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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神百年院慶，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在11月24日的感恩崇拜

中達至高潮。從教會年歷來看，11月24日那天是基督君王日，
是教會年的最後一個主日，這也是說感恩崇拜帶領著我們進入將
臨期──教會新年──的開始。不久將是信神的百年聖誕了，僕
在這裏為信神和全體信神同寅感恩，並在此恭祝大家聖誕蒙恩。

聖誕節是記念主耶穌道成肉身、降生世上的日子。耶穌降世
是神的兒子屈尊降卑，降生人間，正是走到水深之處的行動。僕
在百年院慶啟始禮崇拜中，曾以路加福音第5章1-11節，並以開到
水深之處為題和大家分享，勸勉我們除了感恩之外，還要彼此鼓
勵，為神的國度把船開到水深之處。濟此聖誕佳節，又是一年之
末及信神進入另一個世紀的時候，僕願意在此以道成肉身──開
到水深之處為題，和各位老師、同學及眾信神同寅再來分享開到
水深之處這個題目。

一、開到水深之處叫我們道成肉身

主耶穌來到世間道成肉身──開到水深之處，以致死在十架
上，將神的愛及神的道向世人彰顯。今天願意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的就是學習主耶穌的樣式，道成肉身。我們學道、慕道、講道，
但有否道成肉身？在今天的世界裡，悲慘的和不公義的事仍在不
斷發生，指鹿為馬及顛倒黑白的詭詐活動仍在不斷進行；今日世
界需要的不單是有講道及聽道的人，更重要是有成肉身的道在他
們中間出現。來，來，來，讓我們這些讀神學、教神學及講道的
發奮起來，道成肉身，這正是世界的需要，也就是開到水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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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穆斯林和平相處	 白彬博士 Dr. Bambang Ruseno Utomo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能來到香港信義宗神學院教導伊斯蘭教宗教學，是我從未想過的事。

我的中文名字是白彬（Bambang Ruseno Utomo），我的妻子是絲麗（Sri Suharti）， 
我們有三個子女，其中兩個已結婚。我們來自印尼，我是東爪哇基督教會（GKJW）的退休牧師，透過我教會
參與的基督教宣教聯會（United Evangelical Mission），我來到香港信神。

伊斯蘭教是全球第二大宗教，排位在基督教之後。印尼絕大多數人口是伊斯蘭教徒。在香港，伊斯蘭教
徒佔有 25 萬人；由於來自印尼、孟加拉、巴基斯坦及印度的工作者或移民增多，香港的穆斯林教徒將會繼續
上升。有見於此，當信神招聘「基督教與穆斯林的關係」一類的科目老師時，我便毅然應徵。我自小就與穆斯
林為伍，並於此專業範疇取得博士學位，因而盼望能透過這樣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幫助在港學生和教會，好讓
我們能以基督的公義、慈愛、和平來與穆斯林相處。

迎接在信神的新生活	 白德遜 Abraham Peterson
英文

初次來到香港，一下飛機就感受到一股難挨的濕熱；一進入信義宗神學院，遇見了多位
教授和同學後，卻體會到一番温暖。

我是新來信神教授英文的白德遜（Abraham Peterson）。我成長於美國北部明尼蘇達
州，是信義會會友。我在芝加哥大學修讀修辭學及社會學，並積極參加校園福音事工，畢業後投身於國家公
園的人員招募工作。一年後，去匹茲堡神學院就讀道學碩士，並協助推動有關公義與和平、校園團契事工、
普世宣教事工、教會服事等。當時上帝已呼召我全職服事祂，因而我有五年時間在汲取多種專業以累積經
驗，為的是好好裝備自己。

我沒有想過要教書，一心正思考要去報讀博士學位時，得悉香港信神要招聘英文老師，面試之後第八天
就簽合約，事情的發生就如旋風一般；啊，上帝的意念簡直是超乎諸天！來到香港實在是一件樂事，我也期
待這兩年的生活。至今，我很享受在港的生活，樂意能多認知些並在此成長。

神學與生活息息相關	 狄祈德博士 Dr. Tjeerd de Boer
基督教教育和宣教神學

我 來 自 荷 蘭，名 叫 狄 祈 德（Tjeerd de Boer），我 妻 子 是 凱 絲 琳（Kathleen 
Ferrier），我們有兩個還在讀書的兒子以撒和以斯拉。2013 年 8 月 15 日，我與太太一
同來到香港「信神」，留下兒子們繼續在荷蘭求學。

自今年秋學期起連續兩年，我在信神教導基督教教育和宣教神學二領域的課程，
這其實是與本人的專業背景有關。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神學畢業後，我在幾間師範學院教導基督教教育。
1984 年，獲荷蘭基督教會按立為牧師；之後在拉丁美洲（智利和巴西）宣教，以及在神學院教導基督教教育
和宣教學課程。最近，我也參與主要在非洲的宣教發展異象的合作事工。

我的碩士論文曾指出神學教育裡需要發展宗教學神學，我仍確信有此必要，特別是在這多元宗教、多元
文化的香港。神學實在是與處境並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可見信神出版的期刊起名為《神學與生活》是
很重要的。很榮幸能在此向信神這個大家庭分享我個人的「神學與生活」、以及我在不同地方不同處境中所學
得的。本人熱切盼望當我在此教學時，能繼續促進信神與荷蘭基督教會及荷蘭基督教神學大學的友好關係。

新教職員簡介 譯：以諾

二、開到水深之處是回應神的召命

挪亞回應神的呼召，建造方舟，人或許笑他瘋
狂，但這是把船開到水深之處。希伯來書說亞伯拉罕

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遵命出去」就是把船開到水
深之處。摩西蒙神呼召，寧願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難，也不

願留在埃及皇宮、享受罪中之樂；這也是把船開到水深之
處。挪亞造方舟時，天還沒有下雨；亞伯拉罕被呼召時，

還不知往那裡去；摩西回應神的呼召，便挑上與法老為敵及
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擔子。挪亞、亞伯拉罕和摩西回應神
的召命──把船開到水深之處的表現便是對神有絕對的信靠。
濟此聖誕時候，讓我們也來聽聽馬利亞蒙召回答天使向她傳講
她將會藉聖靈生子的話──「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
就在我身上。」這豈不又是對神絕對信靠──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的例子嗎！

三、開到水深之處是蒙福路

馬利亞說：「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為有福。」挪亞全家得
救，亞伯拉罕稱為信心之父，摩西名留千古，這等等都在告訴

我們開到水深之處是何等有福。保羅對主耶穌道成肉身受苦
受死──開到水深之處有這樣的話說：「祂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原來，開
到水深之處正是升為至高的前奏。誰不想得到有福的人生？誰
不想捕獲豐盛的一網？誰不渴望一生豐盛？原來豐盛的前奏就
是把船開到水深之處。僕在此願意見到諸君豐盛一生，也為能
夠和大家同行──一同把船開到水深之處而感恩。

在這篇短文中，記載有許多角色。除主耶穌外，還有挪
亞、亞伯拉罕、摩西及馬利亞等，聖經中還有許多許多其他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的見證；開到水深之處的路或許難走，但
我們又豈是孤單上路者！信神要進入第二個一百年，讓我
們攜手同來，進深學習道成肉身──開到水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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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夢也沒有想到可以去以色列，整整十四
天的以色列之旅，彷彿一場夢似的。這個夢應
該是由米特樂博士在二月份一個早禱會中介紹
這個課程開始，當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心情既
興奮又緊張。興奮是因可能有機會去到基督教
信仰的根源之地，並且可接觸聖經曾記載的地
方，以及我們主耶穌基督曾經走過和傳道的地
方。緊張的是，因為機會難得且名額有限，擔
心自己沒被選上而無法成行。另方面也擔心自
己的能力不足，因為整個課程是以英文進行，
從米特樂博士、當地的接待（耶路撒冷瑞典神
學院）和幾位外籍同學都是說英文的；再者，
自己這兩年在神學院的學習是以中文為主，所
以對聖經人物、地點和一些教會歷史的英文譯
名也較為陌生，擔心自己不能應付。直至三
月八日這天，學院公佈了可以參加這個課程的
名單，發現自己在名單之內，興奮之情難以形
容，緊張心情也隨而消失。

六月四日，我們一行十九人包括院長周兆
真博士、領隊米特樂博士、羅永光博士和十六
位同學，懷着興奮和期待的心情前往以色列。
到達特拉維夫機場的那一刻，那份興奮的心情
簡直無法言喻。真無法相信自己已經踏上在這
個昔日主耶穌曾經在此降生、成長、工作、傳
道、受苦、以及受死和復活的地方。

整整十四天的行程，內容相當豐富，也較
為緊密；其中有十天是在耶路撒冷，其餘三天
則在加利利。大部分時間是出外參觀遊覽，去
了很多聖經記載與主耶穌基督有關的地方。在
耶路撒冷的舊城區，參觀了代表耶穌基督釘十
架的苦路、聖經記載的聖殿所在地聖殿山、猶
太人認為最神聖的地方哭牆、以及很多與耶穌
和門徒有關的地方和教堂。在耶路撒冷附近，
則參觀了耶利哥，以及主耶穌的降生地伯利
恆。至於在加利利，則參觀了加利利湖、迦百
農和拿撒勒等地方，進深了解耶穌成長、傳道

和呼召門徒的地方。其餘主要的時間就在接待
我們的耶路撒冷瑞典神學院上課，他們邀請了
幾位來自不同神學院和大學的教授，為我們講
解以色列的歷史、猶太人的信仰、早期教會的
歷史，以及一些考古學的資料等，讓我們對所
參觀的地方有更深的認識。

還有一些時間是信仰生活的體驗，我們
有幸去到當地的一間猶太會堂聚會，體驗猶太
人的崇拜生活，以及他們如何慶祝安息日。我
們也有機會去參觀一間有東正教背景而又承認
天主教的耶路撒冷教會，一來是體驗東正教的
崇拜禮儀，二來可以體驗一個以阿拉伯語為主
的崇拜。另外有些時間是文化交流，我們去參
觀一間在伯利恆的神學院，神學院院長除了為
我們介紹神學院的設備和歷史之外，也分享了
當地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怎樣理解耶穌基督的身
分。之後，我們也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大學生
分享交流，他們分享了他們的理想、抱負和對
將來的盼望，同時也分享了在西岸地區生活的
艱難情況。由於以色列政府一直以來都使用
很多的強硬政策對待他們，如不能自由進出耶
路撒冷以至他們的自由受到限制，繼而影響他
們的生計和收入；因為他們不能進出耶路撒冷
或是較北面的地區，所以無法去其他地方找工
作。如果是經營生意買賣的人，也不能去其他

 述：周兆真院長以色列文化及聖經研究之旅 ~ 序 記：以諾

始自1970年代，信義宗神學院已與耶路撒冷瑞典神學院（簡稱耶神）維持密切關係，當時本
院前教務長胡聯輝牧師曾前往該院修讀聖經研究；1984年，周兆真牧師亦曾前往進修六個月。
2013年6月，在倫德差會（LUND Missionary Society）及耶神的支持下，信神師生共19位到以色
列展開為期兩週「以色列文化及聖經研究」之旅。

兩千多年前基督教由以色列開始，她與猶太的宗教及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加上以色列政府
至今仍將聖地古蹟保存良好，有機會前往以色列實地研究，對深化聖經的認識和領悟有極大的幫
助。有見及此，信神會努力爭取資源，繼續舉辦聖地聖經研究課程，並準備在2014年開辦「古典
猶太教研究（Classical Judism）」神學碩士課程，且邀得藍臣博士（Göran Larsson）任教。藍臣
博士曾任耶神院長多年，曾在芝加哥大學神學系任教，是研究古典猶太教之世界知名學者。

夢寐以求的朝聖之旅––

以色列

地區採購貨物，導致他們區內的貨品較其他地
方略貴，影響他們貨品的市場競爭力。

六月十七日，行程結束，回到香港，這個
夢就此完結。當執筆寫這篇文章時，就不斷懷
念起在以色列的十四天行程，確實留下許多的
深刻回憶。印象最深刻的是認識了幾位在伯利
恆成長的基督徒大學生，藉著彼此的交流，瞭
解到他們在當地生活的艱難情況。反觀這二千
年的以色列歷史，確實有很多與他們境遇相同
的人在不同的時代曾經出現。從主後一世紀
時，可以看到猶太人和基督徒因為宗教信仰的
不同，被當時執政的羅馬政府壓迫。往後，當
基督教成為國教的時候，又可以看到非基督信
仰的宗教受到壓迫，原因是帝國當時只承認基
督教，而其他的宗教信仰就被列為不合法。至
於在伊斯蘭統治時期，又見到當時伊斯蘭政府
透過稅務政策壓迫當時的基督徒。今天，在以
色列見到猶太人利用不同的政策壓迫巴勒斯坦
人，原因是他們來自不同的民族，彼此之間有
不同的宗教信仰。反觀今日的香港，基督徒又
有沒有壓迫其他信仰不同的人士呢？今天有很
多人不同意甚至反對以色列政府對待巴勒斯坦
人的做法，但我們又是否一方面反對以色列政
府的做法，而另一方面也用了一些相似做法對
待意見不同、信仰不同、種族不同的人呢？

雷東超
神學學士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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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來，常與鄰近的阿
拉伯、埃及、約旦、伊拉克、敘利亞、以及黎
巴嫩發生武力攻擊，其中與巴勒斯坦的衝突最
為激烈；國際間雖然三番四次斡旋，可惜至今
就長期停火的談判仍未見曙光。

然而，以色列獨特之處不單因為她長久以
來的顛簸歷史，更因為她承傳了不同宗教、文
化及政治的傳統，這些特質吸引了全球旅客及
朝聖者到訪，耶路撒冷又成為信徒「親近神，
尋找心靈的滿足」的聖地。

6月4至16日這十四天的以色列行課程，
結合了授課、參觀、考古與討論。旅程由耶路
撒冷古城開始至終站該撒利亞，觀賞了重要的
城市、古蹟、遺址，如：聖墓教堂、西牆、橄
欖山、死海、馬薩達（2001年被定為世界文化
遺產）、伯利恆、耶利哥、聖殿山、猶太會堂、
以色列博物館、伯利恆的清真寺等等…不能
盡錄；也有很多新鮮的體驗，如在會堂與猶太
人一同敬拜、享用安息日晚餐。旅程中，筆者
嘗試以神、土地及人之間的關係為骨架，探討

「以色列人如何在動盪不安、顛沛流離的歷史中
持守對神的信心」，盼望從中找到這群信徒的靈
命關切點，為今天我們這些在面對沉重生活壓
力、靈命破碎下掙扎的信徒找到一些啟示。

一直以來，耶路撒冷的位置是無可替代 
的。 早 於1581年 Heinrich Buenting（Germany,  
1581）所繪製的地圖已表明她的重要性（耶路撒
冷歷史教授 Haken Bengtsson 提供資訊），因為

要過向神滿有信心的生活，他們必須時
刻作出選擇、取捨，當中往往需要勇氣和意
志。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68年在死海沿岸洞穴

（Qumran）生活的愛悉尼人及在公元66–74年
因反抗羅馬人而奪取馬薩達的猶太人，他們所
作的選擇正是箇中典範。

愛悉尼人為了尋求純淨的屬靈生命，他
們在死海沿岸一帶洞穴裡過著苦行生活。他
們非常重視靈性上的潔淨（敬拜前進行 ritual 
bath 潔淨身體）、積極研習及教導聖經和抄寫
複刻希伯來文聖經（死海古卷）、生活中表現
出對神的順服及對人的愛。凡物公用，自給
自足，互相幫助、分享。從死海古卷中的《社
群 法 規》Community Rule （1QS）及《感 恩 頌》
Thanksgiving Hymns （1QH）裡可看到愛悉尼人
選擇將生命獻給神，過著充滿信心、愛與感恩
的生活。

當愛悉尼人選擇純淨苦行生活之同時，其
他猶太人卻為自由及民族尊嚴而犧牲。當耶路
撒冷於公元70年被毁後，反抗羅馬的猶太戰
士（當中包括些自稱為 Sicarii 的愛悉尼人及撒
瑪利亞人）在 Eleazer Ben Yair 的帶領下奪得馬
薩達，成為起義的據點並期望伺機再戰。公元
72年羅馬人開始在西邊築起高牆，動用8營軍
及8,000隊兵；經過3個月的圍困，再戰無望；
在尼散月的第十五日晚上，他們的領袖 Eleazer 
Ben Yair 發表演說，並強調絕不屈從羅馬為
奴，寧可作為自由人而有尊嚴地死去。最終
大家選擇自殺，全體960人全部死於山上。當
羅馬軍隊攻城時所看到的是屍橫遍地、燒毀的
房屋和保存完好的糧倉。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
說，當時羅馬軍隊在驚訝之餘也讚嘆他們的捨
生取義。（Guy Stiebel,《馬薩達國家公園》––
旅遊指南，2010）

與神      的生活
周潔眉

文學碩士（神學）一年級

「主耶和華如此說：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
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她的四圍。」（結
五5）。自第四世紀，耶路撒冷開始成為我們
所稱的聖地，更貼切一點，它是一個充滿猶太
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聖景又活躍的城市。

自 公 元132年 巴 爾 科 赫 巴（Bar Kokhba）
的叛亂被羅馬帝國平息後，耶城內的猶太人及
基督徒數目不斷下降，他們開始散居加利利及
該撒利亞，這一帶也漸漸成為基督徒群居中
心。與此同時，開始出現從耶穌出生地伯利
恆起直到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朝聖活動。就如本
課程教授 Dr. Göran Larsson 在介紹「安息日」
時所說：「當你來到耶路撒冷，你就是回到家
了！」對許多朝聖者來說，這條歸家路是一段
艱辛卻重要、昂貴卻富價值的旅程，所得的就
是信仰的更新、強化，最終成為其屬靈生命的
特徵。

從以色列的古蹟、文物、教堂、會堂以
至生活的點點滴滴中，能清楚看到他們是過著
對神滿有信心的生活。猶太人自公元前6世紀
散居到世界各地以來，他們一直力圖返回「錫
安」，雖然歷經數次的回歸潮，但在1948年立
國之前，從沒有放棄向神祈求引領他們返回這
個神所應許之地的呼求。在這些歲月中，他們
經常誦讀摩西五經，在西牆前思念聖殿被毀，
在會堂中稱頌神，時刻照顧同胞及鄰舍的需
要，這些我們看似「習以為常」的行為，正是
他們的堅持，他們把自己的生活緊緊與神扣在 
一起。

生活於現今社會，我們很容易失去自己的
身分。「我是誰？」這看似容易的問題，實是一
道難題；不論是先賢或是當代基督徒都竭力地
尋找此答案。這些愛悉尼人及猶太人的「滿分」
答案，不單激發筆者思考如何與神建立親密的
關係，更諷刺地顯示出我們屬靈生命的空洞。
我們可能較前人有更多的聖經知識、卻少了屬
靈上的智慧，因消費而多了快樂、卻少了感恩
和平安。除非我們能夠找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身
分，並且時刻警醒持守；否則，我們很難踏上
這條「歸家路」，難以平靜安穩的心面對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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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教會對使徒行傳第十七章所記載有關保
羅在亞略巴古傳福音的方法各有不同的見解。例
如有人認為保羅是屈服於當地的文化，所以用看
似接納多神論的方式去傳福音。但是近代教會在
宣教學和宗教對話等方面均認為保羅做了一個示
範，讓教會知道如何在異教文化中傳道。

筆者有幸參加宋內思教授（Rev. Prof. K.O. 
Sandnes）就該段經文的一些新詮釋，並且導出
了新的見解。首先，宋教授提出保羅的宣教策略
由一路向北的路線突然轉向南面到雅典宣教之改
變，是因為保羅意識到雅典作為一個哲學、文化
和教育的據點，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思想
文化的十字路口。

同時，宋教授指出現代宣教亦要如保羅般找
出「思想文化的十字路口」，並在那裡傳講福音。
雖然這樣所遇到的困難、所花的力氣更多，但保
羅仍然選擇此做法。

另外，宋教授也提出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觀
點。他認為保羅在亞略巴古所宣講的道是有考慮
到雅典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保羅是故意讓雅典
人聯想到蘇格拉底，且用上異教的句式去傳講，
說明那個「未知之神」便是上帝。

宋教授提出的觀點讓筆者有以下反思：「思
想文化的十字路口」對福音的傳遞十分重要，但
反向而言，亦可以是一個缺口。在香港，教會是
主要的辦學團體，每逢聽到一些新葡（初受洗者）
見證的第一句說話便是：「在小時候是就讀基督教
所辦的學校」。可想而知，辦學是其中一種傳福
音的方法。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教會學校所決定
的每一步便成為眾人焦點所在。如年前的「國民

做為信義宗神學院百周年院慶的聖經神學
講 座 講 員，宋 內 思 教 授（Rev. Prof. Karl Olav 
Sandnes）當然是國際知名的聖經學者。二十年
前，宋教授曾於本院任教，筆者有幸受教於他，
因此想說說老師的美麗側影！

二十年前，宋老師已是一位温文爾雅的學
者；他謙謙君子的風度二十年來都沒有改變。授
課討論問題時，他都會細心聆聽學生的問題，而
且更會設身處地的去體會學生問問題的心境。記
得多次在討論聖經批判學的問題時，他都是從學
生心中的困惑出發，因此這不單是真理的尋索，
而且也是心靈對話牧養的過程。

除了課室外，我們也時常在老師的家中與
他相交。作為香港土生土長的小伙子，坐在厚
厚的地毯上，倚著軟軟又色彩艷麗的布藝沙發與
老師和同學聊天，我才開始體會北歐宜家傢俱的
品味與迷人之處。在他家中當然還有美味的挪威
晚餐，以及我認為最好吃的挪威蛋糕。然而叫

「亞略巴古，保羅議信––
            宣教的詮釋挑戰」
    聖經講座有感

趙承恩
神學學士二年級

宋內思教授的
鄧瑞東

圖書館館長

教育風波」，教會如何表態呢？筆者無意評論接受
「國民教育」的對錯與否，而只想表達教會在這個
「十字路口」上要如何堅守。另外，近年以「基督
教句式」去傳講的異端十分活躍，如全能神教會
所說的內容在用詞上與基督教十分相似，往往容
易令人誤會他們也是正統的。基督教會面對如此
境況，可以如何面對呢？

保羅傳道的方法絕對值得我們學習，但同
時，我們亦要防範別人用保羅的方法攻擊教會，
使教會出現缺口。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每次晚餐前，老師都會點
起臘燭，先有一段家庭靈修時間；然後，我們與
他們一家是在美麗而屬靈氛圍下一同享受美妙的 
晚餐！

1992年底，是學院搬移道風山新校園的大日
子！老師和同學們唱著聖詩，將一箱一箱的書籍
搬到新圖書館！我還記得與宋教授一同拆箱，將
書放上書架的情景與喜悅。今年老師除了來香港
專題演講，也到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教書。金陵
協和神學院圖書館缺了一本六十年代金陵神學院
歷史的書；因為他們的要求，我們便將一本影印
本托宋老師帶過去。讓歷史（History）歸回她歷史
的原處！那本書的中文書名是《活水的江河》。去
年，金陵慶祝了她們的六十週年院慶，而今年，
我們正慶祝一百週年。在這神學院歷史的江河
中，宋老師都温文謙卑地參與了其中，一同譜寫
衪的故事（His story）。

美麗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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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5至26日，我們十人（九位同學與導師）前往曼谷、
柬埔寨及清萊作跨文化體驗。

而6月12至16日是我首次踏上柬埔寨的日子。以往曾為柬國
禱告，怎料得以親身到來，眼前的她好比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現
時中國二、三線的城市。滿街都是來自四方八面的摩托車，交通非
常混亂，過馬路也可隨時沒命。街頭巷尾，垃圾污水隨處可見。因
著過去歷史的創傷，千瘡百孔的她，真是百廢待興，現時的經濟才
稍為緩緩的起飛。

有一天，我們去探訪某村落，司機因不熟路，駕著車子繞了
很久、很大的彎子，卻讓我們親眼目睹了更多鄉村裡真實的情況：
貧窮、簡陋、惡劣的衛生環境、整家人與禽畜共住、缺乏基建；沙
塵滾滾中，竟看見一些售賣沒遮沒掩的食物小攤檔。不久，下著大
雨，到處泥濘，但赤著全個身子的小孩們卻坐在當中玩耍。

行程中探訪了位於波羅勉省（Prey Veng）名為“Love Cambodia”
已註冊屬「慈惠事工」的基督教非政府組織。她致力於培訓和發展可
持續發展的社區項目，如農業、畜牧、牛隻銀行，協助小企業、健
康教育、提供醫療等，以減輕貧困；透過基督的愛和憐憫，使不論
階層或宗教的人民，生活得轉化，生命得自強。約十10「我來了，
是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更有延伸神學教育、教會領袖培
訓、暑期聖經學校、監獄事工及青年活動中心等。他們採取「全人
福音」Holistic Gospel，具策略性的福音事工方法──先透過實際幫助
村民基本的需要，在建立互信後，才邀請那些對福音有興趣的參與
聚會，逐步帶領他們信主。

16日早上，參加了他們教會的主日祟拜，
當中約有四十名兒童，多是孤兒，也有不少年
青人及婦女。沒想到在由年輕人帶領的敬拜中
深感主豐滿的同在，真教我有如回到自己教會
般。這教會充滿活力、且彼此相愛相助。而
從旁觀察，牧者著重傳福音，且關愛他的羊。
當天更認識了一隊連老帶少，正在參與“Love 
Cambodia”事工服侍村民及教會，來自新加坡
教會的團隊。“Love Cambodia”歡迎各教會等
團體贊助並參與社區項目、教育、衛生、農業
和屬靈培訓等。她提供一個好的跨文化宣教體
驗的機會：整個教會，一家大小都可參與，更
可開闊視野、體會基督的心腸。眾教會更可按
主的帶領：藉奉獻、代禱、投放資源、認領贊
助孤兒等，與他們共同祝福柬國，將一杯涼水
給予你的「小弟兄」。

柬國是在湄公河流域，唯一容許宣教士自
由進入的國家，與泰國、越南、寮國接壤，是
一道敞開的門，具讓福音得以傳揚的戰略性位
置。她現今雖像是遍地荒涼，但上帝沒有忘記
她，在貧窮困苦、國家動盪不安中，柬國人心
對福音無比飢渴──這豈不是眾教會該把握的
時機嗎？

神
學
學
士
三
年
級

宋
綺
媚

愛
柬
埔
寨
、
愛
萬
民

全地上貧窮人多不勝數，他們更是心靈
苦痛的；受著外在內在困擾壓迫的人也無處不
在。在這世代，如“Love Cambodia”的「全人
福音」事工，實在是何等需要；坦白說，現今
大部分的香港教會都忙著「『攪』事工」，在貧
窮人福音的服侍上，實寥寥可數。環顧香港，
窮苦者、極需福音及關懷的弱勢群體，近在咫
尺。依我愚見，教會若能首先積極從近處、跟
隨聖靈，不斷以微小、關懷的服侍開始，著重
禱告及傳福音、本地跨文化體驗和宣教，實踐

「全人福音事工」等，亦嘗試短期海外宣教，終
必會結出纍纍的福音果子，教會亦會因著成為
主的光，同時被祝福被建立，生命喜樂滿足，
聖靈的活水更會湧流不息，一顆顆體貼主、胸
懷普世的心定會漸漸成形。在不斷回應主和禱
告下，相信「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再不只是責
任，而是「教會的生命」。而透過嘗試、摸索及
禱告，教會及個人在本地及海外（如柬埔寨）的
宣教工作上，更能曉得主的心意和所扮演的角
色，一同與基督的身體將福音傳至萬邦。 

作者（右四）9月在本院分享有關旅程的體會。

小孩子在禱告（Love Cambodia 負責人
牧養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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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已經不是一個予人陌生的國家，到泰北宣教也不是創舉。
昔日，保羅在雅典正在等候同工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
裡著急（原文有被激動之意）；於是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
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徒十七16-17）。舊地重遊，身份、
角色、目的已經有所不同，真正一翻滋味在心頭。

出發之前，資料所得：基督教傳入泰國將近二百年，但是基督
徒人數只有40萬（不到1%），全國人口超過6700萬。福音在泰國進
展緩慢，除了因為深受佛教影響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當地每年的
神學畢業生（全國約有20多間神學院），畢業之後多留在城市牧養教
會，而且人數亦未能滿足城市教會事奉空缺的需求（泰國 OMF 所
提供資訊）。

我們前赴泰北的清萊，除了到學校教授國語和英語外，還探訪
山區的阿卡族（Akha），他們的祖先源自西藏，婦女多穿戴小珠、
銀球的頭飾；由於她們愛嚼檳榔，嚼得牙齒黑卒卒，所以俗稱「黑
牙族」；尚有拉祜族（Lahu），主要分佈在甘烹碧府（Khamphaeng 
Phet）、夜豐頌府（Mae Hong Son）、清萊府（Chiang Rai）和清邁府

（Chiang Mai）境內。拉祜族的語言屬漢藏語系之一。除此之外，我
們發現仍有許多村寨鄉鎮沒有教會，不少群體生活艱困，並且至今
從未聽過福音。所需資源極其龐大，合適的工人更為重要。

為此，我們要感恩，神帶領我們在拉祜族（Lahu）碰上一名26
歲的年青神學生，他不但通曉四種語言（泰、英、拉祜和阿卡語），
並且獲取獎學金，七月份在法國修讀為期三個月的密集課程，然後
回到曼谷繼續完成餘下的神學課程。順利畢業的話，他大可留在曼
谷牧養教會，而且收入不錯。那知，他的心願竟是留在山區，甘於
收取千餘元的奉獻，擔負教育和牧養當地兩個族群的使命。

教會有這樣熱誠的屬靈動力，怎會不「動」起來？也會在愛心
上動起來；在禱告上動起來；在委身上動起來；在奉獻上動起來；
在傳福音上動起來。所以，我們需要「敢」動，培養自己有傳福音的
心志，不一定每個人都要成為宣教士，但是每個人至少都要擁有見
證福音的心靈，吸引鄰舍「來」歸信神，甚至「去」傳福音，向世界
宣告真理。

有感動，
	 	要敢動 !

黃永通
神學學士四年級

各位新學年的夜校同學，你們好！

很高興能有機會跟你們分享我在神學院修讀
延伸課程的點滴。讀書，從來就一定有苦有樂，
何況是在職求學！讀神學，就更要清楚知道自己
求學的動機是什麼？

我原先報讀「基督教研究碩士（MSN）」學位
是有很強的聖靈感動和帶領，但我的天然人卻只
想在知識層面加深對神的認識，甚至帶著點「讀
神學比較優越」之感。但當我讀上第一個課程『神
學塑造的基礎』時，發覺自己可能沒有能力完成
這學位， 在恐懼與逃避心態下，在最後一堂課時
就跟院長說我不讀了。院長立即通知我的牧師，
在鼓勵勸慰加上輔導後，重新建立學習的情懷，
緊靠上主帶領，如小學一年級生剛入學般放下原
有的知識，繼續接受新的挑戰。

在夜校所修讀的不同課程，讓我能從不同角
度去認識神和神與人的關係。這不單從聖經文本
中得看見，更從生活和社會體驗帶來自我反省的
看見──驕傲，多麼需要放下自我，學習謙卑，
更多依靠主。

一面工作一面讀書實在是辛苦的，你要經常
趕路上課，捱肚餓，挑燈夜讀，還有要休大假來
趕作業，面臨考試的壓力也不比以前的公開考試
低。但我可用經驗告訴你，你曾經用過功的日子
一定不會白費；又，畢業之日來到，你會捨不得
離開。我的 MCS 課程修讀五年後已有足夠學分
畢業，但因為實在很眷戀那種上課的愉悅氣氛和
學習的滿足感，我就多待了一年，去年才畢業。
今日回想起來，仍對那種不同宗派成為一家，享
受師生共融的喜樂，很是回味。

這裡的老師真好！我們急下班趕上課很辛
苦，但老師跟我們也一樣，日間在神學院教課，
黃昏時還要跑來教我們，所以他們很明白我們的
處境，也很為我們著想。我們可以一邊聽課，一
邊吃麵包；倘若有緊急電話，也可到課室外去處
理。同學若有較複雜的問題，甚至是課題範圍之
外的問題，老師都會細心回答。有時課堂時間不
夠，他們也願意留下來解答問題，等走出課室時
已幾乎十點鐘了！我們若在其它時間遇到信仰問
題，只要肯發電郵去請教，老師都會一一回答；
我和一些老師的關係，就是從電郵溝通建立出來
的呀！

每一科目初始上課，老師都會發給一張閱讀
清單，也會建議看那幾本書。有些老師甚至願意
幫學生拿折扣，還親自背著重重的幾十本書帶給
我們哩，這份真誠和暖意令我真心感受到。謝謝
老師！

修讀夜校神學課程也打開了我的人生框架，
看到不同宗派同學可以坦誠平和地探討一些具爭
議性題目，當分組討論或集體發表時又能互相配
搭互補不足，讓我體驗到教會一家、互為肢體、
和睦同居的美好。再者，我們也不用等到畢業才
可以下山，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大禾場，就
是我們的職場。你會發覺每星期所學的都可即時
在工作環境裡發揮出來，我就經常把課堂上所領
受的用在公司團契小組裡分享。

我們不要停止學習，因為操練是一生的功
課；也不要催逼自己，不用加添壓力，用自己能
應付的步伐好好享受這學習過程，因為是神揀選
我們去更深地認識祂，我們是為祂而讀的。主上
帝，也是我們終生學習的同行者。

進修	
晚間神學課程點滴

程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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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課程部考慮到社會環境變化及信徒靈命需要，自2012年起開始與堂會商討合作開辦以區
域為發展約八至十小時的短期課程。承蒙主恩，首先得到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提供上課地點，
開始了「荃葵青區短期課程」；2013年，則與香港靈糧堂接觸，他們亦樂意參與；在剛過去的10月
份，「港島區短期課程」的第一個科目終於登場。

曾開辦之短期課程範圍廣泛，包括「古以色列風俗習慣」、「路德倫理四講」、「道在人間──禮
儀象徵的意義和功能」、「人際衝突的處理」、「提摩太書深度行」、「希伯來書四講──信心之旅」及

「從使徒行傳看神給人的啟示和帶領」，盼望信徒能從多元角度學習聖經及神學，令信仰得以更新。
到目前為止，總修讀人次已超過230多人。

透過這種合作模式，一方面為本院延伸課程學生開發些有特色的短期科目，能更彈性安排學習
時間；另方面也促使合作堂會成為一個神學裝備的平台，為該堂會友及該區域居住、工作的信徒，
可就近接受生命的造就。

面對未來，我們期望能讓更多不同區域的信徒得蒙造就，願主繼續帶領這個發展路向，令學院
與堂會攜手上路，打造信徒靈命，栽培神家的接班人。

延伸課程部2013-2014年度第三學段科目一覽表
科目 講師 日期（7-9pm；#7-9:30pm） 堂數 上課地點

從聖經看服侍 張寶珠老師 24/2/2014-5/5/2014（逢星期一） 十 黃大仙錫安樓

俗世清泉——以賽亞書研讀 蔡定邦博士 25/2/2014-13/5/2014（逢星期二） 十 黃大仙錫安樓

信義宗教義精華 李廣生博士 18/2/2014-15/4/2014（逢星期二）# 八 黃大仙錫安樓

崇拜與禮儀更新 張玉文博士 26/2/2014-7/5/2014（逢星期三） 十 黃大仙錫安樓 
（最後兩堂 - 油麻地信義樓）

研經 123 何善斌博士 27/2/2014-15/5/2014（逢星期四） 十 黃大仙錫安樓

延伸課程部2014年荃葵青區短期科目一覽表
科目 講師 日期（7:30-9:30pm） 堂數 上課地點

生死猶勇： 從心理學與靈修學
看生死

  陳錦權博士 / 
陳國權博士 11/2/2014-4/3/2014（逢星期二） 四 信義會天恩堂

活出流金歲月：細語身心社靈 譚淑貞博士 13/5/2014-3/6/2014（逢星期二） 四 信義會天恩堂

俗世中的聖徒：大衛四講 蔡定邦博士 16/9/2014-14/10/2014（逢星期二） 四 信義會天恩堂

從信仰看環保 王福義博士 16/11/2014-9/12/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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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科目的回顧及前瞻

「總結提摩太前後書彼

此之間的關係，引導進

入生活、家庭及社會中

的見證。」

「重溫昔日以色列的文化
習俗，加深對舊約的興
趣及認識。」 「藉著路德的信念，讓

我從不同的角度再去思
想自己的信仰。」

「明白禮儀象徵意義
的重要性，容易與上
帝連結。」

最新一期
《神學與生活》——百年賀歲論文集

（全書 600 頁共 45 篇文章）
及

《百周年院慶特刊》

信義宗神學院

現已出版

信義宗神學院
二零一三年八月及九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收入 支出
信神之友奉獻 $152,900.00 薪金、強積金 $2,131,554.20 
教會奉獻 $206,817.50 水、清潔、電話費 $23,402.46 
學費收入 $2,802,656.00 電費 $61,976.50 
學生宿費收入 $475,576.00 膳費支出 $48,721.97 
學生膳費收入 $454,197.00 差餉支出 $1,427.00 
租借校園 $147,120.00 印刷支出 $23,775.81 
膳費收入 $4,114.00 校巴支出 $9,686.71 
利息收入 $46,700.18 校外課程支出 $3,972.67 
印刷收入 $2,588.90 設備支出 $75,905.60 
會員教會津貼 $287,700.00 郵費 $12,902.46 
差會津貼 $89,927.50 差會助學金支出 $89,927.50 
校外課程收入 $137,150.00 圖書館支出 $40,964.59 
其他收入 $133,747.30 維修費 $231,302.30 
兌換外幣收入 $0.00 學費優惠 $35,005.00 

其他支出 $81,411.79 
兌換外幣支出 $9,113.08 

$4,941,194.38 $2,881,049.64 
盈餘 $2,060,144.74 

$4,941,194.38 $4,941,194.38

曾報讀短期學科的部分學生回應：



展望
12 月 9 日 提前註冊日 

12 月 16 至 20 日 期末考

12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9 日 J 學期

回顧

學院
為更有效運用教學樓梯間的儲藏空間，本院徵求寶貴意見特別是有室內設計經驗的弟兄姊妹，詳情請致電 2691 1520 或電郵
officeadmin@lts.edu 聯絡行政主任劉文淦。

圖書館的舊系统將於 12 月 21 至 22 日暫停服務，12 月 23 日開始啟用新系统，求主保守系統應用順利及祝福更多使用者。

校友
勞麗英（2011 年信徒神學文憑）因鼻咽癌接受治療後現已康復，求主賜她健康身體繼續服侍神。

李家強（第 34 屆神學學士）及太太 Pachee Thao（第 32 屆英文文憑）喜獲女兒晶晶，求主賜福這新家庭！

李桂英姑娘（第 19 屆道學碩士）於 10 月 6 日獲基督教聖約教會按立為牧師，可喜可賀，並願父神續續使用她！

田陳美莉宣教師（第 4 屆神學學士）於 10 月 27 日獲英國基督教禮賢會按立為牧師，祝賀她，求父神繼續使用她！

陳新鳳（第九屆宗教教育碩士）於 11 月 2 日獲國際漢語聖經出版社在台北按立為牧師，可喜可賀，祈願上主繼續使用她。

延伸課程校友陳菊桃及黎慕賢小姐（同為 2012 年信徒神學證書）於 11 月 3 日在信義會天恩堂舉行婚禮，求主賜福新家庭！

陳宇豪校友（第 32 屆神學學士）與鄧結韵小姐於 11 月 23 舉行婚禮暨聖餐禮，求主保守這新家庭。

陳匯群姑娘（第 33 屆道學碩士）於 11 月 30 日獲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按立為傳道，感謝神！

本院拓展部秘書張俊容小姐（第 34 屆神學學士）與魏子恩先生於 12 月 1 日在信義宗神學院舉行婚禮，求主賜福這新家庭。

代禱
校友王潔玲牧師（第 27 屆基督教神學碩士）9 月 7 日晚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已於 10 月 6 日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及朋友。

教授部李廣生牧師 9 月 18 入院接受心臟檢查，求主繼續賜恩及眷顧他身心靈都健壯。

校友劉映蘆小姐（2012 年信徒神學證書）於 10 月 17 日已進行腫瘤割除手術，求主賜她順利康復。

延伸課程部校友程少芬（2012 年基督教研究碩士）於 10 月 18 日進行手術順利，求主賜恩眷顧她的康復。

校友盧雪芬傳道（第 34 屆神學學士）的父親盧榕近先生安息禮拜已於 10 月 19 日舉行，求主賜平安與安慰家人親友。

道學碩士生譚桂雲（山東威海）八月車禍中小腿骨折，經醫治和復建後現已可放下雙柺慢行，仍需休學 1 年，待 2014 年 9 月復
課，敬請繼續代禱。

信義宗神學院服務教會和培訓神學生已歷經百年，懇切求主繼續指引未來服侍之路，求主供應本院所需、賜福各同工和師
生、更新各方的心意，求主讓我們合一、忠心、專注地服侍祂！

9月13日
來自德國的史華滋教授主講周五
講座，由周院長致送念品。

9月11日
「啓示錄打開真相」新書出版，
由作者周院長進行簽名儀式。

10月28日
瑞典差會一行探訪本院，
周院長、戴教務長及米特
樂博士負責接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