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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的選取（下） 

   

 詩歌是信仰與音樂互相配合的結晶，因此最先

應在神學及音樂二方面的立場衡量。  

 

（1）詩詞方面 

詩歌的文字言詞不斷地承載與模造我們的

信仰，亦督導、引發我們的思維，挑起我們的

想像，其中要考慮的幾方面： 

～ 忠於聖經，不歪曲經義或穿插與經文互相矛

盾的觀念； 

～ 歌詞能針對信徒日常生活的經驗作有意義的

處理，如禱告、為主作見證等； 

～ 結構方面，每節各行和各節之間應連貫主

題； 

～ 以全體會眾共同的觀念為基礎； 

～ 歌詞與曲調需配合語氣（mood），如歌詞表

達靜默，曲調是柔和。 

 

（2）神學方面 

透過詩歌塑造群體和信徒的品格，詩歌內

容應展現其中或所有的元素，包括基督教信仰

的人生觀、宇宙觀，並能展現神的屬性、旨意

和計劃的創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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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樂編曲上 

 考慮詩歌主要是會眾齊唱的歌曲，每首

詩歌有不同的速度和音域，速度與樂句結構

及呼吸有著緊密關係。 

考慮歌曲的旋律是否容易掌握、是否合

適會眾齊唱的音域，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4） 品質管制 

 除了注意聖經、神學是否正確、音樂編

曲是否配合外，亦需注意詩詞的文法是否 

正確。 

 

  當了解到選取詩歌是需要作多方面的考量後， 

不是嚇怕我們不唱詩歌，反而是有智慧和慎重地選取

合適的歌曲取悅上主，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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