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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本人得蒙教会支持，采用司提反事工材料支持关顾事工发展，长达五年光阴。司提反事工

依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用于福音布道上，传达与上帝和好的福音，亦用于危难关顾

上，叫人得上帝医治的福音。事工教材透过浅易地引述有关的圣经经文，深入浅出地教导

关顾方面的理论及实践，可唯贡献良多。奈可目标受众是北美主流信徒，作者也是北美心

理辅导员，教材偏重北美文化及主流社群的应用，并没有发展任何重要又完美的神学基

础，也没有建议处境化的调整。当教材在不同文化背景及处境下实践，自然会面对不少挑

战，如同工的接纳、肢体的认识，甚至被误为「西学」、或「实用心理学」，不合华人关

顾实情。本人愿透过在布道学课堂，所学到的温氏理论神学，及实践神学中评估事工，让

事工、同工、肢体在能有纵向及横向的关系建立，取司提反事工之长，补其顾念不及之

短。 

2. 目的：  

透过「温氏治学五要」检视司提反关怀系统，强化司提反事工在教会布道事工和关

顾事工的合作及发展。 

3. 钥词介定： 

• 司提反事工、司提反关怀系统、关怀布道课程 

司提反事工从 1975 年开始，由一位身兼牧者和心理辅导师的 Kenneth  Hau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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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立。该事工发展出不同的教材，大部分从关顾顾事工中出发，亦有部分为

关顾事工前后作培训准备而设，如恩赐发掘和发挥的课程，有为型造小组内关

系的小组及查经训练。此事工被命名为司提反，皆因源于司提反在使徒行传六

章的初期教会历史中，开启照顾老弱妇孺的关顾事工之故。当中在本文经常提

及的课程有两个：司提反关怀系统、关怀布道课程。前者主攻危难病困的关顾

工作；后者关心福音布道事工。 

• 温氏治学五要 

温氏提出做学问、研究课题的方法，有以下五方面的考虑，才是完整的神学学

问态度。五要包括：合乎圣经基础 (scripturally based) 神学稳妥 (theologically 

sound) 理论整全 (theoretically coherent) 适切处境 (contextually relevant) 具体实

用 (practically applicable)。 

• 温氏的三一神学、关系神学、中式神学 

温氏中式神学指采用中式文化那高处境的思路，尤其在重关系的范围上探讨神

学(中式神学)，由此进路产生出一种既此亦彼的融和理论，以三一神论为例：

上帝既是一神又是三位，一没有排斥三，三也容纳一。这种三而一、一而三的

丰富性，彰显了三位一体内的亲情，指导亲情神学。然而，三一神的内在亲

情，不只是内敛；三一神的爱，亦向外延伸，外显成为恩情，福泽被造界，变

成创造和救赎。亲情与恩情之间在上帝和人处境下，甚至是两者间的关系，成

为了关系神学的重点，上帝先横后纵，又横又纵；人也先纵后横，又纵又横，

彼此活在关系中。 

二二二二、、、、 司提反事工简介及检视司提反事工简介及检视司提反事工简介及检视司提反事工简介及检视  

本文会提及两个从司提反事工发展出来的事工课程：一个关怀布道课程，一个是关怀

系统课程。前者专注福音布道，后者注重非一般的关顾情况，就是那些比较严重，有影响

其身心灵群健康的危机关顾。另外，后者异于前者，因它设有督导机制。本人在事工中柔

合这两个课程，原因是它们涵盖肢体在教会生活中，可能面对的大部份挑战。 

关怀布道课程是一个 16 个小时 16 课的课程。笔者认为课程可分为两部份：(1) 让关

怀布道者亲身经历福音大能，认识福音乃为信徒及非信徒而设；(2) 建立布道技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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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朋友或肢体关系中，了解他人需要，从见证上帝的救赎大爱和自己领受福音的真

实，带领他人同走天路历程。 

司提反关怀系统则为训练教会信徒，彼此在人生困难时，同理同心同行的关顾系统。

此系统需要学员两年委身，首先接受 50 小时训练，及在余下时间，出席同辈督导小组。

侍奉期间，为一切愿意接受被关顾者，专心一意地提供一对一的同行关怀。  

司提反关怀系统课程所涵盖课题广泛，笔者总结为四大方面：技巧态度层面、专题探

讨层面、团队督导层面、及转介学习。(1) 技巧方面，学习如何开始及如何结束一对一关

顾关系、关顾者侍奉态度、处理自我情绪、用心聆听艺术、基督信仰式关顾(信仰资源及

仆人心态)、过程为本关顾导向、温柔肯定的相处模式、界线议题、保护私隐、电话关

顾、及危机处理。(2) 专题方面，有处理哀伤、抑郁、自杀、临终、住院、老化、长期病

患、离婚、妊娠及产后、以及灵性关怀。(3) 在团队学习层面，学员彼此支持处理自身压

力和情绪，彼此鼓励提供到位关顾，熟练技巧，忠心承担侍奉。(4) 转介学习则预备学员

在力有不逮时，学习转介求助。 

学员完成首 50 小时训练，可被委托与被关怀者同行关怀，亦同时在同辈督导小组内

持续进修及督导互勉。除学员接受课程以外，事工领袖亦需到总部所举办的培训课程中学

习。领袖学习则着重管理与行政层面，一切关于招募、陪训、运作、检讨等操作。 

1. 圣经基础圣经基础圣经基础圣经基础  

本文会讨论司提反事工，尤其在关怀布道事工及关怀系统事工上的五个重要课题，这

分别是(1) 布道、福音、和关顾的彼此关系；(2)关顾技巧的科学与艺术；(3)界线与温柔肯

定相侍；(4)关系有始有终；(5)朋辈督导。这五个课题有其圣经基础，让我们明白创办人

在心理学及信仰上钻研实践的成果。 

(1) 布道、福音、和关顾的关系 

在司提反事工有关怀布道的课程教科书中，有提及到关怀在布道和福音的角色、定义

和意义1。福音是源自三一上帝启示，让与上帝和好的好消息，传于与上帝关系有阻隔的

                                                      
1
 “True Christian evangelism is caring…” (Christain caregiving, pg.133); 关怀布道系列 – 学员手册：活现基督与人

分享祂的爱。「关怀布道是藉着『言语、行为』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传递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是一个

『过程为本』和『以对象为中心』的布道方法，目的是叫对象醒悟他们需要一位救主，进而接受上帝在耶

稣里赐下的赦免和新生命，并忠诚地回应上帝的爱。」(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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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领受的便成为他们的福音。由此可见，有阻隔的人成为福音的受众，他们不一定单单

指向未决志信耶稣的人，也是为一班与上帝不太亲近、没有全心全意依靠上帝和言行一致

的信徒。因为不信靠，信主的与不信的在属灵层面，也是可以，亦需要被鼓励而回到上帝

身边。这便是浪子回头比喻中，为父的心意，是天父的心意2。而且，这也是上帝透过道

成肉身的信息，让我们仿效和用爱实践福音布道的原动力3。本人认为，这超越争论得救

与否的问题，让我们讨论是否接受上帝爱我们的课题上面！上帝的爱对回转的人来说，是

毫不吝啬，完全接纳的上帝。那么，布道就不单是未信的人，也可以是在疑惑或困倦的肢

体中间。上帝的福音，同样地在信靠祂的人中显大。 

更重要的是，有别于一些以目标为本的福音布道方法，司提反的理念是以过程为本。

更准确地说，上帝负责事情的结果；我们却要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负责。如果明白此目标

与过程间的道理，我们应放心将结果交托给上帝，却享受今天的侍奉，忠心成为上帝的器

皿4。福音布道的目的不在信主与否，却在于能否了解别人的需要，揭示上帝在他们身上

的祝福和应许。福音布道不是突发式的一次、两次相遇，而是愿意真诚地认识人，建立关

系的布道生命、布道生活。福音布道的态度在乎关系发展，在孤独疏离的社会文化中显得

难能可贵，更符合圣经所提及的教会团契观。笔者认为这是重要的起点，因为关顾事工发

展得宜到位，则能改变功能式布道法，亦能补充福音布道的另一个被疏忽的领域。  

(2) 关顾技巧的科学与艺术 

关顾技巧为何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技巧的科学成份在于它能有条理、有系统地给人

学习，有如一切辅导学的基础课程。它是艺术是因为它在温故下，越显成熟；也因情况不

同，不能一成不变，人性遭遇千变万化，延伸出来的应对和领受自然有所不同。这门关顾

技巧贵乎在聆听。在聆听中，让受者感觉被了解，有同行相伴的实在，这也是所谓的同理

心。聆听的实践重点不在送上耳朵，聆听在乎恰到好处地利用覆述及问题，更深入明白对

方需要或光境。明白对方后，也不在乎发表意见，教导一番，为对方排难解纷，更重要的

是如何成为祭司，透过信仰资源将人带到上帝那里5。因为这关顾技巧的背后理念，深信

                                                      
2
 这是关怀布道系列课程，第二课至第五课课程依据。 

3
 Christian caregiving, pg. 136-137. 约台 4:7-19. 

4
 亚 4:6；Christian caregiving, pg. 141-143.  

5
 Christian caregiving, pg. 101-102. 信仰资源指代求祷告(第 13 课)、上帝话语的分享(第 14 课)、用上帝的祝福

(第 15 课)、一杯凉水(及时帮助, 第 16 课)、分享饶恕(第 10 课)、认罪悔改(第 11 课)。Christian care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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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在于自己和上帝，不在于关心别人的关怀者6。正常的人有能力找出自己最合适的方

法处理问题。他们或者在伤痛时，只需一个同行者，不觉孤单而已，不需一个指指点点的

人。若是事情难以担当，失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时，这已经是专业辅导员的范筹，不宜

一般肢体去处理，实需及早转介，以免延误处理问题的宝贵光阴7。 

(3) 界线与温柔肯定相侍 

界线的意思可以指为「本分」，自己有自己本分，他人也有自己本分8。以上转介的

事情，也牵涉界线的问题，关怀者易跌入过份投入的光境，不明自己作为同行者的本分，

在没有专业和实质督导训练，充当辅导员，误己误人。另外，越界参与别人的分，冠冕堂

皇的可以说成为关心他人，实质的剥夺他人磨练成长的机会9。在既安分守己，又不剥夺

别人磨练成长机会，我们只好学习温柔肯定相侍之法10。在察觉潜在问题发生之前，我们

可以用不批判的语气，温柔地用爱心说出诚实话，明白改变之道理，在乎劝勉得宜，不宜

强求，实是型造改变的土壤，其它的只能交托于上帝，望其早日改变11。 

(4) 关系的有始有终  

司提反有一课堂讲及 Closure
12，本人译作有始有终。事工所指的是，专注(一对一)而

恒常(每周或固定)的关怀关系，总有终结的一天。但是，这不代表肢体或友谊关系的终

结，只是代表一种关系的结束及另一种关系的开始。从一个关系成功走到另一种关系是牵

涉着处理哀悼的过程。 课程教材没有列出经文去支持有始有终，反而它引用赛 50:10 下，

说明人会面对黑暗，只有依靠上帝。虽然经文与有始有终的观念比较模糊，但深思后，人

的路难免有漆黑的时候，最终的依靠总不可能是肢体，而是上帝。有肢体同行，不孤单自

然是好，靠上帝胜过黑暗才是真道。所以，作为关怀者的我们，竭尽心力在关心被关怀者

的同时，要鼓励肢体的独立性及肯定对上帝的信靠。关怀者只是同行者，我们付出时间和

关爱，但只有上帝能解困。 

                                                      
6
 We are care-giver. God is cure-giver. 本人译作「信徒关切同行，上帝医治恩惠。」 这理念源于林前 3:6。或

脚注 4。 
7
 When and how to use mental health resources. Pg. 82-98.  

8
 加 6:1-5. Stephen Ministry Training Manual. Vol. 1: pg. 125-138. 

9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Pg.199.  

10
 这出自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一书的内容。英文实为 Assertiveness，Stephen Ministry Training Manual 

Vol. 1 的标题扼要道出 Assertiveness 的要点：“relating gently and firmly”，本人译作「温柔肯定相侍」。 
11

 同脚注 4、6。 
12

 Stephen Ministry Training Manual. Vol. 2, pg. 34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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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朋辈督导13
 

司提反设立关顾事工成为一个系统，是因为课程以外，侍奉人员需要一个完整的制度

去支持他们。而且，荣神益人的侍奉要求在委托的责任上又忠心又进步。可是，问责承担

意味太重，英文也加上同辈一字，合乎中庸，名为 Peer Supervision，本人译作朋辈督

导，或在言语中淡化为朋辈支持小组。Supervision 自然有问责汇报的成分，但在整个事工

的理念下，督导是朋辈的事，有协助互勉之意，不在乎高低之间的督导。而且，问责汇报

是出于接纳不完美的尝试，仍支持忠心的侍奉，让侍奉肢体在侍奉过程中成长。所以，才

以帖前 5.11 为课堂重点经文。今天的教学方式，大多是授课式，授课后便单人匹马，孤

身侍奉。但是，当日主耶稣差派门徒去传道时，门徒有根据点回来作汇报的(路 9:1-6, 10, 

10:1-3, 17)；当日耶路撒冷会议也差派犹大和西拉与保罗回安提阿，去解释福音真道后，

让差派的人回去汇报(徒 15.33)。可见，汇报是问责的表现。而问责汇报能够体现爱和爱

中成长包容，才是重点。 

2. 神学根据神学根据神学根据神学根据 

三一神学  

 讨论司提反事工在圣经的根据时，偶然有一些零声的神学思想，可惜它们不是一套

完整的神学论述。但是，司提反事工那建立于关系的理念，却被温氏的三一神学及关系神

学中的表述，强化起来，在神学层面上变得隐妥。因为我们在关顾事工上努力而正确地建

立关系，正反影着真实的三一神学观。 

温氏在其著作中，解释三一神是涵盖一神独特性、一体超越性、及三位丰满性的特

色14，而三位丰满性在中国文化那种高处境思维下15，产生出来性情融合、顾全关系、家

庭本位的思想进路，就是亲情神学16，信徒若能掌握三一神学，亦能明白三一上帝的内在

的亲情关系(亲情神学)和延伸出外的外显恩情关系(恩情神学)。亲情所致，乃实是融和

的，肯定既此亦彼，否认非此即彼的相互排斥二分法17。 

                                                      
13

 帖前 5:11. Stephen Ministry Training Manual. Vol. 2, Pg. 395. 
14

 中色神学，87-88 页 
15

 中色神学，42-43 页。 
16

 中色神学，87-88 页。 
17

 中色神学，93-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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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此亦彼这种中式模神论18，摆脱西方直线，承传东方循环思维逻辑、意识形态及

拟人法，尤其贡献在布道学上19。合付模神论的布道学必是整合的(integrate)，需尊重顾

全灵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存在主义。在存在层面上，福音布道时注重人性软弱，明白人

生意义的重要性，所以，聆听个人在这些范畴的探索是重要的，非传统的单向教化式所能

做到。理性层面则顾念聆听所得的背后有成因、有病理，让关顾者不失客观持平的态度，

在分享经历时，不致偏好己见或他意，总之何事应能有理可寻。灵性让我们知道感官不能

知的世界，让我们将不可知性之事交托万有的上帝，将聆听后之所知，用信仰资源劝勉交

托。三者共实践，实能体现福音在受众，信徒与否，禆益不浅。 

司提反因创办人的背景，贡献于实践心理学、实践神学，心理学在研究人性和相交

学问显其优越；温氏则补充了其神学基础之不足，显示神学上所启发的天道人性，在既心

理亦神学的融合下，丰富了继续下来的讨论。 

关系神学  

既然「既此亦彼」让司提反事工的布道学提升到融和存在、理性及灵性层。关系神

学20在人界的先纵后横，又纵又横，不也是在提示布道学，乃是先领受神恩，后广传神

恩，彼此相爱，既爱神亦爱人。不论在司提反的关怀布道事工，还是关怀系统，它们也强

调先纵后横，又纵又横的理念。上帝的恩情成为事工的动力，爱人的初衷；祂内在亲情，

也成为彼此关顾之模范。  

 关系神学中的横向关系，因爱使肢体教会内彼此关怀，也因爱延伸于外。爱的福音

就如此，耳闻目睹于未信与已信之间。这有机群体变得强壮，也发展起来，这也是温氏所

要表达的家庭神学及家庭延伸神学，那天下一家的概念21。本人觉得关系神学肯定了关系

式的福音布道，和发展优质关系的关顾事工的重要性、神学性、教会观、和宣教观。 

                                                      
18

 中色神学，210 页。 
19

 中色神学，99 页，图廿。 
20

 关系神学，第四章内容。(因电子书欠奉页数，不便例出) 
21

 中色神学，第八章，164-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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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全理论整全理论整全理论整全理论 

要达至理论完备，温氏在恩情神学一书提及三个要点22：(1) 我知道我的存在意义，

是因为我明白上帝的存在 - 本体论；(2) 我所认识的，是因为上帝透过内在及外在关系的

彰显中，让我明白由上帝而来的智慧 – 认知论；与(3) 我所作的，是因为我明白我是上帝

的差使 – 宣教学。 

 

图一：所是、所知、所行的整全理论的例子23
 

关系向关系向关系向关系向

度度度度 

关系性关系性关系性关系性 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我就是 – 上帝 我是 (所是) 

神的定位 

神就是爱 (约台 4:8)  

自存 

相互交往、互为见证 

门徒的定位： 

有上帝的样式被造 

管家(因堕落而失落)  

祭司  

被差遣使者  

群体(婚姻、家庭、社会)一分子 

存在  

(关系 

实在 

论式) 

关系性 实在 

我就是 – 上帝 我知 (所知) 

神的启示  

创造主 

道成肉身，彰显爱和救赎 

末日审判  

圣灵保惠师(约 16:8-11) 

门徒的知而行： 

单单敬拜上帝 

听命遵从教导  

例：福音布道、关爱弱小病困  

成圣功夫 – 个人及群体层面   

认知 

(关系 

神学式) 

系统神学：布道学 实践神学：自我认识、行动(所作) 

 

除了上述关注外，本人就关顾事工的发展、理论探讨，特别想强调圣灵的工作，就是

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祂启示我们人的败坏，加上上帝救赎恩情，使我们

知悉(所知)被差遣作复和大使(所是)的重要使命(所作)。这样的做学问，完善的涵盖所是、

所知、和所作，补充了任何一种在头脑、心态、行动上缺欠，让知识内化，变成生命，亦

可活出生命。 

                                                      
22

 恩情神学，第二章内容。(因电子书欠奉页数，不便例出) 
23

 参考：恩情神学 – 图三。稍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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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境考虑处境考虑处境考虑处境考虑  

处境每每让我们再度审视理论的可行性。本段只考虑两个例子，亦在下一段落作响

应。司提反事工是一个有系统处理事工的培育、实践、行政的关顾工具，在高处境的华人

圈子内，不难听到批评司提反的声音，更甚者有不合作、不妥协的存在。例如，肢体间都

是朋友，不用如此正式的去关心肢体，也用不着任何汇报。笔者也曾遇过个案，一个接一

个去探访临终肢体，病人和家人变得无奈，不敢言倦，有时安慰说话变得教训，更谈不上

任何的保密，病情流言四起，严重起来，越来越少公开需要，让肢体代求关怀，需要关怀

者怕得要命，情愿孤身独行，少些烦恼，耳根清静。教会实务上也管不上。一切所论述的

关顾理论，只是纸上谈兵，人情世故和到位关顾像是水火不容。  

另外，单独关顾人容易，合作关顾人因难。合作的不只是同辈同工层面，更是教牧与

肢体间的合作。受助者在这单独被关顾的情况下，最佳的是关顾中，见到某一人和上帝的

爱。只可惜，单独关顾只见单数，没有众数。它见不到教会肢体的爱，见不到三一群体那

群体性的爱。在最坏的情况下，关怀者也会身心灵倦致耗尽(burnout)，也成为需要被关

怀，却在孤独侍奉上，无人问津。 

5. 事工实践事工实践事工实践事工实践 

中色神学让我们知道三一神的亲情，也让我们看重中国人的关系，以上的第一个处境

虽困难，像愚公移山般，但三一神的关系神学叫我们不得放弃，叫我们先纵后横，既纵亦

横，因为这是我们的所知、所是、所作。或者，关系神学中的既此亦彼概念，也成为事工

面对处境挑战的方略，就是让两者并存，既顾念人情世故，亦实践到位关顾。人情世故的

关顾应变快速，不用司提反事工般悉心安排。但让广泛被认识下，到位的司提反关顾，会

使想被保护保密的人安心，安心地在不孤独的情况下，容让他人同行，亦可享受关顾事工

带来的好处。 

针对合作式的关顾模式，需要我们肯定肢体间有健康的群体观，就是三一神的本质是

关系性的。以下有几个情况形容三一上帝的关系，表现群体的健康合作态度24。(1) 

Polyphony 和谐的多重音韵，形容三一神中的某一位，可能在某事某时被突显，却没有掩

盖其它的两位，成为和谐乐韵；(2) 阶级在于职分，不在于本质上的分别；(3) 权威与顺服

                                                      
24

 Wan & Hedinger, pg.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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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而后产生的结果，最终还是带来对方的荣耀、喜乐。三一神彼此尊重，独立却同

心。肢体在关顾上的群体合作不易成就，但本人只相信，我们未曾真正领会，三一上帝内

在及工作间的关系，以致错过合作无间的喜乐。本人更觉得，合一见证上帝，群体合作关

顾是更美的见证，更能荣神益人。司提反关顾事工的合作机制、朋辈支持就是如此的合

作，只是见成效前，彼此要先学习这样合作的语言、操作、和态度。虽然本人实践司提反

事工时间尝浅，但学员努力体现这种合作支持的关系下，跨年龄的组员又是如此和洽互

勉，理想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实现群体侍奉观、达到如此果效，不是困难不困难的问

题，是愿意不愿意活出三一神关系第一步的问题。 

三三三三、、、、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司提反事工在实用层面，提供了一个四十年之久，仍然在培训的课程。但在做神学探

究的路上，尚欠神学、理论、处境、应用上的支持。幸运地，温氏治学法让这实践中的关

顾神学涉足于三一神学、关系神学与宣教神学之例。亦带来一翻的挑战，让关顾事工在高

处境下，处理堂会文化通俗习惯，更上一层楼。愿上帝祝福使用，荣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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