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
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
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歌罗西书 1: 28



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
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
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马书 12: 1-2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
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科技时代下变与不变的教会
苏立忠牧师/博士



引言：在科技空前发展的今天，要分辨哪
些是可变的，哪些是不可变的要素，确实
不容易。能分辨又能化诸为行动，不仅聪
明，还加上智慧。



相反的，坚持可变的为不可变的，是固执；
尝试去改变不可改变的，则是愚昧。



1) 福音要求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剧变的世界里，教会必须迅速改变与

更新已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
方向的改变。



就如同在自然界中，狮子在追，羚羊在跑，
为了生存，羚羊必须跑得更快，并且要往正确
的方向跑，若往狮群方向跑，就是自寻死亡。

正如有人将“灵
恩”带进传统教
会，方向错了，
这样的改变带来
的必然是混乱。



总之，从「不变则亡」到「不速则亡」的断言，
必须谨记所谓的正确速度(Velocity)=速率
(speed)+方向(direction)，意即在正确的方向上
加快你的

速率，这方是
我们要求的速度！



2) 由于科技的创新与进步，让人的速度倍
增，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拥有那么
多空间，却那么的缺乏时间。



再加上工作的繁琐，经济的压力，人际关
系的紧张以及家庭中的矛盾，不少人已经
无法忍受冗长、没有生气和内容的聚会。



为什么青少年人离开教会，是他们贪爱
世界？或者是教会没有顾虑他们的需要
与挣扎，不愿放下长期以来持守的
“传统”，按照他们的状况来引导他们？



在硬体上可以提升或使用一些科技工具，
比如，教会的音响系统、藉由视频来作家事
报告、以网络来传福音、开讲座会，在线上

与信徒交流等。
显然，科技是实现
福音传播的最佳助
手，也可以成为当
下牧养的工具。



然而，科技只是工具，不可喧宾夺主，
免得跑错方向。传播的内容永远是核心，
要有好的内容就必须投资在软体上就是

「人材」。有好人材
才能产生好的内容。



教会在寻求突破与更新，能不能成功的重
要因素不是方法或模式，也不是在硬件上

加强，而是「人」
本身，人是最需不
断突破与更新的。



当「方法」、「策略」、「模式」与已
经突破和更新的「人」结合，真正的改变
与革新就成为可能！因为这些人能分辨

可改变的和不可改
变的并且能够落实。



3) 比如说，在崇拜上的更新与改变。崇拜
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以神为中心
的，这是不变的。



然而今天一些教会出现乱象，将崇拜会
搞成像摇滚音乐会，立体音响设备，大声
的击鼓、吉他、电子乐器等，加上灵舞、

身体的扭动，
极致的“演
出”，台下的
信众唱的如醉
如狂。



基本上，这是宗教的人文主义现象，是为
着讨好取悦会众而设计的“宗教剧”。
目的是满足人的宗教性和社会性；教会崇
拜成为纾解压力的途径。虽然称之为崇拜，
却没有觐见神。



反过来，以神为中心的崇拜，无论诗歌、
讲道、祷告都是藉由基督而献给父神的或
在基督里向人宣告的，不是我们唱的多起
劲、讲述的技巧多高超，而是怎么参与基
督为我们所做的而献上。因为基督是我们
与上帝之间的惟一中保。



一个好的、健康的崇拜，肯定包括：圣颂，让
情感投入赞美神；圣道，知性的领受，让会众
更认识神；圣约，回应神的呼召，意志上全然
的委身。这些都是崇拜不可变的要素。



4) 在牧养模式上的更新。目前有所谓微型
教会或液体教会的概念，这是动态的教
会观，有两个好处：能更有效的牧养及
更全面的见证福音。



后现代的特征：忙碌又孤独。在大街上人
来人往，都是擦肩而过的“他们”。



教会是神的“家”，必须让人感受家的温
馨，时刻都想回家与家人一起笑一起哭。



将教会团契小组化是达成这目的的途径：



a) 团契小组化的好处



摩西

千夫长

百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五十夫长 五十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十夫长 十夫长 十夫长 十夫长 十夫长 十夫长



a) 单轨灌输的不足
b) 隶属某团体的需要
c) 整全的灵命培育
d) 系统化的认识主道
e) 健全的团契生活
f) 提供事奉的机会
g) 传达资讯的管道
h) 领人归主的途径
i) 加强彼此代祷的关系

转移与更
新现有的
属灵架构



b) 会众型模式与团契小组模式在带领新朋
友的途径上的差异



会众式
藉主日崇拜、
季节性活动、
特别讲座会、
布道会、
福音营等。
较以活动(activity)或节目
来吸引人。

小组式
藉个人友谊带进小组。

较以人或关系吸引新朋友
留下来。



崇拜聚会

布道会 福音营

复活/圣诞

各 种 团 契

小 型 活 动

团契小组

1

2

迎新会



c) 会众型模式与团契小组模式在牧养的途
径上的差异



会众式
以教牧为主，长执理事
为副，无法周全的关怀
全体会众。
最终是以活动来进行
“关怀”。
结果培育出没有生命力
的“平信徒”。

小组式
以团长、组长为主，可以
周全的关顾全体会众。

是较个人性或人性化的关
怀。
结果培育出有生命活力的
门徒。



团契小组化的牧养模式

团长
(大组长)

同工/组长

团员/新朋友

导师

同工会









5) 总之在千变万化的世代里，教会必须竭
尽所能持守不可变的要素就是「爱」。



「爱」是国际语言，是超越种族与宗教的，
连耳聋的都能听见，瞎眼都能看见。



爱是彼此的接纳与包容，不是自我绝对化，
更不是排斥异己，好像称义是靠行为成就
的。



「爱」是不以市场经济的价值来衡量一个人，
而是以人人拥有神的形象来接纳对方，让人
可以活出人性尊严的团契生活，彼此扶持不
致于在竞争的市场中失落。



总结：在AI的冲击下，世界将面对另一场剧
变，诚如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在《第二次
机器革命》里说：「一年是一年，那是200

年前；一个月是一年，
那是20年前；一天是
一年，那是现在。」



意思是说，今天世界改变的速度太神速了，
我们必须坚守岗位，教会以神的道应对它，
同时在基督里不断地自我更新和改变，
不仅不被淘汰，还能有效地服侍这时代的人。



如果要让家变的更好，让我们自己先变好，
跟着家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要教会在AI的
时代变得更好，我们需要知识、灵性生命
上不断更新改变，让我们变得更有智慧与
爱心的去牧养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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