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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爭戰的兵器，我們爭戰的兵器，

本不是屬血氣的，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將各樣的計謀，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

那些自高之事，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使他都順服基督。

（林後十（林後十 44 ～～ 55））



獻給信實的天父
三十年的帶領

 成就的事
超過所求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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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者的話

恩福的精神
陳宗清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

穌基督的日子。」（腓一 6）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二 9）

感謝神，祂帶領恩福邁入第三十個年頭。回顧以往的路徑，奇
妙的救主耶穌以超然的智慧引導我們，走過高山低谷，讓我們飽嚐
祂愛的滋潤與環繞。

我想藉此特刊來闡述恩福的使命與精神。恩福成立時，就以改變華人文化土壤為使命。在
全世界眾多的華人基督教機構中，幾乎沒有一個團體的宗旨像恩福一樣。可以說，恩福走的
路是一條新路，華人教會歷史中少有人走過。

首先，恩福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在主裡相互包容。我在基督徒的家庭中成長，16 歲便立
志全職傳道。我家幾代都在台灣長老會聚會，但我上大學之後，有機會在不同的宗派裡事奉。
我期盼恩福的神學生明白：任何神學體系都有其限制和困難；所以在恩福的大家庭裡，雖然
各人持不同的神學立場，但要學習彼此欣賞和接納。

第二，我們期待和恩福神學生維持一生之久的關係。因此，一旦成為恩福家人，他們就終
身都屬於這個大家庭。我們會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和他們保持聯繫。無論他們蒙神帶領在
任何地方事奉主，我們都會盡量去扶持他們，為他們禱告。有需要時，更會提供實際的幫助。

第三，恩福以愛為導向（約十三 34 ～ 35）。我們所看重的不是工作的成效，而是神的
同在與彼此相愛的關係。我經常提醒恩福家人，過分事工導向會帶來危機和陷阱。因此，與
神建立親密美好的關係是第一要務（雅四 7 ～ 8）。

第四，恩福家人從神學院畢業後，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服事。我鼓勵他們注重神國度裡的
連結，不要只關注自己事奉的圈子，視野要不斷開擴，更要培養普世宣教的胸襟（太二十八
18 ～ 20）。

第五，「文化宣教」是劇烈的屬靈爭戰，服事的人必須進入真實的禱告，把一切事都帶到
神的寶座前（腓四 6 ～ 7）。哥林多後書十章 4 至 5 節指示我們如何在這個領域裡事奉：「我
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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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丁心語

恩福的異象是：「福音轉化中華魂，真道重建世界觀」。聖經是在希伯來文化及希臘文化
中寫成，透過這些特殊的語境傳達出神的心意。作為文化宣教的耕耘者，我們必須從最根本
的地方去體會文化對人心的影響，才能挪去抵擋真道的障礙，引入神旨意的清流。為了達成
這目標，我們培養各式各樣的人才，祈盼他們在各個不同領域中為基督贏得寶貴的靈魂。當
你仔細閱讀此特刊，就會更加明白我們的策略。

最後，在此感謝三十年來各個教會及弟兄姊妹對我們的支持、鼓勵與奉獻。願神大大賜福
你們的犧牲與愛心，並期待繼續與你們同工，直到主再來！

2014 年恩福家人退修會合影，當年恩福成立二十週年。2014 年恩福家人退修會合影，當年恩福成立二十週年。

The Ethos of  
The Blessings Family

Grant Chen

"Being confident of this, that he who bega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carry it on to 
completion until the day of Christ Jesus." (Phil. 1:6)

"However, as it is written: 'What no eye has seen, what no ear has heard, and what 
no human mind has conceived'—the things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1 Cor. 2:9)

By	the	grace	and	faithfulness	of	God,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BCMF),	also	
known	as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established	in	1994,	celebrates	its	thirtieth	year.	Reflecting	
on	this	milestone,	it's	evident	that	our	Lord	Jesus	has	guided	us	through	both	triumphs	and	trials.	
His	presence	and	love	enveloped	us	at	every	turn.	Thus,	with	hearts	overflowing,	we	humbly	offer	
our	sincerest	gratitude	and	thanks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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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pecial	30th	commemorative	issue,	I	seize	the	moment	to	elucidate	the	mission	and	
ethos	of	BCMF.	Since	its	 inception,	BCMF	has	been	dedicated	to	imbu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landscape	with	the	Gospel.	Few	among	the	myriad	of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globally	articulate	
a	vision	as	distinctive	as	BCMF's.	Indeed,	BCMF	has	boldly	charted	a	new	trajectory,	one	seldom	
explored	in	the	annals	of	Chinese	church	history.

Firstly,	the	core	ethos	of	BCMF	revolves	around	mutual	acceptance	in	Christ.	Having	grown	
up	in	a	Christian	household,	I	felt	a	calling	to	full-time	ministry	at	the	age	of	16.	My	family	has	
had	longstanding	ties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However,	upon	entering	college,	
I	began	to	serve	in	various	denominations.	My	fervent	prayer	is	that	BCMF	members	may	realize	
that	every	theological	framework,	no	matter	how	intricate	and	profound,	has	its	limitations	and	
inherent	logical	complexities.	Therefore,	we	should	cultivate	a	spirit	of	appreciation	even	as	we	
uphold	diverse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Secondly,	we	commit	to	nurturing	lifelong	connections	with	BCMF	members.	Upon	their	
acceptance	as	seminarians,	 they	are	welcomed	 into	the	BCMF	family.	We	are	dedicated	to	
supporting	them	and	staying	connected	through	diverse	channels.	Regardless	of	where	their	
paths	lead	after	graduation,	we	will	uphold	them	in	prayer	and	offer	tangible	assistance.

Thirdly,	the	ministry	of	BCMF	is	anchored	in	love	(John	13:34-35).	Prioritizing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fostering	loving	relationships	should	be	paramount.	I	frequently	caution	BCMF	members	
against	becoming	excessively	fixated	on	ministry,	as	it	can	lead	to	pitfalls.	Nurturing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as	underscored	in	James	4:7-8,	is	of	utmost	significance.

Fourthly,	BCMF	members	should	embrace	a	kingdom	perspective.	As	 they	embark	on	
services	post-graduation,	they	should	keep	the	kingdom	of	God	in	mind,	not	solely	concentrating	
on	their	own	ministries.	Cultivating	a	global	mission	mindset	with	a	broad	vision	is	imperative	
(Matt.	28:18-20).

Fifthly,	"cultural	mission"	is	fundamentally	a	spiritual	warfare.	Fervent	and	ceaseless	prayer	
serves	as	our	indispensable	weapon	(Phil.	4:6-7).	2	Corinthians	10:4-5	instructs	us	to	a	winning	
strategy:	"The	weapons	we	fight	with	are	not	the	weapons	of	the	world.	On	the	contrary,	they	have	
divine	power	to	demolish	strongholds.	We	demolish	arguments	and	every	pretension	that	sets	
itself	up	against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we	take	captive	every	thought	to	make	it	obedient	to	
Christ."

The	vision	of	BCMF	 is	encapsulated	as: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s	with	 the	Gospel,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s	with	Biblical	Truth."	Recognizing	that	the	Bible,	originally	
written	 in	Hebrew	and	Greek,	conveyed	God's	 truths	within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s,	we	
acknowledge	the	profound	impact	of	culture	in	dismantling	fortified	barriers	with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Chinese	populac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ural	mission,	we	utilize	different	
ways	and	cultivate	talents	to	serve	across	various	spheres	as	presented	in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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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丁心語

Finally,	 I	extend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the	churches	and	brothers/sisters	who	have	
steadfastly	supported,	encouraged,	and	contributed	to	BCMF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May	God	
abundantly	bless	you.	We	anticipate	continuing	to	labor	alongside	you	until	the	Lord's	glorious		
return!

扎根與成長
——採訪陳宗清會長

恩福基金會是在何種狀況下成立的？
1994 年春天，我在洛杉磯靈糧教會事奉了四年左右。當時

教會已有神州團契，是針對大陸背景的朋友設立的，他們大半是
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3 月中旬，我們夫婦受邀前去中國培
訓，這是我第一次踏上神州大陸；回來後，愈發對中國的福音工
作有負擔。

4 月的一天，教會的執事尤惠琮來找我，希望為中國的福音
事工有所奉獻。我們商量後，考慮成立一個基金會，並邀請蘇文
峰牧師、駱傑雄弟兄及廖和健弟兄一起加入。5 月下旬，董事會
成員初次相聚，大家共同認為，華人文化中抵擋聖經真理的障礙
眾多，因此若要有效傳揚福音，必須同時改變文化土壤；於是確
立以此作為基金會的宗旨。

有一天我在浴室中突然想到：在達拉斯讀神
學時，我曾帶領恩友堂的「恩福團契」，而「恩
福」很適合作這基金會的名稱。所以我們向政府
註冊時，就採用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當時洛杉磯靈糧教會的教牧同工很缺乏，因
為粵語堂黃漢森牧師已到直腸癌末期，英語堂前
任牧師離職，尚未聘到新牧者，只請了一位舊約
教授主日講道，我是國語堂的牧師，兼任全教會
會牧委員會主席（教會沒有主任牧師），而全教

會連兒童已到五、六百人之眾，所以我的行政工作繁重。基金會成立時，我在教會中承受不
少壓力。有些長執、同工懷疑我們開設此事工的動機，甚至有位英文堂執事當面問我：「你
那麼忙，哪有時間參與基金會的事工？」所以一開始，董事會請內人陳師母擔任義務的代理
總幹事。幾個月後，她和尤惠琮執事完成了州政府及聯邦的註冊工作。

在洛杉磯靈糧教會事奉時。在洛杉磯靈糧教會事奉時。

1990 年陳牧師（二排左四）在靈糧教會主持浸禮。1990 年陳牧師（二排左四）在靈糧教會主持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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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沒有會長之前，是如何運作的？
雖然恩福是在洛杉磯靈糧教會成立的，卻不屬於教會。董事會一開始就推舉駱傑雄擔任主

席，廖和健任秘書，尤惠琮作財務。主要的行政工作由陳師母承擔。

1994 年 8 月，我們聘請周媛媛姊妹擔任寫作同工，向報刊雜誌投稿，並撰寫《尋夢者》
見證集。次年下半年，她與遠志明合作，在 AM1300 中文廣播電台主持「蔚藍之光」節目。
1996 年初她辭職，準備讀神學。

於是，董事會看出，要達成改變華人文
化土壤的遠大目標，必須從栽培人才作起。
1996 年秋天，我們設立「恩福神學生獎學
金」；陳師母轉任總幹事（義務）。這個事
工成為恩福的核心項目，每年都接納新的神
學生，從未間斷。

1996 年 7 月，家母被診斷罹患肺腺癌末
期，9 月她即被主接去。考慮到家父的需要，
我覺得神可能要我轉換事奉的跑道。經過幾
個月的尋求，我向教會辭職，並且準備繼續
進修。

1997 年 7 月到 11 月初，我們夫婦在台
灣陪伴家父，以後我便赴芝加哥，進入三一
國際大學，攻讀跨文化研究哲學博士。我們
在芝加哥一年十個月，當時恩福的事工以頒
發獎學金及出版通訊為主。

1999年1月底，尤惠琮因換腎產生排斥，
被主接去；恩福財務的遺缺由他的妻子許蒙
惠接任。10 月底，由於我在芝加哥的課業結
束，要回台灣一段時間，便請林雪臙擔任恩
福的秘書；她一直作到 2015 年。

你為何選擇投身恩福事奉？
我2000年3月底返回美國，繼續論文寫作，同時擔任洛杉磯靈糧教會國語堂代理牧師（到

2001 年 6 月底）。那段時間先後有四間神學院請我去任教，也有幾間教會力邀我去牧會。然
而我考慮到恩福剛起步，需要有經驗的全職神僕來帶領，便毅然決然地投身，於 2001 年 7 月
1 日起擔任恩福的會長。

1995 年與尤惠琮攝於北京紫竹院。1995 年與尤惠琮攝於北京紫竹院。

1999 年 5 月中國福音之路晚會上給尤家感謝牌。1999 年 5 月中國福音之路晚會上給尤家感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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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作出這個決定，背後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在讀清華大學時，校長徐賢修秉持
前任校長梅貽琦的精神，非常看重「大學必須有大師」，因為那是帶動學術的力量。這個重
視人才的觀念深深影響了我。我十分清楚，要達到改變華人文化土壤的目標，必須要在各個
領域都有受人景仰的基督徒，因此，栽培人才實為神國度中非常要緊的事。所以我投入恩福，
一方面重視學術的探討，一方面也重視人才的培育。

此外，我很願意一生讓神按祂的心意來帶領。恩福是一個新創的機構，沒有既定的框架，
也沒有傳統的包袱，我可以專心順從神的引導來服事祂。

恩福三十年中遇到較大的困難與挑戰是什麼？
這三十年來，恩福曾面對相當多的挑戰與困難。以下略述四方面對我而言壓力比較大的

事。

第一，我擔任會長時，雖然恩福已經成立七年，不過那時才開始對外講明我們的異象，爭
取更多的支持。我們早期栽培的對象集中在學術與傳媒兩方面，想要直接而有效地讓眾多教
會明白恩福的貢獻是什麼，實屬不易。那年 10 月《恩福》雜誌剛出版，要達到一定的水平，
難度也很大。

第二，我們雖然註冊為「基金會」，卻沒有大
筆的基金作後盾，也沒有董事應允在財務上承擔
責任，因此從我成為會長開始，每年都有募款的
壓力。在財務困難時，我們甚至考慮取消雜誌的發
行。2006年，恩福同時有學術交流和大眾傳播（後
來發展為「愛在中國」事工）兩個部門，尤其感受
到財務上的困境。2008 年又遇到金融危機，有幾
個月奉獻收入甚缺。當時我的原則是：經常費主要
支付神學生的獎學金與必要開支，其次才支付同工
的薪水，而我自己則是最後順位。

第三，我們頭十年接受的神學生，背景比較複雜，有幾位曾是民運的領袖，因此在政治立
場方面，恩福家人中存在相當分歧。有一段時期，甚至為此在網上辯論，大大影響恩福的合
一與和諧。

第四，雖然我們希望與恩福家人建立一生的關係，但是要能落實卻十分不容易。因為每位
畢業生的情況、恩賜、負擔與抱負非常不同；甚至後來有些人並不希望保持這種長久的關係。
恩福的畢業生平時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服事，隸屬某個機構或教會，所以要讓恩福家人在多元
立場及不同神學偏好的現實中保持合一，並讓他們對恩福有「家」的歸屬感，事實上很難辦到。
雖然每年我們都辦恩福家人退修會，可是效果還是有限。

2002 年董事在濤浪巿第一間辦公室合影。2002 年董事在濤浪巿第一間辦公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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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十年中，有哪些神奇妙的作為和令人鼓舞的見證？
恩福所以能夠發展到今天，完全是神的恩典。以下舉出五方面神賜福的具體例證。

第一，1994 年創立時，五位董事能匯聚在洛杉磯靈糧教會，並且對文化宣教有共同的願
景，實在是神所預備的特殊情境。因為 1996 年駱傑雄回台灣，1997 年我從教會辭職，1999
年尤惠琮回天家。而從 1994 年迄今，在恩福共事的同工及義工超過二十位，每一位都是神奇
妙的引導，讓階段性的目標可以達成。

第二，恩福從一開始就沒有大額
的資金作為財務的後盾，因此每一
年都要仰望神的供應。自從我擔任
會長以來，神感動無數的弟兄姊妹
甘心奉獻金錢，有好些是我們不曾
認識的，只能把一切的榮耀都歸給
神。

第三，在恩福要建立合一、相愛
的團隊，及延伸性的家人關係，並
不容易。我們中間從最年長到最年
輕的，相差四十幾歲，對於政治的
立場及神學的派別也有相當分歧的看法。所以若非神的保守與聖靈的工作，恩福很難發展到
現今的階段。很多恩福家人相聚時，常會提到這個屬靈的大家庭帶給他們的溫暖與支持非常
寶貴；本特刊中恩福家人的心聲明確反映出這個事實。這實在是神的恩典。

第四，自從 2014 年恩福開始差派宣教士以來，在中國及香港事奉的幾個家庭常遇到各種
困難及仇敵的攻擊，然而神大能的膀臂護衛他們，使他們雖如坐雲霄飛車，驚險無比，卻被
安穩托住，還可以結實累累，並且在經費上經歷神的供應。

第五，過去三年透過網路，分散在各地的恩福家人可以同心禱告，讓神的愛流淌在我們中
間，大家愈發體會到：恩福是愛導向及神同在導向的團隊。這也是當初我接會長時的心願與
理想。

展望未來，恩福有什麼願景？
雖然目前國際局勢動盪不安，有許多無法預料的變局，但我們深知未來仍在神手中。瞻望

前路，我認為恩福在三方面具發展的可能性。

第一，幫助眾教會面對社會。未來幾年，大陸、台灣和北美的教會都將面臨更多從政治或
社會議題而來的挑戰；我們相信，恩福所培養的好些學者可以成為重要的資源。在公共神學
的人才儲備及研究發表上，恩福對普世華人教會的貢獻將會益發明顯。

2017 年董事與配偶在退修會後合影。2017 年董事與配偶在退修會後合影。



13

園丁心語

觀看神作為三十年
陳劉良淑

恩福成立之初，我就參與了。一晃三十年已
過。耳邊似乎聽見主耶穌的聲音：「有一個撒種
的出去撒種；⋯⋯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結實，
有一百倍的⋯⋯」（太十三 3、8）

初始摸索一頭霧水
1994 年，尤惠琮執事從中國出差回來，神州

大地靈魂的需要震撼著他。依稀記得，幾位同在
洛杉磯靈糧教會的弟兄在駱傑雄家中相聚，商討
如何能幫助中國的福音工作。當時我的先生陳宗

清是教會的國語堂牧師，他建議成立一個基金會。至於這機構的宗旨，與會的人都同意：福音
在中國的傳揚，文化的隔閡是重大的障礙，所以應當開墾文化土壤，使其成為福音的沃土。在
一旁作記錄的我，據實寫下這結論，然而卻一頭霧水，不知道這些話的內涵是什麼？

至於基金會的名字，陳牧師想起他在達拉斯神學院就讀時，幫助恩友堂成立講台語的團
契，取名「恩福」，覺得它兼具福音與中國風味，相當不錯，英文可以使用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一查之下，美國居然還沒有人用此登記作福音機構，我們便捷足先登了。（幾
年後加拿大另有團體成立了「恩福協會」，但與我們沒有關係，英文名字也完全不同。）

董事們接續討論實際的作法，以及負責的人選。建議琳瑯滿目，但人選沒有著落。有些實
務總需要有人作，於是我被推為「代理總幹事」。後來，董事們見找不到明確的人選，就要我
直接頂起「總幹事」的頭銜——雖然我毫不覺得自己匹配。

第二，幫助神國度的眾僕人。2022 年陳祖幸牧師加入恩福，他最大的關注是幫助疲勞牧
者。2023 年開始的「興盛健壯」講座，逐漸成為培育全人健康的重要平台。這方面將會是恩
福對華人教會的直接貢獻。

第三，跨學科研究的成果。我們期待世界各地的恩福家人能携手合作，分享資源，在聖經
研究、神學建構、教會歷史、輔導諮商等方面，整合出豐碩的研究成果，並實際應用於神國度
的拓展。

但願神繼續使用恩福八零後、九零後正值青壯年的神僕，承擔更重大的責任，從中華文化
的土壤開墾出一片福音的沃土。

攝於陳宗清牧師 70 歲慶生時。攝於陳宗清牧師 70 歲慶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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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8月，董事會接納了第一位寫作同工周媛媛，
專職向各種刊物投稿，為福音發聲。次年，她在洛杉
磯AM	1300電台與遠志明一起主持「蔚藍之光」節目。
回頭看來，這些努力就像是用一把小鏟子去開墾大沙
漠。

栽培人才重大轉折
1996 年的一次董事會，決定將基金會的重點放在

「人才栽培」。當時周媛媛辭職去讀神學，而董事會
愈發覺得，耕耘文化是龐大的工程，首先需要、並且一直需要栽培人才。這是更新文化不可
或缺的一環。經過兩年的禱告與摸索，實踐恩福宗旨的途徑總算撥雲見日。

從此，「神學生獎學金」就成為恩福事工的重中之重！「文化」的範圍極廣，我們挑選的
人才最初集中在兩方面：一是能改變思想的學術人才，二是能推廣思想的媒體人才；後來又
加上具備領導力的人才。

當時，不少來自大陸的知識菁英開始響應神的呼召，獻身事奉。他們的第一步就是去讀神
學，因為他們對基督教的瞭解太薄弱了。董事們看出，人才的培育不可能只在他們就讀神學
院期間完成，而是需要長期的陪伴與引導。所以早期的董事委身於神學生的關顧，在他們畢
業後仍保持關係，給予支持。

1999 年 1 月底，我們親愛的董事尤惠琮執事因腎疾而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然而在他回
天家之前，他以熱愛同胞的眼淚和慷慨給予的信心所成立的恩福，根已經扎下，並發出兩株
小苖了。

會長領航生根成長
2001 年，陳宗清牧師從三一

國際大學取得跨文化研究博士學
位，決定委身恩福，擔任會長。
他製訂了四個策略同時並進：人
才栽培、學術交流、大眾傳播、
神學培訓。

那一年開始舉辦「恩福家人
退修會」，將神學生與董事召聚
在一起，大家同住三、四天，推
心置腹地分享。這個聚會在美國 2001 年第一次恩福家退修會合影。2001 年第一次恩福家退修會合影。

周媛媛在第一期恩福通訊上發表見證 。周媛媛在第一期恩福通訊上發表見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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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舉行，歡迎所有「恩福家人」參加，年復一年，凝聚了向心力。我們甚至在歐洲（英國
牛津）、亞洲（北京、台北）也為畢業生舉辦過退修會。

那幾年，陳牧師在各方面身先
士卒，衝鋒陷陣。他全力關懷神學
生、畢業生，常去探訪；到中國好
些高校去講學，設立基督教研究獎
學金；且提筆撰文著述；又經常在
各教會傳信息、佈道、培訓。透過
這些努力，「文化宣教」的概念漸
漸為華人教會所知悉。

學術交流拓疆闢界
第一批恩福神學生中，有兩位畢業後從事學術交流。頭一位是王忠欣。他畢業後成立了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推動中美高校學者的交流。起初幾年的活動與出版，恩福給予了
大力的支持。

第二位是李靈牧師。他於 2005 年申請加入恩福，擔任學術交流部主任，並成立「基督教
與中國研究中心」。他在 2007	年積極推動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紀念新教第一位宣教士馬禮遜
來華兩百年。此後，他每年與中國高校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會，並頒發獎學金。2018 年，該中
心才獨立。

謝文郁是第三位在學術領域活躍的畢業生。他在中國的高校任教，也在北美華神授課，學
術成就獲得大家推崇。幾年之後，曾劭愷亦有機會在中國高校任教，成為許多學術場合爭相
邀約的講員。

自從中共執政，將基督教全然逐出教育界後，這許多年恩福能在學術界如此耕耘，實在是
神奇妙的作為。

大眾傳播持續加碼
恩福第一批畢業生中，從事大眾傳播的有張敏（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和周媛媛

（《蔚藍色》雜誌）。後來施瑋成為基督教界赫赫有名的作家。

陳宗清牧師就任恩福會長後，決定要辦《恩福》雜誌	，作為旗幟性的刊物，來推廣信仰
與文化關係的探討。由於我在從事學生工作時擔任過《校園》雜誌的主編，因此義不容辭地
挑起這個擔子；從此放下了從事多年的神學書籍翻譯事工。

到 2023 年 7 月，我共編了 88 期《恩福》雜誌	。由於必須篇篇認真編校，最受益的讀者
應該是我本人。近年來每期陳牧師指定一本論及文化的英文新著，讓我提供書摘，使我得窺

左：2003 在北京大學授課。左：2003 在北京大學授課。
右：2007 年與接受恩福基督教研究獎學金的學生合影。右：2007 年與接受恩福基督教研究獎學金的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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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爭戰之劇烈。每期封底文的寫作，將我的文筆愈磨愈
老練。這些收穫對我極為寶貴。如今有得力的恩福家人程嫣接
棒，這份刊物後繼有望。

2006 年王子因來到恩福，擔任大眾傳播部主任。他滿腔
熱血，要將宣教士的感人故事以影視的方式傳播出去。2007
年即作出《愛在中國》短片，廣為各教會宣教聚會使用。然而
他的計劃愈作愈大，超過恩福的負荷；董事們建議他另外成立
機構進行。可惜影視之路難度甚高，至今尚未見進一步的成
果。

新媒體是當下必須掌握的宣教工具，恩福畢業生劉陽，偕
同妻子開創《境界》平台，在這方面已有突出的成就。畢業生
薩林娜成了極有能量的諮詢師，她在抖音上有不少粉絲。

恩福家人開枝展葉
這些年間，恩福共支持了六十位神學生與宣教士。他們投入各種工場，如神學教育、教會

牧養、宣教推動、高校學術、心理諮詢、社交媒體等。好幾位畢業生在神所託付的崗位上已
經成效卓著，有目共睹。這兩年神又陸續帶領田玲、陳祖幸、程嫣進入恩福作同工，在學者
事工、牧者關顧、文字傳媒等事工上發揮恩賜。看來經過三十年，「恩福」在神面前已有如
一株樹幹堅實、開枝展葉的橄欖樹了。

如今我卸下了《恩福》雜誌執編的角色，然而與恩福的關係不致戛然而止。陳牧師一貫強
調，事奉的根基在禱告。神今年讓我特別看見，禱告的重要不亞於做事。在創啟地區事奉的
恩福家人，遭逢艱辛與衝擊可謂家常便飯，實在需要有人在神面前懇切代禱，有如摩西於山
頂為在陣上廝殺的約書亞舉手。我願透過為「恩福」守望，來繼續觀看神的作為！

Watching God at Work for 30 Years
Liang-Shwu Chen

Since	the	inception	of	our	mission	agency,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BF,	
also	known	as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I	have	been	engaged.	
Thirty	years	have	swiftly	flown	by.	Reflecting	on	these	unforgettable	days,	the	
words	of	the	Lord	resonate	within	me:	"A	farmer	went	out	to	sow	his	seed...	
Still	other	seed	fell	on	good	soil,	where	it	produced	a	crop—a	hundred...(Matt.	
13:3,	8)

《恩福》雜誌 88 期封面《恩福》雜誌 88 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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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
	In	the	spring	of	1994,	Mark	Yu	returned	from	a	business	trip	to	China,	deeply	impacted	by	the	

profound	spiritual	needs	he	witnessed	there.	His	concern	prompted	him	to	convene	a	gathering,	
inviting	several	members	from	our	church,	the	Bread	of	Life	Church	in	Torrance.	Among	them	was	
my	husband,	Rev.	Grant	Chen,	then	Pastor	of	the	Mandarin	congregation.	Rev.	Chen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oundation	to	address	the	pressing	need	to	spread	the	Gospel	in	China.	It	
was	unanimously	agreed	that	the	cultural	soil	of	China	needed	to	be	tilled	and	nurtured	to	yield	a	
fruitful	harvest	for	the	Gospel.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meeting,	I	recorded	the	conclusion	without	
fully	capturing	its	meaning.

The	name	"En-Fu	(Blessings)"	was	suggested	by	Pastor	Chen,	drawing	from	his	experiences	
while	studying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from	1985	to	1988.	During	this	time,	he	played	a	
key	role	in	establishing	a	fellowship	at	Dallas	Chinese	Fellowship	Church	under	the	same	name.	
This	term,	blending	elements	of	the	Gospel	with	a	distinct	Chinese	essence,	resonated	well	with	
the	mission	of	this	newly	formed	foundation.	We	registered	with	the	US	government	as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Another	Christian	organization	in	Canada,	CCIC,	utilized	a	similar	
Chinese	name,	yet	they	were	entirely	unrelated	to	us.)

Despite	the	board's	efforts	to	recruit	a	suitable	leader,	their	search	yielded	no	success.	Faced	
with	the	necessity	of	administrative	tasks,	I	was	invited	as	the	interim	executive	director.	Later,	
the	board	asked	me	to	assume	the	position	of	general	director,	despite	my	reservations	about	my	
qualifications.

In		August	of	that	year,	Yuanyuan	Zhou	became	our	staff.	She	devoted	her	writing	talents	to	
serving	God,	contributing	articles	to	several	publications.	The	following	year,	she	co-hosted	the	
"Blue	Light"	radio	program	alongside	brother	Zhiming	Yuan	on	KAZN	(1300	AM)	Mandarin	Radio.	
Looking	back,	these	endeavors	felt	akin	to	using	a	small	shovel	to	cultivate	a	vast	desert.

Talent-Cultivation Emerging as  Core Ministry
At	a	pivotal	board	meeting		in	1996,	the	directors	endorsed	a	strategic	shift	towards	"talent	

cultivation."	Yuanyuan	resigned	to	pursue	theological	studies,	prompting	the	board	to	recognize	
the	monumental	nature	of	cultural	mission—a	task	demanding	diverse	talents	committed	to	
long-term	engagement.	Talent	cultivation	emerged	as	our	primary	objective.	Following	two	years	
of	prayerful	deliberation	and	exploration,	a	clear	strategy	materialized.	The	Blessings	Seminarian	
Scholarship	has	become	our	cornerstone	initiative	ever	since.

Initially,	our	selection	focused	on	two	key	areas:	academia	and	mass	media.	We	sought	
individuals	capable	of	 intellectually	shaping	minds	and	those	adept	at	disseminating	 ideas	
through	various	media	channels.	Subsequently,	we	expanded	to	include	potential	leaders.

During	 this	period,	more	and	more	distinguished	 individuals	 from	mainland	China	
responded	to	God's	calling	to	full-time	service.	Their	journey	often	began	with	enrollment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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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y	to	pursue	theological	studies.	The	BF	directors	understood	that	nurturing	talent	was	
a	long-term	endeavor	requiring	steadfast	companionship	and	guidance.	Thus,	the	forerunning	
directors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supporting	and	shepherding	these	seminarians,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even	beyond	graduation,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whenever	necessary.

Tragically,	at	the	end	of	January	1999,	our	beloved	director	Mark	Yu	passed	away	due	to	
kidney	failure	and	complications.	His	untimely	departure	saddened	us	all.	However,	Mark	had	
infused	BF	with	his	love	and	unwavering	faith	in	the	Lord.	The	sprouting	seeds	of	promise	could	
already	be	discerned,	foreshadowing	a	fruitful	future	for	BF.

The President Leading the Way 
In	2001,	Pastor	Grant	Chen	achieved	his	Ph.D.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from	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nd	assumed	the	 role	of	president.	
Under	his	leadership,	he	formulated	four	pivotal	
strategies	 for	 the	ministries:	 talent	cultivation,	
academic	exchange,	mass	media,	and	theological	
education.

That	 same	year	marked	 the	 inception	of	
the	"Blessings	Family	Retreat,"	an	unique	event	
uniting	seminarians,	directors,	graduat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lasting	
3	to	4	days.	Since	then,	this	annual	retreat	has	been	steadfastly	upheld	without	interru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years,	these	retreats	have	served	as	a	catalyst	for	forging	lifelong	
friendships.	We	even	held	retreats	for	graduates	in	Europe	(Oxford,	UK)	and	Asia	(Beijing,	Taipei)	a	
couple	of	times.

Pastor	Chen	emerged	as	a	driving	force	across	all	areas,	particularly	in	the	formative	years.	He	
tended	to	the	needs	of	BF	members,	visiting	them	during	their	schooling	and	beyond	graduation.	
He	delivered	 lectures	at	multiple	universities	 in	China,	establishing	scholarships	to	support	
Christian	studies.	His	 literary	contributions	coupled	with	preaching	and	teaching	awakened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US	to	the	critical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mission.

Expanding Horizons in Academic Exchange
Among	the	 initial	cohort	of	BF	seminarians,	 two	graduates	emerged	as	pioneers	 in	the	

realm	of	academic	exchange.	The	trailblazer,	Zhongxin	Wang,	established	the	"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fostering	exchange	programs	among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BF	provided	robust	support	for	its	activities	and	
publications.

Grant & Liang-Shwu Chen at the first BF office, 2001Grant & Liang-Shwu Chen at the first BF offic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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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graduate	to	 immerse	himself	 in	academic	exchange	was	Rev.	Daniel	Ling	Li.	
Joining	BF	in	2005,	he	assumed	the	role	of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Exchange	Department	and	
founded	the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search	Center"	(CCRC)	under	BF's	auspices.	In	2007,	he	
organized	the	inaugu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he	bicentenary	
of	Robert	Morrison,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Subsequently,	he	collaborated	with	various	
Chinese	universities,	hosting	annual	symposiums	and	awarding	scholarships.	 In	2018,	CCRC	
transitioned	into	a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Wenyu	Xie	stands	as	 the	third	graduate	actively	contributing	to	 the	academic	sphere,	
lecturing	at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North	America.	His	scholarly	
achievements	have	earned	widespread	acclaim.	Later,	Alex	Tzeng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emerging	as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philosophy/theology	circuit.

In	face	of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ule,	which	expelled	
Christianity	from	academia	for	many	years,	the	above	impact	made	by	the	BCMF	graduates	is	
rather	miraculous.

Mass Media Outreach
Among	the	inaugural	cohort	of	BCMF	graduates,	Min	Zhang	distinguished	herself	by	hosting	

"Journey	of	the	Soul"	on	Radio	Free	Asia,	while	Yuanyuan	Zhou	founded	the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Magazine .	Subsequently,	Wei	Shi	emerged	as	a	prominent	writer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Upon	assuming	the	presidency,	Rev.	Grant	Chen	envisioned	
launching	a	flagship	magazine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ultural	
mission.	Leveraging	my	prior	experience	with	Campus	Magazine	
in	Taiwan,	I	under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iting	the	Blessings	
Magazine .	By	July	2023,	I	have	edited	88	issues,	benefiting	myself	
immensely	from	the	rich	content.	I	gained	in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intense	cultural	warfare	in	the	West	by	providing	excerpts	of	
new	books	on	culture	in	English,	curated	by	Rev.	Chen	in	recent	
years.	Besides,	crafting	 the	back-cover	article	 for	each	edition	
honed	my	writing	skills.	As	BF	graduate	Yan	Cheng	assumes	the	
mantle	of	editor,	 I	am	confident	 that	Blessings	Magazine 	will	
continue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under	her	stewardship.

In	2006,	Ziyin	Wang,	a	BF	graduate,	assumed	leadership	of	BF	
Mass	Media	Department.	Driven	by	passion,	he	sought	to	illuminate	

the	stories	of	missionaries	through	film.	In	2007,	he	produced	the	impactful	short	film	"Love	in	
China,"	which	garnered	widespread	recognition.	However,	Ziyin's	ambitions	surpassed	the	scope	
of	BF's	resources.	A	separate	organization	was	formed	to	pursue	his	vision.	Regrettably,	despite	

The 1st issue of the The 1st issue of the Blessings Blessings 
MagazineMagazine, Oct. 2001, Oc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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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relentless	effort,	 this	goal	of	
film	ministry	has	yet	to	materialize,	
underscoring	 the	 formidable	
challenges	inherent	in	filmmaking.

Another	BF	graduate,	 Y	Liu,	
and	 his	wife	 embarked	 on	 the	
"New	Realm"	ministry,	 leveraging	
innovative	new	media	techniques	
to	remarkable	success.	Similarly,	
graduate	Salinna	made	significant	
strides	by	providing	counseling	and	
extensive	teachings	on	social	media.

Branching Out and Spreading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years,	BF	has	provided	support	 to	a	 total	of	 sixty	 seminarians	and	

missionaries,	spanning	diverse	fields	including	theological	education,	church	planting,	mission	
mobilization,	university	teaching,	counseling,	social	media,	and	more.	Many	among	them	have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effectiveness.

Recently,	BF	graduates	Ling	Tian,	Zuxing	Chen,	and	Yan	Cheng	have	transitioned	into	full-
time	staff	roles,	utilizing	their	gifts	in	academic	ministry,	pastoral	care,	and	media.	Approaching	its	
thirtieth	year,	BF	stands	as	a	flourishing	olive	tree	before	God	with	multiple	branches.

While	 I	have	 relinquished	my	 role	as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Blessings	Magazine ,	my	
connection	with	BF	remains	unbroken.	As	Rev.	Chen	underscores	the	pivotal	role	of	prayer	as	the	

foundation	of	ministry,	 I	 recognize	
that	assuming	the	role	of	intercessor	
is	as	crucial	as	being	on	the	frontline.	
BF	members	 frequently	encounter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hence,	 they	
desperately	need	prayer	support,	just	
as	Joshua	relied	on	Moses	upholding	
his	 hands	on	 the	mountaintop	 to	
secure	victory.	 I	 commit	myself	 to	
uplifting	BF	through	vigilant	prayer	
and	anticipate	to	see	God's	marvelous	
work	in	the	future!	

Love in China DVD cover Love in China DVD cover 

Moses prayed on a mountain for Joshua fighting in the battle fieldMoses prayed on a mountain for Joshua fighting in the battl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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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感言

恩典與忠心
——採訪恩福創始董事駱傑雄

陳劉良淑整理

如今頭髮銀白、壽眉略長的駱傑雄，當年是恩福基金會
的五位創始董事之一。在恩福成立之初，駱董是重要的支持
者。他不但多年擔任董事會的主席，在經費上大力支持，並
且非常關心恩福的神學生，不僅親自去探望，還保持長期的
聯絡。神使用他的參與，為恩福塑型了以愛相待的典範。他
已經多年定居在台北。2023 年 10 月 25 日下午，我們請駱
董談談這些年來他與恩福家人同行的心得。

預備的時間
恩福創立於 1994 年。駱董回顧道：「我們家 1991 年底搬去美國，那時我服務的致福公

司業務擴展到美國。起初我在台美兩地頻繁來往，1992 年前後我停留在美國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參與了洛杉磯靈糧教會的事奉，如團契小組、主日學、詩班等，和弟兄姊妹逐漸熟識。」

「那時陳宗清牧師的父母時常來美小住，他們喜歡和我們講日文（編註：陳牧師父母在
台灣日據時代成長；駱董在日本讀大學，並在日創業），所以我們和牧師一家感情格外熱絡。
恩福的倡議董事尤惠琮執事也是我們的好朋友之一。當他們想成立基金會的時候，來邀請我，
我就感到義不容辭。」

成為恩福董事的心路歷程
恩福成立之時，駱董不滿五十歲，正值壯年。他說，當時他並沒有太多參與董事會的經驗，

只因母會為台灣的浸信會，所以曾參與該教派聯會的事奉。陳牧師邀請他加入恩福董事會時，
他一口答應，但其實他並沒有擔任過機構的董事。第一次開會，發現恩福的董事會只有五個
人，他相當驚訝。當時的董事都在同一教會，皆為熱心事奉的肢體，因此彼此建立了很深厚
的關係。

在恩福退修會中，董事們每年都坦誠分享自身的經驗。後來董事人數增加，然而彼此之間
仍保持有情有義的連結。這美好的傳統一直持續至今。駱董說：「我感到恩福董事會與其他
的董事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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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駱董只是在企業界服務，自從在恩福擔任董事之後，神逐漸在文化界使用他，譬如，
在浸信會國際出版社、台灣浸信會神學院、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等，他都深度參與董事會，
不知不覺成了「文化人」。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他擔任恩福的董事會主席有十年之久。雖然 1997 年之後他們夫婦搬回台灣，但他每年仍
忠心參加退修會；到 2020 年疫情之前，僅有一次因故缺席。恩福在歐洲、中國、台灣為當地
恩福家人舉辦的退修會，他們夫婦也多次參與。

人才栽培的可貴
駱董非常認同恩福以人才栽培為根本的策略。從 1996 年

設立獎學金開始，他就關心每一位神學生，與早期的恩福家人
關係非常之深，直到現在仍互相聯絡問候。他深深體會到，恩
福栽培的這些神國度的人才，事奉之路並不平順，甚至有些人
很長時間都相當坎坷，因此他總是用主的愛來扶持他們。一位
恩福家人寫道，當他回到亞洲服事，「駱傑雄董事夫婦對我和
我的妻子關懷入微，我們都稱他們『駱爸』、『駱媽』。」

在訪談中，駱董特別提到他與幾位神學生的來往。他出差
或出遊的機會很多，到過美國、加拿大、歐洲、中國的好些城
巿；只要知道當地有恩福家人，他就會與他們相約餐敘，關心
他們的妻小。每次有恩福家人回台灣，只要與他聯絡，他無不
撥冗熱情款待。

由於他在教會和機構中有深度的參與，所以當恩福畢業生進入事奉工場，他就有很多寶貴
的經驗可以和他們交流。經過這些年，他看見恩福家人已經在各處成為神國的棟樑，感到非
常欣慰。駱董語重心長地說：「這就是文化宣教的實踐！」

終身志工的心願
隨著歲月流逝，人生的角色畢竟終需調整。駱董近年來逐漸退出企業界，並放下教會與福

音機構董事會的責任；恩福是他最後交棒的單位之一。他說，除了年齡的考量之外，恩福的
神學生日益增加，他無力繼續深入瞭解關心，所以感到應當退居幕後。但是他願以終身志工
的身分留在恩福大家庭當中。

反思恩福三十年，駱董明顯是神特別揀選的器皿。在神交付的這片文化宣教田園中，他們
夫妻與其他園丁一起，默默地、忠心地、細緻地澆灌、守護，數十年如一日。他們更沒有因
搬回台灣，有地域的距離而放下關愛之心。這實在是極其難得。從駱董的身上，我們再次看
見神賜給恩福的奇妙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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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物無聲
蘇文峰

【恩福基金會創辦董事之一（1994年加入），現任海外校園機構董事會主席。】

1992 年《海外校園》雜誌在洛杉磯南灣的
濤浪市（Torrance）創辦後，我們夫婦也積極在
當時由陳宗清、劉良淑夫婦牧養的洛杉磯靈糧教
會配搭事奉。兩年後教會中幾位弟兄姐妹響應陳
宗清牧師的號召，成立恩福基金會。基金會的目
標是支持並培養優秀的神學生，使他們在學術或
大眾傳播的專業上學有所成，可以藉著出版、教
學、講座、牧會、傳播，達到「中國文化基督化」
的遠景。

三十年來，恩福基金會先從支持神學生開始，一直秉持起初的愛心和信心，逐步達成設定
的目標。身為創辦的董事之一，我親眼見證上帝藉著這許多傑出的神學生和學者，在學術界
的多項領域中，進行「潛移默化」的文化宣教。有幾位投入牧會和文字、傳播的畢業生，成
為「潤物細無聲」的心田耕種者。更有多位全家回國的恩福宣教士，在艱難的處境中，活出
勇士般的堅強見證。

這都是三十年來上帝在祂命定的時機（moment），藉著合適的人才（man	&	woman）
和方法（method），成就的善工（ministry）。我們向祂感恩敬拜！

不住的禱告
許蒙惠

【1999年加入恩福董事會。原在醫療界工作。現已退休。先夫尤惠琮是恩福
倡議人及創始董事之 一，1999年被主接回天家。】

回首三十年，神對恩福有著數算不盡的恩
典，祂總是信實地供應一切，使得恩福不致於
缺乏。會長陳宗清牧師是一位深深倚靠神且注
重禱告的牧者。我記得，每當面臨奉獻不足的
時候，他都會禱告再禱告，不住地向主呼求；
堅信若是主所定意的，祂必然供應一切所需。

願神繼續帶領恩福，持續經歷禱告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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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宣教
陳永昌

【1999年加入恩福董事會；在企業界服務，支持多家基督教福音機構以及神學院。】

加入恩福基金會（恩福文化宣教使團）二十多年
來，心中充滿感恩。感謝神一路帶領，栽培這麼多神
國工人，在各地為祂作工。

主耶穌復活後，給我們最大的使命就是宣教。在
最後的晚餐時，主替門徒洗腳，給我們愛神愛人的使
命。因此，愛心的給與是宣教必須的，否則無法將福
音廣傳。

陳宗清牧師及師母是我最欽佩的神僕，他們用神
的愛來愛所有恩福家人——董事、同工及所支持的神
學生。若沒有他們的愛心分享，就沒有今天的恩福。

我從1999年加入恩福以來，所看到、聽到的都是：
我們支持的神學生用感激的心去做文化宣教，讓福音
廣傳在華人當中，讓麥子在華人的文化土壤上生根、
發芽、結果。

希望大家一起跪下禱告，讓上帝的「恩福」一直陪伴著我們基金會；並且承先啟後，持續
成為神國福音的發展基地，為神作工來榮耀神。

不變的使命
陳愛光

【2003年加入恩福董事會，北美正道福音神學院系統神學與應用神學副教授。】

為恩福三十年感恩不盡。我加入恩福董事會也
有二十年了。記得當年，陳牧師向我分享了恩福的
使命與異象，我立刻就答應加入。為文化宣教栽培
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使命，卻被很多基督徒、很多
教會所忽視。

這些年來，我深覺沒有為恩福做什麼，卻從恩
福得到許多激勵與學習。神給我這個機會，見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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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是恩福事工的擴展，更重要的是恩福家人的成長。看到每位董事的擺上，雖然不一定在
每件事上都意見一致，但可以彼此信任，且為了恩福和神的國度盡力。看到恩福神學生、畢
業生們在各處面對的挑戰，有時喜悅興奮，有時煎熬甚至破碎，卻從中經歷神的大能。

在這變幻快速的時代，三十年是不短的時間。現今的社會狀況、世界局勢，跟三十年前已
經大不相同，我們的使命、異象始終不變，但策略、方法可能會因應時代需求而調整。求主
賜給我們智慧，繼續在文化宣教上，作祂合用的器皿。

稀有而美麗的託付
陳惠琬

【2005年加入恩福董事會。作家，筆名莫非。2008年創辦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

全世界華人以文化為負擔的基督教福音機
構，一個手掌就數完了，算稀有，也因而寶貴。
恩福就是其中之一。

至於我為何會加入恩福機構成為董事呢？
一方面因為在文化方面，我們的異象和負擔一
致。另外一方面，也想多提供一個姊妹的聲音。
雖然不太懂機構的董事牽涉到甚麼職責，但抱
著學習的心加入。

多年下來，確實學習了很多。首先瞭解到文化很大，要努力的範圍很多。恩福的著力點
在文化精英的孕育和栽培，還有基督教學術研究的推動。這必須有神國的胸懷、歷史的眼光，
以及跨地域和教派的胸懷。其中很重要一部分，是對神學生的支持，而且是精選文化中的精
英，來美接受神學裝備，再差遣到文化每一個領域中去發光。

所以，恩福投資的是神國的未來，為神國栽培人才。但不只出錢資助，恩福也為這些神學
生在異鄉提供一個屬靈的家。神學生求學有困難，生活有磨難，很多董事皆願意用生命陪伴
神學生一段路，甚至更長的服事路。我們每位董事是按照個人的感動，認領幾位神學生做個
人關懷，也為他們的學習和個人生活禱告。

陳牧師更像個家長，常探訪、關懷、牧養每一位神學生。無論所支持的神學生在天涯海角
散居何處，每年暑期舉辦恩福家人退修會，都可以飛「回家」，接受陳牧師和師母豐富的愛
與祝福。畢業或在讀神學生，也漸形成一屬靈社群，彼此間可以連結、關懷，並守望。

多年來，每次聽到或讀到神學生在個人生命中的學習心得或服事歷練分享，我們這些董事
可能都有一致的感受，就是後生可畏，也很引以為傲。我們為這些神學生的優秀感恩，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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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掙扎感謝，更為他們的不放棄感覺欣慰。神國文化的未來，就在這些學生的生命中。

最後，也想對恩福朋友說幾句知心話。恩福雖然多年來為神學生提供生活支助，但是，恩
福本身並無豐厚的家產。教會也不見得瞭解文化的重要，文化事工很難被排入宣教機構中並
被教會認養。因此，每當恩福收到的奉獻不足時，陳牧師總秉持著牧者心腸，說他可以不領
薪水，也邀請恩福同工一起學習操練如何處缺乏，但對神學生的生活費一分錢也不會短少。

事實上，恩福也有幾次寅吃卯糧，發不出薪水。但對呵護一如自己屬靈孩子的神學生，從
未斷過支持。如此憑信心走過三十年。

我們相信，神是負責到底的神。祂既然興起恩福事工，必然會有配套的奉獻者為祂揀選。
恩福需要更多對文化有負擔的朋友一起攜手，奉獻人力、財力和物力，在神國裡，在歷史中，
一起完成這一個美麗的託付。我為參與這樣的事工感覺於有榮焉。也希望你們可以和我一樣，
透過支持恩福一起蒙福。

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劉哲沛

【2015年加入恩福董事會；資深律師；2014年創辦愛與衝突和睦事工。】

加入恩福董事會，多年來有機會參與
大小議題的討論，曾多次在許多事上深受
感動。在此，特別分享兩方面的感動。

第一，從陳牧師會長夫婦身上看到保
羅的影子。保羅在一次次的宣教旅行中，
帶領許多同工，栽培了許多年輕的傳道
人，諸如猶大、西拉、馬可、路加、提摩
太、提多、西納、亞居拉 / 百基拉、以巴弗、亞基布、腓利門等。陳牧師會長夫婦學問淵博、
平易近人、成熟穩建，他們在神國的配搭為多人樹立榜樣。陳牧師有偉大的國度異象，師母
把她的生命、才幹與美德全獻給了這異象。三十年來，他們也透過恩福愛護、栽培了許多年
輕傳道人，有的在頂尖神學院深造，有的在第一線牧會，有的在宣教工場，也有的在神學院
作教授。陳牧師夫婦把他們當作自己屬靈的孩子，牧養他們成為神國將才、主重用的僕人，
讓我們看到了保羅「凡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之榜樣。

第二，從董事會前輩的生命閱歷中學習。董事會成員中，有諸多屬靈前輩，擁有豐富的生
命閱歷和領導經驗。他們在共同的服事、生命的交流、關係的互動、議題的探討中毫無保留，
真誠提供寶貴意見，使我從這服事中學習了許多，感到無比奮興與喜樂。我珍惜這份在主裡
的友誼。神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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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朱漢同

【2016年加入恩福董事會。化工博士，現已退休。曾參與多項教會服事。】

當我們回顧恩福這三十年來，神牽著我們
的手，走過歲月的點點滴滴，我們不禁感嘆：
這些日子是怎麼走過來的？從栽培神學生的一
個概念開始，到今天各樣事工的開拓、連結和
成就，雖有人的努力和擺上，但何嘗不是有一
位主，在這舞台後面行那奇妙的作為！

傳道書三章 10 至 11 節說：「我見神叫世
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神造萬物，各

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這三
個十年以來，我們祇是一群蒙神呼召、順服為神服事的園丁，以一個身受三千兩恩賜僕人的
身分，做一些善事、一些美事。我們不可以沾沾自喜地跟神撒嬌：「看我們培養了多少個神
學生，在多少領域裡成就斐然！請看，在這裡，在那裡，都有恩福的人。」當我們勞碌、犧牲、
忍耐、持守時，往往日子難過，但還要天天過。面對逼迫、打壓、折磨，神並沒有離棄我們，
神也沒有斥責我們是那又懶又惡的僕人。

其實，「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
前存敬畏的心。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傳
三 14 ～ 15）。的確是的。在這個時節，用傳道書做註解似乎不合時宜，「虛空，一切都是
虛空」，但我們知道所羅門敬畏神，他深知人生有神與沒神的區別。

當我們來恩福服事的時候，至少我很清楚這是美事，也是善工，但不是慈善事業。我們
沒有辦法解決世界的饑荒、戰亂等問題，甚至無法面對轉換人心的挑戰，但是我們能說：「我
們願意，我們可以培養一批又一批有知識、有深度、有能力、有膽識，最重要的是有生命的
肢體，奉差遣、為主所用。」

主啊，我們不知前面是否還有三十年，我們祇知，像摩西傳約書亞，或是保羅傳提摩太，
用祢給人的智慧和順服的心，做執事們該做的事，彼此監督，相互勸勉。因為傳承是神所命
定的，不僅是事工的延續，也是生命的交託。從規範的確立到執行的嚴𧫴，都盡心盡力來做，
儘管日光之下無新事，義人和智慧人並他們的一切作為，都在神的手中。

風起雲湧，潮來潮去，我們為過去三十年感恩，一切榮耀歸於我們的主！也求主帶領未來
更多的三十年，願祢的恩典同在，祝福滿滿。



28

為主活久一些
郭英調

【2017年加入恩福董事會。感染科醫師。曾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服務多年，退
休後轉至嘉義基督教醫院服務。】

醫療在處理人的疾病時，多偏重生理層面，連精神科
也很少處理心理層面，因此，出現了醫學教育要重視人
文素養的呼聲。恩福的文化宣教，對我而言曾經是陌生
的。

陳宗清牧師是我高中時的輔導，當他邀請我參與恩福
事工時，我當然就乖乖地參加了。回顧 2017 年加入恩福
董事會至今，神藉著恩福給我開了另外一扇門，讓我認
識祂的豐盛。

記得有一次和陳牧師聊天時，我問了他一個問題（已
經忘了具體內容），陳牧師在回答前先勸我要好好讀書。
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點出了我在文化及哲學素養方
面的貧瘠，卻願意接納我加入恩福大家庭。參與恩福事
工後，我認真地學習，這也為我後來進入生命倫理的領
域作了準備。																																																		

五年前，我領受神的呼召從榮總退休，由處理病人的需要，轉而處理生病之前（促進健康）
和生病之後（面對死亡）的部分，推廣信仰在生命倫理中的實踐。因此，我也樂於和恩福家
人一起勉勵，不僅要注意身體健康，為主活久一點；也要預備好未來安然見主面，用在世有
限的時間一起打這可以影響到永恆的仗。

點點滴滴匯成涓涓暖流
徐志秋 / 神學教育（2006 級）

【2023年加入恩福董事會。現任哥倫比亞國際大學 Kepha學院院長。】

我於 2006 年被接納為恩福神學生，迄今已走過十七個年頭。回顧這段旅程，內心頗多感
慨。值此恩福成立三十週年之際，追憶恩福師友們的幫助和善意，點點滴滴匯成涓涓暖流，
這從主而來的愛和恩典，帶著醫治和滋養的力量，激勵我走過生活和事奉中的溝壑平川。

「家」是恩福的特色。無論董事、同工，還是神學生、畢業生，都互稱為「恩福家人」。

郭醫師退休時和指導過的學生論文合照。郭醫師退休時和指導過的學生論文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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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人們在一起，常常歡聲笑
語、如沐春風。除了一年一度
的恩福退修會，讓家人們有相
遇敘舊、數算恩典的機會，陳
牧師、師母和關懷同工還常常
探訪散居各地的家人。無論在
麻州還是在南卡，陳牧師夫婦
都來探訪過我們一家，他們和
藹的談話、睿智的教導、誠摯
的禱告，都深深嵌入我們的記
憶裡。

祖幸牧師入職以後，巡行各地探訪家人，也來到我們在南卡的居所。他經驗豐富、謙卑柔
和、擅長輔導，和我們分享了一些他生命中的深淵體驗。他的分享真誠而敞開，觸碰到我們
深埋心底的往事與傷痕。二十多年的服事，留下許多陽光春風的美好，但也難免有隱隱作痛
的傷痕。恩福家人遠道而來的關愛，好似馨香的膏油，滿有醫治的功效。

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委身進入全職事奉的跑道，往往需要忍受物質上的短缺與匱乏。其實
不單讀神學的如此，絕大多數在讀研究生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窘迫經歷。在波士頓讀博士期
間，恩福每月信實的資助，實實在在地幫助了我們這個五口之家。此外，恩福的一些董事們，
有時也會提供一些額外的資助。恩福家人們的愛心幫助，緩解了求學過程中的艱辛。

恩福與其他基金會不同的地方，就是對受助者的長期陪伴。神學生畢業之後，仍然會以畢
業生的身分，留在恩福這個大家庭中。這種長期培養的方式，使得恩福成為一個人才薈萃的
地方。這些人才成為家人們在職業發展過程中的優質資源。我進入 CIU 擔任教職，得益於陳
牧師的熱情推薦。進入 CIU 之後，許多恩福家人成為服事的同工與夥伴。祖幸牧師和劉彪牧
師目前是 CIU 中文項目的客座教授。2023 年剛從美南畢業的正光弟兄，受聘成為本項目的全
職教師。此外還有其他的恩福家人，默默在背後忠心支持 CIU 的各個項目。每當項目需要更
多幫手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陳牧師求助。

2023 年的恩福家人退修會上，漢同董事與我約談，邀請我加入恩福董事會。經過禱告與
思考，並與家人商量之後，欣然接受這一邀請。我是在恩福的資助和關愛之下成長起來的，
能夠為恩福的發展盡一份綿薄之力，理所當然，義不容辭。盼望在以後的時日裡，和大家一
起在恩福這個大家庭中盡忠服事，推動文化宣教，為神國培養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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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董事名錄與剪影

2000 年借靈糧教會開董事會。2000 年借靈糧教會開董事會。

▲ 2001 年董事參觀第一間辦公室 。▲ 2001 年董事參觀第一間辦公室 。

▼ 2001 年恩福家人退修會中董事合影。▼ 2001 年恩福家人退修會中董事合影。

駱傑雄 尤惠琮 廖和健 蘇文峰 陳宗清 許蒙惠 陳永昌 謝崇仁 蕭隆昌 陳俊偉
1994-
2022

1994-
1999

1994-
2004

1994-
迄今

1994-
迄今

1999-
迄今

1999-
迄今

2000-
2005

2002-
2016

2003-
2014

陳愛光 陳惠琬 張文辛 陳政 蕭康 劉哲沛 朱漢同 郭英調 許基康 徐志秋
2003-
迄今

2005-
迄今

2008-
2016

2009-
2019

2015-
迄今

2015-
迄今

2017-
迄今

2017-
迄今

2018-
迄今

2023-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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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董事會。2004 年董事會。

▲ 2006 年董事會。▲ 2006 年董事會。

◀ 2017 年董事會。◀ 2017 年董事會。

▲ 2018 年恩福家人退修會中董事合影。▲ 2018 年恩福家人退修會中董事合影。

◀ 2019 年恩福董事會，部分董事遠距參加。◀ 2019 年恩福董事會，部分董事遠距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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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心聲

領受愛的承諾．扶持牧者同伴
陳祖幸 / 恩福牧養與培訓主任（2001 級）

2000 年 6 月初，我在紐倫堡的一個
基督徒造就營裡蒙召，願意一生為神所
用，為主而活。	那次營會的講員是李秀全
牧師，經他推薦，我於 2001 年底被接納
為第十位恩福神學生，當時我在正道福音
神學院念道學碩士。

第一次跟會長夫婦見面時，我就被告
知：就像一個被領養的孩子，成為恩福家
人是一輩子的事，他們承諾會愛我一輩
子。我仔細地觀察，要看看他們是否會兌
現諾言。這一觀察就是十年，終於我信服
了。從此，我便真正視恩福為我屬靈的家。

生活和服事中如果遇到什麼挑戰和困難，我都跟牧師師母分享，我知道他們會替我保密，也
會為我禱告，並給我屬靈的引導。

感恩！雖然我資質平凡，仍然得到牧師師母的賞識。七年間兩次向我發出邀請，讓我到恩
福服事。理由很簡單，他們覺得我是「國度人才」，恩福願意提供一個平臺，讓我做上帝呼
召我去做的服事。雖然頭一次我拒絕了，可他們仍然不氣餒。2022 年 1 月下旬，我突然接到
恩福會長夫婦的電郵，邀請我加入恩福，參與關懷年輕牧者的事奉。如何描繪我當時的心情
呢？我腦海裡閃現的是“pleasantly	surprised	”，翻譯成中文就是「驚喜」。	

「驚」的原因有二，一是會長夫婦知道我所有的軟弱，卻仍然不嫌棄我；二是幾年前我拒
絕過恩福的邀請，人間奉行「好馬不吃回頭草」，恩福卻願意「兩顧茅廬」。「喜」則是因
為隱隱覺得，這個邀請跟我心中的負擔及上帝對我的核心呼召有直接的關係！

認識：牧者也需要關心
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不久，我們全家被教會差派去災區參與賑災工作，前後歷時三個月。

在這段時間裡，神讓我們看到牧者群體在身心靈健康上的需要，並產生了很深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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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一爆發，很多神的兒女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匯集到災區，其中不少是教會牧者。他
們不怕苦不怕累，富有犧牲精神，甘願冒著瘟疫、餘震的危險來愛神愛人，讓我佩服。但是
一段時間之後，在牧者群體中就出現各種衝突。如果沒有管控好，往往導致團隊嚴重不合一，
神兒女的生命受虧損，神的名受羞辱。究其原因在於：來這裡伸出援手的人，本身的生命並
不健康——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我們驚訝地發現：牧者也需要關心，Caregivers	本身也需要 Care ！如何關心這群人呢？
通過訪談，我們被告知：他們不缺少神學資源，不需要說教，他們需要陪伴！當時我們夫婦
天真地覺得：他們的要求不高呀，我們可以做到！

一回美國，我們便積極行動起來	，計劃 2009 年	6 月 1 日之前放下美國的服事，再次回到
災區，長期陪伴這個特別的牧者群體。然而，後來因著各方面的因素，	我們夫婦的身心靈竟
出現了燃盡的情形，幾乎連在本地的服事都難以為繼。結果，這個一廂情願的回國事奉計劃
便化為泡影。

如今回想，這真是主的憐憫。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屬靈生命遠遠不夠健康和成熟，如果按自
己的計劃回去，「陣亡」是遲早的事。神出手攔阻了我們，為此大大感恩！

呼召：做牧者的牧者
就在我們身心靈極度軟弱時，有一位好朋友跟我聯繫，鼓勵我去見一位美國牧師，請她

為我禱告，並幫我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可是當天因為太太對此事有所顧慮，為了夫妻的合一，
我選擇放棄，打電話實情相告，並請她原諒。她表示理解，並說仍然會為我們禱告。

坦率地說，我以為這只是她禮貌的說辭，沒想到第二天，我居然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我
的好朋友發來的。朋友告訴我，雖然我沒有赴約，但這位牧師仍然為我禱告了，而且從神那
裡領受了一些關於我的信息，朋友一個字一個字地抄下，發送給我。

信息很長，開篇就很勁爆。這位牧師說，她看到神呼召我栽培、牧養、裝備在中國的牧師！
（I	saw	God	call	Pastor	Zuxing	to	raise	pastors	for	God	in	China.	Zuxing	is	called	to	pastor	
pastors.	God	has	called	him	to	equip	them.）這位牧師不久之後就回天家了，自始至終在地
上我都沒有見過她。但是，她留下了神呼召我的異象——做牧者的牧者！

當這個先知性的信息臨到我時，起初，我在本能上是否定和不信的。但令我自己都感到驚
訝的是，對於這段信息，我居然沒有拋卻腦後，置之不理。沒過幾天，我頭腦裡開始出現一
些思緒，並最終在與神的對話中確認了「做牧者的牧者」這一呼召。	

奇妙的是，我被成全久了，也願意去成全他人。作為恩福的牧養與培訓主任，我被賦予重
任去陪伴、牧養那些身心疲憊的屬靈領袖們。我喜歡我的服事，我的禱告是：「神啊，藉我
賜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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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盡頭經歷愛
我與恩福二十年的永恆情份

田玲 / 恩福學者事工專員（2009 級）

回顧我與恩福的二十年關係，大致經歷
了三個階段，即 2004 至 2011 年的第一個
七年，2011 至 2021 年的中間十年，以及
2021 至今（2024 年）的三年。從聖經中數
字的意義來理解這三個階段的年限，都有圓
滿的意思，也可以說都是神的時間。

在每個階段，我都經歷到了不同類型的
人生盡頭和「死蔭的幽谷」（詩二十三 4），
但是神藉著恩福愛的巨手，「把我從大水中
拉上來」（詩十八 16），「使我躺臥在青草
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詩二十三2）。

第一個階段的七年：2004 年，我一邊在北大任教，一邊轟轟烈烈地參與北京家庭教會和
校園事工。神藉著北大哲學系吳玉萍老師的聖經課和我所屬教會的培訓會，讓我與陳牧師、
師母相遇，並開始了他們從神而來、不離不棄的愛。他們在我個人生活和服事上給予各樣的、
持續性的指導、支持與鼓勵，包括越洋探訪、越洋電話答疑，還接納我為恩福神學生，在美
國把家門向我敞開，修復我北京服事的疲憊，助我完成耶魯的神學碩士學位。這一切都把服
事疲憊的我從「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腓一 23）的狀態中帶領出來。

第二個階段的十年：2011 年我完成了耶魯神學院的課程，被神帶到賓州彌賽亞大學和使
者協會參與服事。同時我與恩福的關係，也因著個人心靈中「死蔭幽谷」似的巨大試煉與掙
扎而進入到交流的凍結狀態。我默默地閱讀通過電郵收到的恩福神學生們的家書，默默地遞
交退修會中的分享報告和年終感恩家書，也會在建慰弟兄為《恩福》雜誌邀稿時，默默交上
文稿。但是，我十年沒有參加恩福家人退修會，沒有和陳牧師、師母有任何通話與見面，他
們非但沒有給我壓力，而且讓我從他們無限的理解力和接納中默默地獲得巨大支持與力量。

第三個階段的三年同工關係：2021 年夏天，我的生活發生十級強震，突如其來的變故令
我天旋地轉、不知所措。我唯一想到的求助對象就是陳牧師、師母。在他們忙過恩福家人退
修會後，我馬上與他們約談，不但心靈上被他們鼓舞和堅固，更是被他們吸收為恩福同工。

在恩福的服事幫助我全方位重建全面坍塌的生活與生命。每一次同工會討論事工前的靈
修，每一件給予我的任務，每一回傾心吐意的主裡交通，每一次來到神面前為事工和生命的



35

園丁心語

禱告，每一個關於生活、運動與健康的詢問和指導，都在幫我慢慢恢復主裡的生命。在恩福
服事的三年，是神藉著恩福愛的巨手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並把我帶到溪水邊的三年，是讓
我回到康州重新安居樂業的三年。

總之，神是愛，是永恆！在與恩福的二十年關係中，我體會到恩福不僅以神學教育栽培
人才，更是以來自神的愛滋養人才。古語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陳牧師、師母不僅
以慧眼識英雄來選拔和支持神國人才，更是以博大胸襟愛護、理解、包容如我一樣有著各種
經歷的恩福畢業生和神學生，使我們跌倒了可以爬起來，繼續一如既往地服事神，為神所用！
我在恩福所領受的愛，是直接參與神救贖的愛，是真正造就人的愛，是有永恆意義的愛，是
被神所紀念的愛，是可以傳遞和延續的愛。願這樣的愛，在我和每一位恩福家人手中繼續傳
遞，直到地極，直到與主面對面！

充滿 hesed 的大家庭
程嫣 / 恩福執行編輯（2022 級）

2022年2月份，我成為恩福義工；同年9月份，
成為恩福第 55 位神學生；2023 年 7 月份，正式
成為編輯同工。一路走來，滿有恩典與祝福，恩上
加恩，福上加福。

然而，在加入恩福大家庭之初，當時，我是有
著些許疑惑的。恩福以「家人」彼此相稱，溫馨可
愛。但是，「家」究竟是什麼呢？是《家春秋》中
的家？《紅樓夢》中的家？還是《雷雨》中的家？
這些都是世俗文學，暫且不提。然而，聖經中又有

幾個美好的家庭呢？從亞伯拉罕、以撒到雅各，再到大衛家，彌賽亞家族問題多多——「家
家有本難唸的經」，一個都躲不過。

如今，加入恩福大家庭近兩年，我的疑惑漸漸稀釋，乃至消失不見。因為我發現，恩
福是一個充滿hesed 的大家庭。希伯來文中，hesed 一詞譯作「恩慈、慈愛」（loving	
kindness），指向神長存的憐憫、慈愛與恩待。這愛基於盟約關係，因此，亦稱「盟約之愛」
（covenant	love）。hesed 之源頭是神，而人與人之間也可以用神所賜的hesed 來彼此相待。
路得記一直是我鍾愛的書卷，是黑暗士師時代的一股清流；人與人的hesed 在路得記得到了
美麗的詮釋。三位主角，拿俄米、路得、波阿斯，均以hesed 彼此相待，超越了正常的責任，
譜寫出彌賽亞家族的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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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就是一個擁有如此這般hesed 的大家庭。在這裡，有著真切的關懷與愛，不僅是
錦上添花，更多的是雪中送炭。陳牧師、師母將神學生、畢業生們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疼愛。
孩子們的脾氣個性、背景領域各不相同；有的孩子常回家，有的不常回家；有的常聯繫，有
的因種種難處疏於聯繫⋯⋯然而，無論如何，孩子終究是孩子，父母永遠愛他們。在這裡，
各路人才聚集一堂；但是，你不需要因為自己不夠優秀而惶恐，或因不夠積極而愧疚。

一朝家人，永遠家人；愛裡沒有懼怕；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這，就是hesed 在恩福
大家庭中的真實體現。

歷年同工、義工名錄與剪影
劉良淑 周媛媛 林雪臙 陳宗清 夏訓智 張健蕾 莊光梓 李靈

1994- 迄今

行政主任 /
執行編輯

1994-1996

寫作同工

1999-2015

秘書 /
行政助理

2001- 迄今

會長

2001-2015

電腦美編

2002-2003

行政助理
( 兼職 )

2003-2008

編輯

2005-2018

學術交流部
主任

王子因 李鍾民 周珊 劉建慰 莊麗美 張靜 張怡晨 蔡尚純

2006-2009

大眾傳播部
主任

2006-2007

學術交流部	
助理

2007-2013

雜誌美編	
( 兼職 )

2008-2013

編輯

2009-2010

拓展助理

2013-2016

編輯

2014-2015

電腦美編	
( 兼職 )

2015-2018

行政助理 /	
神學生事工

馮彩葭 李微 陳薇如 沈逸珊 張東 李蕙 田玲 吳東陽

2016-2017

電腦美編	
( 兼職 )

2016-2017

新媒體

2017- 迄今

編輯/財務/
行政

2018-2018

行政助理

2018-2023

雜誌美編	
( 兼職 )

2018-2021

會長秘書

2021- 迄今

編輯 / 學者	
事工專員

2022- 迄今

網站設計	
	( 兼職 )

陳祖幸 陳麗瓊 程嫣 林惠敏 王雲章 俞肇宏 游河珍 陳昌靜

2022- 迄今

牧養培訓部	
主任

2022- 迄今

行政助理	
( 兼職 )

2023- 迄今

執行編輯

2022- 迄今

禱告 / 行政	
( 兼職 )

1994-2019

會計師	
義工

2015-2016

財務義工

2016-2024

財務義工

2016- 迄今

財務 / 電腦
義工



37

園丁心語

第一間辦公室，位於濤浪巿，2001-2003。第一間辦公室，位於濤浪巿，2001-2003。

▼▶  第三間辦公室，位於蒙特利公園巿，▼▶  第三間辦公室，位於蒙特利公園巿，
2005-2013。2005-2013。

駱傑雄董事夫婦來蒙特利公園巿，與同工歡聚。駱傑雄董事夫婦來蒙特利公園巿，與同工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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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爾灣的辦公室，位於 Sky Park Circle，搬動了三次。在爾灣的辦公室，位於 Sky Park Circle，搬動了三次。
第一間辦公室的同工與義工，2013-2017。第一間辦公室的同工與義工，2013-2017。

第二間辦公室的同工與義工，2017-2023。第二間辦公室的同工與義工，2017-2023。

第三間辦公室的同工與義工，2023 迄今。第三間辦公室的同工與義工，2023 迄今。 台北的同工，2022 迄今。台北的同工，2022 迄今。



39

耕耘文化

耕耘文化



40

重大里程碑

確立以
耕耘文化土壤

為宗旨

階段一  
1994~1995 

探索

確定以	
人才栽培為	
核心事工

階段二
1996~2000

萌芽

1996 年
9 月

•	設立「恩福神學
生獎學金」（迄
今）。

1997 年
6 月

•	辦「中國福音之
路晚會」（至
2002 年）。1994 年

5 月

•	在濤浪巿成立「恩福基
金會」董事會。

•	請陳劉良淑師母任代理
總幹事。

•	發行恩福通訊（迄今）。

1995 年
5 月

•	首次參與基督教與中國
學術交流（該次邀請北
大哲學系教授趙敦華到
美辦講座。從事學術交
流至 2018 年）。

1995 年
下半年

•	在洛城 AM	1300 中文
廣播電台每週六播出	
「蔚藍之光」節目。

1994 年
8 月

•	聘周媛媛為寫作同工
（至 1996 年初）。

•	陳師母轉任義務
總幹事。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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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領航
確定策略：人才栽培▪學術交流
	 大眾傳播▪神學培訓

增名「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階段三
2001~2009

成長

2001 年
5 月

•	第一屆「恩福家
人退修會」（迄
今）。

2001 年
7 月

•	在濤浪市設辦公
室。

•	陳宗清牧師擔任
會長（迄今）。

•	陳師母轉任行政
主任兼執行編輯
（至2024年）。

2001 年
10 月

•	《恩福》雜誌創
刊（迄今）。

2002 年

•	協助「北美華人基督
教學會」（學術會議、
學者交流、出版《基
督教與中國》論文集。
至 2017 年）。

•	建立網站（迄今）。
•	會長受邀至各神學院
授課，至各教會佈道、
培靈（腳蹤遍及美、
加、台、澳、歐等地。
迄今）。

2003 年
10 月

•	陳會長首次到中國講
學（至 2007 年）。

2005 年
1 月

•	辦公室遷至蒙特利公
園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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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4 月

2005 年
7 月

•	為中國高校碩博
士生設立「恩福
獎學金」（後改
為「基督教研究
獎學金」，併入
以下「研究中心」
事工）。

•	聘李靈牧師為學
術交流部主任，
成立「基督教與
中國研究中心」
（學術會議、論
壇、講座、獎學
金、研討會、出
版論文集、博士
生暑期講習班等。
2018 年獨立）。

2006 年
6 月

•	聘王子因為大眾傳
媒部主任（製作宣
教 短 片。2009 年
離職，成立「愛在
中國傳播有限公
司」。）

•	出版書籍（恩福靈
筵、論文集、見證
集、靈修講經、雜
誌文選等。迄今）。

•	聘王子因為大眾傳
播部主任（製作宣
教 短 片。2009 年
離職，成立「愛在
中國傳播有限公
司」）。

•	出版書籍（恩福靈
筵、論文集、見證
集、靈修講經、雜
誌文選等。迄今）。

2007 年
2 月

•	大眾傳播部推出
《愛在中國》宣教
短片。

2007 年
10 月

•	研究中心主辦「中
西文化交流回顧與
展望」國際學術研
討會。

2008 年
•	出版會長佈道培
訓DVD（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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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策略：
差派連結

階段四
2010~2019

伸枝

2011 年
4 月

2012 年
5 月

2013 年
6 月

2014 年
7 月

•	第一次亞洲恩福家人
退修會在北京舉行
（至 2016 年）。

•	第一次歐洲恩福家人
退修會。

•	辦公室總部搬至爾
灣。

•	20 週年慶，擴大恩
福家人退修會，並辦
感恩聚會。

•	開始差派恩福宣教士
（分佈在中國、香
港、歐洲。事奉領域
有：培訓、高校教學、
教會拓植、輔導諮
商、神學教育、新媒
體等。迄今）。 2016 年

•	建立「藉我賜恩
福」微信平台
（至2017年）。

2016 年
10 月

•	第四次亞洲恩福
家人退修會在台
灣中原大學舉
辦。

2019 年

•	協助北京清華
「人類文化遺產
高級研修班」，
提供師資（迄
今）。

2018 年
•	協助「北美中國
神學生退修會」
事工（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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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網路事工，
加強與畢業生

合作

階段五
2020 迄今

開展

•	全面更新網站。 2020 年

•	設立網上學術性
「恩福論壇」。

•	與哥倫比亞國際大
學合作，提供師
資。

2021 年

•	陳祖幸牧師就任牧
養與培訓主任。

2022 年
6 月

2023 年
2 月

•	設立網上牧養性「興
盛健壯」講座。

2023 年
7 月

•	程嫣接任執行編
輯，田玲任學者事
工專員。

•	與宣教士合作，預
備在創啟地區建立
神學院。



45

耕耘文化

恩福事工與組織圖 2024

恩福畢業生、神學生分佈圖 2024

總幹事行政

會   長

董事會

人才栽培

神學生 
奬學金

退修會

家書

大眾傳播

恩福雜誌

通訊 / 刊物

書籍 / 產品

網站 / 傳媒

牧養關懷

興盛健壯 
講座

家人關懷

國度關懷

學術交流

恩福論壇

教授事工

恩福學者

差派連結

恩福宣教士

恩福喜樂 
傳道基金

哥倫比亞國際 
大學合作項目

恩福家人 
事奉單位

秘書
人事 禱告事工

財務
總務

香港 3

歐洲 4加拿大 4

中國 15
美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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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養成
我們自 1996 年開始設立恩福神學生獎學金，盼望培育合乎主用的僕人，在文化宣教的禾

場中服事，並稱他們為「恩福家人」。根據主耶穌對忠心僕人的教導（太二十四 45 ～ 47，
二十五 20 ～ 23），我們以下列四個準則作為培育重點：

第一，儆醒——恆切的禱告。一切帶來永
恆祝福的工作，必須藉聖靈完成。所以我們看
重禱告，鼓勵恩福家人用禱告來進行一切事奉。

第二，良善——敬虔的生活。神是聖潔的，
主的僕人在生活和工作上必須反映祂的榮美。
所以我們強調誠信與真實，鼓勵恩福家人彼此
坦誠相待。

第三，忠心——明智的事奉。神所賜的資源應當妥善運用，發揮最大的功用。所以我們注
重在小事上負責的態度，並鼓勵恩福家人對所有的事全力以赴。

第四，見識——時代的眼光。基督徒的事奉是與世界的神爭戰。所以我們鼓勵恩福家人瞭
解時代的脈搏，掌握新科技，以致可以在事奉上有深遠的影響。

恩福支持的神學生多在不同的神學院就讀。
在求學期間，我們除了經費的支持，還以各種
方式竭力扶持他們，例如：平日的聯繫、恆切
的代禱、會長的探訪、神學生的每月家書等。

我們秉持以下的培育理念來關懷神學生：

1、屬靈指引：建立親密關係，隨時提供屬靈的輔導。

2、家庭建造：看重每個家庭的建造，關心夫妻與親子關係。

3、事奉榜樣：會長與董事都以身作則，並分享事奉心得。

4、導師關係：鼓勵較年長的恩福家人陪伴年輕的神學生一段時期。

對於畢業生，我們仍持續聯繫、關懷、代禱。每到年終，我們邀請所有的家人寫感恩家書，
並編輯成冊，讓大家維持長遠的關係。

2017 年退修會前和部分家人參加教會禱告會。2017 年退修會前和部分家人參加教會禱告會。

2007 年，波士頓，探望徐志秋。2007 年，波士頓，探望徐志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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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群英像（199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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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家人退修會
每年暑期舉辦的「北美恩福家人退修會」，神學生、畢業生、董事、同工共聚一堂，每個

人都分享跟隨主的心聲，並交換事奉的心得。這是我們凝聚共識的寶貴機會，每一次均留下
深刻的印象，令大家十分珍惜。	

北美的退修會從 2001 年開始，未曾間斷過。第一、二屆退修會在濤浪巿舉行，曾借用洛
杉磯靈糧教會，也在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辦過晚會。2003 至 2006 年，在當時的董事蕭隆昌
位於鑽石吧的家中舉行，非常溫馨。2007 至 2012 年間，恩福的辦公室位於蒙特利公園巿，
對面的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慷慨提供場地，旁邊有間小旅館 Comfort	Inn，配搭起來正合
用。2013 年開始，辦公室搬至爾灣，退修會便借用當地的旅館，橙縣中華福音教會也提供了
很多幫助。	

除了在北美之外，恩福曾於 2011、2012、2013	年，在北京為已經回國事奉的畢業生舉
辦小型退修會。2012 年亦在英國的牛津，為當時支持的神學生和幾位在歐洲的畢業生舉辦退
修會。2016 年更在台灣的中原大學，為亞洲的畢業生舉辦退修會；好些恩福家人是第一次到
台灣，格外興奮。

2020 至 2022 年全球疫情期間，我們仍然透過網路舉行退修會，把全球的恩福家人都召
聚在一起。2023 年恢復實體聚會，首次移師到德州休士頓辦退修會，參加者以神學生為主。

每年的退修會之後，都會在《恩福》雜誌刊登報導。以下轉載2012年退修會精采的回顧，
讓讀者體會恩福家人參加聚會的心情與收穫。可惜那一年的合影丟失，下面這張為 2011 年在
好牧者長老教會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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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退修會掠影
——我們成為一家人

布拉 / 青年事工（2012 級） 

楔子
飛機落地不久，我看到手機有一通未接來電，打過去，是「快樂旅遊」的人在附近等我。

這位師傅聲音爽朗，操著一口被大陸年輕一代追捧的「台灣國語」，我聽了心情大好。車子
開出機場，遠處天空星星點點，機場附近的天空則被落日餘暉染成一片紅艷，像被火燒著一
般。我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回頭去看。

「師傅，你知道嗎？我們小學課本上有篇課文叫《火燒雲》。這是我第一次見耶！」

「啊？不會吧？温哥華沒有嗎？」

「沒有這麼紅的。」

「哦，是嗎？咦，奇怪嘞，這兩天機場怎麼這麼忙，飛機排隊都排到那頭去了！」

「啊？你說那些星星點點嗎？那些是飛機啊？我還從來沒看過飛機排隊呢，哈哈哈！」

「這下你賺了，兩個從來沒見過的，現在都見過了。你是來開會嗎？」

「不是⋯⋯我是『恩福』支持的神學生，過來參加一年一度的家人退修會。」我中間猶
豫了一下，因為在國內，對這樣的聚會都說得比較隱晦。來北美快一年，我還需要反應一下，
才記起沒有「有關部門」這回事。

「原來你是神學生！那你為什麼不來這邊唸？這邊也有『台福』啊。以前劉富理牧師一直
叫我去唸，我想來想去，後來還是跑去賺錢了！」

閒談之間，夜幕已經降臨。
等著降落的飛機像約好的星星，
排成一條直線。這是我第二次來
洛杉磯，我對她開闊的地勢已經
不再感到陌生，看到路邊的棕櫚
樹也開始覺得有點親切。

今晚會見到哪幾位恩福家
人呢？常常通信的 Sharon 長什
麼樣子？明天的聚會是什麼情
形？⋯⋯過去幾個月每次我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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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時候，這些問題都會在心裡盤旋。現在，答案很快就要揭曉了。

到了「舒適」旅店（Comfort	Inn），薩林娜來接
我。進屋東西一放，她就說：「走吧，師兄們正在討論
神學。」門一開，只見這邊廂靠著床頭坐著兩位弟兄，
那邊廂一位弟兄趴在床上，另一位坐在椅子上。四位均
戴眼鏡，面前各攤一本聖經，坐而論道，書生文雅；坐
在椅子上的那位弟兄尤顯得紅光滿面。我們一一握手，
自報家門，聽到如雷貫耳的久仰大名時，我都强作淡定
狀。落座後，論道繼續。那晚的主題是「律法」與「恩
典」。從我趕上的後半程聽來，此議題應是牧者們就個

人的心路歷程和實際的牧會體驗有感而發。因為是用中文進行的神學討論，光是坐在那裡聽，
我就覺得滿足不已。殊不知，三天的「視聽盛宴」由此拉開序幕⋯⋯

「七劍下天山」
恩福家人退修會安排在週四到週六，是因為幾位做牧師的「老」家人，主日要趕回各自的

教會服事；還有幾位是懷揣著自己的新書、新作、新研究而來，使我心裡不由生出「七劍下
天山」之感。

言歸正傳。今年退修會的主題是「教會牧養與文化宣教」。就牧會這個層面，幾位牧師根
據自己的切身感受和負擔，專題分享了「牧者的健康」（陳祖幸）、「傳道與牧會」（王志勇）、
「文化與牧善」（李靈）、「牧善與教會傳統」（陳愛光）、「時代牧者的挑戰」（陳宗清）。

何為健康的牧者呢？牧者難道不是自然而然就健康的嗎？
祖幸牧師用希伯來語中的「Shalom」一詞來定義牧者的健康，
即與各方面有著順暢、和好的關係。而牧養工作的特點——

本頁與次頁的黑白照片，取自《恩福》雜誌 45 期，攝於 2012 年退修會。本頁與次頁的黑白照片，取自《恩福》雜誌 45 期，攝於 2012 年退修會。

位於南加州蒙特利公園巿的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位於南加州蒙特利公園巿的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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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impossible」、「随時被打岔」、「永無休止」、「眾目睽睽」，給達到Shalom
這一目標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在不斷接受裝備、並且與同路人彼此相連的同時，持守安息，
於聖餐中不斷默想十字架的功效，是他認為對維繫牧者健康很有幫助的屬靈操練。

對於牧者的忙碌，志勇牧師一句戲謔的評語「傳道傳道，隨傳隨到」，不但當場引得眾人
捧腹，後來更被不止一位引用以自嘲。「牧師是聖言的僕人！」是他對牧師一職的核心定位，
因此「掌握教會整體的方向、為教會的靈命把脈」，以及「培養人作傳道人」，才是牧師的
首要任務。

李靈牧師認為，「任何信仰都處於一種文化中」。根據他對華人教會的觀察，他提出了幾
個值得我們警醒的問題——是「肉身成道」還是「道成肉身」？是「宗族本位」還是「神國
本位」？是「族群認同」還是「信仰認同」？是「以利劃界」還是「以信劃界」？透過教會
裡面所反映出的一些文化現象，他給出了這樣幾個建議——不以對錯論多元，不以優劣評他
族，不以政見定靈性，不以貧富顯遠近，不以愛心損公義。

反思了中國文化之後，愛光牧師又把我們帶進大公教會的多元神學傳統，提醒我們注意神
學問題的複雜性和歷史性：每一個神學問題都產生於一個具體的歷史情形裡面。當我們對於
一個有爭議的神學問題很確定（基於事實的判斷）、但問題本身不是那麼重要，大家就可以
相安無事：若既確定、又重要，就要為之竭力爭辯；而對於那些很重要、但不是那麼確定的
神學問題（如靈恩、婦女服事、「聖徒恆忍」等），則要彼此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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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會長陳宗清牧師針對今日科技發
達、文化多元的現實處境，特別勉勵傳道人
每天過聖潔的生活，學習「神同在導向」而
非「事工導向」：同時以國度的心胸與眼光，
瞭解自己所接受神學派別之外的神學立場，
參與普世宣教，做「世界性基督徒」。

另外幾位牧師、學者，就文化宣教的議
題，專題分享了「中色神學和新國學」（李
民舉）、「傳統儒學的價值傳遞與基督信仰
的成聖論」（徐志秋）、「新書《道路與真
理》簡介」（謝文郁），以及「教會與文化
宣教」（陳宗清）。限於篇幅，這裡不一一
介紹。總的說來，專題分享呈現了寬廣的視
野，也讓我們這些新人領略到前輩們的牧者
情懷、學人風采。

自謙「不懂事」的董事
除了專題分享以外，每位家人都有 20

至 30 分鐘（若配偶在場）的時間分享自己
的家庭、學習和事奉。董事們的分享被安排
在上述分享之後，以便做回應及代禱。其中
好幾位都說，自己是最「不懂事」的董事，
也不像是事先商量好。

蘇文峰牧師是董事中第一個發言的。他
對於會長「中國城市教會與文字工作走向」
專題彙報所做的評論，中肯而富於啓發性，
引發了熱烈的回應。他幾次使用「穿越」這
樣的流行語，透過今日北美教會的情形來看
將來的中國教會，聽得台下小輩倍感親切，
同時又讚歎：蘇牧師不愧是跟學生打了幾十
年交道的《海外校園》掌門人，「穿越」功
力不在話下。

其實呢，其他幾位的「穿越」功力也不
差——陳政長老「穿越」到俄羅斯的華人教

每位神學生分享之後，由董事為他們禱告。每位神學生分享之後，由董事為他們禱告。

董事們將自己的經驗坦誠地與神學生分享。董事們將自己的經驗坦誠地與神學生分享。

蘇文峰蘇文峰

尤許蒙惠尤許蒙惠

以下照片攝於 2013 年之前的各屆退修會。以下照片攝於 2013 年之前的各屆退修會。



53

耕耘文化

會去短宣，Betty阿姨（尤許蒙惠）和永浩、
惠琬夫婦「穿越」到中國大陸去短宣，駱
董夫婦更是與陳牧師和師母同行，遍訪歐
洲與中國大陸的恩福家人。讓文辛董事欣
喜的是，不僅讀大學的女兒參加短宣，他
的太太也有機會在家鄉的親友當中高舉福
音，所以他以此勉勵大家在各自的崗位上
為主作見證。

特別提一下永浩、惠琬夫婦。身為董
事的惠琬，進神學院装備、多年用筆事奉、
一直衝在前面；而為夫的永浩則甘心樂意
地支持她、成全她，毫無怨言地坐在台下，
站在身後。惠琬說，他們婚姻的前 25 年是
永浩捨己來成全她的夢想，後 25 年她也
願意捨己來成全永浩。我想我不是被一個
童話般的愛情故事撞擊了心靈，而是心裡
面驚嘆說：原來基督裡的婚姻還可以 John
（「這樣」唸快一點）！

駱董回應時說：「我喔，既不是牧師，
也不是學者，以前坐在下面聽都覺得困難，
這次總算是聽懂多一點啦，還被叫到上面
來做回應，我升格囉⋯⋯」說完像小孩一
樣，開心地笑起來。不過看到駱董 PPT 上
他所參與的事奉跟奉獻，如果我戴眼鏡的
話，那副眼鏡就要掉下來了！委身於浸信
會超過半個世紀的駱董，這次還提醒我們，
浸信會的弟兄姊妹說「受浸」，而非「受
洗」；他們的傳統尊重浸禮的儀式，但並
不以此作得救不得救的爭論焦點。

會長陳牧師總結說，董事會每次開會
做預算，神學生的需要一定是放在第一位。
而董事們一直都默默地奉獻，默默地擺上。
恩福的董事們真的是將信仰踐行在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

張文辛張文辛

陳惠琬陳惠琬

駱傑雄駱傑雄

陳宗清陳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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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英雄
退修會正式開始的第一天早上，我懷著

「答案就要揭曉」的興奮心情，走進了會
場——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小禮堂（感
謝他們免費提供場地）。環顧一下四周，陳
師母已經在電腦旁邊測試 PPT——這三天她
的重頭任務就是一直守在電腦旁，配合分享
的人播放 PPT。

後來看到一位拿著相機、背著背包、頭
髮有些花白的弟兄，跟工作分配表一對，他
就是平時跟我們約稿的建慰兄了。我們踏踏
實實地坐著聽時，他都在抓拍台上和台下的
精采鏡頭。

我來之前跟雪臙姐（Sharon）通過電話，
她聲音纖細、温柔，聽起來很年輕；及至見
到真人，依然是身材嬌小，面貌有點酷似台
灣電視劇裡常見的明星。她分享時放的是配
樂 PPT，比我們的都高級，說是剛剛自學的。

訓智兄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空調出問題
時，他跑前跑後地搬電風扇，測試其他房間
的空調。他也回應過兩次，一開口，直指問
題要害。總是有那種言語寡少、悶頭做事的
人，一旦亮相，絕非等閒。

午飯時間，大家圍坐一桌，繼續爭分奪
秒地交談。那邊廂施瑋姐繪聲繪色地給我們
講她去農村教會如何用講故事的方式給他們
串舊約，並如何將一開始遭到質疑的局面扭
轉為後來的贏得尊重；這邊厢志秋牧師迫不
及待地向最新、也是最年輕的恩福家人薩林
娜同學請教如何給 90 後傳福音。

通常是飯都吃下去三分之一了，陳牧師
還在一桌一桌、一位一位地往我們杯裡加水；
水還沒喝完，西瓜又一盤一盤端上桌來。每

陳劉良淑陳劉良淑

劉建慰劉建慰

林雪臙林雪臙

夏訓智夏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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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飯，他都要等到確保我們全部人吃好喝好，
自己才落座。要不是想著主說：「你們中間，
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
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可十 43 ～
44），我還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這樣安心地
坐享服事。這是一個真正的僕人團隊啊——
既有甘作綠葉、忠心輔佐的同工，也有自己
謙卑、肯為別人洗腳的領袖。

無獨有偶，另外一位新家人——在媒體
領域裡面事奉的劉陽弟兄，因著雪臙姐問他
可否把男洗手間收拾一下而倍受鼓舞，因為
自己終於能被認為是可以委以「打掃洗手間」
這樣的重任了。

除了同工之外，我想恩福神學生的配偶
們，也同樣配稱為「幕後英雄」。劉陽的妻
子沈穎，大部分時間要照顧寶寶。作為一個
曾是業界的風雲人物，她坦言，神現在給她
的家庭功課，遠比當年媒體職場上的功課要
難學。

不同於以往傳道人的配偶及家人常常被
忽略的景況，恩福家人退修會給予每一位到
場的「另一半」時間分享，讓大家瞭解他們
的心情和處境：陳師母也一再提醒做專題分
享的家人，先介紹自己家人的狀況。我想這
十分清晰地傳遞了恩福的優先次序，以及家
庭事奉的理念。

在個人的分享中，訓智兄和建慰兄都提
到了跟孩子的關係。訓智兄談到向兒子懺悔，
建慰兄談到大女兒稱他為好爸爸時的情景，
都讓我感慨良多。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多
麼需要兩代人之間的彼此理解、彼此和解，
多麼需要互相表達愛與尊重。這樣的勇敢、
真誠能夠打動我，我相信，它也一定能夠打
動他們的兒女。

配偶分享（陳祖幸 / 張麗杰）配偶分享（陳祖幸 / 張麗杰）

豐盛的最後午餐豐盛的最後午餐

同心禱告同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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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一家親
第二天下午，李晶、馮賀推著他們一個

半月的寶寶來到我們中間。雪臙姐說，小頌
恩出生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在恩福這個
大家庭中已經可以當婆了！因為她和李晶的
母親同歲。聽到雪臙姐的真實年齡，我下巴
差點沒掉下來。那個週末之後的星期一，李
晶全家就要回到北京。三年前，他們夫婦在
北京教會的詩班裡向弟兄姐妹告別時，我是
坐在下面歡送他們的一員；誰能想到，三年
後，當李晶以優異的成續從神學院畢業、帶
著神賜下的產業要回到家鄉之時，我又有幸
作為「家人」坐在下面見證這一切！

這次作為新家庭成員参加退修會的，有
上面提到的雙雙在媒體領域裡事奉、現就讀
於正道福音神學院的劉陽、沈穎夫婦，有牧
會、以影像作品傳播福音、現就讀於南卡哥
倫比亞國際大學的約書亞、薩林娜夫婦，有
牧會、從事翻譯與神學研究、現就讀於加爾
文神學院的陳知綱弟兄，還有參與文字事工、
現就讀於維真學院的筆者自己。能夠聽到畢
業家人的見證，對我們這些剛剛邁進神學院
不久的新同學，是很好的激勵。

面臨人生新階段挑戰的，不僅有馬上要
回國的李晶夫婦，還有即將要交棒的蘇文峰
牧師。帶我們穿越了《海外校園》從 92 年創
刊至今所歷經的四個階段後，蘇牧師又帶我
們展望了未來二十年「海外校園」事工所要
經歷的「從文字刊物到網上佈道/培訓」、「從
校園到教會（建造教會領袖）」、「從海外
到國內」這三個轉型。將辭去總幹事一職的
蘇牧師，邀請我們為他代禱，他說交接是個
大學問，他需要相信繼任者會比他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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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以為，在這樣短短的幾天時間裡，能夠聆聽到這麼多人在主裡面如此豐富的人生境
遇，能夠瞭解到牧者前輩們在一個全新人生階段的需要，實在是一個殊榮。經上說：「從前
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十三 7 ～ 8）。

恩福是個大家庭，家人分佈在北美、歐洲和中國。陳牧師和陳師母圖文並茂地分享了其他
地區家人的近況，讓我們的心可以牽掛得再遠一點。他們待我們這些學子如父如母，他們的
國度胸懷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

第三天閉會後的午餐上，師母有事先離席。忘了是什麼話頭挑起來，陳牧師開始講起他跟
師母由神親自作媒的愛情故事，只見旁邊一對對耳朵立刻都豎了起來。我發現周宇弟兄的「閃
婚」其實還不夠閃，追本溯源的話，恩福真正的「閃婚」奠基人，其實是陳牧師和師母。陳
牧師說，他們第二次約會即明白神的帶領，定下婚事，而由於師母剛剛編完那一期主題為「貼
近苦難的胸膛」的《校園》雜誌，所以他們兩人相約禁食，為中國禱告⋯⋯那是將近三十年
前的事，當時我跟薩林娜才剛剛出生。

神是歷史的主宰。一個甲子之前的分離，沒能攔阻我們今天在主裡的相聚。回頭看去，怎
能不讚嘆神計劃的奇妙？從台灣先期來到北美的弟兄姐妹所建立的教會，因為語言相同，成
了後來迎接大陸學子、移民、流亡者的家；而懷揣著對中國的異象和負擔留守北美的神僕人，
今天也成了很多人的屬靈引導。往前追溯八年，我信主後不久就讀到媛媛姐主編的《蔚藍色》，
可以說，我從那時起就已經開始受惠於恩福大家庭了。

結語
飛機降落時已是半夜，我從陽光加州回到了細雨温哥華。氣温明顯低了很多，然而我心裡

是火熱的。恩福三天的家人退修，如同一場豐盛的培靈會，有生命的分享，也有異象的傳遞。
如同雲彩般的見證，化作恩雨，降在我們的生命中。

對於恩福的事工，我非常認同周宇弟兄所說的「橋樑」角色。我們每一個人在神的國裡，
都被放在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位置上。我們的使命就是在神的託付與我們所服事的群體之間，
架起一座座橋樑。在這條路上，我們不是孤軍作戰，因為背後有恩福這個大家庭在不斷給予
支持和鼓勵。願我們都能轉而去做那落在地裡死了的麥子，結出許多子粒來。

因著耶穌，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我們同行、相伴。

親愛的恩福家人，珍重再見。

取自《恩福》雜誌 45期（201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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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恩福家人退修會剪影

2003 年2003 年

2004 年2004 年

2007 年2007 年

2005 年2005 年

2008 年2008 年

2010 年2010 年

2003-2006 年，2003-2006 年，
鑽石吧巿，蕭隆昌董事家 。 鑽石吧巿，蕭隆昌董事家 。 

2007-2012 年，2007-2012 年，
蒙特利公園巿，好牧者長老教會。 蒙特利公園巿，好牧者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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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橙縣中華福音教會2013 年，橙縣中華福音教會 2015 年，Double Tree Hotel2015 年，Double Tree Hotel

2016 年，Atrium Hotel2016 年，Atrium Hotel 2017 年，Atrium Hotel2017 年，Atrium Hotel

2019 年，Atrium Hotel2019 年，Atrium Hotel

2013-2019 年，爾灣巿。2013-2019 年，爾灣巿。

2023 年2023 年
休士頓休士頓

Holiday InnHoliday Inn

2020-2022 年2020-2022 年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
網上相聚網上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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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退修會中為家人迫切禱告2017 年，退修會中為家人迫切禱告

2011、2012、2013 年，在北京的退修會2011、2012、2013 年，在北京的退修會

2012 年，在英國牛津的退修會2012 年，在英國牛津的退修會

2016 年，在台灣中原大學的退修會2016 年，在台灣中原大學的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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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田玲 / 恩福學者事工專員（2009 級）

恩福從 1996 年開始設置神學生獎學金，如今 28 個年頭過去，獲得獎學金的人數達至 59
人。其中已獲得學位有 43 位，另有 3 人肄業，還有 12 位以博士生身分繼續在讀。為了讓關
注恩福神學生的人瞭解這事工的總體情況，反思它對神國的深遠意義，筆者研究和撰寫此文。

一、總體情況數據
1、1996-2023 恩福神學生學位分佈

從這組數據中，讀者可以看到神學生的 A.	總體人數，B. 所獲各類神學學位，在不同年度
的分佈情況，以及 C. 神學學位的變化趨勢。

早期以神學碩究碩士 /	聖經研究碩士（深藍色）和道學碩士（橘黃色）居多，而攻讀神學
博士學位（黃色）的恩福神學生從一開始就有，且貫穿始終。2010	年開始恩福不再資助神學
研究碩士 /	聖經碩士（傳播人才除外），2017	年開始不再資助道學碩士。目前的神學生都是
博士生。

2、恩福神學生學位分佈數量及總體比例

恩福的 43 位畢業生中，24	 位獲道學碩士（M.Div.）、11	 位獲神學博士（Ph.D./
Th.D.）、7位獲聖經研究碩士（MA）、2位獲神學研究碩士（M.TS）。加上在讀的12位博士生，
以及 3	位肄業者，學位比例分佈如數據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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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畢業人數角度看，獲得道學碩士的人最多，比例為 41%。從攻讀學位的角度看，道學
碩士和神學博士的人數大致相當，分別為 24	人和 23	人，比例同為 41%。這表明恩福實際栽
培重點的轉換，前期為牧會實踐人才，目前重點為學術與教育人才。

3、就讀學校的神學學位人數分佈

數據三顯示恩福神學生就讀學校及學位的分佈。其中信息包括：A.	學校名稱，B.	學校所
在國，	C.	就讀 3 個不同國家的人數，D.	就讀不同學校的總人數，E. 攻讀不同學位的人數，以
及 F.	在美國 12 個州的就讀學校數和人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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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呈現恩福神學生就讀的國家為美國、加拿大和英國，表格顯示學校數、人數及所佔
百分比。

表格一：恩福神學生就讀學校的國別分佈

國別 學校數 學校數百分比 人數 人數百分比

美國 22 73% 44 76%

加拿大 4 13% 8 14%

英國 4 13% 6 10%

總計 30 100% 58 100%

表格二則是恩福神學生在美國各州的學校數和人數，總計 44 位恩福神學生在美國 12 個
州的 22 所學校攻讀神學。

表格二：恩福神學生就讀美國學校州的分佈

州名 CA IL MA MI PA NC CT SC KY MO NM NY 12 個州

學校數 7 3 3 1 1 1 1 1 1 1 1 1 22 個學校

人數 13 6 6 5 3 3 2 2 1 1 1 1 44 人

二、恩福人才栽培的意義
要瞭解恩福人才栽培事工的意義，可以從世界基督教和神國度的視角來進行反思。

首先，恩福神學生大多都來自中國大陸，只有兩位來自台灣，而他們也有服事大陸教會的
異象。來自中國的神學生，原初都是參加當地家庭教會，那裡並沒有神學教育的資源。有好
幾位在來西方讀神學之前，是當地家庭教會的骨幹服事者。

因此，面向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當其中的信仰群體既受到打壓，又同時在發展壯大的時
期，為之栽培神國人才，實在無比重要。縱向上講，中國教會自上個世紀 50	年代經過歷史的
滌蕩，當下正處於神國人才青黃不接之際，為之栽培神國人才，實在是歷史的需要。

歐美英語國家的大學與神學院，是恩福神學生接受教育的主要渠道。因而，恩福人才栽培
事工成了連結南北世界基督教的重要紐帶。由此帶來的神學思想研究、碰撞和反思，也是非
常重要。神學生所讀學校的地域、文化、語言、教派等廣闊背景，則可反映出恩福在神學思
想上的博大胸襟，和對文化宣教使命的宏大抱負。

從整體上瞭解和認識恩福神學生的群體特徵，能夠領會到這個事工的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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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為恩福神學生之前的本科教育情況
多數恩福神學生都是家中第一位歸主之人，他們過去接受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的高等教

育。他們放棄原來所學，轉攻神學，意味著什麼？這是本段探討的動因。

1、恩福神學生入讀大學本科的時間分佈

如數據四所顯示，筆者收集到 55 人的情況。他們就讀本科的時間跨越了半個世紀，從
上個世紀 70 年代到本世紀 2010 年代。其中 70 年代佔 5.5%；80 年代佔 23.6%；90 年代佔
36.4%；2000 年代佔 29%；2010 年代佔 5.5%。這個時間段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變遷，就是文
革的結束與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啟；同時也反映了1989年歷史悲劇對中國一代學人歸主的影響：
在人看來是絕望的時期，神卻呼召人歸向祂，並賦予使命，帶給人們永恆的盼望。

2、恩福神學生本科就讀學校及人數分佈

數據五反映恩福神學生中 57 位就讀的本科學校及人數分佈。可以看到：A.		學校的國別，
B.	中國的學校省份分佈，C.	學校類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 11 位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佔
總體的 19.3%；另有 13 位畢業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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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沿海的浙江大學和上海的復旦大學，佔總體的 22.8%。考察這些學校的歷史背景，北京
大學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是培養政府幹部精英的學校。但
是其中的畢業生卻選擇歸向神，成為神的僕人。

表格三顯示，84% 的恩福神學生是在中國接受本科教育，16% 在中國之外。

表格三 : 恩福神學生就讀本科學校的國別與人數分布

國別 學校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中國 30 77% 48 84%

美國 6 15% 6 10%

加拿大 1 2.6% 1 2%

希臘 1 2.6% 1 2%

台灣 1 2.6% 1 2%

總計 39 所學校 100% 57 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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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四顯示，恩福神學生在中國就讀的學校分佈在 15 個省及直轄市。50% 分佈在北京、
江蘇和上海；30 所中國院校中的 19 所都在沿海發達地方，佔 63%；在這 19 所學校就讀的人
數為 37 人，佔總體的 65%。

表格四：恩福神學生就讀本科學校中國省份分佈

州名 北京 江蘇 上海 湖北 浙江 河北 福建 新疆 湖南 河南 江西 吉林 四川 內蒙 山東

學校數 7 5 3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人數 22 5 4 2 4 2 1 1 1 1 1 1 1 1 1

表格五針對恩福神學生所就讀學校的類型作大致歸納，可以看出，這個群體在受教學校層
次上的起點相當高，學校所反映的領域也非常廣泛。從社會的角度來講，受教的學校起點反
映了學生的實力與追求。由此可見，成為基督徒並非是弱者的表現，更不是沒有教育水準的
人所尋找的精神寄託。

表格五：恩福神學生就讀本科學校類型統計

學校類型 學校數 百分比 恩福神學生本科學位學校

跨地區綜合重
點大學 8 21%

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
學	、西南大學、University	of	Macedonia、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地方師範類 6 15% 伊犁師範學院	、浙江師範大學、河北師範大學	、南京
師範大學	、江西師範大學、山東師範大學

州省級綜合大
學 6 15% Arizona	Universit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湖

北大學	、浙江大學	、河南大學	、河北大學

工程技術 6 15%
南京工業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	、台灣清華大
學、北京信息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廣播學
院

基督教大學 5 13%
金陵神學院、Oakland	City	University、Azusa	Pacific	
University、Calvin	College、South	Reformed	
Seminary

人文社會科學 5 13%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北京語言大學	、
內蒙財經學院、上海財經大學

地方綜合大學 2 5% 蘇州大學、湘潭大學

農業技術應用 1 3% 中國農業大學

總計 3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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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以上的分析反映出：神在中國社會的歷史轉變時期，彰顯出祂的恩典與引領，揀選
一些人歸向祂，並且離開他們原先的教育領域與社會階層，接受屬祂的教育與裝備，成為神
子民的中堅力量。

3、恩福神學生本科就讀專業領域及人數分佈

數據六顯示恩福神學生本科專業領域的人數，按由多到少的順序排列。對這些學科領域進
行歸類統計，就得到表格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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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六：恩福神學生本科學位學科領域與分類及各類人數分佈
學科大類 人數 百分比 學科大類具體領域

社會科學 21 36% 法學、管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師範（教育學）、
社會學

人文科學 19 32% 哲學、中文與文學、歷史、英語、考古學、人文
應用科學 9 15% 計算機電子工程、工程學、應用化學
自然科學 8 13% 物理學、心理學、理學

神學學科 1 2% 神學

文理科學 1 2% 文理教育

表格七：恩福神學生本科學位學科領域與分類及各類人數分佈
學科領域大類 學科領域 人數

社會科學（21）

法學 6（1 人肄業）
管理學 4
政治學 3
經濟學 4

新聞學 2

師範（教育學） 1

社會學 1

人文科學（19）

哲學 7（1 肄業）

中文與文學 5

歷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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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領域大類 學科領域 人數
英語 2

考古學 1

人文 1

應用科學（9）

計算機電子工程 3

工程學 4

應用化學 2

自然科學（8）

物理學 4

心理學 2

理學 2

文理科學（1） 文理教育 1

神學（1） 神學 1

四、成為恩福神學生之前本科教育情況的意義
第一：從學科角度分析，中國社會從上個世紀 50 年代開始，經歷一系列政治動盪和社會

結構與教育結構的重組，導致人們信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這樣的歷史背
景下，恩福的神學生本科教育專業背景可謂相當具有特色：1）科類齊全，包括自然科學、應
用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2）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佔 68%，如果加上神學科和文理綜合
學科，則達 72%（超過三分之二），比例非常高；相反，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的綜合數只有
28%（不到三分之一）。這表明，恩福神學生群體本科教育領域的分佈與社會趨勢相反。這
些人在本科教育的領域選擇上，已具對抗主流文化、獨樹一幟的傾向，後來因著經歷 1989 年
的歷史悲劇或其他原因，至終歸向神。

第二：學校的地理位置和類型與層次，反映出中國東部的開放地區在教育思想與經濟發
展上的影響。恩福神學生是中國信仰群體中的精英，他們與沒有信仰的社會精英有所不同。
在一個失去理想的社會裡，精英們失去方向，不再可能充當社會的良知。而宣揚罪人得拯救
的基督信仰，不僅揀選、淨化了這些從前的社會精英，更在「多給的，就要多取」（路十二
48）的信仰原則下，賦予這些人以新的責任，幫助神子民在墮落世界中作光作鹽。

第三：這些人轉讀神學，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服事神的教會。他們需要從學理上去思想，從
神創造萬有（啟示四 11；西一 16）、貫穿萬有（弗四 6）的視角，將自己過去所學納入屬神
的智慧版圖中。筆者嘗試把恩福神學生以往受教的領域，與屬神的智慧版圖進行連結；因為
他們以往所學也是屬神智慧的一部分，可以繼續為神所用，拓展人們對神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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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雜誌成為旗幟
陳牧師擔任會長後，認為恩福本身應當有一份高水平的雜誌，深入探討信仰與文化方方面

面的關係，作為這個事工的旗幟。雖然辦這樣的雜誌不容易，但是陳牧師堅持要作，因為這
不單讓眾教會能逐漸認識恩福這個福音機構，也能藉此讓基督徒重視文化與信仰的互動。

2001 年 10	月，《恩福》雜誌創
刊，為一年四期的季刊，主旨在探討
並向眾教會介紹信仰與文化的關係。
那時正逢美國遭遇 911 恐攻，這個震
撼人心的事件，背後是伊斯蘭教與西
方文明的衝突，也是世界觀的衝突，
更加印證了瞭解基督信仰與各種世界
觀的重要性。

早期的作者比較仰賴北美與港台
的基督徒學人，後來恩福神學生與畢
業生增加，《恩福》雜誌成為他們可
以發揮的園地。

現今每期的「時代話題」專欄關
注社會的變化，「新視野」專欄從信仰角度探討跨學科議題。一方面結合各專業中的菁英分子，
推動他們更多鑽研信仰與專業的關係，一方面盼望能幫助華人基督徒正視今日的文化，以至
於在福音戰場上，能夠因「知己知彼」而「百戰百勝」。

近些年來，北美的基督教文化受到左派新馬克思主義的顛覆，造成整個社會的動盪，基督
徒對於文化議題更加重視。陳牧師作為主編，經常挑選西方相關的最新著作，請陳師母作成
書摘，以最迅速的方式介紹給讀者，成為雜誌的一個特色。

一路走來，除了陳師母擔任主要的執行編輯，神曾經帶領夏訓智、莊光梓、劉建慰、張靜、
陳薇如、田玲等人幫助編務，恩福家人的妻子有幾位是學美術設計的，包括周珊、張東等，
她們也幫忙設計雜誌的封面。2023 年程嫣接手執行編輯，陳師母退居顧問。

雜誌電子版可上網閱讀：https://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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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中國
——影視事工的嘗試

要轉變文化的氛圍，從策略上來講，透過影視來發揮影響力是不可忽略的。因此，2006
年 6 月，當恩福畢業生、曾有電視專業經驗的王子因弟兄，懷抱理想，在神的感動下願意加
入恩福時，董事們便憑信心接納，請他擔任大眾傳播部主任。

王子因是蘇州大學新聞系畢業的高材生，
後來在電視公司作採訪節目，對象是重要的
時政人物；他的節目曾獲全國性獎項。

他信主後來美國進修，在康州昆尼皮亞
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取得新聞
學碩士。在美國時，他讀到宣教士到中國犧
牲奉獻、傳揚福音的事蹟，內心大受震撼，
渴望有朝一日將這些故事以影視的方式呈現。

2003 年他碩士畢業時，受邀到北加州的
神州傳播公司服事三個月，幫助遠志明所拍攝《十字架》的剪輯工作。之後，就進入台福神
學院進修。

王子因擔任大眾傳播部主任
其實，子因從神學院畢業時，有幾個單位邀請他。之前，他曾經被三一電視台（TBN）

看中，希望派他到上海去拓展中國的事工；可惜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後來也有教會及作媒體
的福音機構找他前去事奉。他畢業前偕妻子到陳牧師家，談及前途的抉擇。離開之前，陳牧
師提到，恩福也是一個可能的選項。然而陳牧師暗自以為這個想法不太現實，因為影視事工
十分燒錢，當時恩福並沒有資源。沒想到，子因夫婦回去後一起禱告，卻受聖靈感動，願意
到恩福來事奉，令陳牧師十分詫異。

回頭來看，實在是神的手在掌管這一切，否則《愛在中國》的宣教短片和影視事工根本
不可能存在。

子因 6 月中旬到恩福上班。陳牧師請他自己禱告尋求，看神要他作什麼。當時他已經在
看戴德生的傳記，並收集資料；最初他想要拍戴德生的故事。一個月後，他就認為應該拍一
系列宣教士的影片，包括戴德生、劍橋七傑、威廉波頓、李愛銳、慕拉第、艾偉德、貝德士
等人。



72

7 月董事會時，他提出了高達一百多萬元
的預算。由於當時恩福年度的預算約為三十餘
萬元而已，董事們覺得有些不知所措，並未作
出決議。

10 月，恩福在洛杉磯辦文化宣教的講座，
子因作了十分鐘的短片，介紹這七個故事。隔
年 1 月，他請了專門作電影後製與特效的肢
體，及專業錄音的美國人作英文旁白，完成
了約十五分鐘的短片《愛在中國》（Love	in	
China）。

2004 年 1 月中旬恩福董事會中，大家一起
觀賞，對於他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完成相當
精緻的影片，感到十分激賞。然而由於經費龐
大，董事們決定要另外成立一個機構，來進行
這項事工。

《愛在中國》短片後來製成 DVD，也放到
網上，被許多推動宣教的聚會使用，感動了許
多人，直到如今仍膾炙人口。

成立「愛在中國傳播公司」
以後幾個月，陳牧師和子因積極尋找有負擔的人，來擔任「愛在中國傳播公司」這新機構

的董事。2007 年 7 月便正式成立了董事會。

其間，子因不斷尋求具體的作法，終於決定先拍李愛銳的故事，因為這位奧運長跑冠軍的
一生傳奇性很高，也與中國當時看重國際體育的潮流相配。子因又感到紀錄片仍不夠吸引人，
想拍成傳記電影，預算也增加到約兩百萬。

由於沒有合適的人選，陳牧師承擔起「愛在中國」董事會主席的職務。感謝神，徐鴻模夫
婦一直有負擔參與董事會，且在經費方面盡力擺上，成為初期最重要的支持者。

子因不斷接觸影視圈內對這個項目有興趣的導演、劇作家、律師等。其中有一位導演
Randy	Turrow的參與相當奇妙。他本來與此計劃毫不相干。他住在加州的馬里布（Malibu），
當年夏天他家附近發生火燒山，一家人被要求撤離。Randy 到一位特技演員的弟兄家，請弟
兄禱告，結果神奇妙地保守了他的家。他很感恩，許諾要為神作一件事。當時那位弟兄剛好
拿到《愛在中國》的 DVD，就請他拿回去看。Randy 夫妻看了之後十分感動，便與子因聯絡，
表示願意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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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人公司」與事工的考驗
後來 Randy 協助子因寫出李愛銳影片的初稿，完成很厚的企劃書，整個計劃從傳記電影

提高到正式影片，預算達一千兩百萬元！「愛在中國」的董事們接受了這個方案，但籌款和
組織的調整成了很大的挑戰。

「愛在中國」是非營利機構，無法承擔拍商業影片的複雜工作與責任，所以必須成立一個
營利公司。「飛人公司」（Flying	Man,	LLC.）就是大家討論之下的結果。在過程中，請了專
業律師指導有關公司結構、營運等問題。

2008年，團隊增加了兩位董事。子因和Randy不斷修改劇本，並物色合適的導演來參與。
董事會努力整合各方的力量，在美國、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竭力籌款；有段時期甚至每個禮拜
都開會。不過，當時最嚴竣的考驗還不是籌款，而是在重大問題上大家意見不一致，難以取
得共識。	

鼓勵與供應
「 普 世 宣 教 美 國 中 心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創辦人、差傳學者溫德（Ralph	Winter），
見到子因，聽到「愛在中國」的計劃時，非常喜悅，應
允要大力幫助。他寫了一封強有力的推薦信給眾教會，
並鼓勵好萊塢與他同名的導演來參與此事工，更在他所
主編的《宣教前線》（Mission	Frontier）雜誌特別介紹
李愛銳的故事，推介「愛在中國」的計劃。可惜他已於
2009 年因癌症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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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 7 日，子因受邀到北加州的慕主先鋒教會去分享，未料當時台灣宏達電的董
事長王雪紅和先生陳文琦也在場聚會。他們十分受感動，會後主動找子因，表示願意進一步
瞭解。於是兩方相約，10 月 10 日在威盛公司碰面洽商。當天陳文琦表示，希望我們能在好
萊塢找到另外的投資者，以便一起合作。因為他們從未投資電影，感到風險很大。

2008 年 10 月，「愛在中國」收到從慕主先鋒教會寄來三十萬美金的奉獻，這筆錢成為
之後幾年支持行政開銷最主要的來源。

離開恩福繼續努力
子因	2009 年離開恩福，繼續於「愛在中國傳播公司」事奉。他的募款努力轉向美國以外

的華人教會，包括中國、東南亞和歐洲。他也嘗試跟美國大的宗派教會與基督教機構協商，
包括學園傳道會、全福會、馬鞍山教會、四方教會、遠東廣播公司、美南浸信會等。可惜到
2010 年底，並沒有太具體的結果。

在這過程中，子因找人不斷潤飾劇本；並且在中國找尋合作單位以及拍片場地。他認識了
導演 Bill	Badalato，他成為子因最得力的夥伴，陪伴他很長的時間。

2011 年，婦女全福會的負責人 Brenda	Shakarian 和她的未婚夫 Terence	Rose 知道這個
計劃後，有意投資，因為 Terence 以前是運動員，十分崇拜李愛銳。子因和他們接觸幾次，
覺得可能是個良機。在與他們敲定簽約之前，子因再度與王雪紅聯繫，這次得到了相當誠懇
的回應。王雪紅甚至想把整個計劃買下，並允諾償還過去所有的投資。這突如其來的轉變，
令子因十分興奮。然而當子因再度和 Brenda 聯繫時，他們卻一直沒有回音。後來與王雪紅的
合作也因種種因素戛然而止。

在這些打擊之後，「愛在中國」的董事會停止了運作。有好幾年，子因很少與恩福聯絡。
不過，他對「愛在中國」的事工始終沒有放棄，仍透過各種途徑嘗試。

2023 年，子因走出靈性的幽谷，重新與恩福的同工相聚。他分享說，這幾年信實的神用
其他方式供應了他們家庭的需要。至於「飛人」的拍片計劃，他和 Bill 曾有幾次籌備到只差
臨門一腳的地步，但至終又不能成。再則世局不斷轉變，大環境與最早計劃拍片時已很不相
同。他從其中看出，神或許另有心意。他向神完
全順服，等候祂的時間與計劃。

恩福同工與子因相聚後，有一個心得：神藉
這個事工塑造了子因，成為更成熟的僕人。或許
對神而言，這比完成福音影片更為寶貴？！另一
方面，由於「愛在中國」的嘗試，恩福實質接觸
了影視界與企業界，也是難得的學習機會，值得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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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配合推動異象
1. 研經、培靈類 

由於「神學培訓」也是恩福
策略的一個環節，陳牧師初任
會長的幾年，寫了一系列《恩
福靈筵》，包括馬太福音、使
徒行傳、羅馬書、哥林多前書、
啟示錄，將他對聖經的領會與
讀者分享。	後來又出版靈修書
籍：《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
闡析》、《當心靈飛向寶座——
主禱文闡析》。

陳師母將陳牧師搜集的講道
例證整理成書：《聖經遇見小
故事》，出版後十分受歡迎。

在DVD流行的年代，正好陳牧師在橙縣中華福音教會作代理主任牧師，後轉為顧問牧師，	
每週的證道皆有錄影。歐陽紅弟兄幫忙後製，作成三套 DVD 出版。

2. 佈道、宣教、神學、文化類
陳師母將陳牧師的博士論文翻譯成中文，《宇宙本體探究》，比較基督信仰與新儒家對終

極實體的看法。

在恩福二十週年之
際，陳牧師將過去發表
過的文章整理成兩本
有關佈道和文化宣教
的書：《跨越傳統尋真
理》、《文化宣教面面
觀》。

恩福邁入三十週年之際，正逢陳宗清牧師跨過七十歲門檻。為了感恩與呈現神在恩福異象
上的帶領，我們委請曾劭愷主編一本論文集《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作為
恩福家人在文化耕耘中初結的果實獻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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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網站存留精華
1. 不斷更新的網站

從1999年開始，就有義工幫忙設計恩福網站，那時雲端科技尚在啟蒙階段。2002年之後，
夏訓智弟兄成為恩福同工，工作內容之一便是網站的建立與更新，他邊摸索邊作，將恩福逐
漸發展的事工在網上陸續呈現。2014 至 2021 年之間，有幾位美編同工幫忙管理，之後我們
便請專業同工吳東陽弟兄部分時間協助，重新設計並維護。疫情之後，雲端服務日漸普及，
許多講座的內容都可以在網上聆聽、重播、下載，這一事工更形重要。

2. 存留雲端的教導與信息
陳牧師曾配合「士每拿培訓資料中心」講授馬太福音，在「好消息電視台」教導主禱文，

這些系列信息都存放在網上，很容易搜尋。此外，陳牧師的主日講道也有二百多篇在網上，
主要是 2009 至 2018 年在橙縣中華福音教會的信息。韓國的大地教會有中文電視台，他們徵

3. 雜誌文選類
雜誌的選文方面，出版了《穿

越科學的迷霧》，以及恩福神學生
的見證：《生命的 U-Turn》上下兩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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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人才延展發光
1. 廣播界

第一批神學生中，有兩位大眾傳播的人才。第一位張
敏姊妹，在離開中國之前，她曾在北京的中央廣播電台主
持「午間半小時」節目，全國知名。

1998 年她從台福神學院（即現今的正道福音神學院）
畢業後，應聘至自由亞洲電台的普通話部門工作。她經常
邀約基督徒上「心靈之旅」節目，並且報導大陸家庭教會
的情況。她的節目也常獲獎，直到 2018 年退休。	

2. 雜誌界
第二位周媛媛姊妹，筆名寧子，是恩福

聘請的第一位同工，專職寫作。她 1996 年
辭職，去台福神學院進修。畢業之後，由於
深感基督教文學是荒園，她在 2002 年創辦
《蔚藍色》雜誌，刊登文學性的散文、詩歌
等，用極高雅的設計來襯托，深受讀者喜愛。
這本雜誌於 2015 年停刊，她感到當時基督
教的作者已經逐漸增多，她的使命也告一段
落。

得我們同意後，將陳牧師的講道納入
節目。後來有大陸的家庭教會肢體告
訴我們，他們透過該電視台看到陳牧
師的信息。

3. 電子書免費瀏覽
恩福的網站上開闢電子書欄目，供

讀者閱讀。我們不僅放上恩福出版的
書，還有一些作者也將他們優秀的成
品放在這裡，大半巿面上已經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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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學界
2004 年成為恩福神學生的施瑋，在中國即是寫作培訓

班出身。從三一西南神學院畢業後，她受邀成為《海外校
園》雜誌的執行編輯，期間努力培養國內對寫作有興趣的
基督徒。

施瑋後來再去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進修，取得教牧博
士學位。

她提倡「靈性文學」的概念，本身是位多產的作家，
寫了好些小說，如《故國宮卷》等；而她嘔心瀝血撰寫的
近代基督徒傳記文學《叛教者》、《獻祭者》、《殉道者》，更震撼了讀者的心。她也寫聖
詩作品，曾由大型詩班演唱。她在海外華人文學圈相當出名，在教會則形同女傳道，又是畫家；
最寶貴的是，神給她非常愛主的心。

4. 新媒體  
2012 年恩福接納了兩位在傳媒上有經驗的神學生。劉陽是資深的記者，曾在《南風窗》

擔任副總編輯，妻子是《南方週末》資深調查記者。他們尚未畢業，就開創辦《境界》網路
平台，不斷推出文章，或是時人的見證，或是從基督信仰看新聞事件。他們在全球徵召同工，
大家一起合作；在這個平台被封之前，閱讀人數曾經達數十萬，影響頗大。如今《境界》仍
堅持透過各種新媒體推出福音信息。

當年接納的另一位神學生薩林娜，是北京大學
的電影碩士。在到美國讀神學之前，她曾製作《誰
是傳奇》DVD 系列，介紹好幾位八零後青年信主
的故事，帶領了不少人歸主。她在美國主攻輔導。
2016 年畢業後回中國，開展輔導工作，並培訓諮
商者。她也開設了「第三空間女性賦能中心」。她
善用新媒體，「薩姊不溫柔」的節目曾使她成為網
紅，後來又在抖音上推出許多有關輔導的短片。現
今她諮詢工作的重點之一，為青少年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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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恩福設立的目的之一，是要轉化華人的思想，因此，「學術交流」是必須採取的策略。從
2000 年初開始，恩福經常參與在兩岸三地及北美所舉行的學術活動。

學術界有不少和基督教相關的活動，如：探討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發掘基督教在華
的歷史，探究基督教對各種人文學科的影響，分析基督教與科學理論的關連等。這些學術研
討的成果，可以改變華人對基督教的錯誤印象。例如，「基督教是弱者的枴杖、人民的鴉片、
是乘著炮彈進入中國的」等說法，經過基督徒這些年在學術界的努力，已經不能欺矇稍有知
識的人。

學術交流初探
1996 年恩福接納王忠欣為首批神學生之一。他

是北京大學的碩士，改革開放後，他是第一位在北大
講授有關基督教課程的老師。後來他到美國攻讀波士
頓大學的神學博士學位，主修教會歷史。在波士頓期
間，他成為基督徒，也成了恩福神學生。

王忠欣常與哈佛燕京學社的學者來往。（燕京學
社是 1928 年設立的，旨在邀請中國學者到美國來作
短期研究。）當年總有二、三十位優秀的國內學者在
此進修，王忠欣經常去照顧他們，提供服務，並成立
「讀書會」，交流與基督信仰相關的學術心得。

1996 年起，他每年舉辦「基督教與中國國際學
術研討會」，邀請北美的華人基督徒學者與中國的訪問學者共聚一堂。畢業後，他成立了「北
美華人基督教學會」，2000 年在美國完成非營利機構的註冊。

他一方面經常帶美國的基督徒學者到中國去訪學，另一方面又開辦「美國文化暑期高級研
討班」，帶中國學者到美國來，用一個月時間走訪四處，以瞭解美國基督教各層面的現況。

2001 年陳宗清牧師擔任恩福會長後，積極與王忠欣合作，參與他在美國所主辦的學術研
討會，並給予經費上的協助。2002 年 6 月，王忠欣邀請陳牧師在費城舉行的學術會議中擔任
主講人之一；當天同台演講的，是陝西師範大學的尤西林教授。這是陳牧師第一次出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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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學術會議。自2003年至2008年，恩福協助出版「學會」每年學術會議的論文集《基
督教與中國》，先後共六輯。

由於參與這些活動，不少中國學者邀請陳牧師去中國訪問。2003 年 10 月，陳牧師夫婦
首次踏進北京大學。當晚他即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課堂上講了兩個小時。2003、04 兩
年，在王忠欣的陪同下，陳牧師陸續在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授課和演講；後來他又應邀前往
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演講授課。

北京中國社科院的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鄭家棟教授是新儒家學者，那幾年經常出國訪學，
在波士頓時與王忠欣相識。（他的妻子後來到美國，不久即信主。）鄭教授 2003 年到洛杉磯
時，曾到陳牧師家拜訪，甫坐下就提問：「儒家的超越是不是內在的超越？」後來，鄭教授
安排陳牧師到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演講，2005 年初並為他爭取到客座教授的聘書。

恩福與「學會」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每次學者們到洛杉磯，恩福都略盡地主之誼。

成立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
2005 年春天，首批恩福神學生之一的李靈牧師打電話給陳牧師，提及 2007 年是馬禮遜

到華宣教兩百年，他能否加盟恩福，來籌辦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他願意放下收入相對
穩定的教會牧職，加入憑信心事奉的恩福，原因無他，乃是看到中國學術界對基督教有許多
開放的空間，然而需要有人去推動、促成。董事們同意了這個構想。

那年 7 月，李靈便成為恩福的學術交流部主任。

李靈曾在上海社科院從事社會學研究。他於 1993 年到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者，在那裡
信主。1996 年蒙召奉獻，到紐約乃役神學院（Nyack）就讀，當時滕近輝牧師擔任該校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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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人事工道碩系主任，他有機會受教於這
位出色的華人牧者。1999 年畢業後，他到大
使命中心事奉，後來轉往達拉斯中國聖經教
會服事，並參與分堂的開拓。在教會事奉期
間，他常回中國短宣，並與一些弟兄姊妹成
立「教育基金會」，以獎學金贊助在中國高
校研究基督教的碩士、博士生。

李牧師加入恩福的隔年，為了方便與學
術界連結，恩福於2006年多登記了一個名字：
「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

基督教來華兩百年學術研討會
2007 年 10 月，「中西文化交流：回顧與展望」的國際研討會成功舉辦，邀請了中、港、

台、美、加、歐洲等地的近四十位學者與會，水準甚高，盛況空前。這是海外唯一一次紀念
馬禮遜來華二百年的高水準學術會議。

最初李靈牧師寄望會議能在中國高校舉辦，並想配合多項活動來引起國人的注意。但是經
過多方聯絡，困難重重，不得已只能選在洛杉磯的威廉克理國際大學舉辦。以恩福極單薄的
人力，要主辦一個頗具規模的國際性會議，籌款和行政都是極大的挑戰。為了這次會議，恩
福的同工合作無間，全力以赴，然而若沒有神的恩典，實在難以完成。

馬禮遜於 1807 年抵達廣州，他不屈不撓，在萬般艱辛中展開福音事工，成為宣教佳美腳
蹤的榜樣。會議中探討了兩百年來基督教對中國方方面面的影響；結束後整理出擲地有聲的
論文集《中西文化交流回顧與展望》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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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基督教來華兩百年學術研討會剪影
開幕典禮開幕典禮

會長致歡迎詞。會長致歡迎詞。

李靈（左）與兩位特別李靈（左）與兩位特別
來賓：蒙特利公園巿巿來賓：蒙特利公園巿巿
長（中），及中華歸主長（中），及中華歸主
趙君影神學院院長 / 阿趙君影神學院院長 / 阿
罕布拉學區教委黃趙企罕布拉學區教委黃趙企
晨（右）。 晨（右）。 

▶ 研究中心總幹事李靈致歡迎詞。 ▶ 研究中心總幹事李靈致歡迎詞。 
圖右為專業樂團，上方為基督教來圖右為專業樂團，上方為基督教來
華兩百年圖展，由宇宙光提供。   華兩百年圖展，由宇宙光提供。   

▲ 發言台。▲ 發言台。

▶ 內圈為與會學者，▶ 內圈為與會學者，
外圈為旁聽席。外圈為旁聽席。

會場一隅。會場一隅。
學者臨別依依。 學者臨別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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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學術交流活動剪影

2003 年在浙江大學講學 。2003 年在浙江大學講學 。

2003 年在北京大學講學。2003 年在北京大學講學。

2004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學。2004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學。

2005 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講學。2005 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講學。 2004 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講學。2004 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講學。

2007 年香港儒耶對話學術會議。 2007 年香港儒耶對話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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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的事工
在李牧師的領導下，研究中心的事工向幾方面發

展。主要是繼續與中國高校合作，每年舉辦學術會議
與公開講座，並且每三年辦一次國際性會議。他曾經
合作的學校，包括中國的陝西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
學、華東師範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
台灣的中原大學、香港的浸會大學等。

其次是頒發獎學金。2004 年恩福就曾在中國人民
大學設立「恩福基督教研究獎學金」，以後這項事工
交由研究中心負責，並與他原先成立的「教會基金會」
合作。十幾年下來，接受過獎學金的學生總數已達幾
百位，畢業生遍佈在中國好些高校任教。

研究中心還有出版事工。每次會
議的論文集都爭取在中國出版，成為
大學可以參考的資源。李牧師也在網
上辦雜誌，努力將中國學者研究基督
教的成果與世界接軌。

在洛杉磯，研究中
心曾舉辦好幾次較小型
的學術研討會，邀請教
牧同工們參加。此外，
2017 年暑期還為中國
的博士生在洛杉磯舉
辦「暑期基督教研討
班」。

2018 年，研究中
心已羽翼豐滿，帶著恩
福同工與董事的祝福離
開，獨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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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校任教的影響
謝文郁老師 1999 年在克萊蒙研究大學讀宗教哲學博士

時，成為恩福神學生。他是北京大學的哲學碩士，曾留校
任講師。拿到博士學位後，他一度在關島大學任教，但是
很想回中國服事。2005 年神為他開路，到山東大學任教，
同時也在北美華神擔任專任教師。那年恩福接納他為「恩
福學者」。

他每年在中國任教的幾個月中，也積極參與許多學術
會議，在中國的學術界很受尊重，被推崇為柏拉圖權威。
他勤於寫作，出版了許多哲學專著，如《形而上學與西方思維》、《自由與責任》、《自由
與生存》、《蒂邁歐篇》等，還發表了眾多論文。他且以特殊的希臘哲學視角詮釋約翰福音，
寫成鉅著《道路與真理》。

有幾位在海外取得哲學博士的恩福家人，畢業後也嘗
試敲中國高校的大門，可惜常在最後的背景審核時，因信
仰原因而被拒，未能取得正式教職。

曾劭愷在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後，到台灣的中
華福音神學院任教兩年，後來神為他開路，2016 年在中
國取得教職。他的專長是對巴特的研究，不但用中文寫書，
也用英文出版了好幾本專著，成為國際知名的學者。他的
關注範圍很廣，在中國也成為許多學術會議競相邀約的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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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論壇與學者事工
2020 年的疫情使所有實體的交流工作都停頓下來。感謝神，

藉著網路視訊讓學術領域的事工得以持續。

2020 年底，恩福神學生王俊結束在加爾文神學院的課業，到
恩福來實習。他在中國時信主，並已取得浙江大學的哲學博士學
位，在東南大學任教多年；期間他經常組織有關基督信仰的學術
沙龍，對於主持講座頗有經驗。他倡議成立網上的「恩福論壇」，
以鼓勵基督徒學者和知識分子。

從2021年2月起，「恩福論壇」	每個月一到兩次在網上推出，
由王俊主持。主講人中恩福家人佔了多數；參與者常在百人以上。
每次內容全程錄影，放在油管及恩福的網站上。當年 8 月王俊轉
去牧會，由孫澤汐接下主持的棒子，直到年底。

2022 至 23 年，這個論壇轉由王俊的學生范家地接手，改名
「富樂米」。恩福成為幕後的幫助單位。

2024年1月，恩福畢業生任小鵬重新開始主辦「恩福論壇」，
以中國的學人學者為主要對象。他原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哲學博士；
2022 年在加爾文神學院畢業後，以恩福宣教士的身分返回中國事
奉。他的負擔之一是關顧中國的基督徒學者。

2023 年 7 月，恩福指派同工田玲（恩福家人 / 香港大學教育
學博士）擔任「學者事工專員」，與任小鵬合作，在學術界持續
耕耘。

自二十世紀末起，中國的基督徒
學者便在地組織「問道論壇」、「香
柏木論壇」、「生命講壇」等，研討
信仰與學科的關係，並相互鼓勵。過
去他們與恩福之間曾有互動，未來必
會在網上論壇的領域有進一步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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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宗教學界互動的重要平台
王忠欣 /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1996 級）

1949 年新政權建立後，中國深受前蘇聯無神論意
識形態的影響，認為隨著科學與教育的發展，宗教會
走向消亡。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在 1966 至 1976 年
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採取行政手段取締所有宗教，
以達到宗教消亡之目的。但是，宗教是人類與生俱來
的精神生活，是與人類共生存的，只要人類存在，宗
教作為人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就會存在。文化大革命中，
表面上沒有宗教團體、沒有宗教信徒、沒有宗教活動
了，但私下的、不公開的宗教活動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1970 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與外部世界重
新接觸，結果撲面而來的是眼花繚亂的宗教現象，歐
美、拉美、韓國、菲律賓等地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
中東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教，日本、南亞、東南亞的
佛教，還有形形色色其它的宗教信仰，都使中國人感
受到宗教的巨大影響力和生命力。

為了對世界宗教有更多的瞭解和認識，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幾所重點大學如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
也開始進行宗教學的教學和研究。然而，百廢待興，中國嚴重缺乏宗教學的研究人才和學術
資料，圖書館中寥寥無幾的參考書不是觀點陳舊，就是史料不實。

為了幫助中國的宗教學研究，
使中國的宗教學界盡快與國際接
軌，我們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與
中國的宗教學者建立了合作交流關
係。從 1996 年起，我們每年在美
國的一個城市舉辦「基督教與中國」
國際學術年會，每次會議都有不少
在美訪問學者和專程從中國來的宗
教學研究學者參加。2000 年「北美
華人基督教學會」在美東波士頓正
式成立，成為北美華人基督教學者

在波士頓與學者的交流活動在波士頓與學者的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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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宗教學界交流互動的一個重要平台。從 2001 年開始，我們每年組織「美國宗教文化暑
期高級研討班」，邀請在中國從事宗教學、特別是基督教研究的學者來參加，在近一個月的
時間內，對美國宗教文化進行深度考察研究，瞭解宗教在社會、個人和國家中的作用。

與此同時，我們也去中國的大專院校進行宗教文化方面的學術交流，與相關的學校合辦學
術研討會，舉辦與基督教相關的學術講座，購買宗教學方面的經典書籍贈送給各大學的宗教
學研究機構。在合辦學術會議方面，我們主要有三個系列，一是「中國基督教史暨中西文化
交流」，二是「科學與宗教」，三是「基督教與佛教對話」。這些學術活動都在中國學術界
產生了重大影響，為中國宗教學相關領域教學與研究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使學界
和國人對宗教現象有了客觀、正確和科學的認識。

恩福基金會從一開始就
積極支持我們與中國宗教學
界的學術交流活動。「基督
教與中國」學術年會在最初
舉辦的時候，恩福基金會給
與了大力支持。

「美國宗教文化暑期高
級研討班」在洛杉磯參訪時，
恩福基金會和陳宗清牧師經
常與研討班的學者座談交流，
並款待學者們。

陳宗清牧師曾多次參與
在中國的交流活動，在大學
舉辦學術講座，介紹基督教
的神學思想。

我們主編的《基督教與
中國》六輯學術年刊也是由
恩福基金會資助編輯出版。
恩福基金會在人力、物力、
財力諸方面的支持，有力推
動了我們與中國宗教學界的
學術交流。

上：《基督教與中國》年刊上：《基督教與中國》年刊
下：陳牧師與暑期高級研討班的學員合影下：陳牧師與暑期高級研討班的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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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和學術界的通道
李靈 / 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1996 級）

2005 年 兒 子 離 開 達 拉 斯 去
Cornell 上大學，我也離開達拉斯教
會加入恩福全時間事奉，開始以學術
交流為主要媒介的文化宣教事工。

到了	2018 年，恩福的董事會要
「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獨立出
來，所以我以在達拉斯事奉時就已成
立的「基督教教育基金會」作為依
託，將在恩福開始的事工繼續下去。

無論是恩福旗下，還是 2018 年以來獨立運作，我們所進行的事工主要有以下幾項：

第一，向國內各大學中
研讀基督教專業的博士生
（以前還有碩士生）提供申
請獎學金的機會。我們每年
評選出 20 名優秀博士生和
3 個優秀博士論文獎，每年
在不同的大學頒發獎學金。
2015 年起，我們就把每年
頒獎的地點固定在上海大
學。

第二，每年舉行一次全
國性的學術研討會。我們的
學術主旨是：基督教與中國
近代社會現代化。每年我都
是圍繞這個主題設立不同的
專題。迄今為止，我們也已
經設立了 12 個專題。每三
年舉辦一次國際性的研討
會。

上：2023 年與接受獎學金的學生合影上：2023 年與接受獎學金的學生合影
下：基督教與近代婦女解放運動學術研討會下：基督教與近代婦女解放運動學術研討會

2019 年 10 月在上海大學2019 年 10 月在上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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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每年出版專題研討會的論文
集，已經出版了 8 本，另有 3 本還壓在出
版社接受審批。

第四，我們創辦網絡版雜誌《中國基
督教研究》，每年兩期，已經出版了 18
期。

第 五， 我 們 也 有 自 己 的 網 站：
christianityandchina.org。

第六，我自己常趁著回國的機會，在
國內各地教會帶領各類聚會，也代表北美
各神學院在世界各地講授相關神學課程。

最重要的不是做了這些事工，而是找
到了一條連結教會和學術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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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培訓

幫助眾教會的腳蹤
恩福的策略之一是神學培訓。三十年來，恩福的同工們除了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為了幫

助眾教會，在神學教育、佈道培訓方面也盡上綿薄之力。以下略為勾勒會長陳牧師在這方面
的服事。

神學教導
陳牧師與北美華神的合作，始自他在洛杉磯靈糧教會之時；擔任恩福會長以後，繼續幫忙

了許多年，直到 2007 年。

在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陳牧師應邀在幾所神學院擔任客座教授，包括：正道福音神學
院、中華福音神學院（台灣）、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海外神學院、北美真道浸信會神學院、
南美華人基督神學院、歐洲普世豐盛神學院、美福神學院等。他授課的科目涵蓋新約概論、
新約書卷、新約神學、處境神學、基督教倫理學、教牧學、宣教學、基督教世界觀等。

自從徐志秋到哥倫比亞國際大學任教，並成為中文項目的負責人之後，陳牧師亦受邀擔任
該校博士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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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會培靈
陳牧師曾在北美多間教會帶領佈道會、培靈會、夏令會、宣教年會，在此不一一列舉。他

也常去台灣，並曾赴香港、泰國、越南、菲律賓、韓國、歐洲、南美洲、澳洲領會。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韓國 CHISTA 所辦的中秋培靈會。中秋節在韓國是大假，那裡的華
僑教會聯合起來，每年為在韓留學的大陸學子舉辦培靈會，總有七、八百到上千人參加。主
要的負責同工是首爾大地教會中文堂的張牧師。陳牧師 2012 年去領會後，深受他們喜愛，至
2019 年先後受邀去了五次。

兼職牧養 
陳牧師在芝加哥讀博士期間，

受邀至城北華人基督教會作代理牧
師。初任會長時，受邀在洛杉磯
的台福和平教會作囑託牧師兩年。
2009 年受邀在橙縣中華福音教會任
代理主任牧師，後轉顧問牧師，至
2018年（2015/4～2017/2離職）。

他與這幾間教會的肢體建立了
深厚的情誼，不少人持續為恩福奉
獻，也有三位弟兄成了恩福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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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特別聚會剪影

2014 年在洛杉磯，聯合研經培靈會 。2014 年在洛杉磯，聯合研經培靈會 。 2015 年在洛杉磯，台福 ABC 大會。2015 年在洛杉磯，台福 ABC 大會。

2016 年在西雅圖，證道堂聯合夏令會。2016 年在西雅圖，證道堂聯合夏令會。 2017 年在香港，中國傳道人培訓會。2017 年在香港，中國傳道人培訓會。

2017 年在泰國，宗教改革 500 年紀念大會。2017 年在泰國，宗教改革 500 年紀念大會。

2019 年在德州達拉斯，三間教會聯合退修會。2019 年在德州達拉斯，三間教會聯合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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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神學教育的一些反思
曾劭愷 / 教授·學者（2005 級）

「上帝為了自己的榮耀，以及人的救恩、信仰與生活所必須的關乎萬有的整全旨意，皆或
明白書寫於聖經，或可從聖經得到正確而必然的邏輯推論結果」（《西敏信仰告白》一 6）。
如是，基督徒從聖經所領受的信仰並不只是狹義的、關乎救恩的「信仰」，而是在各種文化
處境下（例如保羅所處的希臘化社會偶像文化），「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依聖經所
敘述的創造、墮落、救贖歷程來思考如何「為榮耀神而行」（林前十 31）。在這意義上，許
多現代神學家稱基督信仰為一套「世界觀」、「生活觀」。

當前華人神學教育有種傾向，就是三分「學識、靈命、事奉」而並重之。系統神學、聖經
神學等學術學科往往過度專業化，缺乏跨學科應用及反思，難以塑造學生的世界觀。靈修學
則有強烈的神祕主義、敬虔主義傾向，屬靈「生命」與日常「生活」往往難以產生聯繫。而
教牧學、講道學、基督教教育等實踐學科則往往缺乏神學層面的反思，以致這些學科被世俗
成功學、領導學、心理學所主導。

若神學培訓能夠陶冶神學生的世界觀、
生活觀，那麼系統神學、聖經神學的老師就
必須擁有跨學科素養。在此不妨舉個例子。
我最近訝異地發現，就連在北美處境中，當
我指出「性別平權」與「跨性別主義」之間
的根本差異時，福音派神學界的同儕（包括
一些著名神學家）都對此「獨到」的「創見」
深表贊同，但事實是，這差異在台灣法學、
社會學界，早在多元成家運動的年代就已釐
清了。神學與其它學科的脫節，在此可見一
斑。

靈修學方面，近年華人教會有個令
人欣慰的趨勢，就是引進「職場靈性」
（marketplace	spirituality）、「日常靈性」
（everyday	spirituality）的思想。然而對
多數信徒甚至牧者而言，「靈修」、「靈命」
仍有別於「生活」、「工作」；「屬靈夥伴」
與日常友誼仍屬不同範疇；就連「家庭祭壇」
也往往與實際家庭生活脫節。在此背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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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靈修學與系統神學、聖經神學的切割。唯有當系統神學、聖經神學能造就學生的世界觀、
生活觀時，才能為靈修學提供「入世而不屬世」的信仰基礎。

具跨學科素養的神學與靈修學的整合，對於教牧實踐而言至為必要。唯有在此整合的基
礎上，教牧實踐才有可能培養整全的基督門徒，而不是用違背基督教倫理的手段去治理教會、
用政治宣傳或行銷學的手法來傳偏離聖經的所謂「福音」。

Kepha 學院與恩福
徐志秋 /CIU Kepha 學院院長（2006 級）

Kepha 學院是哥倫比亞國際大學（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簡稱 CIU）的一
個下屬學院。CIU 成立於 1923 年，是一所擁有百年校史的美國私立綜合性大學，位於美國南
卡羅來納州的首府哥倫比亞市。CIU 設有文理學院、商學院、跨文化研究學院、教育學院等，
所有的專業均有正式的認證。這些認證機構包括美國南部大學聯盟（SACSCOC）、美國教育
部高等教育委員會的 CHEA（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CIU 開設從本
科到博士多個學位課程，同時也獲得中國教育部的認可，被列入中國教育部涉外監管信息網
的名單。

2022 年 CIU 成立 Kepha 學院（The	Kepha	Institute）。Kepha 一詞是磯法（Cephas）
的亞蘭文形式，其原意為磐石。學院使用這個名字，是希望畢業生能夠成為轉化社區的堅固
基石。該學院的主要功能是：整合本校已有的國際項目，在行政上統一管理，並進一步優化
發展，協同運作。CIU 過去 100 年所累積的認證資格全部延伸並覆蓋到 Kepha 學院的所有學
位，也就是說，學生在Kepha學院所獲得的學位和到校本部留學所獲得的學位是完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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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ha 學院所秉持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具體而言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是真理教育，也
就是 Veritas，這是世界觀、價值觀和信仰層面的教育，也是健全人格的根基。第二是品格教
育，也就是 Virtue	Education。這個層面培養學生在道德審美及常識方面的高尚品味，目的是
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第
三是專業素養，也就是
追求專業知識和技能方
面的卓越（Professional	
Education）。Kepha
致力於邀請行業內的優
秀師資，把學生培養為
具有競爭力的行業翹楚。
總而言之，Kepha 所提
供的是以追求真理為根
基的博雅教育，同時追
求在專業上的卓越。

Kepha 學院的核心理念是「優質高等教育的平民化」，也就是在全球範圍內組織優質的
高等教育資源，通過網絡平台，以受眾可以承受的學費，提供給符合錄取條件的學員。主要
針對的是全球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通過紮實的職業技能培訓以及道德公益素養的栽培，鼓
勵學員扎根社區，服務社區，並進而轉化社區。	

Kepha 學院目前已經開設的專業，包括臨床心理輔導碩士，工商管理碩士（MBA），在
2023 年秋季開設網絡安全管理碩士（MA	in	Cybersecurity），並計劃在 2025 年的秋季啟動
本科項目的建設。本科項目所包含的專業有心理學、商學、教育學、計算機等等。

Kepha 學院的未來發展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使用中文教學，讓中文背景的學生在
學習中沒有語言的障礙；我們使用的是申請制，不需要聯考，當然我們也有嚴格的申請入學
標準。我們致力於「優質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教學質量優秀，但學費價格相對便宜。目前
已有的項目採用線上學習的方式，時間相對靈活，工作學習兩不誤。在課程發放的形式方面，
採用錄播課和教授面對面相互結合，互動性很強。教授一般每週都通過 Teams 或 Zoom 視頻
與學生互動，回答學生的問題。

Kepha 學院的臨床心理輔導碩士項目，在學員在完成所有課程之後，將獲得哥倫比亞國
際大學心理諮詢的碩士學位（MA	in	Counseling）。本項目正在尋求 IRCEP（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Counsellor	Education	Programs，國際心理諮詢師培訓項目）的認證，並正在
與美國紐約的阿爾伯特·艾利斯研究所（the	Albert	Ellis	Institute）洽談建立合作關係，
選修該證書項目的學員可獲得 AEI 頒發的理性情緒行為療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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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y）培訓證書。本項目畢業的學員將掌握系統完整的理論知識和優秀的諮詢技能，適合
在各種心理諮詢單位，比如學校、醫療機構等，進行個人輔導、婚姻輔導、兒童及青少年輔導，
並對上癮問題、創傷問題等多種需求進行治療。

2023年秋季，Kepha學院全新推出網絡安全管理碩士，招收相關技術領域（計算機科學、
計算機工程、信息系統、電
氣工程或其他相關學科）的
申請者。本項目開放少量名
額給非技術領域專業的申請
者，只要不畏懼操作電腦，
有心學習並接受訓練，都可
以申請。本項目幫助畢業生
通過網絡安全認證測試，在
世界各地尋找相關工作。我
們希望 Kepha 學院訓練出來
的網絡安全管理學生，不僅具備先進的網絡安全知識、技術，還有基於真理的、不可動搖的
三觀，為這個混沌的世界注入一股清流，帶來正面的影響。

Kepha 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MBA），該項目的老師都在北美、澳洲、英國等地的商學
院擔任教職，許多都是終身教授。這些老師帶著服事的心志來到這個項目，其中有些是義務
的，或者只領取很微薄的薪酬，他們心裡懷揣著跟我們一樣的「優質高等教育平民化」的教
育理念。

在保證高質量師資的前提下，我們希望在學費方面也可以平民化。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
午餐，學生們之所以能夠享受到這樣高的品質，這樣低的學費，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的學
費都已經被資助人墊付吸收了。我們的捐助人、基金會和 Kepha 學院有著共同的社會服務理
念。在辦這個項目的時候，我們盼望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能夠認同我們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大
家從泉源來領受恩典，我們也盼望將來的畢業生能夠成為感恩的人。

Kepha 學院和恩福文化宣教使團一樣，都是培養人才的地方。真誠祝願這兩個機構在以
後的日子裡可以攜手共前，互通有無，彼此支持，為神國、為社會培養更多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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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差派之路
恩福怎麼會成為一個差派宣教士的機構？這是始料未及的。

從恩福支持神學生開始，我們就希望畢業生能對中國大陸的福音工作有所貢獻。但是早幾
年的畢業生，由於各種原因，能回去定居事奉的人很少。然而隨著畢業生逐漸增加，中國大陸
的局勢相應也比較寬鬆，回去事奉便成為選項。

其實，恩福神學生大半都很願意回國事奉。然而在幾位畢業生踏上回國之路後，我們就發
現，他們面對著一些實際的難處。例如，有些人是在美國信主的，他們在中國並沒有所屬的教
會，而在美國也沒有合適的差會可以加入。倘若他們靠著在美肢體個別的支持，或少數教會的
支持，回到中國事奉會感到屬靈的遮蓋十分貧乏，有時經濟的後援也不穩定。

所以，當恩福成立了十餘年之後，會長便察覺，若要大力鼓勵畢業生回國事奉，可能有朝
一日恩福會成為一個兼作差派事工的福音機構。2014 年，當恩福成立二十年之時，這一步便
成了事實。

差派連結

為宣教士按牧，並差派他們。為宣教士按牧，並差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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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屬靈的遮蓋者
最早提出想作恩福宣教士的畢業生，當時已經回中國事奉幾年了。原本承諾支持他們夫婦

的北美母會，在新的年度作出改變，不再繼續以他們為教會的宣教士。他們向恩福傾訴難處，	
董事們經過討論，決定接受會長的構想，成立差傳事工來幫助他們。

我們謹慎地踏出這一步，只接受恩福畢業生作為宣教士。我們參考一些宣教單位的作法，
擬定了章程。我們要求宣教士與恩福保持密切的接觸，讓我們能實際關懷他們各方面的狀況。
每年他們要向董事會提交事工報告。恩福承諾指導他們如何募款，並要求他們定期向支持者
寫禱告信。

差派事工的框架完成之後，很快又有一位畢業生因著事奉工場的國家規定，需要隸屬於一
個差會才能入境，而向恩福提出申請。

在禱告中同行
不久，一個新的家庭夫婦兩人畢業在即。他們是在中國信主，然後到美國讀神學，原本就

打算畢業後回國事奉。不過在畢業之際，北美有好幾個單位與教會向他們發出邀請，讓他們
對前途的抉擇有些困惑；然而陳牧師不斷鼓勵他們，要持定返國的初衷。	

沒想到，當他們買好機票準備回國時，小兒子卻突然出現血管環的嚴重疾病，醫生建議
要開刀。他們禁食禱告一週之後，帶兒子去複檢，危險的病況居然消失，那時距離返國的班
機只有一天不到的時間。於是他們全家匆忙再把行李裝入箱中，搭車去機場，先飛往洛杉磯。
這整個戲劇化的過程，我們都在禱告中和他們同行。	

他們在洛杉磯轉機回國。會長夫婦半夜到機場相迎，安排他們在附近旅館住一晚，看見
他們疲憊不堪的模樣，
實在心疼。然而回頭來
看，那只是他們受到的
「小考」。因為他們回
國之後，無論從家人、
從教會、從政治制度方
面，都受到排山倒海的
壓力。他們有時幾乎被
壓垮。好在他們與我們
保持著敞開、暢通的禱
告，我們也學習成為他
們真實的守望者。

回國建立教會，雖歷經艱難，卻仍欣欣向榮。回國建立教會，雖歷經艱難，卻仍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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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妙的供應
另一位成為宣教士的畢業生，讓我們看見神奇妙的供應。作丈夫的雖然一直想回國事奉，

但是家中總有事情發生，讓他們不得不留在北美。等到他下定決心非回去不可，全家面對最
大的困難便是孩子的教育。

他們有四個孩子，兩個已在讀中學，回去勢必只能讀國際學校，學費對宣教士而言乃是天
價；這成了他們夫婦很大的信心挑戰。然而我們看見神奇妙的手。當他們因家人的需要，不
得已而延宕兩年回國的期間，接受了一個教會的邀請去牧會；沒想到那個教會的肢體竟成為
他們經費上最重要的支柱。

每當我們看見這個家庭的巨額需要，都忍不住有些擔心。但是幾年下來，我們看見神何
等信實，從各方面為他們預備。而他們夫婦也全力擺上，在中國的工場結實累累，令人訝異，
榮耀歸給神！

歐洲的地界
一位恩福畢業生參與了

歐洲神學院的事奉。由於他
向恩福申請成為宣教士，我
們明白了歐洲華人教會的獨
特性，以及在那裡事奉所遇
到特別的難處。

歐華神學院是由台灣的
一個差會支持的，然而由於
經費運轉的需要，他們必須
在北美尋找合作機構。我們
也因此參與了歐洲的事工。

在應許之地全力擺上，結實累累。在應許之地全力擺上，結實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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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霄飛車般的經歷
另一位接受差派、全家回國的畢業

生，經歷了雲霄飛車般的過程。由於他選
定回國的時間，正好撞上了疫情開始的時
間，回中國的班機非常少，幸好還可以買
到機票。回到國內，在上海隔離快要結
束，又正好碰上當地預備封城，幾乎買
不到出城的火車票。最後他們全家搭上
火車時，從旅館到火車站路上不見一人；
而整輛火車的車廂裡只有他們一家。

他們回到遠在中國西南的家，感覺像作夢一般。這一路神的手如此明顯地保守，更堅定了
他們回國事奉的心志。	

還有一位畢業生已經回香港事奉了若干年之後，才向恩
福提出成為宣教士的申請。主要是因為局勢改變，他們原有
的支持管道大半無法使用，致使他們在經費上出現困難，必
須要向北美認同他們的肢體尋求支持。他們夫婦經歷的大風
大浪，是由於他妻子的癌症。她的乳癌擴展至腦，發現時已
幾乎是末期，手術非常危險，但是神行了奇妙的事，讓她第
一次手術完全康復。他們夫婦的信心在受疾病熬煉之後，更
加成熟堅強。五年之後，她又必須作第二次手術，感謝神，
至今仍能完全無礙。

陪伴與成長
每一位宣教士走過的路徑，我們都在禱告中全力相

伴。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與他們在靈裡共同面對各樣的
攻擊與難處，一起成長。

恩福的宣教士雖然分散在各地，但是由於有恩福的
屬靈大家庭作他們的後盾，他們不再孤單。

我們很高興知道，一些神學生渴慕將來也成為恩福
宣教士。願神繼續使用這個事工！

經過空無一人的上海。經過空無一人的上海。 帶領學者退修會。 帶領學者退修會。 



102

恩福喜樂傳道基金十問
Q1：恩福喜樂傳道基金是什麼樣的項目？

這是為了支持在中國第一線事奉的傳道人而設的基金，藉每個月些許的
資助，讓他們的家用不致過分拮据，可以專心服事。

Q2：為什麼恩福文化宣教使團要設這個項目？
恩福的宣教士約書亞回中國服事之後，與本地的傳道人結識，發現有些
優秀的傳道人因種種原因而在經濟上十分吃緊，甚至壓力大到讓他們想
放棄傳道之路，因此向恩福董事會請求代禱與支持。那是 2019 年 7 月
的事。經董事們討論，大家同意：若神興起人支持這項目，恩福即可成
為運作的管道。因為這項目與恩福事工中的「差派連結」方向吻合。

Q3：這個項目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2020 年正逢疫情爆發，中國第一線傳道人生活更形拮据。8 月，恩福收
到一筆指定為此基金的奉獻，隨即從 9 月開始正式運作。

Q4：為什麼取「喜樂傳道」為名？
恩福在中國負責此項目的宣教士，有一次在禱告中得到感動，而建議
以 Cheerful	Grant 為這項事工的英文名字，因為奉獻者是甘心支持
（Cheerful	givers），而得到支持者能以喜樂的心去傳道。故中文即用「恩
福喜樂傳道基金」為名。

Q5：具體的辦法是什麼？
	(1)	欲得到支持的傳道人，	需要和負責本項目的宣教士聯絡，經過初步
約談，取得申請表填寫，上繳；內容包括家庭現況、蒙召見證與照片等；
並要有推薦人。(2)	經本會的審核小組通過後，視需要每個月資助人民幣
一千至兩千元。(3)	受支持者每月需寫代禱信，分享感恩與代禱事項。(4)	
資助期限為一年。到期之後若仍有需要，得申請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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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什麼人可以申請支持？
確實清楚蒙召，在中國家庭教會或福音機構全職事奉的傳道人，近期
經濟有特別需要者。以海歸的傳道人為優先支持的對象。

Q7：已經支持過多少人？
自基金設立以來，前後已幫助過近 30 位傳道人。他們服事的範圍包
括：教會開拓、學生工作、青年工作、文字工作、藝術事工、回民學
生工作、少數民族開拓、病患家屬等。

Q8：除了經費的支持，恩福對這些傳道人還有屬靈的扶持嗎？
恩福請一位禱告同工經常為他們代禱；在中國負責此事工的宣教士與
行政同工，每週為他們禁食禱告一次；恩福的牧養關懷主任也經常為
他們代禱。不少受支持者在代禱信中表達得到很大的鼓勵。如：感恩
喜樂基金這慈惠的事工，以及牧長們對我們新的一年的關愛和資助。

讓我們在舉步維艱的環境中，感受溫暖和鼓舞。我們感受到不僅僅是

家的溫暖，愛的關懷，還有關係的建立，無論是物質還是靈裡都得了

供應。

Q9：基金每年的預算為何？

恩福喜樂傳道基金是獨立運作的項目，與恩福的一般經費分開。倘若
支持十位左右，每個月的預算為美金三、四千元。

Q10：這個基金會一直運作下去嗎？

這個基金是否持續運作，要看神是否感動人透過恩福來支持一些中國
第一線的傳道人。每一年度（9 月至次年 8 月）開始之前一個月，我
們會重新評估下一階段能如何運作。願神繼續施恩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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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關懷向廣向深
恩福的核心事工之一就是長期規劃人才栽培，自 1996 年開始設立恩福神學生獎學金，用

來栽培認同文化宣教異象、願意在華人文化土壤中耕耘的神學生。俗語云：「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培育天國的優質人才，絕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長期的委身。經濟上的資助當然
寶貴，但情緒和心靈的關懷往往更為重要。

恩福支持的神學生常在不同的神學院就讀。在求學期間，除了經費的支持，恩福還以各
種方式竭力扶持他們，例如：平日的聯繫、恒切的代禱、會長的探訪、神學生的每月家書等。
對於畢業生，恩福仍持續聯繫、關懷、探訪、代禱。每到年終，我們邀請所有的家人寫感恩
家書，並編輯成冊，讓大家維持長遠的關係。

每年夏天，我們會舉辦「北美恩福家人退修會」，神學生、畢業生、董事、同工共聚一堂，
每個人都分享跟隨主的心聲，並交換事奉心得，是我們凝聚共識的寶貴機會。我們也曾在亞
洲、歐洲為畢業生舉辦小型退修會，鼓勵他們。

由於恩福家人不斷擴大，對家人們的關懷也需要更多的投入。2022 年 6 月，畢業生陳祖
幸加入恩福，承擔起牧養關懷的事工。隨著新同工的加入，我們的牧養也朝廣度和深度兩方
面拓展。

廣度主要是指：我們關懷的範圍不再局限於恩福的神學生和畢業生，而是所有在牧場和宣
教工場上服事過一段時間、身心靈處於亞健康、甚至燒盡的屬靈領袖們。只要他們願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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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我們都會盡力服事。目前，我們接觸到的非恩福系統的牧者有：（1）休士頓和洛杉磯
的一些牧者；（2）通過「興盛健壯」講座平臺進入我們視野的牧者；（3）透過 CIU 平臺接
觸到的屬靈領袖；（4）恩福家人和恩福之友介紹給我們的牧者等等。

深度指的是：除了傾聽與理解，尊重與接納，共情與支持，我們還願意 get	our	hands	
dirty，付諸實踐地行動，提供實際、具體的幫助，如同路加福音第十章那個好撒瑪利亞人一樣，
讓被強盜打傷的人得到照料與關顧。不止如此，我們還鼓勵他們成長與突破，希望他們在接
受幫助和服事之後，身心靈都得到恢復和重建。是的，我們希望提供的是身心靈的全人關懷。
這當然需要跟眾教會、眾福音機構合作，才能達到目標。求神賜福！

培育健康的牧者
陳祖幸 / 牧養與培訓事工主任（2001 級）

現實：非健康情形
疲勞牧者已是全球性的問題，存在於各

種教會和教派之中。美國的一項調查發現，
超過三分之一的牧師經歷過嚴重的心理疲勞
和抑鬱症狀。還有一項研究發現，約三分之
一的牧師在任期內遇到過重大的人生危機，
而超過三分之一的牧師在五年內離開了所服
事的教會。另一項針對英國基督教牧師的調
查顯示，60% 的受訪者感到工作壓力非常
大，其中有 30% 表示，他們覺得無法應對。

行為科學家歐斯渥德（Roy	Oswald）曾做過牧者健康方面的研究，他的結論是：在美國
有六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神職人員，在經歷「燃盡」（burnout，也譯為過度疲勞或枯竭）。	
該研究還指出，牧師的太太通常遭受的壓力更大。	

落差：四要素的偏差
神的心意是要祂的兒女興盛健壯（約叁 2），但現實卻如此殘酷。這其間的落差是怎樣產

生的呢？	我的導師——美國基督教哲學家魏樂德博士（Dallas	Willard，1935-2013）曾提出
「屬靈生命成長理論」。受他的啟發，我大膽推測：神兒女的屬靈生命有四個要素，而其中
任何一個出了偏差，就會導致整個生命的虧損，如同俗語所言，一招不慎，滿盤皆輸。

這四個要素為：思想、生活、群體和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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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想： 魏樂德博士鼓勵基督徒要建立牢不可破的信念，就是：唯有耶穌基督（聖經）的
觀點才是真理，而認識並持守這真理，才能讓我們得自由。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又譯世界展望會）的創始人鮑勃·皮爾斯（Bob	Pierce，1914-1978）是位
被神重用的僕人，但他所付出的代價非常沈重，不僅個人的健康欠佳，他也嚴重忽
略了家庭責任。他曾說：「我跟上帝定了一個協議：你照顧我家的小羊羔，我去照
顧你在海外的無助小羊」。可是，他的女兒說，這完全是父親的一廂情願。祂既然
賜下婚姻和家庭，就是要讓丈夫承擔丈夫的責任，妻子盡上妻子的義務。	上帝會在
我們捉襟見肘的地方提供幫助，但絕不會越俎代庖。皮爾斯思想上的偏差，導致他
的太太和女兒心裡遭受極大的創傷，神的名也受到虧損。

2. 生活： 牧者們都很忙，「找不到時間進行操練」是常見的藉口。其實，很多操練並不一定
需要很多時間，我們需要操練使用時間的自律，充分運用零碎時間，循序漸進，養
成健康的習慣。

3. 群體： 牧者若在屬靈的群體中彼此砥礪，就更容易持久。群體可以提供激勵和動力，監督
與守望。可惜很多牧者內心往往是孤獨的，缺乏真摯的朋友相互守望與扶持；即使
在事奉中督導很多小組和團契，卻可能沒有一個是真實屬於自己的。

4. 聖靈： 前面三個要素都需要聖靈的主導。靠自己的智慧，往往無法分辨我們的知識是否全
備和正確 ;	靠自己的意志力，很容易怠惰懶散 ;	靠自己有限的愛心，也無法在群體中
透明敞開。在倚靠聖靈方面，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大的成長和進步空間。

主要的服事領域
在過去近兩年的時間內，我的服事主要包括：

1. 學習： 自走馬上任以來，我積極地向屬靈前輩學習，向相關的福音 / 宣教機構中有
牧者 / 宣教士關懷事工的負責人請教如何有效關懷牧者。我參加過 Soul	Care	

Leadertrek Retreat 的一幕。Leadertrek Retreat 的一幕。 Father's Heart 部分參與者。Father's Heart 部分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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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Leadertrek	Retreat、One	Room	Church	Planting、Father's	Heart	
Retreat、Leadertrek	Coworker	Retreat、Going	Beyond	Missional	Discipleship	
Training	Class 等等。此外，還參加了領袖行軍兩次，第一次是嘗試和體驗，第二
次就是組織者和領隊了。每次都有至少一位恩福家人同行。後來還加入山前團契的
核心同工團隊，成為九位成員中的一員。

2. 連結：	尋找合作夥伴。到目前為止，Leadersource、Blessed	Hope、美國家新，都願意跟
恩福合作，一起來關心牧者身心靈的健康。

3. 禱告：	每週與五個不同禱告夥伴 / 單位在不同的時段連結，為我個人的健康、恩福的事工
等代禱；與臺北的同工每週一次為喜樂傳道基金的支持者代禱。

4. 探訪：	到美東、美中南、美西以及芝加哥實地探訪恩福家人。

5. 關懷：	通過微信、電話或者 Zoom 視頻，關心有需要的恩福家人與疲勞牧者。

6. 教導：	在 CIU 任實踐神學客座教授，負責「靈命塑造」和「專業實習」。

7. 事工：	應邀帶領教會的宣教年會，在多個場合介紹恩福，籌備恩福家人退修會等。

興盛健壯講座
啟動構想

為了幫助同工、同道重視並投資自己身心靈的健康，我們於 2023 年 2 月份開始舉辦「興
盛健壯」系列講座，每個月三次。

這個講座不只是為全時間牧者設立，還適用於所有屬靈領袖，包括小組長、區長、長老、
執事、平信徒區牧等等，即所有參與服事的人。事實上，這些牧者都是「小牧人」，而耶穌

在 Leadertrek Coworker Retreat。在 Leadertrek Coworker Retreat。 合影。與負責Blessed Hope營地的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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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那位「大牧者」。	講座不止傳遞知識，還
鼓勵參與者結伴成長，如同大雁群飛，一起奔向
神給我們的美好目標。

在內容上涉及全人健康的方方面面，諸如：
營養學 ABC、飲食結構、運動爬山、高質量的睡
眠、時間管理、情感健康 ABC、心理排毒——饒
恕、情緒與感覺、認識焦慮、認識憂鬱、衝突處
理、給自己創造敬虔的微環境、	疲勞牧者的恢復
與重建、安息日的操練、聖靈充滿等等。我們抽
絲剝繭地詳細分享，並盼望參與者能真正踐行，
深蒙祝福。

無遠弗屆
講座由祖幸牧師邀請講員，田玲姊妹負責幕

後運作，包括使用微信群和電郵群發佈講座信息，分享所有講座的投影、音頻與視頻。音頻
與視頻的回放使講座內容不至於流失在記憶的荒漠之中。

單次講座信息的最高傳遞量超過 2000 人，實際參加者則以來自國內的人為主，也有不少
來自美國的。一年累積參加人次達 1737，平均每次參加人數接近	50 人。從 2023 年 10 月起，
該講座也開始在恩福 YouTube 頻道分享。我們鼓勵大家使用和分享所有回放資源，幫助更多
人進入興盛健壯的生命！

受益良多
首先受益的是這個講座的創辦人和同工，我們自己在服事這個平台的同時，開始逐步學

習、嘗試、實踐有關的內容。

從參加的會眾反應中，我們也獲得非常好的回饋。很多第一次參加講座的人，當下就詢問
「是否有回放？如何繼續參與這個講座？」本平台自身的微信群和電郵群，截稿時總計接超
過 600 人。

更有參加者聽講座時生命就發生扭轉和更新。比如一位來自天津的田姊妹，她因為喪偶和
照顧年邁的母親，精神上極度抑鬱，甚至到不願見人、說話就流淚的狀態。她因朋友介紹參
加健康講座，第一次就被聖靈所感，開鏡流淚分享自己的處境；第二次參加，她已顯得平靜
和健康。

這是個持久需要和逐漸產生影響的事工，是細水長流和潤物細無聲的紮實事工，需要仰望
神來繼續我們默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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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心聲

恩典流淌不息
張老師 / 聖經輔導（2014 宣教士）

祝賀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成立三十週年！回頭數算才驚訝地發現，自己隨著前夫進入恩福大
家庭已經二十多年了，相當於一個人從出生到成年可以獨立生活、工作的時間。

從成為「恩福家屬」，到經歷婚變
之後成為被恩福遮蓋、差派的宣教士，
從而正式成為「恩福家人」，每當生命
中面臨重大決定的時刻，陳牧師與師母
的引導與代禱，都是神所使用、關鍵性
的臨門一腳。

同時，恩福對我的扶持與支持，也
為我提供了堅固後盾，讓我在重歸單身
生活後，可以無縫接軌地繼續接受同樣
熟悉的遮蓋，在神所賜給我的工場如常
服事。在恩福如何對待前夫的方式上，

也看見上帝的恩典是如何對一個罪人不離不棄。根據羅馬書二章 4 節，神是用祂的恩慈領我
們悔改。求神幫助我們每一個人最終都能對神的恩慈有正確的回應。願我們所有的服事，都
是對祂恩慈的感恩與敬拜！

謝謝主藉著陳牧師和師母、恩福董事、同工，以及所有的家人和家屬，用基督的福音祝福
了這個世代和接下來的許多世代。很感恩並且榮幸成為這個大家庭裡的一份子。

願主繼續使用這個大家庭成為恩典與祝福的流淌之泉；用祂的臉、祂的笑臉光照我們，使
人將榮耀都歸給祂！阿們！

入世而不屬世
Alex/ 教授．學者（2005 級）

我在 2014 年完成博士學位後，以「恩福宣教士」身分返回亞洲，一開始任教於福音派神
學院，後轉入公立大學從事教學及學術研究。關於具體事奉情況，在此不便討論，只能分享
一些個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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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學術神學與教會信仰的隔閡。依我觀察，當地教會對於在高校從事神學研究的學者
並不總是十分友善。一方面他們經常會擔心，不在教會監督之下所發展出來的學術神學，會
對信仰造成不良影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教會負責人認為，信仰純正的神學學者不將神學用
於牧會或為教會服務的神學教育，卻在高校任職，乃是一種貪愛世界的表現。

我自己背景較為特殊，有幸得到較多教會的接納和信任（儘管也有質疑我信仰之純正
的），但像我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我的一位好友在英國完成博士學位後，想回國在高校任教，
卻被從小看着他長大的教會長輩勸退。並不是因為這些長輩自己有偏見，而是他們知道國內
教會的偏見仍深，不願這位優秀的年輕神學人才在環境攪擾下無法專心發揮恩賜。

其次是神學教育資源的匱乏。有位神學院老師曾估算，我所在的國家內，大約每 5,000 名
基督徒才有一位全職牧者牧養。擁有神學方面的博士學位、能在神學院任教的師資，大多在
國外讀完博士以後，就不願意回國了。這導致許多同工想要成立神學院，卻找不到師資，而
極少數擁有博士學位並在國內從事神學教育的老師，都深感分身乏術。

第三點觀察關乎教會建制運動。我個人向來支持建制，但就我觀察，許多地方的建制運
動是以事工為導向的，著眼於如何把「事」作好。沒有任何相信聖經的基督徒會否認「事工」
的重要性，但如果將「牧會」之「事」當成目的，而將「羊」當成工具，那就本末倒置了。
主耶穌對彼得乃至教會的託付是「牧養我的羊」（約二十一 16），而不是「把羊用來牧養」。

最後再分享一點心得：近年
來，由於大環境的轉變，我身邊
許多基督徒，能出國定居的都走
了，還沒能出去的也努力試着出
去。我自己則堅信，基督徒蒙召
並非「離開世界」，而是作為「不
屬世界」的子民被「差⋯⋯到世
上」（約十七 15 ～ 18），在其
中「常作準備」，當人們詢問我
們「心中盼望的緣由」時，用世
人聽得懂的方式「回答各人」（彼
前三 15）。

我們終末的盼望若今世化了，那麼就會跟着今世的盼望飄泊，這樣一來，	就難以在缺乏
今世盼望的大環境下活出基督裡的盼望。假如基督徒對大環境失去盼望時，就試圖換個環境，
那麼教會的神學、見證、宣教都會變得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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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沙泉水清
約書亞 / 牧會（2016 宣教士） 

薩林娜 / 諮詢師（2012 級） 

今早一邊靈修箴言，一邊思想這篇慶祝
恩福成立三十週年的短文。想起唐朝詩人寒
山的一句詩：「碧澗泉水清」。上主恩典
的泉源藉著恩福湧流，成為許多人生命的滋
養。同時又想起兒時的「兔井」。

我的家鄉是在中州北側，黃河故道邊。
黃沙漫漫，綿延周圍幾十里。幼時夏日，與
小夥伴在沙土地裡玩耍，乾渴難耐，就找水
草茂盛處，把外邊的乾沙拋開，用手輕輕拍
打十多分鐘，便有水泉湧出。老人稱之為「兔
井」，就是上帝在曠野沙地為乾渴的小兔子

預備的水源。雖然已經過去近四十年，老家的沙地也大多打了深井，成了水澆地，但那個從
沙土之中湧出泉源的場景卻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於基督徒而言，這個世界如同曠野和沙漠，而上主是「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的真
神活神。於我和我妻子而言，2011 年我們所到達的美國既像美地又如兒時的沙土地。就神學
裝備而言，這裡像是世外桃源，每日所經歷也如同屬靈生命的盛宴。就物質條件而言，神為
了操練我們，使我們經歷了極其拮据的寶貴時光。2011 至 2012 年夏天，我們兩個除了非常
基本的吃飯和住宿之外，幾乎身無分文。在這個過程中，神使我們知道「只要有衣有食，就
當知足」（提前六 8）。

2012 年夏天，經彭強牧師推薦，薩林娜因新媒體服事的緣故被恩福接納為家人。我還記
得陳牧師打電話面試我們的場景，他的聲音溫暖而堅定，讓我和薩林娜都瞬間知道這是神的
僕人，是主派來幫助我們的使者。

後來一直到我們神學院畢業，恩福每月給我們支持 800 美金的生活費。我和薩林娜經常
在 CIU	Village 散步，這是一個由拖車房組成的小村莊，有三條小街，我們一遍一遍地在其中
散步，每次打開信箱看到恩福的信，對我們而言都是欣喜。這是上帝在沙土地裡給我們的泉
水，使這兩只小兔子可以存活。

那年聖誕節後，薩林娜第一次收到恩福眾同工簽名的生日卡片，她拿到就哭了。因為神
學院作業多，我們都早已忘了過生日，但是陳牧師、師母及恩福的同工記著我們。小的時候，
記得我們生日的只有爸爸媽媽，長大了，就沒有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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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我在哥倫比亞參與植堂的教會邀請陳牧師擔任按牧團主席，為我按牧。在按牧
前陳牧師給我勸勉，告訴我做牧師需要注意的事項，也教我為主盡忠到底。2015 年底，我和
薩林娜都很猶豫回國服事還是留在美國，我妻子擔心當時北京的霧霾以及孩子的教育問題，
我擔心的是生存問題。我聽說許多國內教會對傳道人供應缺乏的情況，心裡甚是憂愁。有一
次，我和薩林娜帶著孩子去洛杉磯，住在陳牧師、師母家裡，他說的一句話，讓我很深地被
激勵。陳牧師說：「即使我把房子賣了，也會支持你在中國的植堂工作。」就是這句話，使
我下定決心，一定回到中國做植堂開拓的工作。我看到他對中國這片土地失喪靈魂的愛，這
份愛是從基督而來。

爾灣教會實習，參加恩福退修會，安息假期休息⋯⋯，我在牧師和師母家裡住了好幾次，
被他們照顧、恩待。他們的見證時常鼓勵和提醒我，做一個恩典泉源流通的管道，遮蓋人、
服事人、成全人、祝福人。在唱詩中結束我的小文：「藉我賜恩福，藉我賜恩福，藉我生命
榮耀主名⋯⋯」

感謝有你
 / 牧會．神學教育（2008 級） 

三十，是一個非常有意思、有意義的數字。比如三十而立，日本經濟失落的三十年，三十
年戰爭令神聖羅馬帝國分崩離析等。三十年可以塑造一個群體，也可以摧毀一個群體。感謝
神，恩福文化宣教使團用三十年的時間，為天國造就了一批精兵健將，這是一件值得紀念的
事情。

自 2008 年加入恩福，轉眼已有十五年的時間。期間，陳宗清牧師夫婦及恩福陪伴我走過
了三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就讀神學院階
段。2007 年 12 月 31 日，
這是一個令我們家難忘的
日子。經過前夜的流淚禱
告，我們在這一天的清晨收
到了恩福寄來的電子郵件，
我被接納為恩福神學生，從
而有了繼續在美國完成學
位的信心。這真是一種久旱
遇甘霖的奇妙經歷！

宣教工場於 2023 年底開拓第三家教會，圖為第一次主日崇拜。宣教工場於 2023 年底開拓第三家教會，圖為第一次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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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神學院期間，陳牧師夫婦對我和家人的關懷，以及我們家參加年度恩福家人退修會，
都帶給我很大的鼓勵。離開美國後，我依然時常懷念退修會的點點滴滴。

第二，在美服事階段。碩士畢業後，我進入了牧會的工場。陳牧師夫婦特意來到北加州看
望我們一家。我按立牧師時，陳牧師是按牧團的主禮牧師，這是我的榮幸，也是神給我的恩典。

第三，在宣教工場階段。2018 年 7 月 25 日，我們一家被恩福差遣，前往中國南方一城
市牧會。五年來，恩福一直是我的代禱者、扶持者，也是我們一家的後盾。儘管我們在服事
工場經歷眾多艱難，但教會茁壯成長，從一家教會到三家教會，從幾十個人到目前大小將近
五百人。恩福正是我宣教路上的同行者。

感謝恩福，感謝陳宗清牧師和師母，有你們真好！

主恩、賜福——主賜恩福
鄭路加 / 歐華神學院教務長（2007 級）

2007 年 2 月，我最敬重的屬靈長輩，我的父親鄭主恩，被主接回天家之後一週，我接到
三一神學院的博士錄取通知書。那段時間，我的靈命很低落。每每想到，父親主恩不會再親
身陪伴我走接下去的服事之路，心頭都會湧起悲涼之情。我的母親周賜福就常常鼓勵我，信
實慈愛的主必定賜恩福。媽媽跟我講起，她和父親當年在文革期間，也以為孤身一人在服事、
在堅持。直到主奇妙地帶領他們彼此結識，他們才有了最知心的同路人。結婚那天，爺爺送
給他們的勉勵，也就是他們彼此名字的結合：主賜恩福！

感謝主的恩典，在軟弱低落的
那幾個月，常常被「主賜恩福」的
見證激勵。9 月三一的課程如期而
至；隨之而來的，還有神超過我所
求所想的恩典——神藉著恩福給我
的經濟支持。當我看到「恩福」這
個機構的名稱，想到我父母名字的
時候，心中唯有敬畏和感恩！神真
是顧念我的軟弱。祂用這樣精妙的
安排來幫扶我這樣軟弱的器皿。何
等大的恩典！

鄭路加夫婦（右二）與友人鄭路加夫婦（右二）與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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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結束了作為恩福神學生的身分。那一年我到了德國開始做我的博士論文研究。
神藉著那段旅程讓我看到歐洲華人教會對傳道人的需要。因此，我在 2014 年畢業之後就回到
歐洲，開始在歐華神學院全職服事至今。2021 年，陳牧師夫妻和恩福的董事們在更多認識我
在歐洲的服事之後，正式接收我成為恩福的宣教士，為我們夫妻在歐洲服事守望、扶持！這
不是一句客套話，陳牧師和師母說到做到。2022 年，他們在百忙中、頂著染疫的危險幫助我
考牧、按牧。我們夫妻真是心存感激！

我所服事的歐華神學院建校於 2007 年。其異象就是為歐洲的華人教會培養傳道人。現在
歐洲的近 300 位傳道人當中，歐華的畢業生占三分之一左右。然而，這樣還是遠遠不能滿足
歐洲各地華人教會對傳道人的需求。在歐洲的一些大城市，教會和傳道人的配比相對健康。
但是在稍微偏遠的地區，傳道人的需求還是相當大的。

可以想象，在可見的未來，我們夫妻在歐洲的服事依舊會像過去這十多年一樣繁重，在歐
洲各地參與不同的服事。因此，我們依然會相當依賴恩福提供的扶持。

惟願神繼續賜厚恩給恩福，記念眾同工在主裡面的盡心擺上和服事！

回應時代的議題
劉光 / 神學培訓．學者事工（2018 級）

第一次知道恩福是 2008 年冬天，那時我在中國人
民大學哲學系讀基督教研究博士。當時人民大學博士
津貼很低，很多博士生時常叫苦。有一天，學院通知
我們去領獎學金，大家頓時喜出望外。當時，李靈牧
師代表恩福基金會來為我們發獎學金。我印象很深，
李靈牧師說，基督教的十字架不僅關乎天人關係，也
關乎世上的人；不僅是垂直的關係，也有水平維度的
關係。這一理念是恩福獎學金設立的目的。我們每位
博士生得到了 1000 美金的獎學金，對於窮學生來說，
這是一筆巨款。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恩福基金會的名字。
我拿著這筆錢買了不少學術書籍，至今這些書都還躺
在我的書架上。

與恩福的深度交集是 2018 年我準備去美國的加爾文神學院讀書之時。由於北美神學院學
習的開支巨大，對我們家來說構成不小的壓力。在朋友的介紹下，我申請了恩福獎學金，正
式成為了恩福神學生，並與陳牧師夫婦、恩福董事、同工和恩福家人有了更多的交流和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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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爾文讀書時，陳牧師夫婦曾兩次來探望我們。後來藉著恩福的退修會和一些其它活
動，慢慢與更多的恩福家人有了生命和事工上的連結。

2022 年春，我從加爾文神學院畢業。我原本就對文化宣教和服事基督徒學者很有負擔，
這與恩福的異象高度契合，於是我成為了恩福宣教士，受派遣回到中國服事。回來之後，我
更加意識到文化宣教對於中國社會和華人基督教的意義。因為華人基督教深受敬虔神學的影
響，重視福音使命，但是不太重視文化建設，這使得教會時常難以回應時代的議題。在過去
三十年間，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對基督教產生興趣，這得益於這些知識分子認可基督教的
某些文化理念。但是要如何開掘基督教與文化的關係，尤其是在中國處境下，將福音和當下
重要的文化議題連結，用基督教神學來回應，這構成中國基督教的重要挑戰。

在中國忙碌的服事，時常覺得孤單，也時常覺得缺乏神學資源。但是藉著恩福這一平台，
我開始和更多的恩福家人一起同工服事。這讓我更加意識到恩福過去三十年所做事工的重要
意義。

恩滿此境，福遠無界
周山夫婦 / 新媒體事工．植堂（2012 級）

本文題目的八個字，是我家門上的對
聯。一個孩子寫一句，蓋上了他們的玩具
印章。有圖有真相，我把大門拍了下來，
隨文附圖。這是我們來香港八年後住過的
第五個家，希望這個地方可以住得久一點。
今年恰逢恩福三十週年紀念，才留意原來
「恩福」兩字恰好嵌在句首，就拿來做了
題目。

三十年夠長嗎？足夠服事者在蒙召之
地經歷一些人，沈澱一些事。相信陳牧師、

師母遠比我更瞭解；更暖心的是，相信神比他們兩位更瞭解。2010 年冬天當我在費城、太太
在芝加哥的兩個大會上不約而同各自把自己奉獻給主的時候，坦率說，我們對於未來幾乎沒
有知識儲備，我們好像可以再次照著書本活著。而這本書是聖經，所以不用再擔心理想會顯
得幼稚，熱情會面臨挫折，因為這回有神為我們兜底呢！果然，神使用恩福成為我們三年半
神學生生活的支持，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

那段時間，我們幾乎全力對付自己生命中的問題，主要在醫治和潔凈兩個方向上，同時照
顧兩個嬰兒讓這個過程更有壓力也更見成效，說實話連功課都只是順便抽空做的。每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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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的聚會，都是難得的放鬆，同時看到新老面孔濟濟一堂，大多是中國背景、同時對文化
領域有興趣和參與的主內家人，深感這樣的聚集和牧養很不容易。自顧不暇的我們以為當時
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嬰兒安靜不哭鬧不影響大家，盡可能少給陳牧師、師母添麻煩。

我們以為離開北美後，和大家就不容易見面了。沒想到，來香港不久就收到消息，陳牧
師夫婦要來香港看望在東亞服事的恩福家人。我至今記得陳牧師那天登台講道的情景，當時
坐在台下的我們還處在進入工場懵懂的適應期。後來看過更多人、更大的名頭、更大的場面，
才更深明白，原來陳牧師那天沒有撇開台下那兩個被稱為恩福家人的年輕人去拜碼頭，去接
洽資源，而是在按照聖經和聖靈給他的感動與力量講道。

有多少講道，真的是講道呢？畢德生寫過一本《耶穌的道路》，平行時空裡對應的有彼拉
多的道路、該亞法的道路、約瑟夫的道路等等。我們要麼在江湖中行走，要麼在神的國裡行走。
耶穌穿過人群，祂知道自己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求主憐憫我們，讓我們也知道腳下的路。

當服事越做越久，規模越做越大，有時人就容易變得不認識人了。我們的眼光從身邊人的
頭頂掠過，注目遠處，注目事業拓展的台階，注目能彼此得到更多榮耀的場合。我想，當多
馬被邀請用指頭探進耶穌的肋旁，他一定確定他的主認識他；當彼得在炭火旁接過復活的主
遞過來烤熟的早餐，他一定確定他的主認識他。感謝主，三十年來讓恩福把主要精力花在人
的上面。或許每個蒙召把心放在人身上的牧者，一生總會遇到一個試探：魔鬼誘惑他，暫且
放下面前的一些人，為了未來牧養、造就更多人。總不會那麽不好彩（不走運），在人要為
主開拓百年大業而收放自如的時候，主耶穌不合時宜地回來了。

2022 年底，我們以宣教士的身分與恩福有了
從未切斷卻更密切的聯繫，也學習體會新身分帶
來的啟發。歷史上那些非常勇敢的宣教士們，他
們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離開信主、成長和服事
的教會，面對艱巨的挑戰、陌生而孤獨的環境，
他們的心所求的是什麽呢？或許只是一個自由愛
主的機會。沒想到，幾個月後太太再次生病，好
像我們剛擺好架勢要更多愛主、服事主，卻忽然
發現原來玉瓶也是會碎的。感謝主知道這些，祂
再次使用恩福在最需要的時候，成為我們身後默默的支持。而且這份支持背後沒有任何掌控。
我們低頭一看，自己那要碎的瓶子裡僅有的一點香膏也是祂預備好的。

字短情長。感恩，可以認識陳牧師和陳師母，認識許多恩福家人，他們也認識我們，並將
繼續認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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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級 -2005 級

我和我家與恩福
周媛媛（寧子）/ 作家（1996 級）

1994 年恩福成立之初，我就被接
受為恩福支持的專業作家。那年7月，
我們舉家從德州搬到南加州。開始的
那段日子，我們暫住在蘇文峰牧師
家，蘇師母每天招待我們一家四口吃
飯，他們把女兒的房間讓出一間給我
們住。陳師母陪我們找房子，靈糧堂
的弟兄姐妹們為我們找家具。我們很
快就在南加州安下家來，兩個女兒也
在這裡長大成人。如今大女兒已成家，
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並拿到了大學
的終身教職。小女兒也結婚了，她一

方面在頂級建築設計公司做設計工作，另一方面在教會做 Youth	Pastor 並兼顧宣教，而當年
她和我們一起從德州來加州的時候才一歲。時間過得真快呀，一路上都充滿了主豐富的恩典！

值此恩福成立三十週年的日子，我們回顧走過的路，心中充滿感恩。恩福支持我當全職
作家一年，後來決定由支持作家改為支持神學生。這個改變是我來加州時沒有想到的。當我
面臨這個改變時，特別當時我先生正面臨失業，我們的信心經歷了試煉。但那引導我們的神，
沒有因為我們信心的起起落落而鬆手丟下我們。祂帶領我們翻山越嶺地走信心之路，把我們
帶進風光無限的恩典之中，給我們的祝福遠遠超過我們的夢想！ 1996 年，我作為恩福支持的
第一批神學生進入神學院，1998 年畢業。經過一段時間的等候和籌備，我創辦了基督教文藝
雜誌《蔚藍色》，除了出版季刊，我們也出版了一套《蔚藍色》叢書，《蔚藍色》從創刊到
終刊，歷時十五年。因應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我們結束了《蔚藍色》的事工，之後我就開始
了「認識聖經系列講座」的整理和寫作，這個系列被海外校園的「橄欖社區」收錄。

願主賜福與恩福大家庭的每一位，願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在主眼前是「看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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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認同，清晰異象
謝文郁 / 教授（1999 級）

二十多年前，我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被恩
福接納為資助對象。開始時，我只是想到，這
筆資助在經濟上對我的幫助很大，並對此心存
感恩。然而，當我成為恩福家人後，每年都參
加退修會，越來越多地瞭解並認同恩福的文化
宣教異象。與此同時，我對「宣教」一詞在基
督徒生活中的意義也有了越來越深刻的體會，
並在禱告中向神求問自己的宣教之路。

2005 年，我在關島大學教書期間，開始重新關注國內學界的動向。神直接呼召我，要我
回到中國學界為祂作見證，並給了我四個異象：在國內環境中寫作，佔據大學講堂，與學者
深入交流，培養基督徒學者。這四個異象如此清晰，我沒有猶疑，直接回應了神的呼召。此後，
神親自開路並帶領我回國。	

陳宗清牧師知道我的情況後，便加入我的禱告組，在恩福內設立「學者基金」，全力支持
我回國事奉。十幾年來，我在國內學界的事奉卓有成效。回頭看走過的路，深深感到恩福在
其中的推動。在這二十幾年與恩福相伴的時光裡，我感受到了家人們彼此問候中的溫暖，禱
告中彼此相扶的力量，在宣教事奉中的彼此激勵，以及共同尋求神旨意帶來的心意更新變化！
願神繼續賜福恩福的事工！

信仰傳承的火炬
周宇 / 橋樑事工（2000 級）

在慶祝恩福成立三十週年之際，我重新翻閲二十多年前申請成為恩福神學生時寫的一篇見
證《接過火炬》，裡面簡略提到信耶穌的外婆和母親對我成長期的影響，以及我在大學期間
如何重新認信並回應上帝的呼召。

記得當年，也就是我接受耶穌基督作為我個人生命救主的那個夏天，在外婆的安息禮拜
上，我仿佛聽到從天上來的聲音：「接過火炬！」彈指一揮間，已過去三十多年，但這信仰
傳承的火炬依舊灼熱，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常常為我禱告的母親。

前不久母親被診斷出罹患老年癡呆症，震驚之餘，我有些不願相信這個消息。直到前不久
妹妹告訴我，母親已經拒絕進食一段時間，必須送進醫院靠輸液維持生命，這時，我才意識
到問題的嚴重性。很感恩我和師母可以很快安排好假期回國探望母親和家人，上帝更奇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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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使這個探親行程成為一個信仰尋根之旅。

在陪伴母親進出醫院和探訪親戚期間，我有機
會從舅舅和姨媽處聽到外婆於 60 年代初期如何在
異夢中被主呼召，成為一名傳道人，及她在文革期
間被認為是「信主頭子」而遭到公開批鬥的情形。
我也有幸見到當年和外婆一起「站臺」的一位小
子，他如今已是七十多歲，但傳福音的熱情仍不減
當年。他一見到我回到家鄉，就忙著安排我去信徒
家裡交通分享。

整個行程中，讓我最感動的是，發現有那麽多
親戚受母親影響而信主。母親有七個兄弟姊妹，加
上另外幾個堂兄妹，整個家族現有一百多人。母親
在 16 歲時因病得醫治而信主，外婆是一位聞名鄉
里的中醫，她因看到這個神蹟就歸信耶穌，亦很快
蒙召開始旅行佈道，把福音傳遍了方圓幾十里。外

婆在 90 年代初被主接回天家後，母親就自然擔當起了堅固二十多位侄孫信仰的責任。她經常
提名為他們禱告，這次我也終於可以把他們本人和名字對上號。	

母親關注他們的靈命，並在實際生活上提供幫助，贏得了大家的愛戴。這次母親生病，
他們都來探訪並為母親熱切代禱。上帝實在是聽到這些質樸和發自內心的禱告，再一次憐憫
了我的母親，把她從死亡線上拯救過來。在陪伴母親的一個月中，我大部分時間是在為她讀
經禱告，唱她所熟悉的詩歌，回味一個個與她度過的美好時光片段，並衷心向天父獻上感謝。
同時，我也在思考如何傳承這個大家族的信仰。很感恩，我的表兄妹及他們的孩子們都認同，
基督信仰是我們「全家」的信仰，這也更使我堅信教會本應是一個「衆家之家」的有機體，
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攔阻她生養衆多！

我們恩福家人過去三十年所看到和經歷到的，亦是陳牧師和師母在歷届董事的大力支持
下，發展出一個充滿家人氛圍的群體！我在這裡衷心祝願這個家的 DNA 在恩福家人的生命和
各樣事工中傳承下去，能	「生養衆多」，並作為馨香之祭獻給我們的主！

忽然發覺，這豈不正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團需要用生命來回應神頒佈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嗎？！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創一 27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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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記憶
Samuel Chen（2001 級）

We	would	like	to	give	the	Lord	thanks	for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F.	I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the	BF	when	I	was	pursuing	
my	postgraduate	study	 in	 the	US	and	UK	
20	 years	ago.	Our	 family	are	 very	much	
grateful	for	the	BF's	ongoing	love	and	care	
for	our	family	all	these	years,	especially	for	
its	faithful	prayers	and	support	provided	to	
us	when	we	went	through	all	the	challenges	
and	trial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our	individual	
and	 family	 life,	 from	 the	BF	 leadership	
team	 such	 as	 Rev.	 and	Mrs.	 Grant	 and	
Liangshwu	Chen,	Rev.	and	Mrs.	Edwin	Su,	
Board	Members	such	as	Jason	Luo	and	his	
wife,	Longchang	Xiao	and	his	wife,	and	Rev.	
Zuxing	Chen.	The	 left	 is	a	precious	photo	
taken	back	in	2004	when	Board	Chairperson	

Jason	Luo		and	his	wife	visited	us	at	the	Philadelphia	Children's	Hospital	when	our	son	
Gabriel	was	going	through	cancer	treatment.	

This	 is	only	one	of	numerous	 loving	memories	we	have	with	the	BF	 family!	We	
have	also	been	inspired	and	encouraged	by	the	faithful	Christian	life	and	service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in	the	BF	family	have	led	in	following	their	callings	from	the	
Lord.	May	the	Lord	continue	to	bless	the	BF	family	and	its	members	with	grace	and	love	
that	compel	all	of	us	to	serve	and	love	Him	and	His	people	with	faithfulness.

From	Samuel,	Annie,	Gabriel,	and	Jul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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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家
施瑋 / 作家（2004 級）

我 1999 年復活節受洗後，當年年底開
始在美西南三一學院進修神學本科的課程。
因為語言的困難和經濟的原因，邊打工邊讀
書，到 2002 年底修完神學本科後就不打算
再繼續學了。2003 年夏，在芝加哥《生命
季刊》組織的一次小型退修會中，我認識了
恩福的陳宗清牧師。當時，他鼓勵我可以申
請恩福獎學金，我當年並沒有申請成功，但
因本科的成績優異，拿到了學校的學費獎學
金。第二年我開始讀碩士課程後，年底得到

了恩福的生活補助獎學金。雖然在經濟上已不是燃眉之急的時刻，但恩福的接納幫助我更進
一步確立了上帝的呼召。

2005 年 7 月我參加了在恩福董事蕭隆昌家中召開的恩福家人退修會。在讀和畢業的神學
生們從各地趕來，真像過年回家團圓一樣。當時的恩福神學生們都各具特色，恩賜和服事領
域也很不同，大多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因為比較獨特的文化宣教的恩賜和呼召，我們這
些人在當時北美的查經團契或傳統教會中，多少感到孤單，不被理解也無知音，以致對主的
呼召懷疑和動搖。恩福家庭式的團契讓我找到了完全被接納與認可的家，也找到了彼此激勵
靈性、激盪思想的同路人。

轉眼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恩福始終是我屬靈的家，也祝福恩福為神國培養更多文化宣教的
基督精兵！

歸巢斂翅
程子剛 / 靈修導師（ 2004 級）

	為恩福走過三十年的歷程，向主深深感恩。

今晚憶起一件往事。在某年的恩福家人退修會上，那天晚餐後，陳牧師
和師母讓大家在他們家周圍散散步。期間，各路英雄高談闊論，侃侃而談；
回到牧師、師母家中，仍意猶未盡，不知為了何事，起了點火花。陳牧師和
師母並無說教或調停，而是寬厚溫潤、不著痕跡地承托著這一切。漸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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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靜了，歇了。愛，使我們「歸巢斂翅」。多年後回望，那是個觸碰心靈、帶來更新的經歷。

恩福這三十年來走出學術、文化、生命和群體並進的道路，承托這一切的文化底蘊，是陳
牧師、陳師母、各位董事及恩福辦公室同工溫暖、謙抑、充滿恩典、甘心樂意的付出。一年
又一年寄來的生日賀卡，一個又一個殷切催稿的信息，恩福家人退修會前一聲又一聲的呼喚
⋯⋯使得恩福持續成為許多人和我共同的家。我雖很少回家，但在恩福大家庭裡得到的關愛，
使我有更大的自由探索新的領域，學習在群體中幫助人心被神的愛觸摸而歸家。

願主繼續賜福和帶領恩福下一個三十年！

大家庭中的一員
李民舉 / 牧會（2005 級）

2005 年夏天，我回應天父上帝的恩
召，到哥頓·康威爾神學院接受裝備，希
望將來能夠全職服事神。當時最大的困難
是，弟兄姐妹不太瞭解我的屬靈狀況，也
不確定我是不是心血來潮，從而不知道該
怎麼幫助我。

感謝神，差派陳宗清牧師和劉良淑師
母進入我們一家的生活中。他們不僅在財
務上，更在屬靈上，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
讓我在神學院的學業得以完成。

每個暑假我都有機會參與恩福家人退修會，見到屬靈長輩和各位家人，他們在學業上和靈
性上都給我有益的啟迪。在這個過程中，我自然而然地成為恩福大家庭的一員，在以後的服
事中，也常常得到家人的鼓勵和幫助。我為自己能夠成為恩福家人中的一員而感恩，也為恩
福的異象所激勵。

中國文化的福音化，是神給恩福的異象，也是當下華人教會的光榮使命。一方面我們從主
流教會的傳統中建立起紮實的信仰根基，另一方面也要瞭解華人心靈的需要，並採用生動活
潑的方式將福音傳遞給華夏同胞。這個使命是光榮的，也是艱鉅的。我們需要在真道上有切
實的領受，還需要對華人的傳統有切實的理解，才能有的放矢，在中華文化福音化的過程中，
盡我們當盡的本分。

願恩福家人們繼續互相勉勵，也願恩主耶穌的名因恩福而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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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耳際的兩句話
王志勇 / 牧會（2005 級）

	值此恩福三十週年之際，再次感謝上帝藉著陳宗
清牧師和劉良淑師母在神學和生命上給我們全家帶來
的祝福。

至今耳畔仍然迴響著陳牧師的兩句話。一是 2005
年芝加哥福音大會上他振聾發聵地呼籲：「華人基督
徒用理性愛上帝太少，太少了！」二是我決定在美國
牧會時陳牧師的大聲勸勉：「牧會是一條捨命之路；
王志勇，如果你要牧會，必須準備好去死！」

這兩句話貫穿在我這十幾年的研究、靈修和服事
之中，就是更加用理性來愛上帝，更加效法耶穌基督
那種好朋友為朋友捨命的情懷。我在美國註冊成立「雅

和博研修院」，在哲學方法上闡明「神法聖約論超越批判哲學」，強調的就是得蒙聖靈光照
的理性之愛；在社會理想上提出「基督教文明保守主義」，強調的就是效法基督、愛主愛人
乃至為主為友捨命的基督教文明。

恩福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可觀的獎學金，陳牧師夫婦與各位董事更為我們提供了主內的情
誼。現在教會內特別缺乏的就是這種亦師亦友的聖潔友誼，到處充斥著泛濫冷冰冰的教義教
理、高大上的建制規條與宗教運動，追求教會人數增長和奉獻上升的壓力把牧師壓得喘不過
氣來。

其實，我們在教牧中特別需要的，正是這種有情有義、長期建造、生死與共的師友關係。
願主繼續施恩，使恩福這樣一個在基督裡彼此相愛的使命性群體不斷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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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級 -2014 級

耳濡目染，寶貴連結
李晶 / 牧會（2009 級）

2008 年夏天，正在北京服事的我，蒙上
帝賜下一次屬靈復興，後又領受清楚的呼召，
要去美國念英文神學院。2009 年，上帝先後
賜給我 Wheaton 和 Talbot 兩所學校的錄取
信，後顯明祂的預備是讓我去Talbot受裝備。
那時剛剛經過金融危機，獎學金的機會很少。
正當我為昂貴的生活費切切禱告時，忽然有人
向我介紹了恩福，於是交上一份申請。某天早
晨醒來後，我靈裡忽然有個清楚的念頭：「等
待多日，今天已有答覆」。靈修後登入電郵，
果然，恩福的錄取信已在那裡等待數小時！

成為恩福神學生後，我越發體會到自己蒙了多大恩典。恩福家人都非常優秀，在學術、藝
術、傳媒、牧會、宣教等各領域，都是頗有恩賜和影響力的屬靈「大咖」。我雖不才，望塵莫及，
但因著恩福重視家人連結的寶貴傳統，耳濡目染之下，也受到恩福家人的熏陶，得到許多造
就。比如，陳牧師、師母的屬靈洞察和領導力，蘇牧師、師母低調謙遜的溫潤之風，莫非董
事夫婦的文字和溝通力栽培⋯⋯這些熏陶，都影響塑造了我今日的服事風格。

Talbot 畢業後，我們一家回國事奉。經歷過高峰，也有流淚的低谷。感恩的是，恩福大
家庭依然跟我保持聯繫，透過在北京、台灣、甚至北美的數次退修會，給我及時的屬靈支持。
不少恩福家人成為我的屬靈戰友，一同為主打仗。也有幾位董事前輩，憑愛心支持我的事奉
與回美裝備。

自從大學畢業，至今我已服事主十九載。這條路不易走，我也不是意志特別堅定之人。我
能持續不斷地服事，恩福實在是上帝賜給我的天使之一！值此恩福成立三十週年之際，我為
恩福向主獻上真誠感恩！並祝願恩福在神國繼續開花結果，讓更多的靈魂蒙恩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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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道而來的感動
葛浩 / 西三一大學神學院中文部主任（2011 級）

第一次接觸恩福是在 2008 年。當時，我剛開始
維真學院的學業，正在四處尋找獎學金，通過一次偶
然的機會聽說了恩福。看到恩福異象時，我為華人基
督徒中居然有這樣一個「心胸寬廣」的機構而深深感
恩，於是特別希望成為其中一員。可惜，我的申請沒
有被批准，但誰能想到三年後我居然成為了恩福神學
生！

那時，我已經從維真畢業，準備去劍橋大學讀博士。就在我為昂貴的費用愁煩時，恩福雪
中送炭地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答應在我讀博期間每月支持一千美元生活費。沒有恩福的資助，
我不可能去劍橋求學，更不可能完成學業。在劍橋求學的那幾年中，恩福不只提供經費上的
支持，而且不斷在禱告中記念我們，並像家人一樣關懷鼓勵我們。不僅如此，陳牧師、師母
和駱董夫婦還專門遠道來到英國，與歐洲的神學生一起退修。之後陳牧師、師母又特地來劍
橋看望我們，讓我十分感動。在很大程度上，正因恩福犧牲式的投入和祝福，我今天才能在
西三一大學的平台上為中國教會做神學教育和研究。

共同的異象和對中國教會的愛讓我們走在一起，而恩福董事和同工們對神學生的關愛及恩
福家人之間的愛，使得恩福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畢業多年的我依然能感受到來自這個
家的溫暖。在恩福成立三十週年之際，我衷心祝願恩福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為華人教會史
添寫燦爛的一頁。

新的人際關係
布拉 / 青年事工（2012 級）

遙記第一次恩福家人退修會，和王忠欣老師聊天時他說
的一句話——「我們信了主以後，不僅在基督裡成了『新造
的人』，同時和他人也形成了一種新的人際關係」（大意）。
「恩福」於我，就是這「新的人際關係」中至關重要的一部
分。一群因著上帝呼召大有恩賜和能力的神僕，因著「恩福」
而聚集在一起，協同合作，為神國發光發熱。我作為最小、
最軟弱的一個，在這幅圖景前膽怯、戰兢——我是誰呢？竟
然會和這樣一群人在一起，被他們謙卑地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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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退修會在爾灣。午餐席間，陳牧師自己一口還未吃，卻親自給各位家人倒水添
菜，令我震撼。十年之後，當我回憶起「恩福」點滴，這樣的一幕一幕，數不勝數。它們似
乎被我塵封了很久；當我再次把它們開啓時，耳邊忽然響起耶穌的話：「我若不洗你，你就
與我無分了」（約十三 8）。「恩福」逼得我，不得不謙卑。

「恩福」的董事們，是一群活出了基督生命的人。因著與這樣的一群人有過交集，我的生
命不再一樣。可以這麼說，他們是一次又一次向我「再傳福音」（re-evangelize）的人。也
許我的退縮，好似黑暗躲避光明，軟弱躲避剛強，卑微躲避榮美。可是那一個個空了的支票
信封不放過我，不斷大聲向我呼喊著主的恩典⋯⋯它已經烙印在了我的心裡。	

沒有「恩福」，就沒有今天的我——but	only	for	the	good	part，not	for	the	bad.	我為
著過去幾年的「消失」，向各位恩福的董事、同工致歉。希望使徒保羅不會介意我借用一句
他的話——「我⋯⋯切切地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給我作見證的」（腓一 8）。

恩福之恩典與祝福
陳知綱 / 翻譯事工（2012 級）

二十年前，初聞恩福，青絲青春在讀博士；二十年後，與恩福融洽，兩鬢微霜靈裡爭戰多
載。十二年前，恩福資助，書生耿介，甚為自持；十二年後，受牧師、師母、董事、家人靈
裡熏染，生命錘煉，藉恩福的恩典與祝福，屬靈品格日趨成熟。略述幾件小事，以記同行歷程。

第一，追隨之恩。因生於貧困，長於勤奮拼搏，為人耿介，多願自持，不願累及他人。
入神學院時，經屬靈長者力薦，申請恩福；及至事半，讀家書見壓力，遂停止申請；蒙牧師、
師母電話相邀催促，與恩福的連結始得建立。此後同行，於神學裝備、於靈命養成、於諸位
家人相交互勉，頗多受益。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第二，諄諄提醒。加入恩福，與一眾同行，常得牧師、師母、同工禱告托住，靈裡受提醒。
尤其，2016 年按立牧職時，恩福寄語：「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三 5 ～ 6）。與未謀面的兩位同樣寄語，成為
屬靈路上時時的提醒。

第三，扶助之福。因耿介自持稟性之故，許以
織帳幕資助事工，落入網絡騙局，損失慘重。恩福
援手，救我燃眉之急，得以延續，此扶助之恩。

恩福如其名，存恩慈之心，以祝福之舉，提攜
眾多如我輩者；其事眾多，難以數列。神佑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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諄諄教導，滿滿收獲
謝昉 / 牧會（2013 級）

接受恩福獎學金的 2013 年至今，已十個
年頭了。我神學畢業、實習結束後回到中國
牧會，也已是第九年即將進入第十年。十多
年前，當陳牧師第一次聯繫我，對我進行「面
試」時，我沒有想到自己能與恩福建立起長久
的關係——這是一個服事並祝福了很多神學
界鼎鼎大名人才的機構，而我不過是一個「半
路出家」的技術人員而已。

恩福給予的不僅僅是獎學金，更是長者的
諄諄教導，以及與不同領域內服事基督的先

行者之間的關係。在恩福，我收獲了友誼，收獲了師長，也收獲了比以前更寬廣的眼界。

記得，第一次去王志勇牧師家裡拜訪，飯後在家庭敬拜時，我的孩子吵鬧且坐不住，但
他的孩子則認真參與。這讓我意識到家庭敬拜在訓練孩童上的益處，及自己在這方面的懶惰。
還記得，Alex 弟兄幾次和我聊天，從學者角度和不健康教會的案例給我很多提醒，更在我為
將來學習方向糾結時給我鼓勵和忠告。

仍記得，陳牧師到上海看望我，作為長者勸我要好好鍛煉身體。當時我不以為然，還發明
了一套歪理：一個鍛煉身體的人的確可以活更久，但他增加的壽命時間都用來健身了；所以
在生命品質上，有沒有健身是一樣的。然而，我後來發現，不健康就會生病，不但導致工作
沒效率，而且還會給家庭帶來攪擾。所以我現在每天都去健身房。陳牧師可以放心了。願神
繼續使用恩福，讓神做祂要成就的工作。

一生之久的家人關係
李泉 / 學者（2014 級）

自 2014 年 10 月踏入恩福以來，我的神學之旅正式展開。作為恩福資助的神學生，我於
2015 年在愛丁堡神學院開始專攻基督教倫理學。幾經曲折，終於在 2020 年完成學業。

在過去八年間，我和家人數次搬遷，求學之路從亞洲延伸至歐美。無論我們到達何處，都
得到恩福大家庭的禱告、關心和慷慨支持。回想這些經歷，心中充滿感激，這也成為我前行
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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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僅學會了在漂泊中隨遇而安，更
學會了順應聖靈的引導，聚焦於神在歷史
和當下展現的宏大救恩計劃。這使我有
勇氣面對嚴酷的現實，有耐心探索神學、
歷史和倫理領域中的深刻主題。更重要
的是，與幾代恩福家人相識相知的寶貴經
歷，讓我更加感受到作為其一員的美好祝
福。因此，我真誠地希望能將陳牧師經典
語錄「恩福家人的關係是一生之久」付諸
實踐，在未來的生活和服事中，與諸位像
雲彩般的恩福家人一道，繼續「奔那擺在
我們前頭的路程」。

2015 級 -2019 級

沈甸甸的期許和祝福
康頔 / 神學教育（2015 級）

最早認識恩福是2008年我在游斌老師門下
讀宗教學碩士時，獲得了一筆來自恩福的獎學
金。2009 年秋天，我見到來北京開會的李靈牧
師，他給我們發了獎學金，並講述資金的來源。
那是 300 美金的舊紙幣，有著折疊和使用的痕
跡，50 元一張，一共 6 張。伴著李靈牧師給我
們講這些錢的來歷，我開始瞭解這 6 張帶有歲
月積澱的紙幣裡沉甸甸的關懷和期許。

我成為家中唯一的基督徒後，立志作聖經
研究學者而來美國讀書，後獲得 Th.M. 學位，
並被芝加哥信義宗神學院接受讀博士學位。學
校沒有全額獎學金，背後也沒有教會支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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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想到了恩福，想到了那些沈甸甸的期許和祝福。後來，與陳牧師在 Skype 上見面，並
且獲得恩福的支持；又和各位家人、董事見面，在聚會時端著盒飯暢談神學、暢談解經⋯⋯
恩福成了我屬靈的故鄉。

我最感恩的除了恩福給予的經濟支持外，還有家人、同工及董事們的屬靈支持。讀博士
的這些年，不是我人生中最順利的幾年，而是與自我認同打架最激烈的幾年。沒有成長於基
督教家庭或社會環境，也沒有穩定的教會可以去，幸好有恩福，總是帶領我在靈裡不斷成長。
在我的背後，始終有陳牧師、陳師母和各位恩福家人的禱告與祝福。感謝主的帶領，讓我被
接納為恩福家人！祝願恩福三十週年生日快樂！

超越語言的關心與愛
吳正光 / 神學教育（2016 級）

2016 年夏天在芝加哥三一神學院舉行的中國神學
生會議，恩福會長陳宗清牧師主動並且非常和藹地和
我交談。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成為恩福神學生，接著補
充說，這是對我有益的。陳牧師誠不欺我，我成了「藉
我賜恩福」異象的受益者。這些年我在恩福獲得的關
心、愛及指引，難以用三言兩語盡訴。

陳牧師邀請我先以嘉賓的方式參加了當年的恩福
家人退修會。在聆聽各位參會者的分享時倍感激勵，
讚嘆神在各位恩福家人身上的偉大工作。在申請後，
恩福很快接納我為神學生。在讀博的這些年，恩福對
我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不但是金錢上，更透過恩福同
工和家人們的禱告、關心、探訪，為我的生活、靈性
和學習提供了巨大幫助。當我在學習遇到難處時，當
我在畢業後抉擇困難時，恩福大家庭是我最大的支持
和後盾。

陳牧師和師母更是我屬靈的父母親，默默地用禱告和愛托舉著我。我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
退修會中的屬靈盛宴，從不同的神學生、畢業生、宣教士、恩福同工和董事身上所折射出來
的基督光輝中，得到激勵和鼓舞。弱小無力的靈常常因此被點燃。我們全家都非常享受在恩
福大家庭中所得到的愛與親密的關係。

感恩能加入恩福，願恩福持續不斷地傳遞神的恩典和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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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見面，亦是家人
陳明志 / 公務機構（2017 級）

2017 年成為恩福神學生前，我對
這個機構不甚瞭解。後來考慮讀博士班
並和 Alex 弟兄討論，由他介紹才開始
認識恩福，驚訝於竟然存在這樣一個以
「文化宣教」為宗旨的華人基督教機
構。

我的驚訝並非大驚小怪，作為在北
美華人教會中信主的第一代基督徒，我
成長的教會氛圍瀰漫著華人教會文化特
有的敬虔主義，將世界與教會、文化與
信仰嚴格二分。世界跟文化是墮落、腐

敗、不屬靈的；而教會與信仰才是分別為聖、屬靈的。如此堅持聖俗二分的敬虔主義，導致
教會無法回答與處理基督徒在世間生活時會面對的種種張力——信仰與文化、信仰與工作、
信仰與世界。直到近二十年前，當我在西敏神學院求學並接觸到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的世界觀
神學後，這些張力才得以解決。在接觸恩福後，發現自己的基督教世界觀與恩福的宗旨不謀
而合。我為恩福這樣投身於文化宣教的機構感恩。這樣的眼光與情懷，在華人基督教界可謂
少而又少。

為實現文化宣教的使命，恩福三十年來培育支持了許多神學及其他專業方面的人才，其中
好幾位是我熟識的朋友跟同學。恩福也在幾年前參與差傳，成為不少在前線做福音工作的牧
者同工們的後盾。如此文化宣教與福音差傳兼顧，跟趙天恩牧師的三化異象也不謀而合。

我也感謝恩福的同工們，尤其是會長陳宗清牧師與師母，對恩福神學生及畢業生給予真摯
的關懷與幫助。恩福是一個特別的團體，大家分散於世界各地，不常見面深談，卻稱彼此為
家人。作為基督徒，我們之間最根本的連結就是在主耶穌內互為肢體的連結，但這份家人關
係也需要經營。多年來陳牧師夫婦和陳祖幸牧師等殷勤探訪各處的恩福家人，還有每年一聚
的恩福家人退修會，都是連結這個逐漸壯大之團體的紐帶。我們一家也蒙受關照，特別是經
歷重大變故時，陳牧師、師母及其他恩福家人給予我們慰問、幫助跟禱告。

在恩福即將走過三十年之際，感恩之餘，也為恩福未來的道路跟走向獻上禱告，期望她繼
續成為基督徒跟眾教會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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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靈程中的恩福
王俊 / 牧會（2018 級）

在我的信仰生命中遇到恩福，得到恩福
的恩惠，是我一生的幸事！在恩福成立三十
週年之際，我和家人都獻上感恩和祝福，求
神繼續賜福並使用恩福，在信仰傳承和文化
宣教上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2014 年，我在加爾文神學院訪學，得知
陳知綱弟兄、李晉弟兄都是恩福資助的神學
生，就開始瞭解恩福。2017 年，我申請了加
爾文神學院，在得到錄取通知後，就開始申
請恩福獎學金。我的申請很快得到了回應，

聯繫我的是時任恩福秘書的蔡尚純姊妹。到年底，我的申請就被批准了，真是感恩！

成為恩福神學生前，我們並沒有見過陳宗清牧師、師母，只在線上看過陳牧師講解馬太福
音的視頻。成為恩福神學生後，我們得到了他們的很多關心和幫助。在加爾文讀書期間，陳
牧師、師母兩度看望我和家人，當時見面、交流、分享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最後一年，因
為有疫情，面對面的機會少了，但因著神的恩典，我們還有了更多的接觸。

最後半年，我在恩福實習，每週與陳牧師、師母、李蕙姊妹和Abby姊妹一起靈修、禱告、
討論事工，對我們的成長都很有益處。我們創辦的「恩福論壇」也很有果效，感謝神帶領這
一段共同服事的時光。

在我們來吾思德基督福音教會服事後，牧師和師母還是經常關心我們，祖幸牧師也過來看
望我們，關心我們身心靈的健康。在我接受按牧時，陳牧師、師母還專門寄來賀匾，感謝他
們的牽掛和鼓勵。除此之外，每年的退修會也讓我們非常受益，那麽多恩福家人聚在一起分
享，總是大受鼓勵。

點點滴滴，有很多的記憶、很多的美好，無法一一述說，千言萬語凝成一句話：神佑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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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所求的團契
劉彪 / 博士候選人（2019 級）

與恩福的相識始於 2019 年。當
時我拿到惠頓大學博士項目的錄取通
知，出於財務上的需要，認識多年的
前輩就向我推薦了恩福。一開始我以
為這只是一個普通的獎學金項目，在
遞交申請材料一段時間後，我接到了
陳宗清牧師的電話。在通話中，陳牧
師特意提及：「我們不只是提供財務
支持而已，而是要構建一個基督徒的
學者團契。」因此，對於尋求加入恩福的人來說，並不只是獲得金主的慷慨解囊，而是委身
加入一個長期的團契。聞悉此言，我心中暗喜，華人基督教學者團契正是我心中所求，於是
欣然接受了陳牧師的邀請，成為恩福神學生的一員。

2019 年在南加州爾灣舉辦的恩福家人退修會，成為我的恩福初體驗。誠然，恩福為我們
營建了一個華人學者敞開溝通與交流的平台。在這樣的一個平台中，舊雨新知、不同神學立
場、抑或相異的政治觀點，都可以在其中碰撞激盪，也讓我們名副其實地成為家人。直至今日，
我仍然對那時大家徹夜長談的場景記憶猶新。不僅如此，其後我也有機會和陳牧師及部分恩
福董事有更多的接觸，他們切實的牧者關懷也著實讓人如沐春風。恩福，恰如其名，是眾人
的恩典與祝福。

寬鬆又緊密的團契連結
曾安臨 / 神學教育（2019 級）

自我踏入恩福文化宣教使團已逾四載。在我心中，
恩福宛如一個既緊密又寬鬆的大家庭。在這裡，我算
是第三代恩福家人。提及與恩福的緊密羈絆，不得不
提到陳牧師與師母。這四年來，每個季度，他們總會
慷慨抽出時間，問及我的日常瑣碎。儘管他們在神學
和人文學識上深不可測，對華人教會瞭解透徹，卻總
是溫情地詢問我生活中的細節：房租是否周轉自如，
身體是否健康矯健，人際關係是否和諧。這關懷，恰
似父母的細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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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我有幸拜訪他們在南加州的家，那次短暫的停留，令我難忘。臨行前，他們溫馨
詢問我對此次拜訪的感受。我不假思索地讚嘆其舒適、溫馨，卻不慎提及浴室花灑的小瑕疵。
言出之後，我方覺後悔，恨不得把說出口的話再吞回去。牧師和師母沈默片刻後，決定立刻
修整。出乎意料的是，僅僅兩天後，在我踏上回程的前夕，牧師便發送了修好的花灑照片。

恩福宛如一片自由的天地，匯聚了一群孤標傲世、不拘一格的靈魂。儘管每個成員都有著
獨特的神學背景和鮮明的個性，各自在專業領域獨領風騷，但是大家依舊能夠和諧共處，暢
談各種議題。雖偶有爭執，但總能優雅地處理分歧。我認為，這與成為恩福家人後的要求——
在頭三年內撰寫 36 份封家書——不無關係。這些書信將我們的苦與樂緊密相連，儘管我們在
神學觀點上有所不同，但在生命中的苦痛與掙扎上卻異曲同工。

我珍視恩福那既寬鬆又緊密的團契連結，既不會因過於鬆散而失去聯繫，也不會因過於緊
密而失去邊界。最後，我衷心祝願恩福繼續在神的指引下，關愛並連結各個特立獨行的肢體，
成為一座逃城！

屬靈的港灣，神恩的馨香
孫澤汐 / 大學教育（2019 級）

追溯這條靈命之旅的起點，我想起了
2019 年。那年，我有幸接觸到恩福，不僅在
經濟上得到支持，更在緊張的博士訓練中擁有
了一個屬靈的港灣。在恩福三十週年之際，我
在禱告、默想和喜樂中感受神恩的馨香。

2020 年，全球疫情肆虐，讓我更加珍惜
恩福陪伴下的安寧。當時，溫潤多日的北卡也
終於有了秋意。一夜秋雨，落葉滿地。在這一
年中，恩福在物質和心靈上都播下了慰藉。跨
足 2021 年，我的學術裝備進入尾聲，論文和

找工作的壓力也與日俱增。當時有機會參加在德州 San	Antonio 舉行的學術會議，期間跟現
在任教學校的老師有很好的交談，感嘆神安排的奇妙。也再次感謝家人們一路的代禱，見證
我在學術和職業方面的成長。

2022 年，我攜妻子、父母一同探訪壯麗的大峽谷。陽光穿透雲層，灑在峽谷的每一寸土
地上，其中似有神的話出現：「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
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路三 5）人力所不能為的，神要顯給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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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這幾年，恩福在學術探索和屬靈成長上都給了我寶貴的支持。求神恩待，讓恩福的力
量可以傳承，影響更多基督徒學人，以文化與屬靈復興異象，互勉同行。願神大大賜福、使
用恩福！

從重新發現到一路扶持
柏雨成 / 博士候選人（2019 級）

2019 年在疫情爆發前的最後一屆線下恩
福家人退修會上，我加入了恩福大家庭。之
後再次實體相見，	竟然就是2023年夏天了。
回想與恩福的這幾年歷程，正是我信主後接
觸北美華人教會的時期。我2010年信主後，
蒙召讀神學院，成為基督徒學者。但之前數
年，我一直在美國人教會中敬拜，沒有多接
觸華人教會。然而我在學習中得知中國教會
歷史悠久，又看到自己所學的能為華人教會
所用，才轉而「重新發現」本屬於自己文化
傳統的教會，並在 2018 年前後開始更多參
與華人教會的服事。

所以很感恩我對華人教會的「初體驗」是來自於恩福這樣一個有真愛、有智性、有熱情的
信仰群體——甚至可以說信仰家庭。我初次參加退修會時，便對各位家人多元的年齡、思想、
神學立場和事奉方式深有印象。然而這些多彩的人們卻並沒有像碎片化的世俗社會一般彼此
沒有交集，而是願意聆聽彼此的故事，分享自己的看法。後來更深地接觸了陳牧師、師母、
田玲姐妹、祖幸牧師等同工後，我越來越覺得他們生命中透出的自然之愛，是我尚沒有的，
也是我希望能操練出來的。

後來，我在北卡本地的美國教會和華人教會都遭遇了一些不順。在某當地華人教會中更
是親眼見證了突破道德底線的醜聞，自己也受了不少傷。我曾一度考慮不再參與華人教會（及
美國南方的建制教會），也度過了一段教會生活基本為零的靈命低谷。在這個時段，上帝伸
出的挽救之手之一，便是通過恩福群體。今天，某位恩福神學生看到我在家書中分享的事，
便發來電郵表達鼓勵；明天，某位同工打電話來慰問關懷。就這樣，一點一滴來自更大屬靈
肢體的關心，幫助我走過了那段艱苦的日子，直到如今恢復了有規律的教會生活。

如今，我正在龜速寫作博士論文，也不知過多久才能成為一個讓恩福家庭引以為傲的「畢
業生」，但我期待這一天的到來，並且在期待中繼續感恩能成為恩福大家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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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級 -2023 級

不離不棄的長輩心腸
雪音 / 大學教育（2020 級）

寫這篇文章時仔細想了
想，發現已不記得什麽時候
第一次聽到恩福了。也許
因為恩福就是這樣一個機
構，在海外神學生中大名
鼎鼎；能夠成為其中一員，
更是肉身經歷神的恩典。

和恩福真正相識，是
在 2020 年的春季，我收到
杜克大學的博士錄取通知。
被錄取了自然欣喜萬分，但因拖家帶口，經濟上需要籌劃。很快，已是恩福家人的朋友鼓勵
我申請恩福獎學金。於是，認認真真準備了材料遞上去，與陳牧師網絡面試後被順利接受了。

進入恩福後，才慢慢地瞭解恩福文化。作為一個從刻薄寡恩的大陸文化裡出來的人，恩典
於我是陌生的。作為一個上世紀末在北京新興大學生教會中歸信的信徒，我的信仰沒有父輩。
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具有一些文化視野和反思能力，未必能見容於或適應保守的本土教會傳
統。於是，靠著讀書、領悟和熱心，跌跌撞撞地服事。種種缺乏促使我出國讀神學，但是作
為一名留學生，在這裡我仍然不是大多數，難免有「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的
孤單感。

因著加入恩福，這種感受被抵消了許多。在這裡，我結識了在各個求學、服事階段的弟兄
姐妹。一方面大開眼界，因為一不小心就發現，原來某某「牛人」也是恩福家人呀！另一方面，
在彼此的瞭解中也對自己前面的服事方向有了更多信心。雖然環境仍然不易，雖然還是不太
清楚畢業後神讓我去留何處，但是相信：神牽引恩福前輩們的手也會引導我！

恩福文化就是這樣把神學生聚到一起，慢慢陪伴我們成長。從讀書期間的經濟支持開始，
到平日的視頻、電話，家書中彼此代禱；從畢業找工作，到回國尋禾場，服事遇問題；從小
孩上學，到教會受逼迫⋯⋯家長裡短，不緊不慢，把大家始終連結在一起。面對著一群有很
多想法、來去不定的成年人，恩福不離不棄，體現著一種聽說過、但難得經歷到的屬靈長輩
心腸。感謝恩福，有幸成為其中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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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中的篤定感
郭士恩 / 神學教育（2020 級）

	時光飛逝，我們接受恩福支持的
三年，竟就這樣過去了！想當初，我
們剛到加拿大多倫多，人生地不熟，
經濟也缺乏；然而，由於昔日神學院
同學的推薦，並且因認同恩福的異象，
我們便申請恩福獎學金。感謝主！過
了不久，陳牧師和師母來信告知，我
們已經被接納成為恩福神學生。從此，
長年旅外攻讀神學的我們有了支持群
體，這個好消息讓我們彷彿吃了定心
丸！

加入恩福，是一件蒙福的事。陳牧師和師母對神學生家庭的關懷和代禱非常寶貴，這讓我
們在面對疫情、學業、家庭和服事的挑戰時，得以站立得穩。

此外，我熱愛恩福「家人」這個身分。每當我寄出恩福「家書」時，心中就有一種篤定感，
曉得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家庭，而家人都一同為主辛勤奔跑著。家人的關係乃是一生之久，
我們期許在往後的日子裡，仍持續與各地家人同奔天路。

儘管過去因為疫情的緣故，家人們少了許多實體見面的機會，但 2023 年夏天在休士頓的
實體退修會證實了一件事：我們在主裡的連結是實實在在的。即使只有短短四天，但家人們
一起用飯，一起生活，一起傳遞恩福的異象，我們心中洋溢著難以言喻的喜樂。

很感恩能成為恩福大家庭的一份子，衷心祝願三十歲的恩福繼續造就神學人才，服事眾教
會！

「信、望、愛」的恩典與祝福
龍降恩 / 博士生（2021 級）

我於 2006 年信主受洗，2010 年蒙召傳道，2017 年在北京錫安教會被按立為牧師。2018
年，在內地逼迫加劇的背景下，母會支持我出國進修神學。自 2019 至 2020 年，我在哥頓·
康維爾神學院取得神學碩士。自 2021 至今，我在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攻讀系統神
學博士；同年 9 月，我有幸加入恩福大家庭，成為恩福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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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來，上帝藉
著「恩福」名如其實地
賜給了我許多的恩典和
祝福！雖然無法一一
細數恩福給我的巨大幫
助，但是我願將其總結
為「信、望、愛」三個
方面。第一，恩福慷慨
且穩定的屬靈及財政支
持，堅定了我攜家庭在
海外攻讀神學博士的信
心；第二，恩福卓有遠
見的文化宣教異象，為我將來學成歸國的事奉提供了方向和盼望；第三，恩福長久持續的屬
靈家庭關係，激勵了我對神、對人的愛心，也拓展了我的「家國」胸懷與視野——各地各方
的恩福家人同心協力服事神的家（Church）和神的國（Kingdom）。

恩福三十載，主愛深似海！恩福三十年，結實沈甸甸！我感恩見證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主
若許可，博士畢業後，我願以恩福宣教士的身分回到內地繼續服事，以城市牧會和神學教育
的方式踐行福音與文化宣教的雙重使命。謹此衷心祝福恩福的下一個三十年，充滿上帝更美
好的祝福、更豐盛的恩典！

意義非凡的支持
龍健 / 博士生（2022 級）

與恩福初次接觸，是在 2020	年
夏天。當時我道碩學習剛結束，收到
了英國阿伯丁大學的博士錄取通知；
此所大學神學科非常著名，但奈何沒
有獎學金。遂託人輾轉聯繫恩福，想
要獲得財務支持，不料被拒，理由是
「阿伯丁大學遠在英倫，相隔太遠，
不利於與恩福關係互動」。無奈之餘，
只好作罷，心想自己恐怕就此與恩福
無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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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夏，我在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一年的碩士學習結束；因疫情、太太懷孕等諸事的
影響，回國不成，只得返回 CIU 開始讀博士。因無力支付學費，遂再次輾轉聯繫恩福，這次
申請獲准。來美讀神學前，我在國內傳道約九年，實無積蓄，更何況又已讀了幾年神學！所以，
恩福的財務支持於我而言，意義非凡；沒有恩福的支持，我的博士學業必然困難重重。

除了財務幫助外，更感恩的是，恩福對其神學生提供靈性關顧和代禱支持。與陳宗清牧師
第一次在網上見面時，他就問我有沒有什麽需要代禱的，隨即就認真地為我禱告，這給我留
下很深的印象。陳祖幸牧師也多次提到，恩福同工收到我們的代禱信後，就會大家聚在一起
為我們禱告。恩福同工對神學生如此看顧扶持、用心禱告，實屬寶貴，亦足顯其在基督裡的
生命與靈性。身為恩福神學生之一，接受關顧與遮蓋，我深覺安心、感恩和榮幸。

值此恩福三十週年之際，我奉耶穌的名為其祝福、感恩！願主耶穌繼續賜福、帶領恩福，
使其可以成為更多神學生的祝福，並在文化宣教的工場上多結果子！

積極地關心
平海 / 博士生（2022 級）

2022 年初，我透過劉彪弟兄和董事許
長老瞭解到恩福神學生的項目。當時我正
準備赴英念神學博士課程，但生活費還有缺
口。在提交了恩福神學生獎學金申請後，我
很快得到了陳牧師、師母的回應。他們讓我
瞭解到恩福對神學生不僅提供經濟幫助，更
提供屬靈上的代禱與支持，並且協助尚在求
學的神學生們更多彼此聯絡，有機會認識其
他在不同事工中服事的家人與同工。

在我成為恩福神學生後，陳牧師和師母以及祖幸牧師都積極地關心我，並為我在辦理赴英
簽證中的複雜情況代禱。我剛搬來英國時，恩福也另外提供了一筆搬家費的支持，使我能夠
在英國盡快安頓下來，安心地求學。

每個月，我都從田玲姐妹那裡收到精心匯總的諸位恩福神學生的家書，我寄出的家書也總
能得到她關切和及時的回覆。她的服事讓我對在其他地方求學的恩福家人的動態和需要有所
瞭解，也使我在求學之路上感到有人結伴而行的鼓勵。

我為神藉著恩福對我的祝福而感恩，也為恩福過去三十年來建立神國工人而感恩。求主繼
續使用恩福，讓更多人認識並經驗神的恩典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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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愛如光照心窩
皓子 / 博士生（2022 級）

成為恩福神學生已經一年多了，每月收到恩福的資助，仍會一遍遍地滋潤我蒙福的生命，
提醒我蒙召的使命！

2022 年 4 月初，剛完成博士第二個學期的我，略有劫後餘生卻全無如釋重負之感。學習
壓力巨大，另因疫情和戰爭的影響，經濟壓力也排山倒海般襲來，心內常如厚雲籠罩，暗黑
無邊。每日清晨和深夜，若不是懇切而持久的禱告，根本無法睜眼面對，更妄想安歇躺臥。
那時，或許是蒙聖靈感動，妻子突然想起我曾經提及的恩福文化宣教使團。約書亞牧師曾介
紹恩福的牧長給我，但由於當時仍在申請學校和簽證的過程中，未能兼顧申請獎學金。感謝
主，在最需要的時候，以這樣的方式提醒我，使我踩著截止日期線提交了材料，後又蒙福獲
得了批准。

收到陳師母發來的接受函時，我彷彿感受到天父的憐愛如光，穿透黑雲，照進心窩；祂藉
著恩福大家庭給了我溫暖的懷抱，極大地加添了我繼續奔走的動力。我的親友、肢體們知情
後無不由衷地為我們歡喜，讚美主！

三十個春秋，神已然通過陳牧師夫婦，藉著恩福祝福了百千華人主僕，末肢何等感恩能與
眾牧長共同屬於恩福大家庭。切求上主潔凈、膏抹、使用末肢，與家人們並肩事主，使福音
恩溢華夏，讓真道福澤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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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香滿園 

異國他鄉的溫暖歸屬
笛子 / 博士生（2023 級）

我最近買了一床被子，它鬆軟、暖和，我每晚的
睡眠都很香沈。過去三四年，我一直靠著床單和毛毯
睡覺。毯子單蓋有些薄，所以冬天時要折起來蓋著。
但這也導致它不夠寬，翻身時需要原地旋轉，無法隨
意動作。有了這床新被子後，我終於可以自由睡覺，
再也不用怕蓋不住。這是我在收到恩福獎學金後，生
活改善的方面之一。

不得不說，恩福對我的幫助除了肉眼可見的物質
層面外，更在不可見的心靈深處做了無限滋養。我以
前總覺得資源匱乏，因此就算物品用得不順手，也將
就著用，就像上述的被子。現在，我覺得自己有一些
改善生活的餘地，突然發現小小的變動卻可大大增加
幸福感。每天晚上能睡個好覺的感覺，真是太棒了！

像蠶蛹一樣裹著被子，到了早晨也不寒冷，這樣的細節讓我開心不已。白天更有精神，做事
更有動力。想到晚上可以安心睡覺，就覺得眼前的難題沒有那麼難。

這一切都始於 2022 年 11 月的一個下午，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羅秉祥老師將
我叫到辦公室，說有一個校外的獎學金，叫作恩福，可以嘗試申請。因為申請資格至少是神
學博士生，我對自己的信心不大。後來，機緣巧合下，我瞭解到針對亞洲人的心理研究少得
不成比例，並決定從 Psy.D. 轉到 Ph.D. 來做更多的研究。恰好，Fuller 的心理學 Ph.D. 學生
同時要研讀神學碩士學位。種種事情同時發生，都推動我申請恩福獎學金。在面試的那一刻，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來自陳牧師、師母的濃濃關懷。他們就像是在詢問家裡小輩的生活一般，
關心我是否吃得好，穿得暖，是否感到疲倦，以及未來的夢想和抱負。被恩福家庭接納後，
這份關懷和溫情沒有絲毫減弱。陳牧師、師母以及其他長輩，一直都以慈愛和耐心對待我；
不僅在物質上提供幫助，還在精神上給予無限支持。記得有一次，他們甚至專門為我考駕照
而禱告。被關照的感覺真的很好，像是在異國他鄉有了歸屬。

對於恩福大家庭來說，我還是一株幼苗。不僅在專業領域中尚且是個新人，在人生旅程
中也是個初行者。但我現在覺得很踏實，因為在這個不斷成長的過程中，有許多前輩願意分
享智慧和經驗，並且給予溫暖和支持。謝謝恩福，也謝謝每一位前輩，這樣的愛心和關懷讓
我對生活更有底氣，對未來也更有期許。願主使用我，藉著恩福支持的力量，去接觸更多人，
把天父介紹給他們。紙短情長，祝恩福三十歲生日快樂！



142

歷年恩福家書封面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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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家人著作

1 張敏
·	穿牆的短波（第一卷）：記錄紅色中國
·	穿牆的短波（第二卷）：紅潮沉浮錄	
·	走向開端—一個中國人的尋找與仰望

2 周媛媛 （寧子）
·	心之鄉旅
·	尋夢者
·	尋覓夢中的微光
·	靈魂的高度

3 王忠欣
·	中國教會學校縱橫：啟蒙與造就
·	傳教與教育—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
·	波士頓華人基督教會史

4 李靈
·	談天說地
·	中西文化交流：回顧與展望—紀念馬禮

遜來華兩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李靈、尤西林、謝文郁主編）

5 熊焱
·	熊焱詩選
·	將軍感冒不發燒
·	從六四到伊拉克戰場

6 謝文郁
·	道路與真理—	

解讀約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碼
·	自由與生存—	

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觀追蹤
·	形而上學與西方思維
·	自由與責任四論

	

* 恩福家人著作繁多，不及備載，此欄目僅收錄其中一部分。
* 作者大致按歷年恩福神學生之年代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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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益
·	The	Primeval	Flood	Catastrop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in	
Mesopotamian	Traditions

8 陳祖幸
·	A	Plan	to	Introduce	Five	Spiritual	

Disciplines	for	Married	Couples	at	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

·	The	Analysis	of	a	Conflict	Event	
Between	a	Co-worker	and	Me

·	Marriage	Ministry	and	its	Spiritual	
Disciplines

·	My	Experience	of	Spiritual	Discipline

9 單傳航（小光）
·	基督教與中國公民社會—無形化教會

社區通過基督教倫理在中國促進公民身
分—權利和政教關係的發展

·	衝破靈界的黑暗—氣功揭秘
·	新疆基督教史

10 葉媛慧（Rebecca Ye-Atkinson）
·	By	What	Authority?	The	Literary	

Function	and	Impact	of	Conflict	Stories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11 施瑋
·	放逐伊甸
·	殉道者（上下）
·	叛教者
·	獻祭者
·	在大觀園遇見夏娃—	

聖經舊約的漢語處境化研讀

12 曾劭愷
·	留在世界邊緣
·	黑格爾與現代西方本體論
·	讀懂巴特
·	Karl	Barth's	Infralapsarian	Theology
·	Barth's	Ontology	of	Sin	and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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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民舉
·	景教與西遊記
·	唐僧到過耶路撒冷嗎？
·	景教探索與紅學研究

14 王志勇
·	基督教文明論
·	上帝、聖約與國度
·	聖經、聖靈與聖徒
·	聖約經學與中國未來
·	當代基督教聖約世界觀

15 徐志秋
·	Natural	Theology	Reconfigured:	

Confucian	Axiology	and	American	
Pragmatism

16 胡春林 （任不寐）
·	災變論：中國人的流離飄蕩與救贖

17 鄭愛和
·	Law	and	Gospel	in	Martin	Luther's	

Pastoral	Teachings	as	Seen	in	His	
Lecture	Notes:	Finding	Guidance	in	
Genesis	and	Galatians	to	Serve	the	
Household	of	God

18
·	城市教會的興起、管理於牧養—牧養制

在當今中國城市教會落實的個案研究
·	當代溫州基督教研究
·	榮耀荊棘路—

一位家庭教會傳道人的自選文集
·	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上下）

19 田春鳳 （劉雪辰）
·	在路上
·四重奏與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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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田玲（天靈）
·	北京大學生存心態及其再生產—	

以布爾迪厄理論解析北大的歷史與現實
·	大學情感教育讀本
·	中國高等教育對外交流現象研究
·	他鄉遇故知—神的愛裡有希望
·	全人成長的渴望—	

牧者回應中國學生心聲

21 郭寶勝 （曼德）
·	新職業觀
·	榮耀職場：以工作為天職
·	拆不毀的十字架—	

對華評論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精華選
·	羔羊必勝—	

基督教視野下的中國教會、社會與政治

22 葛擁華（葛浩）
·	 The	Many	and	the	One:	Creation	as	

Participation	in	Augustine	and	Aquinas
·	 多與一：奧古斯丁與阿奎那論創造的分

受	

23 劉陽
·	從失去開始的永遠

24 薩林娜
·	心理咨詢師的高價值溝通課
·	你往何處去（郭易君	&	薩林娜）

25 郭易君
·	家庭教會前路思考：	

教改五百週年對中國家庭教會的反省
·	我們站立在此：中國家庭教會前路思考

26 李泉
·	治理思想的中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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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晋（和馬麗）
·	Surviving	the	State,	Remaking	the	

Church: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28 王俊
·	閱讀的倫理
·	於「無」深處的歷史淵源—	

以海德格爾哲學位範例的虛無主義研究
·	直面撕裂—中國基督徒的信仰挑戰

29 任小鵬
·	個人道德與群體政治：萊茵霍爾德·尼布

爾德基督教現實主義思想研究

30 張欣
·	耶穌作為明鏡—

20 世紀歐美耶穌小說研究										
·	天地之間一出戲：	

20 世紀英國天主教小說
·	浪漫的神學：英國基督教浪漫主義略論

31 陳宗清
·	宇宙本體探究—基督教與新儒家的比較
·	跨越傳統尋真理
·	文化宣教面面觀
·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	恩福靈筵系列：《馬太福音》、《使徒行
傳》、《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啟
示錄》

32 劉良淑
·	聖經遇見小故事
·	生命織錦圖

33 恩福出版書籍
·	生命的 U-Turn
·	生命的 U-Turn（2）
·	穿越科學的迷霧
·	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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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週年活動與海報 

• 為慶祝恩福三十週年，我們與中原大學合作出版《文化
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將一些恩福家人的研
究心得呈獻給眾教會。

• 大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會分享。2024 年 5 月 13 日（週
一）上午 10:30 ～ 12:30，借洛杉磯國語浸信會嘉惠堂，
210 N. Garfield Ave. Alhambra, CA 91801。

• 恩福三十週年感恩聚會。2024 年 6 月 1 日 （週六），
5:30 聚餐，7:00 ～ 8:30 聚會，主題：國度事奉與生命
夥伴。陳宗清牧師率恩福家人分享。

• 第 24 屆恩福家人退修會擴大舉行：2024 年 6 月 18 ～
21 日，地點：Hilton Hotel, Costa Mesa, 3050 Bristol 
StSt., Costa Mesa, CA 9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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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致謝

我們要以短短的篇輻特別感謝幾個單位：

• 洛杉磯靈糧教會。恩福是在這個教會裡開始，初期的退修會及活動，教會都慷慨提供
場地。過去三十年來，許多弟兄姊妹仍不斷給予支持。

• 洛杉磯靈糧教會的詩班。他們曾多次在恩福的活動和餐會中獻詩，給予我們極大的鼓
勵。

• 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他們讓恩福於 2007 至 2012 年在教會舉行退修會，給予
我們許多方便。

• 橙縣中華福音教會。在恩福的籌款餐會和 2014 年二十週年慶時，該教會的弟兄姊妹
和詩班積極支援。

• 邱乙如姊妹和吳定一弟兄。邱姊妹參加恩福二十週年慶之後，有感動作《恩福再現》
一曲相贈。恩福三十週年感恩聚會時，吳定一弟兄為其編曲，並由洛杉磯靈糧教會的
詩班獻唱。

洛杉磯靈糧教會洛杉磯靈糧教會

▲ 2007 年餐會▲ 2007 年餐會
◀ 2007 年，阿凱迪亞社區中心，異象分享感恩餐會。◀ 2007 年，阿凱迪亞社區中心，異象分享感恩餐會。

▲ 2009 年聚會，洛杉磯靈糧教會詩班。 ▲ 2009 年聚會，洛杉磯靈糧教會詩班。 
◀ 2009 年，洛杉磯靈糧教會，恩福之夜感恩餐會。 ◀ 2009 年，洛杉磯靈糧教會，恩福之夜感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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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週年感恩聚會剪影

橙縣中華福音教會 橙縣中華福音教會 

▼ 洛杉磯靈糧教會與橙▼ 洛杉磯靈糧教會與橙
縣中華福音教會聯合縣中華福音教會聯合
詩班獻唱。詩班獻唱。

會場之一。會場之一。 會場之二。會場之二。

◀ 邱茂松牧師代表洛杉◀ 邱茂松牧師代表洛杉
磯教牧同工聯會贈送磯教牧同工聯會贈送
紀念牌。紀念牌。

▲ 橙縣中華福音教會青年團契義工。▲ 橙縣中華福音教會青年團契義工。
◀ 會後分組交流。◀ 會後分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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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再現
詞曲：邱乙如

2014 年 7 月 19 日參加恩福二十週年感恩聚會後有感而作



祂行大事，不可測度！

行奇事，不可勝數！

（伯九 10）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

倚靠祂，歸於祂。

願榮耀歸給祂，

直到永遠。阿們！

（羅十一 26）

祂行大事，不可測度！

行奇事，不可勝數！

（伯九 10）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

倚靠祂，歸於祂。

願榮耀歸給祂，

直到永遠。阿們！

（羅十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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