常看顧我們，使我們行過的路徑都滴下脂油」（參申 11:12；

詩 65:11、103:2）。基督徒理當飲水思源，在過年時節向萬福的源頭—耶和華獻上感恩祭。 

 感恩聚會約在半個小時左右，一開始大家長可以略略分享逾越節(參：出 12:21-28)，以色列人

在這天述說上帝的恩典，讓子子孫孫紀念從埃及出來的日子。這和中國人「年獸」的故事很相

似，中國人經歷了劫後重生的喜樂，在初一的時候互道恭喜，迎接新的一年。 

飯後，可由家中成員安排節目，像是獻詩、感恩分享、見證、演戲、樂器或才藝表演等，以溫

馨、活潑、有趣、好玩為主，可使用道具，像是電腦、CD 等，讓內容呈現多元與多變，使節

目豐富、精緻。 

但若是第一代基督徒，或是親友中有些不是基督徒，上述的方案並不適用，然而，可以給長輩

或晚輩紅包時，在紅包裡面附上祝福金句卡，無論是經文紅包袋或福音經文卡，福音書房都有

提供這類的產品。 

或者在除夕夜裡，可傳經文作為簡訊給親朋好友恭賀，或送一本福音書藉，或寫一封對父母、

家中的長輩的感恩信，或是對的晚輩的鼓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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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可以找其他肢體拜年，或如時間允許，也參與弟兄姊妹家中的感恩聚會，或在家中看

《好消息電視》的特別節目。總之，深盼今年的除夕夜可以變得相當溫馨、感恩與蒙福! 

 再者，我們曉得很多人喜歡利用春節假期看影片，其實也可以安排一個福音性的聚會，邀請朋

友參加。 

盼望我們在這段時間，能有很好的時間安排，透過有計畫的安排，來破除民間的信仰、與春節

的惡習，期待大家在新年能有一個得勝的農曆年！ 

 ‧除夕夜聚會範例 (1) 

1、唱詩：(國語)奇異恩典、感謝神、(台語)耶和華祝福滿滿、天父恩典真正大 

2、感恩禱告(主理者可簡單介紹逾越節的故事，感謝神對每一個人一年的眷顧) 

※聖經中猶太人在逾越節的時候，要全家一起共餐，出埃及記十二：21~28，他們述說先民的

歷史，以及上帝的救恩，讓子子孫孫紀念從埃及出來的日子。這和中國人「年獸」的故事很

相似，中國人經歷了劫後重生的喜樂，在初一的時候互道恭喜，迎接新的一年。 

3、經文：申 5:16、申 6:1~8、詩 65:9~13、128:1~6、144:12~15、145:1~21、147:11~20、弗 6:1-2、

腓 3:13~21 請選讀。 

4、分享：分享一年來感恩的事，相互激勵，彼此代禱，分享未來一年的展望。 

5、獻詩（可讓家人唱歌或樂器演奏以及藝術才能的分享。） 

6、互祝平安（約翰福音十四：27）長者可給紅包，並奉主的名祝福。 

 ‧除夕夜聚會範例 (2) 

1 詩歌： 

2 讀經： 

3 追念：分享已故親人令人懷念的故事 可彈性安排。 

4 感恩：以禱告向神獻上感謝，藉著前人照顧後代的子孫 可彈性安排。 

5 期許：分享新的一年，自己需要成長與改變的地方。 

6 新願：分享新的一年，期望達成的願望與目標 時間不宜太長。 

7 祝福：全家圍成圓圈手牽手，齊聲禱告，求神祝福心想事成 由大家長結束禱告。 

8 問安：彼此對說一句祝福的話語。 

9 發紅包：長輩發給晚輩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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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期間的時間規畫 (範例) 

2/7(日) 除 夕：先來教會參加主日，並以祈福代禱「建造」家庭，為晚上團圓飯有神同在、家

人在新的一年有美好關係祝禱。並為弟兄姊妹歸主與家人相處代禱，特別是家

人皆未信主者。以實際參與家庭活動，如：大掃除、幫忙家事、辦年貨、吃團

圓飯、發紅包、陪家人聊天、守夜禱告等。 

2/8(一) 初 一：早上可以與家人安排旅遊。下午可以用電話或外出拜年，可向小組組員、同事

或親朋好友拜年，亦可一起相邀逛街、出遊、聊天、吃東西……等。 

2/9(二) 初 二：回娘家全家茶敘，或是在家裡安排家庭電影院。 

2/10(三) 初 三：可閱讀屬靈好書，或陪家人聊天、逛街、到公園散步……。 

2/11(四) 初 四：可閱讀屬靈好書，也可探訪需要關懷的親友。 

2/12(五) 初 五：可閱讀屬靈好書，也可探訪需要關懷的親友。 

2/13(六) 初 六：可閱讀屬靈好書，陪家人聊天、逛街、到公園散步……。假期結束需告別家

人返回工作職場者，請特別把握此機會，陪伴家人，甚至開口為家人新的一

年祝福禱告。 

2/14(日) 初 七：在主日聚會中朝見神，收心操──讀經、禱告，預備自己在新的一年，全方

面朝蒙神喜悅的生活邁進！ 

 

 資料來源： 

基督教台灣聖教會總會<2016 新春專輯> http://test.tehc.tw/modules/tad_discuss/discuss.php?DiscussID=13&Board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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