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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譚國才  校長

愛主第一是這一學年的主題。愛主第一

就從每天第一件事就來愛主開始。愛主要先

將意識轉向主；以信靠順服的心轉向主，就

是愛主的開始。愛主從每天一早與主QT開

始。與主QT就是與主共享精緻的時間。為

了讓愛主成為校園生活的主流，我號召帶領

了為期四週的與主QT操練。一個好習慣需

要二十天的重複來建立。每週一到週五，四

週共二十天。

每早6:45開始，我帶大家唱一首詩歌，

用手機連藍芽喇叭播放詩歌。接著十分鐘，

我本於一段經文，傳授一個靈修秘訣：
- 詩16:8 追求活在主面前

- 約21:18-22 愛主是從掌控到跟從

- 太11:25-30 像嬰孩得安息

- 提後2:21-22 與清心的人一同追求

- 約5:38-40 基督中心的靈修讀經

- 約壹1:7-10 認罪——回到蒙恩罪人的起點

- 腓1:19-20 凡事放膽．基督顯大

- 箴3:5-6；詩37:5 交託認定

- 帖前5:16-18 回到喜樂的基調

- 弗3:20-21 上帝的心意在教會 
        - 約15:4-5 時刻在主裡

- 可1:35-39 忙碌服事的定錨

- 哀3:22-24 每早晨的仰望

我也邀請葉鴻棋牧師、彭盛有牧師、陳

安安老師各有一次分享靈修秘訣。
靈修分享完之後，每天都有20分鐘個

人與主QT。我鼓勵同工同學個別地到聖樂

館、校園的一角，享受與主同在的時刻。最

後五分鐘我們會再聚集，為靈修的領受感恩

並作決志回應，在結束靈修時間時，決心順

服主的話，思想當如何遵行主的話。

每週五我們在分頭個人靈修後，我們會

分組彼此分享與主QT操練的心得，並彼此

代禱。四週下來，我們每天平均有十九位同

工同學參加與主QT操練，有九位同工同學

全勤。最後一天，我們一齊共進早餐，頒發

全勤獎，並請同學寫下操練心得及建議。

與主QT操練只持續了一個月。我並沒

有要讓它成為經常性的團體操練。每日靈修

是要發展個人與主的關係。畢竟當同學們畢

業成了教會的傳道人，總不能再靠別人來帶

動靈修，必須自己堅持與主一生之久的親密

關係。但我們在浸神，還會繼續用各樣不同

的方式來帶動與主QT、與主同行的生活。

讓我們再聽一次主的應許：「愛我的

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

現」（約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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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接近聖誕節，我們會在崇拜聚會誦讀與基督

降生相關的新舊約經文，其中常被使用的一段就是以

賽亞書七章十四節：「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

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這段

舊約先知的信息也出現在新約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至

二十三節，那裡記載天使向約瑟預告馬利亞將受聖靈感

孕：「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風聲鶴唳的耶路撒冷

　　當我們從熟悉的聖誕故事場景，還原到這預言七百多

年前的原初情境，以賽亞書七章一節指出：「猶大王亞哈

斯在位的時候，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以色列王比

加上來攻打耶路撒冷。」這支亞蘭與北國以色列聯軍南下

攻擊南國猶大的行動，大約發生於主前734年。原本積極

向西邊地中海沿岸擴張勢力，並給予敘利亞-巴勒斯坦強大

壓力的亞述帝國，此時正忙於和北方的烏拉圖（Urartu）

與東方的瑪代（Media）交戰；亞蘭王利汛和以色列王比

加企圖趁此機會，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組成反亞述的

聯盟。他們揚言：「我們可以上去攻擊猶大，擾亂它，攻

破它，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兒子為王」（6節）——目的在

迫使南國猶大加入這個聯盟。七章二節告訴我們，猶大王

和他的百姓聽見北方聯軍犯境的消息，他們都「非常驚

惶，正像樹枝在狂風中搖擺一樣」（《現代中文譯本修訂

版》）。

當耶路撒冷風聲鶴唳之際，耶和華要先知以賽亞帶著

他的兒子，「到上池的水溝頭，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

接亞哈斯」（賽7:3）——很可能亞哈斯此時正在視察防禦

工事和水源補給。值得注意地，伴隨先知出現在王面前的

這孩子「施亞雅述」（šə’ār-yāšûb），名字的意思是「餘

民將歸回」；無獨有偶，以賽亞（yəša‘yāhû）名字的意思

是「耶和華拯救」。1  以賽亞提醒王：「你要謹慎安靜，

不要因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這兩個冒煙的火把頭所

發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裡膽怯」（4節）。先知要王「謹

慎安靜」、「不要 . . . 害怕，也不要心裡膽怯」，因為

這兩個怒火中燒、看似可怕的敵人，他們的氣數已近。先Simone Martini & Lippo Memmi, Annunciation, 1333.

「以馬內利」：
耶和華的兆頭？亞哈斯的抉擇！

文 ︱ 劉光啟   本院專任舊約副教授

 主編語

「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路1:38）

馬利亞是一個平凡女子，然而天父上帝揀選了她孕育

聖子耶穌。馬利亞感到害怕和掙扎在所難免，但最

後，她決意放下己意和原初計劃，以YES回應上帝，

情願讓主作主。其實，人類歷史上「奇蹟」並不難

尋，當我們願意讓主在我們的生活中作主，那就是奇

蹟的開始。

情願讓主作主，首先要從一早的靈修生活開始。本學

期譚院長號召推動，為期四週每天清晨的「與主QT
操練」。以四週的「團體」靈修操練，作為「個人」

一生堅持與主建立親密關係，並真實地活出「聖言」

成了肉身的靈修生活之基礎和起步（頁1）。

情願讓主作主，攸關上帝的兒子「道成肉身」住在世

人中間的真實意義。舊約老師劉光啟牧師在本期的專

文中，帶領我們重訪以賽亞先知發出道成肉身之預言

的原初情境，引領我們再思「以馬內利」的實質意涵

（頁2-5）。

情願讓主作主，無法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努力修為來

達成。若沒有上帝「必與你同在」的堅定應許（書

1:9），一年級廖文怡同學無法寫下〈緊抓．放下．仰

望〉的生命故事（頁6）。

情願讓主作主，凝聚了校友會的團隊歸屬感。感謝校

友會同工，在各自繁忙的牧職事奉之外，仍盡心竭力

策劃安排聚會，一心想凝聚校友的關係，使校友在各

自的事奉崗位上不覺孤單，同時也在各方面為母校盡

上心力（頁7）。

情願讓主作主，是奠基於認識基督是一位什麼樣的

主。推廣教育中心提供了一系列裝備課程，讓您多方

面認識基督（頁13-15）；若您領受呼召，想要更全

面、深廣且有系統地接受完整的裝備，最末頁的招生

海報（頁16），正是為您預備的，請特別注意報名截

止日期。

平凡如馬利亞，一句情願讓主作主，上主用她成就了人

類歷史上的奇妙大事。今年的最後幾天，邀請您腳步放

緩，安靜主前，向掌管歷史的主說：情願讓主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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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奉耶和華的名宣告：他們的計謀「必立不住，也不得

成就」（7b節）；但在預言的結尾先知卻留下了一段耐

人尋味的話：「你們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穩」（9b
節）。2

聽見耶和華給予的平安保證，亞哈斯王是否心存

感恩、心悅誠服呢？甚至以賽亞還主動加碼：「你向

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兆頭」（11a節）。所謂的「兆

頭」就是「記號」（’ôt, “sign”），儘管那名詞有時是

指超自然的神蹟（如賽38:7-9; 出4:8），但「記號」的

關鍵不在其本身是否超越自然，而是它代表某些象徵意

義（如創9:12的彩虹；創17:11的割禮）。3先知好像代

替神簽了一張空白支票：「或求顯在深處，或求顯在

高處」（11b節）——國王要甚麼兆頭？不要客氣，儘

管說。沒想到亞哈斯卻「很敬虔地」拒絕了，「我不

求；我不試探耶和華」（12節）。亞哈斯果真認為先知

的建議太過張狂，逾越了人在神面前應有的分際嗎（參

申6:16）？顯然不是。先知立即識破國王內心的籌算：

「大衛家啊，你們當聽！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還要

使我的神厭煩嗎？」（13節）就在此時，以賽亞宣告了

那千古流傳的預言：「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

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14
節）。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以上預言引人關注的焦點在於：何謂「童女」？她

的「懷孕生子」又指向哪一位？首先，關於以賽亞這裡

的用字。許多基督徒因為馬太福音的引用，因此強調

這裡譯為「童女」的用字‘almâ，專門指向「未婚的處

女」，並且認定這位女性就是指七百多年之後的童貞

女馬利亞。儘管這個陰性名詞在舊約聖經大多是指未婚

少女，但其對應的陽性名詞‘elem卻明顯關乎年輕的特

徵，未必指向未婚的狀態（參撒上17:56; 20:22）；也因

此希伯來文辭典除了「童女」（virgin），大多會提供

另一個解釋——「年輕女子」（young woman）。4反而

是有另一個陰性名詞bətûlâ，更是專門指向未曾有性經

驗的「童女」（virgin）的用字5——但以賽亞並沒有使

用該字。

　　

其次，這位年輕女子所生、被稱為「以馬內利」的

嬰孩是誰？這又是學者爭議的熱點。雖然七百多年後新

約聖經的耶穌基督是大家熟悉的人選，甚至許多人認定

祂就是唯一的答案，畢竟「以馬內利」（‘immānû ’ēl）
的意思是「神與我們同在」——聖潔的神自然無法真正

與哪一個有罪的人同在，也因此排除掉所有其他的可能

解釋。但我們若考慮以賽亞第七章本身的經文脈絡——
十五節明顯延續前一節內容，並且還提到在「他」（這

嬰孩）成長期間將會發生的事（15-25節），我們必須

承認這個「嬰孩的兆頭」與「亞哈斯當下的情境」息息

相關。否則，當先知嚴正警告國王的不信讓神厭煩，還

主動提供了一個兆頭，結果信息卻讓亞哈斯不知所云、

兆頭更是遙遙無期——因為在國王與先知有生之年都見

不到主耶穌的降生——這豈不也悖乎常理？

　　

那麼在以賽亞當時，誰是這位作為兆頭的嬰孩呢？

有人認為這是「給大衛家」的兆頭，因此建議是某位出

生在猶大王室的男嬰，很可能就是亞哈斯的兒子希西家

（與其父大不相同，被列王紀認定「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正的事」的好王）——但是當這事件之後十多年（主前

716年），希西家登基作猶大王時已經二十五歲了（王

下18:1-2）；換言之，希西家在那時候早已出生。6但事

實上，預言本身並未明指這名嬰孩必定出於猶大王室。

其實「以馬內利」的信息不應該止於十四節、或第七章

的結束，「以馬內利」在八章八節又出現了，甚至八章

十節的最後又提到「因為神與我們同在」（kî ‘immānû 
’ēl）；也就是說，「以馬內利」作為兆頭的信息應該一

直延伸到第八章。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 . . .
以賽亞書七章十五節接著記載：「到他（這嬰

孩）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奶油與蜂蜜。」所

謂的「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代表了一個孩子能明理

受誡、作是非判斷的階段，有人認為是後來猶太孩童

成為「誡命之子」的十三歲。7儘管這裡沒有指明這段

時間的長度，但可預期是在不久的將來。許多基督徒

看見「吃奶油與蜂蜜」，可能立即把「流奶與蜜」迦

南美地的刻板印象讀進此處，認為這是一幅美好的景

象；但事實恰好相反，它意味著各類農作物的歉收，因

為那是個以農業耕作為主的社會。第二十三至二十五

節就描繪出那幅景況：「從前，凡種一千棵葡萄樹、

值銀一千舍客勒的地方，到那時必長荊棘和蒺藜。人

上那裡去，必帶弓箭，因為遍地滿了荊棘和蒺藜。所

有用鋤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荊棘和蒺藜，不敢上那裡

去；只可成了放牛之處，為羊踐踏之地。」在如此情

況下，「一個人要養活一隻母牛犢，兩隻母綿羊；因

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內所剩的人都要吃

奶油與蜂蜜」（21-22節）——原有的田地莊園化為

遍地「荊棘和蒺藜」，那是戰亂之後的殘破景象。 
      

這裡反覆提及「荊棘和蒺藜」，不禁讓人想起以賽

亞第五章的「葡萄園之歌」：當猶大這座耶和華苦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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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葡萄園，沒有結出合祂心意、公平公義的好葡萄，

反而結出令祂大失所望的野葡萄；耶和華決定撤去周遭

的圍籬保護，它將要荒廢，「荊棘蒺藜倒要生長」（賽

5:6）——那樣的慘況與外敵的入侵息息相關。事實也的

確如此，以賽亞在七章十六節指出，亞哈斯「所憎惡的

那二王（亞蘭與北國以色列）之地必致見棄」。為何如

此？列王紀下十六章七至八節記載，當亞哈斯面臨北方

兩個敵人的施壓，他就「差遣使者去見亞述王提革拉．

毗列色，說：『我是你的僕人、你的兒子。現在亞蘭王

和以色列王攻擊我，求你來救我脫離他們的手。』亞哈

斯將耶和華殿裡和王宮府庫裡所有的金銀都送給亞述王

為禮物」——原來當先知提醒國王要「謹慎安靜」、

「不要害怕」的同時，亞哈斯已經打定主意要尋求亞述

的援助——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根據列王紀的記載，

亞哈斯的確付出大筆酬庸；但亞哈斯沒想到他將付上

的，比原先預期的大得多。以賽亞在七章十七節指出：

「耶和華必使亞述王攻擊你的日子臨到你和你的百姓，

並你的父家，自從以法蓮離開猶大以來，未曾有這樣的

日子」——亞哈斯引狼入室的行動會將猶大帶入史無前

例的困境中，亞述帝國這個黑幫老大豈會任意放過這頭

自己送上門來的肥羊？

 
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

在以賽亞書第八章的起始，隨即提到以賽亞的妻

子懷孕、生產，「耶和華就對我說：『給他起名叫瑪黑

珥•沙拉勒•哈施•罷斯』（mahēr šālāl ḥāš baz）」

（3b節）——許多人因為他不叫「以馬內利」，立刻將

這名男嬰從「候選人名單」中刪除了。但我們需要再留

心觀察一下：這名字不僅長度非比尋常，意思還很奇

怪——不像一般父母會賦予孩子的名字：「擄掠速臨、

搶奪快到」！並且這名字還經過一個很不尋常的「認

證」過程：用筆寫在一塊特製的、人們很容易看見的大

佈告版上，為要公告周知；又找來兩位重要的見證人，

「祭司烏利亞」（亞哈斯重用的祭司，參王下16:10-
11），以及「耶比利家的兒子撒迦利亞」（亞哈斯的

岳父/希西家的外祖父，參王下18:2），8專程紀錄此事

（1-2節）。值得注意地，八章四節的描述很類似前一

章的十六節：這裡提到「因為在這小孩子不曉得叫父叫

母之先」，前一章則說「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

善之先」；前者指出「大馬色的財寶和撒馬利亞的擄物

必在亞述王面前搬了去」，後者宣布「你所憎惡的那二

王之地必致見棄」——換言之，兩段經文是平行參照。 
      

後來果真如同以賽亞書七至八章的斷言：亞述

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在地中

海沿岸揮軍南下，從敘利亞以北的Byblos到巴勒斯坦

南邊的迦薩，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討伐；他先截斷反

亞述聯盟向埃及求援的路徑，然後回頭收拾這些反

叛的國家。主前732年，大馬色遭攻陷、亞蘭正式走

入歷史（參王下16:9）；比加被弒、親亞述的何細亞

篡位作以色列王，但何細亞此時所統管的僅存以法

蓮山地，北國大部分領土都被亞述兼併（王下15:29-
30）——此時以賽亞的幼子應該還真「不曉得叫父叫

母」。幾年之後何細亞試圖反叛亞述，在歷經三年的

亞述大軍圍城後，撒馬利亞陷落、北國也在722年走

入歷史（王下17:5-6）。看似前來援助亞哈斯的亞述

王，也如以賽亞所預言的，給了猶大一記回馬槍，

攻擊了許多猶大西南方的城市（參代下28:20-21）。9 

         

先知在七章十八至二十節用生動的語言圖像，來

描繪雙方的人馬：勇猛無比、行動迅速的亞述士兵，以

及反亞述聯盟期待的埃及援軍，此時被形容為成群的蜜

蜂和蒼蠅。那麼耶和華呢？祂像叫寵物般向這兩群昆蟲

吹起口哨（18節所謂的「發嘶聲」），招呼牠們前來

猶大！1 0亞述大軍這個「從幼發拉底河岸（被亞哈斯重

價）雇來的理髮匠」（《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會

像刮盡一個人全身上下毛髮般地，將猶大搜刮一空。在

另一方面，八章六至八節又提供另一幅景象：亞哈斯所

渴求的，來自幼發拉底河的亞述大軍，將如「大河翻騰

的水猛然沖來 . . . 必漫過一切的水道，漲過兩岸」（7
節）；這頭不受控制的「洪水猛獸」不僅淹沒了亞蘭和

以色列，也「必沖入猶大，漲溢氾濫，直到頸項」（8a
節）——幾乎叫猶大人滅頂！但這一切為何發生？因為

相較於亞哈斯認為能立即見效、值得倚靠的亞述洪流，

「這百姓厭棄西羅亞緩流的水」（6a節）——他們拒絕

來自耶和華的幫助。這結局恐怕是原本站在「上池的水

溝頭、漂布地的大路上」，自以為聰明的亞哈斯始料未

及的。

值得注意地，上述一系列的畫面，不管是「理髮

匠」（賽7:20）、或者「大河翻騰的水」（賽8:7），

都提到他們行動的引導者是「主」（’adōnāy, “Lord;” 參
賽7:7, 14）。這倒不是歸咎耶和華為這些災禍的始作俑

者，反而如同八章八節所指出：「以馬內利啊，他展開

翅膀，遍滿你的地」——雖然猶大大禍臨頭，但先知要

向神呼籲，因為這地仍然屬於「以馬內利」的神，那位

掌管全局、顧念祂百姓的耶和華。11也就因此，以賽亞

在八章九至十節宣告：即便利汛、比加、亞述王、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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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伯來名詞‘almâ在舊約聖經的出處除了賽7:14，還包括：創24:43; 
出2:8; 詩68:26 [希伯來經文25節]; 箴30:19; 歌1:3; 6:8；此外還有幾

次用於詩篇標題的「調用女音」（如代上15:20; 詩46:1 [希伯來經

文]）。關於該名詞的辭典解釋，參Francis Brown, S. R. Driver, and 
Charles A. Briggs, A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761. Ludwig Koehler and Walter 
Baumgartner, 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trans. M. E. J. Richardson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01), 835-6. David 
A. Cline, ed., The Concise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Hebrew (Sheffield, UK: 
Sheffield Phoenix Press, 2009), 328.
 5  陰性名詞bətûlâ的舊約出處頗多，該字的同源相關名詞bətûlîm是

專指「童貞（狀態）」（virginity）。Brown, Driver, and Briggs, A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143-4. Koehler and 
Baumgartner, 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166-7. 值得注意地，創24:16用bətûlâ指出利百加當時的處女/未婚身

分，而在隨後的43節則用‘almâ提到亞伯拉罕僕人見到的年輕女子，

44節還接著用一個用來指一般女性的名詞ha’iššâ（the woman）指同

一個對象。

6 關於賽7:14嬰孩身分的討論，參Chisholm, Handbook on the Prophets, 
32-4. John N. Oswalt,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s 1-39,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6), 
212-3. 華德凱瑟（Walter C. Kaiser, Jr.），《舊約神學探討》，

廖元威等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7），270-3。 

 7  約翰•奧斯瓦爾特（John N. Oswalt），《以賽亞書（卷上）》，國

際釋經應用系列23A，陳秀媚譯（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18），

154。 

8 Smith, Isaiah 1-39, 221. 莫德（Alec Motyer），《以賽亞書》，丁道

爾舊約聖經註釋，劉良淑譯（新北市：校園書房，2001），100-1。 

 
9 Sandra Richter, “Eighth-Century Issues: The World of Jeroboam II, 
the Fall of Samaria, and the Reign of Hezekiah,” in Ancient Israel’s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Issues and Sources, ed. Bill T. Arnold and 
Richard S. Hes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4), 339-40. 
有學者認為亞述之所以攻擊猶大城市，是因為這些城裡有反亞述

的勢力——畢竟亞哈斯的祖父烏西亞、父親約坦都是反亞述的。

J. Maxwell Miller and John H.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2nd e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6), 380-8. 

10  Cline, The Concise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Hebrew, 480. Robert H. 
O’Connell, “qrš,” in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4:252.
 11 呂紹昌，《以賽亞書（一）》，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

書樓，2014），339。Smith, Isaiah 1-39, 224-5.

法老，以及各國眾多的謀士與勇士「喧嚷 . . . 束起腰來 
. . . 同謀 . . . 言定」，但「終必破壞 . . . 終歸無有 . . . 終
不成立」（對照賽7:7）——「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從先知的行動劇到以馬內利的真實來臨

到底誰是「以馬內利」？這恐怕不是一道簡單的填

充題。從亞哈斯當下的處境來看，這好似先知配合神旨

意上演的一齣行動劇：即便大敵將至，但「神同在」的

保證，其實已經伴隨著「以賽亞 /耶和華拯救」呈現在

國王眼前——不是毀滅無望，而是「施亞雅述 /餘民將

歸回」——誰是逃脫回國的殘餘之民？是指猶大戰敗的 
劫後餘生嗎？但也可能是戰敗逃竄的北方敵軍！亞哈斯

王可以不求超自然的兆頭，但是他必須信靠掌管萬有的

神。可惜地是，亞哈斯寧願亞述大王的臨到，過於耶和

華的同在保證。當亞哈斯放棄倚靠那看不見的耶和華， 
選 擇 仰 賴 這 看 得 見 的 強 權 ， 猶 大 後 來 遭 遇 的 ， 卻 是

「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擄掠速臨、搶奪快到」！

亞哈斯若活在今日，當他填寫個資表格的「宗教

欄」，應該會寫：「信耶和華」。但哪一種耶和華、又是

如何信的呢？以賽亞之後的七百多年，那真正的「以馬內

利」來到世上——不再是象徵，而是實質，神的兒子道成

了肉身住在世人中間；不再是記號，是兆頭的完全應驗，

因祂帶來真正神的同在。我們又如何回應這位「以馬內

利」的神聖嬰孩？希望不是只要祂的賜福，卻拒絕交出我

們的主權；不是只求祂的平安，卻不願專心信靠祂的同在。

 

註解：

1 Robert B. Chisholm, Jr., Handbook on the Prophet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2), 28-9.

2  以賽亞書7 :9b用動詞 ’ āman玩了一個文字遊戲：那裡的「信」

（ta’amînû）是該動詞字根的hiph‘îl字幹，意思既可能是「相信」也

可以是「信靠」；而「立穩」（tē’āmēnû）則是相同字根的niph‘al字
幹，有「堅定」的意思。為了呈現這種關聯性，NRSV譯作：“If you do 
not stand firm in faith, you will not stand at all.” R. W. L. Moberly, “‘mn,” 
in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ed. Willem A. VanGemere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97), 1:431-
2. Philip S. Johnston, “Faith in Isaiah,” in Interpreting Isaiah: Issues and 
Approaches, ed. David G. Firth and H. G. M. Williamson (Nottingham, UK: 
Apollos, 2009), 108-9.

3  Gary V. Smith, Isaiah 1-39,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vol. 15A 
(Nashville, TN: B & H Publishing Group, 2007), 211-2.



 作者（左一）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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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抓．放下．仰望

˙新生見證

進神學院大概一年多前的我，不管工作或服事，

都疲於應付，也找不到生命的動力。這樣行屍走肉的

狀態，讓我不得不暫停下來。在休息的這段期間，上

帝透過不同的方法，讓我在禱告中漸漸想起，從大學

時期祂對我就有呼召。但我一直以來都非常抗拒，因

我害怕與人產生連結、建立關係，想到成為傳道人後

就要常常去關心別人，感覺非常疲累；而且我覺得自

己並沒有「僕人」的心志，不大能吃苦。我跟神說，

像我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成為傳道人呢？我連現在的服

事都缺乏動力了，怎麼可能全職服事？你去找其他更

適合的人吧。但上帝讓我看見，我為什麼會工作、服

事到這麼無力，是因為我一直想滿足別人的期望、滿

足自己想維持好形象的慾望，卻沒有想要滿足上帝的

期望。祂挑戰我，是否能放下那一切，單單的來跟隨

祂。在逃避了那麼久以後，上帝要我真實地面對祂，

與面對我自己。神感動我考慮走全職的道路時，我內

心非常惶恐，但在讀經禱告尋求時，讀到約書亞記一

章9節：「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

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同在。」我感覺上帝在對我說話，也有更多

的平安。但我還是對「傳道人」這三個字感到害怕，

也覺得在教會中的服事「真不是人幹的」，因此特意

去拜訪幾位過去相熟的牧者或傳道，想了解他們的心

路歷程。他們的分享與回應不盡相同，但讓我從不同

面向思考，全職的路或有各樣不同的走法，上帝對每

個人的帶領也不盡相同。雖然還是有很多的膽怯與害

怕，但是這條往神學院的路似乎愈來愈清晰，特別是

有先生大力的支持。在我跟神求印證時，有位師母曾

說：妳先生的支持，說不定也是一種上帝對妳的印

證？也因此我漸漸改變想法與放下抗拒，雖然傳道人

的確不是人能幹的，但那是因為他們作的是神的工，

是神自己要來作的。神要我作的，就是放下我自己，

認為我可以靠自己作到什麼；其實我什麼也不能作。

我唯一能作的，就是回應主那慈愛又鍥而不捨的呼

喚。

    我逃避許久，如今才願意降服在祂面前；但是我

還是有很多信靠順服的功課要學。進到神學院之後，

不管在知識或靈命的造就上，我從老師們、學長姐及

同學們身上都有很多學習與收穫，但同時卻感受到裝

備過程中的挑戰遠超過我的預期。因為過去在唸書這

件事情上頗有自信，自認神學院的功課不會是我太大

的問題，應該可以游刃有餘。但沒料到的是，一來要

適應學校的生活，二來忙著上課與在教會實習，當我

還是按照過去的習慣唸書，結果就是根本沒辦法如期

完成學校的課業要求。雖然很多人都跟我說要「先求

有、再求好」，但我依然放不下我的高標準與完美主

義，一直苦苦追趕進度；也因為我太過焦慮，急於完

成每週的唸書進度，常把先生晾在一旁，或是把情緒

壓力宣洩在他身上，使他也承受很大的壓力。到了學

期中時，我已經覺得自己的壓力快破表了，埋怨自己

的同時也對神愈形憤怒、及對於是否能完成即將到來

的眾多期末報告感到愈形害怕。有天在靈修時上帝問

我：「妳為什麼這麼害怕？妳不相信我會跟妳一起完

成每件事嗎？」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還是一直

靠著自己的聰明才智來唸書。神也提醒我，我來神學

院的目的，是為了要通過考試與完成報告嗎？我真正

該努力追求的，不是只有祂嗎？這個「放下掌控欲」

的功課，也許才是神帶領我來到神學院真正要我學

的。感謝神讓我更多認識我自己，雖然以為我已經放

下很多自我了，但其實我還是想緊緊抓住很多東西。

我仍然需要操練在每天的生活中，學習謙卑地仰望耶

穌，相信祂總是一路與我同行。

 作者（左二）與先生和父母合影

文 ︱ 廖文怡   神道學組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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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請函全都作罷。因此，這次在疫情趨緩之下，

校友會決定採用google表單進行線上報名，將新手傳

道退修會與校友大會活動合併，同時在學校舉辦實體

聚會。同工分工合作積極展開前置作業。梁振強傳道

製作DM、蕢怡諾傳道製作表單、曾雅玲師母負責與

校方的聯繫、林毓倫牧師更開啟家庭工廠模式包裝禮

品。

當然，我們仍有許多服事不周之處，但是請大家

相信校友會同工樂意受教的心。牧長們給予我們的指

教，我們願虛心檢討並改進。希望每一位校友在禾場

忠心服事的牧者傳道，回到學校都能感受到被尊重、

被愛與被關懷。我們衷心感謝神學院的栽培，願以感

恩回饋之心，齊心為支持學校神國教育的國度需要支

持並奉獻。

 

 

 
 

˙校友會專欄

2 0 2 0 年 2 月 1 8 日 我 恰 好 有 機 會 去 安 寧 病 房 服

事。面對生命臨終病友的服事，深感有許多不足之

處。看到學校有相關的「靈性關懷」的課程，透過

學校三學分免費修課福利，回學校充實禾場服事的

專業裝備。面對常態的生離死別服事，深切感受到

上帝的可敬可畏！有多少人能在生命無法挽留時，

誇耀自己的能力？誰能使壽命永遠停駐不死？有誰

能不留絲毫遺憾離世？有誰不會體認到自己的「不

能」。耶穌深深眷顧迷失在外的那一隻羊，安寧病

房約有九成九的病人都不是基督徒。我若不是因著

信靠主，如何能安心陪伴他們一起面對死亡。

2020年10月26日有幸返校參加「校友回娘家」

的聚會。在校友會精心安排的團康遊戲中，我享受著

與校友們一起開懷大笑的喜樂，心頭即使有小小的烏

雲，也飄然消失。校友會安排的節目活潑有趣，在不

同的主題遊戲中分組認識不同的校友，小組也分享彼

此服事景況與需要並代禱。最後，蔡院長為校友們的

宣告差派祝禱，使我再次深受激勵，願忠心服事回應

聖召。

 
2021年3月加入校友會團隊，開始學習與校友團

隊分工合作。首先從校友會line群組的管理開始學習

服事校友。在參與校友會的同工會議中感受到團隊的

歸屬感。寶珠牧師活潑熱誠樂觀，團隊會議採開放式

雙向溝通，大家都有充分發言的空間。

校友會八月底舉辦新手傳道退修會，因疫情升溫

三級而取消。所有前置作業的海報印製，以及寄發出

文 ︱ 儲 湘 雯  傳 道
傳承更新．愛中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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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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上午舉行本學期註冊，當晚七時舉行實

體開學典禮，由譚國才院長擔任講員。

2.  本 校 校 友 會 於 1 0 月 2 5 日 上 午 為 新 手 傳 道 舉 行

「 原 廠 保 修 工 作 坊 」 ， 下 午 舉 行 校 友 年 度 大

會，主題是「傳承更新．愛中同行」。

3.  請為111學年度的招生工作禱告。

4.  請為明年本校七十週年慶的籌備禱告。目前巡

迴戲劇特會的時間地點如下:

2/18（五）嘉義區｜19:00 嘉義浸信會

2/19（六）台南區｜19:00（截稿前未定）

2/25（五）中桃區｜19:00 平鎮浸信會

2/26（六）台北區｜15:00 浸神理培堂

3/12（六）花蓮區｜17:00 美崙浸信會

5.  請繼續為本學年度的經費需求代禱。

教務處

1 . 本 次 神 學 體 驗 營 已 於 11 月 2 2 -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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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 學 年 度 已 開 始 招 生 ， 詳 細 資 料 請 參 看 本 期

院 訊 內 頁 招 生 文 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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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為三年級同學寫作論文代禱。

推廣教育中心

1 .在疫情趨緩下，請持續為新學期的課程順利進

行 代 禱 。 2 0 2 2 春 季 裝 備 班 各 區 預 告 請 參 第 1 5

頁 ， 預 計 於 2 月 1 4 日 當 週 陸 續 開 課 。 報 名 期 間

適逢春節，請注意優惠日期並盡早報名繳費，

以免權益損失，敬請把握機會。

2 .明年春季洪桃美老師首次在台南設立講座。題

目 ： 「 假 面 老 大 ： 談 原 生 家 庭 的 影 響 」 ， 日

期：3 月 6 日 （日）下午1 4 : 0 0 ~ 1 7 : 0 0，地點：

台南浸信會，詳細資訊屆時請參照網路公告。

3 .明年春季洪桃美老師在台北講座題目：「失去

的 痛 ： 談 創 傷 歷 程 之 探 索 與 療 癒 」 ， 日 期 ： 4

月 2 4 日 （日）下午1 4 : 0 0 ~ 1 7 : 0 0，地點：廈門

街浸信會，詳細資訊屆時請參照網路公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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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第15頁。

5 .台中家庭諮商輔導與生命教育系列課程，下學

期為「翩然合拍，與主起舞，情緒管理」，明

年3月5日起由洪沛然牧師主授。

6 . 高 雄 家 庭 諮 商 輔 導 與 生 命 教 育 系 列 課 程 ， 下

學 期 為 「 自 我 認 識 ： 我 們 都 是 不 完 美 的 正 常

人」，明年3月19日由黃麗慧老師主授。

7 .遠距教學：請至本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並電郵

至推廣教育中心。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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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各項線上報名goog le表單可以詳參本院網站推

廣教育中心網頁；諮商輔導碩士學分班報名請

參考ht tps : / / tb ts .edu . tw/data .php?id=682，詳

細資訊屆時請參照網路公告。

9 .推廣教育中心也將隨時於臉書粉絲頁面推廣各

項課程訊息，請搜尋臉書：TBTSCEC。

實習教育中心

1.  神 學 生 已 於 1 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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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管理中心

1 .請為各項設備修繕，合乎上帝心意降低成本，

各項維修事工蒙主保守引領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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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為本中心求主帶領作神的恩賜的好管家，榮

耀高舉主名。

學術發展中心

1 .1 1 月 2 6 日 已 順 利 完 成 2 0 2 1 秋 季 教 師 論 文 發 表

會，本次主題為「釋經．靈知．教牧」，共有

六位老師發表論文。

2.  2 0 2 2 年 《 浸 神 學 刊 》 將 於 2 0 2 2 年 底 出 刊 ， 本

刊 採 雙 向 匿 名 審 稿 制 ， 截 稿 日 期 為 2 0 2 2 年 6 月

底，敬邀基督宗教相關領域論文來稿。

學務處

1 . 本 學 期 將 「 半 宵 禱 告 會 」 更 名 為 「 團 契 之

夜 」 ， 1 0 月 2 8 日 與 本 院 宣 教 中 心 合 辦 ， 邀 請

大 樹 牧 師 來 分 享 宣 教 系 列 ， 主 題 為 「 未 竟 的

使 命 — 最 後 的 前 線 」 ； 1 1 月 2 5 日 由 本 院 譚 國

才 院 長 分 享 異 象 系 列 ， 主 題 為 「 浸 神 七 十 異

象」。盼能點燃同學們對宣教的負擔與對母校

的 關 心 與 支 持 ， 渴 慕 進 而 帶 來 更 新 與 改 變 。 

宣教中心

1 .中華浸信會寰宇差會第二期的準宣教士們，10

月29日於神學院舉行差派禮，祈願主感動更多

願意為主到各地宣教的弟兄姊妹，參與在大使

命的行列中。

2 . 第 1 5 屆青年宣道大會的博覽會，於 2 0 2 2 年 7 月

12-14日進行，將以Gather  Town軟體全新模式

呈現線上博覽會，請為本中心籌備工作代禱。

3 . 八月起校友會主席阮寶珠牧師加入每月三方會議

（聯會、差會、神學院），成為四股繩力量。

4 .差會宋以理牧師完成在南方浸信會神學院博士

論文，撰寫有關杭克安牧師在台灣的貢獻，年

底將存於神學院圖書館。

5 . 請 為 本 校 六 位 緬 甸 校 友 代 禱 ： 廖 秀 靈 、 余 亞 倫 、 尹

恩 仙 、 尹 春 榮 、 鮑 永 康 、 漢 莉 嬌 ， 因 疫 情 及 政 局 的

困 境 ， 求 主 保 守 他 們 的 教 會 、 家 庭 都 平 安 順 利 。 

行政管理中心

1.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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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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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請 繼 續 為 11 0 學 年 度 （ 2 0 2 1 年 8 月 至 2 0 2 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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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8,450元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新台幣$32,467,080元

亞神台灣教學中心

1.請繼續為亞神學生現階段事奉及今年寫作論文    

   順利代禱。  

學生團契

1 .迎新活動及團契之夜順利舉行，感謝同工的努力

及 同 學 的 參 與 ， 增 進 同 學 間 之 情 誼 ， 並 領 受 神 的

異象，一同展望新學期，為此向神獻上感恩。

2 . 本 校 同 學 潘 禹 潔 、

陳 忠 宇 、 黃 曦 安 、 高

旖 柔 、 張 雅 婷 共 同 創

作 之 詩 歌 ， 以 及 高 旖

柔 創 作 之 詩 歌 ， 榮 獲

金傳獎，並受邀Good  TV真情部落格節目接受訪

問，用生命為主作美好見證，為此獻上感恩。

 

 

3 . 由 洪 詠 茹 老 師 帶 領 「 基 督 教 教 育 劇 場 」 課 程 同

學，籌備「浸神 7 0 週年招生巡迴特會」的名稱徵

選活動已順利完成。期待 7 0 週年巡迴特會，再次

見證主的恩惠、同在與榮耀。

4 . 學 生 團 契 增 設 「 拍 照 」 同 工 ， 並 將 「 投 影 」 、

「 攝 影 」 、 「 音 控 」 三 幹 部 職 位 之 名 稱 、 內 容 、

任 期 及 遴 選 辦 法 做 調 整 。 為 未 來 團 契 運 作 禱 告 ，

期盼學生團契之運作能更加流暢。

5 .學生團契提名委辦會議於11月19日（五）順利完

成 ， 陸 續 完 成 邀 請 提 名 之 回 覆 。 繼 續 為 1 2 月 3 日

（ 五 ） 新 任 學 生 團 契 同 工 選 舉 禱 告 ， 一 切 交 接 都

順 利 完 成 ， 也 在 同 心 服 事 上 經 歷 生 命 被 主 修 剪 更

加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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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0月奉獻徵信錄 ˙奉獻支持

R11000803 4,000

丁○佳 丘○青 100,000

刁○仁 8,000

于○珠 5,000

尹○娟 9,000

尹○芝 2,000

方○蓉 3,000

方○光 2,000

王○楷 6,000

王○琛 1,000

王○卿 1,200

王○玲 900

王○影 2,000

王琪 4,000

王○美 1,000

王○君 3,000

王○恩 4,000

王○慈 3,000

王○利 3,000

王○洲 20,000

王○芬 4,000

王○欣 3,000

王○華 2,000

田○通 劉○芬 5,000

石○音 1,000

石○色 3,000

仲○梅 50

任○平 10,000

伊○瑋 1,000

朱○康 75,000

朱○旭 12,200

朱○寧 6,500

江○玲 10,000

江○道 陳○倫 1,000

何○北 20,000

何○妹 5,000

何○菘 2,000

何○達 2,000

何○昌 847

余○強 9,000

余○亮 15,000

余○妹 1,000

吳○琴 1,500

吳○康 10,000

吳○健 50,000

吳○美 3,000

吳○芳 500

呂○雲 3,000

呂○瑋 110,000

宋○正 2,000

宋○花 2,000

宋○夫 1,000

李○剛 9,000

李○文 吳○蓮 100,000

李○梅 1,000

李○娜 1,000

李○海 1,000

李○石 1,000

李○福 6,500

李○燕 900

李○進 6,000

李○亭 1,500

李○民 15,000

李○賡 3,000

李○恩 5,000

李傅○梅 1,000

李○春 3,000

李○捷 4,500

李○武 1,000

李○蘇 350

李○聖 6,000

李○健 5,000

李○恩 10,000

沈○亮 1,000

沈○權 10,000

來○翔 2,000

冼○榮 2,000

周○明 1,000

周○梅 300

周○望 768,000

周○萱 6,000

周○蓮 5,000

周○崙 7,000

周○嶧 100

周○華 9,000

周○玲 5,000

季○琳 10,500

官○瑾 2,000

屈○葵 3,000

林○欽 1,000

林○賢 8,000

林○蓉 2,000

林○瑜 2,500

林○蘭 500

林○宏 3,000

林○齡 2,000

林○君 2,000

林○利 1,100

林○石 6,000

林○丞 50,000

林○如 15,000

林○華 6,000

林○山 3,000

林○華 8,100

林○民 500

林○昇 3,000

林○桂 500

林○英 3,000

林○光 3,000

林○基 1,500

武○富 1,500

邱○玲 1,000

邱○芬 3,000

金○康 5,000

姚○華 2,000

姜○芳 50,000

宣○天 1,800

施○卿 300

施○玲 6,000

洪○彬 150,000

洪○昌 3,000

洪○然 6,000

洪○仁 3,000

洪○美 10,000

洪○然 3,000

洪○茹 1,000

洪○怡 2,000

洪○青 2,000

洪○芳 6,000

胡○堅 100,000

胡○華 1,000

胡○敏 2,000

范姜○敏 20,000

唐王○霞 1,000

夏張○蓉 4,000

夏○霖 3,000

孫潘○定 15,000

徐○文 30,000

徐○華 5,000

翁○芬 3,000

郝○薇 3,000

郝○織 20,000

馬○燕 1,000

馬○薇 50,000

馬○茗 20,000

馬○蘭 3,000

高○治 3,000

高○平 30,000

高○達 1,500

高○蘭 1,000

高○風 15,000

屠○ 4,200

張○焜 5,000

張○宏 900

張○文 3,000

張○君 1,000

張姊妹 50,000

張○壽 12,000

張○邪 5,500

張○昌 6,000

莊○降 1,000

莊○嚴 9,000

許○嘉 2,000

許○滿 500

許○香 5,000

許○如 7,350

郭○信 19,000

郭○中 1,000

陳○豪 1,000

陳○玄 1,500

陳○發 1,200

陳○安 25,000

陳○達 2,000

陳○年 3,000

陳○全 6,000

陳○宇 600

陳○ 3,075

陳○枝 5,000

陳○茹 100

陳○富 3,000

陳○安 6,000

陳○翔 1,500

陳○鑾 1,000

陳○捷 3,000

陳○玲 3,000

陳○欽 10,000

陳○朋 3,000

陳○萃 3,000

陳○成 2,000

陳○婷 3,000

陳○傑 10,000

陳○風 3,000

陳○鍾 6,000

陳○惠 1850

陳○淑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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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珍 1,000

陳○花 4,500

傅○展 3,000

彭○英 1,500

游○玲 500

游○文 20,000

費○倫 2,000

黃○城 900

黃○娘 2,000

黃○華 2,000

黃○儀 200

黃○娘 4,000

黃○斯 廖○玉 3,000

黃○惠 2,000

楊○玉 2,000

楊○治 5,000

楊○楚 3,000

楊○和 蘇○蓮 30,000

楊○芬 1,000

楊○玲 1,000

楊○麗 1,000

溫○千 4,500

葉○福 3,000

葉○福 1,000

葉○恬 1,500

葉○蘭 鄭○萱 2,000

詹○芳 6,000

鄒○強 500

廖○怡 1,000

廖○玉 1,000

廖○賢 50,000

甄○蘭 9,000

蒼○珍 3,000

裴○民 3,000

趙○武 3,000

劉○娟 5,000

劉○啟 25,000

劉○勝 100,000

劉○恩 3,000

劉○ 100,000

劉○明 20,000

劉○蓁 100

劉○莉 1,000

劉○維 曾○虹 3,000

潘○潔 5,000

蔡○真 15,000

蔡○蓉 30,797

蔡○芬 50,000

鄧○娥 8,000

鄭○興 200

鄭○琳 10,000

鄭○蓉 1,000

鄭○雲 1,500

鄭○卿 1,000

鄭○ 300

魯○熙 10,100

魯○輝 12,000

盧○德 1,000

盧○鑾 10,000

穆○英 1,000

穆○玲 12,000

蕭○光 3,000

蕭○棟 1,000

蕭○芬 1,000

諶○銘 5,000

賴○蓮 5,000

賴○惠 1,500

賴○穎 1,000

勵○玉 3,000

戴○威 1,000

薛○珊 500

謝○珍 1,000

謝○青 9,000

謝○眾 9,000

謝○美 2,053

鍾○琪 3,000

鍾○月 3,000

鍾○宜 3,000

叢○春 6,000

簡○聲 1,500

藍○欽 5,000

魏○宗 200

羅○男 600

譚○才 30,000

嚴○芝 500

蘇○鳳 1,000

鐘○男 9,000

及恩股份 

有限公司
85,000

私立亞米哥 

托嬰中心
900

周聯華牧師 
紀念基金會

33,000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33屆同學會
3,000

浸信會北東區 

牧者同工會
4,000

浸信會聯會 

婦女部
120,000

三重中央浸信會 2,000

士林浸信會 13,000

大成浸信會 1,500

小港浸信會 6,000

中央浸信會 9,000

中壢浸信會 19,500

木柵浸信會 9,000

台中浸信會 45,000

台北新希望 

浸信會
15,000

台東浸信會 15,000

台東博愛浸信會 27,700

台東新站浸信會 3,000

台南浸信會 10,000

正義浸信會 20,000

石門浸信會 20,500

石牌浸信會 30,400

光鹽浸信會 4,000

各各他浸信會 20,000

吉貝浸信會 30,000

宜蘭浸信會 6,000

岡山浸信會 14,000

忠山浸信會 10,000

明誠浸信會 6,000

東山街浸信會 22,000

板橋浸信會 30,000

林口新希望 

浸信會
15,000

虎尾浸信會 3,000

南港浸信會 8,000

屏東浸信會 60,000

美仁浸信會 48,000

苗栗浸信會 6,000

埔心浸信會 10,000

浮洲浸信會 5,000

健康路浸信會 6,000

基隆幸福浸信會 3,000

基隆浸信會 40,000

崙背浸信會 2,000

鹿港浸信會 10,000

喜樂浸信會 3,000

景美浸信會 90,000

湖口浸信會 6,000

陽明浸信會 26,000

廈門街浸信會 91,852

新北投浸信會 10,000

新竹浸信會 452,495

新店浸信會 36,000

新莊浸信會 9,000

新樹浸信會 6,000

碇內浸信會 24,000

萬芳浸信會 15,000

達旺浸信會 4,000

彰化浸信會 9,000

鳳山浸信會 3,000

劍潭浸信會 2,000

潮州浸信會 10,000

嶺東迦南浸信會 1,000

豐原浸信會 8,000

懷寧浸信會 7,500

浸信會懷恩堂 180,000

浸信會七星堂 2,000

浸信會大村教會 5,000

浸信會中和 

牧心堂
9,000

浸信會中和堂 3,000

浸信會中福教會 8,000

浸信會仁愛堂 60,000

浸信會花蓮 
博愛堂

60,000

浸信會南景堂 15,000

浸信會恩典堂 30,000

浸信會恩惠堂 30,000

浸信會恩慈堂 38,804

浸信會真光堂 9,000

浸信會慈光堂 9,000

浸信會新人堂 7,500

浸信會義美堂 25,000

浸信會聖光堂 1,000

浸信會頌恩堂 30,000

浸信會榮光堂 6,000

浸信會榮恩堂 7,500

浸信會潮恩堂 4,000

浸信會錫安堂 13,400

浸信會豐田讚美

教會
6,000

高雄靈糧堂 15,000

大里神同在 

基督教協會
5,000

天母福音堂 3,000

台北信友堂 24,000

台北浸信會 

我們教會
20,000

台北復興堂 9,500

台北會幕堂 15,000

台北靈糧堂 70,000

呂底亞教會 12,000

林森南路禮拜堂 75,000

南京東路禮拜堂 200,600

便以利教會 

大安堂
10,500

便以利教會 

木柵堂
20,000

基隆教會 1,500

基督教樂歌教會 15,000

貴格會崇信教會 9,000

新店活水泉 

靈糧堂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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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塩浸信會

  光塩浸信會賴張崇岐傳道於110年8月14日通過考牧， 
  並於110年9月19日下午2時30分舉行按牧感恩禮拜。

▉ 花蓮新城浸信會

花蓮新城浸信會於110年9月25日下午2時舉行獻堂感恩

禮拜暨林增榮牧師就任禮。

▉ 沙龍浸信會

沙龍浸信會於110年10月10日下午3時舉行獻堂感恩禮拜。

▉ 沙崙浸信會

沙崙浸信會於110年10月17日下午3時舉行徐秀娟傳道

暨葉憶梅傳道按牧感恩禮拜。

▉ 三重中央浸信會

三重中央浸信會陳嘉賢傳道於110年10月23日上午10時

完成考牧，並將於111年1月2日下午2時30分舉行按牧

感恩禮拜。

˙校友情  ˙浸會心

校友消息

▉ 鄧鳴琴牧師(第47屆)

鄧鳴琴牧師於110年7月31日就任台北崇真堂的主責牧

者，並於110年8月22日舉行就任禮拜。

▉ 周銀蓮牧師(第27屆)

周銀蓮牧師於110年9月20日上午9時於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富源教會舉行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 林增榮牧師(第58屆)

林增榮牧師於110年9月25日就任花蓮新城浸信會主任

牧師。

▉ 錢黛芙牧師(第33屆)

 錢黛芙牧師於110年9月26日於景美浸信會舉行榮退感      
  恩禮拜。

▉ 曾志雄傳道(第69屆)

曾志雄傳道於110年10月9日下午4時於花蓮美崙浸信會

舉行按牧感恩禮拜。

▉ 夏其蔚傳道(教育部9屆)

夏其蔚傳道與林中河弟兄於110年10月10日下午2時30
分於廈門街浸信會舉行結婚感恩禮拜。

▉ 陳嘉賢傳道(第72屆)

陳嘉賢傳道於110年10月23日上午10時完成考牧，並

將於111年1月2日下午2時30分於三重中央浸信會舉行

按牧感恩禮拜。

▉ 高子能傳道(第51屆)

高子能傳道於110年10月31日下午4時於南港恩慈堂舉

行按立牧職感恩禮拜。

浸會消息

  

郵寄地址：

SCBA c/o Pastor Ted Lam
3629 Vista Verde Trl, McKinney, 
TX 75070, USA

支票附註：

（attention：TBTS Funding）

2.需美國抵稅奉獻收據者

支票抬頭：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Association（SWCBA）

1.抬頭為：
   Taiwa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請將支票寄至台灣

   11045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94巷1號

國外支票奉獻

110年8月至110年10月收入：NT＄9,031,751

110年8月至110年10月支出：NT＄9,384,473

本學年度餘絀：  -NT＄352,722

110學年度經常費收支明細
110學年度預算（2021年8月至2022年7月）

敬請華人的基督徒及教會共同來

支持華人的神學教育

NT$22,128,450 NT$32,467,080

董事會及行政支出

59.69%

教學研究及訓輔

31.14%

學生活動

5.50%

推廣教育

1.94%

其他教學活動

0.02%

產學合作

0.00% 其他支出

0.15%
圖書及其他資產

1.55%

110學年度財務支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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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

每個人都是上帝獨特的創造，在上帝的眼中我們都是不完美的正常人。本課程透過老師講授與學生自我生

命故事的述說與撰寫，探索並改述自己生命故事的過去，去蕪存菁，更接納自己；把握現在學習的機會，

發揮恩賜，更喜歡自己；並在健康中成長與茁壯，展望未來，更奉獻自己。一個健康的自我，可帶出和諧

的人際關係，所到之處亦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講員介紹
黃麗慧 博士

  現任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助理教授

  曾任史懷哲宣道會關懷師督導及教育訓練部主任

  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心理與輔導哲學博士

日期：2022年2月21日－5月23日 

報名：即日起至前一週，所有表格均可下載或來電索取，填寫完請郵寄、 
            Email或傳真至本中心

費用：每學分費2,500元，每學分雜費500元，二學分共6,000元
            請於2月14日前完成報名及劃撥，逾期者須繳手續費400元
劃撥：50158603，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劃撥   
            通訊欄請註明「課名」

線上報名

釋經．靈知．教牧——2021秋季教師論文發表會已於

11月26日順利舉行，感謝六位專任教師精彩的報告，

讓全校師生和與會者分享了他們的研究成果。 

▍阮凱文博士：

〈再思那鴻書1:6「祂的忿怒如火傾倒」的翻譯與隱喻 
    意涵〉

▍張治壽牧師：

〈從馬太福音26:28引喻舊約獻祭禮儀，再思主「杯」的 
    意義」〉

▍洪沛然博士：

〈靈魂體的區分再思〉

▍彭盛有博士：

〈靈知主義的現代面紗：普羅米修斯的基本隱喻〉

▍田展艾博士：

〈論基督教會崇拜中的「聖」觀〉

▍洪詠茹博士：

〈教會教導事工——從疫情到後疫情時代〉

推廣教育中心  諮商輔導碩士進修學分班

自我認識與人際關係

˙學術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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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一 失去的痛談創傷歷程之探索與療癒

因為「人的不完全」，在成長過程中，從人物、事情或環境而來的「小傷

到超傷」，都可能會「有形」或「無意」地臨到我們每一個人。因此，不

論我們是陷在「低谷」或是處在「困境」，讓我們在其中仍面對生命的操

練，並能夠過合乎神心意的日子和服事人。

上課地點

日期時間

2022年4月24日（日） 14:00-17:00

台北場
線上報名

講座二 假面老大談原生家庭的影響

「家」，是每個生命的起點，亦是氣質雕塑所在；要了解人之所以如此

「活著」，重回小時生活過的「家」，是一道很重要的關卡。

家族治療之父包溫認為原生家庭雖帶給人極大影響，但每個人卻有自己該

負的責任，而真正的福份是從認識自己的原生家庭開始。

上課地點

日期時間 2022年3月6日（日） 14:00-17:00

講員介紹

洪桃美 老師 
拉第石心理諮商所負責人 

美國紐約理工大學臨床心理諮商碩士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特約諮商心理師

台南場
線上報名

對象：教會牧者．弟兄姊妹．福音朋友
費用：300元
報名：電話/傳真/電郵/線上
劃撥：19400404，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台灣浸信會神學教育基金會 
　　　通訊欄註明「春季台北講座或春季台南講座」
電郵：cec@tbts.edu.tw、傳真：02-2722-4646
聯絡：02-2720-3140分機157曾姊妹

推廣教育中心　2022春季講座

廈門街浸信會（臺北市中正區牯嶺街131號）

台南浸信會（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2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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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校本部/張治壽牧師、曾嘉柔姊妹 Email: cec@tbts.edu.tw 
電話：02-2723-9500轉157或141   傳真：02-2722-4646 

地址：11045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94巷1號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一一〇學年度下學期（碩士進修學分班）
詳細開課日期以網頁為準   https://tbts.edu.tw/data.php?id=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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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認識與

人際關係

諮商輔導碩士

進修學分班
校本部 2 黃麗慧老師 2022/02/21-5/23 週一 18:40-21:20 2/14前6000 2/15後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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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紀上 聖經課程

校本部

18 柯耀庭牧師 2/24-6/16 隔週四 18:30-20:30 2/17前1200 2/23前1500

現代實用司琴法 (中階) 教會音樂 18 劉敏慈老師 2/17-6/9 隔週四 18:40-20:25 2/10前1200 2/16前1500

現代實用司琴法 (進階) 教會音樂 18 劉敏慈老師 2/17-6/9 隔週四 18:40-20:25 2/10前1200 2/16前1500

創傷輔導與自我調適 教牧輔導課程
拉第石

心理諮商所
36 洪桃美老師 3/1-5/24 週二 19:00-21:40 2/22前2400 2/28前3000

以西結書 內湖裝備班 18 吳惠媛牧師 2/22-5/17 週二 19:20-21:20 2/25前1200 3/3前1500

假面老大-

談原生家庭的影響
講座

台南浸信會 3 洪桃美老師 3/6 週日 14:00-17:00 300

廈門街浸信會
失去的痛

談創傷歷程之探索與療癒
3 洪桃美老師 4/24 週日 14:00-17:00 300

翩然合拍，與主起舞
家庭諮商輔導及

生命教育系列課程

台中浸信會 18 洪沛然牧師 3/19-5/7 週六 9:30-12:15 2/26前1200 3/4前1500

自我認識-

我們都是不完美的正常人
明誠浸信會 18 黃麗慧老師 3/19-4/30 週六 9:45-12:30 3/12前1200 3/18前1500

課     名 課程類別 上課地點 18 教   師 日期 週 時   間 優惠費用 一般費用

舊約概論(下)
聖工學士學分班 台東博愛浸信會

2 賴矞蕙傳道 2/19-6/11 隔週六 8:45-12:35 2/7前5000 2/8後5400

釋經學 2 張治壽牧師 2/26-6/18 隔週六 8:45-12:35 2/7前5000 2/8後5400

釋經學

聖工學士學分班 花蓮美崙浸信會

2 張治壽牧師 2/16-6/8 隔週三早 8:45-12:35 2/7前5000 2/8後5400

舊約概論(下) 2 劉光啟牧師 2/16-6/8 隔週三早 8:45-12:35 2/7前5000 2/8後5400

新約概論(下) 2 張治壽牧師 2/16-6/8 隔週三晚 18:00-21:30 2/7前5000 2/8後5400

教會歷史(上) 2 成鳳樑牧師 2/23-6/15 隔週三早 8:30-12:20 2/7前5000 2/8後5400

系統神學(下) 2 蔡志堅牧師 2/23-6/15 隔週三晚 18:00-21:30 2/7前5000 2/8後5400

倫理學 2 成鳳樑牧師 2/26-6/18 隔週六早 8:30-12:20 2/7前5000 2/8後5400

教會歷史(下) 2 成鳳樑牧師 7/2-8/27
暑假

週六早
8:30-12:20 2/7前5000 2/8後5400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一一〇學年度下學期（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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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