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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From the Editor’s Desk

在當今這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時代，神學研究不僅是學術探索的

結晶，更是深化我們對信仰與當代社會互動理解的重要途徑。神學的

深入研究，開闊了我們對教會實踐與靈性成長的視野，使我們能夠更

有效地回應現代社會的各種挑戰，並在信仰的旅程中尋找到新的啟示

與方向。

在本期《浸神學刊》中，我們收錄了五篇文章，每一篇都從其獨

特的視角，對當代神學思考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些文章不僅豐富了

我們對信仰的認識，也為教會的實踐帶來了深刻的洞見，展示了人類

與超越之間複雜而深遠的關係如何在不同領域中被理解與詮釋。我們

誠摯地邀請您深入閱讀這些文章，並期待它們能激發您對神學深層次

理解的思考，同時為您在靈性與學術探索的旅程上提供豐富的滋養。

首篇文章是由倪步曉撰寫的〈宗教傳教的多元與本地化：上

海宣道會守真堂的傳教模式之探析（1900–1949）〉（Diversity and 

Localization of Religious Missions: An Analysis of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Adopted of Shanghai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s Beulah Church 

(1900–1949)）。這篇文章深刻剖析了宣道會守真堂如何在上海這個多

元文化交匯點中，通過創新的傳教模式和積極的本地化策略，成為中

國基督教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章探討了守真堂如何在

上海社會的政治變遷中，展現其多元化的宗教服務功能，並透過培養

本地領袖與教牧人員，實現教會組織的本地化轉型。此外，守真堂在

社會服務方面的積極參與，不僅體現了其對信仰的堅守，也展示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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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福音化過程中的重要角色。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理

解基督教在中國特定地區社會文化脈絡中發展與轉型的獨特視角。

第二篇由曾慶豹所著，題為〈靈恩與共產——汪錫鵬對耶穌家

庭的書寫〉（Communal and Charismatic — Wang Xipeng’s Writing on the 

Jesus Family）。曾慶豹深入剖析了汪錫鵬對於耶穌家庭的獨特記述。

汪錫鵬的作品《記耶穌家庭》是在控訴運動前所著，成為了對耶穌家

庭這一原始基督教型態的共產社會的唯一且重要的歷史記錄。文章指

出，汪錫鵬的書寫不僅充滿了濃烈的信仰情感和對靈恩及共產主義的

深刻同情，更展現了他對底層基督徒的深入認同與關懷。儘管耶穌家

庭的歷史短暫而悲壯，汪錫鵬的記述卻為後世留下了對這一特殊教會

群體的深刻記憶與敬佩。這篇文章不僅是對中國基督教歷史的重要補

充，也是對基督教社會實踐多元面向的深刻反思。

第三篇由劉加恩所撰，題為〈新約文獻學與處境分析之先鋒：古斯

塔夫．阿道夫．戴斯曼於新約研究之貢獻〉（Pioneer of the New Testament 

Philologist and Context Analysis: A Study of Gustav Adolf Deissmann’s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此文深入探討了古斯

塔夫．阿道夫．戴斯曼對新約文獻學和早期基督教研究的重大貢獻。

戴斯曼被視為希臘文文獻學的重要始祖，他的研究強調了基督教信仰

與古代人類社會環境的緊密聯繫。文章指出，戴斯曼認為新約聖經中

的希臘文應被視作當時人們的日常用語，而非某種特殊的宗教語言，

這一觀點為理解新約文本提供了新的視角。此外，戴斯曼透過考古證

據和社會背景的研究，深化了我們對早期基督教社會處境的理解，成

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先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戴斯曼轉向普

世運動的研究，探討了宗教文本在不同人類經驗中的功能。這篇文章

不僅彰顯了戴斯曼在多個學術領域的巨大貢獻，也展示了他作為一位

文獻學家、宗教學家和普世思想協調者的重要地位，儘管其研究方法

有所限制，但他的工作無疑是值得敬佩的學術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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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焦如品撰寫的〈從對神的依附關係看信徒的靈命建造〉

（Building the Spiritual Life of Christians from the Lens of God 

Attachment），創新地將心理學中的依附理論應用於神學研究。焦如

品探討了依附理論在牧養實踐中的應用及其對信徒靈性的影響。這項

研究旨在從依附關係的角度提供牧者一個參考架構，幫助理解部分信

徒的靈性困境，並藉此帶來神的愛與醫治。焦如品提出，儘管生命的

改變可能是一個艱難且緩慢的過程，但持續的努力終將帶來成果。這

篇文章也提到了研究的限制，指出若牧者缺乏相關專業訓練，可能會

在應用依附理論時感到生疏。因此，建議牧者在必要時與專業諮商師

合作，以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和牧養。此外，文章也提出了對本地化研

究的需求，強調瞭解台灣教會和基督徒特有的情況對於有效牧養至關

重要。這篇文章不僅為牧養實踐提供了新的思考，也為信仰社群中的

互相關懷和支持提供了寶貴的建言。

最後，黃麗慧的〈靈性與韌性：基督徒女性乳癌倖存者生命經

驗之質性研究〉（Spirituality and Resilience: A Qualitative Study on 

Life Experiences of Christian Female Breast Cancer Survivors）透過

質性研究方法，探索了信仰如何幫助乳癌倖存者面對生命挑戰。黃麗

慧透過對五位基督徒女性乳癌倖存者的深入訪談，探討了她們如何透

過信仰的力量，成功走過乳癌的療程並擁有充滿喜樂、愛與信心的生

命品質。文章指出，這些倖存者在與神的親密關係中體驗到上帝無條

件的愛，找到人生的使命、意義與價值。這種靈性的力量不僅提升了

她們面對生命困境的韌性，也讓她們在支持系統的關愛中找到求生存

的動力。研究顯示，倖存者通過各種策略，如寫日記、閱讀、參加旅

遊活動等，成功建立並適應了新的生活模式。此外，文章也提到研究

的限制，並建議未來擴大研究範圍，以更全面地瞭解乳癌倖存者的生

命經驗。這篇文章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對於基督徒乳癌倖存者靈性與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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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互作用的深刻見解，也為教會和醫療機構提供了關懷乳癌婦女的

寶貴參考。

這五篇文章共同描繪了一幅多元而深刻的神學研究圖景。每篇作

品都不僅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展示，更是對當代教會與社會問題的深思

與回應。透過這些多元的神學探討，我們得以更全面地理解信仰在當

代世界中的實踐與挑戰。我們衷心期待這些文章能夠成為您理解信仰

脈絡、探索靈性深度的重要資源。

彭盛有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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