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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nerary May 13 至 May-27, 2024 

Day 1     
May 13 

Mon 

美國－德國法蘭克福 Flight to Frankfurt, 

German  

搭機直飛德國中部大城－法蘭克福。 

早B/午L/晚D：機上 

Day 2      
May 14 

Tue 

抵達德國法蘭克福Arrive Frankfurt, German 

夜宿法蘭克福  (D)                                                                        

Day 3   
May 15 

Wed 

法蘭克福Frankfurt－沃木斯Worms－施拜爾

Speyer－科爾馬Colmar  

夜宿科爾馬 (B/D) 

Day 4   
May 16 
Thur 

科爾馬Colmar－巴塞爾Basel－日內瓦Geneva 

夜宿日內瓦 (B/D) 

Day 5   
May 17 

Fri 

日內瓦Geneva－伯恩Bern－蘇黎世Zurich  

夜宿蘇黎世 (B/D) 

Day 6   
May 18 

Sat 

蘇黎世Zurich－康斯坦斯Constance－新天鵝

堡Neuschwanstein Castle－維斯Wies－奧培拉

瑪誥 Oberammergau－迦米希Garmisch-

Partenkirchen 

夜宿阿爾卑斯山下的渡假勝地－迦米希 (B/D) 

Day 7   
May 19 

Sun 

迦米希Garmisch-Partenkirchen－國王湖 Kö-

nigssee－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夜宿阿爾卑斯山下的渡假勝地－貝希特斯加登 

(B/D) 

Day 8   
May 20 

Mon 

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哈萊茵鹽礦

Hallein Salt Mine－薩爾茲堡Salzburg   

夜宿薩爾茲堡(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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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nerary 

Day 9   
May 
21 

Tue 

薩爾茲堡Salzburg－庫倫洛夫Český Krumlov－

布拉格Prague 

夜宿布拉格 (B/D)  

Day 10   
May 
22 

Wed 

布拉格Prague 

夜宿布拉格 (B/D) 

Day 11   
May 
23 

Thur 

布拉格Prague－德勒斯登Dresden－萊比錫
Leipzig 

夜宿萊比錫 (B/D) 

Day 12   
May 
24 
Fri 

萊比錫Leipzig－威登堡Wittenberg－柏林

Berlin 

夜宿柏林。(B/D) 

Day 13  
May 
25 
Sat 

柏林Berlin－埃斯勒本Eisleben－艾弗特Erfurt 

夜宿艾弗特。 (B/D) 
 

Day 14   
May 
26 

Sun 

艾弗特Erfurt－艾森納Eisenach－馬爾堡

Marburg－法蘭克福Frankfurt 

夜宿法蘭克福  (B/D) 
 

Day 15   
May 
27 

Mon 

法蘭克福Frankfurt－美國-United States 

今日滿懷愉悅的回憶搭機返回美國。 

早B：旅館餐廳in the restaurant of hotel 

午L/晚D：飛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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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資料 Hotel Information 

日期 城市 旅館名稱 旅館電話 

5/14 
Eschborn, 
Germany 

Mercure Hotel 
Frankfurt Esch-
born Sued       

+49 6196 77900 

5/15 
Colmar, 
France 

Mercure  Centre 
Unterlinden  Col-
mar                        

33 3 89 41 71 71 

5/16 
Geneva, 

Swiss 
Royal Manotel                                                               +41 22 906 14 14 

5/17 
Zurich,   
Swiss 

Mercure Zurich 
City  

+41 43 523 12 00 

5/18 

Garmisch 
Partenkir-

chen,         
Germany 

Mercure Hotel 
Garmisch-
Partenkirchen                                  

+49 8821 7560 

5/19 
Berchtesga-

den,         
Germany 

Das Achental in 
Grassau  

+49 8641-4010  

5/20 
Salzburg, 
Austria 

Sheraton Grand 
Salzburg                                             

+43 662-889990 

5/21&22                             
Prague,  
Czech  

Grand Hotel In-
ternational in 
Prague  

+49 8641-4010 

5/23 
Leipzig,    

Germany 
Vienna House 
Easy Leipzig                                      

+49-341-9915390 

5/24 
Berlin,      

Germany 
Abba Berlin   
Hotel                                                                

+49 30 88 71 860 

5/25 
Erfurt,     

Germany 
Radisson Blu +49 361 55100  

5/26 
Frankfurt, 
Germany 

The Westin 
Grand Frankfurt                                        

+49 69-2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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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美國領事館聯絡資料  

 

 美國駐德國領事館 

Berlin 
Clayallee 170, 14191 Berlin 

+49-30-8305-0 

美國駐捷克 

Prague 
Tržiště 15, 118 01 Praha 1 - Malá Strana   

(+420) 257 022 000 

美國駐法國 

Paris 
2 avenue Gabriel, 75008 Paris, France 

33](1)43122222 

Strasbourg 
15, avenue d’Alsace, 67082 Strasbourg  

[33] (3)88240695 

美國駐瑞士 

Bern 
Sulgeneckstrasse 19, CH-3007 Bern,  

031 357 70 11 

美國駐奧地利 

Vienna 
Parkring 12, 1010 Vienna 

43-1 31339-0 

領隊及證主聯絡資料 

領隊: Kerry Yung 832-875-2988 (手機) 

聖地遊學事工：Paul Wei 713-778-1155 

CCIUSA 美國證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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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攜帶物品                               檢查 

聖經，証主聖地團手冊，證主行李綁帶   

護照(有效期必須為六個月或以上)及簽證

資料及身份証 
  

攜帶手機、照相機及充電寶、記憶卡、旅

行插頭、充電器(適合 220 Volts )等 
  

太陽眼鏡，遮陽帽，傘或雨具及防曬油等

個人護理用品 
  

舒適的運動鞋及拖鞋   

適當及足夠及適當的換洗衣物(所有教堂

內，建議男女均避免穿短褲及無袖衣服) 
  

自用的藥物 (如長期藥物，止痛藥，藥

油，胃藥，暈車丸，止瀉藥，COVID 19等

藥物)及口罩 

  

至少一張信用卡、現金(歐元)－購買午餐   

零錢（一美金紙幣）－不要有破損   

個人小包抽取式衛生紙   

其他（請自行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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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規格的旅行插頭 

歐洲為 220 Volts 電源。所帶電器必須符合當地

標準電壓，如果攜帶 110 V 的電器產品，則必須

攜帶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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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柏林 -2°
C 

-1°
C 

1°
C 

5°C 10
°C 

13°
C 

15°
C 

14°
C 

11°
C 

7°
C 

3°
C 

-0°
C 

汉堡  -1°
C 

-1°
C 

1°
C 

4°C 8°
C 

11°
C 

13°
C 

13°
C 

10°
C 

6°
C 

3°
C 

0°
C 

慕尼 -4°
C 

-3°
C 

-0°
C 

3°C 8°
C 

11°
C 

13°
C 

12°
C 

9°
C 

5°
C 

0°
C 

-2°
C 

科隆 0°
C 

1°
C 

3°
C 

5°C 9°
C 

12°
C 

14°
C 

13°
C 

11°
C 

7°
C 

4°
C 

2°
C 

高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柏林 3°
C 

4°
C 

9°
C 

14°
C 

19°
C 

22°
C 

24°
C 

24°
C 

19°
C 

14
°C 

8°
C 

4°
C 

汉堡  4°
C 

5°
C 

8°
C 

13°
C 

17°
C 

20°
C 

22°
C 

22°
C 

18°
C 

13
°C 

8°
C 

5°
C 

慕尼 3°
C 

4°
C 

9°
C 

13°
C 

18°
C 

21°
C 

23°
C 

23°
C 

19°
C 

13
°C 

7°
C 

4°
C 

科隆 6°
C 

7°
C 

11
°C 

15°
C 

19°
C 

22°
C 

24°
C 

23°
C 

20°
C 

15
°C 

10
°C 

6°
C 

德國(中歐)全年平均氣溫 

歐洲 最佳旅行時間 特色 

北歐 6－9月 氣候較涼爽 

南歐 4－5月 雨量較少 

西歐 5－9月 氣候最溫和 

東歐 5－9月 氣候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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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May 14 

Tue 

抵達德國法蘭克福 Arrive 

Frankfurt, German                                                                                 
住宿：Mercure Hotel Frankfurt Esch-

born Sued 或者 Mercure Hotel Frank-

furt Eschborn Ost  

Day 3   
May 15 

Wed 

法蘭克福Frankfurt－沃木斯

Worms－施拜爾Speyer－科爾馬

Colmar 夜宿科爾馬 住宿：Mercure  

Centre Unterlinden  Colmar                        

  

法蘭克福 

德國第五大城市，人口約76萬人，過去曾是神聖羅

馬帝國和日耳曼邦聯的自由市，是神聖羅馬帝國最

重要的城市之一。法蘭克福是歌德的誕生地，對這

位德國最受景仰的人文思想家及作家的尊崇，法蘭

克福大學即以歌德為大學命名，德國政府也在世界

各地成立「歌德學院」致力於德語文化教學。  

本次宗教改革遊學團以法蘭克福機場為主要進出歐洲

的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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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木斯 Worms  

此城市是約在主前5000年前，由居爾特人（Celts）

所發掘並且建設而成。直到主後第三到第四世紀之

間，再由羅馬人攻佔並且定居。後來在法蘭克王國

時期，沃木斯更是成為了卡洛林王朝的政治重鎮。

沃木斯於十二世紀初期成為了帝國自由城市。並在

接下來的日子，皇帝卡爾五世因為馬丁路德釘在威

登堡城堡教堂大門上的九十五論綱，而在沃木斯召

開帝國會議（即著名之沃木斯帝國會議）。 

長久以來，沃木斯和科隆（Köln）、奧格斯堡

（Augsburg）以及特里爾（Trier），在相互競爭

「德國最古老城市」的稱號。沃木斯又被稱為尼伯

龍根之城（緣起於歐洲神話－尼伯龍根）、也被叫

作路德之城，路德在沃木斯留下了許多足跡。如路

德和皇帝查理五世以及教廷齊聚辯論的三位一體教

堂（Dreifaltigkeitskirche）、最古老之一的路德會教

堂－瑪格努教堂（Magnuskiche）、世界最大宗教

改革紀念碑、 

聖彼得教堂（Dom St.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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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在 1521 年的沃木斯議會上 

(路德拒絕撤銷他的九十五條論綱之地)希爾斯紀念

碑（Heylshofgarten）、德國境內僅有三座由皇帝

諭令建造的羅馬式教堂－聖彼得教堂（Dom 

St.Peter）、歐洲境內現存最古老的猶太人墓區

（Heiliger Sand）等景點。  

施拜爾 Speyer 

位於德國萊茵河畔、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施

拜爾，是「抗議宗」教會的發源地。1529 年 4

月 19 日，神聖羅馬帝國在此召開帝國議會，討

論解凍迫害新教徒的〈沃木斯諭旨〉，部分與

會諸侯和自由城市代表對前述判決提出反對，

由此產生「抗議宗」或「更正宗」（Protest- 

ant），即新教徒（基督徒）的代名詞。此處主

要景點是天主教的施拜爾大教堂，為記念施拜

爾的聖徒─聖瑪麗而建，於 1981年列為世界遺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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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史特拉斯堡位於法國東部，與德國隔萊茵河相望，是

眾多國際組織總部所在地。許多名人如：古騰堡、加

爾文、歌德、莫札特、巴斯德，都曾在此城居留。另

一位宗教改革時期的重要成員布瑟爾，也曾參加馬爾

堡會談，並在此地工作長達二十六年。 

1520年代宗教改革期間，史特拉斯堡接受馬丁路德教

導清除偶像的主張，導致許多天主教堂和修道院遭

毀。1530年，在帝國奧格斯堡議會上，史特拉斯堡和

另外三個自由城市，一起呈遞一份表明他們新教信仰

的「四城信條」。 

此城著名的聖多馬教堂建於十二

世紀，屬歌德式建築，加爾文曾

住了三年之久的，該教堂也是

「非洲之父」宣教士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1875～

1965）經常演奏風琴之處。  

 

科爾馬 Colmar (住宿旅館於此) 

科爾馬就像走進童話故事般的夢幻小鎮。宮崎駿動畫

《霍爾的移動城堡》以此地建築為設計藍圖。亦是法

國贈于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設計者弗雷德里克·奥

古斯特·巴托爾迪出生及居住之地。 

 

 

聖多馬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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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May 16 
Thur 

科爾馬Colmar－巴塞爾Basel－

日內瓦Geneva 

住宿：Royal Manotel 

巴塞爾 Basel 

巴塞爾是瑞士第三大城市（僅次於蘇黎世和日內

瓦），坐落於瑞士西北、三國交界的萊茵河畔，與

法國和德國為鄰。 

1536年加爾文在此首次發表他的著作《基督教要

義》拉丁文版。荷蘭著名的人文主義思想家與神學

家伊拉斯姆（Erasmus，1466～1536）曾於此任教。

他於1515年出版希臘文

新約聖經（用新發明的

古騰堡印刷術），除了

風行歐洲一時，對路德

及慈運理的思想也有巨

大影響，路德的德語新

約譯本就是以伊拉斯姆

的希臘文新約為本。路德本來很欽佩伊拉斯姆，但

後來兩人交惡彼此指責。伊拉斯姆雖然是天主教

徒，但對驕奢過度的羅馬教廷也加以尖銳批評。巴

塞爾大教堂，內有伊拉斯姆的墳墓。 



15 

 

日內瓦 Geneva (住宿旅館於此) 

日內瓦是瑞士第二大城市，在國際上享有高知名度，

因為這裡有許多聯合國附屬組織及國際組織，包括聯

合國祕書處日內瓦辦事處、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

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由於加爾文等人在此帶領的宗教改革，日內瓦常被喻

為「新教的羅馬」。老城區的日內瓦聖彼得大教堂，

是加爾文牧會長達二十五年的教堂。英格蘭瑪麗一世

（1516～1558）時期極力迫害新教徒，因此大量新教

學者逃向日內瓦，尋求庇護。 

加爾文在此創辦的日內瓦學院及日內瓦大學，在聖彼

得大教堂内講台是他講道之處。比鄰聖彼得教堂的是

諾克斯紀念教堂。諾克斯（John Knox，1513～

1572）是蘇格蘭改教家，曾在日內瓦追隨加爾文，

1559年回蘇格蘭推行改教，創建蘇格蘭長老會，後來

成為現代的蘇格蘭教會（Church of Scotland），為蘇

格蘭的「國家教會」，獨立於英格蘭教會之外

（Church of England，聖公會或安格利宗）。 

在日內瓦大學內，有一座長達一百公尺的白色改教圍

墻（Reformation Wall），是1909年為記念加爾文四

百週年誕辰，以及日內瓦大學創立三百五十週年而

建，上面刻有十六世紀加爾文、以及同時期瑞士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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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十位著名加爾文派改教家的雕像，非常壯觀。四

位改教大師雕像位居中間，每人身高五米，分別為

約翰·加爾文、威廉·法雷爾、西奧多·貝札(加爾文

的學生及繼承者，瑞士改教家 )、約翰·諾克斯

(1519～1605，加爾文的學生及繼承者，瑞士改教

家）及諾克斯。兩邊分別各三位身高三米、其他改

教家的雕像。白牆兩邊都刻有以拉丁文書寫的銘

文：「黑暗之後，光。」（After darkness, light.）

簡短有力，帶給人耳目一新、期待光明的感覺。在

寬闊的日內瓦湖邊，眺望遠處的噴泉及對岸的風

景，有如世外桃源，體現出日內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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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加爾文(雕像左起第一位）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年 7月

10日－ 1564年 5月 27 日）是一位法國神

學家、牧師和改革家，在威廉·法雷爾的說

服下領導了日內瓦的新教宗教改革。他是

後來被稱為加爾文主義的基督教神學體系

發展的主要人物，該體系的各個方面包括

預定論和上帝在拯救人類靈魂免於死亡和

永恆詛咒方面的絕對主權的教義，加爾文

在這些教義中受到奧古斯丁和其他基督教

傳統的影響並對其進行了闡述。他的著作

和教義為世界各地許多公理會、改革宗和

長老會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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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法雷爾(雕像左起第二位） 

威廉·法雷爾（William Farel，1489 年– 

1565 年 9 月 13 日），法國福音傳教士、

新教改革家，也是納沙泰爾公國、日內瓦共

和國、瑞士伯爾尼州和瑞士（當時被佔領）

改革教會的創始人。他最常被銘記的是 

1536 年說服約翰·加爾文留在日內瓦，以及 

1538 年他被驅逐後於 1541 年說服他返回

日內瓦。威廉影響了日內瓦政府。 

法雷爾與加爾文一起致力於培訓傳教士，將

新教事業傳播到其他國家，特別是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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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奧多·貝札(雕像左起第三位） 

西奧多·貝札出生於法國勃根地的韋茲萊。

他的父親皮埃爾·德·貝茲 (Pierre de 

Beze) 是韋茲萊皇家總督，出身於勃艮第名

門望族。他的母親瑪麗·布爾德洛（Marie 

Bourdelot）以慷慨而聞名。 

西奧多與法雷爾和加爾文一起建立了日內瓦

學院，現在是高中和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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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諾克斯(雕像左起第四位） 

約翰·諾克斯（John Knox，1510 - 1572 年）

是一位熱情的蘇格蘭人，他在加爾文日內瓦

的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556 年至 1559 年

間，他擔任禮堂會眾的牧師。他繼續在蘇格

蘭的宗教改革中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諾克

斯於 1510 年左右出生於哈丁頓，畢業於聖安

德魯斯大學並被任命為牧師。人們對他皈依

新教的事蹟知之甚少，但他皈依新教發生在 

1543 年左右。 

諾克斯捲入了導致紅衣主教比頓於 15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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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的爭議事件，最終被法國人俘虜，被迫

在船上當奴隸。十九個月後，他被釋放並流

放到英國。在那裡，他在英國聖公會工作，

成為愛德華六世國王的牧師，並對《公禱

書》的寫作產生了巨大影響。十年後，當愛

德華由他的天主教妹妹瑪麗繼承王位時，諾

克斯被指控為異端，不得不離開英國前往歐

洲大陸。他首先被任命為法蘭克福一家英語

教會的牧師，但那裡關於禮拜形式的爭議迫

使他離開。他的下一站是日內瓦，加爾文任

命他為英語教會的牧師。諾克斯在《日內瓦

聖經》的傳播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1559年他返回蘇格蘭，1560 年宗教改革在

蘇格蘭確立。1560 年 8 月，他向愛丁堡議會

提交了《蘇格蘭信條》，隨後於 1561 年提

交了《紀律手冊》（或教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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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May 17 
Friday 

日內瓦Geneva－伯恩Bern－蘇黎

世Zurich 

住宿：Mercure Zurich City 

伯恩 Bern 

伯恩，瑞士第四大城，瑞士的首都，舊城區已成

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核定的世界遺產。伯恩位處

瑞士的高原，毗鄰阿爾卑斯山，萊茵河支流阿勒

河穿城而過。市集大道的拱廊建築，別開生面，

路中矗立許多雕像，例如：正義女神，還有愛因

斯坦的故居。此外，市集大道頂端的鐘樓，也因

機器人定時出來報時而聞名於世。 

伯恩在1528年皈依新教；伯恩大教堂也是慈運理

改教之處。 

 

 

蘇黎世 Zurich (住宿旅館於此) 

蘇黎世是瑞士第一大城，位於蘇黎世湖西北邊，

為瑞士鐵路、公路及空運的樞紐，世界最大的金

融中心。 

慈運理在擔任蘇黎世大教堂神父後，開始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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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德語區宗教改革，他說服當地政府，批准教會與

羅馬教廷斷絕關係，蘇黎世大教堂(Grossmünster )也

變為改革宗的教堂。我們參觀了這座教堂，外邊就

是慈運理及繼承慈運理工作的改教家布林格

（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雕像。布林格沉

穩剛毅，不像加爾文和路德那麼引起爭議，其神學

思想影響後代甚巨。蘇黎世大教堂另設有宗教改革

博物館，以及 

蘇黎世大學神 

學院。 

瑞士蘇黎世大教堂，慈運理改教處  

改教家布林格 Heinrich Bullinger 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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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May 18 

Sat 

蘇黎世Zurich－康斯坦斯 Kon-

stanz －新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維斯Wies－奧培拉瑪誥

Oberammergau －迦米希
Garmisch-Partenkirchen 
住宿：Mercure Hotel Garmisch-

Partenkirchen 

康斯坦斯 Konstanz  

康士坦斯是德國波

登湖區域最大的城

市，毗鄰瑞士。康

士坦斯的歷史可以

追溯到羅馬帝國時

期，後來也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帝國自由城市。 

 

大概在585年於康士坦斯開始設立了一個主教，並標

誌著這市日後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宗教中心。由中世紀

末開始，康士坦斯人口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是神職人

員。1414年-1418年間第十六次宗教會議於康士坦斯

舉行「康士坦斯宗教會議」，1415年7月6日會議中將

捷克神學家揚·胡斯(Jan Hus)處以火刑。這次會議導

致大分裂的結束，而這個唯一於阿爾卑斯山山脈以北

舉行的教宗選舉當中，馬丁五世被推選為新教宗。 

 

宗教改革於15世紀20年代康士坦斯方宣布改信新教，

因此聖像從教堂裡面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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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 

這座城堡是巴伐利亞國 王

路德维希二世的行宮之

一。共有360個房間。  

天鵝堡中的歌劇廳

（Saengersaal)和騎士浴室（Ritterbad）的設計就採

用了瓦爾特堡的設計圖為藍本。城堡中隨處可見典

型的哥特式建築細節，而所有門窗、列柱迴廊則呈

現巴洛克風格。也許因為新天鵝堡的名字，整個城

堡中所有的水龍頭以及傢具和房間配飾都是形態各

異、栩栩如生的天鵝造型。城堡內裝飾極其奢華，

從天花板、燈飾、牆壁到日常用具，無一不是工匠

精雕細琢之作。  

維斯Wies 

維斯教堂（Wieskirche，全稱Wallfahrtskirche zum 

Gegeißelten Heiland auf der Wies，意為「維斯受鞭

打的救世主朝聖教

堂」），於1745年至

1754年由約翰·齊默爾

曼和多米尼庫斯·齊默

爾曼兄弟設計建造，他

們都是德國洛可可風格的畫家和建築師。因相傳教

堂內的救世主像曾落淚而成為聖地，是一座雄偉的

朝聖教堂，1983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26  

 

奧培拉瑪誥 Oberammergau  

奧培拉瑪誥是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个市镇，傍依安

珀河（Amper）流經的谷地。小鎮以每隔十年演出

大型耶穌受難劇（Passion Play）而聞名。當地民居

建築的外墻彩色裝飾壁畫，亦為著名的景觀。 

  

中世紀三十年戰爭期間，俗稱黑死病的瘟疫席捲整

個歐洲，篤信天主教的奧培拉瑪誥村莊居民也因感

染而多人死亡。1633年，地方領袖們聚會禱告祈求

神保佑他們免受瘟疫的威脅，並允諾此後會每隔十

年演出耶穌受難劇以示感恩。後來疫情漸漸平息，

小鎮居民皆安然避過瘟疫的摧殘。次年以描寫耶穌

受難前後事績為題材的宗教劇便如約上演。自1634

年受難劇首演以來，每隔十年就上演一次，因此成

為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傳統，也是吸引外地遊客的

著名文化觀光節目。 

 

迦米希 Garmisch-Partenkirchen (住宿旅館於此)  

迦米希是阿爾卑斯山下一處渡假勝地。1936年冬季

奧林匹克運動會

的舉辦地。原本

1940年冬奧也是

要在此地舉辦，

但是因為二戰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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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May 19 
Sunday 

迦米希Garmisch-

Partenkirchen－國王湖 Kö-

nigssee－貝希特斯加登 Berch-

tesgaden 

住宿：Das Achental in Grassau  

國王湖 Königssee 

國王湖位於德國巴伐利亞邦的東南端，比鄰德國

和奧地利的邊境。國王湖的湖水呈現翡翠綠色，

清澈見底，是著名的旅遊勝地。 

坐落在國王湖西岸中段半島上的聖巴多羅買教堂

小而別致，以其特別造型而出名，紅色圓穹頂呈

洋蔥型，禮拜

堂半圓形後殿

分成對稱的三

瓣。教堂始建

於12世紀，16

世紀開始發展

成為巴洛克風

格。禮拜堂的名字取自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巴多

羅買，他被認為是阿爾卑斯山里農民和擠奶工的

主保聖人。 

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住宿旅館於此) 

夜宿阿爾卑斯山下的渡假勝地－貝希特斯加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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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May 20 

Mon 

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   

哈萊茵鹽礦 Hallein Salt Mine－   

薩爾茲堡 Salzburg 

哈萊茵鹽礦 Hallein Salt Mine 

哈萊因鹽礦，也稱為 Salzbergwerk Dürrnberg，是

一個地下鹽礦，位於奧地利哈萊因上方的杜倫堡高

原。 該礦已經開採了 2600 多年。 二十世紀初以

來，它一直是採礦博物館，以其樓層之間的長木製

滑梯而聞名。在此換上礦區準備的白色服裝，以特

製的小電車及滑木梯

進入山中約500公尺深

的礦區，只見礦區內

坑道叉路交錯，而坑

道內鹽岩結晶所呈現

的不同色澤經由燈光

的投射更令人驚豔。 

 

薩爾茲堡 Salzburg (住宿旅館於此) 

薩爾茲堡是奧地利第四大城市，也是現今奧地利管

轄地域內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位於奧地利的西

部，城市的建築風格以巴洛克為主，「薩爾茲堡」

（德語： Salzburg ；拉丁語： Salis Burgium，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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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堡」）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是在755年，因附近

的鹽礦和城堡而得名  

薩爾茲堡是音樂天才莫扎特的出生地，莫扎特不到

36年的短暫生命中超過一半的歲月是在薩爾茲堡度

過的。薩爾茲堡也是指揮家赫伯特·馮·卡拉揚的故

鄉，電影《音樂之

聲》的拍攝地。 
 

薩爾茲堡城內巴洛克

式的建築風格具有獨

特的魅力，主要代表

是薩爾茲堡主教座堂

Salzburger Dom 和米拉貝爾

花園Schloss Mirabell 。整個薩爾茲堡老城在1996年12月5

日入選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的世界遺產名

錄。薩爾茲堡有著眾多

莫扎特在薩爾茲堡的出生地  

米拉貝爾宮  

薩爾茲堡主教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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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9   
May 21 

Tue 

薩爾茲堡Salzburg－庫倫洛夫

Český Krumlov－布拉格Prague 

住宿：Grand Hotel International in      

庫倫洛夫 Český Krumlov 

庫倫洛夫(又稱 CK 小鎮)是捷克保留最多中世紀歐

洲城鎮的景觀與外貌 ，有歐洲最美的小城之美

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城中

的白牆、紅瓦、石板路在在散發出其獨特的魅力。 

 

捷克文「Český Krumlov」意指「彎曲河邊高低不

平的草地」，其實整個 CK 小鎮就是被伏爾塔瓦河

（Vltava）蜿蜒包圍著，S 型的河道將 CK 小鎮以

太極的形狀分成了東北邊以古堡為主的「城堡區」

和西南邊被河水包圍「舊城區」兩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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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 Prague 

布拉格是捷克首都，也是改教先驅揚‧胡斯（Jan 

Hus，1372～1415）的故鄉。胡斯是捷克宗教思想

家、改革家，曾任布拉格查理大學校長。1402年

起，胡斯在伯利恆小教堂用捷克語佈道，讓一般信

徒與神父可以同領聖杯（當時只有神父可以領杯，

杯的改革成為胡斯派的表徵），並譴責教宗支持販

售贖罪券，導致教廷視胡斯為異教徒，1411年革除

其教籍。儘管胡斯當時持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發的

安全通行證，仍在1414年遭誘導到德國康斯坦茲參

加大公會議，在那裡獲判有罪，隔年7月6日在該地

處以火刑殉道，時年四十三歲。 

胡斯臨死都不願改變其忠於聖經的信仰，並求上帝

赦免所有迫害他的敵人，最後以獻身教會改革和捷

克民族主義的大義而殉道留名於世。胡斯之死直接

促使胡斯派信徒與歐洲幾個王國，為了爭取信仰自

由而爆發了所謂「胡斯戰爭」（1419～1434，又稱

波希米亞戰爭）。戰爭結束，胡斯派同意順從波西

米亞王（捷克前身）及天主教會的管制，但享有部

分自由。 

1999年，羅馬天主教會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面公

開道歉，為胡斯平反；而在所有捷克人心中，不分

信仰都視胡斯為民族英雄，並將每年7月6日胡斯殉

道日定為為胡斯日，是捷克的公共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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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0  
May 22 

Wed 

布拉格Prague 

住宿：Grand Hotel International in      

Prague  

布拉格城堡 Prague Castle 

位於捷克

共和國布

拉格的一

座城堡，

歷代波希

米亞國

王，以及

歷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都在此辦公。這裡保存著波

希米亞王國的王冠。布拉格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古

堡，占地七萬平方米[1]，長570米，平均寬約130

米。  

伯利恆小教堂 Bethlehem Chapel  

伯利恆禮拜堂（捷克語：Betlémská kaple）是捷

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座中世紀宗教建築，著名的捷克

宗教改革者揚·胡斯曾在此擔任神甫。1394年開放

布道，完全使用捷克本地語言，不同於中世紀波希

米亞教會德語占優勢的情況。這座建築從未成為正

式的教堂，只是一座附屬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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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維特大教堂 Vitus Cathedral   

聖維特大教堂為羅馬天主教布拉格總教區的主教座

堂，是中歐地區第一座哥德式大教堂、也是世界上

第三大的哥德式教堂。其於10世紀時為羅馬式風

格，直至查理四世任內1344年開始至1929年才擴建

完成，這600年當中歷經多位設計師，因此教堂除了

哥德也融合了巴洛克、文藝復興風格。教堂原文全

名為Katedrála svatého Víta, Václava a Vojtěcha，聖維

特、聖瓦次拉夫和聖亞德伯三位聖人都和教堂的歷

史有關，據說教堂裡存有聖維特的手臂遺骨、其餘

二位的遺體亦葬在此 (惟有一說認聖亞德伯遺骨非

葬於此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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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May 23 
Thur 

布拉格Prague－德勒斯登

Dresden－萊比錫Leipzig 

住宿：Vienna House Easy Leipzig  

德勒斯登（德語：Dresden，意為「河邊森林的人

們」）是德國薩克森自由邦的首府，德國東部重要的

文化、政治和經濟中心。 

德勒斯登的城市人口超過56萬（2016年），都會區人

口共有125萬，而德勒斯登所在的薩克森三角城市聚集

區共有320萬人，被列為德國主要大城市之一。 殘留

的考古學上的蹤跡可以證明，後來成為城市區域的地

區在石器時代已有人類定居。在可考的文字記錄中，

德勒斯登最早於1206年被提及，並被發展為選帝侯以

及後來的皇家領地，之後更成為歷史上的薩克森王國

的首都，擁有數百年的繁榮史、燦爛的文化藝術，和

無數精美的巴洛克建築（德勒斯登的巴洛克風格），

被譽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作為重要的文化中

心，德勒斯登又被稱為「易北河上的佛羅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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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比錫 (住宿旅館於此) 

萊比錫是德國薩克森州第二大城市，也是前東德第

二大城，矗立許多巴洛克風格的建築，孕育出許多

文學家、哲學家及藝術家；哲學家與數學家萊布尼

茲、大文豪歌德、哲學家與語言學家尼采，均出身

於著名的萊比錫大學。音樂家華格納、孟德爾頌及

舒曼，也曾活躍於此市。我們參觀了聖多馬教堂，

是著名的音樂之父巴哈在此工作多年及安葬之處。 

聖尼古拉

教堂是萊

比錫最大

的教堂，

初建於1165

年，是羅

馬式與後

期哥德式

的建築風格；教堂內椰樹狀的巨柱和天花板，充滿

濃郁的異國風情。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下午，大批

民眾湧入該教堂參與「和平禱告」，結束後，每人

手持象徵和平的燭火走出，萊比錫民眾也自動自發

加入，約有七萬人走上街頭，向共產政府示威，之

後引發柏林圍牆一夕之間倒塌，以及東西德合併統

一，因此該教堂成為東德的革命發源地。 

巴哈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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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年7月4～27日，路德一行人與萊比錫大學的神

學教授厄克的邁爾（Johann Maier of Eck，1486～

1543）舉行大辯論。他本來是路德的老朋友，也是

一位卓越的天主教學者，在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

綱〉後，厄克發表一系列文章反對路德的觀點。他

邀請路德的同事卡爾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

1486～1541）到萊比錫舉行辯論，路德與墨蘭頓及

許多威登堡大學的學生也參加。辯論多日，雙方僵

持不下，辯論會主席喬治公爵（與贊成改教的腓德

烈家族為世敵，後來成為宗教改革的死對頭）不得

不宣布休會。厄克警告路德，說他在走一百年前捷

克人胡斯的路線。1520年2月，路德宣稱：「我們

都是胡斯派，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厄克向教宗

匯報，稱路德為薩克森的胡斯。雙方正式決裂，以

致教宗1520年6月15日發表詔書，下令焚毀路德一

切著作，並令路德反悔，不然便革除教籍。萊比錫

辯論使路德聲望更大，改教之風愈熾。  

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

zig）位於德國薩克森州的萊

比錫，創立於1409年，是歐洲

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也是現今

德國管轄地區內曆史第二悠久

的大學，僅次於海德堡大學。 萊比錫大學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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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2   
May 24 
Friday 

萊比錫Leipzig－威登堡

Wittenberg－柏林Berlin 

住宿：Abba Berlin Hotel 

威登堡Wittenberg 

威登堡是改教聖地，為了記念路德，該市的官方名稱

為威登堡路德市（Lutherstadt Wittenberg）。路德在

艾弗特的修會，遇見教區長斯道皮次（Johann von 

Staupitz，1460～1524），他是十分鼓勵並支持路德

的導師。威登堡也是薩克森領地的首府，當時薩克森

選侯智者腓德烈（Frederick the Wise，Elector of Saxo-

ny，1463～1525），於1502年創建威登堡大學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1817年成為哈勒─威登堡

馬丁路德大學The 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of Halle-

Wittenberg），聘請斯道皮次為教務長。 

斯道皮次很欣賞路德在學術上的天賦，鼓勵他進入威

登堡大學繼續進修，路德於1508年3月獲聖經研究學

士，1512年10月獲神學博士，並留校任教。路德曾於

1510年，由修會派往羅馬討

論修會的問題，他對教廷的

腐敗非常失望，此行也讓他

對教會問題有機會近距離了

解。艾弗特大學、修會、威

登堡大學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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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以及對教廷的了解，為路德提供良好的裝

備，使他日後能推動宗教改革。 

路德能改教成功，主要歸功於政治勢力的保護。威

登堡在選侯智者腓德烈的薩克森領地內，他支持路

德及其「同路人」的改革，並保護路德的生命安

全，不然路德會像一世紀之前的改教先驅胡斯一

樣，早被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及教廷判為異端而處

死。 

城堡教堂（Castle Church）又稱為諸聖教堂（All 

Saints’ Church），是選侯腓德烈重建的，在他建立

威登堡大學後，這個教堂也成為大學的禮拜堂

（chapel）。另外一個教堂為聖瑪麗教堂（Town 

Church of St. Mary’s），是路德宗在威登堡的一個教

堂，又稱為改革紀念教堂（Reformation Memorial 

Church），裡面陳列許多與宗教改革有關的壁畫。 

1517年，〈九十

五條論綱〉在城

堡教堂貼出，一

炮而響之後，宗

教改革風起雲

湧，路德一直坐

鎮在威登堡。 

城堡教堂是馬丁路德最重要的改教引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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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路德只是批評贖罪券的做法，對教廷的權柄還

是很尊重，但之後的發展，使路德與教廷完全決

裂。 

1520年6月15日，教皇發表詔書，下令焚燒路德一

切書籍，命令路德在六十天內撤銷所有言論，不然

將革除教籍。這是極為嚴重的處罰，革除教籍者永

遠不能得贖。路德於該年12月10日、詔書送達第六

十天，與威登堡大學師生在城門口，焚燒詔書與教

會法等文件，與教廷公開對抗。威市正式成為宗教

改革的發源地，也是歐洲當時最重要的新教中心。 

城堡教堂也是路德與另一改教大將、作戰夥伴──

威登堡大學神學教授墨蘭頓（Philipp Melanch-

thon，1497～1560）下葬之處，內有兩人的墓碑。

路德墓碑上刻有下列碑文（數字都是羅馬字大

寫）：「這裡埋葬的是神聖神學博士馬丁路德，於

基督一五四六年二月十八日逝世於他的家鄉埃斯勒

本，享年六十三歲兩個月又十天。」 

城堡教堂內之馬丁路德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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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Berlin (住宿旅館於此) 

 
柏林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首都，也是德國最大的城

市，位於德國東北部，現有居民約340萬人。  

第一次有關文字記載是在13世紀，柏林連續的成為

以下這些國家的首都：普魯士王國（1701年－1870

年）、德意志帝國（1871年－1918年）、威瑪共和

國（1919年－1933年）、納粹德國（1933年－1945

年）。在1920年代，柏林是世界第3大自治市。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城市被分割；東柏林成為東德的首

都，直到1990年兩德統一，該市重新獲得全德國首

都的地位。  

柏林大教堂（德語：Berliner Dom）是德國柏林博物

館島的一座基督新教路德宗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國

霍亨索倫王朝的宮廷教堂。由於其英文寫作Berlin 

Cathedral，柏林大教堂有時被誤譯作「柏林主教座

堂」，但該教堂並不是主教座堂，也從未有主教進

駐。柏林的信義宗主教座堂是馬利亞教堂（Marien- 

kirche。 

柏林大教堂的建於1894年至1905年，由德國皇帝威

廉二世根據朱利葉斯·卡爾·拉施多夫的計劃，採用

文藝復興風格和巴洛克復興風格設計。完工後則成

為德國最大的新教教堂，也是歐洲最重要的王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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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之一。除了教堂服務外，大教堂還用於舉行德國

國家儀式、音樂會和其他活動。 

早在1465年，柏林大教堂的現址附近已經有一座教

堂，當時是霍亨索倫王家宮殿的一部分。1747年在

柏林大教堂現在的位置上，約翰·鮑曼（Johann Bou-

mann）設計建造了一座巴洛克式風格的教堂做為普

魯士王室的宮廷教堂。1822年被卡爾·弗里德里希·

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改造成古典主義風

格。1894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下令拆毀這座教

堂，並由尤利烏斯·拉什多夫（Julius Raschdorff）重

新設計建造了帶有文藝復興式風格的柏林大座堂，

作為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教堂與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

堂分庭抗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柏林大教堂遭

到盟軍轟炸並

發生火災。戰

後修復工作從

1975年開始。

1993年教堂重

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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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3  

May 25 

Sat 

柏林Berlin－埃斯勒本

Eisleben－艾弗特Erfurt 

住宿：Radisson Blu 

埃斯勒本 Eisleben 

此為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一個城市，也是路

德出生和去世的地方；為記念路德，該市的正式名

稱為埃斯勒本路德市（Lutuerstadt Eisleben）。該市

至今留有路德出生和去世的房屋、出生次日領洗的

聖彼得保羅教堂（St. Peter and Paul Church），以及

生前最後四次講道的聖安德烈教堂（St. Andrew’s 

Church）。他最後一次在該教會講道是在病中，引

用〈馬太福音〉十一章28節：「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路德於1546年1月17日，抱病從威登堡回到埃斯勒

本，2月18日安息主

懷，棺木在艾斯里本

停留兩天後，運回威

登堡，於2月22日下葬

在威登堡城堡教堂，

由改教家布根哈根主

持葬禮。 

1997年，該鎮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

為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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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弗特 Erfurt (住宿旅館於此) 

路德在大學受教及決定成為神父的地方。1505年7

月2日，路德在回校路上險些被雷電擊中，危急恐

懼中， 他呼喊礦工的保

護聖人聖安娜，

並發願如果獲

救，願成為僧

侶。脫險後，路

德果然於五天後

實踐諾言，進入

當地艾弗特奧古

斯丁修道院，並

於1507年受封為神父。 

路德進入當地艾弗特奧古斯丁修道院的初衷原是要

獲得心靈的平安，但與神愈親近，他發現心靈受的

折磨與掙扎愈厲害，甚至還經歷到與神隔絕的痛

苦。早期的馬丁路德已開始厲害的靈性掙扎；後來

因著教書的需要，他深入研究創世記（1512）、詩

篇（1513）、羅馬書（1515）和加拉太書

（1516）。我們常有一錯覺，以為路德的悔改和明

白真理是突如其來的；其實只要留心細察，就發現

早於1512年他在修道院寫下的講章，即顯出他在聖

經及神學的領悟，是一步一步向著福音真理邁進。  

奧古斯丁修道院現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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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弗特 Erfurt (續) 

奧古斯丁修道院 Augustinian Monastery Church    

 

聖奧古斯丁修道院是一座始建於 13 世紀的教堂和

修道院建築群。它是由天主教會的奧古斯丁修道士

建造的。 它最著名的是宗教改革之父馬丁路德的

故居，他從 1505 年至 1511 年期間以修士身份居

住於此。 

 

該建築群的部分建築

在 1945 年英國空襲

中被摧毀，當時在該

建築內避難的 267 

人喪生。 如今，建

築群融合了中世紀和

現代建築。 現在它

被用作禮拜場所以及會議中心。 教堂內經常舉辦

音樂會，內有一台建於 1938 年的瓦爾克風琴。教

堂也為旅行者和靜修提供簡單的住宿。 

 

2016年2月，奧古斯丁修道院與其他11處遺址一起

申請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命名

為「德國中部路德遺址」。 由於它們在宗教改革

中的作用，所有這些遺址都被認為“代表了世界宗

教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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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弗特 Erfurt Cathedral  

艾弗特大教堂，正式名稱為Hohe Domkirche St. 

Marien zu Erfurt，艾弗特聖瑪麗大教堂，是德國

圖林根州最大、最古老的教堂，也是羅馬天主教愛

爾福特教區的主教所在地。  大教堂主要以哥德式

風格建造，三座塔樓的中央尖頂上矗立著 Maria 

Gloriosa 鐘，1497 年由 Geert van Wou 鑄造

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擺動鐘。目前是是世界

上現存最大的中世紀鐘。 它以其音色的純度而聞

名。 

 

馬丁路德於 1507 年 4 月 3 日在大教堂被按立為

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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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4   
May 26 

Sun 

艾弗特 Erfurt－艾森納 Eisen-

ach－馬爾堡 Marburg－法蘭克

福Frankfurt 

住宿：The Westin Grand Frankfurt 

艾森納 Eisenach 

位於艾斯里本附近的艾森納，少年路德曾在1498

～1501年間在此修讀，預備入讀艾弗特大學。這

裡最有名的瓦特堡（Wartburg），原為中世紀匈牙

利聖伊莉莎白故居，內有許多壁畫描述聖伊莉莎

白的善行。 

路德在沃木斯會議全身而退，沒有遭到殺身之

險，但卻告失蹤，有傳言他已經遇害。事實上是

腓德烈為了保護路德，在4月26日路德回威登堡的

路上，派士兵「綁架」他，偷偷藏在路德年輕時 

瓦特堡（Wart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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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過艾森納附近的瓦特堡，化名為喬治爵士

（Junker Jörg，the Knight George）。 

路德在瓦特堡隱居了十個月（1521年5月～1522年2

月），他花了十一個星期，完成聖經〈新約〉由希

臘文譯為德文的初稿，並於1522年9月正式出版。

十二年後（1534年），路德得到其他宗教改革家協

助，完成新舊約德文聖經的翻譯及出版，使通曉德

文的人都能自己讀聖經，不必假手於神職人員。路

德餘生致力於譯本的完善，雖然路德的譯本不是第

一部德文譯本，但對於現代高等德文有極大幫助 

路德除了翻譯聖經之外，也有很多神學及思想辯論

的著作，並創作許多聖詩，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詩

歌，就是根據〈詩篇〉四十六篇、寫於1527至1529

之間的〈上主是我堅固保

障〉，在宗教改革期間振

奮許多人心，現在有些天

主教會也將之用在彌撒

中。 

 

推薦書籍： 

這是我的立場：馬丁路德傳記 

出版社：道聲 

作者：羅倫培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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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堡 Marburg 

馬爾堡屬於德國黑森州，距離西邊該州第一大城法

蘭克福約一百公里。1529年10月1～3日，黑森州選

侯腓力一世召集路德與慈運理，在馬爾堡城堡

（Marburg Castle）進行對談（史稱「馬爾堡對

談」Marburg Colloquy），解決信仰問題，另有數

位改教家出席。雙方對前十四條半的信仰都有共

識，但兩人最後在聖餐禮的意義及觀點上各持己

見，不肯退讓，使兩派整合失敗以致決裂。路德認

為，基督的確在聖餐中實質降臨（同質說）；而慈

運理則認為，聖餐只是一種象徵性的紀念（象徵

說）。聖餐禮另有其他兩種說法，分別是天主教的

「變質說」，以及加爾文的「聖靈臨在說」。  

德國馬爾堡城堡。1530年，路德派與慈運理派在此辯論神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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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 Frankfurt (住宿旅館於此) 

整理行李，準備搭機返美，結束宗教改革知性之

旅。感謝神的保守！ 

Day 15   
May 27 
Sunday 

法蘭克福Frankfurt－美國-
United States 
今日滿懷愉悅的回憶搭機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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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及宗教改革歷史簡介 

A. 教會歷史的六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主后 60-300 年，又稱為初期

(代)教會）此時期耶穌剛受死復活升天，

聖靈降臨教會成立，使徒在猶太地區及地

中海一帶(羅馬帝國内)建立教會。這些新

興的教會，飽受當時羅馬政府及猶太教等

的迫害。  

第二個時期（主后 300-600 年）這個時期的代

表人物是東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二

世。他是第一為將基督教立為國教的羅馬

君主，教會也因此成為合法的團體。這個

時期基督信仰群體被稱成為大公教會，多

次的大公會議確定了基督論的基礎，多位

羅馬君主也主持或參與大公會議，政教關

係也相對良好。 

  著名的神學家如奧古斯丁等在此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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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時期（主后 600-1500 年）主后 600

-1000年，屬中世紀的前期。這時期最

具影響和代表性的人物是羅馬主教大貴

格利。“貴格利”是他的名，“大” 

是一個稱號，表示他的舉足輕重！在大

貴格利的影響下，教會變得制度化，權

力也 越來越大。羅馬主教以大公教會

的首領自居，演變成日后的“教皇”制

度。主後 1000-1500 年左右，屬于中世

紀的后期，出現了一些著名的基督徒，

有修士法蘭西斯、神學家阿奎那，和翻

譯聖經的威克里夫等等。教廷為十字軍

東征等因數，開始實行種種不合聖經的

措施，導致基督徒的反省和抗爭，教會

改革已經迫在眉睫。著名宗教改革殉道

者，如捷克的胡斯(Jan Hus)(胡斯因殉

道留名於世，也是捷克民族主義的標

竿。1999年，羅馬天主教會正式為胡斯

之死道歉)(見 35頁行程、84 頁) 

第四個時期（1500-1700 年）代表人物是

馬丁路德—一位向傳統教會表示抗議的

德國修士。這個時期的教會，紛紛脫離

原來由羅馬教皇所帶領的天主大公教會

組織，成立新的改革基督教會-改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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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由於馬丁路德將拉丁文聖經翻譯德

文，後續也引發聖經被翻譯成英文不同的

族群語言的熱潮。 

第五個時期（1700-1800 年）著名的人物有

約翰衛斯理和威廉克理。這是個教會大復

興的時期。歐洲和美洲的教會，都有明顯

復興，教會也積極對外傳揚福音。 

第六個時期（主后 1800 至今）十九至二十世

紀，出現了許多宣教士，也建立了很多的

基督教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和擴

展。這是個宣教的時代。在世界文化潮流

的挑戰下，教會更需要積極完成福音的大

使命。 

在此趟宗教改革團旅程，主要參觀教會歷

史第四個時期：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

抵抗當時天主教內的腐敗及神學的差錯

（如販售贖罪卷等），而後脫離天主教成

立了新的基督教會之事件發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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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宗教改革運動的成因 

 當時的羅馬教廷的腐敗，未能進行内部的自省更

新，並迫害有心改革的宗教聖職人員。 

 絕大部分聖職人員生活腐化，甚至買賣聖職，追

逐名利。 

 教廷賣贖罪券歛財，濫用屬靈權柄，違背救恩真

理。 

 “宗教裁判所”淪為排斥異已、濫用私刑、成為

打擊改革領袖和信徒的殘酷工具。 

 神要潔淨祂自己的教會，興起宗教改革的勇士，

起來為真理而戰，要將教會帶回真理的道路上！

馬丁路德以前，已經出現許多愛主的改革先鋒，

他們的思想言論，發起的一些改革思潮，奠定日

後宗教改革的必然與成功！ 

C. 教會改革前的社會背景 

十四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喚起人們獨立思想、

探索，拒絕盲目附和，也肯定自我價值；人們因

此對古代文學、藝術、科學的研究和地理環境的

探索，產生相當的熱心和行動。其間，歐洲出現

了著名的科學家及科學發展上的突破，如：伽利

略發明了望遠鏡，麥哲倫發現了地球是圓的，牛

頓發現了地心引力，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等等；

十五世紀印刷術的普及使用，更有助于編印聖經

和改革著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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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前，許多歐洲君主開始發動脫離教宗管

制，促使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並積極爭取國

內教會的控制權，並有條件性支持天主教會内

的改革。此外，當時社會經濟也開始脫離純粹

的農業模式，新的商業結構及中產階級興起，

令宗教改革者注意到傳統天主教會的屬靈牧養

與社會環境變化完全脫節，需要尋求新的變

革。 

十六世紀歐洲社會，無論知識拓展、政治局勢，以

及社會經濟變化等等，都有利于宗教改發展。於是

教皇的權力一再被削弱，教廷也難再像以前一樣地

控制人民的思想生活，整個舊有的教會體系受到嚴

重的威脅，孕育成熟的改革時機。 

D. 馬丁路德和德國改革運動 

馬丁路德 1483年出生于德國。有著剛毅和果斷

的性格。早期他心中，認為主耶穌是一位嚴厲的

法官，而不是憐憫人的救主，所以，他每天憂慮

死后的去向，對得救也沒有把握。直到他成了神

學院的教授，他的心被聖靈感動，他才逐漸明白

“因信稱義”的真理。 

同一段時期，他目睹

教廷的流弊和背離聖

經真理，改革思想開

始在心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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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路德看見信徒盲目的聽從教廷，瘋狂的買賣贖罪

券，他傷心天主教信徒如此的偏離正道，決定採取抗

議的行動。他寫下《九十五條》，于 1517年貼在大教

堂門口，抨擊當時種種錯誤的宗教行為。(見 41~42頁

行程) 

《九十五條》中路德主要提出了有關贖罪券的不同主

張：贖罪券只能免除教會附加加的懲罰，卻不能免除

神的審判。贖罪券決不能赦免罪過，教皇本人無權作

此赦免，因為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權柄。贖罪券對煉獄

裡的亡靈更是無效力，教會所加的懲罰只能對于生

者，死后無效；教皇無權施于煉獄裡的亡靈的救贖，

更無赦罪的裁決權或鑰匙(天主大公教會錯誤詮釋馬太

福音 16 ： 18 ～ 19 ：”我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在

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勢力不能勝過它。 我

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在天上

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真正悔改的基督徒無需贖罪券就得到神的赦免，真正

的贖罪功德在于神的恩典的大能，就是基督成就的十

架福音。 

這《九十五條》論點，馬上被印成傳單，傳遍德國，

帶來很大的迴響。縱然教皇要追殺他，但因著貴族的

保護和人民的支持，馬丁路德得以平安度過叛教的追

捕。 主後 1555年，馬丁路德的信仰才得到合法的承

認。從此，除羅馬天主教外，歐洲有了路德派（信義

宗的前身）等的新基督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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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的貢獻和影響 

• 教義方面：強調聖經的權威，因信稱義，及信

徒皆祭司等真理。 

• 推動宗教教育：他的著作也留給教會許多的幫

助，讓信徒更明白真理！ 

• 將聖經翻譯成德文，方便百姓讀聖經！ 

• 重建教會的制度和崇拜的儀式：以本土語文

（德文）代替拉丁文來舉行崇拜，著重講道和

讚美詩歌等等。 

• 鼓勵聖職人員結婚：他自己也放棄了修道士生

涯，與一位還俗的修女結婚。 

 

馬丁路德的缺失 

• 因受德國貴族的保護，將國家的政權放在教會

之上。日後，成為教會受國家管制，及屈服在

屬世政權下靈性軟弱的一個主要原因。 

• 過度單方面強調

信心，忽略信徒

信心下操練“行

為”的重要性。 

• 自持宗教神學理

念，不能容納他

人的神學思想，

很難與他人合

作。 馬丁路德五個唯獨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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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加爾文與瑞士改革運動 

當時，基督教改革運動並沒有統一的組織和領導，

是歐洲地區的自發運動，但訴求目的基本相同，卻

各有特色和重點，相互間也有一定的關連。馬丁路

德推動的改革，就大大的影響了西歐多國。在教會

歷史的改革時期（1500-1700 年間），除德國之

外，另一個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就是瑞士的改革運

動，由慈運理所發動，后由加爾文來完成。 

 

慈運理 

瑞士改革運動發起人慈運理，1484 年出生于瑞士，

在文藝復興的影響下接受教育。大學畢業后進人教

會事奉，1519年成為瑞士蘇黎世教會的牧師。最初

希望藉教育來改善教會，后被馬丁路德影響，起來

評擊教會的地位、賣贖罪券、圖像和聖徒崇拜、煉

獄教義等等；后在與教皇的武力衝突中被殺。慈運

理喪生後，改革火種繼續燃燒。 

 

約翰加爾文 

於 1509年出生于法國。天賦才華，14 歲已前往巴

黎大學進修。當時，巴黎已有改革氣息，強調“靠

恩得救”的真理。加爾文在巴黎，努力學習古典語

文學、邏輯學、教父著作、法律等。由於與改革派

有關，曾經歷逃亡生涯。期間，出版了《基督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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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書是新教信仰最重要的注釋，直到今天仍

被公認為最偉大的解經書之一。寫這本巨著時，加

爾文才 26 歲。 馬丁路德的作品和改革，令他深受

影響。后來清楚神的旨意，加入改革運動，在瑞士

日內瓦推動教會更新，對改革宗教會造帶來深遠的

貢獻。 

 

加爾文對基督教會的影響. 

• 提倡教育，包括信仰以外的學問。他相信

知識教育的學習，可以幫助人明白真道；

故不但設立學校，也鼓勵人接受初級教

育。日內瓦學術研究院是全世界第一間基

督教大學。 

加爾文的著作 

 包括解釋聖經方面的。注重歷史背景，和

經文文法來解經。 

 關于基督教教義方面。著《基督教原

理》，是基督教的第一本系統神學。 

 護教真道的著作。評論羅馬教會及極端教

會運動份子。 

 將聖經翻譯為法文。 

 有關“預定論”的思想。強調人得救是出

于 神的命定和揀選，確保能永遠得救。 

 強調“神的榮耀”，這是教會最主要的目

的，也是基督徒在世努力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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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英國蘇格蘭改革運動的貢獻和影響 

1. 英國的改革運動 

由英國國王來領導。英王亨利八世宣佈英國國教脫

離羅馬教會，正式獨立。 

• 為了個人利益及因素：因亨利八世欲廢后另娶，

但羅馬教會不許，以致反目；又加上英國百姓早

就不滿教廷，亨利八世就利用民心取向，領導英

國改教。所謂改教，是由國王領導教會，改的不

過是行政和組織，而不是改革教義的內容。 

• 亨利八世去世后，其子愛德華曾帶來改革的新政

和進步；但瑪利女王繼位，又重新承認羅馬教皇

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也殘酷迫害別宗派的基

督徒，故有“血腥瑪利”之稱。 

• 瑪利死后，其妹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繼位，也因為

個人因素而反對教皇，因她是亨利八世第二任妻

子所生，教皇反對她當女皇。從伊麗莎白女王一

世開始全面推動新教政策，脫離羅馬教會。 

英國改革運動過程中脫離國教的其他教派： 

 清教徒：主張留在教會，進行改革。 

 獨立派：主張脫離英國教會而獨立。 

 重洗派：反對嬰兒洗禮，強調政教分離，不參

政，不當兵，不盡公民義務等等。 

 門諾派：創立一個和平友愛的團體，主張個人 

的悔改，強調信徒的見証等。 

 浸信會：強調浸禮，注重宣教，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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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蘇格蘭的改革運動 

由著名的約翰諾斯帶領，進行加爾文式的改革。聞名

的蘇格蘭長老會被建立，成為長老會制度的典

範。加爾文的教會理想得以在整個國家實踐。 

 

G. 總結宗教改革的影響和貢獻 

1. 聖經權威: “聖經”是信仰唯一絕對的權

威，是信徒行事為人的準則、一切教義的基

礎。主日講道，以傳講聖經為主，看重信徒

查經，聖經翻譯工作興旺。 

2. 因信稱義: 重申“因信稱義”真理；信徒不

再盲目地倚靠善行和功德去賺取救恩，辨明

當時羅馬教會教訓的是與非，也重視個人重

生得救的經歴。 

3. 信徒皆祭司: 信徒與神之間的關係是直接

的、密切的，不需要神職人員作中保；教會

事奉，不再是聖職人員的專利；祇要是信

徒，都可以參與教會的事奉！ 

4. 糾正中世紀“敬虔”觀念: 過去認為“敬

虔”就是守獨身和避世。改革后的基督教會

正視婚姻生活，鼓勵信徒建立基督化家庭，

也鼓勵信徒積極進人社會，影響群社，轉變

屬世邁向基督國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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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倡教育：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都是提倡普及教

育。他們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接受教育，於是

積極鼓勵基督教會推動世界性的教育發展普及

化。 

 

總括來說，宗教改革不但在信仰和教義方面、教會發

展帶來貢獻，更促進了世界文明的進程，改寫了政

治、經濟、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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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人物介紹 

宗教改革的歷史背景 

    中世紀時期，羅馬教會實力龐大，歷代教皇與紅衣主

教重視教廷收到的捐獻，遠勝傳教與講道。依靠裙帶關

係和買賣聖職過著奢侈的生活，弊端叢生。  

    1517年，教皇利奧十世以修繕聖彼得大教堂為名，

下令在天主教各國發售贖罪券。在德意志推銷贖罪券的

教廷使者—道明會修士約翰·鐵支勒聲稱：「購買贖罪券

的銀幣落入賽錢箱叮噹一響，罪人的靈魂立刻從煉獄飛

昇到天堂。」造成信徒的瘋狂搶購，要為自己贖罪，也

要為祖先祈求冥福。 許多有識之士認為，這種行徑簡直

屬於詐騙。1517年10月31日（後人定為宗教改革日）馬

丁路德在教堂門口貼出《九十五條論綱》，要求辯論贖

罪券的功效，但無人應戰。由此引發了宗教改革運動。

此後，馬丁路德又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他的宗教改

革內容，這使得各個神學家紛紛闡述自己的思想，開宗

立派，全歐洲開始宗教改革，於是基督新教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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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年11月，馬丁路德在德國埃斯勒本（Eisleben）

出生。雖然他爸色是銅礦工人，但收人也是以讓兒子

校受高等教育。1501年，馬丁路德就讀於艾弗特大

學，在大學圖書館理第ㄧ次讀到聖經，他說：「這本

書叫我愛不釋手。假如有天能擁有一本，就真是一大

幸事了。」 

 

馬丁路德22歲進艾弗特的奧古斯丁修院，後來進入維

滕貝格大學，取得神學博上學位。可是，他仍認為自

己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寵，有時更因為生來有罪而感到

沮喪絕望。在仔細研讀聖經、禱告、沉思讓他清楚行

出上帝對罪人有什麼看法。他明白上帝的恩惠絕不是

人可以賺回來，而是上帝對信靠他的人所表現的分外

恩典。（羅馬書1:16：3:23,24,28） 

馬丁路德怎麼知道自己對聖經的理解是正確的呢？早

期教會史及新約研究中心的教授庫關特-艾蘭寫道：

「馬丁路德反覆思考，仔細查考整本聖經，把自己的

理解跟聖經的論點互相比較，結果發現兩者是完全一

致的。」人得救是憑信心不是靠行為的得救論，後來

成為馬丁路德的主要神學思想與理論。 

 

當時天主教的神學思想得救是靠行為，並教導人相信

罪人死後要在煉獄受刑罰一段時期，人如果購買教宗

出售的贖罪券，就能縮短或免去煉獄刑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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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境內的主教也推售贖罪

券，如約翰特策爾等，都生意

興榮，門庭若市，不少人把贖

罪券視為犯罪免罰責的一種保

障。 

贖罪券激起了馬丁路德的反感

與排斥，因為他清楚知道，贖

罪券根本不可能取代上帝的仲

裁權。1517 年秋天，他寫了

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網》，指

控教會當時羅馬天主教在教義

和信仰偏離正道。馬丁路德期望教廷重視並推行改

革。歷史家就以 1517 年為宗教改革運動開始的年

份。 

 

譴責羅馬天主教教會偏離正道的神職人員及學者不止

馬丁路德。早在宗教改革前一百年，捷克宗教改革家

胡斯已因教會出售贖罪券提出譴責；在胡斯更早之

前，英國的約翰威克里夫亦譴責教會奉行不符合聖經

的陋習。包括荷蘭神學家伊拉斯謨和英國的廷德爾都

曾主張改革，他們都是馬丁路德是同時期的學者。再

加上古藤堡在德國發明了活字印刷機，馬丁路德的文

章被廣泛傳閱，使其改革聲音得以比其他改革家的主

張傳得更廣更遠，也得到當時貴族、宗教界、學術

界，甚至市井小民廣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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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年，古藤堡的印刷機初次在美因茨投入生產。16

世紀初，德國 60個城鎮和其他 12個歐洲國家已紛紛使

用活字印刷機。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在這麼短的時間之

內，就收到最新的消息。也許馬丁路德還沒同意，他的

《九十五條論綱》已被付印和分發出去了。教會應否改

革再不是一時一地的問題，而是廣受討論的課題。霎時

間，馬丁路德在德國聲名大噪。 

 

多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受制於兩大集團：神聖羅馬帝

國和羅馬天主教會。教宗利奧十世下通逾給馬丁路德，

就《九十五條論綱》作出反擊，揚言要是馬丁路德繼續

執迷不悟，就要把他逐出教會。馬丁路德當眾燒毀教宗

的通諭，出版論文細列改革的方案，並呼籲無須理會教

宗是否贊同，合力推行教會的改革。1521年，教宗利

奧十世宣布判處馬丁路德，但他不服判決，認為自己沒

有得到公平的審訊。結果，德皇查爾斯五世召馬丁路德

到沃木斯帝國議會受審。1521 年 4 月，馬丁路德踏上

歷時 15天的旅程，從維滕貝格到沃木斯去。一路上，

他彷彿率領著凱旋行列似的，民眾夾道歡呼，顯示他極

受擁戴。各地的人都來一睹他的風

采。在沃木斯，馬丁路德在皇帝、貴

族和教宗的使節面前受審。1415年，

胡斯也在康士坦斯接受類似的審訊，

後來被掛在柱上活活燒死。 

胡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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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和官員的注視下，馬丁路德堅決表示，除非

反對他的人能根據聖經證明他是錯的，否則絕不撤

回自己的主張。可是，根本沒有人能像他一樣熟記

聖經的經文。沃木斯敕令綜述這次審訊的結果，宣

布馬丁路德為異端，他的所有著作頓時成為禁書。

馬丁路德先被教宗逐出教會，現在又被皇帝放逐，

性命堪虞。 

 

後來，峰迴路轉，事態發展出人意表。馬丁路德返

回維滕貝格途中，薩克森的弗雷德里克派人假裝綁

架馬丁路德。這麼一來，他的敵人就無法向他施加

毒手。後來，馬丁路德被偷偷送到瓦特堡，在那裡

蓄長了鬍子，改名換姓，佯稱自己是青年貴族約爾

格或喬治爵士（Junker Jörg，the Knight George）。 

 

接著十個月，馬丁‧路德為了逃避皇帝和教宗的搜

捕，住在瓦特堡。《世界遺產》說，「他在瓦特堡

度過了一生最富生產力和最具創意的日子」。其

間，他的最大成就，莫過於把伊拉斯謨的《希臘語

經卷》譯成德語。這部譯本在 1522年 9 月出版，

沒有注明譯者，簡稱九月版聖經。這部譯本的售價

是 1.5 荷蘭盾，相當於當時女傭的一年工資。雖

然這部譯本售價不低，但銷量卻大得驚人。僅在一

年內，就已重印兩次，共 6000 本。在接著的 12 年

間，重印數超過 6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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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年，馬丁路德和還俗修女卡塔琳娜馮博拉結婚。

卡塔琳娜持家有道，雖然馬丁路德慷慨好客，不時高

朋滿座，她也能應付裕如。馬丁路德家裡除了妻子和

六個兒女之外，還經常接待許多朋友、學者和逃難的

人。馬丁路德在晚年依然德高望重，來他家作客的學

者，都會攜帶紙筆，隨時把他的名言雋語記錄下來。

後來這些語錄被輯集成書，命名為《席間漫談》。這

本書更曾在德國風行一時，銷量僅次於聖經。 

 

1534年，馬丁路德完成了《希伯來語經卷》的翻譯工

作。他精於翻譯之道，能保留原文的風格，節奏和

諧，且措辭得當，結果翻出來的聖經譯本，平民百姓

都能看懂。談到翻譯的原則，他寫道：「我們應該跟

家裡的母親、街上的孩童、市集的平民聊聊天，聽聽

他們是怎麼說話的，然後用他們能懂的文字去翻。」

馬丁路德翻譯的聖經為德語奠下了規範，並為後世普

遍採用。 

  

馬丁路德既有翻譯的天分，也有寫作的才能。據說，

在他的寫作生涯裡，每兩週就完成一篇論文。這些論

文詞鋒凌厲，可說筆如其人。歲月看來未能磨掉他的

銳氣：如果說他早年筆鋒犀利，說話尖刻，那他晚年

所寫的文章，就更是咄咄逼人。據《神學及教會辭

典》說，馬丁路德的著作顯示他「極具使命感」，可

是「滿腔怨憤」，也「欠謙卑和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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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戰爭爆發，德意志邦邑各地死傷慘重。有人問馬

丁路德對這次起義有什麼看法。農民跟諸侯對抗有理

嗎？馬丁路德沒有為了討好群眾，說些大多數人愛聽

的話。他認為上帝的僕人應該服從掌權的人。 

（羅馬書 13:1）馬丁路德直截了當地主張用武力鎮

壓叛亂。他說：「把叛民都殺掉，要一網打盡。」馬

丁路德本來廣受群眾支持，這番話卻使他「民望盡

失」。此外，他晚年撰寫的論文，尤其是《猶太人與

他們的謊言》一文，對不肯歸信基督教的猶太人大肆

抨擊，因而被一些人定為反猶太主義者。 

 

馬丁路德、加爾文和慈運理所引領的宗教改革，產生

了一個新宗教—基督新教。馬丁路德給基督新教留下

的重要影響，就是他主要的神學理論「因信稱義」。

因此，德意志各邦邑紛紛改信奉基督新教。基督新教

不斷傳播開去，教徒遍及斯堪的納維亞(今日的北

歐)、瑞士、英國和荷蘭。今天，世上信奉基督新教

的人多得難以勝數。（整理至 

守望台線上書庫） 

 

 

推薦閱讀書籍：《信守真道》 一本

引人入勝、簡潔介紹馬丁路德思想的

入門書  

作者簡介：史華滋（Hans Sehwarz）  

  



70  

 

加爾文的父親因在教會內任職，為貴族人士所尊

重，與本城的上流社會人物都有密切來往，這對

加爾文來說，是一個特別機遇，使其從小得以與

貴族子弟同受小學教育。後來他甚至成為韓階斯

（Hangest）與孟特摩（Montmo）之子的密友，

日後他將所寫的第一本書，特別獻給孟特摩說：

「我自幼在你家裏長大與你學一樣的書，我所領

受的第一教誨就是從你尊貴的家庭生活與修養得

來的。」 

 

這種出身加添了加爾文高尚的禮節與社交的技

巧，不似馬丁路德的粗獷作風（路德出身礦業的

小企業主家庭，比加爾文大二十六歲）。 

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生1509年7月10日。加爾文出生于

法國巴黎北部不遠的瓦兹省諾陽

（Noyon）。祖父是水手，父親

（Gerard Calvin）由於刻苦努

力，得到本城教會主教的書記之

職，母親吉恩（Jeanelle 

Franc）篤信天主教，是才貌兼

具、敬虔的婦女，但不幸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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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加爾文篤信天主教．他生性怕羞，好學不倦、

節制飲食、極少消遣，積極培養自己成為所響往的

神父之職。 

 

1523年，由於加爾文家鄉諾陽流行傳染性的瘟疫，

他随同孟特摩家前往巴黎，加爾文進入 College de 

la Marche 大學，專攻拉丁文學，深獲柯第爾

（ Mathurin Cordier ）教授器重，在他的指導之

下學習寫作。在獲得文學士學位之後，加爾文轉往 

College de Montagu 大學，專攻哲學與倫理學，這

些學習幫助他有敏銳的心思，對於後來的辯論助益

匪淺。 

 

1526年，加爾文的父親希望他捨棄神學專攻法律，

認為律師一職能使他致富，加爾文不敢違抗命令，

進入大學專攻法律，努力學習，成績卓絕，甚至在

教授缺席時，也請加爾文代課。  

 

1523年，加爾文轉入波紀斯大學（University of 

Bourges）法學院，受教於知名的人文主義法學家阿

凱齊（Andreas Alciati）。同年，加爾文的父親過

世。加爾文在波紀斯大學學習了一年半，期間他也

學了希臘文，這對他日後研究《新約聖經》有莫大

的幫助，古典文學一直是加爾文的最愛，而法律的

研究則培養了加爾文的思考組織能力。  



72  

 

1531年，加爾文出版第一本注釋書《幸尼加仁慈論注

釋》：是幸尼加（Annaeus Seneca,4 BC-AD 65）全

集中《仁慈論》的注釋，書中引証55位拉丁文和22位

希臘文著作者，這本書讓「加爾文」的大名為學術界

所重視，但是當時此書並未立即獲得社會的好評，有

些學者認為此書是為了宗教抗議者向當局的請願。無

論如何，此書呈現加爾文後來注釋《聖經》的方法，

即發掘著作者的原意，然後述說自己的回應。 

 

加爾文早年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當時馬丁路德的

宗教改革之言論，尚未傳播到家鄉諾陽。但1523年來

到巴黎後，他開始讀到一些偷渡至法國的馬丁路德作

品，學習到一些宗教改革的新觀念，或許曾目擊法國

第一位殉道者包文（Pauvanne）被焚在火刑柱上，或

者看見法國貴族波郡（ Berquin）因翻譯路德作品而

犧牲生命，宗教改革成為加爾文在大學時期喜歡談論

與思辯的話題。 

 

1533年，加爾文放棄天主教，1534年赴瑞士巴塞爾，

1536 年定居日内瓦並發表《基督教要義》。1538年

由於受到宗教界嚴厲批判，和市政當局衝突，被迫出

走至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1540年日内瓦宗教

改革派重掌政權，1541年加爾文應邀重返日内瓦，並

建立日内瓦歸正宗教会。加爾文由1542年至逝世前一

直是市級牧師團的主席。也從1541年到1555年進行一 



73 

 

系列的神学辯論。1559年聖誕節，市議會通過接納

加爾文為正式公民身分。  

日內瓦的宗教改革並非在加爾文的加入才開始，在

加爾文之前先由法惹勒（William Farel）等人發

起，並在1536年市民大會投票決定建立基督教城

市。因為加爾文的法律人背景，他為當時日內瓦議

會與教會制定規章制度，他個人也確切遵守這規

章，成為後人有法可依的傳統。加爾文本人不是主

動把一套法規強套在日內瓦，他是應邀以其法律與

神學知識，協助當地市議會制定教會法（不再受羅

馬教廷轄制）。當加爾文於1541年重返日內瓦，他

完成《日內瓦教會憲章》。由於加爾文早年師承當

時有名望的法律界前輩，所以他整理出一套合乎信

仰價值又能實踐的教會典章，但礙於當時政治及宗

教團體的現實，他只能不斷作出某程度的讓步與妥

協。 

 

麥格夫於《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這樣評價加爾文：

「加爾文不是日內瓦的獨裁者，以鐵杖來管轄百

姓。加爾文甚至大部分時間不是日內瓦的公民，因

此不能擁有政治的權柄⋯⋯最終來說，加爾文對日內

瓦的影響力，不是基於其正式的法律地位（這是微

不足道的），而是本於其作為傳道者與牧者的權

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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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當時神學家兼科學家米格爾‧塞爾維特的

著作就像一記耳光，掌摑在“基督教要義”的作者

加爾文的臉上，加爾文遂寄了一份自己的書稿給對

方作為答覆。而塞爾維特的回覆也很快，他用攻擊

性的言論給全文做了註解。加爾文對塞爾維特漸深

的厭惡，源於塞爾維特反對三位一體的觀點，以及

那種綜合了優越感以及人身攻擊的語氣。 

 

後來，加爾文向法國羅馬公教宗教裁判所通信舉報

塞爾維特，法國宗教裁判所裁定塞爾維特異端罪成

立，宣判處以火刑，於是塞爾維特逃離法國，所以

當局僅焚毀其雕像，還有其著作。之後，一位塞爾

維特的追隨者到日內瓦，參加了加爾文在日內瓦的

一次佈道，卻因而被逮捕，被日內瓦理事會定罪並

判處火刑。加爾文認為應該處死塞爾維特，但火刑

太殘忍，應該用人道的方式處決，主張改為用劍斬

殺。然而此種殺害宗教反對者的事件，日後造成神

學家卡斯特留對加爾文激烈的批判。 

 

加爾文的神學觀深深影響荷蘭、蘇格蘭和英格蘭。

他也從事政治活動，邀請一些法國王室成員和貴族

加入法國的胡格諾派（加爾文派）。之後法國發生

宗教戰爭，他延攬大批歐洲新教難民到日內瓦，使

日內瓦成為歸正宗的國際中心，號稱「新教的羅

馬」，於是加爾文被稱為「新教的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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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對新教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貢獻，在理論與實

踐上奠定了歸正宗的基礎。他的神學名著是“基督教

要義”。 

 

1564年，加爾文罹患重感冒，出現高燒以及咳血，以

致其健康急速惡化，最終於5月27日病逝於日內瓦。  

烏利希‧慈運理 

UIrich Zwingli，1484年1月1日

~1531年10月11日基督教新教神

學家，瑞士宗教改革運動的領導

者之一。 

 

慈運理生於瑞士威德赫斯城。當時是瑞士愛國主義剛

興起的時候，瑞士傭兵制度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

慈運理進入了維也納大學和巴塞爾大學接受教育，深

受人文主義影響。當他在格拉魯斯與艾因西德倫擔任

神父後，仍繼續他的學業，受到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

謨著作的影響極深。與馬丁路德一樣，慈運理也反對

羅馬天主大公教會的「神人合作」說、贖罪券和崇拜

聖母瑪麗亞等神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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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年慈運理成為蘇黎世大教堂的神父，在那裡

開始宣揚宗教改革的思想，1522年因為反對在大

齋期的齋戒，公開喫香腸，此舉受到公眾的關

注。在著作中，他指出在教會階級的腐敗，提倡

教士結婚，並攻擊禮拜場所使用聖像。1525年，

慈運理推出了新的禮儀。慈運理曾與重洗派試圖

廢除「嬰兒洗禮」，但後來因政治因素妥協，導

致與堅持進一步改革的重洗派決裂。也因此慈運

理與重洗派的衝突導致重洗派被迫害，歷史學家

曾懷疑他是否使能蘇黎世成為一個神權政治的城

邦。 

 

之後宗教改革擴及瑞士邦聯其他地區，但有些城

邦仍傾向維持天主教，瑞士邦聯因此依宗教因素

分裂為支持宗教改革的城邦聯盟，以及支持天主

教的城邦聯盟。1529年，戰爭尚未爆發前，慈運

理與馬丁路德在德國馬爾堡（見52頁行程））會

面協商，企圖整合雙方在宗教改革思想上的分

歧。馬爾堡會議中，前14條半都達成共識，但最

後討論聖餐禮時對聖餐意義的觀點卻完全不同，

導致兩派整合失敗。馬丁路德認為聖餐中基督的

確實質降臨，一般稱為同質說。而慈運理則認為

聖餐只是一種紀念基督的象徵．即象徵說（或稱

記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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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年，慈運理的聯盟意圖對天主教各城邦進行糧

食封鎖，於是有五個天主教城邦突襲蘇黎世，慈運

理以隨軍牧師的身分戰死，年僅47歲，慈運理所留

下的神學思想、禮儀還有教會制度，至今仍影響著

許多新教教會，如重洗派。 

腓力‧墨蘭頓 Philipp 

Melanchthon （1497年2

月16日- 1560年4月19

日） 

 

為著名的早期基督新教信

義宗神學家，是第一個將

信義宗神學系統化的人。

是德国语言学家、哲学

家、人类学家、神学家、教科书作家和新拉丁语诗

人，被譽為 “德国的老師”（Praeceptor Ger-

maniae），他與馬丁路德是最好的朋友與同志，是

德意志宗教改革乃至全歐洲的宗教改革中，除馬丁

路德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墨蘭頓十歲時，父親去世。他自幼穎慧過人，受著

名人文學者的舅公羅希林（Johannes Reuchlin）教

導，酷愛拉丁文及古典文学，精通希臘文與希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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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希林照當時的風尚，把他的原名 Schwartzerd

（黑土）‧改為希臘文的同義字“墨蘭頓”

（Melanch- thon）。他十二歲入大學；十七歲獲碩

士（M.A.）學位。在二十歲以前，他已經有六本著

作，包括《希臘文文法》。  

 

墨蘭頓先在圖賓根，後在維滕貝格大學教授希臘文。

與馬丁路德相識於1518年，這次決定性的會見，把墨

蘭頓從人文主義者變成神學家和新教運動家。他年方

弱冠，個性畏縮卻學問淵博，而路德則是神學教授，

長他十四歲的路德認為他有不凡的才智與品格‧ 

 

在路德強力影響之下，成為改教運動的大力擁護者，

對信義宗教義的影響，在某些地方甚至超過路德。他

們二人的性情極為不同：路德激烈，而墨蘭頓愛好和

平，但二人仍是相知相惜。路德自言：「我生下來就

是為了爭戰，與黨派和魔鬼爭戰，因此我的書充滿了

風暴與爭戰的味道。我必須挪開殘枝朽木、披荊斬棘

⋯像個粗野的山林工人，開闢道路預備一切。而墨蘭

頓安靜的走著，愉快的耕種、栽植、播種、澆灌，都

照著上帝給他的豐富。」因此墨蘭頓以「安靜的改教

家」聞名。  

 

墨蘭頓在1519年的萊比錫辯論會上公開支持路德。路

德離開威丁堡後，墨蘭頓代表路德出席，並為路德辯

護。對路德翻譯的德文聖經也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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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蘭頓的教訓，在某些教理因素上，與路德不同。墨

蘭頓受溫和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姆很大的影響。墨蘭

頓以及有些信義宗基督徒，在救恩學上傾向於一種福

音派的神人合作說，並尋求與羅馬教會和平相處。 

 

在關於聖餐和基督位格的論題，墨蘭頓是接近馬丁和

加爾文的看法。對聖餐沒有獨自的看法。他的性情，

寧可避開爭論，而不是在解決問題。我們無法肯定

說，墨蘭頓到底是否接受加爾文的聖餐看法；不過，

他不反對加爾文對聖餐觀的主張，有許多跡象，顯示

他在晚年較喜歡加爾文的看法過於路德的看法。墨蘭

頓與路德曾為教義爭執，結果墨蘭頓讓步；因此，墨

蘭頓思想較缺乏獨創性和積極性：「太過於中立、又

無傑出的學出來支持他的看法」，接著又有路德出來

發表協和信條，此舉對墨蘭頓派也很不利。墨蘭頓的

同路人意圖構成一個新的宗派，但後來卻沒有成功，

他們後來便避難於德國許多行政區和城市裡面。 

為什麼惟有因信可以稱義？墨蘭頓的回答是：既然我

們是單單因著神的慈愛才得以稱義，而信心顯然是承

認神慈愛的標記，所以惟有因信可以稱義。人在稱義

以後，行為雖然是源於神的靈，但因為仍是由不純潔

的肉體實行，因此其行為的本身也是不純潔的。「稱

義」雖已開始，但尚未結束。因此，「稱義」被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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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亦即被歸於神的慈愛，與人的努力、行

為、功德無關。「義」的開始與成長，都與神的

慈愛相連，因此整個人生的「義」，都惟獨因為

信心. 

約翰·胡斯     

Jan Hus 

(1372~1415) 

出生於波希米亞胡

西內茨[現屬捷克

共和國]—受難於

1415 年 7 月 6 日

康士坦斯[德

國]）。胡斯是 15 

世紀捷克最重要的

宗教改革家，他早

於馬丁路德的宗教

改革整整一個世紀。 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捲入

了西方分裂（1378-1417）的激烈爭論，並在康

士坦斯會議上被判異端罪並被燒死在火刑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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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心得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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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靈 修 默 想 

  
 

 

深信每一位參與『宗教改革團』的成員，

內心都有特別屬靈的感受。不但期望遊蹤

景色可以舒暢心懷，更因著追隨教改先驅

的腳跡加深對宗教改革的認識和聖靈在人

類信仰及教會教義延展之造化。在此選錄

下列默想經文，期望能夠幫助我們在旅程

中思念： 神的信實與慈愛、基督的生平和

訓誨、聖靈時時刻刻的教導。 

謹願這次「宗教改革團」的學習與體認，

成為日後自己和別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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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想隨筆My Jo u rn a l  

  

  

 

  

  

  

  

 

 

 

 

 

Day 2    5/14/2024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七章： 6 下-7 

如經上(以賽亞書 29:13)說、『這百姓用嘴唇尊

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

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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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Day 3   5/15/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七章： 14-15 

耶穌又叫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聽我的

話、也要明白．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

惟有從裡面出來的、乃能污穢人。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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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5/16/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七章： 37 

眾人分外希奇、說、他所作的事都好、他連聾

子也叫他們聽見、啞吧也叫他們說話。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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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5/17/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八章： 15 

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

的酵、和希律的酵。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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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5/18/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八章： 29 

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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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5/19/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八章： 33 

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備彼得說、撒

但、退我後邊去罷．因為你不體貼 神的意

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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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5/20/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八章： 36~37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

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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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9   5/21/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九章： 7~8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彩裡

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門徒

忽然周圍一看、不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

們在那裡。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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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0   5/22/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九章： 23~24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

能。孩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但我信

不足、求主幫助。〔有古卷作立時流淚的喊

著說〕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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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5/23/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九章： 29 

耶穌說、非用禱告、〔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

字〕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或作不能

趕他出來〕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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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2   5/24/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九章： 37 

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

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

差我來的。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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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3   5/25/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九章： 40~41 

不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凡因你們

是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喝的、我實在告訴

你們、他不能不得賞賜。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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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4   5/26/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九章： 50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他再鹹

呢。你們裡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96  

 

Day 15   5/27/2024 
 

靈修經文 馬可福音十章： 7、9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

一體。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感想隨筆  My Journal  

  

  

 

  

  

  

  

 

 

 

 

 

今 

天 

到 

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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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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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目錄 

 

1.  我們成為一家人 (有情天1) 

2.  到神的祭壇(我心2) 

3.  向耶和華唱新歌(我心2) 

4.  耶和華是愛(我心2) 

5.  興起為耶穌 

6.  天天讚美主(江錫銘) 

7.  願你裂天而降(生命河1) 

8.  最知心的朋友(我心1） 

9.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讚泉8) 

10. 神羔羊是萬王之王(生命河2) 

11. 耶穌你是寶貴(華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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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靠著耶穌得勝(華人4) 

13.  奇異恩典 

14.  直到主耶穌再來(以斯拉2) 

15.  盡情的敬拜(生命河3) 

16.  看見復興(讚泉9) 

17.  你坐著為王 (生命河2) 

18.  為主贏得城市 (洪啟元1) 

19.  堅固保障(生命聖詩50） 

20.  末後的日子(e麥3) 

21.  來到主前(來到1) 

22.  一生一世 (詩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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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成為一家人 (有情天 1)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因著耶穌， 

 

1成為神兒女，（x2） 

2成為神國的子民， 

 

因著耶穌得潔淨， 

因著耶穌入光明， 

因著耶穌同享復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悅， 

同在主愛中連結， 

因著耶穌同受豐盛的產業 

因著耶穌同敬拜， 

因著耶穌蒙慈愛， 

因著耶穌彼此恩慈來相待 

或在喜樂中歡唱， 

或遇苦難同哀傷， 

因著耶穌同渡人生的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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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神的祭壇(我心 2)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我的神， 

我要彈琴稱頌你。 

神啊！我的神， 

我要彈琴稱頌你。

 

3 向耶和華唱新歌(我心 2) 
 

我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要向耶和華歌唱， 

稱頌祂的名，祂的名， 

天天傳揚祂的救恩， 

天天傳揚祂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 

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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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和華是愛(我心 2) 
 

耶和華是愛 

讓我安歇青草溪水邊 

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 

共度每一天 

耶和華是愛 

在困境中祂保守引領 

神為我擺設豐盛的恩典 

在危難也不改變 

在世間主恩與共 

祂的愛常在我身邊 

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  

共同度此生 

耶和華是愛 

讓我安歇青草溪水邊 

無限滿足快樂湧自心田 

在危難也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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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興起為耶穌  

1.興起興起為耶穌作十字架精兵 

各執王旗高高舉 切莫使之倒傾 

主要領你戰諸敵 必定連連得勝 

直到諸敵盡降服 惟主大奏凱功 

 

2.興起興起為耶穌號令必須服從 

今日是主榮耀日 勇敢前赴戰場 

基督之兵隨主行 敵眾何必驚恐 

戰場愈險膽愈壯 敵勇更當奮勇 

 

3.興起興起為耶穌 一心靠主能力 

血氣之勇不足恃 自恃一定敗績 

速披福音之甲冑 也當儆醒禱祈 

雖遇危險莫退縮 我要盡忠到底 

 

4.興起興起為耶穌交戰時日無多 

今日雖聞干戈聲 明日即奏凱歌 

忠心受難得勝者 必得生命冠冕 

與主同死同復活 永遠同操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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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讚美主(江錫銘) 

天天感謝 天天喜樂 

天天讚美主 

多少委曲 多少心事 

告訴主耶穌 

所有重擔 所有勞苦 

統統交給主 

天天禱告 天天唱歌 

天天讚美主 

舊事已過 拋在腦後 

不要再難過 

管它心酸 管它淚水 

讓它隨風走 

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 

勇敢向前走 

生命可貴 重新把握 

不要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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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願你裂天而降(生命河1)  
 

主啊 我們等候你 

帶著偉大的期待願你來 

主啊 我們渴慕你 

渴慕你聖靈澆灌充滿我 

我要回轉歸向你求你紀念 

願聖靈的風吹起帶我翱翔 

我要緊緊抓住你願你國降臨 

震動這地 使萬民敬畏 

願你裂天而降 裂天而降 

降臨這地 降臨萬國萬邦 

願你裂天而降 裂天而降 

使復興的火不斷燃燒 

求復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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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知心的朋友(我心1）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著你 

渴望見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 

你的手總是在攙拉著我 

把我帶在你身邊 

告訴我當走的路 

沒有滑上死亡線 

你愛何等的長闊深高 

我心發出驚嘆 

有了主還要甚麼 

我心與主心相連 

我已起誓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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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讚泉8)  

 

在無數的黑夜裡 

我用星星畫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 

讓我真實的見到你 

在我的歌聲裡 

我用音符讚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頌揚的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走在高山深谷 

祂會伴我同行 

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    

http://classroomclipart.com/cgi-bin/kids/imageFolio.cgi?direct=Music&im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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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神羔羊是萬王之王(生命河2)  

 

寶座前有眾水的聲音  榮耀全能都歸羔羊 

眾天使都俯伏敬畏祂  神羔羊是萬王之王 

哈利路亞 榮耀歸祂 

神羔羊已全然得勝 

哈利路亞 榮耀歸祂 

神羔羊是萬王之王 

 

 

11.耶穌你是寶貴(華人 4)  

耶穌你是寶貴  你對我真寶貴 

你流寶血洗淨我  你愛使我自由 

我只想天天來讚美你 

我只想要彰顯你的名 

主啊，我愛你，我要更愛你 

我只想一生來事奉你 

我只想要榮耀你的名 

主啊，我愛你，我要更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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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靠著耶穌得勝(華人4)  

 

在你愛裡我要宣告  我軟弱得改變 

在你愛裡我要宣告你是王 

在你愛裡我要宣告  我不在罪中打轉 

是你帶領著我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終此生要靠著主愛去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不必懼怕挫敗深知主恩更 

廣闊是你帶領著我得勝 

 

13. 奇異恩典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經過許多危險網羅，飽受人間苦楚， 

此恩領我平安渡過，他日歸回天府。 

將來在天安居萬年，恩光如日普照， 

好像最初蒙恩景況，讚美永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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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直到主耶穌再來(以斯拉2)  

 

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  

我要走事奉的道路 

窄的門  窄的路  

背起我的十字架 

當我走完事奉的道路 

我必看見主的榮光 

榮耀的  主耶穌  

祂必歡喜迎接我 

(副歌)  

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 

我要被興起 奔走主道路 

主的榮耀遮蓋全地時 

我要站起來敬拜讚美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你是全地的救主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你是榮耀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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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盡情的敬拜(生命河3)  

 

耶穌聖潔公義救主   

彰顯神的智慧能力 

你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滿有豐富無窮的恩典 

耶穌權柄統管萬有 

  配得榮耀尊貴頌讚 

我以心靈誠實盡情敬拜 

  坐在寶座上深愛我的主 

  

舉起我的心來敬拜你 

  用生命來回應你的愛 

哦我的主 讓我單單在乎你  

盡情地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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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看見復興(讚泉9)  

我們是你的百姓  主你是我們的神 

用讚美打開城門 

來預備你救恩的道路 

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 

讓讚美的聲音不停息 

如同大水淹沒仇敵 

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 

讓禱告的聲音不歇息 

直到我們看見復興 

17. 你坐著為王 (生命河 2)   

主耶和華 滿有憐憫和恩典 

我投靠在你翅膀蔭下 

當我回轉 一宿雖有哭泣 

早晨必歡呼喜樂 

你坐著為王 到永永遠遠 

雖洪水翻騰 我堅定仰望你 

你坐著為王 垂聽我呼求 

使我靈甦醒 有復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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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為主贏得城市 (洪啟元1)   

 

為基督贏得這城市 

充滿了主榮耀的城市 

喜樂油代替了悲哀 

讚美衣代替憂傷 

為基督贏得這城市 

充滿了主榮耀的城市 

被擄的靈魂得釋放 

被殺的羔羊得勝 

主啊 求你恩膏我 

差我傳揚福音的禧年 

主啊 求你恩膏我 

差我傳揚福音的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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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堅固保障 (生命聖詩50 ）  

 

1.上主是我堅固堡壘，永不動搖之保障； 

上主是我隨時幫助，使我脫危難恐慌； 

歷代仇敵撒但，仍欲興波作浪，牠奸狡又勢強 

殘忍毒辣非常,無比兇惡真難防. 

 

2.我們若靠自己力量，雖然奮力必失敗； 

有大能者在我一方，祂是上主所選派； 

若你問祂是誰？基督耶穌元帥,又稱全能主宰 

世世代代不改,祂至終勝利奏凱。 

 

3.縱全世界充滿鬼魔,恐嚇要將我毀滅， 

我們不怕，因有神旨,靠主真理必告捷； 

幽暗之君雖猛，我們也不心驚，狂暴我們能忍 

因牠永刑已定，主言一出即倒傾。 

 

4.主言權能無邊無量,遠勝世上眾君王， 

我們領受聖靈恩典，因主時常在我旁。 

親戚貨財可捨，渺小浮生可喪，身體縱被殺害，

真理依然興旺，上主國度永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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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末後的日子(e麥3)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我的百姓  澆灌凡有血氣的 

兒女們啊 你們要說預言 

少年人啊 你們要見異象 

老年人啊 你們要作異夢 

主的靈澆灌你們  

聖靈 聖靈 歡迎你來 

聖靈 聖靈  

但願降臨我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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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來到主前(來到1)  

 

來到主的面前我們如活石 

一塊一塊建造成為主靈宮 

主的手在我們當中運行 

聖靈火要點燃復興我 

我們是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 

神所揀選被贖的子民 

基督是磐石 我們是教會 

在這地發光宣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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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生一世 (詩27:1,4)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 

耶和華是我的拯救 

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還懼誰呢？ 

耶和華是我的盾牌， 

耶和華是我的高臺 

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還懼誰呢？ 

有一件事我曾尋求， 

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祂榮美 

有一件事我曾尋求， 

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尋求祂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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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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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Land In Depth Tour Evaluation Form  
宗教改革團評價調查表 

 

 聖地團日期:May13至27, 2024        

               團牧：葛國光牧師 領隊：吳寶珠 

1. 我覺得聖地團安排： 

 
   
2. 最喜歡此宗教團的地方是(例如：導遊親切見聞廣,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我認為聖地團可以改善的地方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如果再參加聖地團，我希望行程是關於(例如：德國教會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會 / 或許 / 不會 將此聖地團介紹給別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行程最後一天填寫此表格及交回領隊。謝謝！ 

   
非常好 

  
好 

 
一般 

 
仍需改善      

請寫下可改善之處 

領隊 
    

當地隨團導遊         

行程膳食安排         

酒店安排         

行程安排         

團務安排         

資料提供         

費用 
        

其他: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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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建議與反應： 

謝謝您寶貴的意見，願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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