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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詩篇29篇1～2節

聖詩：新《聖詩》182首〈我信全能上帝〉

啟應：17（詩篇65篇）

祈禱：

　充滿愛與憐憫的天父上帝，起初祢用愛創造了我們與世界

萬物，使我們可以享受在祢愛中的美好關係。然而，我們常

常因為人的軟弱和限制，使教會失去了光和鹽的角色。我們

感謝祢賜下獨生愛子耶穌，道成肉身降臨在我們中間。耶穌

的愛激勵我們，使我們進入世界見證信仰，聖靈更時時刻刻

透過不同的事物激動我們宣教的熱誠，使人們從黑暗的狀態

中得以仰望基督救贖恩典的喜悅與盼望。

　上帝啊！懇求祢赦免我們的怠惰，常忽略聖靈的感動與催

逼。願祢賜我們信心來仰望祢，使我們在需要之地依然看見

自己福音的責任，並樂意伸出雙手，分享福音的好處，使人

與我們一起領受豐盛恩典。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聖詩：新《聖詩》163首〈疼痛聖神，阮歡迎祢〉

聖經：羅馬書9章1～3節

信息：為我骨肉之親 

聖詩：新《聖詩》348首〈求主教示阮祈禱〉

公禱：

1.為自己祈禱：慈愛的天父，感謝祢，使我們在祢的愛中因

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贖，罪得潔淨，成為新造的

人。謝謝祢，讓我們透過聖經的應許，看見聖靈的工作與

感動，讓我們從保羅身上看見，每個宣教的感動都是聖靈

在我們生命中的催逼，使我們能看見別人的需要，樂意回

應祢的呼召。求祢讓我們不輕忽每個生命中的感動，透過

回應祢的呼召，顯明祢的作為。

2.為長老教會祈禱：創造天地萬物的主，感謝祢讓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設立神學院，透過神學教育代代相傳，培育牧者

來牧養各教會。願祢讓我們所屬的教會與信仰團體能成為

神學教育的推手與支持者，使我們的教會能走在祢所喜悅

的道路，更透過神學的訓練，使所有傳道人的牧養與宣教

能更合乎祢的心意。

3.為神學教育祈禱：親愛的主，這禮拜是台灣神學院奉獻主

日，我們為神學教育獻上祈禱。懇求祢大能的手與每個神

學教育者同在，讓他們在傳授神學知識和牧者養成的訓練

中，能夠以智慧和信仰典範培育一代又一代信仰更新、並

有行動力的牧者，讓基督信仰落實在我們所住的地方。我

們也為神學院代禱，願祢施恩典，使神學院不至缺乏。

4.為普世的教會祈禱：親愛的主耶穌，教會是建立在祢的救

贖恩典之上。願聖靈帶領，使普世的教會能更了解祢啟示

的奧祕。在新世代中，求主興起教會能用新眼光來看待普

世教會的宣教，彼此之間能夠合作。懇求祢使教會彰顯天

父上帝藉著祢所帶來的和好力量，使祢的救贖得到宣揚，

讓上帝的國度臨到地上，使天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請用主禱文作結束祈禱）

聖詩：新《聖詩》402〈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

默禱閉會：願主賜福保護我們 

死於嘉義，年僅25歲。盧加閔醫師來台灣雖然短短幾

年，卻將生命完全獻給上帝帶領他來的島嶼，把這裡

當做人生旅程最後的所在之地。

 宣教的愛，不因受阻而放棄

宣教的內容和方法可以討論和因應時代而調整，不

論是在台灣對多元族群或海外的宣教對我們都有意

義！宣教是教會存在意義和目的，這是教會設立以來

沒有改變的使命。如果教會未能成為宣教的教會，我

們沒有心存宣教的熱情，對人沒有愛的熱誠，我們很

難真正明白基督的愛是如何的真實。

長老教會是一個改革宗傳統的教會，加爾文是一個

強調聖靈的神學家，我們當以他的理念告白，改革宗

的信仰就是相信「透過聖靈的幫助來改造社

會文化」。也是意謂著在聖靈的感動下，

幫助有限的教會投入參與社會，參與

我們所居住之地、社區的生活，並

參與普世教會。這樣的行動可以打

破教會只是建築物禮拜堂的印象，

將有需要者看作是我們的兄弟，而

且願意付上代價。

在宗教改革時，加爾文將他所推

動的改革思想推動成為國際化的運動

有許多原由，但在麥可‧慕雷特（Michael 

Mullett）所著的《喀爾文》傳記中，提到一項

關鍵因素，在於1559年設立「日內瓦學院」的教育所

帶來的行動。雖然當時日內瓦學院是以古典語文和神

學為基礎的教育機構，但它不單訓練學生，更使加爾

文的改革理念透過所教育的學生影響不同國家，而成

為跨越國界的宗教改革運動。這顯示當時加爾文在日

內瓦學院教育訓練頗有成效，也讓人看到他是一位具

有行動力的神學教育者。

保羅、盧加閔和加爾文，他們的愛見證他們的行動

力。保羅為了他的兄弟，就算是受上帝咒詛來和基督

分離，他也願意。盧加閔在台灣的日子雖不長，但他用

自身的一切來愛台灣人。加爾文則用他的一生在日內

瓦從事宗教改革，透過神學教育訓練了許多宗教改革

的種子。他們成為我們學習的好模範，使我們思考當

用什麼行動來愛這塊土地。

 從宣教角度再思神學教育

宣教師獻身回應呼召，絕對不是一時的感動。神學

教育除了知識的裝備，更應該能使獻身者激發宣教

熱誠。我從神學院畢業後受派牧會至今，深深感受到

我們的教會越來越把上帝局限在有限的禮拜堂中。然

而，個人卻深深認為，神學不論是為了訓練學者或是

牧者，都應該是能激發起宣教熱情的教育。

在21世紀當下，宣教可以有不同的詮釋，從跨語言

和文化的宣教，到本土多元的宣教，這些應該都能豐富

神學教育的視野，同時呼應保羅或是加爾文對聖靈工

作帶來行動的觀點。而這種從聖靈來的行動結合神學

教育，更能幫助教會踏出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圍牆。

羅馬書9章1～3節 陳志忠（台中中會東榮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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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福音】

主題：為我骨肉之親

攝影／林宜瑩

 保羅看猶太人為骨肉至親

羅馬書9章1～3節提到保羅因為對弟兄的愛，心裡

憂傷，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記載：「我說真實的話；我

屬於基督，我不撒謊。」保羅以此表明他所述說的真

實，並見證他所說的不單出於人的良心。保羅指出他

的良心是「在聖靈的光照下」，和合本譯為「良心被聖

靈感動」。保羅因他的弟兄不接受基督，受到聖靈感動

和良心的責備，他願意接受聖靈感動所產生要使猶太

弟兄生命得救的負擔。

在當代，因為對聖靈認識有著不同的角度，有人認

為聖靈只有在特別的恩賜和神蹟事件中才能被看見，

譬如：醫病、趕鬼和說方言。但以這段經文來看，聖靈

對保羅最實在的感動是產生福音的負擔，也就是

現在我們所能理解的「宣教的負擔」。保羅

說，聖靈帶來的感動，讓「我的憂愁多麼

沉重，我心裡無限傷痛！」保羅順從聖

靈在他心裡的感動和工作，看到他的

猶太弟兄的不信，因為愛，保羅心裡

有大憂愁。他在第3節繼續說：「為了

我的同胞，我骨肉之親，縱使我自己被

上帝詛咒，跟基督隔絕，我也願意。」

聖靈對保羅的感動，使他願意為沒有任

何血緣關係的弟兄付代價。而「與基督隔

絕」，對保羅來說是最嚴重的，在羅馬書8章，保

羅敘述著他曾經過被抓、被打、關監，和面臨死亡的威

脅，但這些都不會使他與基督的愛隔絕。為著福音的

緣故，保羅卻願意付上他認為最大的代價。

 盧加閔醫師，以台灣為家

提到中台灣醫療宣教，多數人會想到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醫師在中部的事蹟。然而，中部醫療

的先驅是大家陌生的盧加閔（Gavin Russell）醫師。

1888年，當他醫學院快畢業時，正值馬雅各醫師和巴

克禮牧師回到英國，兩人四處演講，宣傳台灣中部設

醫院的需要，他們也為醫院尋求醫師。盧加閔醫師聽

到有關福爾摩沙的故事，深受感動。1888年12月22

日，他受英國長老教會派遣來台，先在台南學習語言

與在醫院學習跟診。

1890年2月25日，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牧師

與盧加閔醫師為設立彰化醫館尋找合適地點，當時彰

化教會空間狹小，並不適合開設醫院。於是，轉往現今

的大社教會。1890年4月28日，大社醫館正式成立。

醫館成立後，由各處湧來病患。由於盧加閔天生慈愛熱

誠的個性，加上宣教師醫療傳道的使命，他獲得病患的

信任和愛戴。盧加閔醫師以他精湛的醫術和上帝慈愛

的信息，給了中部地區民眾健康與希望。

1892年4月，盧醫師感染嚴重的傷寒。在重病醫

治似乎無望中，他對親近的友人說：「敬愛的主如果

認為我的工作已經完成，遣我離開，我亦歡喜等候召

喚。」 「我若死在彰化，要把我埋在大社，因為我的

工作在那裡。」7月3日，他在由彰化轉往台南的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