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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圈子內經常把聖經稱為「神的話語」 （Word of 
God），這是強調聖經作為神透過人的文學寫作所啟示有關神

自己、人類、世界、耶穌就是基督和神的兒子、以及神的救

恩計劃等等的信息。因為基督教會相信這個聖經乃是神可靠

的啟示，就稱之為「神的話」。這基本上是在處理「經典的

默示」問題，因此許多基督徒很簡單地把「聖經」本身相等

於「神的話」。

   但 是， 學 者 很 早 就 指 出 按 照 詞 典 編 輯 的 觀 點

（lexicographical review），神的「話」在舊約希伯來文是

dabar；在新約希臘文是 logos 和 rhēma。這些用詞的含義不僅

是指「話語」，也是指「事物」（thing）、「事實」（fact）。

因此，不應該把「神的話」約化為聖經。 1

    到底希臘文的「神的道」（logos）和「神的話」（rhēma) 
之間是否完全等同？或兩者之間含有某方面的區別，尤其是運

用方面的區別？雖然經常聽到有人說希臘文的 logos 和 rhēma 
乃是可以相互交換使用的（interchangeable），但這些人經常

都沒有提供很清楚的經文分析、理據、和例子。

   凱美勒（Caemmerer）在 1951 年的文章中，認為對「神的

話」的許多用詞之探討，可歸納出兩個主要的概念：一個是

含有積極的目標，做出設計和意圖，因此這個用詞是「勢力」

和「活動」的同義詞，是含有溝通的概念，即向著人表達出

來的勢力、意圖、和活動。這或者也可以稱為啟示。2 另一個

特殊意義，即「神的話」可意味著不僅是神所說的，而是神

1   Richard R. Caemmerer, “A Concordance Study of the 
     Concept ‘Word of God’,” Concordia Theological Monthly 22 
     no 3 Mar (1951): 171.
2   Caemmerer, “A Concordance Study of the Concept ‘Word 
     of God’,” 171-2.

自己就如祂的行動，也就如祂向人類揭露自己和祂的行

動。 3 但這樣的歸納仍然比較模糊。反而，古羅傑（Roger 
Good）在他最新近的一篇文章（2013 年）指出 logos 
和 rhēma 這兩個詞彙乃是源自兩個不同的字根，也各別

在產生說話的四個階段中，4 強調了兩個各別不同的階

段：logos 是強調概念化的第一個階段（conceptualization 
stage）；而 rhēma 是強調發出聲音的說話階段，屬最後

階段（utterance stage）。5  

   從約翰福音一章 1、14 節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希臘

文的 logos 是有時特別被用來指向三位一體神格中的第二

位，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6 而 rhēma 也有時特別用來

指向三位一體神格中的第三位，就是聖靈（參弗 6:17；
約 6:63；也參約 3:34）。 7 我們可以在七十士譯本的詩篇

卅三章 6 節看到：「諸天藉著主的話（logos）被造了；

而且它們的每一個能力藉著祂口中的氣（pneuma）（而

成了）。」（筆者直譯）（LXX: tw/| lo,gw| tou. kuri,ou 

oi` ouvranoi evsterew,qhsan kai tw/| pneumati tou/ sto,matoj 

3  Caemmerer, “A Concordance Study of the Concept ‘Word  
    of God’,” 172.
4  Roger Good 引經據典提出表達訊息的四個階段是：
				1. 先在思想中有個概念（conceptualization）；2. 之後
				開始選擇語言中的字根和詞彙（lexical selection）；3. 
    然後再進一步運用適當的句法去造字和造句（morpho-
    phonological encoding）；4. 最後就是透過嘴唇、舌
				頭、牙齒和肺部，也用聲帶正確的發聲把運用適當的
				詞句發出聲來（utterance）。這些發出來的聲音結合
				所運用的造句和詞彙，就是在傳達說話者的意思。當
				然這些意思也可以用紙張或皮革被書寫記錄和保存下
				來。Roger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Affirmation & Critique 18.2 (Fall 2013): 71.
5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1.
6		至少有六次（參約 1:1、14；約壹 1:1；啟 19:13）。
7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1,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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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vtou/ pa/sa h` du,namij auvtw/n) 可能有人會很表面地認為這

一節把 logos 和 pneuma 當作是相等的；那是因為缺乏進

一步的研究所致。從約翰福音一章 1-3 節，可見世界一切

都是藉著「道」（logos）所創造而成的；而希伯來書一章

2-3 節，同樣強調是藉著神的兒子，就是「道」創造了諸

世界，而「道」是用祂有能力的說話（rhēma ）來托住（承

受）萬有。這裡就明顯分別出 logos 和 rhēma 是兩回事。

而且希伯來書十一章 3 節更進一步強調「我們藉著信心明

白諸世界（宇宙）的被成全（設計、塑造）藉著神的說話

（rhēma）……。」（筆者直譯）。新約的經文把詩篇卅

三篇 6 節的 pneuma 用 rhēma 來取代了，而新約的經文也

支持 pneuma 就是 rhēma 的用法（約 6:63；弗 6:17）。

   到底這樣的看法是否準確？讓我們嘗試為新約聖經中

的 rhēma 做出分析。當然，有人可能會問 logos 是否也可

以指向被記錄下來的話語（written word）？古羅傑指出，

這種記錄下來的話語是強調話語的實體，其實是指「記

錄」，希臘文可以是 graphē 或 gramma ；而 biblos 是指已

經完成的記錄作品（finished product）。8 因此，正確地說，

經卷乃是保存了所要表達的 logos；其中也按照所發出的

聲音而記錄下來的說話句子（rhēma），為了讓讀者再次

去理解所表達的意思。但新約作者也曾用 gramma 一詞來

對比 pneuma（林後 3:6），強調「字句不斷地殺死；然而

靈不停地激活起來」（直譯）。

       Logos 在新約聖經中出現了 330 次，一般上都是與書

寫的記錄、經典、經卷、書等等有關。 9 而 logos 的小詞

（diminutive）是 logion，在新約中出現過四次，是用來指

來自神的「神諭」或「聖言」（oracle），但仍然是需要

人去宣告出來的。 10

   按照希臘文詞典的研究，logos 是指內在意念的概念性

表達，其中包含其理據，也經常與希臘文的 legō 動詞一

起使用，帶出的意思很廣泛，包括：按次序排列、安排、

堆聚、捨起、計算、辨別、講述、敘述、講說、說出等

等。11 而按照神學詞典對希臘文的研究顯示，連 legō 動詞

8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1.
9　例子可參：路加福音 3:4；約翰福音 10:35；15:25；啟
						示錄 22:7。
10		這個希臘文 logion 的詞形在新約中僅出現過四次（徒
						7:38；羅 3:2；來 5:12；彼前 4:11），和合本和新漢
							語皆翻譯為「聖言」，但這些經文並沒有明顯指出是
						說出來的聖言，反而是指領受從神而來的靈感或啟示，
						人還是需要去講說出來。對這詞在新約四次用法的簡單						
						解釋，可參 Geoffrey W. Bromiley,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Abridged in One Volume, eds G. Kittle 
      and G. Friedrich, 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5), 458。	
11		可參 H.G. Liddell and R. Scott, s,v, “logoj,” in A Lexicon   
      – Abridged from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Oxford UP, 1982), 408, 416; 轉引自Good, “God 

的主要意思也是強調「集合、計算、綜合、列舉」等，繼而

產生出「說」的意思。 12 因此，logos 的主要意思也就是「綜

合物」（collection），且進而產生出「計算、交賬、考量、

檢視、反省」，甚至在哲學上是指「基礎或理由」（ground 
or reason）；也透過計算的意思延伸出「列表、手冊」；之

後才進而含有「敘述、話語、說辭」等意思，包括傳說、箴

言、命令、應許、傳統、記錄的論說、句子、散文、甚至事

物。 13

   若參考 Liddell 和 Scott 更為詳細的分類，是分成了十

大類：第一是關於計算（computation, reckoning）；第二

是關係（relation, correspondence, proportion）；第三是解

釋（explanation）；第四是心中內在的辯論（inward debate 
of the soul）；第五是繼續性的聲明或敘述（continuous 
statements, narrative），其中包括寓言、傳說、故事、在法

庭或聚會中的演講；第六是口頭上的表達或說話（verbal 
expression or utterance），一般上是指報告、稱讚、尊榮、

討論、辯論；第七是指特定的說話（a particular utterance, 
saying），特別是指神聖的說話或神諭、箴言、諺語、主

張、議決；第八是指講說的事物或事情；第九是表達和說話

（expression, utterance, speech），其中強調聰明的說話、各

種的說話模式、和說話的文法、片語、和用語等等；第十是

指神的智慧或稱為道，含擬人化的用法。 14

    而 BDAG 的編輯者則把 logos 的定義列分為三大類：一

是用作傳達思想中要表達的信息、言詞和話語；二是計算或

算賬；三是指神的獨立擬人化表達，就是道。 15 所以，古羅

傑認為 logos 乃是指「定義、解釋、和表達」的意思。 16而且，

希臘哲學家經常運用 logos 一詞來指理性（reason）；而斐

羅（Philo）特別運用 logos 一詞來指向神聖的理智（divine 
reason）。 17

   筆者認為也可以嘗試透過研究 logos 的反義形容詞 alogos
來作為理解 logos 的另一個方法，alogos 在新約中僅出現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2, 77 n.2.
12   Geoffrey W. Bromiley, s.v. “legō,logos, rhēma, laleō,” i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Abridged in 
      One Volume, eds G. Kittle and G. Friedrich, 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5), 449.
13  Bromiley, s.v. “legō,logos, rhēma, laleō,” i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Abridged in One Volume, 
      449; Debrunner, s.v. “legw , logoj, r`hma,lalew,” in 
      TDNT vol.4, 72-75. 
14  H.G. Liddell and R. Scott, s.v. “logoj,” in A Greek-English 
      Lexicon, with revised supplement, revised and augmented 
      by H.S. Jones & R. McKenzi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1057-9.
15		可參麥啟新主編，s.v. “logoj,” 載於《新約及早期基督教
						文獻希臘文大詞典，中文版》，麥陳惠惠、麥啟新合譯		
				（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9），916-20。
16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1.
17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1.



過三次，都是指「非理性的」、「不合理的」之意（參徒

25:27；彼後 2:12；猶大書 1:10）。 18 而且，和 logos 相關的形

容詞 logikos 也在新約僅出現過兩次（羅 12:1；彼前 2:2），在

舊約的七十士譯本卻沒有用過這詞。中文聖經對羅馬書十二

章1節的翻譯是「理所當然」（和合本）和「理當」（新漢語），

但是對彼得前書二章 2 節的翻譯卻是「屬靈的」，這就會帶

來誤導性的解釋；應該更正為「合理的」或「經過細心思考

和熟慮的」。筆者認為可以按照英文對這詞的借用所產生的

logical 之意，可把 logikos 翻譯為「合邏輯的」，就是指合乎

理性的。因此，這個對 logos 的形容詞也把 logos 的定義理解

為一種在思想中的概念過於口中說出的話語。 19

       Rhēma 一詞在新舊約聖經中出現了共 614 次，當然舊約是

指七十士譯本，最多出現在創世紀、申命記、撒母耳記上下、

列王記上下、以及約伯記等；20 而在新約出現共 67 次，而最

經常出現在路加（18次）、約翰（12次）、使徒行傳（14次）。

Rhēma 一詞是源自動詞的 rheō 即指「說出、流出」；而這個

動詞加上 –ma 而形成名詞的 rhēma，猶如是指一個說話過程或

行動的結果。21 按照神學詞典對 rhēma 的簡單解釋，是指一種

活潑的說話，是指某些特定或所表達的聲明。22 雖然，Kittle

18		可參麥啟新主編，s.v. “avlogoj,” 載於《新約及早期基督
						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中文版》，麥陳惠惠、麥啟新合譯
				（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9），73。
19 可參麥啟新主編，s.v. “logikoj,” 載於《新約及早期
   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中文版》，麥陳惠惠、麥啟新合
   譯（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9），914-5。但筆者認為其
   中論及彼前 2:2 的用法，把 logikos 作為「屬靈的」解釋缺
   乏說服力，也是造成混亂的來源。
20 雖然七十士譯本的翻譯者皆經常會用希臘文的 logos 和
   rhema 來翻譯希伯來文的 dabar 一詞，仿佛是假設這兩
   個希臘文是相通的，但這僅是一個假設而已。因為七十士
   譯本的翻譯者是來自不同時期的翻譯者，更不應以翻譯者
   的用詞習慣凌駕於希臘文的原本意思。猶如一百年前的和合
   本中文聖經翻譯的用詞，不等於可以凌駕於希臘文聖經的
   原來意思一樣。 
21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2.
22  Bromiley, s.v. “legō,logos, rhēma, laleō,” in Theological  
      Dic t ionary  o f  the  New Tes tament  Abr idged  in  One  
      Volume, 449. 雖然，TDNT 的編輯者很努力去收集有關
   的資料，然而仍然是屬於較為廣泛和表面的研究和編輯，
   缺乏深入的推敲和辨別。其中對新約運用 rhēma 的用法，
   原本強調是神向人說出的話（頁 454, 5.a）；然後強調在使
   徒時期 logos 的用法並非指向神特別的說話，但其中卻在
   括弧中加上 rhēma，來暗示 rhēma 也不再用來指神特定的
   說話，而且假設使徒時期的人把耶穌當作是成了肉身的道
   本身（參頁 455, 5.b）。筆者認為這個假設缺乏理據，論述  
   混淆。一方面，這個觀點論及 logos 是合理的，但把 rhēma 
      也包括在內就有誤導性了。而且引用羅馬書 10:17 的 rhēma 
      當作 logos 來解釋，是錯誤的（參頁 455, 7.c）。編輯者對
   rhēma 的研究非常匱乏，顯示對新約作者如何運用 rhēma
   的用法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參 Debrunner, s.v. “legw,
    logoj, r̀hma,	lalew,” in TDNT vol.4, 75-76.  順帶一提，TDNT
      的九大冊英文翻譯 rhēma 的研究顯示並非屬於「時限性」
  （durative）的，但是 Bromiley 的集合本卻是指 rhēma 是
   含有「時限性」（durative）的。這明顯有出入，讀者必須
   注意。比較一下 Debrunner, s.v. “legw,logoj, r̀hma,lalew,” in 

對 logos 和 rhēma 在新約的研究，嘗試強調兩者好像是相

通運用的，但其中也有所不同的強調。但筆者認為他的

研究比較表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推敲，會產生誤導性

作用。 23 反而可參考貝特斯（O. Betz）對 rhēma 一詞在

新約的用法所帶來的研究亮光。24 貝特斯強調用 logos 來
對比 rhēma 兩者在新約中的運用，強調 logos 經常是用來

指基督教所傳揚的信息；而 rhēma 卻經常用來指「個別

的話語和說出的話」（individual words and utterance）；

而且 rhēma 也是作為神預言的話語。 25 畢勒奇（Jon 
Bialecki）和皮納爾（Eric Hoenes del Pinal）在他們的文

章中，也強調 logos 一詞的原來主要用法就是指向哲學性

的原理或「道」，是和創造這個世界物質有關的。 26

   筆者細心逐節研究和分析了新約作者運用 rhēma 的 67
次用法，結果如下：27 
首先，顯示新約作者在運用 rhēma 一詞時，都是很一致

地指向：神向人說出的話、天使向人說出的話、耶穌說

出的話、使徒們口中說出的話、人口中說出的話等等。

重點都是強調是人可以聽見的，是說話者說出來給人聽

見的話。 28

   其次，就是記起前人所說過的話，包括：先知們預先

說過的話、使徒們預先說過的話、主所說過的話等等。

重點是：當作者運用 rhēma 一詞來指向以前說過的話時，

是會列出和引述所記起的話。

   再三，這個 rhēma 的用法，也有時等同於 pneuma，
把聖靈和話語聯繫在一起（約 6:63；弗 6:17），顯示人

需要去等候領受聖靈所要向人說出的話語；也同時強調

耶穌就是擁有無限量的聖靈，就是要把 rhēma 說出來（參

約 3:34）。

      TDNT, vol.4, 75; Bromiley, s.v. “legō,logos, rhēma, laleō,” 
      i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Abridged 
      in One Volume, 449.
23 可參 Kittle, s.v. “legw,logoj, r`hma,lalew,” in TDNT, 
       vol.4, 100-143.
24   參 O. Betz, s.v. “Word,” in The New Interan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vol.3, ed. Colin Brow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78), 1119-23.
25   Betz, s.v. “Word,”1121.
26  Jon Bialecki and Eric Hoenes del Pinal, “Beyond Logos: 
       Extensions of the Language Ideology Paradigm in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ie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4.3 (2011): 575-93.
27  因篇幅有限，筆者無法在此列出圖表和針對 67 次出
    現 rhema 的經文的分析。
28   參 Liddle and Scott, s.v. “r`hma,” 624;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2. 雖然在新約中也有兩
    次運用 logos 是指向從口中說出的話語（參路 4:22；
    弗 4:29），然而在經文的語境中可以是指這些口中說
   出的話所表達的意思。參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2, 77 n.2.



   在新約中僅有四處經文是同時出現 logos 和 rhēma
的，其中一個就是約翰福音十二章 48-49 節。這裡運用

了兩次 rhēmata（複數）都是指耶穌所說出的話語。但在

《約 12:48》也出現 logos 一詞，好像是把 logos 相等同

rhēmata。但是，在這裡的 logos 是單數陽性，而 rhēmata 
是複數陰性，因此並沒有被視為等同或相互交換的基礎，

反而迫使我們去理解耶穌如何運用 logos 來指向祂所說出

的 rhēmata。耶穌是指將來審判的時候，祂所說過的 “ 道 ”
（logos）將會審判那些拒絕祂說出的話的人。意思說，

耶穌是把祂說出的話語，當作是有位格的 “ 道 ” 或所說的

話語的內容，就成為了審判者；也可以理解耶穌把祂所

說過的話語當作是一個整體信息時，就換用 logos 來稱呼

這個信息。

    另一處經文就是馬太福音十二章 36-37 節，其中把

人所說出的話（rhēma）對比 logos（交賬）和 logōn（複

數）。這裡仿佛是把 rhēma 和 logos 當作是等同或相互交

換的用詞。但這裡卻用了單數和複數的 logos 來指單數的

rhēma，因此缺乏清楚的理據。首先，《太 12:36》是指

人所說出的每一句閒話（pa/n r`h/ma avrgo.n），因此不是指

只有一句話；而《太 12:36》的 logos（單數）是指交賬或

作出交代（新漢語譯本）。而《太 12:37》logōn （複數）

的用法是：evk ga.r tw/n lo,gwn sou dikaiwqh,sh|( kai. evk tw/n 

lo,gwn sou katadikasqh,sh|Å 直譯為：你將被稱為義出自

（由於）你的話語；你將被定罪出自（由於）你的話語。

這裡的 logōn 是屬格，指「屬於你的話語」而不是指「你

說的話語」。故可以被理解為他所說過的話所帶來的信

息和內容，而並非強調那一刻說出來的話語，而是他所

說的 “ 閒話 ” 之內容。

   另一處是使徒行傳十章 44 節，這裏的 rhēmata 用法是

指彼得正在說出的話語。這一節也有出現 logos 一詞，但

卻是指兩個不同的東西。Rhēmata 是指彼得所說的這些話

語，所以是複數的；而 ton logon 是單數的，是指那些人

來聽的「道」或「信息」。雖然都是指向彼得所說的東西，

然而一個是指彼得正在說出的話語；另一個是指整個講

道的信息內容。

    最後一處是希伯來書十二章 19 節的「說話的聲音」，

原文應該翻譯為「話語的聲音」（因都是名詞），強調

是可聽見的話語（rhēmata 複數）。這一節也有出現 logos
作為對照，仿佛是把 rhēma 等同 logos 一樣，但這裡的

rhēmatōn 是複數；而 logon 是單數。而且新漢語和和合本

都做出誤導性的翻譯，前者譯為「都懇求不要再對他們

多說一句話」；後者翻譯「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但原文是 parh|th,santo mh. prosteqh/nai auvtoi/j lo,gon( 是
指他們拒絕（或懇求）不要再加（提供）給他們信息（話

語），其中 logos 的用法並沒有說話或聽見的動作。因為如

果還有許多信息或教導，就會繼續有話語的聲音等等。因此，

這裡的 rhēmatōn 和 logon 並不是等同的意思，也不可以相互

交換來用。 29

    另外，logos 和 rhēma 也曾出現在同一段經文中，可能令

人以為它們是等同的用詞。新約聖經僅有幾段這樣的經文，

其中一個是路加福音二十章 20 和 26 節。其中第 26 節的 “ 這

話 ” （rhēma）乃指猶太人想從耶穌說出的話中抓到把柄。

雖然《路 20:20》提及律法師和祭司長差遣人去抓住耶穌的

話的把柄，這裡是用 logos 的屬格詞形。這 logos 聯繫《路

20:26》的 rhēma，就好像是把兩者等同了。但仔細研究就看

到《20:20》的 i[na evpila,bwntai auvtou/ lo,gou( 是指要在耶穌

的信息上抓到把柄，但沒有指任何特定的哪一句話，是不確

定的、籠統的、概括性地指在耶穌的信息上，因此運用 logos
是正確的；然而《20:26》的 rhēma，乃是特別指向耶穌在

《20:21-25》中所說出的話，他們無法在耶穌特定說出的話

語中抓到把柄，因此運用 rhēma 是正確的。 30

    另一個例子，是約翰福音六章 63,68 節皆運用 rhēmata
（複數）來指耶穌所說出的話語，乃是靈，乃是生命的話語

（r`h,mata zwh/j aivwni,ou）；然而在六章 60 節指出聽耶穌說

話的人很難耶穌所講說的信息：sklhro,j evstin o` lo,goj ou-

toj。這裡的 logos 是單數，指這是一個很難接受的信息。並

不是耶穌說話的用詞或聲音很難聽，而是耶穌所帶出的信息

很強硬，難於被人接受。但耶穌卻強調祂所說出的話語就是

靈就是生命；而彼得也強調耶穌有這個永生的話語。

結論：

   筆者以上對 rhēma 所作的研究發現，logos 和 rhēma 在

新約的用法有所不同，也猶如古羅傑所言：「子神作為道

（logos）為了定義、解釋、和表達父神的思想；而靈神作為

氣息為了傳達說出的話（rhēma）給領受者，且實施神的本

質予他們。」。 31 新約中有六次運用「道」（logos）皆很明

顯是指向耶穌的名詞（約 1:1、14；約壹 1:1、啟 19:13）。

29  按照古羅傑所言，整本聖經在同一節也出現 logos 和
    rhēma 的經文，有 37 處。既然新約明顯的有四處，另外
    的 33 處可能是在舊約了。參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7 n.5.
30    筆者認為 Kittle 對《路 9:44-45；20:20,26》的 logos 和
        rhēma同時出現在經文上下文中的研究過分簡單和表面，
    也會給讀者帶來誤導性的觀點。參 Kittle, s.v. “legw,
     logoj,	r`hma,	lalew,” in TDNT, vol.4, 105, n.144. 
31　Good, “God as the Word: Logos and Rhema,” 73.



      第六十六次畢業典禮已於 2017 年 12 月 3

日舉行，當天有 16 位修讀神學學位和 2 位神學

證書學生畢業。在眾位畢業生分享中，都見證著他

們需靠著上帝，並以勇敢和竭力的心，完成多年的

神學裝備訓練，在此學院眾人都為同學感恩和高

興。此外，畢業典禮當天學院邀請了 Rev. John 

Snelgrove 作勉勵嘉賓，孫其達牧師作差遣，並

有各位院董、嘉賓、好友和主內肢體一同參與，恭

賀多位神學生努力成果，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願上帝大大保守他們被呼召的心，能為上帝打美好

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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