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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回应神的呼召，成为神的仆人，一生顺从神，牧养祂的羊群、引导祂

的教会，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的大使命，这是荣耀的呼召，也是人生中非

常有价值的投资。  

每一个走上全时间服事的人，都有属于自己挣扎、确认呼召的历程，

能够被接纳进入神学院、毕业，再被年会委派成为传道，然后过五关斩六

将地走过求进过程，无论间中有无波折，都是属灵生命宝贵的经历。  

究竟是什么样的困难，会拦阻新手传道人继续持守最初的呼召？新手

传道人会经历什么挑战与困难险阻？他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摆在前面的困

难？  

期望，本论文可以从那些亲身走过初入职最初五年求进过程的长牧，

凭借自己的经历，再加上十多年到三十多年的牧养经历的所见所闻，给予

新入职传道人一些亲身的经验分享，并且提供宝贵的建议，让蒙主呼召的

人深入思考及反思个人的生命，期望避免新手传道人出师未捷身先死，也

减少新手传道人灰心丧志而郁郁寡欢、颓靡不振、得过且过，或者放弃教

牧身份而中途离队。  

 

欢迎蒙主恩召者加入教牧行列，  

一生服事主基督耶稣！  

祝福 SCAC 的新手传道人靠主，  

一生成为主的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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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所研究的主题是《初牧养三至五年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與因应之

道：  以马來西亚 S C A C  为例》，采取质化研究的深度访谈，设计开放式的

问题，用半结构式的方法对十二位牧养超过十五年的 S C A C 长牧进行访谈。

访谈的内容经过分析、整理，然后与过去相关的文献、理论进行比较，本

研究的发现如下：  

S C A C 这个实施主教制的教会团体，在砂拉越这片宽阔的土地上历经百

多年的岁月，年会的委任部在会督带领之下，每一年对于游行牧者进行委

任，基于其地理环境、风俗民情、语言文化的独特性，新手传道人面对个

人与服事两个层面之内在及外在因素的困难。  

个人内在层面，S C A C 新手传道人面对孤单无援、缺乏自信心、对于教

牧身份模糊不清的困难；个人外在层面则面对家庭被忽略、健康出状况、

经济拮据的困难。外在服事对于新手传道人形成困难的因素包括事工繁多、

工人欠缺、人际关系、办事差异、前朝问题；形成内在服事困难则包括历

练不够、技巧不足、语言障碍、沟通问题、技能欠缺。  

本论文也发现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最重要的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懂得凡事交托，对神存正确的信念，明确知道神的呼召及教牧身份，存正

确的心态服事。新手传道人也需要从神的眼光和圣经的话语看待自己，拥

有健康的自我形象，有积极正面的心态，肯接受装备提升自我，也愿意自

我调节配合服事。至于与他人的关系，新手传道人应当虚心请教于人、接

受督导的指教、寻求多方面的支持团队的支援，并且在无法理解与认同时

仍然顺服在上掌权者。  

牧区堂会可以在心灵层面给予传道人支持，即给予传道人关怀鼓励肯定、

成为传道人的朋友给予陪伴与支持。S C A C 的《法规》给予牧职关系委员

会特别职责，可以成为传道人与会友的桥梁，也代表教会给予新手传道人

物质层面的支援，包括备托事奉所需要的工具、提供经济福利的津贴，补

助传道人事奉技巧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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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尤其是负责教牧各项事宜（神学训练、求进、津贴、进修、安息、

假期、退休）的牧职部，可以加强神学训练在于神学生知识与灵性操练 /品

格塑造这两方面的平衡。当新手传道人入职后，牧职部可以继续提供装备

课程训练新手传道人，并且鼓励他们持续阅读，不断接受装备提升自我。

牧职部在新手传道人求进成为长牧的过程中，可以安排督导陪伴和指引新

手传道人，并且鼓励他们也勇敢敞开自己，与人交心，建立多方面的支援

团队。至于求进制度，牧职部可以发挥其原本精神，提供投票者机会认识

新手传道人，一旦求进不过，则清楚指示求进者应当如何改进，预备之后

的求进旅程。  

 

關鍵字：新手传道人，求进，困难、因应之道、督导、支持团队、虚心请

教、谦卑顺服、教牧职责，与神的关系，与己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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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诸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研究背景）  

 

根据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以下简称 S C A C ）于

2 0 2 1 年 1 1 月 2 3 至 2 5 日的第四十六届年议会之报告， S C A C 有 1 0 8

间堂会，二十一间布道所；由 2 2 2 名牧职人员牧养。在这 2 2 2 名牧

职人员当中，有 1 2 5 名长牧（年议会正式会员），及九十七名副

牧，试用传道，或者本处传道（非年议会正式会员）。  

S C A C 共分十一个教区，每个教区由至少十间，最多十六间堂会或

布道所组成。 S C A C 属下的堂会五花八门，以会友人数分类，堂会分

大型（会友达至 8 0 0 或者 1 0 0 0 人以上），中型（4 0 0 或者 5 0 0 左

右的会友）及小型（ 2 0 0 人以下）；在行政架构上，堂会与布道所亦

有分别；在地理位置方面，砂拉越占地为全国之首，每个教区都有其

不同的发展与文化传统，即使在同一个教区之内的堂会，也因着居民

的多寡及其基本设施的发展而又分为乡区教会，小镇教会，城市教

会；在文化方面，虽然同样是华人教会，可是又因着方言的不同分为

以客家人为主的教会，福州人为主的教会，兴化人为主的教会，每一

个群组都有其显著的特色与不同。除了各堂会本身的区别，每间教会

还因着其参与的外展宣教事工而要求传道人掌握不同的语言，比如负

责以马来西亚官方语言（简称国语）带领聚会的事工，进入乡区进行

的伊班人长屋事工，到内陆进行的本南族事工，工业区的印尼劳工事

工，或者城市的印尼及菲律宾女佣团契事工。简而言之，1 2 9 间堂会

和布道所都各具特色，故此，传道人无论被派到任何一间堂会或者布

道所，都需要重新适应当地的文化与传统，往往就像宣教士一样，面

对文化冲击，需要有跨文化宣教的预备心。  

论地理位置，砂拉越是马来西亚占地最广的州属，简化分为南

砂，中砂及北砂，每一区之间的交通非常不便利，比如，从南砂前往

北砂，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就是飞机。即使从南砂到中砂，陆路交通工

具也十分费时费力，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可见，当传道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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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A C 游行制度之下，一旦被委派到家乡以外的教会牧养，就真的犹

如宣教士般，与家人‘执手相对泪眼，念去去千里烟波楚天阔’了。

传道人被派到任何一个家乡之外的教会，也必定得经历文化的冲击，

缺乏支持系统的困境。  

根据 S C A C 在 2 0 2 1 年的年议会之报告显示，2 2 2 名传道人需要牧

养 1 1 7 , 3 2 0 名会众，平均一个人需要牧养 5 3 0 名会众。由此可知，

每一个传道人都肩负重任，单单探访和主持喜事丧事，就相当消耗精

力。有些地区，由于传道人不够派，一个人需要负责两间小堂会，或

者至少得在负责的小堂会之外兼任一间布道所，而每一间堂会都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各年龄层的团契都兼备，可见传道人的工作量之大。  

S C A C 属下的传道人需要按照法规要求进行牧职的求进。从神学院

毕业后的神学生，经过一年的牧养，可以求进成为试用传道；以试用

传道的身份牧养两年后，可以求进成为副牧；经过两年的副牧生涯，

就可以求进成为年议会正式会员，即长牧。间中，一个传道人除了通

过《法规》考试、呈交指定的阅读报告、自我评估表，还需要过五关

斩六将，得到牧养的教会之执事会在牧区议会中举荐，再由教区牧职

执行会举荐，之后被牧职部以多数票通过了，才会被牧职会议召见，

进行面试，他得获得多数票通过（每一个求进阶段的通过票数皆有

别），才会接受会督在年议会的按立礼拜中之按立。  

 

第二节   研究目的  

 

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传道人，在正式上工场，进行牧养的工作，

难免遇见各种困难，比如，行政，人际关系，自我存在感，个人成就

感，两性关系，支持系统的缺乏。按照 S C A C 的制度，传道人需要接

受年议会委任部每一年的委任，被派到有需要其恩赐或者身份的地

方，故此传道人是每一年都需要接受委派。举例子来说，某个长牧退

休或生病，按照该堂会的会友人数，需要委任另外一个长牧担任主理

牧师，所以，某个长牧就从另外一个教会被调，其本来的位置就需要

再派某个人接替，依此类推，每一年的委任都会有相当幅度的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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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传道人也面对搬迁的劳累，分离的不舍，以及迁移到新地方的适

应，有家庭的传道人则面对更多生活各层面的调适。  

按照 S C A C 的法规，传道人的求进需要经过许多层面的评估和鉴

定，在这段求进过程中，传道人难免因着处理教会行政，或者处理冲

突引发的人际关系问题，感情困扰，缺乏支持系统的孤单无援而灰心

丧志，传道人或者伤痕累累，而导致勉强拖着服侍，或者干脆离开牧

养行列。如此一来，对教会造成损失，也使得传道人负伤，严重的甚

至影响在其后来献身者踏出回应呼召的第一步。有鉴于此，研究《初

牧养三至五年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與因应之道：  以马來西亚 S C A C  

为例》之课题是需要的，期望减低传道人的流失率，也为教会提供一

批健康，喜乐，勇敢的传道人，持续他们牧养的道路。  

本研究希望研究的课题如下：  

一、从访谈对象收集资料，整理 S C A C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并且

探讨其可能性的成因，盼望成为预备披甲上阵的新手传道人之参

考。  

二、从文献探讨，比对受访者的亲身经历，向 S C A C 新手传道人提出

因应之道，期望可以减低新兵伤亡率。  

三、探讨 S C A C 的牧区堂会与年会层面可以如何支援初入职的新手传

道人，预备他们成为健康的牧者，可以长久地服事。  

 

第三节    名词释义  

 

一、 S C A C  

‘ S C A C’是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的简称，是马来

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其中一个年议会，主要媒介是华语，会友人数

1 1 7 , 3 2 0 人，2 0 2 1 年的全职传道人有 2 2 2 人。  

 

二、副牧  

按照 S C A C 的牧职求进制度，神学院毕业后服事一年者可以求进

成为‘试用传道’，两年后求进成为‘副牧’，两年后才可求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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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每一次的求进都得经过教区的牧职执行会四分三多数票通过，

另外，通过法规考试，然后在牧职部及年会的牧职会议得到四分三多

数票的通过。‘试用传道’与‘副牧’，两者都是 M i n i s t e r  o n  

T r i a l，并非年会正式成员。‘副牧’不能主持圣餐，除非经过会督特

别授权，方可为自己所代理的堂会主持圣餐。  

 

三、长牧  

长牧是年议会正式的游行牧者，在年议会中享有投票权及担任职

分。长牧因着选举及按立，与年议会所有游行牧者有特殊的契约，共

同履行教牧职职责及维持在契约中所订之教牧标准。长牧每一年得在

牧职会议中得到其他长牧投票通过其品行，方可继续被委派。  

 

四、三至五年  

本文探讨牧养‘三至五年’的传道人所面对的困难与应对，主要

原因是因为牧养到第三年就可以求进成为副牧（等同于试用长牧），

第五年则可以求进成为长牧，也就是年议会正式会员。如若一切顺

利，‘三至五年’就是一个新手传道人的试用期，一旦被通过按立为

长牧，就是加入一个立约的团体，终其一生都是‘牧师’了。  

 

第四节   研究限制  

 

一、本文只探讨 S C A C 制度之下‘三至五年’的新手传道人，不包括

其他年议会或者其他宗派的传道人。  

二、本文之探讨受限于访谈对象之背景，教育，被委派之牧养地点，

以及在其之上有否长牧或者主理牧师。当然，访谈对象本身年会

层面所担任过的职位（会督 / 会长、教区长、各部主席、牧职部

部员、神学院院长），以及在其周遭所遇到的传道人的经历，也

会影响他所提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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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探讨  

 

文献探讨的目的是为研究主题提供当代概论性的资料，作为论文

研究的理论基础。 1本研究主题是以 S C A C 为例，探讨初牧养三到五年

的传道人面对的困难与因应之道，以下从圣经及教牧职责探讨相关议

题。  

 

第一节  从圣经人物看传道人所面对的挑战與因应之道  

    

本段以旧约的摩西与约书亚，新约的保罗和提摩太为探讨对象。

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进入应许地，一个带领百姓出埃及，

一个带领百姓攻入迦南地。保罗是第一位外邦人使徒，而提摩太则是

他宣教旅程的果子（父亲是希腊人）。这两组人物有个明显的相近

处：领袖的培育及传承，以及所被差往之地的‘未可知’。而且，无

论是摩西这位一代领袖，作为约书亚的前辈领袖；或者是保罗这位伟

大的使徒，作为提摩太的属灵父亲，摩西与保罗曾经都与约书亚及提

摩太一样，走过‘新手领袖’的道路。  

 

一、摩西  

摩西堪称一代领袖 2，带领六十万以色列百姓（单单算男丁数目）

离开当时的军事强国埃及，一路历经各种磨难，前往神应许给他们祖

先的流奶与蜜之地。摩西从小在当代的军事强国——埃及王宫接受埃

及王子的教育 3，可谓拥有丰富的资源及开阔的眼界 4。之后，因着杀

                                                           
1 Jose L. Galvan， Writing Literature Review：Guide for students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ur Science

（Los Angeles， C A：Pyrczak，1993），13. 
2【申 34:10-12】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

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3 【出 2:10】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她的儿子。她给孩子起名叫摩

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4 【徒 7:20-22】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

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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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埃及人东窗事发，逃亡到米甸 5，经历四十年的牧羊人生活 6。当摩

西被神在火烧的荆棘中呼召时 7，他几番推辞 8，最终回应神的呼召，

成为神使用的伟大领袖，成功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前往应许之

地。  

 

（一）摩西所面对的困难  

 

1 .自信心的欠缺：  

出三 1 1‘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

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他还一而再提到自己是个拙口笨舌的人 9，

传道人难免觉得自己才干不足，经验不够，或者各方面条件都比不上

旁人，甚至怀疑神怎么会呼召自己这么软弱的人。  

 

2 .  信心经受考验：  

摩西去向法老传递神的话，百姓反而受到比较之前更大的苦待，

出七至十一记载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前的十灾，出十四 5 - 2 9 记载出埃

及后，埃及法老携同强大的军队向以色列人逼近，摩西的信心面对多

番的考验。传道人在服侍的道路上肯定需要经历信心的考验。  

 

3 .百姓怨言相向：  

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神使用十灾带领他们顺利出埃及，也经历云

柱、火柱指引道路，甚至还经历了过红海的神迹，可是，他们却仍然

                                                           
5 【出 2:11-15】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

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

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

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

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6 【出 3:1】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 神的山，

就是何烈山。【徒 7:30】“过了四十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

现。 
7 出三 2-10。 
8 出三 11、13；四 1、10、13。 
9 【出 4:10】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

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出 6:12】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

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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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注目环境，一旦不顺心，就口出埋怨 10。传道人在服侍生涯里，难

免遇到会众的投诉、指控、谗言，甚至以怨报德之辈。  

 

4 .百姓顽梗悖逆：  

出十六 1 9 - 2 0 百姓收取多余的吗那，第二天生虫发臭；出十六

2 5 - 2 8，百姓在安息日出去寻找吗那不果。出三十二章，百姓因为不

见摩西下山，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像在前面引路。民二十五 1 -

9，百姓在什亭与摩押女子起淫乱，吃她们的祭物，拜她们的神，与

巴力毗珥连合，结果有二万四千人因瘟疫而死。传道人在服侍中难免

遇到屡教不改，顽固不听劝之辈。  

 

5 .遭遇背叛之痛：  

摩西遭遇至亲的诽谤 11，亚伦与米利暗还挑战摩西从神领受的权

柄。 12民十六，可拉一党的人公然挑战与攻击摩西 13，最终可拉一党的

人被神刑罚，全部灭亡。 14次日，会众却因此事又再次攻击摩西。传

道人在事奉中也会遇到家人、同工、会众的误解，伤害。  

 

（二）摩西的因应之道  

 

1 .顺服神，与神的亲密关系：  

出七 1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

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摩西接受了神的托付后，与神有非常亲密的

关系 15，神晓喻摩西的 16，他都遵行， 17也带领百姓遵行。民十二 8

                                                           
10出十五 22-25；出十六 2-12；出十七 1-6；民十三 16-33；十四 1-5；民十四 10-38；民二十 1-

11；民二十一 4-9 
11 【民 12:1】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 
12 【民 12:2】“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13 【民 16:19】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

现。 
14【民 16:31-33】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

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地坠落阴间，地口在他

们上头照旧合闭，他们就从会中灭亡。 
15 神呼唤摩西上山，唯有摩西可以亲近神：出十九 3、20；二十 21；二十四 1-2、12、15、18；

三十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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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

像。’出三十三 1 1‘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

一般。’出三十四 2 8 - 3 5 记载摩西领受十诫，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

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下西奈山的时候，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

就发了光。’当摩西与百姓说话时，需要用帕子蒙脸（出三十四

3 3、 3 5），因为百姓怕挨近他（出三十四 3 0）。传道人在服侍中难

免困难重重，需要与神保持紧密的关系，如同摩西一般喜爱亲近神，

甚至四十昼夜禁食在神面前，随时随地求告神，依靠神来面对困难、

处理问题，并且忠心传达神的话语，完成神的托付。  

 

2 .清楚的呼召，目标准确：  

摩西清楚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神应许之地，故

此，即使在旅程中发生好几次百姓悖逆、发怨言、甚至攻击摩西、怨

渎神而遭神发怒要灭绝百姓的事件，摩西都因着呼召清楚、目标明

确，一而再地为了完成神的托付而为百姓代求、继续带领百姓向前

走。出三十二 1 - 3 5，神因百姓造金牛犊而发怒要灭绝他们，让摩西

的后裔成为大国， 18可是，摩西却为百姓求神赦免 19，他知道百姓犯的

是大罪 20，甚至宁愿牺牲自己也愿意为他们赎罪 21。传道人在面对困难

时，切记最初的呼召，回到初心，可以看清楚方向，迈开步伐朝正确

的目标前进。  

 

 

                                                                                                                                                                       
16 出三十 11、17、22、34；三十一 1、12、18。 
17 【民 12:7】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18 【出 32:7】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

败坏了。【出 32:9】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出 32:10】你且由

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19 【出 32:11-13】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 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

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

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

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记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

远承受为业。’” 
20 【出 32:30】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

可以为你们赎罪。” 
21 【出 32:32】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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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工团队：  

出四 1 0 摩西自谦拙口笨舌，出四 1 5 神派亚伦补足之。出十七 9 -

1 4，亚伦和户珥支撑摩西发酸的手，令摩西能够一直稳住直到日落，

结果约书亚成功打败亚玛力人。传道人实在需要并肩作战的同工团

队，一起奔跑事奉的道路。出十八 5 - 2 4 叶忒罗借给摩西耳朵、也向

摩西提出宝贵的建议，让摩西将责任下放，设立同当重任者，避免百

姓和摩西过于疲惫。传道人也需要叶忒罗这样拥有聆听的耳朵，并且

愿意适时地点出传道人的盲点区。  

 

二、约书亚  

民二十七 1 2 - 2 3，神告诉摩西，他快将离世，摩西问及他的接班

人，神拣选了约书亚 22。约书亚起初不过是个默默跟随在摩西身侧的

帮手，后来却成为摩西的接班人 23，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神应许的迦

南地，在战事上军功显赫。  

 

（一）约书亚面对的困难  

 

1 .与出色伟大的领袖攀比：  

不论约书亚自己，或者是百姓，肯定会把新的领袖与旧有的领袖

做出对比，可想而知，约书亚肩负的担子，心中的压力肯定不小。这

就是为什么在申三十一，神与摩西都嘱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要惧

怕，神必与他同在（申三十一 7、 8、 2 3）。书一，神再三嘱咐约书

亚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神必不撇下他，与他同在（书一 5 、

6、7、9），连百姓也如此说：你只要刚强壮胆（书一 1 8）。传道人

难免被领袖与会众将自己与上一届牧者攀比，甚至传道人自己也不可

幸免与出色的领袖攀比而压力重重。  

 

                                                           
22 【民 27:18-20】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

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

会众都听从他。 
23 摩西在尼波山死後，【申 34:9】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

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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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靠经验而失败：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打坚固的耶利哥城，一举拿下，可是却

在攻打弱小的艾城被杀得溃不成军。每一次攻打迦南地各部，都是一

个新的体验，每一次都应该继续依靠神带领，听从神的指示，否则后

果严重。约书亚面对基遍人求结盟，没有询问神，结果受骗上当。传

道人的服侍实在是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  

 

（二）约书亚的因应之道  

 

1 .信靠顺服神：  

约书亚完全听从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百姓走过涨潮的约旦河、

立石头为记号、行割礼、用奇特的方式攻打耶利哥城，约书亚得到神

在人前尊他为大（书三 7；四 1 4，六 2 7）。虽然约书亚在世时，以

色列百姓未攻打下全部迦南地，可是，他仍然依照神的吩咐，将地分

给以色列各支派 24，这种信靠顺服实在成为传道人的榜样。  

 

2 .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为指引：  

神吩咐约书亚昼夜思想，并且谨守遵行律法书以致凡事亨通 25，书

八 3 0 - 3 5 ，约书亚确实带领百姓尊奉神的话语，并且在他们面前宣

读。书二十四 2 3 - 2 8，约书亚临终前，也是慎重地交代以色列领袖千

万得谨记神的律法，他所说的正如神在呼召他接替摩西时嘱咐他的：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

偏离左右’（书 2 3 : 6 ）。传道人当以神的话语为行事为人的指标，

让神的话语成为其指引。  

 

 

                                                           
24 【书 13:1】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书

13:6-7】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玛音，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

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

个支派和玛拿西半个支派为业。” 【书 18:10】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拈阄。约

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 
25 【书 1:8】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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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从在上神所设立的领袖：  

约书亚顺从摩西，按照摩西的话去行 26；而且他还愿意忠心跟随在

摩西身侧学习 27。虽然约书亚曾经因为年轻不够辨识能力，误把以色

列百姓在金牛犊前载歌载舞错认为是打仗的声音 28，也曾经为了摩西

而嫉妒那七十个受感说话的长老 29，可是，约书亚却成长得非常快

速。他兢兢业业随行在摩西这位一代领袖身边，又忠心照摩西的话去

行，所以，在十二个前往迦南地的探子里面，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两人

报告正面的消息 30，也因此，只有他们两人成为当代以色列百姓中能

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男丁 31。书八 3 0 - 3 5，约书亚仍然谨遵摩西生

前按照神的吩咐所教导约书亚的话，书十一 1 5‘耶和华怎样吩咐他

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

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传道人应该顺服神所设立

的领袖，与其配搭同工，听从其引导。  

 

 

 

 

                                                           
26 【出 17:9-10】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手里要

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

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 
27 【出 33:11】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惟有他的

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民 11:28】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

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28 【出 32:17-18】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争战的声音。”摩

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

音。” 
29 【民 11:27-29】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

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

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

上。” 
30 【民 14:6】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民 14:7】对

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民 14:8】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

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民 14:9】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

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31 【民 14:28-30】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

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

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惟有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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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罗  

从保罗的自述 32、使徒行传作者的记载 33、亚拿尼亚和大马士革会

堂众人的陈述 34，都让我们看到保罗曾逼迫基督徒。正当保罗从大祭

司得权柄，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和捆绑基督徒下监时，却遇到主耶稣向

他显现。保罗因大光而眼睛失明，三天后，神差亚拿尼亚前去医治

他。保罗视觉恢复，领受圣灵，并且受洗，从此后开始了忠心教导主

道，勇敢传讲基督的旅程。  

 

（一）保罗面对的困难  

 

1 .身份受怀疑：  

由于保罗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执行者，所以当他蒙召传讲基督

时，他的身份却是备受怀疑。亚拿尼亚 35、会堂里听他讲道者 36，无不

对他的身份起疑。林后十二、帖后二，保罗使徒的身份也受到假师傅

的挑战（林前九）。初出茅庐的传道人难免经历呼召的确定、身份的

质疑、权柄受挑战的问题。  

 

2 .为福音受逼迫 37：  

自从保罗开始传讲基督，就遭到犹太人，尤其是宗教领袖的迫

害，使徒行传多处记载他们要谋杀保罗，徒二十三谋杀保罗的计谋被

其外甥告知千夫长而破，徒二十五埋伏谋杀保罗的计谋因非斯都决定

亲往凯撒利亚而告破灭。除外，保罗下监、被打也非稀罕事。保罗的

                                                           
32 徒 22：19-20；23：3-5；26：10-12 
33 徒 8：3；9：1-2 
34 徒 9：13-14、21 
35 【徒 9:13-14】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

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36 【徒 9:19-21】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

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37【林后 11:23-28】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

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

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

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

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

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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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旅程也遭遇危及性命之事，徒二十七的船难、徒二十八被毒蛇所

伤。传道人的服侍虽然不至于像保罗那样有性命之危，却也不乏行程

匆忙、过多压力重担而影响健康。  

 

3 .同工团队意见相左：  

徒十五 3 7 - 4 0 ，保罗与巴拿巴因着要否带着马可同行而分道扬

镳。传道人难免遇到同工持不同见解，站不同立场。  

 

（二）保罗的因应之道  

 

1 .顺服神，与神的关系亲密：  

保罗非常顺服神，容许神介入并且改变他的计划，然后跟从圣灵

指示，前往马其顿去。 38保罗面对服侍中的困境，都从神直接领受话

语，徒十八主应许与保罗同在，让他只管讲。 39徒二十三 1 1‘当夜，

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

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徒二十七保罗在船难中也异常坚信

徒们必性命无忧，因为神的使者告诉保罗他必在凯撒面前为主作见

证。 40传道人当持守与神的亲密关系，并且切记时刻顺服神。  

 

2 .呼召清楚，忠心持守：  

徒九，主打发亚拿尼亚去见保罗时清楚指出保罗为神拣选，要在

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 41主也清楚告诉保罗：

                                                           
38 【徒 16:6】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每

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

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

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39 【徒 18:9-11】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

的道教训他们。 
40 【徒 27:22-24】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惟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

所侍奉的 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

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41 【徒 9:15-16】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

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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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42保罗一生持守这呼召，没有

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徒二十六 1 9 - 2 0）。徒二十一

1 0 - 1 4，先知亚迦布预言保罗去耶路撒冷要被捆绑，可是保罗表示即

使死也愿意。保罗不止没有因着犹太人密谋杀害他退缩，甚至被送到

官府面前，仍然勇敢传讲基督（徒二十四面对巡抚，徒二十五面对非

斯都，徒二十六面对亚基帕王），甚至勇敢上告凯胜。保罗在罗马城

聚集犹太人的首领，勇敢地向他们传讲基督，接连两年都接待凡来见

他的人，向他们传讲基督。 43传道人一旦有清楚的呼召，才能不畏惧

强权威胁，坚持在事奉的道路上勇往向前。  

 

3 .同工团队：  

保罗初出茅庐，被其他基督门徒拒绝，幸得巴拿巴引荐。 44保罗的

服侍一直都有同工团队，徒十六记载他另外一个同工西拉，与他半夜

在监狱中赞美，最后带领狱卒全家信主洗礼；徒十八记载百基拉夫妇

也和保罗一起制造帐篷为业，之后一起动身往叙利亚。另外，保罗书

信也随手拈来就是其同工的名字。传道人也需要同工团队彼此扶持，

同奔事奉的道路。  

 

四、提摩太  

徒十六 1 - 3 首次提到提摩太，他应是保罗之前在特庇与路司得宣

教的果子，经文指出他是保罗的门徒，母亲是一名信主之犹太妇人，

父亲却是希利尼人。提摩太是外祖母罗以和母亲友尼基之後第三代的

基督徒（提後一 5）。提摩太为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称赞，於保罗

                                                           
42 【徒 22:21】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徒 26:16-18】你起

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

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

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起

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43 【徒 28:30-31】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

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44 【徒 9:26-28】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惟有巴拿

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

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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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中，在路司得成为保罗的同伴和助手。之后常常成

为保罗的信差（林前四 1 7；帖前三 2 - 6）。  

 

（一）提摩太面对的困难  

 

1 .年轻缺乏经验：  

提前四 1 2 - 1 6，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他年轻，总要

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保罗也教导

他传道人当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殷勤、

专心、恒心去作，使众人看出他的长进来。提后一 6 - 1 4，保罗又提

醒提摩太不以福音为耻，不怕为福音受苦，因为神赐的不是胆怯的

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传道人年轻缺乏经验往往成为步入

事奉工场的挑战。  

 

2 .身体软弱：  

提前五 2 3 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

用点酒。传道人健康欠佳是事奉上的挑战。  

 

3 .教会的外忧内患：  

提摩太前后书不难看到保罗嘱咐提摩太如何防备教会假师傅假教

师，也要懂得如何劝诫、教导教会内形形色色的会众。传道人面对不

同的会众，层出不穷的异端邪说，确实为牧养的大挑战。  

 

（二）提摩太的因应之道  

 

1 .谦卑受教：  

保罗称提摩太为‘我所亲爱的儿子’（林前四 1 7），‘因信主作

我真儿子的’（提前一 2）。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对于提摩太的诸多

教导（提前三教导他如何选监督和执事，提前五教导他如何牧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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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会众），可见保罗极度用心培养提摩太成为下一代领袖。传道

人需要谦虚接受前辈的门淘，让自己成长成熟，足挑牧养重任。  

 

2）忠心尽责：  

保罗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以後，提摩太随之前往欧洲。保罗决定

往雅典去的时候，便把西拉和提摩太留在庇哩亚进一步建立教会（徒

十 七 1 4 ） ； 提 摩 太 和 西 拉 後 来 在 哥 林 多 再 与 保 罗 会 合 （ 徒 十 八

5）。提摩太其後在保罗的第三次旅程中，与保罗一同出现在以弗所

（徒十九 2 2）；保罗又在那里打发以拉都和提摩太，在他以前往马

其顿去。最後提及提摩太的经文见於徒二十 4，他与保罗一起把捐献

带给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当保罗坐牢的时候，提摩太与他同在罗

马（腓一 1；二 1 9；西一 1；门 1）。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时，说没

有别人像提摩太那样与他同心（腓二 1 9 - 2 0）。传道人当在所派得的

位分上尽忠职守（林前四 2），如此才有望成为‘那忠心能教导别人

的人’（提后二 2）。  

 

小结  

 

作为本段的结论，摩西、约书亚、保罗、提摩太，虽然所面对的

问题不尽相同，可是不外乎归类为：  

第一、个人缺乏事奉历练导致自信心不足；  

第二、人际关系引发的问题；  

第三、环境引致的困难。  

 

摩西与保罗的因应之道非常接近，可以归纳为：  

第一、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第二、清楚从神而来的呼召；  

第三、同工团队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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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与提摩太两人有‘师父’带着他们，作为‘学徒’、‘弟

子’，他们两人身上明显可见的相似之处是：  

第一、谦卑受教；  

第二、顺服在上的权柄；  

第三、尽忠职守完成托付。  

 

以下用图表做出小结。  

 

表 2 - 1 从圣经人物看新手领袖的因应之道（小结）  

 

与神的关系 灵性操练 与神关系亲密，确定神的呼召 

与己的关系 品格塑造 顺服在上掌权，谦卑受教于人 

与人的关系 品格彰显 尽上教牧职责，忠心完成托付 
 

 

图 2-1 从圣经人物看新手领袖的因应之道（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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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从圣经人物看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  

 

 
 

 

第二节  从教牧职责看传道人所面对的挑战與因应之道  

 

圣经不论新、旧约中并没有‘教牧’一词，这个词源自贝德特

（D . N . B e r d o t ）首先采用，之后安保罗（ P a u l  A n t o n ）则将提前、

提后及提多书，称为‘教牧书信’。 45翁性证在其论文《传承时刻：

年轻传道人接棒的挑战》，指出  

负责教牧性相关工作的人乃一群领受特别呼召的服侍者，包含

在教会中的事奉者、受教会差派的事奉者、或者福音机构的事奉

者 46，  

本文乃探讨在教会的事奉者，所做的是一种‘牧养的职事’，需要具

备牧者心肠，且这样的职事不只是一种职务，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生

命。 47本段从教牧职责来谈其困难与因应之道。  

                                                           
45 周天和，《中文聖經註釋第三十八卷：提摩太前書》（香港：基督教文藝，1988），119。 
46 翁性证，《传承时刻：年轻传道人接棒的挑战》（硕士论文，台北浸信会神学院，2020），

4。 
47 瑟格勒（Franklin M，Segler），《教牧学要义》，（萧维元译，香港：浸信會，1985），

66。在犹太教或是东正教，这些事奉者被称为‘祭司’，天主教则为‘神父’、‘主教’、

‘大主教’或最高的‘教皇’。在基督新教中，包含‘监督’、‘长老’或‘牧師’，都是称

呼在教会进行教牧性相关工作的教会领袖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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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牧职责  

韦 利 蒙 认 为 ： 牧 职 不 是 职 业 （ p r o f e s s s i o n ） ， 而 是 召 命

（ v o c a t i o n ），人们要成为牧者，必须蒙召。 48张有光引用耶二十

三，也说：若不是出于神的选召，就不是神所托付的牧者，不但得不

到神的祝福，更要受咒诅。作神的牧人必须有神的呼召，否则就不能

接受教牧职分。 49蒙召者必须有像神一样迫切的心肠，如摩西就求神

兴起一个接班人，可以治理和引导会众（民二十七 1 6 - 1 7）。麦卡瑟

认为：牧師（ p a s t o r）的意思就是  ‘牧人’（ s h e p h e r d），本身就

是个适切的意象，因为牧人引领、喂食、养育、安慰、纠正、并且保

护。 50故此，牧者在他所牧养的羊群中有重要的地位，且有十分密切

的关系。神历世历代呼召牧人引导牧养祂的羊群（赛四十 1 1；诗七

十八 7 2）。瑟格勒认为神选召的牧者必须熟悉羊群、爱护羊群，并

且为他们舍命。 51从旧约经文看出神是大牧者，新约经文则看出主耶

稣就是那大牧者 52，而牧者的托付来自于神。苏文隆从字典解释牧者

的意义：《希伯来文英词典》指统治者、牧人；《旧约神学词典》指

牧羊人；《新约希腊文中文词典》指教会领导者；《新约神学字典》

指领袖、统治者、司令官。他称：  

牧者不但从经济文化而言是指牧人；从政治观点也是指政治领

导者、贵族、君王；从宗教角度更是指弥赛亚耶稣及教会领袖。 53 

在旧约中，神设立的牧者就是君王、先知、祭司等领袖，在新约中神

所设立的牧者在教会中的职分，则有长老、监督和牧师等。 54牧者从

神领受权柄，并从神领受职责：牧养（包括管理）、教导（包括劝

                                                           
48韦利蒙（Willimon，H. William），《牧养，就是回到原点：再思牧养职事的召命》（Pastor：

the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the Ordained Ministry ）（陈永财译，香港：基道，2018），导论。 
49 张有光，《无愧的工人》（香港：宣道，1987），16。 
50 约翰.麦卡瑟（MacArthur，John），《圣经教牧学》（How to Shepherd Biblically），（蔡蓓、

蒋虹嘉译，美国：麦种，2019），前言，13。 
51 瑟格勒，162。 
52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就列出自己身体力行的原则：认识羊群、引导前路、喂养群羊、舍命保

护。苏文隆，《牧养事奉的艺术—后现代事奉者的全人发展》（台北：基督使者协会，

2008）。19-20。 
53 同上， 7。 
54 同上，27。保罗在以弗所书四 12-16 列出新约圣经对牧养教会很重要的原则：牧师的责任除

了关怀、喂养、领导、保护，也是负责教导、装备羊群成长者。长老和监督都是督导者，其职

分负责牧养，保护群羊避免异端与错误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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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及守望（包括警戒）。 55J a m e s  F .  S t i t z i n g e r 认为教牧的角色是

多元化和多重性的。他归纳新约中教会领袖的职分，指出最明确的划

分有：长老、监督、牧师、传道、教师，而这间中有许多重叠之处。

整体而言，他认为新约时代教会领袖的责任都集于‘牧师’这个职

分，包括‘传道、监督和牧养’。  56曾立华指出，传统上教牧职分包

括 三 个 P ： 祭 司 （ P r i e s t ） 、 先 知 （ P r o p h e t ） 、 宣 道 者

（ P r e a c h e r ）；因时代转变，今日教牧的角色比以前复杂许多，已

远远超过传统上的三个 P。 57J a c k s o n  W .  C a r r o l l 则认为，尽管教牧

因着所处的年代不同，在不同事工上所花费的时间比重有改变，但是

教牧主要的工作几乎没有改变，这些工作包括：‘讲道、带领聚会、

教导、教牧辅导以及行政的工作’。 58 

综合以上的讨论，尽管牧者的职责多不胜数，总离不开传神话

语、引导主羊、带领教会。从文献阅读，以及个人服事的经验，试将

教牧职责所面对的困难归纳为以下三方面：传神话语之挑战、引导主

羊的辛劳、领导技能的缺乏。  

 

二、教牧职责所面对的困难  

 

表 2 - 2 教牧职责所面对的困难  

 

教牧职责的困难  

传神话语之挑战  

引导主羊之辛劳  

领导技能的缺乏  

 

                                                           
55 苏文隆，10-12。 
56 James F. Stitzinger，“Pastor Ministry in History” in Rediscovering Pastoral Ministry：Shaping 

Contemporary Ministry with Biblical Mandates（ed. John McArthur Jr.，Richard L. Mayhue，and 

Robert L. Thomas；Dallas， TX：Word Publishing，1995 ），39-40. 
57 曾立华，《教牧学导论》（香港：天道，2011），10。 
58 Jackson W. Carroll，God‘s Potters ：Pastoral Leadership and the Shaping of Congregations（Grand 

Rapids，MI：William B. Eerdmans，200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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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职责延伸出来的困难  

牧职过于多元化  

淡忘起初的呼召  

忙致压力及倦怠  

 

（一）传神话语之挑战  

麦卡瑟指出：  

在指派给牧师的各样职责中，讲道是首要的职责，其重要性超

过其余的。 59 

难怪保罗对提摩太反复强调讲道的重要性（提后四 1 - 4；提前四 1 3 -

1 4；1 6；五 1 7）。查尔斯 .杰弗森也说：  

就算对于牧羊人和他们的工作最不熟悉的人都知道，喂养羊群

是牧羊人一个基本的职责。羊群没有办法喂自己，也不能自己找

水喝。羊群必须被带到水边和草地。…一切都取决于适当地喂养

羊群。…不然他们会瘦弱和生病，… 60 

讲道喂养的重要可见一斑。  

难怪约翰 .斯托得所说：  

解经讲道是一个最严格的专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它才如此

稀少。只有那些准备要跟从使徒榜样的人才会从事它：‘我们撇

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们要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事’（徒六 2、 4）。……没有系统性地学习神的道，是不

可能有系统地传讲神的道。只有每日的读经中对几节经文一掠而

过，或只有当我们必须讲道时才去查考一段经文，那是不够的。

我们不仅必须像透过显微镜那样去研究一两处经文在语言上的细

节，还要拿起我们的望远镜去放眼看神的道的宽阔空间，吸收其

在人类救赎上神圣主权的伟大主题。司布真写道：‘浸淫于圣经

是有福的，直到最后，你开始以圣经的语言说话，你的灵以主的

                                                           
59 麦卡瑟，361。 
60 Charles Jefferson，The Minister as Shepherd （Hong Kong：Living Books For All，1980），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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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为滋味，以致你血液里流的是圣经（ Bibline），圣经的真

正本质从你里面流出来。’ 61  

正如郑文选在论文中所提：牧者要能够在讲道教导上成功，必须

能够掌握圣经真理，具备传讲的恩赐与技巧，深入了解会众的处境与

需要，更要有令人信服的品格。 62毕彻尔（ B e e c h e r ）也说：‘牧者

讲道的预备，不只是一篇信息，更是他整个人，包括他一生的生命、

心智、态度、情感和热忱。’ 63巴克斯特（ R i c h a r d  B a x t e r ）亦对牧

者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所行的和你们的教导不一致，也免得你

们在瞎眼人前面放下了绊脚石，造成他们的沦丧；免得你们的生

活使你们的口所说的都白说了，并且成为你自己所做之工的最大

拦阻。 64 

韦利蒙说：  

讲道是最有要求和最困难的牧养工作之一。讲道要求最多的恩

赐和技能。 65 

再加上，讲道者也得活出圣洁的品格，与所传的道相称，可见，讲道

成为牧职一大挑战是在所难免的事。  

 

（二）引导主羊之辛劳  

正如麦卡瑟所说：  

身为牧人，必须进到群羊之中，以身作则来引导。…一个有效

能的牧人不是从后面驱赶他的羊群，而是在前面引导他们。 66 

陈国权也认为教牧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信徒的生命成长，带领

整个群体及群体中的个人深入神人交往和共融的经验之中。这种带领

信徒的生命回归上帝，并与祂建立深厚的感情，需要透过属灵引导来

                                                           
61司徒德，《傅道人的楷模》〔滙思譯，香港：天道，1988〕，27-28。 
62 郑文选，《年轻神学生毕业后回母会服事的优势、挑战与突破之道》（牧博士论文，中华福

音神学院，2022），25。 
63 瑟格勒，181。 
64 Richard Baxter，The Reformed Pastor （Edinburgh：Banner of Truth，1979），63-68. 
65 韦利蒙，151。 
66 麦卡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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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这是教牧事奉的核心，也是教会世俗化、牧职专业化的洪流

中，教牧角色无法被取代的最后防线。 67尤金 . 毕德生在《灵魂的牧

者》表示：  

我的工作原不是要解决人们的问题，或者让他们开心，而是要

帮助他们看见恩典运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68 

可惜，牧师这个使信徒专注于神的责任，正被一铲一铲丢弃。 69 

牧者对于信徒的个别引导与陪伴，有赖于信徒本身的委身、以及

其属灵生命旅程的进展，所以，在个别的属灵引导方面，如尤金 .毕

德生所说：  

就是要对人生中我们自认平常，无聊平淡的部分，仍然予以谨

慎，技巧和强烈的关注 70。  

无论是事先计划，或者未在计划之内却‘恰逢其时’所发生的属灵指

引，所涉及的事件之本质是不引人注意，  每一天都要做，不显眼又

非关键性的，因此，若要将它保持在注意力和实践的中心，需要极大

的鼓励才行。但实际上，这是牧者最少获得鼓励的工作，因为它经常

被我们做牧师的那种仓促发展事业的心态，  和会友急忙而迫切的需

求，推挤到一边。 71保罗在第一世纪说：  

‘你们学基督的，  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  

（林前四 1 5  ）告诉别人怎么做，比起在别人做时以属灵的分辨力和

祷告陪伴他走，要容易得多了。  

‘师父’跟‘为父的’不成比例，在二十世纪后的今天，情况似

乎不曾改变。 72 

牧者在个别给予属灵指引上，面对的困难就是：看似非常琐碎 ,故

此容易被挤出牧者忙碌的时间表。而且，陪伴人走，往往较难于教人

                                                           
67 陈国权，《身份之重寻—教牧灵修学探研》（香港，道声，2015），23-32。 
68 尤金.毕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灵魂的牧者：在纷乱的时代中，重新找回牧养的使

命与呼召》（The Contemplative Pastor：Returning to the Art of Spiritual Direction）（汪莹莹、应

仁祥译，台北：校园，2021），11-13。 
69 尤金.毕德生（Eugene H. Peterson）著，《建造生命的牧养真谛》（Working the Angles）（郭

梅英译，台北：以琳，2000），前言。 
70 同上，171。 
71 同上，173。 
72 同上，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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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走，这种劳心劳力的属灵引导，成为事奉忙碌的牧者非常大的挑

战。 

 

（三）领导技能的缺乏  

韦利蒙认为：  

基督教是道成肉身式的信仰 (incarna tional faith)，牧者

是‘群体人’，由教会按立，为制度的、会众的关注操心。 73蒙托

亚称：牧师蒙召为教会提供至终的领导，无论教会的行政方式如

何，教会的成功极重地依赖他领导的能力。 74 

牧者在牧养教会时，不仅是带领人进入信仰，还需要承担该教会

现在与未来的责任，并且让教会达到某些‘成败指标’，包括多少人

聚会、实际信徒的数量、洗礼后会籍转入的情况、奉献收入与各样预

算的支出等关乎该教会能否生存下去的种种指标。由于牧者的时间、

能力、专长的不同及有限，此类教会存亡的重要指标项目会成为牧者

需要面对的‘现实考量’，而这些现实考量也将成为牧者的工作压

力。 75身为一个‘群体人’的领袖，几年的神学院装备往往无法兼顾

‘带领教会’ 的训练，正如，麦福士着书《神学院没教的事奉要

项》，以一个新手传道人—安迪，为例子，指出：牧者除了例行的讲

道与探访外，必须懂得带领长执们共同建立教会的核心价值、使命、

异象及策略，才能培育门徒，向外拓展。他也指出，牧者当明白，每

间教会都有其独特的会众群体，故此，在这个教会群体所处的文化

中，必有该教会独有的异象。 76神学院无法教导完备牧职所需的一切

技巧，初入职的神学毕业生面对困难实在不足为奇。曾金发牧师在

《督导方针》提出五项做领袖的核心技能：传递异象、化解冲突、解

决问题、把握改变、提升个人的领导力。 77蒙托亚则提出四个对于带

                                                           
73 韦利蒙， 56。 
74 麦卡瑟，409。 
75 王均裕，《基督教会传道人的职业倦怠与修复历程》（硕士论文，台湾国立屏东大学，

2021），23。 
76 麦福士（Aubrey Malphurs），《神学院没教的事奉要项》（Ministry Nuts and Bolts：What 

they don’t tech pastors in Seminary）（台北：华神，2004）。 
77 曾金发，《督导方针》（Mentoring Paradigms）（新加坡：福音证主协会，2017），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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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要求：有异象、能征召、分派和推动。 78牧者不止要学习，还得

懂 得 分 辨 事 有 轻 重 缓 急 ， 难 怪 韦 利 蒙 就 亲 自 听 到 卢 云 （ H e n r i  

N o u w e n）对一群牧者说：  

如果你不知道牧职中什么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事（ absolu tely 

essential ） ， 那 么 ， 你 就 会 做 只 是 重 要 的 事 （ merely 

important）。 79 

领导教会，不止需要牧者有许多学习；带领教会的‘琐事’  更是

占据牧者很多时间，令牧者在传讲主道、引导主羊两方面难上加难。  

以上三点是牧者履行教牧职责时面对的困难，接下去的第四点到

第六点的困难，则是因为教牧职责的多元化，需占据牧者许多时间与

精力，所延伸出来的困难。  

 

（四）牧职过于多元化  

除了传讲主道、引导主羊、领导教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复杂及多

元化，会众对牧者的角色及职责的要求，自然也越趋复杂和多元。陈

綏说：  

 “今日的传道人，必需是绝佳的沟通者、受过训练的精神治疗

师、能对社会议题做出主张的神学家、有能力成为小组的领袖、

对会友发生的生命情况扮演社工人员的角色、还要成为教会筹款

高手，有能力与五花八门的未信者对话、能远观未来且有策略的

思考者、有能力管理统筹组织和规划教会许多的节目及事工，需

要活出健全的家庭婚姻生活的榜样。”  80 

王均裕也说：牧者的工作不仅是信仰传递者，时常也需要与人高

度的互动和成为协助他人的助人工作者。他认为：牧者是否获得足够

的专业训练及牧者是否好好地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传道人，

确实值得探讨。他也认为：普遍上，神学院的训练为期三到四年，光

基础的神学和圣经课程就已经需要占据多数时间，以至于没有办法花

                                                           
78 麦卡瑟，407。 
79 韦利蒙， 57。 
80  陈绥，《独立教会牧者时间管理之效能对会众牧养之影响之研究—以北部地区都会教会为

例》（教牧博士论文，中华福音神学院，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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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心力在所谓的实务和实践课程上。王均裕以中华福音神学院

2 0 1 8 年的道学硕士科为例，指出神学院的训练是以圣经神学为核

心，并佐以社会与文化学、组织管理学、教会实务工作等课程为辅，

往往缺少了相关助人技巧或是辅导咨询等训练。因着沒有足夠的专业

训练，特别是在助人工作上的专业训练，往往也让牧者在牧会时，只

能凭着自己过往受助的经验协助求助的会友而无法提供更有效能的助

人服务。 81可是，针对这点，麦卡瑟在接受汤玛斯访问时，表达不同

的看法：  

在神学院的几年，最好是用来大量吸收知识性的东西，并向一

位指导牧师学习，然后点缀一两门实践的课，给予一些方向。 82 

无论两位的看法有何分歧，笔者认为，神学院确实无法完全训练完备

的传道人，入职后的传道人确实需要终身学习。由此可见，新手传道

人初入职时面对形形色色的会友及各界人士对于教牧职责多元化的要

求时，会感到困难，是在所难免的事。  

 

（五）淡忘起初的呼召  

牧者在宗教与灵性层面，社会关怀上都提供教导、指引及关怀，

普遍来说，其身份多能获得他人的肯定与赞许，甚至成为不论是信徒

或非信徒在遇到人生困难时会寻求的协助对象。但是，越多的期许和

肯定也同时间成为一种压力，因此多数的牧者在从事牧职工作的时间

难免活在自己与他人的期许中 83。麦高登如此形容自己：  

有时候我也会禁不住诱惑，试图以危害自己身体健康、牺牲人

际关系以及压榨身心的力量，获取人的欢心和服事的功效，我发

现其中有许多动机并非来自神 84。  

他发现，许多牧者都有雷同的情况，其中的动机包括：第一、需要人

的肯定（会越来越渴望更多的肯定，一旦肯定消失，就会失去担任领

袖的动力。）第二、需要成就（即使达致所追求的成就，也不会带来
                                                           
81 王均裕，26。 
82 麦卡瑟，313。 
83 王均裕，2。 
84 唐麦西、麦唐纳、麦高登（Maxie Dunnam/Donald McCullough/Gordon MacDonald），《如何

自我成长》（Mastering personal growth）（柯美玲译，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19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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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的满足喜乐。）第三、渴望接近人（扫描你服事的动机，也许会

发现当初呼召你出来传道的并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你内在需要，需要

舒缓职业所造成的强烈孤独感和疏离感。） 85且听保罗 .区普讲解因何

牧者面对呼召的模糊：  

在你事奉中的每个处境、场所和关系，都有‘吸引你心之荣

耀’的争战在进行；就是‘敬畏神’以及‘敬畏你周围神所造的

一切事物’之间的争战。若不是‘敬畏神’吸引你和你的事奉，

你就会被某种制造出来的敬畏吸引。 86 

 敬畏神、荣耀神的牧者会：谦卑、柔软、热忱、信心、纪律、安

息。 87 反之，牧者若认为自己‘已有所成’，第一、会认为不需要自

己所传讲的福音；第二、自满而脱离基督身体的基本保护和成圣的服

事；第三、期待他人也达到完美，结果容易批评、急躁；第四、渴望

权力导致自己聚集事奉的盟友，也找寻事奉的敌人，促成了福音事工

中为人为势的政治战场；第五、不会每日默想及与基督相交，第六、

会把唯有神恩典能够产生的结果归功自己；第七、会认为有权得到绝

对无法赚得或成就之事，第八、太自信而作出不智的选择，令自己暴

露在试探和罪恶当中，结果因着骄傲而堕落；第九、‘有所成’的骄

傲令自己很难说不，结果承接过多责任，甚至引致家庭和事奉之间的

张力。 88 

正如王良玉所认为的那般，牧者事奉的动力就是亲近神。 89可是，

当牧者认为自己‘已有所成’，就不会渴望主恩慈地塑造他们的品

格。也就没有动力进行个人敬拜和默想，因为‘自认为有所成’。保

罗 .区普说：当我和一群牧者谈到有关‘缺乏私下个人的敬拜’，许

多人承认他们不记得在多久前有持续而活泼的灵修时间。他们起床，

准备妥当就跳上事奉的马鞍，准备去服事耶稣，他们生活在繁急的事

                                                           
85 唐麦西、麦唐纳、麦高登，26-29。 
86 保罗.区普，《危机四伏的呼召—教牧事奉独特而艰巨的挑战》（吴苏心美，台北：基督使者

协会，2013），125。 
87 同上，126-130。 
88 同上，173-178。 
89 王良玉，《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教牧」课程设计对传道人学用配合之影响》（教牧博士论

文，中华福音神学院，20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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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要求当中，没什么个人的时间与耶稣共处，正如丈夫为妻子供应妥

善，却很少留下时间增进亲密的关系。他认为，牧者缺乏默想及以基

督为中心的灵修生活，其实也是‘自认为有所成’的产品。当‘忙

碌’与‘有所成’相互交叠，首当其冲被去掉的往往就是私下的敬

拜。 90 

错误的生命追求，让牧者偏离了最初的呼召，也与选召他的神渐

行渐远，最终，面临人际关系的问题。  

 

（六）忙致压力及倦怠  

《我的灯需要油》提到罗伦 .桑福这位疲于奔命的牧师，因欲达成

的目标太艰巨、太复杂——  

他得维持教会的正常运作、解决教会会友的众多问题、从事咨

商工作、教书。其中任何一项都不是轻省的担子，他想同时兼顾

不累倒才怪！渐渐地，他开始感到愤怒，有被人利用剥削的感

觉。更糟糕的是他对上帝也逐渐产生怀疑，他不明白何以上帝引

领他开始一项看起来极有意义的事工，却半途弃他不顾，使他陷

于筋疲力竭的焦虑不安当中，又经常面临会友的责难批评。他觉

得希望破灭、惶恐无助、无力自救，对上帝的慈爱也深感怀疑。 91 

廖乃慧在《突破服事倦怠》导读中提到：  

對於華人教牧來說，傅統文化裡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是衡量一個傳道人是否忠心到底的重要判準。那些退休之後再接

受一個新委任的牧長，只要死在任内，就會得到很高的部價，讓

信徒無限地懷念。華人「勤有功，嬉無盒」的觀念實在根深柢

固。 92许多忠心的牧师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仍然无法满足所

有会友的全部需要。结果失望、抱怨、指责、批评接踵而来，疲

                                                           
90 保罗.区普，203-204。 
91 蓝登（London Jr, H.B.），《我的灯需要油—教牧甘苦有人知》（Refresh, renew, review）（朱

丽文译，台北：财团法人爱家文化事业基金会，2002），6。 
92 山弗得（John A. Sanford），《突破服事倦怠》（Ministry Burnout）（黄凯津译，台北：校

园，2016），导读，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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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不堪的牧师自然产生被上帝遗弃、又被人错待的挫折。他或许

仍然坚守岗位，但喜乐早已消失无踪。 93 

牧师们经常有身体过劳和灵命枯干的困境，这是永无止境的服事造成

的。生活中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新的需要，有更多会友要探访照

顾。  

你的时间表密密麻麻填满了重要的会议，已经很久没有休假，

这一切都使你疲乏无力、头疼欲裂，这种令人心力交瘁的生活。

该怎么样才能重新调整、回复正常步调呢？ 94 

许多牧者的生活步调一向紧凑，永远向前冲，天天过着紧张刺激

的生活，好像对肾上腺素依赖成瘾似的，永远有新的工作计划、新的

挑战、新的事工和责任，尤其是主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世界展望

会的创办人鲍勃•皮尔斯就是一个最好的列子。他之所以英年早逝，

完全是因为他每年有九到十个月在旅途中，因他深信应该把自己和自

己的时间做到百分之百的付出，不得有丝毫的保留。  

我们不喜欢旧调重弹，不愿意墨守成规，不甘心安于现状，总

是寻求新的突破、新的开展，不断鞭策自己往前，但是这种情况

的导因就像任何一种毒品的上瘾，其中一个心里因素就是自我否

定。 95 

王均裕也指出牧者的生命议题：求好心切、完美主义、高控制

性、易焦虑或者是缺乏弹性等高控制性的个性和人格特质。其中，完

美主义，令牧者的内在出现了不允许自己有软弱、失败、疑惑和灰心

的信念，进而令牧者在面对压力、挫折和困难时，武装自己的真实面

和只表现出‘最美好’的一面，逐渐地，牧者的自我评价和看法就被

扭曲，错误地诠释自己的工作价值。 96长此以往，牧者会出现山弗得

所说的‘倦怠’（ b u r n o u t ） 97，因为牧者的工作永远做不完、日复

                                                           
93山弗得，7。 
94 蓝登，7。 
95 同上，8。 
96 王均裕，26-27。 
97山弗得，7。倦怠’（burnout）這個名詞是用來形容一個人因为工作或生活主要活動而感到筋

疲力竭。現今社會裡，‘倦怠’已成爲一門重要課題，以致行爲科學家開始注意這方面的間

題，並且點出倦怠的典型徵兆：不易入眠；抱怨身體異常，例如體重减輕、食慾不振、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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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地重复、很难看到果效。再加上，牧者服侍的对象是同一群人、

都有极大的需要、来到牧者面前寻求‘安慰剂’，一旦牧者带着‘人

格面貌  ’去面对他人的期许，会很累，而且，当工作受挫会引致泄

气。 98阿奇伯 .哈特认为  

‘压力’（ Stress）  主要是一种生理现象。当肾上腺素激增

时，就是人们感到压力迫近时，压力使身体准备迎接紧急状况，

胆固醇和血压上升、心跳加速、两手发冷，又使人分泌胃酸、心

跳负荷增加，有的人甚至因而引发了心脏血管病变。‘枯竭’

（ burnout ）相形之下比较熟属于心理层面的反应。当人枯竭

时，会诸事不顺，却找不到重新开始启动力的开关；此时周围的

人仿佛都不肯定你，你陷入一种‘深度的沮丧’中（我认为‘深

度沮丧’是枯竭状态中最关键的症状）；还有就是对身边的人事

物漠不关心。压力与枯竭都会导致忧郁、消沉。 99 

牧者除了因忙碌而压力，甚至倦怠，还有忙碌所引发的人际关系

的冲突，也在在增加了牧者的压力，甚至倦怠。班比特生在《冲突临

爆点》列出许多教会生活中可以预先料到的‘触电期’：  

牧者交接过度期，财务困难期，投射及依赖，消费者心态。 100 

史必得李斯也列出十个可预料的冲突期：  

复活期，预算时刻，增加新同工，领导风格改变，牧师的假

期，牧师家庭的改变，新生代的引进，新堂感恩礼拜时，会友减

少时，会友增加时。 101 

牧者除了履行教牧职责，也需花心力和时间维系夫妻及亲子关

系，照顾家人的起居饮食和身体健康。  

                                                                                                                                                                       
腸胃不良；不管怎麼休息睡覺都還是長期疲勞，惟有度假才稍有改善；成績低落；持續憂鬱；

不斷地抱怨無聊。還有一些非典型的行僞模式，例如，一個人經常爆怒或心懷怨恨，由此就能

明顯觀察出來：又比如，本來一直很有耐心的社工人員，突然把情緒發洩在他應該服務的對象

上；生意人也許會對他的上司或顧客表現失序；公關人員也許突然去羞辱一位他本應安善經管

關係的對象。‘倦怠’可能會發生在各種職業階層的人身上：醫生、教師、家庭主婦一任何人

都可能因爲生活中主要的活动而感到倦怠。 
98 山弗得，14-28。 
99 蓝登，10。 
100 马歇尔雪莱，《冲突临爆点》（施玉勉译，台北：橄榄，2003），15-18。 
101 同上，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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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永远有打不完的电话、探访不完的会

友、准备不完的讲章、联络不完的事情、主持不完的婚丧喜庆，

更不用提自己的家人有待照顾了，该做事情可以说是没完没了、

永无止境！ 102 

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牧者必然也面对不可预期的突发事件，这些事

情不一定特别复杂或难以处理，却在牧者忙碌的牧养生活中，因着时

间、精力有限，难免产生各种压力。再加上，一些会友对于牧者家庭

的‘特殊要求’，例如对师母存着高度期待、对牧师的孩子有着模范

小孩的期待，都加添许多压力在牧者的夫妻和亲子关系之上。  

牧者在传讲主道、引导主羊、领导教会时面对困难，而教牧职责

之多元化，对于牧者时间、精力的需求之大，也延伸出其他三个困

难：牧者无以应对过于多元化的教牧职责，牧者在忙碌的牧养中淡忘

了最初的呼召，对事奉有错误的追求，当牧者越发忙碌，影响他与神

亲密的关系，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与日复一日永远做不完的工作，难

免压力，甚至导致倦怠。接下去一段，本文探讨教牧职责困难的因应

之道。  

 

三、教牧职责困难的因应之道  

 

表 2 - 3 教牧职责所面对的困难及因应之道  

教牧职责的困难  因应之道  

传神话语之挑战  下苦功认真解经，圣洁生命证主道  

引导主羊之辛劳  个人与神关系亲，领人归主认识神  

领导技能的缺乏  谦卑仆人式领导，完成教会的使命  

教牧职责延伸出来的困难  因应之道  

牧职过于多元化  建立支援的团队  

淡忘起初的呼召  有神明确的呼召  

忙致压力及倦怠  平衡兼顾身心灵  

 

                                                           
102 蓝登，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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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探讨牧者应对传神话语、引导主羊、带领教会这三方面的困

难。  

 

（一）下苦功认真解经，圣洁生命证主道  

杰 .亚当斯（ J a y  A d a m s）深信：  

好的讲道要求下苦功。…我确信那（导致）差的讲道的基本原

因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 103  

理查 .巴克斯也认同其观点。 104韦利蒙提出学习讲道这门艺术当从

多方面着手 105：  

1 .师徒制（ a p p r e n t i c e s h i p）：初学者留心查看经验丰富的师傅，从

中汲取睿智，学习当中的一举一动。韦利蒙认为这是学习讲道最有效

的方法。  

2 .从旁人学习：网络世界是一大宝库，令人如亲临现场般多听多学。  

3 .个人研读圣经：每周安排特点时段全情投入研习的工作之中。 106 

4 .团队合作：一班牧者定期会面，一起倾听圣经，分享讲章并征询大

家意见。周联华牧师以多年经验建议牧者平常多阅读，随时收集资

料，发展出一种思想的习惯，视每一件事为能用的讲道例证。留意随

时随地在生活和读经中抓住讲道灵感。 107尤金 . 毕德生提醒牧者必须

阅读圣经，更要转眼为耳，超越眼睛聆听圣经，聆听话语中启示自己

的神，领受神在内心里面所产生的改变和感动、惊喜，与神建立属灵

的关系。 108无论如何学习讲道，牧者最重要的是与神建立亲密关系，

正如苏文隆所说：牧者讲道的能力和恩膏是从祷告来的。难怪麦克伦

如此说：  

                                                           
103 Jay E. Adams，"Editorial：Good Preaching is Hard Work，"The 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 4，

no.2 （1980）：1. 
104 Richard Baxter， 146-47 
105 韦利蒙，151-156。 
106 亚里士多德指出，正如友情需要费时培养，传道人为了预备讲道，也当把圣经当成朋友，让

上帝成为上帝，让圣经自己说话，而非按传道人的喜好说话。 
107 周联华，《今日教牧的装备》（香港：浸信会出版社，1987），54。 
108 尤金.毕德生，《建造生活的牧养真谛》，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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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发现，我的讲道的安慰和效能，往往与我日常与神交通

的频率和深度成正比。 109 

旧约中，以色列的先知是神的发言者，先知（ n a b i ）的意思是得

权柄去讲话的人。新约里，讲道者是神的先驱（ k e r u x），是传好信

息的人。无论是旧约先知，初期教会的使徒，传讲神的话语都带着从

神而来的能力和权柄。故此，牧者除了认真下功夫，从各方面学习解

经讲道，还得与神建立亲密关系，并且活出圣洁的品格，正如旧约祭

司和利未人，在服事之前必须自洁，才能蒙神悦纳和使用。保罗也劝

勉提摩太：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提后二 2 1 -

2 2）。  

布什尼兹说：  

得到入学许可进入一家神学院，或是以满意的成绩完成学院要

求，并不能保证事奉的成功。缺乏属灵、道德、以及个性方面的

某些资格而想要去服事，或是在福音事奉上扮演任何角色，只会

导致悲剧。 110 

因此，敬虔所活出的品格成为圣经知识及事奉技艺的根基之所在。缺

乏敬虔与圣洁，圣经知识再多，事奉技艺再强，也只会以失败告终。  

作为小结，讲解神的话，以神的话喂养会众，是牧者非常重要的

职责，挑战也着实大，故此，牧者当用心下功夫，认真预备讲道，并

且借着亲近神，活出圣洁，让自己的生命得以见证所传的道，正如亚

里士多德所提出，一个讲者向听众讲道最重要的元素是讲者的品格

（ e t h o s）。听众先看我们是谁，我们在他们心目中是否有信用，从

中可观察到牧者的劝勉，跟他们的伦理生命之间，是否相称，然后才

能听我们所说的话。 111 

 

 

 

                                                           
109 瑟格勒，96。 
110 麦卡瑟，186。 
111 韦利蒙，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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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与神关系亲，领人归主认识神  

曾金发称：  

督导是一种有力的生命投资，即通过监督关系，有效地示范和

传递知识、技能和态度，进而给生命带来转变。 112 

他也在《督导方针》将督导与教牧职责做出对比，认为督导都像

牧师一样成为群羊的牧师（关怀、辅导和训练群羊）；教师（因材施

教、建基圣经、授人以渔）；领导（以身作则、引导人进入神的计

划、以神为中心的督导）。 113督导的工作就是传递生命和信念。它包

括活出生命和分享人生旅程，以及传递价值观和异象，从而创造一个

新的赋予人能力的信仰体系。 114尤金 .毕德生称：  

牧职需要专注的行动有三：祷告、读经、属灵指导。…属灵指

导则是在某个时刻中，对某个出现在眼前的人，注意神在他身上

所做的工作。 115 

他总会引导他们向神有信心。他看每个紧急状况为一个帮助人的

契机。 116属灵指引需要牧者无怨无悔地牺牲、付出、陪伴对方一步一

脚印地，在日常生活琐事上，即使未曾列在计划中，也义无反顾地投

注生命、时间、精力来引导他认得主声音，归向祂。  

主耶稣论到牧人是如此说的：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

声音。（约十 4）  

牧者必须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才能引导主羊跟随。如保罗所

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十一 1）’。  

至于，牧者要如何才能引导主羊？正如苏文隆所说：牧者要教导

人祷告，使他们的生命回转归向神，培养他们内在属灵生活，成为没

祷告的导师，拓展他们对祷告的观念，并引荐他们进入广泛、活力充

沛的祷告语言和祷告生活里。当牧者教导信徒祷告时，目的是：  

                                                           
112 曾金发（Edmund Chan），《某确类》（A Certain Kind）（新加坡：福音证主协会，

2016）。130。 
113 曾金发，《督导方针》，55-57。 
114 同上，51。 
115 尤金.毕德生，《建造生命的牧养真谛》，序言 iv。 
116 孙德生，《属灵领袖》（彭道川译，香港：证主，198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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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信徒与神有个别的爱和亲密的谈话，直到流利的程度，以

致信徒可以进入事奉与荣耀神的信仰生活中。 117 

要做到这点，牧者应当如瑟格勒所说：必须建立个人与神亲密的

关系，以迫切的心投入祷告，让自己专注在神面前，才能带领信徒过

祷告的生活。 118纵然属灵引导费时费力，也非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若

牧者与神关系亲密，就会拥有主耶稣的生命，即使牺牲付出，也愿意

亲自引导，带领小羊认识并归向主。  

 

（三）谦卑仆人式领导，完成教会的使命  

牧者要带领教会，先得明白教会为何存在？其终极目的为何？如

此，才能适切地服事主并执行带领主教会的职责。蒙托亚说：主离世

前，已经预告教会要被建立并且胜过一切仇敌（太十六 1 8），这教

会是由所有信徒组成，渐渐成为祂的身体（弗一 2 2 - 2 3）。在现今的

世代，教会取代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并且成为信徒的群体，是由基

督的宝血所买赎来的，有三重功能，高举（ e x a l t ）主，向普世传福

音（ e v a n g e l i z e ），造就（ e d i f y ）信徒。 119曾金发牧师在《某确

类》提出：毋庸置疑，教会的终极目标（回答“为什么”）是为了荣

耀神（这主要借着敬拜来实现）。既然如此，那教会的使命（回答

“做什么”）就是在万民中推动对真神真实的敬拜（借着我们的见

证）。…真正的见证是影显神那改变生命每一领域的大能，而作见证

则是向人证实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真实和能力。 120苏文隆认为：教会的

功能，向内是教导和装备信徒敬拜、团契；向外是服务人群、差传宣

教。 121 

牧者当带领教会活出神对教会的使命，可是，带领教会难免牵涉

到‘权力’问题。麦杜克尔（D o n a l d  G . M c G o u g a l l）在《圣经教牧

学》提出使徒行传：  

                                                           
117 苏文隆，231。 
118 瑟格勒，180。 
119 麦卡瑟，117。 
120 曾金发，《某确类》，127-128。 
121 苏文隆，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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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地记录圣灵在祂的教会生活中的指引。人只是器皿，

被祂使用来提供领导。 122 

这正如苏文隆称：教牧的权柄不是要掌控或权力，而是要运用权

柄来完成职责：教导神的真理、带领并栽培长执同工、装备圣徒、执

行教会的纪律、指出假教师的错误，提供羊群挑战与机会，以刺激他

们的成熟与发展。 123 

教会里存在权力的中心、或权力的大本营，非基督和其门徒所教

导的样式。圣经主张的是教会里需要仆人式的领袖。蒙托亚认为基督

徒领袖务必谨慎遵守来自圣经的指导原则，主要是承担一个仆人式领

袖的角色。 124彼前五 1 - 5，彼得告诉教会领袖，不要辖制羊群，而是

穿上仆人的围裙，提供仆人式的领袖，作群羊的榜样。耶稣也如此强

调。（太二十 2 5 - 2 8 ；可十 3 5 - 4 5 ；路二十二 2 4 - 2 7 ） G r e e n l e a f

说：‘优秀的领袖首先要被视为一个仆人，这样简单的事实是他达到

优秀的关键。’ 125郑文选指出：学习做个仆人领袖，让牧者可以被一

个肢体接纳，并且成为被尊重的领袖。 126牧者当确定神对教会的托

付，效法基督谦卑仆人式地带领教会完成主的大使命。  

除了履行教牧职责所面对的三大困难，接下来要探讨其延伸出来

的三大困难之应对。建立支援的团队、有神明确的呼召、平衡兼顾身

心灵。  

 

（四）建立支援的团队  

本段探讨牧者可以借着与他人关系的建立，给予自己多方面的支

援，以应对教牧职责过于多元化的挑战。  

比尔 .海波斯在《教会需要勇者》指出：  

我们不是受造来独力应付事工的艰困与伤心失望；我们必须和

一些帮助我们扛起生活重担的人紧密连结。 127 

                                                           
122 麦卡瑟，290。 
123 苏文隆，215-216。 
124 麦卡瑟，407。 
125 Robert K. Greenleaf，Servant Leadership（New York：Paulist，1997），7. 
126 郑文选，31。 
127 比尔.海波斯，《教会需要勇者》（台北：基石，200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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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说：牧者可以借着谈论所面对的试探避免跌倒，透过整理挫

折的心境而得以避免心生苦毒，当他们犯错或者自觉没用时，有人可

以用恩慈对待。 128大卫 .韩森就如此分享：  

我有一位属灵导师，别的不谈，单单帮助我晨祷这件事。没有

持续的灵性指引，我很难坚守晨祷；若有人帮助，我就可以坚守

下去，并且乐在其中。 129 

属灵导师是牧者极强的支援者，王良玉就建议，神学院在规划教

牧课程时，可以推行‘师徒制  ’或‘教练制’，让神学院老师对神

学生进行深入的生命培育关怀，甚至在神学生毕业踏足工场之后，仍

然可以随时回来请教老师，减低传道人在牧养中的“伤亡数字”。 130

甘陵敦（D R .  J .  R o b e r t  C l i n t o n）在《领袖的养成》对‘师徒制’有

更多讲解：师徒关系是指一个带着服事、付出与鼓励态度的人（即恩

师 131），在一个有待开发的人身上（即爱徒），看到领导潜力，并能

一路促成或大大影响爱徒实现其领导潜力。师徒关系的过程项目是

指：恩师协助潜在领袖的过程与结果；恩师是神圣接触的一种特殊形

式，让一个人得以持续成长一段时间获得协助与指引。例如巴拿巴曾

是保罗的恩师，在徒十一 2 5，巴拿巴大老远去把保罗找出来，带他

到安提阿教会服事；巴拿巴使保罗与教会连结，又和他一起事奉。新

兴领袖若在事奉的起步就遇上一位满有智慧的恩师，真的很有福。神

借着恩师所赐下的指引，会大大影响他一生；恩师的指引能加速发展

过程，并奠定一生的发展模式。 132 

                                                           
128 比尔.海波斯，265-266。 
129 大卫.韩森（Hanson, David），《牧养的艺术》（The art of pastoring）（祈遇译，台湾：校

园，2014），73。 
130 王良玉，188。 
131 甘陵敦（DR. J. Robert Clinton），《领袖的养成》（The Making of a Leader）（刘如菁译，台

北：天恩，2011），160-162。作恩师者，能轻易看出一个人的潜能，能宽容错误、莽撞、粗

鲁，只为了看到潜能得以发展。他们很有弹性，又有耐心，知道人的成长需要时间与经验；他

们有愿景，能前瞻爱徒接下来的几步该怎么发展。他们的恩赐混合通常至少包含一个鼓励型的

属灵恩赐：怜悯人、奉献付出、劝勉、信心、智慧的言语。恩师会从某些实际的做法上协助爱

徒，比如：给予适切的建议以鼓励爱徒；不惜冒风险以自身信誉为爱徒背书；为爱徒与所需资

源之间搭桥；以身作则并设定期待值，以挑战爱徒；给予爱徒佳文、书籍、信件或其他文字资

讯，以打开爱徒的眼界；在财务上奉献，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需要，好让爱徒拓展事奉；并肩

事奉，以提升爱徒的信用度、地位和声望；还有，给爱徒自由的空间，不但乐见青出于蓝、甚

至推动爱徒能够担负高于自己的领导职位。 
132 同上，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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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属灵导师、或称恩师、或称督导的支援，笔者认为李耕心在

其论文《单身女教牧领导教会的现状探讨与未来发展 - 以台北都会地

区为例》所提出，有关单身女牧者的‘支持系统’也很值得参考。她

称：在支持系统的建置中，亲人因有血缘关系，是理所当然的第一顺

位，可是，家人的支持系统是否彰显功能又得视以下的关键因素：家

人有没有信耶稣？信了耶稣能否成为后盾？家人之间的关系亲疏如

何？牧者是否与家人同住？沟通是否畅通？ 133家庭是牧者最重要的

‘支持系统’，叶恩汉牧师劝勉牧者献身后，需选择有献身的认识与

心志的配偶，成为其家庭的同工（相夫教子），以及牧养教会的同工

（真心长久的祷告伙伴，体贴入微的知心朋友）。 134牧师被西方人称

为‘ R e v e r e n d ’（可敬的），身为牧师的配偶也要活出可敬的蒙召

形象。 135因此，身为师母最关键的，是与牧师同心同行，要有神蒙召

的心志。愿意过蒙召的生活，作一个对神忠心且有内在生命气质的工

人。 136结婚以后，牧师和师母就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用主的道教

导儿女，使他们端庄（得人敬重）、顺服（敬重别人）。 137牧者夫妻

需要刻意安排‘二人世界’，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并且定时和家人

用餐，促进彼此的沟通。叶恩汉提醒牧者出门公干需要和家人保持联

络；避免把教会问题带回家公开讨论；若能在晚餐后带领全家人灵修

十五分钟则更能增进家人的关系；每年举家出门  ‘度假’也不失为

建立家人之间关系的良策。 138 

                                                           
133 李耕心，《单身女教牧领导教会的现况探讨与未来发展-以台北都会地区为例》（教牧博士论

文，中华福音神学院，2017），136。 
134 叶恩汉，《传道人面对的问题》（香港：金登台，1997），54。 
135 Howard F. Sugden & Warren W. Wiersbe，Confident Pastoral Leadership （Grand Rapids：

Baker，1993），172. 
136 苏文隆，147。夫妻需要在神裡面建立穩固的關係和根基，他們是永恒軌道上最親密的同件

知己，丈夫在感情上、心理上和身體上的需要，妻子應能敏銳的察覺，要永怀一顆樂意與他同

工配搭的心，学习用心去傾聽他的心聲，認同所感受到的重要事物，並將自己的感受與他分

享，因他需要妻子的溝通及愛惜。6 用信心和禱告支持守望，幫助牧師從軟弱、挫折中站起

來；師母也是牧師的鼓勵者，當牧師遭受人家的批评、攻擊時，給予牧師忠心的安慰鼓勒。最

後，師母也是牧師最忠實的支持者，学习有智慧地將教會裡的消息甚至批评傳達給牧師，幫助

他留意一些自己的盲點，以便不斷改進，成爲牧師的最佳後援部队，支持牧師繼續在事奉的道

路上前進，37 成爲拓展神國並肩作戰的戰友。 
137 叶恩汉，55。 
138 同上，58。 



39 
 

除了家庭给予的支援，李耕心认为牧者需要建立教会同工的支援

团队 139，因为教会同工每天同进退处理行政和各种事宜，也最理解牧

者的情况。苏文隆在《牧养事奉的艺术》把牧者的同工团队分为三大

类 140：第一、同心合意，顺服属灵引导的教牧团队，需要活出谦卑、

和谐、对团队有用的生命。第二、与神有好关系，成为牧者好帮手的

长执，了解自己与牧者有不同的受托职责，愿意与牧者一起建立基督

身体。第三、会友。  

除了家庭与教会同工两组支援团队，李耕心提出牧者可以找教会

以外的其他宗派的传道人当属灵同伴 141，并且以台湾地区的联祷会为

例子：由于是群体的聚集，牧者不易聚焦在自己的问题，加上牧会的

牧者，有一定的属灵深度，因为并非当事人，也非厉害关系人，因此

在分享或分析事情，立场较为客观。这种群体的聚集，也近似辅导学

中的团体辅导。 142这些属灵伙伴肯定成为牧者很强的支援团队。  

虽然多元化的教牧职责确实令新手传道人应接不暇，可是，珍惜

身边各领域的资源，接受属灵导师的指导，与属灵伙伴多方配搭同

工，就可以共同面对困难。  

 

（五）有神明确的呼召  

服事主超过半世纪的周联华牧师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教牧工作是

不可能做好的工作，也是永远不讨好，非常苦的工作’。因此，‘牧

者之所以能坚持到底，他相信最大的原因是在神的呼召’ 143。比尔 .

海波斯也说：牧者要持续走完一生的传道之路，第一门需要学习的课

就是：确定呼召，专心一致。 144大卫 .韩森亦说：  

                                                           
139 李耕心，136。 
140 苏文隆，166-182。 
141 李耕心，137。 
142吴武典博士在《团体辅导》一书中，提及‘团体的功能要能发挥，成员必须能做轻易而有效

的沟通，在这方面，沟通网路的安排，关系重大…团体网络可概分为集权式（centralized 

pattern）和分权式（decentralized pattern）二种。集权式的沟通网络，所有的资讯流向一个

人，他负责解决问题及传递讯息；分权式的沟通网络，则所有成员都可以获得资讯，且都要负

责解决其问题。李耕心，137-138。 
143 周联华，6。 
144 比尔.海波斯，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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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呼召就是上帝要我成为一名牧者。…是这个呼召，使我得

以站立牧养的道路，不偏离左右。也是这个呼召，保守我在牧会

生涯中尽管经历高低起伏，仍能保持清醒，不失去理智。呼召是

一种知道，呼召成立的必备条件是受召之人要清楚这个呼召。呼

召也是一个独特的讯息，内含一项必需遵守的命令，要受召之人

竭力去寻求、去理解这个呼召，仿佛事关生死，决不能掉以轻

心。 145 

确实，如上文所提起，牧者在服事中，容易因着他人的称赞、肯

定，逐渐活在满足他人的期待和要求之中，而偏离了最初的呼召。一

旦呼召模糊，追求的目标错误，牧者实在需要像韦利蒙所说的‘一再

蒙召’  （ r e - c a l l e d）。他说：牧者的生命源自呼召，并且在艰难的

日子，借着更新召命，不住一再蒙召 146，知道自己待在这里，承担牧

职，是因着上帝的旨意，也是莫大的恩典。  

萨俊（ S u g d e n ）和魏斯比（W i e r s b e）称：‘教牧事奉的工作是

如此费神费力又困难，沒有清楚知道神的呼召是无法进入的。人們进

入教牧事奉，然后又离开，是因为他们缺乏从神而來的催促。一个人

沒有从神而來确定的呼召，是不可能有成功的事奉的。’ 147王良玉也

认为一个牧者服事的热情来自于呼召。传道人的事奉不可能没有困

难，唯有清楚的呼召，使得他不敢擅自偏行己路。 148牧者当抓住最初

的呼召，并且一再蒙召，让神清楚的呼召坚定牧者服侍的心志，冲破

万难继续服事。  

 

（六）平衡兼顾身心灵  

在履行牧职职责时，王均裕称：  

传道人不仅需要高度和深入地与会友互动，更得面对不同背景

和不同年龄层的会友，而這些非常‘不一样’的会友往往也代表

                                                           
145 大卫.韩森，49。 
146 韦利蒙，344。 
147 Howard F. Sugden and Warren W. Wiersbe，When Pastors Wonder How （Chicago：Moody，

1973），9. 
148 王良玉，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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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困境，所以传道人在工作中，不仅要处

理人际互动中的必然冲突，更要滿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149 

牧者面对形形色色会友的需求，牧养的忙碌再加上家庭需求，再

加上个人生命的议题，不止面对履行教牧职责的困难与压力，甚至会

濒临‘倦怠’。  

殷思重在《领袖的塑造》提到，牧者：  

…必须过一个均衡的生活。他的个人，他的家庭，他的事业都

要均衡发展。 150。  

殷思重认为：  

要治理别人，先要治理自己…高效的领袖对自己要求最严格

（别人玩要，他工作；别人浪费光阴，他勤奋学习）；他懂得检

讨自己（发挥自己的长处，消弭自己的短处）；他自律地钻研，

又把思想组织起来，孜孜不倦地创新和思考，寻找更真，更善，

更美的方法去应付艰巨的责任。 151 

可见，时间对于忙碌的牧者有多么珍贵。正如韦利蒙所说：时间管理

是一个神学议题，我们的日程，见证了我们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  

牧者对牧职的神学（ theology of ministry）认识不足，欠

缺明确的自我引导（ self - direction），注定会被最多言的平

信徒使唤，唯命是从，这些平信徒认为牧职该怎样就怎样。由于

牧者所做的事情有很多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未能认清什么是不可

或缺的，最终会使牧职变成令人厌烦的苦差事。 152 

在你需要的范围内设立界限是必须的。’…适当的保留一些自

我、一点安息的时间，是服事忙碌的传道人势必奉行的。 153 

教牧职责多元化，牧者工作繁忙，难免忽略锻炼身体与属灵操

练，故此，牧者必须懂得安排时间照顾自己在身体与属灵层面的健

康。唯有健康的身体与活泼的灵性，可以让牧者有力量去应对人际关

                                                           
149 王均裕，25。 

 150殷思重，《领袖的塑造》（香港：迎欣，2006），122。 
151 同上，117。 
152 韦利蒙，342。 
153 蓝登，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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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挑战，以及面对同一群人、而工作即重复又无立竿见影的果效所

带来的‘倦怠’。接下来先探讨牧者的身体健康，之后才探讨属灵层

面的健康。  

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或人际问题，都源于我们对身体的忽略，

舒展一下身体可以有效舒缓压力。麦唐纳就说：  

…研究报告已经证实，严格的运动会使人的大脑和脑下垂体自

然产生因多芬 endorphins，一种类似吗啡的化学成分。麻塞诸塞

州‘综合医院’（ General Hospital）的研究人员在志愿者运

动前后从他们身上取出血液样本，经过连续两个月的检验，发现

那些人在运动一小时以后，体内的因多芬多出了百分之一百四十

五。因多芬明显的作用就是阻碍身体传达痛苦的讯号至大脑，并

且刺激大脑掌管心情愉快的部分。 154 

一般来说，我们的工作越是动脑筋，就越需要保养我们的身体。叶恩

汉认为：牧者应该顺从健康的定律，给身体和精神有充足的休息和活

动，才能健康。因此，均衡的饮食，经常运动，定时的休息都是牧者

应该安排在时间表里面的事项。在人的身体里面，‘活动神经’

（  n e r v e  o f  m o t i o n）跟‘情绪神经’（  n e r v e  o f  e m o t i o n）息息

相关，一个人若经常运动，会使‘活动神经’活跃起来，而使‘情绪

神经’松弛下去，有助于纾解精神压力，让传道人充电了再出发。 155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

来生的应许。（提前四 8）  

除了锻炼身体，牧者也得安排时间照顾灵性健康。杰瑞 . 布里基提

到：  

牧者生活要有纪律的操练…亲近神和呼吸同样重要…我们作牧

者的人每天至少要花一小时亲近神，单单为了喂养自己的灵命…

最不可少的一件事，你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156 

每日事奉前，牧者可以透过祷告和读经让自己专注于神。正如韦利蒙

所说：我们太容易分心，若没有一天新似一天的召命感，若在一天开

                                                           
154 麦高登，171。 
155 叶恩汉，69。 
156 蓝登，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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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没有焦点，那天就会容易虚耗在忙碌与分心之中。祷告和读经成

了主要的途径，让牧者一再蒙召，以完成牧养的工作。 157潘霍华如此

形容晨祷（m o r n i n g  p r a y e r）所带来的分别：  

晨祷是一天的关键。我们因虚耗光阴而感到羞愧，又容易向试

探屈服，且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跟别人的谈话，充满了软弱和

毫无纪律，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大都是因为忽略了早祷。从早祷

开始，我们更实在地安排和分配时间。因着早上与上帝关系的突

破，我们可以胜过伴随着当天工作而来的试探。工作中要下的决

定也变得轻省起来…即使机械式的工作，如果是出于对上帝及其

诫命的确认，也会工作得更有耐性。因此，工作的能力，就在我

们向上帝祈祷的时候确立下来；祂想要赐下我们应付每天工作所

需的能力。 158 

这真是一番金玉良言，鼓励牧者操练晨祷，不止可以处理个人的生命

议题，还可以应对各种类型的会友，并且不再觉得重复的工作是机械

化的。大卫 .韩森说：  

我的晨祷没有花费很长的时间，大约只有十五分钟，却是我个

人的成圣仪式。我在每天的起始，分别出一刻钟的时间来祈祷，

好把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也分别出来，奉献给主；于是，圣灵也用

我的晨祷把我分别出来，做好事奉的工作，让我这一整天都行在

正路上，满有圣灵的引导与能力。 159 

除了固定的灵修，牧者也应该注重‘安息’。安息日是每星期给

我们的提醒，提醒我们受造是为了荣耀上帝和永远享受祂。牧者要挣

脱牧区日常那些他需要关注、又迫切的事情，给予自己时间，有机会

反思和回望，  

回想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牧职，而我们最终又向谁负责，我们

的事奉方向又该当如何。 160 

                                                           
157 韦利蒙，344。 
158 Dietrich Bonhoeffer，Psalms：The Prayer Book of the Bible（Minneapolis：Augsburg Press，

1970），pp.64-65. 
159 大卫.韩森，72。 
160 韦利蒙，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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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受造，不是为了无休止的活动，而是为了叫我们满有信心地

赞美上帝，无论是工作之时，还是休息之中。教会的事我们可以安心

放手，可以安心定期放安息年假，因为我们确信，基督真的与教会同

在，基督会保守教会。正如唐麦西就说：  

暂时离去的自己对教会有哪些好处？ 1）帮助我重新得力； 2）

再度看清目标； 3）技巧与信心大增； 4）对服侍的热情得着更

新；5）会友会更喜欢我。 161 

如此一来，牧者可以避免山弗得所提起的‘倦怠’。平衡的生活令牧

者享有健康的身心灵，可以面对压力，处理好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而日日重复的工作也不会成为机械化。  

 

小结  

 

教牧职责三大困难：传神话语之挑战、引导主羊之辛劳、领导技

能的缺乏；因应之道分别是：下苦功认真解经，圣洁生命证主道；个

人与神关系亲，领人归主认识神；谦卑仆人式领导，完成教会的使

命。执行教牧职责也延伸出另外三点困难：牧职过于多元化、淡忘起

初的呼召、忙致压力及倦怠；因应之道为：建立各方支援团、有神明

确的呼召、平衡兼顾身心灵。  

第二章第一节，笔者从圣经人物看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做出小

结；这第二节，笔者再次使用该图表为结。  

 

表 2 - 4 从教牧职责看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小结）  

 

 教牧职责的因应之道  最终目标  

与神的关系  下苦功认真解经，圣洁生命证主道  有神明确的呼召  

与己的关系  个人与神关系亲，领人归主认识神  平衡兼顾身心灵  

与人的关系  谦卑仆人式领导，完成教会的使命  建立支援的团队  

 

                                                           
161 麦高登，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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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3 从教牧职责看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小结）  

 

 

第三节  S C A C 相关介紹  

 

本文接下去，将简介 S C A C 的发展历史、治会模式、牧职制度，

以及现有的教牧关顾计划，有助于理解 S C A C 新手传道人所面对的困

难及已有的支援。  

 

一、 S C A C 的历史与现况  

 

（一）垦荒时期  

满清末年，福建闽清黄乃裳鉴于国家不宁，民生困顿，遂以基督

博爱之精神，利他主义之意念，决定为乡民开辟新的生活途径。

1 9 0 0 年 4 月经由其居住于星洲之女婿林文庆博士之介绍下，得以南

下砂拉越与拉者二世查尔斯布律克订立垦荒条约。回国后即宣传并且

在福州各邑如闽清、古田、屏南、永泰、闽侯招募乡人：首批 7 2 人

为前导，由力昌及陈观斗等领导， 1 9 0 1 年 2 月 2 0 日抵达诗巫。同

年黄乃裳亲率 5 3 5 人转至星洲并偕同万会督，于 3 月 1 6 日抵达诗

巫。翌日为主日，由万会督主持崇拜。 1 9 0 2 年 6 月 7 日黄乃裳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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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 5 1 1 名垦民来到诗巫。前后三批合计 1 1 1 8 人，其中三分之二

属美以美教会之会友。 162 

自 1 9 0 1 年，来自中国福州的卫理公会信徒，将卫理公会带进砂拉

越， 1 9 0 3 年，星洲年议会委任富雅各教士办理诗巫教会事工，成为

第一位前往砂拉越的宣教士。 1 9 0 4 年，拉者二世谕令由富教士为福

州人领油协助政府，并处理垦场事务。富氏在此办校，建教堂，自

1 9 2 1 年至 1 9 3 2 年之间，拉让江流域下游一带教会林立、学校遍

布。 163 

在农业经济方面，富氏引进橡胶籽试种，数年后大有收成。由于

胶价奇高，侨民便竞相争种，拉让江两岸一时蔚为奇观。经济一旦繁

荣，前景更见光明，垦民由此安居。  

先贤们致力于布道宣教，引人归主，同时也办校、引进农业、带

动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教会随着经济活动，不断在拉让江流域扩

展。 1 9 3 5 年止，砂拉越教区共有四十个牧区堂会，四十一所连属学

校，直属学校有毓英女子中小学及幼稚园。 164 

 

（二）发展时期  

一九三七年，教会开始做伊班群族的福音事工，逐渐进展而促使

砂拉越差会于 1 9 4 7 年成立，砂拉越临时年议会于 1 9 5 2 年诞生，而

砂拉越年议会于 1 9 6 0 年正式成立。砂拉越伊班临时年议会亦相继于

1 9 6 2 年组成。教会历经垦荒的艰辛，也在日军下、共产党地下活动

等风雨路，感恩上帝一路保守，引导教会持续成长。 1 9 6 9 年，共有

6 个教区（诗巫、加拿逸、中教区、民那丹、泗里街和古晋）。 165 

1976 年，基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是两个国家，为要成立两个

国家永久性之教会，便正式解散星马总议会： 12 月 4 日在吉隆坡

                                                           
162 黄孟礼，《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百周年纪念特刊》（诗巫：马来西亚

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2004），25。 
163 同上，28。 
164 同上，28。 
165 同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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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成立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砂拉越年议会亦更名为砂拉越华人

年议会（Sarawak  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 166 

1988 年 5 月 24 日为本会历史中特殊的日子，即本州立法议会

于当天通过接纳教会修正法案，本州卫理公会不再视之为‘外国

团体’或‘外国传教团体’，且是正规和合法的本地自治宗教组

织。 167 

 

（三）外展时期  

除了在砂拉越建立教会， S C A C 于 1 9 8 3 年也在沙巴成立亚庇布道

所。1 9 8 9 年始， S C A C 宣教部与澳洲卫理公会正式配合，以金钱支持

由本地移居澳洲的牧师。 1 9 8 9 年 9 月 1 8 日，加帛木山常恩堂落

成，开始了 S C A C 为木山工人传播救恩的工作。 1 9 9 7 年差派张燕牧

师为柬埔寨宣教士，开拓了 S C A C 海外异文化宣教的道路。 2 0 0 1 年

开始国语事工，对象是印尼女佣，以及前来市区讨生活的伊班群体。  

S C A C 在社会关怀方面也积极参与， 1 9 9 0 年开始辅导中心，提供

教外人士各种辅导与资讯。 1 9 9 7 年年议会宣布成立残障中心，关注

弱势肢体，并训练专人予以服务。 2 0 1 4 年成立了福音戒毒中心，凯

胜之家，抢救被毒品掳掠的灵魂， 2 0 1 9 年，更有结业的凯胜之家的

学员，从 S C A C 的诗巫卫理神学院毕业，进入牧养凯胜之家的行列。  

 

（四）最新近况  

二 0 二一年， S C A C 共有十一个教区，1 0 8 间堂会，二十一间布道

所，2 2 2 位全职牧师传道，117,320 位会友，四十五位宣教士，遍布十

个国家。 S C A C 属下有四间辅导中心，一间戒毒所，一间洗肾中心，

三间福儿院，一间日间照顾老人中心，三间残障关怀中心，两间青少

年中心，两间提供举办营会的活动中心，一间学院，圣经函授学校

（锡安圣经函授学校），四个区域的乐齡学习中心，四十七间幼稚

园，  一间神学院，一间福音书局。  

                                                           
166 黄孟礼，32。 
167 同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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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 C A C 的治会模式  

陈若愚在《教会、使命与圣礼》一书中把改革后成立的基督教会

的治会模式分为四类，即主教制、长老制、公理制、无制度 168。

S C A C 属于主教制，除了总议会的会督，每一个年议会都有各自的会

长（ 2 0 2 0 年总议会和年议会都通过，由原本的‘会长’一称改为

‘会督’，本文依据 2 0 1 6 最新修订的《法规》则仍然保留‘会长’

之称呼）。 S C A C 的会长由年议会秘密投票，以三分二多数票当选，

任期四年一任，可以蝉联两届。按照《法规》第二章第二十一段 3 6 8

款，会长的职责、权力与制度中提及：  

4.经由委任部和牧者咨商后，委派年议会传道与工作人员，并

向总议会会督书面提呈有关此委任。 169 

3 6 8 款是有关会长在派司时应遵守之规定与限制：  

1….会长之决定为最后决定。  

3….会长每年委任教区长…。 

5….会长可选派有意继续深造之年议会牧者会员，进入卫理公

会认可与批准之学院或神学院就读。  

7.每一游行牧者都必须接受委派，除非因退休、不克履行牧

职、享有安息年假期、或品行有违《法规》者。  

 

三、 S C A C 的牧职制度  

 

（一）卫理公会的牧职  

根据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 2 0 1 6 年修订版的《法规》，  

基督教会之牧职源于耶稣基督的事工，即圣父以圣灵的能力，

藉着道成肉身的圣子所做的工作。此职分是教会托付和要求的事

工。所有信徒都蒙召担负此工作。卫理公会相信有些会友蒙召分

                                                           
168 陈若愚《教会、使命与圣礼：基督教要义棕榄》（香港：基道，2018）291。 
169 林李秋仪师母，《法规中文译本》（雪兰莪：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20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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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来，在堂会和游行牧职事工中主持崇拜、宣讲圣言和主礼圣

礼。 170 

游行牧职乃卫理公会每年委派凡自愿经立约委身于教会圣工及使

命者至各自年议会范围内教会之系统。加入游行牧职，需要经过‘求

进’，其之步骤为：神学毕业后的牧职学生、试用会员、副牧然后长

牧。当牧者被选立为长牧时，亦接纳为年议会会员。为了帮助非卫理

公会的读者明白 S C A C 的‘求进制度’，本文将 2 0 2 1 年修正的《教

牧手册》第四章，有关《教牧求进年会，意义及评估范围》收录在附

录八。  

卫理公会牧职学生乃凡公开表示有意加入游行牧职事奉者，并经

年议会正式承认。他正接受神学教育之装备，但未被接受为年议会之

试用会员。然而，凡未被接收为牧职学生之神学生亦可在修读神学教

育时或完成神学教育时，向年议会牧职部申请加入游行牧职。牧职学

生完成神学装备后一旦被其所属年议会接受，即成为年议会试用会

员，其身份与本处传道身份相似。试用期间，他亦可被选立并按立为

副牧。作为副牧，其身份仍是试用会员。当副牧圆满达到试用之要

求，他可被选立为年议会正式会员并被按立为长牧。 171 

 

（二）试用会员  

加入年议会为试用会员乃游行牧职之第一步骤。试用会员乃为其

品德、讲道、及担任牧者的能力之试用。在此期间，卫理公会将确定

其是否适合成为年议会会员（长牧）。 172游行牧职之候选人在已具备

以下之条件，经牧职部举荐，可由年议会之教牧议会投票赞同接受为

试用会员。他必须拥有传道执照或已被按立为本处传道；也必须得到

教区议会或教区牧职执行会四分之三多数票通过并以书面举荐。他也

必须符合年议会规定之教育程度要求，并且提呈牧职部批准之医生签

                                                           
170林李秋仪师母，84。 
171 同上，85。 
172 同上，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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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之健康证明书。年议会可规定所须之心理检查以提供额外资料确定

是否适合担任牧者职分。 173 

 

（三）副牧  

试用会员试用期至按立副牧之最短期限为两年，最长则为八年。  

副牧有权讲道、主领崇拜、主持婚礼、主持洗礼及丧礼。他协

助长牧主礼圣餐。若在牧职部推荐及会长核准之下，受委派为堂

会牧者，亦可由会督授权主持圣餐及接收信徒加入为卫理公会会

友。然而，他只可在受委派之堂会执行其牧职职能。 174 

试用会员需要得到牧职部四分之三多数票通过举荐为副牧牧职

者；其体格、心理及情绪健康必须获牧职部满意。他必须提交牧职部

满意之书面答复以解答所征询有关其年龄、家庭、宗教及教会经验、

蒙召担任传道、教育记录及未来在卫理公会教会中服务之计划。  

副牧之任期最多为八年。若年议会决定其在届满时仍未适和被

选立为正式会员，或其选择不被选立，其职分将改为本处副牧。

其不再保留为游行牧职。 175 

 

（四）长牧  

副牧被按立为长牧，必须获得所属年议会牧职部四分之三多数票

举荐为长牧候选人。他必须获得所属年议会牧职会员以基本多数票接

受加入为正式会员并赐授予长牧职分。 176 

卫理公会认为游行牧者之按立乃上帝赐予卫理公会之恩赐。此

按立乃透过上帝子民之领导，透过崇拜、真道及圣礼仪、程序、

布道及社区见证事工达成。按立游行牧职之委身乃参与基督之事

工如约二十一 15-17、徒二十 28、提前三 1 -7、多一 7 - 9、彼前

                                                           
173林李秋仪师母，92。 
174 同上，93。 
175 同上，94。 
176 同上，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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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 及彼五 2-3 之经文内所教导有关以使徒为基础，分享君尊之

祭司。 177 

为了考验凡承认被圣灵感动加入游行牧者，以下为考问之问题：  

1 .他们是否认识上帝为赦罪之神？他们是否有上帝的爱存在心中？除

了上帝，他们是否别无所求 ?  他们是否单单渴慕上帝？他们是否在各

种交谈中持守圣洁？  

2 .他们有工作的恩赐和恩典吗？他们是否有清楚合理之认知；对上帝

的事情有正确的判断；对因信称义之纯正观念？他们是否公正、坦

率、清楚地说话？  

3 .他们是否有为主结果子？是否有人因为他们传讲的真道而悔改归信

上帝及信徒被造就？  

当他们有以上各项记号，我们即相信他们被上帝呼召于传道工

作。藉此，我们接受这是他受圣灵感动之足够证据。卫理公会在

这些事项上寻求确据，因为唯有拥有纯正基督徒经验及品格、在

人前无可指责，并且无不良嗜好以妨碍其影响力或折中其见证

者，均可被卫理公会接受为圣道与礼仪的牧职人员。 178 

游行长牧因着选举及按立，与其年议会所有游行牧者有特殊之

契约。在遵守此契约，他履行教牧之职责及维持在契约中所订之

教牧标准。他接受在任上司之委任，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他

与其他同工牧者互相信任和关心，并共同寻求团契之圣洁。只有

长牧得称为游行牧者，并在年议会中享有投票权及担任职分。凡

在年议会中品行良好之游行牧者方获会长每年之委派。 179 

 

四、 S C A C 目前对于牧者的关顾计划  

S C A C 按照《法规》设有牧职部，其主要职责就是处理有关牧职事

宜，包括招募神学生，指导和关心神学生在神学院的学习，审核牧职

候选人，为教牧延伸教育提供指导，教牧的安息与退休。（详情况也

参阅附录一：《法规》有关牧职部职责）  

                                                           
177 林李秋仪师母，94。 
178 同上，95。 
179 同上，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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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牧职部出版的《牧者手册》第八章有关教牧的深造、进修及

安息年，其对象皆是按立长牧，成为年会正式成员之牧者，故此，未

能对于新手传道人带来实际的帮助。故此，牧职部也多方面地研讨如

何培育新手传道人。  

S C A C 每一年都聚集牧者同工集体上课，内容与讲员皆由牧职部安

排，称之为‘传道师学校’。每一年的传道师学校，新手传道人，但

凡 未 按 立 长 牧 者 ， 皆 需 要 额 外 上 课 ， 称 为 M O T （ M i n i s t e r  O n  

T r i a l）。除外，新手传道人在其求进过程，除了考《法规》，还需要

将指定的阅读书籍之报告呈交给教区长及牧职部。每一年皆有指定之

阅读书籍（参附录二）课程内容及指定阅读的书名如下表 180：  

 

表 2 - 5   S C A C 求进者之课程内容及指定阅读书目  

 

年

份  

主题  内容  指定阅读之书目  

第

一

年  

传道人之呼召及品格  生命素质  属灵操练礼赞  

时代议题  回教化的挑战  传道人的楷模  

  心灵陪伴的灵修之路  

第

二

年  

主日崇拜 /节期  神学及实行  追求呼召的探索之旅  

教会圣礼  圣洗、圣餐、婚丧礼  祈祷出来的能力  

  牧养的艺术  

第

三

年  

卫理公会组织  认识教会  建造生命的牧养真谛  

教牧及财务  教牧职责  天生赢家  

  受伤的牧者  

第

四

年  

年会制度  加入年会 /本处制  建造生命的职事  

按立真意  顺服的轭  顾此失彼  

  负伤的牧者  

第

五

年  

教牧成长及挑战  个人成长  顺服的轭  

领袖再造  栽培新兵  如何做个好牧师  

  颠覆的牧养之道  

                                                           
180 2021 年 11 月 23-25 日 SCAC 第四十六届年议会报告书，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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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年，牧职部特别安排在 1 1 月 2 5 - 2 6 日线上培训新兵，课程

内容包括了： 181统计和生命册、年会内部审查计事工、卫理牧职、卫

理教会法规行政和教牧手册、牧者形象、门陶与伙伴、家庭与人际关

系、教牧伦理。  

S C A C 牧职部委任一群教区长在会督作为顾问之下，为每一年的长

牧自我评估作出探讨，并且于 2 0 2 2 年 2 月 2 8 日至 3 月 3 日的传道

师学校中向所有的牧者同工报告成果。卫理神学院讲师兼宣教部主

席，兼牧职部部员刘世尧牧师代表牧者评估表探讨小组在传道师学校

进行成果报告，内容如下：  

1 .牧职部需要设计和建构的，不只是一份适切的白纸黑字评估

表，更是一个牧者们‘门陶’  （ men toring）的系统和机制、文

化和氛围。这系统运作的异象是教牧同工们‘一起作主门徒’，

带动大家互相关怀和监督，特别是 Eu gene Peterson 在其著作

Working the Ang les: The Shape of Pastoral Int egrity

里所强调的三个教牧基本功，即祷告、读经、属灵导引。因此，

填完评估表之后的跟进非常重要。教区长和主理牧师当按评估表

内容与填表者约谈，而牧职部则需建立一个中央化的线上档案库

储存这些评估表 /资料 （只有特定人士能搜寻）。  

2.这评估表的内容：  

（1）应该关注牧者的身、心、灵、社的状态，以及《法规》里

对牧者的要求。  

（2）可有时代性议题，请牧者分享和审查他们一年的事奉与事

工是如何回应时代的需要。例如，新冠病毒肆虐期间，你如何调

整堂会事奉和圣工？另外，也可按那一年会督演词的重点，问牧

者们如何在一年的事奉中落实会督所提出的异象。简言之，每年

评估表的内容是可以有改变的。  

                                                           
181 2021 年 11 月 23-25 日 SCAC 第四十六届年议会报告书，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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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没 有 完 美 的 评 估 问 题 ， 但 所 问 的 要 能 引 出 好 话 题  

（ talking point），让教区长在督导过程中，发掘同工们的内

心世界和想法。例如，你在那些方面表现领导能力？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惡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

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希三 1 2 - 1 3）  

保罗区普引用以上两节经文所强调的‘罪的存在及其残存的势

力’以及‘基督身体的每个肢体’都需要弟兄姐妹天天的服事，提醒

牧者需要谦卑承认自己需要群体来‘自我检视’，免得落入对罪的逐

渐盲目而最后硬心。 182保罗 . 区普在《危机四伏的呼召》引用三段经

文（弗四 1 1 - 1 6；林前十二 1 4 - 2 5；西三 1 5 - 1 7）讲解一群‘失落的

群体’。他指出，牧者在离开母会进神学院进修期间，已经脱离教会

群体，比较常在神学院的群体活动，再加上神学院群体未必能够牧养

到神学生（不会注重个人，没有用牧养的方式来处理圣经，也没有与

学生的生活引发关连），结果，在神学院三、四年的时间，神学生未

受到牧养，与当地教会关系也疏离，却被派往不认识他们的教会去带

领和牧养教会，这潜在着不符合圣经也不健康的文化，牧者即没有收

到保护，也没有人保守他的服侍免于危险。 183 

保罗区普说：  

每位教师，无论神把他或她放在这个身体的哪个部位，都需要

被教导，而所有被教导的人也都需要去教导人！ 184 

故此，他提出几个帮助牧者进入与弟兄姐妹接触的方法，特别提

出其中两点第一、牧者也得参与一个不是由他带领的小组，第二、牧

者要找寻灵性成熟的人作随时的良师益友。 185有鉴于此，在 2 0 2 2 年

的传道师学校中， S C A C 的会督刘会明牧师也将本会对于牧者间的督

导文化作出呈现。刘会督将督导所有的教区长，教区长负责督导所有

的主理牧师及独自牧养的非长牧（代理传道），主理牧师则负责督导

                                                           
182 保罗.区普，72-77。 
183 同上，89-97。 
184 同上，96。 
185 同上，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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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之下的其他牧者。刘会督表示督导需要定时约谈同工，按照牧者

自我评估表内容进行督导，并且鼓励本会牧者以敞开的心态接受督

导。刘会督也鼓励牧者善用教区每个月的牧者同工会及每年进行的牧

者退修会促成督导文化。  

作为小结， S C A C 对于培育新进传道人可谓用心非常，对于未按立

的新手传道人，牧职部会每一年，按照其服侍年份，将同届毕业的传

道人聚集在一起上课，如此一来，新手传道人不止可以向资深的长辈

牧者学习，还有同辈间的切磋交流时刻。近年，牧职部更是增设了新

兵上场的学习营，目的是让刚上工场的新手传道人及时得到资源，协

助，指导。牧者服侍生涯所需要的‘督导’，更为牧职所积极推展，

期望 S C A C 牧者之间产生‘督导文化’，彼此扶持，持续成长、成熟

成圣在基督里，一生都为主所用。  

 

第四节  教会界采取何做法来协助新手传道人面对初入职时的困难  

 

牧者主要的事奉是对人，多涉及灵性、情绪和人际关系层面，容

易耗尽身心灵的力量，再加上教牧职责多元化，除了神学三年到四年

的训练，实在需要在入职后持续接受装备，在灵性、人际关系、事奉

技巧、各方面知识累计经验并成长。除了 S C A C 对于新手传道人的培

训，以下列出另外几个不同宗派、不同地域的教会，从而了解教会界

采取什么方法协助新手传道人面对初入职的困难与挑战。  

 

一、独立教会（新加坡更新基督教会）  

主任牧师郑福财透过面子书的 m e s s a n g e r 接受访问时表示：我们

教会是在读神学之前就有两年实习传道的教牧实习。一般新手传道人

都是直接接受在职训练。我们会根据那个人不同的恩赐和去向设计他

的培训计划。郑牧师列出最新一个有关新手传道的培训计划图表（参

附录三），主要针对几方面培训新手传道人：牧者的呼召、本会的组

织结构、基督徒领袖神学、护教学、如何带领会议（策划并执行查经

营）、如何预备讲章（从十五分钟讲章开始）、预算案及策划、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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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退修之旅、与主任牧师一席谈、个人读经与反思。其中一个训练

是规定传道人每个月必须使用大约 4 0 0 新币买书（主任牧师有指定

一些必读的书），并且预备每周的阅读报告（至少 1 5 0 个字）。  

 

二、卫理公会（新加坡）  

前会督张振宗牧师透过 W h a t s a p p 接受访问，表示牧职部没有特

别预备课程训练新手传道人。不过，牧职部于大约十七年前，已经拟

定一张表格，供牧者填写了呈交牧职部。表格包含 5 个问题：第一、

报读任何课程及主办单位；第二、阅读书籍之作者及完成日期；第

三、反思与学习；第四、对于个人与神同行，及牧养事工的帮助；第

五、接下去六个月的进修计划。张会督表示，这份报告志在积极鼓

励，而非规条，因为牧师要懂得自律自修。另外，此表格也可以提供

牧师向教会和教区长请‘公假’进修，并且获得教会给予牧师进修费

的津贴。牧者在申请‘公假’进修时，需要考量课程是否能增添牧者

牧养的经验，或对牧者身心灵有助益。另外，一旦教会发生紧急状

况，牧者仍然应该安排可替代自己处理紧急状况者，否则，应该以牧

养的迫切性和需要为优先考虑，舍下自己的权益，因为进修是教会及

会众对牧者的爱护与肯定，牧者不应视之为自己当得的权利。  

 

三、长老会（新加坡）  

透过电邮联系到新加坡长老会华文中会执行干事曹树强牧师，从

基督教新教平长老会的《传道延才手册》得知：接纳成为正式传道

后，为成为按立牧师作准备的这一阶段被视为进名阶段。进名阶段要

求候选人满足以下三个部分：参与要求、阅读和反思、督导。在督导

部分下，候选人将会被分配到三名导师，每个导师各负责一下其中一

项：个人成长与发展、教牧事工、认识长老会。作为督导过程的一部

分，候选人将被分配课程作业。  

完成上述三个部分后，候选人将与中会传道延才委员会进行面试

讨论结果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面试和审核通过，该候选人将会

被举荐至中会常务委员会接纳。接纳后，候选人将在中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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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就进名礼宣读誓约。此后，就可预备成为圣道和圣礼的执行

者，并可在堂会中呼召并按立授职牧师。  

 

四、卫理公会（印尼）  

透过 W h a t s a p p 联络到两位印尼的牧者，第一位是印尼卫理公会

第二年议会第六教区牧职部主席（ K P K P J），郑兰香牧师，现任印尼

卫理公会巴淡岛华语恩典堂牧师助理。第二位是曾经担任印尼卫理公

会第二年议会牧职部主席（B P L P J），D I O N  H U T A N G A L U N G 牧师。

目前是印尼卫理公会巴淡岛荣耀堂驻堂牧师，也是印尼卫理公会第二

年议会第六教区牧职部主席（ K P L P J）。这两位牧师表示：印尼卫理

公会对于新手传道人没有什么特别培训计划。各牧者会各自准备一些

功课供有关人士阅读和反思，最终接受年议会的牧职部的批准通过。

虽然年议会与教区牧职部曾经都有各自进行培训，可是由于内容因领

袖更迭而有不同的编订，再加上没有收集成册，故此没有资料供参考

之用。  

 

五、中华基督教会（香港）  

透过一位本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修读博士的牧师，联系

到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牧者，了解该教会神学牧职部有主办新入

职同工课程，为期三天。他们的目标为：第一、协助新入职同工对本

会创会的历史、精神、体制、发展及区会现时堂、校等等的运作模

式，有基本的了解与认识。第二、协助新入职同工对本会崇拜礼仪、

教会观、牧职观及圣礼观等有基本的了解和认识。第三、协助新入职

同工对区会资源，以便合宜地运用。他们的课程包含：中华基督教会

的传统、体制与精神；区会的历史、组织、架构和事工；中华基督教

会的教会观、圣职观与圣礼观；中华基督教会的崇拜礼仪与传统；中

华基督教会与本地教育、社会服务、教会界及普世教会的关系；区会

资源、校牧事工及堂会特别事工介绍。（参阅附录四）除此之外，其

他的讲道研习、灵命操练及领导力建立等则是由个人自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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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该会的宣教师，若是公费毕业的神学生，可以在同一年由区

会推荐接受差遣，而外会宣教师需要先转会加入堂会，然后由堂会向

区会推荐接受差遣。差遣后到按立牧师，最少需要三年的堂会事奉经

历，然后有事奉堂会的教友大会三分二赞成通过，向区会举荐。候选

人还得撰写《我对牧职之了解》，再由神学牧职部众牧长拷问，通过

三分之二，才可被按立为牧师。  

 

小结  

 

表 2 - 6   教会界培训新手传道人的方法  

 

 无统一

方式  

量身定

制课程  

指定  

阅读  

指定  

课程  

安排  

督导  

鼓励  

各自修课  

更新基督教会

（新加坡）  
 ◎ ◎  ◎  

卫理公会  

（新加坡）  
  ◎   ◎ 

长老会  

（新加坡）  
  ◎  ◎  

卫理公会  

（印尼）  
◎      

中华基督教会

（香港）  
   ◎   

 

纵观以上收集的资料，绝大部分教会都看到培训新手传道人的重

要性，并且也付诸行动策划及培训新手传道人。以下提出主要的两方

面培训新手传道人之方法：  

第一、终身学习。苏文隆表示，他极少看到传道人在投身牧会

后，在时间表上有安排‘读书’这一环节。而读书学习对传道人却非

常重要，因为读书可以喂养传道人的身心灵成长。瑟格勒就说：一个

找时间阅读的传道人，才会在讲台上有充分准备。历史中的杰出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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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是勤于阅读的人，而有决心的牧者，才有时间从事阅读。 186瑟

格勒也说：倘若牧者能够分别出时间多涉猎各个领域的知识，无形当

中，信息里就更能贴近会友们的需要，而不至于使会友们觉得牧者似

乎是个活在‘象牙塔’的人，除了属灵的事物质外，对其他知识一概

不知。 187 J o h n  S t o t t 认为传道人在搭桥，将神的话和人们的日常生

活联系起来。其中一个搭桥的管道就是阅读。因为读书能改变我们，

提供更广大的世界，使我们不至被禁锢在个人经验的狭小天地里。 188

可见，鼓励传道人进入牧养生涯后继续阅读并且写反思，进修，甚至

设计课程帮助传道人持续成长，是培育新手传道人最普遍的做法。葛

理翰说：我讲道太多，读书太少，如果可以从头再来，他会用比现在

多三倍的时间读书。 189麦唐纳呼吁牧者设定固定的时间与地点读书，

将读书列入工作表，成为一份固定、习惯性的工作，否则会常因为

‘没有时间’而被牺牲掉。 190 

第二、安排督导。布什尼兹（ I r v i n  A .  B u s e n i t z ）在《圣经教牧

学》提出：  

如果把神学院教室中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和学术上的成功，就等

同于完全装备好的教牧事奉，这样的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有

效的装备超过教室之外，还包括在事奉岗位上的训练。 191 

郑文选也认为：  

在教会现场是学习成为牧者最好环境；然而，单是投入教会现

场仍不足够，年轻传道人需要在服事伙伴、属灵导师、信徒领袖

所组成的群体信任关系中对话、省思、学习，才能够面对牧养教

会这项极度复杂的挑战。’ 192 

                                                           
186 瑟格勒，181-182。 
187 同上，132。 
188 麦高登，131。 
189 同上，132。 
190 同上，133 。 
191 麦卡瑟，196。 
192 郑文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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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传道人在实际牧养需要指导，给予他支援。故此，安排属灵长辈

成为督导，实际引导，并且成为新手传道人咨询的对象也是普遍被推

行的培训传道人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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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步骤  

 

第一节   研究方法  

 

一、采用质化研究的原因  

由于量化研究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法普遍采用「量化」与「质化」

两种型态，每个型态都根源于独特的社会科学逻辑与研究取向。虽然

这两种研究型态共享基本的科学原则，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最

大差异。他们各有各的长处与限制，擅长的主题或议题，对于社会的

生活也都有提出真知灼见的经典研究。 193以下图表将列下这两种不同

类型的研究方法之差异 194：  

 

表 3 - 1   量化与质化研究的差异  

 

量化研究  质化研究  

1 .研究者始于验证假设。  1 .一旦研究者沉浸在资料之中后，

便展开捕抓与发掘意义的工作。  

2 概念是以清楚明白的变项形式

存在。  

2 概念是以主题、宗旨、通则、类

型的形式存在。  

3 .测量工具在进行资料收集前，

就有系统被创造出来，并且被

标准化了。  

3 .创造出来的测量工具是采就事论

事主义，而且常是特属于个别情境

或研究者。  

4 .资料是得自于精确测量的数字

型态。  

4 .资料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得自

于文献、观察、手稿。  

5 .理论大多是因果的，并且是演

绎的。  

5 .理论可以是因果，无因果关系

的，而且常是归纳的。  

6 .程序是标准的，而且是可复制

的。  

6 .研究程序是特殊的，而且很少可

被复制。  

                                                           
193 W. Lawrence Newman，《社会研究方法：质化与量化取向》（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朱柔若译，台北：扬智，2000），27。 
194 同上，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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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析地进行是由统计、图、表

来完成的，再加上显示结果与

假设之关系所作的讨论。  

7 .分析的进行是借由从证据中抽取

主题或通则，以及把资料整理成一

幅图画。  

 

由于量化研究要求在事前有预定的假设，大量地收集资料后，借

着统计、数学计算的技术，精确地量化这些资料，然后有系统地分析

社会现象。它需要大量的数据去验证假设，目的在于建立经验性的理

论。本研究以 S C A C 传道人为研究对象（目前只有 2 2 2 名），而且研

究 对 象 是 锁 定 已 经 成 为 年 议 会 正 式 成 员 的 长 牧 （ 目 前 只 有 1 2 5

名），在取样上有明显的不足，所以不适合使用量化研究。相对于量

化研究，质化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统计数字，而是通过将每个访谈个案

的独特经验，转化为有意义的资料，再逐渐发展成具体的结论，作为

回答研究问题的依据。本研究课题，需要长牧凭借其本身的牧养经

验，也透过他们所观察到，在他们所带领过的传道人的经历，针对初

牧养三至五年的传道人所面临之困难提出因应之道，包含多层面的问

题组合，牵涉不断在变动的动态事实，适合质化研究。故此，本研究

采用质化研究法。  

 

二、深度访谈  

访谈的技术层面很多元。访谈的对象可以是一人或一个小组；访

谈进行的方式可以是直接面谈，或者是透过电邮，电话或视频等；访

谈的问题可以是固定的或灵活调整的。 195无论如何，访谈的主要目的

是 为 了 获 得 一 些 独 特 而 尊 贵 的 资 料 ， 就 是 受 访 者 心 中 的 看 法 。

M i c h a e l  Q u i n n  P a t t o n 认为，访谈是为了得到直接观察所无法得到

的资料，包括个人心中的想法和用意，这些资料是不能只透过‘看’

而是必须透过‘问’才能取得的，‘访谈’就是让研究者进入他人观

点的门路。 196所谓‘深度访谈’是指在访谈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问题

                                                           
195John W. Creswell， Qualitative Inquiry &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 2007）, 130.  
196 Michael Quinn Patton,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0),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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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开放式’  的问题（o p e n - e n d e d  q u e s t i o n s）而不是‘封闭

式‘的问题（ y e s - n o  q u e s t i o n s），所要求的是受访者针对问题给与

描述性的答案。 197 

访 谈 的 设 计 一 般 可 以 分 成 三 种 ： 第 一 种 是 ‘ 结 构 式 的 访 谈 ’

（ s t r u c t u r e d  i n t e r v i e w s ）：是指按照研究者预先设计好的题目及

顺 序 进 行 访 谈 。 第 二 种 是 ‘ 非 结 构 式 的 访 谈 ’  （ u n s t r u c t u r e d  

i n t e r v i e w s ）：是指研究者不预设固定的题目，完全透过现场的观

察，按照当时的需要与情境进行访谈。第三种是‘半结构式的访谈’  

（ s e m i - s t r u c t u r e d  i n t e r v i e w s）：是指预先拟定访谈的大概方向，

但在后续访谈时，可视情况弹性调整访谈问题的内容与顺序。 198 

为了得到受访者从经验中所累计的体验和心中真实的想法，本研

究计划采用开放式的问题进行访谈；同时，为了确保所有的受访者都

在同一个概念的基础上为论题提供贴切的回应，访谈之前就已经预先

把访问的问题、内容、词句和顺序都设计好了；但是，为了不让受访

者受到预设问题的限制，实际的过程是以半结构式的访谈方式来进

行。当受访者想要补充问题之外的感受时，访谈就会按照现场的状况

进行灵活性的处理，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反映现象，和受访者对研究课

题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文计划是以一对一的面谈方式来进行深入访谈，将所设计的问

题向受访谈者提问，然后将所收集的答案进行分析与诠释，之后才针

对访谈时收集的初牧养三至五年之传道人的困难，提出应对的方法。  

 

第二节   研究设计与对象  

 

本研究采取‘立意抽样’（p u r p o s e f u l  s a m p l i n g），对少数研究

对象进行完整、深入且丰富的资料收集工作。所谓立意抽样就是相反

于‘或然率抽样’（ p r o b a b i l i t y  s a m p l i n g），它不是随机式地选择

研 究 对 象 ， 而 是 研 究 者 指 定 挑 选 认 为 可 以 提 供 丰 富 资 讯 的 对 象

                                                           
197 Tim Rapley,” Interview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ed. Clive Seale, Giampierto Gobo, 

Jaber F. Gubrium, and David Silverman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2004）,15. 
198 钮文英，《质性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台北：双叶，201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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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f o r m a t i o n - r i c h  c a s e s）为样本。换言之，立意抽样就是按照研

究员的主观经验，从总体样本中选出心目中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  

由于本研究的问题是《初牧养三至五年的传道人所面对的困难与

因应之道，以 S C A C 为例》，所以研究对象被锁定在 S C A C 的传道

人。基于文献探讨呈现出来，神学院不够时间，也未能全方位地训练

神学生在进入实际牧养工场时，可以掌握多元化的牧职职责，故此，

新手传道人极需要资深的牧者督导之。再加上，越资深的牧者，凭借

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及事奉经验，肯定对于新手传道人所面对的困难与

挑战，屡见不鲜，故此，本研究只访谈牧养超过十五年的资深长牧

（ S C A C 的牧职之正式成员），既是那些已经成功走过初牧养三至五

年的道路之传道人，并且目前仍然继续在牧养的牧者。这些长牧曾经

也是新手传道人，无论当时他们是否顺利过五关斩六将地成功求进，

毕竟，十五年以上的坚守最初的呼召直到如今，加上其本身的经验，

或者就其所见过、甚至曾经带领过其他新手传道人的经历，必定可以

建议主观融合客观的因应之法，让后进的新手传道人得益良多。  

研究对象按几个领域分组：首先、按求进长牧成功与否分为两

组，每组六个人。其次、按性别将两组再分为两组，每组三个人。之

后，按牧养之地区进行分组：乡区小型教会一名，市镇中型教会一

名，城市大型教会一名，只是到了这一环节，性别就无法顾忌到了。  

一、成功求进长牧者，意即在求进道路上一帆风顺者。三个男牧师，

三个女牧师，共六人。  

二、曾经求进失败，却已经顺利通过求进长牧者，意即在求进道路上

曾遇有波折者。三个男牧师，三个女牧师，共六人。  

 

第三节   研究人员  
 

本研究采用了深入访谈来收集资料，笔者是唯一的采访者，优点

是在访谈不同人时，确保提问的问题，及内容分析一致、连贯。对这

个研究而言，也能确保研究工作中各个环节的一致性，尤其是能对研

究内容掌握得更透彻、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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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工具  

 

笔者将预先设计好的‘半结构式’访谈问题作为深入访谈时的提

问指引。访谈题目如下：  

一、当你刚从神学院毕业，在教会全职投入事奉的最初三至五年，就

你个人的经验与体会，在服事上所面对最大的困难有哪些？  

二、面对这些困难，你有沒有得到某些帮助或自己有怎样的学习或体

会，以至於就比较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请分享你的经验。  

三、面对新进传道人开始事奉前几年容易遇见的困难，你建议年议会

（牧职部）可以建立什么制度或提供什么资源来帮助他们。  

四、面对新进传道人开始事奉前几年容易遇见的困难，你建议他所事

奉的教会可以用怎样的态度或提供什么资源来帮助他们。  

五、面对这些新进传道人开始事奉前几年容易遇见的困难，你会建议

他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态来面对全职事奉初期所面对的挑战，他们

自己可以有哪些方面的努力来帮助自己。  

 

这几个问题可以收集的资料有：  

（一）身为 S C A C 初牧养三至五年的传道人，普遍会遇到的困难。  

（二）作为一个过来人，受访者可以提出一些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法，

成为新手传道人的防范之道、甚至是借镜，避免新手传道人在牧

养的道路上走冤枉路。  

（三）回首来时路，受访者可以提供给牧区堂会和年议会，尤其是牧

职部，一些实际的资源或训练，帮助新手传道人持续成长，并且

被装备承担更大的责任。  

 

简而言之，从访谈所得的资料，除了新手传道人可以被提醒所当

留意的事项，可以被警惕应当避免重蹈覆辙之外，还可以提供教会领

导层对新手传道人实际进行什么在职训练，帮助他们成为牧养的常青

树，避免在工场上轻易退后、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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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收集资料  

 
 

本论文收集资料的方法是深入访谈法，这是质化研究最被广为用

来 收 集 资 料 的 方 法 之 一 。 钮 文 英 综 合 学 者 意 见 指 出 ， 访 谈 是

‘ i n t e r ’和‘ v i e w’两个字的组合，亦即‘双方观点的交换’，是

一种有目的、面对面的对话过程。这当中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是平等

的互动关系，研究者透过对话的过程与保持开放和弹性的原则，以了

解受访者对某个主题的生活与经验（ L i f e  E x p e r i e n c e ），感受与观

点（ P e r c e p t i o n  o f  S e l f ），甚至可以得知其想法和感受背后的动

机，还可以收集到受访者对于未来的观点。 199这种访谈注重受访者个

人的感受、生活与经验的陈述，借着彼此的对话，研究者得以获得、

了解并诠释受访者个人对社会事实（ S o c i a l  R e a l i t y ）的认知。本研

究收集资料的步骤如下：  

一、立意抽样—根据本章第二节研究对象的相关考虑，选定十二名牧

者成为受访对象，第一组为求进成功的牧者，第二组则是求进受

挫的牧者（主要原因是求进制度在 S C A C 是每个新手传道人必经

的道路，而求进成功与否，对新手传道人所造成的影响确实深

远）；每一组按照性别，男女各三名（按性别抽样，有助于收集

不同性别牧者的资料）。除了按照性别分类，每一组还按照牧者

初牧养被派往之教会会友人数多寡而被列为大、中、小型教会，

各有一名代表（由于不同类型的教会，新手传道人在其间所扮演

的角色、所面对的挑战与困难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故此需要做出

如此的抽样）。  

 

 

 

 

 

 

                                                           
199 钮文英，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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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1 选择受访者的考量  

 

 

 

 

 

 

 

二、访谈邀请—笔者首先发出 W h a t s a p p 信息，向受邀者表明自己的

来意，待受邀者回复表示有意更进一步了解访谈内容时，笔者就

透过 W h a t s a p p 发出邀请函（内容包括访谈目的、研究宗旨、

保密原则、受邀同意书、预设题目），待受邀者签署同意书过

后，笔者就亲自致电确定深入访谈的日期及时间。基于新冠肺炎

疫情尚未稳定，虽然绝大部分国民都已经种植了疫苗，可是，笔

者 与 所 有 的 受 访 者 都 优 先 考 虑 在 云 端会 面 ， 同 时 借 着 z o o m  

m e e t i n g 的清晰录影，有助于将访谈转化为逐字稿的过程。  

三、访谈—笔者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半结构式’访谈问题，向受访者

作一对一深入访谈。每位受访者约访谈大约一个小时，少数几位

大约两个小时，访谈时间会受到受访者的个人阅历及有否时常进

行自我反省、反思的影响。十二位受访者，共计十四小时三十

钟。  

四、记录—受访者都已经在同意书上签署，容许笔者将访谈过程全程

以 z o o m  m e e t i n g 录影，不过笔者有承诺受访者，待受访者检核

修正逐字稿后，只会保留录音档案，而将录影档案删除。访谈结

束后，笔者将录音档转化为大约两万字的逐字稿，然后进行编

码、分析、比较。  

 
 
 
 
 

 

男 /女  

求进成功 /受挫  

大 /中 /小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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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资料分析  

 

笔者在征求受访者同意之下，全程访谈以 z o o m  m e e t i n g 录影录

音，之后转化成逐字稿，然后请受访者‘检核修正’逐字稿，以增加

本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笔者于后对逐字稿进行编码、意义分析、发现

类别，将受访者的资料作相互比较，归纳而呈现出核心类别。   

 

一、开放性编码（ o p e n  c o d i n g）  

 

开发性编码就是将原始资料中的现象转化成概念，而后将他们

聚 拢 成 一 个 类 别 （ c a t e g o r y ） ， 为 他 命 名 并 发 展 其 属 性

（p r o p e r t i e s）及面向（d i m e n s i o n s）。具体步骤包括：  

（一）画出‘重要句子’并进行分段  

（二）将现象‘概念化’  

（三）将类似概念聚成一个‘类别’  

 

表 3 - 2   将逐字稿画出‘重要句子’  并将现象‘概念化’之例子  

 

段 画出重要句子 概念化 

 Q 一、当你刚从神学院毕业，在教会全职投入事奉的最初三至

五年，就你个人的经验与体会，在服事上所面最大的困难有哪

些？ 

 

 教牧二、YFM  

1. 刚刚毕业嘛，懵懵懂懂，因为也不知道前面的牧养是怎么样

的。…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不会，我什么都不会。然后，你一下

子你一个人要带一个教会的时候，我突然间慌啊。在行政方面

原来我这么差。…很困难啦，那个时候我就很孤单，因为在那个

时候（牧师屋）又是木屋，没有人，很怕、很担心，然后行政

又不会，只是做一些 paperwork、讲道，这样可以。但是发现

到，原来很多东西都不会。 

懵懵懂

懂，什

么都不

会，行

政也不

会 

3. 刚刚毕业的传道人，因为你的人际关系，大家都爱你嘛，可能

你会有一种的骄傲在那边。你会觉得‘好像我比较得到别人的

喜欢‘。…因为我很幼稚，我就刚刚毕业出来的，可能在某一方

面幼稚哈，不懂事啊，然后看不够多啊，又有心中有一个小骄

傲在里面… 

自以为

比较牧

师更深

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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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为那个时候传道人实在是很少…所以每一个堂会只有一个传道

人，只有一个而已。只有教区长那个有两个，就是教区长一个

跟我一个。没有人好动了。就动我咯。教区长很不甘愿，因为

他真的很繁忙，但是教区长又是主理，他只有一个助理，助理

又要被带走，然后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那时候传道人真的

是很少，神学生很好用，那个时候。 

传道人

不够 

5. 那边太多人的问题了，特别亲戚之间，哇把传道人拉扯到不知

道怎样，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我觉得原来，不是靠自己

的事奉啦。以前我觉得靠人际关系是 ok，忽然间我觉得，人际

关系对我来讲，也不能。你想两边都好是不是，结果两边都不

好；他们觉得你站在他那边，他说你站在那边。所以传道人是

中立的，希望大家都好，可是他们就是误会你。 

被分派

系的会

友误会

自己有

站队 

 教牧十一、NMM  

1. 
 

真正是一个人的牧养的时候，正式升格为堂会啊，布道处，升

格为堂会，礼拜堂还在建筑当中，所以要筹备建堂，要策划教

会的工作，然后讲道就很多。所以那时候就压力，主要是预备

讲章。没有，觉得，预备来不及咯。 

事工

多，时

间不足 

2. 是在牧养上面没有经验嘛。不太懂得怎样做这样子咯。 

啊肢体多，行政多，事务多，加上牧养经验还是不够啊。没有

自己牧养的一个策略。啊只是跟着一般教会执事啊，做什么；

各委员会固定的工作范围哪，他们怎么样跟着过去的那个策划

去做。所以没有，没有太多的点子啊 

缺乏经

验带领

教会有

异象使

命 

3. 因为那时候结婚了啦，所以预备讲章上面的；在牧养家庭上面

就，陪还是不够多咯。大多是给师母去带。所以家庭是一块在

那几年大两个孩子，比较忽略的地方。…特是那两个月孩子啊，

感觉上时间有点难安排啊，可能自己能力不够啊。 

忽略家

庭的陪

伴 

 
 

Q 二、面对这些困难，你有沒有得到某些帮助或自己有怎样的

学习或体会，以至於就比较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请分享你的经

验。 

 

 教牧一、YFB   

1. 我觉得我没有经验，所以有机会，我就要参与。不会的就问。

有时候如果长牧他们交代了，他会告诉你怎么做，那就做咯。

如果他说你自己想一下，那就去想一下。 

多参

与、思

考、问 

2. 我觉得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这方面帮助了我很

多。跟属长一起去探访，从他们的聊天也帮助了我能够放松，

也让我知道说原来可以这样和会友聊。我就会觉得比较自在。

属长也会一起聊。 

从属长

学习聊

天 

4. 我觉得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就因为我是一个牧者。

这本来就是我本份应该要做的。是我应该要做的。我觉得这是

对身份的确认。就是我知道这是我的本分。我不应该推辞。 

认识教

牧身份

并委身 

5. 这个经验给我很深刻的提醒就是我真的要很注意自己的态度跟

言行。不要太过与直接的表达自己或者没有顾到周遭人的想

法。 

留意如

何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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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三、YFS  

1. 有联合教会。我那时候就是有参于联合教会的祷告会。就是想

到说我没有同宗派的牧者同工一起，然后我就参与联合教会。

联合教会那时候牧者关系也不错啦。所以我也挺珍惜跟他们一

起祷告。 

同工间

的支持 

3. 那个时候揣摩了一些自己牧养的一些的原则啦，一些牧养的模

式啦，很像回应那些外界那些政治啊。 

用心思

考牧养 

4. 我觉得上帝，我相信过去痛苦的学习，上帝都没有让我们白学

习，白走，都没有让我们白流泪，我相信。 

确定神

的良善 

 Q 三、面对新进传道人开始事奉前几年容易遇见的困难，你建

议年议会（牧职部）可以建立什么制度或提供什么资源来帮助

他们。 

 

 教牧五、YMM  

3. 没有什么支援哦。所以都是要自己主动去看法规，了解法规怎

么样要求你吼，然后你要做什么，不清楚的去问教区长一下。

那么开牧区议会要做什么啊，自己要去看去明白。 

缺乏指

引及咨

询对象 

5.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我没有什么年会，就是没有，它只有一些

事工吼。说真的啦就是我们缺乏那个一层一层的，我们那个

structure 虽然有，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怎么样牧养。那时候工人

都不够用了，只能拼命去补一下那些需要的，真的比较少有人

有空去想这些东西。 

过去年

会没有

发挥制

度 

 教牧六、YMS  

1. 但是我很感恩的是我有一个主理牧师，但讲起来我的主理牧师

是在几百里外…虽然我过去了但是萧牧师一个月还是两个礼拜会

过来，然后慢慢地一个月来一次，慢慢地两个月，他没有一下

子就放，这是我很感恩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带着我。因为有

一些人可能说有你了，我就不理了，那是你的事。所以我从他

身上我学到说我们应该怎么 mentor，帮助我们的同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这是我从他身上学的。 

主理牧

师先带

着服

侍，渐

渐放手 

2. 其中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后来就是我们 pastor school 的时候，一

年到五年的一些过程（求进传道人的课程），那是一个很好。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更实际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我个人觉得

一些真的是很生活化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其实讲起来 theory 的

东西他们基本都懂了。还有一个是最近后来不是年会之后有一

天两天那个吗，新同工退休会啊，是另外一个，那个也蛮不错

的（新晋传道人研习营会）。 

传道师

学校前

上课

（MOT

） 

 Q 四、面对新进传道人开始事奉前几年容易遇见的困难，你建

议他所事奉的教会可以用怎样的态度或提供什么资源来帮助他

们。 

 

 教牧七、NFB  

1. 但是也感恩有同工跟这些属灵长辈，他们愿意来教我这些福州

话。 

教语言 

2. 他有一个很好的，对牧者的。就是牧者去栽培，去受训练，去

装备，他们可以 fully support，所以那几年，基本上我，年会可

支持牧

者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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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给我们上的课程，门徒课程啊，那些什么 ILI 啊，这些我基本

上，我都会去上，就是我想要帮助自己，可以更加提升自己，

然后也，也知道说，当我领受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更多的

弟兄姐妹。 

备，提

升自己 

3. 所谓的顾问团也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他们其实也陪伴我走了

这几年的，嗯，那个过程啊。…比如说我牧养的（天天见面的）

对每一天见面的真的很多东西要商量的，一起做决策的，然后

一起努力的，然后一起去去（承担那个事奉里的各种挑战）对

对对，然后大家可以同心服事的，我也觉得这一群人也很重

要，所以我，现在我的牧养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们都会换

嘛，不同的牧养的地方，然后我都会希望有一群的同工可以跟

我一起去配搭，去服事这样，好过我一个人去做好所有的事

情。 

事奉团

队，给

予牧者

支持、

鼓励、

陪伴 

 教牧十、NMB  

1. 她们都带我们，带我去探访啊。虽然参加读经班的时候受不了

她们。但是她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姐妹们。我现在印象最深

刻她们带我去看老人家，看那个病人，看每一家，家家户户去

拍门，去敲门等等。她们都很忠心，有丧事她们都安排得妥妥

当当，让我去拜访，祷告，唱诗等等，她们都参与。这些姐妹

们实在是一群很重要的精兵啊，像主耶稣旁边那些姐妹们。供

应主耶稣所需要，甚至用自己的东西来供应主耶稣基督跟门

徒。 

属长陪

伴传道

探访，

安排葬

礼等琐

事 

2. 不过我那时候也了解说，他票数需要四分之三嘛，只差一票就

不通过了嘛。我应该接纳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没有说很伤心

之类的，就是觉得会友们的发言和鼓励给我很大的安慰啦，是

这样。我也没有说要反抗什么。我也反省我自己。大概我从美

国回来，讲话比较直一点，好像你刚才说，直来直往。直来直

去啊，这个，讲话比较直一点，得罪了一些长辈 

鼓励、

安慰求

进不过

的传道 

 Q 五、面对这些新进传道人开始事奉前几年容易遇见的困难，

你会建议他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态来面对全职事奉初期所面对的

挑战，他们自己可以有哪些方面的努力来帮助自己。 

 

 教牧四、YMB  

1. 其实不管是 CDgroup 也好是督导也好它必须都要有一个共同的

出发点。那个出发点就是那个当事人本身必须要有被门训的意

识和意愿。 

有被门

训的意

愿 

2. “谦卑与神同行”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你是

不是有谦卑的与神同行，你觉得旁人会看得见吗？看得见的!你

不用再问我说怎么样才算谦卑，不用的。你有没有怜悯人的

心，旁人也看得一清二楚，你也不用问我怎么样才算怜悯，要

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怜悯。我觉得就不用了。所以我觉得弥迦书

6：8 这个经文就可以总概一切了。就是，你有没有做到这个经

文里面所说的，特别是谦卑与神同行，听起来好像很抽象，但

其实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看的清楚。 

谦卑与

神同行 

3 然后接下来就是受教的心很重要，作为年轻人。当然这些其实 谦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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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相互关联的。你谦卑，你就会受教。对不对？但是有的时

候，有些人就是需要这些列出来，他才会被提醒。所以我觉得

第二还要再讲一次，就是受教的心很重要。他如果前面 5 年不

好好的抓住机会，受教的心去学习，他以后会很辛苦的…我觉得

现代的人，特别是被这个资讯时代洗礼之后，人们就越爱越高

傲了。 

教（尤

其前面

五年） 

 教牧九、NFS  

1. ，就是不要太过于过度自卑咯，在整个的过程里边，让自己放

下，其实会自卑也是因为有骄傲在，有自我在，因为就是不想

被人看扁啊，有自卑在嘛，不想要被人看扁，所以就会又自卑

又骄傲的感觉咯。想要表现自己，但是又自卑的感觉。所以在

整个过程里边。。就。。 

骄傲与

自卑的

两面 

 

二、主轴编码（ a x i a l  c o d i n g）  

在做完开放性编码之后，研究者借一种编码典范（借所分析之

现象的条件、脉络、行动 / 互动的策略与结果），联系类别与其次类

别，将资料作重新的组合，以好好发展主要类别，即是主轴编码。  

以上述表格为例，‘类似概念’聚集成几个‘类别’后，将这

些‘类别’再继续整合得到更高一层的统合类别，原来的开放性编码

所聚成的‘类别’在更高一层的统合类别下成了‘次类别’，而发展

出下表的‘类别’与‘次类别’。  

 

表 3 - 3   发展‘次类别’  与‘类别’  

例子取自：从年会层面谈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的类别与核心类别  

 

类别 次类别 类别 次类别 

神学训练 学术与属灵操练当平衡 求进制度 投票者当了解求进者 

 考虑延长神学训练年份 求进不过当给予解释 

支持系统 接纳包容犯错 督导文化 昔日注重事工交代 

长牧主动指导 今当多些生命交流 

 

三、选择性编码（ s e l e c t i v e  c o d i n g）  

当研究者不断沉浸于资料中，进行理性思考、编码以及书写摘

记的过程中，慢慢就会发现核心类别（ c o r e  c a t e g o r i e s ），选择性

编码的工作就在于发展核心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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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现‘类别’  

（二）发现‘核心类别’  

 

表 3 - 4   发展‘类别’  与‘核心类别’  

例子取自：新手传道人所面对的困难  

 

核心类别 类别 核心类别 类别 

个人 

外在层面 

忽略家庭 个人 

内在层面 

孤单无援 

健康状况 没自信心 

经济拮据 身份模糊 

外在 

服事因素 

人际关系 内在 

服事因素 

历练不够 

事工繁多 技巧不足 

工人欠缺 沟通问题 

办事差异 语言障碍 

前朝问题 技能欠缺 

 

四、检核  

（一）概念是从原始资料发展出来的吗？  

（二）概念及核心类别是否充分发展？  

 

第七节   研究伦理  
 
 

由于访谈内容会涉及受访问的长牧及其所牧养过的教会之间的问

题；并且也可能涉及各受访者与被其领导之传道人之间的隐私，为了

保护受访者，文中的陈述将以代号 P 1，P 2，P 3 等取代其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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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发现  

 

本章是依据第三章所陳述的研究方法，將所收集的原始资料逐步

进行分析，並将研究分析的结果与发现，系统性地整理归纳，透过文

字叙述与表格两种方式呈现。  

第一节是受访者背景简介，包含了十二位 S C A C 牧养超过十五年

的长牧，以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与事奉经验所作出的‘一席谈’。第

二节从访谈中整理出新手传道人所面对的困难，分个人、服事两个层

面探讨新手传道人所面对的挑战与困难；第三节至第五节针对问题提

出因应之道。第三节注重讨论新手传道人本身应当追求与神建立亲密

的关系，对自己有正确的定位，与己和好，并且与人建立信任、敞开

的关系。第四节提议牧区教会可以从心理层面及物质层面协助新手传

道人。第五节则讨论年会层面可以透过训练装备，让目前已有的制度

更加完善，发挥求进制度、督导文化的功效，也积极提倡支持系统的

设立，协助新手传道人面对困难。  

所有访谈都采用网络平台 z o o m  m e e t i n g 进行，之后化为逐字

稿，在语句上难免有些杂乱累赘，为忠于受访者的表达，原则上不会

加以润饰，若实在语意不清需要加上说明，会以括号的方式呈现。  

 

第一节   受访者背景与分析  

 

两组的受访者分别为 S C A C 牧养十五年以上的长牧，第一组在求进

中成功过关斩将（以 Y 字母代表），第二组则经历求进的受挫（以 N

字母代表）。每一组都按性别分为三男三女（以 M 字母代表男性， F

代表女性），再来是考量到他们当初被派往的教会属于大型、中型、

小型（以 D 字母代表大型教会， Z 字母代表小型教会，X 代表小型教

会），每一个领域都有一男一女代表。以下是十二位受访者的背景资

料简介，只列出最初事奉的年岁，而不会列出目前的牧养年份（上文

已交代，每一个受访者，至少都有十五年的牧养经验），避免在参照

其他资料下，一推算年龄，可能产生对号入座的困扰。  



75 
 

表 4 - 1 受访长牧的背景资料简介  

 

代号  初牧养

的神学

学位  

初牧

养的

年龄  

初牧养

时婚姻

状况  

有否担

任会长 /

教区长 /

部主席  

初牧养

的职分  

前面五年

经历的每

一站任期  

成为新手

传道人之

前有无正

式就职  

P 1  

Y F D  

神学  

学士  
2 7  单身  有  助理  四年 /三年  

教会会计

书记  

P 2  

Y F Z  

神学  

学士  
3 0  单身  有  助理  

三年 /两年

/四年  
教会书记  

P 3  

Y F X  

道学  

硕士  
2 7  单身  有  代理  

七个月 /  

三年 /六年  
无  

P 4  

Y M D  

神学  

学士  
2 5  已婚  有  助理  

三年半 / 七

年  
无  

P 5  

Y M Z  

道学  

学士  2 5  单身  有  代理  
半年 /三年

/三年半  

暂任职书

记 /代课

老师  

P 6  

Y M X  

神学  

学士  
2 5  已婚  有  代理  四年半  会计  

P 7  

N F D  

神学  

学士  
2 3  单身  无  助理  六年  无  

P 8  

N F Z  

神学  

学士  
2 3  单身  无  助理  两年 /七年  无  

P 9  

N F X  

神学  

学士  
2 5  单身  无  助理  六年  无  

P 1 0  

N M D  

神学  

硕士  
3 0  已婚  有  助理  三年 /四年  

神学院时

牧会  

P 1 1  

N M Z  

 

神学  

学士  2 8  已婚  有  代理  
五个月半 /

三年 /两年  

出口部门

副经理  

P 1 2  

N M X  

神学  

学士  
2 2  单身  有  代理  

两年 /一年

/五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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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点  

虽然他们初出来牧养时的年龄、学历不尽相同，被派往的教会类

型也有别，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自从神学毕业后，至今为

止，仍然忠心接受教会的委任，在牧养的岗位上尽忠职守，这种经历

风雨，依然守住最初的呼召，其委身与忠心可见一斑。  

 

二、影响新手传道人求进的因素  

十二位受访的长牧中，有无工作经验，各占一半人数。不过，六

个没有工作经验中，有四个属于求进不过者，一个二十二岁，两个二

十三岁，一个二十五岁；另外两个没有工作经验者，则属于求进顺利

一组，并且初牧养时，年龄都超过二十五岁。故此，年龄与工作经验

确实会影响新进传道人的求进顺利与否。  

 

三、对新手传道人求进过程不造成影响的因素  

十二位受访者第一次被派牧养时，在求进顺利这一组，担任代理

传道或助理传道的，各占一半；而在求进不过这一组，四位是助理传

道，两位是代理传道。由此可见，新手传道人的事奉岗位并不是影响

其求进顺利与否的要素。  

基于 S C A C 的委任制度是一年制的，意即每一年的年议会都得接受

委任，被派往新的牧区堂会，或者被派回同一间堂会牧养。新手传道

人也难免常常被调动。在十二位受访者中，仅两位在最初五年可以待

在同一个教会服侍，可见，委任部的调派也并非造成传道人求进不过

的重要因素。  

另外，十二位受访者中，九位初入职的学位都是神学学士，而另

外三位当中，一名道学硕士及道学学士顺利求进，另外一名神学硕士

则在求进中受挫，故此，神学学位也不是直接影响求进的因素。  

 

四、求进顺利与否与受选担任 S C A C 领袖之间可能性的关联  

十二位受访者中，求进顺利者，在接下去牧养的生涯里，都被选

为 S C A C 的领袖（会督、神学院院长、教区长、部主席）。求进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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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位男牧师亦然（会长、部主席），不过，三位女牧师，则没有担

任任何带领职分，并且，在牧养领域，也被委任为大型堂会的副理

（长牧身份，不过并非主理牧师），以及小型堂会的主理牧师。  

 

小结  

 

从十二位受访者，发现新手传道人初入职的年龄及本身的工作经

验会影响到求进的过关与否；而传道人多常被调派，以及受委派的岗

位则并非造成求进过关与否的影响。求进顺利的牧者，不拘男女，皆

成为年会主要领袖（会督、神学院院长、教区长、部主席），至于求

进受挫者，只有男牧师担任 S C A C 领袖的职分（会长、部主席）。  

 

第二节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以下分为个人及服事两个层面来论述，

主要从受访者亲身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并引用受访者的谈话内容为

证。个人层面又可分为内在及外在两个因素。  

 

一、个人层面  

 

（一）个人内在因素  

 

表 4 - 2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个人内在因素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孤单无援 1 1 3         1 

没自信心       1  1    

身份模糊    2         

（图表内的数目字表示每一个受访者在访谈中，对有关因素所提起的

次数。举例子来说， P 3 在访谈中三次提起有关‘孤单无援’的困

难。下列图表内的数目字同上表。）  

传道人在入职时面对的困难，首当其冲就是个人的内在因素，包

括感觉孤单无援，没有自信心，及对于牧者身份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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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孤单无援  

四个受访者（ P 1， P 2， P 3， P 1 2）表达他们初入职时经历到孤单

无支援的状况。其中，P 2 被派往一郊区小镇，全镇只有一间教堂：  

那个时候我就很孤单，因为在那个时候（牧师屋）又是木屋，

没有人，很怕、很担心，然后行政又不会，（P 2：Q 1 - 9 - 2）  

P 3 被派往小岛牧养，岛上只有一间卫理公会的教堂，而她是唯一一

个传道人，故此，无法透过陆路找同工询问和相聚。她如此形容自己

的处境：  

一个挺大的问题是一种的孤单感。因为感觉那里只有一个卫理

公会。有一种 isolated 的感觉。…我还要透过飞机去找同工。

而且又不能随时想找同工，不能驾车就跟同工喝茶。（P 3：Q 1 - 9 -

3）  

P 1 2 则被派到鸟无人烟的荒山野岭（木山），除非下山才能找到同

工。P 1 2 如此描述自己的境况：  

在教会里面就是 One Man Show，就是你一个人要做到完，什

么都要做，连财政都要做。因为收奉献也是你收。全部都是一个

人做，因为也离教区长很远，山高皇帝远，在木山营里面很孤

单，一个人，日子真的很难过。一开始真的找不到一个方法，很

难过，然后因为又没有同工，又没有会友，我的生活就是一个

人，白天最多就是在食堂吃东西的时候遇到一些会友，之后他们

就不见了，去后山做工了，就是从早上到晚上 8 点一个人，然后 8

点 -9 点崇拜过后，又是一个人。所以坦白说，前面的两年，我是

很孤单的，而且感觉很无助，也感觉被边缘化了，没有什么人关

心。你讲的东西，人家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因为他们不在这个处

境，他们也不一定在意你讲什么。所以感觉上前面那两年真的是

很孤单。（P 1 2：Q 1 - 9 - 6）  

P 2，P 3 及 P 1 2 比较是受环境限制，找不到同工而觉得孤单， P 1

则是基于个人的局限，她形容自己：  

不过我的个性可能就比较不是属于这一个。如果说可以回到当

时侯，我可能不是那种会找人谈的。我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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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面对的事情上真的有困难，我会去问。但是个人这方面，

我就没有太多找人去谈…不敢敞开，…其实我也会希望有一个可

以谈的对象。只是我不知道我应该要跟谁谈。（P 1：Q 1 - 9 - 1）  

无论是环境限制，或者是自己不敢敞开，新手传道人面对的一个困难

就是没有同工的孤单无援。  

 

2 .没自信心  

两个受访者（ P 7， P 9）表示，在初入职时，对自己非常缺乏自信

心， P 7 是基于初出茅庐，再加上自己生长在一个乡区小型堂会，不

清楚能否适应市区的大型堂会。  

… 就很小的一间堂会成长的了。所以我去大堂会的时候，其实

我很，蛮慌张的，然后我也蛮不知所措，因为会担心啊， 会害

怕，因为自己本身，哈哈  ，就有点像耶稣的那个拿撒勒还能出什

么好东西这样，就是个小地方。然后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呃，就是

从小堂会出来，然后不晓得会不会适应大堂会的，整个的牧养模

式啊，…前面几年我会，因为一半刚出来，没有经验，然后也对

自 己 比 较 没 有 自 信 ， 因 为 不 懂 自 己 的 能 力 可 以 到 什 么 程 度 。

（P 7：Q 1 - 8 - 1）  

P 9 觉得自己缺乏经验而失去牧养的信心。  

… 就是比较，就是那种的比较，哎呀觉得很像自己很像，啊…

真的不如，不配这样。啊…又是小妹妹这样，嗯对，同辈啦，然

后成年人啦，成年人有时候也是会有，嗯，不敢跟他们相处。…

哎呀成年人他们有他们的主见，我坐静静地在那边就好了咯，不

用参与咯。哈哈（P 9：Q 1 - 8 - 3）  

从两位受访者的经验谈，发现新手传道人会因着不熟悉的环境和人群

而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3 .身份模糊  

有位受访者（P 4）用相当长的篇幅描述对‘自我认知’的挣扎。  



80 
 

教牧身份的认同。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完全的接受这

种的认知，所以对很多的牺牲，和应该要牺牲的不愿意牺牲，应

该要放下的不愿意放下，应该要面对的还没预备好面对…认知上

他是知道要献身，他要做传道。但是在整个信心生活上，在整个

委身生命上却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你是要做传

道，但是在你的整个内心深处，比如我刚刚说的第一个关键：你

跟神的信心生活，我在生活，在行为上，我还没有完全的活出那

个信心的生活。那么对外界的人来说，你是一个牧师，你的生活

应该要凭信心，但那个需要一个过程啊。而不是说，你读完神

学，你就自动的升级，你就能够过信心的生活。你如果没有个人

的努力，你不能够自然的升级的。还有就是，你认知上知道你是

传道人，外面的人都认为你传道人应该要多做一点牺牲啊，你应

该要更加委身的啊，应该要多花时间跟会友们在一起探访啊，但

是这个不是自动升级的。你在行为上需要做出这些的牺牲。在行

为上，你需要踏出，操练到你能够去实践。（P 4：Q 1 - 1 7 - 1）  

 

（二）个人外在因素  

除了面对个人内在的挣扎，新手传道人也经历外在因素的挑战。  

 

表 4 - 3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个人外在因素  

困难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忽略家庭      1     1  

健康状况          3   

经济拮据      1       

 

1 .忽略家庭  

特约翰在《我的灯需要油》说：  

牧长在忙于追求服事的成功，忙于满足于会众的期待及忙于帮

助他人之外，非常可能疏忽了身边最亲近的人，深深地伤害了自

己的配偶而不自觉。 200 

                                                           
200 蓝登，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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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受访者（ P 6 ， P 1 1 ）表示，在初入职时，由于过度投入牧

养，以至于忽略了对妻儿的照顾。P 6 甚至带泪回顾过往：  

因为她（师母写信托堂会园丁转交给正在办公室加班的牧师）

前面告诉我说我知道你爱主的心思，最后她说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在哪里。当孩子需要他爸爸他爸爸在哪里，我整个人在那边呆

着。我在想我作为牧师我做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圣经也说你

管不了家怎么管教会。现在我专心爱主吗？是，但我的家叻，我

的孩子呢，当然我可以说，你好好管家啦，我管教会啦。她也是

我的会友哦孩子也是我的会友哦，有时间去看看别人的太太，看

看别人的孩子，那我家的孩子也是我的会友哦，我照顾到他们

吗？…因为我有时候答应师母说，今天晚上这个礼拜天我没有讲

道嘛，就一场崇拜，晚上。我会带着师母去外面大排档吃点东

西，散散心，走走。但是有一些会友来打电话来的时候，‘哦，

这样这样。好！’我回家告诉师母说对不起今天晚上没空。我没

有那种去感触到体贴，敏锐到她那种情感的需要。今天只要打一

个电话就可以甩的那种。（P 6：Q 1 - 6 - 1）  

P 1 1 谈到家庭时，也万分感慨：  

因为那时候结婚了啦，所以预备讲章上面的；在牧养家庭上面

就，陪还是不够多咯。大多是给师母去带。所以家庭是一块…在

那几年…比较忽略的地方。…特别是有那两个月的孩子啊，感觉

上时间有点难安排啊，可能自己能力不够啊。（P 1 1：Q 1 - 6 - 2）  

两位受访者皆是已婚牧者，且当时孩子都还年幼，再加上都是代

理传道，难免在肩负教会的带领时，无法兼顾家庭。  

 

2 .健康状况  

在繁忙的服侍中，加上各方面的压力，新手传道人若不懂得调

适，健康容易出现状况。P 1 0 由于每个晚上都有事工，缺乏休息，健

康每况愈下：  

那时候我就是躺在那边，就是不敢动。因为天旋地转，天旋地

转那种头晕症。觉得很弱。 Y a。所以初期牧会面对这个身体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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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头晕症的攻击。每一个人的晕眩症都不太一样。但是哦我

的有时候会很严重到一个地步，不过我只休息一下，睡一个觉一

下，啊一天之内就可以好过来的那种。有一些人是好多天。我的

是主的怜悯，能够很快活过来，好过来。（P 1 0：Q 1 - 1 0 - 1）  

每一个月感冒一次啦…  （P 1 0：Q 1 - 1 0 - 2）  

还有那个恐慌症…  （P 1 0：Q 1 - 1 0 - 3）  

 

3 .经济拮据  

特约翰在《我的灯需要油》说：  

牧长的工作还有另外一项不足为外人道的压力，那就是经济的

压力，牧长同工的薪资通常比社会上同级的工作少一半左右。 201 

新手传道人，尤其孩子较多的家庭，有时工资难免不足以养家糊口：  

…所以我告诉师母说，我奉献多少钱，我给你比如 150（马

币）等于我工钱的一半， 150（马币）是所有家用所有用品你自己

想办法处理，不够你自己想办法。那么你建堂还要十一奉献，你

还要带奉献。所以有一次我们回来的 时候谈天刚好谈到这个问

题，师母说我有时候都不敢跟你讲啊，雪柜里面都没有东西，我

说怎么办呢，祷告咯。所以有时候常常会有人送菜啊送水果来

啊。（P 6：Q 1 - 6 - 1）  

 

二、服事层面  

第二章文献探讨有引用 J a m e s  S .  S t i t z i n g e r、唐佑之、王良玉、

曾立华、 J a k s o n  W .  C a r r o l l 所言，牧者的职责是多元化的。即使是

刚毕业的新手传道人，一旦接受委派，就得承担此‘多元化’的牧职

责任，难免在服事层面遇见重重困难。以下从内在和外在因素探讨新

手传道人在服事层面的困难。  

 

 

 

                                                           
201 蓝登，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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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在服事因素  

新手传道人一上任，往往就得投入该教会现有的日程表、顺着教

会的节期忙碌于服事之中，故此，新手传道人本身的人生历练、与人

相处之道、对各种服事技巧及生活技能的掌握，都会成为新手传道人

所要面对的挑战。  

 

表 4 - 4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内在服事因素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历练不够 1 1 2  1 1 1 1     

技巧不足 1 1   1   2   1  

沟通问题 2         1   

语言障碍     2  1      

技能欠缺     1        

 

1 .历练不够  

有七位受访者（P 1， P 2， P 3，  P 5、 P 6，P 7， P 8）都认为历练不

足成为自己初入职的重大挑战。虽然他们六位皆自认为缺乏人生历

练，可是，仔细观察，明显可见，有几年工作经验的 P 5 不过是对于

未经历过的年会组织及所当负责的事工感到陌生，不熟悉：  

我对整个年会不是很了解…首先要了解到底我们年会…其实我

那个时候非常摸索啦那半年的时间啦…（P 5：Q 1 - 3 - 5）  

P 1 及 P 2 毕竟在教会担任过会计、书记，虽然自称牧养的菜鸟：  

我刚刚出来，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菜鸟传道人，所以呢，很多

东西都要学习。也有很多东西要去接触。（P 1：Q1-3-1），  

对牧养懵懵懂懂：  

刚刚毕业嘛，懵懵懂懂，因为也不知道前面的牧养是怎么样

的。（P 2：Q1-3-2）  

却还不至于像 P 3 ，由于完全没有工作经验，在面对自己历练不足

时，形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说有一次 Chri stmas Celebration 卫理公会负责招待员

的，召集训练招待员，因为圣诞节集合场面挺大的…所以说招待

员差不多需要超过 50 人…到 100…那时候对于我这个小传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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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很大，压力到不知道要从何…好像比较说没有那种行政力

啦，组织力，召集力比较压力咯。（P 3：Q1-3-3）  

再用 P 3 与 P 7 及 P 8 比较，我们又可以观察到，P 3 虽然也没有工

作经验，可是，由于她的入职年龄比较大（ 2 7 岁），比较不像 P 7

（ 2 3 岁）及 P 8（2 3 岁），还遭受他人异样的眼光，甚至被人贴标

签为‘年轻就是不懂事’、‘年轻就会做错事’。  

刚出来什么东西都不懂。（P 6：Q 1 - 3 - 6）  

年龄太小太年轻，所以我那时候出来的，我去探访的时候，特

别感受到，为什么特别感受到就是，…特别是长辈，长辈那些阿

姆，她们不会不会直接叫我是传道，他们会叫我 ah -mui -yang

（福州话‘小妹妹’的意思）传道，就是因为我很年轻，在他们

眼中好像是孙子、孙女，呃就是差不多跟他们的孙女的年龄差不

多。所以，嗯。。出来的时候就是年龄一个，其实也让我们蛮挣

扎一段时间。甚至我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年龄，可能别人对我的既

定印象也好，刻板印象也好，就是会觉得年轻就是不懂事，年轻

就是很。。很。。很多不会的东西，所以有时候确实是需要承受

人家异样的眼光，（P 7：Q 1 - 3 - 7）  

紧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初出来牧养的时候我这么年轻，觉得自

己才 20 多岁，与很多东西要去学习地方。…那个年龄，年轻缺乏

经验，所谓的经验就是，当然牧养的经验肯定是，还有一个就是

缺乏那种人生啊、社会的那种经验等等。因为我之前是没有在工

作的。…所以其实第一个挑战还是年轻。缺乏经验，会友就会自

然而然对牧者的这一个会有要求，也会在看这个传道人会有怎么

样的牧养方式。然后呢，这个传道人这么年轻，他会带给我们怎

样的一个祝福等等。这个也是我无形当中会有的压力跟挑战。

（P 8：Q 1 - 3 - 8）  

工作经验、年龄确实对于新手传道人的服事起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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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巧不足  

五位受访者（ P 1， P 2， P 5， P 8， P 1 1）一旦承担‘多元化’的牧

职责任，都遇到各自在事奉技巧上的局限，以下列出他们具体的困

难。  

P 1 面对探访的挑战：  

其实我个人的困难是我觉得去探访。不是面对外来的困难，而

是我个人的这一个部分。因为，我在念神学之前，我其实最害怕

的就是探访。我想到：“蛤？做牧师要逐家探访？（ P 1 ： Q 1 - 4 -

1）  

P 2 认为自己行政不行：  

…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不会，我什么都不会。然后，你一下子

你一个人要带一个教会的时候，我突然间慌啊。在行政方面原来

我这么差。…很困难啦…（P 2：Q 1 - 4 - 2）  

P 5 面对会友因生计问题而无法出席崇拜的困境：  

我是 6 月 7 月在那里牧养了，这段时间正是收割胡椒的好时

期。过去他们的传道人安排下午崇拜两点。没有人来的，我记得

我前一个传道人他还没有离开之前，他辞职嘛，所以他们才会派

我去，有点像顶住。（P 5：Q 1 - 4 - 3）  

P 8 认不得会友，叫不出会友的名字：  

其实我在辨认会友的时候，到一个堂会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

认会友，记得会友的名字，因为我很担心我叫不出他们。（ P 8 ：

Q 1 - 4 - 4）除外，预备讲章也成为 P 8 的挑战：其实我会在面对预备

讲章时紧张。我是不善于讲道的那个，我自认。（P 8：Q 1 - 4 - 5）  

正如《神学院没教的事奉要项》的出版序言所提及：  

牧者除了列行的讲道与探访之外，还须与长执共同建立教会的

核心价值、使命、异象和策略，才能培育门徒，向外拓展。 202 

P 1 1 正是感慨自己无法有策略性地带领教会，反而落入跟随之前的人

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步伐中：  

                                                           
202 麦福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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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牧养上面没有经验嘛。不太懂得怎样做这样子咯。…啊肢

体多，行政多，事务多，加上牧养经验还是不够啊。…没有自己

牧养的一个策略。啊只是跟着一般教会执事啊，做什么；各委员

会固定的工作范围哪，他们怎么样跟着过去的那个策划去做。所

以没有，没有太多的点子啊（P 1 1：Q 1 - 4 - 6）  

受访者很真实地证实了神学院无法给予全面的训练，这促使新手传道

人面对事奉技巧不足的困难。  

 

3 .沟通问题  

传道人举凡上台讲道、教导，或私下探访、关顾、辅导，都得与

人沟通，可见，新手传道人面临与人沟通的问题，也非罕见的事。 P 1

就面对与陌生人沟通的困难：  

我又不会讲话，我又不知道要怎样跟一个不熟的人聊天、关

怀。我要怎么办呢？…做事情还可以，但是如果要我跟一个陌生

人要问候，谈很多事情，这种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P 1 ：Q 1 - 1 1 -

1）  

除外，她也面对与同工沟通的挑战：  

可 能 不 晓 得 怎 么 样 很 好 的 表 达 。 所 以 有 时 候 讲 话 会 比 较 直

接。…教区长还曾经打电话跟我说：“你跟主理牧师讲话要注

意。”那时的主理牧师是一位很好的牧师，而我又是那种比较急

的人，所以有时候讲话都很直接。（P 1：Q 1 - 1 1 - 2）  

P 1 0 在教导上着实被‘沟不通’给难倒了：  

然后我就带那个读经班的时候就是，应该也是最辛苦的，…带

读经班的时候呢，会向大部分都是姐妹啊。然后我讲解一些部分

的时候呢，她们又好像似懂不懂的样子。 …但是就是教的时候

呢，就是很辛苦两个字啦。…沟通，嗯，很难沟通过去。（ P 1 0：

Q 1 - 1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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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言障碍  

如第一章所介绍， S C A C 遍布砂拉越，会友包括不同的民族，主要

的语言包括马来西亚语、英语、华语、伊班语，其中华语牧区还包括

各种籍贯的方言，这对于 S C A C 的新手传道人确实是个大挑战。  

P 7 虽然生长于福州人家庭，也从小在以福州语为讲道媒介的教会

成长（许多 8 0 后的孩子，多舍弃各籍贯的方言，而改用华语为日常

交流媒介），一旦被派往有使用福州话为讲道媒介的堂会，仍然面对

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是讲华语的，我父母都是跟我们讲华

语，然后虽然我是福州人，但是那个成长过程，我都是讲华语，

然后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是跟我讲华语，然后要讲福州话的道真

的是…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拼音上去，然后去练。  然后去问长辈去

问我的同工。（P 7  ：Q 1 - 1 - 3）  

P 5 生于福建人家庭，参与以华语为讲道媒介的教会，可是却被派

往乡区福州人的教会，结果，他说：  

我要适应语言，我不会讲福州话。乡村里面的人要讲福州话才

会清楚。我硬着头皮上阵（讲道）啦。星期天讲好讲不好都是完

蛋啦，就上阵。有时候讲到满身大汗，有时候真的讲不来还要要

求 几 位 （ 会 友 ） 替 我 翻 译 一 下 。 所 以 那 段 时 间 蛮 挑 战 的 啦 。

（P 5  ：Q 1 - 1 - 1）  

过后，他又被调派到城市的英语教会…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我从来都

没有在英语教会长大。现在你硬硬要求我去英语教会，我连讲道都不

会讲啊我怎么办。我跟教区长讲哦，我说我真的不能啦。…那天晚上

我跟教区长说，完了，教区长说不可以，要顺服。牧师跟我讲顺服，

一定要顺服。她很强烈，大声跟我说一定要顺服。她没有跟我多说

了，就进去里面开会了。第一篇讲章写了一个月，…写了又改，改了

又写，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带领）祷告还要写。那时候我们哪里

有 什 么 internet 可 以 查 的 ， 没 有 啊 。 … 然 后 我 连 United 

Methodist Hymnal（英语教会使用的崇拜诗歌集）都没有看过，重

新要去了解里面的诗歌啊。因为它跟华人唱的诗歌完全不一样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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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好多我都要熟悉歌词，然后大家都几乎讲英语啊。讲英语可能讲讲

可以哦，但开会勒怎么开哦。（P 5  ：Q 1 - 1 - 2）  

语言的掌握，确实是 S C A C 新手传道人一大挑战。  

 

5 .技能欠缺  

作为遍布砂拉越州的 S C A C 之传道人，除了面对语言障碍，适应

该堂会所在的地理区域适用的交通工具，也成为新手传道人需要克服

的困难。 P 5 从小长于以车代步、交通便利的城市，一旦被委派到乡

区教会，需要学习摩托车、登上渡轮、渡过江到牧区去牧养，其压力

可想而知：  

我是城市长大的又不会骑脚车，很糟糕也，我去到乡村我什么

都不会。所以教区长要求我要学习，所以我就学摩托车咯。不会

骑脚车会骑摩托车你可以想象吗哈哈。所以我也是骑咯，硬着头

皮去骑。我骑摩托车最怕的是过河咯，因为要过渡轮啊。提心吊

胆啊，怎么过河啊，那些都是压力来的。（P 5  ：Q 1 - 1 2 - 1）  

 

（二）外在服事因素  

正如韦利蒙所说：  

基督教是道成肉身式的信仰（ incarnational  faith），牧

者是‘群体人’，由教会按立、为制度的、会众的关注操心。 203 

可见传道人的服事与‘人’脱离不了干系，故此，新手传道人必得面

对人群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另外，还有事工繁多而工人不足所导致的

困难、办事差异所引发的挑战、前朝遗留下来的问题。  

 

表 4 - 5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外在服事因素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人际关系 2 2 1     2 2    

事工繁多     1     1 1 2 

工人欠缺  1           

办事差异   2          

前朝问题     1    1    

                                                           
203 韦利蒙，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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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际关系  

有五个受访者（ P 1 ， P 2 ， P 3 ， P 8 ， P 9 ）表达在人际关系上面对

困难。第一方面是社交上的裹足不前。P 1 无法向人敞开深入交流：  

但是个人这方面，我就没有太多找人去谈…不敢敞开，也可以

这么说。或者也可以说是没有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没有这种的属

灵引导…（P 1：Q 1 - 5 - 1）  

P 9 也是害怕主动与人进行互动：  

面对那个人际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怎么

样跟人家相处，怎么样主动，因为一直心里想作牧者的，我不可

能要求别人主动亲近我，我自己要主动亲近人。嗯，所以就会给

自己一个挑战跟压力。（P 9：Q 1 - 5 - 8）  

P 8 害怕与长辈交流，甚至成为一种压力：  

我很担心就是当我和会友们一群，特别是有机会去喝喜酒的时

候。喜事的时候，我都会问今天晚上我跟谁一起坐？如果是跟青

年人一起坐，就是差不多的年龄同辈，我就觉得我很放心。但是

如果跟一桌里面是牧者比较有牧养经验的，会友当中是有老板级

的，我就开始会紧张，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好喜酒快快喝

完回家。（P 8：Q 1 - 5 - 6）  

第二方面是害怕教会内及教会外的领袖人物。 P 3 害怕得罪政治领

袖：  

但是我又不可以随便得罪到他。他们毕竟马华（马来西亚其中

一个政党），我心里也是有压力，有怕怕。…我一定要想到一个

很 好 的 句 子 回 应 他 ， 不 要 得 罪 到 他 。 … 我 也 尽 量 不 要 去 得 罪

他。…放下电话之后我其实也有压力一阵子，因为怕好像感觉，

那时候年轻嘛，好像怕事嘛，很怕得罪人…（P 3：Q 1 - 5 - 5）  

P 1 则被教会元老指着鼻子骂到流泪，也被吓得不轻：  

不过我曾经在这个教会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就是其中一个元老

跑到我的办公室指着我大骂。…我就向他道歉，事先也没有看过

青年人的稿。后来我就联络了顾问，也找了当事人，一起去她家

拜访跟道歉。…其实我那个时候被吓到，我有哭。因为这个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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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他骂人是很凶的，很大声的。我平时就知道他是这个个性

的。然而当他正面跟我这么冲突，他又不听我说的时候，当然他

在气头上的时候，他骂的很大声，讲的很大声。我基本上没有什

么机会多讲。…就是一开始被吓到，因为他很凶，所以我被吓到

流眼泪。有哭的感觉。（P 1：Q 1 - 5 - 2）  

第三方面是遇到人际关系的冲突而不知所措。 P 2 面对失和的两方

会友而无所适从：  

那边（指教会）太多人的问题了，特别亲戚之间，哇！把传道

人拉扯到不知道怎样，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我觉得原来，

不是靠自己事奉啦。以前我觉得靠人际关系是 ok（自己的人际关

系还行），忽然间我觉得，人际关系对我来讲，也不能。你想两

边（失和的会友）都好是不是，结果两边都不好；他们觉得你站

在他（对方）那边，他说你站在那边。所以传道人是中立的，希

望大家都好，可是他们就是误会你。（P 2：Q 1 - 5 - 4）  

P 8 则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与会友的失和，结果落下心病，影响服

侍：  

好像我刚刚出来牧养的那几年里面的确有在面对人际关系上的

挫折，就是跟会友之间有一些关系上的不能够和谐。在牧养当中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因为你毕竟都要一直看到他

们，他们就是我们牧养的对象。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会面对的困

境。你会觉得牧养很累，因为人际关系上已经有问题了。其实都

知道的，那个心里也都会明白，但是虽然外表上你还是可以继续

和会友同工或是跟某某的一个同工的群体，比如执事会，职员会

的某一个执事 /某一个职员。（P 8：Q 1 - 5 - 7）  

无论是敞开自己，主动与人互动，或面对教内及教外的领袖人物，新

手传道人都觉得有难度。一旦发生人际间的冲突，无论传道人本身是

否当事人，都倍感压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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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工繁多  

有四个受访者（ P 5， P 1 0， P 1 1， P 1 2）表达事工繁多导致传道人

面对时间不够用，往往剥夺了他们个人的休息及家庭时间。  

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说，恩，大堂会。虽然说五六个同工分工合

作，但是呢，这个时间忙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几个晚上都不在

家。有两个晚上带读经班，一个晚上祷告会，一个晚上团契，两

个晚上读经班，然后还有少年团契，还有办公那时候…查经。就

是说，一个星期要预备好多篇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说，面

对那个，比如说探访那样，探访也是两三次。探访这个，每个星

期二下午，星期四下午探访，六百多家的会友，一年要探访过一

次嘛。然后拜三的去探访老人家跟有病的人。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经验啦。…两三千家，因为是老教会嘛，…已经蜻蜓点水似的。

很多人也不在家，而且下午又热。一边流汗然后还没有到流泪的

地步啦。然后在读经班也是最困难的。我是讲说整个的事奉时间

安排的各方面很紧凑。（P 1 0：Q 1 - 2 - 2）  

真正是一个人的牧养的时候，正式升格为堂会啊，布道处，升

格为堂会，礼拜堂还在建筑当中，所以要筹备建堂，要策划教会

的工作，然后讲道就很多。所以那时候就压力，主要是预备讲

章。没有，觉得，预备来不及咯。（P 1 1：Q 1 - 2 - 3）  

只是哪一年的困难就是因为主理太信任我了，所以太多事工

了，真的！主理就把很多的事工就交给我了，我几乎就是每天晚

上 11 点多 12 点才到家。没有休息的，因为各种外展啊，需要花

时间的事工都交给我，所以有一点筋疲力尽的感觉。还好只有一

年。（P 1 2：Q 1 - 2 - 5）  

从受访者的描述，事工繁多也牵扯出来一个困难，就是工人不

够，传道人需要身兼数职。  

一方面在那边牧会，然后教区长还有教区长的工作，也要求我

帮助他，做一些生命册啦，他自己堂会的一些事工啦，教区的时

候我也要给他一点点的帮忙。因为那时候他在植堂，所以我也偶

尔会参与一点点啦。（P 5：Q 1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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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教会在各个层面来说都不是很成熟，能力也不是很强，他

们比较多都是做工，在教会里面就是 One Man Show，就是你一

个人要做到完，什么都要做，连财政都要做。因为收奉献也是你

收。全部都是一个人做，（P 1 2：Q 1 - 2 - 4）  

 

3 .  工人欠缺  

正如第一章的介绍， S C A C 牧者与会友的对比是一个牧者平均得牧

养 530 个会友，工人欠缺确实成为 S C A C 实际存在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传道人实在是很少…所以每一个堂会只有一个传

道人，只有一个而已。只有教区长那个有两个，就是教区长一个

跟我一个。没有人好动了。就动我咯。教区长很不甘愿，因为他

真的很繁忙，但是教区长又是主理，他只有一个助理，助理又要

被带走，然后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那时候传道人真的是很

少，神学生很好用，那个时候。（P 2：Q 1 - 1 6 - 1）  

在这个中型堂会的时候，事工多然后牧者又少，就有两个嘛，

因为它中型，事工又五脏俱全，什么都有的时候，天天就好像入

不敷出，就是要一直的给，要预备一个礼拜里面讲几篇的道，要

带好多的聚会，所以真的是觉得有点疲惫啦，在灵性方面真的是

有一点枯干。（P 1 2：Q 1 - 6 - 2）  

 

4 .  办事差异  

P 3 提出的困难有其区域背景。由于 P 3 被派往小岛负责当地唯一

一间的卫理公会教会，故此，她需要代表卫理公会出席该小岛的联合

教会之间的所有活动。由于宗派不同，领袖的领导肯定也有异，所

以，P 3 特别体验到价值观与事工重点不同所带来的困难。  

但是后来很常有点不大习惯他们的 culture，明明说几点，然

后又有人说临时有事有事，等待感觉有点浪费时间。（ P 3 ： Q 1 -

1 3 - 1）。  

另一方面就是联合教会有那种主办什么 celebration 啊，是

那种比较政治化的一点。…然后还有一次我也是就是跟他们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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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方式不一样， YB（马来西亚语‘部长’的简称）只给了一万块

还 是 两 万 块 支 持 那 个 Christmas Celebration 。 结 果 呢 整 个

Christmas Celebra tion 就让那个 YB 讲话半小时，而且还要去

迎接 YB，他们说哦我们一起去迎接 YB，陪 YB 走进来，对我来说

我的理念跟他们不一样。（P 3：Q 1 - 1 3 - 2）  

 

5 .前朝问题  

虽然宗派之间的领导风格难免有差异，新手传道人还得面对同宗

派之间，牧者因着天生气质与领导风格有别，而在行事为人上不同。

P 5 就面对前朝牧者遗留下来的问题：  

而且教会经过困难的时期，我去的时候，因为离开的那个（前

任牧师）跟教会有摩擦。他离开的时候，教会很冷漠啊。他们疗

伤，冷漠，对圣工很负面，特别当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要看法

规，他们反弹很大很大。他们不喜欢，因为过去他们可能有负面

的法规的要求。所以我可以说那几年里面，我在那边，第一年疗

伤啊。还有陪伴领袖疗伤，要听听他们受苦。（P 5：Q 1 - 1 4 - 1）  

P 9 面对出色的前任牧者所留下来的压力：  

就是刚刚一到那个大堂会的时候，会友就同时做欢迎跟欢送，

然后在欢送当中就特别讲前任的牧者啊有多好多好多好，我坐在

那 边 听 的 时 候 ， 然 后 我 就 压 力 很 大 很 大 很 大 。 然 后 我 就 想 哎

呀。。我到底能不能做到像这个传道人这样哦，等下我做不到怎

么办叻。（P 9：Q 1 - 1 4 - 2）  

由于 S C A C 是每一年委任牧者，再加上在过去的委任部，有个不成文

的规定，就是每一个牧者在一间堂会最多待六年（当然有一两个例外

的会待在同一间堂会超过六年），故此， S C A C 那种前朝牧者遗留下

来的问题并不是过于严重，毕竟两三年，三四年的牧养所产生的影响

力不够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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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从十二位受访者的经验分享，明显可见 S C A C 新手传道人面对个

人及服事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中每个层面又分为内在与外在两个因

素。以下的图表可以清楚看到每一个层面的内在及外在的困难。  

 

表 4 - 6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之类别与核心类别  

核心类别 类别 核心类别 类别 

个人 

外在层面 

忽略家庭 
个人 

内在层面 

孤单无援 

健康状况 没自信心 

经济拮据 身份模糊 

外在 

服事因素 

人际关系 

内在 

服事因素 

历练不够 

事工繁多 技巧不足 

工人欠缺 沟通问题 

办事差异 语言障碍 

前朝问题 技能欠缺 

 

以下，将第四章第二节以三点为结：  

第一、已婚与单身的新手传道人面对一个明显可见的困难，就是已婚

者会忽略家庭，而单身者则感到孤单无援，尤其在那些被派往

‘与世隔绝’的堂会者。已婚家庭若有孩子，传道人也有可能面

对薪金不足以养家糊口的挑战。  

第二、 S C A C 属下牧区堂会及布道所分布整个砂拉越州，而砂拉越作

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州属，其地理区域之间的区别明显可见，导致

新手传道人需要面对掌握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之生活技能的挑

战。再加上砂拉越人民日常交流的语言、方言非常多，虽然传道

人也能听懂或者讲一些该语言、方言，可是，一旦要使用并非自

己可以掌握的语言、方言讲道及带领祷告，传道人就面对语言障

碍的困难。  

第三、 S C A C 在砂拉越州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各牧区、教区、年会层

面的事工，本地原住民事工，海外宣教事工的发展，在事工繁多

而工人短缺之下，新手传道人往往被当成资深牧者般差派，传道

人面对事奉技巧不足的困难，万一个人的历练不够，不懂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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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问题，又得面对沟通问题。而人与人之间办事的差异、前朝

留下的问题，在在令新手传道人怀疑自己能否胜任牧职。一旦新

手传道人自信心不足，再加上初入职对牧职身份模糊，健康亮红

灯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接下去三节，本文将讨论传道人面对困难的因应之道，分别从三

方面来探讨：传道人本身可以做什么，教会群体可以怎么帮助新手传

道人，年会层面应当如何帮助新手传道人．  

 

第三节   新手传道人本身在面对困难时的因应之道  

 

正如上文所提起，王良玉说：牧者事奉的动力就是亲近神。 204第

二章第一节与第二节，笔者皆以‘与神、与己、与人’的关系，将牧

者所面对的困难，透过图表显示出来。本段再次透过这三点，与神、

与己、与人的关系，论述新手传道人本身该做什么以因对新手传道人

所面对的困难。  

 

一、与神的关系  

新手传道人当将信心建立在神与祂的话语上，在忙碌的生活中，

优先分别出时间，固定灵修，并且学习凡事交托，对神存正确的信

念，并且带着正确的动机服侍，就可以面对各种挑战与困难。  

 

 

 

 

 

 

 

 

                                                           
204 王良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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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与神的关系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确定呼召与牧职

身份 Q2 
1 1 1       1   

确定呼召与牧职

身份 Q5 
  1  4 2  1   2  

对神拥有正确的

信念 Q2 
  1    1      

对神拥有正确的

信念 Q5 
    1 1    1   

读经祷告凡事交

托主 Q2 
1 1   2   1 4   1 

读经祷告凡事交

托主 Q5 
 1       1  1  

心存正确的事奉

动机 Q2 
            

心存正确的事奉

动机 Q5 
     1 1 1     

 

（在访谈题目中，第二题是问受访者个人当初如何应对所面对的困

难，第五题则是请受访者以过来人的身份，建议新手传道人应当如何

应对困难与挑战，故此，在第三节的图表，每一个因应之道，都有两

栏，Q 2 代表从第二道问题收集的答案，Q 5 则代表从第五题得到的建

议。举例子来说： P 9 四次在第二道问题中提起，自己当初应对困难

的方法就是‘读经祷告凡事交托主’，在第五道问题中， P 9 一次提

起新手传道人应对困难的方法就是‘读经祷告凡事交托主’。若看到

图表中某一栏都没有数目字，表示受访者没有提起该答案。比如：没

有受访者在接受第二道题目的访问时，有回答‘心存正确的事奉动

机’。以下图表相同此表。）  

 

（一）确定呼召与牧职身份   

P 3 在受访时，斩钉截铁地说出新手传道人第一要紧的就是有清楚

的呼召，才可以历经困难而不言放弃：  

首先就是要紧紧依靠神，认清自己的呼召。因为我们做传道

人，知道说是上帝呼召我们走这条路。所以就算我们遇到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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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都不会想说我要放弃、离职，这个呼召就很重要…因为知道

不是我选的，而是上帝呼召我去做的。（P 3：Q 5 - 8 - 1）  

P 2 曾经面对按立牧师的挣扎，可是，却在听见圣灵责备时顺服下

来，从此后，这个呼召一直推动她直到如今：  

那一天，没有想到，圣灵责备我。…我大哭。哭好之后，我跟

上帝说‘我愿意顺服’啦，‘成为一个牧者。所以从那个时刻开

始我就知道，我一生就是要（当牧师），你看我现在讲起来我都

要哭啊，因为那个历历在目，历历在目。（P 2：Q 2 - 8 - 2）  

当新手传道人得着神的呼召，就有力量活出与传道人的身份相称

的生命。P 1 0 就认定自己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  

我每个拜六早上六点钟有祷告会，让任何愿意的人都来。结果

他们都来哦。那个祷告会很重要啊。…在神面前的祷告等候。除

了刚才我讲说，事奉要专注，我觉得我专注在这个布道，这个传

道，跟，加上刚才所说的祷告方面。就专注地做这些事情。这样

子。所以后来我牧会都一直强调说要以讲道和祷告为事。一定要

专注在那边。我的报告书都是专注在这两方面作为报告的重点。

（P 1 0：Q 2 - 8 - 4）  

P 1 也基于对传道人身份的认知，绝不推辞当尽的本份：  

我觉得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就因为我是一个牧者。

这本来就是我本份应该要做的。是我应该要做的。我觉得这是对

身份的确认。就是我知道这是我的本分。我不应该推辞。（ P 1 ：

Q 2 - 8 - 1）  

P 5 自动自发地，规律自己每周行程，以符合传道人身份：  

我一开始牧养都是自己，没有一个长牧在我的堂会，所以我就

是坚持我要做好我自己的本分。所以我把我的时间，一周的时间

都排好。…因为我什么时候去探访，什么时候去布道，我一定要

安排。这样子我才觉得这是我的生活啊，做传道人的生活。…然

后我自己坚持开始操练每个周五我要禁食祷告咯。（ P 5 ： Q 5 - 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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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在我一周的安排里面一天我要去医院。我不管我有没有

会友在医院，我一定会去医院的。…每周不管怎样我就是去。不

认 识 他 们 ， 我 就 跟 他 们 打 招 呼 ： 嗨 ！ 然 后 我 主 动 接 触 他 们 。

（P 5：Q 5 - 8 - 3）  

我亲自去那个社区里面走。我自己去，厚着脸皮去。我记得我

驾教堂的福音车，我去的时候我在那个社区里面巡，我去看，看

整个社区，去了解。…看了以后我就一段时间一家一家能够的话

就是走过走过，跟他们打招呼，有一些可以讲话的就讲。我也带

了一些单张去，跟他们打招呼。用我仅剩下记得的一些客家话，

跟他们沟通。我还记得有一些人很不高兴，他们会用扫把指着

我，他说你不要进来这样。你不要进来我们拜佛的。我说我没有

进来，我就想要认识你，我是那里的传道人。（P 5：Q 5 - 8 - 4）  

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原本该享有的年假，因为他所牧养的英文教会很

难安排其他讲员，P 5 回顾过往，说：  

我们都不能出门的，一年到尾哪里有拿 leave 的，从来没有拿

leave 的。我牧会七年啊都没有拿 leave 的。只有新年的时候回

家三天，就这样了，其他时间没有拿 leave 的，没有 leave 的，

从来没有说 21 天的 leave 哦，我没有拿过。（P 5：Q 5 - 8 - 5）  

P 6 甘愿舍弃享受过简朴的生活：  

我个人是强调我自己过简朴的生活。我的衣服很少买的。有的

甚至穿到破为止。有的甚至穿了十年二十年，如果没有破我照样

穿的。你怎么样去管理你的钱，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当有人告诉

我钱不够的问题，我跟他说不是钱不够，是你不懂得管钱。我相

信神给年会经济部这样的 manage，然后每四年做薪金调整，调查

市场，他们给的我相信基本够。如果不够的话你要反省你怎么用

钱。（P 6：Q 5 - 8 - 6）  

P 1 1 甚至提醒传道人，在疫情时代切莫过多注重福利：  

不要讲太多福利咯。要跟会友同在，像现在这样疫情啊，其实

他们很多很穷苦，艰辛这方面。所以我们还是每天讲津贴的时

候，觉得这个是很亏欠，很能够，很让会友失望的。因为我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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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传道人，耶稣的形象，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就是一个

雇工的那个心态啦，不是一个牧羊人的心态了咯。（ P 1 1 ：Q 5 - 8 -

1 0）  

确定神的呼召使传道人一生坚持走在事奉道路上，认识牧职的责任也

有助于新手传道人在任何处境中，都自动自发地活出与传道人身份相

称的生活：以祈祷传道为事，甚至甘愿舍弃个人的假期及享乐，愿意

过简朴生活。  

 

（二）对神拥有正确的信念  

古伦神父认为，每日的灵修和默想对于领导者来说不应该是奢侈的

事，而是成功完成领导任务的必要条件。 205新手传道人首要的是与神

建立亲密的关系。当新手传道人懂得与神连接，对神有正确的信念，

就能够面对层出不穷的困难。以下引用 P 3、P 5、P 6、P 7、P 1 0 生动

的分享为例：  

P 3 认为上帝不会让自己的眼泪白流，受苦都是于我有益：  

我觉得上帝，我相信过去痛苦的学习，上帝都没有让我们白学

习，白走，都没有让我们白流泪，我相信。（P 3：Q 2 - 7 - 1）  

P 5 相信神带领他去适应任何环境：  

我觉得我会对传道人说，你要先改变你自己。你不要要求环境

来适应你，你应该去适应。没有我觉得没有所谓不能做的事啦。

第一我们信靠上帝会带领我们去做要做的事，第二我们心态调整

好了，我们就去做。我就是这么单纯啦，我没有其他埋怨啊，我

没有。（P 5：Q 5 - 7 - 1）  

P 6 因着相信神同在而可以被派往任何地方：  

你好好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祷告神你可以告诉神说我期待有个

长牧。但是神如果给你派到一个独当一面，你也祷告神求神做你

的长牧，求神与你同行，你不是自己去。…无论你到任何地方你

祷告求神与你同去。…然后你要做这样的祷告，主啊我既然派到

                                                           
205理家神父必须面对自己，并且依照内心想法来行动。领导者必须先能够跟自己心灵的真实面

建立密切关系，才能真的跟外界的人事物建立关系。而跟自身和心灵的关系，就是跟上帝的关

系。古伦神父，《领导就是唤醒生命》（台北：南与北文化，20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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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地方，帮助我侍奉的期间我不知道多少年，能够祝福那个教

会，当然也求神帮助我借助那个教会来塑造我成为更好的牧师。

（P 6：Q 5 - 7 - 2）  

P 7 就是相信神而放下伤害，不记仇：  

就是你任何的委屈啊…就算有别人不明白的事情或者是误解的

事情，但是神都知道，神也看得见，‘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

很相信这句话。…可以坦然放下过去一些的伤害也好，然后我也

不会去记恨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当我知道神在为我做主的时

候。…我只有靠神了，我没有别的依靠。…我那段特别困难的时

间，我是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就是只能够祷告 …我就算什么都没

有，还有上帝。（P 7：Q 2 - 7 - 2）  

P 1 0 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结果赢得一个硬心的人归主：  

有些一两个比较会 complain，…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

意，总是有少数的民族啦。…不过呢，我们就学习啦，万事都互

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甚至因为他的麻烦，跟一个弟兄吵

架，吵架到杯子摔在地上，你看多么严重。但是那件事情呢，使

一个心硬很久的丈夫啊也开始祷告哦，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个是

奇迹。因为他看见我们认罪啊，看见我们彼此认罪啊，然后过后

他说，哇，这个是其他地方看不见的事情。只有基督徒能够这样

做，他说受感动，就认罪祷告，信耶稣。所以，这么心硬的一个

人，面对这样的困境的场面的时候呢，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

（P 1 0：Q 5 - 7 - 3）  

新手传道人当多多认识神及祂的话语，让信心与知识都增长，就可以

凭借对神有正确的信念而超越困难。  

 

（三）读经祷告凡事交托主  

新手传道人的服事道路纵然困难重重，一旦他将目光聚焦于神和

祂的话语，愿意祷告亲近神：  

第一点啦，透过读圣经、祷告、默想、安静，在上帝面前得

力。（ P 2 ：Q 5 - 5 - 1）然后也遇到一些难题啦，就是那个时候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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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地，透过祷告咯，读经，亲近上帝，不断地仰望主，去牧养。

（P 2：Q 2 - 5 - 2），  

必然懂得凡事交托，不再依靠自己：  

我们是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不需要有那种自我出来呀，觉得很

像我要靠自己呀，或者是，觉得好像自己不行这样，就是要相信

上帝的同在啦，上帝的带领。（P 9：Q 5 - 5 - 2），  

而后经历困难一一被克服的神迹。下列是五位受访者的见证：  

P 1 2 靠着神的话语，克服了事奉不见果效的沮丧：  

…后来就是上帝帮助我，让祂的话语对我说话，让我明白看

到…这两年可以成为我一个很好的装备，就是给我机会去装备自

己，提升自己有一天，神可以使用我的时候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准备好。所以后来，我就用时间好好的去预备讲章甚

至把未来几年的讲章全部的大纲全部都预备了。就天天读神的

话，天天就在预备讲章，一卷一卷的圣经经文，就把大纲写出

来，我就是觉得说不要浪费时间，虽然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真

的不能做什么，然后就看书，就是预备自己，以后可以派上用

场。所以当我找到一个这样的方向时，我才有这个斗志力，虽然

觉得所做的看不到什么果效，但是可以预备自己有一天可以看到

它的果效。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P 1 2：Q 2 - 5 - 1 0）  

P 5 祷告依靠主居然屡次突破了语言的障碍：  

（神学院实习时）那个牧师要我带领那些老人家一起读圣经

啊，用福建话。我讲到很辛苦，因为我们在砂拉越讲的福建话和

新加坡讲的闽南语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经历语言的挑

战，我要跨越它。回来的时候又要跨越福州话，现在我要跨越英

语。我感觉非常非常挑战啦，嗯所以嗯，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帮助

我吼，我就是一面祷告一面走哦。（P 5：Q 2 - 5 - 3）  

P 1 靠主经历探访上的突破，还经历到自己一开始虽然很介意时间

表被打乱，可是，一旦顺服神，愿意放下手头上的事工，前去探访，

反而非常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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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要出发（去突发的紧急探访），所以我就会在心里跟

上帝说：“上帝，你要告诉我，你要帮助我知道该怎么说话，怎

么样去安慰人，怎么样祷告。”所以，我就是这样默默的去。可

是，往往这样去了回来，几乎没有一次出去回来是还是不高兴

的。每一次出去回来，基本上都是心里面很喜乐，很感恩，因为

会看见到去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对于他们跟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很

大的安慰。有时候自己不需要做什么，但是自己的出席，从这些

环境中，我就感受到神自己会工作。神也在告诉我说你不要为了

你个人的事情失去了应该要有的关怀和牧养。（P 1：Q 2 - 5 - 1）  

P 8 借着祷告得智慧，克服无法记得会友名字的困难：  

所以我就祷告上帝：“神啊，我要学像你这样，求你给我记忆

力，求你给我智慧。”我常常跟神祷告，就是可以怎么样去认得

会友，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常常会怎么做呢？就是到一个堂

会的时候，我喜欢用那个堂会的有预备属长簿，就是那些会友的

名录…他们排我去这个属区，我就看过这个属区大概的名单，然

后在我每一次的探访，就预备心可以叫他们的名字。那么当然如

果是在堂会的话，我就学习特别是团契的契友、职员，我就常常

学习祷告当中提他们的名字，我就可以多多记得这些职员的 名

字。还有就是尽量在每一个月圣餐的时候，在有机会分圣餐的时

候，我就学习叫他们的名字。这个也是一个让我去认得会友跟叫

他们的名字。（P 8：Q 2 - 5 - 5）  

P 9 甚至靠着亲近神，走过忧郁症：  

后来在这个亲近神啊，灵修祷告过后，就是在有一天啊，…我

想应该是圣灵的光照，我心里就在那边想，…突然间就开窍掉，

整个心情呀就很开朗去，开阔去。（P 9：Q 2 - 5 - 6）  

…灵修的时刻有定时…上次那个（传道师学校）有一个的讲员

讲的那个默观，上次我上他课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默观也是给

我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心灵深处的得着（P 9：Q 2 - 5 - 7）  

…灵修时间是有固定的。就是早上起来。（P 9：Q 2 -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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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传道人当读经祷告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也因此越发认识神的属

性，而更加放心凡事交托，结果，依靠神突破困难，得到事奉技巧上

的被补足、语言障碍的突破、甚至身体与心灵的捆绑得到释放。  

 

（四）心存正确的事奉动机  

新手传道人当存正确的事奉动机，切莫为人而作，也不可埋头苦

干而牺牲与神关系的建立。因为神注重你的所是，过于你的所做，如

P 6 所言：  

神注重你的所是，多过你的所做。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做

做做做，表示我是一个牧者…那种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种

情况当中，无形当中坦白说有时候我会负了灵修读经祷告。你跟

神的关系建立了没有？你一直想说工作工作工作。我想不是，神

要的是你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就决定了我

工作的果效是什么，就是我感受到。（P 6：Q 5 - 1 2 - 1）  

新手传道人需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才有自律过健康规律的生

活，如 P 8 正是过来人，她说：  

我要鼓励后辈们：我们可能一出来，我们会有那一种的很火热

的心，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很所谓满腔热血，就是很想为主努力

的拼啊，很努力的做。是，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其实我要鼓励的

就是我自己从那个经历里面的学习就是刚刚开始的几年我真的很

努力地去拼，很努力的去做甚至是忽略了家人关系，也忽略了自

己肉体上的需要，比如三餐…所以那个的过程里面，大致我自己

没有很好的时间上的纪律。跟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我所谓出了

问题就是没有很好的灵修，跟神的那个关系建立，感觉那种的服

事就是要做在人前，人家看到说哇，这个牧师好棒哦，很努力

做，很努力拼，很为上帝的教会做。…拼不是不好，但是为什么

做到好像吃也没有好好的去吃，所以后来就是透过他人的鼓励

后，我有再一次的调整自己。（P 8：Q 5 - 1 2 - 3）  

P 7 也提到新手传道人需要自动自发地尽责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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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要很主动。你该做的事情，你自己要完成好，尽你的所

能，尽你的能力，去做好它。我觉得就是刚毕业的传道人，你肯

定那前面几年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你敢去问，主动去做的时

候，你也尽力去做好你本分的东西，我觉得那应该就是很对得起

自己啦。（P 7：Q 5 - 1 2 - 2）  

新手传道人一开始服事，当对焦于神，存正确的动机服事，切莫

追求他人的称赞与肯定，落入活在他人眼光中，为了满足他人要求而

迷失了自己。下一段将探讨新手传道人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帮助他们应

对各种困难。  

 

二、与己的关系  

曾金发牧师为罗伊 .罗伯逊在 1 9 8 6 年再版的《提摩太法则》写序

时说：  

门徒训练的目标是属灵生命的转变，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教深深

植根于神的大能，这能力可以转变生命。这是一个彻底的转变，

涉及到你个人及社交生活的各个层面。 206 

新手传道人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就可以与自己有和好的关系。他

会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存在积极正面的心态服事，而且愿意牺牲自

己、调整自己来满足服事的需求，一旦遇到不足，也愿意接受装备提

升自己，从而更好地完成被托付的事奉。本段分四点论述之：  

 

 

 

 

 

 

 

 

 

                                                           
206曾金发，《督导方针》，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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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与己的关系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有健康的自我形

象 Q2 
             

有健康的自我形

象 Q5 
       1  1    

存积极正面的心

态 Q2 
2           1  

存积极正面的心

态 Q5 
     1     1   

自我调节配合服

事 Q2 
1     2   1    1 

自我调节配合服

事 Q5 
2  1   1     1   

接受装备自我提

升 Q2 
       2      

接受装备自我提

升 Q5 
             

 

（一）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会帮助人从圣经认识神怎么看自己，也因此明

白自己活着的价值与目的，正如西敏小要理问答第一题：人生的主要

目的是荣耀神，以祂为乐，直到永远。当新手传道人拥有正确的人生

目标，并了解自我存在的目的，会帮助他以健康的自我形象来面对初

出茅庐时的各种自卑感。P 9 就因着自卑感而经历极大的挣扎：  

我觉得要，对自己的牧养要有肯定咯，因为刚刚出来呀，肯定

会觉得很像什么东西都不会，嗯。。会有一些小自卑呀，如果按

我来看的话啦，啊。我会觉得会有一些的小自卑在，然后要肯定

自己…接纳自己，接受自己，肯定自己，嗯，是。。要多爱自

己。哈哈哈哈…我觉得我们做牧养，我们是有上帝的同在，所以

不需要有那种自我出来呀，觉得很像我要靠自己呀，或者是，觉

得好像自己不行这样。（P 9：Q 5 - 1 1 - 2）  

P 7 认为健康的自我形象帮助新手传道人勇敢发问，也可以胜过会

友的‘眼光’。  

刚毕业的传道人，你肯定那前面几年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

你敢去问，主动去做的时候，你也尽力去做好你本分的东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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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那应该就是很对得起自己啦。你也不用太在乎别人特别是会

友对你的眼光啦。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形象，健康的个人形象，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我就发现很多时候牧者对自己的形象有

时候会很自卑啊，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啊，为什么不被看

得起啊，就是那个健康的自我形象。（P 7：Q 5 - 1 1 - 1）  

新手传道人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会接纳自己的‘所是’，就可以存

积极正面的心态面对事奉中的各项困难。  

 

（二）存积极正面的心态  

积极正面的心态有助新手传道人突破重重困难。 P 1 愿意接受长牧

所有的安排，把一切长牧安排的服事、讲道，当成学习的机会。  

我觉得我没有经验，所以有机会，我就要参与。不会的就问。

有时候如果长牧他们交代了，他会告诉你怎么做，那就做咯。如

果他说你自己想一下，那就去想一下。（ P 1：Q 2 - 4 - 1）预备讲章

反正有压力但是就做而已。…有排我，我就讲。而且呢，我那时

候有一个想法，如果有其他的要求，或者有不同的专题，我有机

会去接触 /认识，时间表 ok，我都会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自

己 在 讲 台 上 或 者 在 分 享 当 中 的 一 个 磨 练 ， 所 以 我 会 去 接 受 。

（P 1：Q 2 - 4 - 2）  

P 5 因着态度积极正面，克服语言障碍，胜过环境的挑战：  

我还是觉得心态很重要。如果我看这些问题大过于调整我自己

的心态，我觉得一定会被击垮的。以我一个非福州人，到一个福

州村，去做工作，到年会也是哦，年会大家开口，都是福州话

了。但我也在当中，他们看见我就会知道我是非福州人啦，跟我

讲中文啦，讲华语。所以我觉得我要自己有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啦。…我是一个被上帝差遣去牧养的人，我一定要调整我的心

态。就好像我是一个宣教的人啦，我到一个新的地点…我不是要

要求那个环境来适应我，我要去改变。（P 5：Q 5 - 4 - 1）  

P 1 0 和 P 1 1 因着积极正面的心态，渡过了求进不过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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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你的这个四分之三，也不是那么容易说过就过啦。因

为只要有一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呢，你要看大部分人是不是

赞同你啦。只是小部分人有这样不同的看法的话我们自己要反省

咯。反省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有什么需要改良的地方呢？可

能讲话要比较有礼貌一点。…然后有什么我做的事情，不是太合

规矩呢？…要反省一下自己。不要一直说，上面人乱来之类的。

要面壁思过一下。（P 1 0：Q 5 - 4 - 2）  

（求进不过时）好像有一点感觉 xiu -lei（福州话‘羞耻’之

意）哈。但是我没有埋怨啦，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

就是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帮助我去提升自己咯。这是一个。后来牧

养过程里面我发现，我这个经历帮助了很多其他经过的。因为他

们觉得哎呀，同路人嘛。…这也是给我们学习谦卑，给我啦，学

习谦卑的功课啦。（P 1 1：Q 2 - 4 - 3）  

新手传道人存积极正面的心态，有助于他更容易做出各方面的调整，

来应对服事的需求。  

 

（三）自我调节配合服事  

三位受访者（ P 1、 P 5、 P 8、 P 1 2）都分享自己在面对困难时，有

做出调整来适应和配合服事。 P 1 因着直率的表达而给人不尊敬主理

牧师的误解，结果他愿意做出调整，重新学习如何与同工沟通：  

这个经验给我很深刻的提醒就是我真的要很注意自己的态度跟

言行。不要太过与直接的表达自己或者没有顾到周遭人的想法。

（P 1：Q 2 - 1 0 - 1）  

P 8 知道自己在忙碌的服事时间表里面，面临预备讲章的压力，于

是愿意在星期一休息日提前构思讲章：  

如果我的预备方式需要很长时间，我就提早预备。比如这个是

礼拜天，我就提早拜二拜三开始想。或者拜一是休息日，但是也

是看看经文，然后就开始想。所以这个是我在预备讲章，不能说

到 last minute，就是所谓到拜五拜六我才预备出来。（ P 8 ：

Q 2 - 1 0 - 4）  



108 
 

P 5 愿意学习新语言，方便牧养会友，甚至幽默地自嘲自己可以用

不标准的福州话调剂会友，让他们午间在乡区没有空调的教会听道，

不会因为天气炎热而瞌睡：  

教区长…强迫地要求我一定要掌握福州话。他说你没有掌握你

不能够在那里很有效的牧养。…教区长要求我星期五要在他那

边，他听了我的那些讲章了之后啊，然后我才过去对面江，去青

少年团契啊，去牧养啊，去探访啊，主日学啦等等。…然后我自

己要讲道什么。然后下午又很热，…要怎么样让他们打起精神听

我讲吼。讲道很挑战，所以我每一次讲错大家会大笑，会好啦，

调剂调剂咯，这样他们也比较注意听我讲什么啊。（ P 5 ：Q 2 - 1 0 -

2）  

P 5 也毛遂自荐担任司琴，为乡区小教会的崇拜增添色彩：  

那个时候我也只好一个人去咯，也没有什么人帮助我连司琴都

没有人啊。大家也不会唱歌，所以我硬着头皮。还好我在神学院

有学了三年的琴，我也是去神学院才学的。学了琴然后我去弹那

个用踏板的，弹一下那个调子吼让他们能够唱一下，会唱的可以

唱一点点啦。（P 5：Q 2 - 1 0 - 2）  

他也愿意配合农耕的会友收割胡椒时期，把主日崇拜的时间调整到中

午十二点：  

所以我就召集这些会友啦跟他们说，来的人通知一下叫其他人

我们改时间。我跟你们的时间，你们还没有采胡椒之前你们来崇

拜，你们先敬畏神，先听神的话然后你们快快乐乐地唱歌采胡

椒。…所以我把时间改咯…大概中午十二点就崇拜了…崇拜完一

好他们就去采胡椒了。（P 5：Q 2 - 1 0 - 3）  

P 1 2 初出茅庐时满腔热血，却因着所派去的堂会在荒山野岭的木

山（深山里砍伐树木的营地），感慨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经过调

整，反而犹如‘摩西在旷野被神塑造’的经历。他分享说：  

第一个堂会。可以说是最小的，…每一次的崇拜可能只有几个

人，三到五个人都有的。所以在那个小堂会的时候，很多东西急

不来。虽然心里有很多的负担，有很多的愿景，想要做这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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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可是你的会友没有办法跟你配合，他们跟不上这个脚步的

时候呢，我的学习就是在那两年里面磨练我自己。就是你需要放

慢脚步。所以你要让你的会众跟你一起，跟得上你的脚步，你才

能够走得远。…因为我本来是个很冲的人，是一个很急，是一个

事工导向的。我要做什么，我一定要做到。没有做到，我善不甘

休。所以那两年让我知道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尽如人意，很多东西

你计划的赶不上变化。你没有办法，所以你必须要调整自己的步

伐跟自己的心态。这个对我来说前面两年给我一个很大的基础，

一个装备。（P 1 2：Q 2 - 1 0 - 5）  

新手传道人愿意为了服事而做出各样调整、牺牲，当然更愿意付代价

接受装备自我提升，以便更好地完成使命和托付。  

 

（四）接受装备自我提升  

正如文献探讨所提起，牧职的责任是多元化的，故此，神学院所

学不足以涵盖所有，新手传道人，正如 P 7 所提出的，需要多方面接

受装备提升自己，以便更好地服事。  

我觉得另外一个我在前期的服事的过程，我去接受很多的 装

备，不管是年会的装备，还是一些其他的装备，其实，因为自己

会觉得很不足，然后虽然神学就是四年，但是出来牧养，不管是

服事上的一些技巧也好，一些的，嗯，就是就是很多方面，你会

还是觉得很不足啦，但是我就会争取很多装备的机会…自己的提

升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在牧养的时候，你能更多的去使用你所

得到的东西。然后也让弟兄姐妹，你服事得更有果效啦。（ P 7 ：

Q 2 - 6 - 1）  

除了上课，新手传道人必须持续阅读，P 7 说：  

那前面几年我也很，嗯，…去看一些的书，嗯…比如说特别是

关于呼召的书。（P 7：Q 2 - 6 - 2）  

P 2 也肯定阅读的重要性，不过新手传道人需要克服懒惰，才能持续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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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一些书。一些属灵书的…但是有时候很懒惰啊。特别最近

就是没有什么好好看书，但是如果有时间看你就会很享受，希望

说常常有时间看书。（P 2：Q 5 - 9 - 1）  

P 1 1 也鼓励新手传道人除了阅读及进修之外，  

阅读多方观摩学习以及进修很有帮助。（P 1 1：Q 5 - 9 - 8），  

同时得进行反思，常常自省：  

所以现在我们的作为传道人很需要的是 reflection，自我醒

觉，这个认识，这个很重要。不需要等到人家讲，人家看我怎么

样我还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有在自己安静的时候，灵修的时

候，或是听道的时候，自己去，自我反思的话，有一些醒觉的

话，这个就，就很有帮助跟成长。…这是一个牧养，自我牧养的

一方面。（P 1 1：Q 5 - 5 - 3）  

瑟格勒在《教牧学要义》言：历史中杰出的讲道者，都是勤于阅读的

人，而有决心的牧者，才有时间从事阅读。一个找时间去阅读的传道

人，才会在讲道上有充分准备。 207苏文隆表示惋惜：  

传道人在受完神学院的教育，投身牧会工作以后，时间表上就

很少有‘读书’这项安排。 208 

新手传道人要引以为鉴：我们最大的危险，不在于技术人才的欠缺，

却在于属灵和智力品质的萎缩。 209 

 

三、与人的关系  

与神建立亲密关系，又可以正确看待自己的定位，令新手传道人

与自己有和好的关系。于是，这样一个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又带着

积极正面的心态服事，乐意牺牲自己与人配合，也愿意付出努力求进

取的新手传道人，肯定与人也有和睦的关系。这一段，本文从四点分

述新手传道人与人的关系：遇到不确定的会主动虚心请教于人、遇到

困难会主动寻求支援、遇到不足会接受督导谦卑学习、面对不理解或

者不赞同会选择谦卑顺服在上掌权的。  

                                                           
207 瑟格勒，181-182。 
208 苏文隆，315。 
209 瑟格勒，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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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与人的关系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主动虚心请教于

人 Q2 
1 1 1 1 2 2  1     

主动虚心请教于

人 Q5 
 1 1    1 1     

寻求支持团队支

援 Q2 
 1 1   1 1  1 2  1 

寻求支持团队支

援 Q5 
 1 1    1 1     

接受督导谦卑学

习 Q2 
 1  1    1 1    

接受督导谦卑学

习 Q5 
 1 2 2   1 1   2  

谦卑顺服在上掌

权 Q2 

 
 

           

谦卑顺服在上掌

权 Q5 
1   1  2 1  1  1  

 

（一）主动虚心请教于人  

年轻人有好的可塑性，但是较缺乏人生经验。若是有谦卑受教

的心，则能补足其经验的缺乏。谦卑受教的心除了表现在自己的

的学习之外，也应该有向人请教、寻求帮助的态度。 210 

新手传道人遇到不确定、不清楚的事，或者面对自己缺乏经验处

理的事，应当主动虚心请教于人。 P 8 认为，新手传道人初入职，不

怕年轻缺乏经验：  

年轻缺乏经验但是我可以问，我可以问我的主理啊，问我的一

些长执们，一些教会的领袖们。（P 8：Q 5 - 2 - 4）  

P 7 和 P 3 也认为，面对各种不确定、不清楚，新手传道人需当主动虚

心请教于人：  

心态方面我觉得你要真的是谦卑，然后不耻下问。（ P 7 ： Q 5 -

2 - 3）  

当自己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要去找人。因为别人不一定知

道你现在如何，别人关心你的时候不知道你现在某月某日是很

                                                           
210 陈尚仁， 《21 世纪教牧伦理学》（台北：校园，20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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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很低谷的时候。别人不一定打电话问你的时候是你最需要

的时候，所以问题是你自己要去找人。（P 3：Q 5 - 2 - 2）  

P 4 就将‘可以坦诚布公地请教的对象’排列为新手传道人第一重要

的帮助：  

我有问题去找谁？所以我有一个寻找求助的对象。…然后还有

就是确定一下我这样子做对不对啊。或者是说有很难的课题、牧

养的个案那么怎么办？那么有这些旁人可以去交流？请他们指

点。不管哪一个层面，你能够去找他们聊这个课题。我觉得那些

是我成长的道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如果要排 1， 2， 3 的话，

我觉得旁人能够求助的、求问的、交流、谈心的对象很重要。

（P 4：Q 2 - 1 - 3）  

新手传道人应当请教于谁呢？P 3 建议可以找自己觉得比较亲切的

长辈询问：  

因为感觉他比较 fr iendly 跟他比较熟了。感觉他比较亲切，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直接找监理 /会长，有什么就直接打电话问他。

（P 3：Q 2 - 1 - 2）  

P 2 向前任牧者学习：  

因为她是 9 月才上课，可是她要求 8 月就要交棒接棒嘛。她教

我啦，去哪里，做什么，什么什么，都教导我。甚至教我开福音

车 ， … 然 后 教 我 行 政 ， 教 我 去 哪 里 复 印 ， 介 绍 给 会 友 认 识 。

（P 2：Q 2 - 1 - 1）   

P 6 习惯询问长牧，甚至自己担任教区长时仍然习惯性地虚心请教于

人：  

我一有怀疑我就问长牧。因为我觉得说他们人生经验走过这么

多一定有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做教区长的时候，…我打电话还

是问，…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过去是怎么解决（P 6：Q 2 - 1 - 5）  

他勉励新手传道人一定要谦卑询问于人：  

所以我觉得年轻的同工是要谦卑，要放下身段去询问人，你不

要自以为是认为就是那样做，那一定是碰钉子的。当然你出去牧

会有在上者是 ok 很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教区长就是你询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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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教 区 长 怎 样 ， 他 是 你 的 教 区 长 你 要 去 问 他 。 是 这 样 的 。

（P 6：Q 2 - 1 - 5）  

除了牧者同工，P 1 与 P 5 也虚心受教于会友：  

我觉得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这方面帮助了我很

多。跟属长一起去探访，从他们的聊天也帮助了我能够放松，也

让我知道说原来可以这样和会友聊。我就会觉得比较自在。属长

也会一起聊。（P 1：Q 2 - 2 - 1）  

…她（书记）都在里面这么久啦，她虽然是一个书记，但是她

比我更清楚。她会跟我说一说哦就是帮助我啦。虽然没有其他人

指示我怎么做，但是透过查询、询问就会明白。…（讲章）写出

来她读福州话然后我注音啦。我注音了，然后有一些字她跟我讲

你不可以这样讲，你要口语化这样讲。我就听从她的建议啦。

（P 5：Q 2 - 2 - 2）  

教区长、长牧、会友，都是神预备给新手传道人的资源，重点是，新

手传道人要主动虚心求教于人，如此一来，这些咨询的对象，往往成

为新手传道人强而有力的支持系统。  

 

（二）寻求支持团队支援  

新手传道人在事奉旅程中，需要主动与人建立关系，发展支持系

统，让服侍得到团队的支持。 P 2 有神学院的同窗，至今仍然成为她

的知己，可以勇敢指正她：  

第二就是属灵的知己…以前神学院建立的朋友，跟他们…分享

我的挑战困难。…旁观者清嘛。她都会给我一些比较我自己不知

道或者是我的盲点的…（P 2：Q 5 - 3 - 1）  

P 6 劝勉在籍神学生，抓紧机会在神学院求得能够彼此信任地谈

心、互相代求的属灵伙伴：  

我说你们在神学院读了三年或四年。在神学院你的同班同学或

者在同学里面有没有一两个是你知心的朋友，不是点头的朋友，

意思说可以谈心的朋友。如果没有我说你出去你事奉很痛苦。因

为你没有一个谈心的人。谈心意思说你可以对他有很好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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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他面前讲到哭的哦，彼此祷告的那种。如果没有我说你求

神给你一个或两个。我都是这样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不然的话你

遇到困难你不懂跟谁说。…（P 6：Q 2 - 3 - 3）  

P 2 、 P 3 、 P 7 入职后，都有同工成为支持团队，给予他们很好的

学习与扶持。  

所以我就是从同工的身上，听你们的分享…我觉得你的分享很

常时候激励我的生命。就是我效法的榜样…（ P2： Q5 -3- 1）朋友

的那个支持…朋友群很重要。（ P3： Q5- 3-2）我很感恩我生命当

中有这一群的朋友，同工，属灵伙伴，我们在一起可以分享任何

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P7： Q5- 3- 3）  

P 7 在初入职时，因着年轻，缺乏人生历练，遇到会友的不接纳，

她正是从同工得到支持，而熬过那个时段：  

我就跟我的同工分享，我觉得我很…迷茫，我不晓得到底是不

是我的呼召这样子，在这个全时间的服事，然后，我同工知道

说，我是因为年轻、年龄的问题，主要这个 …很大的障碍，然

后，他就是用提摩太那个告诉我说，不要这么小看你年轻。那个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啦，…成为我的座右铭。…那段时

间前面的那几年，我是这样子熬过来的。（P 7：Q 2 - 3 - 4）  

除了神学院的同窗，入职后的同工，已婚的新手传道人还可以从

配偶身上得到支持：  

所以师母跟我同心多年下来是我最大的支持跟帮助，所以还没

结婚的要结婚，没有结婚的赶快找一个亲密的同工，单身的同

工，那个支援系统很重要，太重要了。（P 1 0：Q 2 - 3 - 6）  

P 1 0 建议单身的传道人，可以祷告主赐给自己同工，成为坦诚分享、

彼此扶持、抵挡试探的美好支持：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小组，就是祷告主说，给我两个能够跟

我同心同工，一起，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啦。每个星期呢，

彼此问责呢这样子，彼此扶持，将我们所遇见的所有的事情都讲

出来。什么试探啊，引诱啊，什么都讲出来。我们的灵修生活

啊，都讲。（P 1 0：Q 2 -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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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的 P 2 就分享，她从教会所牧养的少年人得到极大的支持：  

就是少年人，跟我很亲近的朋友。…她们就是给我加油，“传

道加油”  “这个星期你要讲道了，我会为你祷告”啊什么什么，

“你要多一点休息”啦。…像我们要讲道那天，她就会给我们加

油，很像我们要列队进去啊，她就会在旁边加油这样子。（ P 2 ：

Q 2 - 3 - 1）  

P 1 2 也分享他自己在单身时，与所牧养的青年人成为一个团队：  

青团的职员成为我的伙伴…我们就每个拜六早上大约六点…他

们就会聚集在我的牧师屋，…就一起来读经祷告，…其他的时间

我们都会相约两三个，一起去 jogging， jogging 好一起在咖啡

店灵修，灵修了才吃早餐。就是有这个伙伴，因为当时我单身

嘛，所以真的很多时间，可以跟这些青年人在一起，他们就成为

我的好朋友，成为我的属灵伙伴。我有什么困难，我缺乏人力资

源，各个方面的时候，他们等于就是我的智囊团，第一时间就可

以和我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参与我事工方面的需要。（ P 1 2 ：

Q 2 - 3 - 8）  

P 3 在孤立的小岛，无法找到同工，却有其他宗派的牧者成为她的

支持团队：  

就是想到说我没有同宗派的牧者同工一起，然后我就参与联合

教会。联合教会那时候牧者关系也不错啦。所以我也挺珍惜跟他

们一起祷告。（P 3：Q 2 - 3 - 2）  

新手传道人可以从配偶、同工、神学院同窗，及所牧养的会友当中，

建立起支持系统，支持他们冲破各种困难。下一段就探讨有关督导，

就是支持系统中对新手传道人起重大帮助的一个支援。  

 

（三）接受督导谦卑学习  

新手传道人在接受督导时，当存谦卑的心学习，才可以从中获

益，应对事奉中重重困难。 P 7 认为神学院所学肯定有不足以满足服

事需求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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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出来的时候，你确实还是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因为各方

面，确实我们要很坦白的承认，很多时候神学院学的不足以我们

在服事上，我们可能用到的，可能只是那一点点…。（P 7：Q 5 - 9 -

6）  

故此，P 8 认为：  

所以年轻的同工也要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不然就算他们给一

些的指引，我们不愿意学习的话，也会拦阻我们 成长的机会。

（P 8：Q 5 - 9 - 7）  

P 2 就分享她在牧养八个月后，居然出现瓶颈，甚至觉得自己什么都

不会：  

那个什么申请要写信啊，要做什么做什么。哇，我忽然间跟上

帝讲，哇原来我什么都不会，我以前太骄傲了，前面的 8 个月，

我以为我会，…我知道原来我不会的，我需要学习。（P 2：Q 2 - 9 -

1）  

P 3 也勉励新手传道人抓紧机会学习：  

有时候是有机会听，听到人家讲，有机会学就学，谦卑一点

学…无论是去到哪一个地点，就是学，有机会学就学。（P 3：Q 5 -

9 - 2）；  

避免自己想不通、熬不过而离职：  

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挣扎…要去问人咯。不要自己在那边一

直…因为有的同工哦，他们自己憋住憋住到最后崩了，到最后离

职。（P 3：Q 5 - 9 - 3）  

P 8 分享自己初入职时，就是借着发问和聆听，补足自己人生历练不

足，事奉技巧的缺乏：  

成为一个牧者，我们要聆听，…也可以从一些年长的同工，牧

者或者是会友领袖，或者是教会的一些会友，长辈等，从他们的

生命当中可以看到原来他们的分享也成为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学

习。就是说在工作经验当中，…比如说在教育界，老师们就是分

享，或者他们是在医学界的，有医生的会友，在律师界的啊等

等。他们都会讲一些自己专业。…我从中学习的功课就是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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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讲太多话，…我即使很多东西不懂，我们就问，他们就会

跟你讲。（P 8：Q 2 - 9 - 3）  

P 9 也提出，若有自己无法解决，又不懂如何面对问题，可以寻求辅

导：  

后来是有去找辅导一两次。（P 9：Q 2 - 9 - 4）  

P 4 期望新手传道人成为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做传道人，自知之明太重要了。能够有自知之明，实在是神的

恩典，神所赐的福气。如果不能够自知之明，能够后知后觉也不

错。最怕的就是不知不觉。（P 4：Q 2 - 9 - 2）  

唯有当新手传道人意识到自己不足时，才会谦卑寻求督导。 P 4 就觉

得新手传道人自愿寻求帮助，才可能被督导、或者得着其他方面的帮

助：  

其实不管是 C.D.gr oup 也好是督导也好它必须都要有一个共同

的出发点。那个出发点就是那个当事人本身必须要有被门训的意

识和意愿。（P 4：Q 5 - 9 - 4）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新手传道人前面五年若不抓住机会学习，往后的

服事道路就更加艰辛坎坷：  

就是受教的心很重要。他如果前面 5 年不好好的抓住机会，受

教的心去学习，他以后会很辛苦的…我觉得现代的人，特别是被

这个资讯时代洗礼之后，人们就越爱越高傲了。（P 4：Q 5 - 9 - 5）  

新手传道人谦卑学习，有意愿接受督导，才能从督导得益处。下一段

要谈的是新手传道人在面对自己当下无法理解、或无法赞同时，仍然

谦卑顺服在上掌权者。  

 

（四）谦卑顺服在上掌权  

新手传道人在初入职时，难免满腔热血，期待将平生所学用来大

展拳脚；再加上刚加入年会，无法有整全的大局观，故此，新入职的

传道人，需要谦卑顺服在上的权柄。顺服在上的权柄，需要谦卑， P 4

指出，谦卑是活出来，人们可以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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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与神同行’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你是

不是有谦 卑的 与神 同行，你 觉得 旁人 会看得见 吗？ 看得 见的 !  

P 4：Q 5 - 1 3 - 2）  

P 1 语重心长地建议新手传道人：  

对于在上领导的，他们真的要学习以一个更开放的角度去面对

领导，不管是主理，教区长，年会，不同的层面。就是你要明

白，我已经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认识这个体系，我顺服是因为我

顺服神。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有的操练。…我觉得不是在争说你

有道理还是我有道理，谁比较符合圣经。…甚至有时候不一定能

够完全了解。但是我还是要选择接纳。（P 1：Q 5 - 1 3 - 1）  

P 6 就用自己为例，劝勉新手传道人，即使年会并非完美，即使无

法赞同年会一些决策，可是，仍然要谦卑顺服。  

处世为人你的品格就是谦卑跟顺服。对人你要谦卑点，对上帝

你要绝对，百分百地顺服。（P 6：Q 5 - 1 3 - 3）  

当然对年会方面也是一样啦，因为没有是十全十美的东西。所

以我的问题我要自己去解决，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虽然我回来我

心里不高兴，师母还在坐月当中还把她调回来，我就说这是我们

家庭的问题。我祷告神这样的困难。我不是回去牧职部。现在很

多同工回去牧职部说帮我解决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为什么要

叫牧职部帮你解决。（P 6：Q 5 - 1 3 - 4）  

 

小结  

 

表 4 - 1 0 新手传道人本身应对困难之类别与核心类别  

 

核心

类别 
与神的关系 与己的关系 与人的关系 

类别 

确定呼召与牧职身份 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主动虚心请教于人 

对神拥有正确的信念 存积极正面的心态 寻求支持团队支援 

读经祷告凡事交托主 自我调节配合服事 接受督导谦卑学习 

心存正确的事奉动机 接受装备自我提升 谦卑顺服在上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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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伦神父在《领导就是唤醒生命》说：  

理家神父必须面对自己，并且依照内心想法来行动。领导者必

须先能够跟自己心灵的真实面建立密切关系，才能真的跟外界的

人事物建立关系。而跟自身和心灵的关系，就是跟上帝的关系。 211 

新手传道人初入职时，无法避免各方面的挑战与困难，所以，应当安

排优先次序，抓紧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常常读经祷告，抓紧与神建

立关系，有助于新手传道人更加确定从神而来的呼召与牧职身份，因

此，可以存着正确的服事心态，凡事交托，依靠神来应对各种困难。  

新手传道人在读经祷告中认识神及祂的话语，有助于如何认识自

己，从神的眼光看自己，就可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靠主而存积极正

面的心态，面对服事的需求也能够自我调整来配合，遇到缺乏不足也

肯付代价接受装备自我提升，更好地完成使命与托付。  

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又与自己和好的新手传道人，就能够与人

和睦，遇到不明白或者不确定的愿意主动虚心请教、寻求支持系统给

予支援、接受督导谦卑学习；甚至在无法全然理解与完全赞同时，肯

谦卑顺服在上掌权者。  

 

第四节   从牧区堂会看新手传道人因应之道  

 

牧区堂会的群体，对于新手传道人的协助有两大方面：心理层面

的支持及物质层面的支援。以下分述之：  

 

一、心理层面的支持  

牧区堂会的领袖与会友可以主动与新手传道人互动，给予他们言

语上的鼓励与肯定，并且成为愿意陪伴他们的朋友、共同进退的事工

伙伴，支持他们。教会的领袖，尤其是卫理公会法规所设立的牧职关

系委员会，更应当成为新手传道人与会友之间的桥梁。  

《法规》5 4 2 款提到牧职关系委员会时有记载，第三点：  

                                                           
211古伦神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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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职能乃通过提供咨询，向牧者提供有关会众之情况因为

它们影响牧者与会友间之关系，以及使会友了解牧者职务之性质

与功用等，帮助主理牧师使他的职务有效。  

第四点：  

提供有关牧者与会友关系之咨询机会，包括监督讲台之供应、

薪金之提议、旅费、应酬费、休假、进修课程、住宿与其他与牧

者个人及家庭有关之有效性及福利的事宜。其可与牧区议会执行

委员会安排牧者进入学校或学院的时间与经费，以促进他的知识

与灵性之长进。当年议会对有关上述事项有规定，包括适当的固

定数额的支付，牧区议会执行委员会当安照牧职关系委员会的建

议而实行。…  

第五点：  

牧职关系委员会应时时关注牧者与会友之间的关系。若显而易

见地委员会觉得换牧者乃为教会及牧者双方之最大利益时，其应

与牧者磋商并提供这些信息。其应与牧者、教区长及会长合作，

确保教牧之领导以及委员会与教区长及会长之关系，仅为献议咨

询之性质而已。 212 

 

表 4 - 1 1 因应之道：牧区堂会在心理层面给予新手传道人的支持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给予关怀鼓励肯定 1    2    2 1   

成为朋友陪伴支持    1  1 1  2   1 

为牧者会友之桥梁        1   1 1 

 

（一）给予关怀鼓励肯定  

从四个受访者（ P 1 、 P 5、 P 9、 P 1 0）的分享，会友给予他们多方

面的支持，包括事奉技巧方面的学习与补助：  

属长很好。反而我觉得刚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学到好多东

西。从他们的执事会啊、领导、以及各个方面。…特别是刚好他

                                                           
212 林李秋仪师母，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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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说要建教育楼。我特别从那一群比较元老的领袖里面，我觉得

有从他们的生命学习到功课。…也很关心我。（P 1：Q 4 - 1 - 1）  

当会友愿意先付出关怀，以话语鼓励和肯定新手传道人，并且给

予新手传道人当有的尊重，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P 5 就经历到会

友们使用话语鼓励他，实际行动帮助他学习英语：  

我记得有一个会友跟我讲，你不要觉得你很年轻，（因为他们

都是专业人士啊，他们的专业知识肯定是比我多的，当中有我的

老师，以前的老师，还有我以前的 manager，做工的 manager。

所以我会觉得诶他们都是我的上级，现在叫我 pastor），他们告

诉我你要用上帝给你的权柄，用上帝的话来牧养我。这才是我们

要的，有一些这样跟我讲啦。所以我就学习咯。我的英语可能不

是很好啦，但是他们很容忍我啦我相信。他们很接纳我咯，所以

我常常修改我的英语咯。不知道我常常请教一些人，有一些会友

很好。我记得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她常常跟我讲， pastor 你这个

词句如果你能够这样讲会更好。哦我听了很感恩啊，所以我就改

咯。我说请你告诉我，如果我有什么要改的，你要跟我讲，这样

我的英语才会进步。…一般对牧者很尊重。   （P 5：Q 4 - 1 - 3）  

神使用会友的话语提醒 P 9，让她把焦点转到神身上：  

有一个契友跟我说，他给我一个的鼓励，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的

生命当中是有神的，神既然拣选你，神会一直带领你。所以我就

相信这一句话，所以他说你一定要相信你会走过的，上帝会带领

你走过的，所以我就相信这一个，上帝一定会带领我走过。所以

就。。（P 9：Q 4 - 1 - 5）  

虽然这并不是 P 9 走出忧郁症的唯一理由，不过她确实表示会友的肯

定与鼓励对她的康复起了作用：  

是牧养堂会的会友给我的肯定，在他们的肯定跟鼓励之下，就

慢慢地有康复。（P 9：Q 4 - 1 - 4）  

P 1 0 更是在求进不过时，因着会友的话语支持而大得安慰：  

不过我那时候也了解说，票数需要四分之三嘛，只差一票就不

通过了嘛。我应该接纳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没有说很伤心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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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觉得会友们的发言和鼓励给我很大的安慰啦，是这样。

（P 1 0：Q 4 - 1 - 6）  

 

（二）成为朋友陪伴支持  

会友除了献出关怀、以言语肯定和鼓励新手传道人之外，还可以

成为新手传道人的朋友，成为他共同进退的事工伙伴。P 7 及 P 1 2 都

有如此的经历：  

所谓的顾问团也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他们其实也陪伴我走了

这几年的，嗯，那个过程啊。…比如说我牧养的（天天见面的）

对每一天见面的真的很多东西要商量的，一起做决策的，然后一

起努力的，…然后大家可以同心服事的，我也觉得这一群人也很

重要，…（P 7：Q 4 - 2 - 3）  

我觉得如果新进传道人是单身的话，可能问题就比较少，应该

会有一些人经常和他在一起啦，就是至少可以成为他的伙伴，就

是这些青年人。（P 1 2：Q 4 - 2 - 6）  

这些平信徒的事工伙伴，往往还可以弥补新手传道人事工技巧上

的不足，如 P 9 所分享：  

在那个团契里面，有很活跃的契友喔，他会很主动地跑过来跟

我讲话的，然后主动地带动我咯。嗯，是，带动我，以前真的如

果不是他们这样的帮助我成长的话，我想我还是那种很内向的小

妹妹酱，所以他们主动地来带动我，告诉我牧师你可以这样，可

以这样。（P 9：Q 4 - 2 - 4）  

当新手传道人感到孤单时，因着牧者同工也有各自的忙碌，往往

无法像会友那样，可以适时陪伴在侧，给予传道人陪伴，得到心灵上

的放松。P 4 就如此分享：  

…那么会友可以说是成为我的好朋友之类的啦。那么，他们就

分担我的一些心灵上的孤单。所以那一种的交情，给我很大的帮

助…有时候就是我们说做累了，需要去走走看看，轻松轻松一

下。这一种是身体上的放松。但是心灵也需要放松。那么心灵的

放松，有的时候就是找一个知心的人出来喝杯茶，可能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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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很多话，可能也不一定说到你的心灵世界，就是大家坐下来面

对面，然后一起东南西北一下，就觉得放松了…但是我的同工不

能够陪我喝茶，他们也有他们的时间或者是他们可能不能够成为

我的心灵的朋友。但是这些会友呢？我找他们出来喝茶也可以说

是一石二鸟。一方面又可以好像是牧养关心但是一方面又可以成

为我的心灵放松的一种方式。（P 4：Q 4 - 2 - 1）  

新手传道人若无法胜过孤单，或者遇到挫败无法走出来，会友可

以主动伸出扶持的手，P 9 就遇到会友陪伴她成长：  

他们对新的传道人都特别的照顾，不会说排斥传道人，然后

呢……看到你跌倒，他也不会，不会一直 complain 你，或者是

很像要把你踢走这样呀，他会一直想办法帮助，啊。所以如果没

有排斥一个跌倒、软弱的传道人，那个是给传道人一个很大的那

个鼓励跟成长。（P 9：Q 4 - 2 - 5）  

其实，谈到成为新手传道人的朋友，给予陪伴支持，最名正言顺

的就是牧区议会选出来的牧职关系委员会了， P 6 就指出，他们可以

给予新手传道人多方面的支援：  

我觉得应该要去教导牧职关系委员会，并且选出来的人告诉

他，我们要选这些，他们能给牧者带来什么的帮助，而不是只讲

到福利的东西，不是的。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需要。（P 6：Q 4 -

2 - 2）  

 

（三）为牧者会友之桥梁  

由于新手传道人对于受委任的牧区之人事物都非常陌生，需要牧

职关系委员会伸出援手，尽快帮助新手传道人融入服事的群体之中，

更好地履行牧职的责任。正如 P 1 1 所分享：  

我觉得那个牧职关系委员会吼，在我们堂会，可以多做一点事

情。…就是守望嘛。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工作者，守望说，哎呀，

你这几个星期讲道讲很好，但是某一个方面如果更加 加强会更

好，类似这样子啦。在我们这一块牧职关系委员会可以帮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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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这些传道人就事奉上面能够更帮助到信徒了。（ P 1 1 ：

Q 4 - 6 - 2）  

从 P 1 2 的经验，牧职关系委员会可以学习动员会友成为新手传道

人的支持，例如，P 1 2 在任教会的牧职关系委员会，就是借着青年人

关心和支持当时年轻又单身的他：  

我跟青年人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就是执事们有什么就是安排青

年人来帮助我，牧职关系（委员会）也是安排青年人来关心我，

来策划怎么样欢送我，策划怎么样帮我庆祝生日等等。…安排青

年人策划，他们（牧职关系委员会）参与， support。所以我觉

得有一群人可以成为传道人的朋友，是可以称为值得信任的朋

友，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这一群人如果是执事会信任的对象，

也很好，就可以成为一个桥梁，因为毕竟我们年轻嘛。面对执

事，我那时候 22-24 岁，那执事都是 50- 60 岁的，都是做了十多

年的执事，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他们的眼中，感觉是是太小

啦，太年轻。所以如果有这样一群扮演桥梁的话，我觉得对那个

关系来说是很有帮助的。（P 1 2：Q 4 - 6 - 3）  

一旦新手传道人与会友之间因着摩擦出现嫌隙，牧职关系委员会

需要出面调解，正如 P 8 所经历的：  

我就跟这一个的领袖说：好不好这样，我就找对方，我跟他有

意见不和的领袖，我找他出来，…我跟对方谈，你们在旁边听，

可以不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的见证，然后适当的时候才给我们一些

的鼓励和一些的提醒。后来我们真的有约出来谈，所以这个事情

真的是有靠着神去解决。就是在我的牧师屋，真的坐下来谈。谈

了我们都哭到稀里哗啦，拥抱。后来这件事情真的过后，我真的

看到在人际关系上的那种突破，成长。（P 8：Q 4 - 6 - 1）  

牧区堂会的牧职关系委员会若发挥功效，对新手传道人是一大助益，

也为他们的服事之路带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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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质层面的支援  

新手传道人被委派到一个牧区堂会，按照卫理公会法规，牧职关

系委员会将在其住宿、生活津贴上作出安排，不过，从受访者的经

验，牧区堂会对传道人的物质层面的支援远超过硬体设施与经济支

持，还包括事奉技巧上的补助。  

 

表 4 - 1 2 因应之道：牧区堂会在物质层面给予新手传道人的支持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事奉技巧上补助       1  1 1 1  

事奉工具的备足     3        

经济福利的照顾       1    1  

 

（一）事奉技巧上补助  

P 7 得到长辈指导福州话，克服语言障碍：  

但是也感恩有同工跟这些属灵长辈，他们愿意来教我这些福州

话。（P 7：Q 4 - 4 - 1）  

P 9 得到所指导的团契的契友的陪伴，逐步成长：  

教会的确给我很大帮助，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就说我很感恩我

第一站的服事，然后教会弟兄姐妹不嫌弃我这个小妹妹酱。他们

会帮助我长大，特别我的，我的这个指导的团契哦，那些的，这

个契友们啊，不嫌弃我这样，这样很像有一点嗯。。嗯。。怎么

样说，无知的小妹妹哦，他会帮助我一起成长，这样（P 9：Q 4 - 4 -

2）  

P 1 0 得到属长陪伴，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去探访：  

我现在印象最深刻她们带我去看老人家，看那个病人，看每一

家，家家户户去拍门，去敲门等等。她们都很忠心，有丧事她们

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让我去拜访，祷告，唱诗等等，她们都参

与。（P 1 0：Q 4 - 4 - 3）  

P 1 1 还从属长得知会友的状况，有助于他尽快融入人群中：  

不过我有探访的时候，我们年轻嘛不懂得怎么样来往。但是那

时那个属长很有帮助咯。所以从属长去学习怎样去探访、怎样去



126 
 

关心人啦。…所以属长很有帮助。…他们帮助我去认识这些不同的

会友的需要啊，状况，然后他们也让我知道一下这些会友情况的

时候就懂得怎么样去应对。所以属长很重要。（P 1 1：Q 4 - 4 - 4）  

 

（二）  事奉工具的备足  

由于新手传道人初来乍到，牧职关系委员会若可以预备好事奉工

具，并且协助新手传道人尽快熟悉教堂的环境，预备妥当住宿及办公

室，对于新手传道人的入职都是极大的帮助。  

P 5 刚报到时，发现教会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任何有关的文件夹：  

我到那个堂会连个 file 都没有啊。真的没有 file 啊。…但是

他没有，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啊。教会存在的 file 在哪里啊都没

有啊。…我去后面的橱找哦，橱柜肮肮脏脏的，我是很不耐哦，

我要打扫那个教堂。（P 5：Q 4 - 5 - 1）  

不止教堂的橱柜肮脏，连住宿也没有人在传道人入住前先协助打扫干

净：  

…第一个晚上睡在那个地方哦，他们没有给我收拾那个房间

啊。我就被带去那个房间，那个会友带我去吃个饭，然后就把我

放在那个房间。我回来拖那个地板，拖完地板才发现里面那个拖

把里面有一个大蜈蚣啊。上帝保守我，我扭那个水都没有扭到什

么东西。（P 5：Q 4 - 5 - 2）  

新手传道人第一夜留宿陌生的乡区，在伸手不见五指之下，着实需要

有人暂时陪伴，帮助他熟悉陌生的新环境：  

…对啊我吓到，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那个地方关起灯来都是

暗暗的，伸手不见五指。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路灯啊，非常暗那个

地方。我的经历就是有这些局限，但是我是男生，我不觉得怎么

样啦，一个人住就一个人住啦。（P 5：Q 4 - 5 - 3）  

牧职关系委员会尤其应该履行法规的职责，帮忙安顿新手传道人的生

活，陪伴他早日熟悉事奉环境，肯定可以帮助他更好更快地融入牧养

的群体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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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福利的照顾  

牧职关系委员会对于传道人的物质供应要适量， P 7 就从牧区的装

备津贴获益匪浅。她表示自己由于过于年轻就入职当传道，人生历练

不足导致事奉有许多局限，故此，她就尽量接受装备，期望可以更好

地承担牧职的责任。她称赞该堂会：  

有一个很好的，对牧者的。就是牧者去栽培，去受训练，去装

备，他们可以 fully support，所以那几年，基本上我，年会可

以给我们上的课程，门徒课程啊，那些什么 ILI（国际领袖训练

课程）啊，这些我基本上，我都会去上，就是我想要帮助自己，

可以更加提升自己，然后也，也知道说，当我领受的时候，我就

可以帮助我更多的弟兄姐妹。（P 7：Q 4 - 3 - 1）  

P 1 1 则提出，牧职关系委员会若过度供应传道人物质需求，会陷

传道人于试探之中：  

一般我们的牧职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客气。我们服事停留

在福利上面吼，照顾、牧养、福利上面。我现在发现，特别是比

较大的堂会哦，这种的福利会对，传道人不小心会宠坏，变成物

质化，事实化。这是一个，这是一点啦。这是一点。所以，我们

可以给可以关心，但是不要到一个地步使到我们传道人迷失在当

中，看到有这样的了。（P 1 1：Q 4 - 3 - 2）  

从受访者的经验，牧职关系委员会当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不让传道

人面临 P 6 那样经济拮据的缺乏，也切莫将传道人放在物质享受的试

探之中。这正如斯托得在《当代基督十架》中，从可十 3 4 - 4 5，将世

界与十字架做出对比，其中第三点正是‘舒适与受苦的对比’ 213，牧

区堂会在给予传道人物质供应时也应当引以为戒。  

 

 

 

 

 

                                                           
213 斯托得，《当代十架》，（刘良淑译，台北：校园，1993），38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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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表 4 - 1 3 从牧区堂会看新手传道人因应之道的类别与核心类别  

核心类别 心理层面的支持 物质层面的支援 

类别 

给予关怀鼓励肯定 事奉技巧上补助 

成为朋友陪伴支持 事奉工具的备足 

牧者与会友之桥梁 经济福利的照顾 

 

新手传道人被派到牧区堂会时，初来乍到、又人生地不熟，肯定

战战兢兢，有诸多的不习惯。此时，教会的领袖，尤其是牧职关系委

员会的成员就可以发挥卫理公会法规的精神，履行其职责，给予新手

传道人至少三方面的援助。第一、安顿新手传道人生活所需，包括住

宿、办公室、代步工具，让传道人可以无后顾之忧的投入服侍。第

二、主动陪伴、关怀、指引，让传道人可以更快熟悉生活环境及服侍

的群体。第三，为新手传道人搭桥，将传道人介绍给会友，也主动安

排适合该新手传道人的会友成为支持传道人的朋友，鼓励会友成为新

手传道人的事工伙伴，减低传道人的孤单感。除了牧职关系委员会，

平信徒也可以主动献出关怀给新手传道人，适时给予言语鼓励与肯

定，也在他有需要时成为聆听和聊天的朋友，甚至乐意补助新手传道

人在事奉上的不足，发挥基督身体之肢体互相配搭的功能。  

 

第五节   从年会层面谈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  

 

S C A C 为主教制（参文献探讨第四节），在会督带领之下，各部彼

此配搭，完成主托付。其中，牧职部特别负责所有关于牧职事宜，举

凡鼓励会友回应全职呼召、神学生的训练、新手传道人的求进、安排

牧职课程、处理牧者各种津贴、批准牧者假期、安排牧者进修、安

息、退休，无一不由牧职部劳心劳力。本文第五节从年会层面探讨如

何帮助新手传道人，实际上就是探讨牧职部扮演的角色。以下分两方

面探讨年会牧职部可以如何帮助新手传道人：训练装备，及改善现有

的制度，更完善地发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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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予训练装备  

本段从神学训练及入职后的训练，探讨年会牧职部对新手传道人

的帮助。  

 

表 4 - 1 4 因应之道：年会层面可以给予新手传道人训练装备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一） 

神学训练 
   1       2  

1.学术与属灵 

操练当平衡 
   （1）       （1）  

2.考虑延长 

神学训练年份 
          （1）  

（二） 

牧职课程 
     1       

 

（此图表左栏分两点，第一点神学训练又细分两个小点： 1 .学术与属

灵操练的平衡， 2 .考虑神学训练的年份，不过这两个小点被提起的次

数（括号之内的数字），总结起来就是第一大点空格内的数目字。）  

 

（一）神学训练  

牧职部保送 214的神学生，第一个神学学位都在卫理神学院完成。

牧职部只接纳 2 1 岁以上的学生，保送的学位有神学学士（四年）、

道学学士（四年）、道学硕士（三年）。卫神需要符合 A T E S E A 审核

标准，当然在学术上对神学生有所要求。有两个受访者对此发表他们

的看法，认为神学院应该重新思考，在注重学术理论时，应否加强对

神学生品格的训练，以及灵性的操练。  

 

1 .学术与属灵操练当平衡  

P 4 认为：  

我就觉得神学院学术的装备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句话可能需

要重新思考，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神学院里面最重要，最需要被关

注的操练。…我觉得理性上告诉我们说知识上的装备是很 重要

                                                           
214 经由牧职部面试，议决接纳成为未来可以加入年会的传道人，牧职部会负担他在神学院装备

期间所有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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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感觉上却告诉我说这个行为，品格，信心的那种灵性操

练反而是更重要。因为这个时代跟以前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以前

的时代，我们只能够到学校或者是神学院或者是正规的学府才能

够得到知识的灌输、装备。但是今天你不用到这些正规的学府，

你也能够拿到你需要的资讯甚至是证书。所以，会不会这也可以

解释说今天神学院更重要的装备要放在人格、生命的装备而不是

知识的装备？（P 4：Q 3 - 4 - 1）  

P 1 1 也说：  

现在神学教育受那个，呃，启蒙时期的影响，强调理性啊。所

以现在神学教育比较属于跑学术的。不够平衡，所以看不起那些

从经验当中去学习到，去抓到的一些真理。他们觉得不可靠。必

须觉得需要有一些他们所谓的，学术的根据。什么人讲什么，什

么，啊这一类的。…所以变成培育出来的神学生，传道人，在属

灵上来说，不够分量。（P 1 1：Q 3 - 4 - 2）  

 

2 .考虑延长神学训练年份  

正如罗马非一日可以造成，重新编排神学院的课程也无法急于一

时，再加上，学术理论在神学训练这一块，实在无法说减少就减少，

故此，P 1 1 也提出延长神学训练的年份，不失为可以考量的方向。  

故此因为我们强调学术嘛，所以没有时间给他们嘛，给他们太

多他们就受不了，太多东西了。一定要这么多 footn otes，看这

么多东西，变成要那样短时间。所以，啊，这种的神学教育的模

式呢，对年轻一代人，新一代传道人来说，可能，是不足够的。

所以神学院，好像神学院他们有考虑， M.Div.会变成四年，我觉

得是很好的。那个天主教好像是七年（神父的训练）。所以，应

该加长。如果我们要做学术，又布道，联系，操练的话，需要拉

长一两年时间，会有帮助。这可能跟现在新一代的传道人培育有

关系了。（P 1 1：Q 3 - 4 - 2）  

神学训练只是传道人培训的一个开始，无论神学装备课程多么全方

面，无论神学训练年份多长，一旦踏入牧职行列，新手传道人仍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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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许多已知，或者更多无法预知的问题与挑战。故此，接下去会讨

论牧职部所预备的牧职课程，以助新手传道人在职得到实际指导与帮

助。  

 

（二）牧职课程  

如文献探讨介绍， S C A C 牧职部有提供几项牧职课程，第一、每一

年牧者都得出席四天三夜的传道师学校，由牧职部议决，按照时代需

求，让所有 S C A C 的牧者有共同的学习。第二、还没有按立长牧的传

道人，每一年需要上由总议会会督协同团队所教导的 P M R，以及按

着入职年分，参与由牧职部成员所教导的 M O T 课程。第三、 2 0 2 2 年

开始，牧职部增加了两天一夜的新兵上阵之培训营会。 P 6 对于牧职

部所预备的入职课程赞赏有加：  

其中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后来就是我们 Pastor s ‘ School 的时

候，一年到五年的一些过程（求进传道人按其入职年份，每一年

所上的课程），那是一个很好。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更实际的一

些，怎么讲呢。就是我个人觉得一些真的是很生活化的东西，理

论的东西其实讲起来 theory 的东西他们基本都懂了。还有一个是

最近后来不是年会之后有一天两天那个吗，新同工退修会啊，是

另外一个，那个也蛮不错的（新进传道人培训营会）。（P 6：Q 3 -

7 - 1）  

从受访者所得，牧职部在训练在职传道人方面确实有付出努力，

不过，牧职部可以更多思考，无论是神学训练，或者牧职课程，除了

学术理论之外，如何更强地落实实践，并且培育神学生、传道人的品

格，及注重其灵性操练。  

 

二、更新转化制度  

本段探讨年会如何帮助新手传道人面对过五关斩六将的求进过

程，除了探讨求进制度外，督导文化及支持系统也是极其重要的讨论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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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因应之道：年会层面可以更新转化求进制度帮助新手传道人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一） 

求进制度 
      3    1 2 

1.投票者当了解

求进者 
      2    1  

2.求进不过当给

予解释 
      1     2 

 

（一）求进制度  

S C A C 的求进制度 215原意是帮助新手传道人接受多方面考核、检

验，从各方面确认自己是否接受长牧的按立，终其一生加入年会成为

年会正式成员。可是，受访者从自身求进不过的经验，皆认为年会需

要进行求进制度的转化，才可能更好地帮助新手传道人。P 1 2 以自身

的经历娓娓道出，求进不过对于新手传道人的‘伤害’。他说：  

所以虽然可能求进被通过并不一定是一个肯定的表现，在制度

上来说他可能不一定是用来肯定你，可是对传道人来说那就是一

个肯定。为什么呢？因为被通过的感觉就是我所做的被认同，被

接纳，我过关了，考试过关了。如果我不通过，我就感觉好像是

我做的很差，考试不过关，虽然在体制上不过关，并不代表你做

的很差。可是对一个刚出来的传道人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这样

的一个过程，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一个肯定。（P 1 2：Q 3 - 8 - 5）  

他强调新手传道人最初五年的服事（求进之路）实际上是为新手

传道人的服事之路奠基。  

我真的认为前面那五年，是一个牧者一生牧养最关键的时刻。

因为这五年如果你被美好的建立，你在心灵上面健康的成长，你

真的是一辈子你的事奉喜乐，都有安全感。如果这五年你历经沧

桑，很多的创伤，创伤不一定是谁对谁错，而是整个过程里面，

没有顾到感受的时候，你的感受，你的心灵受伤，你不信任的时

候呢，你一辈子可能都带着这个伤害，苦毒，去到任何一个地

方，你面对任何的教区长，任何的同工，都有可能有猜疑的经

                                                           
215 参考本文第二章《文献探讨》第四节之第三点，有关 SCAC 牧职制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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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不能信任的心里。那是很痛苦，对自己痛苦，对你的同工痛

苦，对你的会众也是很痛苦。所以我真的觉得年会真的需要花更

多的心思和时间在这五年的传道人身上。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预防

的工作，一个心理上的预备。你预备好他的这个根基，未来你可

以放心他去到任何的堂会面对任何的挫折，他很有可能可以很快

的走出来。我觉得这五年很重要。（P 1 2：Q 3 - 8 - 6）  

 

1 .投票者当了解求进者  

P 1 1 认为之前的求进制度过度依赖教区长或者主理牧师对求进者

的介绍，他的经历如下：  

那个原因（求进不通过）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叻。因为

其实是教会里的一些长远计划上面的一些做法是他们（前任牧者

带领之下的执事会）定的，不是我的。但是教区长讲话（在面试

求进者前由教区长或主理牧师介绍求进者给牧职部），好像大家

也都蛮听话咯。然后这个话就影响到投票的看法。 P 1 1 ： Q 3 - 8 -

4）  

P 7 也与 P 1 1 同感：  

所以我讲，特别是这些要求进的是不是要有那些认识他的人在

里面可以为他说话，可以知道一些他的故事啊，一些过程啊，而

不是只单单听，有人 complaint 他这个东西，有人讲他哪一方

面，有时候没有去问当事人，他们只是听说或者只是听，单方面

的，所以我觉得要双方啦。（P 7：Q 3 - 8 - 3）  

P 7 从自身经验，建议投票者当对求进者有所认识。  

我觉得可能他们这些所谓资深的，也不一定会了解到我或者说

认识，完全认识我们的，但是他们却要对我们的未来做决定。我

们会不会通过，他们要来做决定。就好像我们现在评估年轻的，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你知道吗？我只听过这个名字，什么时候毕

业的，他在哪里，我基本上是不认识的…对于这个新的同工，他

要求进，他的上头肯定是认识他的人嘛，是吧？其实他（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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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责任，要去认识他，要多跟他交流，不管是他的主理也好，

或是教区长也好，都应该要去认识他的。（P 7：Q 3 - 8 - 3）  

P 7 也称赞牧职部已经努力在改进求进制度：  

我知道这几年有进步了，啊。年会在这方面，这是，特别牧职

部啊…（P 7：Q 3 - 8 - 2），  

并且深表欣慰：但是现在其实，我看到也很安慰也很感恩啦，有改

变，有改善。我至少还不会觉得说这个制度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会觉得说至少有改善。这些年轻的同工或者是要求进的同工，他们

至少不用走我那个时候的路。（P 7：Q 3 - 8 - 3）  

 

2 .求进不过当给予解释  

P 7 建议牧职部可以清楚列出求进者需要改进之处，并且给予讲

解，避免会友误会求进不过肯定是新手传道人的品格出了问题。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被通过，但是过程当中，因为别人

不知道你不被通过的理由，他们就会，特别是会友啦，猜测，欸

你一定是人品出问题，你一定是你的品格出问题，然后其实那过

程当中，对我来说，也是蛮受伤，因为我们求进，对我来说啦，

我们求进是要写信，黑字白纸，啊求进过程，整个考试啊，但是

我不通过的时候，似乎好像只有我的主理来跟我讲，哦你不被通

过（没有任何的）就是这样，对（没有任何的面谈啊，或者是一

些。。）对对（不知道真正…）我到底主要原因不被通过是什么

原因，也是我自己去猜测，就是我没有，让我很清楚知道说，哦

你们要怎么样帮助我…（P 7：Q 3 - 8 - 1）  

从受访者求进不过的经验谈，不难发觉，他们皆认为新手传道人需要

有个认识他各方面状况的人，可以在求进的面试中介绍他，或者为他

澄清可能性的误解所导致的投诉。故此，接下去，本文会探讨督导在

新手传道人服事生涯中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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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导文化  

 

表 4 - 1 6 因应之道：年会层面可以推行督导文化帮助新手传道人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二） 

督导文化 
1 1 1 2   1 1 1  2 1 

1.昔日注重 

事工交代 
1    1 1     1  

2.今当多些 

生命交流 
        1   1 

 

几位受访者提出 S C A C 牧职部需要全面推行督导文化。P 1 说：  

我是觉得我们要回到传道师学校说的关怀制度，教区长牧养主

理牧师，主理牧师牧养副理。虽然我知道人都有软弱，不是每一

个领导都做得到。可是这个理想是应该要迈向它前进。我们缺乏

的就是同工之间真正的团契，缺乏真正的相交。以至于我们没有

办法去相信。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牧关就已经很

足够了。（P 1：Q 3 - 1 - 1）  

肯 .布兰查在《学耶稣领导》提起耶稣训练门徒的方式，就是有人一

路指引一个人从新手到大师：  

耶稣学习成为木匠的经验，提供祂协助他人成长与发展的实用

范例，可用来指引门徒与呼召到委任的学习经验。曾经被引导经

历过学习新任务的四个阶段—从木匠工艺中的新手（刚开始学习

者），到生手（以学徒身份受训练者），到熟手（已经技艺纯熟

可以独立工作者），最后到大师 /老师（技术高超可以教导者） --

耶稣在祂的领导过程中，能清楚理解由依赖到独立的过程。要在

如何角色或技术上，从新手变成大师，学习者需要有人一路指引

他们，并供给他们在学习过程持续前进所需要的。 216 

P 3 认为督导就是：  

比如说会长支持教区长，教区长支持自己的同工，就是有这个

系统…（P 3：Q 3 - 1 - 3）  

                                                           
216 肯.布兰查（Blanchard， Ken），《学耶稣领导》（Lead like Jesus）（侯仁义译，台北：橄

榄，200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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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 认为传道人需要被督导，督导文化是教会迫切需要推行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们教会目前所在做的就是我们需要做门徒

导向的教会。我们今天所作的不管用什么词汇，每一个教会，每

一 个 牧 者 ， 每 一 个 专 家 用 的 词 汇 都 不 一 样 ， 有 些 用

‘ Mentoring，门训，关心，监督，问责’。我觉得不管用什么

词汇都好，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门徒训练，使万民做主的门

徒。所以我觉得最好的门徒训练的方式，我自己回顾过去的 30

年，我觉得与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最最有果效的，我觉得还是

所 谓 的 Mentoring 、 督 导 。 只 有 这 个 督 导 才 能 够 建 立 这 个 生

命。…我觉得我们传道人也必须要虚心的承认我们也需要过门徒

的生活，我们也需要被督导。（P 4：Q 3 - 1 - 5）  

P 2 提出督导关系需要敞开与信任：  

如果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守秘的牧者，他是一个真的是关心人的

牧者，我是会敞开。（P 2：Q 3 - 1 - 2）  

P 9 就认为不认识就很难敞开寻求督导：  

因为不敢啊，那个年少我刚刚出来，会有那种不敢，还没有

找，没有那种安全感。（P 9：Q 3 - 1 - 9）  

督导当如何给新手传道人安全感，给予他信任感自由提问？ P 7 认

为，督导需要让新手传道人觉得他所发的问题并非是愚蠢的：  

然后我们有时候问一些，我们现在可能看起来可能是很无知的

问 题 ， 但 是 对 我 们 当 时 来 讲 我 确 实 不 知 道 可 以 不 可 以 这 样 子

做。…问的时候反而被骂，或者是会被指责：这么简单的东西你

都不会吗？（P 7：Q 3 - 1 - 6）  

什么人适合当新手传道人的督导呢？ P 8 建议督导不一定非得是教区

长，资深的长牧也可以成为督导人选，若可以在同一个堂会，或者同

一个教区的长牧更为理想，方便新手传道人向他咨询。  

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安排一些在牧养上有比较多年经验的，我

不是说他一定是很有经验，但是他是在年份方面上比我们多年

的，可以安排这样的牧者常常在我们年轻的同工当中，如果可以

年轻同工是在一个堂会，他有同工们帮助他，那更好。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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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独当一面的，他个人牧养的话，我觉得要派一些比较年长的

牧者来协助他，是要指明比如说这个年长牧者他是在这个牧区来

帮助我，不是说只有找教区长。因为我相信教区长在那个教区，

他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想有一些牧者来帮助我们，他可以

成为我的一个督导，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督导，可以帮助我，可以

跟我约谈，见面，以至我有什么的需要，可以找他帮助。…可以

指名是一个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

候，比如一些行政上的，牧养上的，碰到钉子了，我们需要跟人

来诉苦或者是需要跟人家来寻求指引、纠正等等。我觉着这个方

面需要有安排（P 8：Q 3 - 1 - 7）  

P 8 提出一个重点：年会可以安排一个资深牧者成为新手传道人的督

导，此人未必是主理牧师或者教区长，不过最理想是在同一个牧区，

至少同一个教区，方便新手传道人前往咨询。P 1 2 也以自己的经历为

例，肯定安排督导帮助新手传道人极为重要：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新进传道人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不是事

工，我最担心的就是同工关系。最担心就是不小心踩到别人的地

雷，得罪了上司，主理还是怎么样。这个是我最担心的。然后又

怕主理从别人那边听到关于我的，然后主理可能又不听我解释，

又不相信我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无助，所以如果这个教区长能

够扮演这个角色是最好，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可以有一次的喝茶聊

天，虽然很花时间，但是那个关系，那个信任，跟 support 是很

重要的的。如果教区长不能够做到，可能有一个长牧可以做到会

更好。（P 1 2：Q 3 - 1 - 1 3）  

P 1 2 提到督导是一种支持，有关这点，本文留待下一个重点‘支持系

统’才探讨。由于本文现阶段是探讨年会如何在制度上转化更新，以

帮助新手传道人，故此，接下来本文会从受访者的经验，认识年会今

日与昔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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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昔日注重事工交代  

有四位受访者坦言，过去的年会，多为事工导向，人与人之间也

只是交代和讨论事工，没有过多的生命交流。P 1 就直言：  

坦白讲，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年议会而来的帮助）。

操作上太多形式的，以事工为主，不是以关系为主。所以主理牧

师交代的，就是工作跟事工。（P 1：Q 3 - 2 - 1）  

P 2 也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做自己的，然后主理就是给个

工作，你们自己去发挥就可以了。就是没有找你谈话，没有找你

谈话。（P 2：Q 3 - 1 - 2）  

P 5 分享：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它只有一些事工吼。说真的啦就是我们

缺乏那个一层一层的，我们那个 structure 虽然有，但那个时候

并没有怎么样牧养。那时候工人都不够用了，只能拼命去补一下

那些需要的，真的比较少有人有空去想这些东西。（ P 5 ： Q 3 - 2 -

2）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来引导更好啦。那时候我们的制度也没

有很发挥出来。比如说一个传道人他要走向按立，谁给他指引，

没有人指引我。（P 5：Q 3 - 3 - 5）  

P 1 1 回顾过往，也说：  

以前不太懂的。大家几乎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啊。现在比较多有

一种共享资源的一个想法，以前就没有啊。….基本上没有人去指

点的。所以即使我们（指他的好友兼好同工）也没有太多的谈牧

养的。不过他有实际教导我，教我怎样做次序单啊。比如说英语

堂的次序单啊，要用什么来参考，要预备啦这样。…基本上我们

没有，我们那段时间同工的关系，跟教区长的关系没有太深入

啊。都是比较属于比较表面的。（P 1 1：Q 3 - 2 - 3）  

P 6 分享自己当教区长时，也没有人教导他怎么做，他是了解了《法

规》精神后，就主动关心教区的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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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长有一个责任。你被委派到那个地方不是管事工而已，你

要跟同工建立起那个关系我觉得教区长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所

以说我在做教区长的时候我也是懵懵懂懂，所以我了解那个法规

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单单关心事工工作，我要关心同工。（ P 6 ：

Q 3 - 2 - 3）  

 

2 .今当多些生命交流  

不过，受访者表示欣慰，看到目前的年会已经从昔日只注重事工

交代，变成如今较多注重生命的交流。P 1 2 就称赞年会开始推展督导

文化：  

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慢慢好，做 mentoring system 了。其实这

个 mentoring system 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有，那个结构在那

边，只是没有发挥。只是说会督啊，跟教区长是怎么样的，现在

开始运作了。那种牧养，那种的 mentoring。然后教区长跟教牧

同工的 mentoring，主理跟其他堂会的同工的 mentoring。我们

教会现在开始，慢慢开始起步啦。我知道他们已经开始，这方面

的，正预备着中。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可以做的。如果我们开始

的时候，既然能够在这方面做 mento ring 的话，就少了很多冤

枉，我们传道人就能够有全人成长，以及牧养方面能够更有果

效。我们一直的做法，是好像为了求进啊，问这个，问那个，也

没有真正的去好好的督导啊。…我们教会的 mentoring syste m

一定要翻转。我们其实有那个 syste m 在那边，只是我们没有去

做，没有发挥出来。这个是我们可以加强的了。（ P 1 1 ： Q 3 - 2 -

3）  

P 9 就表示她非常希望牧职不止是事工交代，而有生命的交流：  

年议会的话，我其实很想要年议会的帮助就是不要只是那种

嗯。。可能事工的交流啊，更多的可以提供一些生命的交流吗？

很像这次年会（传道师学校）有做到很好，就是填那个很深入的

那个，那个什么评估表（ 2 0 2 2 年传道师学校时，牧职部委派长牧

及求进评估表研讨小组呈现他们所作的探讨，每个牧者都需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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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自我评估，并且安排督导与之深入讨论评估表的内容），因

为那个填得很好，然后教区长一个一个的来找我们谈。（P 9：Q 3 -

1 - 8）  

从受访者的分享，其中有者认为，督导就是有人会找你谈，给予

支持与指导。这与接下去所要谈的支持系统息息相关。  

我是觉得如果有一个个人蒙导或者一个伙伴陪伴，资深的长

牧，可以领养每一个新进传道人或是可以固定的跟他见面喝茶聊

天， support 他给他一些的指引，因为坦白说走很多的冤枉路

（指自己过去是新手传道人时）。比如说有时候做的东西做的不

对，就被人攻击等等。所以自己觉得是对的，是 OK 的，可是别人

不一定认同，我们还是资历很浅。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个长牧可以

陪伴或者说可以信任自己，甚至自己在被人攻击的时候可以有人

帮忙你说话，帮忙你解释，理清误解，我觉得对新进传道人是一

个很大的祝福。（P 1 2：Q 3 - 1 - 1 2）  

 

（三）支持系统  

 

表 4 - 1 7 因应之道：年会层面可以鼓励新手传道人建立支持系统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三） 

支持系统 
    1  1     1 

1.长牧主动指导 1 1  1 3 2 2   2  4 

2.接纳包容犯错        1    2 

 

正如上文所提，督导需要给予新手传道人自由询问的安全感，切

莫像 P 7 所经历的那般，主理牧师认为她的问题非常无谓：  

我那时候也蛮受伤的，就觉得我只是，只是想要问一下可以不

可以，但是反而被骂，所以会导致我很多东西我也不太敢去问

你，我就自己去找答案咯。  

可喜的是， P 7 还可以找自己的同工，她在同辈同工那里放心敞开地

询问，得到很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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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自己的同工咯，有时候找自己同辈的，可能他们比较有牧

养的经历了，就会问欸可以吗这样的东西，怎样怎样，所以，就

感恩我还有一群的同工朋友，他们是可以给我很多的帮助跟支援

的啦。但是不一定是属灵的长辈，啊哈哈哈。。（P 7：Q 3 - 3 - 9）  

除了询问事工，同工之间也可以一起灵修，正如 P 1 0 分享：  

我觉得那段时间当中也是有同工很重要啦。我们几个同工每个

清晨六点钟我们不是五年了哈，是六点钟我们都有一起读经，把

圣经读过一遍的那些，的操练。然后一起祷告。六点钟。（ P 1 0：

Q 3 - 3 - 1 1）。  

P 5 和同工们轻松相聚欢：  

我们从来没有同工会的啊当时候。只是我们私下几个同工这样

约了，哪里吃东西啊，打球啊。…就是有这样一个 informal 的

啦。就是一起，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我也需要别的人来帮助

我…（P 5：Q 3 - 6 - 1）  

 

1 .长牧主动指导  

从 P 7 的经历，我们也看到，长辈牧者应该主动向新手传道人伸出

关怀的手，让他们可以轻松自在地寻求帮助。P 7 也如此表达：  

然后其实我们身为不要说身为长辈啦，就是比较有经验的。我

觉得我们要主动一点去问，去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吗，或者是你牧

养 ok 吗？你一个人怎么样呢？吃怎么样？就多关心一下。我觉得

他们都会觉得很温暖啦。就会觉得这些比较有经验的牧者他们会

乐意，愿意来帮助我，我在有困难的时候也不会说不敢问，我会

很热心的问牧师，这个事情怎样吼？不会说有那个障碍在那边，

就是说不敢去问啊…我觉得陪伴也很重要。这对他是很大很大的

帮助。不用碰壁那么多次。不一定要受那么多的伤，不然那个也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P 7：Q 3 - 6 - 2）  

P 1 2 称赞自己遇过的两个主理牧师，第一个主理牧师与他非常有

默契，令他得以安心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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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理呢，他也很关心我，我们也一起至少一个礼拜有一次

的同工会，跟一次的星期四晚上的祷告会后，一定是一起喝茶，

跟几个的执事。所以在整个过程变成他比较了解我，我也比较了

解他。所以在办起事情来呢，比较没有那么顾虑，可以放胆的去

做，然后也会得到主理的支持。 我觉得那样的默契是很好的 …

（P 1 2：Q 3 - 3 - 1 3）  

之后，他又遇到一个非常关心他，又乐于分享的主理牧师：  

我遇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主理。这个主理呢，真的是很关心我，

每天都会找我，也会找我去喝茶，因为我们对面就是咖啡店，很

常就是在 office 遇到，走，喝茶。他家里有什么样的东西，人家

给他，他都会拿一部分，送来给他的同工的。 …然后他会常常邀请

我们同工去他家，他会煮晚餐给我们吃。一年好几次，都会偶尔

叫我们拜一来我家，就同工一起去，两夫妻，整家人一起去。我

觉得那样一个关心很好。P 1 2：Q 3 - 3 - 1 4）  

P 1 2 分享，当他被会友批评时，主理牧师会保护他，并且主动来听他

的澄清，令他倍觉珍惜。  

因 为 建 立 了 彼 此 的 信 任 ， 他 有 什 么 ， 就 算 是 会 友 跟 他

complain，他都会先找我们，跟我们聊，他在会友面前会保护我

们，不管他懂不懂情况，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保护我们，一定

是帮我们讲话，再来跟我们谈，跟我们一些的建议。所以这个主

理真的对我很好。…坦白讲在那一个堂会的几年就觉得很享受服

事，因为主理的关系。（P 1 2：Q 3 - 3 - 1 5）  

有四位受访者（P 1、P 2、P 4、P 7）分享自己曾经接受主理牧师多

方面的栽培与训练，语气中充满感恩： P 1 在无辜被元老骂了之后，

幸得长辈牧师的安慰，并且给予处理事情的建议：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有立刻到隔壁的牧师屋，和牧师讲起这

件事情。在牧师面前有一个抒发事情的经过…（牧师）有安慰

我 ， 可 是 我 忘 记 牧 师 说 了 什 么 。 … 我 忘 记 了 ， 牧 师 可 能 有 建

议，…（P 1：Q 3 - 3 - 1）  

P 2 的主理牧师教导她花时间祷告，令她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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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要谢谢我的主理牧师，…他是一个很看重祷告，很重

视祷告的…我 unde r 他的时候他教我每一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祷

告。（P 2：Q 3 - 3 - 2）  

P 4 的主理牧师带领同工一起预备查经，同时有生命交流的聊天，

使他获益匪浅：  

主理牧师带领我们每一个星期一个早上一起备课，因为那个时

候有属会的查经班，所以我们就从零开始的备课。我们选一段的

经文，然后一起列出这个经文的信息，要发什么问题等。我们就

是这样整个早上做这些事，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也会给我们一

些的聊天，当然聊天不是空洞的聊天。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很

大的帮助。…生命的交流。（P 4：Q 3 - 3 - 3）  

P 7 的主理牧师就安排资深的长牧带着她学习：  

我觉得主理也是很重要啦。…因为他知道我们年轻，可能会被

欺负，甚至被会友欺负，所以他就派了比较年长的牧者…当然还

是我主持，但是我有一个牧师陪同我去到那个丧礼。…这对我来

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保护，然后别人也不会，就算我有遇到什么状

况，至少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我的同工，比较长辈的同工，他

有经验，他可以懂得怎么样去 handle，然后我也可以从中去学

习。（P 7：Q 3 - 6 - 2）  

P 7 的主理牧师这种安排令她有机会学习成长。 P 8 也表示，主理牧师

可以让新手传道人尝试，容许他有成长的机会：  

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年轻的牧者同工更多的机会去尝试，而不是

说你年轻，就叫你多多看而已。在旁边看我们怎么做而已。…让

年轻的牧者同工可以更多的成长。你总要放他出去，他就会成长

那么我所谓的你在旁边还要去看他。（P 8：Q 3 - 9 - 1）  

P 8 的观点很正确，督导就当指引新手传道人，按照他的生命历程顺

序渐进地成长、成熟。 P 6 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分享自己刚入职时，

虽是一间布道所的代理传道，可是他的主理牧师还是一直带着他，等

他熟悉了才渐渐放手，让他独当一面。P 6 为此表示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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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很感恩的是我有一个主理牧师，…是在几百里外…虽然

我过去了（布道所），但是牧师一个月还是两个礼拜会过来，然

后慢慢地一个月来一次，慢慢地两个月，他没有一下子就放，这

是我很感恩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带着我。因为有一些人可能

说有你了，我就不理了，那是你的事。所以我从他身上我学到说

我们应该怎么 mentor，帮助我们的同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做法。这是我从他身上学的。（P 6：Q 3 - 3 - 7）  

日后，当他成为教区长时，他也是非常关心同工，他分享说：  

我特别会跟你讲我要去你牧师屋坐坐一下。有一些人可能会很

抗拒，我还是会说对不起我一定要去你牧师屋坐坐，喝杯水。做

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同工有一些情绪啊状况啊，我

对他会有这样的印象。…因为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你住家的环境

就在我脑子里面，因为你住的环境会影响你生活情绪各方面。

（P 6：Q 3 - 3 - 8） 

除了主理牧师，教区长是另外一个非常好的支持者， P 5 正是受益

于教区长的指导，他如此说：  

我觉得教区长扮演重要的角色咯。他积极来引导我，也关注我

的服侍，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很重要啦。…我觉得教区长就是

一个很好的咨询，我有些什么困难我会去找他。（P 5：Q 3 - 3 - 5）  

P 1 2 也非常感激他的教区长，在接到会友投诉时，愿意三番四次

来找他聊，用意是期望可以帮助 P 1 2，以下是 P 1 2 的经历分享：  

我就觉得很开心，让我感觉到这个教区长是以这样的基础，帮

助我的基础，来跟我谈，而且他不是在年尾投票的时候 shoot

我，定一条罪，不是，他真的是在过程里面至少有两次 到三次

（我记得他真的是有来找我谈，二月、六月）跟我谈，也重复说

目的是帮助我。所以我也觉得这真的对我来说是心灵修复站。…

我觉得教区长太重要了。如果教区长这一关能够做的好，他面对

任何的同工任何的主理时，他就不会带着战兢带着害怕跟那个猜

测的心里，他可以很坦白的，很信任的来分享。所以我是觉得对



145 
 

一 个 年 轻 传 道 人 来 说 ， 教 区 长 的 信 任 和 关 心 、 帮 助 很 重 要 。

（P 1 2：Q 3 - 3 - 1 6）  

正如 P 1 2 所言，新手传道人需要人指导，胡德明在其论文中就如此

提及：  

传道人在刚开始全职服事时，欠缺牧养和管理教会的经验并无

可厚非，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属灵长辈的指导、牧养及保

护，因此很容易陷在错综复杂的教会人事问题里，不断被挤压，

生活与工作过于紧绷，却找不到出路。 217 

 

2 .接纳包容犯错  

在督导、支持新手传道人这方面，资深牧者当用接纳的态度，包

容新手传道人可能会犯错，或者无法在短时期内达标。胡德明在其论

文如此说：  

传道人的教会经验和人生历练，需要随着时间的磨练慢慢累

积，才会逐渐成熟；教会若不明就理，太快要求过高，在传道人

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标时就加以谴责，结果会导致传道人极快落入

焦虑、自责和退缩里面。 218 

P 8 就恳切请求长辈给予新手传道人包容与接纳，从旁指导纠正：  

所以看年轻同工的时候就应该有那种的心怀是愿意去接纳他

们。接纳他们会跌倒，会犯错，需要纠正，所以从旁给予纠正，

给予帮助，…年轻同工很多时候他们也不懂，…我们真的也会很

痛苦，在那里挣扎，又不知道到底我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看不

到，我不知道，如果可以接纳我们，给我们一些的指引，我觉得

是很好的帮助，就教导我们比如说这个地方其实这样子的预备，

这样的说法对会友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就会愿意去学习。（ P 8 ：

Q 3 - 5 - 1）  

                                                           
217 胡德明，《尼希米领袖养成事工对欧洲及英国华人基督教会的影响》（教牧博士论文，中华

福音神学院，2021），91。 
218 同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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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 2 也认为年轻人犯错是无可厚非的，长辈应该将心比心，回想

自己也年轻过，也曾经跌倒，以至于不会过于严格要求新手传道人，

并且给予更多包容之心。  

就算我们做了十多年的长牧，我们也在一些事上肯定也是有软

弱，肯定会有犯错。所以我是觉得教会对这些刚刚出来的传道人

不需要太过严格的要求。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他

们 ， 可 以 给 他 们 清 楚 的 指 示 ， 清 楚 的 引 导 他 们 需 要 怎 么 做 。

（ P 1 2 ： Q 3 - 5 - 2 ）很多东西不一定是他们知道的，因为神学院都

没有教。然后有一些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做法，行政因人而异。

不是绝对的。你就很难说，你不懂吗？我们做久了真的会对我们

的助理有这种心态。有时候他们做错了一点的事情，就觉得做么

连这样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我们真的要允许这些年轻传道人犯

错。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唯有遇到错跟挫折的时候，他们才

学习到新的功课。…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跟成

长的心。我觉得是 ok 的。学习当中谁没有做错呢？肯定有，我们

要允许犯错。（P 1 2：Q 3 - 5 - 3）  

 

小结  

 

表 4 - 1 8 从年会层面谈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的类别与核心类别  

核心类别 类别 次类别 

给予训练装备 

神学训练 学术与属灵操练当平衡 

 考虑延长神学训练年份 

牧职课程  

更新转化制度 

求进制度 
投票者当了解求进者 

求进不过当给予解释 

督导文化 
昔日注重事工交代 

今当多些生命交流 

支持系统 
长牧主动指导 

接纳包容犯错 

 

牧职部受托处理有关牧职事宜，在帮助新手传道人这一环，扮演

举足轻重的位置。综合十二位受访者的经验谈，牧职部可以在以下三

方面帮助新手传道人。  



147 
 

第一、在训练新手传道人方面，牧职部可以协同神学院董事部，

重思神学训练的内容编排，期望学术理论与品格及灵命的培育并驾齐

驱。对于入职后的新手传道人，鼓励他们终身学习，正如汤玛斯所

说：牧师的学习如何，就决定会众的生命如何。牧师的学习是教会生

命生殖力的发源处，所以牧师应当努力学习。 219受访者对牧职部目前

已经有安排的，有关新手传道人入职后的课程赞赏有加。唯一期望也

与神学训练一样，就是除却理论之外，更多注重牧者生命与灵命的培

育。  

第二、受访者有表达 S C A C 的求进制度有很好的原意，可以帮助

新手传道人确定自己愿意一生成为牧者；无奈在实施上，求进制度未

能完全发挥其功能。牧职部可以多用心思考，如何让投票者对求进者

有更深入的认识，一旦遇到求进不过，牧职部也可以更好地与该新手

传道人沟通，并且继续指导他的改进，帮助他预备自己面对下一次的

求进。  

第三、受访者表示 S C A C 原本有督导的制度，不过昔日过多注重

事工层面的教导，忽略了生命的交流。受访者肯定目前的 S C A C 在会

督带领之下已经开始恢复督导文化的建立，他们都为此期待，希望资

深牧者能够主动伸出关怀的手，给予新手传道人指导，陪伴他们走过

最初五年，奠定他们忠心服事的基础。虽然新手传道人难免犯错，也

期望长辈牧者给予宽容之心，容许他们在错误中学习成长，迈向成

熟。长牧的关怀、接纳、指导，成为新手传道人非常大的支持；除

外，新手传道人也可以从平辈同工得到支持，一起奔跑服事的道路。  

 

 

 

 

 

 

 

                                                           
219 麦卡瑟，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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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小结  

 

本章探讨新手传道人本身、牧区堂会及年会三个层面可以如何协

助初入职的新手传道人应对各种挑战与困难，包括个人与服事两个层

面的内在与外在因素。新手传道人本身需要稳固与神的关系，才能对

自己有正确的定位，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以至于能够与人有和

睦的关系。  

牧区堂会对于初来乍到的新手传道人，应该给予心理层面的支

持，以及物质层面的支援，帮助新手传道人更容易融入服事群体。牧

职关系委员会可以为新手传道人与会友间搭桥，让他们尽快熟悉彼

此，建立事奉团队；并且在生活津贴上确保新手传道人不会过于富足

而陷入试探，也不至于贫穷到为生计烦恼。会友也当被动员，成为新

手传道人的朋友、事工伙伴，经常给予鼓励、肯定、陪伴新手传道人

更好地融入服事群体，完成神的托付。  

年会层面可以在训练课程上装备新手传道人更好地满足服事的需

求，而且留意求进制度的实施，以求更好地帮助新手传道人确定自己

接受按立成为长牧，终身服事。年会也可以加强卫理公会之《法规》

原本就已经有的督导文化，也鼓励新手传道人建立稳固的支持系统，

有人指引与陪伴地奔跑服事之路。  

 

 

 

 

 

 

 

 

 

 

 

 



149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从访谈对象收集资料，整理 S C A C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并且

探讨其可能性的成因，盼望成为预备披甲上阵的新手传道人之参

考。  

二、从文献探讨，比对受访者的亲身经历，向 S C A C 新手传道人提出

因应之道，期望可以减低新兵伤亡率。  

三、探讨 S C A C 的牧区堂会与年会层面可以如何支援初入职的新手传

道人，预备他们成为健康的牧者，可以长久地服事。  

论文最后一章是根据研究的目的，将十二位受访者的访谈结果，

对照文献探讨的内容，针对论题《初牧养三至五年之传道人面对的困

难與因应之道：  以马來西亚 S C A C  为例》，提出研究的结论。第五

章除了结论，也提出实际可行的建议，期望可以协助新手传道人应对

初入职时所面对的困难。同时，也期许日后有更多的人关注并继续探

讨，以丰富此研究的相关议题。  

 

第一节  结论  

 

一、 S C A C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及其成因  

 

（一） S C A C 特殊的地理位置：新手传道人游移在百多间区别极大的

牧区堂会之间  

S C A C 新手传道人需要预备心，所被派往的教会可能在地理环境、

语言文化、风土民情，都与自己的母堂、成长的家乡有很大的区别。  

 

（二） S C A C 独特的委任制度：新手传道人缺乏娴熟的事奉技巧与成

熟的人际关系  

正如文献所介绍， S C A C 的委任部在会督的带领下，负责每一年的

委任牧者，或者是将他派回同一间堂会，或者将他派往新的堂会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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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新手传道人基于就读的神学院对他的评估，或者凭借着入学前，

其母堂的牧者给予的介绍，都会影响委任部对他的调派。一旦遇到该

年份有长牧退休、享用安息年、生病、离职等，都有可能需要才毕业

的新手传道人来填补空缺，或者顶住该空缺。一个新手传道人要填补

资深长牧的空缺，即使只是半年（一些神学院的毕业礼在五月份，通

常毕业的传道在六月，最迟七月，就会被安排入职，尤其是填补七月

开课的进修长牧的空缺），仍然需要面对极大的挑战。其中的困难包

括，新手传道人的人际关系不如资深牧者成熟稳重，难免面临与人沟

通的问题。新手传道人的事奉技巧肯定也不如资深牧者那般娴熟，例

如最普遍被提起的‘探访’，正是大部分新手传道人共同的困难。  

 

（三） S C A C 事工多而牧者少：新手传道人因牧职需要而忽略家庭照

顾与身体健康  

S C A C 已有百多年的历史，各部门蓬勃发展，从年会层面到教区层

面，再到牧区层面，事工繁多，在所难免。犹如本文绪论所介绍，

S C A C 牧者与会友比例为 1：5 3 0，工人欠缺也明显可见。  

新手传道人初入职，面对工人欠缺而事工繁多，可能会眼花缭

乱，应接不暇。新手传道人随着教会日程表，节期性的忙碌，疲于奔

波，填补事工需求，满足会友需要，就会出现休息与家庭时间被剥夺

的情况；结果，健康亮红灯，家庭被忽略。在受访者中，已婚又有幼

年孩子的新手传道人就表达自己在家庭方面的亏欠，也有者年纪轻

轻，健康就亮红灯。  

 

（四）新手传道人年轻及涉世未深：缺乏自信心及自以为是的两极化

表现  

在十二位受访者中，入职时年轻（小过 2 4 岁），缺乏工作经验，

表示缺乏自信心面对教牧职责。会友对他们过于年轻的 ‘异样眼

光’，甚至贴上‘年轻就是不懂事’的标签，也令他们胆怯；再加上

前任牧者的杰出，越发令新手传道人自卑，甚至导致忧郁症。那些入

职年龄比较长（大过 2 7 岁），即使未有工作经验，就比较不会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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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步；若年龄长，又有工作经验，顶多提起对年会不够认识，对教牧

职责未能完全掌握，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卑和没有信心担任牧职。受访

者中缺乏人生阅历，年纪又轻者（小过 2 7 岁），在与人相处上比较

困难，有者害怕教会内外的各领域领袖人物，怕得罪他们而倍感压

力；有者面对会友间的冲突而无所适从，若是自己与会友起冲突，更

是不知所措。  

 

（五）新手传道人对呼召的不明确：不正确的事奉动机导致目标追求

错误  

有受访者表达，自己一上任，在欢迎欢送会上，听到会友对前任

牧者的称赞，顿时倍觉压力，害怕自己无法与之媲美，导致进入牧养

后，无法带领事工，不敢发表意见，也胆怯与人沟通，总是在意他人

目光，害怕自己无法达标。另外一名受访者却有相反的经历，她庆幸

自己深得会友爱戴，结果，不想被按立成为牧师，因为她认为会友不

敢跟牧师靠近，担心自己会失去目前的友谊，甚至错失婚配的良机。

这两位受访者表达出两种极端：一个胆怯与人建立关系，不敢带领，

另外一个沉醉在自己与人良好的关系中而拒绝按立牧师；可是，两者

都基于对神的呼召和教牧身份不清楚，以至于在服事中，存错误的动

机，最终追求错误的目标。  

 

二、 S C A C 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  

本论文的第二章第一节是从圣经人物的新手领袖在面对挑战时的

因应之道，来探讨新手传道人在面对挑战时如何应对。以下图表是将

图 2 - 1 及图 2 - 2 结合一起，从与神的关系、与己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三方面给予建议，期望有助于新手传道人应对初入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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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1 从圣经人物看新手领袖 /新手传道人的因应之道  

 

 

（一）与神的关系  

 

1 .新手传道人在神学院接受装备时就应该兼顾灵性操练  

新手传道人在神学院除了追求圣经知识上的装备，切莫忽略了灵

性操练。唯有读经祷告、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新手传道人才可能对

神存正确的信念，懂得凡事交托主，并且对事奉存正确的动机，亦对

神的呼召非常明确，以至于面对任何困难都可以一往直前。  

 

2 .新手传道人应该清楚知道神的呼召  

新手传道人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可以清楚知道神对自己的呼

召，遇到任何挑战与困难，都因着此呼召而凡事交托和依靠神，如此

就可以勇往直前。  

 

（二）与己的关系  

 

1 .新手传道人应该从圣经认识自己的身份，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新手传道人一旦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就可以拥有健康的自我形

象，因为借着圣经的话语，新手传道人可以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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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身份、明白自己人生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祂为乐。如此

一来，新手传道人的生活就可以有清楚的方向与目标。例如：作为一

名新手传道人，因着得知自己是传神话语，引导主羊的牧羊人，会愿

意追求圣经的知识喂养和指引会众；因着知道自己是带领教会完成神

托付的领袖，就会学习领导技巧，更好地完成使命。  

 

2 .新手传道人当谦卑顺服在上掌权者，愿意自我调节配合服事  

新手传道人在服事过程中，无可避免会对年会的策略、资深长牧

的带领，产生无法赞同和理解的时刻，一旦已经表达过个人的看法和

见解，若领袖们没有采用其意见，就当谦卑顺服在上掌权者。领袖们

因着人生阅历和事奉经验，可能拥有与新手传道人不同的格局、不一

致的观念，新手传道人切莫那么快下结论，因为意见不同而消极对

抗，或者因着见解不被接纳而灰心丧志。反之，新手传道人应当自我

调节配合服事。  

 

（三）与人的关系  

 

1 .新手传道人应当存积极正面的心态，愿意虚心请教于人，且接受装

备自我提升  

新手传道人初入职，当敞开心扉，聆听他人分享生命阅历和各种

看法，丰富并累计自己的经验。一旦遇到不清楚明确的事情，虚心请

教于人，无论是资深长牧、执事、属长、会友，甚至青少年人，都可

以成为自己学习求进步的老师。当新手传道人愿意虚心受教，并且肯

付代价接受装备提升自我，他的成长指日可待。  

 

2 .新手传道人愿意建立支援团队寻求帮助，尤其肯谦卑接受督导  

新手传道人认识到人无十全十美，愿意虚心求教于人，尤其肯谦

卑地接受他人督导，得到各方面的学习与成长。这种谦卑受教的学习

态度，让新手传道人从咨询对象得到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援。无论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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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同工、神学院同窗，及所牧养的会友，都可以成为新手传道人的

支援团队。  

 

三、 S C A C 的牧区堂会与年会层面可以如何支援初入职的新手传道人  

 

（一）年会给予新手传道人的协助  

S C A C 为主教制，年会拥有教会最高决策（虽然年会代表由各牧区

堂会所派，不过所有最终决定取决于每一年的年议会），教牧的委任

最终决定在于会督所带领的委任部。牧职部则负责所有与教牧相关的

事宜，包括培训、求进、假期、福利、纪律各方面。在这个前提之

下， S C A C 的新手传道人需要年会在以下几方面的协助：  

 

1 .发挥求进制度原本的精神  

‘求进’本来是帮助初入职者确定自己的牧职呼召，牧职部对每

一个求进者都进行召见、面谈，不止让投票者认识求进者，也提供平

台让求进者为他人的控诉做出辩解，有助于解除误会；一旦求进不

过，牧职部也可以让求进者明白自己尚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成长，预

备下次的求进。  

 

2 .安排资深的牧者督导新人  

牧职部可以安排督导给予新手传道人关怀、教导、陪伴、甚至是

指正及协商。此督导应该给予新手传道人一个开放、信任、安全感的

空间，让新手传道人随时可以咨询。  

 

3 .  以训练课程鼓励终身学习  

因教牧多元化的职责，年会可以提供各类在职训练课程，鼓励新

手传道人接受装备提升自我，以应对教牧职责的需求。牧职部也可以

鼓励新手传道人在日程表特别安排时间‘阅读’，有助于新手传道人

应对牧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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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派往熟悉的环境适应牧职  

S C A C 百多间牧区堂会遍布砂劳越各地区，新手传道人在初入职

时，若被派往家乡外的区域牧养，除了需要面对牧职的挑战，还得面

对文化冲突及适应新环境这个层面的挑战。若是条件允许，委任部可

以考虑安排新手传道人先在熟悉的家乡牧养，让他先专注面对牧职的

挑战，避免初入职就面对跨文化及牧职双重的挑战。  

 

（二）牧区堂会可支援新手传道人  

牧区堂会是新手传道人被派往服事之处，比较起年会层面，牧区

堂会的教牧同工、执事、会友与新手传道人接触得更多。于是乎，牧

区堂会对于新手传道人的支持及援助，是最及时、最直接的。牧区堂

会可以给予新手传道人心灵层面的支持，以及物质层面的支援。  

 

1 .心灵层面的支持  

新手传道人在服事中需要可以给自己安全感和信任感敞开分享和

咨询的同工，避免孤单无援感。同工之间，除了一起商讨事工，还可

以一起灵修，聊一些造就生命的课题，也可以相约一起娱乐、运动、

喝茶，可以令自己放松身心灵及解压。除外，新手传道人即使因初出

茅庐而经验不足、或人际关系不够成熟、或事奉技巧欠缺而犯下无心

之过，同工和会友的包容、接纳，可以给予新手传道人自省、改过、

求进步的勇气与动力。  

 

2 .物质层面的支援  

牧区堂会可以安排办公室，牧师屋，给予新手传道人日常生活津

贴，让他们不需要为着生计烦恼，并且在经济上全力支持新手传道人

接受准备自我提升，更称职地肩负起教牧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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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未来研究建议  

 

本论文研究的议题是《初牧养三至五年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與因

应之道：  以马來西亚 S C A C  为例》。 S C A C 在砂拉越这片土地上成立

教会已经历时百多年。砂拉越这片土地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皆有其

独特之处，再加上 S C A C《法规》的行政组织架构在这土地上，更是

形成其独特的教会与牧养文化。过往，对于 S C A C 新手传道人面对的

困难与因应之道，未有相关的研究，本研究也仅是初步探讨新手传道

人普遍性面对的困难与应对。随着 S C A C 的组织不断扩展，各部门事

工和教牧人员也与日俱增，笔者认为，在本论文的基础上，持续研究

与 S C A C 新手传道人相关的议题，有助于 S C A C 重思现有的牧养、并

且做出需要的调整，期望 S C A C 的教牧可以在时代变革中，持续传讲

神话语，引导主小羊，带领教会完成基督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  

一、研究年会如何发挥《法规》中的‘督导文化’，从事工交代迈向

生命交流，建议研究者可以探讨执行‘督导文化’之挑战，并且

整理出有效执行‘督导文化’的方法，以期更好地帮助给新手传

道人。  

二、建基在 ‘与神、与己、与人的关系 ’的因应之道，继续从卫斯理神

学 / 神学取向探讨和挖掘牧者行为表象之下的根源问题，有助于

新手传道人从根本进行改变。建议年会可以安排在这方面有负担

的牧者，继续在灵命上、在呼召上对此课题进行探讨与研究，期

望可以对新手传道人提供更深入及实际的帮助。  

三、探讨新手传道人入职的年龄与人生阅历 / 工作经验与所面对的困

难之间有没有显著的关系。  

四、研究新手传道人的性别 /性格 /成长背景有否形成他们面对初入职

的困难之因素。  

五、研究新手传道人面对求进失败后，如何调整自己继续稳步前行 /

研究导致新手传道人在求进不成功后可以持续往前行的因素。  

六、探讨新手传道人可以如何应对自卑 /缺乏自信心，或者自傲 /自以

为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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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 S C A C 的新手传道人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及区域性的地理环境

及风土民情的差异 /年会可以如何协助 S C A C 新手传道人克服语

言障碍及地理环境、民俗风情的差异。  

八、探讨师母团契对于牧者家庭的支援，及有效性。  

九、探讨牧职关系委员会在新手传道人初入职时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协助新手传道人因对种种困难。  

十、探讨新手传道人因‘害怕人’而在人际关系 / 服事领域所面对困

难及因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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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法规》有关牧职部职责  

+532.  5.6 牧职部之职责如下  

1. 研究年议会牧职供应之问题，并与教区长及年议会各牧者共同合

作，尽力征募合适之人才作传道人，列明所有已表明其心意预备

献身作传道者的牧职学生名单，并为所有在预备作传道期间之牧

职学生提供联络及指导。  

2. 以各样具体方法敦促、鼓励、指导和咨询所有牧职学生进入卫理

公会之神学院以完成其神学学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或同等学位之课程。  

3. 接收神学院每一在藉牧职学生之每年进度报告并记录其已完成之

学分。 

4. 知道正在研读神学课程之牧职候选人。  

5. 管理征募及训练计划并保持传道人应有之水准。  

6. 审查所有申请人（ a）欲受聘为牧者和（ b）欲受聘为试用牧者和

（ c）应详细审查欲加入为正式会员之候选人是否合适。这必须

包括品德、生活习惯、悔悟、蒙召例证、信心经历、宣教与布道

之关怀、年龄、教育资格、家庭状况、与人合作、主领崇拜之能

力、以及对于教会使命之了解。审查之解答可以书面方式提呈。  

7. 依照《法规》之规定和根据顺序，审查每一位将要成为年议会晋

级会员之候选人，以及由别教会寻求转入本会之牧者、并向年议

会提呈其建议报告。  

8. 与年议会各机构共同合作，为牧者延伸教育提供指导。  

9. 研究有关牧者与年议会的地位及关系之事务，并解释《法规》所

示有关牧职崇高伦理之标准。  

10. 向年议会建议有关退休、无法承担全职工作量、由其他关系回复

到在职关系、自愿转为本处传道、退出、退出者申请重新加入、

安息年休假、病假及延长病假、和委派为学生，并向年议会报告

一切迁出转入年议会者、退出及与年议会关系之其他改变。  

11. 向年议会建议有关年议会长牧与年议会关系之所有一切更改，包

括：（ a）退休、无法承担全职工作量、安息年休假、委派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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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本处传道者；（ b）由其他关系回复在职关系者；（ c）曾

被转为本处传道者，而将再被接纳为会员。牧职部应向年议会报

告迁出或转入年议会者、退出以及参与年议会关系之其他更改。  

12. 报告有关下列之建议：（ a）副牧按立之候选人；（ b）长牧按立

之候选人；（ c）从其他教会转来之被接收者；（ d）欲转入年议

会者；以及（ e）尚未成为长牧之牧职会员，而经被派定入校及

指定如某一牧区议会之神学生。  

13. 核实有关年议会之每一候选人之一切资料及建议，一式两份，其

中一份须由该部注册员保存。  

14. 向会长办公室提呈涉及有关试用会员之资料被终止或牧者被停职

之说明书一份，作为永久记录。  

15. 敦促所有试用会员进入卫理公会有关之神学院或卫理公会所认可

或批准之神学院，并应鼓励及以具体之方法来协助他们完成所有

建议之事项。  

 

 

 

 

 

 

 

 

 

 

 

 

 

 

 

 

 

 



160 
 

附录（二）：S C A C 求进者每一年皆有指定之阅读书籍  

年份  书籍  作者  出版社  

第一年  

1 .  属灵操练礼赞  博士德  香港学生团契  

2 .  传道人的楷模  司徒德  天道  

3 .  心灵陪伴的灵修之路  古伦  南与北文化  

第二年  

1 .  追求呼召的探索之旅  尤金 .毕德生  以琳  

2 .  祈祷出来的能力  邦丝  宣道  

3 .  牧养的艺术  大卫韩森  校园  

第三年  

1 .  建造生命的牧养真谛  尤金 .毕德生  以琳  

2 .  天生赢家  约翰 .迈斯威尔  基石  

3 .  受伤的牧者  顾费德  华神  

第四年  

1 .  建造生命的职事  卢云  基石  

2 .  顾此失彼  慕恩立  浸信会  

3 .  负伤的牧者  卢云  光启  

第五年  

1 .  顺服的轭  康柏尔 .丹尼斯  循道卫理系列  

2 .  如何做个好牧师  保罗 .西达  主日学协会  

3 .  颠覆的牧养之道  唐慕华、毕德

生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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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新加坡更新基督教会对新手传道人的培训  

月份  主要接受的培训领域  主要负责服侍的领域  列常活动  

三月  

牧者的呼召  

本会的组织结构  

读经 +反思  

基督徒领袖  

神学  

对教牧呼召作出反思

（ 8 0 0 个字）  

三月假期活动的策划与

执行  

预备并且带领查经  

晨祷  

爱新加坡之中

午之祷  

星期五爱新加

坡之晨祷  

主日崇拜  

探访  

会议  

门训  

聚会  

每个月必须使

用大约 4 0 0 新

币买书（主任

牧师有指定一

些必读的

书），并且预

备每周的阅读

报告（至少

1 5 0 个字）  

 

四月  

如何带领会议  

如何预备讲章  

护教学  

预备护教学教课教材  

主日崇拜会务报告  

带领晨祷  

教导  

 

五月  

预算案及策划  

读经 +反思  

与主任牧师一席谈  

个人属灵退修之旅  

预备 1 5 分钟的讲章   

六月  
读经 +反思  策划并且筹备查经营  

实习报告（ 8 0 0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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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新加坡长老会授职事奉的准备阶段进程图表  

授职事奉的准备阶段进程图表 

阶段 时长 资格要求 备注 

大会神学生 

 全时间 

 部分时

间 

 受餐会友 

 积极参与堂会和崇拜事工 

 长执会接纳推荐 

 受本会承认的神学院就读 

 除了应课程要求于最后一年

必须前往海外神学院学习的

学生外，在学习期间只有在

新加坡就读 

 通过面试，内容涵盖信仰历

程和事奉志向 

 愿意服从和接受中会的督导 

 神学院课程完成后，大会

神学生福利也将终止。 

 传延会导师提呈年度督导

报告 

 神学生提呈季度作业 

见习传道* 至少一年 

 神学院授予学士或以上的学

位 

 通过面试涵盖教义，威斯敏

斯德信条，牧会技巧，信仰

历程和事奉志向。 

 期间满足三年会藉和参与

要求 75%活动出席率 

 长老宗研究课程 

 传延会导师提呈年度督导

报告 

 见习传道提呈年度两篇讲

章 

正式传道* 至少一年 

 见习传道至少一年 

 见习期满足会藉和参与要求 

 通过面试，涵盖教义，威斯

敏斯德信条，牧会技巧，信

仰历程和事奉志向。 

 持续提高牧会历练 

 有意授职圣道和圣礼的教

牧，须在这期间满足神学

学位符合核心课程要求 

 长老宗研究课 

 传延会导师提呈年会督导

报告 

 传道提呈年度两篇讲章 

进名阶段 
一年至两

年 

 正式传道至少一年 

 传道期间满足参与要求 

 长执会接纳举荐预备授职进

入圣餐和圣道的服事 

 持续提高牧会历练 

 督导小组提呈督导报告 

 传道提成年度两篇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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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香港中华基督教会神学牧职部主办新入职同工课程  

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 

神学牧职部 

主辦 

新入职同工课程 

 

  目标： 

1.协助新入职同工对本会创会的历史、精神、体制、发展及区会现时堂、                                                

校等等的运作模式， 有基本的了解与认识。 

2.协助新入职同工对本会崇拜礼仪、教会观、牧职观及圣礼观等有基本的

了解和认识。 

3.协助新入职同工了解区会资源，以便合宜地运用。 

 

课程内容： 

1. 
中华基督教会的传统、体

制与精神 

 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发展，信仰纲领，合一精神等

等 

 提供平台让同工从昔日创会精神与今天区会的发

展，合一的方向等等，作出讨论与反省 

2. 
区会的历史、组织、架构

和事工 

 介绍区会的成立、历史发展与现时区会的六部门事

工重点 

简介众不同堂会的特色、教牧同工在区会的角色身

份使命等等 

 鼓励同工从现时所服事的堂会开始，探讨区会关系

的建立，及如何承传中华基督教会精神。探讨自己

作为区会教牧同工角色，如何加强/建立更深厚之

区、堂意义与关系 

3. 
中华基督教会的教会观、

圣职观与圣礼观 

 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传承大公教会精神，并以改

革宗的传统为主。课程让本会教牧同工一同认识与

反思，本会的教会观，圣职观与圣礼观的神学。 

 教会是属上主的子民，基督的身体及圣灵的团契 

 认识牧师、宣教师、长老/执事的圣职及其神学理

解 

 再思圣礼（圣洗与圣餐）的本义- 记号、印记、恩

典，受召与差遣。 

 提供平台让同工分享各自母会与区会的教会观、圣

职观与圣礼观的异同。「同领一个饼，同享一个

杯」为何这么重要？ 

4. 
中华基督教会的崇拜礼仪

与传统 

 再思崇拜意义及义节，让教牧同工思考崇拜牧养与

崇拜更新於堂会中的实践性 

 认识区会各堂在崇拜礼仪上的共通性与多元性，让

教牧同工就不同堂会的处境作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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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华基督教会与本地教

育、社会服务、教会界及

普世教会的关系 

 简介区会与本地教育、社会服务及教会界的关系 

 简介现时区会与普世教会及机构的合作情况 

6. 
区会资源、校牧事工及堂

会特别事工介绍 

 简介区会现时堂会各自发展与不同的宣教模式情况 

 简介校牧事工的精神，推展情况，了解校牧的角色

及工作 

 分享现时堂会所推行的特别事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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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访问邀请函  

 

访问邀请函  

0 0 0 牧师：收信平安！  

敝人刘丽幼， S C A C 牧养进入第二十一年，目前是中华福音神学

院教牧博士班的学生，现在正在为教牧博士论文蒐集资料，敝人论文

的题目是： ｢初牧养三至五年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與应对：  以马來西

亚 S C A C 为例｣。  

这个研究的方向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回顾个人在求进按立长牧之前

所面对的困难，并且从个人曾经作出的调整及应对为例，期望给予后

进之新手传道人有机会从中学习，预防重复一些可避免的困难，同时

也有预备心迎向一些必经的挑战。敝人特此函，希望能够有机会访问

您，预计访问时间约一至两小时，访谈的媒介可以透过 z o o m，并且

进行录音。访谈题目如下：  

1）当你刚从神学院毕业，在教会全职投入事奉的最初三至五年，就

你个人的经验与体会，在服事上所面对最大的困难有哪些？  

2）面对这些困难，你有沒有得到某些帮助或自己有怎样的学习或体

会，以至於就比较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请分享你的经验。  

3）面对新进传道人开始事奉前几年容易遇见的困难，你建议宗派的

总会（年议会）可以建立什么制度或提供什么资源帮助他们。  

4）面对新进传道人开始事奉前几年容易遇见的困难，你建议他所事

奉的教会可以用怎样的态度或提供什么资源来帮助他们。  

5）面对这些新进传道人开始事奉前几年容易遇见的困难，你会建议

他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态来面对全职事奉初期所面对的挑战，他们自己

可以有哪些方面的努力来帮助自己。  

在论文的表达上，我会谨守保密的原则，不会呈现真实的人名、

教会名称。访谈的内容文字化之后，我也会让您过目，确认无误之后

再成为论文引用的资料。  

谢谢您的乐意协助，愿上主赐给您事奉得力。  

                                   华神教牧博士班学生  刘丽幼  2 0 2 2 / 0 4 /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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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访问同意书  

访谈同意书  
 

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教牧博士班的学生刘丽幼，目前正在进行有关

｢初牧养三至五年之传道人面对的困难與应对： 以马來西亚 SCAC 为例」

的相关研究，诚挚邀请您接受我的访谈。 

请您放心，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仅用于本研究，而且在论文写作的表达

上，我会谨守保密的原则，不会呈现真实的人名、教会名称。您的参与完全

是自愿的，同時您也可以在任何时间点決定停止接受访谈。此外，为了分析研究

资料所需，我会在使用云端访谈时进行录音。 

若您同意接受訪談，請您簽署這份同意書。 

    研究参与者正楷姓名：（中）____________（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________ 

    研究員正楷姓名：（中）_______________（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拨冗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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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S C A C 教牧求进年会，意义及评估范围  
 

《教牧手册》第四章  教牧求进年会，意义及评估范围  

一、  求进年会  

1 .  传道执照（本处传道）  

已修完年会所规定之课程，获得所属牧区议会出席人数  2 / 3  之通

过，以书面向教区长申请并出席教区牧职执行会或年会牧职部之面试

或笔试，认为满意者，可获得传道执照。惟该执照有效期只有一年，

若要延续，可依上述程序要求更新，不必再考试。【法规  3 0 9 ，

3 1 1 ， 3 1 2 】（神学生毕业有一年实习工作，就可申请进入试用会

员，由  1 9 9 8  年开始实行）  

2 .  试用会员（试用传道）  

凡拥有传道执照之本处传道，符合年会所规定之教育程度，成为代理

传道一年后，以书面向教区长申请且得牧区议会  2 / 3  和教区议会或

教区牧职执行会 3 / 4  票通过，再经牧职部  3 / 4  票之推荐，由年议会

牧职会员议会投票  3 / 4  赞同接收其为试用会员。【法规  3 0 9，3 1 8】  

3 .  副牧  

试用会员连续工作两年后并以书面向教区长申请，经教区议会或教区

牧职执行会  3 / 4  和牧职部  3 / 4  多数票通过，被认为满意者，以书面

向年会推荐，面对年议会牧职会员议会的考问并获得  3 / 4  票通过，

按立为副牧。【法规  3 2 3 , 3 2 4】  

4 .  长牧  

曾任副牧至少两年可被推荐为长牧。必须通过牧职部所主持之教义测

验和会督考问（意旨测验）以及教区议会或教区牧职执行会  3 / 4  和

牧职部  3 / 4  多数票通过（会议  8 5 / 4 / 9 7），而后由牧职部向年议会

牧职会员议会举荐，面对年议会牧职会员议会的考问并获得  1 / 2  多

数票通过接受为会员并按立为长牧。【法规  3 2 7，3 2 8】  

5 .  求进试用会员【法规  3 1 8 . 4】；副牧【法规  3 2 3 . 2 e】和长牧【法

规  3 2 7 . 4】时，需呈上健康证明书，心理 /情绪健康測验。（ 2 0 2 2  年

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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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意义  【法规  3 1 7  】  

1 .  卫理公会游行牧职之初步为加入年议会成为试用会员。试用乃为

审察其品德，讲道及作牧师的才干之期。在此期间，教会得确定其是

否适合成为年议会会员；试用会员之终止，并非只因其品行之反映。

也包括其牧职的职责，行政，牧养等的考量。（副牧也是试用会员）  

教牧手册  2 0 2 1  年  1 1  

2 .  一位试用者，乃年议会之试用会员。他不再是本地教会会友，其

名字须从该堂会生命册移往年议会档案，在其上注明因由。  

3 .  一位试用者，一旦其试用会员籍被终止，将可成为其所选择之本

地教会为会友。  

三、  按立评估的范围  

1 .  行政，组织，要道，心志（忠心），人际关系，配偶同心及品

德。  

2 .  教牧与非本会的传道人结婚，其配偶必须在婚前或按立前转移其

会友籍，成为本会的会友并给予所需的入会训练。  

3 .  评估者：  【B O M  1 3 5 / 2 0 0 9 / 2  ,  P . 3 4 5 / 2 0 0 9】  

3 . 1 .  主理，教区长和牧职执行会中的其中一位长牧。  

3 . 2 .  若无主理，则须找一位教区中的长牧。  

四、  求进及本处传道各项须知  【B O M  6 1 / 2 0 0 9 / 2】  

1 .  凡求进试用传道  /  副牧  /  长牧  之同工：  【参附录  1 1  A 1 ,  A 3 ,  

A 5】  

1 . 1 .  主动写信给教区长，表明求进意愿，并呈上副本给牧职部。  

1 . 2 .  呈上『自我评估』。  【参附录  9】  

1 . 3 .  按牧职课程（M i n i s t e r i a l  C o u r s e）的要求考法规及阅读报告。  

1 . 4 .  评估由教区长、主理及牧职执行会中一位长牧执行。  

1 . 5 .  若无主理，则须找一位教区中的长牧评估。  

1 . 6 .  凡 申 请 按 立 长 牧 的 （ 华 语 ） 牧 者 ， 务 必 参 与 临 床 牧 关 反 思  

C l i n i c a l  P a s t o r a l  I n t e g r a t i o n  英文简称  C P I】的课程，从  2 0 2 1  年

开 始 执 行 。 若 己 参 加 过 ， 没 有 被 按 立 ， 以 后 无 需 再 上

【B O M 4 6 / 2 0 2 1 / 1】  



169 
 

2 .  试用同工：（试用传道  /  副牧）  【参附录  1 1  A 2 ,  A 4】  

1 . 1 .  呈上『自我评估』。  【参附录  9】  

1 . 2 .  按牧职课程（M i n i s t e r i a l  C o u r s e）的要求呈上阅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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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g d e n ，  H o w a r d .  &  W i e r s b e ， W a r r e n  W .  C o n f i d e n t  P a s t o r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  G r a n d  R a p i d s：B a k e r，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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