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敎牧的知識裝備 

曾 立 華 

在現今知識爆炸，資訊發達的時代，傳道人必須在知識 

上不斷追求與裝備已是不爭的事實；故步自封的傳道者很難 

在這時代有適切的事奉，亦不能發揮有效能的牧養工作。因 

為現今事物―來的種灣太多，致使現代人（包括信徒在內） 

的心理極其複雜，簡單的答案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亦不能 

有效開導人心；若只提出一些淺漏不周的見解，當然更難以 

疏導人心！ 

此外，今日有一個現象，就是電腦資訊的氾濫與發展。 

從前需要很長時間才累積下來的知識，今天轉瞬間就可以在 

電腦螢光幕上顯示出來，而且更能替我們將這些知識加以分 

析和分類，使我們十分輕易地了解並學習到一種新知識。雖 

然如此，現代人卻陷入了一個知識迷宮裡，因為當電腦科技 

及現代傳媒在極短的時間內提供大量資料給我們之際，我們 

便要立刻作出決定，否則會加倍感到迷惘和失落。要考慮的 

範疇愈多，我們的無知便愈明顯，自己也會愈感到無能；相 

信這是我們當中許多人的感受吧！為此，不斷擴闊我們認知 

的能力，似乎也是我們作牧者的一種必需了，否則我們便會 

被殘酷的現實淘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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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技的猛進與改良，除大大增加了社會資源外，也 

帶來無數以往完全沒有碰過的倫理課題’如試管嬰兒、安樂 

死、遺傳工程（如複製人）、生態環境、政治參與、影視傳 

媒等問題，傳道人若沒有在這些方面作進深的探討與研究， 

實難曉得怎樣去應付這些問題在社會和教會所帶來的衝擊。 

反過來說，我們若能為社會提供良好和適切的倫理基礎，讓 

人在良好的倫理環境中生活，那就是教會對世界的重要貢獻。 

再者，基督教信仰在歷代文化中均佔有重要的地位和影 

響力，使學術能與信仰結合，而近年整個福音信仰圈子中有 

一個良好趨勢，就是信仰與各社會科學作對話研討，從事 

匯通整合的工作，形成了「科際研究」（Inter也sciplinary 
Studies )的潮流。因此，現代教牧處於這有利的環境之中， 

理應把握這寶貴良機，充實自己，用功讀書，去鑽研各種知 

識，盡量使；^旨與我們的信仰作整合，擴闊自己的認^！^域， 

使自己能有效的見證福音信仰；為社會、為教會作出應有的 

貢獻。 

就以上我們所面對的現實，傳道人要在知識上裝備自己 

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否則我們很難自稱為「時代工人」！另 

一方面，我們從聖經看到不少極具信心的屬靈領袖都是學問 

知識淵博的人，這是不容置疑的。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 

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徒 & 2 )所羅門王的才識學 

問是著名的（王上四 2 9〜 3 4 )，但以理與三友也充分掌握 

7 ¾巴比倫的一切學問（但一章），有卓•才華與表現。 

保羅更不用說了，他對當時的各樣知識均能融會貫通，因此 

能善用其所受的希臘文化哲學訓練來護教，及書寫其充滿邏 

輯的救恩論教義（反映在羅馬書與加拉太書之中），後來羅 

馬巡撫非斯者聽完他向亞基帕王申訴，非斯者酌回應是：「保 

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了 ！ I ( 徒 二 + 六 2 4 )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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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是亞歷山太城人，受過那些著名大學的辯才訓練，故口 

才與學識均甚為出色，因此路加這樣形容他：「他生在亞力 

山太’是有學問的， 能講解聖經（小字：學問或作口 

才）……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駭倒猶太人，引聖經證明 

耶穌是基督。」（徒十八 2 4、 2 8 )當然，地上一切知識學 

問並不能取代聖靈大能的工作，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章 

26節所說：「弟兄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 

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按人來看，有智慧的不多」， 

《中文聖經新譯本》）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就要抗拒對世 

上學問知識的追求。事實上，在教會歷史裡，那些能影響時 

代和為教會作出貢獻的人，都是既有美好靈性，又有堅實 

學術造詣，並能結合時代文化氣息的「有學問的人」（ a 

godly-learned m a n )。我們既然肯定了知識學問對教牧的必要 

性與重要性，現在讓我們探討有關「知識」的本質以及其內 

涵所牽涉的幾個層面，從而知道我們該培育與發展的方面。 

_ 、 甚 麼 是 知 識 ？ 

知識是指那些由世上已存在的本體事實(realistic fact)， 

經 我 們 加 以 查 究 而 得 到 一 些 可 認 知 的 資 料 （ C o g n i t i ve 
i n f o r m a t i o n)，它們以這形式存留在我們的意念中，成為我們 

思考的一些原素。我們所知道的，不僅是意念’更是實際的 

事物；然而我們對實際的事物多少有些理解’將這些理解’ 

再構成意念，這意念才算是真正的知識 °要保留真知識乃需 

要 _查究，而且力求正確，才能真正掌握萝 J K 知識 °為此’ 

獲得真知識確實不簡單也不容易，需要相當費神和不斷運用 

心思去尋索’我們才能擁有真知識 °基督徒既確認神是一切 

真理知識的根源（a l l truth is God's t r u t h )，就不必介懷追求和 

擁有知識會危害我們的靈命 °我們可以放膽運用我們的頭腦 

思想，對一切知識作切實和認真的探求’搜尋有關那方面的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192 敎牧期刊 

知識，然後根據資料去作深入研究和整理，待將來有機會時 

運用或發表出來。 

二、知識與理性思維 

在神學、哲學上，理性思維的討論屬於「知識論」的範 

疇（Epistemology)，表明理性與知識的獲得有唇齒相依的關 

係。但一談到理性問題就複雜了。理性是甚麼？理性是頭腦 

思考理解的過程，亦是一種處理人類經驗的態度與方法，對 

人生經驗用理性態度 m i 出勺，便 I 系歹肤口識。換言之， 

理性通常被認為是「知識」的絕對根據，亦即是說，理性成 

為一種判斷知識的基礎；為此，理性是要求事實的客觀性， 

採觀察邏輯之進路去尋索真理知識。因此，研究任何知識範 

圍，必須秉承客觀求證的方法，至於人為甚麼具有理性思考 

的能力，從基督教觀點來看，乃因人具有神的形象，神是有 

理性思想的，人既照祂的形象而造，因此就有理性智慧的能 

力去思考、分析、研究和綜合，這可算是人類文化發展之根 

源，也是語言學發展的基礎。完善的人格，理應充分發揮思 

想理性的本能，使人有新穎高超的思想，這是神賦予人 尊 

貴的一種特質，正因為人有理性思維的能力，神就用言語在 

人的知性中啟示自己。所以，神一切的啟示都可視為理性的 

啟示，包括自然界中一般性的啟示以及在聖經與基督裡的特 

別啟示。基督教一向都被稱為合乎理性的宗教，因為我們能 

本於基督教的啟示真理去整理出一套教義，而教義就是知識 

的內容。因此，基督教是以知識為宗教的根據，這正是基督 

教與其他宗教迥異的地方，基督教雖?•信心，但並不迷信， 

乃是有真理知識根據的相信，所以並不違反理性。昔日約翰 

衛斯理說得好： 

拒絕理性即拒絕基督敎’理性與基督敎是相輔相成的， 

沒有理性的基督敎是假宗敎，這是一個基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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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肯定了理性在尋索信仰真理和一切知識中的角色， 

傳道人就不要害怕運用被神的靈「更新了的頭腦」，去遨遊 

浩淘的知識領域，按興趣擴闊我們的閱讀範圍，作多方面的 

涉獵。離開神學院的教育訓練後，教牧應自律地每年為自己 

定下一些研究目標，盡心去思索，特別是將研究與信仰連繫 

起來；這樣肯定能在生活知識和事奉歷程上幫助自己，使我 

們的視野和觀點不致於過分陝窄，相反地，我們的生命向度 

就會大大地擴闊，也更豐潤起來！ 

三、知識與經驗 

知識不僅是思想的對象與產物，更是一種「自覺的經驗」 

(self-awareness experience)。這種經驗先是對物質世界作出反 

應，我們不只以感官來接觸物質世界，也需要思想的經驗， 

就是思想明白在生活實際所遇到的經驗，而這經驗既是實際 

的，就決不局限於思想。換言之，有些事物是不能單單運用 

思想或肉眼來發現其存在。譬如說愛情，愛情是不能在實驗 

室裡化驗到的，也不能從人體中分析出一種叫愛情的物質， 

但愛情卻是很實在的一件事，因愛情是可以從感受和經驗知 

道其存在的力量和影響的。所以，人生許多知識的探索都是 

從經驗事實得來，並非全由理性客觀的事物提供。為此，我 

們要多作體驗的工夫’從真實的人生處境中所經驗的，儲積 

更多知識。此外，更可從往外地旅遊，參加國際性會議，或 

出外參觀等親身的體驗，擴闊我們認知的眼光，以致我們可 

以從較闊的層面去分析人生與屬靈的問題。 

再者，知識經驗還包括道德的感受層面’這道德不單是 

指個人潔身自愛的倫理動力，更是指人與人之間和諧共容的 

理想人倫關係，這樣的人生活多姿多采’不會孤單 °其實’ 

人許多的知識都是在與別人交往時接收到的；因此，多與人 

交往就能獲得更多的知識，領略到不同的經驗 °我們作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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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方面已經有不少 t勺方便，因我 f f慌會 f t K言徒接觸聯繫， 

他們當中有不少專業人士，多與他們交往傾談，可使自己從 

言談交流中吸收許多不同的知識，這樣，就豐富我們知識的 

資源。 

四、知識與感情 

許多人都誤以為用理性探求真a知識的人，必定是無情、 

冰冷的人，誠然，理性與感情處理不當就會各走極端。但事 

實上，神造我們既有情感亦有理性；因此，一個有理性的人 

亦應是一個有感情的人，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在知識層面上恰 

當地處理人性的兩面（理性主義與理性不同，理性主義是完 

全冰冷枯燥，無人情味的，我們當然要拒絕此等傾向在我們 

生命中發展，變成一個只懂思考，不會有情感反應的人）。 

所以，作為一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傳道人，也應常做有感 

情的人，敢於去愛、去丨艮、去怒、有憐閥、會傷心，會躍怕， 

對許多人生實況要有深切的感覺，常在生命中表露真情，流 

露溫暖的「牧者心腸」（pastoral compassionate heart)；不只 

單單默想和思考真理知識，更會被這些奧妙的真理知識所激 

動，以致或悔改、或共鳴、或惱怒、或愛慕，或敬拜，這種 

理性與情感真正的聯合，要在我們的講道事奉和牧養職事上 

表現出來。這種平衡正是耶穌基督傳道職事的模式，既有對 

真理闡釋時的那種冷靜，亦對周圍所接觸的人的需要非常敏 

銳，因而產生關切之情；保羅的傳道職事也是如此。 

五、知識與道德價值剣斷 

正如上述所提過的，知識是含有道德層面的，知識與良 

心有莫大的關係。由於神造人時’將良心賜給人，而良心就 

是分辨是非黑白、對錯正誤的一種官能，是我們內心的一種 

無聲之聲 (vo ice less voice)。所以人有道德感，對公義的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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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銳的反應，而公義正直感便成為我們道德價值判斷的一種 

標準，以致在人類社會中能建 l i一種強力的道德信念彳馆失序。 

人類就憑著這種道德信念和秩序去建立一個健康正確的價值 

標準，以幫助我們將邪惡不道德之事從生命中剔除出去，使 

我們擁有一個健康整全的「幸福生活形態生命」，在行為生 

活上表現出一種美善優越的德行，以致生命變得高貴美善。 

作為傳道人，我們理應靠著神的恩典去活出這樣的倫理道德 

生活。因我們是眾信徒效法的榜樣，若我們的道德生活是軟 

弱的，可以想象我們帶來的壞影響有多大，我們不應有雙重 

的標準：即律己以寬，律人以嚴。另一方面’在知識追求上， 

我們必須多閱讀有關倫理道德的書籍，增加自己在這方面的 

認知；隨著閱讀的廣博，當我們要在生活與事奉工作中作道 

德判斷時，便自然會較為敏捷和正確。 

六、結論 

無疑，我們是活在知識爆炸的時代裡，可是許多人卻不 

明白知識的真義是甚麼，因而在諸多知識的猛烈衝擊下’沒 

有正確判別的能力’更使人迷失方向’但願以上簡單扼要的 

介紹，對各位教牧同工能有點啟迪作用’幫助大家認識知識 

的內涵與本質以及運用知識的因素’知道該培育哪幾方面， 

以致在知識追求上更平衡’亦更成熟，成為真正有知識的智 

慧傳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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