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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氣的蛇年金句
2025年在華人的十二生肖年輪到屬蛇，這一種

動物無論在那裡都不是太被喜歡，一般人就改稱

為「小龍」，或是玩諧音梗，特別是春聯的吉祥

話。然而怎麼稱呼，都不是教會人士能認同的，

因為蛇在聖經的意象直接與「撒旦」有關。無論

是在《創世紀》裡引誘始祖犯罪，或是《啟示

錄》12:9裡迷惑普天下的古蛇大龍，全都是邪惡

負面的意涵。

然而，信仰如果能本土化、處境化，便更能與

周遭文化不脫節地接地氣。有趣的是，耶穌事實

上為我們解了這個困局，因為他曾正面地談論過

蛇的屬性，並且定調為「靈巧」，將上帝創造的

蛇之精妙可取之處淋漓地表達。因此，我們或許

可以從這個屬性來思考耶穌的這一句話，對我們

身處的2025詭譎世界局勢，有何提醒與可以省思

的地方！

「靈巧」這個形容詞的希臘原文是「φρόνιμοι」
（phronimoi），意思是「聰明的」、「機智的」

或「有判斷力的」。內涵著「有見識的、有思想

的、審慎、智慧」，相關用法也出現在太24:45及

路12:42所說的：「忠心有見識的僕人」、「聰

明」的童女（太7:24，25:2）；相反則是愚妄

的、無知的。正好像耶穌也曾用比喻「誇獎不義

的管家做事聰明」（路16:8），耶穌用一種宏觀

逆向思考「不義的管家、邪惡的蛇」，來教導他

的門徒看見凡事當中的上帝觀點。

耶穌平衡的提醒
耶穌如此的講法類似「悖論」，表面上似乎互

相矛盾，但蘊含深刻的提醒，並揭示我們在人性

裡容易忽略的教訓。馬太福音10:16記載了耶穌對

門徒的教導：「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

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這句話的

背景是差派門徒出去傳福音：「耶穌差這十二個

人去，吩咐他們……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太10:5、7）耶穌沒有隱瞞使命的艱難，告訴他

們實際情形如同羊入狼群，似乎註定只有被吞吃

的命運。即使最後門徒們確實都殉道了，整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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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使命的過程卻也清楚呈現在這句話裡。兩個平

衡的使命要件，也可說是門徒的素質：在艱難的

環境中保持「智慧和機智」，像蛇一樣善於避開

危險，同時要像鴿子一樣保持「無辜和純潔」。

這兩種素質在經驗中經常容易傾斜變質，那就

是純良如鴿子容易單純受欺，自

身難保遑論成為中流砥柱；

而機巧如蛇更常淪為自私

狡詐、唯利是圖。沒有

鴿子的純良忠心，一遇

試探與艱險。「聰明」

固然可以明哲保身，卻

也可能過度妥協、棄械

投降，棄的正是我們應該

繼續背起的十架，因為只有

純良才能信任差遣我們的主，且

堅定向前目標不移；也只有忠心能保持

「受苦的心志」以及「即或不然」的意志。沒有

如蛇的靈巧智慧會如何？敵我不辨，人云亦云，

受騙受害，這都是末世精兵引以為戒的。

耶穌給門徒的裝備與期許
事實上，這段經文一開始就提到：「耶穌叫了

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

治各樣的病症。」（太10:1）說明這群要進入狼

群的羊並不脆弱，讓我們來看一下耶穌差派門徒

所給予的應許與提醒。

一、	趕鬼的權柄：即使世界的王權因為亞當受

騙從人類暫時落入撒旦之手，基督的降臨宣告神

國已臨在，神的治權實現的證據正是主的名勝過

撒旦，因此他們要「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太10:7）

二、	醫治的能力：這在使徒行傳尤其表彰地更

完全，基督徒作為純良的鴿子與羊，不但帶有基

督令惡者屈服的權柄，也具有基督屬天的能力，

來醫治因罪惡壓傷造成的各種疾病。

三、	夠用的恩典：太10:10-13明確提到門徒

受差時的注意力不需要放在「日常需要」吃住花

費，行囊要簡單甚至不要想累積過程得到的，目

的是要行動自由、輕便不被纏累。這樣的提醒使

得門徒的目標明確，不分心、不逗留、不絆跌。

以上耶穌的應許與賞賜證明「神的國不在乎言

語，乃在乎權能」（林前4:20），無論對教內或

是不信的世界，基督徒的使命是宣告神的國降

臨，並依靠的是上帝的信實與大能，見證一個屬

乎祂的更高的治權、公義、審判與和平。這提醒

我們，離開或忘記祂的吩咐與誡命，我們既無能

力見證，也容易模糊自己是誰，為何在這裡，與

在這裡的目的！

雖然十架的道路必有狼群的危險與對傳信息的

我們的拒絕，但是耶穌的話令門徒可以安心且昂

首地「留下祝福，或剁下腳上的塵土」，讓神的

審判做成最後的結論。因此，如今我們要學習

「靈巧」面對的是什麼呢？

2025世界向右轉
有見識的農夫能分辨氣候與天色，聰明的管家

也要看懂時局與機會。因著美國大選的牽動，世

界明顯被推動再次「往右轉」，政治、經濟的左

右翼既是世界秩序的一種，背後也代表著不同的

主張和價值觀。歷史早就讓我們看見，左右的擺

盪是人類自我修正必然的趨勢循環，只是我們要

瞭解其中意涵。

從政治影響來看，右翼政黨可能會在更多國家

上台導致政策改變，例如：減少政府干預、減

稅、強化邊境管控等。而在經濟影響，右翼政策

通常支持自由市場經濟，這將有助於企業活動、

增加投資，但也可能加劇貧富差距。在國際關係

上，右翼政府較會採取保護主義的外交政策，影

響全球貿易和國際合作。

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傾向右翼的意義涉及

多個方面：

1.傳統價值觀：右翼政治立場重視傳統家庭結

構、婚姻觀念和道德標準，這讓性別平等有機會

回歸聖經正解，美國因此正強力取消可議的「覺

醒運動」多元性別與DEI人事任用標準。

2.	宗教自由：右翼支持教會在社會中的角色，

反對任何可能限制宗教表達的政策，這讓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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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禱告重新回到美國公立學校。

3.	生命的神聖性：右翼支持反對墮胎的立場，

這使得美國多州對未出世生命的尊重和保護法恢

復，對抗婦女墮胎自主的主張。

4.	社會正義：右翼並非忽視對弱勢群體的關

懷，但更強調個人的責任和自力更生的價值觀，

放大到國際關係，便能理解川普總統何以強調各

個國家該為自己國家的安全負更多的責任。

顯然，左或右對基督徒的觀點都有其呼應之處，

基督徒既要在這複雜的世界做管家，即使是任僕

人，尤其是「公僕」，更需要注意何為「靈巧如

蛇」的時代意義與機會。台灣在2020以後，因著

疫情、戰爭、晶片明顯得著世界的矚目，世界的變

局是挑戰也是機會。怎樣是智慧有見識的態度，我

們可以從基督信仰的先知性特質來思考。

小心信仰的失能
關於信仰的社會責任，神學家沃夫（Miroslav 

Volf）在他的《公共的信仰－基督徒社會參與的

第一步》書中談到，基督徒該避開兩種主要的

試探1：

1.	將信仰完全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所有力

量只投注在「靈魂」與個人道德。這使得基督徒

變成社會邊陲的「小群」，過著化外獨善其身的

生活。沃夫以「信仰的怠惰」（idleness of faith）

來形容這樣的失誤──「沒做該做的」。特別

是當我們覺得無力對抗這世界巨大的「體制力

量」，如資本市場運作機制、官僚體制或各領域

中的「遊戲規則」，我們不想冒犯或失去有利的

位置，很自然就會將信仰限縮在私領域的道德與

靈命，家庭或教會生活。失能的信仰，讓信仰剩

下「柺杖」功能，成為一種「慰藉」。固然這是

信仰重要特質，扶持失落的心與祝福飢渴的靈，

對焦躁現代的人心也很需要，但與基督信仰的先

知性實在相差太遠。

耶穌要門徒向世界宣告、見證的，是種積極改

造的力量。上帝國度的來臨是這擺盪不停的世界

最後的希望，抗拒以上的怠惰，就當我們需要分

辨是否逃避而只選了舒適容易的路。 

2.	用信仰完全佔據公共生活──也就是將自

己的信仰價值與宗教，用強制的手段加在他人身

上。這在極左的共產主義與極右神權統治如穆斯

林或中世紀基督教帝國都出現過。這種失誤是種

是干犯之罪（sins of commission）就是「做了不該

做的」。2基督徒要宣告何為上帝旨意與聖經價值

時，如何以更細膩、豐富、深度見證的角度，讓

公民的身份既屬地又屬天，呈現鴿子的純良、蛇

的靈巧，這讓台灣教會曾經的性平公投之戰，多

了一種回顧檢討的角度，我們的作法有否可調整

之處？

當掙扎於左右擺盪之際
2025國際與國內社會與政壇皆興起向右轉或向

左轉的路線之爭，同時也是親中、親美的左右路

線之爭，當我們掙扎於左右的擺盪時，願我們聽

得到聖靈的智慧提醒：「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

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賽30:21）基督徒的信仰既是受差入世而非遠避

世俗，甚願我們為國祈禱時，靈巧的智慧與純良

忠心的靈，引導我們昂首勝過四面的仇敵，不落

入信仰的怠惰或張狂，見證上帝國度的和平與權

能。

1 沃夫 (Miroslav Volf)《公共的信仰－基督徒社會參與的第一

步》，2014,校園出版（中文版序）
2 同上（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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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shapes	 each	 of	 our	 lives	 over	 our	

lifetime.“	在生命的旅程中，我們總能發現

人生的每一個重要選擇，從未脫離信仰的塑造。

大學期間我主修公共行政與政策，我對國際關

係、社會運動與公共事務充滿熱情，期待未來能夠

進一步投身這些領域。然而，當我正準備進一步朝

著這條路邁進時，神的呼召臨到，邀請我踏上另一

條全然不同的旅程——全職事奉。 

當時，我並不完全理解這個轉變的意義，只知道

內心有一份無法忽視的催促。經過一番深刻的思考

與禱告後，我選擇回應這份呼召，進入神學院裝備

自己。回顧這段歷程，這不僅是一次生涯選擇的轉

向，更是一場生命的翻轉與塑造。

生命的更新，事奉的起點

在靈神學習的旅程中，我深刻體會到，生命的更

新與重塑，是一切事奉的起點。信仰不僅存於教義

與經句，更是在生命見證中活現出來，影響生活、

關係、教會與社會。這樣的發現，使我更深地委

身，也確信事奉的核心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是生

命的分享與陪伴。

完成這階段裝備後，我全職投入教會事奉，踏上

一條與神同行的道路，在牧養、教導與回應時代挑

戰的過程中，繼續學習如何讓信仰真正活出來。

信仰與現實的交會——牧養中的倫理思考

進入全職服事後，我發現信仰不只是關乎個人生

命的塑造，更需要回應教會與社會的現實處境。在

牧養與事奉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人與上帝、

人與社會、以及教會內外之間的張力，這促使我開

始思考：信仰如何幫助我們在現實中做出合乎神

心意的選擇？ 

這樣的思考，使我對倫理學產生興趣。我開始探

索信仰如何回應公共議題與道德抉擇，思考教會如

何在複雜的世界中持守真理，同時回應當代挑戰。

帶著這份思索，我進入基督教倫理學的領域，希望

透過學習，讓信仰不只是個人

的敬虔操練，更能在現實

世界中成為光與鹽。

從學習到教學—信仰的

延伸與同行

神學的訓練不僅拓展了

我的視野，也改變了我對信

仰與教會的理解。信仰不只是

內在的操練，更需要進入對話、實

踐，並與他人同行。

因著邀請我回到靈神協助課程，從學習者轉變為

同行者。這段經歷讓我發現，教學不僅是知識的傳

遞，更是陪伴學生在思辨與實踐中尋找信仰的立足

點。在變動的時代中，我們如何在信仰中扎根，並

做出合乎真理的選擇？

這樣的轉變，使我更加確信，神學教育既是知識

的累積，也是生命的塑造。當知識深化信仰根基，

並引導人將信仰活出來，學習便成為一場生命的轉

化，使人在世界中實踐與見證信仰。

呼召與塑造—信仰的持續更新

過去，我曾認為「呼召」是一個明確的職分與角

色，但如今我體會到，呼召不是終點，而是一條持

續向前的路。這條路，不只是傳講神的道，更包含

讓自己不斷被神更新，使生命本身成為一篇見證。

信仰是一場不斷被塑造、被更新的歷程。上帝的

帶領總是出人意料，卻總是最合適的。從最初回應

呼召，到全職服事，再到投入神學教育，我越來越

明白，信仰不只是知識的學習或事奉的選擇，而是

我們如何持續被神更新，使生命更貼近祂的心意。

真正的學習與服事，不只是給予答案，而是帶領

人進入對信仰更深刻的思考與實踐。在未來的道路

上，我期盼能夠持續在教學、牧養與研究中，尋求

信仰與世界的對話空間，讓神學不只是理論探討，

而能成為教會與信徒在現實挑戰中的指引。

特別報導

從學習到事奉，信仰旅程的延續 文｜陳品潔文｜陳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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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靈糧神學院的使命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靈神存在的目的：完成主耶穌交付的大

使命。靈神存在的意義：培訓重視大使命的傳道

人。」

將學院的所學，用在未來在傳道之路，以培育

神國工人，但也有校友走出破框的路線，用雙腳

與生命來實踐神的呼召。他們是自由事奉者、敬

拜培訓者、也是宣教士，按著恩賜走向神召他們

去的方向。

第十三屆的林一華與第十五屆的鄭雪慧，在校期

間並不熟絡。來自印尼的雪慧熱切愛神，原先有過

服事神不一定要進入婚姻的想法。她禱告神若要給

她婚姻，求神量給她可以一起服事神的弟兄，而神

賜給她的是大兩屆的學長。

全職服事初期，兩人都在教會主責青年及敬拜團

的事工，在幾個團隊服事大約十年後，兩人安排了

一次退修與充電的旅程，去到美國參加敬拜學校的

課程，也去拜訪幾位認識的海外牧者，那趟旅程中

他們看見，當這些牧者能夠被安慰、被鼓勵，心

中再次重拾對神對人的愛，這樣的拜訪是有意義

的，雪慧將這樣的悸動放在心裡，與先生繼續禱告

未來的服事方向，漸漸地，神預備新的服事道路逐

步開展。

他們渴望未來更專心的培訓敬拜者與陪伴宣教士

的工作，在這樣的感動與領受中比較不是一般教會

架構下既有的服事型態，除了繼續禱告，也尋求學

院謝宏忠院長的想法，在禱告中院長的領受與祝福

激勵兩人不畏懼的走一條新的框外之路。

雪慧曾與印尼敬拜禱告學校 Proskuneo 配搭幾年

的翻譯服事，明白一位敬拜者真實生命所呈現的，

不僅是台上的技巧，而是願意破碎自己、願意謙

卑、願意與人和睦的生命。她與一華看見教會敬拜

者生命被提升的需要，開始啟動敬拜者生命培訓課

程。起初，只在少數教會開課，且大多為已經認識

的牧者……漸漸地，當這些課程對敬拜者內在生命

的助益呈現出來，各地邀約逐漸增加。服事的足

跡，也從台灣不同宗派的教會延伸至海外地區。

兩人的生命在這樣的事工中，常常經歷神的修剪

與建造，雪慧分享到，「敬拜者的生命會影響服事

的屬靈氛圍，因此我常常先是被神修剪的那一個。

神曾提醒要去和好，我因此修復過一段以為再也不

會有互動的關係。敬拜者的生命需要真實，我自己

要先學到這個功課。」。在陪伴宣教士的過程，

有一天，當一華看到海外服事工人需要面對很多的

艱難，跟神說：主啊！他們真的很辛苦！而主卻對

一華說：「其實你家裡就有一個宣教士。」第一時

間他不明所以，後來才明白，自己的太太也是離開

家鄉，跨海來到台灣的事奉者，神的提醒更加幫助

一華更瞭解雪慧在台生活與適應過的困難，婚姻也

經歷更新。而雪慧也發現，「在拜訪海外牧者的過

程，與其說是陪伴他們，同時也感受到被陪伴與被

支持，因為我也是一個離開家鄉的服事者，知道在

身處異鄉的不容易。」

就如經上所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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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擺上的生命，就算要面對跳出框架的挑

戰，神也會為預備最適合的道路。在兩人的服事經

歷上，正見證了神所預備的美好腳蹤。

敬拜者培訓、自由傳道者敬拜者培訓、自由傳道者

第十三屆林一華、第十五屆鄭雪慧 第十三屆林一華、第十五屆鄭雪慧 

整理撰文 | 企劃處 張釋云整理撰文 | 企劃處 張釋云
跳脫框架，活出敬拜者的真實 

校友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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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以利亞離開那裡走了，

遇見沙法的兒子以利沙耕地。

在他前頭有十二對牛，

自己趕著第十二對。

以利亞到他那裡去，

將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列王紀上 19:19-21

2025神學主日 

4/26(六)、4/27(日)

招生說明會 

招生說明會4/27(日)	14:30
(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7號4樓台北矽谷院區)

靈神體驗日 

4/30(三) 招生日期
3/1開始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