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台灣基督教會簡史 

 
 

一、 大紐約區查經班時期(1968 年 3 月復活節 ~ 1971 年 1 月 2 日) 
 

紐約台灣基督教會的由來是大紐約區查經班。查經班時期，約有兩年多，或斷或

續，連續時每月聚會一次。有時有固定場所，有時輪流在各家庭舉行。早在 1967 年復活

節(3/26)，費城一些台灣基督徒邀請住在大紐約區（包括紐約市及其近鄰）的基督徒一起

慶祝復活節。翌年 1968 年復活節(4/14)，紐約區的台灣基督徒回請費城的台灣基督徒共

同慶祝。當時紐約區的台灣基督徒是三個家庭，即周神耀牧師、葉國勢兄、許登龍兄的家

庭。慶祝禮拜是在紐澤西州有櫻花的 Branch Brook Park（Kearney 附近）。  

 

自從這次復活節的禮拜後，周神耀牧師、葉國勢兄及許登龍兄三人便安排每月聚會

一次的大紐約區查經班，剛開始時借用周牧師在 Chinatown 牧會的紐約中華基督教會，此

教會當時是租在 Bowery 街 16 號，現已有自己的教堂。因為教堂附近停車困難，而且小

孩沒地方玩，這個地方的聚會只有幾次，後改在各家庭輪流。1968 年末，借用郭得烈牧

師做禮拜的地方 Queens, Sunnyside 48 Street 的 Reformed Church 聚會，聚會兩、三個月

後，郭牧師於 1969 年 3 月到 Queens, Woodside 的 Reformed Church（恩惠歸正教會）擔

任駐堂牧師，查經班也改到恩惠教會的地下室聚會。 

 

1970 年 4 月 24 日蔣經國正準備進入紐約廣場飯店 (Plaza Hotel, 59th Street & 5th 

Avenue) 演講，門口有人持手槍槍殺他不遂。該事件發生當晚正值查經班聚會，正巧沒人

參加。事件發生後一段相當時期，查經班聚會停止。後來換場所，斷斷續續地在各家庭輪

流聚會。1970 年 10 月黃主義牧師來美，參加查經班，鼓吹大家成立教會。經一、兩個月

大家的思考，1970 年 12 月 19 日由查經班發信，通知大家 1971 年 1 月起開始在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協和神學院）每週做禮拜。當時許錦銘牧師在協和神學院唸書，而

黃主義牧師也曾在協和神學院唸過，所以向 Union 交涉，學校當局很歡迎。本來是想借樓

上的 Chapel，可容納 200 多人，但我們的人數只有 20~30 人，怕會顯得稀稀落落，學校

當局建議用 Social Hall 北方學生祈禱用的小廳，可容納 40-50 人。 

 

1971 年 1 月 3 日開始正式在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聚會，地址是 606 W. 

122 Street, New York, NY 10027。禮拜時間是 3 時開始。教會名稱是紐約台灣基督教會。隨



著 1971 年 1 月 3 日紐約台灣基督教會的成立，大紐約區查經班可說告一個段落。但由於

其名稱及性質易於被廣用，到現在，仍或有或無地有其活動。其行政與本教會已無關係。 

   

二、紐約台灣基督教會無傳道人員時期(1971 年 1 月 3 日 ~ 1976 年 6 月 5 日) 
 

紐約台灣基督教會無傳道人時期，換句話說，是萬民皆祭司時期，歷時五年半載之

久。 

  

1. 聚會場所及其變遷 

我們聚會的地方，是座落於曼哈頓上城環境幽美、人才備出的協和神學院。其交誼

廳是在校內有似城堡庭院的一邊。神學院對街有出名的河邊大教堂，與新教總部聯合教會

大樓（Inter-church Center）比鄰。因為在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協和神學院）聚會

之故，本教會常被簡稱為 Union 教會。在 Union 的時期有 4 年之久。 

 

教會在小廳聚會一段短時期後，人數增加很快，小廳已容納不下，向校方交涉後，

轉到 Social Hall 做禮拜。這個交誼廳相當寬敞，有表演台，有大型鋼琴，平常只有四周的

幾條沙發椅，為了借給我們聚會，學校特別準備許多活動椅子，每次禮拜前，大家都得排

椅子，禮拜後得收椅子，雖然麻煩一點，大家卻也做得其樂融融。 

 

每年 7、8 兩月學校放暑假，暫時關門，我們只好借用對街河邊大道教堂的樓上廳

堂做禮拜，雖然沒有 Union 來得寬敞，卻也算夠用、方便。 

 

教會剛開始由在 Union 唸書的許錦銘牧師與學校交涉租借，場所等問題，1972 年

春季畢業離開後，即由不久前從日本來協和神學院唸書的魏瑞明兄做全權代表與校方交

涉，直到遷離 Union 為止。 

 

1973 年底，美國遭遇能源短缺，校方決定不供應暖氣給交誼廳。我們的會友，尤

其是小孩，常有人因此而感冒。雖然校方讓我們由 Social Hall 轉到樓上 James Chapel 做禮

拜，但是交陪茶敘及聚餐仍須在 Social Hall 舉行，而且校方又要求提高租金，教會乃決定

尋覓新的禮拜地方。短短的幾個月內，魏瑞明兄及黃鳳凰姊曾四處尋找，最後黃凰鳳姊告

知有一教堂，即目前的西園長老教會可問問看，經魏瑞明兄連同在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總會

任職的 Dr. Rev. Donald Wilson， 一同向西園教會交涉的結果，最後終於派本教會數位代表



與西園教會的牧師、長老簽約。於是本教會 1975 年 1 月 26 日起遷到西園基督長老教會

禮拜，延用計有六年的光景。本教會坐落在協合神學院南邊，仍屬曼哈頓上城，地址是

165 W.86 Street, (Amsterdam Avenue & 86 Street), New York, NY 10024。它四周是住宅及商

業區，交通方便，但停車有時稍有困難。此 West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 本身建築宏大

堅固，室內設備相當完善方便，使用時間由下午 1 時開始翿晚上 7、8 點，這些條件堪稱

滿意。 

  

2. 教會的組織 

本教會的組織形態到底是團契或是教會？在 1971 年及 1972 年中為了團契或教會

的名稱有相當大的爭執，最後在 1972 年秋季會員大會時正式通過不改教會的名稱。所以

它的名稱是紐約台灣基督教會，而實際內容是團契。 

 

教會於 1971 年 1 月 3 日成立後，因是獨立教會，須要制定自己的章程。於是會友

們選出臨時同工，再由臨時同工選出 5 人，既許錦銘、許登龍、鄭學仁、蕭淵明、鄭義

勇，成立章程起草小組，這五位均寫出他們的章程草案，集合起來再由臨時同工會審查，

最後由會員大會修改表決，這章程經過多次的修改於 1973 年春天才完成。 

 

本教會的組織有會員大會、同工會及主席團。最高決策機構是會員大會，一年召開

兩次分春秋季。會員大會推選同工十數名組成同工會來推動、執行一般事工，遇有重大事

件，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同工會分十組如下：靈修組、音樂組、教育組、文書組、刊物

組、會計組、聯誼組、服務組、總務組、婦女組，可視實際需要增減。同工的分組負責有

相當的彈性。同工會中推選三位成立主席團，以協調同工及代表教會。 

 

1973 年 10 月教會正式向美國政府立案。名為 Taiwan Union Christian Church in N. 

Y. 。第一次提出的英文名稱是 Taiwan Christian Church in N.Y. ，審查單位認為包括涵義太

廣，同工會經商討決議改為如上之名稱，除保持原本的意思外，附帶紀念我們的教會是在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成立的。另一方面也有聯合或合一的意思。唯漢文名稱「紐約

台灣基督教會」仍繼續延用不改。同時也請會友莊光雄律師向美國政府申請免稅。1974

年 3 月美國國家稅務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正式批准為非營利免稅機構。   

 



3. 活動的原動力 

教會在它成立的五、六年這段期間，「年輕、活潑，充滿朝氣與幹勁」是這個教會

的特徵。這個活動的原動力是什麼？可約略歸納如下數項。 

  

(A) 聖經、信仰、神學基礎的建立 

教會初期，宋泉盛牧師及駱維仁博士幾乎每月一次負責講壇，不但如此，主持每週的

查經班。當時的查經班參加者非常踴躍，有基督徒、有慕道友，各種不同的問題都在查經

班上討論。宋牧師是系統神學的權威，駱博士是新約註解的權威，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在

會友的信仰上釘下很深的基礎。當時的講壇還有口才出眾的黃武東牧師及能言善道的許牧

世教授，也都幾乎每月一次的主持講道。這些豐富的講壇，配合當時差不多都是留學生或

剛就業的，因充滿一股追求道理的心而產生動力。  

 

(B) 助人精神 

教會設立之初的精神完全從章程裡表現出來，因教會總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使用於津

貼及設備以外的事。當初教會存在的意義是為了幫助別人，而不是為自己。因此助人為快

樂之本的精神與實踐，充滿在這教會。 

  

(C) 歌頌、讚美 

當時的教會，大家都很和諧、快樂，參加聖歌隊更是一大樂事。有時會友的一半皆是

聖歌隊員。許牧世教授常說他來這間教會很高興的事是聽到聖歌隊很好的讚美。在魏瑞明

兄的領導指揮下，復活節或聖誕節差不多都唱整本的清唱曲(Cantata)，如《伯利恆》

(Bethlehem)，《無比的愛》 (No Greater Love) 。聖歌隊對內領導會眾讚美，對外代表教會

如上城華人基督徒復活節的聯合禮拜或台灣同鄉會的聖誕節晚會、新年晚會或夏令會的合

唱團均以 Union 的聖歌隊為主就是例子。這時聖歌隊聲譽之振是眾口皆碑的。 

 

以上這些活動的原動力結合的結果，使參與及關心台灣人權及前途的活動產生領導的

作用，並創辦海外台灣基督徒聯合通訊(簡稱聯合通訊)，負責發行與出版達六年九個月。

所以，外邊教會有人比喻本教會為北美洲台灣人教會的耶路撒冷。 

 

當時的活動如下，1971 年中華民國從聯合國的會員國中被除去之後，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基於信仰的告白於十二月三十日發表「國是聲明」，主張人權既是上帝所賜予，人民自

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並呼籲政府作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在國外任普世教協



神學教育基金會主席的黃彰輝牧師，為了響應並支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邀請宋泉盛牧

師、黃武東牧師、林宗義教授聯合發起自決運動。本教會最先響應，曾於 1972 年 3 月修

函總會表示支持，並將副本寄遍台灣島上各大教會，於四月初復活節又在台灣基督教論壇

報刊登公開信形式的聲明，重申支持「國是聲明」，並複印分送海內外各地。接著，如火

如荼地展開簽名運動、參加民眾大會等等。1975 年 1 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使用的羅馬

字聖經被國府沒收，到 4 月消息才公開，教會為此參加 5 月 27 日在華盛頓舉行的民眾大

會、示威遊行等活動。我們時時站在支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立場，做精神上，財力上的

支援。 

 

聯合通訊的前身是本教會剛一、二歲（1971 年及 1972 年）時的不定期刊物，由鄭義

勇兄負責，1973 年 1 月開始刊物組同工張富雄兄將它成為本教會的定期月刊，後來也報

導其他北美洲台灣人教會的動態，遂於第 15 期（1974 年 3 月份）起改為海外台灣基督徒

聯合通訊。1976 年 5 月 1 日隨著北美台灣基督教會協會的成立，聯合通訊的發行人，由

本教會轉交給北美教協，而實際的操作、編輯仍由本教會的刊物組負責。教會的會友上至

傳道人員下至主日學學生都參與撰稿、抄寫、繪畫、剪貼、裝訂、貼郵票、包裝、搬運、

郵寄等工作。  

  

4. 兼職傳道人員的聘請 

本教會自從 1971 年在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小廳聚會，人數從 20-30 團契性質開

始，幾個月內增到 50-60 人，不得不改換在 Social Hall 做禮拜，到 1973 年人數已增到一百

餘人，常有椅子不夠坐的情形。新來的會友漸增，這時大家覺得由 layman 來照顧這麼多

的羊群，確實是力不從心，必須請一位傳道人員來負責探訪會友的工作。於是 1974 年 10

月的秋季大會上已經有〝傳道人員之聘請〞的議案提出。到 1975 年 10 月的秋季大會

時，兼職傳道人員聘請的細節都一項項地付諸表決。經過聘牧小組的推薦，再經過同工會

慎重選擇之後，推薦「鄭學仁先生」為本會第一任傳道人員之候選人，並於 1976 年 5 月

9 日召開臨時大會表決，全場與會者絕大數通過贊成。六月六日舉行鄭學仁先生就任典

禮。教會從此踏進另一里程。 

  
  

三、兼職傳道人員時期(1976 年 6 月 6 日 ~ 1980 年 5 月 31 日) 

  



1. 兼職傳道人員之續聘 

這段兼職傳道人員時期計有四年之久。鄭學仁兄於 1976 年 6 月 6 日就任本會第一位

兼職傳道人員。1977 年春季大會中，續聘鄭學仁兄二年。兼職傳道人員的工作主要是做

週末探訪的工作，每主日講壇仍由不同牧長擔任。到 1978 年時，會友們有鑑於專任傳道

人員的需要，仍積極的朝著這方向去做，經聘牧小組半年多慎重的選擇後，推薦同工會，

同工會順利地通過後，1979 年 5 月 20 日朝開臨時會員大會以絕大多數票通過贊成聘請王

南傑牧師為本會第一任牧師。因為王南傑牧師於台南太平境教會的任期是到 1980 年的 6

月，不能馬上來本會就任，本會聘牧小組特別拜託鄭學仁兄繼續擔任兼職傳道人員一年，

即 1980 年 5 月 31 日。王南傑牧師終於不負眾望完成各項手續，於 1980 年 7 月 27 日抵

達本教會，8 月 3 日正式就任。  

 

2. 章程組織之修改 

教會設立幾年後，漸有人覺得須要修改章程，需要增設董事會來擔任教會處理政府事

務方面的代表，並且管理教會財產等。我們乃決定採用三個機構董事、法規和同工來行使

教會一切的行政。1977 年的秋季大會中通過新的章程。教會的結構除了原有的同工會以

外增設董事會和法規委員會。同時，給予傳道人員更大的職權，廢除同工會中互選的主席

團。1978 年春季會員大會，選出第一任的董事三名、法規委員四名。1977 年到 1980 年

春季這當中，章程曾被修改過好幾次。最新的章程規定董事、法規委員與同工一樣地在秋

季大會中被選出，一人不能兼兩職。至於新章程的適用性，目前已引起相當大的爭論。 

 

3. 聯合通訊之移交 

聯合通訊既然於北美教協 1976 年 5 月 1 日成立後，成為它的刊物，而大家也辛勞了

這麼多年，於是在 1978 年北美教協的年會上提議由別的教會來接這個棒。芝城台灣基督

教會在眾教會呼喚下於 1979 年 10 月底順利地接下聯合通訊的重棒。這兩年來，聯合通

訊的質與量都增加，編輯的工作也越來越重，於是大家呼籲由專業人員來經營聯合通訊的

發行與出版。1980 年底有主內熱心公益的陳隆兄接受聯訊執行編輯這個專業人員的職

務，聯訊從此由志願奉獻的編輯方式邁向專業人員的經營。 

  

四、專任牧師時期(1980 年 8 月 1 日 ~ 2020 年 3 月 15 日) 
 



1. 首任全職牧師 

王南傑牧師    任期：198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981 年 7 月 31 日 

本會第一任專任牧師王南傑牧師是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前台南神學院董事

長，前太平境教會牧師。他於 1980 年 8 月 3 日在兩百多人參與的隆重大慶典下正式就

任。大家都對牧師的就任抱一個很大的希望。牧師館座落於 40-24 Crescent St., L.I.C., NY 

11101。在牧師來之前幾個月已由會友們同心合力整理得差不多。所以，牧師一抵紐約，

即進行他的牧會工作。這是教會一個新的開始，也可說是對全體會友的一個挑戰。因為九

年多來，差不多是以信徒為中心來處理教會各種事務，以後是在牧師的領導下共謀教會的

復興發展。 

 

(A) 牧師館的購置 

前面所提，位於 40-24 Crescent 的第一間牧師館是我們的長輩吳來好女士獨資購買

的。她曾任台南神學院舍監，善於照顧神學生與牧師，因此當她知悉大會決定聘請王南傑

牧師為本教會首任全職牧師後，即於 1980 年 2 月迅速買下這棟房子，以備牧師全家到任

後居住之用，此一牧師館後來出售。 

  

(B) 聚會場所及其變遷 

本教會自 1975 年 1 月 26 日起，在座落曼哈坦上城的西園長老教會聚會，使用時間從

下午 1 時至晚上 7、8 時，使用場地則幾乎及於所有的場所，諸如聖堂、主日學教室、交

誼廳、廚房等等，可以說相當自由。但是，我們的第二代年齡適值活潑、調皮的階段，弄

壞或推倒東西，時有所聞，因而時受警告；而且在重要節日，教會場所的使用，本教會必

須禮讓西園教會。例如 1978 年 12 月 24 日，聖誕節慶祝會中，臨時接到通知，要我們即

刻中止原定節目，騰出場地，使不少人痛感流浪異鄉，寄人籬下的悲傷。就是這個悲情，

昇華為力量，使全體會友發奮圖強，一致起而尋覓自己的教會。後經王南傑牧師的努力，

終於找到現在聚會的教堂。 

 

1982 年 4 月 25 日，本教會會友在西園教會最後一次禮拜後，即喬遷至皇后區現址，

從 5 月 2 日起開始聚會，王南傑牧師任滿一年後，因為若干理由而請辭，前往加拿大多

倫多的台灣人教會牧會。  

  

2. 第二任全職牧師 

林宗生牧師    任期：1983 年 7 月 10 日起至 1998 年 3 月 29 日 



1987 年 6 月 1 日正式被美國歸正教會封立為駐堂牧師 

  

(A) 加入美國歸正教會 

本教會在西園長老教會聚會期間，就有人提議加入美國的主流教派，以免自陷孤立，

殆及喬遷原亞斯多利亞第二歸正教會(The Second Reformed Church, Astoria)的現址聚會

後，會友就更積極認真思考加入美國歸正教會(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RCA)。歸

正教會與長老教會在教義上，同樣源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加爾文主義（亦稱歸正主

義），況且本教會會友大多數出身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PCT) 。因此，本教會於 1984 年 1 月 8 日舉行加入禮拜式後，順理成章成為美國歸正教會

的一員，唯名稱仍舊稱為紐約台灣基督教會。至於本教會的董事會、法規委員會及同工會

制度也就自然取消，改以長老、執事、長執會、小會予以取代，然後實際運作上工作分

配，卻與過去的同工會大同小異。 

 

(B) 擁有屬於自己的教堂 

在林宗生牧師尚未被封立為美國歸正教會的牧師之前，中會指派 Rev. Dr. LeRoy 

Nixon 為本教會和會議長。他對於我們教會的幫助與貢獻，非常之大，經過一番努力追

尋，他終於尋獲教會的所有權狀(deed)，並將屬於原來教會的使用權經由合法程序，轉讓

給我們的教會。於是，本教會方得以運用這棟已有 135 年歷史傳統而適宜我們的教堂。

我們實應時時誠心感謝  上帝對我們特別施落的大恩典。  

 

(C) 聘請專職牧師帶領青少年 

隨著歲月的消逝，第一代移民的子女逐漸長大，有的甚至已進大學，人數也越來越

多，這些子女須有專職神職人員帶領的需求，與日俱增。於是，本教會於 1990 年至 1993

年間正式聘請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後來畢業於耶魯大學神學院的郭恩仁牧師(Rev. Ruth 

En-Jun Kuo)前來專司青少年的帶領。郭牧師於十餘歲即移民美國，不僅台、英語皆通順，

更曾擔任台灣教會公報的英文編輯，可以説適才適用。 

  

(D) 舊牧師館改建大樓 

教堂隔壁的牧師館，除了牧師居住之外，星期日也用於青少年英文禮拜、主日學等活

動之用，然而，青少年人數逐漸增加，場地就顯得擁擠不堪，於是，教會在 1995 年會員

大會通過，拆除舊牧師館改建三層大樓的決定。 

 



興建工程從 1996 年 9 月 15 日舉行破土典禮開始，直到 2000 年初才算完工，2001 年

11 月 20 日終於獲得使用執照(Certificate of Occupancy)，期間綿亙五年。在此五年之中，

建築小組的成員，竭盡所能，貢獻專長，任勞任怨，興建始能順利完成，值得誌名表揚。 

 

建築需智慧、計劃、人手…等等，更需要金錢。本教會雖有建堂基金，也賣了第一間

牧師館，但若沒有我們教會的耆醫鄭德和長老的慷慨解囊，樂捐六十萬美金，使教會無經

濟上後顧之憂，則恐無法那麼得心應手。再次感謝鄭德和長老的奉獻！ 

 

此棟大樓的各層用途分別為：地下室用作托兒所及主日學教室；第一層樓為英語部禮

拜廳；第二層樓充作主日學、一般聚會，社區活動等等之用；第三層樓為學生宿舍或牧長

招待所之用。本教會期待這棟大樓既承蒙上帝的恩典與疼惜，則其使用自應盡量努力能夠

符合「榮神益人」的原則。 

  

(E) 購買新屋 ﹝現為牧師館﹞ 

本教會於 1997 年 6 月 26 日，買下與教會停車場比鄰的一棟房子，做為牧師館，現址

是 30-58 32 Street., Astoria, NY 11102 

  

3. 第三任全職牧師 

賴懿文牧師    任期：1998 年 3 月 29 日起至今 

賴牧師畢業於台南神學院，曾在紐約台灣使命基督教會(現今長島台灣教會)牧會七年。 

  

4. 英語事工全職牧師 

林舒穎牧師    任期：2001 年 9 月 1 日起至今 

 

2001 年 9 月起，本教會又聘請一位專門負責帶領青少年的傳道師，林舒穎(Marianne 

Lin) 。2007 年 2 月 25 日接受皇后中會封立為牧師。林牧師是皇后區恩惠教會牧會多年林

昭義牧師的大女兒，台、英語均甚流利，與本教會第二代打成一片，近來又注入新血，與

幹部共同策畫訓練、主持聖禮典，善導青年靈性生活，並積極與台語部合作聯合禮拜與各

項事工。 

 

這段期間，教會組織架構因應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呼聲，將英語部從台語部獨立而

出，以通行語言劃分，雙軌平行運行與合作。英語部內部組織也不斷的勇於彼此激盪，嘗

試不同主題與調整方向。2021 年底將選出明年度三個方向的幹部：KNOW: 通過敬拜明白



上帝的愛，GROW: 在上帝的愛裡透過團契生活而成長，SOW: 因著上帝的愛邀請朋友來播

種。 

 

台語部歷年來也曾因應移民潮的質量進行改組，目前的架構為： 敬拜讚美組、教育事

工組、宣道事工組、聯誼團契組、總務事工組 、財務事工組 。 

 

我們的教會早期由一群離鄉背井的遊子結合組織起來，從團契性的聚集，成長為百

餘人聚會的正式堂會。雖然由同工制轉型到美國歸正教會體制，骨子裡仍然擁有以平信徒

為中心的信念，延續在今日教會的禮拜與事工。例如：平信徒在講壇上擔任司會聖工的習

俗，以及禮拜後由一兩戶家庭輪流負責愛餐的堅持，是台語教會圈內少數碩果僅存的優美

傳承，餐後服務則由另外一群沒有參與愛餐準備的年輕一輩擔綱，彼此分享、互相服務的

深化實踐，是這個信仰團體核心價值之一。 

 

如同過往信仰前輩所推崇的理念，信仰不能自外於情境。因此我們教會不曾間斷的

沿襲疼惜故鄉、善於款待異鄉客的傳統。因著上帝豐盛的恩賜與慈愛，我們無所匱乏，甚

至仍有餘力，可以持續支援台灣的教會、公報社、神學院等等，也讓我們能夠繼續關注台

灣的國內事務，以及世界各國對台灣的政策趨勢。許多南北東西奔波的牧長，往往在美東

暫時落腳之際，尚能在宿舍裡小歇，重新得力。 

 

每年的台灣傳統週時間，我們都會樂意出借場地、廚房給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使

用，並多人幫忙準備食材於 Union Square 舉行的 Passport to Taiwan (p2tw.org) 盡上一份

力。近年來，更是樂意提供場所給台美菁英協會紐約分會在這裡學習台灣料理，散播台灣

的美食與文化傳承到英語世代。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每年必然會組織台灣加入 UN 宣達團到紐約及華府推動台灣進入

聯合國。歷年來更是結合西藏、新疆維吾爾族、香港前「學民思潮」成員，使得遊行或抗

議活動變得多元活潑。無論最終行腳是落在聯合國哈嗎紹廣場或是中國紐約領事館，總是

會在教會交誼廳享受家鄉口味或龍蝦，繼續在禮拜廳再度分享相隔一年的新進展。有很多

的民主運動推手，深受基督教秉持公義的信仰態度感動，進而告白加入同樣信念的行列。 

 

教育事工與宣道事工幾度合辦聖經講座，2001 年 7 月退修會之後精心策畫的三年

讀完聖經的運動，每兩週出選擇題與簡答題，由會眾回答題並且提問。推行小組則負責尋



找牧長奧援幫忙解答。六年兩輪下來，並且頒發聖經獎勵紀念。配合多次聖經神學講座，

涵蓋摩西五經、先知書、啟示錄等專題系列講座。每週禮拜後的成人主日學時間，都有禮

拜廳的大型講座以及各教室內小組的充分討論與分享。 

 

聯合退修會的發展，從最早期每間教會自行舉辦，到偶而串聯幾間教會合辦，一直

都沒有長期並且固定的合辦模式。直到 1989 年台美團契長老教會找到地點適中、收費合

理的 Allentown College (現名為 De Sales University) 之後，藉著兩間牧師謝敏川及林宗生，

以及兩間教會的情誼，開始長期的合作。並在日後有紐約恩惠教會、新澤西台語歸正教

會、 長島台灣教會、佳壇台語基督長老教會、北維州臺灣長老教會等，或長期或陸陸續

續的加入。各教會也逐漸從單純的參加，近年來進步到由主要的三至五間教會輪流主催與

分工協調。 

 

我們教會位處紐約五大行政區最多元的皇后區，東邊橫亙狹長長島，西邊透過便捷

的紐約市地鐵、隧道、橋梁可以快速到達金融與藝文鼎盛的曼哈頓行政區，再一河之隔就

進入深廣腹地紐澤西州，南壤布魯克林區，再跨史泰登島行政區，又可接壤南紐澤西州。

沿曼哈頓北行布朗士區繼續連結紐約上州。十分鐘可抵拉瓜底亞機場，半小時內也可到甘

迺迪國際機場，跨曼哈頓也可到紐華克國際機場。鄰近高等教育學府林立，如哥倫比亞大

學、紐約大學等，地靈人傑。 

 

教會的敬拜讚美，居此地理環境之便，以及三十一週年獻堂的宿舍，得天獨厚的有

過眾多茱莉亞學院、曼哈頓音樂學院、曼尼斯音樂學院等傑出音樂家，願意奉獻所學，在

禮拜中與會友一齊頌揚，尤其在復活節、感恩節、聖誕節等重大節慶，組合多種樂器重

奏，增添神聖莊嚴氣氛。 

 

五、新宣教時期(2020 年 3 月 ~  目前) 
 

2020 年三月十五日，迫於美國 COVID-19 疫情的擴散，教會禮拜正式轉由 Youtube

頻道線上直播。每個星期的直播以及 LINE 群組，一度成為疏離中連繫會友的主要方式。

隨著接種疫苗的普及率上揚，教會重新開放以及安全考量標準的呼求也相對升高。 

 



我們的教會在北美洲教會同儕之間，確實蒙福能夠有台語部與英語部兩位全職牧師

帶領，然而也不能免俗的面對老一輩逐漸凋零與新一代如何順暢銜接的窘境。我們祈求人

類極限的盡頭能夠獲得上帝聖靈的啟發與引導。 

 

願上帝紀念諸多信仰前輩燃盡其生照亮今日教會，讓後代能在感恩與緬懷昔日光華

之餘，接棒效仿謙卑勤奮服事的美蹤，在地盡責宣揚福音，使更多人認同並進入上帝的公

義、慈愛與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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