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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From the Editor’s Desk

學術寫作本身，是一段發現的旅程；因著發現而經歷思想上

的愉悅。學術寫作也是與人交流和溝通的過程，只是走一條更為

嚴謹思辨的道路。神學期刊的存在，提供學術筆耕的園地，其目

的不單是促進神學研究，梳理當代神學思潮，也提供教會與社

會文化對話時，有更適切地回應當前處境的視角。教會在對內關

注教牧和增長策略的同時，亦須透過文字工作反思信仰，培育信

徒的神學辨識力，俾使教會對外在文化中經歷神學的轉化乃至創

新。尤其在當今不實訊息充斥生活，人們不再重視並思考事件真

實性的「後真相」時代，格外需要言之有物，而非憑空杜撰的寫

作。

感謝有一群靈性和智性兼備的學人，在繁重的教學任務、瑣

碎的行政責任、日益逼近的截稿死線，以及在個人健康、家庭、

教會事奉等各樣需求下，仍願持續委身於研寫。偶然有機會聽見

一學界友人分享道，學術研寫除了在論述上需顧及清晰的論點、

論證、論據之外，在寫作上還要不斷打磨和潤色句子，直到一個

字都改不動為止。其嚴謹求真的態度，令人心生敬意。這班學人

的努力成果和貢獻，也值得讀者給予支持和鼓勵。

《浸神學刊》持秉上述精神定期於每年十二月出刊，為聖

經、神學、歷史、教牧、宣教、諮商、宗教等各研究領域提供發

表平台，同時也歡迎書評或研討會議之評介等形式之文章。對於

每一位來稿的學人（無論是否通過審查刊文），以及審稿者所提

出的評審意見和建議，我們衷心感激。本期經匿名審稿後共收錄

了四篇文章如下：

第一篇是陳子仁博士的〈堂會議事錄的隱與顯：以 Z 堂會於

日據時代的簿冊與懲戒記錄為例〉（The Hidden and the Obvious 
Details within the Minutes, Booklets and Records of a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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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Era of Japanese Occupation）。陳博士於本文重新整

理、考証、解讀日據時期台灣長老宗教會的龐雜而多樣的原始資

料（堂會議事錄），嘗試從教會各式簿冊的資料登載、更新與保

存中，一窺當時教會之信仰倫理、價值傳承的確立與延續，並

勾勒堂會的牧養、教勢發展與信徒靈命之發展與跟進概況。此

外，本文亦在小會議事錄裡的懲戒記錄，嘗試在珍貴原始史料的

「隱」與「顯」之間，在信仰的親疏之間，教牧同工的紀律維繫

與信徒安慰之間，幫助讀者理解早時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組

織概況與信徒生活價值觀。全文善用了新發現的原始史料，藉爬

梳、解讀、分析而增補充實了過往歷史中欠缺模糊的區塊，為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四百年歷史，再添豐富的史實內容。

第二篇是黃麗慧博士的〈從耶穌最後一哩路的人生經歷建

構教牧臨終關懷實踐的策略〉（Learning from the Last Stage of 
Jesus’ Life to Construct Strategy of Implementing Pastoral Care for 
the End-of-Life）。本文藉耶穌生平最後一哩路的紀載，回顧耶穌

面對死亡臨近的禱告、十架上受苦的遺言、以及勝過死亡榮耀復

活等三階段的心路歷程與歷史意義，並嘗試構建臨終關懷實踐的

教牧策略。黃博士認為，耶穌在面對臨終與死亡的過程中，曾親

自體驗人性之身體、心理、社交和靈性等痛苦。祂的經歷為現代

臨終關懷常見的需求與議題提供了意義框架。論文前半部從經文

解讀出耶穌臨終前與復活後所彰顯的關鍵議題，呼應了後半部臨

終關懷者所需關注臨終者的生命議題。最後，黃博士整合跨宗教

靈性關懷五面三階的臨床關懷模式，為教牧臨終關懷提供神學參

考模式和具體的實踐方法。

第三篇是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博士生蘇瑞華的〈評析《推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綱要規劃（二○一八至二

○二二）》〉（Comment On China’s Outline of the Five-Year Plan 
for Promoting the Sinification of Christianity (2018-2022)）。本

文對照了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基督教本土化運動，並分析、研究當

前中共政權和兩會推動的「基督教中國化」，同時評述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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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綱要》出台後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前景。自基督宗教傳入中國

以來，中國即面對中國社會基督化的問題，歷朝政府基於政治考

量，在政教關係上，雖行政教分離分治，但總體而言政權仍控制

著宗教的發展。到了本世紀的 2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

推動全國最新的五年發展計劃下，主導全中國基督教會的兩會組

織，在政府黨方授意之下，提出此新五年計劃回應政府。本文以

此新計劃內容進行評析，檢視過往歷史的中國基督教化到當今的

基督教中國化過程。其研究成果將啟發讀者去理解、解讀當前中

共政權統治下的基督教會處境。

第四篇是中國神學研究院博士生倪步曉的〈共產主義運動下

的信仰抉擇：一位溫州紅色牧師尤樹勳的自立活動與革命事業〉

（Faith Choice under the Communist Movement: The Self-Reliance 
Activity and Revolutionary Cause of a Wenzhou Communist Pastor 
Timothy S. H. Yu）。本文梳理一位活躍在民國時期及新中國初期

兼具基督教牧師和共產黨員身份的尤樹勳，作者詳敘其生平、其

入黨入教以及在上海與溫州兩地的活動史。全文亦論及中共建國

後，地下黨員化暗為明，有能全身而退者，也有遭逢批鬥者（尤

牧即屬此例）。論文徵引豐富的史料，在梳理尤樹勳和國共兩黨

之間的糾葛關係的同時，也特別指出他以對西方傳教士的批判來

推動「自立教會」的努力。此文對於過去較少被人關注的人物研

究領域，具有開創先導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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