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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Walis Ukan牧師 

首先，在上主豐富的愛和恩典裡，我要向今天所有參加此次就任禮拜的

主內弟兄姊妹們，誠摯地表達感恩和感謝。尤其，百忙當中前來證道，我

們的總會議長戴碩欽牧師，我們賽德克區會包一台遊覽車，專程從山上的

部落前來祝賀。特別是今天，不僅僅是學校的開學典禮，和院長就任感恩

禮拜。今天更是我們玉山神學院-母校的 76歲生日，所以，我們要在主裡謝

謝國內外，關心奉獻並支持玉山神學院原住民神學教育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也要謝謝我們董事長魯傌夫牧師，所帶領的全體的董事們為學院所付出的

心力，尤其要謝謝今年的校友會會長李耀光牧師，舉辦了「玉神校友回娘

家」的活動，讓玉山神學院 76歲的生日，增添了

我們的母校，許多在主裡團聚在一起的喜樂、讚

美和歡笑，一切都榮耀歸給上主。 

擔任院長的職分，從來都不是我人生中的規

劃，就如同成為我們母校的老師和教授，也都不

是我的人生規劃，所以，心裡特別感受這個責任

的沈重與惶恐。雖然如此，在信仰裡，我仍然還

是秉持著從過去到現今耶穌所教導，就是「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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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忠心」(路 16:10)，也就是無論做任何事，我們當盡力而為。這也是我

們傳統賽德克族的生活哲學：人在做，天在看，回到祖靈之家的時候要被

檢驗的信仰。這種的信仰態度，不僅僅出現在我嚴肅和不擅於人際關係的

個性裡，也呈現在聖經的研究和教學上。我是一位高中輟學生，又毫無家

庭背景，18歲就來到花蓮流浪的部落裡的窮小子，今天能夠站在這裡就任

台灣原住民神學教育殿堂的院長，這一切都是上主的恩典和帶領，我僅能

將這種的榮耀歸於上主，來盡我的心力。我也要趁這個機會誠心地在主裡

感謝：感謝在我人生不同的歲月當中，在我四周作過我的天使，協助我、

幫助我、為我代禱，甚至用金錢

支持我的家庭的天使們，願上

主更加倍地祝福你們。 

作為原住民神學教育的領

導者，四年規劃的願景，我們的

總目標，就是在信仰裡「深化原

住民的資源」(Deepening Indigenous Resources)，來落實我們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釘根於本地，認同所有住民」的信仰精神。這是傳承，在 76 年前，

上主如何透過孫雅各牧師，「看到」原住民文化和處境的特殊性，關心原住

民的信仰，在 9 月 15 日設立了「台灣聖書學校」成為目前「玉山神學院」

的前身。現今，我們如何在這個時代，在信仰裡透過玉山神學院的原住民

神學教育，能夠再次「看到」原住民在神學上的文化特色和特殊性，就是

深化原住民的資源。我們具體的做法是這樣：  

1. 活化「                 」：我們要啟

動，活化許昭信長老為了紀念他的父母親許

鴻源和林磮長老奉獻所設立的「原住民文物

圖書館」，希望落實許昭信長老紀念父母的

心，以及疼愛原住民神學教育的奉獻心意，

我們要讓二樓「原住民文物圖書館」動起來！

我們希望讓文物成為電子文物，可以在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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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裡可以隨時觀賞，在二樓的空間裡化為原住民文化的展演區，讓現今原

住民的文化和傳統都可以在這個舞台裡來展現，成為活的文物展演。 

2. 設立「                     」：為了配合二樓的展演區，以及深化

玉山神學院從過去以來，台灣還沒有重視母語和傳統文化的教育與認識的

時候，我們就一直在從事關注的原住民語言，以及原住民的文化資源的認

識。因此，我們將設立「原住民族玉山文教學會」，希望透過玉山神學院校

友為主體的這個組織，也能連結在不同領域從事於原住民文化資源事工的

原住民學者與原住民族人們。 

3. 設立「                          」：玉山神學院邁入到 76週年，

從玉山神學院畢業，我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校友在過去創造了原住民的

21 世紀宣教奇蹟，期待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史料中心的設立，來見證上主如

何愛我們台灣原住民，來追隨著前輩們的宣教精神，讓玉山神學院畢業的

新一代原住民傳道人，能夠繼續「不怕風，不怕雨」的精神，來傳上主的話

語。 

最後，我要說：這些軟體建構的異象如果能夠成功地實施運作，就要歸

功於我們前院長布興．大立牧師，辛苦建設了「玉山神學院綜合大樓」這

個很好的硬體設施，這些軟體建設的異象才有可能來進行。所以，在主裡，

我們也要感謝，特別紀念他過去辛苦的擺上。 

玉山神學院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設立，所以，

我們將會延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精神，在

原住民神學教育裡，關懷國家的前途，愛鄉土，

做台灣人，做有文化內涵真正的原住民。我們會

繼續秉持這種信仰，來盡心，盡力為主服事，榮

耀上主，來帶領我們的母校-玉山神學院繼續往前

邁進。在信仰裡，在禱告中紀念我們，為母校代禱，支持和奉獻，讓玉山神

學院在上主面前所領受的原住民神學教育之使命上，完全交託上主來成就，

可以做美好的信仰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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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新學生、新任院長的 

2022學年度之山上花園 

                         2022 學年度在我們經歷了兩年多非常嚴峻的

Covid-19 之疫情，除了有近 11位的新生回應上主的呼召獻身於建立上帝國的行

例外，近 150 位的校友以「回娘家」的心意來參與開學禮拜之盛事。更重要的是

2022 學年度之開學日是非常特別的，亦是要感恩上主的，因在傳統原住民阿美

族之”禮炮”的巨響聲，以及旮亙樂團傳統”敲打”竹鐘之樂聲中揭開了序幕。 

2022 學年度之開學禮拜日因適逢玉山神學院創校 76 週年的生日(1946 年 9

月 15 日)，又加上第 13 任院長 Walis Ukan 牧師就職上任的儀式，新學期、新

生、新任院長之開學禮拜，加上 500 多間原住民族群教會牧長們”回娘家”的場

面，除了感恩，還是感恩。全體教會迎接新生的到來，全體教會亦見證了新任院

長之承先啟後的就職上任的儀式，全體教會亦以感恩之心歡慶母校76歲的生日。

祝福新生未來七年、五年、三年學習生涯能夠順利、平安，感受「不怕風、不怕

雨」之玉神精神，將來學成進入到上帝所賦予的禾場上開出真理、公義、聖愛、

信仰、盼望、安慰、和平、喜樂、勇氣、勝利、贖罪、以及復活的花。而新上任

的院長Walis Ukan牧師亦繼續秉持著「不怕風、不怕雨」之玉神神學教育風骨，

培育出具有真理、公義、聖愛、信仰、盼望、安慰、和平、喜樂、勇氣、勝利、

贖罪、以及復活的原住民族群教會牧者。 

這樣，我們的母校—玉山學院在 76歲的生日後亦可看到真理、公義、聖愛、

信仰、盼望、安慰、和平、喜樂、勇氣、勝利、贖罪、以及復活的教會遍地開出

馨香之氣在台灣社會的每個角落，如同創世紀第一章 26 至 28 節，原住民族恢

復了上帝的形象，在上帝所賦予美麗家園裡過著自主的生活，守護家園，以及阿

摩司書九章 11 至 15 節，因對上主的信服，恢復了原住民的家園，又在耶穌基

督恩典之光照下，原住民族從被擄的生命狀態得到釋放；原住民族因政治、經濟、

社會殖民被矇閉的眼睛重新看見光明；原住民族因世上政權不當治理而被壓制

的生活中得自由；因為我們堅信唯有耶穌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天下人間

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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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是 ttps://www.facebook.com/YSTCS/。此

粉絲頁的主要功能是透過分享消息、紀錄校園

點滴，建立與校友和教會兄姐之間的聯結，並

邀請更多人關心玉神。歡迎牧長兄姐踴躍追蹤

粉絲頁消息。 

 
 

                       
    北海道農村傳
道神學校新任校長
平良愛香來信請
安，關心本院在經

歷 918 地震後是否安好，也表達期待因疫
情而不得不暫停的兩校交流能夠恢復。請

為此合作事工 
早日重新開始代禱。 

 

 

 

 

ttps://www.facebook.com/YST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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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宰族月 

時間：2022年10月 26日(星期三) 

巴宰族(Pazeh)，原分布於臺中市豐原區、神

岡區、后里區附，主要部落有岸裡社、烏牛

欄社、朴仔籬社及阿里史社等四至五個社。

1814年發生郭百年事件，巴宰族群遷入今

南投縣埔里鎮。 

噶瑪蘭月 

時間：2022年12月 14日(星期三) 

噶瑪蘭族（Kebalan），其分布區域主要在於蘭

陽平原一帶，十八世紀末漢人移民開始大批

進入宜蘭地區，噶瑪蘭族的土地與人口大量

流失，被迫遷至花蓮與臺東地區海岸。 

我們身為台灣原住民，在玉山神學院－原住民的神學院接受原

住民神學教育，其目的將來都要受差遣進入到部落，或都市原住民

聚落成為上帝的僕人，來宣揚上主的福音。使每一個原住民族群認

知「我們是上帝獨一無二的創造」，明白上帝創造人的核心價值，並

能更有自信地活出原住民特有的文化內涵。活出上帝創造各族群的

美好攝理。 

    藉著「原住民月」讓台灣原住民各族，有機會在本院的「原住

民文物館」做文化的展演，介紹族群的文化特色、語言、傳統宗教

與教會歷史現況，來突出巴宰族正名的困境。在信仰上建立多元族

群文化傳統，見證上主創造奧秘的智慧。 

研推中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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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所得作為「原住民文物圖書館」在文化展演之經費 

開啓原住民文化展演空間 
期待各位奉獻原住民各族文化傳統特色之文物和圖騰加入…… 

 

 

 

 

 

 

 

 

 

 

 

邀請教會姊妹弟兄同心活化「原住民文物圖書館」 

聯絡方式：03-8641101 # 204 研推中心 

身為原住民無法接受一個
主張滅絕原住民的上主信仰和
聖經，期待找到一些答案，來說
服身為原住民基督徒和牧者的
我們。 

傳
統
織
布 

原
住
民
各
族 

的
「
鐘
」 

教
會
內
已
不
使
用 

捐贈清單 

傳
統
飾
品 

原
住
民
各
族 

一本250元，如需購買請洽本院研推中心 

研推中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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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德．非利士博士 
Rev. Dr. Roland De Vries 
現任麥基爾大學 

所屬長老教會學院院長 

演講內容： 
Reconciliation in pastoral care  
牧會關顧與和解 
Mission as Reconciliation  
復合的使命 
Reconciliation in Scripture 
和解的聖經基礎 
Reconciliation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in Canada  
加拿大的真相與和解 
Reconciliation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台灣的真相與和解 

時間：2022年11月 14 ~ 16（一～三） 

主題：教會和解的使命—加拿大原住民的經驗談 

報名截止：自即日起至11月 2日(星期三)止 

報名QRCord 

亞洲太平洋研究推廣中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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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做，我們就去做】 

我在埔里基督教醫院實習的日子 

道學碩士三年級-金聖哲(布農族) 

    2022 年的暑假，機構實習安排在–埔里基督教醫院。原本對機構（院牧部）

實習期待的是：我要來學習幫助人，但我發現是我從他人身上得到了幫助。這幫

助是心裏面層次的被提升，教會我一些事的，正是那些我們去探訪的所有人的生

命故事，他們激勵了我、幫助了我。走過一般病房、急診病房、護理之家、居家

安寧訪視等等，看到了很多的故事，有因為病情使我心感到震撼的！也有因為個

案的居家環境使我感到震撼的！這一幕幕的場景，都使我在心裏面默默問：「耶

穌～如果你在這裡，你會怎麼做？」心裡頭不禁一陣寒意，鼻頭也酸了一下，莫

名的心裡就有一股堅定的念頭告

訴自己：服事這條路，我不能放

棄，信仰的路走對了，就不怕遙

遠。一定要在自己能力所及之處，

要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沒有人做，我們就去做。進了

埔基、認識埔基之後，真的以埔基

的精神為榮，這裡所發生過的故

事，都太值得繼續被流傳，很激勵

牧育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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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尤其是我們的山地醫療巡迴團隊，不禁心裏面小懊悔，為什麼我沒有去讀

醫學呢！哈哈，因為這彷彿更加貼近了主耶穌基督醫療佈道的樣式。真的很敬佩

山地醫療團隊所有的醫師們，他們的堅持與動力，都是我的榜樣。團隊不僅僅是

要進入偏鄉地區，也要走在關懷的第一線，所以在疫情期間，便帶著物資去探視

確診者，也給予他們溫暖的關懷，沒有人做，我們就去做，團隊所做的每件事，

都具有非凡的意義。 

    三個來自女兒的建議，看出為父母的心，始終為兒女著想。這位信子阿嬤今

年 93 歲，很健壯的，也獨立自主。她的女兒曾想照顧她，但也尊重老人家的意

願，因此給母親幾個選擇 1.跟著女兒去美國 2.請外籍看護 3.住養老機構。信子

阿嬤選擇了第三個，只因她說：「女兒想照顧我，但我不想給女兒困擾，她還有

夫家呢！？」看著阿嬤，我明白一件事，孝敬父母乃天經地義，父母始終為兒女

著想，長大成人後絕對不能忘恩。而長者們的心願，往往就只是希望孩子能陪伴

在身邊，如此簡單而已，每當我們跟長者聊到兒女之時，臉龐留下一滴滴的眼淚，

盡都是對兒女的思念。 

    珍惜身邊的人事物。阿公身分證上的出生年是民國 10 年，今年 101 歲。某

天早上剛結束單位聚會，正回到院牧部辦公室時，隨即接到了一通來自急診部的

電話：「有一位阿嬤離開了，他的老公很難受…」。於是，我們又馬上起身前往探

視。當院牧團隊和阿公談話時，阿公提及了：與阿嬤的相識、再組的家庭。他說：

「我沒有孩子，也找不到親人，我小時候就從家鄉被帶上火車後，就來到了台

灣…我想回家也回不了，我想找家也找不到。」

原來他就是一般人俗稱的榮民，難怪阿嬤的離世，

對他來說這麼難受。我很震撼，卻無法從中感同

身受，因為他經歷了我沒有經歷的，我安靜地站

在一旁，聽著他跟牧師的對話，語畢我們一起為

阿公禱告時，仍無法平息我內心的激動。台灣這

一座小小的島，卻乘載著很多不同年代的喜怒哀

樂，期盼自己能有更寬廣的心，去看見不同身分

族群的人。 

    最後，我要感謝上帝，讓我能在埔里基督教

醫院實習，這對我來說，不用等到老了以後，才

明白這段日子的意義，此時此刻，我能感受到神

帶領我來到這裡的意義，這都將內化，並且成為

我生命的養分。 

牧育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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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三年級-陳天喜(阿美族) 

對於小型偏鄉教會的認識，從外觀較大的巴扶以善教會的建築來看似

乎有些對不上，可是教會的確受到整體環境的各種影響，也跟著面對與

小型偏鄉教會相同的處境。 

教會面對著大多數的年輕人口外移至都會讀書、工作和生活，甚至在

外地生兒育女至下一代的比比皆是，加上在部落中家庭的少子化的長年

影響下，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部落型

態的教會越來越受到嚴峻的挑戰。 

不僅如此，疫情的嚴重性迫使教

會的長者們，感受到必需使用數位

設備才能夠線上聚會所帶來資源

缺乏及不會操控其設備的困境，而

必須暫停大部份團契，和極少數為

年輕人才會使用的 3C 產品的條件下，採用線上的方式聚會；為此不只

是讓長者們只參與主日崇拜外，也在人數上極為明顯地的看見人口逐減

的現象。 

在教會百分之八十五大約都是七十歲以上的長者，中段年齡層從二十

五歲至四十五歲的人數不到五人，再者就是學齡層的孩童們。面對著不

同年紀與兩到三代間的想法和需要溝通的斷層狀況裏，需要重新審思及

好好地使用聖經上的教導，使自己在學習帶課程和活動中，能在主日學、

青少年的服事認識及瞭解年輕人的想法；從而教出合乎聖經的教學及貼

牧育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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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他們所能領受的範圍；並於教學相長的途中，也使自己在這過程能

學習放下身段與小朋友、年輕人相處。 

即將在這數個月的時間內要做到許多事，實在有難度。感謝主的是，

社青人數雖然少，但是他們還是有按週定期地分配兒主的事工，在這一

點上更能從中協助管理上的不足、協同分班時有效利用和引導青少年，

一同加入服事兒主的行列等。然而，

青少年是在我進入教會前就開始有三

位學生固定聚會，要花費時間陪伴他

們，並且帶入部落訪視其他的青少學

童們外，再者就是要有社青或是長輩

的同工們一同服事，雖然在這點上原

本就是缺乏人力的根本問題。 

然而，努力當前可善用有限資源來

完成教會交辦的各項事工及活動外，

也加強自己在當中練習和大量地使用族語進行講道，使得雙語並行的功

用幫助年輕人與長者們都能夠在聽道中理解其內容，亦希望藉此來提升

的母語口說能力。深願能夠在實習期間，透過活用教材的使用、設計符

合主日學及青少年能理解的課程內容中，實質的給予理解於聖經的教導

和享受靈命的滋養。 

  後 記   

東台灣過去被稱為「後山」，在許多方面一直處於國家發展計畫的「弱勢邊緣

地帶」。受到整個大環境的影響，嚴重的青壯人口外流，導致東台灣的教會現正面

臨人口老化、單親及隔代教養等問題，整體教勢不但未能「增長」，反而呈現凋萎、

關門的趨勢。特別是許多原本就極其貧弱的原住民教會，沒有專任牧者，沒有青少

年團契，沒有兒童主日學，是司空見慣的。 

因此自2007年開始，本院發起「強化東台灣弱小原住民地方教會青少年、兒

童主日學」的運動，以玉山神學院的神學生，組織起「主日學暨青少年事工」後援
隊，來協助東台灣弱小原住民地方教會的青少年、兒童主日學事工，為「後山」教

會的未來向下扎根。我們會持續刊登系列報導，這幾年投入在「強化東台灣小型教

會事工」神學生們的心得與看見，請弟兄姊妹持續關心與代禱。  

牧育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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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普世台灣人教會、國內各族群教會、基金會及弟兄姐妹，

支持本院在2022學年度神學生獎助學金的奉獻與捐助。通過國內

外教會、機構及弟兄姐妹的關心、支持與奉獻，讓台灣原住民神學

生順利完成年度各項神學教育訓練和服事課程。感謝上主感動國內

外教會及弟兄姐妹在原住民神學生獎助學金的支持奉獻，成為本院

培育原住民族群教會傳道人、教會與部落領袖最有力的後盾。 

 

 
 

感謝普世及國內教會及姐妹弟兄參與認領本院「強化東台灣小型教會事工方案」 

    感謝上主的保守，順利完成2022學年度之「強化東台灣

小型教會事工方案」。感謝普世及國內教會、基金會及姐妹弟兄

的參與認領，讓東台灣小型教會的青少年及兒童福音事工能夠

在地方教會有限的資源下順利推展。您們的參與強化了小型教

會信徒們恢復禮拜生活的熱誠，激勵小型教會弟兄姐妹恢復對

上主的信仰，更讓受派的神學生在極度缺乏資源的教會實習工

作當中成長，激發委身服事上主和族人的堅毅心志。感謝大家

的參與支持。 

 
 

懇請繼續認領2022學年度【強化東台灣小型教會事工方案】之受助教會 

  本院將於今年十月持續推展 2022 學年度「強化東台灣小型教會

事工方案」，其中包括兒童主日學及青少年事工，本梯次將包括東海

岸阿美族、布農族、太魯閣族、都會區之泰雅族等所屬之小型或無

牧者教會。誠懇呼籲各界踴躍認領一間小型教會一年7萬元所需之

經費(包括受派實習生八個月之實習津貼、交通費；以及每一位受助

教會青少年、兒童主日學小朋友一年份之總會基督教教育教材)。凡

有意願認領者請與本院牧育處聯絡。 

E-mail：min215ystcs@gmail.com助理王素玉姐妹，電話：038-641101轉215。 

 

2022學年度實習教育課程分配如下 

    太魯閣中會10間、泰雅爾中會3間、阿美中會 2間、布農中會 2

間、東美中會1間、東部中會 1間、外教派1間。合計20間教會。 

  強化東台灣小型教會兒童主日學及青少年事工部份：太魯閣中會1

間、東部排灣中會1間、阿美中會1間、東美中會 2間、太魯閣中會 1

間、泰雅爾中會1間。合計 7間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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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禮拜天有許多的遊客往來於鯉魚潭遊

玩，其中有不少的遊客是基督徒，甚至是慕道友，

為了讓他/她們不因旅遊而失去了敬拜上主與聽道

理的機會，以及將過去玉山神學院於此處設立後一

直有的禮拜與團契生活；牧育處與花蓮原住民大專

學生中心經多次的協調與禱告，來催生潭畔禮拜之

舉辦與進行。感謝上帝的宏恩，回應了義人們的禱

告，中斷已久的潭畔禮拜終於恢復了。 

2022 年 10 月台灣有許多的奇事發生，如台灣

的 covid-19疫情，在全國人民上下的配合下，終於

在 10月 13日國境解封了，我們看到許多人出國去

旅遊，也看到許多國外人士進入台灣的國土來旅遊。

我們也在 10月 23日看到國際龍舟競賽於鯉魚潭舉

行，有許多的遊客來到花蓮，甚至到鯉魚潭來造訪。

而玉山神學院的潭畔禮拜，適時地也正式開始恢復

了。恢復後的第一次聚會，由花蓮原住民大專中心

的師生，以及本院的師生亦熱情的參與，使得我們

相信這是上主對本院，以及花蓮原住民大專中心之

使命，讓來到鯉魚潭遊玩的遊客們聽到上帝的真理。 

我們也誠摯的歡迎全體教會、國內外的遊客，

若是來到花蓮，特別是來到鯉魚潭，別忘了玉山神

學院綜合大樓的二樓，有「潭畔禮拜堂」為你／妳

們張開雙臂歡迎著。 

  

活動消息～潭畔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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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碩士一年級-林啟恩(漢族) 

感謝上帝，玉神文碩班的第一年上學期，有教派觀摩的學習課程。對從小習慣在

長老教會體系禮拜與成長的我而言，的確是非常的詫異與新鮮。然而，這種接觸帶

來的感受的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關鍵--開啟基督教不同教派的視野。這是體驗多元教
會實況化存在的觀念，從心底難免有一些衝擊、疑惑和想望，究竟甚麼才是上帝屬

意的教會呢?或者是教會觀必須從多元化的理解來反思，才能看見更多教會歷史的

面向。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正在走出井底之蛙了。 

想想自己，看看別人。這或許是展開比較教會觀的謙卑學習，那麼上帝的

恩典在不同的宗派一定有祂的旨意。 

    10月 2日由曾昌發牧師帶領 7位學生，

到美崙浸信會參加主日禮拜，這趟教派觀摩

學習之旅，在個人在參與的過程當中，從美
崙浸信會學習很多教會事工異象的組織，看

見他們牧者團隊服事與合一的同工，不斷帶

領教會持續性的進步。透過牧養培育、領袖
建造、生命更新、牧區小組成立等各項牧養

組織，而有完整的宣教異象與使命目標。也

發現美崙浸信會從最傳統的浸信會基礎，願意隨著教會潮流而轉變更新教會的建
構，使信徒人數擴增。在觀摩後的座談會中，透過唐有毅傳道的分享使我對美崙浸

信會的事工有更多的認識與體會，更激發對教會觀有寬廣的看法。特別是學習觀摩

到他們用心的教會牧養方法，藉著堅固的教會培育系統，使教會持續增長與進步，
這是在教會增長上值得學習的典範。 

總而言之，美崙浸信會過往以來的牧養努力和進步，

不但成為花蓮最有影響力的教會，更是台灣東部後山傳

福音的重要指標，於是信徒人數日漸增長。這是要歸功
於福音裝備系統的教育，因為一個完備的福音牧養，不

但造就信徒成為牧區小組長，並以靈性的建造為最終極

的指標，就像一個房子的根基被堅固地建立起來。在看
見教會門徒訓練中，許多信徒願意委身事奉上帝的敬虔

態度，也成為我在學習牧養教會的觀點上，值得參考的

典範。 

學生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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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為校內工程代禱奉獻 
教員宿舍整修工程 

  玉神自 1959 年 3 月受難節，遷移至鯉魚潭畔以來，已歷經一甲子的歲
月。校園的樣貌，隨著各階段建設物新舊更迭，一磚一瓦都是神的恩典，也
是我們對於未來的新展望。 

  近幾年學校開始重新整修教員宿舍，以原本的舊建築物骨架為基礎，將
內部格局翻新，老舊水電部分也將重新設置管道，讓老師們住得更安全舒適。 

     

 

 

 

校園邊坡塌陷改善與防護工程 

  本院位處坡地，遠眺鯉魚潭，邊坡的維護一直
是山區的重要議題。目前校園區域內有邊坡塌陷
之狀況，雖無急迫性之危險，卻是安全的隱患。
現今男生宿舍之週邊，經地質鑽探檢驗後，均不
符邊坡穩定要求。尤其 918 發生規模 6.7 地震，
此次地震，校舍雖無損壞，但經地質鑽探調查成
果報告內分析，邊坡塌陷嚴重，其安全係數並不
符合法規要求，需進行改善與維護。因此，請弟
兄姊妹為此特別代禱及奉獻，盼望儘早實施防護
工程，以避免日後地震，及大雨造成高水位狀況
下發生意外。 

 

總務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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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書芳名錄（敬稱省略） 

個人 

史可堯/史培理夫婦 鄭仰恩 潘暉暋 
   

李秀玉 候若瑟神父 郭榮敏 

機構團體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崁教會 靈命日糧事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普世關係委員會 佛教慈濟醫療法人 

  

台北市浸信會義美堂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文化資源學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中平山教會  

 ～感謝您們的贈書，圖書館將儘快完成編目館藏的作業，以饗師生～ 

 

 

南投地區開班說明會workshop 

    10月 1日教務長前往賽德克區會說明本
院將設立南投地區信徒神學系、長執神學研
究班課程說明會。感謝賽德克區會的邀請，
教務長親自前往區會活動中說明本院課程，
提供機會，讓教會長老、執事與信徒進深學
習聖經、神學，以及教會服事相關課程的機
會，以深化其對基督信仰的了解。並協助地方教會訓練信徒，提高信徒、教會 

   幹部之神學素養和服事才能，共同為上帝國的宣教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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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信徒神學系、長執神學研究班 
2022上學期開課消息 

本學期信徒神學系及長執神學研究班 
陸續在台東、屏東、台北開課 
感謝各區班主任協助招生 

 

實踐課程：老人心理學 授課老師：達努巴克．拉歌拉格牧師 

  我們常聽說，老年人像

小朋友一樣，真的嗎？當我

們活到了一大把年紀，可以

被稱為老人或長軰時，性情

就真的會回轉向小朋友一樣嗎？這應該是許多人

一樣的疑問。我們孰悉的長輩一點一滴的變化中，

除了身軀的老化，心理也在轉變中，晚輩們需要把

握機會跟上這些變化，老人心理學是很有效的工具

與橋樑，可以透過了解而減少無知的誤會及衝突。 

 

實踐課程：聖詩敬拜與領會訓練 

授課老師：鄭馨儀傳道師 

  課程內容：了解禮拜中

敬拜的要素，以及音樂與話

語如何互助串連，使音樂在

禮拜中更豐富的被運用。認識排灣、魯凱聖詩，從中

學習分析神學、導讀與聖詩靈修等操練。領唱、司會

訓練，了解在禮拜中的角色，訓練詮釋法讀經、適當

橋句等技巧，使提升領會的方法。 

 

實踐課程：團隊服事  授課老師：樂歌安．督達里茂牧師 

  團隊服事，在聖經舊約
與新約的敘事中不斷地出
現。上帝透過身子肢體間彼
此需要的概念，引述在基督

裡同工互助連結、彼此需要的事實，說明
了「團隊服事」的重要性。要讓事工發揮
最大的果效，「每一位」都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但處在後現代、全球化、多元、社
群媒體包圍的環境來說，團隊服事並不容
易。因此，「團隊服事」對於委身事工的人
來說，是一門必修的課題。 

週二晚上19:00-21:50

起立 
立正 
敬禮 

週二晚上19:00-21:50

週二晚上19:00-21:50

教務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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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課程：舊約概論  授課老師：施保華傳道師 週二晚上19:00-21:50 

  本課程主要探討現代舊約研究的歷史，舊約文本與正典

形成的問題，並將聖經分成摩西五經、歷史書（包含傳說故

事）、智慧文學、大小先知書，透過這樣的方式來介紹聖經。

透過本課程，學生可以建立一個以基督為中心，以福音為導

向，和以正統聖經神學為架構的舊約觀。 

聖經課程：路加福音與耶穌的故事  授課老師：關宗翰傳道師  

週四晚上19:00-21:50 

  本課程期待透過路加福音的耶穌敘事窺探上

主奇妙拯救計畫-耶穌是以色列人的拯救主，也是

全人類的盼望。以敘事分析路加福音中耶穌的故

事，透過耶穌的降生、他的福音工作、受難、犧

性與復活等故事來思考對自身信仰之意義，確信我們所學的道是正確的（路1:4)。本

課程亦包含基礎講道入門訓練，以課程分析之耶穌故事為本，輔導上課之長執撰寫短

篇講章，可用於週間聚會之信息分享。 

 

實踐課程：臨終教牧關懷  授課老師：劉清虔牧師  週一晚上19:00-21:50   

  本課程將有系統介紹臨終關懷牧養工作的基本概念，包括臨

終者的生理、心理、社會與靈性的種種需求與照顧，照顧的模式

與倫理，照顧者的裝備與自我照顧，後事規劃與悲傷輔導等。課

程將協助學生對教會中的臨終者之照顧有基本理解，也協助學生

在臨終關懷的過程中可

組織有效的事奉團隊。 

實踐課程：教會音樂概論  授課老師：悟朗(柯明德)老師  

週日下午11:30-13:00、15:30-17:00 

  認識何謂「教會音樂」？介紹聖經中的音

樂及音樂服事意義、教會音樂的起源及發展、

反省現代教會音樂的使用與功能，及不同時期

教會音樂的認識與運用與影響。 

 

聖經課程：聖經與講道入門【線上遠距教學】 

授課老師：關宗翰傳道師 週二晚上19:00-21:50 

 本課程期待幫助教會長執對

講道有基本的概念。如何「忠

心的傳講上帝的信息」？便為本課學習的目

標。本課程亦會學習基本的聖經釋義與詮釋，

專注經文本身並分析經文；並將分析之結果與

現今處境做對話詮釋，因而成為宣講的基礎。 

 

線上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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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課程：聖經文學與排灣族文化素材  授課老師：蔡愛蓮牧師  週四晚上19:00-21:50 

  從認識聖經的文本的文學性，再與自身排灣族、魯凱族的部

落文化內涵對遇，思考

文化內涵與福音信息的

對話可能性，藉以族人

熟悉的文化內容與聖經文學的技巧連結，期

望有助於講道分享內容之多元與豐富，也藉

此課程，讓學生反思各人自身文化美好，建

立對文化文學素材認識與欣賞，也藉此課程

推展福音與文化多角度的增強。 

 

聖經課程：新約書卷與教會發展  授課老師：高玉姍牧師週六上午8:00-10:00 

  期待透過本課程來探討書卷中，當時基督教教會與基督徒所面

對的困境與難題，使徒們用書信的方式給予教導與澄清基督教的教

義，並鼓勵的勸勉，來聯結現今教會目前所面

對的處境與難題，進而做神學的反省。 

   實踐課程：如何預備講道  授課老師：高玉姍牧師  

週六上午10:00-12:00 

  「講道」到底講甚麼呢？中心基準就是「基

督耶穌」，但是在寫講道篇往往會面臨挑戰，第

一、對聖經的認識不夠；第二、聖經的處境與

現今的時代有甚麼關聯；第三、無法辨識自己

的講章是否合宜；第四、如何讓會眾明白引起共鳴？期盼透過「如何預備講道」這課

程，學習學者們所提出的講道法理論，來解決我們在講道上的不足與困惑。 

 

 

   9 月 18 日(日)，教務長林昌

華牧師，於開課前親自前往布農

中會淡農教會，舉行「台北區淡

農教室」設立教室揭牌感恩禮

拜。特別感謝淡農教會提供教會

場地，讓都會區的原住民教會長

執同工有地方可以一同進修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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