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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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得蒙教會支持，採用司提反事工材料支持關顧事工發展，長達五年光陰。司提反事工

依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用於福音佈道上，傳達與上帝和好的福音，亦用於危難關顧

上，叫人得上帝醫治的福音。事工教材透過淺易地引述有關的聖經經文，深入淺出地教導

關顧方面的理論及實踐，可唯貢獻良多。奈可目標受眾是北美主流信徒，作者也是北美心

理輔導員，教材偏重北美文化及主流社群的應用，並沒有發展任何重要又完美的神學基

礎，也沒有建議處境化的調整。當教材在不同文化背景及處境下實踐，自然會面對不少挑

戰，如同工的接納、肢體的認識，甚至被誤為「西學」、或「實用心理學」，不合華人關

顧實情。本人願透過在佈道學課堂，所學到的溫氏理論神學，及實踐神學中評估事工，讓

事工、同工、肢體在能有縱向及橫向的關係建立，取司提反事工之長，補其顧念不及之

短。 

2. 目的：  

透過「溫氏治學五要」檢視司提反關懷系統，強化司提反事工在教會佈道事工和關

顧事工的合作及發展。 

3. 鑰詞介定： 

• 司提反事工、司提反關懷系統、關懷佈道課程 

司提反事工從 1975 年開始，由一位身兼牧者和心理輔導師的 Kenneth  Hau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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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立。該事工發展出不同的教材，大部分從關顧顧事工中出發，亦有部分為

關顧事工前後作培訓準備而設，如恩賜發掘和發揮的課程，有為型造小組內關

係的小組及查經訓練。此事工被命名為司提反，皆因源於司提反在使徒行傳六

章的初期教會歷史中，開啟照顧老弱婦孺的關顧事工之故。當中在本文經常提

及的課程有兩個：司提反關懷系統、關懷佈道課程。前者主攻危難病困的關顧

工作；後者關心福音佈道事工。 

• 溫氏治學五要 

溫氏提出做學問、研究課題的方法，有以下五方面的考量，才是完整的神學學

問態度。五要包括：合乎聖經基礎 (scripturally based) 神學穩妥 (theologically 

sound) 理論整全 (theoretically coherent) 適切處境 (contextually relevant) 具體實

用 (practically applicable)。 

• 溫氏的三一神學、關係神學、中式神學 

溫氏中式神學指採用中式文化那高處境的思路，尤其在重關係的範圍上探討神

學(中式神學)，由此進路產生出一種既此亦彼的融和理論，以三一神論為例：

上帝既是一神又是三位，一沒有排斥三，三也容納一。這種三而一、一而三的

豐富性，彰顯了三位一體內的親情，指導親情神學。然而，三一神的內在親

情，不只是內歛；三一神的愛，亦向外延伸，外顯成為恩情，福澤被造界，變

成創造和救贖。親情與恩情之間在上帝和人處境下，甚至是兩者間的關係，成

為了關係神學的重點，上帝先橫後縱，又橫又縱；人也先縱後橫，又縱又橫，

彼此活在關係中。 

二二二二、、、、 司提反事工司提反事工司提反事工司提反事工簡介及檢視簡介及檢視簡介及檢視簡介及檢視  

本文會提及兩個從司提反事工發展出來的事工課程：一個關懷佈道課程，一個是關懷

系統課程。前者專注福音佈道，後者注重非一般的關顧情況，就是那些比較嚴重，有影響

其身心靈群健康的危機關顧。另外，後者異於前者，因它設有督導機制。本人在事工中柔

合這兩個課程，原因是它們涵蓋肢體在教會生活中，可能面對的大部份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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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佈道課程是一個 16 個小時 16 課的課程。筆者認為課程可分為兩部份：(1) 讓關

懷佈道者親身經歷福音大能，認識福音乃為信徒及非信徒而設；(2) 建立佈道技巧，認識

從建立朋友或肢體關係中，了解他人需要，從見證上帝的救贖大愛和自己領受福音的真

實，帶領他人同走天路歷程。 

司提反關懷系統則為訓練教會信徒，彼此在人生困難時，同理同心同行的關顧系統。

此系統需要學員兩年委身，首先接受 50 小時訓練，及在餘下時間，出席同輩督導小組。

侍奉期間，為一切願意接受被關顧者，專心一意地提供一對一的同行關懷。  

司提反關懷系統課程所涵蓋課題廣泛，筆者總結為四大方面：技巧態度層面、專題探

討層面、團隊督導層面、及轉介學習。(1) 技巧方面，學習如何開始及如何結束一對一關

顧關係、關顧者侍奉態度、處理自我情緒、用心聆聽藝術、基督信仰式關顧(信仰資源及

僕人心態)、過程為本關顧導向、溫柔肯定的相處模式、界線議題、保護私隱、電話關

顧、及危機處理。(2) 專題方面，有處理哀傷、抑鬱、自殺、臨終、住院、老化、長期病

患、離婚、妊娠及產後、以及靈性關懷。(3) 在團隊學習層面，學員彼此支持處理自身壓

力和情緒，彼此鼓勵提供到位關顧，熟練技巧，忠心承擔侍奉。(4) 轉介學習則預備學員

在力有不逮時，學習轉介求助。 

學員完成首 50 小時訓練，可被委託與被關懷者同行關懷，亦同時在同輩督導小組內

持續進修及督導互勉。除學員接受課程以外，事工領袖亦需到總部所舉辦的培訓課程中學

習。領袖學習則着重管理與行政層面，一切關於招募、陪訓、運作、檢討等操作。 

1. 聖經基礎聖經基礎聖經基礎聖經基礎  

本文會討論司提反事工，尤其在關懷佈道事工及關懷系統事工上的五個重要課題，這

分別是(1) 佈道、福音、和關顧的彼此關係；(2)關顧技巧的科學與藝術；(3)界線與溫柔肯

定相侍；(4)關係有始有終；(5)朋輩督導。這五個課題有其聖經基礎，讓我們明白創辦人

在心理學及信仰上鑽研實踐的成果。 

(1) 佈道、福音、和關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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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提反事工有關懷佈道的課程教科書中，有提及到關懷在佈道和福音的角色、定義

和意義1。福音是源自三一上帝啟示，讓與上帝和好的好消息，傳於與上帝關係有阻隔的

人，領受的便成為他們的福音。由此可見，有阻隔的人成為福音的受眾，他們不一定單單

指向未決志信耶穌的人，也是為一班與上帝不太親近、沒有全心全意依靠上帝和言行一致

的信徒。因為不信靠，信主的與不信的在屬靈層面，也是可以，亦需要被鼓勵而回到上帝

身邊。這便是浪子回頭比喻中，為父的心意，是天父的心意2。而且，這也是上帝透過道

成肉身的信息，讓我們仿效和用愛實踐福音佈道的原動力3。本人認為，這超越爭論得救

與否的問題，讓我們討論是否接受上帝愛我們的課題上面！上帝的愛對回轉的人來說，是

毫不吝嗇，完全接納的上帝。那麼，佈道就不單是未信的人，也可以是在疑惑或困倦的肢

體中間。上帝的福音，同樣地在信靠祂的人中顯大。 

更重要的是，有別於一些以目標為本的福音佈道方法，司提反的理念是以過程為本。

更準確地說，上帝負責事情的結果；我們卻要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負責。如果明白此目標

與過程間的道理，我們應放心將結果交托給上帝，卻享受今天的侍奉，忠心成為上帝的器

皿4。福音佈道的目的不在信主與否，卻在於能否了解別人的需要，揭示上帝在他們身上

的祝福和應許。福音佈道不是突發式的一次、兩次相遇，而是願意真誠地認識人，建立關

係的佈道生命、佈道生活。福音佈道的態度在乎關係發展，在孤獨疏離的社會文化中顯得

難能可貴，更符合聖經所提及的教會團契觀。筆者認為這是重要的起點，因為關顧事工發

展得宜到位，則能改變功能式佈道法，亦能補充福音佈道的另一個被疏忽的領域。  

(2) 關顧技巧的科學與藝術 

關顧技巧為何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技巧的科學成份在於它能有條理、有系統地給人

學習，有如一切輔導學的基礎課程。它是藝術是因爲它在溫故下，越顯成熟；也因情況不

同，不能一成不變，人性遭遇千變萬化，延伸出來的應對和領受自然有所不同。這門關顧

技巧貴乎在聆聽。在聆聽中，讓受者感覺被了解，有同行相伴的實在，這也是所謂的同理

                                                      
1
 “True Christian evangelism is caring…” (Christain caregiving, pg.133); 關懷佈道系列 – 學員手冊：活現基督與人

分享祂的愛。「關懷佈道是藉着『言語、行為』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傳遞耶穌基督的好消息；這是一個

『過程為本』和『以對象為中心』的佈道方法，目的是叫對象醒悟他們需要一位救主，進而接受上帝在耶

穌裏賜下的赦免和新生命，並忠誠地回應上帝的愛。」(36 頁) 
2
 這是關懷佈道系列課程，第二課至第五課課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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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亞 4:6；Christian caregiving, pg. 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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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聆聽的實踐重點不在送上耳朵，聆聽在乎恰到好處地利用覆述及問題，更深入明白對

方需要或光境。明白對方後，也不在乎發表意見，教導一番，為對方排難解紛，更重要的

是如何成為祭司，透過信仰資源將人帶到上帝那裡5。因為這關顧技巧的背後理念，深信

改變在於自己和上帝，不在於關心別人的關懷者6。正常的人有能力找出自己最合適的方

法處理問題。他們或者在傷痛時，只需一個同行者，不覺孤單而已，不需一個指指點點的

人。若是事情難以擔當，失去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時，這已經是專業輔導員的範籌，不宜

一般肢體去處理，實需及早轉介，以免延誤處理問題的寶貴光陰7。 

(3) 界線與溫柔肯定相侍 

界線的意思可以指為「本分」，自己有自己本分，他人也有自己本分8。以上轉介的

事情，也牽涉界線的問題，關懷者易跌入過份投入的光境，不明自己作為同行者的本分，

在沒有專業和實質督導訓練，充當輔導員，誤己誤人。另外，越界參與別人的分，冠冕堂

皇的可以說成為關心他人，實質的剝奪他人磨練成長的機會9。在既安分守己，又不剝奪

別人磨練成長機會，我們只好學習溫柔肯定相侍之法10。在察覺潛在問題發生之前，我們

可以用不批判的語氣，溫柔地用愛心說出誠實話，明白改變之道理，在乎勸勉得宜，不宜

強求，實是型造改變的土壤，其他的只能交托於上帝，望其早日改變11。 

(4) 關係的有始有終  

司提反有一課堂講及 Closure
12，本人譯作有始有終。事工所指的是，專注(一對一)而

恒常(每週或固定)的關懷關係，總有終結的一天。但是，這不代表肢體或友誼關係的終

結，只是代表一種關係的結束及另一種關係的開始。從一個關係成功走到另一種關係是牽

涉着處理哀悼的過程。 課程教材沒有列出經文去支持有始有終，反而它引用賽 50:10

下，說明人會面對黑暗，只有依靠上帝。雖然經文與有始有終的觀念比較模糊，但深思

                                                      
5
 Christian caregiving, pg. 101-102. 信仰資源指代求禱告(第 13 課)、上帝話語的分享(第 14 課)、用上帝的祝福

(第 15 課)、一杯涼水(及時幫助, 第 16 課)、分享饒恕(第 10 課)、認罪悔改(第 11 課)。Christian caregiving 
6
 We are care-giver. God is cure-giver. 本人譯作「信徒關切同行，上帝醫治恩惠。」 這理念源於林前 3:6。或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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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出自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一書的內容。英文實為 Assertiveness，Stephen Ministry Training Manual 

Vol. 1 的標題扼要道出 Assertiveness 的要點：“relating gently and firmly”，本人譯作「溫柔肯定相侍」。 
11

 同註腳 4、6。 
12

 Stephen Ministry Training Manual. Vol. 2, pg. 34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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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的路難免有漆黑的時候，最終的依靠總不可能是肢體，而是上帝。有肢體同行，不

孤單自然是好，靠上帝勝過黑暗才是真道。所以，作為關懷者的我們，竭盡心力在關心被

關懷者的同時，要鼓勵肢體的獨立性及肯定對上帝的信靠。關懷者只是同行者，我們付出

時間和關愛，但只有上帝能解困。 

(5) 朋輩督導13
 

司提反設立關顧事工成為一個系統，是因為課程以外，侍奉人員需要一個完整的制度

去支持他們。而且，榮神益人的侍奉要求在委託的責任上又忠心又進步。可是，問責承擔

意味太重，英文也加上同輩一字，合乎中庸，名為 Peer Supervision，本人譯作朋輩督

導，或在言語中淡化為朋輩支持小組。Supervision 自然有問責彙報的成分，但在整個事工

的理念下，督導是朋輩的事，有協助互勉之意，不在乎高低之間的督導。而且，問責彙報

是出於接納不完美的嘗試，仍支持忠心的侍奉，讓侍奉肢體在侍奉過程中成長。所以，才

以帖前 5.11 為課堂重點經文。今天的教學方式，大多是授課式，授課後便單人匹馬，孤

身侍奉。但是，當日主耶穌差派門徒去傳道時，門徒有根據點回來作彙報的(路 9:1-6, 10, 

10:1-3, 17)；當日耶路撒冷會議也差派猶大和西拉與保羅回安提阿，去解釋福音真道後，

讓差派的人回去彙報(徒 15.33)。可見，彙報是問責的表現。而問責彙報能夠體現愛和愛

中成長包容，才是重點。 

2. 神學根據神學根據神學根據神學根據 

三一神學  

 討論司提反事工在聖經的根據時，偶然有一些零聲的神學思想，可惜它們不是一套

完整的神學論述。但是，司提反事工那建立於關係的理念，卻被溫氏的三一神學及關係神

學中的表述，強化起來，在神學層面上變得隱妥。因為我們在關顧事工上努力而正確地建

立關係，正反影着真實的三一神學觀。 

溫氏在其著作中，解釋三一神是涵蓋一神獨特性、一體超越性、及三位豐滿性的特

色14，而三位豐滿性在中國文化那種高處境思維下15，產生出來性情融合、顧全關係、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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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色神學，87-88 頁 
15

 中色神學，42-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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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本位的思想進路，就是親情神學16，信徒若能掌握三一神學，亦能明白三一上帝的內在

的親情關係(親情神學)和延伸出外的外顯恩情關係(恩情神學)。親情所致，乃實是融和

的，肯定既此亦彼，否認非此即彼的相互排斥二分法17。 

既此亦彼這種中式模神論18，擺脫西方直線，承傳東方循環思維邏輯、意識形態及

擬人法，尤其貢獻在佈道學上19。合付模神論的佈道學必是整合的(integrate)，需尊重顧

全靈性層面、理性層面、和存在主義。在存在層面上，福音佈道時注重人性軟弱，明白人

生意義的重要性，所以，聆聽個人在這些範疇的探索是重要的，非傳統的單向教化式所能

做到。理性層面則顧念聆聽所得的背後有成因、有病理，讓關顧者不失客觀持平的態度，

在分享經歷時，不致偏好己見或他意，總之何事應能有理可尋。靈性讓我們知道感官不能

知的世界，讓我們將不可知性之事交托萬有的上帝，將聆聽後之所知，用信仰資源勸勉交

托。三者共實踐，實能體現福音在受眾，信徒與否，禆益不淺。 

司提反因創辦人的背景，貢獻於實踐心理學、實踐神學，心理學在研究人性和相交

學問顯其優越；溫氏則補充了其神學基礎之不足，顯示神學上所啓發的天道人性，在既心

理亦神學的融合下，豐富了繼續下來的討論。 

關係神學  

既然「既此亦彼」讓司提反事工的佈道學提升到融和存在、理性及靈性層。關係神

學20在人界的先縱後橫，又縱又橫，不也是在提示佈道學，乃是先領受神恩，後廣傳神

恩，彼此相愛，既愛神亦愛人。不論在司提反的關懷佈道事工，還是關懷系統，它們也強

調先縱後橫，又縱又橫的理念。上帝的恩情成為事工的動力，愛人的初衷；祂內在親情，

也成為彼此關顧之模範。  

 關係神學中的橫向關係，因愛使肢體教會內彼此關懷，也因愛延伸於外。愛的福音

就如此，耳聞目睹於未信與已信之間。這有機群體變得強壯，也發展起來，這也是溫氏所

                                                      
16

 中色神學，87-88 頁。 
17

 中色神學，93-96 頁。 
18

 中色神學，210 頁。 
19

 中色神學，99 頁，圖廿。 
20

 關係神學，第四章內容。(因電子書欠奉頁數，不便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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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達的家庭神學及家庭延伸神學，那天下一家的概念21。本人覺得關係神學肯定了關係

式的福音佈道，和發展優質關係的關顧事工的重要性、神學性、教會觀、和宣教觀。 

3. 整全理論整全理論整全理論整全理論 

要達至理論完備，溫氏在恩情神學一書提及三個要點22：(1) 我知道我的存在意義，

是因為我明白上帝的存在 - 本體論；(2) 我所認識的，是因為上帝透過內在及外在關係的

彰顯中，讓我明白由上帝而來的智慧 – 認知論；與(3) 我所作的，是因為我明白我是上帝

的差使 – 宣教學。 

 

圖一：所是、所知、所行的整全理論的例子23
 

關係向度關係向度關係向度關係向度 關係性關係性關係性關係性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存在  

(關係 

實在 

論式) 

我就是 – 上帝 我是 (所是) 

神的定位 

神就是愛 (約臺 4:8)  

自存 

相互交往、互為見證 

門徒的定位： 

有上帝的樣式被造 

管家(因墮落而失落)  

祭司  

被差遣使者  

群體(婚姻、家庭、社會)一分子 

關係性 實在 

認知 

(關係 

神學式) 

我就是 – 上帝 我知 (所知) 

神的啟示  

創造主 

道成肉身，彰顯愛和救贖 

末日審判  

聖靈保惠師(約 16:8-11) 

門徒的知而行： 

單單敬拜上帝 

聽命遵從教導  

例：福音佈道、關愛弱小病困  

成聖功夫 – 個人及群體層面   

系統神學：佈道學 實踐神學：自我認識、行動(所作) 

 

除了上述關注外，本人就關顧事工的發展、理論探討，特別想強調聖靈的工作，就是

為義、為罪、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祂啟示我們人的敗壞，加上上帝救贖恩情，使我們

知悉(所知)被差遣作複和大使(所是)的重要使命(所作)。這樣的做學問，完善的涵蓋所是、

                                                      
21

 中色神學，第八章，164-200 頁。 
22

 恩情神學，第二章內容。(因電子書欠奉頁數，不便例出) 
23

 參考：恩情神學 – 圖三。稍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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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和所作，補充了任何一種在頭腦、心態、行動上缺欠，讓知識內化，變成生命，亦

可活出生命。 

4. 處境考處境考處境考處境考慮慮慮慮  

處境每每讓我們再度審視理論的可行性。本段只考慮兩個例子，亦在下一段落作回

應。司提反事工是一個有系統處理事工的培育、實踐、行政的關顧工具，在高處境的華人

圈子內，不難聽到批評司提反的聲音，更甚者有不合作、不妥協的存在。例如，肢體間都

是朋友，不用如此正式的去關心肢體，也用不着任何彙報。筆者也曾遇過個案，一個接一

個去探訪臨終肢體，病人和家人變得無奈，不敢言倦，有時安慰說話變得教訓，更談不上

任何的保密，病情流言四起，嚴重起來，越來越少公開需要，讓肢體代求關懷，需要關懷

者怕得要命，情願孤身獨行，少些煩惱，耳根清靜。教會實務上也管不上。一切所論述的

關顧理論，只是紙上談兵，人情世故和到位關顧像是水火不容。  

另外，單獨關顧人容易，合作關顧人因難。合作的不只是同輩同工層面，更是教牧與

肢體間的合作。受助者在這單獨被關顧的情況下，最佳的是關顧中，見到某一人和上帝的

愛。只可惜，單獨關顧只見單數，沒有眾數。它見不到教會肢體的愛，見不到三一群體那

群體性的愛。在最壞的情況下，關懷者也會身心靈倦致耗盡(burnout)，也成為需要被關

懷，卻在孤獨侍奉上，無人問津。 

5. 事工實踐事工實踐事工實踐事工實踐 

中色神學讓我們知道三一神的親情，也讓我們看重中國人的關係，以上的第一個處境

雖困難，像愚公移山般，但三一神的關係神學叫我們不得放棄，叫我們先縱後橫，既縱亦

橫，因為這是我們的所知、所是、所作。或者，關係神學中的既此亦彼概念，也成為事工

面對處境挑戰的方略，就是讓兩者併存，既顧念人情世故，亦實踐到位關顧。人情世故的

關顧應變快速，不用司提反事工般悉心安排。但讓廣泛被認識下，到位的司提反關顧，會

使想被保護保密的人安心，安心地在不孤獨的情況下，容讓他人同行，亦可享受關顧事工

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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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合作式的關顧模式，需要我們肯定肢體間有健康的群體觀，就是三一神的本質是

關係性的。以下有幾個情況形容三一上帝的關係，表現群體的健康合作態度24。(1) 

Polyphony 和諧的多重音韻，形容三一神中的某一位，可能在某事某時被突顯，卻沒有掩

蓋其他的兩位，成為和諧樂韻；(2) 階級在於職分，不在於本質上的分別；(3) 權威與順服

的出現而後產生的結果，最終還是帶來對方的榮耀、喜樂。三一神彼此尊重，獨立卻同

心。肢體在關顧上的群體合作不易成就，但本人只相信，我們未曾真正領會，三一上帝內

在及工作間的關係，以致錯過合作無間的喜樂。本人更覺得，合一見證上帝，群體合作關

顧是更美的見證，更能榮神益人。司提反關顧事工的合作機制、朋輩支持就是如此的合

作，只是見成效前，彼此要先學習這樣合作的語言、操作、和態度。雖然本人實踐司提反

事工時間嘗淺，但學員努力體現這種合作支持的關係下，跨年齡的組員又是如此和洽互

勉，理想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實現群體侍奉觀、達到如此果效，不是困難不困難的問

題，是願意不願意活出三一神關係第一步的問題。 

三三三三、、、、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司提反事工在實用層面，提供了一個四十年之久，仍然在培訓的課程。但在做神學探

究的路上，尚欠神學、理論、處境、應用上的支持。幸運地，溫氏治學法讓這實踐中的關

顧神學涉足於三一神學、關係神學與宣教神學之例。亦帶來一翻的挑戰，讓關顧事工在高

處境下，處理堂會文化通俗習慣，更上一層樓。願上帝祝福使用，榮神益人。 

                                                      
24

 Wan & Hedinger, pg.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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