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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特藏與中文聖經的貢獻者展」專輯 

謝謝您們幫助我們以中文讀聖經 

---介紹施約瑟、余也魯、周聯華、顧敦鍒 

彭懷真館長 

東海大學圖書館自 2019 年 3 月起辦理「書中之書---特藏聖經展」，如同各

項 本 館 展 覽 總 是 希 望 推 廣 相 關 的 閱 讀 及 研 討 ， 此 次 展 覽 一 方 面 希 望 參 觀 者 因

此對於全世界最有名的書籍---《聖經》有所認識進而研讀，另一方面期盼介紹

許多本與《中文聖經》有關的書籍。這些書籍原本靜靜躺在本館的某個角落，

如果能夠因為這項特展而被注意，進而被閱讀，一定很有意義。 

《中文聖經》有各種版本，還有好些參考書籍幫助讀者查考，都是許多先

聖先賢貢獻智慧累積而成的。我針對其中四位貢獻者稍加介紹，沒有甚麼嚴謹

的挑選過程及標準，也並非說這四位就是最重要的。但這些前輩都幫助無數人

能更方便閱讀中文聖經，也都造福高等教育，而我是一位喜愛閱讀中文聖經的

教育工作者。 

每 一 位 我 各 以 兩 千 字 左 右 稍 加 介 紹 ， 順 便 敘 述 他 們 生 平 對 昔 日 乃 至 今 日

的我所帶來的感動。每一位都以一組對比的概念有個標題。 

一、施約瑟---People-work 是眼前，paper-work 穿越時空 

在圖書館良鑑廳門口，從 2018 年 10 月起掛著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

董事會在中國大陸支持的十三所大學校名、校訓、校徽、源起等，有一所是「聖

約翰大學」。當時我知道這所大學培育了無數響叮噹的人物，如擔任過行政院

長的俞鴻鈞，在台長期領導內閣的嚴家淦，我所屬研究室位於社科院，該院的

大樓名為家淦樓，紀念這位平實的總統。 

還有顧維鈞、宋子文、俞大維、俞鴻鈞、張建邦、林語堂、劉以鬯、吳舜

文、丁光訓等等，連著名建築師貝聿銘都是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之畢業校友。

對 東 海 早 期 校 園 規 畫 著 力 甚 深 的 張 肇 康 也 是 該 校 校 友 ， 但 我 原 本 不 知 道 聖 約

翰大學的奠基者是一位身心障礙的猶太裔主教。 

我 打 電 腦 時 幾 乎 都 在 聽 空 中 主 日 學 或 講 道 ， 常 聽 劉 幸 枝 牧 師 的 講 課 與 證

道，今年一月聽到她提到受苦的祝福，舉了一位身心障礙者的實例，就是施約

瑟。他在 1881 年於湖北武漢因服事疲憊而中風，手掌麻痺，只靠兩個指頭打

字，完成了上千頁的舊約翻譯文字稿。 

當 代 中 國 知 識 史 與 文 學 翻 譯 史 的 重 要 研 究 者 ， 耶 路 撒 冷 大 學 東 亞 研 究 所

伊愛蓮(Irene Eber)教授寫了《施約瑟傳---猶太裔主教與中文聖經》，這本書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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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海圖書館已經五年，直到劉幸枝牧師提起，我才拜讀。非常感動，獲益良

多。 

跨文化經驗往往能幫助文字工作者，人人皆知「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

連結在一起的。施約瑟兩者都實踐，還翻譯著述許多書籍。他是猶太人，生在

俄羅斯統治下的立陶宛，十九歲時到德國讀書，又熟悉波蘭語，二十三歲到美

國，當然會英語。二十九歲被按立為牧師，差派往中國，在搭船時學中文，三

十歲練習將詩篇翻譯成上海的方言...，真不知道他究竟會多少語言？ 

施 約 瑟 翻 譯 舊 約 聖 經 是 第 一 本 北 方 官 話 的 譯 本 ， 因 自 幼 受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及其文法的啟蒙，以豐富的聖經知識將經文及其意義作了適切的翻譯，可說是

唯一將猶太傳統經文及猶太聖經釋義合在一起的中文翻譯本。35 歲，先與四

位宣教士合力完成《北京官話新約全書》，接著獨力將舊約從希伯來文直接翻

譯成淺文理中文。《施約瑟舊約官話譯本》及《施約瑟淺文理譯本》等都是這

位上帝僕人一字一句淬煉而成。 

47 歲時，英國聖公會出資將這些聖經的中文翻譯合印為《舊新約全書》，

此書是日後最通用《和合本新舊約全書》的重要基礎，29 年後和合本付梓，

之後是二十世紀中國境內與境外華人基督徒使用最廣的聖經。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也未承諾祂的僕人平安順利」，四十幾歲的施約

瑟既要翻譯聖經，又要籌辦上海的聖約翰學院，還得執行聖公會主教的行政角

色，有時要講道要上課，千頭萬緒，加上一些人的攻擊，壓力日增。50 歲時，

他暫時離開上海到武漢監督教堂的興建，不支倒地。昏迷多日，搶救後終於搭

船回上海，然後癱瘓，直到安息主懷。 

《 施 約 瑟 傳 ---猶 太 裔 主 教 與 中 文 聖 經 》 記 錄 了 他 心 力 交 瘁 乃 至 重 病 的 過

程，之後就是到處尋求治療的歲月。施約瑟的最後二十五年一方面尋求各種治

療，同時繼續規劃聖約翰學院的校務，當然最重要的是持續對聖經的翻譯與修

訂。用右手的第三指或一枝棒子敲打鍵盤，費時七年修訂，接著將整部聖經譯

成文言文。雖然雙腿、雙臂、喉嚨與嘴唇的肌肉都陸續萎縮，依然堅持。甚至

到 72 歲時，還著手串珠版聖經，串珠的英文就是 reference，是對國語本及淺

文理本的扼要解釋，又對類似經文有所對照，到他安息時，大致完成預定的目

標。 

我算是多產作家，寫了不少書，也辦過出版社，出了不少書，最能體會每

本書的寫作與出版是多麼不容易。聖經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書，傳達上帝的話，

一字一句都得精準，編輯、校對、排版、印刷等都不能出錯。施約瑟對聖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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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呈現的用心，實在是典範。 

在本文所介紹的四位作家只有施約瑟不是中國人，中文並非他的母語，但

施約瑟對中文的用心，絕對是高標準。他對西國傳教士強調：「中國人對語言

的挑剔程度比其他民族更甚，千萬不要用幾句破中文就想傳教。」我們有幸以

中文為母語，但對中文精通嗎？熟悉嗎？準確嗎？用心嗎？想想施約瑟吧！ 

我因為大量時間打電腦，兩肩經常疼痛，有時痛到去看中醫復健，多次想

到不要那麼認真寫作。然而看著因為中風癱瘓的施約瑟，仍然堅持用文字來服

事上帝、來幫助人們認識聖經，受到很大的激勵。 

如果把在教會裡的事物概分為 People-work 和 Paper-work，前者偏重講道、

關懷、造就，後者包括行政、計畫、寫作等。施約瑟並不是那麼喜歡從事前者，

甚至可以說他以高標準待人增加了 People-work 的考驗，這位聖公會的主教未

必是受歡迎的人物。但他的 Paper-work，包括創設聖約翰大學、翻譯著述很多

與中文聖經有關的作品，影響造福千千萬萬人。所以我在此段下了一個小標題：

「people-work 是眼前，paper-work 穿越時空」，這段話也是寫給自己的提醒。 

二、余也魯---世界的大眾傳播是眼前，天國的詮釋理解是永恆 

2016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就任總統，那個禮拜我照常去中廣主持從 1999

年 1 月就開張的「5L 俱樂部」，該週的節目我沒談政治權力，有一單元是『典

範人物』專題，介紹剛過世的政大新聞系傳奇教授徐佳士老師及另一位傳播學

者余也魯教授，余教授畢業於政治大學前身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如果總統

的行政權很重要，傳播的權力絕不能低估，俗稱第四權。 

兩 位 傳 播 學 者 都 與 政 大 新 聞 系 有 很 深 的 淵 源 ， 我 的 姐 姐 ---彭 芸 教 授 畢 業

於此系，並在此任教超過三十年。政治大學在台復校就有新聞系，東海大學和

台灣大學原本都沒有新聞系，台大在抗拒新聞系 50 年之後，終於在 1991 年成

立。東海則始終未設立，連大眾傳播的專門領域都沒有。想想輔仁大學近年來

為何在各種條件未必好的情況之下，持續領先東海，關鍵之一是輔仁有大眾傳

播學系，校友在媒體中活躍，對母校產生莫大的加分效應。 

我在民國八十幾年推薦姐姐來東海教大眾傳播，可惜學校忽略這一塊，至

今還忽略新聞與傳播。如此的代價持續發酵，東海的品牌、公關、新聞曝光、

社會影響力等，都受到影響。 

東海比較好還是世新比較好？這原本不是問題，世新原本只是專科，至今

還是校地很小的一所學校。但這些年認真經營，愈來愈重要。我的二哥---彭懷

恩教授拿到政治學博士後，在世新先後擔任新聞系系主任、新聞學院院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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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吸引優秀的老師，因為培養了眾多人才活躍在媒體的各領域，因此有些系的

分數已經超越東海，尤其在與大陸高校的互動上，明顯領先東海。 

我二十四歲時，二哥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評論文寫作」，找我去講授

有關社會議題的寫作技巧及方法，還記得那時的對象是五五編丙，也就是五專

五年級編輯採訪科的丙班同學。然後到銘傳商專的大眾傳播科教社會學，一直

認為新聞對高等教育至為重要。講到新聞教育，華人界的標竿人物就是被譽為

「香港傳理學之父」的余也魯，因他創立了浸會書院(今浸會大學)傳理系，同

時致力把傳播學引進中國大陸。 

然而還是有比從事新聞教育更重要的事，就是傳揚福音。他一生注重文字

工作，尤熱衷於藉文字傳揚福音，並為此提早退休，以十年光陰編寫膾炙人口

的新舊約《聖經啟導本》。 

1979 年我還是大三學生，就常去一些小教會擔任主日崇拜的講員，那時

買了串珠版的聖經。1991 年我剛到東海專任，每個月第一個主日固定到當年

受洗的教會站講台，沒多久《中文聖經啟導本》問世，包含經文注釋、聖經地

圖、圖表及大量參考資料，解釋每個時代的歷史、地理和社會背景，有如小的

百科全書。 

《中文和合本聖經》根據一九二六年美華聖經會出版之「上帝」版官話和

合聖經本計算：新舊約共 1189 章，31,219 節，931,698 個字。新版《中文聖經

啟導本》的內容超過 350 萬字。換言之，解釋的部分比原文要多出許多。第一

個版本是每一頁編排，上方為兩段的中文聖經內容，下方為解釋，解釋的字體

比正文小，閱讀時方便對照。  

《啟導本》誕生的關鍵人物是余也魯，此書的豐富顯示這位才子的豐富。

余也魯不是牧師，而是大學老師，又創辦出版社。他的專業領域是大眾傳播，

因此更寬廣地整理。他負責海天書房，因此對出版及呈現十分在行。撰寫《傳

播教育現代》、《雜誌編輯學》、《門內門外--與現代青年談現代傳播》等有關傳

播學的，還編寫不少宣揚基督教信仰的書籍。 

余也魯從小就在外婆的帶領下大量背誦聖經，因此對經文非常熟悉。他廣

泛閱讀新詩和小說，因此文學造詣極佳。他的英文能力一流，加上中文的底蘊，

翻譯了不少基督教文學作品，如魯益師的《返璞歸真》、著名的靈修小品《花

香滿徑》、《新荒漠甘泉》，又合譯《基督教二千年史》、《愛的頌歌─奧古斯丁

懺悔錄》等。 

《萬水千山都是詩》為余也魯的回憶錄，在二十五章的內容裡，細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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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采。余教授是江西奉新人，1942 年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畢業後任

職《中央日報》。兩年後轉到台北負責分社事務，並兼任台北美國新聞處的新

聞翻譯員。任職美新處 15 年，先後負責新聞翻譯、《今日世界》及書籍的編輯

和出版工作。1964 年到美國史丹福大學深造，回港後，獲香港浸會書院(1994

年升格為香港浸會大學)邀請，創辦傳理學系，為香港首個包括新聞、廣播與

電視、公關廣告和電影四大範疇的專業學系。1974 年到中大出任新聞及傳播

學系講座教授、系主任，兼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增設電台電視、廣告公關等科

目，又開辦碩士課程。他在中大任教八年，至 1982 年退休。 

《萬水千山都是詩》剛上市我就看到了，愛不釋手，很快就讀完了。羨慕、

佩服、敬重這位蒙上帝賜福的才子，如此熱誠如此積極，因而造福無數人。其

中，影響最大的，當然是《中文聖經啟導本》。 

在回憶錄中，余教授如此寫「一生萬水千山，經歷多多少少的旅行，每個

有始點也有終點，且都能準確計算，但一個人一生的始點與終點都不是握在自

己手裡，沒有誰能預計何時來，更不能也無法預測何時走。」他經歷中國最混

亂、最顛簸的階段，卻靠著上帝的恩典展現多元才華，這書充滿文學及信仰的

味道，值得一讀再讀。 

他的墓碑上刻上「總編輯」三個字。總編輯的職位，英文叫 Editorship，

就像勳爵(Lordship)或教授(Professorship)一樣，最足以代表他核心的靈魂，更是

上帝價值的守護者。他想世人知道的主要是一位總編輯。 

附帶一提，余教授的夫人依然健在，還貢獻智慧與心力在基督教文字事工。

海天書房得知本校舉辦此特展，來函表示余師母的肯定，她因年事已高，恐難

來參觀，而海天書房樂於進一步合作。 

余教授在 59 歲時離開教職及大學的行政，致力於基督教文字服事，他所

做的、所樹立的榜樣或許可以如此界定：世界的大眾傳播是眼前，天國的詮釋

理解是永恆。 

三、周聯華---講給總統菁英很重要，讓大眾喜歡聖經更可貴 

一月底，幾位東海的基督徒老師相聚，談到周聯華牧師，欲罷不能。每個

人都分享了這位屬靈長輩的往事，許多都是直接互動的經歷。我很慶幸當年參

加一項宇宙光雜誌社舉辦的研討會報告，該次會議的主席就是周牧師，日後相

遇了幾次，老牧師都以慈祥的話語鼓勵我，也提醒我多喝開水別碰飲料。 

周牧師安息主懷後，各界有不同的追憶，我在網路上看了不少人發表的，

充滿故事性，人人敬重和藹可親的屬靈長輩。近來也在 youtube 上周牧師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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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包括他講解聖經的，深入淺出，精采有趣。 

去年十月，圖書館的館長室遷往四樓，原來的空間作為接待來賓的場所，

同仁找來周牧師用篆體所寫的書法---正氣歌及詩篇二十三篇(吳經熊翻譯版)，

自此許多貴賓在周牧師所寫的字之前合影，這些墨寶有如圖書館的鎮館之寶。

周牧師寫了非常多有關聖經的著作，又在晚年寫了《習字樂》，他謙虛表示書

法不好，其實很棒很棒，尤其是特別為東海圖書館所寫的。周牧師研究甲骨文，

還用甲骨文寫詩篇二十三篇，也在圖書館展示過。 

在東海圖書館陳列區裡有歷任董事長及校長專區，論數量，當然是周聯華

董事長的最多。東海創校第三年，周牧師就是董事，1960-1962 年首度擔任董

事長，1970-1972 年第二度獲選，第三次更久，1991-1995 年任此要職。對東海

大學的貢獻及影響，長長久久。 

擔任職位總是有限制，文字則穿越時空。他在九十歲時整理的全集就三十

八冊，之後還陸續撰寫新書。如果要把這些都讀完，每周一本，也要將近一年。

如果只有時間讀其中一本，該念哪一本呢？ 

此次來觀賞「特藏聖經展」的朋友，倘若 您從未讀過聖經又想很快了解，

建議您讀周牧師所寫《話說當年---簡介聖經》，他幾乎是用故事書的方式，使

讀者輕鬆愉快認識聖經。即使 您對聖經不陌生，讀此書也一定會有新的收穫。

全書十幾萬字，讓我愛不釋手。雖然我天天讀聖經已經五十年，還是有很多新

的學習。 

周聯華牧師從 1948 年開始參與文字工作，有五十餘本的著作問世，主題

包括：研經、註釋、宣教、慕道、靈修、散文與小品詩詞等多元的創作、譯作，

帶給全球華人完整、影響深遠的全面性教導。稍加整理，大約有半數集中於解

釋註釋聖經、詮釋說明神學，另有幾本是介紹福音，還有以散文的形式傳達各

種人生哲理。他總是花更多心思，想使大家更能接近基督教，在眾多作品中，

總可讓人輕易地發現那平易的文筆卻隱藏雋永的真理。 

當然，最重要的是周牧師對中文聖經的用心，研讀神學博士階段，累積紮

實基礎，能夠以希臘文、亞蘭文直譯聖經，更參與《聖經現代中文譯本》的翻

譯審定，以及《舊約聖經和合本》的修訂，前後數十年。 

周牧師長壽，直到九十幾歲還親手做主工，到處彰顯上帝的榮美。他的積

極服事心態，十分動人。在《回憶錄》的序言裡如此說：「只要感到這是主要

我做的，我就全力以赴……如果我沒有時間，就抽時間去做。我沒有休假，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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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休閒生活。時間不夠就開夜車、開早車……我要忙到天父接我去的時候，或

者 到 祂 不 要 我 忙 的 時 候 …… 讓 我 蠟 燭 兩 頭 燒 吧 ！ 假 如 把 它 切 成 兩 段 ， 能 夠四

頭燒的話，只要多放一點光，我也願意。」 

的確，圖書館只要能多放一點光，我們就算辛苦，都是值得的。周牧師被

台 灣 人 最 容 易 記 得 的 是 總 統 家 族 的 牧 師 ， 沒 有 人 比 他 有 更 多 的 次 數 在 當 權 者

面前說話。但他花更多時間對各行各業的人傳講福音，周牧師說：「我儘量與

許多人接觸，無論我以口來傳，以筆來傳，或者口和筆都沒有提到耶穌的福音，

我仍是耶穌的僕人，在與人接觸中給人以基督徒的感覺，絕對以『基督徒』的

標準和執著來做每一件事情。」我是一位社會工作者，對於原住民的活動有很

深的參與，但所做的遠不及周牧師的十分之一。看到他穿著世界展望會的 T-

shirt 投身各項公益，真是動人。 

在周牧師的身上，深刻體會：講給總統菁英很重要，讓大眾喜歡聖經更可

貴。 

附錄：周聯華全集 38 冊的書名 

1 新約的信仰；2 救贖的福音；3 從舊約到新約；4 新約中的教會；5 話說

當年--聖經簡介；6~12 神學綱要˙卷一 ~七；13 中文聖經註釋--新約概論；14

中文聖經註釋--加拉太書．以弗所書；15 中文聖經註釋--雅歌； 16 中文聖經註

釋--那鴻書．哈巴谷書；17 中文聖經註釋--希伯來書；18 中文聖經註釋--啟示

錄；19 信仰的能力；20 如此我信；21 上帝呼召之貫徹；22 基督信仰與中國；

23 耶穌的故事；24 僕人型的彌賽亞；25 會通與轉化；26 時代的呼聲；27 新編

講道法；28 去--如此主說；29 平信徒神學初階；30 周聯華回憶錄；31 另一位

見證人；32 成長中的痛苦；33 成功的角色；34 金蘋果裝在銀盤裡；35 靜思禱

文；36 清心細語；37 荊棘中的玫瑰；38 習字樂。  

四、顧敦鍒：同時理解地上之城與上帝之城的大師 

大師與大樓，如果只能選擇其中一項，大學該如何抉擇？在東海大學，許

多老師、職員與學生都抱怨空間不夠，擔任主管的更常常為有限與擁擠的空間

而煩心。或許會想：如果有一些大樓，將各種空間的需求都置放在其中，該有

多好？尤其是去參觀了其他學校，進入了宏偉的建築物，更感嘆東海室內空間

的窘迫及分散，造成許多不方便。 

那麼，早期規劃東海的重要人物是怎樣思考「大師與大樓」的問題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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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在辦理「東海早期建築展」時，將創校之初到前三十年的建築物做了整理

及展示，八座重要的模型及相關說明提供許多線索。許多人來此觀賞，提出了

一些疑問。我隱約感覺：規劃的前輩或許打心底抗拒大樓，所設計的多半是與

環境自然融合的活潑建築物。 

蓋不蓋大樓？蓋甚麼樣的建築？主要是校長與董事會決定，回顧歷史，東

海初創時由曾約農校長領導，他聘請吳德耀博士擔任文學院長，曾校長只做了

兩年，吳德耀接掌，做了十四年。兩位的言行及貢獻，圖書館都出版了專書。

近年來，圖書館也深入整理這十幾年所聘請大師的著作，進一步編輯為專書，

陸續出版，包括《顧敦鍒教授紀念專輯》。 

我對政治學略有認識，我的二哥彭懷恩是台大第二位政治學博士，為政治

學界重要學者，撰寫編輯很多本政治學著作。早在民國七十年即主導《當代學

書巨擘大系》，在政治學領域介紹多位大師，我因此耳濡目染。十幾年前我應

邀擔任高中五專《社會科學導論》的主編，花了些時間認識政治學此重要學科。

近年來因為講授社會福利行政並撰寫專書，從政治學領域裡學習不少。 

早 期 台 灣 的 政 治 學 界 以 台 大 與 政 大 最 知 名 ， 東 海 創 校 第 二 年 就 設 立 了 政

治學系，與台大、政大都有悠久的歷史，也享有崇高聲譽。東海政治系聘請了

多位大師，包括顧敦鍒教授。 

政治學者雖多，能夠又熟悉政治學又熟悉聖經的，顧教授絕對是代表性人

物。政治學探究地上的國，聖經更關心天上的國。 

每一天，我們都看到各種政治新聞，政治學者用各種方法剖析，這些論述

都只是探討「地上之城」的事物，但顧教授與程孫之淑女士合力細心編輯，由

香港的聖經公會出版《聖經引得》，使讀者更了解聖經，也就更認識「天上之

城」。 

所謂的「引得」，英文應是 index，有如索引，幫助人們找到關鍵詞(key words)，

進而找尋聖經的重點。早在清末宣統元年就有《經文彙編》，經過整理於 1922

年出版，把聖經裡關於某個詞的出處，都將以陳列。 

我與內人惠仙 1977 年大一時五月認識，八月她送我一本 1977 年香港時一

版的《經文彙編》，寫上了：「送真真，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做無愧的

工人。」此經文出自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五節，常提醒我。《經文彙編》九百多

頁，並不便宜，對窮學生的她是一筆大錢。經文彙編一書對我幫助很大，日後

準備講章或寫稿，常常參考。四十多年過去，我用的聖經換了好幾本，此書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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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放在隨手可得之處。 

顧教授所著《聖經引得》從 1955 年八月開始進行到 1957 年八月，1961 年

付印。內容參考多本聖經引得、宗教名著和專家學者研究的成果，集中找尋鑰

詞，共五千四百個，又選出相關的內容共五萬五千行。其中有三百個神學名詞，

有助於查閱、研究、引用聖經。 

《聖經引得》有單獨印製的版本，也有與聖經經文合在一起印製的，後者

在東海圖書館所主辦的「書中之書---特藏聖經展」加以展示，獨特珍貴。 

顧 教 授 對 本 行 政 治 學 領 域 又 翻 譯 又 論 述 ， 我 回 想 這 位 知 名 的 政 治 學 者 在

東海的歲月，一面講授政治此地上之城的政治原理，又思考上天國此上帝之城

的種種，必然與眾不同。他剛來東海時，還沒有路思義教堂，就在執教鞭的階

段，這座不朽的建築物在他的面前動土、興建、落成，他是否也會因此更常想

到上帝之城與天國的種種？ 

地上之城再強大再富裕，難以和羅馬帝國相提並論，但羅馬帝國也有衰敗

之時。當西羅馬帝國衰敗之時，奧古斯丁在西元 413 年著述《上帝之城》此經

典名作。奧古斯丁在書中反覆論述：羅馬的衰退是肇因於道德的敗壞；基督教

不但不是羅馬衰退的原因，反而有助於道德的提升。基督徒所歸屬的並非羅馬

帝國或任何人們所建造的大地之城(地上之城)，而是上帝之城。 

大 地 之 城 與 上 帝 之 城 最 根 本 的 差 別 在 於 ， 前 者 人 民 的 共 通 點 在 於 對 自 己

的愛，後者則是結合於對上帝的愛和因此而產生對彼此的愛。在對比這兩個城

從起源到結局的過程中，奧古斯丁對人類群體生活有深入的討論，也建構了基

督教的歷史觀。 

一千多年來，《上帝之城》被研讀，政治學領域也有不少的討論。我對此

所知有限，但確信顧教授撰寫各種著作不僅希望認識地上的國度，更能與他一

樣，透過聖經，多懂得天上的國度。 

顧教授生於 1898 年 4 月，1998 年 8 月安息主懷，在世超過一百年。六十

一歲到東海專任，直到七十四歲退休，在東海服務十三年。退休前後十多年與

周 聯 華 牧 師 等 持 續 推 動 聖 經 翻 譯 與 解 釋 ， 他 以 傑 出 的 文 學 造 詣 與 夫 人 書 畫 家

徐綺琴女士翻譯聖詩，還有協助夫人繪畫具有中華文化意義的基督教聖書，無

數信徒因而透過聖詩與聖書更羨慕上帝之城。本館即將出版《顧敦鍒教授紀念

專輯》，為保存東海文物略盡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