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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講堂」邀請基督徒各領域專家來分享，以他們的專業來做見證、談信仰實

踐，原則上每季舉辦一次。「神學禮拜日」結合年輕的基督徒牧者和學者來辦，類

似「哲學星期五」的做法，講者與信徒彼此展開對話，每個月一次。

黃春生說明「濟南講堂」與「神學禮拜日」的差異：前者比較是基督徒專業人士

間的對話，後者則偏向信徒在信仰神學的對話；前者由專業人士帶議題探討、如何

看待社會實況與脈動，後者的主題較多是信徒會遇到的問題、日常生活上的信仰反

省等。例如剛過去的12月10日神學禮拜日邀請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主講「從基

督徒的信仰關懷談歷史教育與人權教育」，提醒信徒關注歷史與人權教育相關議題，

也從議題的探討中再次省察信仰。

「一領一．新倍加」特色教會觀摩  七星中會 濟南教會

「這個教會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是日本人在台灣設立的教會，」現任濟南教會主任牧師黃春生開門見山，

指出濟南教會走過時代動盪的歷史，以前叫「幸町教會」因位在幸町、如今這一帶是「幸福里」，地名未有

太大改變。日治時期太平洋戰爭前，日本政府為控制殖民地的百性、物資及信仰文化等，要求全台教會都要

加入日本基督教團，那時的總部就設在幸町教會（濟南教會），包括天主教、衛理宗的美以美會等各教派的

年度報告都要送來這裡，無形中似乎成為國家教會。

　近幾年教產回復後，國有財產已發還給教會，濟南教會著手整修與重建。當時日本人為何在這裡設立

教會，黃春生說，因為教會設計者井手薰希望能有一間教會座落在日本的行政中心，這附近有台北州廳（今

監察院）、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設醫院（今台大醫院）；教會從西門町遷移到這裡就是希望能成為政治、

教育、醫療的中心，向這一帶的日本人知識份子傳福音。新的禮拜堂落成時，當時的總督兒玉源太郎曾來參

加也為教會奉獻。

基於這樣獨特的歷史與地理特質，濟南教會有個與一般教會不太一樣的地方－「附近沒有社區」，會友遍

及大台北地區甚至到基隆。因此黃春生期許這間教會站在稍微不一樣的位置，更上一層站在關心社會議題

的立場，以此成為宣教的策略核心。

長期以來教會接近台大醫院、馬偕醫院，很多醫學生、醫生、老師、教授來到濟南聚會，會友涵蓋各領域

專業人士。自日治時期承襲至今的信徒教育，近代為成人主日學後轉為今日的「聖經學校」已超過 26 年歷史，

每年春、秋季各開班一次，寒暑假則舉辦「聖經研究班」鼓勵會友密集讀聖經，扎根信仰。

除了基本的信仰教育課程，出於「希望能發揮上帝給這教會的特色，從人、地理、歷史等特色做為宣教思

考方向」的想法，濟南教會外展部門設有「濟南講堂」「神學禮拜日」「處境查經班」等，不僅為會友打開

連結社會議題的通道，也廣邀各教會、不同教派或天主教的基督徒一同來此展開教會與社會的對話，同時

進行信仰生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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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教會簡史

「濟南講堂」與「神學禮拜日」

自121年前說起......

1896年的台灣處於日治時期，5月日本基督教會傳道局感到台灣傳道的緊急需要，派河合龜輔牧師來台向日本人傳教，當時台北已有少

數日本基督徒不分教派組成「基督信徒一致會」，熱心研究聖經、祈禱、聚會、禮拜。7月 4日馬偕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在

艋舺教會禮拜堂與十餘位日本基督徒舉行親睦會歡迎河合牧師，決議請河合牧師在台北做日本人的牧師，委由河合牧師籌設教會。

最初兩個月，河合牧師借用台灣人使用的艋舺教會禮拜堂做禮拜，幾次變更聚會場所，直到9月承蒙馬偕牧師及李春生長老的好意，在

新起街（即現在的西門町漢中街）得到一個房屋，至此開始有固定的聚會場所。11月日本基督教會大會派遣傳道局長大儀見元一郎先生來

台視察，協議決定正式成立「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簡稱「台北教會」，即今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的前身。

1898年日本基督教會體認台灣傳道工作的迫切需要，同時因台北教會出席人數漸增，甚至有人要站在會堂外做禮拜。於是河合牧師提議

建築會堂，獲得教會內外許多支持，1899年 2月動工建築禮拜堂，1900年 2月 10日竣工舉行獻堂感恩禮拜。教會迅速擴張與發展，河合

龜輔牧師再於信徒大會提議，決定籌募5萬圓並賣掉舊會堂，重新興建更大的禮拜堂。1912年 8月河合牧師離職，同年10月聘大谷虞任台

北教會第二任牧師，他為建堂奔走全台講道募款，得到李春生長老再捐2000圓，又得到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間接協助，經過約8年募款

及1年 4個月的籌建，1916年 6月 28日完成具有邊塔的哥德式禮拜堂，正是今日所見的濟南教會大禮拜堂。

這個禮拜堂的設計者是日治時期知名建築師井手薰先生，參與過台灣總督府（今總統府）的設計。1937年 5月台北教會改名為台北幸町

教會，1944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其他教派都被併入在這新成立的「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受制於台灣總督府，自此台北幸町教會成為

一座穩晦形式的國家教會。戰後日本人陸續返國，尚在台灣的日本人信徒只好聚集到幸町教會，這裡成為在台日人信徒最後唯一集會點。

後因地名變更經歷數次改名，包括「濟南街教會」「濟南路教會」，直到今日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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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這個查經班的起點是因為教會在立法院旁，希望邀請基督徒立委助理一起來查經，但目前助理來的不多，

倒是使用的「處境查經法」獲得各教會牧長與信徒的喜愛，特別是透過各種處境的探討、不同背景的成員之間

經驗分享，幫助參與者在讀經當中得著不一樣的亮光。

黃春生表示，處境查經班選在禮拜一晚上舉辦，是一個重點，因曾經引發「蠟燭革命」以致於促成柏林圍牆

倒塌、兩德統一，正是東德尼古拉教堂有個查經班是在禮拜一晚上舉行。他期許濟南的處境查經班能從社會改

革做為出發點，「信仰要有社會改革的功能，基督徒必須有社會改革、與議題對話的能力。」過去教會改革和社

會改革是連動的，教會如果不和社會連動，教會就會遭到時代淘汰。

濟南教會禮拜堂在 1998 年 5 月 4 日受台北市政府公告為直轄市市定古蹟，每年

參與「國際古蹟日」（9 月第三個禮拜六日），教會提早在寒暑假舉辦寫生比賽，然

後在古蹟日當天頒獎。參與的學生、社會人士來寫生畫畫時可選擇在室外描繪建築

外觀，或者進來參加禮拜時一邊作畫。

這個禮拜堂是歌德復興式的建築，在大都市的水泥叢林裡顯得十分具特色，吸引

許多新人拍攝婚紗照來這取景，黃春生認為這也是濟南的一大特色。具有歷史的教

會建築保留至今，是古蹟同時繼續在使用，濟南教會願意與眾人分享這棟有深度的

建物，原則上禮拜一到五、六都對外開放，禮拜堂內播放詩歌音樂。黃春生說，時

常有來自附近台大醫院或上班族在午休時間來這裡靜坐或默禱，也常看見病患和家

屬到這裡休息，有時候會請牧師禱告。

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裡裡外外充滿故事，教會安排兩種導覽解說時間，一是平日的

對外開放，由輪班的導覽志工駐守，同時提供教會簡介折頁供參考；另一種是「預

約導覽」，接受國內外各教會團體、學校機構或參訪團前來這裡認識長老教會的宣

教歷史。例如日本明治學院的師生近年來台灣舉辦高中生海外教學時，一定會來濟

南教會，學習認識日本時代基督徒在台灣的服事、基督徒帶給台灣的建設情況種種。

另外像是各地教會野外禮拜也時常安排到濟南教會參觀，還有各地社區大學到這

附近進行「古蹟導覽」課程。黃春生指出，教會週邊可見各種形式的建築風格，包

括台灣博物館（希臘羅馬復興式）、台北賓館（法國文藝復興式）、總統府（英國

維多利亞復興式），這是因為當時日本建築師從歐美學成回來，把最新的工法和設

計複製用在台北這個行政中心地帶，今日沿中山南路到總統府這塊區域是台灣古蹟

密度最高的，步行即可見到各種日本時代留下來的歐美風格建築。他認為，把握教

會的建築特色來向人介紹福音，也是一種宣教的思考。

目前濟南教會組織分為五個部門：行政、裝備、敬拜、牧養、外展，各有主責的長老、

執事和同工，等於是小型的長執會，既獨立運作也相互配搭。黃春生表示，各部門

採取「團隊合作」來執行事工，例如牧養部門裡包括新人組、探訪組、團契、牧區等，

協助媒合新朋友到各小組或團契裡面，針對久病臥床的會友則安有「長照探訪」，

每年安排一次到他們家庭做禮拜、舉行聖餐等，平時每個月也有固定同工去關心。

考量到許多中南部學生到台北求學、參加長青團契，但始終沒有固定聚會的教會，

濟南教會成立 G Ground 團契邀請這些長青畢契（畢業生）來此聚會。另外還有個「愛

加倍團契」主要是關懷旅北的大學生。

既有過去留下「國家教會」的形象，加上地理位置處於行政中心，濟南教會時常

讓人視為是一種「指標型的教會」。兩年多前來到這裡牧會，黃春生總是告訴長執：

「教會應該要踏出去」，他在每個禮拜講道不斷傳達「基督徒要關心社會議題」，

持續引起信徒興趣，也促使他們更願意參加教會的外展活動。

包括前述的「濟南講堂」「神學禮拜日」等，濟南教會持續各種外展活動，提供

給有興趣的會友參加，也邀請教會外的社會人士、專業人士走進教會，形成教會與

社會連結、對話的管道。

黃春生說，外展工作需要的人力其實沒有特別多，主要邀請講員的工作是由牧師

去做和聯絡，長執協助宣傳及一些行政事務，省略報名手續，盡可能簡化執行方式。

「各種事工要隨時代的需要與脈動來調整，」他認為教會必須要有相當的敏感度來

回應社會的變化與需求，包括未來台灣面臨老年人口越來越多，目前正在改建中的

主日學教室場地已規劃要做長照使用，預定 2019 年 6 月完工。

「這裡沒有社區，但我們投入關心社會，基本上概念是一樣的。」黃春生指出，

長老教會遍布各地，不同教會做不同的工，有的發展教會音樂、有的關心社區、有

的服務弱勢，各有恩賜；上帝讓濟南教會從過去至今具有歷史意義、特別的地點、

擁有專業人士，善用這些恩賜來做工就是所謂的「特色」，簡單說，找出教會自身

的恩賜來與社會對話，藉此榮耀神、利益人，每個教會都是「特色教會」。

「處境查經班」

美侖美奐的大禮拜堂

教會應該要踏出去

聖尼古拉教會的
「和平禱告會」及其後效應

由 東 德 一 位 新 教 牧 師 克 里 斯 提 安．富 勒

（Christian Führer）發起。1980 年富勒擔任聖尼古拉

教堂牧師時協助成立「和平禱告會」，參加者在當中

唱詩歌、讀一段聖經、聆聽牧師短講，然後一起跪下來

為國事禱告。自 1982 年 9 月 20 日開始，這個禱告會固

定每個星期一下午在聖尼古拉教堂進行，聚會的焦點

是反對冷戰所帶來的貧窮、軍備競賽等不良後果。

後來尼古拉教堂成為整個 1989 年秋天持續和

平示威的基地，透過教會團結起來的人民

力量，促成柏林圍牆的開放以及一

個政權的倒塌。

什麼是「處境查經法」？

處境查經法（Contextual Bible Study，簡稱 CBS）是以底層

眼光及處境閱讀聖經的方法，50 幾年前從中南美洲傳到南非，

為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帶來全新的聖經視野，之後傳到蘇格蘭，

進而發揚到歐洲各地。CBS強調進入處境，透過貧窮者、勞工、

弱勢等底層邊緣人的社群處境觀看聖經，幫助查經者判斷「我

們的處境是否來自上帝」，如果這個處境不是上帝允許的，人

們該如何改變，深切體認到：「聖經不是帶來死亡，而是帶來

愛與盼望。」

在處境查經班中，每個成員必須參與、分享、討論，教牧只

是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例如適時補充簡要的經文背景、說明

處境等，最重要的是每個成員分享他們的經驗，尤其來自多

元背景的經驗，可豐富參與者的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