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卜涵(Dr. Francis Borchardt) 譯：以諾

由文學鑑別法探索
《馬加比壹書》

2012年5月4日，我回到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就博士論文《馬加比壹書中的
妥拉：一個文本的文學鑑別方法》(The Torah in 1Maccabees: A Literary 
Critical Approach to the Text)成功答辯，且是以優等榮譽通過。以下是本
論文要點。

主前第二世紀， 利亞王西流古(Seleucid)

安提亞哥四世為令猶太人統一歸依希臘文化及

其崇拜方式，判令猶太律法不合法，引發猶太

人不滿。猶太人在哈斯摩尼家族(Hasmonean 

family)統領下起來反抗成功，這場革命令猶太

人重獲已失去了約500年的獨立自治權。因而這

本寫於主前第二世紀的《馬加比壹書》，被認

為是革命至獨立最可靠記錄文獻，並能為現代

學者提供某些洞察力。

文本鑑定

有人說：「任何人都知道，妥拉就是摩西

五經(Pentateuch)。」若認為妥拉就是當時某

些猶太社區所云的口頭律法，那就危險了。主

前二世紀的猶太文學顯示，猶太人在律法實踐

上並無共識，妥拉也可能不成為實踐的正統 

「主線」。當務之急是要界定當時所謂妥拉是

否單指律法文本、 事故事，或甚至包含摩西

五經之外的先知文學？為更深入認識真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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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辦證評審委員左起：赫爾辛基（Helsinki）大學
外評教授Lester L. Grabbe、主席Martti Nissinen教
授、卜涵博士，論文監督Raija Sollamo教授

卜涵博士

必要將《馬加比壹書》文本中對律法的特定詮

釋及應用作出定義。 

二 十 世 紀 6 0 年 代 有 兩 本 著 作 嘗 試 提

出這些關注，分別是 Bernard Renaud 著 

《馬加比書的律法及立法》(La Loi et les Lois 

dans les Livres des Maccabées) 、及Diego 

Arenhoevel的《馬加比壹書及貳書中的神權

統治》(Die Theokratie nach dem 1. und 2.  

Makkabäer)。兩書從法律詞彙鑑定和文句驗

證等嘗試找出律法定義：律法於信仰層面居何

地位？律法是否首要法官？律法是否可取代崇

拜、聖約及預言？妥拉是否等同社區的生活方

式？律法是否保護以色列人的籬笆？妥拉是否

猶大國法？

這兩位學者皆假定《馬加比壹書》是由

一位作者著作而成，但近期兩篇分別由Nils 

Martola和David S. Williams的專題論文卻發現 

有 多 重 的 著 作 階 段 。 無 論 是 支 持 或 反 對

或 有 其 它 立 場 ， 就 《 馬 加 比 壹 書 》 的 組

成 本 質 這 點 就 需 要 有 人 建 立 及 辯 證 立

場 。 這 便 是 我 論 文 研 究 的 切 入 點 。 本 人

嘗 試 解 答 R e n a u d 和 A r e n h o e v e l 提 出 的

問 題 ， 亦 從 文 本 展 現 的 證 據 嘗 試 找 出 

《馬加比壹書》如何表達猶太律法、以及律法

應用如何整體影響個人和社會。為避免重複他

們的主觀分析缺點，避免假設申命記至他勒目

(Talmudic)時代猶太教的發展從未間斷過，我

將先分析文本和嘗試解答相關問題，而非先分

析文本內的律法含義。故此，論文由兩部份組

成：首部份是從文本建立論據，第二部份是從

首部份的分析解讀律法的應用性。

為建立文本組合論據部分，我用廣為人知

的文學鑑別方法找出文本創作過程的本質，鑑

識原文文本，瞭解當時的語言表達風格、溝通

模式、時間與空間的概念、中心思想，以及將

任何影響有關內容的文本分隔出來，以助解決

文本為何出現不規則的情況。《馬加比壹書》

是有這問題，它原由希伯來文寫成，後被譯成

希臘文並留傳兩千多年，對於書中為何出現些

奇怪字句詞組問題，最簡單解釋是因該書來自

不同的作者或編輯，導致文本的風格轉變。

文本組合

Martola和Williams指《馬加比壹書》是由

兩個文體組合而成書，我比較結果亦確認此

點，然他們的解釋基礎仍不夠深入。第一，在

分析有問題的文本內容時，Williams只以宏觀

方式探索文本，Martola則只著眼句子。但我

卻是逐字審核後才決定整體的適切性，因此，

我發現更多「出位」的字眼、詞組及句子。第

二，我發現《馬加比壹書》最少出自四位不同

人士的手筆，這從耶路撒冷和聖殿被佔領，隨

後當地得著解放的歷史可以找到的。在此，我

將整本《馬加比壹書》定名為「基本文本」

(1MaccGrundschrift或1MaccG)。

《馬加比壹書》十四16~十六24、十二

1~23及第八章、書中某些文件和條約，是第

二種文本組合，這與Williams和Martola一些

發現是吻合的。但我亦發現此組合卻蘊含些額

外加上的詞組句子，這情況不在基本文體中出

現過。由於是倚靠有關文件佐證，故對此發現

起名為「記錄文本」(1MaccDocumentarian 

addition或MaccD)。

第三個組合，是提及部份猶太人反對革命

英雄領袖馬加比的事。這段文本以獨立表達方

式有時出現、有時消失；為何出現這情形亦

無解釋原因，且很少與書中所提及的英雄互

動。這類文體和基本文體及記錄文體的寫作動

機完全不同，我為其起名為「反對派文本」

(1MaccOpponent或1MaccO)。

最後一個文本內容，只著重讚美哈斯摩尼

家族及其個別成員。文本組合與其它文體組合

截然不同，是用聖經式手法暗示哈斯摩尼家族

為英雄，形容他們為神所揀選者、是帶來猶太

人革命的殉道者、甚至是眾人救主；表達手法

較神學性。我將此發現起名為「哈斯摩尼本」

（1MaccHasmonean或1MaccH）。

律法應用

至於論文的第二部份，就是鑽研律法的本

質。我會綜合及善用Renaud及Arenhoevel研

究手法的優點，像Renaud一樣會在《馬加比壹

書》中選擇所有關於律法的詞彙（我還會追加

一些被忽略的文字），探索其在不同場景下的

應用性。與他們不同的是，我的分析基礎是基

於該書是由不同作者合著，而非只有一位作者

的立場。

由於我發現有四個組合層面，便逐一分析

律法在當時社會的角色。在《馬加比壹書》「

基本文本」特別是首四章，律法在外邦人緊迫

威嚇下成為突出的主題。這裡的律法與信仰價

值觀很相似，但它不是代替神或聖約，亦非變

成唯一或最有效方法去獲取神的恩典，也不按

人的立場而評定好壞，只在某些關乎信仰禮儀

的特別場景而被高舉。在一般理解上，《馬加

比壹書》中律法被視為國法，富創意的哈斯摩

尼家族亦曾頒佈些法令以影響社會；然而，這

些律法雖有廣泛影響力，卻不是國法。

相反，「記錄文本」中曾在三個場合下提

及律法，有關內容與古代猶太社會的律法範圍

和應用程度互相呼應。這律法雖不與神同等，

亦非是一工具而決定某人是善或是惡，然而這

律法反而與當時猶太人身份緊扣，並特別強調

即使人在國外仍需守法。雖然這文本有幾項明

顯的參考顯示律法是以色列的國法，但有些律

法內容其實是哈斯摩尼家族所頒立，故對此組

合層面的作者而言，哈斯摩尼家族的法令與律

法具同等地位。

「反對派文本」中則將律法推舉至信仰最

高價值，甚至較神及聖殿更為重要。此律法是

審判人的主要途徑，犯法者被視為惡人，守法

者則為好人；個人對律法所持立場，往往也成

為被評為好或壞人的準則；此文本作者最喜用

歹徒及叛徒來形容惡人。不過，令人驚訝的是

此律法乃附屬於聖約，也不是社區的主流，功

能只是將同住在以色列的善人與惡人生活圈子

隔開，就如與希臘人來往者是惡人、不可與哈

斯摩尼家族結盟。

《馬加比壹書》中「哈斯摩尼家族」文本

則很不同，在描繪哈斯摩尼家族興起時很少提

及律法，亦缺乏關注，令人無法對律法地位作

出連貫分析，若硬要在此文本上多講律法，這

便是不負責任。

結論

本論文除辯證鑑讀原文之文學體裁的重要

性外，另質疑只有一位或二位作者的選擇，而

且作出第三個選擇，提出更多的問題領域以指

出《馬加比壹書》是由多種文學體裁組合而

成。若有人要研究《馬加比壹書》中主題，必

須認真考慮此書是由多位作者合著而成；更重

要的，律法是在不同場景下發揮其功能以及如

何詮釋這些功能，即使很難決定有關功能是各

作者想像而成、抑或是故事發展時的情節，可

知的是在同一組文本中也存在不同意見。最

後，盼望本文之研究能增加較全面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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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教會的增長和發展往往超乎我們的想
像，在市區的教會大多因空間不足而在計劃擴
建；一個可容納三百多人的「小」教堂，通常
要有三四堂崇拜才能勉強應付一千多信徒的聚
會需求！不論在中山還是揭陽，每間教堂的建
立都可看到上帝奇妙的作為。當年很多教堂都
是由零開始，單靠內地信徒的奉獻是絕不足
夠，但上帝往往感動身居外地的華人，領受異
象，作出奉獻。在中山，我們更體會到上帝奇
妙的作為，也看到教會的需要。中山有七堂三
點（七間教堂，三個聚會點；聚會點指仍未合
資格註冊為教會的聚會地方），亦將要成立第
四個聚會點。有些堂會恢復聚會不足三十年，
出席崇拜的人數已過千。有同工說，雖然不能
公開傳福音，但教會不用為人數擔心，真正的
問題反而是不夠同工去牧養會友。這見證了福
音廣傳完全是聖靈的工作，是上帝自己感動人
去相信祂，傳道人的重點工作不是傳福音，乃
是牧養教導。

同工人數呢？一個堂會往往只有兩三位，
甚至沒有，遠遠落後於會友人數的增長。但教
會要栽培神學生也不是易事，要成為兩會認可
及登記的教牧同工，必須經由兩會審批方能入
讀神學院；惟神學院的數目不多，招收名額又
有限，因此堂會普遍欠缺教牧同工，許多牧養
及教導的工作需由平信徒事奉人員（內地稱「
義工傳道」）擔當。

內地教會受宗教法律與行政指引的規管，
其社會功能的重點是慈善工作，這些制度對香
港信徒而言可算為陌生。當我們認為這是對福
音工作的限制時，國內有些牧者卻認為這制度
能保護信仰純正的教會，因為若有異端邪說入
侵，且被有關部門認定為非法組織時，政府便
會著手取締這異端，這在香港是無法做到的。
地方政府的民族宗教事務局在審批教會辦學、
幫助教會收回被佔用的土地及按立牧師等，都
為教會提供協助，也有著監督及審批的權力。

跟我們接觸的牧師，很多是在八十年代改
革開放後不久蒙召作傳道，然而他們傳道的心
志單純卻堅毅，有的為讀神學而遠赴雲南，要

忠心事主
黃嘉儒

道學碩士三年級

颱風剛離開香港的翌日，天清氣爽
的中午，我們開始了十六天的跨文
化體驗旅程。

我們的首站是廣東協和神學院。剛到 便
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 有幸參加畢業班的謝師
宴。這宴會是在校內的飯堂內舉行，豐富的菜
色都是由畢業班的同學精心烹調的，他們還為
每一道菜取上「屬靈」的菜名。邊享用美食，
邊聆聽畢業同學的一一感恩之言，師生們皆眼
泛淚光；深厚情誼，溢於言表。讓人體見，這
三年的神學教育中，生命的交流和影響、師長
對學生愛心的牧養，遠遠超過知識的傳遞。

這裡的同學大多來自廣東省各城鄉，他們
很多是從小相信耶穌，青少年時已立志奉獻，
而家人和教會亦刻意培養和支持他們。別看他
們年紀輕輕二十出頭，通常入學前已先在教會
全職事奉一年至三年，稱為「跟班」（近似學
徒與幹事的混合，生活費則由教會津貼及肢體
的愛心奉獻），之後再向「兩會」（堂會所屬
區域的「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和「基督教教務
委員會」） 申請，經歷許多審批程序和入學考
試，方被錄取入讀。他們渴望事奉主的心，以
及熱切追求真理的裝備，為我們帶來許多的反
思：在香港，我們有大學級的師資、圖書及資
訊設備，加上舒適的生活環境，但我們的事奉
和學習心態是如何呢？從這角度來看，我們是
否忠心的僕人？

適應高原反應及麻辣食物；有的隻身從外地來
到廣州中山，沒有任何行李，只有一張車票和
堂會信封上的地址。在教會開荒期間，他們受
附近村民的排斥，或是暴雨水浸教會，水深及
胸；或是在探訪山村時，因雨水和泥濘，由人
騎單車變為單車騎人（扛起單車走路上山）。
不為別的，只為回應心中的呼召。身為香港的
神學生，我怎麼看自己的呼召，怎麼看我們的
教會呢？那是「工場」（工作的地方）？還是
與上帝相遇的地方？

內地教會是沒有宗派這觀念的。表面上，
沒有宗派之分，使教會更見合一。但問題是：
是真的沒有宗派，還是因為未發展成熟至有
「神學立場」的地步，以致未出現宗派這個現
象？當然，如果教會真的可以在沒有宗派的情
況下繼續發展，這也是相當的突破，讓我們拭
目以待。

我們在內地受到各教會及肢體的接待，不
是因為我們是誰，乃是因著耶穌基督之名的緣
故；為此，我們懷著感恩領受。我們也對「基
督徒」和『準』傳道人這些身分有著更深的體
會，原來不論來自何方，身在何處，只要「在
基督裡」，都能結連在一起；縱使初次見面，
卻有著一份難以形容的情誼。

感謝主，這是一趟豐富又帶著生命力的旅
程，當中充滿了團友間的歡笑、汗水和甘苦與
共的時光。更重要的是，我們體會到基督的
愛，明白到在人生中，我們唯獨倚靠祂。求
主憐憫我們，讓我們樂意去事祂，甘心為祂作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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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羅十二3~16中有關聖徒品
行的教導，在這次廣東跨文化體驗
中活生生地展現出來。

胡牧師與我們十二位同學在這十六天的體
驗學習，原是想了解內地教會的發展及信徒生
活情況，想不到對我而言卻是上了生命成長中
寶貴的一課。十二位同學來自不同的教會宗派
背景，有不同的神學經驗及處事方式，雖然都
在「信神」學習，卻因不同的領受及見解，使
得旅程中不論在生活態度、討論及處理事情，
容易讓些小事產生誤會或衝突。

感謝上主，在廣州協和神學院看見當地同
學之間的情誼，在中山及揭陽教會看見弟兄姊
妹互相配搭的服侍及關心，讓我深深體悟那聖

寶貴的一課
梁永康

神學學士四年級

在神， 
凡事都能

蔡潔儀
道學碩士三年級

徒品行的信仰見證；他們不看自己比別人強，
反倒謙卑服侍。他們互相配搭，「正如我們
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
用處。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
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羅十二4~5）
看見他們恆常禱告、凡事感恩、關心身邊所有
人，完全把經文「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
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羅十二16）呈現了出來。這令我十分感動及
大有得著，引發我往後願意坦誠分享及關心身
邊他人的感受，不以自己的經驗及理解為絕對
而成為固執己見者，也要因體恤別人的需要、
文化及經驗而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紛爭，這些對
往後做人處事及牧會也有極大的作用。其實，
我們團隊經過這十多天的相處及見識，促使我
們更加交心，真正成為主內一體，學會體恤彼
此的軟弱，欣賞大家的長處。

這次跨文化體驗旅程，先後到過廣州市、
中山市、揭陽市及各個鄉鎮，我們深深體驗當
地教會的處境，弟兄姊妹那真誠信靠上帝的
心，而他們追求上帝話語的心志更是大大的激
勵我。不論是教牧同工、長老、堂委及信徒們
也活現了羅十二9~12中所說：「愛人沒有虛
假，要彼此親熱，彼此推讓，殷勤不可懶惰。
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在上主中得喜樂，
在患難中忍耐。」這個學習也幫助我們體認服
事中或許有喜樂、悲傷、剛強、軟弱之時，但
因為有弟兄姊妹的熱誠及生命上的見證，也給
與我們團隊一個極大的鼓勵，使我們與喜樂的
人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十二15）也
相信因著上帝的恩惠，使我們往後仍將繼續彼
此相愛、守望，作彼此的同路人。深願這一次
的體驗所學，成為往後榮神益人的激勵及見
證。阿門。

一位家住中山一個小鎮裡的中三小
女孩，曾跟祖母到過教會，可惜遭
父母反對，連其弟也失去信仰上的
自由。雖然如此，這並沒有影響聖
靈的工作，這個家庭從前只有祖母
是信主的，如今，增添了一名信
徒，因為小女孩在6月29日這一天
決志信主了。

6月29日這天下午，探訪隊一行五人要去探
訪一個家庭，但因為領路者在途中忘記了這個
家庭的住址，負責駕駛的弟兄只好折返，我們
也打算收隊了。誰知，回到大本營之後，領路
的姊妹為此而自責內疚，並在大廳中痛哭。然
而，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人看來是失敗的
事情，正好讓人看見神的大能：探訪隊長眼見
領路的姊妹過於自責，決定親自帶領，再次出
隊。本來以為沒有機會見到或探訪到的家庭，
我們終於找到了。為此，我們感恩，在神並沒
有難成的事！

剛到達時，只見一名老婦人，她是小女孩
的祖母。這位祖母不懼怕全村村民的責罵，不
理會兒媳（女孩的父母）的反對，勇敢地相信
主基督和承認自己的信仰，並曾帶同孫女到教
會去。感謝神！神透過這位祖母手所作的工，
如今結出果子了！

最奇妙的是，其實在整個長達一個多小時
的交談中，女孩出現的時間只有短短數分鐘，
她坐在一旁聽，說話也只有三數句，然後便離
開了，就連結束前的禱告時段也看不見她。感
謝神！當我們與她的祖母禱告後，走到門外，

竟然再次遇見她！當時，她正站在門外吃黃皮
（中國南方的水果），臉上還帶著笑容。

原來，當聖靈感動人信主時，不一定如我
們所想像般要經過某些特定的探訪程序或聚
會，我跟她向著村口邊走邊談：

「妳到過教會嗎？」「到過。」

「誰帶妳去？」「祖母帶我去。」

「那妳信了耶穌沒有？」「還沒有。」

「妳想信耶穌嗎？」「有些想。」

「妳相信人有罪嗎？」「不信。」

「妳信妳有罪嗎？」「信。」⋯⋯

「妳信主耶穌為妳的罪死在十架上，並為
妳復活嗎？」「信。」

「妳想現在就立志信耶穌嗎？」「想，但
不知怎樣信。」

「那我與妳一起禱告，我說一句，妳跟著
說一句。好嗎？」「好。」⋯⋯

「妳知道妳現在是甚麼徒嗎？」「信徒。」

「不錯，妳是基督徒。記得嗎，妳是甚麼
徒？」「基督徒。」

接著，她便帶著笑容回去；我們一行五人
也離開了。如此短短數分鐘的同行，聖靈也能
叫人悔改歸主，實在真奇妙！在人看來不可能
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試問，有甚麼事情比
領人歸主更喜樂呢？！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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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於明年畢業的我們這群神學
生，對於未來事奉方向都有著各自
的心中籌算及想法，也切切不斷地
尋求來自上主的指引，而在這最後
一個暑假卻出乎意料地走了一趟心
靈之旅。

從香港至廣州，才下了車就得逢一頓幸福
晚餐。這是廣州協和神學院畢業生不假他手精
心籌備烹煮的謝師宴，滿桌豐富的菜餚、充

滿創意的菜名，盡是出自同學們由衷向老師們
表達的感激之情。歷經三年寒暑，伴著他們學
習、生活和成長的老師們，個個情不自禁淚流
兩頰，一一道出言自肺腑對學生們的不捨之情
及祝福之意。原先各站兩邊的師生，走向對方
互道珍重，描繪出一幅師生情深的動人圖畫。
不曾參與在他們當中的過客如我，一方面享用
了這包裹畢業生真情摯意的晚宴，有著無功卻
受祿之感，也因能見到這不曾預料到的情景而
感到驚喜和羨慕。

幾天相處，與香港的神學院相較之下，內
地神學生的平均年齡層在廿五歲以下者居多，
甚至有初中或高中畢業即回應上主的呼召，義
無反顧進到教會事奉、學習，進而再踏進神學
院來接受牧職裝備。正當香港教會感嘆年輕世
代流失的同時，我眼見面前一年級學生稚嫩臉
龐所散發出的光彩，憶起回應上主呼召那人生
路向改變的時刻，令我不禁讚嘆上主的不斷創
造之工，縱然國內神學生在生活上有著實質的
不容易，他們還是甘之如飴、倍加珍惜。

下一站來到中山和揭陽，則是截然不同的
體驗，在這裡是與當地教牧同工有面對面交流
分享的機會。教會現任的各主任牧師，其年
齡均在四十至五十五歲之間，但都已有牧會二
十年以上的資歷，可見他們也是年輕之時就回
應上主的呼召，投入事奉直到如今。同樣是年
紀輕輕出道的工人，所不同的是歷史使命的承
擔，經歷漫漫長夜的中國教會，終於在改革開
放後甦醒過來，聽著牧師們述說教會當時所面
對的挑戰，不禁要問：那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
沒有選擇逃避或放棄，反倒選擇擔當起教會的
重建大任，相較之下二十多歲時的我又是在做

什麼呢？梅花的香氣

總 是 在 寒 風 刺 骨 之

下，更顯得撲鼻。無

怪乎時至今日，他們

仍能與弟兄姊妹站在

福音事工的前線，從

未絲毫懈怠，為著教

會的宣教使命繼續擺

上自己的年歲；對於

仍是神學生的我，

不禁要審視自己有

否肩扛上主所托付之軛的自覺，

明白這是一條任重而道遠之路？

除了聆聽教牧同工分享服事心

路歷程之外，教會還讓我們參與日

常的信徒探訪工作。探訪信徒家庭

是當地教會非常重要的事工之一，

也是信徒極為看重和積極參與的教

會事工，認為探訪工作的落實與教

會增長是有著密切的關係。令我感

到好奇的是，探訪事工團隊是由義工

傳道所負責，日常的探訪行程安排、

人員的參與、地域的分工，無一不

是井然有序，突顯出義工團隊是經過

良好培訓而展示出的成熟度。更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訪探中遇到了上午工

作下午休息的姊妹，她選擇犧牲休息時間加入

探訪團隊的服事；然這並不是唯一的特例，而

是有許多信徒都是如此擺上休息時間來參與服

事。這份彼此關懷的濃厚人情味，正正是信徒

實踐彼此相愛的寫照。

心靈之旅
楊祖賜

道學碩士三年級

短短十多天的緊湊行程，以極快速濃縮的
時間去認識某部分內地教會，所看所聽所行必
然是粗淺的，然而心中所感受卻是濃厚並深刻
的，願上主保守這份存留於心的感動，將之化
為將來事奉的動力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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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 2012畢業生名單
第三十五屆校本部畢業生

姓名 所屬教會 畢業後工場
神學圖書館管理學文憑
1. 曾兆祥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 神召神學院 
神學研究高級文憑
2. 林雯英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3. 譚鎮浩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待定 
神學學士
4. 簡嘉欣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5. 關婉雯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待定 
6. 李永聰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衣靈匠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衣靈匠堂 
7. 吳啟輝 香港路德會牧民堂 香港路德會沙崙堂 
8. 黃潔芳 香港聖公會北角聖彼得堂 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西南聯區 
9. 王醒材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香港家庭更新協會 
10. 溫美好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待定 
11. 袁翠萍 香港浸信會聯會青山浸信會 香港浸信會聯會茶果嶺浸信會 
文學碩士（神學）
12. 柏峻霄 陝西省漢中市友愛路福音堂（中國） 進修 
13. 陳蔚賢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總會） 待定 
14. 何志光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待定 
15. 林學斌 基督教宣道會杏花村堂 待定 
16. 李期林 香港浸信會聯會荃灣浸信會 待定 
17. 黃國東 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 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 
18. 殷子俊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深水 迦南堂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神學圖書館管理學研究碩士
19. Ma Myo Sandar Myanma Institute of Christian Theology（緬甸） Myanma Institute of Christian Theology（緬甸）
20. Tha Lian Sung Bethany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Bethany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21. Thawng Sawm 
Langh Zomi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Zomi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22. Ziliwu, Fotani Banua Niha Keriso Protestan（印尼） Sundermann Theological Seminary（印尼）
靈修學研究碩士
23. 陳希陸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24. Wong, Mei Lan Rita 勿洛信義會（新加坡） Bedok Lutheran Church（新加坡）
25. 葉彬華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小火子青年社群 
基督教社關服侍學研究碩士

26. Bjølverud, Lene 
Birgitte The Church of Norway（挪威） 進修 

27. 陳慧宗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 待定 

28. Christian Granberg, 
Judy Joy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道堂 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29. 龐熙標 香港路德會聖馬太堂 待定 
30. 余麗雲 基督教宣道會宣恩堂 待定 
道學碩士
31. 陳淑芳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鴻恩堂 待定 
32. 陳沁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合一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 
33. 鄭允行 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 待定 
34. 蔡家琳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待定 
35. 侯健婉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恩堂 
36. 洪允其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 待定 
37. 簡貝爾 香港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 香港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 
38. 顧正山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恩堂 
39. 關烈雲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 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 堂長沙灣分堂 
40. 郭洪龍 基督教中華完備救恩會大埔堂 待定 
41. 黎燕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進修 
42. 林乃揚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旺角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旺角堂 
43. 林一君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 
44. Leoung, Sokly Kampot Presbyterian Church（柬埔寨） 待定 
45. 梁瑞玲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46. 林春暖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鴻恩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鴻恩堂 
47. 明詩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合一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光堂 

信義宗神學院 校本部科目一覽
2012年秋學期（2012年9月4日至2012年12月21日）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講師
OT1000 舊約導論 戴浩輝博士
OT2002* 申典歷史及編年紀歷史 卜涵博士
OT2006* 阿摩司書、何西阿書及彌迦書 卜涵博士
OT2007 耶利米書 戴浩輝博士
OT3004* 舊約原文研讀 羅永志博士
OT3005*/NT3007* 釋經學 Dr. Robin Mattison
NT1000 新約導論 何善斌博士
NT2000* 馬太福音 Dr. Robin Mattison
NT2005 保羅書信（一） 何善斌博士
NT2009 啟示錄 周兆真博士
NT3005m 兩約之間 崔天賜博士
NT3010* 新約原文研讀 崔天賜博士
CH1000 教會歷史導論（課堂於10月8日開始） 蔡錦圖博士
CH1002 歷史神學導論 羅永光博士
CH2002 改革運動教會史 李廣生博士
CH2003* 現代教會史 米特樂博士
CH2010/SW2001 歷代基督教靈修傳統 袁蕙文博士
ST1000 基督教神學導論 袁蕙文博士
ST2002* 基督論與救贖論 博思漢博士
ST2003 教會觀與聖禮神學 羅永光博士
ST2011/PT2020 教會與婦女牧養 胡露茜博士
ST3009*/MC3002* 教會與社會 柏士雅博士
PT1000 教牧培育導論 陳國權博士
PT1002* 講道學導論（課堂於9月28日開始） 向素文博士
PT1003 輔導理論及實踐導論 陳錦權博士
PT2006 講道學實踐 李廣生博士 / 胡玉藩牧師
PT2009* 危機輔導 利文倫博士
PT2010* 青少年輔導 利文倫博士
PT3019 自表訓練及社交效能訓練 陳錦權博士
CE2000m 教學方法論 孫玉芝老師
CE3000* 課堂設計（課堂於9月27日開始） 向素文博士
CE3003m 西方教育理論 孫玉芝老師
CE3007m 家庭基督教教育 孫玉芝老師
SW1001* 崇拜與禮儀導論 伍中恩老師
SW2014m 信義宗崇拜：歷史和神學 張玉文博士
SW2015* 信義宗的教牧靈命觀 博思漢博士
SW3004/ST3015 靈修與圖像學 陳國權博士
SW4001*^ 靈修學研討會 博思漢博士
MC1000* 宣教學導論 柏士雅博士
MC1001 宗教與文化導論 羅永光博士
MC3010* 新興宗教運動及旁門 李嘉恩博士
LP1000*^ 英文（一） 李美嘉老師
LP1002*^ 英文（三） 李美嘉老師
LP1016m^ 學術研究及寫作指引 張玉文博士
LP1021^ 詩班 伍中恩老師
LP1025*^ 英文論文寫作 李美嘉老師
LP4004*^ 神學教育研討會 向素文博士及其他

2012年密集課程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講師
PT2005*/OT2012*/NT2011* 社關服侍學的聖經基礎（上課日期：9月17日至28日；10堂） 郭多謀博士
PT3009* 社關服侍與領導（上課日期：待定） 待定

秋學期 / 密集課程註冊日：2012年8月23至24日（星期四、五）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註冊主任 2691-1520，或電郵至 registrar@lts.edu
1.  凡科目編號註「*」皆以英語授課；註「m」則以普通話授課；註「^」只限本院課程生修讀。
2.  時間表可於本院網頁 www.lts.edu 下載。
3.  非課程生 / 旁聽生報讀需知，請瀏覽 http://www.lts.edu/programs/day/c_day_p06.htm

48. 文鳳艷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North Point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North Point 

49. 寶儀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50. 黃仲安 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 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閩南堂 
51. 胡運基 神召會頌恩堂 基督教宣道會青怡堂 
52. 薛秀云 山西省永濟市基督教會（中國） 山東省威海市基督教會（中國）
神學碩士
53. 卜海崙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救恩堂 進修 
54. Cho, Naw Rebacca Kare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Kare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55. 鄒賢程 基督教宣道會愉景灣堂 待定 
56. 蔡楊蘭妹 萬國宣道浸信聯會荃灣眾安浸信會 心路生命事工 
57. Dee, Naw Ray Mu Kare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Kare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58. Hawi Thawn St. John’s Church, the church of the 
Province of Myanmar (Anglican)（緬甸） St. John’s Church（緬甸）

59. Hla, Naw Pwint Phyu Shan State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Shan State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緬甸）

60. Jun, Min Ho Sung Eun Presbyterian Church（韓國） Hong Kong Cheil Church 
61. Mar Lar Myint Tahan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Tahan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62. Mnai Thang Myanmar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Myanmar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63. 蘇詩詠 生命頌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大角咀基全堂 
64. 譚家麟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黃埔堂 基督教宣道會荃灣堂 

65. Tonggo Sitompul Huria Kristen Batak Protestan (HKBP) 
Habinsaran（印尼） Huria Kristen Batak Protestan (HKBP)（印尼）

66. Zo Hming Thanga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Myanmar 
（緬甸）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Myanmar（緬甸）

教牧學博士
67. 梁松波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神學博士

68. Aye Aye Maw Myanmar Institute of Christian Theology 
（緬甸）

Myanmar Institute of Christian Theology 
（緬甸）

69. Saw Christopher Kare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Kare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2012延伸課程部畢業生
姓名 所屬教會

信徒神學證書
1. 陳菊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光堂
2. 陳碧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衣靈匠堂
3. 陳宇雪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富善堂
4. 張玉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永恩堂
5. 黎慕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衣靈匠堂
6. 林偉誠 九龍城浸信會
7. 劉映蘆 港澳信義會明道佈道所
信徒神學文憑
8. 周夏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生命堂
9. 周于琴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
10. 霍惠蘭 基督教聖約教會豐欣堂
11. 梁瑞卿 基督教宣道會福蔭堂
12. 梁婉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永恩堂
13. 陸惠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永恩堂
14. 吳彤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天耀堂
15. 杜志銘 基督教聖約教會豐欣堂
基督教研究副學士
16. 袁明哲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永生堂
基督教研究碩士
17. 鄭嘉欣 基督教宣道會荃灣堂
18. 程少芬 屯門浸信教會
19. 甘永全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
20. 林天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主恩堂
21. 梁建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永恩堂
22. 吳志深 聖公會聖馬提亞堂
23. 施 薇 聖公會北角聖彼得堂
24. 黃志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望堂
25. 姚麗珊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富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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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
二零一二年四月至五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收入 支出
信神之友奉獻 $112,777.60 薪金、強積金 $2,404,520.42 

教會奉獻 $115,401.58 水、清潔、電話費 $22,445.70 

學費收入 $46,040.00 電費 $93,330.90 

學生宿費收入 $0.00 膳費支出 $40,110.54 

學生膳費收入 $0.00 差餉支出 $114,273.00 

租借校園 $159,795.00 印刷支出 $38,966.30 

膳費收入 $6,637.60 校巴支出 $7,169.41 

利息收入 $88,065.70 校外課程支出 $10,921.40 

印刷收入 $7,739.50 設備支出 $14,748.00 

會員教會津貼 $0.00 郵費 $1,525.50 

差會津貼 $505,307.78 差會助學金支出 $137,640.14 

校外課程收入 $11,190.00 圖書館支出 $23,335.25 

其他收入 $151,507.40 維修費 $129,244.30 

學費優惠 $3,108.00

其他支出 $152,326.13

$1,204,462.16 $3,193,664.99

虧蝕 ($1,989,202.83)

$3,193,664.99 $3,193,664.99

延伸課程部2012-2013年度
第一學段及天恩堂短期科目一覽表

第一學段科目 講師 日期(晚上7:00-9:00) 堂數 上課地點

教會歷史人物與思想 蔡錦圖博士 10/9/2012-19/11/2012(逢星期一) 十 黃大仙錫安樓

舊約導讀 張振華牧師 11/9/2012-27/11/2012(逢星期二) 十 油麻地信義樓

教會觀的反思 李廣生博士 12/9/2012-14/11/2012(逢星期三) 十 黃大仙錫安樓

僕人領袖 
陳國權博士、
戴浩輝博士、
袁蕙文博士

12/9/2012-14/11/2012(逢星期三) 十 黃大仙錫安樓

近代新約課題解讀 何善斌博士 13/9/2012-15/11/2012(逢星期四) 十 黃大仙錫安樓

衝突：為成長 陳錦權博士 14/9/2012-23/11/2012(逢星期五) 十 黃大仙錫安樓

天恩堂科目 講師 日期(晚上7:30-10:00) 堂數 上課地點

七宗罪與都市靈性面貌 陳國權博士 30/10/2012-20/11/2012(逢星期二) 四 信義會天恩堂

歡迎旁聽報讀。查詢科目詳情，可留意有關宣傳單張 
或致電2691 1520與本院延伸課程幹事聯絡。

信義宗神學院 2012畢業生名單
第三十五屆校本部畢業生

姓名 所屬教會 畢業後工場
神學圖書館管理學文憑
1. 曾兆祥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 神召神學院 
神學研究高級文憑
2. 林雯英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3. 譚鎮浩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待定 
神學學士
4. 簡嘉欣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5. 關婉雯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待定 
6. 李永聰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衣靈匠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衣靈匠堂 
7. 吳啟輝 香港路德會牧民堂 香港路德會沙崙堂 
8. 黃潔芳 香港聖公會北角聖彼得堂 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西南聯區 
9. 王醒材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香港家庭更新協會 
10. 溫美好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待定 
11. 袁翠萍 香港浸信會聯會青山浸信會 香港浸信會聯會茶果嶺浸信會 
文學碩士（神學）
12. 柏峻霄 陝西省漢中市友愛路福音堂（中國） 進修 
13. 陳蔚賢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總會） 待定 
14. 何志光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待定 
15. 林學斌 基督教宣道會杏花村堂 待定 
16. 李期林 香港浸信會聯會荃灣浸信會 待定 
17. 黃國東 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 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 
18. 殷子俊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深水 迦南堂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神學圖書館管理學研究碩士
19. Ma Myo Sandar Myanma Institute of Christian Theology（緬甸） Myanma Institute of Christian Theology（緬甸）
20. Tha Lian Sung Bethany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Bethany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21. Thawng Sawm 
Langh Zomi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Zomi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22. Ziliwu, Fotani Banua Niha Keriso Protestan（印尼） Sundermann Theological Seminary（印尼）
靈修學研究碩士
23. 陳希陸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24. Wong, Mei Lan Rita 勿洛信義會（新加坡） Bedok Lutheran Church（新加坡）
25. 葉彬華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小火子青年社群 
基督教社關服侍學研究碩士

26. Bjølverud, Lene 
Birgitte The Church of Norway（挪威） 進修 

27. 陳慧宗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 待定 

28. Christian Granberg, 
Judy Joy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道堂 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29. 龐熙標 香港路德會聖馬太堂 待定 
30. 余麗雲 基督教宣道會宣恩堂 待定 
道學碩士
31. 陳淑芳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鴻恩堂 待定 
32. 陳沁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合一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 
33. 鄭允行 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 待定 
34. 蔡家琳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待定 
35. 侯健婉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恩堂 
36. 洪允其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 待定 
37. 簡貝爾 香港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 香港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 
38. 顧正山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恩堂 
39. 關烈雲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 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 堂長沙灣分堂 
40. 郭洪龍 基督教中華完備救恩會大埔堂 待定 
41. 黎燕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進修 
42. 林乃揚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旺角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旺角堂 
43. 林一君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 
44. Leoung, Sokly Kampot Presbyterian Church（柬埔寨） 待定 
45. 梁瑞玲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46. 林春暖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鴻恩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鴻恩堂 
47. 明詩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合一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光堂 

信義宗神學院 校本部科目一覽
2012年秋學期（2012年9月4日至2012年12月21日）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講師
OT1000 舊約導論 戴浩輝博士
OT2002* 申典歷史及編年紀歷史 卜涵博士
OT2006* 阿摩司書、何西阿書及彌迦書 卜涵博士
OT2007 耶利米書 戴浩輝博士
OT3004* 舊約原文研讀 羅永志博士
OT3005*/NT3007* 釋經學 Dr. Robin Mattison
NT1000 新約導論 何善斌博士
NT2000* 馬太福音 Dr. Robin Mattison
NT2005 保羅書信（一） 何善斌博士
NT2009 啟示錄 周兆真博士
NT3005m 兩約之間 崔天賜博士
NT3010* 新約原文研讀 崔天賜博士
CH1000 教會歷史導論（課堂於10月8日開始） 蔡錦圖博士
CH1002 歷史神學導論 羅永光博士
CH2002 改革運動教會史 李廣生博士
CH2003* 現代教會史 米特樂博士
CH2010/SW2001 歷代基督教靈修傳統 袁蕙文博士
ST1000 基督教神學導論 袁蕙文博士
ST2002* 基督論與救贖論 博思漢博士
ST2003 教會觀與聖禮神學 羅永光博士
ST2011/PT2020 教會與婦女牧養 胡露茜博士
ST3009*/MC3002* 教會與社會 柏士雅博士
PT1000 教牧培育導論 陳國權博士
PT1002* 講道學導論（課堂於9月28日開始） 向素文博士
PT1003 輔導理論及實踐導論 陳錦權博士
PT2006 講道學實踐 李廣生博士 / 胡玉藩牧師
PT2009* 危機輔導 利文倫博士
PT2010* 青少年輔導 利文倫博士
PT3019 自表訓練及社交效能訓練 陳錦權博士
CE2000m 教學方法論 孫玉芝老師
CE3000* 課堂設計（課堂於9月27日開始） 向素文博士
CE3003m 西方教育理論 孫玉芝老師
CE3007m 家庭基督教教育 孫玉芝老師
SW1001* 崇拜與禮儀導論 伍中恩老師
SW2014m 信義宗崇拜：歷史和神學 張玉文博士
SW2015* 信義宗的教牧靈命觀 博思漢博士
SW3004/ST3015 靈修與圖像學 陳國權博士
SW4001*^ 靈修學研討會 博思漢博士
MC1000* 宣教學導論 柏士雅博士
MC1001 宗教與文化導論 羅永光博士
MC3010* 新興宗教運動及旁門 李嘉恩博士
LP1000*^ 英文（一） 李美嘉老師
LP1002*^ 英文（三） 李美嘉老師
LP1016m^ 學術研究及寫作指引 張玉文博士
LP1021^ 詩班 伍中恩老師
LP1025*^ 英文論文寫作 李美嘉老師
LP4004*^ 神學教育研討會 向素文博士及其他

2012年密集課程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講師
PT2005*/OT2012*/NT2011* 社關服侍學的聖經基礎（上課日期：9月17日至28日；10堂） 郭多謀博士
PT3009* 社關服侍與領導（上課日期：待定） 待定

秋學期 / 密集課程註冊日：2012年8月23至24日（星期四、五）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註冊主任 2691-1520，或電郵至 registrar@lts.edu
1.  凡科目編號註「*」皆以英語授課；註「m」則以普通話授課；註「^」只限本院課程生修讀。
2.  時間表可於本院網頁 www.lts.edu 下載。
3.  非課程生 / 旁聽生報讀需知，請瀏覽 http://www.lts.edu/programs/day/c_day_p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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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3百週年院慶活動
8月21~23日 高等研究課程新生指導會 1月14日  啟始禮

8月23~24日 註冊日 1月25日 感恩晚宴 (金鐘名都酒樓)

8月27~31日 教授及師生退修營 3月15、17日 路德神學講座

9月3日 開學禮；新生指導會（高等研究課程新
生除外） 4月20日 聖樂感恩崇拜

9月4日 正式上課；7日　延伸課部開學禮 10月4、6日 聖經神學講座

10月12~14日 公開神學講座 11月24日 院慶感恩崇拜

教授
8月5~11日，五年一度的第十二屆路德研究國際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Luther Research)在芬蘭赫爾辛基大
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舉行，本屆主題是「作為大學教授及改革者的路德(Luther as Teacher and Reformer of the 
University)」；羅永光博士應邀發表演講，主題為〈馬丁路德──在神學與文化研究之間(Luther between The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校友
區振聲（第21屆道學碩士）、黃永智（第30屆神學學士）、曾浩賢（第31屆道學碩士）及羅群英（第31屆神學學士）
於6月10日同獲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按立為牧師，謹此致賀。

黃金蓮（第17屆基督教教育碩士)，於5月27日獲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按立為牧師，謹此致賀。

代禱
校友鄺恩然太太陳映紅的最新消息，請參考http://www.hknlc.org/news_detail.php?pkey=43

校友洪盛霞牧師的老爺6月20日離世，求主安慰及引導其家人早日得救恩。

基督教研究副學士學生黃愛霞的父親黃操安息禮拜已於7月4日舉行，求神安慰她及家人。

延伸課程學員陳宇雪姊妹的母親陳梅笑安息禮拜已於7月12日舉行，求神醫治她及安慰她的家人。

回顧

5月6日
寮國福音教會執行會長Khamphone Kounthapnaya
博士與同工訪問本院，周院長及方絲琳牧師負責 
接待。

5月14 日
中國基督教協會（上海）包佳源牧師（前排右三）探訪
本院，周院長與內地學生會同交流。

6月3日
本院第35屆畢業禮於崇真會深水 堂舉行，由曹偉彤博
士證道；周兆真院長頒發共69個畢業學位，其中神學碩
士62位，文憑生4位，博士3位。

6月20日
每年6月為內地神學院老師舉辦的暑期神學密集課程，
今年原有16位參加，因簽證只到了9位；周院長頒授結
業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