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七日（禮拜一）上午參加休士頓華人基督教教牧同工

聚會，聆聽各同工的分享、同心禱告仰望主、享受西區中國教會款待午餐、團

契交通一樂也！晚上應恩浸人預迎執事邀請，參加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異象分

享餐會，聆聽新院長李思敬博士的分享，巧遇六十年代香港浸會學院同學黃靄

達弟兄，見證他提早退休，投身事奉耶穌，令人興奮。 

 三月月十八日（禮拜二）下午前往耳鼻喉專科 Dr. Clement Chow 診所檢查

聽覺，發現右耳聽覺嚴重消失，周醫生懷疑腦部中風，建議作磁力共震 MRI 檢

測，心中頓然迷茫，馬上被安排在旁邊的 Sugar Land Surgical Hospital 進行檢

測。晚上與部分恩浸人前往福遍中國教會聆聽李思敬博士的專題講道和靄達同

學的見證。 

 這兩個禮拜恩浸人梁紹祥弟兄不適，其太太仲霞姊妹藉著 WhatSApp 與恩

浸人互通消息，代禱支援；蔡根南弟兄在香港，藉 Line 程式可以免費通話，知

悉其母親身體違和。藉手機舆 New Jersey 的江伯母聯絡等，這些科技協助和

增強了牧養層面。 

 三月十九日（禮拜三）上午十一時卅分，被邀前往本市第一浸信會會見美南

浸信會聯會執行長 Dr. Frank Page ，分享聯會動向和未來事工發展趨勢。下午

到 Sugar Land Surgical Hospital 領取檢測報告，傍晚周醫生來電，告訴我腦沒

有中風現象、沒有發現腫瘤痕跡、腦功能沒有衰退，耳鳴與腎無關，右耳聽覺

確實消失，目前無跟進的必要。感謝主，釋放了我的重擔，接受事實，重新規

劃未來的方向。 

 日前看了一位印度工程師寫的《令人憂慮，不閱讀的中國人》，他說：「或

許不是過分苛責。但我只是憂慮，如果就此疏遠了靈魂，未來的中國可能會為

此付出代價。」 

 原文如下： 

 「我在從飛往上海的飛機上。正是長途飛行中的睡眠時間，機艙已熄燈，我

吃驚地發現，不睡覺玩 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國人，而且他們基本上都是在打

遊戲或看電影，沒見有人讀書。」 

 這一幕情景一直停留在我的腦海裡。其實在法蘭克福機場候機時，我就注意

到，德國乘客大部分是在安靜地閱讀或工作。中國乘客大部分人要麼在穿梭購

物，要麼在大聲談笑和比較價格。 

 現在的中國人似乎有些不耐煩坐下來安靜地讀一本書。 

 一次我和一位法國朋友一起在虹橋火車站候車，這位第一次來中國的朋友突

然問我：「為什麼中國人都在打電話或玩手機，沒有人看書？」我一看，確實



如此。人們都在打電話（大聲談話）、低頭發短信、刷微博或打遊戲。或喧囂

地忙碌，或孤獨地忙碌，唯獨缺少一種滿足的安寧。 

 據媒體報導，中國人年均讀書 0.7 本，與韓國的人均 7 本，日本的 40 本，

俄羅斯的 55本相比，中國人的閱讀量少得可憐。 

 在中國各地中小城鎮，最繁榮的娛樂業就算麻將館和網吧了，一個萬多人的

小鎮，有幾十個麻將館五、六家網吧是常事。 

 中老年人參與到麻將，青年人上網，少年兒童看電視。中國人的娛樂生活幾

乎就濃縮為麻將、上網和看電視。 

 不管是在網吧，還是在大學的電腦室，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數都在玩遊戲，

少部分在聊天。 

 在網上和圖書館查閱資料或讀書的學生少之又少。再看看各部門領導，一天

忙於應付各種檢查、應酬、飯局。 

 讀書已經變成了學者的專利，也許很多學者也不看書了。這確實讓人擔憂。 

 中國人不愛讀書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 是國民文化素質偏低。 

二. 是從小沒有養成閱讀的良好習慣； 

三. 是「應試教育」，讓孩子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讀課外書； 

四. 是好書越來越少。 

 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智商社會》意外地觸動了中國人的敏感神

經。他在書中說：「在中國旅行時發現，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書店卻寥寥

無幾，中國人均每天讀書不足 15分鐘，人均閱讀量只有日本的幾十分之一，中

國是典型的「低智商國家」，未來毫無希望成為發達國家！」 

 在這個世界上有兩個國家的人最愛讀書，一個是以色列，另一個是匈牙利。

以色列人平均每年讀書 64本。 

 當孩子稍稍懂事時，幾乎每一個母親都會嚴肅地告訴他：「書裡藏著的是智

慧，這要比錢或鑽石貴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搶不走的。」 

 猶太人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文盲的民族，就連猶太人的乞丐也是離不開書

的。在猶太人眼裡，愛好讀書、看報不僅是一種習慣，更是人所具有的一種美

德。這裡說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安息日」，所有的猶太人都要停止所有商

業和娛樂活動，商店、飯店、娛樂等場所都得關門停業，公共汽車要停運，就

連航空公司的班機都要停飛，人們只能待在家中「安息」祈禱。但有一件事是

特許的，那就是全國所有的書店都可以開門營業。而這一天光顧書店的人也最

多，大家都在這裡靜悄悄地讀書。 

 另一個國家匈牙利，它的國土面積和人口都不足中國的百分之一，但卻擁有

近兩萬家圖書館，平均每 500人就有一座圖書館，而我國平均 45.9萬人才擁有

一所圖書館。匈牙利也是世界上讀書風氣最濃的國家，常年讀書的人數達 500



萬以上，佔人口的 1/4 還多。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一個崇尚讀書學

習的國家，當然會得到豐厚的回報。 

 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濟濟。建國雖短，但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有 8 個。以

色列環境惡劣，國土大部分是沙漠，而以色列卻把自己的國土變成了綠洲，生

產的糧食不但自己吃不完，還源源不斷地出口到其他國家。 

 而匈牙利，諾貝爾獎得主就有 14 位，涉及物理、化學、醫學、經濟、文

學、和平等眾多領域，若按人口比例計算，匈牙利是當之無愧「諾獎大國」。

他們的發明也非常多，可謂數不勝數，有小物件，也有尖端產品。一個區區小

國，因愛讀書而獲得智慧和力量，靠著智慧和力量，將自己變成了讓人不得不

服的「大國」。 

 記得有一位學者說過：「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應該是一個人的閱讀史，而

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民族的閱讀水準；一個社會到底

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就看閱讀能植根多深，一個國家誰在看書，看哪些

書，就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未來。讀書不僅僅影響到個人，還影響到整個民族，

整個社會。」 

 要知道：「一個不愛讀書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一個不愛讀書的民族，是

沒有希望的民族。」 

 這篇文章使我想起：「一位不愛讀聖經的恩浸人，是可怕的教會，一位不愛

讀聖經的恩浸人，是沒有希望／盼望的恩浸人！」你同意嗎？來吧！讓我們一

齊按恩典華浸印製的讀經表，齊來好好地、殷勤地讀經。 

 三月廿一日至廿三日（禮拜五至主日）師母和我飛往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城 

(Jackson) 主持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華人教會聯合退修會講道事奉。主日

傍晚返回休士頓。 

 願主的恩典和平安常與恩浸人同在！主愛恩浸人，我們亦如此愛恩浸人！。 

梁德舜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