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DDS 1  

Neo-Assyri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 and Syria-
Palestine 關嘉仁 著

1995年初版／306頁／HK$220（精裝） HK$190（平裝）

本書探討亞述—敘利亞歷史情況，從而對公元前九至八世紀的巴

勒斯坦政局更深入及重新的認識。

JDDS 3  

Being and Knowing: An Examination of T.F. Torrance 
Christological Sciense 楊慶球 著

1996年初版／246頁／HK$140（精裝） 

本書旨在探討近代神學巨擘托倫斯 (T.F. Torrance) 的神學思想，
並指出他的基督論是他整個科學性神學的主幹。   

JDDS 5  

Boasting and Foolishness: A Study of 2 Cor 10, 12-18 
and 11, 1a 黃浩儀 著

1998年初版／256頁／HK$230（精裝）

本書旨在探討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中，將「誇口」及「愚妄」關係化

的因由及其背景。作者認為保羅是因為猶太傳統及神學的影響，而

將「誇口」及「愚妄」加以關聯起來；藉此批評他的反對者的自吹

自擂為「愚妄」。

JDDS 4  

From Christ to Social Practice 伍錦榮 著

1996年初版／240頁／HK$140（精裝）

本書旨在探討三位近代德籍神學家A. R i t s c h，K a r l B a r t h及  J. 
Moltmann 對基督教社會倫理的論述，並指出基督論是基督徒社會
關懷的重要動力及定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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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DS 7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A Study in Galatians 
2:15-21 郭漢成 著

2000年初版／360頁／HK$230（精裝）

本書旨在探討加拉太書第二章前半部有關安提阿事件之記述與二章

15至21節的關係，分析保羅針對在安提阿和加拉太出現的信仰危機
之神學觀點，並展現當時歸信基督的外邦人所面對的困難，以了解

保羅為「福音的真理」毫不妥協地爭辯的因由。

JDDS 8  

Towards an Evangelical Spirituality 廖炳堂 著

2000年初版／260頁／HK$230（精裝）

本文作者以清教徒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的靈修神學為本，探
索出當代福音派靈修神學應持的方向。本書集神學理論和實踐於一

身，亦特別連以儒學，加以研究及討論，是華人牧者值得細讀的好

書。

JDDS 6 

Paul's Purpose in Writing Romans: The Upbuilding of a 
Jewish and Gentil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Rome 
盧龍光 著

1998年初版／538頁／HK$380（精裝）

本書作者嘗試從「保羅新釋」的觀點，結合歷史、文學及社會研究

法，研究保羅寫羅馬書的因由，並指出羅馬書的主要目的乃為說服

在羅馬的基督徒，建立一個猶太與外邦基督徒能彼此接納的基督徒

群體，使保羅在到達羅馬時可以得到支持，前往西班牙傳福音。



JDDS 10

A Study of Akkadian Royal Hymns and Prayers   
邵晨光 著

2002年初版／336頁／HK$230（精裝）

此書以楔形文字文本為基礎，研究古代幾個亞述王朝的禱文與宗教

詩歌，分析並比較兩者的主題、內容、結構、寫作動機，以及禱告

對象等；資料詳盡，分析透辟，有興趣古代近東文學、文化的讀者

不可不讀！

JDDS 11

The Trials of the Christians as Elect Resident Aliens 
and Visiting Strangers in 1 Peter 林日峰 著

2005年初版／464頁／HK$200（精裝）

本書作者從釋經的角度，重新審視了彼得前書收信人的社會階層，

並仔細闡釋「客旅及寄居者」一語的含意，以及當時收信者面對的

逼迫和試煉。

JDDS 9  

A Text-Centered Approach to Old Testament 
Exegesis and The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Book of Isaiah 黃儀章 著

2001年初版／424頁／HK$230（精裝）

作者在書中重新肯定舊約聖經文本的重要性，把近代語言學領域的

新發現和分析方法結合到釋經上，嘗試為舊約釋經、舊約神學建立

以聖經文本為中心的進路。最後，作者以他建立的釋經法讀以賽亞

書，特別從全書不同部分的聚合性、緊湊性及結構布局，引證以賽

亞書寫作結構嚴謹，布局清晰，最終更指向一特定主題─信靠上

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