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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一個學年（2012年秋-2013年春），筆

者有機會到荷蘭烏特勒支的提爾堡大學天主教神學
院（Catholic School of Theology, Tilburg University 
in Utrecht）享用安息年。我大多數時間在大學做研
究，但一到週末，便趁著在不同華人教會聚會或講
道的機會，走訪當地華人，聆聽他們的故事。我們
可以將歐洲華人按照移民的年代、來源地，並離開
的原因分類。荷蘭以至歐洲的華人來源相當複雜，
單從香港來的已可分成幾個階段，其他還有印尼和
同是前荷蘭殖民地的蘇利南，當然還有大批從中國
大陸來的，不少是來自浙江的溫州、青田一帶。我
主要的工作是撰寫一本以賽亞書1-39章的注釋，還
要在大學負責一些研討會，其實也相當忙碌，讀者
一定會問為何將兩項看似毫不相干的工作放在一
起？這篇文章便是要解答這個問題。

以賽亞書及當時的讀者

現今舊約學者普遍認為，以賽亞書以至整部舊
約都是成書在猶太人亡國、被擄及四散飄零的階
段，對象是一群散居各地的猶太人。這點可從書中
許多對流亡者回鄉的呼籲得到佐證（賽十一10~16
，五十六8，六十4~16，六十六18~20）。這書後
半部內容的指涉和作者問題，一直是保守派和批判
派舊約學者交鋒的戰場。前者沿襲傳統猶太－基督
教的觀點，認定整卷以賽亞書都是出自亞摩斯的兒
子、先知以賽亞一人所寫，當中很多經文（七14，
九6~7，二十八16，六十一1~2），特別是後半部
幾首「僕人之歌」（四十二1~4，四十九1~6，五
十4~9，五十二13~五十三12），由於多次被新約

以
賽
亞
書

與
現
代
華
人蔡定邦

舊約神學



2 信義宗神學院

作者引用作為對耶穌基督出生、工作和受難的
預言，故以賽亞書在基督教歷史中又被稱為
「第五福音書」；後者是過去百多年來持歷史
評鑑學的主流聖經學者的看法，他們發覺希伯
來先知的神諭大多是針對此時此地的言論，新
約的解讀是在嶄新處境重新閱讀的結果，故此
並非原來作者或編者的目的。進而按這個了解
將以賽亞書分成為三個部份：「第一以賽亞」
（1~39章），「第二以賽亞」（40~55章）和
「第三以賽亞」（56~66章），並在這些經文
背後各自有公元前第八世紀猶大、第六世紀巴
比倫，及稍後波斯治下猶大省的處境。 

然而，這些持歷史評鑑學者研究所得的是
一卷支離破碎、湊合而成的殘篇雜薈，各部份
之間本來沒有甚麼關係，這樣的一卷書可如何
閱讀？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陸續有學者提出
聖經雖是被編輯而成的書卷，卻並非隨意拼湊
的結果，而是苦心經營的作品。它們雖有不同
的來源，但編輯的結果卻是要表達一個完整的
信息。就以賽亞書而言，整卷書雖有上述不同
的處境，但它卻是編輯於公元前五至六世紀、
在波斯強權統治下的近東世界，對象是散居各
處的猶太人；主要信息是要他們毋忘祖先失敗
的歷史，並藉先知向子民的諄諄教誨回歸上
主，而錫安－耶路撒冷成為上主與他們同在的
象徵。故此，透過每年回到耶路撒冷朝聖的行
動，一方面讓他們得休息，另方面朝聖完畢回
到散居所在地仍可繼續奮鬥，榮耀上主的聖
名。以上是聖經文學協會轄下的「以賽亞書成
書研討會」（Formation of the Book of Isaiah 
Seminar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各
成員的共識，儘管他們在許多解釋細節仍存在
分歧。 克利門茨（Ronald E. Clements）將全書
的一致性歸於一群猶大亡國後的文士，他們編
輯以賽亞書正是用來解釋上帝所揀選的聖城耶
路撒冷為何被外邦人攻陷，並最後藉著信靠上
主和回到祂的聖山，再蒙揀選，重獲新生。 

以賽亞書及現今的華人讀者

這個結果和華僑研究有甚麼關係？走筆至
此，熟悉華僑歷史的讀者諸君應該明白其中的

意義。以我在荷蘭的所見所聞，海外華人和散

居猶太人過往皆因著生計、國難、政權更迭，

及與家人團聚等原因被迫去國，甚至要長年流

亡海外。但雨過天晴後，他們每年總是要回老

家一次，以疏解萬般的鄉愁，然後又回到原居

地繼續拚搏。問題是：桃花依舊，人目全非，

故鄉也非昔日的模樣了；再加上配偶或非自己

種族，子女已適應當地的文化和生活，何處是

吾家？這些散居的華人和猶太人一樣，遂成了

夾縫中的異鄉人，宛如時空錯置的產物，在不

同地方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方向，不少人最

後鬱鬱以終，客死他鄉。

以上過分灰色的圖畫，對於這些強權下的

弱者卻有欠公允，僑居異地的華人實在有不少

成功例子。因著克勤克儉的性格，不少華人在

當地往往當上殷實商人，甚至因而致富。過程

中的艱辛自不待言，一般都是由低層做起，不

論是當餐館廚房的伙記、雜貨店的職工，最後

成為老闆。在餐館工作者佔大多數，故此他們

有句俗語：（不是）爐頭，（便是）枕頭。整

天在廚房工作，回家倒頭便睡。他們當中不少

因著生活苦悶，言語不通，繼而沉迷賭博，有

人甚至一個晚上就把辛苦賺取的一個月薪水輸

光！但大多數都是默默耕耘，勤勞工作，養兒

育女，現今兒孫滿堂，安享晚年。

筆者講不出甚麼大道理，只是一面聆聽這

些前輩篳路藍縷的經歷及如何萬水千山來到歐

洲這個小國，對他們的毅力和勇氣深表佩服。

另方面，這些故事卻似曾相識；畢竟，我們

的先父輩大都是昔日逃避戰亂和強權而南來

香港，當中包括我們神學院。香港人的成功故

事，只不過是普世華人奮鬥的一個縮影。

以賽亞書、華人、香港人如此連成一塊，

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上帝昔日讓猶太人散

居列國，為要讓福音廣傳，成就祂的旨意（賽

六十六18~21）；今天，華人遍佈世界每一個

角落，當中有不少人聽到福音，歸信基督，上

帝也同樣藉著華人去榮耀祂的聖名。

願上帝藉著祂的聖言向普世華人繼續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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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環境優美，位處群山之巔，
登臨於此，令人讚嘆上帝創造之美麗，校園各
處遍佈靈性啟迪，隨處均可作默想和祈禱，並
可在藏書量豐富的神學圖書館內閱讀思考和上
網通訊。歡迎基督教堂會或機構租借舉辦退修
營會。另本院是合法舉行婚禮之場所，歡迎主
內弟兄姊妹查詢，詳情請致電26911520李小姐
洽或電郵至booking@lt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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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說：「以色列家啊，我待你們，豈

不能照這 匠弄泥嗎？泥在 匠的手中怎樣，你

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耶十八6）

鉛筆製造者對鉛筆說：「有五件事，在我
送你到世界之前，你一定要記住；只要你牢牢
記住這些提醒，你會成為全世界最棒的鉛筆。

第一點：你將會完成許多很棒的工作，⋯
只要你願意將自己交在一個人的手中。

第二點：隨著時間的過去，你會經歷一次
又一次的刀削與刻痕。你如果想成為一支更棒
的鉛筆，這是絕對必經的過程！

第三點：製造者給了你修改任何你所犯錯
誤的能力。

第四點：你所擁有最重要的部份，是在你
的裡面而不是外面。

第五點：不論你的處境如何，你一定要持
續不斷的寫字。即使在最艱困的環境，你仍要
盡力留下清楚而明瞭的字跡。」

鉛筆明白製作人的提醒。他被放進了鉛筆
盒裡，滿懷期待地進入這世界。

現在把鉛筆換成你自己！只要你記得這些

提醒，你會成為全世界最棒的人！

第一點：你有能力完成許多很棒的事，只

要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引導與扶持，並且願意讓

更多人從你所擁有的才能獲得幫助。

第二點：歲月會在你的身上留下尖銳的考

驗，困難會磨練你的韌度；這是創造者使你成

為卓越者的必經路程。

第三點：你一定會犯錯！但上帝賜你有能

力去改過與修正錯誤。

第四點：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你的

內心裡面。

第五點：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不論你的處

境如何，總要盡力留下你那美好、榮神益人的

足跡。

每個人都像一支鉛筆⋯⋯我們受造，是有
一個獨特而美好的目的。

每天記住這些要點，你的生命就能成為祝
福別人的泉源！

你是一支獨一無二的鉛筆，寧可在上主的
手中被捏得很痛，也不要不在上主的手中而被
摔得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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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F的中文名稱是「海外基督使團」，是1865年戴德生先生所創立的「中
國內地會」。OMF是一個國際性跨宗派的差會，總部設於星加坡。這次，我
們有幸在宣教士Vincci帶領下參觀OMF在泰國的總部，帶給我深刻的印象，也
讓我看見差會對於宣教士的重要性！

從辦公室內這塊壁報板，我們看見泰國OMF的事工包括植堂、支援、領
袖培訓、學生工作及其他。全時間事奉同工超過100人，在地圖上的那些相
片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看見他們的面孔，讓我們確信上帝的工作實
在奇妙，祂感動了不同地方的宣教士來到泰國這個佛教國家傳福音。當我們
來到另一個房間，牆上掛著五塊金色的紀念板，都是在泰國殉職的宣教士。
在香港，我們很難想像宣教士是怎麼樣殉道的，但在許多國家特別是那些創
啟地區，宣教士的工作不但困難，而且有生命危險！

NightLight是泰國一個志願機構，她有兩個在財政上分開但行政上緊密合作單位，
一是NightLight Foundation，主要集中在婦女性工作者及其家人的輔助事工；二是NightLight Design 
Co. Ltd，是間註冊的珠寶公司，為願意離開性工作行業的婦女提供就業機會及培訓。我們探訪的當
天，這位來自加拿大宣教士為我們詳細解說機構的工作和福音事工，讓我大開眼界！這是因為她那
平淡而快速的語調，好似述說這些工作十分普通，沒有甚麼特別。可是，他們所做的對我來說卻是
十分新鮮、十分困難，每天都要面對那些讓人難以承受的故事。經過這次的探訪，我好像聽到天父
在對我說：「不要怕！你看，他們能夠做到，你也可以！」

整個跨文化之旅讓我
們一行十人大大經歷了
天父的恩典，祂帶領我
們無論是在泰國或柬埔
寨都可以探訪教會、機
構，參加不同教會的崇
拜或在學校裡教學。以
上這兩個機構的事工，
是我在整個旅程中最難
忘的片段之一，無論是
OMF的宣教工作，還是
NightLight的性工作者輔
助事工，都給了我很大
的啟發，讓我對自己的
事奉之路更有盼望和更
有信心。感謝天父的厚
恩！

楊培玲
道學碩士三年級

OMF及NightLight
  在泰宣教事工鉛筆的啟示

孫玉芝撰



探訪學生住家 在學生中心進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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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學院暑假為期三個星期的跨文

化短宣體驗，我們由開始到完成曼

谷、柬埔寨行程，最後來到泰北的

清萊──此行最後一站；在清萊，

我遇到了我的生命老師！

在 清 萊 ， 我 們 居 住 在 學 生 中 心 Ethn i c 

Children's Home(ECH)，學生中心主要是幫助7-18

歲來自喀倫(Karen)、阿卡(Akha)、拉胡(Lahu)、

俚蘇(Lisu)、傜(Lao)等少數民族的孩童，提供他

們一個安全住宿及讀書的機會。我們進入山區

探訪居民，了解當地居民的需要，接觸當地的

教會領袖及村民，看見他們所住的簡陋草屋，

兒童缺乏教育機會，村裡連基本醫療設備都沒

有，我們就明白學生中心對他們的重要性。

回想當我們到達目的地那天，一放下行

李，有幾位同學就立刻與當地校長、老師見

面，商談有關教學的內容，隨即發覺我們所預

備的各科教案與此地學校所需要的不符合，我

們需要重新策劃始能進行教學服侍。用過晚飯

後，即刻「開工」，為要重新預備的四天教學

內容而努力。

除了教案與出發前籌劃不符之外，不曾預

料的事還有不少，例如：課堂的次數可以突

然增加或者減少，每間課室也都掛著一幅佛

像，⋯⋯在教學過程中，我們體會到不能依靠

自己的經驗，而是依靠上帝。感謝上帝帶領，

讓我們的教學中滿有平安，還能以上帝的愛去

愛每一位學生，與他們快速打成一片並建立美

好關係，他們亦很享受課堂的氣氛。

有一天，靜靜坐在某一組學生的課堂中，

當時有一刻我
以 為 自 己 就
是當地學生之
一。原來當我
們 願 意 放 下 自

我、拋開自己過
往經驗的時候，會

發現人與人之間沒有高
低之分，亦沒有種族之別，因為我們每一個都
是上帝所愛的生命，上帝的愛將我們連結在一
起。感謝主不但讓我學習放下的時候，也給我
看到一幅美麗的圖畫，而且也讓我去經歷祂的
恩典。

教學活動過後，我都會感到疲累，但每天
「收工」回到暫居的學生中心，我可以享受上
帝留給我們的天地；在那裡，我學懂時常感
恩。那是怎樣的天地？是一個冷氣、美食、豪
華都欠缺的地方，住屋有一半是露天，有許多
的螞蟻、小昆蟲，尤其是那些考驗大家耐力的
蚊子！

當然，我們這次跨越文化的體驗並不止於
此，我們亦體驗了當地孩童的生活。還記得在
泰北清萊的第一天，我早上四點鐘就起床，望
著上帝創造的世界，心裡充滿讚歎，這時發現
學生中心那些小朋友正將門口凌亂的鞋排列整
齊；原來他們也是四點鐘起床，先是打掃，然
後為我們預備早餐。真要對這些小朋友說聲︰
謝謝！自此，我每一天都是早上四點鐘起來，

與他們一
起打掃、
預 備 早
餐 。 每 天
完 成 教 學
的 工 作 回
到 學 生 中
心 ， 也 與
他們一起預
備晚餐。在這段日子，我與當地小朋友一同打
掃、煮飯、食住、遊戲、唱詩歌敬拜主、主日
去教會，真實體驗了當地孩童的生活。他們的
生活並不富裕，所穿衣服也是他人捐贈的，當
中有些小朋友是孤兒，從小就沒有父母的照顧
愛護，不過他們每天都笑容滿面，就如一家人
般親切！

記得有一次晚間與他們一起聚會的時候，
我感受到上帝真是臨在我們當中。當我聽見每
一位小朋友所唱的詩歌，看見小朋友的心是如
此單純，還有一種好想去到上帝懷中的渴求，
我的眼淚不停流下來，那一刻，我不斷問自己
為何沒有這顆單純的心？這份渴求主的心為何
已經淡了？是否因為忙碌的緣故？因為物資豐
盛？我發覺自己可能已經沉溺在物質世界裡，
忘卻了上帝的恩典。他們讓我發現，我需要回
轉歸向上帝，我需要學像他們一樣擁有一顆單
純的心！這群遠在泰北清萊的孩子，成為我的
生命老師！

我在
  泰北清萊的老師

黃麗芳
神學學士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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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兒服務

6月10日早上，我們前往按步行來說相距

約有十分鐘路程的二間托兒所。Home of Praise 

和 Immanuel Lutheran Church 都是日間托兒

所，同隸屬基督教泰國信義會，都位於曼谷市

中部空堤縣（Klong Toey）某處貧民窟區，服

務對象只限因父母工作關係而無法照顧兒女的

貧窮家庭。Home of Praise 服務對象為一至三

歲的幼兒，現今收容約有30名幼兒，並象徵性

地收取每天10銖作為開支費用，除了聘請職員

處理日常運作，也有數名當地及外國的義工協

助。Immanuel Lutheran Church 服務對象則是

三至五歲的幼兒，除托兒服務外也有一定的幼

兒教育，約有60名幼兒。

貧民窟

要了解Home of Praise和Immanuel Lutheran 

Church事工，就得先了解空堤縣。根據帶領我

們參觀的宣教士所提供資料，空堤縣的貧民窟

現時住了約20萬人，他們大多來自泰國北部的
農村家庭，由於泰北較為貧瘠，於是只能遷居
曼谷謀生。不過，曼谷房租對他們而言是昂貴
的，因此只能在一些貧民窟區內定居，而這些
貧民窟是屬於非法佔用的，居民每天只能生活
在隨時會被驅逐的恐懼中，甚至連最基本的生
活設備，例如乾淨的飲用水和電力都是供不應
求的。

要了解 Home of Praise 和 Immanuel Lutheran 
Church 事工，就必須先踏進貧民窟。貧民窟，
就如同數十年前香港的木屋區一樣，生活條件
甚至比當年的木屋區更惡劣，由鐵皮和木材搭
成的簡陋鐵皮屋、縱橫交錯的電纜、黑暗而狹
窄並帶有臭味的小巷、堆滿垃圾而停止流動兼
臭氣沖天的河道、生 的支架鋪上薄薄木板而
令人一步一驚心的小橋、衣衫襤褸而沒有穿鞋
子的小童，帶領我們進入的宣教士再三叮嚀要
小心財物，避免小偷；這裡就是貧民窟。

要了解 Home of Praise 和 Immanuel Lutheran 

Church日間托兒事工，就要先了解貧民窟的
居民。如前所言，他們大多數是來自泰北農村
家庭，大多數是沒有學識的農民，來到曼谷就
只能做一些體力勞動，又或者是薪金微薄的工
作，即使父親或母親出外打工，也頂多只能
餬口而已，有時甚至可能無法維持家庭生活
開支。Home of Praise 和 Immanuel Lutheran 
Church正好解決了這些家庭的生活需要，只需
在日間把兒女寄養在托兒所內，父母皆能出外
工作，一個家庭的收入就會是雙倍的，自然也
能解決家庭收入的燃眉之急。因此，當托兒所
能照顧一位幼兒時，也就意味著服侍的對象不
單是幼兒，更是服侍著整個家庭，讓家庭能發
揮自力更生的作用。

麵包與福音

因此，在宣教路上總會令人想起麵包與福
音之間的張力問題，在一個陌生的環境，宣教
的焦點到底是麵包還是福音？是麵包先於福

音？抑或福音先於麵包？抑或二擇其一？兩者
看似吊詭（Paradox），但實際是共存的，沒有
麵包，談宣教又有何用？沒有福音，又算得上
是宣教嗎？麵包是解決人身體的需要，福音是
解決人生命的需要。因此，宣教是麵包與福音
並存，缺一不可。耶穌在世上傳道，不但要解
決人生命的需要，也同時解決人身體的需要，
因此耶穌要人得福音也同時吃得飽；使徒繼承
耶穌的使命，不但到處傳揚福音，也同時賙濟
窮人。既然如此，麵包與福音根本就無法割
裂；如果麵包與福音不能割裂的話，正確的宣
教觀必定包括麵包與福音。再更深下去，或許
就如老師所言：「麵包也是福音的一部分（行
動福音）。」

從托兒服務看麵包與福音

從以上看來，Home of Praise 以及 Immanuel 
Lutheran Church所提供的托兒服務意義很大。

在福音方面，我們身邊不乏的例子就是，

他們在小時候接觸了基督教，例如學校、教

會、機構、社區中心等等，福音的種子萌芽在

他們小小的生命裡，扎了根，當他們長大後再

次接觸福音時，就願意相信了。現今，這兩間

托兒所就在一群小孩子身上做了福音的工作，

讓聖靈把福音種子植根於小孩子的生命裡，讓

他們從小就接觸基督教的信仰；就算他們忘記

了，他們的父母也能告訴他們小時候是在基督

教托兒所長大的。

在麵包方面，當托兒所服務惠及貧民窟的

居民時，也就讓我在麵包的宣教觀有所反思，

到底是給他們麵包？抑或是教他們製麵包的技

術？或者用另一個例子，到底是給他們魚？抑

或是教他們捕魚的技術？托兒服務似乎是間接

地給他們麵包（價廉的托兒服務），也同時讓

他們學習製麵包的技術（幼兒教育能幫助孩子

將來脫貧，以及父母能外出工作學習技能），

換言之，托兒服務是一石二鳥的方法，既不會

直接提供麵包免得閒養懶人，又能令一個家庭

自力更生。這種協助方式，既符合經濟效益，

把資源倍增，也能「牽一法動全家」，令整個

家庭受惠。

麵包與福音 金永光
神學學士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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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香港神學生聯禱會一事
黃文傑

神學學士三年級
本屆聯代主席

學生會服事這一年半中分別經歷了兩屆不
同的成員組合，當中認識和了解到各職員的做
事風格，也享受每次開會時大家擦出的火花，
言來言往，有建設性之餘也甚具娛樂性。

去年出任學生會職員者不多，每位成員都
需兼任最少兩個崗
位，我擔任靈修和
社關與宣關兩職。
自 問 對 社 會 時 事 興
趣 不 大 ， 也 從 未 參
加 過 學 運 社 運 等 「
大場面」，這樣的我
面對「社關」真不知
從何入手，前人也沒
留下可循之法。2012
年的香港充斥「反國
教」聲音，有同學也
積極表態，學生會又該如何向社會發聲？因缺
乏經驗及研討耽擱，至終未能及時發聲，讓同
學失望；為此，學生會深感歉意。為讓自己改
進，2013年我再次選擇「社關」崗位。本年初
面對碼頭罷工事件，不敢怠慢，學生會積極迅
速地以行動表達關注，舉辦為工人守望祈禱
會、在同學支持下也發表聯署聲明等；許多同
學對社會和弱勢群的關注和實際付出，最是令

我感動。

在社關任內除學會積極關心社會外，更意
識到身為學院最具代表性組織的「學生會」，
如何去發揮其功能和履行使命至為重要。同學
們也許對社會議題有不同的取向，作為「學生

會」應在重要議題上顧及各同學意
見，也需在做緊急決策時能迅速和變
通；對於和我一樣對政治冷感而又成
為「社關」者，有需要去提供資訊及

提高同學關注社

會的意識。2013年，香港的社會矛盾更劇，作

為一個「神學生」和香港公民，我們應該對自

己在這社會的角色和責任，再作一次深入的反

思和實踐。

記得當初考慮入讀神學院時，教會牧者不

單是了解我讀神學的需要、提出寶貴的意見，

並將神學院的生活情況向我作了介紹。牧者當

時鼓勵我要一定在神學院住宿，在學習上可以

更專注，又可透過早禱、晚禱時段能更多與主

親近。進入學院後，才知道與我所想像有很大

距離。原先我以為晚禱是由神學院負責安排，

並且是在近深夜時段進行的；後來才知道每天

的晚禱要由學生會負責，時間不在晚上，而是

黃昏時間五時三十分進行。

過去這一學年，我在晚禱事奉擔當了不同

崗位。去年秋學期，院牧部安排我以校園服務

形式協助學生會預備晚禱場地；今年春學期，

自己被選為學生會職員且負責靈修部，主要是

1952年1月12日，信義宗神學院前院長蕭
克諧博士（時任本院學生會靈修幹事），邀請
全港神學院校神學生代表在道風山舉行聯合會
議。同年3月15日，在伯特利神學院舉行了全
香港第一次聯合性的「神學生聯禱會」。1979
年2月23日，第一屆全港神學院的「神學生日」
終於在尖沙咀潮人生命堂舉行。時至今日，「
香港神學生聯禱會」（下稱：聯代）已踏入第
62個年頭，成立宗旨在於促進各院校神學生之
間的「彼此代禱交通，協力推廣福音，同心事
主。」

今年五月初，信神前任學生會會長陳偉明
邀請我出任聯代代表，當時我完全摸不著頭
腦，只知道兩件事，就是「聯禱會」及「神學
生日」。當然，如要成為聯代代表必先成為學
生會職員。我對此重任充滿掙扎，因為本院今
年適逢聯代主席學院，意即本院學生會需要肩
負統籌聯代今年的一切事務。我反覆思考著一
個問題：「我能夠勝任嗎？學院裡那麼多有能
力的同學，為甚麼選上我？」在一次靈修禱告
中我得到領受，答案就是服侍！耶穌提醒門
徒：「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
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太二十28）經文提醒我和讓我思考到：問題

本身是出於懷疑自己的能力？還是⋯你願否服

侍同學們？當有此領悟時，我就明白在神學院

裡不是單單接受神學知識訓練，乃是全人的訓

練，包括神學生彼此代禱、彼此團契及彼此服

侍。最後，我接受了這項職任。

作為聯代主席學院代表，要負責每月的聯

禱會都感到壓力。我最感恩的是看見服侍團隊

同心協力處理各種會務，並不時收到他們的鼓

勵短訊；我漸漸發現，神學生生活中就是要加

上有同學的同工才得以完全。在此感謝我們團

隊：胡玉藩牧師（院牧及顧問）、潘君皓（聯

代副主席）、葉穎麟（本屆學生會會長）、謝

佩霞（副會長）、葉健昌（財政）、巫若燕（

文書）及眾學生會委員，他們常常給予支持、

鼓勵及寶貴意見。

今年正逢信神一百週年慶，我能以聯代主

席職任去服侍全港神學生，這是一種榮譽！不

是體現自己有多少能力，而是服侍團隊在服

侍過程中的美麗見證，並從中領受到彼此相愛

的美好團契。祈願聯代繼續發揮「彼此代禱交

通，協力推廣福音，同心事主」的精神。誠願

這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予我們在天上的父

神。阿們！

這一年，我在學生會
鍾美儀

學生會宣關部

這一年，我在學生會靈修部 藍新港
學生會靈修部

統籌每星期的晚禱安排。我們每週的晚禱內容
如下：

• 星期一是專題的形式，由不同年級、不同國
家的同學負責帶領。

• 星期二是以泰澤形式進行。

• 星期四的晚禱會則邀請教授主持聖餐崇拜。

在今年四、五月，靈修部希望晚禱形式能再
豐富些，可讓師生有個與主深入親近的安靜空
間；因而嘗試有三個週一推行「安靜時間」，在
禮堂播放純音樂，安排跪墊、蠟燭以幫助師生進

入安靜和默禱。最後經收集同學和老師們的意見
後，大部份參加者表示很享受安靜與主親密交往
的空間。所以，靈修部決定從本學期開始，將每
月的第一個週一晚禱聚會安排為「安靜時間」。

我們常為著學業、工作之忙碌而令自己情
緒緊張、失去耐性，這時我們需要一個加油
站，好讓自己重新得著主所賜的力量。現在，
學生會靈修部邀請及鼓勵各位老師、職員和同
學多多參加晚禱聚會；在繁忙的一天後，透過
每一次的晚禱與主連心，放下重擔，得著從祂
而來的平安和力量。

同學支持工人爭取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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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期實習，教會一名友好同工的丈夫
突然離世，觸發及加強我今年報讀臨床牧關
（CPE）的預備和決心！

為期十週共400小時的CPE暑期密集課程已
於8月9日劃上句號。安靜下來，沉澱再啟動！
綜合這十個星期的探訪實習，實在是一次豐碩
之旅。起初報讀時一心想著的是學習臨床牧
關，但CPE課程令我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學習
和體驗。

謝佩霞
道學碩士三年級

珍貴而奇妙的
探索旅程

鄧偉健
神學學士三年級

「臨床牧關教育」
實習分享

這十週的臨床牧關探訪，院牧部給予很大
支持，使能參與不少福音關懷工作，其中共有
十三人決志、一人回轉，並為他們轉介教會。
哈利路亞！原來當人在病患、無助之時更會發
現心靈的空蕩，更需尋找心靈的慰藉和信靠，
這個時刻給她們扶上一把的對話就更顯深情和
真貴。能以上帝的愛表達關懷，讓病患中的心
靈能感受多一點的關愛、支持和溫暖，實在是
上帝的恩典。我感到每名病者都是我生命的老
師，每個相遇都是獨特和精心的。每天的探訪
都是充滿著許多未知、期盼、挑戰和驚喜！這
是臨床牧關的威力，更是我感到CPE「正」的
地方！

課程透過「生命小小說」及「盟約小組」
，同學們互動及坦誠的分享更打開了我的心；
原來過往家庭背景及教會成長的經歷，使我在

面對衝突之時總會產生一種逃避心態，從來沒
有如此真實地認識自我和感受自己！此外，每
一份逐次報告都不比想像中容易，尤其是一些
深層的矛盾和感受，並不是三言兩語又或言語
技巧所能表達：「我為何會這樣說，為甚麼會
有這樣的反應？」習慣快速及功能性的時代，
我已忘記如何去感受自己內心一些隱藏的「說
話」。

原來要⋯停下來，想一想，學習了解自己
此時此刻的感受，並不比任何神學功課容易，
我既不能透過頭腦上的認知，也不可以理性的
思維可以解讀。祈求聖靈給我更多的啟迪，
透過互動中學習、安靜中尋找，發現已被遺
忘的真我！

感謝天父為我預備了五位小組同學。當我
回憶這十個星期一起走過的日子，我們一起

笑，一起哭，彼此勉勵，真誠分享。以下是其
中一位組員冰森同學在其期末報告中對我的描
述，茲轉載如下：「與姊妹分享多了，知多了
一點她的內心感受，就如她的自述：我是感性
的！果真是真誠又坦白。感覺到她感性之中又
充滿著理性，就是聲線溫婉，但意志堅定。欣
賞她的坦誠，做事滿有衝勁，事奉有力。鼓勵
她給予意見時詞鋒與聲線同樣溫婉就好極了！
祝願她在主裡繼續成長，也善用她的傳福音及
教導恩賜！」

CPE是一次珍貴而奇妙的探索旅程，也是
關懷牧養上一個很好的裝備！

展望未來，我會持守個人的學習目標繼續
進發。我想第一個單元只是生命學習的開端，
就好像一個寶庫的大門被打開了，裡面有許多
珍貴的寶藏，尚待尋找和發現！

『「夏季暑期密集臨床牧關教育課程」即
「CPE」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從師兄
們口中得知，「它」的功課量絕對是一個值四
個學分的學科；同時，他們又會對「它」高度
評價，鼓勵師弟妹是去報讀的一個課程，因為
他們認為「它」會讓你更了解自己的優點並要
去面對自己的有限。就在剛過去的暑假中，我
有幸去會了一會「它」。

這十星期的密集課程，我被安排到基督教
聯合醫院實習，身分為實習院牧。基本上，逢
二、四的上午我會到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上
堂，其餘時間則要回到醫院探望病人，希望透
過對話可以疏導病人情緒，以及關顧他們的靈
性狀況。在這十個星期裡，我雖不至於經歷到
人一生的生老病死，但我卻見過某病人因進入
彌留狀態，醫生立刻打電話叫家屬趕來醫院見
病人最後一面；又
遇過一個原本準備
出院的病人，只因
為臨走時打了一個
「噴嚏」，而令原
本「補」好的肺再
度爆開，結果要繼
續留院觀察；更加
聽過有個病人早上
還高高興興跟家人
說想要吃粥，下午
忽然就離開了這個
世界。透過這些種
種的經歷，讓我更
加明白人無論是多
麼希望可以掌握各
種各樣的事情──

特別是有關於生死的事情，但實情是，以我們
的能力是完全無能為力的。我在想，人若沒有
了上帝，究竟會變成怎樣？或許就好像一些年
老而又長期患病的人，他們經常對我說：「我
沒有什麼希望啦，醫又醫不好；想快點死，又
沒有勇氣推開窗口跳下去，現在只能等死啦。
」的確，從未認識從上帝而來的那份愛與盼望
的人，他們的人生是十分灰暗的。慶幸，我有
機會認識祂，也盼望我能引導更多的人去認識
祂。

最後，這個「它」對我來說，是一個讓我
眼界大開的旅程。因為透過這十個星期、約四
百個小時的學習，上帝讓我看到福音的大能，
也讓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的「CPE」之旅雖
然順利完成，但深信我這一生也不會忘記其中
的經歷和體會。

謝佩霞

鄧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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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課程部2013-2014年度第二學段及荃葵青區短期科目一覽表

科目 講師 日期 晚上 
17:00-9:30 
27:30-9:30 
37:00-9:00

堂數 上課地點

日常生活實用心理學 陳錦權博士 2/12/2013-10/2/2014 (逢星期一)1 八 黃大仙錫安樓

從<使徒行傳>看神給人 
的啟示和帶領 張寶珠老師 19/11/2013-10/12/2013 (逢星期二)2 四 信義會天恩堂

從舊約看社會公義的實踐 戴浩輝博士 7/1/2014-28/1/2014 (逢星期二)2 四 油麻地信義樓

靈性生活 陳國權博士 4/12/2013-29/1/2014+日營(逢星期三)3 七堂+日營 黃大仙錫安樓

堂會及差傳事工 葉青華博士 5/12/2013-13/2/2014 (逢星期四)1 八 黃大仙錫安樓

新約導讀 崔天賜博士 6/12/2013-14/2/2014 (逢星期五)1 八 黃大仙錫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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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　主恩，本院延伸課程開學禮已於9月6日晚上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樓
五樓舉行，由港澳信義會監督李立仁牧師分享培靈信息，藉著　神的話語再次提醒
學生－「為何要學習神學？」，在上課前夕，帶來深刻反省！

信義宗神學院
二零一三年六月至七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收入 支出

信神之友奉獻 $116,516.00 薪金、強積金 $2,214,102.90

教會奉獻 $164,579.90 水、清潔、電話費 $19,654.80

學費收入 $8,530.00 電費 $32,987.00

學生宿費收入 $2,608.00 膳費支出 $12,239.89

學生膳費收入 ($7,495.00) 差餉支出 $114,383.00

租借校園 $154,902.00 印刷支出 $61,595.20

膳費收入 $4,642.00 校巴支出 $6,979.74

利息收入 $39,779.53 校外課程支出 $19,150.00

印刷收入 $7,088.99 設備支出 $34,137.80

會員教會津貼 $0.00 郵費 $20,930.24

差會津貼 $209,154.27 差會助學金支出 $195,484.00

校外課程收入 $7,600.00 圖書館支出 $73,846.90

其他收入 $59,170.00 維修費 $148,224.70

兌換外幣收入 $0.00 學費優惠 $126.00

其他支出 $110,305.36

$767,075.69 $3,064,147.53

虧蝕 ($2,297,071.84)

$3,064,147.53 $3,064,147.53



展望 
11月11日 秋季旅行； 11至15日　閱讀週 2013百週年院慶活動

11月15日 延伸部舉辦「真真假假」講座 10月4及6日 聖經神學講座

11月19日 延伸部第二段學季開課 11月24日 百年慶感恩崇拜

回顧

學院
8月16日，吳子健先生開始擔任本院司機，求神賜他健康與智慧的服侍！

8月23日，學院教職員同於太子警察會館聚餐，共證神恩。

9月1日，來自美國的Abraham Peterson老師開始任教英文科，求神賜他適應香港的生活及教學智慧。

9月2日，日校開學禮中邀請禮賢會香港區區牧李德銘牧師證道；9月6日，延伸部開學禮。

9月18日，挪威差會資訊科技部門主管Sigurd Egeland探訪本院。

9月16日，亞略巴古差會總幹事Raag Rolfsen與周院長議談合作事工。

9月29日至10月1日，周兆真院長前往星加坡聖三一神學院參加東南亞神學協會會議。

10月15日至11月5日逢週二晚，周院長在香港靈糧堂教授「希伯來書四講──信心之旅」。

10月18日，德國巴伐利西差會代表Thomas Paulsteiner牧師探訪本院。

11月25日，芬蘭差會副總幹事R. Steffensson探訪本院。

12月23日，本院圖書館將啟用新電腦系統；舊系統將於12月21至22日暫停服務，求主保守新系統及賜福更多使用者。

同學
譚桂雲同學（道學碩士二年級）在八月初遇交通意外腳踝骨折，本學期休學於家中休養，求主醫治安慰她。

校友
校友傅昌權（第33屆神學碩士) 與鍾孟玲小姐於7月11日註冊結婚，求主賜福眷顧這新家庭！

校友麥年豐（第34屆道學碩士）及太太方靜雯喜獲女兒麥皓雪，祈求全能父神看顧這孩子及一家！

校友麥衛華（第36屆神學碩士）7月21日獲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按立為會吏，感謝稱頌神！

校友蔡思樂（第36屆道學碩士）及太太Erin Mickens Choi喜獲女兒蔡天韻，感謝神的賜福！

9月30日於明節堂舉辦校友日活動，包括祈禱會、音樂會及校友侍奉分享會等。

代禱
本院行政主任劉文淦的母親蔡瑞燕姊妹於7月29日主懷安息，求天父的慈愛安慰難過的心。

校友趙文沾博士（第26屆神學博士）8月31日於南韓參加宣教會議期間中風入院治療，求主的平安與醫治臨到他。

教授部李廣生牧師9月3日身體不適入院治療後已出院，但仍需定期覆診，求主繼續眷顧他。

圖書館助理李珮儀9月中離職，本院多謝她多年服侍，求主繼續引領她的前路！

為準備12月23日圖書館新系統啟用，信義宗神學院、建道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播道神學院及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已
在7月2至11日舉辦聯合培訓，共20多位圖書館職員接受新系統使用訓練；求主賜福同工們運用新系統繼續榮神益人。

印尼駐
北京領使代 

表探訪本院， 
周院長等 
接待。

8月21日

學生會贈送
生日禮物給 
周院長。

9月6日

泰國信義會
教牧同工探訪
本院，周院長

及教務長
接待。

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