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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研訓中心主任╱莊舒華

今年九月，校園迎來第一批Alpha世代的七年級生。

這批青少年經歷了三年的疫情，他們不僅要戴上口

罩、不定時的從實體轉上線上學校課程，熟悉虛擬與

實體的互換，習慣圖像跳躍思考勝於文字；同時也在

疫情中因著實體聚會的暫停或人數限制，他們參與兒

童主日學更加不穩定，與教會的連結也較之前的青少

年更為疏離。

與IPAD問世同年的Alpha世代，養育他們的父母則多

半是以自我中心為顯著特質的千禧世代，這個也被稱

為Y世代的父母，在「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的年代中

成長，他們集各樣資源於一身，也勇於作各樣嘗試，

這樣的態度也反應在他們對孩子的教養。但這群父母

的信仰呢？他們在過去是教會不知道該怎麼面對的青

少年，成長後留在教會的數量不多，也容易在各樣傳

統規範裡與教會產生衝撞。

在Y世代父母與Alpha世代之間，還有一個Z世代，

他們成長在混亂、衰退與不確定的年代裡，特別是前

年畢業的學生，沒有畢業典禮，沒有新學校的迎新生

活，人生重要階段的結束與開始都在線上。同時他們

也經歷了性別、家庭與婚姻的重新定義，更加尊重每

個忠於真實自我與期待安全的選擇。

在這三批教會面對的新世代父母與兒少之外，還有

夾在他們與嬰兒潮世代中間的X世代，這個三明治世

代努力傾聽不同時代的需要，並嘗試幫助世代對話，

卻往往吃力不討好，而他們正是被教會期待承接牧職

斷層的主力。

嬰兒潮世代在年輕時都是教會建造奮興的中堅，面

對世代浪潮的來襲，他們有對後代接

棒的高度期待，卻

也有在所認知的

聖經真理、教

會傳統與多元

思潮、社會

變遷衝擊下

的持守與

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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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時代的教會如同此刻，面對跨越五個世代

的共處，並且這五個世代的成長經驗與思維行動模式

都相去甚遠。世代到底是彼此對立？或者可以共好同

行？成為我們在面對未來教會想像時，必須面對的問

題。

首先，我們需要先檢視自己教會現在的光景。不論

我們所屬的教會如今已邁入幾個年頭？聚會的人數有

多少？我們要問的是－這間教會會友的平均年紀是多

少？是松齡？中年？還是青年教會？我們的兒少與成

人的人數比例又是多少？ 2022年台灣教會普查報告裡

提到─從五年前，兒童青少年聚會人數少一半，有將

近53間教會，也就是11%以上的教會沒有兒童。1 如果

教育院校都在面對少子化的衝擊而紛紛敗陣退場。那

麼，未來三到五年後的教會又將是什麼樣的局面？

不只教會會友平均年紀偏高，就連牧者也是。嬰兒

潮世代的牧者面對屆齡或延遲退休卻還找不到人接班

的窘境，或有找得到人接班，但下面的人要再預備接

班人卻是「眾裡尋他千百度」，因為年紀最輕的牧者

可能都將五十歲，而年輕傳道卻因各樣原因無法在教

會長久委身。時常也有教會詢問能否介紹兒童事工傳

道？社區工作傳道？青少年傳道？甚至連神學生申請

都望眼欲穿。疫情後不僅是外面的工作找不到人手，

連教會都在大缺工的困境裡。我想，我們都同意一個

嚴峻的時代已經來臨。

面對會友年紀偏大、兒少比例偏低的問題，不論牧

者或會友必定所想的解套方式就是我們要向新世代來

傳講福音。但福音在這世代要如何傳講呢？

位於台灣人口負成長第一位所在地的水林長老教

會，其主任牧師莊信仁於2008年赴任時，會友主日平

均只有8位，會友平均年紀67歲。長輩們對終於有傳

道人來非常開心，他們鼓勵牧者去做福音工作，不需

要花時間探訪他們，並且在開始成立兒童主日學時，

發動長輩攻勢帶著鄰居的兒孫來到教會參加。多年

後，會友主日平均120位，平均聚會年齡不到30歲，

近70%是第一代信徒。2 新任的代議長老只有27歲。在

宜蘭的利澤簡長老教會，簡孟正牧師接任之後，

                    兩年前用走出教會的單車福音事

                           工來接觸社區青少年。

                               因著福音的需要，

                                牧者在禮拜中嘗

試改變講華語、帶敬拜讚美。面對外界的疑問，教會

長老給予牧者最大的支持與肯定。如今從四台腳踏車

變成廿七台，連家長也參與其中。3 

這兩間教會之所以能夠有福音的開拓與更新，除了

上帝奇妙的工作之外，並非在於牧者多有恩賜或領袖

魅力，而是原先教會內的長輩們願意抱持著敞開的

態度，支持牧者們做各樣福音的事工。因著他們的願

意，讓教會有了新的可能性。

然而，若是教會曾經或此刻仍然看似風光，長輩們

的態度就容易趨近保守與謹慎。過往的成功經驗限縮

了他們嘗試的可能，在大家長式領導的長幼尊卑觀念

文化，並嬰兒潮世代保護下個世代的思維就是「幫助

他們成功」，翻譯出來就是避開一切可能會失敗的機

會。於是，需要空間與舞台的新世代牧者與會友就容

易困在教會的傳統或習慣組織裡面動輒得咎，最後選

擇放棄或出走。

當我們高舉「傳福音」的大旗時，如同商業行銷總

是認真調查族群特質並投其所好，我們也要思考，到

底我們要傳福音的對象是誰？他們的特質與需要是什

麼？特別是年輕的世代。世代的差異往往來自生活經

驗，而非誰比較屬靈。而生活經驗造就的思維與行

動，也考驗著教會能否回應與承接需要。如果教會大

多數的同工已經離該世代遙遠，向下移動去詢問與尊

重該世代成員的建議，或許才是明智的選擇。

暑假甫與Radical聯名舉辦特會的新加坡神之心教

會，該會會友約有五千多人，會友平均年紀是23歲。

當我七月將參加該教會舉辦的Generations「累代」牧

者研習之前，收到他們的赴會通知，其中有一項是關

於詩歌敬拜的播放清單。教會同工建議我們在赴會前

先行聆                              聽熟習，俾便在參與時有更好

的詩歌                                       敬拜經驗。說實話，當我

一開始                                       聽著詩歌時，各樣快節奏

與夜店                                       風格幾乎讓我頭昏腦脹，

還跟朋友                                   笑說就當是文化體驗吧？！

後來我有機                                  會詢問教會窗口同工這

件事情，她回                                  答我說少豪牧師說如

果我們長輩覺得

            不舒服，

但青少年喜歡，那我們就成功了。在《累代》一書裡

面，少豪牧師分享了多次他們如何「向下移動」的嘗

試與努力，而這一切都是為了要得著下個世代。而這

間教會在疫情過後，會友人數繼續成長，並且有了第

七代的同工產生，累計同工人數突破一千位。4 

高雄的「活出新人啟發行動協會」以發展基督教娛

樂產業來向新世代傳講福音，盧耕宇傳道說，世界為

了吸引青少年付上了極大的代價，而教會做了什麼

呢？因此他們在拍攝電影時，為了帶領並訓練下個世

代，在拍攝空間的尋找上付上了雙倍的費用。5 而桃園

南崁長老教會的蔡幸昇主任牧師分享過往他如何尋找

各樣資源與方法來更新教會福音與門訓事工時，提到

一個重要的挑戰。他說，教會在建堂時很少思考成本

回收的問題，我們花幾千萬或幾億都覺得理所當然。

但為什麼投資教會的下個世代，我們會很在意成本回

收的問題呢？6 當我們願意看重下一代的投資時，我們

的教會兒少就開始成長。

曾有上百位青年牧區的牧者在觀察今日教會福音與

傳承光景時這麼說，我們的青年牧區已經老化，站在

台上帶領敬拜的已經是年近卅的社青，面對疫情過

後的七年級生，我們所體認到的是不同於以往的挑

戰。不僅如此，當我們檢視教會牧者團隊將陸續在十

年後退下時，若不再啟動同工培育與傳承，我們將會

沒有牧者可以接棒！這是教會的危機。沒有新世代的

福音，就不會興起新世代的領袖，沒有世代的領袖培

育，教會就只能預備將未來拱手讓給不敬虔的世界。

以自我中心為重要特質的Y世代父母，不會因為有了

孩子就過多犧牲自己的時間，同時也對教養孩子會更

受自己同儕間的影響，形成「網路共養」。過往世代

在事奉時，往往會把孩子放在家中，但這世代期待帶

              著孩子一起事奉或聚會（看看親子餐廳如雨後

                春筍興起便可知道他們的喜好）。教會是否

               願意提供育兒或幼顧的空間，協助這些年輕

                      夫妻可以更樂意的參與

                        群體聚會或事奉呢？

                               或者我們對於

                           他們需要視而不見，

 讓他們在孩童2歲前的混亂時期就漸漸離開教會的群

體與事奉？

面對Y世代以降的不同新世代特質與需要，掌握著資

源與決策權力的嬰兒潮或更早世代的長輩們，我們要

如何回應呢？在水林教會的研究裡面，「長執與同工

面對教會衰退具深刻的危機意識」所帶出來的行動，

是重要的關鍵之一。7 面對新世代的快速變遷，如同少

豪牧師所提，我們正在一個向上快速的手扶梯上，要

竭力向下奔跑，才能減緩教會的老化。8 而多世代教會

的來臨，正是帶領我們必須去思考多層次牧養與福音

行動的機會，如同疫情迫使我們回應與改變，這是險

峻的時刻，也將會是教會再次裝備升級的好機會。未

來教會的樣貌，迷航或轉向？僵化或更新？端賴今日

的教會如何面對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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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福音協進會，「2022台灣教會普查報告」，社團

法人中華基督教福音協進會教會發展中心發行，

2023年，頁10-12。

2. 莊信仁，「以行動研究探討偏鄉教會之重生再發

展：以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嘉義中會水林教會為

例」，台灣神學院教牧博士論文，2022年。頁

1-2、101。

3. 參簡孟正牧師個人臉書貼文，發佈於2023年9月

3、16日。

4. 陳少豪、曾秀萍，《累代：如何打造更年輕、更強

壯的教會》，Generations Pte. Ltd出版，2021。

5. 盧耕宇，分享於華神學生工作資源講座「新媒體的

牧養術」，2023年9月16日。

6. 蔡幸昇，分享於「教會成長萬花筒：南崁長老教會

的實例」，「重返福音現場」第一屆台灣基督教

教育博覽會牧養論壇，2023年9月12日。

7. 莊信仁，見前，頁101。

8. 陳少豪、曾秀萍，見前，頁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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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博士科

神學碩士科

教牧博士科

徐青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張瑞俊 

宣德聖碩

西安恩泉教會

陳彥碩

中台神學院道學碩士

彰化聖教會

余文綺

台灣浸信會神學院研究碩士

基督教拿撒勒人會神學院

葉鴻恩

中台神學院道學碩士

港區歸主聖教會

王致芬

中台神學院道學碩士

基督教苑裡聖教會

陳惠琳

IGSL國際領袖研究院聖經研究碩士

台灣學園傳道會大學事工部

陳志明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花園新城教會

尹倩玉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高雄靈糧堂

張雅煌

菲律賓聖經神學院道學碩士

大陸基層教會

吳智誠

靈糧教牧宣教神學院道學碩士 

靈糧教牧宣教神學院

徐至強

台灣浸信會神學院道學碩士

衛理公會永和天恩堂

李黃定妹

美國正道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中壢壢光台福基督教會禱告站

張禮華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九亭微聲教會

魏彼得

哥頓康威爾神學院教牧博士科

朴燦球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韓國主僕差會

于謙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OMF

GK

韓國聖書大學道學碩士科

韓國TIM 

馬天濟

Master of Theology and Master of 

Philosophy, FTH Gieen

德國OMF

陳思瑾

Master of Protestant Theology, Ruhr-

University Bochum

德國OMF

王閩

菲律賓聖經神學院道學碩士

菲律賓中華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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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各項收入

各項支出

本期餘絀

預算數(兩校)

161,018,000

160,963,000

55,000 

累積數

15,672,265

10,252,942

5,419,323

9月

9,132,236

4,938,677

4,193,559

 2023 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23年8月1日～2024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 

《華神院訊》改版與紙本停刊公告
親愛的讀者，感謝您過去對《華神院訊》的支持，《華神院訊》從1970年創刊至今，已陪伴大家超過半

個世紀，五十多年來為讀者提供信仰反思和學院最新動態。然而，隨著數位媒體的快速發展、閱讀習慣

的改變、以及印刷和郵寄成本的考量，學院決定明年起停止印刷紙本，改發行電子版。

此外，為了整合學院的出版事工、推動數位網路化及更積極回應教牧議題，《華神院訊》將會全面改版。

新版《華神院訊》將拆分為兩份刊物，分別是每半年發行的《華神牧刊》和每月發行的《華神通訊》。

華神牧刊 是一份全新的刊物，與《華神期刊》的學術性文章不同，顧名思義《華神牧刊》的定位，更著

重於教牧和宣教議題。我們將邀請不同校友與牧者撰稿、專訪、並嘗試透過進行主題式的質性研究調查報

告，透過牧者們在牧養現場的第一身經驗分享，幫助我們更全面地對教會議題進行反思與回應。

華神通訊 則以整合「院長代禱信」、「校園動態」、「學院簡訊」等傳訊內容，向關心華神的弟兄姊妹

分享最新學院消息，並邀請大家為華神禱告守望。期待透過這樣的改變能夠更好地回應時代的需求，同

時更加貼近教牧現場的需要。

我們將於今年12月發行最後一期《華神院訊》。如果您希望繼續收到我們的資訊，請提

供您的電子郵箱 E-mail至info@ces.org.tw 或掃描右方 QR code 填寫訂閱登記表單，以取代紙

本郵寄方式。明年起，我們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華神通訊》給您。另外，《華神牧

刊》創刊號計劃於今年底前正式出版，相關訂閱資訊將於稍後公佈，敬請留意與期待！

再次感謝每一位曾經支持過《華神院訊》的讀者，未來我們仍期待您的支持和回饋。
訂閱登記

詳細資訊

【華神體驗週】

一年一度的華神體驗週即將來臨，為了幫

助有心全職服事主的肢體或信徒領袖體驗神

學生的校園生活、群體學習以及師生基督的

團契。今年如期於11月27至12月1日舉辦神

學院體驗週，讓想報考華神的家人們，更進

一步瞭解華神喔！

欲報名者，詳情請至官網查詢

電洽（03）2737477轉1372 

Email：admissions@ces.edu.tw 相關活動報名

【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課程】

2024年1月23至26日同時進行兩門課「心

理團體原理在牧養現場之應用」由葉貞屏老

師授課以及「宣教士關顧議題探討與實踐」

由焦如品老師、王鈴惠老師、袁樂國牧師授

課；1月29日至2月2日「全球植堂與宣教」

由Dr. Craig Ott授課；1月30日至2月2日「教會

拓殖與發展」由夏忠堅、何有

義、王天佑、張振華、劉永行、

張復民等牧師授課。相關訊息

請查詢華神官網╱招生╱博士科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可用以下方式

支票

戶名：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Inc.
地址：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請註明為華神校本部「台灣」奉獻）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匯款

戶名：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Inc.
Bank Name：TD Bank
Account Number – 826-2078013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北美其他奉獻管道皆不屬於台北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