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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nsana ku!(布農族語) 

 撰文：Walis Ukan 院長 

布農族語翻譯：畢瑪．坦西給安牧師 

    “Malansana ku!”(Mataai simpinaskal tu haling 4:19), Siian hai is Iesu Kilistu 

cin isiia pun mapusan saba mutda painsanan tananguas sintaudaniv mita bunun 

tu halinga, min-uni itu Kilistu tu isnanavaan, at mahtu isnanavaan manaskal 

matatbus tastu ihumis cin, malansan mas Iesu Kilistu, mapitpung isiia asang 

dihanin cin aikas-angun tasmai-tasa is Kilistu sintaudaniv tu halinga. Maaz siian 

tu halinga hai, tuza kaitu cinasbanin tu punpiia tu mas-an saba painsanan, haitu 

maldaukang tu aizaas itu Tama Dihanin makitvaivi tu kinukuzaan, maldaukang 

tu makan taudaniv, taivuhvuh kaupaka makan madaidaz Sasbinaz tu taisis-aan, 

mahtu makan-anak matatbus mas tastu-ihumis, mapin-unis ikma-a-iun mas 

Sasbinanaz, malansan mas is Iesu Kilistu tu dapan, mapitpung Tama Dihanin tu 

halinga---Paitasan Siing, min-uni tas-ihumis tu ailmananuuan. 

 Iuzang Singaku-iing hai, isiia tangusang tu num buuan manaskal masatu mas 

mita takisilazan bahlu itu Kilistu tu Hamping, munsiia vaivi vaivi takisilazan tu 

Kaku-bulaku, mapitpung mas Tama Dihanin simpinaskal tu halinga cin. Isiia pitu 

buuan cin hai, muhna aiza na min-uni bahlu tu isnanavaan munsaincin, amintus 

isiia vaivi vaivi dangiian kuniian tu “Iuzang Singkaku-iing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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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nanavaan”malalabas a isiia Kaku-bulaku taisis-aan macingna taudanivas 

Tama Dihanin, maduuaz isiia Iuzang Singkaku-iing tu tastulumah cin, aizaas 

aikas-angan tu na asa mapasnava at miliskin mas itu Tama Dihanin tu halinga cin, 

musasuu is-aang hai maduuaz antala mas paisisiia Tama Dihnin is-aang tu 

sinkatuhna. Maza Iesu-an tu isiia mapusan saba mutda tanangaus cinudaniv mas 

isnanavaan tu “malansana ku!”tu sing-avan hai, maldaukang tu malbabahis isiia 

kaupaka takisilazan tu bulaku mas katdaan cin, nitu mimis-u masi-aupa 

takisilazan bunun babazbaz. Mazkai, kaupaka painsanan isiia Iuzang Singkaku-

iing tu tastu lumah daingaz cin hai, mahtu usaduuan mas sin-Akasi tu : ta-sa 

maduuaz siia Sasbinaz tu tanangaus matatbus, musasuu, iskusiia Sasbinaz tu sin-

ihumis hai, makuua isiia Tama dihanin halinga cin sinanisnis at minbalu, musasuu 

paisisiia ininkanaanin tu sinlatuza minbahlu tu sin-Akasi. 

    Haitu, “Malansana ku!”, tu halinga-an mais isiia tustus tu aisnadaan hai, 

sintupa tu kinkikinuz malansan siia Iesu Kilsitu tu antan-iku. na mahtu duma 

bunun cis-uni tu aupa malansan kata mas is Iesu Kilistu tu dapan, at imita kama-

ikit tu sin-ihumis-an hai pinbaluunis Sasbinaz cin at aizaanis ininkanaan, at siias 

Iesu Kilsitu cin a malngaus saduuas bunun, mazkaii mahtu itu Tama Dihanin a 

ngaan pistaishanguun anis atumashaingun. Niitu ka mita-in a la-uvaaiv mas Iesu 

Kilistu, maldikus mas isiia islulus-an cinin-vaivivaiviian tu tamasaz, maszangis 

kan-anakin min-unis Tama Dihanin, haitu ka nitu ha-iap ha-iap! 

    Iuzang Singkaku-iing cin mailngangaus tu isnanavaan hai, makuua niian 

antalam paisisiia Iesu Kilistu cin tu sintaudaniv tu halinga i, “Malansana ku!”siian 

hai maipinsiin mas supah daingaz vaivivaivi maszang hanivalval cin kainau-azan 

isiia sin-ihumis kaitamasazan tu sin-Akasi, maaz amin niian hai na min-unis isiia 

Iuzang Singkaku-iing cin dadaimpusas ahil tu “ Takisilazan mapitpung Huku-iing 

mas Kaku-Kiukaai lainihaiban pinatas tu a-ampukan”laupaku hai miliskin 

kaimin tu na macinmananu kilim ma-ampuk mas pali-uni sinlatuza tu sin-Akasi 

cin, musasuu tai-insun isnanavan saincin uvavaaz tu mahtu munsiia Kaku-bulabu 

mapatahu, at patasun min-uni mas Kiningkiu-an pali-uni takisilazan Kiukaai 

lainihaiban tu pipinatas, musasuu tai-insun amin mas mita takisilazan Kaku-

Cikaai mas Kukaai tu, mais aiza pipinatas pali-unis sin-Kining Kiukaai tu 

lainihaiban hai, mahtu mapudaan punsiian Iuzang Singkaku-iing tu   

dadaimpusas ahis cin masangkun. Mahtuuanga is Iesu Kilistu cin “Malansana 

ku!”sintaudaniv tu sing-avan, paisnasiia takisilazan tu Singkaku-iing---Iuzang 

Singkaku-iing cin, maldadaukang tu Akasii mas mailalangna malansas Iesu 

Kilistu  mastaan manau-az tu dapan 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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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從我！ 

Walis Ukan 院長 

「來跟從我！」(太 4:19) 是耶穌基督在二千多年前呼召世人，成為基督的

門徒，讓門徒甘心樂意奉獻一生，跟隨耶穌基督，傳揚上帝國理想的一句基督召

喚的話語。這句話雖經千年，仍然歷時歷代，還是擁有著上主奇妙地作為，一直

持續地召喚著，感動著愛主的弟兄姊妹，主動奉獻自己的生命，來為主所使用，
跟隨耶穌基督的腳蹤，傳揚上主的話語～聖經，唯一生的職志。 

玉山神學院在六月中歡送了原住民新的基督精兵，將要進入到原住民不同部

落與社區，傳揚上主的福音。七月初又有新錄取的神學生，以及「玉神各區教室」

許多部落族人再次地被上主呼召，願意在玉神大家庭裡，渴慕想專研思考上主的

話語，心靈裡願意接受上主之靈的雕塑。耶穌兩千多年前呼召門徒「來跟從我！」

的聲音，依然這麼地火熱在原住民部落與社區裡，對原住民族人發聲。因而，每

年我們在玉神大家庭裡，都可以親眼見證：一個在主面前甘願犧牲，為主所使用
的生命，如何謙卑地在上主的話語裡被更新，被塑造的信仰生命見證。 

然而，「來跟從我！」，在原文是跟隨在耶穌基督的後面。讓世人因我們跟從

著耶穌基督的腳蹤，我們微小的生命被上主更新後的生命悸動，就使耶穌基督最

先被看到，上主的名被榮耀與稱頌。而不是，我們取代了耶穌基督，把玩著宗教
魔術，自己做了上帝，而不自知！ 

玉神初代校友前輩們，如何回應耶穌呼召的話：「來跟從我！」已經譜出了

許許多多彩虹般多樣生命活力的信仰見證，這些都將成為玉神圖書館所設立的

「原住民宣教與教會史料中心」目前很想努力收集的生命見證集，並期待學生們
進入到部落作訪談，撰寫論文來專研研究的原住民教會歷史史料，以及鼓勵原住

民各中區會，若有雙份的紀念刊物，也可以寄到玉神圖書館史料中心作保存。讓

耶穌基督那「來跟從我！」呼召的聲音，透過原住民的神學院～玉山神學院，持
續見證代代跟從耶穌基督的美好腳蹤。   

 
圖片來源：https://alive.businessweekly.com.tw/single/Index/ARTL006000307 

耶穌對他們說：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 
得人如得魚一樣。」 

(馬太福音4:19) 

https://alive.businessweekly.com.tw/single/Index/ARTL0060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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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順吉牧師，台南神學院畢業後，
受派至台東地區成為大麻里教會、大武教
會傳道師。之後，王牧師出國深造，留居

美國，於 1988-2008期間擔任美國長老教

會總會(PCUSA)「亞洲人教會事工擴展」
總幹事，2008-2010任美國長老教會總會

亞洲人教會事工專員。2009-2011任全美

台灣人基督長老教會聯合會執行幹事。他
曾協助設立約百餘間美國長老教會亞洲

人教會，又協助推動越南、印尼、寮國、

泰國、柬埔賽等國教協成立。他曾設立台
灣人教會，並在美國長老教會內，協助成立四個台灣教會(TPC)區域聯盟；台

灣人教會的增長，有卓越的貢獻。 

周維翰醫師，1951年自台大醫學院
畢業後，進入高雄省立醫院外科服務。

1956年在美國東部的醫院，接受「實習醫

生(internship)」及病理專科訓練，後獲得
「病理專科醫師證照」。1962 年前往加拿

大 Santa Marta Hospital, Antigonish, 

Nova Scocia，擔任病理檢驗科主任。由於，
親兄姊弟們都聚居於美國南加州，於 1977

年搬到洛杉磯附近至今。現為「美國病理

學協會名譽學者、會員」(Emeritus Fellow,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2021年王順吉牧師以及周維翰醫師，深

感本院師資培育之重要與急迫性，於是在美
國長老教會基金會共同設立，並以周醫師父

母之名義設立「周瑞長老、謝𤆬治長老娘師

資培育專款」，做為玉神師資培育所需，積極
參與玉神師資培育重責。 

 

頒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授予王順吉牧師 

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授予周維翰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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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學年度畢業生名單 
本院於 2022 學年度完成了上帝所交付之神學教育任務，得到

了 2022學年度之初熟的果子。這 14位學生實現他/她們起初與上
帝所立的約，至上帝所安排的職場服侍上帝、服務人群、牧養
教會；而基督教人文學系的同學，秉持對上帝的信仰繼續就讀
研究所完成神學訓練課程。 

神學研究所道碩班 

林瑋恩 

（錄取本院神學碩士班） 

黃莉燁 

（派駐台北中會李春生紀念教會） 

黃景白 

（派駐台北中會艋舺教會） 

SayunYuhaw林思恩 

（錄取本院神學碩士班） 

Remeremang邱欣慧 

（派駐東部排灣中會比利良教會） 

Walis Tusang廖尚節 

（派駐賽德克區會莎都教會） 

Yuli Takun李嘉薇 

（派駐泰雅爾中會事務所） 

O'sing Lo'ol陳天喜 

（派駐東美中會小港教會） 

Gusam陳俊凱 

（派駐東部排灣中會大南教會） 

Qesul Nangavulan金聖哲 

（派駐南布中會事務所） 

Yukan Kubei林俊志 

（派駐泰雅爾中會米以互教會） 

Habaw Biho哈寶．比候 

（派駐太魯閣中會米亞丸教會） 

Habaw Yawiy蔡翠花 

（派駐泰雅爾中會翠巒教會） 

Remaljiz Demaljalat日馬力茲．得瑪拉嵐特 

（派駐排灣中會巴蘇瑪克教會） 

基督教人文學系 

彭慧潔 

（中華基督教伯特利會傳道） 

高添榮 

（錄取本院道學碩士班） 

陳如雅 

（錄取本院道學碩士班） 

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
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
在。」Laxiy zngiy qu sinrhgan maku: 

Klokah ru snhi! Laxiy kngungu, laxiy 

k'uy inlungan! Baha hmswa, ana su 

musa inu, Kuzing -- Mrhuw Wagiq 

Utux Kayal su ga psbes sunan krryax 

ba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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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教育~ 
信徒神學系、長執神學研究班 

各區教室開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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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或欲知其它施行細則，歡迎上網查詢或來電03-8641101#212教務處，或向各區教室班主任洽詢 

屏 東 區：陳明光牧師 
台東區：Lavakaw Rakerak 牧師 

台東海岸區：張培理牧師 
南 投 區：魏錫欽牧師 
台 北 區：高玉姍牧師 
花 蓮 區：張英妹牧師 

 
 
 
 
 
 
 

贈書芳名錄(敬稱省略) 

個 人 
壹喬．法之山 陳明仁 林春植 

君島洋三郎 何婉麗 洪承延 

尤巴斯．瓦旦 星．歐拉姆 全仲彥 

機 構 團 體 
靈命日糧事工 原住民族委員會 基督教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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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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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東部排
灣中會比利良教會
羅美玉長老致贈本
院由她親手縫製的
五餅二魚十字繡掛
圖。 

    感謝基督教中

華循理會慈雲教會，

由曹古韻傳道師親臨

本院，致贈每位教職

員母親節禮品及賀

卡。 

 

    長久以來，支持並奉獻本院獎助學金的美國

奧斯丁長老教會,於今年暑假期間到台東辦理

暑期營會，其中陳秀莉師母及李瀅榆姊妹一行

５人特地前來本院關心、訪問，院長在立川漁

場接待。 

 

 

   2023 年 6 月 20－30 日，神學系系主任Suning 老師遠

赴德國，探望玉神人永遠的媽咪-盧玉雪宣教師以及
蔡富麗老師。其中盧玉雪宣教師在台灣服事34 年(1972-

2006)，在本院任教 32 年(1974-2006)，在玉神期間，將每

位學生當成是自己的孩子般疼愛、照顧。目前兩位宣

教師都已退休回到德國，但仍想念台灣的一切，願上
主祝福她們身體健康、恩典滿滿。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部
一行 22 人，於 2023 年 8 月 2 日至本
院參訪。受到電影 《賽德克‧巴萊》
影響，對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和生活
深感興趣，尤其是故事中關於土地
保育、經濟霸權、殖民教育和文化承
傳等議題，和目前香港的狀況息息
相關，特地安排前來本院，由牧育長
Namoh 牧師負責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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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文豪(排灣族、道碩二年級) 

本學期被學校派至東美中會小港教會實習，到實習

教會可沿路從山看到海，享受在太平洋沿岸美景。 

小港教會屬於無牧者的小型支會，筆者對這次實習

抱著即緊張又興奮的心情，因為無牧者的教會很多時

候都是交由實習生協助處理教會事務，從一個月一次

的主日講道變成每主日的講壇證道，對於筆者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教會的長

老有三位，執事也有三位，教會內的年齡階層，松年與中年的比例差不多，可惜

教會青年與青少年非常少，甚至連兒童主日學都沒有。這學期的實習讓我備感壓

力，但也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兒童主日學在 9 月時是沒有孩童的，但經過幾次的探訪，其中一位執事小

孩，因為年齡很小的緣故，執事擔心孩子會擾亂教會聚會，就不好意思帶孩子來。

經過筆者不斷邀約及鼓勵，孩子也開始參與幾次的聚會之後，慢慢習慣並且穩定

在教會裡面學習。因為孩子還沒有上小學，所以每次聚會都是用最簡單的方式進

行：一小段的經文，加上用美勞手作和唱詩歌、跳舞作為聚會的教材。看見孩子

每次都很喜樂的享受在當中，感謝總會的幼兒版教材，讓我可以盡情發揮並使

用。 

    教會青少年只有兩位國中生，兩位青少年對教

會服事非常認真，每次都會很準時的到教會預備，

在這三個月的團契當中，我們用箴言讀經運動，也

會預備隔日主日聚會的獻詩，兩位孩子都是單親長

大的孩子，他們與筆者分享，因為教會的實習老師

都會讓青少年們有家的感覺，所以他們很喜歡參加

團契。因為這一段話語，每次的團契筆者都會很認真的帶領他們，有時候聚會會

用聊天的方式來了解青少年的生活和學校的學習。青少年在國中階段比較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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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時期，需要好好教導才能夠讓青少年明白所好奇的事物。對於團契我們會用

一些活動來聚會，不單單在教會裡面我們也會在海岸邊，來看看世界之美。 

    每週的主日都是由筆者來主禮講道，教會人數

大約有 11~13 位的弟兄姊妹，因為 11 月有遇到選

舉投票，當天的主日有明顯的增加，當然，遇到節

慶時在外地工作的會友也會回鄉，因此主日聚會人

數也會增加。教會特別的是一年有兩次的感恩節，

在 6 月和 11 月，儘管人數不多，但每次服事上大

家都很認真的在教會盡心盡力。 

    每一次實習都有每次的感動，雖然小港教會

人數稀少，但是對於上帝的熱忱服事讓筆者很敬

佩，年邁的長老往往都是第一個抵達教會，協助

教會開門窗、音響設備的啟用，對於筆者來說這

是我要學習的模範，從小開始到年老時都要熱忱

的服事上帝。也要將年輕人找回教會協助教會，

更重要的事在靈命的培育下，要定根本土將阿美

族的文化帶入教會，成為教會敬拜的一種方式，

文化與基督信仰無衝突，要將文化的美好用在敬拜上主。將來筆者回到排灣族的

教會禾場，也要將文化與基督福音相連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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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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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神學院神學教育之宗旨開宗明義，是為了原住民的教會與社會培育專業的人

才；然而，經過數年之連續殖民的狀況下，其政治、經濟、社會遭受到嚴厲的衝擊，

呈現在台灣社會弱勢的族群；也因此，家長或教會在推薦青年學子來就讀神學院最大

的難題，即是經濟問題，導致許多的家長、教會牧長、以及中會，甚至學子本身產生

天人交戰之煎熬。然而，經過本院多年來積極從原住民的實況、詮釋信仰、參與上帝

國的神學教育事業，得到國內外教會團體、弟兄姊妹之認同與肯定，以實際之行動來

參與提供神學教育所需之經費方面的財務短缺。因此，本院於 2023 學年度受到普世

台灣人教會、國內各族群教會、基金會及個人之支持得以舒緩；皆以『獎助學金獻金』

之名義，讓就讀於玉山神學院無論是原住民學生或非原住民學生順利完成該年度各項

神學教育訓練與實習教育課程。為此，我們感謝上主，感動許多國內外愛主、愛上帝、

愛土地、愛教會、愛人之弟兄姊妹，在背後默默地以金錢來參與玉山神學院之神學教

育事業，成為本院培育原住民族群教會傳道人、教會與部落所需之人才與領袖最有力

的支持者。 

受到普世及國內教會之弟兄姐妹參與認領

之本院「強化東台灣小型教會事工方案」計

劃 『強化東台灣小型教會事工方案』之推出，是

為了應運原住民族群教會因部落農業型經濟受到

工業化、貨弊市場之衝擊，導致部落教會因青壯年

階層之族群大量地遷移至都會區找尋生活、家庭、

孩童較好之生存條件。受此社會壓力下，部落教會不敵此社會現象之衝擊，留在家鄉

維持教會事工之責落在年長之會友。雖然鄉村之教會仍然維持著聚會與活動，然而在

經濟的壓力與不平衡下，大多數教會捨棄聘請專業牧者牧養之衝動。這樣之處境長期

下來，造成部落、鄉村教會事工弱化之現象。有鑑於此，本院推動了『強化東台灣小

型教會事工方案』之計劃，讓部落、鄉村教會可繼續推動或進行教會聚會活動。我們

真誠地感謝上主的保守，順利完成 2022 學年度之「強化東台灣小型教會事工方案」

之推動。這項事工之繼續，歸功於普世及國內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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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們的參與不僅強化了小型教會信徒們恢復禮拜生活的熱誠，亦激勵小型教會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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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的付出、參與、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