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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碩然主編。《提升生命素質的培育》。香港：華人基督敎宗敎 

敎育促進會，2001。 

基督教教育的目標是要把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一 

28)幫助人與救主基督耶穌建立蒙救贖的關係（稱義），並且扶植他們在這新生 

命上得以建立（成聖），至終把長進成熟的生命呈獻在寶座上的神（得榮耀）。 

這一切皆是源於對基督給教會的大使命。1要在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段裡，介紹基 

督給世人’並讓人接納’是教會所面對的 大挑戰。處身這個後現代時期，世人 

的聖經知識愈來愈貧乏；人在追求多元化世界觀的過程裡，棄絕了許多社會基要 

價值。倫理道德的相對性從根本損害社會傳統的文化和結構，帶給新生代極大的 

困惑和迷茫，無法明確地定位人生。根據聖經的教導，除了神以外，在這個世界 

上只有兩樣東西是永存的：就是神的道和人的靈魂(詩一一九89 ；賽四十8 ；太 

五18 ；彼前一 M � 2 5 )，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主要的職責，就是將二者結合起 

來。在現代的處境下，這職責較過往任何時候更具挑戰。 

由黃碩然博士主編，華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出版的《提升生命素質的 

培育》正是對這挑戰的具體回應。這是一本基督教教育事工的文獻集，收集過去 

十年內，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在不同刊物發表的專文、研究心得，和感想等，這是 

華人基督教教育促進會於1989年成立以來，所出版的_二冊文集。2全書共收 

集五十二篇文章，3除導言外，所有文章分四大類：成長篇、導論篇、分齡教育 

篇，和主日學篇。在成長篇內，收集了十篇個人分享(其中七篇為約稿，特為這 

文集而寫的），作者分享在生命成長的歷程中，影響他們的人或事，紀念那些曾 

I基督在升天以先，給教會的大使命是「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二十八 

18〜20)要達成這任務，教會要關注兩方面：就是傳揚福音和教育主道。這好像一把兩 

刃的利劍’讓教會能完滿地達成目標。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不單要熱心傳揚福音’為信徒施 

洗，更要藉著完備的教育系統，提升信徒生命的素質，讓他們經歷基督生命的豐盛(約十 

10)，藉此彰顯賜生命的主的豐富。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8至20節的精確分析’可以參看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641 -45� 

2第一本文集於1990年出版’由吳梓明博士主編，書名為《邁向90年代的基督教宗 

教教育》。 

3粗略統計’在五十二篇文章中’長一至二頁的佔10篇（19%)；三至四頁的最多， 

共有三十一篇(60%)；餘下的十一篇是五頁或以上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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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在他們生命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的人的功勞’並帶出基督教教育的重要理 

念：以生命影響生命。這等見證成為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的強心針：做在人身上 

的，一切不徒然。 

導論篇共收集十六篇文章，分為兩個部分：理想的基督教教育和導向與策 

略’各收錄八篇文章。理想的基督教教育部分，文章主要是理念性的。其中吳梓 

明博士的兩篇文章：〈提升生命素質的教育〉和〈生命的培育與培育者的生命〉 

較具代表性。在導向與策略部分，蕭克諧的〈現代基督教宗教教育發展之趨勢〉 

一文，雖是1990年的作品，卻仍是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不能錯過的。全文探討過 

去二百年來基督教宗教教育發展的趨勢，為讀者上了寶貴的一課。另外，黃碩然 

博士的〈分齡培育和教牧領導策略〉，以及吳梓明博士的〈邁進二十一世紀的基 

督教家庭宗教教育〉都是不能錯過的。 

分齡教育篇也分為兩部分：兒童、青少年（七篇），及成年、老年（六 

篇）。所收集的文章都是針對特定年齡組別的需要，提供培育方面的具體理念和 

實踐方法。其中黃成榮博士兩篇關乎青年培育的文章：〈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青年 

牧養工作〉及〈如何使青年事工再現朝陽〉，都很適切現時教會需要，文章給予 

讀者不少正面的挑戰，為更美好的青少年培育工作提供具體的概念和路向。 

雖然過去一段長時間，基督教教育曾被視為兒童和青少年教育，但隨著時 

代的變遷，這誤解已漸漸糾正過來。今日，基督教教育事工已演變為多元性、多 

向度的事工，成年和老年的培育工作愈趨重要，也愈來愈受教會重視。分齡教育 

篇裡六篇關乎成年、老年培育的文章，分別論及成年信徒的牧養’未嫁姊妹的培 

育，和針對老人的佈道和培育等。譚司提反博士兩篇較學術性的文章：〈教會中 

成年人之品格塑造與培育〉和〈年長者智力知多少？〉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後是主日學篇。近年主日學在中外教會圈子中，成為熱門討論的課題° 

在過去二十年內，西方教會的主日學出席率持續下降；香港教會信徒出席主曰學 

等教育性質的聚會，也只在三至四成左右，
4
因而引起不少的討論’主日學這種 

培育生命的模式是否已經不合時宜呢？本書所收集十二篇有關主日學的文章’作 

者基本上仍肯定主日學在培育生命方面的重要性。無論是否繼續稱為「主曰 

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在1999年的「教會普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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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統性和全面性的聖經教育，仍是整個生命培育的基礎，這也是教會在提 

升生命素質的培育方面應持守的。黃碩然博士的〈主日學對信徒培育的貢獻及 

展望〉一文極具代表性。其餘的文章也很具實用價值。 

此外附錄部分的基督教宗教教育參考書目，分類羅列中英文參考書共181 

冊，是不可多得的資料庫。 

綜觀全書，除了三數篇文章外，絕大部分都是近年的作品，可見基督教教 

育在華人教會漸受重視，這是一個可喜的現像。盼望藉著更多人的參與和推動’ 

能為培育信徒生命的事工’奠下美好的基礎，發揮更美的果效。在提升信徒生命 

素質的同時，也叫教會更能成為美好的見證。 

呂缚安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