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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23年進入尾聲，也標誌著《華神院

訊》即將進入新的階段。自1970年華神創立以

來，即開始出版《華神院訊》至今，現在已有

638期；五十三年來這份每月出版的院訊，已

然成為華神與台灣及海外華人教會連結的主要

橋樑。

每期院訊都刊載了華神老師的文章或特別聚

會的內容，以及校園動態，見證了了華神從最

初的士林校區（1970年）遷到汀州校區（1978

年），最後定居在八德新校區（2019年）的各

種歷程和轉變。事實上，我仍然記得年少時住

在華神有機會暑期工讀，我會和總務處同工一

起帶著《華神院訊》到士林郵局寄發；我們常常

會在附近的店裡停下來，犒賞自己一杯清涼的

木瓜牛奶！

在過去三年中，每當我有時間翻閱早期的《華

神院訊》，不僅許多回憶湧上心頭，也讓我有機

會數算上帝在華神所施行的恩典。各項活動的

剪影、每屆學生的見證、以及一張張所刊登珍

貴的照片，都見證了上帝在華神這五十三年中

奇妙的作為。

另外院訊裡每篇由華神老師針對時代議題

所發表的文章，引導讀者更深入地了解上

帝的話語，也激勵弟兄姊妹在不斷變化的

時代中，如何有智慧及有效地回應並活出基

督的信仰。同時，許多忠實的華神之友在閱讀

《華神院訊》之後，將其感動轉化為禱告的動

力，持續的為華神守望代求，藉此機會也特別

表達我們真摯的感謝。

儘管《華神院訊》的設計多年來有所改變，

但核心內容及格式基本上保持不變。然而，這

些年間在網路及社群媒體興起的大環境下，資

訊的傳達方式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因此，為

了「通達時務…知道所當行的」（代上十二

32），從2024年起，《華神院訊》將進行改

版，除了精簡內容及改變呈現方式外（以便更

好地管理上帝所託付的資源），我們希望能努

力跨越世代的差異，加強華神與年輕信徒間的

溝通。

儘管《華神院訊》即將停刊，但我們仍然衷心

希望新版的《華神通訊》以及《華神牧刊》能繼

續激勵人心，不斷提供具有啟發性的信息和資

訊，成為華神參與國度事工及與眾教會肢體互

動的媒介；並能邀請更多的弟兄姊妹，通過代

禱與我們攜手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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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牧刊》創刊號
隨著時代的推移，尤其在後疫情時代的催迫下，面對資訊數位化、議題

多元化、讀者年輕化，為了更貼近教會需要，更走進教牧現場，更回應時

代議題，學院決定改版《華神院訊》，未來每月發行《華神通訊》，以及

半年出版《華神牧刊》。

《華神牧刊》將透過每期的主題方向，加強與教會的互動關係，同時

亦會邀稿或訪問前線教牧，以親身經驗反思教牧議題，回應教會需要；

期待《華神牧刊》能成為華神與華人教會的連結，攜手裝備時代工人、

為主發光。

《華神牧刊》共分為三部份：「牧．時代」藉由人物專訪，以對談

的互動方式，回應當期封面主題，從而更深入的進行神學與教牧反思。

「牧．教會」顧名思義就是以教會的角度，透過處身牧養前線的教牧

同工，以專訪或撰文分享他們的洞見。「牧．工人」則是希望邀請校友

撰稿，分享與主題相關的反思與經驗談。

《華神牧刊》創刊號主題為「逆勢中的突破──後疫情教會何去何從？」，

邀請牧者們分享疫情後教會如何更新突破，並且分享過程中的掙扎，或反思

後疫時代教會的角色，好使他們的寶貴經歷能成為其他教會的祝福與幫助。

「牧．時代」專訪板橋福音堂主任牧師、第十三屆校友張復民牧師、卓

越北大行道會主任牧師林慶忠牧師及美國洛杉磯南灣靈糧堂牧師、第十五

屆校友葛國光牧師，思考疫情前後教會生態的轉變，及在後疫時代教會應

採取的行動。「牧．教會」訪問浸信會懷恩堂主任牧師、第十八屆校友吳

榮滁牧師與團隊如何在疫情中更新牧養模式；聆聽高雄牧鄰行道會主任牧

師、第十八屆校友龔可珍牧師在疫情中建堂的經歷與故事，及借以台中

思恩堂主任牧師、第十三屆校友杜明達牧師的分享，反思「後疫情何

去何從：對台灣教會的幾個想像」。「牧．工人」則由斗六

福氣教會主任牧師、第四十三屆校友曾星富牧師和石

門浸信會主任牧師、第廿五屆校友陳明正牧師撰

文講述如何在上帝的恩典下，帶領教會走過疫

情，並在過程中學到的功課。

《華神牧刊》以「神」為中心，以「牧」為

本位，盼透過華神過去半世紀所累積下來的

豐富屬靈資源，繼續與「華」人教會同行，

「刊」出上帝在時代中對我們的心意。

■企劃主任╱李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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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神牧刊》將於明年

元月正式出刊，並開放

線上閱覽與紙本訂閱， 

敬請期待！ 華神牧刊網頁

李：當年創刊《華神院訊》的動機與目的是什麼？能否談談創立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和困難？

蔡：華神董事會在1970年5月通過設立一所專授碩士學位的神學院，當時有許多人認為華神是吳勇長老所創立的神

學院，並且主要由國語禮拜堂系統負責。我是在7月1號第一個加入華神的職員。因此，1970年10月5日第一

屆開學典禮後不久，11月2日我們就發行了華神的第一份院訊。當時我認為，人們對華神的認知有限，主要只

知道吳勇長老，因此對華神如師資等的了解不足。再加上我們第二屆只招收到兩位正式學生，外界甚至傳言

華神是早夭折的嬰兒而可能會倒閉。我向老戴院長（戴紹曾博士）提議將學校的訊息廣泛傳播，以提高華神的

知名度。老戴院長和蘇文隆主任全力支持這一項計劃。後來，很多人也表示他們是通過院訊才認識華神的。

啟航：從《華神院訊》創刊說起

蔡：我每期都有撰述華神各部門的採訪稿，確保內容多

樣化。我的基本信念是讓外界認識華神，先讓人認

識，進而加深了解。雖然當時的院訊相對簡單，

印刷質量也不穩定，仍可從新聞角度出發，並加入

照片，特別是人多的場合，照片會放大。後來除了

院訊，我們還出版《如雲集》（華神師生見證集）

和學生論文專輯，每篇畢業論文當時雖只是簡要的

陳述，但卻是內容的精華，是針對了當時教會的需

要。值得感恩的是，第三年華神差派佈道隊前往東

南亞短宣，《如雲集》就是在那時編輯成的。所攜

帶的所有介紹華神的刊物，如院訊、《如雲集》、

簡介等資料，對於在東南亞提升華神知名度得到了

重要的幫助。

◎第九屆校友、第五屆神學碩士科畢業的蔡忠梅牧師◎第九屆校友、第五屆神學碩士科畢業的蔡忠梅牧師

在華神創校時擔任助理秘書，也是當時《華神院訊》的創刊編輯。在華神創校時擔任助理秘書，也是當時《華神院訊》的創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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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有一次，有人要求我們不要在院訊中放置會計報

表，因為這可能給人一種像是在對外籌款的印

象。不過，學校最終還是決定這麼做。《華神院

訊》的出版實際上成為了一個先例，之後很多神

學院都開始發行自己的院訊。儘管出版院訊的成

本很高，但大家都覺得這是值得的。當我離開華

神時，我幫助華神申請了一個出版社。我覺得上

帝賜給了我很多恩典，讓我在文字方面為華神做

了很多事情。除了「博土事件」，還有張明哲伯

伯（在校園團契都這麼稱呼他）曾向老戴院長建

議：神學院應該採取師徒制的訓練；還有戴院長

的「中國人你在哪裡？」這篇文章，帶給當年許

多讀者、教會非常大的省思、震撼。其中董事會

在聘請首任院長時，戴院長一直建議找中國人擔

任，董事們齊聲說他就是中國人。他擔任十年的

院長後，還是把棒子交給了林道亮院長。還有很

多很多的佚事，要講是講不完、講不盡的，這份

院訊已經出刊了五十多年，六百多期了。

李：這期將是院訊的最後一期，以638期為句點，走

過這半世紀的歷史，我們知道，現在已經是一個

新時代，傳播工具也在變化。紙本雖然會保留，

但電子數位化可能會成為主要的傳播媒介。有些

人也會認為，我們現在院訊發表的文章似乎與教

會的需求脫節，所以我們需要作出改變，讓內容

更加貼近教會。

蔡：那幾年我剛從新聞行業退下來，還保留著做新聞

的熱情。在新聞業，今天的文章就是昨天的歷

史。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絕對不能忘掉昨天的

文章、歷史會對今天造成的影響。我想每一期的

刊物，每一篇文章，不論字數多寡，重要的是，

能夠一針見血，就達到教會需要，為教會帶來重

要的幫助。

互動：與教會建立溝通和合作

李：我發現早期的《華神院訊》非常有趣，特別是在

收到教會對刊物的意見後，我們做出了包括調整

字體大小在內的多項改變。這顯示了院訊與教會

之間的緊密聯繫，不僅僅是單向的傳遞信息。透

過接納教會的意見，學院增強了與教會的互動，

讓教會感受到華神是一所願意與教會同行的神學

院。您當初在編輯院訊時，是怎麼看待與教會之

間的關係？

蔡：我們後來曾刊登一些文章，這些文章反映了教會

的需求。我曾與蘇文隆主任討論，如果某個人的

講道內容對教會很有用，我們可以將它製作成小

冊子。例如，有一本綠皮的小冊子叫做《什麼是

延伸部？》，這對教會來說是非常重要的。這本

小冊子間接幫助了延伸部的拓展，因為我們在其

中清楚介紹了延伸部的學制及其目標。

蔡：我跟隨老戴院長在華神工作了五年，每年都會隨

他到不同地方，為華神做不同的工作。這是一種幸

福，但也需要聽從指示。我認為《華神院訊》應該

更深入，並且為教會圈提供一種薰陶的機會，讓大

家從中獲得實際的啟迪。院訊要改版，未來更應扮

演好神學思想教育的角色，神學院本身也應該讓

大家知道，我們的教導對他們有實質的幫助。

革新：回應時代為教會發聲

蔡：我認為神學院應該成為教會的喉舌。對於任何教

牧或時代議題的發生或發展，神學院應是第一個

出來面對挑戰的。神學院為教會提供的思想，是

讓他們能積極應對各種問題的重要資源，而不會

淪入到異端邪道的陷阱裡。

李：成為教會的喉舌是一個關鍵目標，這提醒我們需要

站在教會的立場考慮問題，因為在牧養現場確實

常常存在許多的張力，不是神學院出一張嘴就能解

決的。我們不僅需要理性思考，也要用心感受，與

教會的互動至關重要，而且教會必須願意聆聽。如

果教會感覺不適用，單方面的主導就變得無效。

李：未來院訊改版，我們的目標是與教會更多的連

結。《華神院訊》從最初使外界認識、了解華神，

到後來回應時代的變化，我們未來的方向應該是

培養教會的人才。許多人現在通過媒體自學，而

我們的刊物可以成為他們學習的一個渠道。

蔡：我們還有機會讓他們了解華神的優勢和特色。祝

願《華神院訊》的改版順利，並且能夠繼續以聖

經真理回應時代，在時代中為教會發聲。

55

◎《華神院訊》從1970年11月出刊至今五十三年，◎《華神院訊》從1970年11月出刊至今五十三年，

最後一期的訪談，兩代人回到士林承恩堂（華神創校校址）最後一期的訪談，兩代人回到士林承恩堂（華神創校校址）

細說講不完的華神故事、數不盡的上帝恩典細說講不完的華神故事、數不盡的上帝恩典。。

蔡：所以，院訊真的實現了讓人們

認識、了解和支持華神的目

標。這種支持不僅包括經費，

還有讓大眾明白華神不僅僅是

吳勇長老的神學院。當時華神

組成董事會中的十四個教會和

機構中，有幾個是神學院委

員，他們也達成共識，只有華

神是招募道碩學生。因此，這

些介紹華神的文字資料，不僅

對外界產生了影響，也讓人們

看到我們實際在做什麼。這些

都是我們努力達成的目標，也

是《華神院訊》成立的目的。

李：剛剛聽您的分享，雖然聽起來

很簡單，但我們知道背後肯定

有很多艱辛的經歷。我想，為

什麼今天我們要決定改版院訊，那就是因為我們

發現，現在每個人都有手機，對紙本刊物的閱讀

興趣似乎降低了不少，同時，出版實體刊物成本

相對高。這也讓我好奇，對於當時資源非常有限

的華神來說，出刊院訊是一筆相當大的開支。面

對這樣的挑戰，特別是在經費和印刷成本方面，

當時是怎麼應對的？

蔡：在院訊出刊後不久，我便向內政部登記、申請了

出版號，這是必須經過內政部同意的。我還向郵

政局申請了印刷品寄發許可優待的郵遞帳號。這

兩項許可證我很快就獲得了，因為我知道這對節

省郵遞成本非常重要。

蔡：關於經費方面，我特別感慨的是老戴院長的努

力。當時他在臺大讀歷史方面的博士學位（他希

望因此更深入的認識中華民族），他被系主任安

排到輔仁大學專題演講。不幸的是，這個消息被

曲解成與魔鬼打交道，導致許多教會停止了對我

們的奉獻。因此，有一些時間在經費上相當緊絀。

早期，華神實行的是pool system奉獻制度，我是

唯一領取全薪的，其他人則按比例領取。如果第

二個月的經費情況好一些，他們仍然是按比例領

取。所以，經費一直是華神早期的一大艱困之處。

蔡：有時我們會收到來自國外的支票奉獻，當時美金

與台幣的兌換匯率是1美金兌換40台幣，這對我

們來說非常重要。直到蘇文隆主任加入我們，我

們開始積極進行公關活動，到各地做見證，每次

都能收到一些奉獻。蘇主任出色的介紹和口才為

華神帶來了許多支持。所以，面對這些困難，我

們靠著信心與奉獻走下去。

蔡：這些奉獻有時因為某些人的不滿而被削減，一個

人、一件事就能影響整個團隊。感謝上帝，我們

最終還是撐過來了。那次在東南

亞的宣傳之後，有幾個教會開始固

定支持我們，以宣教的名義匯款。

此外，由於林道亮院長與老戴院長

的友誼，我們也從林院長那裡獲

得了一些支持。感謝上帝，華神最

初依賴國外的捐款，但那遠遠不

夠。後來，台灣教會逐漸承擔起了

我們許多比例的經費。

挑戰：《華神院訊》的創新與挑戰

李：在成立過程中，您一定面臨

了許多挑戰。尤其在沒有手

機和先進技術的時代，發行

紙本刊物必定不容易。能分

享一些初期出版的困難和挑

戰嗎？

蔡：每次發行院訊時，我個人需要親自到數間教會分

發。最初，我們印刷量在一到二千份左右，後來逐

漸增加。雖然現在紙本逐漸減少，但其重要性依

然存在。許多東西是電子版無法比擬的。然而現

在特別是在年輕一代中，他們更傾向於使用電子

設備。所以，如何讓院訊吸引人成了一個挑戰。如

在早期同性戀議題盛行時，我曾建議學院從聖經

的角度出發，連續幾期討論基督教對同性戀的看

法，目的是影響台灣的神學思想和教會觀念，避

免被潮流所左右。院訊後來的方向是提供更多深

度文章，少量消息。現代人的知識水平較高，因此

深度內容變得更為重要，院訊應該提供能與教會

進行深入對話的內容，並正確引導教會方向，對

社會產生正面影響。

李：蔡牧師，您剛才提到，一旦院訊進入教會，必然

會得到各種回應。您是否遇到過任何挑戰或張

力，尤其是對於一些具挑戰性的文章？

蔡：確實有過挑戰。比如，曾有牧者在院訊中寫到天

主教是異端，這引起了台灣天主教總主教的關

注，他要求我們更正，認為天主教不是異端。當

時，這個觀點被普遍接受，所以這封信我沒有立

即處理。還有一次，院訊編輯在第一版標題字中

打錯字，錯將「博士」打成「博土」。因為我是

記者出身，特別對於錯別字的校正，得到很嚴格

的訓練。這個錯誤讓我驚訝，我們唯一的辦法是

修正錯誤，要麼是將下面的行縮短，要不然是將

上面的行加長。最終我們選擇了後者。

傳承：對《華神院訊》的未來展望

李：還有哪些有關院訊的有趣故事和經歷可以跟我們

分享的，就像剛剛提到的「博土事件」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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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學信 基督教神學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  吳獻章 教牧宣教研究中心主任

吳博士以數位重要的人物，指出他們

在歷史中扮演不同的角色。本書特別的貢獻在於指出上帝如何

通過領袖來工作。這本書是為那些想要了解和體驗上帝領導的領

袖而寫的，它也適合那些想要了解上帝如何在歷史中工作的整體

圖景的讀者。

邵晨光／菲律賓聖經神學院榮譽院長、亞洲神學協會(A.T.A.)第四任祕書長 

 作者在書中把正意的解經、歷史的見證、偉人的經歷、科學的數

據、學術的發現，都很有技巧地穿插在這些人物生命裡極其關鍵的

時刻中，把人物解經的傳統路線提高了好幾個層次。  

林祥源／聖地牙哥主恩堂主任牧師 

此書談論聖經中近二十位人物，從他們讀出隱藏在歷史表象之下的上帝旨意與作為。此書深入經文

奧義，又適時以現代教會內外歷史人物參照，清楚顯露吳老師對聖經及其精義之熟稔通透，以及豐富

的學養並珍貴的歷史洞見與生命智慧。                                             柯志明／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哲學教授

作者是著名的神學家，用字卻是淺白，具有神學的理論，又讓人易讀易懂。書中許多名人慧語，寫

作的思路串古連今，非常具有啟發性。                                                                          張文亮／台灣大學教授

吳獻章教授是一位出色的舊約(兼通新約)學者，也同時是出色的聖經講道者，他最擅長從古舊的聖

經讀出時代的意義來，將聖經與時代兩個地平線的距離拉近，讓聽者(讀者)看到聖經在跟他和他的

生活世界說話。       梁家麟／香港建道神學院榮休院長、意大利華人神學院院長

在教會歷史中，許多人都

透過靈閱的操練，追求智慧、引導和轉化。從

埃提阿伯的太監在車中沉思以賽亞的話語，到年邁的中國婦人沉浸在她

磨損的聖經……，這些追尋者踏上了在神聖經文中遇見上帝臨在的深刻旅程。

在本書的誕生，是因筆者受到前人智慧和經驗的啟發，也踏上了類似的朝聖之路。在其中發現，

靈閱不僅僅是獲取知識或單單詮釋聖經，而是與神活潑的道展開一場變革性的相遇。

靈閱的旅程是一段心靈之旅，它超越了智慧，深入探究我們靈魂的深處。它是一種神

聖的操練，呼籲我們以敬畏的心來接近聖經，認識到每一個字詞都充滿聖三一：

父、子、聖靈的同在。通過這樣的接觸，讓聖經來塑造和影響我們的生活，使

我們更加親近神，更深刻地了解祂神聖的旨意。

尤金．彼得森（Eugene Peterson）精妙地捕捉到靈閱的本質，將其視為一

種與神的道相互交融的形式。他提醒我們，這不僅僅是一種智力上的鍛鍊

也是一次由聖靈引導的屬靈之旅。當我們以敬畏和謙卑的心態接近聖經

時，我們敞開自己，讓聖靈的轉化力量聖化文字和讀者。

本書吸納豐富的基督教傳統，根植於聖經是神所默示的信念，並且持續

成為神聖啟示的活躍泉源。正是在聖經的書頁中，我們遇見了神豐富的愛

這愛透過耶穌基督的生命、死亡和復活所揭示。三位一體的本質深植於聖

經的內容，而靈閱邀請我們參與在父、子、聖靈的神聖舞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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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課程】

2024年1月23至26日同時進行兩門課「心

理團體原理在牧養現場之應用」由葉貞屏老

師授課以及「宣教士關顧議題探討與實踐」

由焦如品老師、王鈴惠老師、袁樂國牧師授

課；1月29日至2月2日「全球植堂與宣教」

由Dr. Craig Ott授課；1月30日至2月2日「教會

拓殖與發展」由夏忠堅、何有

義、王天佑、張振華、劉永行、

張復民等牧師授課。相關訊息

請查詢華神官網╱招生╱博士科

月    份

各項收入

各項支出

本期餘絀

預算數(兩校)

161,018,000

160,963,000

55,000 

累積數

25,148,881

26,997,218

-1,848,337

10月

9,476,616

16,744,276

-7,267,660

 2023 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23年8月1日～2024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 

《華神院訊》改版與紙本停刊公告
親愛的讀者，感謝您過去對《華神院訊》的支持，《華神院訊》從1970年創刊至今，已陪伴大家超過半

個世紀，五十多年來為讀者提供信仰反思和學院最新動態。然而，隨著數位媒體的快速發展、閱讀習慣

的改變、以及印刷和郵寄成本的考量，學院決定明年起停止印刷紙本，改發行電子版。

此外，為了整合學院的出版事工、推動數位網路化及更積極回應教牧議題，《華神院訊》將會全面改版。

新版《華神院訊》將拆分為兩份刊物，分別是每半年發行的《華神牧刊》和每月發行的《華神通訊》。

華神牧刊 是一份全新的刊物，與《華神期刊》的學術性文章不同，顧名思義《華神牧刊》的定位，更著

重於教牧和宣教議題。我們將邀請不同校友與牧者撰稿、專訪、並嘗試透過進行主題式的質性研究調查報

告，透過牧者們在牧養現場的第一身經驗分享，幫助我們更全面地對教會議題進行反思與回應。

華神通訊 則以整合「院長代禱信」、「校園動態」、「學院簡訊」等傳訊內容，向關心華神的弟兄姊妹

分享最新學院消息，並邀請大家為華神禱告守望。期待透過這樣的改變能夠更好地回應時代的需求，同

時更加貼近教牧現場的需要。

我們將於今年12月發行最後一期《華神院訊》。如果您希望繼續收到我們的資訊，請提

供您的電子郵箱 E-mail至info@ces.org.tw 或掃描右方 QR code 填寫訂閱登記表單，以取代紙

本郵寄方式。明年起，我們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華神通訊》給您。另外，《華神牧

刊》創刊號計劃於今年底前正式出版，相關訂閱資訊將於稍後公佈，敬請留意與期待！

再次感謝每一位曾經支持過《華神院訊》的讀者，未來我們仍期待您的支持和回饋。
訂閱登記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可用以下方式

支票

戶名：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Inc.
地址：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請註明為華神校本部「台灣」奉獻）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匯款

戶名：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Inc.
Bank Name：TD Bank
Account Number – 826-2078013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北美其他奉獻管道皆不屬於台北華神）

【2023華神年度事工簡報】
華神年度事工簡報正式出爐，

《華神年報》記錄過去一個學年

我們的事工概況和挑戰，並對明

年度事工發展提出展望與代禱。

【2024年華神學生自治會同工名單】
2024年華神學生自治會同工完成改選，

名單如下：

主席：蔡慎祐    副主席：湯國建    文書：陳永昌

康樂：鄭雯文    靈    修：歐碧文    音樂：蔡筱旋

總務：陳沙龍    司    庫：郭恩慈

詳細內容

相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