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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教会与资讯网路事工谘询会议」在香港举行、由华福主办，聚集许

多基督徒资讯科技人才以及教会牧长一同面对网路新文化，彼此都借著对方的

分享而带来许多思想与观念的冲击。并且这次大会与会人士来自各个国家，有

远从北美、英国、加拿大来的弟兄姊妹，也有从东南亚各地聚集的网路事工

者。打开彼此的眼界，看到网路事工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需要。然而此次

的收获并不是单单在于网路联合事工上，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从新思考台湾与举

世教会共同面临的宣教挑战。 

会中有陈约翰牧师分享过去在美国波士顿十一年的对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宣

教经验。起初他使用过去很有效的「个人布道法」、「小组布道法」、「群体

布道法」传福音，但竟遭遇挫败。于是他探其原因，发现上述三种布道法本质

上含有浓厚个人主义精神与市场销售术，故对 60、70 年代的美国人特别「有

效」。然而对于今日的美国人，背后的文化思想已转为「后现代」架构，所以

这三种布道法当然失去其「有效性」。 

而对于从事网路布道的我们更是感受到过去的许多「布道法」需要调整与

修正。因为从网路的匿名特性使中国人脱下「温文儒雅」的面具、勇与表达内

心愤怒与感受， 于是我们在网路上看到太多因著「个人布道法」受伤害的非基

督徒在网路传媒上表达愤怒，另有人表示一些「布道法」充满浓厚的直销(传

销)、拉保险的商业气味。当然这不是全是「布道法」带来的问题。更有可能的

原因在于布道过程中没有足够的福音内涵作为支持。许多人所传福音内容简陋

到只有「信耶稣得永生」、「上帝爱你」。当福音内容过于简陋时，就会充满



直销(传销)、 拉保险的商业气味。于是「信耶稣得永生」被非基督徒误为交换

性救赎。我给上帝「信」，于是祂给我「永生」。而「上帝爱你」在非基督徒

耳中听来跟流行音乐 「滚石爱你，永志不渝。」的口号没啥两样。所以或许我

们更该重视的是如何充实传福音者对福音本质更深厚的认识，而能把福音的丰

富性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就好像目前已经有人用篮球布道，或小说、漫画传

福音，有人用诗歌、英语教学，或用电影、流行音乐传达福音。而在网路上，

其实有著更多的福音管道待人投入。例如「性」版讨论区充斥许多不道德的性

观念，其实基督徒可以借著传达基督教的性爱观，让人羨慕基督徒圣洁的性爱

生活。1615 期的论坛报指出「校园男女关系无法可管」。其实基督徒大可以透

过进入连线「婚姻交友」讨论区或是「男女关系」讨论区表达圣经的「性

观」，就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对男女关系的看法。约翰福音说「主的羊听主的

声音」，恐怕我们是太早就放弃宣扬主的声音，或者我们太拘泥用传统的方式

来表达，以至于主的羊根本听不到主的声音。 

在布道事工中，很重要的另一点就是认识所传的对象。在香港「突破」机

构从事青少年事工的梁永泰博士特别对「电脑」新传媒与青少年的互动关系深

入的研究。而这个研究对于现在与往后十年、二十年的「福音」预工与策略有

很大的帮助。因为现在的青少年就是国家社会未来的中坚份子。梁博士认为这

种「电脑」新传媒不只是人类众传播沟通工具中增加一项这么单纯而已，反而

这种新传媒会使青少年在生活习惯上、学习上、思维上有著巨大的转变。 

处在台湾就可以体会到青少年所谓的新新人类光在学习方式已跟过去有很

多不同。早期的农业时代，家庭结构多为大家庭或核心家庭，父母与孩子多有

相当的亲子互动。即使当父母忙于工作时，也有祖父母负起教育小孩的职责。

到了工业时代，许多原本由亲人担负的青少年教育责任渐渐由家庭教育转为学

校教育，专职的老师取 代亲族家长的角色。而现在进入资讯时代，青少年的学

习多半经由同辈相授或由电脑 CAI（辅助教学）取代。好比青少年要研究虫鱼

花鸟，不用等到上生物课得抬头挺胸坐著、注视老师黑板所写、聆听授课内容

才能学到。他们只要花数百元买片生物光碟 CD，坐在家里陀著背、翘著二郎



腿、还一边喝柠檬红茶，就可以学习生物的特性知识，甚至还可听见其声音、

看见其影像。于是亲切可人的电脑取代规范严谨老师的教导位份。 

面对教会的布道以及牧养事工，我们该去思考上述这些问题。对布道事工

而言，我们布道的对象特质已经改变时，是否有针对教会所处在的社区文化里

面找到合适的「布道法」？还是仍然一味沿用过去 60、70 年 代的布道方式？

而所传的「福音」，其内容的丰富性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而对于

牧养事工而言，当牧养的对象特质已经改变时，我们的团契或小组生活过去传

统单方面宣讲模式是否要加以修改？整个教会结构是否要采取什么新的方式来

面对新文化的挑战？我想这是教会牧长应该一同深思并研拟因应对策，毕竟电

脑和网际网路不止单纯的带来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也将同时对当代的文化带来

深刻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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