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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合一，靈命復興
—時代工人的挑戰

黃成培院長
正道福音神學院 2022 年度主題和新年展望是：主內合一，靈命復興。祈盼我們所培

養出來的工人，能夠面對這個時代的挑戰，使教會在黑暗的社會中成為一個見證的燈塔。

我們可以從詩篇 133 篇和 134 篇來思想這個主題。

一、時代工人要彼此相愛，團隊合一（詩篇 133：1）
詩篇 133 篇談到，節慶時神的百姓上

行回聖城朝見神。愛神容易，愛人很難，

因為合一的美善要彰顯在弟兄和睦同居、

彼此相愛。「看哪！」有誰在看弟兄姐妹

是否合一相愛？這來自四方面：父神在

看—因為父神最樂意看見祂的兒女合一

相愛；我們自己在看，在經歷；尚未信主的人在看；仇敵撒旦也在看。

合一雖然困難，但是三一神已經為我們立下合一的榜樣。所以，主耶穌在約翰福音 17

章為教會祈求合一，目的就是求父神的榮耀。感謝神，正道福音神學院在創校之初，劉富

理院長建造學院成為一個合一的團隊。他在領袖世代的傳承上，留下佳美的見證—完全放

手交棒，卻在學校有任何託付時，都願意挺身扶助新任院長。我是站在兩任院長基業上事

奉的人；期盼在後疫情時代，帶領老師和同工團隊迎向百年未逢的挑戰，且不因環境的惡

化，在招生、教學、籌款、人事的改變和改進中，失去團隊的合一。

感謝神，2021 年 12 月，神學院離籌款目標尚差 50 多萬時，許多師生、同工參與了

111 的達標計畫：每一人，每一天，奉獻一元。你們積極的參與，是合一的實踐。回想我

和師母當年在當神學生時，也是從奉獻上開始操練信心。擁有長大的信心，才不會讓自己

成為一個雇工，才會忠於神的呼召。2022 年初的美國東南區之行，我和師母再次看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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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因為該教會沒有牧師，我們連續兩個主日在當中事

奉並作週間的培訓，弟兄姐妹們在支持神學院的事工上，是

合一的，盡力的。有一個奉獻袋上寫著：「無名」、「Cash」

金額 176 元，奉獻者應該是把當天口袋裡所有的現金都掏出

來奉獻了。正道福音神學院能夠走過這 30 多年，正是因為

在神的國度裡，有一個心意合一的團隊在支持。你們愛神、

愛祂的工人之心，這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書 8：3）。

二、時代工人要認清身份，認清時代（詩篇 134：1）
此節談到選民對祭司的道別。在耶路撒冷守節的百姓到

了該回家的時刻，卻在聖殿流連往返，直到守夜的祭司上崗

了，才依依不捨地離開，同時勉勵神的僕人：「你們當稱頌

耶和華」（1 節）。

這節提醒我們要認清自己的身份，做一個稱職的僕人，

也就是「傳道人」。首先，我只是一個有限的「人」，要知

道自己的不足，時刻仰望神。例如，我們還在非洲動盪的環

境事奉時，開車進首都辦事，都要切切禱告，仰望神的帶領

與保護，否則就會陷入危險和牢獄之中。第二，我是一個傳

道人，要有「道」可傳，要熟悉聖經。第三，我是一個傳道

人，就要委身去「傳」，時時準備。記得 2004 年到肯亞的

教會事奉，主日的早上，所有的傳道人和牧師坐在臺上時，

當地的牧師突然輕聲對我說：「等一下，你要講道。」我是

傳道人，雖然祇有 5 分鐘的準備時間，我必須盡忠職守，把

握每個機會「拿着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以弗所書 6：

17），向人心的營壘進攻。因為這是我們的呼召和本份，無

論得時或不得時，我們都要傳道。

選民看到祭司在夜間忠心地事奉，這提醒我們傳道人要

認清時代、把握時機。要觀看神在這個世代的作為，不是自

己想做什麼，也不是教會想做什麼，而是神正在做什麼。就

如同主耶穌所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約 5：

17）。聖經又告訴我們，「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 4：

6）。兩年來，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機，使全球進入黑暗的時

期，從人來看是一件災禍。然而，危機就是危險，加上機會。

在疫情中，有好些教會的網路禱告會人數反而增加；教會不

斷開展網絡外展活動：幸福小組不斷地增加梯次，帶領了許

多人信耶穌；網路門訓的小組化，使得弟兄姐妹們的關係更

加親近。正如羅馬書 8：28 所言：「我們曉得神使萬事都互

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

傳道人要認清時代，就要把握時機。對神學院而言，

就是網路教學時代的來臨，2022 年將是建立網路教學的黃

金時代，建造學校的網路教學品牌。請為建立網路教學的架

構和嫻熟的教學法代禱。感謝神，目前的網路學生有來自於

中東的宣教士、歐洲和亞洲不同國家的學生，他們仍然在當

地工作或事奉，網路教室成為他們連結人脈和資源的平臺，

擴展了他們的國際觀和國度觀。因此，這一切都加快進展了

2019 年神學院所更新的異象和使命：「塑造神國使命僕人．

轉化全球基督教會。」

三、 時 代 工 人 要 定 睛 在 主， 禱 告 歌 頌（ 詩 篇

134 : 2）
「你們當向聖所舉手，稱頌耶和華！」禱告的對象是向

聖所，定睛在主的身上，看神要成就什麼，而不是自己要成

就什麼。事工一定會遇到挑戰和困難，不是回應呼召出來事

奉，就會一帆風順，但是，神應許了祂與你我同在。

今早來神學院的路上，我思考著學院當下有十幾件緊急

又重要的事要處理，這些事讓我在夜晚難以成眠。主用馬太

福音 11：28 ～ 30 提醒我：負祂的軛，祂的擔子，不是負

我的軛，我的擔子。這樣，我的心就必得享安息。正道既是

神所愛、所設立的，我衹要盡我當盡的本分，其他的事都交

給神。例如，去年 12 月時，離籌款目標還差 50 多萬；感謝

神，到最後祂都有供應，也感謝老師、同學、同工的參與。

「向聖所舉手」就是禱告，禱告極為重要，幫助我們攻

克事奉時的屬靈爭戰。例如，2022 年初，在東南區的教會

事奉時，師母週日要講道，週六下午電腦當掉了，講章和資

料在裡面，無法再開機。幸好師母在定稿時，Email 了一份

PPT 給自己，終能順利事奉。三天後，在機場返回加州時，

我的電腦也完全當掉，如今還在修理中。唯一的一次來不及

做備份，竟然當機。這除了提醒我們要更加警醒外，也要相

信藉著禱告，資料會順利取出；即或不然，神也會賜下夠用

的恩典和智慧。

「稱頌耶和華」，我們的信仰充滿了對神的歌頌和讚

美。就算在患難痛苦中，祂也使人能在夜間歌唱（約伯記

35：10b）。例如，使徒行傳 16：25 ～ 26，保羅和西拉在

腓立比宣教時，得罪了既得利益者，被關在監獄。他們在半

夜，沒有抱怨、沒有眼淚，卻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

耳而聽，開了一場牢中的佈道會。忽然地大震動，監門立刻

全開。在事奉時遭受大逼迫，保羅和西拉不看環境，仍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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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歌頌，這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所以，我們在事奉的困境

時，也應當求神幫助我們看到神仍在掌權。

四、時代工人要相信神統管萬有，並且走向萬民

（詩篇 134：3）
這一節談到，神的百姓要回到各國、各方之時，祭司為

百姓祝福，求創造天地的主，保守祂的百姓，帶著祝福回到

原居地，因為神是掌管萬有的。所以，當我們走出安舒區時，

就可以經歷祂的同在（馬太福音 28：20）。

2000 年的夏天，我和師母帶著三歲和六歲的兒女，參

加伯克萊大學查經班組織的暑期兒童聖經班，到北加州印第

安人的 Hoopa 部落事奉。抵達後，我們借住在無人使用的

廢棄教堂。在打掃的時候，年輕人的尖叫聲此起彼落，因為

有許多的蜈蚣、蜘蛛網和蟲子。清潔完畢，看著鋪上自己睡

袋的地面，我們享受到同工團隊合一的喜樂。這個保留區的

人被賭博和酗酒所轄制，所以，我們的學生大多來自於破碎

的家庭，寄居在祖父母家或親戚家。他們是在山野長大的小

孩子，無法在課室安坐超過 5 分鐘，而且會從窗戶跳出去，

爬上屋頂和樹梢。師母負責教導，我負責去追他們回來。教

會廣泛使用的課程設計，對他們卻毫無作用。

最後一天是邀請孩子們決志禱告的時刻，要把一週所教

導的基要真理，簡要地重述，並且邀請他們決志。沒想到在

5 分鐘內，孩子們安安靜靜地聽完了整個簡要的真理，並且

有半數舉手，願意相信耶穌。在那五分鐘內，我們經歷了聖

靈平安的同在，神掌管了每一個孩子的心。當師母帶領他們

做完決志禱告後，打鬧聲便猶如潮水湧來。這是我們的親身

經歷：離開安舒區，把祝福帶給失喪的人，神的大能就與我

們同在。

我再次鼓勵所有的同學，作為神的僕人，你們要離開洛

杉磯 LA，更要離開美國 USA，因為世界是你們的工場。去

到神要你們去的地方，你們必經歷祂的同在，因為祂是統管

萬有的神。

I am delighted to complete this book, and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the Logos community. I have been 

teaching Chinese Church History at Logos for over ten 

years, and each semester I learn from my students. I owe 

many of the ideas in this book to current students and 

myriad alumni. Before coming to LES, I also taught the 

material at several other institutions including in Taipei, 

San Jose, Paris, Moscow, and during my eight years 

on the faculty at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in 

Chicago.

My fear, as a history teacher, is that history can 

seem boring. Therefore, I listen carefully and adapt the 

lectures each semester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s and 

passions of the students. The richest conversations I 

have had in a seminary classroom often revolve around 

Taiwan, China, and Chinese history, topics close to 

the hearts of the students. Not only do I get to know 

and love my students, but I constantly grow in my 

comprehension of the subtle nuances of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More than a retelling of Chinese Church History, 

Darkest before the Dawn  offers my particular take on: 

Nestorian converts, Jesuit virtues, Morrison's archetype, 

Opium and Taipings, CIM's testament, China's rush 

to Christian civilization while rejecting Christ, Wang 

Mingdao's resolute indifference to Western missions, 

the dark Great Leap Forward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years, the revivals of evangelical Chinese Christianity, 

Darkest before the Dawn
柯立天博士（Richard Cook）

教會歷史與宣教學副教授、跨文化研究碩士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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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inally Chinese Christians finding footing on the 

global stage. 

The center of the story, as I envision Chinese church 

history, is the emergence of the independent churches 

between the 1920s and 1950s. One key figure during 

that era was Wang Mingdao (1900-1991), the subject 

of my Ph.D. research and dissertation. He is part of 

the pivotal gener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s, marking 

the transition away from missionary endeavors in 

China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ependent and 

indigenous Chinese Christianity. 

The epic missionary effo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mall and untried 

Chinese church. In a tragic twist,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increasingly antagonistic toward 

the West, imperialism, and Christianity, and the foothold 

of church was tenuous. 

Then, in 1900, uneducated peasants rained deadly 

violence upon the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during the Boxer uprising. In a second, more potent, 

blow,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1920s denunciated Chinese Christians as Western 

tools undermin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culture. 

Once inside the "Bamboo Curtain" after 1949, would 

Christianity survive? Or would it disappear again, as it 

did after both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Yuan Dynasty?

The church took root during the generation of 

Wang Mingdao. He was born in 1900 in Beijing during 

the Boxer uprising, he was almost 19 years old on May 

4, 1919 (in the book I discuss whether the young Wang 

Mingdao joined his classmates at the demonstrations 

in Tiananmen Square), he was in his 20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e was in his 50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fter many 

years of imprisonment, he died in 1991 as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taking off.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hurch history comes alive when viewed from his eyes.

The miraculous trajectory of the church since the 

1980s is described in the final chapter. My first visit to 

China was in 1982, and I have witnessed firsthand the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both China and the church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I close the book with my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modest proposals for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One commentator on Darkest before the Dawn  

remarks, I hope correctly, that the narrative "skillfully 

weaves together the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threads 

that make up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ringing 

this story to life and inviting the reader into the lives of 

Chinese Christians through the centuries."

“The Christian church was always destined to find its way to China. Long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church, China existed, coalescing arou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powerful cultural symbols. It developed into a dynamic and enduring 

civilization. In tim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rrived on its shores, driven to bring the 

gospel to these people. This book starts with the story of  that journey: the arrival 

of  the missionaries who planted the seeds of  the gospel in Chinese soil. As the seed 

sprouted and grew, a new story of  a unique and distinct Chinese church began. The 

epic narrative opens from the uncertain beginnings in darkness, passes through intense 

hardship and years of  struggle, and culminates with the triumphal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church from the shadows into the light of  the glob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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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學者和牧者推介：

在過去教學的過程中，詩篇是一卷我常教的書卷，但藉

著詩篇深入禱告、靈修、默想及應用，卻是我直到現在仍然

在學習過程中的。詩篇的奇妙之處在於，它是詩人在不同處

境、心情、機遇時向神發出的聲音。這些聲音包括禱告、祈

求、呼籲、讚美、感恩、懺悔、反思、傾訴、對質以及敬拜。

這些聲音雖然屬於人，卻成爲聖經裡屬神話語的一部分，讓

讀者藉著詩人的言辭產生共鳴，心靈受激蕩；并且詩人的語

言和禱告也成爲信徒在各種處境與神對話的經文。

因著神學訓練的背景，我在讀詩篇的時候，不僅注意

詩人表達的信息，也能回到詩篇的原文來看它的原意，并且

連結詩篇所呈現的神學、歷史背景以及詩篇整體的連貫性。

對於喜愛詩篇的讀者而言，我們可以嘗試用詩篇正典的安排

來讀詩篇，也就是說，整個詩篇是由一百五十篇組成的，其

中有許多詩篇與鄰近的詩篇可以彼此對讀。如此，將一對或

一組詩篇彼此對應來看，就會發現它們擁有相同或相反的詞

匯、意境和互動的關係，這讓詩人的經歷和他向神發出的言

語充滿動態，同時也讓每首詩篇的意義超越它本身要表達的

意義，並且與鄰近的詩篇產生更深層的互動。

詩篇教我的靈修學就是我們的信仰要建立在神的話語

上，有根有基，不偏不離。神的話語需要我們認真仔細地誦

讀，默想經文與經文之間的關係，詩篇與詩篇之間的關聯；

再回到自己與神的關係中，用詩人的禱告交織於自己的禱告

向神發聲，並期待神的回應。願此書成爲眾讀者的祝福和靈

命的嚮導，願讀者都能領受神藉著詩篇向我們説的話！

詩篇是我的嚮導
|詩人教我的靈修學 |

謝挺博士 / 舊約研究教授、教務長

謝博士為讀者敞開了研讀詩篇的一個嶄新門徑，從字義的研究，分段的進程，全篇的賞析，進

而到各篇之間的連結，經文典故的引用、反轉與發展，透過對話與對比、進階到擴展、昇華到

完結，一氣呵成。但願讀者諸君以謝博士為師，以本書為範例，跟隨她的嚮導，徜徉於詩篇的

園囿。甚至發揚本書的方法，舉一而反三，從詩篇中建立您自己的靈修學。

—賴建國博士，創欣神學院舊約教授

旅行不能等同觀光。觀光是走馬看花，旅行是深度探索。跟著詩篇去旅行，不單是眼到、口到，也要

耳到和心到；從閱讀到誦讀，從聆聽到默想。詩篇是上帝留給我們心靈的音符，蘊藏著各種情感的旋

律，可以伴著我們旅程的節拍產生共鳴，詩篇成了我們靈性的最佳旅伴。身為同樣喜歡「跟著詩篇去

旅行」的愛好者，我熱切地推薦謝挺博士設計的「這一條路線」，相信沿途十二站的靈韻詩旅，絕對

讓您不虛此行，使您的心就像飽足了骨髓肥油一般。

—劉幸枝，天母福音堂顧問牧師

謝挺博士在《詩篇是我的嚮導》為我們所鋪陳的詮釋進路，就是屬於對話的邀約，讓當下的聖

經得以從私有化的閱讀到聖徒相通的共讀，從封閉的自我意識到開放的靈性塑造。深願每一位

讀者徜徉在謝博士的詩旅行間時，經歷到歷代聖徒與神相交的滿足，並且體會到自身踏上旅途

的驚嘆與喜樂。

—莊信德牧師，播種國際施工台灣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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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部分同工合影。右三：李開穠。

校友會 Zoom 網路聚會合影。

從聯誼到牧養
李開穠傳道 / 校友會卸任會長

【編按：正道校友會會長李開穠傳道於2021年底卸下會長一職，

感謝她在過去三年（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擔任會長）的忠心服

事。感謝神，校友張碧利傳道當選為新一任的校友會會長。以

下是李開穠傳道在卸任之際的分享。】

疫情以來很多事情都變了，校友會方向也發生了改變，從

聯誼逐漸轉向牧養。正道總計 700 多位校友，而校友會如同在

牧養一個 700 人的教會。以前校友會做了很多連結的工作，舉

辦各樣的活動。但是疫情中，校友們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難處

和挑戰，因此，校友們更需要的是關懷！

於是，校友會成立了透過 Zoom 進行的網路校友聯誼會，

從 2020 年剛畢業的校友開始，每次邀請一兩屆的校友，讓大

家於週一晚上通過網路見面分享、聊天、禱告。這樣的活動非

常受歡迎。在小組討論時，大家都有提到疫情中牧養教會所遇

到的瓶頸，這是過去沒有的問題。校友們能在網路上見面，都

感到非常高興；與此同時，遠在台灣、香港以及其他東南亞國

家的校友，也能夠上網與眾人團聚。

網路聯誼會結束後，校友會同工們看到不少校友需要進一

步聯絡和關懷，因此我們發展出一個關懷事工，叫作「8185」

（即 「幫一幫我」），主要對象是畢業三年之內在牧會的校友們。

我們會陪他們走一程，並進行一對一的輔導，靈性陪伴是他們

最需要的。期盼這樣的陪伴讓他們覺得，服事主耶穌並不孤單。

另外，我們也發現，不僅僅是「菜鳥」需要陪伴，在教會

已經牧會三年以上或更久的校友們同樣面臨困境。例如，他們

雖然作了多年的傳道，但並沒有被教會按牧；或是校友所在的

教會找了空降部隊來作主任牧師，而沒有把機會給服事多年的

校友。因此，我盼望有具備牧會經驗的退休牧者來輔導我們的

校友，引導他們在牧會中更上一層樓 .

明年（2022 年）開始，我們也希望發展另一項事工—幫

助已經從教會或宣教工場退休的校友。他們年輕時忙著到各地

宣教，對於年長後的規劃完全沒有準備。因此，他們退休時面

臨各種問題，例如經濟問題、健康問題、生活問題等等。我們

知道有的校友面對疾病的折磨，例如心臟病、慢性長期疾病、

惡性腫瘤等，對此，我個人也有過很深的體會。在台灣探訪校

友時，我看到有的退休校友身體狀況非常不好，但仍然坐公車，

搭捷運，為的就是省錢；這些狀況讓我感到於心不忍。神非常

奇妙地在 2021 年讓校友會申請到聯邦免稅的 503 (C)，於是我

們成立了一個專款專用的基金會，其目的是幫助已經退休但經

濟上有困難的校友們。

在香港地區的校友聚會中，我們很多人都能夠住酒店，卻

有一些在宣教工場的校友們被安排睡在一間教會的地板上。我

深深地被這些校友感動！在我們分手的時候，他們每個人臉上

都帶著笑容，繼續回到他們的宣教工場。在他們身上，真正展

現出正道精神—「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

當我們進入正道時，我們以正道為榮，所以我們一起來到

正道學習、受裝備。當我們畢業離開學校時，正道就以校友為

榮。校友們，今天你們無論在天涯海角任何地方，母校永遠以

你們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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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福音神學院新生王百戰弟兄，長期在美國軍營裡服事

華人。日前，他在德州收到本院寄來的紫色車牌框時，感到非

常興奮與喜樂。正道車牌框配上先前他在前線執行任務時獲得

的一枚紫心勳章（Purple Heart Medal），相互輝映，如同向

世界宣告：「我們是屬於耶穌基督的！」 

王百戰弟兄表示，很高興收到正道專有的車牌框，上面有

學院的名字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以及網址 www.les.

edu。他曾經在執行任務時獲得紫心勳章，並掛在了車牌上。

如今，正道車牌框和紫心勳章相映成輝，相得益彰。每當他開

車出行時，正道車牌框提醒說 :「你是一名神學生，你不能没礼

貌，更不能違章犯規」；而紫心勳章則提醒著 :「戰爭是殘酷的，

活著的人是蒙福的」。

他說，當看到德州給紫心勳章獲得者在一些購物中心設立

專用停車位時，當警察向他敬禮時，這個車牌都在提醒道：「不

要驕傲，是主耶穌讓你活到今天，想想那些犧牲的戰友們！」 

王百戰弟兄呼籲每位同學都可以申請一個正道車牌框，這

不僅能為正道作宣傳，更重要的是，這是向世界發出的宣告：「我

們是屬於耶穌基督的！」 

謝挺教授撰寫的英文書 Conspicuous in His Absence: Studies in the Song of Songs 
and Esther 被 Mid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選爲「2021 年十大舊約研究
好書」。這是西方神學院對正道教師在學術和信仰上貢獻的肯定。

正道車牌配上紫心勳章，
向世界發出宣告 

好 

消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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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校友回母校：發揮創意，其樂融融    
12 月 20 日的正道校園格外熱鬧，「正道校友聖誕聯歡活動」在學院禮堂隆重登場！因疫情睽

違已久的昔日同窗好友們，在母校久別重逢，見面倍感親切，話說家常，不亦樂乎。

此次活動的節目精彩紛呈，破冰遊戲、敬拜讚美、師長勉勵、小組創意活動等等，還有精緻美

味的午餐，更送出多項大獎，另有拓展處預備的禮物袋。

在小組創意活動環節，校友們盡情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使用紙張、氣球等簡單的材料，製作

出與聖誕節有關的手工作品。大家五六人成群，不到半個小時，一件件充滿創意的手工藝品便一一

誕生了。看來，我們的校友不僅是跪下能禱告，站起能講道，出去能宣教，並且一動手就能創造。

校友們玩得開心，聊得盡興，吃得飽足，並且滿載而歸。

大家同頌主恩。校友們在註冊處相見歡。 劉仁欽牧師禱告。 愼勇牧師致詞。

劉富理牧師作結束禱告。獲得大獎，喜笑顏開。

眾校友相聚一堂。

黃成培院長勉勵。

李開穠（前）會長致詞。

恭祝校友新婚。正道禮堂格外熱鬧。

共享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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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創意活動，
各小組集思廣益。

創意活動成品，
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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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校區園地

曾思機牧師 / 芝加哥校區主任，新約助理教授
2021 年 12 月是芝加哥校區招生的重要日子。我和師母參加

了兩個大型的實體聚會，分別是 22 至 26 日在密蘇里州 Kansas 
City 舉行的「基督工人中心冬令會」，以及 28 至 31 日在伊利諾州
Lombard 舉行的「芝加哥基督徒大會」。

兩個營會都因疫情停辦了一年後初次恢復實體聚會，參加人數
比過往少了很多，但聚會的屬靈氛圍依然很有溫度，詩歌和講員的
信息都很激動人心。除了在大會中擺設展示攤位推廣正道以外，我
和師母也參與服事，包括早禱會信息分享、同步翻譯、小組、慕道
友和獻身者陪談等。

此次重返 Kansas City，我們感到特別高興；除了參加往年就
常去的冬令會，還看見很多熟悉的臉孔，包括高榮德牧師和其他的
基督工人中心同工。24 日晚，我們還到母會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
參加他們的平安夜聚會。在台灣服事五年後返回美國，再度來到
Kansas City，我倆都有回娘家的親切感。

至於「芝加哥基督徒大會」，我是第一次參加；師母是第三次，
前兩次分別在 1994 和 1995 年。當年她參加時還是大學留學生和
慕道友，蒙神的恩典，在大會中決志信主。如今故地重遊，師母心
中的感受自然比我深。

大會期間，來到展
示攤位詢問的人頗為踴
躍。在交談過程中，我
們 發 現 來 自 Kansas、
Missouri、Oklahoma
和 Arkansas 的信徒對正
道還是挺陌生的，表示
這些州還有開拓的潛在
空間。求神開路！

靈程心語：主的一句話
—要等候耶和華！

劉富理牧師 / 榮譽院長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

膽了。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

候耶和華！」（詩 27：13 ～ 14）

主啊！我向袮敬拜，大衛在艱難、四面楚歌的境遇中，
他轉向袮來呼求袮。面對掃羅的嫉妒和追殺，在逃難中，大
衛心中實在有許多懼怕、困擾，但是他並沒有一直停在這懼
怕中，而是迫切呼求神，等候神的拯救。過去對神的經歷，
使他以這樣的宣告來鼓勵自己：「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
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
呢？ 」（詩 27：1）他回想過去神對他的保守、眷顧，他
怎樣勝過吞吃羊的熊及獅子；他也想到面對非利士的巨人戰
士歌利亞時，如何緊緊地依靠神而得勝。今日，他也需要如
此地依靠上帝。

他自己說，若不是依靠神，面對這一險惡的環境，他
早就懼怕，早就喪膽了；但是，他卻這樣宣告來鼓勵自己對
神完全信靠：「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
早已喪膽了」（詩 27：13）。因此，他向自己的心說話：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
和華！」（詩 27：14）他重複地對自己說：「要等候耶和
華！」

大衛在實際的景況中寫出這詩，來對自己的心說話，
來提醒、鼓勵自己：要剛強壯膽，要依靠耶和華。今日，我
們面對嚴峻的疫情，看到世界各地疫情嚴重的報導，聽到許
多熟識的人也確診了；又面對許多個人、家庭、事業、服事
不如意的困境，這一切都導致我們活在憂鬱、懼怕、痛苦中。

讓我們從大衛學習完全、專心地依靠神，也學習大衛
向自己宣告說：「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
就早已喪膽了。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
說，要等候耶和華！」（詩 27：13 ～ 14）阿們！

—兩個激動人心的聚會

學院動態

師長行蹤
黃成培院長：*3/27，4/10，與黃雲英
師母一起配搭在震心教會主日證道。

謝挺教授：*4/4-8，於意大利羅馬為
TED Center 授課。*4/22-24，參加溫哥
華 Wabash Peer Mentoring Retreat。

陳愛光教授 :*4/27-29，參加於 Pittsburgh
舉行的 ATS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教務處    
• 柯立天教授於 1 月 26 日（週三）下

午 5 時至 6 時舉行在線新書Darkest 
before the Dawn 發表會，吸引眾人
踴躍參加。

• 2022 年 1 至 6 月，彭怡珍教授休安
息假，專心研究寫作。

• 感謝主！ 2021-2022 學年度，至目
前為止錄取新生共 25 位（7 位教牧
學博士科生、2 位道學碩士科生、8
位基督教研究碩士科生、4 位家庭事
工碩士科生、1 位道學碩士 + 家庭事
工研究碩士科生、3 位基督教研究證
書科生）。

• 2021-2022 年冬季博士班，校本部共
開 3 門課，修課總人數 31 人。

• 2022 年春季碩士班，校本部共開 22
門實體和同步課程，另有 10 門網路
課程、3 門芝加哥校區課程。註冊總
人數 180 人（次）。

• 2022 年教牧學博士科夏季學期，新
生入學申請截止日為 2022 年 3 月 1
日。

• 2022 年碩士科春季學期入學申請已
截止，歡迎申請 2022 年秋季學期入
學。神學碩士、道學碩士、基督教
研究碩士、家庭事工碩士、跨文化研
究碩士科的申請截止日為：海外生
（2022 年 5 月 15 日）；本地生（2022
年 6 月 15 日）。

• 學院現提供免費網路課程體驗，有興
趣者可至以下網頁申請免費體驗課程：
https://www.les.edu/ecampus/。

芝加哥校區
地址＆聯絡資料

631 State Route 83, 1st Floor, 
Bensenville, IL 60106
Tel / Fax : 630-595-918810



學務處
• 春季新生訓練：2022 年春季網路新

生訓練計有 26 位新生完成 APS-01
訓 練 課 程。1 月 7 日 下 午 4 時 透 過
BlueJeans 舉行新生與相關部門會面
Q&A，共 20 位參加。

• 全院週三崇拜證道安排：黃成培院長
（1/19）、劉曉亭牧師（1/26）、曾
思機教授（2/2）、吳娟同學（2/9）、
林國亮教授（2/16）、Rev. Keith Ko
（ 2 / 2 3 ）、黃 守 謙 牧 師（ 3 / 2 ）、
Pastor  David Oyi te（3/16）、
陳 敦康教授（3/23）、陳以諾牧師
（3/30）、李晶同學（2/9）、陳雪
超同學（2/9）、陳信宏牧師（4/20）、
田森傑牧師（4/27）。

• 開學禮拜：因疫情影響，2022 年春
季學期所有學生活動（崇拜、關懷小
組、講座等），於 2 月底前全面採取
線上進行。本學期第一次崇拜於 1 月
19 日舉行，當日講員為黃成培院長，
他以今年學院主題「主內合一、靈命
復興—時代工人的挑戰」為題，勉勵
正道家人。

• 2022 年學生正道會及宿舍自治會同
工：學生正道會同工 : 宋煥鑫（會長
/ 宣教）、曾美惠（副會長 / 財務）、
王紘茗（活動）、羅美君（關懷）、
黃旭敏（總務）、楊詠（文書）、梁
紅源（敬拜）、余曉凌（靈修）。宿
舍自治會同工：林宗民（村長）、張
娟（關懷）、聶艷召（總務）、鄭紅
月（文書 / 財務）。

• 學生活動：因疫情影響，學生正道會
決定取消 3 月春遊活動，宿舍自治會
則將於 2 月 24 日晚間 6 時舉行新住
戶迎新會。學生會同工目前也正積極
籌備 5 月 5 日的畢業歡送會及 8 月
22 至 24 日的全院靈修營等事宜。願
神賜給同工們豐沛的創意、靈力和體
力。

• 關懷小組聚會：感謝主！這學期計有
16 個關懷小組，210 位學生參與。5
次關懷小組聚會採線上方式，由各組
自行安排合適時間進行。另 2 月 16
日將有 1 次牧養關懷講座「牧養關懷
須知—虐待、家暴篇」。歡迎全院師
生上網參加。

• 實習事工：這學期計有 8 位同學參加
FES 502 課程，4 月 28 日並將舉行
「實習督導老師線上座談」。

• 2022 年秋季學期獎助學金申請：1
月 31 日為教牧博士班新舊生夏季學
期獎助學金申請截止日。3 月 1 日為

製表：會計室 base on the unreconciled reports

碩士班新舊生秋季學期獎助學金申請
截止日。

拓展處
• 由本院榮譽院長劉富理牧師主講的

《靈程心語》靈修視頻系列，於新年
正式推出。本系列視
頻在正道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平臺每週
更新及播出，歡迎訂
閲並推薦。

• 「2022 正道春季招生説明會」於美
西時間 2 月 25 日下午 5 時至 6 時 30
分透過網路舉行。詳情請到正道官網
www.les.edu 查詢，歡迎報名參加。

• 今年第一期「正道教牧論壇」於 2 月
28 日舉行。本期論壇的主題是，華
人教會如何牧養 LGBT 群體及家屬，
請教牧同工留意 email 信息並報名出
席。

• 「正道教牧論壇」播出過的 31 期視
頻已經放到正道官網，歡迎眾教會
的牧者同工進入正道網頁觀看回放重
播！

• 拓展處與教務處將於 3 月 26 日合作舉
辦第一屆「正道靈命塑造特會」（LES 
Spiritual Formation Conference），請
正道夥伴們、校友們及教牧同工們留
意後續的邀請信息！

• 誠邀弟兄姐妹、主内同工參與建造神
國僕人的工程。相關奉獻事宜，請與
我們聯絡。電話：626-571-5110 轉分
機 118；或電郵：adv-donation@les.
edu。謝謝！

• 關於正道 email 電郵：請您定期查看
email 中的「垃圾郵件」或「促銷郵
件」，若發現正道郵件被系統自動放
置到那裡，請打開正道郵件，在頁面
上方點選「非垃圾郵件」回報電郵系
統。若您曾提供 email 地址給我們，
卻沒有收到正道的電子郵件，請您發
郵 件 到 adv-other@les.edu 與 我 們
聯繫。謝謝！

培育中心 LTI
• 培育中心今年春季隆重推出劉富理牧

師「全人醫治課程」! 2 月 26 日開
課，課中將探討聖經中全人醫治的真
理，涉及身體之醫治、過去傷害之醫
治、心靈之醫治、罪的釋放及邪靈的
驅逐。在課堂中並有實際的團隊醫治
服事操練，幫助人調整與神的關係，
好叫神的主權在被服事者身上彰顯。
請即早報名！ www.les.edu/lti。

• 芝加哥校區培育中心春季課訊：
單親關懷與輔導 / 黃麗薰牧師
（2/11-13）
基督徒倫理與世界觀 /
張立明醫師、陳振威醫師
（3/5-6，3/19-20） 
士師記 / 張秀斌牧師
（4/22-24）
言內言外之意：認識讀經 /
曾思機牧師
（5/19-22）
報名請洽：630-595-9188 ，或e-mail：
reichiung@les.edu。

• 培育中心新約聖經課程「TEE 保羅生
平與書信—第一冊 (1 學分 ) 」 已開
始接受報名！上課日期：3 月 11 至
14 日和 3 月 20 日。報名請上培育中
心網站 www.les.edu/lti。

• 參加今年 5 月７日畢業典禮的 LTI 準
畢業生，請最遲於 3 月 10 日前和培
育中心辦公室聯絡：626-571-5111，
以便確認您的畢業資格。

實際奉獻
$157,022
 (1/31/22)

2022年 1月累積財務報告
經常費

Income 507,317

Expense 390,993

Balance 116,324

芝加哥校區

Income 2,055

Expense 26,364

Balance -24,309

2021年度奉獻目標為210 萬，實際收到奉獻210萬。
感謝神豐盛的供應！

2022 年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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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僅想收到電子版院訊以取代印刷版院訊，請電郵advancement@les.edu告知我們。

9358 Telstar Ave. El Monte, CA 91731, USA
Tel: (626) 571-5110  Website: www.les.edu
出版者：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　發行人：黃成培院長　編輯：拓展處

奉獻方式
支票抬頭請寫「LOGOS」；也
可上本院網站使用信用卡線上
奉獻，或掃描以下二維碼奉獻。

從靈開始
正道 2022靈命塑造特會

特
邀
主
講

學
院
講
壇

線
上
報
名

劉富理牧師 黃成培院長 陳愛光教授 林慈敏教授 彭怡珍教授

時間： 3 月 26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Quiet Cannon               
 901 Via San Clemente, Montebello, CA 90640

請於 3 月 18 日前回郵 RSVP 卡；或電郵 :adv-event@les.edu；或掃描二維碼報名。

敬備午餐茶點，實體聚會，無線上直播。

誠摯感謝您的撥冗蒞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