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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https://firstory.me/zh/what-is-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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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閱讀，讓過去連結了現在，讓

現在延續到未來。史上所有已知的語言和文化，

全都透過閱讀才得以存續。讀者一邊閱讀，便一

邊藉著在他們的知識、對經驗的記憶，以及書面

的句子、段落和篇章之間所建構的關係來產生意

義。腦神經能夠把文字直接處理成意思，而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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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略語音的成分。閱讀能力提供了知識的途徑。

約翰生：『基礎得靠閱讀來奠定。』閱讀能消除

日常生活的百無聊賴和孤單寂寞，帶來友情和慰

藉。閱讀之於心靈好比運動之於身體。閱讀即食

糧，英國政治家、哲學家培根就建議過：『有些

書應當嚐嚐，有的不妨幾口就給吞下，有少數幾

本書卻得細嚼慢嚥、好好消化。』讀物之於心智

好比食物之於身體。我們會成為自己所讀的那個

東西。

好

些人親眼看見倪柝聲弟兄講道，並沒有得到多少

益處；反而是不少沒有親耳聽見他的人，因著閱

讀他的書報，得到了永遠難以言喻的益處。譬如

我開始參加他在上海的聚會，從來沒有看見超過

五百人赴會。…我在那裡觀察，其中恐怕不到

一百人，真正把那些真理聽到自己裏面。然而，

讀倪弟兄書報的人，十個當中就有八、九個，把

所讀的東西讀到裏面。所以比較起來，文字的

功效比親耳聽更有益處，也更有根基……

文字所發揮的作

用是永存的，不像聽道那樣膚淺。一個人聽道，

當時聽了可能很受感動，但是過三天感覺就淡忘

了。然而讀文字，是越讀懂得越多，留在記憶裡

越久，印象也越深。研究心理學的人已經探究出

來，電視比廣播高明，感力更強，因為聽的永存

性遠不如看的。……

要傳播真理，我們不但需要使用

刊物，也需要使用現代的傳播方式，如廣播。…

今天我們需要學習用現代的科技，向世人推廣真

理。我們的信息廣播應當在許多廣播電臺被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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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仰望主給我們看見正確的路，藉著廣播來

推廣真理。

錄音特別在於人，對話要

有熱情、有感染力、有活力、是迫切的，不是為

讀而讀。自己要先被感動，對話是飢渴的、是泡

透的，是有負擔的、有強烈的使命感要讓生命能

分賜出去。要有主的同在、有靈、有味道。不在

於字句，乃在於靈，有主寶血的遮蓋，憑靈與主

聯結。對錄音的信息，要先有禱告，被靈充滿。

對信息要先豫讀、熟讀、有領會，然後才開始錄

音……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群蝗、舔

蝗、毀蝗、剪蝗，那些年所喫的，我要補還你

們。

第一，馬利亞是坐在

『主耶穌』的腳前，不是在別人的腳前；她親近

主；時時刻刻來到主面前，愛主，敬拜主，不住

的與主交通，留在與主的同在中—沒有一個辦

法能趕得上這一個。第二，馬利亞是坐在主的

『腳前』，意思是她把自己擺在一個謙卑的地位

上，好領受主作恩典；謙卑並非小看自己，乃是

不看自己，沒有自己，看自己等於零。第三，她

是『坐』著；安靜在主面前常是屬靈能力的來源；

人常被眼睛和心思帶到外面的世界去；那些忙亂

的人，有流蕩的心思和起伏的思潮，是最不容

易得著啟示的。第四，她在那裏『聽主的話』；

主所說的話就是靈，就是生命，好將祂自己分賜

給人；她聽主的話，就給主機會將祂自己交通給

她，好叫她一直接受主並得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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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請參閱：https://voai.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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