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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圣经长老会          周刊 
12/11/2017 班丹加略堂                 

201 Pandan Gardens Singapore 609337 

电邮: mandarin@calvarypandan.sg 

网页: http://calvarypandan.sg/en/mandarin-ministry 

电话：65609679   传真：65663806 

崇拜聚会时间：主日早晨八时正 
 

    创会牧师：杜祥和牧师  

        牧师：郭全佑牧师  干事：黄玉莲姐妹 

2017年主题:   “领受神的道”  （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 

 

 

亲爱的读者， 

（摘录自杜祥和牧师主编，1987年一月份之《读祷长》） 

1.在基督里，死有益处（腓立比书 1:21-26） 

将一个漂亮的瓶子打破，瓶内珍品撒到人的脚上，多么浪费啊！但如果马

利亚当初把瓶子保存起来，又有何记念可言呢？而打破的瓶子与抹主的香

膏却成了 2000 年以来世人传颂的永恒纪念。感谢神！马利亚做出如此的

奉献。 

 
我们为主的至高牺牲感谢神。祂若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拒绝上十架，今天

就没有基督教的信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

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 12:24）

我们主的死是为了赐给我们生命。就像播在地里的种子的丰收一样。 

 
我们的主给我们立了榜样。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一天，祂这样对门徒说 

：“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

著生命。”（马太福音 16:25）倘若我们保住自己的性命，一心追求自己

的志向与私利，不甘心乐意为我们的主尽心竭力，我们的生命是徒劳无功 

、空虚白度了。 

自从在往大马色途中归了主，保罗对生命的看法与理解可以归纳总结在腓

立比书 1:21:“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使徒是否对生活

感到厌倦或迫不及待想死了呢？远非如此！他只是在说明他的人生观。他

活着的最大原因与目的就是耶稣基督与祂的福音。保罗的一生完全献给他

的主。其他都不重要，即便是“丢弃万事”，甚至于面对死亡。 

 

惧怕死亡？别了，毫无理由的惧怕！对于保罗以及每个基督徒而言，离开

身体是否就是与主同住？对于他与我们，死意味着从目前所受的苦难中解

脱出来，即刻与我们的主相聚。在基督里“死有益处”。你是否心存疑虑 

？别再质疑了！ 

 

主题：离开身体，与主同在。 

祷告：主啊，让我的生命为祢燃尽！ 

 
2.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腓立比书 1:21-26） 

保罗服事主的经历是一连串的苦难史，长得无法一一列举（哥林多后书

11:23-28）。但为主所赢得的灵魂、所建立的教会、信徒信心的增强、福

音在全罗马的广泛传扬，这一切足以抵消所有的苦楚。事工接近尾声时他

如此写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

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 4:7）我已准备就绪见主面，是好得无

比的！对他以及每位信徒来说，天堂是永远存在、瞬间可及的。 

  

一位年长的圣徒，病重临终时写下这见证：“五十多年以来，我持有一份

天堂基业证书。这不是我购买的，是那位捐献者以祂的宝血为我购置的。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为那至高绘测师寄存材料，让祂为我建造、不必修

理或投保的住处。在那里，没有白蚁破坏根基、没有火灾、水灾、没有强

盗或窃贼。 

 

“我终日思慕天家，因我晓得比起目前的居所，它是极其美好的。我最后

旅途的票证已经救主亲手以红色签署盖章。这是一人，我自己的专票，且

不能转让。这是单程票，不能附带行李。这票未注明日期。我不晓得救主

何时呼召但我做好准备，一心一意等待那日的到来。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 

。亲爱的读者，当你阅读此文时我或许已经不在了，但我知道在基督里，

终有一天，我们会天上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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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你是否有如此的确信！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你若以祂

为你的救主，你也可以拥有天堂的住处。 你就知道： 我们的天父在那里

（马太福音 6:9）；我们的救主在那里（希伯来书 9:24）；你的家在那里

（约翰福音 14:2）；你的名字在那里（路加福音 10:2）； 你的心在那里

（马太福音 6:19-21）；你的基业在那里（彼得前书 1:3-5）； 你是那里

的国民（腓立比书 3:20）。赞美神！赞美神！ 

 

默思：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 属于

你！ 

 
3.“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传道书 9:12） 

（摘录自杜祥和牧师主编，John Smith 所著十二月十六日之 

《Daily Remembrancer》） 

“祸患时世人陷在网罗中也是如此”。因我们不知道一天会发生什么事。

未来是个未知数，被乌云遮蔽。我们不知道前景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的

恩赐、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决心何时会遭试炼。我们不知道撒旦何时会向

我们发动攻击，试探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何时有失足的危险，仇敌何时

准备就绪伺机取胜。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固定且可能逼近的死期。这一切

使我们谦卑而不擅自妄行，谦卑地等候我们的神。我们当谨慎行事，不可

高高在上，却要有敬畏之心。这激励我们趁着白日来做工；黑夜将到，我

们就要停止工作。这引导我们常常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让我们靠著圣

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样就能预防粗心自恃，但要知道，我们的仇敌

是机警灵活的，网罗都设在我们脚下，我们的主就要来了，而死亡也该逼

近。 

 

祢的手支撑保卫， 

使我站立千张网罗中， 

让我永远留在祢面前， 

危险途中得遮掩。 

 
愿神赐福所有读者！ 

          

 

创会牧师杜祥和牧师 

 

 

 

 

 

 

 

 

属灵操练（十一月份） 

 

金句背诵 
（弥迦书 6:8） 

世人哪，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诗篇 11:7） 

因为耶和华是公益的， 

他喜爱公义； 

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读经运动 
      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 5章至 9章 

 

每日灵修（每日读经释义） 
           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 15章至 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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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文神学五大要点 T.U.L.I.P 

 

（接续 4页） 
 

加尔文主义成为苏格兰大部分地区（参见约翰诺克斯）、荷兰

（参见威廉埃姆斯，弗里林海森及威廉布拉克尔）、德国部分

地区（尤其是与荷兰比邻的地区），巴列丁奈特，卡塞尔与利

珀的厄利维亚努与同事乌尔西奴采用的神学系统。加尔文主义

在匈牙利与当时的独立国特兰西瓦尼亚，是一个重要的宗教。

十六世纪期间，宗教改革在匈牙利及特兰西瓦尼亚境内匈牙利

人聚居的地区获得广泛的支持。在这些地区，宗教改革贵族捍

卫此信仰。几乎所有的特兰西瓦尼亚公爵都是改革教徒。目前

大约有 350万匈牙利改革教徒在世界各处。法国，立陶宛与波

兰都深受其影响，直到它们各别的君主接纳反宗教改革运动。

加尔文主义在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瑞典极受支持，但在 1593

年的乌普萨拉会议之后却被摒弃而接受了路德教义。 

 

“美国中大西洋地区与新英格兰的移民大多数是加尔文教徒，

包括英国的清教徒、法国胡格诺派、在新阿姆斯特丹（纽约）

的荷兰移民，阿巴拉契亚边缘地区的苏格兰裔爱尔兰长老会、

新教徒、清教徒、分离主义、独立者、英国内战而出的英国宗

教团体，以及对英国教会改革程度不满的异议者，他们强烈支

持宗教改革。他们被称为美国最主要的创始者之一。从十七世

纪开始，荷兰加尔文主义的移民是属于最早在南非成功开拓殖

民地的欧洲人，他们被称为布尔人或南非白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Calvinism 

#Five_points_of_Calvinism）。  
 

待续 – （26/11） 
主内郭全佑牧师 

 

 

 

 

加尔文神学五大要点 T.U.L.I.P 

 
 

（接续 05/11） 
 

何谓加尔文神学五大要点？ 
 
鉴于这样的神学发展趋势，长老会强烈呼吁采纳加尔文关于救

恩、拣选与预定旨意的教义之五大要点（TULIP）. 
 

1.加尔文主义的推广 

“由于加尔文在法国的宣教工作，他的改革活动终于抵达荷兰

境内使用法语的地区。腓特烈三世（Palatinateunder 

Frederick III）的选区采用加尔文主义，因而在 1563年制定

了海德堡要理问答。此要理和比利时信条一起被纳为 1571年

荷兰改革教会第一届会议的信仰标准。圣职领袖，无论是加尔

文派教徒或支持加尔文主义的，在英格兰（马丁布瑟，彼得菲

密格理，约翰拉斯基）与苏格兰（约翰诺克斯）定居。在英国

内战期间，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制定了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

这就成为使用英语的长老会的信仰标准。这改革运动在欧洲稳

定下来之后，继续推广到世界各地包括北美洲、南非及韩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Calvinism 

#Five_points_of_Calvinism）。 

 

“虽然加尔文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日内瓦进行，但他的著作将正

确的改革宗教会主意推广到欧洲各处。在瑞士，有些地区仍然

是改革宗教会而有些地区是天主教。 
 

待续 -- 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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