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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的講論特質
對當代講壇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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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裡的弟兄姊妹們平安：

一年一度的將臨期和聖誕節又要來臨了。因為世俗化、商業化的緣故，你可能

會發現許多非基督徒甚至比基督徒還熱衷於過聖誕節。到處都是聖誕節的佈置、

筵席、狂歡、卡片、燈展、祝賀、晚會，幾乎全世界都因「這位小嬰孩」而瘋狂。

能受邀並且盛裝地參加個聖誕年終宴會，那是多麼體面的事。你可曾想過，兩千年

前，這位初生的小嬰孩耶穌所受到的待遇？毫無疑問地，以現代的標準來看，恐怕

是最差的了。他快要出生的時候，旅店拒絕提供住宿，所以他肉身的父母只好在極

為不衛生的馬廄中將他生出來。剛來到這個世界，所能夠安臥的一席之地，竟然是

卑污的馬槽。因為希律王的嫉妒和憂慮，所以派了人高馬大的軍隊來追殺他。為了

除掉「這位可能的王位篡奪者」，連伯利恆附近兩歲以內的嬰孩都不放過，全都屠

戮殆盡。這個世界上到底有誰希望一出生，就面臨這些悲慘的遭遇？假如，那個時

候有人在那裏，提供一個乾淨舒適的房間；假如，我是那個旅店的老闆或是夥計；

假如，我是當年的希律王或是那被派去追殺嬰孩的軍隊隊長；假如，我當時是經過

的路人甲，我看到一切，而且有能力幫忙……。請問，所有發生的事情會改觀嗎？

馬丁路德在他一次的將臨期信息中，曾經提到：「在這教會裏你們中有許多人或在

想：『假如我在那裏就好了！我會立刻幫忙那嬰孩！我會洗襁褓。我會快樂地和牧

羊人一同去看主安睡在馬槽裏！』是的，你會！你那樣說，是因為你知道基督是多

麼偉大，然而假如你那個時候在那裏，恐怕你也不會比伯利恆的人好多少。這些想

法多麼幼稚多麼糊塗！為什麼你現在不這樣做呢？基督就在你的鄰舍當中。你應該

服侍他們，因為你對患難中的鄰舍所作的，就如同作在主基督自己的身上了。」

（『聖誕之書』，32-33頁）路德說得好，也提醒得好！假如，兩千年前，小嬰孩耶

穌出生的前後，你真的在現場……，一切會不會因為你而有所改變？

親愛的弟兄姊妹，別再假如了。基督降生了，在兩千年前的伯利恆城裡，祂也

降生在我們的生命中，成為我們的救主！今天，就是你可以去分享基督的救恩與慈

愛的日子，不用等到明天，不用等到下一次。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

愛，以及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同在！阿們！

院長 劉孝勇 牧師

院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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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的講論特質
對當代講壇的啟發｜劉孝勇 牧師 

神學專欄

舊約的律法書可不可以作為講道的經文？答案是—當然可以。不但如此，律法書中的

最後一部，也是集律法書內容之大成的申命記，本身就呈現講論或講道的特質。申命記的

希伯來文書名՚՚e-lleh hadda-bri-՚m，可以直接翻譯為「這些話語」，這標題不但是全書第一節

的頭兩個字，也明示以下的內容為「講論」。申命記的作者或是其內容的直接來源—摩

西，留下了重要的閱讀指引給第一批及後來的讀者，讓他們可以順根摸藤地，沿著經文

文脈的轉折變化，來聽「講道」。縱觀整部申命記，這些明顯的轉折，或是我們可以視為

「路標」的經文，正好把本書劃分為三次主要的講論。第一次講論的範圍為＜申一1~四43

＞，其中的「路標」出現在＜申一5＞「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摩押地，講律法說…」，這裡

包含著講論發生的地點及講論的內容形式。第二次講論出現在＜申四44~二十八68＞，其

中轉折標示的經文為—「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陳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

後，所傳給他們的法度、律例、典章」(申四44-45)、「在約但河東伯毘珥對面的谷中」(申

四46)，再一次出現以摩西為第三人稱的被敘述者及講論的地點、內容形式的表達。若排

除最後的附記(申三十四1-12)，申命記最後的講論是出現在＜申二十九1～三十三29＞，段

落的一開始，也毫無例外地有這敘述：「這是耶和華在摩押地，吩咐摩西與以色列人立約

的話」(申二十九1)，地點、表達的形式內容一應俱全。1 申命記天道聖經註釋的作者劉少

平，直接指出：「申命記是一部律法書，但它也是一篇偉大的講章。這本書主要的內容是

律法的講述，但作者卻以講道的方式來表達：因此我們可以說申命記的中心思想是律法的

教導。」2 

既然如此，我們怎能輕忽申命記的講道呢？當代的講壇能否從申命記的講論萃取美好

的精髓？這是無庸置疑的。首先，從申命記的三大段講論的內容來看，它是要重申誡命，

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講說律法、誡命、典章，對現代的講壇來說，這是很重要的提醒。講

道這件事，其實一點都不複雜，甚至很簡單，就是教會講台上的講員要「講到道」。主日

崇拜的講員或是一個傳道人，如果在該講道的時候不講道，傳講的信息不以上帝的道為主

要訴求，就會把崇拜的講壇變為表演場，把神聖的講道變成演講或普通的說話。如果觀察

申命記的修辭策略，就會發現，摩西雖然常常以第一人稱說話，但這位說話者清楚自己不

過是「代言人」。這些敘述，諸如「耶和華我們的　神，在何烈山曉諭我們說…」(一6)，

「所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好叫你們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華

你們　神的命令」(四2)。所以，現代的講道者需要認清自己在講壇上說話的時候，是要忠

1.這三段講論的劃分，可以參考Polzin的理論。Robert Polzin, Moses and the Deuteronomist: 
Deuteronomy, Joshua, Judges Pt. 1:Literary Study of the Deuteronomic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及"Deuteronomy"in 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ed. 
R. Alter and F. Kermod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92-101.Polzin視申命記為講
論，除了這三段講論的劃分之外，他也用了56節經文，提供了申命記的第三人稱講述者所呈現的基本
架構：一1-5；二10-12,20-23；三9,11,13-14；四41-五1a；十6-7,9；廿七1a,9a,11；廿八69；廿九
1；卅一1,7a,9-10a,14a,14c-16a,22-23a,24-25,30；卅二44-45,48；卅三1；卅四1-4a,5-12。

2.劉少平，《申命記》卷上，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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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忠實地呈現上帝的道，不是自己的意念、想法、價值觀、人生觀、或是說話的技巧。

因此，現代的講道者，在預備和傳講信息的時候，不能須臾忘之的事情，就是「經文的思

想支配著講道的內容」。羅賓森在定義解經講道的時候，特別提到：「第一且最重要的

是，聖經作者的思想決定了一篇解經講章的內容。」3 這就是說，教會的講壇要紮紮實實地

建基在聖經真道之上，上帝的話就可以源源不竭地湧溢在這個乾渴的世代中，餵養一切的

飢渴慕義的靈魂。《奧斯堡信條》的第七條明確地提到：「一聖基督教會必永遠長存。教

會是一切聖徒的結合，在其中，福音得以純正地宣講，聖禮得以正確地施行。」自從改教

運動以來，福音得以純正地在教會的崇拜中宣講，正是講壇的影響力可以歷久不衰的最重

要原因。

其次，申命記的講論中，有一個明顯的特質，就是「以上帝為中心」的思考主軸。舊

約學者克萊基(Cragie)認為申命記的特色就是「約」，「而約的主要特色是維繫於上帝與人

的聯結之上，特別是主和祂的選民之間的聯結。約的聯結之根源惟獨取決於上帝，它代表

上帝憐愛的行動，而且行動是上帝在愛中發動的。」4 在申命記的第一大段的講論中，耶和

華神透過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宣告：「如今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去得這地，就

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賜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為業之地。」(一

8、21、38)所以，神賜下應許之地，也為要去得地的百姓爭戰，正如摩西所言—「在你們

前面行的耶和華你們的神，必為你們爭戰」(一30)，甚至在曠野沙漠那種地方，「耶和華

你們的神，撫養你們，如同人撫養兒子一般」(一31)。就算以色列人要前往的應許之地，

有許多外邦敵國會來攻擊，他們也不用害怕驚惶，因「那為你爭戰的，是耶和華你的神」

(三22)，祂既然幫助以色列人勝過亞摩利王西宏及巴珊王噩，「耶和華也向你(約書亞及以

色列)所要去的各國照樣行」(三21)。耶和華神雖然伸手攻擊以色列的仇敵，但是祂並不輕

饒犯罪的以色列。當年，因巴力毘珥的事件行淫亂並隨從巴力毘珥的人，「耶和華你們的

　神都從你們中間除滅了」(四3)。惟有你記的講論特質，來檢視現今教會的講壇，無法不

回答這尖銳的問題：「現今講壇的中心焦點是什麼？」我們在「敬拜　神」的聚會中，把

信息的核心放在哪裡？路加在使徒行傳中，是這麼介紹主的大使命：「但聖靈降臨在你們

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

見證(՚ε
,
'σεσθε'՚μου μα'՚ρτυρεζ՚՚)。」(徒一8) 簡單地說，大使命就是傳揚基督，高舉基督，

為基督作見證。柴培爾指出：「所有聖經都是對救贖的啟示，為的是要將神針對人類墮落

的景況(或不完全性)所供應的恩典默示出來。能體認出這個貫穿整本聖經之原動力的講道

者，就都學會了如何發掘以基督為中心之講道的正面焦點。」5 四本福音書，若我們可以從

講論或講道的角度來看，就是「以基督為中心」的見證。四本福音書的標題，以馬太福音

為例(KATA MQQAION)，應該依原文翻譯成「根據馬太(的福音或見證)」。事實上，整本

聖經都在為基督作見證(約五39;路二十四27)，那麼，今日教會的講壇呢？是否在每一次傳

3.《實用解經講道》羅賓森著，施尤禮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民國81年9月再版，18頁。
4.Craigie indicates,"The primary feature of the covenant lies in its nature as a bond between 

God and man, or more specifically, between the Lord and his chosen people. The source of 
the covenant bond lies in God alone; it represents an act of God's loving kindness, initiated 
by him in love.". Peter C. Craigie(克萊基),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NICNT, Grand Rapid, 
Michigan: Wm B Eerdmanns Publishing Co., 1976), 36.

5.《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柴培爾(Bryan Chapel)著，賀宗寧譯，美國：更新傳道會，2011年3月二刷。
3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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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信息的機會中，傳道人都記得高舉基督，為基督作見證？使徒保羅勸勉我們：「我們傳

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　神面

前。」(西一28) 

第三，申命記作為新約引用最多的三卷舊約書卷之一(另外兩卷為詩篇及以賽亞書)，究

其原因，當然與基督的預言有密切的關係。當代的講壇，絕不應該忽略這整本聖經的中心

焦點，就是耶穌基督。申命記十三章不斷地討論先知和隨從偶像假神的可怕(申十三1-17)，

到了十八章的內容，摩西就直接預告：「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

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申十八15；另參十八18) 新約的作者，很明顯地指出耶穌並

不是某位先知，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而就是「那先知」(太十六14-16；約一21、25-27，七

4；徒三23)。這特別的稱謂，是根據申命記而來，指向那位帶來拯救的先知彌賽亞。罪的

咒詛，可怕地實現在罪人被掛在木頭上，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23)。「人若犯該死的罪，

被治死了，你將他掛在木頭上，他的屍首不可留在木頭上過夜，必要當日將他葬埋，免

得玷污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之地。因為被掛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詛的。」(申二十一

22-23) 這是申命記裡頭最黑暗的記載之一。想不到這令人類最不堪、最無望、最悲慘的敘

述，成為四卷福音書的最高潮，就是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太二十七33-56；可十五

6-41；路二十三33-49；約十九17-30)使徒保羅為這個新約聖經的核心事件，提出了他的

看法：「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

頭上都是被咒詛的。」(加三13)。使徒彼得也支持這個看法：「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

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

治。」(彼前二24;另參徒五30、十39) 現代講壇不高舉基督並祂的十字架，還有什麼值得高

舉的呢？惟獨基督，是人類的救主；惟獨信靠基督，罪人才能得救、得永生，成為永活上

帝的兒女。

第四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申命記的詮釋和引人入勝的表達，深深吸引讀者和聽眾。

從摩西五經的架構來看，申命記總結之前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的內容，

為律法書提供了結論和詮釋。舉凡救恩的歷史、十誡、獻祭的記載、敬拜、倫理生活的規

範、領導、領袖的傳承，甚至十二支派的未來，都可以在申命記中找到迴響。拿以色列人

在曠野漂流四十年的遭遇來說，民數記提供的理由是以色列十個支派的探子因為探路回來

報了惡信，使大家違背耶和華　神的吩咐，遭致在曠野漂流的「懲罰」。神如此嚴厲地向

以色列說：「你們的兒女必在曠野飄流四十年，擔當你們淫行的罪，直到你們的屍首在曠

野消滅。按你們窺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頂一日，你們要擔當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與你

們疏遠了。」(民十四33-34) 這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和歷史事件。然而，申命記對同一事件，

提供了一個深度的屬靈詮釋：「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

煉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申八2) 這裡所談的並不是「懲

罰」，而是「苦煉」和「試驗」，而且目的是要知道人的心是否守主的誡命。這處境化的

詮釋，非常地到位，可以應用在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身上。他們的父輩已經因為悖逆倒斃在

曠野，現在四十年過去了，那些可怕「懲罰」難道沒有化為「苦煉」的提醒，讓聽眾絕不

可再重蹈覆輒嗎？主耶穌也親自展示了申命記的經文處境化應用，當魔鬼在曠野三次試探

祂時(太四1-11；可一12-13；路四1-13)，祂就是用申命記的話來抵擋魔鬼(申八3、六16、

13)。這難道沒有給我們很好的提醒？我們不但要傳道，要正確清楚地詮釋主的道，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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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地把這道應用在實際的生活處境中。路德觀察被主引用的申命記八章3節—「將你和

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喫，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

的一切話」，他提出了他的詮釋和應用：「賜下嗎哪是要人靠著上帝的話而活。這有何關

連呢？嗎哪本身是上帝的話嗎？當然不是。這相當說明了什麼是貧乏。在祂賞賜你嗎哪之

前，祂先讓你挨餓。祂這麼做，是要讓你知道，你若不來，祂就不用祂的道來餵養你。祂

以道應許你，祂是不會撇棄你的上帝，祂過去如何餵養你，祂還是會一直餵養你。」6 摩西

本人並未進入迦南地，可是他動用了修辭技巧上的「想像」和「誇飾」，已足夠讓還未進

入但準備進入迦南地的新世代以色列人羨慕不已了。「因為耶和華你　神領你進入美地，

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

石榴樹、橄欖樹，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

銅。」(申八7-9) 像這種圖像式的表達，引人入勝，能夠撩撥聽者的情感與嚮往，且不悖離

事實，的確值得二十一世紀的講道者善加學習。

最後一件值得現代講壇可以向申命記學習的瑰寶，就是申命記的雙重陳述現象，特別

是講論最後常常出現的祝福和咒詛。在申命記第二段講論的前半(四44~十一32)要結束之

前，也就是文脈正準備要進入講論後半的「申命記法典」(十二1～二十六19)，摩西提出了

全文第一次的「祝福與咒詛」：「看哪，我今日將祝福與咒詛的話都陳明在你們面前。你

們若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就必蒙福。你們若不聽從耶和

華你們神的誡命，偏離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道，去事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就必受

禍。」(申十一26-28) 然後，介紹完「申命記法典」之後，全文出現更大規模的祝福和咒

詛(二十七1～二十八68)，而且附帶要求十二個支派得分別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上來宣告

(每座山各六支派)。聽從或不聽從　神的話語，是招致祝福或咒詛的根本原因。這雙重陳述

的表達方法，很適合現代講壇用「律法與福音」的角度來講道。如果現代的傳道人在講壇

上，大聲疾呼：「看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面前！」(申三十15) 然後，

會眾眼前馬上呈現兩幅對比鮮明的圖象，是不是在信息的領受上，是值得採用的策略與內

容呢？《協同式》第五條的肯定題—「我們相信、教導並宣認：律法與福音的區別是特別

的榮光，要極力把它保持在教會中，才能做到聖保羅的勸勉：『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後二15)。」7「律法與福音彼此的區別，為特別的亮光，幫助人適當分解上帝之道，正

確解釋並明白聖先知和使徒的經卷。」。8 是的，申命記的講論的確提供當代的講壇一個很

好的方法，就是在傳講聖經真道時，要妥適地區別聖經中的律法與福音。

以上五點，只是筆者初步的觀察和應用。其實，申命記還有不少值得探索研究的講道

體裁和題材，包括詩歌、敘事體的佈局、角色、情節的張力、文脈的高潮起伏、陳述的視

野(第一、二、三人稱及單複數)、聽眾及讀者等等，更別忘了近年來研究申命記最受歡迎的

觀點之一—約的研究，這些觀點和探討都可以為二十一世紀的講壇帶來啟發和幫助。

6."By the gift of manna man is shown to live by the Word of God. What is the connection? Is 
manna perhaps the Word of God? By no means; but he sets fort rather amply what he had said 
about poverty, namely: "Before He gave you manna, He let you first suffer hunger. This He did 
in order to show you that even if man never came He could nevertheless sustain you by His 
Word, by which He had promised that He would be to you a God who would not forsake you, who 
could sustain you just as He did sustain you." (LW9:92-93)

7.《協同書》（譯者李天德，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1年4月修訂版初版），436頁。
8.同上，5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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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一次去泰國，此行主要目的是宣導衛

教及兩性教育。前置預備階段，大夥是絞盡腦汁且

各司其職。過去對泰國的印象是聽聞那裡的孩子純

樸可愛，而且會積極地與老師們有很好的互動。

於是，我們帶著各種期待並愉快的心情來到了大谷

地。然而，卻在抵達的那一刻起，才發現實況和預

期完全不同，就在各種預期落差中，認真面對，調

整自我心態。

因為孩子早上要至泰文學校就讀，晚上卻要念中文學校，所以到晚上就會處於

超級亢奮的狀態。很多時候都已經把老師惹毛了，但是他們卻依然故我，且向來以

大嗓門自豪的我，到了當地真是小巫見大巫，班上的氛圍和秩序真的很難掌握。但

上帝配搭了厲害的夥伴們，雖然他們是屬於比較溫和型，但是他們能耐心並沉得住

氣的應對，讓我大感佩服。然而這也提醒我在未來

牧養之路，必定會遇到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景況，

而這都是要依靠上帝賜與的智慧，學習與所面對的

人相處。因此，在接續幾天的課程中，心境慢慢轉

變，也開始領悟更多的省思。

另一件深刻的事是，因為是神學生的角色，所

以安排與當地老師有個別晤談的時間。分配和我一組的是一位緬甸籍的老師，當初

因為她先生的追求，遠嫁到泰國。雖然大谷地和緬甸只有一線之隔，但也不是能天

天回家，除了要有智慧的教導學生外，還要直接面對婆媳問題。晤談時，了解她即

使受到文化差異的衝擊卻仍堅持努力與婆家和睦相處，而也在她流淚傾訴間，相信

她是位堅強的女性，並看見了那真正的愛。 

經過這次短宣的經歷，體悟大谷地的資源雖多，但真正值得珍惜的是什麼？我

想，不管我們去哪裡做些甚麼，最終要明白的是上帝在我們生命當中的話語和心

意。我們愛，因為神先愛了我們！

《去，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麼，而是上帝有什麼！》  
 走！我們來去大谷地｜道碩二年級 林晏慈

宣教 紀實



8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宣教 紀實

作為一個跨文化的宣教士，他必須要面對的艱辛是我們很難想像的，因著神的

恩典，這次在日本我遇見兩位德國籍的宣教士，她們因著神的感動與帶領，來到這

個富裕，但基督徒比例卻很少的國家─日本。

在和兩位宣教士的交談中，我得知語言學習的困難，身為一位跨文化宣教士，

第一個所要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學習當地的語言，而且學習日語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是

很困難的，所以兩位宣教士在學習日語時，也花了不少時間。而在分享時，她們也

鼓勵我，面對學習語言不要害怕，要記得時常禱告，將它交託給神；再來是文化差

異，如果想要融入當地的風俗民情，宣教士需要了解在地文化，特別是面對當地特

殊忌諱的處境，若不小心誤踩地雷，將會導致宣教的過程不易，且具有威脅性。

而在參與服事的過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面對沒有任何的未信者來參加

活動的那份失落感，這對於宣教士來說無非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在本國本家的我

們，當我們失敗時，或許還有家人和同伴可以及時的扶持你，但是對於在異鄉的宣

教士來說，她有時必須要獨自承受這種被拒絕的感覺，這是很辛苦的，連我在旁邊

看了都很難過。

當然不只上述的情況，還有其他許多跨文化方面的挑戰是宣教士要面對的，但

我從這兩位宣教士身上看到，當她們面對家人的反對、神的帶領久久沒有實現、必

須學習獨自在異鄉傳福音…等等的事情時，她們的回應不是嘆息，取而代之的是不

停的向神禱告，這是因為她們相信神的恩典總是顯明在危難之中，而神也確確實實

的與她們同在。

日本短宣分享 - 宣教士｜道碩三年級 林盈姍

▲ Sister Edeltraud Kessler 德國宣教士
和主任牧師山崎智子(右一)

▲ Sister Gisela Paluch 德國宣教士

Mother House Bethel 全部的修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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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地是個位居於泰國、緬甸、寮國三個

國家中間的灰色地帶，從十年多前的一萬多

人，到目前有三萬多人，多數人是因著躲避

戰亂而遷徙來此。教會也從李牧師夫婦委身

25年來而有重大改變，所創辦的恩惠學校從

2003年五月開辦時，只有二十多個學生，到

現在每學期招生人數將近千人。聽著屬於他們

的故事，看著他們居住的環境，如果用心，不

難發現，我們彼此的本質是相同的。都是需要愛，需要被關注，也需要被在意。

這次的短宣，成為突顯自我內在防衛機轉的重要時刻。若想跨越既定認知裡的一

切，就需要環境的衝擊與挑戰。短宣即是一個很好的管道。處在習以為常的環境之

中，人總是會自我保護，會自動產生防衛機制，藉此保護自己免於受外來衝擊時，產生

過度的傷害，因為大多數人都不喜歡在不舒服的環境之中，當然也不想跨出舒適圈。

短宣途中的所見所聞，都令我感到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居住環境、語言以及人

際網絡與互動模式，而熟悉的卻也是人性的需求，那對於生理、心理以及尊重的需要

都是一樣的，不論在什麼居住環境，是富貴或貧窮。雖然語言及國籍在彼此之間有一

條看不見卻很清楚的界線，但基督的愛讓我們相聚在一起，在主裡，我們彼此追尋異

中求同，也同中存異，因՚我們在主裡同歸於一。

我以為我是去服事的，直到與當地

的同工一起配搭並進入當地人的家和進

入恩惠學校服事時，我才逐漸明白我是

去被服事的，不是去給予的，而是去領

受的。領受從神而來的恩典，並且因著

神的恩惠能開始謙卑的放下自己執著的

觀點，願意開放思想絕對的彈性。

泰國短宣分享 - 思想的模式｜道碩二年級 黃俊雄

宣教 紀實



第一步踏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是慌亂

是匆忙，但就在趕著搭乘下一個交通工具

時，驚鴻一瞥間駐足停留欣賞那美麗如畫的

夕陽。而我想神就在這裡，用祂的方式開啟

我海外宣教的旅程，為我帶來力量與平安。

與其他同學不同的是，我沒有團隊，但

有神隊長也是神隊友，雖然沒有夥伴可以討

論，但有神成為我的盾牌、我的依靠。這位

垂聽禱告的上帝，明白我的困難與壓力，在

每一個挑戰中都賜下智慧陪我度過。

一個小漁村的教會，列在眾多清真寺旁，看似孤單，而神在這地仍然有所作

為，藉著一位忠心的傳道人以及諸位熱心服事的信徒，神的行動並沒有停歇。一條

名為「回教堂路」，是前往教會的一條小捷徑，原本是以伊斯蘭信仰命名的，卻意外

成為信徒安慰的指標，不管身處何地、遭遇何事，我們都能回到教堂，神一直同在。

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我在出發前預備好傳道要我負責的服事，但在我加入後

卻又安排其他的聚會或是聖經課程，希望讓我能透過見證分享和教導更加地靠近

我所服事的人。當下其實是緊張的，在沒有太多時間準備的情況下，更是容易驚惶

失措，深怕有個意外，搞砸了難得的分享。是神的憐憫與平安，大過一切心中的憂

慮，保守看顧我口所分享的，能見

證神的奇妙作為。

在這十天沒有營會、更沒有做

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只是用心陪伴

教會裡的信徒。不是我能做什麼，

而是神為了我們而做，我在其中也

成為接受服事的人。神的榮耀在這

地彰顯，也在每位辛苦生活的信徒

生命中顯出神的大愛。

海外短宣 - 馬來西亞｜道碩三年級 周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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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暑假，趁՚回家，聯絡到金燈山

事工的陳曉東牧師，希望他能夠安排我過

去短宣及實習，後來因為陳牧師要到大陸

去培訓及在香港信神教課，所以改變計畫

要我到位於紐約的角聲去觀摩學習。

由於我的時間並不充裕，需要趕在７

月１號回到台灣，並開始我的暑假實習，

所以角聲的陳主任安排我到各個部門見

習，最後留在兒童部與主責同工配塔，這位劉姐妹充滿活力且與我相同也是來自馬

來西亞，她在到角聲之前是在Metro world child 當同工，所以對北美的兒童事工非

常的有經驗。

角聲有做課輔，但進行的方式和我以往的經驗不同，他們是有收費的，性質如

同補習中心，小朋友下課後就到角聲來上課輔，在完全寫完作業之後，才可以離開

教室到地下室參加 Kid's Club。這些小朋友大部份都是第一代的新移民，很多都是

跟՚父母來到美國居住，估且不論他們的父

母在美國是否有合法的身份，但是這些小

孩大部份都是在美國出生，所以是有身份

的。由於大部份都是第一代的新移民，所

以父母親都重視他們的課業成績，也有些

父母，只負責賺錢，其他都不管。有一個

小朋友，他每天自學校放學後就有人接送

至角聲，他的父母幾乎沒有參與在他的

生活中，只是負責給錢，他睡覺時，他的父母還沒有回到家，早上當他出門去上學

時，他的父母卻還沒有睡醒，他和學校的老師同學相處的時間都比和她的父母還要

長。

這些小孩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因為他們的父母很擔心他們的課業落後，所以放

學以後的琴琪書晝樣樣都來，巴不得將他們的孩子訓練成十項全能，所以當這些孩

子一旦到了Kids Club， 他們

幾乎都像剛剛從監獄裏放出來

的一樣，非常的瘋狂，有好幾

個小孩，就在課室裏不停的喊

叫，像發瘋了一樣，對這些孩

子而言，美國不是天堂也不是

他們夢想的國家。

暑假美東角聲短宣報告｜道碩二年級 黃綿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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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迴響：性倫理的反思與牧養(上)

｜信徒神學教育處 蔣伊鈞主任

信義神學院邀請美國路德會芮馬太牧師(Rev. Dr. Matthew Rueger)於十月底來台

分享「俗世社會的性倫理與基督教會」講座。一方面希望對於台灣近期討論同性婚

姻、性別教育有所回應；另一方面也希望從教牧的角度，來省思我們在牧養層面如

何多走一里路。

在美國，基督教的性倫理往往被視為是過時、應該淘汰的觀點。同時在社會

中，同性戀者的權益及同性「婚姻」的議題鬧得沸沸揚揚，不同立場、教會與社會

間的言辭變得惡劣與刻薄。幾乎不可能進行公開、理性地討論，總是演變成彼此攻

擊。這個過程往往加深對立、深化鴻溝，不單是那些反對同性戀的人被妖魔化，即

使是那些支持同性平權的人，也被聖經與教會大肆撻伐。當我們帶著這些情緒進入

辯論，往往令人無法彼此聆聽，更別說任何理性的對話、溝通與和解。

就在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倫理課程中，授課的老師邀請基督教的代表闡述基督信

仰的倫理觀，芮牧師受邀成為在大學中和俗世倫理對話的代表。時值愛荷華州最高

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這成為非常引起話題的討論。這個對話過程引發了芮牧

師的關懷與研究，他把研究成果以Sexual Morality in a Christless World(暫譯為「俗

世社會的性倫理」)一書集結出版，明年中華福音道路德會也將出版中文版。

暴虐的希羅文化
講座從一世紀的處境談起，在一世紀的希臘羅馬文化中，性方面的倫理問題與

罪惡不是新鮮事。成年的強壯男性對幼年男性、女性和奴隸的欺壓與侵犯；將孌童

文化視為教育、成長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就連羅馬的統治者，也是極為放縱情慾、

暴虐殘殺。在羅馬社會中，如果你是一個單純、委身、忠誠的異性戀男性，反而是

奇怪、詭異、引人側目的族群。

這就是基督教會萌芽的時代，在與社會風俗文化的對立中成長與茁壯，即便世

人眼中激進的教會往往受到攻擊、壓迫、受害，但聖靈依然使用「教會」拯救、呼

召那些陷在罪惡當中的人。這是「福音的大能」，在一個強欺弱、自我滿足為中心

的處境中，宣揚耶穌基督為罪人犧牲的捨己之愛。

信徒神學教育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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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文化的偏見
孕育基督信仰的前身是猶太信仰，芮牧師認為由福音所推動的基督信仰也破

除、修正了猶太文化中許多對於婚姻、女性，諸多不尊重的偏見與歧視。包括一夫

多妻、任意輕率的休妻，猶太拉比甚至會每天滿懷感恩地說：「感謝主沒有使我成

為外邦人、女人與未受教化的人。因為所有外邦人在祂面前不算什麼；女人沒有持

守誡命的義務；未教化的人不怕犯罪。」但耶穌到保羅，對於女性的尊重、重新反

思婚姻的意義與彼此委身、順服，就是福音帶來的價值觀重整，賦予對人的尊重與

肯定。基督信仰絕對不是守舊、也非食古不化、冰冷的傳統主義，信仰基於福音，

不斷和時代與文化對話。

勇於面對時代挑戰
所以我們面對今日的種種挑戰，不用擔憂將面臨每況愈下、世風日下的邪惡世

代。在教會過往的歷史中，有更多惡劣、殘酷的挑戰，但「福音」在聖靈的保守之

下，在其中也許緩慢、但堅定的改變與轉化，我們不需要讓恐懼成為我們的主宰，

而是思考我們的所言所行，是不是傳達這個和平之君的信息，使我們呈現的信仰見

證是「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

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福音為中心的倫理觀點
芮牧師也提醒聽眾，當基督徒思考倫理觀點，不該只是限於律法的規範，這不

該是基督徒的思考方式。的確應該正視性相關的種種罪惡，但回到聖經的敘事，

聖經也絕對沒有表達「性」方面的罪惡比其他罪惡更可惡或不可原諒；因為不是人

的行為決定了犯罪與否，而是「罪」早已根深蒂固、徹底的從根源影響著人類，是

「罪」定義了人，人的種種「罪行」，就是「罪」的彰顯。但是從舊約到新約，聖

經的敘事絕對不只是討論遵守或違背性方面的倫理道德。特別在新約聖經，其中不

斷表達悔改與寬恕的可能。這就是我們信靠的「福音大能」。使罪人的生命思想、

信仰實踐，委身、降服在聖經的規範中，這源於我們是在基督裡新的創造、有新的

身份，在聖靈的引導保守中，在基督裡學習自律、節制，以抵擋試探。

悔改、稱義、成聖
講座過程中，芮牧師不斷用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的一段經文：「你們豈不知不義

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

的、親男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林前六:9-10)」他表達當我們閱讀這段閱讀經文不能只停留在9-10節用來定罪某些

罪行，要留意保羅同時表示：「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林前六:11)」後半身份

的轉變，正是在福音的赦免中，才結出悔改、稱義、成聖的果子。芮牧師的講座，

除了反思性倫理的討論，更深刻的是他對於生命的關懷，以及律法與福音並重的教

牧關顧，這樣的牧長關懷與眼光，也值得學習與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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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區 光鄰 新竹錫安堂

新竹區 羅之妍 新竹錫安堂

新約人物課程結束後，對聖經有不同的看見和思考，讓我領受很多，也用不同

角度看見自己與神的關係，特別是使徒多馬、和伯大尼的馬大。

以前總認為多馬猜疑、多慮、好問、不信、非得看見才相信。這樣的看法讓我

誤以為相信就不要懷疑，只管信就好。為了讓人看自己很有信心，也不敢懷疑、不

敢提問；更有可能假裝表面相信，但心裡依然充滿疑問；或是根本不敢發問，免得

讓自己丟臉！

這次的教導讓我深深體會到多馬的另一面，立即改變我對多馬的認識。原來我

們是可以懷疑、諮詢並尋求答案，信仰絕對不是人云亦云，掩蓋心中許多的矛盾。

而是學習像多馬一樣，活出自己對真理探索的信心與勇氣，認真明白了解信仰的來

龍去脈，也相信如果經歷生命中的衝擊，我的信心依然堅固、真實、並不動搖。

伯大尼的馬大更是讓我有很大的安慰和幫助，也深深激勵我。以往總認為我像

馬大一樣為許多事情忙亂、思慮煩憂，因此這段經文常帶來很大的拉扯，讓我充滿

憤怒與怨言。其實自己也嚮往馬利亞選擇那上好的福份啊！但總有難以放下的必要

工作時，心中的掙扎也給我許多的困擾。

這次課程使我得著釋放，因為耶穌不是挑起紛爭或是比較，而是要馬大成長與

改變。耶穌肯定馬利亞的學習，但不是否定馬大的款待或服事，我們學習留意服事

時心思意念的平安才是重要的事。

這是我第一次上新約人物，在第一堂課時老師提醒不是從聖經尋找一個榜樣。

讀聖經的方法是以「領受者」為出發點，並仔細分辨聖經中的律法與福音等等，我

覺得是個很好的預備。

進入課程之前，我們反思新約人物的世界，跟我們一樣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

生活中也充斥著世界與信仰的衝擊，但我們也有十架寶貴的救恩。這樣的提醒讓

新約聖經不再是很遙遠一群人的故事。老師還列了一些題目讓大家去找經文回答問

題，是個很有趣的練習，雖然第一堂課上完覺得頭脹脹的，因為上課參考材料的敘

述方式對我來說比較陌生，需要反覆閱讀才讀得進去。而且老師非常認真的預備、

內容非常豐富！……感謝主，老師後來有做了調整。

這堂課真是讓我再次看見聖經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我覺得對我最有幫助的部分

是提供四福音的寫作方式和經文許多深入的背景資料，讓我釐清一些誤解和膚淺的

解讀，每個人物最後也都會有一些更進一步思想的提問，上課的講義也是可以重複

拿出來閱讀與思想的。

基宣課程心得
學生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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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生命幽微裡掙扎求存的靈魂

感謝信神院訊給校友機會，試著用幾個案例分享自己從事靈性關顧的歷程。

醫藥與躁鬱症患者
我接觸所謂的「身心症」，正是從自己的家人開始的，從接到半夜兩點一通罹患躁

鬱症家人的求助電話，我立即從新竹驅車北上，第一時間介入親人狂飆的危機處境中，

在咒罵和胡亂的言詞中，設法用最平和的方式聽見當事人的痛苦與困頓。其實，躁鬱症

患者最最需要的是徹底的「休息」，但是患者的思緒和言辭卻像不斷跳針的磁碟，恐懼

和憤怒像海浪般的襲捲而來，輔助者在狂躁的當下能作的是非常有限的….。原來在狂

躁中受苦的人首先會需要的是醫生而不是驅鬼，我注意到精神科提供患者身心症的相關

藥物後，會有一定程度幫助他們延後接收刺激的時間，不至於對刺激有立即的反應，有

效的幫助患者能過較有品質的正常生活，此刻，輔導聆聽的資源介入才有機會發揮。

失喪是內在記憶中的潮水
多年前台灣諧星倪敏然上吊身亡的事件中，我自己也曾經歷了一場大低潮，因為小

時候就跟著家裡的相聲唱片，模仿他好多種以鄉音搞笑的段子，諧星在戲臺鎂光燈並生

命幽微裡掙扎求存的故事，重重的撞擊我的心靈，那時候我像「喪屍」般地每天追著倪

的新聞，陷入怪異的自憐與喪親記憶中，新聞事件交疊著自身的往事，靈魂裡沒有片刻

的理性，也聽不見來自外面的任何聲音，意志完全不能「自主地選擇」，只能被情緒的

狂浪淹沒。「失喪事件，像已經退潮遠去的海浪，某一天它會再度以驚人的狂潮重新襲

捲回來。」認識與解讀失喪的感受，是我在信神危機處理、輔導助人與靈性關顧所提供

的課程中學到的，不僅讓我有機會與自己深度對話，整理自己幽微深處的感受與經驗，

更是一種深度理解受苦之人的學習歷程，具體地讓我在各種病榻旁，不再試圖改變別

人，而是學習真實的臨在。

校友會特刊

｜虞韻琴 (新恩全人關懷協會理事與教師，信神基宣兼課教師、

              客神延伸制合作教師，本院路德神研所畢業、道碩兼修輔碩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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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是搭乘獨輪車
我曾有一個鄰居，因為婚姻的難題，選擇了以「新世紀運動」整頓身心靈的方式來

渡過難關，透過「能量食療」，「物理的電療」、傳輸「正負能量」與催眠的方式，讓

她能在困境中維持一種「平衡的生活」，現代人似乎比較願意接受這種混合了西方心理

學與東方冥想的方式來自我修為。而世事紛擾中，的確有不少名人現身說法，他們在面

臨重大的抉擇之時，會嘗試僻靜與禪修，協助他們身心內外達到一致性，有力量作平日

不敢嘗試的事情。這類講求「協調與平衡」的「靈性指引」，一定程度指引人與自己的

「良知」和解，不讓「律法和良心」的作用力，使自己陷入混亂焦躁。

路德學者柏恩坎曾描述：「現代人關心如何從生活中得到最大的滿足、可以盡情享

受生活在感官及心靈層面所提供的各種美物，當命運起風暴時，可以在自身中找到天

堂般的寧靜，他就稱得上是一個『生活藝術家』了。」(Living and Dying, from Luther's 

World of Thought,Heinrich Bornkamm)柏恩坎根據路德，清楚指出每個人都被烙上了罪

的標記：「基督徒跟世人沒有兩樣，都因違反了愛與尊榮鄰舍的金律而每天犯罪。」。

馬丁路德在登山寶訓講義中描述人的心被「貪欲」佔據：「你想拯救自己的心、安定自

己的靈魂，所謂撇下一切，並不是要你真的拋妻棄子，跑到沙漠去當瘋狂的修道士，而

是指我們的心，必須從貪婪、掌控、依賴這一切的人事物上轉離，單純的被主吸引。」

路德引用德國諺語：「你登上了輪車去旅行，卻是一台獨輪車。」說出了人們不想俯首

認罪，卻想倚靠自身的修為，以「協調與平衡感」來駕馭自己的人生，其實不但在今

世有思慮煩擾、痛苦焦慮，永世裡還有更大的苦難。(The Sermon on the Mount, From 

Luther's Work,Volume21)跟隨馬丁路德繼續閱讀，給了我全然不同的視角，有力量與真

知識，陪受苦的朋友走第二里路。

校友會經常費收支表

會費收入  -   

研習收入  7,860 

奉獻收入 200,000 

費用支出  11,740 

本期結餘 196,120 

前期結餘  85,271 

累計結餘 281,391 



依據中華郵政公告，106/8/1起國內函件郵費調漲將近兩倍！若您方便閱讀電子報，鼓

勵您透過電郵 promoting@cls.org.tw，留下姓名、紙本郵寄地址，以利核對取消紙本，我們

也將根據您的電子信箱，協助訂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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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靜萍 
洪賽娥 
洪嬿陵 
凌黔遵(宣教)
桃園福音堂會友(宣教)
涂鳳英 
張建文 
張雪娥 
張皓清 
梁諭蓉 

代禱事項：
■ 我們希望可以招募1000位信神之友，每月定額為信神奉獻1000元，求神預備並成就。
■ 請為擴建支出之內裝、設備等特別經常費及一般經常費周轉共2,624萬元無息借款能儘速清償，求神帶領和供應。

有您同行，信神不孤單!   2018/8/1~10/31

感謝眾教會及弟兄姊

妹對本院聖工的支持

與 奉 獻，本 次 徵 信，

若有錯誤請來電告知

財務助理洪綺鄉姊妹

(5710023分機3111)

更正。若以金融轉帳

奉獻者，請來電告知

姓名、地址及奉獻項

目，以便寄奉獻收據。

莊惠珍 
許珮蒨 
郭玉女 
陳明志 
陳明義 
陳俞萱 
陳敬智 
陳群珍 
陳謝若珍 
陳繼斌 
黃秀美 
黃周銀玉 
黃麗蘭 
楊麗瑾 
廖美智慧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會友
裴秀連 
趙若新 
趙若蓮 
鄭秀錦 
戴菊枝 
戴慧 
謝淑惠 
簡廷玉 
豐恩堂會友 
羅淑文 
黃慧瑜(宣教)
光復教會 (代轉奉獻)
木柵聖道堂會友 
陳國雄 
葛玉容 
廖慧娟 
熊明燕(宣教)
蔡如珮 
鄭發祥 
王秀梅 
吳綺芬(宣教)
姚蕙芸 
孫宗華(儲備師資)
張淑芬(儲備師資)
張麗華 
許清芬 
陳美翠 
陳致仁(儲備師資1,000)
彭國恩 
黃淑惠 
黃凱斯 
楊麗美 
謝元宏 
謝娜敏 
韓正倫 
台北宣聖堂會友(宣教1,000)
莊朝順 
得勝堂會友 
台北信義堂會友(宣教1,200)
員樹林基督教會會友 
崗山教會會友 
三民教會 
大寶寶 
小港教會 
中嵙頌恩堂 
方詠卉 
王一言 
王才沛 
主恩06 
主恩41 
主恩67 
古文兆 
田仁春(儲備師資1,500)
任秀妍 
成玲燕 
朱育德 
朱美蓉 
何惠民 
余明照 
吳海文 
吳進春 
吳嘉魁 
李淑萍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50
1,4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100
2,100
2,200
2,500
2,700
2,85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李惠珠 
李資良 
沈仁正 
周秋燕 
周純明 
宜約堂 
林彩雲 
林雲漢 
林鈺華(宣教)
施宗佑(儲備師資)
紀榮榮 
胡椿子 
苗其傑 
范兆禧(宣教1,500)
范秉添 
徐忠良 
徐菊珍 
高英茂 
張素禎 
張՚宏 
張憲文 
莊若雯 
連孟如 
陳立青(儲備師資)
陳明恩 
陳淑女 
陳愛珠 
陳慈娥 
陳嬿如 
景明珠(宣教)
陽明山錫安堂 
黃玉銣 
黃芳蘭 
黃執中 
葉貴芳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劉王毓敏 
劉孝煦 
劉榮棠 
劉慧玉 
潘立言 
鄧惠媛 
鄭芬蘭 (宣教)
雙福教會 
譚俊彥 
顧志浩 
顧美芬 
圖書館 
潮州教會會友 
陳博偉(儲備師資3,000)
峨眉教會 
Edmund Leong(宣教)
何南善(代轉奉獻2,000)
沈瑞蘭 
松山福音堂會友(宣教1,000)
板橋和平堂 
林奕足 
修郁文 
張秋玉 
黃承約 
太保教會會友 
蒙福之家教會 (宣教)
台中基督徒聚會處會友(宣教2,500)
任怡慧(宣教)
林月英 
林明珠 
陳國和 
賴張亮 
Japan Lutheran Brethren Church
徐 瑾 
東勢施恩堂 
柯以諾 
校園福音團契(代轉奉獻)
桃園活水教會(代轉奉獻)
曹克昌(儲備師資)
許曉芬 
陳恭猛 
傅振瑛 
廖小姐(宣教)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21
3,200
3,500
3,7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500
4,500
4,7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100
5,4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學院經常費奉獻徵信

一般經費

 累積餘絀 -41,810,370 

 本期收入 5,943,676 

 本期支出 6,142,568 

 本期餘絀 -198,892 

 累積餘絀 -42,009,262 

擴建基金

 累積餘絀 6,083,569 

 本期收入 177,219 

 本期支出  -   

 本期餘絀 171,115 

 累積餘絀 6,260,788 

學院擴建費奉獻徵信福恩堂 
盧哲安(宣教)
戴憲達(宣教3,000)
崗山教會 
羅東靈恩堂 
台北救恩堂 
杜聖恩(儲備師資1,500)
桃園福音堂(宣教3,000)
萬隆基督的教會(宣教)
主恩19  
岡山教會 
柯安得(宣教3,000)
潘佳耀 
聖餐崇拜(宣教)
何藹棠 
得勝堂(宣教3,000)
陳怡思 
陳冠賢 
黃文楷 
主恩72(宣教)
左營復活堂 
李政道 
李珍琴 
周超雯(代轉奉獻)
林漢堂 
邱英通 
陳秀孟 
普梅恩 
樂河教會 
主恩02 
LCS 
朱頌恩 
主恩01 
太保教會 
員樹林基督教會 
俗世社會的性倫理與基督教會講座 
林盈姍(宣教)
俞繼斌 
王世吉 
張懋中 
麥愛堂 
新竹信義堂 
新竹錫安堂(宣教6,000)
林焜煌 
竹北勝利堂(代轉奉獻)
黃綿媛(代轉奉獻4,000)
楊淑婷 
謝基松 
東山街浸信會 (宣教)
主恩55(代轉奉獻)
鄭國隆(代轉奉獻)
新竹靈糧堂(宣教)
三峽復興堂(信徒事工20,000)
中華福音信義會總會 
陳詠琳(宣教)
聖愛堂 
劉孝勇 游文秋 
主恩24 
蕭哈拿 
主恩03 
恩光堂 
Henry Rowold 
主恩60(代轉奉獻30,000)
台北信友堂(宣教)
寰宇福音基金會(獎助學金)
侯義如(宣教)
陳小姐(宣教)
傅幼敏 
生命堂 
主恩64(宣教)
勝利堂(宣教60,000)
北門聖教會(宣教106,200)
靈光堂(宣教40,100)
主恩68 
廖家榆(校友會)
徐景奇 
主恩51

6,000
6,000
6,000
6,090
7,000
7,500
7,500
7,500
7,500
7,660
8,000
8,000
8,000
8,35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200
10,238
11,700
12,000
12,500
14,000
14,242
14,300
14,9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500
19,200
19,500
20,000
20,000
22,500
24,000
24,000
27,000
29,000
30,000
30,000
34,600
35,300
40,000
40,000
40,500
41,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70,000
70,000
70,000

106,000
120,000
130,000
151,600
184,700
200,000
200,000
212,000
400,000

宋芝蓁
葉寶金
林子誠
江捷如
吳進春
板橋和平堂會友
大寶寶
蔡如珮
羅東靈恩堂
吳家駒
莊建美
王毓祺
主恩03
主恩06
主恩41
吳海文
李淑汾
胡椿子
徐忠良
張金來
張慧明
潘月錦
顧美芬
邱福生
丁至剛
陳冠賢
吳聲昌
竹南勝利堂
聖愛堂
靈光堂 

500.00
500.00
562.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000.00
2,000.00
2,628.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5,000.00
6,000.00
6,000.00

15,000.00
30,000.00
30,000.00
36,5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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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訊動態

【學務處】

【教牧博士科】

【宣教中心】

【神學研究所】

【院長室】

【教務處】

■ 2018年神碩秋季招生考試，錄取一位新生：葉玉雯。
■ 神碩2019年春季招生考試暫訂為3/27 (報名截止日3/6)，考試日期依路德神學研究所公告為主。

■ 12/3 舉行第十一屆第七次常務董事會及第六屆第四次APELT常務委員會。
■ 12/20 舉行聖誕崇拜。

■ 11/10 神學營「路德的十架神學」共有44位學員參加，大家的回應很好、很有收穫。
■ 2019年寒假密集課程：學士部「家門口的福音」2019/1/7~11 上課，授課老師：魯思豪牧師。

                                     碩、學合開「宣教學概論」2019/1/14~18 上課，授課老師：魯思豪牧師。
■ 2019/1/14~18 教會進修生春學期註冊、選課。
■ 2019/2/14 正式生註冊，2/18 春學期正式上課。

■ 本學期「早崇拜證道／專題分享錄音檔」，歡迎至學務處網頁下載聆聽。

http://www.cls.org.tw/student/B/B-second.html
■ 學務處近期活動：12/12 將臨期禱告會、12/13 學生會改選、12/17 學生生活座談會

                                 12/20 聖誕崇拜、2019/1/3 學生會交接

■ 教牧博士科本學期錄取一位新生：湯慧如傳道。
■ 本學期11月05日舉行的教牧論壇專文發表圓滿結束。
■ 2019年預計要開設的教博課程及日期如下：

(1) 4/22~26 (一~五) 「專題：路德的洗禮神學與教牧事工」授課教師／潘佳耀博士

                                「釋經講道：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授課教師／劉孝勇博士

(2) 7/1~5 (一~五) 「教會領導與牧養」授課教師／柴子高博士

                            「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授課教師／劉孝勇博士

(3) 11/11~15(一~五) 「教會與崇拜」授課教師／張玉文博士

                                 「專題：教會的轉型與衝突管理」授課教師／張復民博士

※ 歡迎牧長同工報名或申請試讀（試讀所需學歷與正式生同）。
■ 教牧博士科採全年招生制，歡迎牧長同工踴躍報名！報名資訊請參學院網址 http://www.cls.org.tw/。

■ 新的年度我們設立「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信義僑旅福音促進會」，所需經費如下：

泰國語系宣教 - 19位傳道同工薪資(共11間教會)，除已募得之國內外差會、總會補助外，今年仍需360萬

元。事工費出(含車輛及接送、特殊節期活動、單張印製)約需100萬元(扣除各地泰勞教會

奉獻)。

越南語系宣教 - 5位傳道同工薪資(共1間教會、1個福音班)，今年仍需40萬元。事工發展支出(含車輛及接

送、特殊節期活動、單張印製、電話探訪…)約需25萬元(扣除越南教會奉獻)。

印尼語系宣教 - 神學生助學金10萬元，教會已自立，本年度暫無開拓教會支出。

城市原民福音 - 由路德會總會及千甲教會自行奉獻。

海外宣教 - 阿卡青年神學教育助學金9萬元(3人，每人每年三萬元)、泰緬宣教支出35萬元(阿卡文出版品、

教材印製、阿卡營會、長執訓練)。

宣教教育與行政 - 東南亞生獎助學金(2019年預定一位學生10萬元)、宣教中心行政費除已募得之經費外，今

年仍需80萬元。
■ 因應越南語事工之需，募二手轎式七人座車一部，歡迎各教會及弟兄姊妹汱換新車時，將可用之舊車無償

奉獻予本中心越南語教會。

各部門院訊動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