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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深深影響著青少年，也影響著教會的領導。首先，教會的領導層越來越老

化，今天香港的神學生平均年齡近 40歲，宣教士平均年齡近 48歲。此外，年青

一代的領導很難建立起來。他們不是被標簽為「八十後」，就是與年長的領袖和

長執們格格不入。這些衝突除了個人因素外，相信與「現代」及「後現代」文化

衝突有關。 

 

A. 「「「「現代現代現代現代」」」」管理模式的困境管理模式的困境管理模式的困境管理模式的困境  

「現代」管理的工作是計劃 (planning)、組織 (organizing) 及監控 

(controlling)。公司的高層指揮下屬「與同工合作完成工作計劃」。公司分成高

層，中層管理及基層工人。結果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領導方式及講求效率成果

的公司。 他們的公式是「成功 = 人力 + 組織 + 成果」。今天很多大型堂

會都仿效這種商界的模式，追求人數的增長。 

 

這種「現代」管理模式在後現代文化有以下的問題:  

i. 由上而下的領導模式由上而下的領導模式由上而下的領導模式由上而下的領導模式: 領導者有很強的領導者意識，很重視計劃及目標能否

完成，結果員工只是完成計劃的棋子，順從文化也隨之而生，因為誰不順從，

誰便不能立足。另一個場景是領導人沒有計劃目標，他們也害怕改變和新方

法策略，結果教會原地踏步，沒有方向和突破。 其實，為什麼不讓肢體中

間有創意有負擔的人，發揮他們的恩賜和創意，讓他們在不同層次和崗位內

發揮呢？ 我們看見很多教會的領導層不動。卻由有心肢體帶動新事工。 

  

ii. 層級式決策繁複層級式決策繁複層級式決策繁複層級式決策繁複: 由上而下的領導也容易引發層級架構，一個小的決定，要

經過層層級級會議通過，才可以實行。這是層級引來的監控文化，很怕做錯

事和出亂子。這種廢時失事的層級監控，使有創意和有抱負的新領導，失去

空間服事，也使他們望而卻步，甚至辭職離去。其實我們的架構應該是平面

流線型架構，盡量減少會議，多花時間關心人服事人，也讓同工和長執肢體



多有發揮空間。我們強調要「掂人」，因為若不接觸人，只是高高在上不吃

人間煙火的領導，必然帶錯教會，因為不了解羊群。 

 

iii. 家長式的監控和管束家長式的監控和管束家長式的監控和管束家長式的監控和管束: 「現代式領導」嘗試以指揮、監控 (control)和管束來

領導的公司，員工會盡量跟從指示，只作上層命令及容許的的去作，免生麻

煩和爭論。過度監控的結果只會使肢體不積極，少作的少錯。也會使人失去

創意，一切照以往的做法和傳統，一成不變。家長式管束文化也會對肢體的

行為設下一套有形無形的規條，使肢體間的關係趨於批判，緊張留意別人有

否「犯規」多於關懷他的需要和掙扎，找出對方錯誤多於接納和體諒。其實

管束人比起服事關心人更容易。此外，很多領導者都歎息自己高處不勝寒，

沒有朋友，也不方便向人透露自己的內心世界，難怪很多這些領導者都不能

與人建立深入關係。其實這種孤單感是因為想要與下屬保持距離，才可以執

行監管。我們應該以服事和關懷，代替「現代式」管理的管束和監控。新領

導應該是滿有關懷和憐憫的。 

 

iv. 失失失失去創意去創意去創意去創意: 隨著時代文化的轉變，很多以往行之有效的方法都變得陳舊失

效，便需要有新策略及新方法，只要核心價值不變，做法和策略是可以隨時

代而改變。舊領袖基於以往的知識及經驗，以往的假設及習慣作決定，這些

是較有把握和安全感，亦是懷緬過去的成功，但以往的成功並不一定在新文

化內行得通，結果是不能更新及重覆地犯錯。後現代的領袖需要學習問問

題，不是給答案，然後大家同心按各人的恩賜及聖靈的引導尋求答案。 

 

v. 互相競爭互相競爭互相競爭互相競爭: 最高領導之下各部門都是各自為政的，為了爭取成果，必然互相

競爭，爭資源，爭地方及爭取突出。這種競爭心態也會在事奉人員中出現，

爭取誰人作主及誰有最大權力，這種情況若出現在教會領導層，例如國際大

學團契(IVF)曾出現兩派理念的競爭，就是以同工為主導或是以學生為主導

的校園團契。這種相爭使同工分化。今天，我們有沒有類似的爭競，究竟由

長老主導或是由傳道人主導？ 倘若長老及傳道人不能合作無間，實行帶職

專職雙翼齊飛，互相信賴，互相尊重，有隨和 (easygoing) 的愉快氣氛，後

果嚴重，新領導者會容易離職，未加入的也不欲加入。後現代領導必須學習

無私領導 (no personal agenda)，不為自己的地位權力，不求自己成為「英

雄」，只求服事，如主耶穌為門徒洗腳。 

 

vi. 事工為主導的關係事工為主導的關係事工為主導的關係事工為主導的關係: 今天很多機構和教會都是「有事工才有關係」。這種關

係在後現代是行不通的。某機構的同工中，有一半是來自破碎家庭，同工需

要的是關懷、接納、凝聚、安全的群體。他們不需要命令他們作什麼，而是

幫助他們找到他們是誰，他們的付出。後現代的領導不再單重視「完成工作」

(get task done)，而是「建立群體」(community building)。不再單重視目標，



而是更重視關係。 

 

vii. 現代式的專家領導現代式的專家領導現代式的專家領導現代式的專家領導: 現代式的領導是在面對問題時，領導者自以為擁有所有

的答案，或是他自以為資深或通曉，懂得解決問題。由於後現代的問題越來

越複雜，加上普遍對領袖及「技術官僚」的失望，人們盼望領袖們認真地面

對問題，不要滿足於別人告訴的簡單的答案，反而大家同心，使用各人的恩

賜及專長，共同尋求答案。 

「現代領導」模式比較似建築師，他們重視是否按照原來藍圖的計劃，長短

期的目標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適 (program oriented)，工作是否精準可測，

監控是否嚴密。「後現代領導模式」比較似園丁或農夫，農夫需要有彈性，

不肯定和難預計，要留意很多環境因素，如水份陽光溫度等，也需要忽耐，

因為每棵植物都有不同成長速度和特質，農夫需要個別關心和照顧。 

 

因此我們要學習認識後現代文化及反思如何牧養和領導，也要留意我們中間在後

現代文化中成長的領袖。若新領袖的事奉沒有空間，沒有創意，沒有希望，綁手

綁腳，只有工作，沒有關懷，沒有歸屬，他們便會離開或不願投入，長遠來說，

教會便會因缺乏新領袖而衰落，甚至衰亡。 

 

B. 「「「「後現代後現代後現代後現代」」」」領導模式領導模式領導模式領導模式 

i.建立群體建立群體建立群體建立群體，，，，彼此服事彼此服事彼此服事彼此服事 

後現代處境的事奉需要群體的建立，在群體中，大家可以分享同一個異象，同一

個目標，然後齊心努力。大家的關係密切，彼此關心，互相分享彼此的內心世界，

以彼此尊重及彼此信任來連繫關係，超過大家的不同及矛盾。領導者其實有很多

角色，他是異象傳遞者、教練、隊工建立者、溝通促進者、聯絡者、聆聽傾訴者

等。他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與隊員同行，分擔他們的困惑。他不知道很多問題的

答案，但他謙卑地與隊員一起尋求更多的可能性，他的胸襟非常開濶，並且知道

單靠自己是不行的，他需要其他人的幫助。他切實地是一位僕人領袖，服事所有

隊員。主說: 「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ii. 異象傳遞者異象傳遞者異象傳遞者異象傳遞者 

異象好像一幅畫或影像，把神自己的心意感動領導者。但神的異象並不是很清

楚，可以計劃及可以預測的，異象卻可以給予方向。後現代領導者深明單靠自己

的熱誠及昧力，不能完成神的異象，他需要聖靈的能力，更需要其他人參與的團

隊。他的工作就是把從神而來的異象傳遞，吸引同心同路的人，擺上自己的身心

靈，投入異象中，發揮自己的恩賜專長。他需要有廣濶的領導容量 (leadership 

capacity)，這容量超過一些純領導技巧，是一種能帶領團隊進入未知及未曾走過

的世界，正如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過約但河一樣:「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

過。」(書三 4)。 



 

iii. 品格及生命品格及生命品格及生命品格及生命 

從以上的討論，現代的領導是監控( Control)，命令( Command)，及名望

(celebrity)，取而代之的後現代領導是聯繫(Connect)，聯合(coalesce)，聚合

(converge)，合作(collaborate)及相交(commute)。這些領袖需要由工作主導，變成

喜歡接觸人，「掂人」，關心人，接納人，不批判人，有愛心，容易與人建立關係，

容易與人親近。教導信徒互相建立群體的經文，在新約中很多。 

 

此外，真誠及願意坦白分享自己的失敗和軟弱也很重要。很多領袖戴著屬靈

不敗的面具，他們不明白別人的感受，也不明白自己的感受和情感的需要，他們

很易否認及忽略自己內心世界。所以，很多領袖的家庭關係出問題，傷害自己家

人的情緒及肉體，甚至有婚外情。我們若不懂處理自己的情緒，怎能幫助各種心

靈有需要的人呢？ 情緒智商(EQ)其實就是感受別人內心的痛苦的能力。若我們

對自己的內心不敏銳，如何對別人的痛苦敏銳呢？ 很多領袖發現若他們坦白誠

認自己的軟弱，其他的隊員也會對他更信任，也更容易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這

樣真摯的關係就被建立起來了。 

 

iv. 如何建立新領袖如何建立新領袖如何建立新領袖如何建立新領袖 

現時，大部份華人教會的領袖年紀漸長，而年輕的領袖卻很少，我們實在需要多

思想，怎樣使年輕的領袖產生出來。除了以上所討論，要除去使年輕領袖逃跑的

陷阱外，領袖的產生不是自動的，必須由現在的領袖，用心及花工夫去培訓新一

代領袖。以下是一些小小的建議:  

� 與他們多接觸，多建立關係。目標是由分散到聚焦培訓一群，達至建立忠誠

關係。 

� 與他們多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自己的恐懼和掙扎，自己的得失成敗。但請

記著他們可能因以往的經歷而害怕建立關係。目標是由恐懼到互相信任，最

後成為伙伴。 

� 也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成長很多都是破碎的，自我形象很低落和乏

安全感。他們需要鼓勵、肯定、支持和引導。目標是由破碎達至醫治。 

� 讓他們參與事奉及一同決策。目標是讓他們建立事奉的熱誠，然後滿有使命

感。 

� 存開放及願意外變的心，常提醒自己方法和策略是可以隨文化而變。目標是

由守舊達更新事奉，使新領袖可以發揮創意而不必懼怕。 

� 當然不同的培訓課程去教導教會的核心價值觀也是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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