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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洛桑職場事工文件

  

1.1 洛桑職場事工文件

  

1974年的洛桑大會及其後在馬尼拉舉行的續會後，為提升年青領袖的參與、並加強支援教會迅速增長地區，洛桑國際委員會以全球性研究為基礎，選擇了三十一項對傳
揚福音攸關的全球性重要議題，作為日後世界福音論壇的基礎。議題中包括「職場事工」一項（議題 11），而相關小組則於2004年在芭提雅舉行的論壇
以後，發表了題為《職場事工》的第
40
號特別論文（下開稱為「洛桑職場事工文件」或「論文」）。
[1]

  

就「未得之民」的討論，洛桑大會提出了「10/40之窗」 [2] 的觀念。然而若以「民」的觀念來看，[3] 職場中的工人乃是為數最多的「被遺忘之
民」；因此，對職場特別有負擔的信徒，視「
9
至
5
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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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
10/40
之窗」為同等重要的宣教領域。
[5]
雖然職場牧養的觀念日漸建立，然而大部份的堂會並未能在牧養當中，恰當地照顧信徒在職場中的靈命實踐及需要，因而形成了「週日—週一夾縫」。夾鏠的形成，雖
則與實際的技術困難有若干連繫，惟亦是因着過度個人化的信仰、二元的世界觀、忘卻平信徒角色的教會觀、及社會的分化部門化等神學及社經因素而產生的。
[6]

  

  

1.2 三一神學與職場宣教

  

「論文」指出，教會與職場等公共空間的割裂，在於有欠平衡的三一神學。父神的位格主重於萬物的創造、基督的位格促使神人復和、而聖靈則帶來轉化，三個位
格共同在世上工作；同理，教會中的不同肢體，亦按其恩賜各盡其職，有人主重創作、發展與維護，有人着眼於傳講福音，亦有以屬靈恩賜為個人與群體帶來更新。平衡
的三一神學，使教會中的眾信徒均能相互肯定，並祝福彼此的工作，無分「屬靈」與「屬世」。[7]

  

然而，強調創造或文化使命者，雖能合宜地指出人的受造物地位、並人與其他受造物的平行關係，卻可能變得世俗化，而對傳道顯得有欠熱切，亦不一定能對基督的獨特性
作具力量的陳述。強調基督工作的傳道工作者，對人的靈魂得救熱切關注；卻可能未能看到「俗世」工作中的天國價值，亦過度重視以言語傳教，而忽略其他形式的見
證。重視聖靈工作者，合宜地指出聖靈在生命中的同在及醫治，並天國降臨的迫切，卻可能過度集中於教會內的屬靈恩賜運用，而忽略了在其他場合（包括職場）中信徒的
恩賜發揮。 [8]

  

若以平衡的三一神學為根基，職場中的福音傳講既能恰當強調基督拯救的獨特性，信徒亦能以工作中所表現的態度及價值觀作生命見證，信徒的職場發揮，亦成為聖靈在世
運行的實據；職場亦因此成為多面向見證的宣教場合。

  

  

1.3 研習主旨及意義

  

有見於恰當的三一神學，對於在職場中「大使命」的實踐，關係甚大；因此，本文透過米勒的「整合盒子」作為基礎，旨在建構與「洛桑職場事工文件」中的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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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相符的「堂會為本職場事工」實踐方案，以促進「大使命」的職場實踐。

  

本文的第二節，將在創造、救贖與聖靈三個向度，討論三一神學對職場的意義。第三節概述信仰與職場整合的發展歷程，並初步介紹有助兩者整合的話語架構；而第四節
則較深入地介紹「整合盒子」的不同元素，並與其他相關論述作出比對。第五節則從「整合盒子」與三一神學的對應出發，以「整合盒子」為基礎提出若干實作
方案。最後一節重申本文主要論點，並就進一步的探討提供方向。

  

  

  

二、三個向度的職場神學

  

2.1 從創造向度建構職場神學

  

從創造看職場，能為工作的意義提供部份答案。人類最早的工作，乃是亞當在伊甸園當中，協助上帝管理受造物，以完成上帝所託付的使命，是帶有濃厚的屬靈意味的；在
人類墮落以後，人則只有透過在受咒詛的土地上工作，才能應付生計所需。[9] 然而，這並不否定工作的永恆意義；在永恆的計劃當中，人類在地的工作，亦會按時變
為美好。在尊重神的秩序，重建與神、與人、與自然的關係的前提下，人可以透過享受從工作而來的成果，而經歷到神所賜予的祝福。因此，工作本身並不是咒詛，反
倒是回應神的託付之機會，亦是在世得喜悅的途徑。 [10]

  

創造向度的職場神學，除了指出工作的價值以外，亦釐清了工作的本質及目標。胡仕揚則以「創造行為」(creatio) 及「創造結果」(creatura) 所引
伸的四個向度（「創造為能力」、「創造為分辨」、「受造均美善」及「受造有秩序」）為神學基礎，以建構其職場事工架構。在「能力」向度，胡氏
指出由於上帝任命人類共同參與創造，
[11]
故職場事工應賦權予工作者，以抗衡破壞創造秩序的勢力及經濟結構。在「分辨」向度，胡氏指出上帝乃是「分門別類」之神，故工作者應回應上帝呼召，在工作崗
位中分辨並活出上帝在各人身上的獨特呼召。對「受造物均美善」之強調，則有助破除屬靈、屬世二分之世界觀，並鼓勵工作者以日常的工作經歷，作為屬靈成長的元
素。創造的「秩序」要求人在生命中展現對受造物之關切，並因而挑戰個人及結構性的罪惡，在職場中恢復上帝的創造秩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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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從救贖向度建構職場神學

  

在上小節看來，胡氏所提出的職場事工創造神學基礎，意涵工作者的職場行為，可以帶來創造秩序的恢復。在寛廣的定義下，「重新恢復秩序」乃可理解為「救贖
」，因而胡氏所提的職場神學，亦可與「救贖」有涉。然而，若把以上觀點引伸為「救贖是要恢復創造的秩序」，[13] 則並非全無可商榷之處。在墮落的
世界中，由神邀請人所參與的，並不代表以過去的樣式再一次進行「創造」，而是指向新秩序的建立。人類的罪性及因此而產生對的救贖需求，也不是單以恢復舊有創
造秩序所能解決的。 [14] 因此
，整全的工作神學，亦需要救贖論的部份。

  

救贖向度的職場神學，強調工作者在「存有」(being) 層面的改變。人性既有其美善的一面，但亦有暗昧的一面。然而，放眼今天後現代社會中的職場，人並不
可能僅靠己力及社會制度約束一己的自私行為。要在職場以致生命中帶來更新，工作者實作需要透過道成肉身、捨己並復活的基督，以帶來在「存有」層面的更新及恢
復。在「存有」的轉化當中，人能夠和上帝復和、與他人復和、並與受造物復和。這份復和使工作者之間、並工作者與生產條件、工具及成果（即受造物，如土
地；及其衍生物，如機械等工具，並服裝等產物）之間的疏離（異化）等以緩解。工作者亦能以神的心意為目標，活出「人性化」的生命，其中亦意涵着工作者人生導
向及意義的轉化。 [15]

  

  

2.3 從聖靈向度建構職場神學

  

在2.1節提及，工作的價值，與神按其心意所作的呼召相關。在職場中，聖靈按着其心意，呼召並賦權不同的信徒，使他們各按其恩賜回應神所訂下的召命。從眾信徒
皆有恩賜的角度來看，舊約經文中有關建造會幕的敍事， [16] 並大衞受膏立的事蹟，[17] 均指出在不同的工作中，不管身份如何（或是王、或為工匠）
，聖靈亦會賜下其恩賜，以使信徒能行神所呼召完成的工作。
[18]
在新約時代中，不僅神所指定的特定工作有屬靈意義，而任何恰當的工作本身，亦被賦予與神同工的意義。
[19]
人和神的同工，使世界更新為末世的「新創造」；在世界的工作，亦因此與末世的「新天新地」有涉。
[20]
按此，工作的意義，並不僅是被動地回應神的呼召，亦在於其主動帶來迎向末世的轉化；亦因工作為恩賜的發揮提供條件，因此工作本身就是其意義。再者，由於工作乃是
人類生活中的一大部份，它亦為信徒建立品格，邁向成聖的場景。
[21]

  

然而對於非信徒，他們的工作若非「與神同工」，則其意義為何？Volf指出聖靈所信徒身上所作的，亦會以相類的形式作於非信徒身上。按人的本性，人是不會傾向
進行善工的，因此在所有富有工面意義的工作當中，均必然有聖靈的參與。此外，聖靈除了使信徒成聖、並在教會中運行以外，亦積極地維持着人類世界的運作；其終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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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乃是把自然領域  (regnum naturae) 及恩典領域 (regnum
gratiae ) 帶領
到末世的榮耀領域
(
regnum gloriae
) 
當中。
[22]
因此，聖靈的工作亦在非信徒的工作當中佔一席位。
[23]

  

  

 

  

三、信仰與職場的整合

  

3.1 「信仰在職」運動：信仰與職場的整合

  

職場神學按「社會福音」、「平信徒事奉」 (Ministry of the Laity) 及「信仰在職」 (Faith at work) 三個時期發展。在「社會福
音」的階段（ 1890-19
45 ），所
強調的是基督教倫理與社會發展的相關性，在「平信徒事奉」的階段（
1945-1980
），則使平信徒主導、在社會及生命中各個方面的事工，能在教會當局的認許及鼓勵下加以開展。
[24]
縱然這兩階段的動力均已相當地消褪，然而它們卻為
1
980
年代開展的「信仰在職」運動奠下兩項基礎：第一、把基督教信仰，重新帶到公眾領域中；第二、平信徒的角色，被再一次肯定。

  

「信仰在職」運動的起始是一跨宗派陣營（大公教會、基要派、福音派、自由派、靈恩派等）、甚至跨宗教（猶太教、佛教、伊斯蘭教等）信徒，在堂會以
外發起的草根行動。由於涉及的參與者之認信甚為廣泛，並且運動中所提倡的品格塑造於企業有益，故在發展的過程中未受太多阻礙。以基督信仰的參與者而言，他們在
工作處所舉辦查經班、祈禱會、團契小組等活動，以期在職場中的言行均能活出信仰。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不同形式的「信仰在職」團體林立，其中既有非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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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性小組，亦包括一些會員人數萬計的跨國事工（如：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25]

  

另一方面，縱然「信仰在職」運動的蓬勃發展，協助了不少信徒把其職場生活與信仰整合，堂會對職場事工的投入卻並不熱烈，以致教會未能對職場生活發揮作用。其
中的核心原因，乃是有如「論文」中所言，在於欠缺整全的神學。牧者缺乏相關的神學訓練、倫理課程中缺乏對經濟生活的均衡評析、對末世觀及財富觀的極端化理
解（即：或對市場經濟加以輕視及全盤否定，或以「財富福音」的論述建構信心與財富的關係）、並對牧者及平信徒在牧養權責上的絶對性分隔等，並未能有效協助牧
者以訊息或牧養架構照顧信徒在職場上的需要。久而久之，牧者未必敢於談論職場靈性的問題，而信徒亦不會把職場中的困難（包括倫理兩難）帶到堂會中討論，因而形成
了「週日—週一」間的鴻溝。 [26]

  

  

3.2 話語之建立：米勒的整合盒子 (The Integration Box)

  

由於「信仰在職」運動乃是主力由平信徒所發起，平信徒往往感到難以在堂會中就其在職場中所進行的信仰行動作出言說，因此極需要一套相關的描述性的話語架構。
[27]
如此的話語架構，亦有助堂會了解現在職場中信仰實踐的經驗，以作為堂會建構其職場事工時的導引。米勒透過研究「信仰在職」運動的在不同場景中的實作展現，把
其中的整合進路分為四大類，分別為「經驗」、「佈道」、「倫理」與「增潤」；
[28]
其中有部份的群體會聚焦於採用單一進路，亦有群體是從多方面進行信仰與職場整合。
[29]

  

  

  

四、米勒的「整合盒子」與三一職場神學

  

4.1 倫理：父神的創造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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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的整合之進路，涵蓋個人操守、企業及群體倫理、並社會經濟公義等層面。進路的前設，乃是工作與上帝創造秩序的相互關係，並因此而帶來的職場倫理道德要求
。整合的過程中，信徒常感到聖經原則的職場運用並非一蹴即就。[30] 故此，是項進路所要求的整合，需要信徒對基督教倫理的整全理解，以能從行為的原則確當
性、目的所意涵的美善、並在當時場景的恰當性等面向，作出通盤的分析。如此的思維深度，絶非口號式的倫理呼籲所能企及。
[31]

  

本港不同職場的倫理整合建構，均與米勒的觀察相若。胡仕揚從智慧的角度出發，強調合宜的行動，乃是不止於對與錯、善與惡，更在乎於「處境智慧」。[32]
楊錫鏘則以對「道德秩序」的分析為基礎，集中於指出「行善」比「做對」重要。
[33]
華勇的觀點則與胡仕揚相若，強調智慧與確當的兩重考量。他以「等級絶對論」為依據，指出上帝的眾多道德要求，並不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信徒應以按不同價值的相
對序列，有智慧地建構合乎現實的妥協方案。
[34]

  

  

4.2 經驗：父神發出的工作呼召[35]

  

經驗進路所強調的，乃是職場呼召及其意義；其中所言及的意義，包括外顯的社經意義、並內在的屬靈意義。這項進路的強項，在於工作意義的尋覓及發現，乃是無分信
徒與非信徒，因而對相關的討論，對非信徒亦有一定的吸引力。此外，事務支援性崗位及牟利機構中的工作者，相對於個人及社區關顧界別或非牟利機構中的工作者，亦會
更常懷疑他們的工作之長遠意義。職場牧養的其中一項目標，就是使信徒在聖俗絶對分隔的思維中掙脫，並以更廣闊的職場神學，去了解工作的存在性本質及意義。另一
方面，相關的事工亦會協助在不同崗位的工作者，在職場中以分辨的心聆聽上帝的聲音，並尋求上帝對他們的獨特呼召。[36]

  

然而，胡仕揚指出，現代社會的工作者，可能受到不同社會境遇或個人特質的限制，而不一定可以自由地選擇其勞動的方式。[37] 因此，若是在不足夠的導引及屬靈
基礎的情況下，工作者以其「分辨」所得出的「呼召」，可能徒添對現有工作的不滿。郭鴻標所提出的「以服事為使命」，或可以回應這點困難。郭氏指出，上
帝對人所要求的，乃是甘心的服侍，把別人看成「人」看待，並透過高質素的工作成果，使別人得到益處。在別人得着益處的同時，亦因着其中的人際關係，協助別人
重建與神建立關係。 [38] 因
此，職場事工的其中一個向度，乃是叫人看到工作乃是叫神與人同時得到服侍的機遇。

  

  

4.3 佈道：為從基督而來的救贖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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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佈道致力於向工作間中的非信徒介紹耶穌基督，並促成他們與基督建立個人化的關係。採用如此整合的信徒，視職場為實踐「大使命」的機會；其中不少因着「
千禧年前論」的影響，並不太重視工作的恆久價值，而職場亦被約化為「宣教工場」，而其中所遇見的同工、顧客、供應商等，均被視為宣教的對象。[39]
按胡仕揚的觀察，如此的整合模式在教會圈子中廣為接納，亦是職場事工的最主流及傳統的模式。是項的整合模式，亦較能夠與堂會的主要關注相互配合；亦因為其中的理
念複雜程度較低，較為容易讓信徒所理解及實行。
[40]

  

然而，把「職場」過度約化為「宣教工場」，反映不整全的救贖觀。救贖的目的，並不在於把人從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中抽離，乃是要讓人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重
建本該在人以內的「神的型像」，而使人能夠過一個「人性化」的人生。因着對上帝的愛、並與神的屬靈契合，信徒的人生方向、意義、及價值觀得以重整，建
立美德及屬靈的人格。 [41] 透過在世俗中經歷「分別為聖」的信仰，信徒能夠建構起合乎實際而不「離地」的福音講論，職場的佈道才不會成為「講耶穌
」， [42] 而是以個人生命作見證的「道」。

  

  

4.4 增潤：聖靈賦能所帶來的轉化

  

在「增潤」的整合模式中，事工的主要路向乃是針對工作者的內在靈性，強調的乃是聖靈所帶來的修復及轉化。在現今的職場，工作者常會受到精簡人手的威脅，或因
工作者之間的關係而受到傷害；這種整合模式中所強調的禱告、靜修、及支援小組，確能有效提供對應的支援。[43] 然而，這種強調內在生命的職場信仰實踐，反
映了一種「層級性的靈性觀」，亦可以視為中世紀的宗教、政治、經濟的勞動模式三分的重現。
[44]
胡仕揚則按
Paul Stevens
的觀念，指出職場上的經歷，無論正面與否，均是靈性培育的材料。透過適當的導引，信徒能夠察看及回應上帝在不同境遇中的同在及心意，達致靈性成長。
[45]
由此看來，本地所倡議的職場靈性實踐，為職場牧養工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讓聖靈的工作不限於安慰，而擴展到信徒的整全生命轉化。

  

白立德則在上世紀末提出了「七山」的策略，目的在於在不同的領域（包括職場）中，透過聖靈的工作帶來整體性的社會轉化。其中翟辛蒂 (Cindy
Jocabs) 把其中內容
加以補充，為藝術及娛樂、商界、宗教、媒體、教育、家庭、政府所能帶來的轉化提供實際策略，以期以天國價值轉化「七山」，從而帶來社會的整體轉化。
其中在商界方面，翟氏提出以神所賜的財富作為工具，帶來社會的改進，
[46]
並社會經濟模式的改變。
[47]
相較於米勒的策略，「七山」的觀念，更能指出工作（尤其是在工作表面上並無具體社會意義的場景）在社會轉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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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應「洛桑職場事工文件」的「堂會為本職場事工」實作

  

5.1 從三一職場神學評析「整合盒子」

  

「整合盒子」強調的職場倫理考量之內在複雜性，乃是對堂會的恰當提醒。以幾句經文來回應職場中的倫理兩難，充其量只可以說成「聖經倫理」；惟有通過充份
的處境化推論，方可以把聖經智慧發展成回應職場的「基督教倫理」。[48] 然而，處境中的智慧並不等同於原則性的妥協。把職場倫理考量，與父神所訂立的創
造秩序連繫起來，確可強調倫理要求的神聖向度及絶對性，以協助職場信徒應付妥協的誘惑。

  

在呼召的層面，「整合盒子」所意涵的行動，有助打破把不同的職業分為「神聖事奉」與「俗世追求」的迷思；並以合宜的聖經基礎，把工作的屬靈價值加以展現
。 然而，人作為神之創造物的「管家」的觀念需要加以發展，才能有助把職場的呼召，擴展到人際、社會、及自然世界的層面，[49] 以回應人護養世界之責
。此外，把工作視為恩賜發揮的機會，並把工作的本體視為其意義的觀點，亦需要加以發揮，從而為職場召命的教導，引來個人化、顧及聖靈工作、並進展性的意義及
觀點。

  

「整合盒子」中所言之佈道，與大使命有涉，能按基督信仰的核心，處理在人需要認罪悔改的問題。與職場相關的福音宣講策略，有助發展既兼顧基督救贖的獨特性
、並使人感到與生命處遇相符的福音言說。然而，有關工作在信徒成聖方面的意義，尤其是工作把信徒從更新的所是 (being)，發展成上帝所要塑造的形態
(becoming) 
的角色，
[50]
實在要在教會中進一步闡述，以發展出一套回應職場現實的成聖觀。

  

在「增潤」面向的職場與信仰整合，能有效地把聖靈的個人看顧彰顯出來，而這亦有助職場信徒感受到基督信仰與他們生命之間的相連。Paul Stevens 視工
作為成聖旅程的觀念，亦有助處理教會中側重救恩、而輕視成聖的問題。然而，把聖靈的工作侷限於信徒的心理轉化，似乎未能完全回應
Volf
有關聖靈恩賜在工作場景中的應用之相關意念。此外，「七山」的討論有欠具體，其中聖靈的角色表達較為空泛。在進行神學構建的同時，堂會可把「七山」帶來
轉化的過程及果效加以搜集討論，使信徒能具體理解聖靈透過「七山」所作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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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整合盒子」所意涵的堂會行動

  

縱然職場事工的具體運作方式，可能與教會的其他事工並無太多的差別；然而其中所涉及的乃是深層的理念轉變，宣講、裝備、及差遣信徒的各方面，亦因此需要有改動
。 [51] 按以上討論所觸及的神學理論基礎，筆者在此提出「堂會為本職場事工」的五項實作建議：

  

（一） 個別及小組牧養：牧者可以使用個別會面、職場到訪及支持小組等形式，讓職場信徒能分享他們的困難、處理其中所受到傷害，並協助信徒能在困境中，得到個
人的轉化。 [52]

  

（二） 職場信徒欣賞會：在成年、青年團契的特定週會，以職場為主題，欣賞信徒工作對群體、社會、及自然世界的意義，令信徒看到不同的職業，均可以是上帝的
召命。除了肯定既有工作以外，亦可差遣信徒，繼續在職場中實踐其召命，並以不同形式的方法向他人見證基督的救贖。

  

（三） 個案分享研討：透過小組研習以信徒真實經歷改編的倫理個案，協助信徒了解職場倫理的複雜性，亦學習在恰當釋經的前提下，以經文推論出絶對倫理原則的方法：
以期在實際職場倫理場景中，信徒以富有智慧而不妥協原則的方式，應用基督教倫理原則。

  

（四） 教導：以講壇訊息及主日學等形式，探討人在創造的角色、工作的屬靈意義、職場宣教的實現、聖靈在職場中的角色、職場神學的新近發展等課題，以建立整
合而均衡的工作觀。

  

（五） 公開交流分享：透過開放的（甚或包括非信徒的）討論，討論信仰與社會經濟系統的關係、基督教信仰所帶來的社經轉化可能、並信仰及職場整合的具體行動等課
題，在堂會層面建立「從下到上」的信仰省思，並與從「從上而下」的教導中所掌握的神學智慧相互對話，以達致知識共構。[53]

  

然而在中小型堂會，不一定有足夠資源及知識基礎，在短時間發展出能照顧到職場信徒需要的堂會事工。堂會可以透過相關領域的基督教機構，獲取合用資源及其他形式的
協助，以逐步發展其「堂會為本的職場事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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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

  

透過在第一及二節中有關職場事工的三一神學基礎，並第三及四節有關米勒的「整合盒子」的意涵之討論，本文在上節指出若干了符合「洛桑職場事工文件」中之三
一神學的「堂會為本職場事工」實作建議。本文所提出的五項建議，乃是按目前相關事工的發展，並現有的神學理解所建構的，其目的乃是增強信徒對職場與信仰關連
的領會，亦為促進職場神學進一步發展提供材料。[55]

  

本文之職場三一討論亟待深化以外，「堂會為本的職場事工」的其中一大範疇，即與職場事工相關的教會觀，亦因與本文之焦點相關度略次，而未能多加討論。其中教
會的不同功能，包括傳福音、造就、敬拜、及社會關懷等，[56] 能如何與「堂會為本職場事工」的不同行動相對應，乃是其中極需要討論的課題。此外，有
關「聚合的教會」和「分散的教會」的概念，能在何方面豐富相關的職場神學實作，亦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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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iller, God at Work,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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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所身處的社會文化場景與挑戰，與現代甚為不同，而其中所需的轉譯工夫亦甚詎；因此在信徒忙碌的職場生活中，可說是效度有限。

      

[32] 胡仕揚：〈本地職場事工的六種主要模式（二）〉，《職報》2014年第4期（2014年12月），頁3。

      

[33] 楊氏以「物質秩序」、「功能秩序」及「道德秩序」的框架，表述上帝的「創造秩序」。他指出執着於「做對」而忽略「行善」，就是把
按神界定而立的「道德秩序」化約為實用性的「功能秩序」（即着眼於是否可作，而非是否應作）。參： 楊錫鏘：〈由職場倫理到道德秩序（一）〉，
《職報》 2016年第3期（2016年9月
），頁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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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錫鏘：〈由職場倫理到道德秩序（二）〉。《職報》
2016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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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
01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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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頁
5
。
如此的觀點，委實可以防止職場中的律法主義，然而訴諸人的良知，則反倒又落入相對主義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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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其中所表現的，甚至可以說是對「聖俗二分」的重現。有關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的呼召觀與以上勞動模式三分之間的關係（及批判），參：Robert
Kolb, “Called to milk cows and govern kingdoms: Martin Lurther’s teaching on the Christ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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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rdia Journal 
39, no. 2 (Spring 2013), 
133-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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