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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會的召命
在在這個充滿聲音與立場的時代，我們常關注教

會該如何面對公共議題、如何發出見證。這本出於

對信仰的忠誠，但在這樣的焦慮中，我們是否也曾

停下來問：教會最根本的責任是什麼？在思考「要

做什麼」之前，是否更需要先明白「教會是誰」？

神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1 提醒我們，

教會的首要倫理責任，是「成為教會」。不是為

了社會聲望，也不是為了道德優勢，而是單單回

應那來自上帝的呼召：成為一個由上帝故事塑造

的群體，一群見證基督和平之道的人。這樣的教

會，是由故事、姿態與德性共同織成的生命共同

體，是為了在世界的破碎與掙扎中，活出另一種

可能的群體樣貌。

從這樣的思考出發，讓我們重新凝視教會的身分

與使命。教會如何在上帝的故事中被呼召與塑造？

而我們，又如何在這個群體中學習成為耶穌的門

徒，為世界帶來真正的盼望呢？

二、讓教會成為教會
成為故事的群體：天國子民的身份

「教會首要的社會倫理，就是要成為教會，也

就是僕人的群體。」2 侯活士指出，教會是述說、

上演並聆聽以色列與耶穌故事的場所，這是基督徒

最重要且要做的事。基督徒蒙召的目的，並非僅為

了過道德的生活，而是要為忠於上帝的故事，並且

成為這故事的一部分。

腓立比書三章20節中提到「我們…是天國的

國民」。教會雖非天國本身，卻是天國的預嚐

（foretaste）。因此，教會應該成為一個展現出與自

己、與他人、與陌生人、與萬物、與神和平相處的

群體樣貌。基督徒既是天國的國民，也是世上的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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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美國神學家，為杜克神學院道

學暨法學榮休教授。曾獲美國《時代雜誌》稱其為「美國最好

的神學家」。

2 Hauerwas,“19. The Servant Community:Christian Social 

Ethics(1983)”,in The Hauerwas Reader, ed. Berkman, 

John and Cartwright, Michael,(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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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教會正是這群另類群體的具體表

現。「基督徒」的身分代表著：我

們深信，唯有將生命安置於上

帝的故事中，我們才能找到

真正的歸屬與命定。

見證和平與公義：作光作

鹽的實踐

教會是被召出來的信仰群

體，對這個社會懷有責任，而

她最根本、最不能忽略的任務，

就是「成為教會」。當教會實際照顧

孤兒寡婦、扶持受壓迫者，我們才見證出何為公

義；當教會追求、實踐和平，為和平行動，我們跟

世界才能共同理解和平的真正樣貌。基督徒若要作

光作鹽，就必須先成為光與鹽的群體。

「教會」（ekklesia）原文的意思是「從世界中被

召出來的群體」。當我們談論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時，就不能只停留在口頭宣告，而要在生活中

「實踐」成為基督的身體。

另類的政治實踐：福音的政治性

侯活士認為，教會是社會倫理的見證，意味著教

會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體（body polity）。福音是政

治性的，這並不是指政黨立場，而是指出教會是一

個「另類的政治實踐」，一個不依靠強制與操控，

而是在僕人的身份中找到權力的真正來源的政治

體。對基督徒而言，世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成為我們

的終極歸屬，我們真正的家，是這個由四處漂流的

救贖主，所塑造而成的信仰群體。教會，就如同一

個可移動的宴席（moveable feast）。3  

教會因著上帝的故事而獨特。因此教會的故事與

世界的故事有所「分別」，但這「分別」並不等同

於與這個世界「分離」。「讓教會成為教會」並不

是從世界上脫逃，退縮到自己的蝸居中。相反地，

這是一種強烈的呼召，呼召教會成為一個見證的僕

人群體，展現出上帝美善創造的原貌，建立一個寬

恕與和平的國度。

三、教會的記號
在侯活士的觀點中，教會身上可以辨識出三

個關鍵的記號：故事、姿態（gesture）與德性

（virtue）。這三者不只是象徵標誌，更是透過群

體生活被活出的生命形態，是信仰具體展現的樣

貌。

1.述說故事的群體

教會首先是一個「述說故事的群體」。基督徒

受呼召成為一群分別為聖的和平之子，活出蒙赦

免者的生命。這種「分別」並非用來彰顯基督徒

比非信徒更優越，反而是見證，見證我們是那群

被呼召來預嚐上帝國度滋味的人，是被命令活出

忠於召命的人。4 

基督徒所活出的故事，是那來自上帝、藉由以色

列與教會歷史延續的故事。這故事需要一個載體承

載，而這個載體就是教會。若沒有這個群體，這故

事將無法被述說與活出，因它不只是口傳，更是透

過敬拜、治理與倫理生活形成的習慣所建立的。

基督徒應該挑戰自己成為一個有故事可以述說，

且按照這故事而活的人。侯活士提醒我們，教會不

是理想化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群在聖禮中慶祝、在

宣講中被建造、在生活中追求正直的信仰共同體。

2.姿態（gestures）

第二個記號是「姿態」。教會透過姿態作為上帝

的代表，目的是向這個世界創造一個空間和時間，

使我們能夠預嚐國度。5  

聖禮便是一種姿態。聖餐與洗禮不是單純的宗

教儀式，而是群體活出福音敘事的具體方式，是

我們最深刻的政治行動，界定我們的身分、生活

方式與見證。

「禱告」與「宣講」也是姿態。當我們禱告，是

讓上帝的臨在在世界中被看見；當我們宣講，是既

對信徒，也對尚未進入這故事的「陌生人」說話。

侯活士指出，這些陌生人是教會的禮物，若我們不

願受他們挑戰，便可能馴化耶穌的故事，使這個故

本期專文

3 同上,” 378.
4 侯活士，《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學獻議》，紀榮智譯

（香港：基道，2010），98。

5 Michael G. Cartwright “After: Stanley Hauerwas’s 

Essays in Theological Ethics: A Reader’s Guide,” in The 

Hauerwas Reader, ed Berkman, John and Cartwright, Michael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2001),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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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失去了原本的力量。

一群有能力維持愛、款待與公義生命的「聖徒的

群體」，也是姿態的展現。教會的見證，往往就是

透過這群人的品格與生活所傳遞。透過這些姿態，

我們學習成為基督徒的技能。6 不只是聽道，更是

在這些姿態中被操練與成形，教會不只是個說話的

地方，更是實踐與學習的場所。

3.德性(virtue)

第三個記號，是「德性」。教會不只關心群體

整體的樣貌，也關注每位信徒的生命與品格。個

人生命從不脫離群體，因為我們總是活在彼此塑

造的故事中。

成為被耶穌呼召的門徒，在上路的那刻即踏上一

條冒險的旅程。這是一段有目標的冒險，而旅程中

的挑戰正需要德性作為裝備。基督徒是一群「在途

中（on the way）」的人，生活在新舊時代之間，因

而更需要那些能引導我們在世界張力中持守信仰的

品格。7 

我們無法預知這段旅程的終點，只知道它終將通

往與上帝成為朋友的未來。在這段旅程中，德性是

我們的裝備，也是我們在試煉中得以倚靠、在困難

中被鍛鍊的品格。德性不只是為了個人的成全，而

是為了活出神國的價值，使我們能在這世界的張力

與陷阱中，持續朝向國度前行。

四、教會作為美德的學校
在理解了故事、姿態與德性的核心意涵後，我們

進一步思考，教會該如何成為一個積極培育德性、

實踐使命的群體呢？

教會服事世界的方式，是在於幫助世界「知道它

是世界」，因此教會需要認真的看待它使世界成為

「世界」的使命。如同無法診斷病名便難以對症下

藥，基督徒若要好好地在世界中服事，首要任務就

是辨認並指出世界的破碎與掙扎。

世界之所以成為世界，是因為它拒絕將自己的

故事嵌入上帝的敘事之中，選擇自我命名現實，

而非承認耶穌是主。這個態度決定了它是教會，

或是世界。

教會，作為那被召出來、屬於上帝的群體，承載

著見證「另一種社會可能」的使命。教會與世界並

非兩個封閉的對立面，而是彼此關聯的實體。當教

會忠實的成為教會，她就向世界展示出「作為上帝

美好創造」的可能性。

當教會活出合一的樣式，與世界中分裂、暴

力秩序對比時，世界便在鏡照中認出自己，認出

自身所不願面對的真相：人際互動中的不誠實、

對錯置秩序的依賴、以及對暴力的習以為常。侯

活士主張教會的獨特性，不是為了彰顯自己的優

越，而是為了提醒信徒，福音具有徹底的轉化力量

（radicalness），教導我們成為神的和平子民。

教會與世界同樣墮落，同樣需要基督的十架救

贖。兩者的差別只在於世界不知道，但教會知道，

並且嘗試活出與之相應的生命。教會被託付一項責

任，以福音的語言回應世界的瘋狂與非理性，並在

真理中服事世界。

因此，對教會而言，最關鍵的政治問題是：「我

們要成為怎樣的群體，才配稱為忠於福音敘事的

教會呢？」唯有成為一個能培育、承載、發展德性

的群體，教會才能活出真實的身份。正是透過這群

以故事、姿態與德性為記號的群體，教會與世界有

了分別，藉由教會成為教會，向世界展示出作為上

帝美好創造的意義，成為對世界的呼召與見證。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的群體中，「多樣性」不

是障礙，而是我們忠於信仰的必要的條件。透過彼

此認識與傾聽，群體得以謙卑順服，教會見證出一

種與世界秩序截然不同的社會性，這是一種建立於

恩典、誠實與德性的群體生活。

若教會真是那屬基督的政體，擁有獨特的敘事與

身分，她最重要的社會任務，就是成為一個能造就

人的群體，使人在現世中培養出足以見證真理的品

格與德性。換句話說，教會正是培養德性、塑造品

格、成就生命不可或缺的所在。當教會忠於這樣的

身份，便能在公共議題與社會實踐上，提出更具想

像力且整全的回應，以真實的生活樣式，活出值得

世界深思的倫理見證與實踐。

6 同上， 383.

7 侯活士，《和平的國度》，紀榮智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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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富分享：
2014年我們受中壢母堂差派開拓龍岡靈糧堂，

這個有著泰緬孤軍後代、各省眷村、閩南、客家、

原住民、新住民和穆斯林組合的社區，是大桃園最

特殊文化的一個地方。

教會剛開始時，我們在公園、國中禮堂和里民

中心舉辦大型活動和聖誕劇特會，邀請了許多親

友、學生、里民參加，使許多居民聽見福音。龍

岡是一個很有特色，但是資源相對缺乏的地方，

教會藉著食物銀行的事工，接觸弱勢家庭分享食

物，與鄰里建立關係也見證神的愛。里長也非常

肯定教會，並商借教會場地，舉辦醫療健檢和作

為選舉投開票所。

神的真道吸引人走進教會，將得救的人加給我

們，2018年底神賜給我們更大更新的會堂—社區

大樓一樓的店面，所有家人同心合意歡喜的搬新

家，隔年再租下會堂隔壁，母堂小組長的店面作為

辦公之用，神都知道我們的需要並早已預備。

2019年慧君師母從國小老師退休，投入全職事

奉，成為教會牧養關懷的主力，使教會在小組牧養

更看見神的愛，並培育多位姊妹成為小組長，讓教

會的家庭事工更穩固。

教會成立十一年，看見弟兄姊妹的靈命增長，同

工越來越能夠承擔服事，甚至獨當一面負責教會聖

工。雖然，這段時間我們夫妻除了牧養教會，也陪

伴兩個孩子經歷升學的壓力，完成大學及研究所學

業，走過父親母親先後中風，臥病在床到離世安息

的日子，老家房屋被侵占的多年訴訟，終得勝訴歸

返，一再的經歷神的恩典夠用，看見以馬內利的神

奇妙同在，激勵我們繼續為神的國打美好的仗，榮

耀歸給愛我們的天父。

慧君分享：
當我回顧過去六年的全職牧會旅程，心中湧出

無盡的感恩與眼淚。

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

卻是一條滿有主同在與恩典的

道路。每一個艱難的季節，都是神親自牽 引 、

醫治與扶持的記號。

2023年，我被診斷出癌症。面對生命的未知，

我感到極度的恐懼與軟弱。每一次化療都像經歷

一場曠野的試煉，但在那最黑暗的深處，主的安

慰如清泉湧入心田。我學會不只是禱告求醫治，

而是更多地與主親密同行。祂沒有讓我孤單，祂

讓我靈裡更堅定。如今能康復站立，是主使我得

勝，是祂使我生命再次綻放。

2024年，神為我們開啟新的服事道路——「小

衛星陪讀班」。原本只是想陪伴弱勢孩子，卻意

外成為福音的出口。孩子們的生命開始轉變，

他們變得喜樂、有盼望，這些改變感動了許多

家長。有的家長主動詢問聚會時間，也開始走

進教會。更令人感動的是，有家長因此受洗歸入

主名！當我見證這一幕時，內心的激動難以言喻

——神真的是在不可能中行奇事！

在教會中，我也看見小組長們的生命逐漸翻

轉。透過RPG禱告的同行，他們從只做事工的執

行者，成為有屬靈影響力的門徒。有人勇敢敞開

生命、主動關心人、傳福音。他們的轉變讓我深

信：當神的話語與禱告扎根在心中，生命就能被

翻轉，教會也會堅固成長。

神的恩典也臨到我的家庭。我的兒子們不但順

利完成學業，更願意將生命獻給主、參與教會服

事。身為母親，我心中無比感恩——這是我最大

的產業與祝福。

這六年，有眼淚、有掙扎，但主的恩典始終夠

我用。願我的生命見證不只是一段旅程的回顧，

更是一首頌讚主信實與慈愛的詩歌。願一切榮耀

都歸給那位醫治我、帶領我、使用我的主！

黃銘富｜潘慧君黃銘富｜潘慧君

同心開拓，主恩同在

校友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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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光荏苒，轉眼間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在主

的厚恩中已經走過三十五個年頭。學院將

以「迎‧銀‧贏」為主題，在10月27~29周一至周

三，舉辦三天的院慶活動。我們不但要舉辦歡樂

的院慶，更要透過辦研習會和講座，來迎接2025

年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靠主恩典與智慧，在65

歲以上銀髮族超過總人口的20%，教會要靠主賜智

慧與謀略，要繼續贏得靈魂。

因此，在這三天中，第一天我們要歡慶學院的

生日並回顧滿有榮耀與恩典的學院歷史；第二、

三天，我們白天要舉辦研習會給教會牧長同工參

加，另外連續兩天的晚上，則舉辦適合所有弟兄

姊妹和社會大眾參加的講座。而這系列的慶典與

活動涵概了哪些內容和特色呢？就讓我們從三方

面來介紹和說明：

一、迎接挑戰與恩典並存銀髮世代
2025年台灣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這不僅意味著

人口結構的變化，也代表著社會制度、家庭關係、

信仰生活等各面向將迎來新的調整。聖經《詩篇》

92:14應許：「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

了汁漿而常發青。」這節經文提醒我們，老年不是

人生的終點，而是另一個充滿恩典與祝福的階段。

銀髮世代並非衰退，而是智慧與豐盛的展現。每位

長者都是智慧的寶庫。透過本次研習會，我們將深

入探討如何在基督信仰中活出豐盛的晚年，使生命

成為祝福，讓世代得以傳承。

二、銀髮世代的全人健康攻略
這次院慶研習會關注的範圍相當廣泛與全面，

舉凡銀髮世代的全人健康所涵蓋的身、心、社、

靈、和財務的多個層面皆有涉略。從以教會的視

角探討開展長照事工到銀髮熟齡的活動設計，即

使不可避免的會面對疾病和失落，也能持續邁向

和解與靈性提升，在此次院慶的研習會與講座，

我們將探索迎接銀髮世代的挑戰，教會可以如何

承擔更積極的角色，幫助周遭的長者並活出豐盛

的晚年。因此，不論你是長者、或長者的家人，

或是關心這個議題的牧者與弟兄姊妹，這場研習

會都將帶給你深刻的啟發與感動。

三、世代同行、青銀共好一起贏
《申命記》32:7提到：「你要追想上古之日，思

念歷代之年。問你的父親，他必指示你；問你的

長者，他必告訴你。」信仰的傳承不僅是知識的

累積，更是生命智慧的流轉。長者的經驗與信仰

歷程，是年輕世代寶貴的資產；而年輕世代的活

力與創新，也能為長者帶來新的可能與喜樂。銀

髮世代的來臨，不只是長者個人的課題，更是整

個社會、整個信仰群體共同面對的使命。我們不

僅要讓長者活得有尊嚴、有價值，更要讓世代之

間的關係更為緊密，因此，我們期待這次研習會

能激盪出世代同行的動力，讓各年齡層的弟兄姊

妹能夠彼此學習、彼此扶持，使教會成為跨世代

相愛的大家庭。

靈糧神學院三十五年的歷史，是一段滿載恩典

的旅程。面對時代的各種挑戰，靈糧神學院向

來是勇敢迎向未來，致力培育能夠回應時代需

要的工人。能夠不斷前行，持守使命。這次院

慶的規劃，正是展現靈神的初衷與未來方向。

我們知道倚靠聖靈的大能大力勇敢無畏，才能

在世局變動中，堅持忠於召命。無論環境如何

改變，靈糧神學院的異象始終如一，培育最勇

敢的時代工人，迎向挑戰而不退卻，是我們永

遠不會改變的決心。

文｜錢玉芬老師

靈糧神學院35週年院慶 
&「迎‧銀‧贏」研習會 簡介

特別報導



6

畢業生共44位

道學碩士(3位)

道學碩士主修教牧輔導(2位)

宣教碩士(1位)

聖工碩士(2位)

神學學士科(1位)

牧靈諮商碩士(26位)

牧靈諮商證書(7位)

師母證書科(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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