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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1月13日，全球感染「武漢肺
炎」已有52,289,705✽人確診，有1,286,926✽人
死亡。從上期現代人的福音，8月24日給的資
料，在接近三個月的時間，確診的人數竟然

超過兩倍，增加了28,826,998人(52,289,705-
23,462,707)，死亡人數也增加了477,442人
(1,286,926-809,484)。最劇烈的戰爭也沒有這
麼恐怖。這麼多確診、死亡，不是集中在幾個

國家，而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當然不可避免，

一定會有幾個國家比較嚴重。這現象似乎在

告訴我們，人沒轍了，不再是【人定勝天】。

當然也有幾個少數國家，因為由專業的掌權

者帶領，全民順服照規定執行，而有不錯的結

果，台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武漢肺炎」的影響不只是人類生命受到

威脅，對人類的經濟活動也造成很大的影響，

特別是航空業。除非不得已，沒有人願意被關

在密閉空間一段長時間，到達別國要隔離14
天，等辦完事回國，還要再隔離14天，一個月
就過去了，還能做什麼事?
在這段時間，疫情對我們人類的影響，除

了上述之外，還有什麼大的影響?
1、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 : 我們看到川普總統
終於認清中國不再是可以以誠相對的友好

國家，以前的數任總統都想對中國以朋友

相待，認為總有一日中國也會受感化施行

民主制度。川普總統認清之後，開始從各方

面反擊，如；增加關稅、禁止使用美國製造

的機器去為中國生產零組件(也因此斷了中
國在高科技上的發展，特別是5G的技術)，
川普總統不只要求美國這樣，也喚起其他

大國要認清。若從川普當初選總統的口號

【使美國再度偉大】來看，三年來已經看到

有很大的進展與成果。但在對手拜登以疫

情為主的擴大攻擊，使川普陷入困境。本以

為11/7就能揭曉知道誰是下一任美國總統，
但從各地陸續爆發的選舉弊端，現在只有

透過法律途徑，才能釐清這件事。我沒有特

別的立場，只是覺得此次疫情實在太厲害

了。不只使多人喪失生命，更差點(因為尚
不知結果)使世界的局面受到巨大的改變。

2、疫苗的發展 : 如有疫苗成功發展，那將是人
類的福音，所以大家卯足全力，爭相報告已

成功，或接近成功，但離完全成功大概還需

要一段時間。盼望成功的疫苗能盡快完成，

使世界早日恢復正常的活動。

相信大家還在尋找上帝透過此次疫情要

給我們的功課與教訓，盼望上帝繼續保守、賜

福!

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②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特羅亞為海港城市，位於今土耳其

西北方，愛琴海東岸沿海，韃靼尼爾海

峽南方出口以南，其北方約16公里（約10
英里）處，即為古代的特洛伊。主後一世

紀，從亞細亞省向西跨越愛琴海前往馬其

頓省（今日希臘北部），或向西北跨越韃

靼尼爾海峽前往特喇家省（相當於今希

臘、土耳其交界處，與土耳其位於歐洲的

區域），特羅亞均為必經的門戶。此處亦

為亞細亞省北方向西南跨越愛琴海，前

往亞該亞省的主要門戶。在陸路方面，從

特羅亞出發，沿向南的羅馬大道可達別迦

摩，從別迦摩向東南可到撒狄，向南可抵

士每拿與以弗所。

主 前 3 2 3 年 ，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Alexander the Great，主前356-323年）
駕崩，馬其頓帝國被劃分成許多區域，由

不同的部將與總督管理。主前

306年，統領安納托利亞與
利亞的安提哥納（Antigonus 
I Monophthalmus，主前382-
301年）自立為王，同年將此
地原有的城市擴建，以他自己

之名命名為安提哥尼亞‧特羅

亞。主前301年，亞歷山大大
帝統治特喇家的部將呂西馬克

（Lysimachus，主前約360-281
年）打敗安提哥納，將該城納

入自己的治下，並將安提哥尼

亞‧特羅亞改名為亞歷山大‧

特羅亞。主前133年，羅馬人開

主後一世紀的特羅亞

短  文

 本篇截取自聖經研讀本

《新標點和合本》系列

《使徒行傳》(467-469頁)

始統治特羅亞。

按羅馬的傳說，特洛伊陷落之前，

城中的勇士埃涅亞斯（Aeneas，與徒9:33
「以尼雅」希臘文同）受到諸神的指引，

背負着父親，懷抱自己的兒子，帶領了一

小群人逃離特洛伊，尋找新的安身之所。

在地中海周圍不斷飄泊與多次遷徙之後，

最終他們在拉丁烏（Latium；即今日羅馬
所在的地區）落腳，成為羅馬人的始祖。

因着上述的傳說，傳聞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主前100-44年）曾考慮將首都從
羅馬遷往特洛伊或附近的特羅亞，但最終

並未實行。之後，凱撒奧古斯都（主前約

63年－主後14年）則將特羅亞設置為獨立
的羅馬駐防城（殖民地），擁有與意大利

本土城市相同的權利，當地人一出生便可

擁有羅馬公民權。主後一世紀時，一般估



計特羅亞的人口約在三萬到十萬人之間。

根據新約的記 ，保羅曾多次經由特

羅亞，往來於愛琴海兩岸之間。

在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中，他們一行

離開第一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教會之後，

因西行亞細亞省的計畫受到聖靈禁止，改

向北方的弗呂家、加拉太地區前進（弗呂

家地區位於彼西底旁的安提阿北方），預

計往庇推尼地區（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

以東，沿黑海邊的地區），但在每西亞地

區的邊界時又再次受到禁止（每西亞地

區南起別迦摩，北至馬摩拉海〔Marmara 
Sea〕，特羅亞位於該地區西北方的突出
部），因此向西進入每西亞，來到特羅亞

（徒16:6-8）。在此保羅領受了馬其頓的
異象，旋即從特羅亞出發，向西橫跨愛琴

海，在尼亞坡里上岸（徒16:9-11），使徒
行傳中第一個「我們」的段落（徒16:10-

17）即從特羅亞的馬其頓異象開始。
由於特羅亞是愛琴海東岸前往馬其

頓、特喇家的門戶，同時亦可從此地向西

南航行到亞該亞省的雅典，保羅來到此

地，顯示他已有向帝國西方前進的定見，

而馬其頓的異象讓他在這三個可能之中，

選擇了向馬其頓前進。

特洛伊遺址中進入內城宮殿的大道

特羅亞市場中的神廟遺跡



古近東與埃及關於
世界起源的傳統
 本篇截取自聖經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系列

《創世記》(51頁)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旅程離開以弗所之

後，應是沿愛琴海岸向北來到特羅亞，期

望與提多在該處見面，但並未在那裏見到

提多，在此情況下保羅離開特羅亞，西行

前往馬其頓（林後2:12-13，對照徒20:1），
有可能是希望在馬其頓某處可以遇見提多

（對照林後7:5-7）。
之後，當保羅完成馬其頓省與亞該亞

省的旅程，預備回到東方時，他再次使用

了腓立比（尼亞坡里）與特羅亞之間的航

路，並在特羅亞停留了七天（徒20:6）。在
這期間，保羅曾讓聚會中墜樓死亡的年輕

人猶推古復活（徒20:7-12）。
若提摩太後書為保羅所寫，他於寫

作該書信之前，也曾在特羅亞停留（提後

4:13），由於此時保羅很可能人已在羅馬，
因此他應是之前從羅馬帝國東方某處，向

西前往羅馬的途中，沿着他過去採用的路

創造的記 不僅見於創世記，也見於

與以色列相鄰的文明古國，如古近東的巴

比倫，以及埃及。

徑，從特羅亞出發向西跨越愛琴海。由於

提後4:13提到，保羅在特羅亞留置了不少
私人物件，要求提摩太幫他帶來，有觀點

認為，有可能保羅是在特羅亞被捕，因此

倉促之間留下這些物件，然確實的情況不

得而知。

特羅亞主後二世紀浴場的遺跡



巴比倫關於世界起源的傳統可追溯

自古巴比倫帝國時期（主前約2000-1500
年）。按此傳統，起初，淡水之神阿普蘇

（Apsu）與海洋之神提亞馬特（Tiamat）
兩夫妻生下眾神。然而，阿普蘇與提亞馬

特無法容忍眾神的吵雜，決定除滅他們。

阿普蘇與提亞馬特所生的眾神之一，安

薩爾（Anshar）也在處決名單中，但安薩
爾的兒子智慧之神伊亞（Ea）卻搶先下手
暗殺阿普蘇，並取代他統治的地位。於是

提亞馬特指派金谷（Kingu）為軍隊之首
領，對伊亞發動戰爭，為阿普蘇復仇。伊

亞得知後非常害怕，轉向父親安薩爾請求

援助。遭受威脅的安薩爾召集眾神舉行

大會，決議向伊亞之子暴風之神瑪爾杜克

（Marduk）請求救援，並擁護他為眾神
之王。後來，瑪爾杜克打敗提亞馬特，將

她殺死，並剖開她的屍體，分為兩半，其

中一半用來做天頂與帷幕，又創造星辰、

月亮與太陽來掌理月份、夜日及節期；另

一半的屍體，則用來做成大地，其中提亞

馬特的頭顱、眼睛和其它器官被做成山

岳、河水與溪流，以及支撐宇宙的穹蒼。

最後，提亞馬特的手下均被俘虜，金谷被

處決，瑪爾杜克以金谷的血創造人類，來

服侍眾神。眾神為了表達對瑪爾杜克的感

謝，在巴比倫為他建造神廟，並舉行盛大

的慶典。此後，眾神各被分派職掌，管理

天地、農作等。

巴比倫世界起源的傳統與創世記創

造的記 至少有下列相似之處：(1)始自混
沌，受黑暗包圍；(2)光的產生；(3)穹蒼被
造；(4)陸地被造；(5)光體被造；(6)人類被
造；(7)神明的安息。然而，兩者也有許多
的差異，其中最重要的如下：(1)巴比倫的

多神觀與創世記一神觀的對比；(2)巴比倫
的創造與眾神的爭鬥有極大的關係，創世

記中則無此觀念；(3)在巴比倫的創造傳統
中，人的被造是要取代打了敗仗的眾神，

接替他們服侍的工作，而在創世記中，人

的被造是為了管理上帝的創造。

埃及的創造傳統至少有四個不同的

版本，分別與下述城市有關：赫里奧坡里

（Heliopolis，或作「太陽城」），赫莫坡
里（Hermopolis），孟菲斯（Memphis），
以及底比斯（Thebes）。這四個版本雖有
不同，但主要的內容可歸納如下：主司

創造的阿圖姆（Atum）從原初之水努恩
（Nun）中自生，在阿圖姆自生的過程，
產生了原初之光，接着阿圖姆在原初之山

出現，眾水退去，阿圖姆創造了九柱神明

（Ennead），其中包括睿（Re；或稱睿-阿
蒙〔Re-Amun〕），其形像為太陽，自此有
日出日落，不斷重覆。後來阿圖姆之淚意

外造了人類，然後阿圖姆安息，睿則取了

人形，成為法老。

若將四個不同版本的埃及創造傳統

與創世記創造的記 相比較，至少有下列

相似之處：(1)始自混沌；(2)風（靈）的角
色與創造有關；(3)神明透過思想、話語創
造；(4)光的產生先於光體的被造；(5)穹蒼
被造；(6)天的被造；(7)陸地被造；(8)人類
被造；(9)神明的安息。然而，兩者也有許
多的差異，其中最重要的如：(1)埃及的多
神觀與創世記一神觀的對比；(2)埃及的神
明大部分是男女成對，創世記中則無此觀

念；(3)太陽的創造與其之後統治自然的地
位，是埃及創造傳統的重點，而在創世記

中，創造所呈現的次序與美好，以及人的

被造，則為其重點。



▲2020/9/13 異象傳遞―彰化中山長老教會

▲2020/10/11 屏東魯凱宣教70週年慶―屏東大仁科技大學▲2020/10/7 異象傳遞―台北改革宗神學院

▲2020/10/23 客語聖經會議―台灣聖經公會

▲2020/9/30 泰雅語聖經排版會議―台灣聖經公會 ▲2020/10/4 異象傳遞―基隆七美長老教會

▲2020/9/5 詮釋講座(路得記)―高雄新興長老教會▲2020/8/31 詮釋講座(約翰福音：成為神的兒女)
                               ―台北和平長老教會+直播

▲2020/11/8 異象傳遞―高雄信望愛基督教會▲2020/11/7 詮釋講座(彼得後書/猶大書)―高雄新興長老教會

本會消息

▲2020/10/18 異象傳遞―台中沙鹿長老教會

▲2020/10/29-11/3 基督徒書展―台北(信基大樓)                 

▲2020/9/7 志工團協助寄季刊―台灣聖經公會

▲2020/11/1 異象傳遞―彰化草港長老教會



回饋分享

本會贈送各神學院

▲中台神學院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改革宗神學院

▲中華福音神學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玉山神學院

▲聖光神學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神學院

▲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神學院

▲台灣宣教神學院

感謝台灣聖經公會送給正道道碩新生的寶貴禮

物，這正是我在課程學習上極需要的研經工具。感謝

神透過您們慷慨的分享，使我們得著這麼棒的恩典，

願神將加倍的恩典賞賜給您們。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 一年級神學道碩生 莊雅惠

謝謝台灣聖經公會贈送的聖經：

聖經上說：「施比受更有福」，祝福聖經公會如

鷹展翅上騰，並每一位同工，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在聖經公會的每一項事工都蒙福順利，蒙上帝看顧必

不缺乏。
         真道神學院  一年級神學道碩學生  姚宗翰

▲中華信義神學院

▲道生神學院

▲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

▲衛理神學院

109學年度道碩新生
 《新約聖經 希、中、英 並排版》

▲客家神學院



2021 年整年 詮釋營 (2.5 天，第 3 天中午結束 )

講 師 日 期 地 點 場 地 講 題

彭國瑋牧師
01月 25~27日

(一∼三 ) 已額滿
嘉義 皇品國際飯店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15hrs)

葉約翰牧師
07月 05~07日

(一∼三 )

嘉義 皇品國際飯店
或鹿港 統一文創會館
場地屆時確認

山上寶訓 (15hrs)

彭國瑋牧師
12月 13~15日

(一∼三 )

嘉義 皇品國際飯店
或鹿港 統一文創會館
場地屆時確認

彼得前書 ( 新出版 )(15hrs)

2021 年整年 詮釋講座 (1 天 )

講 師 日 期 地 點 場 地 講 題 備註

彭國瑋牧師 03月 27日 (六 ) 台北 和平長老教會 彼得後書 /猶大書 現場 +直播

胡維華牧師 04月 24日 (六 ) 台北 和平長老教會 以色列先知的傳統與沿革 現場 +直播

葉約翰牧師 07月 03日 (六 ) 台北 和平長老教會 牧者保羅 現場 +直播

彭國瑋牧師 09月 25日 (六 ) 台北 和平長老教會
( 研讀本之短文 ) 如何理解
新約對舊約的使用

現場 +直播

●報名：2020年12月15開始，一律採網路報名(class.bstwn.org)，請上台灣聖經公會網站查詢。

●聯絡：雷勝美姊妹(02)2664-9909  分機155    E-mail:may@bstwn.org

●繳費： (郵政劃撥)帳號0013070-9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主辦單位：台灣聖經公會  贊助單位：耶路撒冷旅行社、陳惠南牧師紀念基金會

●英國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新約博士
●台灣聖經公會《研讀本(新標點和合本)》

          系列總編輯

講師：彭國瑋 牧師 講師：胡維華 牧師

●Th.D.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倫多大學神學博士
●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副教授

講師：葉約翰 牧師

●美國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 新約學教授
●華裔聖經研究協會

  (ECBC)會長

●講座收費標準：牧者現場或直播一律100元，會友現場500元、直播200元。



封面介紹：塞浦路斯拉納卡的聖拉撒路教堂( 本會資料室 )

The Bible Society in Taiwan
台灣聖經公會財團

法人

22204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54號6樓
辦公室電話：(02)2664-9909  傳真：(02)2664-4599
供應中心電話：(02)2664-7299  傳真：(02)2664-7527

郵政劃撥：0013070-9 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E-mail：service@bstwn.org
Web-Site：www.bstwn.org

發行人：鄭正人  董事長：許承道   

董事會：林思川、姚培華、俞繼斌、星‧歐拉姆、陳瓊讚、張員榮、蔡瑞益、薛伯讚、謝明勳 ( 依姓氏筆劃排列 )

出    版：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S2824-10M-2012 封面介紹：耶穌誕生紀念教堂(蔡鈴真牧師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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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別:（請勾選ˇ）

□終身會員 奉獻30萬元以上:(每年60,000元〔月平均5,000元〕連續5年以上）

□榮譽會員 奉獻12萬元以上:(每年24,000元〔月平均2,000元〕連續5年以上）

□恩典會員 奉獻6萬元以上:(每年12,000元〔月平均1,000元〕連續5年以上）

□活水會員 奉獻3萬元以上:(每年 6,000元〔月平均  500元〕連續5年以上）

□麥穗會員 奉獻6千元以上:(每年 1,200元〔月平均  100元〕連續5年以上）

□特別奉獻 ˍˍˍˍˍ  ̱元（為現代台語、原住民語、感恩…）

姓名：ˍˍˍˍˍˍ  ̱ 性別：□男 □女  生日： 　/   /  

電話：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地址：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所屬教會：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E-mail:̱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1.認獻時，請註明收據抬頭，以便開具抵稅收據。

  收據抬頭：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2.請選奉獻方式：

□信用卡奉獻

 持卡人姓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身份證字號：̱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年度綜合所得電子化申報：□同意  □不同意

 (個人申報所得稅時可從國稅局下載免附紙本收據)

 卡別：□VISA  □MASTER  □聯合信用卡

 卡號：̱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卡片有效期：西元 20ˍˍˍ  ̱年ˍˍˍ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每年  □每月 □一次  

 奉獻額：新台幣ˍˍˍˍ元整 共ˍˍ年(一次奉獻者免填)

 簽名：ˍˍˍˍˍˍˍˍˍˍ（請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收據：□年度彙總寄一次  □按筆寄發

□銀行匯款：「永豐銀行景美分行」　

 銀行代號：807 

  帳號：122-018-0021367-6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郵政劃撥帳號：0013070-9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支票郵寄：抬頭「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地址：22204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54號6樓  

 台灣聖經公會 收

□其它服務

  電話：02-2664-9909分機155會員部

 傳真：02-2664-4599

 填表日期：̱ ˍˍ  ̱年ˍˍˍ  ̱月ˍˍˍ  ̱日

招募會員

奉獻支持

歡迎加入會員、支持聖經事工

線上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