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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宗 神 學 院 道 碩 / 碩 士 課 程 
課 程 表  

課 程 資 訊 
課程名稱: 魏司堅的神學與生平 課號: 18150 

學季: 2023 夏密集  課程時段: 08/28/23-09/08/23 週一至五 9-11.45 

學分: 2.0 溫書假週 (停課):   

教師: 蔣亨利牧師 電郵: Henrychiong91@gmail.com 

導師時間:  導師時間:  
 

本 院 宗 旨 
本學院旨在奠定華人教會紮實的聖經和神學基礎，並培育新一代具有改革宗信仰的牧師，傳道人和教會領

袖。學士課程目的主力培育學生成為有紮實的學術根基和靈命成熟的基督徒。 
 

道 碩 / 碩 士 課 程 目 標 
本學院道碩 / 碩士課程共有四個目標： 

目標 一：靈命成長 (藉由研究聖經和改革宗信仰建造靈命) 
目標 二：思辨能力 (提升閱讀、寫作和思辨能力) 
目標 三：學識根基 (學習基督教的內容) 

A：培養解經的能力和正確的聖經知識 
B：正確的理解基督教神學與改革宗信條 
C：概括的認識教會歷史與西方思想 

目標 四：實踐神學 
A：培養講道和教導的技能 
B：培養帶領崇拜和治理教會的技能 
C：培養輔導和門徒訓練的技能 

 
課 程 目 的 
這門課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學生回應神學院的宗旨，並提供華人教會紮實的聖經和神學基礎，培育新一代具

有改革宗信仰的牧師、傳道人和教會領袖。學生們可以從魏司堅所留下的改革宗教義和聖經神學的神學作

品中看出系統神學和聖經神學的互補性，它們之間是缺一不可的關係。系統神學建立在神在歷史中所彰顯

的救贖行動和啟示之上。魏司堅認為能最好地表述神在聖經中的救贖行動、啟示和歷史的就是聖經神學，

而聖經神學的核心旨意則是探究和整理神在歷史中的有機救贖行為。由於神是在盟約中啟示自己並解釋自

己的救贖行動，所以盟約神學所強調的恩典之約也自然成為聖經神學所重視的救贖歷史。透過魏司堅對聖

經和系統神學的理解，本課程期望幫助學生建立以聖經為基礎的系統神學，並能將魏司堅所強調的救贖歷

史框架應用於講道中，讓教會看見神在聖經中彰顯的救贖行動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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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簡 介 
 
為了讓學生瞭解課程的目的——系統神學與聖經神學密不可分的關係——本課程將分為三大部分。課程的

第一部分將探索魏司堅的歷史背景，包括他從荷蘭移民到美國的原因，以及他在美國努力發展具有荷蘭新

加爾文主義特色的聖經神學。瞭解魏司堅的背景也有助於我們理解荷蘭改革宗的傳統，並瞭解魏司堅與凱

波爾和巴文克之間的關係。課程的第二部分將專注於魏司堅的改革宗教義，我們將關注他如何論述三一

論、預定論、改革宗的盟約神學、救贖和教會倫，並透過不同的神學論述探討啟示和歷史的概念，同時將

啟示和歷史的概念轉化為救贖歷史，成為聖經神學的主軸。課程的第三部分，我們將閱讀他的聖經神學作

品以及保羅的末世論等，並理解「永恆先於末世」和「已然未然」等神學概念。藉著這些閱讀，學生能理

解系統神學與聖經神學之間的關係，並能夠將救贖歷史的框架應用於講道中，讓教會看到聖經的有機性和

一致性。 
 

課 程 目 標 
本課程的目標： 

1.  此課程將透過魏司堅的聖經神學向學生介紹聖經神學的由來以及定義。聖經神學不僅是聖經中對於救

贖歷史的表述，更背後承載著改革宗教義所論述的盟約神 (支持本科目標 二,三 A,三 B). 

2.  此課程將透過魏司堅的聖經神學和系統神學之間的關係，帶出這兩門學科的不同之處，但同時也呈現

了它們不可分離的關係。學生將學習並理解，聖經神學是建立在系統神學中盟約神學的框架之上，以

及盟約神學所體現的末世論 (支持本科目標 ,二,三 A,三 B,三 C). 

3.  在實踐的層面上，本課程將幫助學生了解救贖歷史以及以基督為中心的不同以及相似性之處，並把救

贖歷史的神學觀應用於教會的主日學和講道中 (支持本科目標四 A, 四 C). 

 

課 程 相 關 書 目 
 
指定閱讀：  

1.  魏司堅，聖經神學即是一門科學，也是神學科學。https://yimawusi.net/2021/01/28/biblical-theology-as-a-
science-and-as-a-theological-discipline/   

2.  魏司堅，改革宗神學中的盟約教義 。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80708.html     
3.  魏司堅，聖經神學：舊約和新約，香港：中華三一出版。1-49 頁。 
4.  魏司堅，耶穌對國度的教訓，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11-140 頁。 
5.  魏司堅，保羅末世論，香港， 經典傳承出版有限公司。1-31，37-50 ，301-313 頁。 
6.  George Harinck, “The Michigan Years (1888-1893) of Geerhardus Vos,” in Dutch Muck and Much more: 

Dutch American in Farming, Religion, Art, and Astronomy, ed. Earl Wm. Kennedy (Holland, MI: Van Raalte 
Press, 2019). ─已有中文翻譯，跟英文檔案會一起上傳 moodle. 
 

參考書籍或講義/文章： 
7. Nathanial Gray Sutanto, what is Neo-Calvinis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IK8Aom3-k1 
8. Cory Brock，禁食（開始以 32.19 分鐘，請參考附上文字檔—會上傳 mood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ywHbbBLmg&list=PLF73r3ezO-
0qqbIP8ax0dxTB4zStEtgxa&index=40        

9. 克羅尼，講道與聖經神學 (台北：改革宗出版社, 2015)。 

 
1 可以按照這一個方式把英文字幕轉換成為中文字幕：Setting ⇒ Sub-title ⇒ Auto-translate ⇒ Chinese 
tradition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ywHbbBLmg&list=PLF73r3ezO-0qqbIP8ax0dxTB4zStEtgxa&index=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ywHbbBLmg&list=PLF73r3ezO-0qqbIP8ax0dxTB4zStEtgxa&index=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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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克羅尼，揭開奧秘：發現舊約中的基督 (台北：改革宗出版社, 2013)。 
11. Geerhardus Vos, “The Prospects of American Theology,” Kerux: A Journal of Biblical Theology 20, no. 1 

(2005). 
12. Geerhardus Vos, The Teaching of the Epistles to the Hebrews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6). 
13. Geerhardus Vos, Reformed Dogmatics, 5 vols, trans. Richard B. Gaffin Jr.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2–2014). 
14. Geerhardus Vos, Grace and Glory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2020). 
15. Danny E. Olinger, Geerhardus Vos: Reformed Biblical Theologian, Confessional Presbyterian, (Philadelphia, 

PA: Reformed Forum, 2018).  
16. Ransom L. Webster, “Geerhardus Vos (1862-1949): A Biographical Sketch.”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40, no. 2 (1978). 
17. Graeme Goldsworthy, Christ-Centered Biblical Theology (London: IVP, 2012). 
 

 

課 程 作 業 與 要 求   
1.  課堂參與:  

(1)  上課（每週 15 小時） 
(2)  討論參與（每週只小 1 次）  

2.  閱讀要求（Reading requirements） :  
學生務必要在上課之前完成指定閱讀，以便了解上課所教的內容。  
備註：共 300 頁。 

3.  書摘:從“指定閱讀”的部分(1-6)，以及“參考書籍”中 9 和 10 的內容，任選一篇文章或書中的章

節，寫 800-1000 字的書摘(2/3 歸納內容，1/3 評論) (作業繳交期限：9 月 8 日之前) 
4.  完成“參考書籍”中 7 和 8 的內容， 寫成 150-200 字的分享，並在課堂上參與小組討論。(作業完成：9

月 8 日之前) 
分享的內容可以涉及以下對 7 和 8 內容的建議： 

i. 新加爾文主義是什麼？它的主要興起原因是什麼？這一個思想體系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有什

麼關聯？ 
ii.  Cory 在「禁食」的講章中是如何發展救贖歷史的？該經文如何凸顯基督為中心的主題？你個

人認為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 
  希望以上建議能幫助您更清楚地表達您想分享的內容。 

5.  學術報告: 針對指定閱讀以及上課所提到的議題或是題目，作深入的研究，並選寫 3500-4500 字的報

告。 (作業繳交期限：10 月 8 日之前) 
 



 蔣亨利牧師 Last updated: 06/20/2023 

4 

作業比重與估計需用時數  
請把以下圖表複製到 Word 檔案上，在「實際時數」那一欄輸入你所使用的實際時數，並且加起來至少達

48 小時 （二學分課程)，並且在整個課程結束前上載到 Moodle 系統裡正確的位置上。假如時數不夠 48 小

時，你的成績會按著百分比來扣分。因此，在這個課上請務必花上至少 48 小時！ 

方式 估計時數 實際時數 成績 

1. 課堂參與 30 小時  10 % 

2. 閱讀（300 頁） 8.5 小時  10 % 

3. 書摘 3 小時  20 % 

4. 學術報告 20 小時  50 % 

5. 觀看 YouTube 並參與討論 2.5 小時  10 % 
總共： 64 小時  100% 

備註：我們預計同學閱讀速度為每小時 20～40 頁，這取決所讀書籍的難度；我們也預計同學每頁

的寫作會耗一小時（簡單的寫作報告）到三小時左右（期末報告）。  
 

課 程 教 學 計 畫 表 
所有相關的閱讀材料和作業要求都必須在上課之前完成。 

Date Topic 影片和研讀要求 

1. 08/28 魏司堅的成長以及歷史

背景 
“The Michigan Years (1888-1893) of Geerhardus Vos”，保羅末世論，

301-313 頁，What is Neo-Calvinism? https://rts.edu/resources/what-is-neo-
calvinism/?fbclid=IwAR3-
H1TYetdAGtDCFeaR_dNNyEgxHb73ye5UlvPcnE6GEvQP7pmxFGlXfbM 

2. 08/29 改革宗神學中的盟約教

義以及背景 （一） 
改革宗神學中的盟約教義

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80708.html     

3. 08/30 改革宗神學中的盟約教

義以及背景 （二）  
改革宗神學中的盟約教義

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80708.html     

4. 08/31 改革宗神學中的盟約教

義以及背景 （三） 
改革宗神學中的盟約教義

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80708.html     

5. 09/01 聖經神學的歷史和由來

/為何聖經神學 
聖經神學即是一門科學，也是神學科學。

https://yimawusi.net/2021/01/28/biblical-theology-as-a-science-and-as-a-
theological-discipline/   

6. 09/04 聖經神學的科學性 聖經神學即是一門科學，也是神學科學。

https://yimawusi.net/2021/01/28/biblical-theology-as-a-science-and-as-a-
theological-discipline/   

7. 09/05 聖經神學的四大原則 聖經神學：舊約和新約，1-49 頁 

8. 09/06 末世國度，神權領域，

新加爾文主義 
耶穌對國度的教訓，11-140 頁  

9. 09/07 保羅末世論 保羅末世論 1-31，37-50 頁 

10. 09/08 魏司堅的救贖歷史 總結以及整合之前所學習的神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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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守 則 
(一)  出席規定 

除合理原因外，每個學生都應準時出席參加他或她註冊的每個課程。學生的出席率若未達標準，將無法獲

得課程的學分。 請參閱神學院的出席規定。 
(二)  評分標準 

教師給每項作業的分數從 100 到 0，或者從 A +到 F。我們將等級 A +到 F 轉換為數值，請看下圖。我們根

據上面給出的數值和百分比計算最終成績（以及對遲交作業或其他事項作出懲罰）。 
 
成績： A+ A A- B+ B B- C+ C C- D+ D D- F 
分數： 97 93 90 87 83 80 77 73 70 67 63 60 0 

 
所有未被上交的作業的分數會獲得 F 的成績和 0 分。因此，上交只完成了部分的作業，總比什麼都不上交

要好。 
(三)  退課, 延後和遲交 

學生可以在上課的第 3 堂課之前退課（需繳納變更費）。 學生可以在課程的第 8 堂課之前要求不完整

（I）。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老師只能為任何課程要求提供最多兩週的延期。 除此之外，所有延期請求都

必須到教務會議上做出決定。 允許的延期僅適用於醫療緊急情況，例如：孩子出生，親人過世或遭逢意外

以致改變生活的困難。 教會事工的忙碌不是延期的允許原因。 未能提交要求的作業的學生將根據提交的作

業進行評分，並將成績記錄在成績單上，直到支付學費罰款並完成補繳作業為止。 

(四)  關於抄襲 
從法律和道德的角度，侵犯版權和剽竊，都是嚴重的罪行。剽竊他人的作品或論點，成績會被取消， 
課程被評為不合格或被神學院開除。 請參閱神學院的剽竊規定。 
 

其 他 課 程 陳 述 
(一)  學術申訴和解決爭議的方法，請參閱神學院的《學生手冊》。 

(二)  更改本課程的權利。 本課程大綱只是一個教學原則。 這不是一份合同，在合理需要的情況下，教師可以作

出更改。 
 

推薦 / 延伸閱讀或資源（參考書） 
(一)  Primary Sources 

1. Geerhardus Vos, 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 (Carlisle, PA: The Banner of Truth, 1996). 
 

2. Geerhardus Vos, “The Doctrine of the Covenant in Reformed Theology,” in Redemptive History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 Richard B. Gaffin (Phi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1980). 

 
3. Geerhardus Vos, “The Idea of Biblical Theology as a Science and Theological Discipline,” in Redemptive 

History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 Richard B. Gaffin (Phillipsburg, NJ: P&R, 1980).  
 

4. Geerhardus Vos, Grace and Glory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2020). 
 

5. Geerhardus Vos, Natur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22). 
 

6. Geerhardus Vos, The Old Testament Eschatology (Phillipsburg, NJ: P&R, 2001) 
 

7. Geerhardus Vos, The Pauline Eschatology (Phillipsburg, NJ: P&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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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eerhardus Vos, “The Prospects of American Theology,” Kerux: A Journal of Biblical Theology 20, no. 1 

(2005). 
 

9. Geerhardus Vos, The Teaching of Jesus concerning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Church (US: Fontes Press, 
2017). 

 
10. Geerhardus Vos, The Teaching of the Epistles to the Hebrews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6). 
 

11. Geerhardus Vos, Reformed Dogmatics, 5 vols, trans. Richard B. Gaffin Jr.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12–2014). 

 

(二)  Secondary Sources 

 
1. Bradley J. Bitner, “The Theological Vision of Geerhardus Vos: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Reformed 

Ministry,” in Themelios 46, no.3 (2021). 
 

2. Cory G. Brock and Nathaniel G. Sutanto, Neo-Calvinism: 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22). 

 
3. Danny E. Olinger, Geerhardus Vos: Reformed Biblical Theologian, Confessional Presbyterian, (Philadelphia, 

PA: Reformed Forum, 2018).  
 

4. Don Collett and Mark Gignilliat,“Reformed Theology and Modern Biblical Criticism,”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formed Theology, ed. Michael Allen and Scott R. Swai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5. Edmund Clowney, Preaching and Biblical Theology (Phillipsburg, NJ: P&R, 2002). 

 
6. Edmund Clowney, Preaching Christ in all of Scripture (Wheaton, IL: Crossway, 2003). 

 
7. Graeme Goldsworthy, Christ-Centered Biblical Theology (London: IVP, 2012). 

 
8. James D. Bratt, Dutch Calvinism in Modern America: A 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 Subculture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4). 
 

9. John Halsey Wood, Jr., “Dutch Neo-Calvinism at Old Princeton: Geerhardus Vos and The Rise of Biblical 
Theology at Princeton Seminary,” Zeitschrift für neuere Theologiegeschichte 13, no. 1, (2006). 

 
10. George Harinck, “Vos as an Introducer of Kuyper in America,” in The Dutch-American Exper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P. Swierenga, ed. Hans Krabbendam and Larry J. Wagenaar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2000). 

 
11. George Harinck, “The Poetry of Theologian Geerhardus Vos,” in Dutch-American Arts and Letter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Robert P. Swierenga, Jacob E. Nyenhuis, and Nella Kennedy (Holland, MI: Van 
Raalte Press, 2008). 

 
12. George Harinck, “Herman Bavinck and Geerhardus Vos,”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45, no. 1 (2010). 

 
13. George Harinck, “The Michigan Years (1888-1893) of Geerhardus Vos,” in Dutch Muck and Much more: 

Dutch American in Farming, Religion, Art, and Astronomy, ed. Earl Wm. Kennedy (Holland, MI: Van Raalte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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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eorge Harinck, “‘Give Us an American Kuyper’ Dutch Calvinist Reformed Response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Philadelphia,”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33, no. 2 (1998). 
 

15. George Harinck, “I Have the Quiet Prayer That God Will Use Us in America: The Early Export of Neo-
Calvinism from the Netherland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ransatlantic Religion: Europe,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ristianity, ed. A. G. Aubert and Z. Purvis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2021). 

 
16. James T. Dennison, Jr., “Geerhardus Vos: Life Between Two World,” in Kerux: The Journal of Northwe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4, no. 2 (1999): 18−31. 
 

17. James T. Dennison Jr., “The Life of Geerhardus Vos,” in The Letters of Geerhardus Vos, ed. James T. 
Dennison, Jr. (Philipsburg, NJ: P&R, 2005). 

 
18. J.V. Fesko, The Covenant of Work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Reception of the Doctrin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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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rubric 
碩士課程目標 

This rubric show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course to our 課程目標 

Rubric 

 Strong 
 Moderate 
 Minimal 
 None 

Mini-Justification 

A brief rationale as to how this course will meet the objective 

目標 一：藉由研究聖經和改革宗

信仰建造靈命 
Moderate 

系統以及聖經神學的知識是和基督徒的靈命息息相關，透

過對神的全面認識，我們能夠更好的活出屬靈生命。 

目標 二：思辨能力 (提升閱讀、

寫作和思辨能力)  
Strong 

此課程會幫助學生思考並更加認識系統以及聖經神學之間

的差別，同時說明為何我們這個時代的講道需要聖經神學

所提供的框架。 

三 A：培養解經的能力和正確的

聖經知識 
Minimal 雖然解經以及聖經知識並不是這門課的教學重點，但此課

程將提供信仰的框架去理解聖經的知識和背景。 

三 B：正確的理解基督教神學與

改革宗信條 
Strong 

魏司堅的系統以及聖經神學是建立在改革宗神學的傳統之

上，因此此課程將使學生更深入瞭解改革宗的盟約神學傳

統。 

三 C：概括的認識教會歷史與西

方思想 
Moderate 

此課程將涉及荷蘭改革宗的歷史以及 16-17 世紀盟約神學

的歷史背景。 

四 A：培養講道和教導的技能 Strong 
儘管此課程並非直接與講道學相關，仍希望透過聖經神學

中所強調的救贖歷史的神學框架，豐富學生的講道技巧。 

四 B：培養帶領崇拜和治理教會

的技能 
None 相對其他課程而言，這並不是這門課的教學重點。 

 

四 C：培養輔導和門徒訓練的技

能 
None 相對其他課程而言，這並不是這門課的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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