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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蔡瑞益  校長

帖撒羅尼迦教會遭受逼迫、困苦之時，使

徒保羅勸勉教會：「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

告，凡事謝恩」。使徒保羅不是膚淺的樂觀主

義者，他早已學會憂患和喜樂可以並存，似乎

憂愁，卻是常喜樂，不因軟弱、凌辱、急難、

困苦而失去喜樂的心，反倒在患難中總是歡歡

喜喜的，所以他以恆常喜樂鼓勵遭受苦難的教

會，不論環境情況如何，教會信眾都要在基督

裡喜樂。

在人生的路途中，並非所遭遇的一切事都

是可喜的，如果必須要依所臨到的事是否可喜

才喜樂，必定不能常常喜樂。基督徒喜樂的基

礎、根源、對象乃是主耶穌，因為在凡事上信

靠那位拯救、看顧我們的主而喜樂，「因信

祂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

前1:8）；這樣，才不至因環境的改變而失去

喜樂，在基督裡的喜樂也是沒有人能奪去（約

16:22），更何況喜樂是聖靈所結的果子之一

（加5:22），並非來自基督徒本身。不論遭遇

何事，都可得著聖靈的安慰、鼓勵和感動，來

跨越生命中的高山低谷。

能常常喜樂的原因就是可以把一切憂慮卸

給神，禱告的本質在於向神獻上誠實的心，而

非動動嘴皮子。禱告是指在心意上不斷的仰賴

神，不停地跟神聯繫。不住的禱告，是一種禱

告的態度，以禱告的精神來從事一切活動。不

住的禱告也是常常禱告、恆切禱告的意思，保

羅時代的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有每天禱告三次的

習慣（詩55:17、徒3:1、徒10:30），「不住的

禱告」對他們最起碼的意思就是「不要疏忽每

天經常的祈禱」，所以「不住的禱告」是包含

了「定時禱告」和「隨時禱告」。

「凡事謝恩」的「凡事」是「在任何情況

之下」，即是「在任何環境中」，都可向神感

恩。存著凡事謝恩的態度來生活，必能認定神

叫萬事互相效力，即使在患難和試煉中，也可

以得益處，這種對神主權的絕對相信，必能凡

事謝恩，神若掌管一切，那麼試煉必在神的旨

意中，神的子民必承認祂的良善而獻上感恩。

不感謝神，是不信者的特徵；「感恩」則是對

神的恩典自然而合宜的回應（林後4:15）。人

活在這有罪的世界，生命必定會有許多苦難，

但透過經歷生命的苦難，會帶給生命更有光

彩，生命毅力更加堅韌。不順利的環境更能激

發感恩的機會，不能在不安定的環境中感恩，

那麼在安定的環境中必更不能凡事謝恩。基督

徒的生命是一個永不止息的感恩。

禱告應不離感恩，而不住禱告就是常常

喜樂之法，信心藉著禱告得以堅固，有堅固的

信心才能以主和祂的救恩為樂。喜樂、禱告和

感恩是一個態度的三面，這三樣吩咐是神在基

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這三樣的生活「常常

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不僅是神的意

願、盼望和吩咐，更是祂的目的和定意，所以

必然會作成，神已藉著主的受苦、受死、復活

將天國的人生表明出來，作為我們的模範，要

我們效法。「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

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作長子」（羅8:29），凡相信並跟從祂的人，

靠著聖靈的力量，必能成就這基督徒的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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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一場所謂的「海德堡辯論」，並藉此提出他的十架

神學。由於大學神學院的存在，海德堡長期以來是神

學研究和辯論的中心，其部分成果呈現在一五六三年

的《海德堡論綱》（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另外，海德堡在二Ｏ一四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評為「文學之城」。在歷史的長河裡，古城曾迎來

許多傑出且極富創造力的詩人墨客。在閱讀記憶中，

我較熟悉的歌德（Goethe）、黑格爾（Hegel）、布

倫塔諾（Clemens Brentano）、貝蒂娜．馮．阿尼姆

（Bettina von Arnim）、約瑟夫．艾岑道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荷爾德林（Hölderlin）和馬克吐

溫（Mark Twain）等人，
2
都曾在此有過文字和生命

的交會。最後，特別值得一記的是，二Ｏ一八年初，

海德堡大學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韋爾克（Michael 
Welker）受邀於臺灣舉辦幾場神學講座，其中有一場

安排在臺灣浸神。他在會後的餐敘席間，對我欲前往

海德堡訪學一事，表達歡迎之意。作為盼望神學大師

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弟子，本身也是著作

等身的神學家，他當下並非只是禮貌性的隨口回應。

二
Ｏ一九年八月始，為期一年的安息年，我在德

國海德堡大學神學院擔任訪問學者。這是一趟

文字與生活深刻激盪之旅，尤其在疫情封城期間，我

彷彿通過文字找到靈魂的出口—穿梭在以哥德式基礎

建起的巴洛克式古城，流連於狹窄而曲折的古街道時

閃念而過的，是復古品味的回望與追尋，更是生活意

義的沉思與更新。

選擇落腳海德堡，是過去近二十年來，我在神

思路上與海德堡相關的記憶拼圖與延續。最初，開啟

我詮釋學視野的迦達默爾（H. G. Gadamer），曾在

一九四九來到海德堡大學，成了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的教席接續者。迦達默爾曾因住宿出了問

題，夜宿在海德堡市俾斯麥廣場（Bismarckplatz）的

長椅上。後來我幾回行經廣場，總會望著那幾張長椅

想起此事。
1
其次，神學生時代很難繞過不讀的《新

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作者馬克思．韋伯（Max 
Weber），不論是否同意其觀點，無可否認的是，他

曾在海德堡主導學界獨領風騷。再者，在《漢納．鄂

蘭：思想的行動》訪談紀錄片中，鄂蘭在海德堡大學

的雅斯培指導下攻讀

博士，片中出現的海

德堡大學主圖書館的

典雅大門，曾抓住我

的目光。另外，神學

生時代研讀宗教改革

歷史，讀到馬丁路德

曾在一五一八年到訪

海德堡，並宣揚他前

一年釘在威登堡教堂

門 上 的 九 十 五 條 論

綱。同時，他應奧古

斯丁修會的邀請，出

海德堡神思：
             新舊整合．價值再現 

文 ︱ 彭 盛 有   本校專任神學科副教授

˙神思專文

作者拍攝於海德堡大學主圖書館

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出版的 《蹤跡》

（ Spuren ）專刊，介紹宗教改革運動在該區域的相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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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一年，他實際在行政、神學、靈性上給予我的

協助和關切，讓我看見一位在聖靈中行動的神學人風

範。其間的團契和友誼，是我在海德堡的美好回憶。

神遊海德堡

若說德國有哪個城市能概括這個國家的精神，

很多人會想到海德堡。她在歐洲幾乎是德國浪漫主義

的象徵。位在半山腰的城堡、巴洛克式的老城區、

以及被群山環繞的內卡河如詩如畫的合奏，激發了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浪漫主義詩人和藝術家的靈

感。海德堡是一座優雅的大學城，充滿了年輕的活

力與精神。這股傳承了深厚傳統的旺盛生命力，可

追溯到一三八六年選帝侯雷普雷希特一世（Prince 
Elector Reprecht I）創辦了海德堡大學，自此海德堡

進入全盛時期。這是繼布拉格和維也納之後，神聖羅

馬帝國境內建立的第三所大學，也是德國最古老的大

學。另外，著名的聖靈教堂（Heiliggeistkirche）一四

ＯＯ年在老城區建成，它曾是帕拉蒂納（Bibliotheka 
Palatina）圖書館，被認為是德國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

的圖書館。許多書籍後來被轉移保存到梵蒂岡。到了

一四二一年，德國最古老的公共圖書館也在海德堡建

成。此後，海德堡歷經幾百年的現代化過程，演變成

今日這般融合古典和現代元素的獨特風貌。至於海德

堡的現代化故事和優雅風情，早已有前人撰文傳頌，

我不需多言。倒是可以寫幾個印象深刻之處。

我 熱 愛 戲 劇 ， 德 國 最 古 老 的 私 人 劇 院

Zimmertheater 就位在主街（Hauptstraße）上，可惜

的是，我只看過一場德國劇團演出，劇院就因疫情而

被關閉。我愛看電影，主要的幾家電影院，似乎放映

的 都 是 較 嚴 肅 的 影

片。我看了兩部可能

不 多 人 會 感 興 趣 的

《 二 十 一 世 紀 資 本

論》和《慈運理：宗

教改革運動者》，想

看 商 業 娛 樂 電 影 ，

還 得 出 城 到 周 邊 更

大 的 城 市 去 。 我 愛

讀 歷 史 ， 去 了 幾 次

位在老城校區（Alte 
Universität）的校史

館 和 歷 史 悠 久 的 集

會大廳（Alte Aula），我對歷史中哪些人曾在這裡、

做了哪些事感到好奇；若買套票還可進入學生監獄

（Studentenkarzer），從十五世紀到一九一四年，這

裡是學生因醉酒、嫖娼和其它違規（例如偷豬！）而

被監禁的所在。我愛走古道，沿著Steingasse向河邊走

去，已數不清穿越過幾回的的橋門（Brückentor）和

橫跨內卡河（Neckar）的老橋（Alte Brücke）就在眼

前。不論是走上哲人之路（Philosophenweg）想像昔

日思想家的腳蹤、或步行通過蜿蜒的小路攀上城堡，

都提供了品味老城區風情的兩個絕佳視角。我也愛遠

眺，若選擇搭乘纜車（Heidelberger Bergbahn）前往半

山腰上的城堡，纜車還可延伸到海拔568米的王座山

（Königstuhl），在山頂上可俯瞰海德堡和遠眺萊茵

河谷的美景。到山頂需要換乘一次歷史悠久的木質

纜車，我聽說拖曳纜車的那台發動機，已有一百多

年歷史，心驚膽顫之餘，只能用「德國製造」來鎮

定自己！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海報 《慈運理》海報

在疫情期間，老橋（Alte Brücke）上的橋門（Brückentor）
出現罕見的空蕩。

位於海德堡主街上，德國最古老

私人劇院 Zimmer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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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思海德堡

這一年埋首於主要的神學研究工作之餘，有幾

本書存記了我和隱匿於老城區的咖啡屋、小吧、市集

廣場之間的幸福時刻。先從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的《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說起。馬奎斯以文字表達

了內部壓迫與外部剝削的抵抗，以文字揭開各種樣態

的「孤寂」面紗。此次重讀，正值世界局勢巨變之

際，格外感受到馬奎斯所刻劃的冷暖人情，炎涼世

態。透過市井小民尋常的情仇愛恨、生老病死，推開

幽微社會的黑暗門縫，文氣平靜直敘，講的又是人

權、生態環保等嚴肅話題。有時在老城咖啡屋一角，

用一杯咖啡時間翻看幾頁；有時定格在城堡下的神學

院圖書館裡，一口氣啃讀好幾十頁。看似一個百年家

族的故事，說的卻是南

美大地的悲喜命運。而

馬 奎 斯 將 故 事 寫 得 真

切，那情愛欲望的起落

裂合、那入侵外力的摧

殘壓迫、那經濟風暴的

無情席捲、那社會秩序

的崩解腐壞、那人之所

以為人的真正價值被忽

視曲扭而生的孤寂感，

怎麼讀這本小說都像是

正在書寫和解讀我們的

時代。

康托洛維茨（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 1895-
1963）的政治神學經典之作《國王的兩個身體》

（The King’s Two Bodies），是另一本我在海德堡與

之打交道的書。康托洛維茨曾在海德堡受大學教育，

最終也在此取得博士學位。這本書通過考察國王觀念

的雙重意涵在中世紀晚期的歷史變革，來追溯現代國

家的起源。作者以大量的歷史文獻闡明，在當時關於

王權的理解、思潮和政治慣語，無不烙上基督教神學

用語的印記。他梳理了歷經以基督為中心、正義和法

律為中心、政治或制度等合眾體為中心等各階段錯綜

交疊的王權觀念。他想表明，一位令人信服敬重的王

者，不是因他的王位，而是其德性品質，終究一國的

興衰，關鍵在於王者的品格和眼界。因此，民主政體

取代君主政體的過程，除了政治管治權的移轉，不能

忽略德性品質的治權移轉。同時，一種「合法性危

機」的意識，促使他追問：國家具有支配的合法性之

依據何在，誰來制定以及憑什麼制定國家法規呢？這

本書看似講述的是中世紀晚期傳統的故事，卻反映了

現代的處境，並提供詮釋意義的制高點。閱畢闔上

書，思緒回到現實，我在筆記寫下：「民主意識的革

新，揚棄了什麼，又保留住什麼？在與階級和權威抗

爭的同時，如何保有一個國家民族內在之文明傳統的

高貴精神？」這本書讀來並不輕鬆，因作者的識見淵

博，論述跨史學、法學、神學、文學。慶幸的是，作

者在這個繁雜少有人探問的叢林裡，為讀者闢出一條

清晰可辨的路徑，並細緻地引領讀者踏上一趟關乎政

治神學 — 傳統與革新之間的連續與斷裂 — 的旅程。

最後一書是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的

《神曲》（Divine Comedy），我選擇以神學美學的視

角重讀之。閱讀此書期間，正值疫情肆虐歐洲，許多

城市被迫封關隔離，海德堡亦未能倖免。除了大學神

學院提供給我的研究室之外，我更多時間得待在海德

面向聖靈大教堂的市集廣場露天餐廳

從 Theodor-Heuss-Brücke 橋上欣賞內卡河風情

位於海德堡大學神學院的個人

閱覽區，自成一個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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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受邀刊載於2020年11-12月號《校園》雜誌，蒙

《校園》概允轉載，特此致謝。全文經微幅增修兩段文字

後刊出。
1 H.G.Gadamer, Philosophische Lehrjahre (Francfort,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167. 
2 較為人熟知的是，馬克吐溫曾於1878年在海德堡逗留三個

月，並在A Tramp Abroad（1880年）書中描寫了海德堡。

堡市郊的小木屋裡。有一段日子，幾乎所有商店、學

校、公眾場所都關閉，據當地友人形容，這是海德堡

百年難得的幽靜。我和友人打趣地說，這是這塊土地

以及我個人真正意義上的安息年。行動和生活雖受限

制，但心靈世界和神學想像，卻因但丁的詩而自由奔

放。無論是神學還是美學，但丁正在建立某種在他以

前從未有過的東西，並以獨一無二的方式，把過往傳

統、當下處境、和希冀未來等元素結合起來而呈現出

永恆價值。

但丁戲劇性地要求讀者反思一些基本問題，例如

政治制度和公義的問題、道德行為的本質、靈性轉化

的可能性、以及閱讀和寫作的原因等議題。儘管距離

此書問世已七個世紀過去了，這些問題的強度絲毫沒

有減弱。讀但丁的作品，隱約可以看到一種在「質」

的方面，向嶄新和未來開放的東西。或許可以說，但

丁在尋求一種「綜合」：經院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綜

合，古典傳統和基督教的綜合，帝國的神聖概念和教

會的靈性理想的綜合。

某 天 ， 我 坐 在 神

學院圖書館最靠近城堡

的座位，望著那被時間

催出滄桑感的古牆，自

問：「一部中世紀的著

作，對今日的讀者還能

有 什 麼 意 義 ？ 」 在 隨

身 的 小 本 子 上 ， 我 零

散 地 塗 鴉 了 幾 行 字 ：

但 丁 《 神 曲 》 向 我 們

演 繹 了 ， 他 的 旅 程 是

如何將普遍性和特殊性結合在一起的。他在撰寫三

段旅程時，援引了許多傳統資源—聖經、維吉爾的

《埃涅阿斯記》（Aeneid）、奧古斯丁的《懺悔錄》

（Confessions），也發掘其能量，並與他自己的關切

進行對話，使其著作得以普及。傳統不一定是前行的

攔阻，真正能與當今遽變世代周旋的，或許正是具

有深厚歷史傳統特徵的事物。問題在於，我們如何

激活傳統，為當下創造新的契機？

海德堡精神

在威瑪共和時期的海德堡大學德國文學教授岡朵

夫（Friedrich Gundolf, 1880-1933）曾不斷強調一種

「海德堡精神」。儘管物換星移，時過境遷，當我走

在老橋和古堡之間的石板道上，不免也想把捉一點這

個精神的餘韻。籠統言之，這是一種徹底開放的智性

精神，為古老的哲學、歷史或神學的傳統，探尋新的

深度和注入新的意義。一種不一定專屬於海德堡當地

人獨有的精神，是某種融

合了一代又一代的旅人來

到這裡，在思想意識和生

活行為相遇而自我批判的

精神。一種頗接近這一年

所 閱 讀 的 這 些 經 典 的 精

神—在它們各自的時代，

進行著價值的重估和新舊

體制的突破與整合。幾本

書講的東西雖不盡相同，

但都關乎有形或無形的旅

程；都嘗試在昔與今、傳

統與現代之間的旅程上，

找回失落的生命本真。

我懷念這個翻開書頁

就是掀開日子，文字想像

即是行動實踐的一年。

黃昏時分，從研究室窗口望向聖靈大教堂鐘樓。

在海德堡租賃的小木屋裡，

會遇但丁《神曲》。

海德堡大學國際跨學科神學研究　

中心，作者所在的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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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作者攝於理培堂

我喜歡清晨前往上課教室的時光！從宿舍到教

室，需經過一條斜坡，路旁茂密的樹木、風吹、鳥

鳴、落葉聲使我感到平靜。真是不可思議，神帶領

我來到浸神！滿滿的感恩！

回首過往上帝的帶領，總是戰戰兢兢的前進。

在原地時充滿猶疑，跨出後才感到確信。但是，起

先的我並非如此！

 「究竟什麼樣的人是神揀選、蒙恩召的呢？----

是失喪的人？」

我在民間信仰為主的家庭長大。因為很小的時

候便發現有視力障礙，所以除了到處就醫外，也常

到各個廟宇拜拜，但我從未聽聞福音，也沒有人跟

我分享過。

高中時因課業不佳，使我開始思索人生的意義

和存在價值，那時的我不喜歡家人、不喜歡自己、

也看不見自己存在的意義。但奇妙的是，那段黑暗

幽谷中我開始學習看聖經、禱告，認識上帝！

以前以為教會都有在教英文，所以上大學後，

為了要學英文的緣故我進到了教會。誰知，這美麗

的錯誤，成為了我一生中最正確的決定，也是最大

的祝福！

每 一 次 的 敬 拜 都 觸 動 著 我 的 心 弦 ， 弟 兄 姊 妹

的關懷使我感到人的溫度。在教會生活過程裡，為

了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我加入了查經班，這使我越

來越明白真理；最終，我相信耶穌，並渴望得著救

贖。於是，我在大二時受洗。

大學時常聽到許多人來團契是為了認識女生，但

我並非是這個理由。我問我的輔導他覺得我是怎樣的

人，他對我說：「你就是一位尋道者」，這句話直到

現在我都記得，而且非常認同。是的，我就是一位尋

道者，一位想要明白真理、想要知道自己是誰、想要

認識這位獨一上帝，並渴望為主所用的人。

「究竟什麼樣的人是神揀選、蒙恩召的人呢？

----是放下自己，讓主作主的人?」

受洗後，我持續在查經中學習，也參與服事。

我的母會非常重視門徒訓練，不斷挑戰我「莊稼

多，但作工的工人少。」，這使我積極尋求神對我

的呼召。

「無界國度，跨界人生。」這是2010年青宣主

題。在那裡我被挑戰要跨出自己的舒適圈，走進上

帝呼召的道路；於是，我在營會中以禁禱來尋求神

是否帶領我全職。

神的回應超出我的意料。神的答覆不是Yes或

No，而是對我說：「因為大家只顧自己的事，而

不理耶穌基督的事。那你呢？」（腓2:21）這句話

深深衝擊到我，我哭著跟上帝說我要一輩子成為耶

穌基督的僕人，不論我將來是否全職，不論我將來

在哪裡或做什麼。比起是否全職，神更看重我是否

有願意委身的心。

大學畢業後，為了能留在彰化繼續在團契學習

和服事，我必須找到適合的工作。但身為視障者又

是以輔導諮商為專業的我，在找工作上遇到了極大

的困難。感謝神那時有弟兄陪伴我，我也到身障就

輔站登記。面試了幾個地方，但都沒有結果。最遠

我還跑到屏東某間科大應徵職員，現在想想那時的

我真像無頭蒼蠅。

當我找了半年還是沒有工作時，我問上帝是否

我做錯了決定？我是否不該繼續留在這邊？我跟上

帝說若你要我留在彰化，必須讓我找到工作，至少

要有基本薪，準時上下班、交通問題被解決、跟我

所學的輔導專業有關，且可以準時來團契服事。

唯獨基督至上

文 ︱ 周 冠 瑜 ‧ 神 道 學 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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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作者與101大樓合影

就當我快放棄時，上帝對我說：「你要等候

耶和華，要剛強，要堅定你的心，要等候耶和

華。」（詩27:14）當下我的反應是：「上帝啊！

我 已 經 等 半 年 了 耶 ， 還 要 等 喔 ？ 」 但 我 還 是 順 服

了，我跟上帝說我願意繼續等候主的帶領。沒想到

三天內，上帝使我找到工作，且完全符合開出來的

條件，這使我經歷神如何在真實的人生道路上帶領

我。當我無法決定我的人生時，當我願意把人生交

託給主時，上帝為我負責。

「究竟什麼樣的人是神揀選、蒙恩召的人呢？

----是唯獨基督至上，與主同行的人?」

蒙神帶領，在2013年主領我在導航會全時間服

事。這期間經歷上帝許多恩典，也與神真實相遇，神

的話語成為我生命重要的指引。其間，有兩處經文使

我確信上帝的呼召與帶領：2014年春天，我有幸參

與大陸的學生工作論壇，在那裡都是年輕且火熱的

同工，那場景使我對自己感到自卑和退縮。我跟神

說：「別人做得比我好，反正也不缺我一個。」我求

上帝讓別人做就好。生命中的老我不斷控告我，使我

沮喪。但上帝卻說：「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

念，直等到我來。」（提前4:13）我深知道這是上

帝與我的約定，主要我專注在宣讀、勸勉、教導的事

上，一直等到祂的再來，其他的事不要管，也不要管

別人怎麼樣。上帝所給的這句話堅定了我的心，使我

可以繼續跟隨下去。

幾年後，我再次遇到瓶頸。對於未來我感到慌

張，我不確定神會如何帶領。當我禱告時，神對我

說：「不要懼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按著你的

名呼召了你；你是屬我的。」（賽43:1）神的話使

我得安慰，我的生命在神手中。於是，神帶領我來

到浸神。

我並不是信心堅強的人，我需要時常有上帝的

話語來鼓勵我，使我能夠走得下去。感謝神在這一

路上都有上帝的話語成為引導我的路燈。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

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拉7:10)這是我很

喜歡的一節經文，我渴望像以斯拉一樣。感謝主，

我與他一同事奉同一位神！把一切榮耀歸給上帝！

「究竟什麼樣的人是神揀選、蒙恩召的人呢？

----是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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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課程類別 課     名 時數 教   師 日期 週 時   間 優惠費用 一般費用

校本部

聖經課程 路加福音 18 柯耀庭傳道 3/15-7/5 隔週一 18:40-20:25 3/8前1200 3/14前1500

教會音樂
*1現代實用司琴法 

(中階)
18 劉敏慈老師 2/25-6/17 隔週四 18:40-20:25 2/18前1200 2/24前1500

教會音樂
*1現代實用司琴法 

(進階)
18 劉敏慈老師 2/25-6/17 隔週四 18:40-20:25 2/18前1200 2/24前1500

浸信會懷恩堂 教牧輔導課程 身心症的分辨與輔導 36 洪桃美老師 3/16-6/1 週二 19:00-21:40 3/9前2400 3/15前3000

內湖湖光教會

內湖裝備班
教會音樂事奉的理論

與實務
18 文  亮牧師 3/6-6/5 週六 13:00-16:00 2/27前2400 3/5前3000

內湖裝備班 申命記 18 吳惠媛牧師 3/4-5/6 週四 19:20-21:20 2/25前1200 3/3前1500

廈門街浸信會 講座 與人和解~單次協談技巧 3 洪桃美老師 4/25 週日 14:00-17:00 300

台中浸信會
家庭諮商輔導與

生命教育系列課程
網路沉迷攻防策略 18 洪詠茹老師 4/17-5/29 週六 9:00-12:00 4/9前1200 4/16前1500

上課地點 課程類別 課     名 學分 教   師 上課期間 週 時   間 報名費用 逾期費用

台東博愛浸信會

聖工學士學分班 教會歷史（下） 2 蔡瑞益院長 3/6-7/10 隔週六 8:45-12:35 2/8前5000 2/9後5400

聖工學士學分班 教會傳承與牧者品格 2 蕭  平牧師 3/13-7/3 隔週六 8:45-12:35 2/8前5000 2/9後5400

花蓮美崙浸信會

聖工學士學分班 新約概論（下） 2 張治壽牧師 2/24-6/16 隔週三(晚) 18:00-21:30 2/8前5000 2/9後5400

聖工學士學分班 系統神學（下） 2 蔡志堅牧師 2/24-6/16 隔週三(晚) 18:00-21:30 2/8前5000 2/9後5400

聖工學士學分班 教會傳承與牧者品格 2 蕭  平牧師 3/3-6/23 隔週三(早) 8:45-12:35 2/8前5000 2/9後5400

聖工學士學分班 僕人領導與團隊建造 2 蔡志堅牧師
5/14-16

5/21-23
週五-日 密集課 2/8前5000 2/9後5400

聖工學士學分班 會談技巧與實務 2 唐有毅傳道 3/6-5/22 週六(早) 8:45-12:35 2/8前5000 2/9後5400

聖工學士學分班 教會歷史（下） 2 成鳳樑牧師 暑期密集 每週六 8:45-12:35 2/8前5000 2/9後5400

聖工學士學分班 約書亞記 2 蔡志堅牧師 3/3-6/23 隔週三(早) 8:45-12:35 2/8前5000 2/9後5400

聯絡方式：校本部/林紋如、李如陵姊妹 Email: cec@tbts.edu.tw 
電話：02-2723-9500轉157或141、0905-356-590 傳真：02-2722-4646 

地址：11045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94巷1號

上課地點 課程類別 課     名 學分 教   師 上課期間 週 時   間 報名費用 逾期費用

校本部
諮商輔導碩士

進修學分班
婚前輔導與婚姻諮商 2 黃麗慧老師 2021/3/8-5/24 週一 18:40-21:20 3/1前6000 3/2後6400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一〇九學年度下學期（碩士進修學分班）
詳細開課日期以網頁為準   http://www.tbts.edu.tw/class_oneyear.php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一〇九學年度下學期（2021春季）裝備班
詳細開課日期以網頁為準  https://www.tbtsf.org.tw/data.php?id=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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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
基督教神學教育素來有「宣教事業冠冕」之稱，在新的世紀，我們仍朝向「深化」及「廣化」努力邁進，

        極需您的支持與代禱，歡迎弟兄姊妹將本欄撕下或影印，貼於家中、教會或機構中合適的地點，一同為神學院代禱。

Serving Together in GOD'S Love
在愛中建造

校長室

1.  9月23-25日紀念故周聯華牧師百歲誕辰國際學

術研討會順利完成。

2.   10月16日本校舉行祈禱日，周神助牧師擔任講

員，全校師生同得造就。

3.   本 校 訂 於 2 0 2 1 年 元 月 至 2 月 分 別 於 新 竹 、 台

中、台東、高雄及台北舉行招生說明聚會，舉

行日期與地點如下：

   新竹：新竹浸信會  (2021年1月29日 )

   台中：台中浸信會  (2021年1月30日 )

   台東：台東浸信會  (2021年2月5日 )

   高雄：澄清湖浸信會  (2021年2月6日 )

   台北：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2021年2月20日 )

4 .   本 校 1 0 9 學 年 度 經 費 共 需 新 台 幣 5 0 , 6 8 0 , 0 2 2

元 ， 平 均 每 月 需 新 台 幣 4 , 2 2 3 , 3 3 5 元 。 請 為 本

校的經費需求代禱，並奉獻金錢支持本校神學

教育的推展。

教務處

1.   感 謝 主 ， 本 次 神 學 體 驗 營 已 於 1 1 / 2 3 - 2 7 舉

行 ， 請 為 參 加 的 弟 兄 姊 妹 代 禱 ， 願 神 繼 續 帶

領 他 們 前 面 的 道 路 ， 並 堅 固 他 們 願 意 回 應 祂

呼召的心。

2.   台灣浸神已開始110學年度的招生，詳細資料

請 參 看 本 期 院 訊 內 頁 招 生 廣 告 。 請 為 下 學 年

招 生 工 作 代 禱 ， 願 主 興 起 更 多 合 主 所 用 的 僕

人使女。

研究所

 周 聯 華 牧 師 百 歲 誕 辰 紀 念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已

於9月23-25日順利舉行完成，感謝神。

推廣教育中心

1.   2 0 2 1 春 季 裝 備 班 各 區 預 告 請 參 第 9 頁 ， 預 計 於

2 /22當週陸續開課，報名期間適逢春節過年，

請注意優惠日期並盡早報名及繳費，以免權益

損失。報名程序：以完成『劃撥繳費』者，方

能計入課堂名額內。敬請把握機會！

2.   明 年 春 季 洪 桃 美 老 師 講 座 「 與 人 和 解 ~

單 次 協 談 技 巧 」 ， 日 期 ： 4 / 2 5 ( 日 ) 下 午

1 4 : 0 0 ~ 1 7 : 0 0 ， 地 點 ： 廈 門 街 浸 信 會 ， 敬 請 拭

目以待！詳細資訊屆時請參照網路公告。

3.   花蓮與台東聖工學士班有許多精彩課程，歡迎

當地弟兄姊妹們選修課程。

4.  家庭諮商輔導與生命教育系列課程，此學期於

台中浸信會進行，獲得學員們熱烈迴響。下學

期課程網路沉迷攻防策略，明年4 /17由洪詠茹

老師教導，敬請期待。

5 .  遠 距 教 學 ： 請 至 本 中 心 網 站 下 載 報 名 表 並

E - m a i l 至 推 廣 教 育 中 心 ， 將 協 助 申 請 帳 號 密

碼 ， 可 隨 時 隨 地 輕 鬆 上 課 ， 等 您 來 挖 掘 寶 貴

資源。

學術發展中心

請為《2020浸神學刊》的編排、校稿、打樣、

送印代禱。願主使用這份刊物成為與基督教信

仰內容相關的思想交流平台。

實習教育中心

1.   神 學 生 已 於 1 0 月 2 日 進 入 實 習 教 會 服 事 ， 請 為

學生在新的實習工場的各項事奉代禱。

2.   請 為 學 生 在 課 業 、 家 庭 、 生 活 及 教 會 事 奉

中，作主忠心良善的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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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理中心

1.   請為校園宿舍修繕與各樣工程順利，請繼續為

本中心各項總務事工蒙主保守引領代禱。

2.  請為本中心一切事務合乎上帝心意，同工身心

靈健壯，在每一個項目指示求主帶領本中心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學務處

1.  感 謝 神 ， 這 學 期 安 排 三 場 半 宵 禱 告 會 ， 第 一

棒 ： 1 0 / 2 2 已 由 黃 烱 榕 牧 師 分 享 「 委 身 」 ；

第 二 場 在 11 / 1 2 請 李 培 立 長 老 分 享 「 認 識 新 世

代 、 牧 養 新 世 代 」 ； 1 2 / 1 0 李 信 毅 牧 師 將 來 校

帶領信息。盼能點燃同學們對禱告的火熱，渴

慕進而帶來更新與改變。

2.   本次七校聯誼由中台神學院主辦，參加學校包

括本校、台灣神學院、中華信義神學院、台灣

正 道 福 音 神 學 院 、 中 華 福 音 神 學 院 、 衛 理 神

學 院 ， 於 11 月 6 日 （ 五 ） 上 午 在 中 台 神 學 院 舉

行，透過聯誼，彼此認識、互相學習，成為屬

靈夥伴。

行政管理中心

1.  每 三 年 一 度 的 教 育 部 會 計 專 案 查 核 已 順 利 完

成。感謝主，經由查核過程使學校的行政作業

更為完備。

2.  感 謝 主 ！ 1 0 8 學 年 度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書 及 決 算

書已報主管機關核備，求神保守一切順利。

3.  2020年已進入年末，請為神學院年末的行政事

務及財務代禱，求神賜下智慧與恩典，在各項

事工中經歷神。

4.  請繼續為109學年度 (2020年7月至2021年8月 )

預算代禱，深信耶和華以勒的神必為本校教育

事工各項所需豐富預備。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新台幣$21,227,762元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新台幣$29,452,260元

亞神台灣教學中心

請繼續為亞神學生現階段事奉及今年寫作論文

順利代禱。   

宣教中心

1.   華 宇 差 會 第 二 期 宣 教 士 培 訓 將 於 明 年 3 / 1 開 始

為期二個月訓練，5月差派，敬請代禱。

2.   請繼續為泰國伯特利聖道學院學士班代禱，因

疫情之故，泰國仍未對外籍人士開放入境，原

定 2 0 2 0 學 年 下 學 期 （ 明 年 3 月 畢 業 典 禮 ） 所 有

課程皆由該院專任教師教導。

3.  請 為 本 校 校 友 宣 教 士 代 禱 ： 服 事 、 家 庭 、 健

康、出入、全球疫情，求主格外保守。

學生團契

1.   學 生 團 契 已 於 9 月 1 7 日 晚 間 在 副 堂 舉 辦 迎 新 活

動，並致贈新生紀念品，求神看顧新生的學校

課業和教會服事。

2.   學生團契本學期初已完成「浸神大家庭」海報

製作，並張貼在公告欄上，方便新生和舊生之

間彼此認識。

3.   學 生 團 契 9 / 2 3 ~ 9 / 2 5 全 體 動 員 ， 支 援 校 方 舉 辦

「周聯華牧師百歲誕辰紀念國際研討會」，研

討會順利閉幕。

4.   學生團契本學期開始，每月公布前一個月的收

支狀況，以昭公信。

5.   學生團契正配合校方舉辦詩歌創作比賽，獲選

歌曲將作為明年初學校巡迴招生之用，求神興

起更多神國的僕人進入學校接受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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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快樂 •新年蒙恩

˙校友情  ˙浸會心

校友消息

▉  王學邦牧師（第6屆）

王學邦牧師於109年9月12日安息主懷，並於109年9月

27日下午2時於基督教浸信會新人堂舉行追思禮拜。

▉  張繼忠牧師（第6屆）

張繼忠牧師於109年10月26日安息主懷，並預定於北美

真道浸信會神學院舉行追思禮拜。

▉  吳銘恩傳道（第74屆）、陳牽雲傳道(教育部8屆)

吳銘恩傳道與陳牽雲傳道已於109年10月31日上午9時於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理培堂舉行結婚感恩禮拜。

▉  楊孟忠牧師（第37屆）

楊孟忠牧師之妻楊盧春月師母於109年8月31日安息主

懷，並於109年9月3日舉行追思禮拜。

▉  張珮芳傳道（第59屆）

張珮芳傳道已於109年11月21日上午10時在基督教浸信

會南和教會舉行按立牧師感恩禮拜。

▉  連虔誠牧師（第28屆）

連虔誠牧師之母連陳嫣斐長老娘於109年11月安息主

懷，並於109年11月7日於淡水長老教會舉行告別安息

禮拜。

▉ 堅信浸信會

蘇春男傳道已於109年9月13日下午3時30分於堅信浸

信會舉行按立牧師感恩禮拜。

▉ 浸信會恩慈堂

浸信會恩慈堂已於109年10月24日下午2時30分舉行恩

慈堂成立教會40週年感恩禮拜。

▉ 浸信會南和教會

浸信會南和教會已於109年11月21日上午10時舉行湯

碧霞牧師榮退暨張珮芳傳道按牧感恩禮拜。

浸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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