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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 Larsen, Caring for the Flock: Pastoral 
Ministry in the Local Congregation ( Crossway 
Books ) , 1991. 

周建華評 

導言 

Roots, Roles, Relationships, Rites, Rethinking 這五個標題，概括 

了本書作者要探索的主要方向。本書作者在前言指出其寫作傾向 

是保守的，因爲他認爲在這時代中，基本重點常被遺忘、忽視。 

內文五大部份，大致涵括了敎牧事奉的主要範疇。當然因著 

本書作者豐富、全面的牧會經驗，使他可以在處理某一問題時， 

旁徵博引地提出許多幫助敎牧深入探討某一問題的材料°此等材 

料，在書中，舉目皆是。對讀者而言，可以按他們的喜好或需要， 

參閱相關的材料，以便在個別問題上，得著具體而實際的幫助° 

作爲另一文化處境中的讀者，筆者發覺在閱讀本書的過程 

中，常無法完全掌握作者的觀念與引例，因爲作者所引用的，絕 

大部份是西方神學、心理學、輔導學、文學等著作所提及的經驗 

與材料，對別些文化的讀者，其可以引起的共鳴，顯然有差距° 

在書中，作者竟然有一次引用老子的一句話，作爲敎牧帶領信徒 

一起事奉的例證，實在使人驚喜〔參第一一九頁，原文是：「功 

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見《老子》’第十七章°〕 

雖然是引上引，也使華人讀者讀來有親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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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會與文化 

作者David L. Laren有三十二年的牧會經驗，對敎會的一舉一 

動及各項事工，可謂暸如指掌，爲每一名受召牧會者提供豐富的 

理論與經驗分享。要滿足書中對「牧師和敎師」一職分的要求， 

大可將治會者稱爲「敎牧超人」。 

作者在美國牧會，其經驗大致以美國社會過去三十年的轉變 

爲基礎，內容亦以美式文化爲討論的依據與分析的要點。從信仰 

的周延性出發，任何實踐基督信仰的群體，必然面對及要處理因 

信仰而來的種種問題，包括組織、人、物各方面，而明顯地，任 

何地方，在實踐《聖經》信仰的過程中，本土文化元素必然成爲 

一個主導性的影響因素。事實上，許多信仰上的差別，抽出文化 

元素後，問題可能已不存在。舉例而言： 

第三章討論敎會體制時，作者表示組織的問題，並非來自《聖 

經》，也非神學的問題，而主要是歷史與社會文化的問題（第三 

十二頁）°這也是西方傳統文化所帶來的敎會問題。相對於只有 

不足二百年歷史的華人敎會，敎會體制一直主要承襲自西方敎 

會，同時也繼承了體制所帶來的歷史與社會文化的問題。 

第四章處理敎會作爲一個正直無瑕的群體時，作者指出敎會 

傳統中七條致死的罪，許多一直成爲敎會分辨是非的準繩（第四 

十頁），但面對今日的社會道德狀況時，這些界線顯得模糊不清， 

好像無法再成爲信仰群體持守正直的依據。相對許多不同的文化 

群體而言’特別對那些十分注重道德操守的華人群體而言，我們 

發現道德問題對敎會構成的威脅，在不同的地區出現十分不一樣 

的影響’而敎會所面對的許多問題，其實大可說是來自文化對敎 

會的衝擊。 

第十一章處理家庭問題時’作者介紹的是美國家庭所面對的 

問題，固然對我們有一定的參考價値，但許多作者以爲十分重要 

的問題’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感受到其緊迫性。當討論敎會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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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時，所提的五點（第一 0 二至一 0四頁），基本上所針對的 

是以家庭爲基本單位的敎會，相對香港以個人爲基本單位的敎會 

處境，自有需要轉化的地方。 

第十五章討論群體生命力時，作者提到栽培領袖時，敎牧應 

有周詳與長遠的計劃，並要扮演主動的角色（第一三三頁），以 

便可以爲敎會積儲人材，承擔敎會各項的事工。華人敎會一般對 

信徒的培育，主要採取願者上釣的態度，從不「勉強」信徒在屬 

靈生命上追求成長；因爲我們以爲他若盼望成長，就會主動努力。 

這種潛存的觀念，使敎會在事奉人員的培訓上，出現許多缺環， 

也形成部份弟兄姊妹無謂的重擔。 

第四部份討論敎會禮儀方面的問題時，作者提供了許多有效 

可行的建議，甚至範例，作爲具體實施聖禮時的幫助。然而若對 

所提供的聖禮形式作出考究，很明顯是屬於西方文化色彩下的產 

物，對華人敎會有多少實用的價値呢？這是値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地方。西方敎會雖然被認爲正處於困難、衰弱的光景中，然而以 

美國爲例，基督敎一直是他們國家文化的主要基石，也少有其他 

宗敎可與之抗衡，故此在許多問題上，例如非信徒在敎堂舉行婚 

禮的問題，未信者在敎堂舉行喪禮的問題，都不是華人敎會的主 

要問題；反而華人敎會所必須處理的問題是信徒在壽辦婚禮時， 

如何對待一些屬於中國人傳統的儀節。而在安排、參與信奉其他 

宗敎的家人的喪禮時，信徒又當以何種心態參與？此等問題雖然 

存在已久，卻始終沒有甚麼具體及一致性的處理方法。（編者按： 

請讀本刊下一期梁永善所寫之<「生前死後」——華人基督徒如 

何面對傳統喪禮〉一文，該文將回應此方面的需要。） 

結語 

今日敎會需要就牧會與文化方面的具體問題，加以討論，提 

供符合《聖經》、神學的紆解之道，以便能回應本土文化對信仰 

的種種詰問與挑戰，實在可說是一項急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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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感到 大的困難，正是筆者並非全時間參與牧會事奉， 

以致在許多本應已有一套解決辦法的問題上仍是一片空白。筆者 

期望那些曾經就有關各方面問題，有深刻反省與思考，並輔以實 

際經驗的敎牧同工，可以將他們寶貴的經驗與其他同工分享，使 

別人可以藉主內各前輩的經驗，得著幫助，以面對敎會各種各樣 

的牧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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