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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2025）

保羅的初衷是要教導初代信徒如
何在新約時代事奉神，而今天這段經
文常被用來解釋為何基督徒需要事奉
神——因為神對我們這些不配的罪人
懷有極大的憐憫（正如保羅在1-11章
所詳細闡述的），所以我們唯一合宜
的回應方式就是事奉祂。然而這並非
保羅的本意，因為那個年代的信徒無
需別人來告訴他們事奉神的必要性，

每個人都知道敬拜或相信神即意味著
事奉祂。反而是今天的基督徒需要被
教導這個觀念。

在這段經文中，保羅對他同時代
的讀者講述事奉神的嶄新方式。在古
時，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人們
都通過獻被宰殺的動物為祭（死的動
物）來事奉神。但保羅認識到這已經
不是神要祂的百姓來事奉祂的方式。

取而代之的是，神要信徒獻上他們自
己的「身體」（代指全人）——神要
的是獻祭者自己，是那些被基督寶血
所救贖、被聖靈所重生的基督徒們！
我們可以想像保羅在吶喊：「不要再
獻死的動物了！神要的是你——那個
由聖靈得生、成為聖潔、蒙神喜悅的
你！」這樣的思想在當時絕對是革命
性的，只能是來自於神的啟示。

羅馬書12:1-2是我們熟悉的經文。它之所以重

要，是因為它清楚扼要地表明當一個人信主之

後，他該如何重新定位他的人生——他必須完全獻上自

己來事奉神。

神所喜悅的

文/院長蔡明謀牧師/博士   譯/金   甌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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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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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要的是被贖回的聖徒們，因
為只有他們可以完成神的旨意，那「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可惜
保羅在這裡沒有明確指出是神的哪個
具體的旨意。因著深受個人主義文化
的浸染，今日的信徒更傾向於關注神
對個人的旨意；而保羅所想的，則更
可能是神藉由耶穌基督所實現的整體
性的救贖計劃，就如他在羅馬書和其
他書信中所具體闡述的。這計畫包括
設立並建造祂的教會和祂的子民，在
世界各地傳揚福音，向統治者和掌權
者作見證等。這些都需要「活的」聖
徒積極參與其中。只有那些聖潔而蒙
神喜悅的人才能領受呼召，死的祭物
無法起到任何作用。

在希臘文原文中，這兩節經文出
現的三個形容詞是平行關係。整個短
語可以翻譯為「將全人獻上為活的、
聖潔的、神所喜悅的祭。」這些形容
詞不僅可被視作「陳述式」的用法，
來描述我們在基督裡所成為新人的樣
式；也可作為「命令式」的用法，教
導我們事奉時應該在神面前獻上怎樣
的自己。這三個事奉的標準與我們的
關係尤其密切，因為它們在我們今天
的觀念裡往往是缺失的。現代基督徒
需要按著羅馬書這段經文的教導，重
新定位對神的事奉。

「活」的祭物
「活」這個字有許多解釋，也有

許多屬靈意涵上的解讀。但在最基本
的層面，就如上文所說，「活」的祭
物是為了和「死」的祭物形成對比。
死去的動物，或沒有生命的人，在實
行神的旨意上是毫無功用的。這就意
味著我們必須趁著還有氣力的時候，
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神，而不是等到我
們退休了，存滿了足夠的養老金，安
頓好了家人，或達成了職業目標之後
再來事奉神。誠然，對神說「主，容

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路9:59）
聽起來十分合理，但我們卻沒有意識
到被我們擱置在旁的是統管宇宙萬物
的主。困難、挑戰、不便在任何時候
都會有，它們可以是耽延服事的藉
口，卻也可以是我們經歷神大能的機
會！

「聖潔」的祭物
「聖潔」牽涉到兩個彼此關聯的

概念：潔（指沒有罪、污染和瑕疵）
和聖（聖與俗之間的區隔）。遺憾的
是，「分別為聖」的概念在今日信徒
中越來越少得到關注。在事奉的語境
下，「分別為聖」表明服事神與從事
其他工作是不同的。我們在服事神
時一定要持有奉祂為聖的態度，因為
神絕非普通的對象，而是掌管萬有的
神。因此，我們必須要「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可12:30），在
一切事上都將我們最好的獻給神，而
不是有所保留，只停在口頭，或是獻
上殘羹冷炙。然而，我們能明顯地從
信徒參加主日崇拜的態度上看到這方
面的缺失。在我訪問過的諸多教會
裡，平均有三分之二的信徒在主日遲
到，但他們每天一定會準時送小孩去
學校。從這件微小的事情就能看出，
許多信徒不僅沒有將事奉神看為聖，
甚至相較之下還沒有對待世間事務來
得嚴肅認真。

「神所喜悅」的祭物
祭物必須要討神喜悅是獻祭的中

心原則，從舊約律法有關獻祭的規定
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這點。人不能隨自
己的心意來向神獻祭。一個與之相關
的應用就是我們事奉的核心動機必須
是討神喜悅，而非為了我們自己的利
益。這就提醒我們要常常自省，審
視自己是否在事奉中有不可告人的動
機。比如我們服事是否出於驕傲、為

了自己的尊榮、尋求權力或他人的稱
讚，或者是為了自己家人的利益。的
確，事奉者能從服事中得到祝福，但
求祝福不應該成為事奉的主要動機。
此外，我們常常會為投入服事的程度
設立界線（如：在不佔用自己太多時
間的前提下服事，或者服事不能影響
我的工作、家庭生活、度假，或者我
不能在服事中受到傷害或被批評等）
。雖然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樣
想無外乎將我們自己放在了中心位
置。既然神已經將祂最寶貴的兒子給
了我們，就讓我們越來越多地放下自
己看為珍貴的，並越來越多地讓我們
的生命充滿神所喜悅的。

2025年事工展望
感謝神，因著您們的禱告和支

持，基神圓滿地結束了2024年，完
成了預設的目標（尤其是新老師的聘
請，新學位的增加和新宿舍的購置）
。今年我們將趁勢而進，發展兩項主
要事工。隨著第一屆僕人領袖研討
會（詳見本期專文介紹）的舉辦，僕
人領袖培訓將在5月19日啟動。宣教
學位課程計劃也在修訂中，以加入領
導力培訓的相關內容，故而將推遲至
2026年春季正式推出。禮來基金會 
(Lilly Endowment) 今年為加強ATS
院校提供大量資金補助，我們盼望能
順利申請，將資金用於上述兩項事工
的發展。請您們繼續用禱告和支持與
我們同工，願基神能繼續獻上神所喜
悅的事奉。■

1. 在古時人們的觀念中，很可能並沒有「敬拜」和「事奉」的兩分。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中被
譯為「敬拜」和被譯為「事奉」的詞事實上都是一個原文用詞，這兩者的區別在現代文化中才
被區分。我們把這個詞時而翻譯成「敬拜」，時而翻譯成「服事」，其實是在強化這種錯誤的
二分法。
2. 如羅1:16-17; 8:29-30; 11:1-32; 西1:15-20; 弗1:3-14; 3:8-13; 4:1-16等等。保羅顯然熟稔亞
伯拉罕之約 (創12:1-3) 與大使命 (太28:16-20)。

財務報告
2025年年度總預算
$2,346,398

2025年1至3月報告

收入 $453,317
支出 $519,487
結餘 -$6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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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國度轉化的
使命」。今日很多基督徒都在

等待天堂的到來，得享完全的喜樂。
面對周圍充斥的苦難，我們渴望能有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這是一種求生
的心態。我深信耶穌並不希望我們以
這樣的心態度日，耶穌盼望我們走出
求生心態而以宣教之心來度過今生，
為著基督的使命與國度而活，這才是
基督徒生命的意義所在。

宣教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神國度的
轉變。當我們談及宣教時，自然會想
到教會差派宣教士去向另一個國家或
民族的人傳講福音。但每一個跟隨耶
穌的基督徒，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受差
遣的宣教士，是耶穌親自所差派的。
祂不只是差派你我進入教會，更且
是走進世界、做祂曾做的事工、在教
會的圍牆之外成為祂的代表——我們
既作為個人被差派，亦作為教會被差
派。

而提到轉變 (transfiguration)，
新約作者用這個詞來描述兩件事。其
一是耶穌的登山變相，祂「臉面明亮
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太17：2)
，這是神的榮耀透過耶穌而彰顯出
來。而這個詞描述的另一件事則是發
生在基督徒身上的轉變，也是聖經中
僅有的另外兩次出現（羅12:2和林後
3:18）。所以，當我們談論宣教作為
神國度的轉變時，我們談論的是神超
自然的工作，同時給我們注入新的生
命，使我們的生活和周圍的社區都發
生改變。

這樣的轉變是神國度的轉變，我
們的使命是參與到這轉變中。換言
之，當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進入世界
時，轉變就發生了。神以祂超自然的
能力，藉著我們的工作，從各個微

小之處彰顯出祂的國度。當然，等耶
穌再來更新萬物時，天國將在榮耀中
完全地降臨；但在今天，神的國已經
以微小但真實的方式彰顯在這個世界
中，作為神的兒女，我們正在向這
個世界展示神的大能。藉著這次的信
息，我們將要討論個人、教會和社區
的國度轉變。

1. 轉化個人成為神國的國民
若我們要成為神的子民和為祂所

用的器皿，那麼起始點就是約翰福音
第三章。那裡說人若沒有重生，就不
能看見神的國。接受福音，悔改轉離
原先的生活，並透過聖靈成為新人是
進入神國的起點，也是一個人被改變
的起點。神的國始於耶穌掌權作王的
地方，始於一個人的生命。當我們宣
告自己經歷了這種轉變，並邀請他人
也來經歷時，這就是個人的轉變。

羅馬書12:2告訴我們，這個轉變
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且不是按照世界
的模式。當我們更多地讀經，更多認
識神時，就更能明白、辨別和活出神
的旨意。而另一處提到轉變的經文在
哥林多後書3:18，那裡提到當我們默
想、思考、仰望主的榮耀時，就能夠
反映這榮耀。隨著神越來越深地進入
我們的生活，我們就能越來越像耶
穌，活出光明和美麗的生命。

2. 轉化教會成為神國的群體
教會不能滿足於安穩的現狀，應

該要刻意地幫助信徒變得更像基督，
這就是門徒訓練的意義所在。我們要
明白，當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時，比
起一個個單獨的基督徒，有著更大
的力量和意義。我們在教會中彼此相
交，是三位一體神的反映，也是愛與

合一的永恆團契。因此，教會可說是
一個屬天的群體，而不僅僅是基督再
來之前保護信徒安全的信仰儲蓄罐。

我們是屬天的群體，應該體現在
彼此相處的方式上，這從某個側面體
現出耶穌的統治。我們不是完美的國
度，但我們是天國的子民。英國神學
家和傳教士Lesslie Newbigin說，教
會是神國度的記號、工具和預嚐。
我們是一個標誌，將人指向最終的目
標；我們是耶穌的代表，是神手中的
工具，祂透過我們來施行恩典；我們
也是天國的預嚐，人們看到我們彼此
相愛，從而被吸引嚮往神的國度。

3. 透過神國百姓轉換社區
福音不是私人的事情，也不能只

囿於教會之內。若我們都能被神的愛
充滿，活出更新的生命，就能走出教
會進入世界發揮積極的影響力。我們
要在周圍的社區和自己的社交範圍內
成為真理的聲音，也成為公平、正
義、善良和寬恕的踐行者，這就是耶
穌想要我們成為的人。因此，無論是
在工作中與雇主交往，還是與不討人
喜歡的鄰居交往，都要活出耶穌造就
我的樣子。

Balyor大學的社會學家Rodney 
Stark在他的書《美國的祝福》中探
討了宗教如何使包括無神論者在內的
所有人受益。他分析了350個來自社
會學研究的統計數據，得出的結論顯
示持有信仰的人犯罪機率要小得多，
向慈善機構捐款和參加社區志願服務
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們更可能擁有
令人滿意的婚姻，以及更少的心理健
康問題。這就是福音的力量，它不僅
改變我們，也開始影響我們的社區和
身處的世界。■

	 	 BABC2025信息一

個人、教會和
社區的國度轉變

根據大會主題講員 Dr. Craig Ott 當天訊息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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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C2025 信息二
  神國轉變帶來

出人意外的影響力2025BABC

1. 轉化個人成為神國的國民
第一部分的信息談到了個人、教

會和社區的國度轉變，即神的百姓被
差遣到世界上，成為祂救贖和愛的代
理人。而第二部分要討論的是國度轉
變所帶來的出人意外的影響力，因為
我們不僅自己被改變，更成為促成周
圍世界轉變的途徑。我們將透過兩個
比喻 (parable) 和隱喻 (metaphor)，
即芥菜籽和酵母的比喻，以及鹽和光
的隱喻，來說明這部分的主題。

1. 芥菜籽和酵母的比喻
在馬太福音13章31節開始，耶

穌說天國就像一粒芥菜種，雖然是
種子中最小的，但它長起來之後，卻
比各樣的菜都大。之後祂又講了另一
個比喻，天國就像一個女人拿來的酵
母，混到大約60磅的麵團中，等它
完全發酵。對這兩個比喻，我們最
直接的想法是神的國度要以某種方式
在全地傳播，並產生廣泛的影響力。
但我不認為這是比喻的重點。我不認
為耶穌的意思是要教會更加努力地工
作，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從而迎來神
的國度。因為隨著歷史越來越接近尾
聲和基督的再來，黑暗和光明的對
比就會越來越劇烈，所以我們不是把
天國帶入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好，而
是看到天國正在以和世上王國截然不
同的方式擴展。世上王國通過軍事力
量、政治權力、媒體影響來進行擴
張，但聖經的這兩個比喻提出了天國
擴展那出人意外的方式。

我們注意到，芥菜籽的轉變和影

響與它微小的開始不成比例——那顆
小小的種子蘊含著如此巨大的能量，
最終長成最大的植物。神國也是一
樣，一個不起眼的開始卻將產生意
想不到的結果，這也是教會內在那不
可見的力量。耶穌把這顆微小的種子
放在祂的百姓裡面，世人會嘲笑它；
然而當它長大之後，沒人想到它會具
有如此驚人的能力。酵的比喻也是一
樣。一個60磅的麵團初始看起來什
麼都不像，但第二天早上發酵完成之
後，酵母幾乎無形地滲透到了麵團的
每個部分。

在耶穌的日子，猶太人盼望一位
政治和軍事領袖，一位能使以色列恢
復榮耀的彌賽亞，但耶穌進入聖城耶
路撒冷的方式，是騎著借來的驢子。
這不是一位國王，不是一個能改變
世界的人，他甚至沒有離開過他出生
地幾英里的範圍，他只是一個木匠的
兒子。他是芥菜籽，是聖靈的酵，是
神國要影響世界的顛覆性方式。而我
深感擔憂的是，今天的基督徒只是相
信，若我們能獲得足夠的政治權力、
足夠的媒體影響力，如果我們可以擁
有這個或那個，就可以用某種方式讓
天國降臨。但耶穌說天國更像芥菜
籽、像酵母，祂的十字架卻是最終的
勝利。這才是天國的精神，也應該是
神國子民的特徵；這是聖靈奇妙的工
作，從簡單、微小的開始最終產生驚
人的影響力。

2. 鹽和光的隱喻
你是地上的鹽，也是世界的光，

這隱喻揭示耶穌的跟隨者與他們所
處世界之間的關係。在說這個隱喻
之前，耶穌講了八福，在其中我們
要注意那個蒙福之人具備怎樣的品格
特質。這些品格都不代表能力，也不
代表權力，它們都不能表露世俗的影
響力；而事實上，世人通常也都不
會重視它們。若有人向你描述一個
人，說他是哀慟者，說他溫順、渴望
正義、懷憐憫和純潔的心，並喜愛使
人和睦，你可能覺得這根本不像一個
領袖。但這就是耶穌的精神，也是神
國百姓的精神。耶穌來不是為了被服
事，而是要獻出自己的生命作為多人
的贖價。這是耶穌的靈，是戰勝罪、
撒旦和死亡的靈，這就是那聖靈。

若我們要成為鹽和光，就當具備
這樣的品格；作為群體，也同樣需要
這些精神特徵：以基督十架為特徵，
以無私服務為特徵，以愛他人為特
徵。只有當我們自己內在的核心首先
被改變時，才能夠具備光和鹽的影響
力。

當耶穌說到鹽和光時，用的語言
是強硬的。若我們不能成為有鹹味的
基督徒，我們就失去了被造的目的；
若我們不能讓自己的光芒閃耀在人
前，這光就有完全熄滅的危險。耶穌
的話是強有力的，不讓我們有退讓的
餘地。鹽必須要擦到肉上，光必須要
照耀世界，我們也必須要走出教會的
圍牆，與我們的世界連接。這不是花
哨的神學，而是真實的行動和改變，
也是神國轉變世界的方式。■

■少數民族宣教中心參展 ■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參展 ■傳仁基金會參展 ■Indigitous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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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講員
Dr. Alice Ott

■Indigitous參展

■大會服事團隊-基神學生和同工

■主題講員與蔡院長 ■參加大會的基神老師們
■大會登記處的姊妹們

■大會的兒童們

■大會參加者

■工作坊講員
Ms. Melody Goh

■工作坊講員
Mr. John Talbott

■工作坊講員
基神劉浩宇博士

■工作坊講員
王欽慈牧師/博士

■敬拜讚美■敬拜中的讚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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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危機普遍被認為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源於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

濫用，排放大量碳氣體和污染物，並製造不可降解的廢棄物，導致環

境退化、生態系統失衡，並促使全球氣溫上升。

這場危機不僅威脅社會與經濟，
更動搖了人類文明的生存根基。年輕
一代透過「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運動發聲，呼籲人類在氣
候變遷面前反思並改變自身行為。然
而，這場危機不僅是環境危機，更是
一場文化危機，需要人類徹底改變生
活方式與資源使用方式，以減輕其影
響。

在這場危機中，城市成為文化轉
型的關鍵。教會若要成為有效的城市
教會，必須深刻理解城市的本質。城
市是上帝的恩賜，儘管最初的城市由
該隱在被逐出家庭後建立，但這座城
市其實是最早的「避難城」，象徵著
贖罪與庇護的概念。最終的避難城將
是末世性的天上耶路撒冷，這預示著
城市不僅是人類社會的中心，更是指
向上帝永恆聖城的標誌。

作為基督「被召出來的子民」，
教會理應引領這場文化轉型。正如我
在《從曠野到城市：基督徒的環境關
懷》中所指出，環境危機同時也是靈
性危機。如果我們的文明以人為中
心，而非以上帝為中心，就會忽視人
與受造物之間的相互依存，導致冷漠
與不負責任的生活方式，催生出許多
破壞環境的技術，甚至傷害到最脆弱
的人群。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耗大量地
球資源，尤其是能源流，並產生大量
廢棄物，這種現狀迫切需要改變。

那麼，城市教會在這種情況下應
該如何行動？

首先，教會需要恢復完整的創造

神學，重新理解人類作為上帝形象的
承載者，肩負祭司與管家的角色，承
擔起侍奉上帝、關愛受造物的責任。
聖經中關於「平安」（Shalom）與
「安息」（Sabbath）原則的教導，
不僅展現了神國的願景，也為人類提
供了生活的準則。作為君尊的祭司與
聖潔的國度，我們應當超越物質主義
的生活方式，透過實踐上帝的平安與
安息原則，幫助世界邁向轉型。

舊 約 學 者 沃 爾 特 · 布 魯 格 曼
（Walter Brueggemann）指出，安
息日的實踐不僅是一種屬靈的操練，
更是一種「抵抗」的方式。這種「
抵抗」意味著拒絕屈服於消費主義和
即時文化的誘惑，堅守上帝的十誡。
本質上，這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文化反
抗，提醒我們忠於神的法則，並在這
場文化戰爭中站穩立場。

城市教會應當承擔起「修理、看
守」大地的使命，活出上帝賦予人
類的創造性責任。無論是在學術、藝
術、商業、文化塑造或社區服務領
域，教會成員都可以透過各自的職業
召命表達對環境的關懷。這種關愛不
僅限於清理海岸、維護自然步道或城
市農耕，更是一種「勇敢去成為」的
召喚，要求我們超越現有文化並積極
轉化它。

作為基督新創造的一部分，教會
應當是最具前瞻性和熱情的群體，不
僅追求靈魂得救，更要在現今世界展
示出救贖的先知性見證。上帝的國度
已然降臨，這要求我們重新審視與上
帝及世界的關係，並建立一種可持續
的生活方式。基督的主權使萬物得以
和好，因此我們應當以上帝為中心，
追求與受造物和諧共處的生活。

城市教會可以在塑造「以上帝的
公義為標準、以上帝的平安為特質」
的城市方面發揮重大作用。這樣的城
市將成為與上帝同在、與受造物和諧
共處的家園。在這樣的城市中，人類
既是祭司——將創造獻上為敬拜，也
是管家——照管神所託付的一切。上
帝並不遙遠，祂就在我們的城市中，
教會可以在城市文化的更新中引導人
們經歷祂的超越與同在。

隨著21世紀城市化的加速發
展，城市教會有機會也有責任積極參
與塑造城市與文化。「我們塑造城
市，而城市也塑造我們。」作為信仰
共同體，我們應當成為最具愛心與希
望的群體。當我們依靠上帝的幫助，
面對氣候危機，播撒愛與希望的種子
時，我們便成為超越文化、引領轉型
的使者。3■

播撒種子，栽種希望：
從曠野到城市

文/Lawrence Ko牧師 翻譯/曹馨竹姐妹

1. Walter Bruggemann, Sabbath as Resistance: Saying No to the Culture of Now. Westminster 
John Know Press (2017)
2. See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and Priesthood of Creation” in Lawrence Ko, From the 
Desert to the City: Christians in Creation Care. Ethos Institute, (2020).
3. See Emily Soh, “We shape our city, and our city shapes us” in Lawrence Ko, ed. Ethnic 
Rhythms: Life in the Global City. Singapore Centre for Global Miss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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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宣教需要創新。當我們思考如何觸及未得之民，並動員教會積極參與全球

宣教時，那些擁有商業技能與「數位原住民」背景的信徒，能夠為福音的傳

播注入新的思維、策略與路徑。

三月份，我有機會參加在CCIC 
舉辦的灣區聖經會議（Bay Area 
Bible Conference）。我主持了一場
名為「創新無畏宣教」（Innovate 
Fearlessly for Missions） 的工作坊，
強調全球宣教中創新的必要性，並
介紹多種數位宣教策略，旨在賦能新
一代信徒，幫助他們勇敢回應神的呼
召。我代表一個名為 Indigitous 的全
球運動，這個運動正將福音帶入數位
互聯世界中的新群體、新領域與新空
間。

全球已有超過53.5億人可以上
網，約佔全球總人口的66%。生活在 
10/40之窗的人口，佔全球網路使用
者的66%，這表明許多尚未被福音觸
及的人群，其實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接
觸到福音。因此，數位空間為未得之
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接觸點，讓他們
有機會認識耶穌。

不僅網路覆蓋率在不斷提升，人
們每天花在螢幕前的時間也在增加。
超過62%的全球人口每天約花費七小
時在線上獲取資訊、保持聯繫、瀏覽
社群媒體。無論這些線上活動的影響
如何，這些數位空間已成為人們聚集
的地方，因此，也成為了宣教的重要
場域。

傳統宣教與道成肉身的服事仍然
至關重要，但數位宣教已成為可行
且有效的延伸。數位宣教透過數位工
具、資源與策略觸及未得之民，是大
使命的自然拓展，並非取代傳統宣
教士的工作。透過數位宣教，更多信

徒即使不親自前往海外，也能積極參
與全球宣教，為神國度的拓展做出貢
獻。

創新意味著引入新方法、新思維
或新工具來改變既有的實踐。大使
命激勵我們去創新！正如耶穌教導我
們，得救唯獨透過祂，而非依靠人對
律法的遵行。祂帶來了全新的生命方
式，這本身就是「信仰的創新」。路
加福音5:37-39說：「沒有人把新酒
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新的酒會
把皮袋漲破，酒會漏出來，皮袋也就
壞了。新酒應該裝在新皮袋裡。」

「Z世代」正步入職場，他們擁
有豐富的數位技能、創造力和獨特
的視角。文化的快速變遷，為年輕基
督徒參與全球宣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機會。然而，許多年輕信徒認為長
期海外宣教不符合他們當前的呼召，
或認為這是未來的選擇——等他們賺
夠錢、建立家庭之後再去。這種等待
導致許多基督徒與宣教之間出現「間
隙」。數位宣教計畫為新一代提供了
創新的參與路徑，他們無需等待未來
才開始宣教，而是可以現在就透過數
位平台支持前線宣教的需要，並創造
新的服事機會。

Indigitous正在填補這一「代
溝」，並開闢全球宣教的全新路
徑。我們舉辦了一場名為「黑客馬
拉松」（#HACK）的全球協作活
動，召集各行各業的基督徒，包括技
術專家、創意人士和宣教夥伴，共
同為宣教領域的挑戰提出創新解決

方案。Indigitous也透過一個實習計
畫，與下一代建立聯繫，結合他們的
興趣與技能，與宣教機構合作，為他
們提供數位宣教的機會。例如：

一群年輕人開發了一款聖經故事
行動應用程式，幫助尚未擁有完整聖
經翻譯的未得之民了解福音。

另一群年輕藝術家注意到兒童與
家庭對未得之民代禱的需求，因此創
作了一本插圖祈禱指南，以更具吸引
力的方式激勵人們為未得之民代禱。

Indigitous的實習計畫不僅幫助
年輕人成長於信仰、工作與宣教理解
之中，更透過門徒訓練與協作，塑造
他們成為勇敢的宣教者。這些創新舉
措只是Indigitous幫助信徒邁向全球
宣教的一部分，我們正激勵新一代信
徒，在信仰中勇敢前行，在宣教呼召
中無畏回應。

我們鼓勵你和你的教會一起思
考，如何在這個數位時代共同創造全
球宣教的新故事。如果你希望解決教
會或事工面臨的挑戰，我們邀請你
考慮參加我們的「HACK in a Box」
工作坊。這是一個充滿信心的設計衝
刺，帶領大家禱告、集思廣益，為教
會的成長、領導力發展，以及不同世
代、背景與技能之間的合一，制定可
操作的解決方案。

如您想了解更多信息：
訪問網站：https://indigitous.us
聯繫Ind i g i t o u s美國負責人

Nick：nick@indigitous.org ■

數位時代的全球宣教：
創新無畏 使命不止

文/Nick Wu弟兄 翻譯/曹馨竹姐妹



神學與聖經

神學教育的最大挑戰之一，是提
供與畢業生的實際事奉產生緊密關聯
的訓練。學生在神學院所學到的是否
能與他的生命與事奉整合為一體？還
是說去神學院讀書只是一種形式，無
法直接與教會事奉產生關聯？我們又
該怎樣看待那些從未接受神學教育的
傑出事奉者和敬虔的模範？而又該怎
樣看待有些人去讀了神學院，在一些
方面也表現優秀，卻最終跌倒失敗？
簡而言之，神學院究竟重要嗎？

我們學院的教師團隊在過去的
50年間，不斷地苦思和探索上述的
這些問題。為配合「有效的神學教
育」這個目標，2021年基神舉辦了
第一屆陳道明牧師神學講堂，題目為
「神學、教會和事奉的整合」。我們
有幸請到David S. Dockery博士擔任
大會講員，此次文集中也收錄了他的
主要思想。此外，文集還包含了兩個
大會工作坊的主要信息，兩位基神教
授的專文，以及一位外部貢獻者的著
文。除Dockery博士以外，本文集的
所有作者都在華人神學教育上有很深
的投入，他們的文章是數年，甚至是
數十年來心血的結晶。他們從各自不
同的華人視角出發，探討神學整合的
願景如何在華人具體的文化處境中得
以實現。

作為一名在基督教高等教育領域
備受尊重的領袖，以及倡導整合信仰
與學習的主要人物，David Dockery
博士藉由他的文章「一種神學世界觀
的發展：探尋生命、教會、教育和事
奉的聯結」，倡導培養一種涵蓋生命

方方面面的神學世界觀，從而將基督
徒生活、教會事奉、神學學習、文化
參與等緊密聯結。一個神學的世界觀
能夠帶出更廣層面的整合，Dockery
向我們展現了這種充滿希望的可能
性。

在「信仰、學習與事奉的整合：
從聯合大學到華人神學教育」一文
中，陳聲漢博士向讀者闡明了對一間
處於美國「聖經帶」的英語基督教大
學和一間國語華人神學院來說，這種
整合如何顯出其普適的重要性，及其
在不同文化處境下的運用。他針對「
屬靈」與「智性」，「實踐」與「學
術」之間的強烈二分傾向，給出了具
有建設性的方針。

在欺騙、謊言和混雜真偽之陳述
盛行的當今世界，吳羅瑜博士用她
「真理、真相、真實、真誠與神學教
育」一文提出思考。她一方面將論述
建立在聖經的用語之上，另一方面
也將這些概念聯繫到中文裡的相關字
彙。她解釋了聖經關於真理的教導，
討論了對此教導所存在的挑戰，並給
出了基於基督信仰立場的回應。

賴可中博士在文章「信心、信
仰、與靈程」中探討了一個重要的教
牧課題，即基督徒生命中信心與知識
的關係問題。文章從新約聖經出發，
詳細闡述了信心和知識如何在基督
徒信仰路程的各個階段發揮作用，包
括重生、成聖、事奉、家庭生活和文
化參與。藉著對信心和知識的堅定持
守，基督徒能夠經受苦難，跑完他的
信仰旅程。

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對照《論語》讀『登山寶訓』」
一文中，陳聲洋弟兄把耶穌的經典教
導與中國古代典籍之一《論語》帶入
了對話之中。他指出登山寶訓和《
論語》都強調了個人品格勝過外在表
現，並賦予廉恥心一個塑造倫理觀念
的正向角色，但兩者在達到美德這一
目的上卻採取了不同的進路。文章向
讀者展現如何在保留聖經獨特性的同
時，將信仰有效地帶入到與名著典籍
和悠久文明的對話之中。

在「『你們心靈（pneuma）
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對靈 
（pneuma）之三重神學詮釋及三重
實踐意涵」中，池峈鋒博士透過符合
聖經無誤、雙重作者、以及更豐富意
義（sensus plenior）之原則的神學
詮釋，為轉換聖經世界觀至基督教
教義，再至今日教會的門訓鋪平了道
路。

以Dockery統整的神學世界觀願
景作為開篇，這本文集表達了一個以
此為願景的教授群體，在華人處境之
下所展開的思考和探索。藉此激勵和
啟發讀者能在各自的處境中，對神
學、教會和事奉的整合進行有意義的
省思。■

08

基神學刊新書

神學、教會
與事奉的整合

文/池峈鋒、陳聲漢
金甌姐妹根據本書序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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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神的呼召：
從聖樂到牧養

文/丁   磊弟兄 2024秋季MDiv新生

	 新生見證

一、初識呼召：音樂服侍的確據
2012年，我踏入國內一所神學院，攻讀神學聖樂專

業。四年的學習不僅讓我深入探索信仰與音樂的關係，
更讓我堅定了一個信念——神呼召我用音樂服侍他的教
會。

畢業後，我懷揣著對未來的憧憬，全心投入教會音
樂的事工。培訓教會音樂人才、創辦學校、製作專輯、
舉辦讚美會⋯⋯正當一切欣欣向榮之際，似乎我已經在
神的心意中，然而突如其來的阻礙打斷了一切，只能眼
睜睜地看著它們一個個被迫暫停，甚至終止。

那段時間，我常常在禱告中問神：“主啊，你帶領
我進入這一領域，如今又為何讓我止步？”

二、踏上宣教之路：尚未預備好的牧職
2019年，我被教會派往柬埔寨的短期宣教。臨行

前，教會出於聖工的考慮，決定按立我爲牧師。然而，
當牧師的手按在我頭上，我的心卻並未完全預備好，並
不確定自己是否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承擔這
份沉重的責任。

帶着這份複雜的心情，我踏上了柬埔寨的宣教之
旅。然而，幾個月後，在柬埔寨一場車禍將我送進了醫
院，因為在當地治療了一個月卻不見好轉，最終，我不
得不返回國內休養。

就在此時，全球疫情爆發，世界驟然改變。我原以
爲只是暫時離開，沒想到，這一去竟成了與柬埔寨的告
別。

三、身份的掙扎：從抗拒到順服
傷愈後，我回到熟悉的服侍崗位。但有一樣東西已

無法回到過去——我的身份已然是牧者。每當有人向我
詢問屬靈困惑，我就覺得自己像個帶著樂譜闖進手術室
的音樂家——明明擅長在琴鍵上飛舞，卻被要求進行信
仰的心臟手術。我害怕，我不確定，我不斷在心裡問自
己：我真的能做一個牧師嗎？我真的願意承擔這份責任
嗎？

在忐忑不安之中，神藉著一位同工之口，再次將我
指向了神學院。2024年8月來到基神，我的心情仍舊複
雜，心裡不停在問：“主啊，你一而再地將我帶進神學
院，我該如何理解你的旨意？”

神的回應，沒有雷鳴般的聲音，沒有異象奇跡，而

是在學院開學典禮的那一刻。當榮譽院長陳道明牧師滿
懷熱情地分享“呼召”的主題時，我坐在台下，淚水不
知不覺滑落。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神再一次呼召
我，催促我放下抗拒，踏入他的心意。

如果説第一次進入神學院，我確認了自己在教會音
樂方面的呼召；那麼這一次，我終於明白，神要我進入
牧養的工場。回望2019年被按立以來，我一直推托、
抗拒，但如今，我願意順服。我低頭禱告：“主啊，我
願意！從前，我選擇我喜歡的方式服侍你；現在，我願
意按你的心意服侍你。無論去往何處，無論任務如何艱
難，我願意全然降服。”

四、神學院的更新：重燃服侍的熱情
在基督工人神學院的學習，讓我的生命經歷著一場

深刻的更新。這不僅僅是一段學術旅程，更像是一次信
仰的重塑。我帶著許多掙扎而來，卻在這裡重新找到服
事的熱情。我曾經害怕牧養，如今卻越來越渴望進入神
爲我預備的工場。

每天清晨，院長帶領我們跪下查經、禱告，校園裡
的空氣仿佛都浸透了渴慕的氣息。老師們不僅在課堂上
教導，更在言語行爲中以謙卑的生命影響我們。他們的
開放教學方式，讓我重新思考事奉的意義；他們嚴謹的
學術精神，使我在真理上紥根的更深。

當然，學習的壓力不小，作業繁多，服事也充滿挑
戰。但奇妙的是，我並不覺得疲憊，反而感受到從未
有過的充實。神所賜的喜樂與力量，並沒有因挑戰而減
少，反倒在一次次的經歷中更加堅定。

五、回應呼召：忠心事奉直到主來
回望一路走來的恩典，我滿心感恩。神的帶領從未

缺席，他一步步塑造我的生命，讓我從抗拒到順服，從
迷惘到堅定。曾經，我只想用自己的方式服侍，如今，
我願意完全降服於他的呼召，將自己全然擺上。

如果你正在閱讀這篇文章，我願神也在你的生命中
施恩，引導你回應他的呼召。無論我們的服事在何處，
形式如何，願我們都持守起初的愛心，忠心跟隨主，在
他所賜的工場上竭力忠心。直到見主面的那一日，願我
們都能坦然無懼地説：“主啊，我已盡力奔跑，所托付
的，我已忠心完成！”■



10

從悔改的罪人
到身負使命的工人

文/王   騰弟兄 2024秋季MTE新生

新生見證

感
謝神，竟然使用我這樣一個
卑微的器皿，多年來在美國
晨曦會陪伴和服事深陷毒癮

的弟兄與他們破碎的家庭。回顧這一
路的服事旅程，我愈來愈明白，這是
一條充滿了神工作的恩典之路。

我是一個從破碎中被主拯救回來
的人。19歲開始吸食毒品和販賣毒
品，還沒到24歲的時候，感覺人生
幾乎走到盡頭。那時的我對家毫無歸
屬感，靠毒品逃避現實。直到那天因
為參加媽媽的洗禮我走進了教會，當
我聽見詩歌「你愛的大能」唱出以賽
亞書那句「如鷹展翅上騰」，看到歌
詞裡那個「騰」字，突然想起爺爺當
年給我取名的期待，我的眼淚就止不
住了。於是，這一次走進教會，成了
神翻轉我人生的開始。那年二十四歲
的我來到基督教晨曦會，在那裡認識
了這一位上帝。在同工的陪伴下，一
點一滴經歷聖靈的更新。神不但拯救
我脫離毒癮，更將我從黑暗中召出，
得著新生命。我在晨曦會悔改、受
洗、重生，也立下心志要為主而活。

2005年，戒癮期滿後，我留在
台灣晨曦會擔任實習輔導，當時我剛
信主不久，但心中已強烈感受到神對
我說：「回頭去堅固你的弟兄。」我
渴望幫助那些還在毒品中的弟兄，但
也知道光靠自己的經驗不夠，需要神
話語的根基。有一次查經中，我連續
三天聽見腓立比書3章12節：「我乃
是竭力追求⋯⋯」，那一刻我知道，
神正在呼召我接受更深的裝備。

後來被差派來美國晨曦會參與拓
展事工，於2006年，我有机会就近
到基督工人神學院學習。在基神我遇
見了我現在的太太孫宇。她是來自
中國河南的姊妹，大學時在白俄羅斯
信主，畢業後回應呼召來美國基神
讀教牧碩士。我們2008年一起畢業
後結婚，她在家照顧我們的家庭，也 
homeschool我們的兩個孩子，讓我可
以專心服事。這些年來，她一直是我
最大的幫助與支持。我深知，若沒有
她的成全，我無法專心地在福音戒毒
(癮)事工中奔跑。如今她在洛杉磯東
區宣道會全職服事，而我也因著晨曦
事工的需要從聖荷西調派到洛杉磯開
拓，與南加州教會聯繫、分享晨曦異
象，並關懷個案與家庭。雖然角色轉
換，但服事的使命沒有改變，我們夫
妻仍然一同走在神所呼召的道路上。

然而，越是深入在福音戒毒(癮)
事工中，我越強烈地感受到光靠我的
個人經驗是不夠的，還需要更紮實的
神學基礎與靈命裝備，才能在真理上
站立得穩，也才能成為神真正合用的
器皿。當神藉著國際晨曦會劉民和牧
師和我的妻子鼓勵我進修時，我知
道，這是神對我新的呼召，也是我應
當再次回到裝備軌道上，因此，我再
次回到基神。

基神的課程設計不僅強調紥實的
聖經神學基礎，更注重實踐與靈命塑
造。這裡的老師們不僅傳授知識，他
們的教導使我能夠將真理應用於具體
的服事情境。在《福音書》課程中，

我學習到不同的方法來幫助我理解聖
經的背景與作者的原意，這讓我對
經文有了更全面的掌握，不再只是表
面理解，而是能夠更深刻地明白聖經
整體脈絡與信息。這門課幫助我在晨
曦會服事時，更能準確地傳達聖經真
理，無論是在輔導吸毒者還是家屬，
都能透過聖經使人得著從神而來的安
慰及力量。

另一方面，《靈命塑造》則讓我
深刻體會到，屬靈成長並不僅僅是知
識的增加，更是生命的改變。這門課
程讓我學習如何在神面前真實地面對
自己，調整內心的態度，讓神的話語
真正改變我的生命。老師不僅教導理
論，還提供了實際可行的屬靈操練方
式，幫助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對神的
親近。

基神的網路學習模式，更是我目
前學習的一大助力。這種彈性的學
習方式，讓我能在不影響家庭與教會
及晨曦會服事的情況下，靈活安排學
習，接受有系統的神學裝備。

很感恩能在這個時候重回基神接
受裝備，我相信神會繼續帶領我，使
我在晨曦會的服事中，將所學實際運
用出來。每一次陪伴學員走過掙扎與
黑暗，都是再次經歷福音大能的時
刻。我也渴望能陪伴更多被神呼召的
晨曦工人，一起在真理上扎根，堅定
走在祂所預備的道路中。不論將來神
怎麼引導，我願意順服祂的帶領，忠
心完成祂託付的使命。■



對一個團隊組織來說，不論
是教會、企業、還是家庭，領袖毋
庸置疑是最關鍵的。領袖就像是船
長，不僅要掌握航行方向，團結鼓
舞士氣，還要能在暴風雨中穩健前
行。一位有智慧、成熟且靈巧的領
袖能切實地帶領團隊成長，完成既
定的使命。

一直以來，華人基督徒都較少
重視領導力的培訓，這可能與中華
文化強調內斂與謙遜有關；若表露
出對領導技能的學習意願，則容易
被視為野心勃勃。體現在教會文化
上，多數教會在尋找牧者時，都希

望他能明顯具備基督的僕人精神，
卻甚少強調基督的領導能力。以我
自己為例，在預備擔任院長一職之
前，也很少關注自身在領導力上的
訓練和培養。而當我對領導力的培
養有更多認識，並積累了更多經驗
之後，就越能看見其重要性和價
值。現在我意識到，若能早些訓練
自己具備良好的領導能力，那麼在
過往的事奉崗位上就能發揮更大的
影響力，服事也會更有果效。

我們不應該一昧地用負面態度
去看待領導力的培養。在2024年
12月的院訊中我提到，僕人領袖的
模式能避免常見的試探和錯誤（如
強勢、驕傲、任意妄為等），並最
大程度地展現一位好領袖的價值，
耶穌基督就是僕人領袖的榜樣。所
以，建立僕人領袖是神學院接下來
培養和發展領袖的事工方向，我們
的第一步就是舉辦一年一度的僕人
領袖研討會。若神許可，我們盼望

之後能將領導力的培訓擴展到神學
院的各級學位課程中。

今年的僕人領袖研討會我們有
幸請到兩位具有豐富服事經驗的講
員，他們在各自的教會和機構中擔
任領袖職位。呂紹昌牧師（基神前
院長，現基神董事會主席，現亞特
蘭大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將為
我們陳述一個適合華人教會，同時
結合信徒靈命成長、西方領導力優
勢、及華人文化特長的領袖模式。
董家驊牧師（世界華福總幹事，富
勒神學院實踐神學哲學博士）將與
我們分享一項實踐神學的重要觀念
和研究方法，並將其運用在AI時
代的事工之上。兩場研討會都與我
們今日的事奉密切相關，相信對弟
兄姊妹們的服事成長大有裨益。活
動期間，您將有機會與講員及其他
與會者互動交流，並表達您對未來
研討會的期望。我們期盼您的到
來！■

2025首屆
僕人領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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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明謀院長 翻譯/金   甌姐妹

活動推廣

時間：週一, 5/19/2025, 上午9:00至下午1:30
地點：基督工人神學院
1975 Concourse Drive, San Jose, CA 95131

呂紹昌牧師/博士

與華人教會相適應的屬靈帶領

董家驊牧師/博士

從矽谷到十架
—AI時代牧養的實踐智慧
未來課題問卷調查
午餐

大會程序及安排



1975 Concourse Drive, San Jose, CA 95131
Tel: (408) 433-2280 • Fax: (408) 433-9855
admin@cwts.edu • http://www.cwts.edu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U.S. POSTAGE 

PAID
San Jose, CA 

Permit No. 988

基督工人神學院畢業典禮 

CLASS of 2025 COMMENCEMENT  
22002255年55月月1177日下午22::3300 

IInn  tthhee  bbeeggiinnnniinngg  GGoodd  ccrreeaatteedd  tthhee  
hheeaavveennss  aanndd  tthhee  eeaarrtthh..  NNooww  tthhee  
eeaarrtthh  wwaass  ffoorrmmlleessss  aanndd  eemmpp--
ttyy,,  ddaarrkknneessss  wwaass  oovveerr  tthhee  ssuurrffaaccee  ooff  
tthhee  ddeeeepp,,  aanndd  tthhee  SSppiirriitt  ooff  GGoodd  wwaass  
hhoovveerriinngg  oovveerr  tthhee  wwaatteerrss..  AAnndd  GGoodd  
ssaaiidd,,  ““LLeett  tthheerree  bbee  lliigghhtt,,””  aanndd  tthheerree  
wwaass  lliigghhtt.. 

主題信息：時代聆聽     
特邀講員：董家驊牧師/博士 
地址：基督工人神學院院本部 
11997755  CCoonnccoouurrssee  DDrr..    
SSaann  JJoossee,,  CCAA  9955113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