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同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遊子家書：彈性            林盈沼 Nov.2002  

 

落葉紛飛、冷風沁人，正是聖路易秋天的寫照；也是我的淒涼秋景。 

 

落葉就像在下的自信，被學院的老師像秋風一般，掃的我漫天飛舞、化為黃土。 

冷風就像教授的要求，對學生的訓練如一絲不苟，冷的我心頭直顫、直打哆嗦。 

 

上次提到路德神學報告被老師退回重寫一事，只是打擊的開始而已。 

這些大師級的教授，手掌輕輕一撥，只用四兩的力道，就將我們苦學多年、看似來

勢洶洶的劍式，化為一縷清煙，消於無形。然後再輕點我們的要穴，讓我們跌個踉

蹌，差一點灰頭土臉。 

 

直至目前為止，我的報告已經被退件四次了。換句話說，就是每次都被退回！

退回的原因不是因為文法，而是文章的方向角度，及深度眼界與大師們有不小差異。

因此，我只能按照吩咐、小心翼翼、重頭苦練。 

 

此外也是上了希臘文讀經及希伯來讀經的課，才知自己天資遲鈍。現在我已改

成一目一行，但仍然過目即忘。雖然已漸漸體會原文解經的樂趣，但最近期中考，

只能勉強維持將近 80 分的水準。（研究所的要求是 80 分為及格標準）我感覺自己已

經成為「獨孤求勝」矣---孤身行走江湖，求一勝而不得！ 

 

不過，多年來的歷練，是不會讓我在此艱困環境中，輕易就認輸地。 

 

在困而學之的過程中，我漸漸體會我需要做很大的改變，而不是盲目地向前衝。

這就是保羅所說的「字句使人死、精意使人活」（林後 3:6），在讀書方法上的應用。

認識神不能靠律法的修行，要靠聖靈的引導。同樣地，讀神學也不能一味地強記，

而需要活潑的方法。行家講究的是練思考與內力，而不是愚勇與硬功。 

 

所以，我積極觀察老師們與其他同學的治學方法。經過我諏訪詢問，得到以下

結論： 

1. 強化語言：英語的溝通是基本生存條件。生存條件越好、活的越強壯。我不能採

自然成長法，那將緩不濟急。所以就去參加一個英語會話班。雖然是為移民預備

的，且一週上四個晚上，但很實用，故決定淬礪以赴。 

 

2. 活化記性：雖然江湖有句流行話：「記性越好者，活得越痛苦。」但現在既然已經

活在痛苦中，就不用在乎這一點了。我發現美國學生會用盡各種方法記東西。也



就是用活的方法死記很多知識。這點在語言學習上特別有用。而為了開發我小小

腦袋中未善加使用的區域，現在我除了寫字以外，盡量使用左手，走路也走左邊

（可以練習閃人、強化靈活應變）。 

 

3. 不怕多問：老師們很鼓勵學生問問題。透過問題可增加溝通機會、且知悉瞭解程

度。所以目前在還問不出好問題前，我隨時在想一些笨問題、小問題、差題的問

題來討教別人。事實上是在提升問問題的勇氣。 

 

4. 英語思考：這點大概是最難做到的。也就是不論講話、寫作，我不能先想中文，

再翻成英文來表達。因為此舉有如開車時，還在想轉彎要轉幾圈方向盤。必須直

接用英語反應，用英語思考。此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之法也。所以

現在連禱告時，都在想如何以英語向主請安。 

 

在苦讀之際，我也密切注意外面的世界。過去一個月來，相繼有峇里島爆炸事

件、華府狙擊手暗殺事件，及莫斯科戲院人質挾持事件；皆為暴力、恐怖份子之所

為。繼九一一之後，一連串的慘案，再度對全球人心造成極大恐慌。 

 

此外，韻琳也來電告知，老大明謙在光復中學的適應仍是起起伏伏。如今又因

曠課過多，進入留校察看的邊緣。除非他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行動，否則難以脫困。

面對這些外患與內憂，我遠在天邊，除了禱告，似乎無能為力，心中實感焦急。 

 

一個清冷的午後，我拿這這些問題去問路德。主要原因是我一直想研究，為什

麼變成銅像的路德，一直給我跩跩的感覺。我注意他老兄良久良久，終於找到原因

了。 

 

因為路德的站姿，正是呈現武學最高深境界的「三七步」！這種七分重心擺後

腳、三分力道置前腳，正是一副進可攻、退可守的大師武姿。以前在台灣，從未看

見那個偉人銅像是站三七步的。 

 

路德似乎在告訴我，既然上帝已在掌權，我們只要配合他行事即可。參與神的

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七分認真、三分輕鬆，隨時維持彈性與變化。但這樣的領

悟實在太淺，到底三七步跟我的生命、學業、生活有什麼更深的關係呢？可能我還

得多來向他討教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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