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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忠銘院長 / 校長

      待降節期到來，聖誕樂曲隨之響亮，坊間的聖誕裝飾和消費廣告亦開始活絡。為提醒基督
徒勿被商業與世俗活動所模糊和取代，使得聖誕失焦，牧師們常會透過講道訴說耶穌降生的真
諦。在教會牧會時，微僕常藉著證道和文章不斷強調聖誕的核心意義。來到台南神學院服事後，
亦常和學生相互提醒與共勉，勿循流與媚俗。 

      耶穌的誕生並非偶然，乃上帝依其計畫所賜予人類的「禮物」，其目的就是要完成永恆的
救贖。這樣的明證，從先知的預言到耶穌道成肉身，降生為人，立下謙卑、刻苦、慈愛和犧牲
的榜樣已清楚展現。儘管耶穌基督的降生帶來永生的盼望，且為困苦與弱勢者帶來安慰，並成
就人間的愛與和平，但人類依然我行我素，發動戰爭，相互殘殺。 

      綜觀人類歷史，每當集權出現、帝國崛起、朝代轉換時，常會出現你死我活的激烈戰爭。
仔細回顧，戰爭的發生，無一不是領導者為了保衛與擴張自身的權利，以慾為本所產生的王王
共爭、民民共爭、國國共爭。為達私慾之目的，所宣稱的戰爭口號和使命是謊言，更是藉口，
權與利的擴張和保衛才是真實。

迎接和平人君，勿再戰爭 



迎接和平人君，勿再戰爭

       撇開二十世紀之前的帝國主義與反殖民戰爭不談，光是二十世紀迄今的百多年間，就
發生過無數次的戰爭，諸如：兩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冷戰、韓戰、越戰、中東戰爭、
兩伊戰爭、英阿戰爭、波斯灣戰爭…等。尤有甚者，如今打得難分難解、百姓受盡苦難、
生靈塗炭的烏俄戰爭，更是令人不忍卒睹 ! 顯然，挑起戰爭者只以私慾為本，無視戰爭所
帶來的破壞、毀滅、貧窮、悲傷和死亡。縱使日後烏俄戰爭結束，接踵而來的，將會是另
一場難以化解仇恨的棘手「戰爭」。 

      戰爭所帶來的破壞、民不聊生與仇恨，成了和平與貧窮的最大敵人，為此，耶穌在登山
寶訓的八福中提到兩項「福」，值得世人省思。 

        一是：「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馬太福音五章 5 節）耶穌所說
的「溫柔」之福，乃在表示，人能夠永久承受地土之因，並非武力，而是溫柔。耶穌所提
的「溫柔」，意指不崇尚暴力、不用武力巧取豪奪，否則，用武力所得之地土，將會因為
仇恨，而引發抗爭。如此一來，掠奪者不但無法安穩過日，若被掠奪者起而反抗，或其他
強權興起，最終依然會歸於無有。我們從過去帝國主義倚靠強權，侵略他國，到最後不是
回歸原點，就是走向滅亡之路的歷史殷鑑，得以清楚見著。端見，唯有實踐耶穌的教導，
謙卑順服上帝，才能永遠承受地土。

      二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馬太福音五章 9 節）
耶穌所指的「和睦之福」，乃不製造爭端，透過犧牲、奉獻與服務的作為，讓人因你得
福，享有平安，使敵對的個人、團體、國家能得以和好，不再有爭執之意。如此行的人，
方能稱為上帝的兒子。耶穌之所以會被稱為和平之子，就是因為祂犧牲自己的生命，成
為神人之間的中保，讓人類與上帝和好，同時成就了人與人之間的「和睦」。 

      戰爭並不能解決問題，更無法換取和平，只會造成無辜百姓的受害，連帶使得股市
下滑，油價與民生消費物資上漲，隨之而來的滿目瘡痍、民生凋蔽、仇恨與利益的糾葛
等，勢必禍延子孫，問題將永無止息的一天。 

     當世人共同紀念和迎接主耶穌基督的誕生與再臨之際，期盼大家也能一起為勿再戰爭
擺上禱告，好讓那一心想挑起戰爭者能良心發現，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不舉
刀攻擊他國，也不再學習戰事。 

南神校園聖誕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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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歡迎提供校友消息及更正資料 : )
梁小姐 06-2371291#1015 
E-mail：foundation@ttcs.edu.tw

               校友動態

校友會
聯    絡
窗    口 :

封牧就任消息
校友陳惠明牧師 ( 畢業 1983 年神學系第 100 屆 )
於 2022 年 10 月 2 日就任溪美教會第八任牧師，
由台南中會舉行授職感恩禮拜。

校友曾瑞平傳道師 ( 畢業 2019 年神研所第 57 屆 )
於 2022 年 10 月 8 日下午 3 點封立牧師暨就任
富強教會青年事工牧師，由台南中會舉行授職
感恩禮拜。

校友高柏恩傳道師 ( 畢業 2019 年神研所第 57 屆 )
於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點封立牧師暨就
任台南大專中心主任牧師，由台南中會舉行授
職感恩禮拜。

校友石秋達傳道師 ( 畢業 2019 年神研所第 57 屆 )
於 2022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3 點封立牧師暨就
任大洲教會第七任牧師，由高雄中會舉行授職
感恩禮拜。

校友丁尊貴牧師 ( 畢業 2000 年社服第 31 屆、
2009 年神研第 38 屆 ) 於 2022 年 11 月 5 日就
任恆春教會第十一任牧師，由屏東中會舉行授
職感恩禮拜。

校友陳和香牧師 ( 畢業 2000 年社服第 31 屆、
2009 年 神 研 第 38 屆 ) 於 2022 年 11 月 5 日 就
任恆春教會教育牧師，由屏東中會舉行授職感恩
禮拜。

校 友 王 右 軍 牧 師 ( 畢 業 2007 年 神 研 第 45 屆 )
於 2022 年 11 月 5 日就任蘭大衛紀念教會第六
任牧師，由彰化中會舉行授職感恩禮拜。

校 友 宋 紀 嫻 牧 師 ( 畢 業 2007 年 神 研 第 45 屆 )
於 2022 年 11 月 5 日就任蘭大衛紀念教會關懷
牧師，由彰化中會舉行授職感恩禮拜。

校友謝昇佐傳道師 ( 畢業 2019 年神研所第 57 屆 )
於 2022 年 11 月 6 日下午 3 點封立牧師暨就任
大同教會第六任牧師，由台南中會舉行授職感
恩禮拜。

校 友 施 惠 茹 牧 師 ( 畢 業 2016 年 神 研 第 54 屆 )
於 2022 年 11 月 13 日就任佳里教會教育牧師，
由台南中會舉行授職感恩禮拜。

校友黃瓊儀傳道師 ( 畢業 2016 年神研所第 54
屆 ) 於 2022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3 點封立牧師暨
就任海豐教會第七任牧師，由屏東中會舉行授
職感恩禮拜。

校友毛郅尚牧師 ( 畢業 2015 年神研第 53 屆 ) 於
2022 年 11 月 20 日就任大埔美教會第一任牧
師，由嘉義中會舉行授職感恩禮拜。

校友李昱宏傳道師 ( 畢業 2019 年神研所第 57 屆 )
於 2022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3 點封立牧師暨就
任嘉義友愛教會第四任牧師，由嘉義中會舉行
授職感恩禮拜。

校友陳萌祿牧師 ( 畢業 1983 年神研所第 21 屆 )
於 2022 年 12 月 4 日下午 2 點 30 派駐台南手
語甘為霖紀念教會，由壽山中會舉行授職感恩
禮拜。

校 友 王 昌 裕 牧 師 ( 畢 業 2000 年 神 研 第 37 屆 )
於 2022 年 12 月 11 日就任新泰教會教育牧師，
由台北中會舉行授職感恩禮拜。

校友朱惠君傳道師 ( 畢業 2019 年神研所第 57 屆 )
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3 點封立牧師暨就
任高德教會第七任牧師，由東美中會舉行授職
感恩禮拜。

校友林永勳傳道師 ( 畢業 2018 年神研所第 56
屆 ) 於 2023 年 1 月 1 日下午 3 點封立牧師暨就
任竹仔腳教會第九任牧師，由屏東中會舉行授
職感恩禮拜。

校友蕭益仕傳道師 ( 畢業 2019 年神研所第 57 屆 )
於 2023 年 1 月 4 日下午 4 點 30 分封立牧師暨
就任台南神學院機構牧師，由台南中會舉行授
職感恩禮拜。

* 更新至 2022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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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動態、連載漫畫

盡程退休消息
校友張德慶牧師 ( 畢業 1979 年神研所第 17 屆 )
於 2022 年 9 月 18 日下午 3 點在麻豆新樓醫院
馬雅各紀念大樓舉行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校 友 蔡 加 發 牧 師 ( 畢 業 1979 神 學 第 96 屆 ) 於
2022 年 9 月 18 日下午 3 點 30 分假林皇宮柏悅
廳舉行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校 友 蔡 明 禮 牧 師 ( 畢 業 1988 年 信 神 第 4 屆、
1995-1998 年 神 研 所 第 36 屆 ) 於 2022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 點 30 分在復興教會舉行盡程退休感
恩禮拜。

安慰保守消息
校友張淑純 ( 畢業 1983 年社服第 17 屆 ) 於 2022 年 8 月 26 日安息主懷，享年 63 歲；於 2022 年 9 月
2 日上午 8 點 30 分假高雄市第一殯儀館景福廳舉行追思告別禮拜。其女黃牧慈姊妹 ( 畢業 2014 年社工
系第 48 屆 ) 為本院校友。

石施蕙珠師母於 9 月 16 日下午 9 點 03 分蒙主恩召安息主懷，享年 91 歲。於 10 月 1 日上午 9 點 30 分
在彰化殯儀館彰愛廳舉行入木禮拜，後往台中市東海火化場火化禮拜；於 10 月 2 日下午 2 點於蘭大衛
紀念教會舉行告別禮拜。其夫校友石賢智牧師 ( 畢業 1962 年神學第 79 屆 )。

李明榮先生於 2022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1 點 42 分安息主懷，想年 95 歲。於 12 月 10 日上午 7 點 30
分假屏東市清淨園生命園區舉行入殮儀式隨即火化。當日下午 1 點 30 日假屏東校會舉行追思告別禮拜。
其妻校友李謝秀嫣姊妹 ( 畢業 1969 年幼教系第 16 屆 )。

校友林敬順牧師 ( 畢業 1989 年宗哲第 6 屆、1992 年神研第 30 屆 ) 於 2022 年 12 月 12 日晚上 8 點 15
分安息主懷，享年 66 歲。於 12 月 22 日上午 9 點 30 分假彰化殯儀館 ( 景福廳 ) 舉行入殮隨即火化禮拜。
12 月 23 日上午 10 點 30 日假台中十字園 ( 埔里園禮拜堂 ) 舉行告別與安放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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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王 緝 熙 牧 師 ( 畢 業 1988 年 社 服 第 22 屆、
1992 年神研所第 30 屆 ) 於 2022 年 12 月 27 日
上午 9 點 30 在白河教會舉行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校友李惟信牧師 ( 畢業 1986 年神研所第 24 屆 )
於 202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 點 30 在白河教會
舉行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校友王崇堯牧師 ( 畢業 1980 年第神學 97 屆 ) 於
2023 年 1 月 11 日下午 4 點 30 分在台南神學院
頌音堂舉行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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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有全因過去在南神學習到神
學反思，除了在教會服事，畢業之
後也積極投身於民主運動，如美麗
島事件、高雄事件。他因參與美麗
島事件遭到偵訊刑求，之後入獄服
刑，於 1984 年出獄。1987 年，
他在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擔
任 臨 時 會 議 主 席 時， 提 案 把「 台
灣應該獨立」列入章程，因而再
次 入 獄， 直 至 1992 年 立 法 院 修
正《 刑 法 》100 條， 他 才 獲 釋。
出獄之後，他仍積極為台灣民主
化 獻 出 心 力， 最 後 於 2017 年 安
息主懷。

      籌辦這場神學研討會，主要是
希望透過回顧歷史，看見台灣目前
的發展是許多前輩努力而來的，特
別是美麗島事件。期盼藉由研討會
舉辦，現代教會能傳承當時的精神
與意志，活出信仰，以釘根本土的
思考方向，更多關懷社會弱勢，讓
教會成為盼望的記號，「除了關注
自身的靈命成長，更要關注社會發
生的事，有更多的思考與行動。」

釘根佇本地的
信仰傳承
      為讓更多人認識民主、獨立的精神，從過去追
求民主自由的故事，探討釘根本土的神學於現代
背景下該如何呈現，12 月 9 日上午在台南神學院
頌音堂舉辦「釘根佇本地的信仰傳承——林弘宣、
許天賢、蔡有全紀念追思活動」，記念傳道師林弘宣、
蔡有全及牧師許天賢等民主前輩。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時任《美麗島
雜誌》服務處總幹事的林弘宣與呂秀蓮、施明德、
黃信介、林義雄、姚嘉文、陳菊、張俊宏被依叛
亂罪提起公訴。林弘宣當時的辯護律師為張俊雄、
李勝雄，最後仍被判處 12 年徒刑。1986 年，林弘宣
因為罹患淋巴癌而獲得假釋出獄。他出獄後沒有像
其他美麗島事件受難者一樣走向政壇，而是隱居在
屏東縣內埔鄉的客庄，靠翻譯書籍維生，過著粗茶
淡飯的日子，並於 2015 年安息主懷。

      受美麗島事件牽連，南神受到許多情治人員的
關 注， 在 這 樣 的 時 空 背 景 下，1979 年 12 月 23
日，許天賢在嘉義中會林子內教會主持聖誕讚美禮
拜時，被情治單位在無逮捕令的情形下拘捕。即使
受到身體與精神的壓迫，他沒有失去對民主的熱誠
與關心，在獄中持續透過書信、詩集給予外界人們
鼓勵。三年刑期結束後，他回到林子內教會服事，
之後又就任具民主象徵意義的義光教會的第一任牧
師，盡力為主做工，2015 年，他始安息主懷。

◎文章引自教會公報電子版：
https://tcnn.org.tw/archives/131823

定根佇本地的信仰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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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教授以調查計劃案的規格，帶著研究生以
及該研究中心先進的透地雷達，專業操作掃描
講台地板下的地層內部，透過雷達回波可以探
知地底的影像。經過幾個禮拜後，得出分析報
告的結論如下：「...... 總結來說，水缸位置應
位於神壇下 0.5M 到 1.0M 處，且分布位置並
非對稱分佈，水缸大小約落在直徑 1.0M，且
水缸內可能皆充滿水 ......。」基於科學實證原
則，在未開挖確認之前只能以「疑似」水缸認
定。這是科學的嚴謹，也是實事求真的必要。

      基於古蹟修復以最大原樣保留，最少翻修
重建為原則，因此我們不打算開挖該處確認水
缸實體。然而，那個記憶中的傳說終於浮現眉
目，增加地底埋物的話題；引發關注。或許因
此喚起更多校友往日的記憶，回饋更多當年學
校生活和學生歲月的風聞軼事。先不論地底埋
水缸的效果是否實用，光是這樣的發想都值得為
當年主事者想方設法臻於極緻的用心記上一筆。

     記憶藉著傳誦湧現；在時光與世代之間凝
聚串聯，虛虛實實總是耐人尋味。借助科技輔
助讓這個傳說有具體浮現的圖像，縱使未開挖
一窺究竟，然而依稀朦朧的美感持續在傳說中
迴蕩，為此次整建工程記錄科技與人文結合的
時代意義。科技與人文未必分道揚鑣或對立扞
格，在分際與互補的適度調合下，激盪出引人入
勝的情節持續傳唱在時空中。蘊育冷峻建物的人
文美感，為南神的歷史與環境空間增添風采。

一個校園傳說的浮現
文 ◎林文哲牧師 / 副院長

      學生時代聽過學校師長和資深校友提
到，1957 年肇建的南神禮拜堂兩則軼事：
一是南神禮拜堂的格式是參照劍橋大學某學
院禮拜堂復刻的縮小版。二是禮拜堂講台地
板下刻意挖空埋入大水缸，延長聲音的殘響
（迴音），讓禮拜堂有更好的聲音傳導音場。

       的確，學生時代禮拜堂沒裝空調，也沒
有麥克風和揚聲喇叭，禮拜、早晚禱、上課、
練詩，師生全程人聲發號（肉聲），少了工
具輔助，自然練就肺活量的擴張和喉嚨發聲
能量，也可避免有時因喇叭回溯導致的尖銳
噪音對耳朵的凌虐。人聲聽來倍覺親切，雖
不知這些深埋地下的水缸是否果如其然，卻
宛如空谷筑音在記憶中縈繞。

     因為古蹟教室整修工程，歷經百年的巴
克禮教室（本館）和過一甲子的禮拜堂得以
被仔細檢視；徹底修復。整修過程中發現禮
拜堂講台座位底部大理石覆蓋北側角落潮化
情況特別嚴重，經過仔細檢視後發現，原來
北側鐘樓地版下原有一個小地下室，因為長
年被堆置的東西覆蓋而未被察覺，掀開覆蓋
的木板後發現，可能是雨水或地下水滲漏導
致 裡 面 堆 積 了 約 120 公 分 深 的 積 水。 為 了
確認地下水文對禮拜堂的影響，建築師和工
程 團 隊 設 立 了 多 個 監 測 點 逐 日 觀 查 紀 錄 濕
度變化，也請得成功大學公共工程研究中心
李 德 河 教 授 前 來， 會 勘 內 部 大 理 石 潮 化 的
癥結與解決之道。

講台雷達探測圖說明：
藍色虛線圈處，即疑為水缸埋設處。

一個校園傳說的浮現 no.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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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鄉背井的聖誕節

      1863 年 8 月，27 歲的馬雅各醫師與杜
加 德 醫 師 搭 上 波 羅 乃 西（Polonaise） 號，
經歷近四個月的航程在 12 月 4 日抵達上海，
四日後達廈門 1，在 12 月 26 日馬雅各醫師
寄出他身為醫療宣教師的第一封信，向英國
讀者捎來聖誕與新年問候，而這也是他第一
個離開家鄉的聖誕節。當時他一邊在廈門學
習宣教地的語言，一邊認識英國長老教會在
廈門與汕頭等地宣教行政事務，他透露自己
在新的土地上展望新年來到的心情，信中提
到雖然過去的日子有些困難險阻，但是此刻
他踏在宣教土地上，感到自己擁有特權，滿
懷希望要奮力在主的工作中把一日日活得熱
忱而有用。

      在這封信上馬雅各提到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他與杜嘉德醫師針對福爾摩沙宣教是否
該這麼早派出宣教師的不同意見。1860 年
《信使》上刊載杜嘉德醫師（5 月份信件）
注意到不少經商商辦在福爾摩沙長駐，並且
蓋了房子，但是尚未有宣教師，因為地方方
言相近，所以他建議在廈門已派駐宣教師的
宣道會可差派宣教師到福爾摩沙 2; 9 月 19
日杜嘉德醫師與金輔爾牧師（Hur Libertas 
Mackenzie）前往福爾摩沙探查，經過五天
船行抵達淡水，探查後亦認為福爾摩沙的需

飄洋過海的聖誕節
文 ◎宋訡瑄

馬雅各手稿讀書會成員：
宋訡瑄（左一）
簡心怡博士（左二）
Geoffrey Roper牧師（右一）

求 與 潛 力 很 大， 希 望 在 廈 門 的 英 國 長 老 教
會、美國海外傳道委員會、倫敦宣道會都可
以考慮。3 但是當馬雅各醫師要受差派到台
灣時，卻沒有得到杜嘉德醫師的大力支持，
為什麼會如此？杜嘉德醫師在他寄回英國海
外 傳 道 委 員 會 報 告 寫 到：「 … 我 常 常 提 到
除非已經有兩位宣教師，不然不應該佔領福
爾摩沙。」4 回頭來看，杜嘉德醫師的遲疑
是有道理的，考量到宣教師的健康、以及高
度的勞力密集，需要有同工才有辦法做得長
久，同時廈門站也要有穩定數量的同工群，
才能與福爾摩沙站互相幫補，但是年輕氣盛
的馬雅各醫師寫到自己急切想要回應教會提
出的需求，在台灣建立新的宣教站，所以他
顧不得杜嘉德醫師的強烈措辭，帶著強烈熱
情要投身服事工作。

     事實上，透過私人信件與官方書信，大家
可能非常驚訝的是馬雅各醫師除了捎來佳節
問候，他鮮少說到聖誕節的任何細節，當台
灣（或者全球）不管是否是基督徒都會沾染
上聖誕的氛圍，並且有很多主打如何慶祝聖
誕的商業活動，其實聖誕節的許多「傳統」
都是在 19 世紀維多莉亞女王時期被形塑出來
的。1840 年維多莉亞女王與來自德意志薩克
森－科堡－哥達地區的亞伯特親王（Prince 

  1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March. 1864, p85.
  2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860, p268.
  3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861, p15.
  4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October. 1861, p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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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禁止聖誕慶祝的法案在 1712 年廢除，
但是許多地方教會仍然持續禁止聖誕慶祝，
直到 1958 年聖誕節才被定為公定假日。身
為蘇格蘭人的馬雅各醫師，後來在英格蘭伯
明罕擔任住院醫師，在蘇格蘭與英格蘭的文
化夾縫中，我們鮮少看到他為聖誕節留下什
麼 註 腳， 但 是 也 許 可 以 從 第 一 封 他 從 廈 門
的信中窺見一位 27 歲的青年如何一個人在
新的土地上，度過一個當時身邊的人都不熟
悉的節日，這個熱切又帶著有點急躁的年輕
心志用這段時節反思、感謝、展望與交託，
同時也為他所相信的全然獻上他的生命與青
春，是這段節期中脫去外在形式，卻美麗光
亮的個人慶祝儀式。

Albert）結婚，聖誕樹這個習俗從德國被帶
到英國，1848 年他們在溫莎城堡裝飾聖誕
樹被刊行在《倫敦新聞畫報》，塑造一股新
的家庭聖誕風潮，同時，1843 年大文豪狄
更斯所創作的《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也為聖誕增補更多道德意義，例如：
家人團圓歡樂的日子、同時要行善並分享溫
暖與祝福、也是展望未來與反思過往一年所
行的日子。而蘇格蘭在 1560 年經歷宗教改
革之後將慶祝聖誕的所有儀式視為是不符合
新教信仰的活動，甚至在 1640 年議會通過
法案裁定聖誕慶祝是違法新教嚴肅簡樸宗教
本質的行為，違者會遭受到審判、被禁聖餐
或除會籍。比起可能違法的聖誕節，蘇格蘭人
更為重視是的新年（Hogmanay）慶祝活動，

離鄉背井的聖誕節 no.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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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神學院推廣教育中心為讓教會詩班有更多學習及創意呈現，今年開立
「創意詩班教學與排練」，經過授課老師李建一老師一系列教學後，12 月 10
日特別於南神頌音堂舉辦「2022 詩班 Young 起來觀摩音樂會」，在院長胡忠
銘牧師代表學校致歡迎詞及帶領開會禱告後，各詩班運用創意讓聖詩有嶄新的
呈現。

      此次觀摩音樂會由學員邀請自己所屬教會的詩班和聖歌隊，共有壽山中會大湖
教會、嘉義中會林子內教會、台南中會仁和教會、萬榮華教會、彰化永福教會、
玉井教會，以及橋韻詩班、八角塔府城合唱團、大湖教會青少年棒鐘團等參與其中。

      「創意詩班教學與排練」課程的構想來自於李建一老師過去在南神教授指揮
課程時，發現許多學生都在教會指導聖歌隊，所以應該鼓勵他們彼此多出來，相
互觀摩學習。近年來他也觀察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詩班年齡層逐年上升，剛
好透過課程與觀摩音樂會，讓更多年輕人參與教會的服事，也讓青年認識詩班的
運作及相關知識，不同年齡層可以彼此團契、討論。一旦教會詩班的老師能夠多進
修，帶領詩班觀摩，形成好的循環，就會慢慢有所成長。

no.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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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詩班 Young 起來
詩歌觀摩合唱音樂會

      會中也邀請駱維道牧師回應，他提到在音樂背後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就是「聖靈藉基督的
話上帝的愛感動我們，讓人得以用詩與音樂，將無法完全解釋的心靈狀態及信仰表達出來。」
但是雖然有好的音樂創作，仍需要有教會指揮、教會音樂服事者成為好的中介，懂得將這些教
會音樂介紹給教會的弟兄姊妹。所以駱老師鼓勵所有的音樂服事者，期盼透過進修、學習，能
將教會音樂中的信仰意涵、真、善、美，具體表達給教會聽眾。

      歡迎有志教會音樂服事者，報考南神基督教研究所教會音樂組，正如駱維道牧師最後給在
場所有音樂服事者的勉勵，「體驗上帝所創作音樂的奧妙，非自然產生的，是作者、指揮 ( 演
唱 )、聽眾努力追求聖靈的幫助才能得到意外的力量。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上帝。」( 歌羅西書三 :16)

◎南神推廣教育中心

2022 詩班 Young 起來 - 詩歌觀摩合唱音樂會10



  

前       奏              “Fantasie in F-Dur for Organ”              劉信宏老師
                                 Johann Gottfried Müthel (1728-1788)
                                                   米特爾 : F 大調幻想曲    
    吟       詩               52「早佇大闢王的城裏」                          會 眾
                       
宣       召                                                               楊文馨同學

                            
讚       美                 In Dulci Jubilo ( 在甜蜜的歡樂中 )    教堂詩班
                                                German traditional carol

                                 Arr. John Rutter(*1945) & R. L. Pearsall(1795-1856)

2022.12.22 ( 四 )
19:00

台南神學院
頌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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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 南神神學院 2022 聖誕禮拜

In dulci Jubilo,                       在甜蜜的歡樂中，
Let us our homage show;         讓我們向你致敬；
Our heart's joy reclineth.         我們的心所倚。
In Praesepio.                                     在畜飼料槽裡，
And like a bright star shineth.       如一顆明亮的星星閃爍。
Matris in Gremio,                       在母親的腿上，
Alpha es et O!                        你是阿爾法，你是歐米伽！

O Jesu parvule                       哦，小小耶穌，
I yearn for thee always         我永遠渴慕你，
Hear me I beseech thee         垂聽我向你的呼求。
O Puer optime!                        哦，最美的嬰孩！
My prayer let it reach thee         讓我的祈禱上達你面前。
O Princeps gloriae!                        啊，榮耀的王子！
Trahe me post te!                        願你吸引我！

Oh, Patris caritas                       哦，慈愛的聖父， 
Oh, Nati lenitas,                        哦，慈悲的聖子，
deeply were we stained         我們已被罪惡深深玷污，
Per nostra crimina                        因我們的罪行，
but Thou for us hast gained         但你為我們贏得天堂的歡騰。
Coelorum gaudia,                        天上的福氣，
o that we were there.                       使我們能得著。

Ubi sunt gaudia                       哪裡有歡樂，
If that they be not there?          如果他們不在那裡？
There are angels singing         天使正在吟唱一首
Nova cantica                                    新的頌歌。
There the bells are ringing         那裡的鐘聲響起，
In Regis curia                                    在君王的宮殿裡。
Oh that we were there.         哦我們終於能得著。

no.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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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 南神神學院 2022 聖誕禮拜

讀經 ( 一 )                                路加二 4-14                                              司會

吟       詩                馬 51「星辰燦爛照暗暝」( 第一到三節 )                          會 眾
默想 ( 一 )                              聖詩 51 ( 第三節 )                                    會 眾                     

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

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

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那裡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

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在伯

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

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那天使對他

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

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

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貧乏如我，能拿什麼獻給祂呢？如果我是牧人，我可以獻隻羊；

如果我是個智者，我應知道該如何做。但是，我能給祂什麼呢？

會是靈魂深處最重要的一部分嗎？

邀       請            Poverty( 貧窮 )  M. Lee Suitor(1942-2018)                      教堂詩班
All poor men and humble,              所有的窮人和卑微的人，
All lame men who stumble              所有絆跌的瘸子
Come haste ye, nor feel ye afraid. 快來吧，不要害怕。
For Jesus our treasure,              耶穌，我們的珍寶，
With love past all measure,              因超越一切的愛，
In lowly poor manger was laid. 被安放在卑微的牛槽裡。

Though wise men who found him 雖然智者找到了他
Laid rich gifts around him,              在他身邊擺放珍貴的禮物，
Yet oxen they gave him their hay; 把乾草給身旁的牛隻；
And Jesus in beauty                           美善的耶穌
Accepted their duty;                           接受了他們的敬意；
Contented in manger he lay.              他心滿意足地躺在牛槽裡。

Then haste we to show him              我們快來向他獻上
The praises we owe him;              他應得的讚美；
Our service he ne'er can despise: 他絕不藐視我們的禮儀敬拜：
Whose love still is able              誰還能有如此的愛
To show us that stable              向我們彰顯那在牛棚裡，
Where softly in manger he lies. 安穩躺臥在牛槽裡的嬰孩。

默想 ( 二 )                           牛槽中的貧窮是祂的大能！                          會 眾
這個貧窮孩童的權柄會增長 ( 賽九 7)。最終地上所有權威都要事奉
耶穌基督對人的權威。你是否願意順從祂，讓他統治並心甘情願地
像小小主耶穌一樣，心滿意足地躺在他為你量身訂做的牛槽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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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詩                     51「星辰燦爛照暗暝」( 第四節 )                            會 眾
默想 ( 三 )                                                                                            會 眾

在愛的大能中，祂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祂一路克服罪和死
亡，祂背負人們的罪咎，「我豈通做迷路羊？」

禱       告                                                                              宋宇哲傳道
讀經 ( 二 )                              路加二 :15-20                                      司 會

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
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馬利亞和
約瑟，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裡。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
了。凡聽見的，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
事存在心裡，反覆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就歸榮耀於神，讚美他。

短       講                      「今日已為恁降生救主」                            羅光喜牧師
禱       告                                                                                        主 禮
吟       詩                           60「槽內的嬰兒」                                      會 眾
奉       獻            為蘭嶼 Yabosokanen（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              會 眾
奉 獻 詩                            53「佇清靜的暗暝」                                      會 眾
奉獻祈禱                                                                              鄭世璋牧師
報       告                                                                       校方和學生代表
代       禱  

1. 為活在戰爭陰影下的人們，願和平從天降臨。          宋宇哲傳道 ( 台語 )
2. 為全球因為人禍，氣候轉變所造成的損失。          鍾志威同學 ( 客語 )
   願世人共同珍惜環境。 
3. 為人們過度消耗地球物資與地球暖化。               高井由紀老師 ( 日語 )
4. 為生活被貧困所苦的人們。                          王淳鈴同學 ( 華語 )
5. 為台南神學院能繼續有先知的精神，                  Karjaruljan Muakai
   為上帝國能實踐在台灣這塊土地來預備道路。       曾聖梅同學 ( 排灣語 )
   傳福音給貧窮人，報好消息讓受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上帝國的禧年展現在我們中間。

結束禱告                                         69B                                                會 眾
普世歡唱                         66「聖子耶穌對天降臨」                             會 眾
                                    61「佇一個羊廄裡」
                                      48「平安暝，聖誕暝」
祝       禱                                                                              羅光喜牧師
後       奏                                                                              劉信宏老師
                           “Douze Chorals-Préludes sur des Thèmes Grégoriens” , 
                                     “ Op. 8: I. Rorate Coeli, Op. 8: II. Adeste Fideles” 
                                                                 Jeanne Demessieux (1821-1968)
    戴梅西 : I《天上滴下甘露，望雲彩降下仁義，拂曉燭光迎救主》、II 《齊來崇拜》作品編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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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4 年我在美國芝加哥神學院（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念書的時候，遇上了當年破
紀錄的低溫與大雪。芝加哥市中心有許多街友，我曾
經在溫哥華專門照顧街友的教會幫忙過，知道捐贈品
中有一項很容易被忽略的物資－襪子，而它正好是在
寒冷氣候環境中保暖的必需品。

        我和長期在「夜間牧養關顧（The Night Ministry）」
關照街友的同學好友 Kirk Laubenstein（現為牧師）
立即發起為街友募集襪子的活動，並給這個行動一個名
字：「The Tree of Socks, The Tree of Love」，希望
替街友在聖誕節之前，募集到一些襪子。Laubenstein
牧師在社群網站寫下這段話：
     

The Tree of Socks, 
The Tree of Love 文 ◎ 鄭世璋牧師

圖片來源 /The Hunger Site by Greater Good

     大意是，當年大芝加哥地區約有 116,042 位街
友，為了幫助他／她們度過芝加哥惡名昭彰的嚴寒冬
天，需要大量的襪子，最好是「新的」的「厚襪」。
Laubenstein 牧 師 相 信「 我 們 的 幫 助 可 以 減 少 他
們 的 受 苦（They would suffer less if you could 
help.）」，那怕只是一雙襪子。
     
      此活動獲得當時校牧室的支持，消息很快地在校
園內傳出去。我除了請當時國小四年級的大女兒與五
歲的二女兒幫忙畫海報，張貼在校牧室外，也在芝加
哥台灣人的教會中報告此事。

    越來越接近聖誕節，正當我們快要感到沮喪的時
候，一包又一包的襪子，不斷地送來校牧室前的大桶
子，連從辦公室走出來的校牧，看到突然暴增的襪子
也愣了一下，而更讓我們感到驕傲的是，這一百多雙
的襪子沒有一雙是使用過，全部都是新的！

     「According to the Chicago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in the 2012-13 school year 
there were 116,042 people who lived in Chicago who were homeless. Winter is here, 
and for those people who live on the streets it is the most difficult time of 
year because they are lacking the basic needs for life. They would suffer less if 
you could help. They need NEW UNOPENED socks to survive this Winter, preferably 
heavy winter socks, and we know you can help them.」
   

The tree of socks, the tree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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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神學院聖誕佈置 ｜ 總設計主題

              「耶穌是弱勢 ( 世 ) 人的光」
｜總體設計理念｜
弱勢者有福了，因為耶穌來了。
耶穌靠近那憂傷、孤獨和被拒絕的人，以及因任何因素處在弱勢地位的人，這
樣的人有主的愛與安慰臨到他們。自耶穌降生，基督徒的價值就不是攀權富貴，
而是站在弱勢者的一方，為他們發聲。弱勢者不僅僅是在社會上生活困難的人，
也包含了因各種原因而處在社會邊緣或是群體邊緣的人。像這樣的人，我們通
常是視而不見？不要太多的接觸？還是學像耶穌，不擔心旁人的眼光，毅然選
擇與他們站在一起，關心他們、做他們的好朋友呢？

◎經文｜路加福音 4:14-19          ◎詩歌｜新聖詩 342 請來，主真光

耶穌在拿撒勒會堂所宣揚：「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
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德蕾莎修女曾說：「每當你讓上帝通過你愛別人時，就是聖誕節。
（It is Christmas every time you let God love others through 
you.）」聖誕節從來不只是一個我們領受禮物的歡樂節期，也是一個
懂得把上帝的愛作為禮物，無條件地給予他人的時刻。愛，來自於盼
望，沒有盼望，我們就無法在還是少年的馬利亞身上，看到拯救的生
命；若沒有盼望，我們就無法在簡陋破舊的馬槽裡，看出拯救的恩典；
人若沒有盼望，我們就無法在十字架上經驗復活的基督。

      在我們分送襪子的夜晚，雖然非常地冷，但心卻是溫暖的，因為
我們知道，「今天，在大衛的城裡，你們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經誕生了！」
（路加福音 2:11）

「疾病、病痛」
◎經文：瑪拉基書 4: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
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

當人在出母腹後就會不斷接受刺激，從小到
大都會經歷到病痛，小的皮肉傷，大到住院、
長期回診等等，正在經歷這過程的人，他們
除了渴望得到恢復、醫治，也需要有你的關
懷與陪伴，有主公義的日頭照耀你時，你也
可以照耀你身邊需要的人！

以 4 個弱勢主題出發：

讓我們跟隨著耶穌，

心中多些光明、

多些溫暖，

隨時伸手給予幫助，

將從耶穌來的愛分享

給需要的人，

讓上帝的國臨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SITE

圖書館前

Concept
樹：如同被病痛攪擾的人

黑色絲布：象徵病痛纏身

金黃色加白色絲布：主的榮光照耀

白色星星：象徵你也能用關懷照亮病痛的人

The tree of socks, the tree of love.
南神聖誕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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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路加福音 6:20-21
「耶穌舉目看着門徒，說：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你們飢餓的人有福了！因為
你們將要飽足。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喜笑。」

聖誕羊槽是傳遞信仰過程中的一環：
傳遞信仰的過程，既珍貴也需要付出。上帝愛我們每一個人。從耶穌基督降生在卑微的羊槽起就為我
們建立了典範：無論人出生貧賤與否、行為良善與否，耶穌都付出滿滿的關愛。自稱基督徒的我們
是否能盡量貼近耶穌的心聲？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活出基督的樣式呢？基督徒若只有在教會敬拜上
帝，卻沒有實際關懷周圍有需要的人，沒有追求公義與憐憫，上帝並不會喜悅。我們必須實際在社會、
在生活中實踐愛與公義，也才能將福音帶給周圍的人。

◎經文：詩篇 118:14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
我的拯救。」

在台灣有很多移工和新住民在這個土地一起打
拼，他們離鄉背井來到不同文化的地方，作著
最基層的工作，用勞力換取金錢，為的就是要
讓家裡的人過得好日子，心裡的愁苦，無人能
知，雖可以藉由同鄉相聚解愁，但內心的平安
祈求上主可以給他們，耶穌也是他們的主，祂
關心所有人，關心離鄉背井的人，在這個耶穌
降臨的日子，祂用愛環抱著每個人，因祂是世
上的光，也將平安送到你的心房，你是否願意
將你的心門打開，讓這位永生神的光照耀你的
生命，豐盛有能力，和你分享這位神的大能，
願祂的平安與你同在。

「貧窮」

SITE

幼兒園圍牆邊木棧
Concept

1. 羊槽：
上帝的兒子降生躺在餵飼動物的「槽」中，乾草堆成了祂的第一張床。
羊槽的設計就是要邀請大家去感受耶穌降生時所選擇的「貧窮」，提
醒著我們要跟隨耶穌，走謙遜、貧窮和克己的路；讓我們在有需要的
弟兄姊妹身上，認出耶穌，並以服事他。太 25:31-46。

2. 羊槽周圍動物：
羊、雞與鳥類代表台灣鄉下常見禽類，圍在槽邊代表萬物滿心期待耶
穌耶穌降生。

3. 聖誕倒數月曆：
代表從代降節期的開始與結束。這段期間，我們安靜自己的心，用月
曆進行的形式來提醒自己迎接帶有平安、喜樂、盼望的聖誕日到來。
這次設計從 12 月 4 日開始三週，提供每週相關默想經文 (QR code 形
式 )、歌曲 (QR code 形式 ) 與「耶穌的話語」小卡於紙袋內，同時也提
供可以放鬆的小物，除了表達蒙福的來源在於接受聖經寶貴的話語，
也提醒我們以默想和歌頌來渡過帶降節期。

SITE

李庥館前

Concept

將下列這些國家的旗幟：緬甸、柬埔寨、印尼、

馬來西亞、泰國以及中國懸掛在大樹枝上，藉由

生命的風吹揚讓你我認識，並觀察周遭需要被關心

幫助的新住民們。

「
移
工
與
新
住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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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
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
的父、和平的君」。（以賽亞 9: 6）

耶穌是和平與公義的君王，祂的降生帶給世人盼望，這是上
帝賜給人寶貴的禮物。在當今戰亂的世代，不論是處在戰火
中的無辜百姓、第一線軍人、周圍受波及的國家等，甚至是
不在戰亂中但深切關心著的人們，大家極期待平安的降臨，
世界極需要公義的到來。「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
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 2:14）這是耶穌降
生時天使高聲吟唱所帶來的信息。耶穌的降生帶來平安、安
慰與醫治。
 
耶穌是世界真光，祂為世人帶來盼望，這就是當今世代的好
消息！我們當以感謝、等待與禱告的心來迎接耶穌的降生。
學習耶穌愛世人，關心世界、進入世界。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神同行，等待世界真光降臨。

◎聖詩：主要選用 479〈看此破碎的世界〉
「看此個破碎的世界，戰爭、慾望無盡；求主賜阮佇此世代，
和平願望成真……和平人君犧牲來死，拯救沉淪萬邦，對墳
墓中得勝閣起，互阮得新向望……。」

「戰爭、國家受壓迫」 SITE

巴克禮故居

Concept

以顏色鮮明的珍珠紗纏繞在樹幹上，藍色

和黃色是紀念烏克蘭這個國家，紫色則是

表示以禱告的心來紀念受到壓迫的國家和

人民。而在珍珠紗上的是以文字、畫作、

照片、詩詞等成為引導，帶著師生們為著

當代的國家戰爭，與受壓迫的人民來禱告。

看！聽！關心！

◎經文：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我報給你
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
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
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
主，就是主基督。你們
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
布，臥在馬槽裡，那就
是記號了。」忽然，有
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
美　神說：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
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 有 古 卷： 喜 悅 歸 與
人）！

「等待君王小小耶穌誕生」

SITE

頌音堂外

Concept
第一區用紫色、藍色與淺粉色為主軸的玻璃紙圍繞頌音堂樓梯，因著半透明的

玻璃紙，將做禮拜的頌音堂外佈滿紫色色彩。紫色代表尊貴、等待與悔罪等，

這是待降節的顏色，提醒人預備心來迎接主基督降生。另一區在樓梯旁的牆上，

高掛五張仿哥德式建築的彩繪玻璃畫作。這個圖畫呈現在兩千多年前晚上在伯

利恆的小鎮裡，小小耶穌降生的場景。

提醒眾人聖誕節最重要的是耶穌的降生，真光照耀、盼望臨在、在黑暗中的人

們獲得希望。藉著圖畫看見聖誕真諦，並以周遭的紫色氛圍成為等待的陪伴，

一起期待耶穌的降生。

南神聖誕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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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un Ciubu（中布）中會退休牧師 Alang Islituan（伍錐），在
台南神學院求學時，曾寫下〈衝破黑雲、遇見光明的山地同胞〉一文
刊登於 1967 年 6 月下旬出版的《瀛光》月刊，文章出版後卻無故遭
警備總部沒收銷毀。2021 年起，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台
灣神學院史料中心、台灣教會公報社等單位協助，文章重新找回，南
神黃彰輝紀念圖書館在 11 月 10 日舉辦文章回歸儀式，盼望見證公義。

      Alang Islituan 是南神首位經考試錄取的原住民學生，就學期間針
對原住民在社會變遷之下遇見的苦難寫成讀書報告，並被任課教師李
嘉嵩牧師推薦刊登於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的《瀛光》月刊，隨後卻被
警備總部沒收，造成他內心恐懼與痛苦。去年起經多方陳情協尋後，
發現台神史料中心收藏的《瀛光》月刊仍保留此文，終於讓文章內容
重見光明。

      回歸儀式中，Alang Islituan 表示，在南神讀書的日子是他生命中
很重要的時刻，認識了牧師黃彰輝的處境化神學，以至於畢業、牧會、
退休都秉持這樣的想法，參與許多社會運動，與自己的族群站在一起。
當年這篇文章寫下原住民的命運及困境，例如部落的少女因金錢誘惑
被拐賣至都市成為性工作者、部落土地被不當剝削等。

      文章被沒收後，Alang Islituan 曾受到旁人質疑，不了解他為何撰
寫這篇文章，更在日後牧會時受到政府監視，每日生活在恐懼之中。
但也因這樣的關係，讓他更堅定與公義、民主站在一起，而今文章重
新回到母校圖書館，能夠讓更多人理解當時原住民真實的處境，並把
從南神學到的精神在生活中變成具體的關懷行動，持續關懷這個社會。

     在 Alang Islituan 的文章看見原住民的主體性，並且充滿對壓迫者
的憤怒、族人命運的憂愁，以及對上帝救恩的感謝。眾人一起從這篇
文章理解原住民在台灣社會面對的挑戰，並有更多的思考與見證。

衝破黑雲，消失文章返母校
◎引自教會公報電子版：https://tcnn.org.tw/archives/129750

《瀛光》合訂本
  山地同胞，1967 年

攝影 /Dalul Palalavi

Alang Islituan 牧師

黃彰輝紀念圖書館舉辦文章回歸儀式 (2022.11.10)

衝破黑雲，消失文章返母校18



我無處避難，也沒有人眷顧我。耶和華啊，我曾向你哀求。
我說：你是我的避難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 詩 142:4b-5)。

─大衛於洞裡作詩

看得見的「紙」與看不見的「網」

文 ◎ 蔡尚恩

大陸出現規模空前的反封控抗議運動，北京
難得出現示威人潮。

     專家們直言，習近平無視民怨，他堅持
三年的清零政策顯然走到盡頭，席捲了中國
超過一半的省份、近百所大學與街頭都出現
高舉白紙的抗議人潮，這是震驚全球且似乎
難以收場的全國性抗議。專家們分析這場運
動規模可能超過六四事件，將成為中國「維
穩模式」的終結，大家都擔憂這些年輕學生
與支持民眾的情況。「維穩模式」是由鄧小
平提出，習近平擴大解釋，是 1989 年天安
門事件爆發後，中共投入大量成本設計的制
度。口號是「穩定壓倒一切」，在社區鄰里
設幹事、居委與代表等，負責通報、監督與
執行，企圖讓社會所有潛在動亂在萌芽階段
被扼殺，避免鎮壓與屠殺人民的情況重演，
損害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

     然而，正當世界各國一面聽著中國釋出將
解封的迷惑性新聞，一面密切關注著中國的
裝甲車與運兵車大舉進駐，並分析中國將對
各抗議區域加強實質性「維穩鎮壓手段」，
卻沒想到中國早已在另一頭布下無人能看見
的「網」。然後僅耗費兩天時間布置、一天
的時間急速收網，就在連影音紀錄都幾乎沒
傳遞出的情況下，在全世界震驚甚至摸不著
頭緒的狀況中，一舉瓦解了這場的大規模的
抗議活動。

       能想像嗎？看到、聽到一群又一群中國
民眾唱著“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
的畫面，這曾是三年前光復香港運動中的戰
歌，這一幕在北京、南京、上海甚至海外等
多處地方上演。能相信嗎？許多的中國民眾
網路上紛紛對香港致歉，承認他們體悟到香
港之前的處境，為自己之前的無知道歉。這
場追求自由的「白紙革命」，在中國各大城
市遍地開花，成千上萬抗議者上街高舉「白
紙」抗議，甚至喊出「習近平下台、共產黨
下台」。

     「白紙」源自蘇聯成立初期一個政治諷刺
笑話，一個人在莫斯科廣場上發白紙，特警
欲將其逮捕，前者說「我什麼都沒寫！」後
者罵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寫什麼嗎？」
2019~2020 年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運動，
我們看到民眾手拿白紙在「反送中運動」中
使用，被黑警毆打與逮捕者不計其數。今年
三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少莫斯科示威
者舉起白紙，向普丁政權表達憤怒，據統計
有上萬人遭逮捕。白紙諷刺著就算一切標語
口號皆被禁，仍無法阻止民眾抗爭的訴求。

看得見的「紙」與看不見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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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中國的白紙革命運動，是自 1989
年 六 四 運 動 之 後 的 罕 見 的 大 型 示 威 運 動。
代表了沉寂了超過三十年社會反思的聲音，
「革命」代表的是民眾對現實存在的限制提
出拒絕，是一種對生命的反省更新，願意做
出自我犧牲釘十字架；是對敗壞的過去、現
在的審判，與對未來應許的異象。每當基督
徒 反 思 社 會 公 義 的 訴 求， 彌 迦 書 6:8 是 大
家常使用的經文，但如果你我把焦點只放在
「行公義，好憐憫」，其實是不足的，只會
在挫折時陷入疲累，甚至絕望。我們應當將
目光放在「與你的神同行」；也就是說，「行
公義，好憐憫」是與神同行的態度，而非單
獨行使的方法。

      現今台灣內部多數人仍爭執於意識形態
的 分 歧 中， 目 光 看 不 到 香 港 與 中 國 民 眾 的
處境，也忽略了中共一年比一年更具脅迫性
的外交霸凌與武力挑釁，需知來自對岸獨裁
政權的實質威脅，遲早會在未來某一時刻到
來。台南神學院一次待降節期的早禱中，大
家於無聲中靜思「子彈可殺死先知，但不能
殺死公義的聲音。」台灣內部雖有爭擾，但
面對脅迫，只需同島一命、攜手發出公義之
聲。當疲累或無能為力之時，更需全然交託、
信靠神。大衛無路之際的禱告，仍是倚靠神。
當詩歌唱畢，一轉眼，掃羅真的走進那個洞
裡，死定了！不，上帝將掃羅一個人交在大
衛手中，這是超過人能想像的安排。新聖詩
612 寫道：「境遇好歹變化無定，上帝啲照
顧 你，tiàm 主 翼 下 穩 當 免 驚， 上 帝 啲 照 顧
你。」在危急的關頭，當人力難以改變之際，
莫忘交託，相信神的帶領。

由中國國務院所建構用以評價人民的社會
信用系統。

     這要從中國的「天網」說起，中國早自
2000 年初就開始了審查網路的政治立場；
2005 年 開 始 監 控 IP；2006 年 開 始 網 路 警
察的設置；2009 年起對網路監控採取更積
極 的 立 場， 要 求 各 電 信 業 者 與 通 訊 軟 體 須
納入監管，且於 2008 至 2014 年之間陸續
將所有國內的通訊軟體、伺服器以及網域整
合 納 入 監 控。 爾 後 中 國 更 進 一 步 整 合 臉 部
辨 識 系 統（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
和巨量資料分析（Big Data Analytics）技
術，配合超過六億隻監視器與電信、網路監
管系統，在 2020 年完成規範人民「行為意
識」的社會評價系統。可以不誇張地說，目
前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所有通訊、消費、
移動路線、甚至行為都在國家的監督中，人
民就好比生活在電影《魔鬼終結者》的天網
(Skynet) 之下。
 
     這 次 的 掃 蕩 行 動， 中 共 先 是 嚴 控 大 學
生，以清華大學為首的多所大學直接勒令停
課，或令其先返鄉後再進行期末補救，強逼
學生提前放假返鄉，防止學生在校結伴繼續
「白紙運動」，開啟了史無前例的七十餘天
超長寒假，甚至發短信提醒學生回鄉時拒絕
外媒採訪。另一方面，掌握當時手機定位於
抗議現場的人士，扣除學生，將其餘民眾直
接秘密約談和拘捕，人民面對知道自己一切
更甚於自己的政府，幾乎人人處於赤裸裸的
狀 態、 難 以 反 駁。 習 近 平 掌 握 了 那 不 見 的
「網」，在束縛人思想與行動的羅網中，人
們 的 憤 怒 顯 得 那 麼 蒼 白、 怒 吼 顯 得 那 麼 無
助，甚至難以傳遞出去讓世界看到、讓世界
聽到。這次所謂遍地開花的「抗爭」與「革
命」，就在世界各國震撼與不解的目光中夭
折瓦解。

CNN 發布中國多地發生示威運動，並對能在
北京與上海聽到抗議聲音表示訝異。

看得見的「紙」與看不見的「網」20



奉獻明細

2022 年 9月至 11 月奉獻明細

江寬勛  1,500 
有志定期獻金

莊松榮製藥廠股份  
 有限公司
三多教會
中崙教會
仁和教會
以馬內利教會
台南聖教會
民生教會
吳興教會
東門巴克禮教會
國際日語教會
富強教會
新原教會
德生教會
蘭大衛教會
謝承翰
卓璇慧
有志
吳東晉

 
600,000 

 6,000 
 10,000 

 500 
 1,000 
 5,000 
 3,000 
 5,000 

 18,000 
 10,190 

 2,000 
 2,000 
 5,000 
 5,000 
 1,275 
 9,000 
 7,000 
 1,000 

奉獻主日獻金

南神夥伴

南神之友
 戴寵恩 
 尤惠旻 
 方振隆 
 毛思恩 
 王玉秋 
 王品鈞 
 王慧琪 
 楊中和 
 朱佳雯 
 吳希天 
 李秀華 
 李佳薰 
 李建霖 
 李適安
 李聰信 
 李耀坤  

 1,500 
 15,000 

 1,500 
 1,500 
 3,000 
 6,000 
 1,500 

 500 
 600 

 1,2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900 

柳原講座
後壠子教會  300,000 

實踐神學中心專款
王惠玲
呂佩璘
馬慧萍

 3,000 
 1,000 

 90,000 

獎助學金 
PCUSA
七星中會新興教會
太平境馬雅各教會
和平教會
後壠子教會
景美教會
新化教會
嘉義南門教會
濟南教會
蘭大衛教會
蔡周糖紀念獎學金
  - 善化教會
蔡德安紀念獎學金
  - 善化教會
陳金山博士獎學金
  - 關山教會
楊大溪獎學金
  - 鹽埕教會
鹽光之友獎學金
  - 鹽埕教會
台北市中華基督
  教會公理堂
基督教漢侯基金會
恩惠文教基金會
梁憲良獎學金
  - 梁憲良
吳和隆原住民獎學金
  - 吳宏祺
吳和隆原住民獎學金
  - 吳宏熙
以便以謝獎助學金
  - 林育德

 40,000 
 12,000 

 5,000 
 80,000 
 60,000 
 20,000 
 20,000 
 30,000 
 10,000 
 20,000 

 
2,000 

 
20,000 

 
4,500 

 
16,000 

 
10,000 

 
50,000 

 13,000 
 10,000 

 500,000 

 5,000 

 5,000 

 8,000 

 宜信一 
 林仁智 
 林木村 
 林如佐 
 林佳蓉 
 林惠慧 
 林進文 
 林黃照美 
 林裕豐、劉素瑛 
 邱雅嬿 
 施蘇楓 
 柯崇義 
 洪美雲 
 紀元凱 
 孫明郎 
 高碧雲 
 梁淑瑛 
 郭忠吉 
 郭明錦 
 郭建邦 
 陳宇碩 
 陳志誠 
 陳治中 
 陳玟祺 
 陳信得 
 陳建恒 
 陳愛珣 
 陳慧玲 
 陳蘭篁 
 黃季華 
 黃柏修 
 黃重仁 
 黃素卿 
 黃瑭新 
 黃寶惠 
 楊周耀 
 楊明順 
 楊麗玲 
 葉美玲 
 葉榮光 
 葉瀞允 
 詹淑媛 
 廖平聖

 600 
 20,000 

 900 
 900 

 3,000 
 1,500 
 1,500 

 900 
 3,000 
 1,500 

 600 
 6,000 

 900 
 2,500 
 5,000 
 5,000 
 1,500 
 4,500 
 3,000 
 9,000 
 1,500 
 6,000 

 600 
 1,500 
 3,000 
 3,000 
 3,000 
 4,500 

 900 
 1,500 
 1,500 

 10,000 
 1,500 
 1,500 
 1,500 
 1,500 

 900 
 1,000 
 1,500 
 1,500 
 4,000 

 500 
 1,500 

 廖幼嵐 
 廖學志 
 熊齊治 
 劉立仁、廖豔華 
 劉京華 
 潘森豪 
 蔡成淞 
 蔡受亨 
 蔡玲玲 
 蔡雙如 
 鄭姬慧 
 盧世昌 
 盧欣奉 
 蕭文慈 
 謝文喜 
 謝李喜 
 謝瑞賢 
 嚴淑揚 

 2,000 
 1,000 
 2,000 

 12,000 
 1,000 
 3,000 

 900 
 900 

 3,000 
 1,500 
 3,000 
 1,500 
 1,500 

 600 
 900 
 900 

 3,000 
 2,000 

東門巴克禮教會

世驊股份有限公司

宏聚塑膠股份有限 
 公司
城中教會
新興教會
艋舺教會
雙連教會

 100,000 
 

18,000 
 

50,000 
 50,000 

 100,000 
 150,000 
 420,000 

宣教事工 
台南聖教會   10,000 

校園營繕 
彰化基督教醫院

侯德生、李珮綸
李毓嵐
林瑞琳
紀慶玟
徐俐
羅育倫
竇淑貞

 1,000,000 
 100,000 

 3,000 
 3,000 

 45,000 
 1,000 
 1,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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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明細奉獻明細奉獻明細奉獻明細

奉獻金額如有錯誤或遺漏，
煩請撥冗與本院聯繫。

經常費獻金 

南神之友

國外奉獻

黃彰輝紀念圖書館

黃漢鵬、鄭純玨
江愛祥
周明瑩
陳妍如
陳怡娟
葉瀞允

 50,000 
 1,000 

 10,000 
 3,000 
 9,000 
 4,000 

獎助學金 

花國太
劉瑞益、黃淑貞

 51,000 

 200,000 

祈億恩典 
 

莊松榮製藥廠股份有
 限公司
霧峰教會
林瑞琳
陳瑞娟
劉靜宜
王文玲
紀元凱
莊德璋
陳蒙恩

 700,000 
 9,000 
 3,000 

 600 
 300 

 120,000 
 2,500 
 5,000 
 7,000 

大安教會
內惟教會
太平境馬雅各教會
文山教會
忠孝路教會
明志教會
東門巴克禮教會
德生教會
前金教會
苗栗教會
台南神學院教會音樂
  系校友
王彥愍
王美容
石連城
吳慧娟
李啟仁
林婧怡
林淑子
林惠瑟
陳治中
陳淑華
黃珮寧
黃國哲
詹沁純
廖學志、劉京華
廖錦桂
劉伯彥
蔡重陽
鄭淑姃
蕭以琳
蕭慈敏
闕美琍

 1,000 
 1,000 
 2,000 
 3,000 
 2,000 
 3,000 
 5,000 

 11,500 
 8,000 
 5,000 

 
40,711 
 2,000 
 1,500 
 3,000 

 40,000 
 200,000 

 10,000 
 1,000 
 1,000 

 300 
 300,000 

 3,000 
 2,000

500 
10,780
20,000 
 1,500 
 1,500 
 4,000

14,500 
 3,000 

 600 
 
 

  

Taian Kuo 郭泰安
Che Cheng Cheng 鄭哲誠
WEIJEN CHEN

US$1,000 
US$2,000 

US$300 

南神夥伴	

芝城台灣社區教會 
Taiwanese Community Church 
in Greater Chicago

IRVINE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Irvin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紐約台灣基督教會
Taiwan Union Christian Church 
in New York

US$1,500 

US$2,500 

US$9,000 

為詩班 young 起來  
  音樂觀摩會奉獻

劉惠華   10,000 

獎助學金	

蔡李心慈長老紀念獎學金 -
  蔡良俊 (David  Tsay)

 60,459 

為南神神學院
  經常費奉獻

王崇堯            18,000 
胡忠銘            21,000 
高井由紀          3,000 
楊順從              6,000 
喜樂親子牙醫       500 
羅光喜            10,500 
洪梅芬         400,000 
吳燦坤      1,000,000 
張仁正              1,000

2022 年 9月至 11 月奉獻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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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者基本資料 
（請務必填寫，以利後續收據寄送及刊登作業）

姓    名：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所屬教會：                        中會                         教會

地址：

電話：                          手機：

E-mail :

◆ 

請選擇奉獻項目（請勾選奉獻項目）

□經常費     □奉獻主日獻金     □獎助學金     □實踐神學中心專款     □校園營繕與設備專款        

□黃彰輝紀念圖書館建築奉獻

□南神之友（含黃彰輝之友及巴克禮之友）：一次奉獻 _________ 元或每月定額奉獻 ( 信用卡 )_________ 元

□南神夥伴 ( 含企業團體、教會與個人 )：每年□ 3 萬    □ 5 萬    □ 10 萬 ( 含 ) 以上

◆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台 南 神 學 院 奉 獻 方 式 說 明

方 式

郵政劃撥

匯款  
ATM

支票

信用卡

現金

                   捐款資訊

帳號：31637262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

收款銀行：彰化銀行東台南分行
帳號：6433-01-009255-00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

抬頭請寫「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
神學院」，並加劃橫線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下載或填寫下方信用卡授權書
填寫後請傳真 0 6 - 2 3 4 6 0 6 0
我們將於每月月底進行授權扣款

竭誠歡迎您至台南神學院綜合大樓一樓
總務處出納組臨櫃奉獻。

國內奉獻方式
                       備  註

通訊欄處請填寫奉獻項目及奉獻者所屬
教會，以利後續捐贈收據寄送及刊登。
承辦窗口：會計室雷小姐
06-2371291#1020
 懇請提供轉帳資訊及奉獻者資料，以確
認收款及寄送捐贈收據。
承辦窗口：總務處出納組蘇小姐
06-2371291#2025 
chienyi@ttcs.org.tw

填妥下列資料連同支票一併遞送或掛號
郵寄至 701002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117 號台南神學院總務處出納組收。

承辦窗口：秘書室陳小姐
06-2371291#1009
tedu@ttcs.edu.tw

701002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117 號

西元 20__ __ 年 __ __ 月

國內奉獻 - 信用卡授權書

信用卡號

有效期限

發卡銀行

捐贈金額

捐贈期限

 持卡人簽名

授權日

- - -

（同卡片簽名）

銀行

◆ 

□自西元20__ __ 年 __ __ 月起 至 西元20__ __ 年 __ __ 月

□與卡片效期一致    □主動來電取消為止

 西元 20__ __ 年 __ __ 月 __ __ 日

□單次奉獻 ___________ 元 
□每月定額奉獻 ___________ 元

◎謝謝您的奉獻與支持，填妥後請傳真 06-2346060 / 06-2348582 或寄到 701002 台南市東門路一段 117 號，秘書室陳小姐收。

南神奉獻方式說明

2022 年 9月至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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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神奉獻方式說明

  美國地區透過永久基金帳戶 PC(USA) 奉獻：
◎本院於美國長老教會基金會 (Presbyterian Foundation )
    開立「永久基金」(Permanent Fund) 之捐贈帳戶，奉獻者
    可透過指定捐贈到此帳戶，支持本院培育傳道人才與宣
    教神學事工之經費需要。

◎此奉獻將由美國長老教會基金會開立奉獻收據給奉獻者，
    以供奉獻者於美國政府報稅使用。

◎美國長老教會基金會聯繫方式：
     1-800-858-6127 分機 5883

開立支票寄到 PC(USA)	:
請印出並填寫捐獻表格後，連同支票郵寄至下列地址，以利
美國長老教會基金會作建檔、開立奉獻收據及提供後續之服務。

◎捐獻表格下載：「PC(USA) 奉獻表格」
 ( https://www.presbyterianfoundation.org/wp-content/  
   uploads/2018/01/Donation-form-for-web-1-18.pdf )

◎支票抬頭：Presbyterian Foundation
◎支票左下方備忘錄 ( 請務必填寫 ): 

    Tainan Seminary Fund Acct. No. 102240000034 
◎郵寄地址：Presbyterian Foundation
              200 E. 12th Street,
             Jeffersonville, IN 47130, U.S.A.

經 ACH 或電匯方式捐款：
請與美國長老教會基金會專員聯繫 : 1-800-858-6127 分機 5883

信用卡線上奉獻 :
(1) 前往 PC(USA) 基金會帳戶網頁
(http://endowments.nepahwin.com/fund/102240000034/)

(2) 點選下方 Click Here To Donate，填妥信用卡資料後按 Submit
(3) 相關資訊請與在美專員聯繫確認：1-800-858-6127 分機 5883

其他地區國外匯款 ( 此收據不適用於國外報稅使用 )

◎帳號資訊：

  BANK：CHANG HWA COMMERCIAL BANK Tung-Tainan Branch
  ADDRESS：95-1, Sec.1, Pei Men Rd, Tainan 700, Taiwan
  SWIFT CODE：CCBCTWTP643
  BENE：TAINA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
  A/C NO. 64330100925500
  
◎匯款後煩請聯繫本院惠賜奉獻者資訊、奉獻項目與
   金額，以利追蹤款項並提供台灣報稅用奉獻收據。

※ 若您有任何國外奉獻之問題，請聯絡相關聯絡人：
    ◎台南神學院  院長室  
       電話：886-6-2371291 #1001
       傳真：886-6-2346060
       E-mail：ttcs@ttcs.edu.tw
    ◎台南神學院  校友會 
       電話：886-6-2371291 # 1015 梁小姐
       傳真：886-6-2348582
       E-mail：foundation@ttcs.edu.tw

3.

1.

2.

◆ 

國外奉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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