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牧期刊 25（2008年11月）

曾培銘

職場信徒牧養個案研究及
制定相關的牧養策略

一 引言

職場牧養事工可算是近年來教會愈來愈關注的事工之一。
1	 隨

1	從筆者在蒐集資料過程中，發現從2004年開始，基督教報章就「職場神學」和

「職場事工模式」有不少討論，例如《時代論壇》中的專欄作者，就曾熱烈地討論

「職場神學」。參古斌：〈職場之苦：倫理定性的錯讀〉，《時代論壇》，2004年

11月7日，頁11；司徒永富：〈由怨懟變欣賞〉及古斌：〈在職場創造公義空間—

回應陳國偉君的〈深化，卻有簡單美〉〉，《時代論壇》，2004年12月12日，頁

11；張國棟：〈「職場神學」評論（上）〉，《時代論壇》，2005年1月30日，頁

11；郭鴻標：〈回應張國棟對「職場神學」的評論〉，《時代論壇》，2005年4月

10日，頁11；張國棟：〈職場倫理—敬覆郭鴻標博士〉，《時代論壇》，2005年

4月24日，頁11。除此之外，亦有不少職場專業人士，就職場的課題寫了一系列文

章，如刊登在《時代論壇》中的「職場牧養系列」，或是「為何在商不言商？」，

參劉帝傑：〈為何在商不言商？〉，《時代論壇》，2005年7月17日，頁12，郭鴻

標博士在2003年和吳宗文牧師在2008年，刊於《基督教週報》的一系列有關職場的

文章，如郭鴻標：〈職場神學（二）〉<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4DACTION/
W4D_C W R E A D/2173/C W Q S E T U P/B A C K>、吳宗文：〈職場驛站（上）〉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4DACTION/W4D_CWREAD/16319/CWQSETUP/
BACK>及〈職場驛站（下）〉<ht tp://www.chr i s t i anweek ly.ne t/4DACTION/
W4D_CWREAD/16366/CWQSETUP/BACK>（下載日期：2008年4月20日）。

另外，坊間有不少有關職場的研討聚會，如在2004年9月舉行的「時代卓越論

壇：暢談職場與人生」和同年11月舉行的「信徒職場行為研究教牧研討會」，或是

在2008年1月4日，由禧福協會舉辦的「職場靈力對峙與爭戰」，以往很少舉辦類似

的聚會。此外，在2003年，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發表的「2003信徒職場行為調

查研究報告」，都反映近年教會和機構漸漸關注職場事工這一個課題。就有關的研

究報告，可參考以下網址：<http://www.hkpes.com/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
k=cat_view&gid=40&Itemid=82>（下載日期：200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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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七」回歸，不少僱員的工作模式起了重大變化。
2	 並且

受到香港經濟不斷轉型，
3	 大眾提倡不斷地自我增值，

4	 加上金融

風暴和非典型肺炎等重大事件影響之下，
5	 那些在職場上日以繼夜

於信仰和現實之間掙扎和作出合乎基督教倫理決定的信徒，在處理

與信仰有衝突的人和事方面，承受的壓力更沈重。另外，會眾在職

場上見證神，影響身邊的未信者對基督教產生興趣，甚至帶領他們

參與教會各種福音性聚會，都是教會希望大力發展的事工之一。
6	

2	自「九七」回歸之後，香港的經濟模式漸漸轉型，有不少員工均要到中國內地

工作。另外，在金融風暴和非典型肺炎	(SARS)	的影響之下，香港員工面臨更嚴峻的

挑戰：超時工作和不斷地自我增值，都是不少員工的「惡夢」。這種種工作模式的

轉變，有時候會令信徒在工作場所中有「無所適從」之感。參蔡聖龍：〈為誰辛苦

為誰忙—香港首項基督徒職場倫理行為研究〉，《時代論壇》，2004年8月29日，

頁1；蔡聖龍：〈教會怕男人？前線男士福音��體的經驗分享〉，《時代論壇》，

2004年11月7日，頁1；及蔡聖龍、麥世賢、甄敏宜：〈經濟出谷底—職場迎新

季〉，《時代論壇》，2005年5月1日，頁1。

3	從郭國全於2005年在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上發表的「經濟轉型的影響」中可

見，香港經濟的轉型從沒有停止。參郭國全：〈經濟轉型的影響〉，立法會工商事

務委員會簡報內容，下載自<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ci/papers/
ci0419cb1-1259-5c.pdf>（下載日期：2008年4月20日）。

4	 參楊家聲太平紳士：〈「居安思危」的自我增值觀」〉，下載自美聯大學堂

網頁<http://www.midland.com.hk/agency/chi/campus/book/yeungkasing.shtml>	（下載

日期：2008年4月22日）及蔡聖龍在一個有關職場的講座上的採訪，當中亦提及自我

增值等職場問題。參蔡聖龍：〈溫偉耀．李錦洪—暢論職場與人生〉，《時代論

壇》，2004年9月19日，頁4。

5	 除了經濟轉型之外，金融風暴和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對香港經濟造成沈重

的打擊。有些信徒因此失業或是一個人要兼顧多人的工作，故此承受沈重的壓力和

衝擊。參蔡聖龍、麥世賢、甄敏宜：〈經濟出谷底—職場迎新季〉，《時代論

壇》，2005年5月1日，頁1。即使到了2008年經濟和股市好像有起色，百業興旺，但

是通賬和樓價的壓力，令信徒的工作和生活壓力仍然沒有得到很大的緩和。

6	 雖然有些機構，如商區福音使團已經有二十五年歷史，參〈商福銀禧廿五

載〉，下載自<http://www.central-gospel.org.hk/Word/w0509.htm>（下載日期：2008年

4月20日），但有不少教會和機構在近十年來，才開始增加策劃不同的職場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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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職場信徒去面對工作困難和作美善見證，便成為牧者近年來越

發需要面對和發展的項目。

本文旨在研究一位職青在工作場所面對的掙扎，以及他處理

這些問題的方法，從中分析教會應如何教導信徒在職場上持定的正

確身分，制定和開展牧養職青的策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篇幅關

係，筆者無意分析各種職場信徒應該如何選擇適合的職場倫理觀，

或是職場基督教倫理觀。
7	 另外，筆者嘗試在本文中以職場信徒所

遇到的問題和掙扎作為出發點，來思考教會可以怎樣幫助他們，而

不想為一個又一個的個案找出一些「對號入座」的解決答案。
8

可見，職場事工及其衍生的相關事工，是現在教會期望發展的項目之一。參袁海

柏：〈職場事工淺談	（II）〉，《職報》，2007年4月，頁1；曾雪瑩：〈職場牧養

從何開始（下）〉，《時代論壇》，2004年11月21日，頁12；及蔡聖龍：〈「信徒

職場行為研究」教牧研討會〉，下載自<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
News/ShowNews.jsp?Nid=26756&Pid=2&Version=899&Cid=105&Charset=big5_hkscs>	
（下載日期：2008年4月20日）。

7	 筆者認同「職場倫理觀」，或是「職場基督教倫理觀」對職場信徒如何作出

抉擇，或是了解更多有關職場的倫理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如袁海柏曾經在《時代論

壇》撰寫的〈工作中的四重職事〉，又或是郭鴻標與張國棟兩位對「職場神學」

的討論，均能幫助信徒反思。但是這些討論均涉及複雜的神學、倫理和處境化的

問題，故筆者不欲在此專文中作深入探討。讀者可參袁海柏：〈工作中的四重職

事（一）〉，《時代論壇》，2004年11月28日，頁12；袁海柏：〈工作中的四重

職事（二）〉，《時代論壇》，2004年12月5日，頁11；張國棟：〈職場神學評論	
（一）〉《時代論壇》，2005年1月30日，頁11。

8	好像斯普朗格	 (Ben	Sprunger)、蘇特	 (Carol	 J.	Suter)	和	沃利	 (Kroekr	Wally)	所
著的Faith	Dilemmas	 for	Marketplace	Christians中，就有13個在職場的個案，供讀者

反思當中的倫理決定。這些都對職場信徒帶來很大的提醒，但筆者認為教會更重要

的事工，是如何在日常聚會中，不斷訓練和牧養職場信徒，並成立一些系統來幫助

他們。這樣比建構一本又一本的倫理指南更有效。畢竟，試探總是層出不窮。參

Ben	Sprunger,	Carol	J.	Suter	and	Kroekr	Wally,	Faith	Dilemmas	for	Marketplace	Christians	
(Scottdale:	Herald	Press,	1997),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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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蒐集資料方式

本文所研究的個案的主角，為筆者認識多年，且曾一起共事的

同事。筆者經過三次詳盡訪問後，才把資料整合而成。訪問內容主

要集中於受訪者所遇到信仰與工作之間的張力和掙扎，並其克服的

方法。
9

三 個案介紹

張緯傑先生現時為InfoExpress亞太區銷售部總經理，負責推銷

公司的網絡防護技術予亞太區的客戶，包括中國內地、日本、馬來

西亞、新加坡、泰國等。由於業務關係，張先生需要到外地洽談

生意。
10	在這家公司工作兩年多期間，他遇到數件令他甚為困擾的

事，而筆者就選擇其中四項作為本文研究的對象。
11

9	 訪問內容都是受訪者的真實掙扎個案，其中包括他克服試探的方法。訪問於

2008年5月8日、12日和14日進行，以互聯網實時對話會議模式	(Internet	Conferencing)	
進行。以下以	〈訪問〉	來表示作為資料參考。

10	 張先生述及經常都要單獨去外地洽談生意。到了外地之後，當地的客戶通

常會有人接應，但有不少時間，都是他獨自一人在外地。資料來源：張緯傑先生，

〈訪問〉。

11	這四個問題分別是：夜總會的試探、性試探、金錢的試探和瀏覽色情網站的

試探。這些都是一般職青在工作上會遇到的問題。參Perry	C.	Cotham,	The	Heart	&	
Soul	of	Business: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Tennessee:	Providence	House	Publishers,	1998),	
124-39及1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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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總會的試探

張先生有不少客戶會到香港來觀看最新產品的測試結果，和

為到所提供的網絡防護方案作實地的參考。他們與張先生洽談合作

計劃，或是簽署合約之前，都會要求張先生領他們到處觀光。張先

生表示，有些客戶明言要求張先生帶他們到「夜總會喝酒」，或是

「唱卡拉OK」。
12	 張先生從其他同行的口中得知，這些客戶不但

喜歡到夜總會消費，而且還會進行不道德的活動。
13	張先生知道，

若是帶這些客戶去消遣的話，這些客戶一定會留下好印象，以致討

論合約之時，必能事半功倍。但張先生知道自己的信仰立場，並不

允許他到這些地方消遣。張先生亦表示不想介紹那些地方給別人，

因為會絆倒他們。曾經有同行因此而嘲笑張先生，說他「不識時

務」、「不夠圓滑」，而且說他不去這些地方而只是介紹客戶去根

本沒有甚麼問題。
14	

另一方面，張先生因工作而需要到外地推銷產品和洽談生意，

當地的客戶不時會邀請他往夜總會和紅燈區消遣娛樂。由於張先生

大多獨自往外地傾談生意，在沒有同行者的情況之下，他不但會感

到難於拒絕，而且心中亦想到，即或他去了，也沒有相熟的人會知

道。感謝神，張先生因有數位弟兄的幫助和分享，懂得怎樣解決以

上的問題。筆者會在下文就此作詳細的分析。

12	據張先生透露，有些客戶曾經要求他帶他們去有女伴唱，和提供色情舞蹈的

卡拉OK場所消遣。另外，那些客戶有時要求張先生帶他們到知名的夜總會去。資料

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

13	張先生提到，有些客戶會詢問張先生的同行，那��可以找到妓女，或是有機

會找到肯進行「一夜情」的女士的酒吧。資料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

14	張先生認為，即使自己不去那些地方和進行任何不道德的活動，而只是介紹

別人去，也是絆倒人的行為。不過，這種「中介」的角色在職場上甚為常見。資料

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116	 	教牧期刊

（二）客戶的年輕女助手的性試探

另一方面，張先生描述曾經遇到兩位客戶的年輕女助手，對他

作出「挑釁（逗）性的暗示」。
15	這些女助手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聯

絡張先生，例如以電郵、電子短訊和實時信息傳送工具等。
16	由於

這些女助手是公司的潛在買家的聯絡人，在業務上來往頻繁。張先

生知道他可以利用職權去親近那些女助手，甚至可以發展婚外情。

雖然張先生已經結婚並育有一子，但他對於她們的試探，亦時有猶

豫。張先生指出，男女同行因工作而日夕相對，以致發生越軌行為

的事亦時有所聞。
17	所以，他通常會與同業的弟兄分訴其掙扎，並

定時祈禱和互相督責。
18

（三）金錢的試探

張先生透露，曾數次有客戶要求他更改發票或合約上應付的

金額，並以現金作回佣。張先生說，這樣的回佣手法在行內甚為常

見，而且有些客戶更是習慣性地這樣行。
19	另外，有些客戶有時要

15	 這些「挑釁（逗）性的暗示」包括充滿性暗示的說話或留言、公餘時相約

用膳時刻意穿��暴露，或是有不正當的身體接觸，如「搭膊頭」。資料來源：張緯

傑先生，〈訪問〉。嚴格來說，這是性騷擾的一種。參Cotham,	The	Heart	&	Soul	 of	
Business,	179-87.

16	即電郵、MSN	Messenger和	Yahoo	Messenger這些實時信息傳送工具。

17	張先生知道有不少同行亦因這些性試探而導致家庭破裂。資料來源：張緯傑

先生，〈訪問〉。

18	這亦是下文提到的「同業小組」的功用。張先生說，當他或是同業小組的組

員遇到相似的問題時，他們都會互相聯絡、提點和祈禱。張先生表示，這種支持令

他和組員克服不少試探。資料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

19	張先生指出，對於某些公司或買手來說，這是「行規」和「慣常做法」。否

則，在洽談生意合約時，會有諸多限制。資料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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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張先生送一些名貴的禮物和優惠給他們或其家眷。
20	張先生說，

如果他這樣做的話，必定會獲得較多客戶和生意。據張先生透露，

行內有不少基督徒都會進行類似的交易，他們則解釋這些行為是

「行內遊戲規則」，並表示會把生意上的利潤奉獻給教會，這是張

先生不能接受的事。
21

（四）瀏覽色情網站的試探

近年來互聯網已經成為生意上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張先生所

推銷的產品和企業方案，絕大部分都是和互聯網防護技術有關。據

張先生透露，他經常都會接觸到色情的網站和資訊。有時候他獨自

在外地工作，在酒店時都會面對瀏覽那些不良網站的試探。他可以

避免開啟電視機看色情電影，但是他必須要使用電腦和互聯網去工

作，故此，他不斷要面對瀏覽色情網站的試探。
22	有見及此，他以

20	張先生說，有些客戶在來香港之前，會給張先生一張清單，請他購買一些東

西，或聲稱，對方太太和女兒想購買一些東西。張先生明白這些客戶想得到這些東

西作為禮物。不過，張先生只會提供商店的地址，並不會贈送這些名牌物品。因為

他認為這是一種行賄的行為。不過，張先生說，有不少同行會把用於購買禮物的金

錢，納入生意的預算之內。他認為這是不當的行為而加而拒絕。資料來源：張緯傑

先生，〈訪問〉。

21	張先生認為，這些以不當手法得來的金錢或生意，不應作為奉獻。另外，他

認為一個信徒不可以以奉獻金錢給教會，而合理化不當的行為。資料來源：張緯傑

先生，〈訪問〉。

22	網絡沉溺和網絡帶來的性試探和性沉溺為近年來浮現的問題。它已經與酗酒

和賭博，為一種極度受人關注的問題。有不少文章皆反映網絡沉溺的嚴重性。參陳

鑑銘：〈虛擬空間為家庭帶來的危與機〉，下載自<http://www.hkcs.org/cnews/c289/
c28905.htm>（下載日期：2008年4月24日）；〈逃出性沉溺迷宮〉，《明報》，2008
年1月16日，下載自<http://www.mingpaohealth.com/cfm/health3.cfm?File=20080116/
sex/vna1.txt>	（下載日期：2008年4月24日）；李耀全：〈沉溺色情網站至召妓資

深信徒痛苦不堪〉，《時代論壇》，2006年9月24日，頁11。由於張先生需要接觸

大量互聯網資訊，他較一般人更容易接觸色情資訊。如何抗拒它成為張先生經常要

面對的課題。資料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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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對互聯網的認識，安裝了過濾色情資訊的軟件，從而減少遇見

試探的機會。
23

（五）分析及小結

張先生在職場上所遇到的問題，大部分都是與客戶交往而產生

的居多，反而有關同事之間的內鬥比較少。
24	這可能因為張先生已

經是該公司的亞太區總負責人，不存在與同事「爭上位」或是「爭

訂單」的問題。
25	可是誠如上述所言，他與客戶之間的互動，以及

外出工作時所遇到的試探，也是現在很多職場基督徒都會面對的問

題。	

張先生所陳述的四個個案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有關

處理金錢方面的試探；另外一類是有關情慾的試探。這兩類問題亦

是職場上非常普遍會遇到的問題。
26	對於基督徒應怎樣處理這些問

題，筆者認為教會不應只以「是或非」來教導信徒怎樣作決定。
27	

23	張先生透露，現在有不少電腦軟件均提供阻礙使用者瀏覽色情資訊。如	Zone	
Alarm。參<http://www.zonealarm.com/store/content/home.jsp>	（下載日期：2008年4月

24日）。

24
「辦公室政治」和同事之間的「分黨內鬥」，是很多職場信徒都要面對的問

題。參司徒永富：〈辦公室之「以和為貴」〉，《職報》（2008年2月），頁2；趙

崇明：〈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讀《撒母耳記》看透職場人生〉《職報》（2008
年4月），頁1∼2、7。

25	另一方面，因為他的公司是香港新成立的分公司，員工數目較少，故此公司

內部不存在太多「爭上位」或是「爭訂單」的情況。資料來源：張緯傑先生，〈訪

問〉。

26	Cotham,	The	Heart	&	Soul	of	Business,	124-39及179-87。

27	據香港樹仁大學助理教授林志輝說，人的行為很難以一條線來清楚分辨「是

或非」。就算是決定一件事是否有辦公室政治的動機，也需要經過很多思考步驟，

並不是一個答案就可以把事情順利解決。參林志輝：〈解讀辦公室政治〉，《職

報》（2008年4月），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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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指出，有些試探根本沒有「黑白分明」的元素在內。
28	 另

外，試探總是層出不窮。教會如何在信徒不能自拔之前，教導和幫

助他們面對和分辨試探是非常重要的。
29	故此，筆者在下半部便以

這個角度，首先嘗試探討，信徒在職場上的定位，以致塑造一個更

健康，更合神心意的職場信徒的身分。
30	筆者從這個立論出發，構

思教會可以發展和推行的職場事工。

筆者也得承認，張先生上述所遇到的問題，大部分都是在男士

身上出現，而鮮有教會姊妹有如此掙扎。
31	另一方面，筆者在互聯

網和坊間書本中找到的例子，或是機構舉辦有關基督徒如何在職場

見證神的講座或課程，較多以男士作為出發點，而鮮有以姊妹的角

度來思考職場上所遇到的困難，教會亦較少提及如何幫助姊妹解決

有關職場上的問題。
32	不過，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確立信徒對職

28	 他提出，有時請客戶吃飯，或是帶他們觀光時，送一些小禮物作為留念，

究竟算不算是「賣人情」，或是「懂得人情世故」呢？所以在面臨職場倫理的抉擇

時，不能墨守成規地「一本通書看到老」。資料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

29	 曾雪瑩：〈職場牧養從何開始（下）〉，頁12；司徒永富：〈由怨懟變欣

賞〉，頁12；蔡聖龍、麥世賢、甄敏宜：〈經濟出谷底—職場迎新季〉《時代論

壇》，頁1。另外，牧者在講台上宣講的信息，對信徒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教導性。

參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牧師，為甚麼我不告訴你⋯⋯〉，《時代論壇》，

2004年9月12日，頁12。

30	為職場和工作定義，特別是了解聖經如何看待工作，是思考職場牧養的最重

要根基。誠如上述所言，坊間有不少學者對「職場神學」或「職場倫理」有甚多的

討論，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從聖經中確立工作的真義。參袁海柏：〈工作中的四重

職事	（一）〉，頁12；袁海柏：〈工作中的四重職事	（二）〉，頁11。

31	張先生所遇到的問題，與〈前線男士福音��體的經驗分享〉中，男士分享他

們所遇到的問題非常相似。參蔡聖龍：〈教會怕男人？前線男士福音��體的經驗分

享〉，頁1。從外國有關職場倫理的例子中，這些問題絕大部分都是男士所遇到。參

Sprunger	and	others,	Faith	Dilemmas	for	Marketplace	Christians,	17-73.
32	單從商區福音使團，工業福音團契，香港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或是近年

來教會漸漸大力推行的男士事工等等聚會，反映出以姊妹在職場當中遇到掙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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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工作的正確觀念，從而思考教會在這方面的事工，因為筆者認

為，教會首要是找出合乎聖經的工作和職場觀，而不只是去找出輔

導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四 最基本的教導：聖經如何看工作

筆者認同「信念是一切行為的指標」
33	有時候，不少信徒視工

作為「牛工」或「為兩餐飯」（編按：指「餬口」）的消極且乏味

的活動，
34	以致工作成為沈重的負擔，甚至使信徒的信仰與職場生

活割裂，令信徒變成「星期日信徒」。
35	這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

歸根究柢，這可能是信徒對工作或職業的本質並不了解，以致工作

起來不但乏味，厭惡工作，甚至在職場上作出妥協，把信仰原則拋

開。筆者認為，教會在牧養職場的信徒時，首要是要重新教導信徒

一個合乎聖經的工作觀。
36	筆者現從聖經和歷代一些神學家的工作

的聚會，一般都比較少。參工業福音團契<http://www.hkief.org.hk>；香港國際全備福

音商人團契<http://www.fgb.com.hk/site/index.php>及商區福音使團<http://www.central-
gospel.org.hk>。

33	曾雪瑩：〈職場牧養從何開始（上）〉，《時代論壇》，2004年11月14日，

頁11。

34	 司徒永富：〈人工作不單為了搵食〉，《時代論壇》，2004年9月5日，頁

11；蔡聖龍、麥世賢、甄敏宜：〈經濟出谷底—職場迎新季〉，頁1。

35	 從〈2003信徒職場行為調查報告〉	 的結果顯示：「我們發現信徒在職場上

的工作態度，價值取向等，與非信徒的表現基本上相同⋯⋯可見不少信徒都是『人

在江湖，身不由主』」。參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2003信徒職場行為調查報

告〉，頁20；下載自<http://www.hkpes.com/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cat_
view&gid=40&Itemid=82>（下載日期：2008年4月20日）。如此，這些信徒不知不覺

變成「星期日信徒」。

36	曾雪瑩：〈職場牧養從何開始（上）〉，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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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進而思考教會在教導信徒有關職場與工作時，如何找到��力的

方向。

近年有關職場神學和職場事工的討論愈見熱烈，
37	 然而筆者

認為這些討論的核心在於「甚麼是職場？」另一方面，筆者暫未發

現有人對職場下一個定義，彷彿「職場」是一個「人所共知」的詞

彙。
38	按筆者粗略的定義，職場是指「一個人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

場景之下，從事一種工作、活動或職業，以得到報酬；當中的人可

能會涉及與這個場景中其他的人，或是與另一個職場的人之間的合

作機會」。
39	根據這個定義，職場是一個人在一個已安排的時間之

內，在某一個場所進行一種或多種的工作。其實，這個「職場」的

詞彙無形中已經把一個人的生活劃分成「在職場工作」、「回家或

去外間休息」、「到教會事奉崇拜」或是「到郊外靈修」等等生活

片段。換句話說，這豈不是把「職場」與其他生活部分分開，重回

「聖俗二分」的問題上去了？
40	故此，筆者現在為「工作」作較深

入的剖析。

37	參注1。

38	 雖然張國棟在「職場神學評論」中曾經提及，「職場」(workplace)	 和「市

場」(marketplace)	的分別，但觀乎各學者的討論，甚至是有關職場的文章，皆未曾

對「職場」的定義達致共識。參張國棟：〈「職場神學」評論（上）〉，頁11。

39	筆者綜合了有關「職場神學」和信徒在職場所遇到的問題，並與當中的人和

事的互動，而作出這個定義。參蔡聖龍：〈為誰辛苦為誰忙—香港首項基督徒職

場倫理行為研究〉，頁1；司徒永富：〈人工作不單為了搵食〉，頁11；司徒永富：

〈求職不是求薪金！？〉，《時代論壇》，2004年10月3日，頁12；蔡聖龍：〈「信

徒職場行為研究」教牧研討會〉，《時代論壇》，2004年11月21日，頁6；曾雪瑩：

〈職場牧養從何開始（下）〉，頁12；袁海柏：〈工作中的四重職事（一）〉，頁

12；李耀全：〈職場上要退讓吃虧？受侮辱也要容忍？〉，《時代論壇》，2005年

9月25日，頁13。另參William	Nix,	Transforming	Your	Workplace	for	Christ 	(Tennesse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1997),	5-204.

40	由於篇幅關係，筆者未能在本文處理「聖俗二分」或「聖俗不二分」等「職

場神學」的課題。「職場」只是生活其中一個空間而已，沒有了當中的員工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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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討論工作在聖經中的含義，最貼切的是創世記中，神對「工

作」的詮釋作為出發點。
41	 創世記二章15節記載神要人修理看守	

(Hr‰ Ém]v;l]W Hd‰ ;b][;l])，Hd‰ ;b][;l，即修理，亦可解作工作、事奉和敬拜。
42	

到了新約時期，保羅在歌羅西書就工作和事奉神之間的關係和分別

交代得非常清楚：「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做，像是給主做的，

不是給人做的」（西三23）。因此，聖經從舊約到新約，都貫徹始

終地認為，工作與見證神在本質上，根本沒有分別。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把工作解釋為敬拜神和見證神的一種行

動。到了宗教改革時期，加爾文說：「『職業』這個詞，含有呼召

的意思；而所謂呼召，乃是指上帝用祂的手指頭指向某一個人說，

我要你如此如此的生活。」
43	綜合二者來說，工作、生活和召命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	

對於一個信徒來說，召命不單是指工作本身，吳懷港指出：

「上帝對每個信徒的召命並不止於他的職業，而是涉及他的全人，

的話，職場只是一個空無一人的辦公室。故此，問題並不僅僅是集中於「職場」，

而是在「職場」當中，信徒如何看待「工作」和如何「工作」。當各人進行不同

「工作」和「互動」時，討論「職場牧養」才有意義。故此，筆者認為，最重要和

最核心的，是要先討論，聖經對工作的定義。參古斌：〈職場之苦：倫理定性的錯

讀〉，《時代論壇》，2004年11月7日，頁11。

41	 參吳懷港：〈職業與召命：基督徒生命與工作的反省〉；下載自<h t t p://
www.bcvchinese.org.au/journal_articles_12_9.htm>（下載日期：2008年4月25日）

及吳健暉：〈加爾文的工作觀〉；下載自<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NgKF1/
CalvinOnVocation.htm>（下載日期：2008年4月25日）。

42	Hd‰;b][;l	當中的字根	db'[;	可解作工作	(work)、事奉	(serve)	和敬拜	(do	service)。參

Holladay	Lexicon,	s.v.	"db'[;,,,,"	BibleWorks	7	CD-ROM，（下載日期：2008年4月25日）

43	威廉．艾恩著，趙心瑜譯：〈加爾文的經濟神學思想—職業無分聖俗〉；

下載自<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theology/calvin_on_career.html>（下載日

期：200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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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在家庭、社會、職場和教會，信徒需要在每一個崗位活出使

命。」故此，工作或職業本身並不是召命的本質，而是實現信徒生

活的媒介。
44	另外，馬丁路德提出生命是一切活動的中心，任何工

作，包括日常婦女的家務，也是榮耀神的事。
45	同時期的加爾文則

認為，工作是神在亞當墮落之前已經賜予人的職分，故此，人工作

是要維持神的創造，在工作中活出對神有信心的生活見證，是回應

神的最好外顯方式。
46	工作絕不是一種咒詛。筆者認同郭鴻標博士

所言，宗教改革者並沒有「聖俗二分」的觀念。或更準確一點來

說，人所有行動的對象都是神。因此，人無論在世俗化的社會中，

或是充滿神聖感受的修院當中工作，在神眼中，都是人見證神的媒

介。
47

「職場」只是人從事一種「工作」的特定時空領域而已。

筆者認為職場神學，或是職場牧養方式的議題之興起，極可能

是由於信徒已經不知不覺陷入「聖俗二分」的意識形態之中，視職

場為一充滿「屬世之子」的智慧的地方。
48	當十七世紀的啟蒙運動

44	吳懷港：〈職業與召命：基督徒生命與工作的反省〉。

45
「工作沒有聖俗之分，平凡的工作包括家務在內也可以用來榮耀神，生命才是

工作的核心」。參吳懷港：〈職業與召命：基督徒生命與工作的反省〉。

46
「勤奮、盡本份地工作，在工作中實踐對上帝滿有信心的生活，是回應上帝恩

典的最好體現」。參吳懷港：〈職業與召命：基督徒生命與工作的反省〉。

47	郭鴻標：〈回應張國棟對「職場神學」的評論〉，頁11。

48	不但從〈2003信徒職場行為調查報告〉，或是郭鴻標：〈靈命更新重整與職

場召命〉，《職報》（2007年2月），頁1中，皆視職場為充滿罪的地方，是「社會

的大染缸」。另外，方偉文說，有些信徒在職場中「身不由己」，「唔肯放手」，

又或是視職場是一個時常要參與辦公室政治遊戲的地方。參蔡聖龍、麥世賢、甄敏

宜：〈經濟出谷底—職場迎新季〉，頁1。當然，筆者承認，「職場問題」是一��

人在一個稱為「職場」的特定時空之中所營造的問題。「職場」則是一個問題處處

的「屬世地方」。故此，筆者認為，核心問題是出現在「工作觀」，而不是如何去

處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先把核心問題點出來之後，其後的牧養策劃才能夠「對症

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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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後，神權不再被視為社會的絕對標準。
49	西方社會已經漸漸

陷入世俗化和無神論化，到了今天已經是多元化的光景。信徒在多

元混雜的社會中工作，不免視職場為撒但的國度。但回看聖經，神

在任何地方和處境都坐��為王，
50	信徒需要重尋自己在任何時空之

下的真正身分，以及與神的關係。另外，當信徒遇到倫理上的掙扎

時，他們賴以決定所有掙扎的根本，就是神所啟示的聖經。
51	總括

來說，教會在思考職場事工和開展何種牧養方式的同時，一定要教

導信徒有關工作、職場和基督徒本身的真正本質和使命。教牧亦要

按正意分解真道，把神在聖經中的教導闡明，並確立正確的基督教

倫理，這是至為重要的工作。

五 牧養策略

誠如上述所言，信徒在職場所面對的試探和問題總是層出不

窮。教會除了教導信徒正確的職場和工作觀、聖經真理和有關基督

徒倫理這些核心課題之外，筆者認為教會亦可專門發展有關職場的

事工和資料庫，以加強對職場信徒，特別是在外地工作的信徒的持

續牧養和關顧。信徒在團體中彼此支持和關顧，比獨自一人面對更

容易克服困難。另外，教會亦應教導信徒如何在個人的靈命上堅固

自己，以致靠��聖靈的能力來抵抗試探。

49	凱文．奧頓奈爾著，宋作艷、胡斌譯：《從創造到虛擬》（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5），頁119。

50	尤其是啟示錄所載，無論撒但如何猖獗，神仍然坐在寶座上為王。參詩九7，

二十九10。

51	雖然有些時候，聖經並不能提供「一刀切」式的答案，但是其大原則的思考

進路，卻是信徒賴以作職場倫理的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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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資料庫

教會需要對職場信徒的工作狀況有初步的認識才可以策劃相關

的事工，
52	而且信徒的資料能夠使教會牧者得知信徒的工作類別和

工作地點。從這些資料中，教會便可以較容易地組織在相近地區工

作的信徒參加聚會，或是開設小組。另外，信徒的資料能使教會在

開設各種工作的團契和小組時，減少錯配的情況出現。
53	所以，教

會如果要更有效地牧養職場信徒，首要的工作是建立一個信徒資料

庫。另外，教會亦應把輔導和與職場事工相關的機構的聯絡資料蒐

集起來，並上載到教會的網址上供信徒參考。
54

（二）教會和機構合作舉辦午間聚餐和講座

現在有不少教會都有開設午間聚餐活動，內容主要是福音性的

聚會，或是一些見證分享講座。
55	另外，有些教會與機構聯合舉辦

一些午間信徒聚會。
56	在繁忙的工作中有一個時間可以讓主內弟兄

52	 史蒂芬．麥克基亞著，廖和美譯：《健康的教會—十個讓教會健康的特

性》（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2004），頁223∼255及薛利著，鐘越娜譯：《教會

是甚麼》（美國：美國活泉出版社，1986），頁60。

53	如果教會把背景差異很大的會眾，編排在同一小組內聚會，雖然能教導會眾

彼此相愛和接納的功課，但若果是針對職場的話，來自不同背景的會眾很難坦誠深

入地分享自己在工作地方的經驗。這就是筆者所指出的「錯配」。蔡聖龍：〈教會

怕男人？前線男士福音��體的經驗分享〉，頁1。

54	 蔡聖龍、麥世賢：〈從網連網到人連人—探討教會網絡事工的範式轉

移〉，《時代論壇》，2005年7月10日，頁1。

55	例如宣道會北角堂、九龍塘宣道會、商區福音使團、工業福音團契、香港國

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都有舉辦相關的職場聚會。參宣道會北角堂<http://www.npac.
org.hk>；九龍塘宣道會<http://www.ktac.org.hk>；工業福音團契<http://www.hkief.org.
hk>；香港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http://www.fgb.com.hk/site/index.php>	及商區福音

使團<http://www.central-gospel.org.hk>。

56	如九龍塘宣道會與明道社合辦的「查經加油站」，便是以職場信徒為主要對

象。參明道社<http://www.mingdaopr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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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彼此分享掙扎，互相支持是一件好事。然而，香港的教會中有

大約76%屬於中小型的規模，
57	有時因教會位置、場地和人手缺乏

等問題而不能夠開設午間聚餐及活動。因此教會要蒐集各區相關的

午間聚會的資料，並根據資料庫的分析，因應信徒的工作地點而介

紹相關的聚會給他們。此外，牧者可以相約信徒一同前往參加，一

方面信徒在牧者帶領之下，增加參加的意欲，另一方面，牧者亦可

以在信徒之間作牧養和橋梁的工作，促進信徒之間的交往。
58	牧者

亦可以在堂會內組織午餐聚會，藉此了解職場信徒所面對的現況和

掙扎等等。抽離於信徒的職場��體來牧養，是很難對症下藥的。
59

再者，教會亦應鼓勵信徒自行參與有關基督徒在職場上作見

證的講座，從中汲取別人的經驗。教會可以在講座之後，舉辦研討

會，使信徒彼此之間能增加認識，互相支持。
60

（三）職場祈禱會

除了以上的聚餐和聯誼活動之外，教會亦應舉辦職場祈禱會，

為職場上遇到的困難讓信徒互相代禱。在屬靈的分享當中，信徒更

57	雖然這是4年前的調查數字，但筆者認為它仍然具參考價值：「2004年香港教

會仍以中型或以下者為主，佔全香港教會約76.6%」。參〈2004香港基督教教會普

查〉；下載自<http://old.cccowe.org/churchreport/topic_body.asp?id=92>（下載日期：

2008年4月28日）。

5 8
「牧者不妨嘗試探訪在職信徒⋯⋯」參曾雪瑩：〈職場牧養從何開始

（下）〉，頁12；「主任牧師方偉文⋯⋯經常跑到小組所在的公司去開福音查經

班⋯⋯」參蔡聖龍、麥世賢、甄敏宜：〈經濟出谷底—職場迎新季〉，頁1。

59	教牧抽離於現實的職場處境，而只在台上提及聖經真理，有時不能回應信徒

實際面對的問題。參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牧師，為甚麼我不告訴你⋯⋯〉，

頁11。

60
〈機構活動精華—支援教牧及堂會事工〉，《職報》，2007年8月，頁3；蔡

聖龍：〈溫偉耀．李錦洪—暢論職場與人生〉，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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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體驗從神而來的平安，與教會中弟兄姊妹的互相支持和鼓勵。
61	

教會之間亦可以聯合舉辦職場或同業祈禱會，藉此增進同業信徒之

間的認識和互相支持。基督徒支取力量的最大泉源，不是人間的學

術與輔導，而是神自己。

（四）成立同業小組

由於每一個行業都有其行內的特定術語、文化、辦事手法與

問題，教會不能把廚師與醫生安排在同一小組之中進行牧養。因為

他們的職場有很大的分別，他們各自在行內的掙扎是行外人不能明

白的。故此，教會應參照資料庫中的數據，來設立不同類別的同

業小組。
62	這些小組有別於一般的團契，是特別為了職場的信徒而

設。同業小組並不限於相同的行業，而是以相似的工種，例如醫護

界，保險界，文職，資訊科技界，或是服務界來劃分。由於行業的

工作性質、工作時間模式、或是行內的消息，都是小組成員明白和

有共鳴的話題，能使信徒之間達致更深入的交流和分享。張先生面

對試探時，他便立即通知同業小組的弟兄，希望他們為他祈禱，並

分享面對這些問題的方法。張先生說，這種分享對抵抗試探非常有

效。
63

然而，基於資源問題，中小型教會能夠開設的同業小組數目

有限。第一，教會同行業的人數可能很少，根本不足以成立同業小

61	曾雪瑩：〈職場牧養從何開始（下）〉，頁12。

62	蔡聖龍、麥世賢、甄敏宜：〈經濟出谷底—職場迎新季〉，頁1。

63	張先生分享到，由於同業小組內的組員，均熟悉張先生工作的環境和行內文

化，故張先生所遇到的問題，組員一聽便能明白，且理解當中的掙扎和出路。資料

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另外，同業小組各組員能深入地分享自己在工作中

的掙扎，因為大家都能明白對方所遇到的困難。參蔡聖龍：〈教會怕男人？前線男

士福音��體的經驗分享〉，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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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第二，教會沒有足夠資源牧養他們。
64	筆者建議同區的教會可

以互相組成聯網系統，並設立相似的小組，如旺角區某某行業小

組，由區內不同教會的信徒組成。教會間共享資源，互相支持幫

助。此外，教會也可以與機構合作，避免額外消耗資源。
65	這些小

組旨在分享和給予支持，不涉及教會的神學立場，或是宗派的傳

統。可是教會牧者需要擴闊眼界，甚至是拋開成見，為職場事工彼

此合作。
66

（五）定期舉辦聯合退修營

香港信徒的工作時間愈來愈長，
67	假期時大多會到外地旅遊休

息。教會可於假期期間舉辦針對職場的退修會，因應上述教會資源

和人力的問題，教會間可以聯合舉辦這類退修會，並藉以建立同業

小組。
68	筆者相信，這種退修會的優點是針對性地牧養和處理職場

信徒的問題，以及教導聖經的職場倫理觀。由於信徒有數天共處的

時間，可彼此在主內建立友誼，從而擴闊職場的眼界。教牧亦可以

此機會分享牧養心得。這樣比一個全教會的退修會更有效地牧養職

場��體。

64	 由於機構能非常專注地服侍職場的��體，其資源和對職場的了解，一定比

教牧為多和廣。中小型教會間可以合辦有關職場的活動，除了可避免額外消耗資

源外，教會之間的弟兄姊妹還能彼此守望。參袁海柏：〈職場事工淺談（III）〉，

《職報》，2007年8月，頁1。

65	 好像是「得息得力Rest小組」便是一例。參〈機構活動精華〉，《職報》

（2007年6月），頁4。

66	誠如上述所言，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已經組成職場小組，互相支持，教會為

何不能在職場事工方面，與機構合作，以建立一個更佳的牧養網絡？參〈機構活動

精華〉，《職報》，2007年6月，頁4；袁海柏：〈職場事工淺談（III）〉，頁1。

67
「香港人的工時很長，平均是55.2小時」。參林志輝：〈平衡是美〉，《職

報》，2007年2月，頁2；袁海柏：〈工作中的四重職事（一）〉，頁12。

68	蔡聖龍：〈溫偉耀．李錦洪—暢論職場與人生〉，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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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鼓勵教牧參加有關職場研討，並邀請職場信徒參與策

劃教會職場事工

最明白職場中的掙扎的人便是在職場工作的信徒。如果教會需

要發展更多合適的職場事工，教牧需要抽空參加有關職場最新發展

的研討會，和多閱讀相關新聞。
69	教牧亦應定時約見不同職業的信

徒，及定期參與教牧聚會，加深了解不同的職場問題。更重要的，

是教牧應邀請職場信徒加入策劃教會職場事工的行列。教牧可以從

中運用聖經的教訓來牧養和教導信徒，而信徒則可以提供他們的專

業意見和講述在職場上遇到的掙扎，可算是相得益彰之舉。
70

（七）設立網上系統來分享和關顧外地信徒的需要

現時互聯網科技發展，實時信息通訊系統	 (Instant	 Messaging)	

已經是一些企業之間用來溝通的主要工具。
71	由於互聯網的費用遠

比長途電話低，教牧和信徒之間可以嘗試使用這種工具來牧養和關

心信徒，特別是身處外地工作的信徒。張先生表示，他很多時候會

69	如蔡聖龍：〈溫偉耀．李錦洪—暢論職場與人生〉，頁4；蔡聖龍：〈「信

徒職場行為研究」教牧研討會〉，頁6中報導的聚會，或是閱讀一些有關職場事工的

機構的新聞，如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的電子報等。

70	司徒永富：〈由怨懟變欣賞〉，頁11。

71	 如微軟公司便曾提出企業如何教導員工使用實時信息通訊工具。從中可

見，這種電子溝通工具，已經是企業不可或缺的了。參Monte	 Enbysk,	 "10	 tips	 for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for	 business,"下載自<http://www.microsoft.com/smallbusiness/
resources/technology/communications/10-tips-for-using-instant-messaging-for-business.
aspx#tipsforusinginstantmessagingforbusiness>（下載日期：2008年4月26日）。另參

All	Business,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for	Business,"下載自<http://www.allbusiness.com/
technology/computer-software-productivity-applications/1229-1.html>（下載日期：2008
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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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互聯網，與弟兄姊妹分享工作和屬靈的掙扎，特別當他獨自身

處外地的酒店時，這個工具更起了互相監察的作用。
72

信徒在外地往往孤單無助，在面對試探時可以此工具來找朋友

或主內肢體分享。教牧或是信徒領袖亦可以在能力範圍之內，學習

使用這些實時信息通訊系統幫助信徒。有時候信徒對所遇到的問題

感到難於啟齒，這些工具便能使信徒安心地以電子信息來分享。由

於這些信息通訊系統有記錄功能，教牧可以在信徒回港之後，再作

跟進。另外，教會的網頁除了上載有關教會的資料和講道錄音錄影

之外，筆者認為教會應利用網頁作互動性的牧養工作，例如討論區

和實時聊天室，讓弟兄姊妹可以在互聯網上，彼此分享支持。
73	這

個系統可以為信徒設定密碼，並且限制使用者的資格，免卻被人騷

擾，或是非同業小組的弟兄姊妹「誤闖」而造成不便。教牧亦可以

為系統設定登入時間，以便信徒在登入時，能找到弟兄姊妹溝通。

（八）提供電腦防護設備的介紹

互聯網上充斥很多不良資訊，職場信徒必須接觸互聯網，有不

少信徒，甚至教牧，沉溺於瀏覽互聯網色情資訊。
74	教會可以聯絡

72	張先生說，他會使用網上攝錄鏡作實時溝通，與他對話的朋友便可以知道張

先生正在做甚麼。這個互相監察的行動的確有效，不過就只能限於互相信任的組員

了。資料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

73	 教會可以設立不同種類的登入識別證和密碼，以致這種討論區和實時聊天

室，只限於教牧准許的人員使用。參蔡聖龍、麥世賢：〈從網連網到人連人—探

討教會網絡事工的範式轉移〉，頁1。

74
「以性沉溺為例，不少基督徒，包括教牧在內，也會不自覺地將對親密行

為的渴望變成『網上性沉溺』，不斷瀏覽色情資訊，甚至影響夫婦正常的婚姻生

活」。參胡志偉：〈走出沉溺〉，《宣道牧函》（香港：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出版，

2007），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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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提供互聯網防護技術的公司，到教會舉辦關於互聯網安全的講

座，而且教會亦可以與機構合作，解釋互聯網的利弊，並介紹相應

的防護技術，讓教會和弟兄姊妹選購，以隔絕大部分互聯網上的不

良資訊。
75

（九）制定有系統的讀經和靈修計劃

正如詩篇一百一十九篇11節提到：「我將你的話藏在心��，

免得我得罪你。」聖經是信徒抵抗試探和作美善見證的最基本和最

重要的指引。教會可為信徒制定不同長度的讀經計劃和指引，並配

合教會的主日學課程，幫助信徒每天靈修，逐漸把神的話語藏在心

中。當信徒遇到試探時，這些經文便成為提醒信徒的「警告」了。

（十）善用不同的時間片段

由於信徒工作越見忙碌，
76	睡眠時間既愈來愈不足，讀經遂成

為一種「奢侈」的活動。即使信徒可能很想每天讀經，但有時卻力

不從心。教會可以鼓勵信徒利用不同的「時間片段」靈修，如在乘

車時間使用聆聽版聖經，或是聆聽講道和講座的錄音。這樣，雖然

信徒在一天之中可能沒有辦法閱讀聖經或屬靈書籍，但藉��聆聽，

信徒亦可以靈修。信徒也可在一個禮拜或一個月中選定某些午飯時

間，獨自用膳和讀經，好讓自己在百忙之中得到休息，並與神親

近。

75	據張先生說，有些隔阻色情資訊的軟件，可以阻止電腦使用者隨意更改設定

的。資料來源：張緯傑先生，〈訪問〉。

76	見注2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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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小擺設和金句卡

有些信徒隸屬的公司不容許員工自行更改電腦上的桌面，或是

接收非公司電郵郵箱的電郵。
77	不過，他們可以放置一些附有金句

或屬靈信息的小擺設。這些擺設不但可以提醒信徒基督徒的身分，

該金句或信息更可以不時作為信徒默想的材料。此外，信徒可以購

買一疊金句卡，每天把一張放在錢包��，並每天更換，以它作為休

息時默想之用。

（十二）盡上自己的本分

誠如上述所說，「職場」只是另一個生活的場所，信徒在當

中最重要的「任務」，是要盡力辦妥手上的工作，當一個稱職的員

工。
78	另外，信徒要常存感恩與交託的心，就算是遇到一些令人氣

憤的事時，信徒絕不能口出惡言。
79	故此，信徒在每天的祈禱、讀

經和親近神的時間，應祈求自己的行為變得更像主。

77	有些信徒喜歡把電腦的桌面變成付上金句的風景或人物圖畫；另外，有些信

徒會在公司的午飯時間，到網上閱讀聖經或接收不同的電郵。但是有些信徒的工作

環境基於網上保安的理由，並不容許他們進行以上行動。故此，小擺設和金句卡最

能適合各個場所的信徒使用。

78	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社會沒有任何「宗教迫害」；另外，要信徒作出合乎信

仰的抉擇的時刻並不常見。一般信徒每天在「職場」所面對的問題，極可能都是有

關辦公室所遇到的工事與人事，甚少有危及信仰生命的抉擇出現。

79	這並不是指信徒遇到不公平的事時要「啞忍」，當然要據理力爭，但是，筆

者��重的，是信徒口中所說的話和對事有怎樣的情緒和回應	（參雅三9∼13及彼前二

1）。未信者最能體認信徒的信仰生命，不只是信徒所傳的「福音」，更是信徒日常

生活的行事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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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總結

成為基督的門徒就是意味��要在世上不斷地掙扎，不斷在各種

世俗的事務上，與未信者磨合。職場可以算是二十一世紀信徒花最

多時間，在信仰領域上掙扎的地方。教會如何牧養在職場工作的信

徒，漸漸成為一個非常重大的事工和課題。其實，「聖俗二分」是

教會必須要面對的首要課題。「職場」絕不是一個與教會相對的時

空狀態，而是在神的創造和管理之下的一個場所而已。
80	信徒在當

中掙扎時，最重要的，是要認清自己不單是公司的員工，而更重要

的，是基督的跟隨者，其本質已經與未信者有��絕對的差異。
81

因��這個認知，教會便要不斷地深化信徒對自己身分的認同。

其次，牧者應教導和訓練信徒認識聖經和基督教倫理。除此之外，

教牧需要從信徒和機構中得知職場的最新情況，緊貼職場信徒所處

的環境。另外，香港教會因資源所限，有時候空有計劃而未能發展

相應事工，筆者認為教會之間可以認真思想互相合作和資源分配的

議題。

值得留意的是，坊間有不少心理學、管理學和輔導學的理論，

能幫助職場信徒作出抉擇。筆者認為這些學問均有其實用價值，但

是，教牧應按聖經的真理來建造信徒，並以此幫助信徒面對職場上

的難題。畢竟，聖經才是信徒行事為人的最高權威。

80
「職場是一個日常生活的空間」。參古斌：〈職場之苦：倫理定性的錯讀〉，

頁11。不過，教會亦有其實質的「分別為聖」和「神聖性」的本質和功能，不能與

「職場」等量齊觀。好像「崇拜」這個禮儀便不能在職場中進行了。但是，信徒的

生命不會因其物質的身體處於不同的時空而有所改變，他們都是屬主的人，在任何

地方也要活出基督的樣式。參郭鴻標：〈回應張國棟對「職場神學」的評論〉，頁

11。

81	這是指��屬靈生命的本質而言。因此，信徒應在職場中活出基督的樣式，亦

要在不違反聖經原則之下，順服「在位掌權者」（多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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