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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大綱 
 
科目名稱：歷代靈修傳統 

科目英文名稱：Christian Spiritual Traditions 

科目系別：靈修學系 

科目編號： 3280CM 

講        師：彭順強博士 B.A., B.B.A., M.C.S., M.S.W., Th.M., Th.D. 

授課語言：粵語/普通話 (有兩款語言可供選讀) 

科目學分：三個學分 

教學模式：時空無間教學模式 

上課日期：按照院方所編訂的日期開課 

上課時間：每週自行到網上收看課堂錄影，儘可能在星期一收看，以便每週在校

務系統中進行討論。 
科目簡介：  

世界在廿世紀末至廿一世紀初，都對「靈性」特別感興趣，並且也十分

投入。甚至大家都想尋根，回到古典靈修學的起源。事實上，今天的大

部分的屬靈操練，其實都是源於古典靈修傳統。本科就是特意為基督徒

簡介基督宗教靈修學如何因應歷史的發展，而產生各式各樣的靈修傳統，

以回應當時的渴求。內容包括簡介天主教、更正教及東正教各個傳統。

另會介紹每個靈修傳統背後的歷史處境、神學，及其屬靈教訓；並共同

探索對今天信徒的意義和可應用之處。 
 

科目內容： 

1. 歷代靈修傳統概論，使徒教父 

2. 修道主義，早期神秘主義 

3. 東正教，方濟會 

4. 信義會，改革宗 

5. 重洗派，耶穌會 

6. 聖衣會，聖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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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教徒，敬虔主義 

8. 循道會，靈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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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完成本科目後，學員能夠獲取以下幾方面的成果： 
 

知識方面：明白各樣靈修傳統的歷史背景、神學，屬靈觀及實踐方式。 

屬靈方面：認識在不同的處境之中，如何能夠經歷神自己。 

實踐方面：能夠曉得因應時代處境的需要，以嶄新的形式，來活出基督徒的

生命和見證。 
 
研究方面：能夠藉著研究過往不同靈修傳統的得失，優點和缺點，而為到現

今的處境，探索和研究適合現今的靈修生活。 
 
 
☆《教科書》及《參考書本》須知： 

1. 購置本科需用之《教科書》及/或《參考書本》之責任由學員自行負責，故學 
員必須在開課前預備妥； 
 

2.《科目大綱》在每季度開課前數月已在本院網頁中刊載，學員需早日準備妥所 
 需用的書籍； 
 
3. 若在開課後學員仍未能尋得《教科書》及/或《參考書本》而對作業或課業有 
 所影響時，學員需自行承擔責任。 

 

基本閱讀： 

 

學士班學員： 

1. 彭順強：《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香港：天道出版社，2022。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earch&type=
product&field=any&text=%E4%BA%8C%E5%8D%83%E5%B9%B4%E9%9
D%88%E4%BF%AE%E7%A5%9E%E5%AD%B8%E6%AD%B7%E5%8F%
B2 

2. 黃克鑣、盧德編：《基督宗教靈修學史：第一冊：聖經及教父時代靈修》。

台北：光啟，2012。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9789575467265 

3. 黃克鑣、盧德編：《基督宗教靈修學史：第二冊：中世紀及近代天主教靈修》。

台北：光啟，2012。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9789575467272 

4. 黃克鑣、盧德編：《基督宗教靈修學史：第三冊：正教及新教靈修》。台北：

光啟，2015。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978957546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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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黃克鑣、盧德編：《基督宗教靈修學史：第四冊：當代基督徒靈修》。台北：

光啟，2012。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9789575468156 

 
 

碩士班學員： 
 

1. 彭順強：《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香港：天道出版社，2022。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earch&type=
product&field=any&text=%E4%BA%8C%E5%8D%83%E5%B9%B4%E9%9
D%88%E4%BF%AE%E7%A5%9E%E5%AD%B8%E6%AD%B7%E5%8F%
B2 

2. 唐佑之：《靈修神學》。香港：真理基金會，2012。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9789881510303 

3. 麥格夫著，趙崇明譯：《基督教靈修學》，基道，2004)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LP222-2 

4. 黃克鑣、盧德編：《基督宗教靈修學史：第一冊：聖經及教父時代靈修》。

台北：光啟，2012。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9789575467265 

5. 黃克鑣、盧德編：《基督宗教靈修學史：第二冊：中世紀及近代天主教靈修》。

台北：光啟，2012。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9789575467272 

6. 黃克鑣、盧德編：《基督宗教靈修學史：第三冊：正教及新教靈修》。台北：

光啟，2015。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9789575468149 

7. 黃克鑣、盧德編：《基督宗教靈修學史：第四冊：當代基督徒靈修》。台北：

光啟，2012。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
roduct&code=9789575468156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9789575468156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9789575468156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9789881510303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9789881510303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9789575468156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978957546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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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深閱讀： 

 學士班學員： 

1. Holt, Bradley P. Thirsty for God: A brief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Augsburg, 2005.  
https://www.amazon.ca/Thirsty-God-Second-Bradley-Holt/dp/08006370
97/ref=sr_1_2?crid=C73L0F1UY0OE&keywords=Thirsty+for+God%3
A+A+brief+history+of+Christian+Spirituality&qid=1681840558&s=boo
ks&sprefix=thirsty+for+god+a+brief+history+of+christian+spirituality%
2Cstripbooks%2C198&sr=1-2 

2. McGrath, Alister E.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https://www.amazon.ca/Christian-Spirituality-Introduction-Alister-McGr
ath/dp/0631212817/ref=sr_1_1?crid=3TT5N756REBLN&keywords=Mc
Grath%2C+The+Christian+Spirituality&qid=1681840973&s=books&sp
refix=mcgrath%2C+the+christian+spirituality%2Cstripbooks%2C116&s
r=1-1 

3. McGinn, Bernard. The Foundations of Mysticism: Origins to the Fifth 
Century. New York: Crossroad, 1995. 
https://www.amazon.ca/Foundations-Mysticism-Mcgin-Bernard/dp/0824
511212/ref=sr_1_1?crid=3QB5LH0GX9L78&keywords=The+Foundati
ons+of+Mysticism&qid=1681841210&s=books&sprefix=the+foundatio
ns+of+mysticism%2Cstripbooks%2C117&sr=1-1 

4. McGinn, Bernard. The Growth of Mysticism: Gregory the Great through 
the 12th Century. New York: Crossroad, 1996. 
https://www.amazon.ca/Growth-Mysticism-Gregory-Through-Century/d
p/0824516281/ref=sr_1_1?crid=2PVZSCURKQ4TJ&keywords=The+G
rowth+of+Mysticism&qid=1681841173&s=books&sprefix=the+growth
+of+mysticism%2Cstripbooks%2C128&sr=1-1 
 
 

碩士班學員： 

1. Holt, Bradley P. Thirsty for God: A brief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Augsburg, 2005.  
https://www.amazon.ca/Thirsty-God-Second-Bradley-Holt/dp/08006370
97/ref=sr_1_2?crid=C73L0F1UY0OE&keywords=Thirsty+for+God%3
A+A+brief+history+of+Christian+Spirituality&qid=1681840558&s=boo
ks&sprefix=thirsty+for+god+a+brief+history+of+christian+spirituality%
2Cstripbooks%2C198&s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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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eldrake, Philip.Spirituality: A Brief History. 2nd edition. Malden: John 
Wiley & Sons, 2013. 
https://www.amazon.ca/Spirituality-Brief-History-Philip-Sheldrake/dp/1
118472357/ref=sr_1_1?crid=KXFGB4FIF634&keywords=Spirituality%
3A+A+Brief+History&qid=1681840829&s=books&sprefix=spirituality
+a+brief+history%2Cstripbooks%2C136&sr=1-1 

3. McGrath, Alister E.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https://www.amazon.ca/Christian-Spirituality-Introduction-Alister-McGr
ath/dp/0631212817/ref=sr_1_1?crid=3TT5N756REBLN&keywords=Mc
Grath%2C+The+Christian+Spirituality&qid=1681840973&s=books&sp
refix=mcgrath%2C+the+christian+spirituality%2Cstripbooks%2C116&s
r=1-1 

4. McGinn, Bernard. The Foundations of Mysticism: Origins to the Fifth 
Century. New York: Crossroad, 1995. 
https://www.amazon.ca/Foundations-Mysticism-Mcgin-Bernard/dp/0824
511212/ref=sr_1_1?crid=3QB5LH0GX9L78&keywords=The+Foundati
ons+of+Mysticism&qid=1681841210&s=books&sprefix=the+foundatio
ns+of+mysticism%2Cstripbooks%2C117&sr=1-1 

5. McGinn, Bernard. The Growth of Mysticism: Gregory the Great through 
the 12th Century. New York: Crossroad, 1996. 
https://www.amazon.ca/Growth-Mysticism-Gregory-Through-Century/d
p/0824516281/ref=sr_1_1?crid=2PVZSCURKQ4TJ&keywords=The+G
rowth+of+Mysticism&qid=1681841173&s=books&sprefix=the+growth
+of+mysticism%2Cstripbooks%2C128&sr=1-1 

6. McGinn, Bernard, John Meyendorff and Jean Leclercq, e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Origins to the Twelfth Century. New York: Crossroad, 1992. 
https://www.amazon.ca/Christian-Spirituality-Origins-Twelfth-Century/d
p/0824506812/ref=sr_1_1?crid=9TIQY44CIE3W&keywords=Christian
+Spirituality%3A+Origins+to+the+Twelfth+Century&qid=1681841120
&s=books&sprefix=christian+spirituality+origins+to+the+twelfth+centu
ry%2Cstripbooks%2C124&s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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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要求： 

  學士班學員        

(1) 課本反思 (20%)      

 

 閱讀《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並且： 

 以一千字撮要其內容。 

 以二千字指出對今天教會和個人的意義。 

 

(2) 評論文章 (20%)      

 

 對在科目大綱中其中一個靈修傳統，以二千五百字作出一些的評

價，論及它的優點和缺點。 

 

(3) 專文 (40%)        

 

 選擇一個在科目大綱以外的靈修傳統，並介紹這傳統，包括它

的： 

 歷史背景， 

 創立人的生平， 

 背後的神學， 

 主要的屬靈觀， 

 該傳統的獨特之處， 

 對今天教會和個人的意義。 

  

(備注：科目大綱以外的靈修傳統可以是：護教士、熙篤會、道明會、

詹森主義(Jansenism)、寂靜主義(Quietism)、貴格會(Quaker)，解放運

動等。) 

字數：4,000 字。 

 

(4) 每週討論 (20%)  

學員必須每週參與至少兩次討論，回應老師和同學，否則本科將被

評為「未完成」(Incomplete)。 

請注意：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學員必須參與！若因為生病或其他

突發事件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必須即時在「本科問題及資

訊」通知老師，否則該週當曠課論，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學員每週必須參與至少兩次的討論，按本院遞交亞洲神學協會的文

件上申明，每一個三個學分的科目需要花費 20 小時在每週討論的項

目上。因此，將其平均分配在八週內，每週花在這項功課的時間約

為 2.5 小時。此外，這項目的評分基準是根據回應次數、討論內容和

討論篇幅。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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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學員        

(1) 書評 (20%)       

 

 閱讀《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並且： 

 以一千字撮要其內容， 

 以二千字道出此書可以補充和改善之處。 

 

(2) 評論文章 (20%)      

 

 對在科目大綱中其中一個靈修傳統，以三千字作出一些的評價，

論及它的優點和缺點。 

 

(3) 專文 (40%)        

 

 選擇一個在科目大綱以外的靈修傳統，並介紹這傳統，包括它

的： 

 歷史背景， 

 創立人的生平， 

 背後的神學， 

 主要的屬靈觀， 

 該傳統的獨特之處， 

 對今天教會和個人的意義。 

字數：5,000 字。 

 

(備注：科目大綱以外的靈修傳統可以是：護教士、熙篤會、道明會、

詹森主義(Jansenism)、寂靜主義(Quietism)、貴格會(Quaker)，解放運

動等。) 

 

(4)每週討論 (20%)  

學員必須每週參與至少兩次討論，回應老師和同學，否則本科將被

評為「未完成」(Incomplete)。 

請注意：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學員必須參與！若因為生病或其他

突發事件而不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必須即時在「本科問題及資

訊」通知老師，否則該週當曠課論，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學員每週必須參與至少兩次的討論，按本院遞交亞洲神學協會的文

件上申明，每一個三個學分的科目需要花費 20 小時在每週討論的項

目上。因此，將其平均分配在八週內，每週花在這項功課的時間約

為 2.5 小時。此外，這項目的評分基準是根據回應次數、討論內容和

討論篇幅。敬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