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羅宣講之傳播理念與 
今曰講壇事奉 

林 俊 華 

—、導言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一 8) 

這是路加醫生對主耶穌被接升天前在世 後囑咐的記述；同 

樣，也是初期教會整個福音工作的「傳播行程表」。聖靈顯然是這 

個傳播行程的策劃者，也是傳播的能力。1傳播的範疇及方向將由 

耶路撒冷，朝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至地極而展開。傳播的目的 

乃是要為基督作見證，好使傳播的對象得聞福音。當然，在整個傳 

播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是初期教會那些在「大使命」中願意貫徹 

使命的使徒，他們是傳播福音信息的先鋒。 

在第一世紀而言，向當時全世界的二萬萬五千萬人口佈道實在 

是一件不可思議，甚至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主耶穌把這使命交給 

這一小群忠心的門徒，他們竟能勇敢地、堅決地去完成這使命。2 

在這小群傳播福音的人之中’使徒保羅的佈道工作更是顯得鋒芒畢 

1林來慰：〈基督教傳理學〉，筆記錄（香港：建道神學院’ 1 9 ¾ ) 。 

2盧家馼：《健康的增長——今日教會增長路向》（香港：福音證主協會 

1987)，頁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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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面對著當時的政治壓迫、交通阻隔、強烈反教的猶太主義與及 

龐大未聞福音的人口，神必須興起具有傳播潛質的人才可以勝任’ 

而保羅就是這樣的一位。因此，保羅的才華起初雖只是用於逼迫信 

徒的工作上，但神卻改變他成為一個成功的福音傳播者。 

哥林多教會被喻為新約初期 具屬靈恩賜的教會，其中以亞波 

羅的講道 為出色（參徒十八24)。然而，這並不能忽略偉大的使 

徒保羅之宣講恩賜。事實上，新約記載有關保羅宣講的史料遠比亞 

波羅為多。保羅是初期教會裡頭一位 成功的宣教士、佈道家、神 

學工作者……但 重要的，他也是一位傑出的信息宣講家，這是無 

可置疑的事。我們今日雖可以絕對確認，昔日保羅在宣講的時候不 

曾刻意地運用有關所謂「傳理學」中的「傳播理念」。然而，研究 

保羅宣講技巧的人卻不能否定，他在宣講的過程中委實充滿著無數 

的「傳播論據」。 

講壇事奉中的「宣講」是現今「教會傳理學」之中一個 重要 

的課題。成功地運用傳播理論中的技巧能使受眾獲得傳播者 原創 

的信息。因此，本文是從「傳理學」的角度，探討保羅在初期教會 

中的宣講。究竟保羅是憑藉甚麼因素，而使他成為傑出的信息宣講 

家呢？他是否真的掌握了現代人所謂的「傳理觀念」，以致其宣講 

異常成功？再者，保羅宣講的傳播理念，如何能進一步具體地應用 

在今日教會講壇的實際處境中呢？ 

二、保羅「傳播」的神學概念 
I 

(-)神透過自我啟示傳播祂自己 

聖經中的神是「說話的神」，
3
也是進入歷史舞台中有所作為 

的神，而不像那些澳洲土著的神靈，僅把行動留在聖池、河流、及 

3克雷瑪著’黃明德譯：〈傳達的聖經觀〉’賀識理主編’《傳播學文叢》 

(台南：東南亞神學協會，1970)，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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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丘地上。 4同樣，保羅既認定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帖前一 

9 ) ’祂就不會只是一位緘默不言的主宰。神顯然是一位有人情味 

的神，並熱衷於與人相交。5祂的本性不但喜愛與人溝通，而且實 

際上已經藉著話語和祂的子民溝通。 6事實上，倘若神不是願意透 

過自我啟示來傳達自己，有限的人類根本就不可能與祂接觸。 

有關神的「自我啟示」，曾立華博士論到列祖時期的「啟示 

觀」時指出神的啟示共有三種形式 ( m o d e s )，即「神向人顯現的形 

式」、「異象與夢的形式」及「神行動的形式」。
7
對保羅而言， 

神這自我啟示的三種形式都相繼在他身上發生。首先，在大馬色的 

路上，主耶穌透過聲音與強光親自向他顯現，並向他作出呼召（徒 

九1〜9 )，這是「神向人顯示的形式」。其次，著名的「馬其頓呼 

聲」正是神透過「異象與夢的形式」向他啟示（徒十六 6〜10 )。 

再者，每當保羅在傳福音時遭遇苦痛、困難，甚至是生命陷在極大 

危難中，他必然親身經歷過「神採取行動」的介入。事實上，對保 

羅而言，大馬色的經歷本身正是「神採取行動」的一種啟示形式。 

當然，對偉大的神學家使徒保羅而言，我們不能否定他清楚體 

會到神曾透過「普通啟示」向人作其自我傳遞，並藉著其所造之物 

叫人曉得並認識祂的永能和神性（羅一 19〜20)。此外，藉著「特 

別啟示」——聖經，神不但傳遞了使人得救的智慧’更啟示了一切 

使人歸正學義的信徒生活指標（提後三15〜17 )。
8
神是一切基督 

4利達著’梁敏夫譯：〈傳達概論〉，《傳播學文叢》，頁89�90° 

5參梁永泰：《塑造傳播人》（香港：基道書樓，1卯3) ’頁5 ° 

6司徒德著，魏啟源、劉良淑譯：《講道的藝術》（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1986)，頁记 ° 

7曾立華：《從上而來的文獻》（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1983) ’頁 

20 � 2 2 。 

8「普通啟示」和「特別啟示」是系統神學中論及「啟示」時一個非常重要的 

課題’任以撒在其《系統神學》一書中的第二章有極詳盡的討論’可供參考。參任 

以撒：《系統神學》（香港：基道書樓’ 1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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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傳播工作的開始和中心，祂主動地向人傳播。9 

(二）神委派人參與傳播的行列 

基督教宣道會的創辦人宣信博士（Dr. A. B. Simpson) 一首非常 

著名而悅耳的聖詩——《忠主託付》有幾句歌詞如此表達= 

……本來你可以從天上，差遣天使把信息傳開，但因為你無限 

的愛，使人有傳福音的光彩……
�
" 

歌詞直接道出了神要人參與傳播的行列。保羅自從在大馬色路 

上歸主之後，一生就只有一個方向，就是要竭力完成神在他身上所 

託 付 的 使 命 一 傳 揚 福 音 （ 腓 三 1 3 〜 1 4 ) 。 因 為 保 羅 深 深 知 道 ： 

「神不獨是一位自我啟示，向人傳播的神，祂更是委派人參與傳播 

行列的神」。並且保羅在他偉大的神學巨著羅馬書中也清楚指出， 

世人之所以未能聽聞福音，是因為沒有傳道與及奉差遣的（羅十 

1 4〜15 )。然而，保羅卻清楚表明了自己要傳的本意，他說：「若 

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林前九1 6 )。可見保羅完全確認神是一 

位要人去傳播的神，傳播者乃是與神同工，分享神傳播的本性。“ 

(三）神要人傳播的信息是福音 

「宣講」和「佈道」有極相近的用法，因為兩者大部分都是對 

未信的群體宣告「福音」。 I 2
「福音」（e i ^ a y y ^ h o v ) —詞就是「好 

消息」，"它的動詞「傳福音」（£^6 a Y Y £ X ' i � ( o )即是「宣揚」的意 

9梁永泰：《塑造傳播人》，頁5。 

19宣信：〈忠主託付〉，《生命聖詩》（香港：宣道出版社，1986)，271 

首。 

11梁永泰：《塑造傳播人》，頁7。 

12張永信：《崇拜：神學、實踐、更新》（香港：天道書樓’ 1991)，頁 

112。 

I 3黃錫木：〈原文新約輔讀〉，《新約希臘文研究系列3》（香港：崇真會救 

恩堂/基道出版社，1994)，頁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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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I 4
這詞在被動的時態上是「聽到好消息」的意思。福音傳遞 

涵蓋著一個極重要的傳播理念過程，那就是「宣講」（ K f l p i ) 0 0 £ W ) ； 

而「宣講」與「傳道」（ £ i : ) a Y Y £ X i ( £ G e a i ) 兩詞在新約中時常一同出 

現 ’ I 6
且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保羅是一位傑出的「佈道家」，他  

常使用的傳道方法是「宣講」，而宣講佈道的信息是「福音」。 

保羅雖然滿有學問，閱歷奇多，但這從不影響他要傳播的信 

息。他傳播的動機是鮮明而熾熱的一認識並傳揚基督（腓三8 ；弗 

六1 9〜2 0 )。他更清楚神在自己身上的終極使命，就是成為一個往 

外邦完成神之託付的福音傳播者，而他傳播的主要信息就是福音。 

因此他在前赴耶路撒冷，面臨被捉拿的危機時仍能高呼：「我卻不 

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 

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二十2 4 )再者，保羅的 

整 個 神 學 如 「 因 信 稱 義 」 、 「 十 字 架 」 、 「 基 督 的 死 」 、 「 復 

活」、「顯現」、「信徒成聖」……等論題無不與福音的內容有 

關，甚至他所寫的每一卷書信都以傳揚基督救贖計劃為基礎。這是 

因為他確信，「福音」是神要人傳播的 主要信息。 

( 四 ） 神 藉 普 世 教 會 成 為 傳 揺 的 媒 體 

教會是神在地上的子民，是屬基督可見的、有形的、歷史的、 

社會的身體。 I 7
並且，新約聖經為我們提出了強烈的證據，教會作 

為神對世界救贖的目的，佔一中心位置。 I 8
換句話說，教會便成為 

世人得蒙救恩一個非常重要的屬靈群體。 

[黃錫木 

‘黃錫木 

>曾立華 

〈原文新約輔讀〉，《新約希臘文研究系列3�’頁669 ° 

〈原文新約輔讀〉，《新約希臘文研究系列3�’頁669 ° 

《講道職事的重尋》（香港：宣道出版社’ 1 9 ¾ ) ，頁 6 3 � 6 4 

‘Robert E. Webber, God Still Speak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80)， 

‘Eddie Gibbs, I Believe in Church Growth (Grand Rapids: W.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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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中對教會闡釋得 詳盡的作者是保羅，他以「基督的 

身體」（林前十二27)、「聖靈的居所」（弗二22)、「真理的柱 

石和根基」（提前三15)、「神家裡的人」（弗二 19)、「基督的 

新婦」（弗五32 )來比喻教會。 I 9
保羅透過其眾多書函所作的努 

力，使這些源自希臘語的普通詞彙成了獨特的基督教教義的理 

解，而特指一個殊異於其他任何世俗或宗教團體的基督信徒聚 

會、組織或群體。倘若我們要總結保羅一生宣教的事奉，就只有 

「廣傳福音」及「建立教會」，並且兩者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保羅 

深切的體會到，教會這個屬靈的群體，就是神所要採用廣傳福音的 

媒體(medium)，神要藉著教會將救贖的大恩傳開。 

(五）神要人傳播的對象是普世 

巴文克對宣教事工所抱持的信念是：聖經自始至終所關心的是 

全世界的前途，並論到救恩 終要臨到他們。
2 2
毋庸置疑，保羅所 

抱持的是同一個信念。在保羅給予眾教會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見 

他傳揚福音的對象是普世性的，他既認定神乃創造宇宙萬物及人類 

的主宰（羅一 18〜20)，基於亞當犯罪的墮落，以致全人類都陷在 

罪裡，但神的救恩卻因為基督一人的善行，而令全人類得到恩惠 

(羅五12〜19)。救贖不獨只是猶太人所專有，外邦人也可以擁有 

19 Tenny M.C.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2), Vol. I，846-47. 

「教會」（dKKXnoia)在新約使用時有兩個淵源：一是舊約、二是希臘世界。 

前者指以色列人的大會，特別是為宗教事宜或宣布法律而召集的大會（申四10，九 

10，十八16 ’三十一 30 ； 士二十2 ；徒七 3 8 ) ；後者則泛指一群人的•、會議，有 

時也指定期開會的政治團體。詳參陳惠榮主編：•《證主聖經百科全書》，第二冊 

(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 ¾ )，頁100 1 ° 

21「普世」一詞是指「所有的人」，可參博林(M. Eugene Boring)：〈保羅的普 

世論語言〉，《華人神學期刊》，第二卷第一期（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 

心，1987年6月），頁19� 

2 2 巴文克著，宋華忠譯：《宣教學概論》（香港：天道書樓， 1 9 8 5 )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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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稱義的權利（羅八 1 5 � 1 7 ；弗二 1 9 ) � 不 但 如 此 ， 他 們 在 基 

督裡會享有與猶太人相同的地位，都是神家裡的人（弗二 11〜三 

12) 

在傳福音的事工上，保羅從來沒有將他的福音對象作種族上的 

劃分，他更沒有階級主義。保羅因奴僕阿尼西母向腓利門代求一 

事，足以證明他並不是一個有種族歧視的人。在他的佈道隊中，更 

有不少外邦人的同工。可見在保羅的觀念上’全世界的人都是他傳 

揚福音的對象，他們都需要神的救贖，因此他是同樣的欠他們福音 

的債（羅一 14) ° 

三、保羅「宣講」的神學概念 

(-)宣講乃神自我啟示的方式 

當使徒約翰透過他的福音書記述神的兒子——基督生平的時 

候，一開始便說：「太初有道（Wyo；；) ’道與神(eE6v)同在，道就是 

神。」（約一 1)「道」（16丫00 一詞可被解釋為「說話」（word)或 

「演說」（speech)24，也就是說’「神」（9£6<;)本身就是「說話」 

( w o r d ) � 2 5同樣，整個萬物的創造也是透過「神的說話」完成（創 

一3 ；約一 2 ) �作為一個願意自我啟示的傳播者’神透過「說話」 

將自己展示在整個宇宙中，也烙印在使徒保羅的心坎中。 

宣伯偉博士在《神仍在說話》一書指出’神向世界作自我 

啟示共有四方面：（ 1 )神的啟示是歷史性的（G o d ' s revelation is 

23 參 George W. Peter, A Biblical Theology of Mission (Chicago: Moody Press, 1972), 

149-50 ° 

24 Geoffrey W. Bromiley ed.，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W.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5)，Abridged in one volume, 505-6. 

2 5曾立華博士曾經透過路加（使徒行傳）以「神的道」探討「道」的含義，並 

指出「神的道」本有舊約典型的觀念’但由外邦人路加醫生使用’當中必定有著特 

殊含義。詳參氏著《講道職事的重尋》’頁 3 5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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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 ( 2 ) 神透過語言傳播 ( G o d communicates through 

language) ‘ ( 3 ) 神 透 過 異 象 傳 播 ( G o d communicates through 

v i s i o n )，（4 )神以道成肉身作傳播 ( G o d communicates through 

Inca rna t ion )� 2 6我們可以從這四方面嘗試了解保羅如何體認宣講乃 

神自我啟示的方式。 

甲、神的啟示是歷史性的 

對身處於新約時代的保羅而言，「神啟示的歷史性」很容易令 

他聯想到舊約，尤其是猶太傳統的律例、典章。這些古代的「聖 

書」不僅曾為保羅提供了具體的生活準則（提後三1 5 � 1 7 )，也是 

神在歷史的進程中親自的在「說話」。一本古代的書怎樣可以說是 

在「說話」，以致我們能夠「聽到」它在說話？只有一種方法，就 

是神親自藉著它說話。27 

乙、神透過語言傳播 

「語言」一詞可被理解為「文字」或「說話」，可以說是傳播 

的一種符號，藉「記錄」或「宣講」將信息清楚傳遞。不論是透過 

「書寫」抑或「宣講」，就傳播的目的而論，都是要將信息清楚的 

表達。新舊約聖經分別由希伯來文及希臘文所寫成，這是神透過語 

言向人作自我啟示的一種 獨特的模式。保羅書寫他的「新約信 

函」時’雖然不曾想到他那些作品將會成為新約正典，
2 8
但他卻肯 

定舊約聖經或甚至自己所寫的確是「靈感之作」，是神的啟示。
2 9 

當然，對保羅而言， 重要的是，神的啟示就是神的「說話」，透 

過「宣講 I向願意聘聽的人表達。 丨 

26 Robert E. Webber, God Still Speaks, 204. 

27司徒德：《講道的藝術》，頁101�102。 ’ 

28對保羅而言，那個時代根本並沒有所謂「正典」（canon)的觀念。 

2 9 明顯的例子，就是保羅教導哥林多信徒有關男女婚嫁的所謂「個人意 

見 J ’福音派的學者都堅信，這個所謂「個人意見I同檨是神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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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神透過異象傳播 

「沒有異象（或譯：默示）’民便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 

有福。」（蔵二十九1 8 )保羅之所以被喻為一位非常成功的傳道 

人，是因為他是一個極有「異象」，也常有神「默示」的人。並 

且，他眾多異象的產生’並非憑空的想象，乃是神親自藉著「話 

語」、「默示」向祂傳遞。在大馬色的路上，保羅首次經歷到基督 

說話的能力。當主耶穌親自質詢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 

迫我」（徒九4) 的同時，基督的「宣講」每字每句都深入他的耳 

中、心中，並且因著基督的「吩咐」（宣告），讓他認定宣講乃神 

自我啟示的方式（徒九 6 )。所以，當保羅寫信給哥林多信徒提及 

「傳揚」這神聖的職分時說：「經上記著說：『我信，所以我說 

話。』我們既然有同樣的信心，也就信，所以也說話。」（林後四 

13引用詩一一六10)他所謂的「信心」是指神已經說話的信念， 

並且祂的說話已經成為他宣講福音的異象。 

丁、神以道成肉身作傳播 

神是一切基督徒傳播的工作和中心，祂主動地向人傳播，
3
1甚 

至是親自來到世間傳播。在宣講的傳播理念中， 具效果的傳播莫 

如傳遞者能親自現身說法，將信息傳遞，
3 2
神就是採取這個 直接 

的傳播模式。當道成肉身的基督來到世上傳道的時候，祂的第一個 

傳播模式正是「宣講」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 ’你們當悔 

改，信福音。」（可一 15 )新約聖經雖然不曾記載保羅曾親身賠聽 

過耶穌的宣講，然而，保羅卻深切的體認基督「道成肉身」在傳 

播過程中的重要性。在勸導腓立比信徒「以基督的心為心」（腓 

司徒德：《講道的藝術》’頁97° 

參梁永泰：《塑造傳播人》，頁 

3 2雖然今日有不少講道錄音帶的信息非常出色，但卻仍不能替代崇拜講壇信息 

的地位。筆者認為’講員「親身」在講壇宣告神的道，仍是現今教會敬拜時的必 

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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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的功課上，他將基督「道成肉身」的神學理念作了詳盡的闡 

釋。 

在傳播的神學概念上，保羅十分清楚神是透過其自我的啟示來 

傳播自己。然而，他也認識到，神所採用那自我啟示的方式，正是 

「宣講」。 

(二）宣講乃神要人傳播的方法 

在系統神學的研討中，神學可被分為兩個主要的層面：「有關 

神的知識」（knowledge about God)與及「對神的認識」（knowledge of 

G o d ) �「有關神的知識」是指人對神只有頭腦上的知識而不曾與神 

建立任何關係，但「對神的認識」則指人不但從啟示中獲取對神的 

知識，更進一步能因認識神而與神有所團契、溝通。
3 3
南非聖經學 

者帕提斯（H.J.CPieterse)也提出同樣的觀念：「神學不單只建基在 

有關神的知識上，更在於對神的認識上」。
3
4他進一步補充說： 

「神學是人關乎神的一篇演詞」（Theology is Human Speech about 

G o d )。的而且確’神透過自我啟示（不論一般性或特別的啟示） 

傳遞了可以使人了解祂的知識，透過知識進而使人對祂有所認識。 

但問題是，世人（特別是那些頑梗、對神啟示反應遲緩的人）如何 

對神有所認識呢？答案就是：「透過人關乎神的演詞（speech)^W 

講 ( p r o c l a m a t i o n ) � � 

其實，保羅在他的羅馬書中早就展示了這種傳播的神學概念：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fg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 

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羅十14〜15 )保羅非常清楚神要人在 

33張慕暗：〈系統神學〉，筆記錄’（香港：建道神學院’ 1984) ° 

"Theology therefore deals not only with the knowledge of God, but also with 
knowing God."參 H.J.C. Pieterse, Communicative Preaching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1991), 2 � 

H.J.C. Pieterse, Communicative Preac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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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傳播上所擔任的角色，這不獨是得蒙救贖的信徒應該且必須負 

上的責任，更因為神已將語言、聲線、信息、口才賜予信息傳遞 

者’藉「宣講」在空氣中播放。
3 6 

(三）宣講乃傳播最有力的媒體 

傳播的要素包括：（1 )傳播根源，（2 )傳播工具，（3 ) 符 

號，（ 4 )接受者，（5 )預定的目的。
3
7在信息的傳播過程中，上 

述五項要素都非常重要，尤以傳播工具的選擇與使用，亦即是「媒 

體」。長久以來，講道在基督教會的崇拜中佔著重要的位置。基本 

上華人教會的崇拜中，還是以講道為中心，這顯然是受到宗教改革 

傳統的影響，例如講臺從本來被放在一旁移到中央去，可見講道已 

成為中心焦點。
3 8
「宣講」之所以被普世教會所重視，是因為這種 

傳播方式乃傳播 有力的媒體。縱使它並非「大眾傳播」（m a s s 

communica t ion )的一種傳播模式，
3 9
卻仍是一種同時間一次向一大 

群受眾傳遞信息的媒體。而所謂大眾傳播，乃是利用報章、雜誌、 

書刊、電台廣播、電影、電腦網絡、電視和唱片等為工具，而把一 

定的意識內容傳播給多數的讀者、聽眾或觀眾的一部分。有別於 

「個人傳播」（personal communication)，大眾傳播育旨同一時間一 

3 6當然，因先天或後天意外患有聾喷的信徒因生理的缺陷而不能如常人透過聲 

音傳揚福音，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能參與傳福音的事奉’透過文字、手語、生命的 

見證，同樣可以成為基督的出口》 

3 7 伯樂著，孫彥民、張霄亭譯：《思想傳播學》（台北：水牛出版社’ 

1971)，頁 19 ° 

3 8曾立華：〈崇拜講壇兩極化再思〉，《今日華人教會》（香港：世界華人福 

音事工聯絡中心，1994年2、3月號，總176期），頁13。 

3 9飄雅各將大眾傳播定義為：「受眾數目龐大，但傳播者又不在現場」，可參 

飯雅各著，彭海陽、朱崇儀譯：《有效的基督教傳播》(香港：福音證主協會’ 

1986)，頁妃。然而，筆者卻認為’基督教講壇的宣講’宣講者必須在場° 

40樺俊雄等著’劉秋岳譯：《大眾傳播學導引》（台北：水牛出版社，民 

59/1970)，頁 1 ° 

41即指個人相互之間的一種意志傳播（參樺俊雄等著：《大眾傳播學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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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過地將信息向數目非常龐大的群眾傳遞。而宣講的行動，正能發 

揮大眾傳播中信息傳遞的 佳效果。雖然傳理學家普遍都認爲「大 

眾傳播」是 近才使用的詞彙，
4 2
但若就其廣義含義而言，在新約 

福音傳播的歷史上，耶穌基督與及袍的眾門徒：彼得、雅各、約 

翰、排力、多馬……當然，更包括偉大的使徒保羅，早就掌握了 

「宣講」在「大眾傳播」上的某種地位、角色及其重要性。 

而且，保羅對宣講作爲傳播 有力媒體的認定，盡見於他如何 

將宣講放在「未信者」的心目中。保羅是如何的體貼那些未信者接 

納福音前的景況呢？他說：「只是人沒有都聽從福音，因爲以賽亞 

說，『主啊，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 

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但我說，人沒有聽見嗎？誠然聽見了。他們 

的聲音傳遍天下，他們的言語傳到地極。」（羅十1 6〜18 )換言 

之，保羅非常淸晰地表達了他對宣講在福音傳播上的震撼，他深信 

只要救贖恩典的聲音傳遍天下，福音信息的言語傳到地極，未信的 

人就能從「聽道」這個接收信息的行動而認識福音，獲取救恩。爲 

此，宣講不但是傳播 有力的媒體，也是保羅所認定的神學概念。 

(四）宣講更爲最可切慕的恩賜 

哥林多敎會是保羅「既愛且恨」的敎會，「愛」是因爲這是 

他在基督裡用福音所生的屬靈群體，就像他們慈愛的父親（林前四 

14〜16) ；「恨」是因爲這也是一間 多難題的敎會，誠如魯伯遜 

所言： 

保羅全心全意地愛哥林多教會……但卻沒有任何一間敦會使保 

羅的心如此沈重難當……
4 3 

頁43注腳部分），這種傳播模式通常只發生在兩個人的溝通上。 

42樺俊雄等著：《大眾傳播學導引》，頁1。 

43 A.T. Robertson, The Glory of The Ministry: Paul's Exultation In Preaching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9),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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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保羅心情沈重難當的原因，是因為在哥林多教會的信徒群 

體中間竟有紛爭（林前一11 )，而導致紛爭的主要原因是信徒對宣 

講這個屬靈恩賜非但沒有認識，反而因過分擁戴其中一些同工的出 

色講道而陷在分門別類的試探中（參林前三 4 )。為此，保羅除了 

透過高舉基督並祂的十字架來平息信徒紛爭的幼稚表現外（林前一 

18〜25，二 1〜9 )，更教導他們認識聖靈所指教的言語，才是 為 

重要（林前二 1 0〜 1 3 )。他堅信，切慕「先知講道」，是繼追求 

「愛」以外，信徒 該羡慕的屬靈恩賜（林前十四1)。 

希臘文「恩賜」（ x d p i o n a )—字，普遍解作「源出於神白白賜 

予 的 禮 物 」 。
4 4

「 先 知 講 道 」 是 其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項 ， 

可直譯為「預先表明或顯明」，其基本意思即「公開闡釋神的真 

理，為要勸勉、造就及安慰」。
4 5
這詞彙在動詞的使用時有兩個含 

義：即「宣告」及「成為一個傳講神諭的先知」。 4
6
與「說方言」 

( y e v i i Y ^ W G G c o v ) 這 項 屬 靈 恩 賜 比 較 ， 保 羅 顯 然 非 常 著 重 「 先 知 講 

道」在教會的位置；因為他是以「切慕」這個情辭迫切的詞彙，提 

出 他 的 立 場 。 「 切 慕 」 — 詞 即 是 十 二 章 3 1 節 的 「 切 切 的 

求」，保羅在此其實是重複他的心意，並把十四章1節銜接回十二 

章31節的申論去。47況且’「先知講道」在教會的功能既是「對人 

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林前十四3 ) ’難怪保羅如此重 

視了。此外，麥希真牧師在他的《工人的講道》一書中提到有兩種 

講道的恩賜： 

一是超然的講道恩賜——這是本來沒有的，聖靈超自然地（神 

績地）加给基督工人，好像使徒本來不懂各地的方言，聖靈超 

.44 Walter Bau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W.F. Arndt & F.W. 
Gingrich trans,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878-79. 

4 5甘陵敦著’王一平譯：《屬靈恩賜》（香港：天道書樓’ 1989) ’頁50 ° 

46 Geoffrey W. Bromiley ed.,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 953. 

4 7 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一哥林多前書註釋》（香港：天道書樓’ 

1992)，頁3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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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神蹟地）把方言加给他們，他們就按著聖靈所賜的口 

才，説起別國的話來（徒二4，另參5〜8)，於是講道大有果 

效。二是自然的講道恩賜——講道者本來有清晰的頭腦和流利 

生動的口才，經過聖靈的變化和改造，這基督工人本來已有的 

清晰和流利口才，就成為聖靈賜予的講道恩賜。
4 8 

不論「超自然的講道恩賜」或是「自然的講道恩賜」，保羅深 

信，神在教會內設立先知講道的恩賜，用意便是使神的話常存在信 

徒中間；並且那不僅是由居高頒下的昭告上諭，朗讀一些信徒的處 

境、與生活無關痛癢的言語，卻是要使神的道（Word of G o d )變成 

活著的道(Living Word)，使昔曰的啟示變作今日的啟示。‘
9 

(五）宣講乃信徒被造就的地方 

當使徒保羅為哥林多信徒闡釋「先知講道」這屬靈恩賜的時 

候’他簡單地定下了講道的目的，共計三點：（1)造就、（2)安 

慰、（ 3 )勸勉；其中「造就教會」更是他心裡 為關注的重 

點。
5
1保羅是要明確的指出：「宣講」在教會這個屬靈的群體中， 

確實能夠發揮造就信徒的果效。並且正因為宣講蕴含著大眾傳播之 

中的一些特性，能為龐大的受眾帶來極大的果效’可於同一時間成 

為信徒被造就的地方，難怪梁家麟博士在《異象與獻身》一書的自 

序中有如此表達： 

不管我平日如何勤懇接觸弟兄姊妹：帶團契、教主日學、個人 

辅導、.探訪；在一週裡，我實際影響的只是一小撮人。但在主 

48麥希真：《工人的講道》（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卯4) ’頁51» 

4 9 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 ~ ^林多前書註釋》’頁 3 ¾� 3 ¾。 

5。參巴克萊著’周郁稀譯：《哥林多前後書注釋》’每日研經叢書（香港：基 

督教文藝出版社，1987 )，頁147� 

51「造就」一詞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中合共出現了七次’分別在3、4 (兩 

次） � 5 � 1 2 � 1 7 及 2 6 各節，參 David Prior, The Message of 1 Corinthians: The Bible 
Speaks Today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85).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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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崇拜裡，要是我釋放一篇合乎神心意，也適切信徒需要的信 

息，則我便可以同一時間牧養百數十人，給予他們鼓勵與安 

慰、貴備與提醒。這是牽涉範圍 廣的事奉。
5 2 

再且，保羅給他福音使命的接棒人提摩太的提醒：「你要以 

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提前四1 3 )能再一次 

讓 我 們 看 見 他 對 宣 講 的 看 重 。 透 過 運 用 「 智 慧 的 言 語 」 

( JO中 i a )、「知識的言語」（? i 6YO( ;Yvok j£co)、「悟性的說話」（Zdyoc ; 

v o T )來配合宣講，必能使「神的道」變成教會這屬靈群體「永活的 

道」，更能令信徒的屬靈生命得以被擦亮、燃燒。毋庸置疑，教會 

的宣講（)^60^_?肌^0既是崇拜聚會的中心，也是教會存於世上的 大 

職事所在（提後四1〜2) 

四、保羅宣講的傳理分析 

宣講可被喻為一雙強而有力的膀臂：「一隻膀臂憑藉信心抓住 

永生神的話語；與此同時，以同情憐憫的另一膀臂接觸今日人們 

的 迫 切 需 要 。 這 雙 膀 臂 除 非 能 經 常 锻 煉 ’ 否 則 宣 講 者 將 注 定 失 

敗。」
5 4
對保羅來說’講道就是他的生命’

 5 5
因此，他絕不允許 

自己成為一個失敗的宣講者。所以在神面前’他不斷扎根於神的 

話；面對他的受眾，他亦常以悲天憫人的心懷體貼他們的需要 ° 

保羅是一個十分成功的講道家，一方面因為他具有非常優越的 

「傳播潛質」’也有極強的「傳播」與及「宣講」的神學信念 °然 

而’ 重要的還是’他委實將傳播與宣講的「意念」具體地應用在 

5 2梁家麟：《異象與獻身》（香港：宣道出版社’ 1 9 ½ ) ，頁 5 � 

5 3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一哥林多前書註釋》’頁399� 

54 David H. C. Read, Preaching About The Needs of Real People (Pennsylvan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8)，10 

5 5曾 t r垂：《講道職事的重尋》，頁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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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講壇事奉中。路加在使徒行傳中，一共記載了保羅的十篇講章 

與演詞，
5 6
兹表列如下： 

1 )在彼西底安提阿會堂的宣講（徒十三 1 6 � 4 1 ) 

2 )在路司得的宣講（徒十四 1 5 � 1 7 ) 

3 )在雅典的宣講（徒十七 2 2 � 3 1 ) 

4 )在米利都向以弗所長老的告別宣講（徒二十1 8 � 3 5 ) 

5 )在耶路撒冷羅馬軍營樓台階上的自辯詞（徒二十二 1 � 3 � 2 1 ) 

6 ) 在公會前的申訴自辯（徒二十三 1 � 3 � 5 � 6 ) 

7 )在腓力斯巡撫面前的自辯（徒二十四 1 0 � 2 1 ) 

8)在非斯都面前作申辯（徒二十五8、10〜11) 

9)在亞基帕王面前作申辯（徒二十六2〜四） 

1 0 ) 在羅馬城向猶太人宣講（徒二十八 1 7 � 2 0 � M � M ) 57 

保羅如何將傳播與宣講的「意念」具體地應用在這些講章與演 

詞呢？筆者嘗試從上列的講章與演詞中，分別以「群體傳播」與 

「人際傳播」
5 8
列舉他較具特色的兩次宣講，並作一整合的傳理分 

析 ° 

一56筆者深信保羅一生講道的次數應不只限於此十次，相信只是限於使徒行傳的 

篇幅與取材而沒有詳盡記述其他而已。一個像保羅這樣酷愛講道的福音傳播者，他 

每時每刻都以宣講的事為念。 

5 7曾立華：《講道職事的重尋》’引自凱伯利使徒講章其中保羅部分，詳參 

H.J. Cadbury, In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Vol. 5，403� 

58所謂「群體傳播」即「大眾傳播」的一種，由於講壇宣講的信息對象為一定 

數量的群眾，且是一種在公眾地方的公開宣講’故涵蓋了「大眾傳播」之中一些顯 

著的特色°至於「人際傳播」即「個人傳播」’信息的接收者人數往往非常少’甚 

至這類傳播只是二人的對話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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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略•巴古的宣講（徒十七22〜31) 

甲、群體傳搢的宣講圖示
59 

乙、信息的動機 

保羅原本沒有計劃在雅典停留或進行任何佈道，然而，當他等 

候西拉和提摩太時’可能在市內四處勸覽；看見城內偶像遍處見， 

就心裡著急（徒十七1 6 )，於是便走進猶太會堂和與會者辯論 °由 

於保羅在會堂遇上以彼古羅及斯多亞學派的學士，他們一方面質疑 

保羅所論及的神明’但對他的講論卻又非常感到興趣’便邀請他到 

亞略•巴古演說。 

對於這個唐突的邀請’保羅並未婉拒，且把握可以宣揚福音而 

即使是 微小的機會 °這是一個信息傳播者對傳播應有的熱切懷抱 

信念’能夠為雅典滿城陷在偶像崇拜中而著急，保羅真的全情投入 

在可以傳播神話語的任何機會。 

基本設計參飄雅各的「大眾傳播圖」，參 ®雅各：《當代教會傳播》’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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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信息的結構 

(1)弓丨論（v.22-2:3) 

講章的引言包括三部分：（ a )保羅的稱讚——面對一群陌生的 

聽眾，保羅先透過「稱呼」和「讚賞」打破傳播者與聽眾的疏離關 

係，並為聽眾塑造他們所能認同的教師或哲學家之形象。 6 � ( b ) 

導出信息的原因一乃基於聽眾一種宗教的膜拜行為——「未識之 

神」。（C )對是次講道的期望——證實宣講者所敬拜的，是雅典人 

所尋求的未識之神。作為一個信息傳遞者，保羅先透過稱讚掌握他 

的聽眾，也讓聽眾體會宣講者實在關懷他們的景況，並確認聽眾尋 

索真神的具體意義。而且，他更開宗明義、毫不忌諱地指出他講說 

之目的，正是要令聽眾認識至高的真神。 

(2)本論（V .24-29) 

保羅在講章的本論部分，主要是介紹基督教的「神觀」，與雅 

典人的「未識之神」作一個辯論性的對比。不過，這講章並不屬於 

純護教性質而是屬於佈道性質。
6
1透過闡述神的創造、祂對生命的 

維護、不受限制的永恆屬性，從而帶出真神與世人的關係——祂的 

「臨在性」。保羅在本處經文給我們看見，神是與人親近的，因為 

神是可以尋求的。
6 2
雖然，不願意得罪神明是希臘人所認為的美 

德，但保羅對此並不同意；他絕不傳揚自己所不認識的神，他要透 

過他們熟悉的神明作為開始，而他們所熟悉的神明乃是沒有名字 

楊克勤：〈亞略•巴古演說〉（上），《今日華人教會》（香港：世界華人 

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1996年1月，總1¾期），頁^。 

“楊 ― ：〈亞略•巴古演說〉（上），頁 2 5。㈣，坎伯•摩根卻持相反論 

調，他說：「保羅這一席話不是在傳福音，他是在特殊的情況下，為自己講過的道 

作辯護。」可參坎伯•摩根著，鍾越娜譯：《使徒行傳》，《摩根解經叢卷》（香 

港：美國活泉出版社，1987)，頁306。 

62楊濬哲：《使徒行傳中十大講章•七大神蹟》（香港：恩奇書業有限公司， 

1993)，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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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他們不知道而敬拜的矛盾下，他們宗教的愚昧已不攻自破 

了。63 

透過一個堅實的本論，保羅強而有力地辯證神偉大的屬性，並 

非希臘神廟所供奉的神明可以比擬。在引論部分，他雖然透過稱讚 

表示友善及對聽眾的認同。然而，到達信息的真理部分，他就毫不 

畏縮地道出真理的絕對性。事實上，他要在這全世界 有學問的城 

市裡，在 崇高的法庭面前，陳說他的信仰。在別人也許會怯場， 

可是在他則絕不以基督的福音為恥。在他看來，這乃是神所賜，為 

基督作見證的一次機會。
6
4作為一個專業的宣講傳播者，保羅的真 

誠、可信，在他宣講的演詞中表露無遺。 

(3)結論（V.30-31) 

保羅在這講詞的結論部分’顯然是情辭迫切的，他感性地帶出 

世人愚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 °但基於祂已經定下審判的曰 

子’因此，現今正是悔改歸向神的適當時機 °「神給予人悔改的時 

曰無多」正是他作出情辭迫切的總結之原因，神原先寬容人的無 

知，如今卻不再這樣了 ’祂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
 6 5

保羅關懷受 

眾不僅在於他們是否能掌握他所表達的神學，而是他們的靈魂得 

贖 ° 

保羅在這裡用了兩種講道的技巧：重複（ r e p e t i t i o ) 6 6及情緒上 

的申訴。重複使申訴變成更為有力；情緒上的申訴能達至演說的  

6 3楊克勤：〈亞略•巴古演說〉（上），頁26。 

6 4巴克萊著，馬鴻述譯：《使徒行傳注釋》’《每日研經叢書》（香港：基督 

教文藝出版社’1982) ’頁142° 

6 5馬歇爾著，蔣黃心湄譯：《使徒行傳》’《丁道爾新約聖經注釋》（台北： 

校園書房出版社，1987年），頁270。 

6 6如「神所定的日子」(30節）是重複上文「預先定準的年限」（26節）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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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目標，使人進入悔改和信仰之途。
6 7
倘若講章的結論是信息的高 

潮，必須要收到一擊即中的效果；那麼，他在這個宣講過程中，便 

已盡上 大的努力。 

丁、宣講的媒體 

對保羅而言，亞略•巴古的演說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宣講，因為 

在接收信息的受眾之中，不乏滿有見識之士。作為一個信息的宣講 

者，他不獨要以學術的造詣整合自己宣講的資料，更要運用適當的 

「修辭語言」向聘聽者作出清晰表達。他在是次的宣講之中所運用 

的方法乃是，先肯定雅典人對神明預先存有的觀念，再以適當的 

「修辭語言」作為宣講的主要媒體。
6 8
他認定聽眾是有宗教信仰 

的，只是他們不認識自己的神明，所以他要道出他們所信奉的，是 

一位怎樣的神。這樣，他就以聽眾的思想架構，顯示他們信仰系統 

之崩潰；在修辭說服上的好處，是免去霸權主義的傾向，並且講道 

者可獲得聽眾正面的認同，使所鋪列的新材料能夠被接受。
6 9 

此外，前往亞略•巴古演說雖然不是保羅主動的提議，但這個 

演說場地的而且確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宣講地方。古雅典有一個議會 

在亞略•巴古開會，那是一座小山，眺望著亞哥拉（A g o r a )，這議 

會曾有強大的立法功能。
7
°斯多亞的學士們將他帶離鬧市，到一個 

較為幽靜之處，好聽他作更詳細的解釋。71安靜舒適的演說環境， 

能為信息傳播過程帶來更有利的因素，保羅不用猶疑把握著這個有 

利的宣講媒體。 

6 7楊克勤：〈亞略•巴古演說〉（下），《今日華人教會》（香港：世界華人 

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96年2至3月，總1½期），頁25。 

68有關保羅在亞略•巴古的演說中如何運用「修辭語言」來贏取他的聽眾，可 

詳參楊克勤，〈亞略•巴古演說〉（上及下全文）。 

6 9參楊克勤：〈亞略•巴古演說〉（下），頁26。 

™馬歇爾：《使徒行傳》，頁265 ° 

“參坎伯•摩根：《使徒行傳》，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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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傳搢中的干擾 

整體而論，保羅在雅典的會堂及亞略•巴古的宣講都在非常順 

利的氣氛下完成，並無突發性的干擾障礙。然而，一如以往的，魔 

鬼從不放過任何可以攪擾福音有效傳遞的機會。在是次宣講中，先 

有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學派的學士與保羅爭辯（徒十七18)，他們的 

知識與學養的成就，或許為其他在場的受眾對福音先帶來多少的負 

面看法。此外，當他講完信息以後，有譏誚的人馬上作出回應，他 

們的行動亦同時會為他作出「信主回應」（即呼召，若有的話）帶 

來不良的影響。值得留意的是，這些干擾都可能同時間為傳播者 

(保羅）、信息（宣講內容）、媒體（信息的資料、保羅的口 

才）、受眾（所有在場聽眾）產生不必要的障礙° 

己、受眾的回饋 

研究保羅在亞略•巴古的談話，必然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他 

採取的是和解的方式；他沒有一句話帶著尖酸的指摘。7
2
他能夠有 

如此的宣講態度，是因為他常緊記以受眾的處境作為宣講的出發 

點。正如楊克勤博士總結《使徒行傳》十七章保羅在亞略•巴古的 

講章之功用時說： 

保羅傳道不單純涉及知識的層面，更在傳遞知識之際，挑戰人 

類在面對創造的神時，所負起宗教、道德上的責任……保羅也 

不單以聽眾的哲學綱領來建構一套神學，因他對神有一定的認 

識。不過，保羅對聽眾的處境和需要亦十分清楚，他並不主 

觀、頑固地把會眾視為填鴨；他的講道是從聽眾處境、心態和 

思路為出發點的。
7 3 

保羅在亞略•巴古的講道是否成功呢？有聖經學者認為他這次 

在雅典講道，不只效果無多’只有幾個人貼近他信了主，而且反感 

7 2坎伯•摩根：《使徒行傳》’頁30 6。 

7 3楊克勤：〈亞略•巴古演說〉（下），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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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並歸咎於他是次宣講稍為注重哲理名言，使宣講果效與事實 

適得其反。
7
4筆者對此妄斷絕不苟同，倘若宣講成功與否的評估只 

是衡量於受眾的回饋，特別是歸信人數的多寡，則傳播的動機會就 

變得過於功利主義。況且，當保羅宣講完畢後，仍有人意猶未盡， 

想繼續验聽他的講論（徒十七32)，這些積極的反應都在顯示他這 

次宣講實有一定的成效。 

(二）在亞基帕王面前的申辯（徒二十六2〜29) 

甲、人際傳播的宣講圖示” 

預定內容 

、 
/干擾 

保羅 信息 

預定果效 

認知內容 

媒 體 • 亞 基 帕 王 

實際果效 

非斯都的突然喊叫 

乙、信息的動機 

促成保羅是次的講道，乃是因為巡撫非斯都對猶太事務並不熟 

悉，適逢亞基帕王來到該撒利亞，非斯都便向亞基帕王提及保羅的 

案件，亞基帕王也願意聘聽保羅的分訴，遂構成是次宣講的場合。 

作為一個視宣講為己任的福音傳播者，保羅毫不吝嗇地緊握這個千 

載難逢的機會。 

74楊濬哲：《使徒行傳中十大講章•七大神蹟》，頁59。 

7 5基本設計參照飄雅各的「人際傳播圖」’參题雅各：《當代教會傳播》，苜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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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來，保羅這次宣講的場面非常盛大，聽眾的人數頗多。 

在場的有主人非斯都，羅馬的封疆之臣亞基帕王，旁邊是百尼基。 

該撒利亞的軍事首領——眾千夫長——以及城裡的達官顯要都一併在 

場。
7 6
但路加隨後記述有關接收信息的聽眾，卻將重點放在亞基帕 

王和非斯都兩人，特別是亞基帕王身上。因此，嚴格來說，這次宣 

講可被視為保羅與亞基帕王的一次「真情對話」，就傳理觀點而 

論，屬「人際傳播」的一種。 

两、預定的內容與果效 

當亞基帕王願意應非斯都的要求验聽保羅的分訴時，非斯都訂 

下了脸訊的日期：「明天你可以聽」（徒二十五22)。保羅顯然預 

先知道自己可以有自辯的權利，因此這篇辯詞的內容充分表達他的 

事前準備，面對一個是拉比學者所證實，精通希伯來制度裡一切專 

門知識的王。
7 7
他絕對不敢怠慢。嚴格來說，他這次在亞基帕王面 

前的講論並非宣講，而是一個被捆鎖者的自辯詞，因此他所「預定 

信息的內容」亦是針對猶太人加諸其身的檢控。當然’預定的果效 

實祈盼透過是次申辯’能得到公平的審判，重獲自由，好讓他能繼 

續其偉大的宣教事業。 

丁、信息的結構 

( 1 ) 引 論 ( V . 2 - � 

保羅為自己感到萬幸，因為他能夠有機會在亞基帕王面前’特 

別是一個對猶太宗教信仰與習俗都有詳盡認識的專家面前分訴 °
 7 8 

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他清楚知道是次聽眾的背景’至少他可以確 

信，對方能夠明白他所說的。講詞開始’總是想先賺得聽眾的歡 

7 6坎伯•摩根：《使徒行傳》，頁3 7 4 ° 

7 7坎伯.摩根：《使徒行傳》’頁3 7 9 � 

78 F.F. Bruce, The Book of The Acts,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8),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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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7 9
保羅並非想藉此討好亞基帕王，只是作為一個信息的傳遞 

者，他禮貌地要求對方能耐心的聘聽下去。 

(2)本論(V.4-M) 

保羅透過三方面建構這次講章的本論部分：（ a )歸主前的背 

景——強調他對猶太教的忠貞，有嚴謹的成長背景，也是熱心的法 

利賽人，更是起初仇視基督教信仰的一員。他如此闡述的目的，是 

要讓亞基帕王知道，他不是一個基督教信仰的盲目追隨者，乃是因 

為有一個極為堅強的信念，才引致其態度轉變。（ b )得救的寶貴 

見證一這是他第三次論及自己蒙恩的經歷。大馬色是他一生的轉 

捩點，對他來說非常重要，他不獨從此得蒙基督的救贖，也從天上 

領受得往外邦宣揚神福音的異象。（C )信主後的改變一積極的負 

起宣講福音的使命，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並且在猶太人多次的敵 

對下，依然_躬盡棒的完成主所交託的使命。 

無可否認，保羅這篇講章是很個人性質的，這正切合「人際傳 

播」的通傳模式。保羅就像朋友對他的聘聽者亞基帕王展露了自 

己，他企圖要友好地將自己介紹給王。並且 重要的是，將是次預 

定宣講的信息——福音，帶給他的聘聽者——亞基帕王。 

(3)結論(\^5-27, 29) 

由於非斯都突如其來的打斷了保羅的宣講，使他講章的結論部 

分也結束得較為突然。保羅只得立刻作綜合的解釋，來作 後的請 

求。他不再辯論，也無意為自己辯護，他只想得著亞基帕。換言 

之，保羅在宣講的結論中放棄了信息原先的「預定內容及果效」， 

他原先盼望藉著在亞基帕王前的分訴，來澄清猶太人對自己的题 

蔑。然而，在宣講的過程中，他看見有比自己的自由更有價值的寶 

79馬歇爾：《使徒行傳》，頁兄6。 

坎伯•摩根：《使徒行傳》，頁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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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就是亞基帕王的靈魂。他願意為聽者放棄信息預定的果效，站 

在傳播的理論而言，他是次並未達至預期的效果。不過，從另一個 

角度而言，作為一個靈活的傳播者，他體貼聘聽者 切身的需要； 

在傳達的目的上，對聘聽者而言，保羅反倒傳遞了「全真」、「全 

神」、「全意」的意念。 

戊、宣講的媒體 

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被捆鎖的宣講者，還可以憑藉甚麼媒體為 

自己之講詞帶來更佳的效果。與上次的捆鎖比較（徒二十一33)， 

亞基帕王給予保羅更寬鬆的待遇，他這次宣講仍能作有限度的伸手 

宣告。他雖然被鎖著（二十六29)，但可能用手作出姿勢，正如古 

代演說者典型的姿勢。在亞基帕王或非斯都看來，鎖鏈擦地的聲 

浪夾雜著保羅雄渾的聲線或許非常滑稽。既然交談者雙方的容貌、 

姿態仍應列為一項符號，並且這些符號確能發揮某種重要功能’
 82 

那麼，保羅就藉著這些非常有限的身體語言 (body language)表達了 

他的信息。 

面對亞基帕王’保羅是次宣講並沒有採用很多「修辭語句」’ 

反倒因為王對猶太文化與習俗的熟悉’而採取了以「辯詞」的形式 

宣告。「辯詞」是自傳形式的’所以他遂透過自己濃厚的猶太背 

景、生命如何改變的見證來說服對方°鑑於在傳播的理論上，宣講 

者的「可信性」與聽眾接收信息成為正比；因此，在通傳的過程 

中，傳播者自身往往就是媒體。在是次人際傳播模式中’保羅用了 

自己的生命作為媒體，這是十分特別的用法°此外’當他決意在急 

速下完成結論，轉移他的預定內容時，他採取了一種間接得著聽眾 

的傳理方法 °他開始間接攻擊亞基帕王意志的要塞 °說他間接進 

馬歇爾：《使徒行傳》’頁366 ° 

：樺俊雄等著：《大眾傳播學導引》’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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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是因為他首先對非斯都說話，
8 3
其實他的真正對象，顯然是對 

福音較有反應的亞基帕王。 

己、傳播中的干擾 

保羅在亞基帕王面前的分訴，被非斯都突如其來的喊叫打斷了 

(徒二十六24)。非斯都對是次宣講所帶來的干擾，不但令他的演 

說無法繼續，也令他講章的信息急轉直下：從辯詞變成一篇個人佈 

道的信息。並且’就與一般傳播過程無異，非斯都所製造的干擾， 

對宣講者（保羅）、信息（講章預定內容及果效）、媒體（整個宣 

講氣氛）、龄聽者（亞基帕王）都造成非常負面的障礙。 

庚、認知內容與實際果效 

作為一個熟悉希伯來宗教傳統與文化習俗的亞基帕王，他對保 

羅如此偉大的信息不可能無動於衷的。事實是，保羅也深信他的分 

訴多少能令這位分封王受到感動’因為在是次的申辯中，亞基帕是 

在聽保羅講話而不是審問他。
8
4準確而言，他是在賠聽一篇一生可 

能只有一次機會對基督教信仰認識的講壇宣講。同樣，當保羅放膽 

直言的指出亞基帕王也「曉得這些事」及「我知道你是信先知」的 

時候（參徒二十六26〜27)，在亞基帕王的頭腦中早已浮現一個整 

全福音信息的「認知內容」。基於此，保羅隨即把握可以傳揚福音 

的機會：「無論是少勸、多勸，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個人’就 

是今天一切聽我的，都要像我一樣，只是不要像我有這些鎖鏈。」 

(徒二十六29)。嚴格地說，在亞基帕王面前作申辯並未為保羅帶 

來任何實際的果效及良好的回饋。非斯都'沒有改變對保羅的態度、 

亞基帕王也沒有因而歸信基督；尤有進者，保羅並沒有因是次宣講 

可以擺脫捆鎖°然而’這正是基督教宣講的真義：「福音信息的傳 

坎伯•摩根：《使徒行傳》，頁3 ¾ 

巴克萊：《使徒行傳注釋》，頁1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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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並不僅在於贏取聽眾對宣講者信息的認同’而是要設法賺取聽眾 

的寶貴靈魂」。 

五、保羅宣講傳播採取的方法 

(-)順服聖靈•與神同工 

福音工作是一件配搭的事工，因此，神與人在傳播的過程中， 

應當是合作無間的。基督徒傳播者使人知道福音信息的內容，而 

神卻藉著聖靈叫人知罪。
8 6
因此，福音的宣講傳播者與聖靈的合作 

亦必須是合作無間。使徒保羅既認識到一切宣講傳播的理念是源自 

那位「既能自傳」又「願意人傳」的神，他也必能同時意會聖靈是 

一切宣講傳播時的 高動力。他在致哥林多教會信徒的信函中，提 

到神能解決宣講者單憑己力，不見效果的講道方法： 

我説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 

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林前二 3〜4) 

保羅宣講傳播的福音事工正是在聖靈差派下發展而成的’他每 

事都接受並完全順服聖靈的引導’馬其頓呼聲的果效就是在順服聖 

靈旨意下的美好成果（徒十六 6〜10 )。況且，對宣講者而言，聖 

靈能賜智慧給一心尋求的傳道人’使他們曉得如何供應均衡、全備 

的靈糧。
8 7
保羅既是一位如此順服聖靈的傳道人’所以他能採用了 

宣講 具成效的傳播方法 °不但如此，若非聖靈的同工’初期教會 

肯定不能發展得如此迅速 °為此’初期教會每一項重要的發展，都 

85题雅各（F. Jamse Engel)著’白嘉靈、郭惠瓊譯：《當代教會傳播》（台北： 

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6) ’頁14 ° 

飄雅各、羅愛頓合著，林來慰譯：《福音.傳媒.策略》（香港：證道出版 

社，1979)，頁37。 

8 7飄雅各、羅愛頓合著：《福音.傳媒.策略》，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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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靈的能力與推動息息相關。難怪飯雅各提及教會傳播七大原則 

時表示：「教會應當作有紀律的計劃；比較貼切的說法是：在聖靈 

的引導下作有紀律的計劃。」
8 8 

(二）以己生命•建構生命 

……若是福音傳播者沒有生命，他怎樣得生命之道呢？若是神 

的話、神的道沒有生命，我們將何所傳？若傳播媒體所表達的 

沒有生命，世人怎能領會生命之道呢？反過來説，有了生命就 

有見證，這見證是要在世人面前顯露，是耳朵可以聽見，眼睛 

可以看見的生命見證……
8 9 

吳明節牧師上述的一番說話，不獨能喚起所有從事宣講事奉的 

傳道人，必須看重自我的生命見證。也能適切地套用在使徒保羅的 

身上，因為正正是一位具有崇高生命品格的傳道者，以致他能以自 

己的屬靈生命，繁衍更多生命。保羅本身潛存著極多優良條件的傳 

播質素，無疑是大大提高了他作為傳播者的「可信性」。不過，比 

這些傳播潛質更具成效的仍是他的生命與及他的生活見證，因為傳 

播者本身就是信息。保羅對哥林多人呼籲：「你們該效法我，好 

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 1 )。相信除了保羅，世間上再找 

不到別人敢作如此自信的宣認。 

保羅一生的事奉（不論宣講或傳道）之所以能夠如此成功， 

不是因為他有少數因貪圖世俗享樂如底馬，會變節的隊友（提後四 

1 0 )，更在於他有眾多能夠與其同甘共苦，至死忠心的同工。
9
|為 

8 8飯雅各：（當代教會傳播> ’頁14» 

8 9吳明節：〈三合一的見證〉，（世界華人福音傳播研討會彙報》（香港：世 

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1984年5月），頁7 » 

卯 Charles H. Kraft, Communication Theory for Christian Witness, 89. 

保羅在致其屬靈兒子提摩太的書信結尾中，羅列了一張他傳道隊工的名單’ 

可稱為「可恥與羞辱的名單」，可參提摩太後書四章9至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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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這些能震撼第一世紀當時不論是政治與社會的福音開拓者，能 

夠堅貞不瑜地跟隨他以完成外邦的福音使命呢？相信這除了是因為 

福音的真確性以外，也是因為這位初期教會宣教隊伍的領導人—— 

保羅，以自己的生命，建構了無限的生命。 

(三）城市據點•傳遞迅速 

研究保羅佈道策略的人，都不難察覺到，保羅常常以一些城鎮 

作為他佈道的據點。
9 2
保羅之所以選擇一些大城市作為傳播福音的 

據點，是因為在那裡無論是人口、工商業及文化都較為集中；並且 

因著猶太人對宗教熱誠的特性，大城市必建有會堂。所以保羅和他 

的同工無論到哪裡，他們都找一間會堂；而只要哪裡有會堂，他們 

就有機會去講道。在會堂的崇拜中，就有機會去陳明他們的信息， 

而不單與猶太人，也和外邦人辯論他們的信息。
9 3
這些不同種族散 

居在那裡的人，一旦接受福音必然能夠繼續傳開；所以福音遍傳的 

效果勢必驚人。 

此外，交通阻隔既是福音傳播的一大障礙，那麼以城市作為佈 

道的據點將大大減少因交通阻隔所造成的延誤。事實上，自有文明 

以來，無論資訊、交通等均集中於人類聚居的地方，這似乎已經成 

為人類生活文化的定律。然而，保羅選擇城市據點作為宣講傳播的 

重點，並不表示其刻意忽略落後鄉民對福音的渴求。只是他更加深 

明傳播的策略性，城市正是「一傳十•十傳百」一一傳播的起始 

點。他深信，只要攻破城市的障礙’福音的傳遞必然極為迅速。 

9 2王國鈞：〈從保羅的佈道策略看城市佈道〉，《往普天下去》（香港：差傳 

事工聯會，1卯3年8月），頁7 ° 

9 3 巴克萊著，戴哲民譯：《基督的大使》（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91)，頁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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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同文化•切合受眾 

宗教傳播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將先知宗教的這種先見與人們在 

社會中生活的真實連接起來一在你社會中的百姓。也就是說： 

「認同文化•切合受眾」是傳播者傳遞信息時必須留意的重點。我 

們已知道保羅的成長背景是一個極之嚴謹的法利賽教派，然而，在 

他宣講傳播的過程中，卻從不將自己的文化與福音一同輸入受眾的 

耳中，沒有人有權利根據自己文化的世界觀來批評其他文化，
9 5
保 

羅也沒有這樣做，在不違反真理的原則下，他願意認同每一個文 

化。因此，在極度繁忙的傳道生活中，他也曾在哥林多住了年半的 

時間（徒十八11)，充分地表現出他對當地文化的認同感。保羅雖 

然擁有三重身分，然而，他不但沒有個人主義地要求受眾迎合他的 

背景，反而常透過自己的特殊背景投身並體認於不同的文化之中。 

今天，福音的推動力量不能與在其傳達的文化中脫節，基督教 

信仰應當在其功能與文化中的人有關。
9 6
並且，信仰與文化的關 

係’是每一個信仰群體在任何時地都要作出反省和整理的重要課 

題。
9 7
倘若我們細心研讀四卷福音書，就會覺察耶穌向不同的人傳 

福音，使用的入手方式都不相同’
 9 8

保羅顯然已掌握到這方面的窮 

訣。耶穌向猶太人說話的時候用的是猶太人可以明白的話語，保羅 

在亞略•巴古面臨一種不同的外邦文化時，則利用希臘的思想與觀 

94梅爾（Roger Mehl)著，黃明德譯：〈傳達過程須知〉，《傳播學文叢》（台 

南：東南亞神學院協會，1970)，頁192。 

9 5题雅各：《當代教會傳播》，頁230。 

9 6 梅爾：〈傳達過程須知〉，頁 1 ¾� 1 ½。 

97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香港：建道神學院，1995 )，頁 

116。 

9 8何啟明：〈評估兩種個人佈道模式〉，《華人神學期刊》’第二卷第一期 

(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1987年6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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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去顯明神的旨意與臨在。
9 9
由於保羅能夠在甚麼地方，就作甚麼 

人，所以他所宣講傳遞的信息，廣泛得到受眾的認同。 

(五）建立教會•成為媒體 

神設立教會在世上是要叫她擁有更多門徒，•因此當耶穌要將 

教會建立在磐石上的時候，就對認他為基督的彼得宣告說：「我要 

把天國的鏡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 

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十六19)教會在地上其 

中一個重要的功能’不但是「捆綁」，更是「釋放」；而 直接釋 

放人的途徑豈不正是透過宣講與信息的傳遞，好使更多被罪所困的 

人因聘聽而認識救恩，加入這個屬靈群體麼？所以當彼得要具體實 

踐教會釋放罪人這重大的使命時，他首要也是唯一要做的，就是 

「宣講」。當然，「宣講」這種傳播方式為初期教會的「第一次佈 

道大會」所得的果效是：「三千人的歸信」（參徒二 14〜42)。1^ 

保羅是一個心思縝密的人，他也深知自己的傳道任務非但要使 

未信者歸信加入教會，更要使這個屬靈群體成為有力的見證，吸引 

更多未信者認識福音。所以他的宣教使命不僅是建立教會，更要緊 

的是栽種教會（林前三 6 )，關注信徒的屬靈成長，使教會這個屬 

靈群體能成為傳播的媒體。他常譬喻自己的信眾是他 有力的薦信 

(林後三2 )，更稱讚帖撒羅尼 _的信徒成了馬其頓和亞該亞省份 

所有信主之人的美好榜樣（帖前一7 )。也許保羅真能透徹基督教 

傳播的理論：「教會是媒體也是信息」。1°
2 

““梅爾：〈傳達過程須知〉，頁1树。 

100 Eddie G'lhbs., I Believe in Church Growth, 21. 

IGl彼得第二次福音信息的講道效果更為驚人，有五千人信主，參使徒行傳四章 

1至4節。 

飯雅各：《當代教會傳播》，頁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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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字工作•善用媒體 

新約聖經實際上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書信，這是它的一個特 

點。在二十七卷之中，有二十一卷是書信。而這二十一卷書信中的 

十三卷，卻有使徒保羅的署名，組成新約書信部分的主體。 I" 3
倘若 

今天資訊傳遞 快速及 有效的媒體是電訊、衛星、電腦網絡；那 

麼在保羅時代 快速有效的媒體便要算是文字、書信了。聖經不獨 

是神的特別啟示，對保羅而言，更是宣講傳播福音的主要媒體。藉 

著文字的表達，他是如何能夠深刻地將想要表達的信息遠遠傳遞。 

事實上，初期教會時代已孕育出一個習性，就是將使徒的著作不斷 

抄寫，再加上不斷的傳遞誦讀（西四16)。 

無可否認，保羅原先寫作書信的主要目的只為堅固信徒，闡明 

成聖生活的指標。然而，有誰敢否認保羅這些書信的內容，已包含 

了他個人 偉大的講道集。並且，有誰敢想象，在教會二千年的 

歷史當中’教牧、傳道人、聖職人員從「保羅書信」孕育出來的講 

章數目，是何等巨大？筆者膽敢猜測，今日在世界各地每個主曰崇 

拜神聖的講壇上，必有從「保羅書信」釋放出來的無數信息。姑 

勿論語言、文字、符號的表達與及在傳遞的過程中會遭遇如何干 

擾，神的話語卻終於被存留下來。當然，保羅除了透過書信以外， 

也更進一步藉著親身接觸、使者身分、甚至小組、同工的團隊來作 

為他的媒體，將福音信息積極地傳開。 

海貝德著’蕭維元譯：《保羅書信導論》（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4) ’ 

頁1 ° 

104事實上，新約聖經的學者都相信，保羅不少信函的寫作方式都是口述，再由 

書記筆錄，羅馬書就是一個 好的例子，參羅馬書十六章力節。 

l。5就以筆者而言’由於對保羅的神學一直情有獨鍾，撰寫此文時牧會剛好十個 

年頭，卻赫然發現原來這些年間在講壇釋經講道的宣講中，傳遞保羅書信的信息竟 

佔全部講章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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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栽種信徒•訓練門徒 

教會增長之父馬蓋文認為：「基督教差傳的目的是要宣講耶穌 

是神，是唯一的救主，而且勸勉世人成為門徒和教會中具責任感的 

會友」。其實，他的意思是：「福音傳播的工作並不單單在於傳 

揚及宣講，更要栽培信徒，使其能在教會中成為有負擔的會友」。 

這樣看來，大使命包含了三個互相關連’但迥然不同的傳播階段： 

( 1 )宣講信息；（2 )勸服未信者；（3 )栽培信徒0 換言之， 

一種真正有效宣講的傳播技巧’不獨是情辭迫切和具說服力的信息 

傳遞，更重要的是，令聘聽者不但接受真理的內容，更能被栽種成 

為一個成熟且具責任感的信徒。 

保羅不但常從受眾的問題著手，嘗試親近、了解他們’ • 對 那 

些決了志的信徒更是竭盡心力予以栽培（林前三 6〜8 )。嚴格來 

說，他書信的內容及信息均與栽培信徒有關 °他培育信眾’讓他們 

在主裡成長，並積極訓練門徒，使他們成為福音傳播的接棒人，將 

福音傳播的事工不斷延續。 

八 傳播模式與講道模式之相互關係 

聖經既是神啟示給教會信徒生活的 高指標’每一個認真宣講 

聖經真理的傳播者’就必須能傳出使人震撼心弦的信息 °宣講既是 

傳播 有力的媒體、又是 可切慕的屬靈恩賜、並能使信徒受造 

就，則宣講在教會屬靈群體不論在肢體生活或敬拜事奉中’必能成 

為 受歡迎而渴求的環節°但事實又如何呢？當人們來到教堂’他 

1G6盧家馼：《健康的增長一今日教會增長路向》’頁6 

1 G 7飯雅各、羅愛頓合著：《福音•傳媒•策略》’頁 3 6 

IGS梁永泰：《塑造傳播人》’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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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講員的反應可能就像門外漢觀賞歌 I 

在幹甚麼？ I。9 

-樣，他們從不知講道是 

講道的信息與內容不能令會眾產生激烈的迴響，除了是因為宣 

講者沒有忠心地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之外（參提後二 1 5 )；另一個 

重要因素，就是宣講者沒有清楚地掌握作為一個信息的傳播者應有 

的一些傳播理念；也就是說，沒有關注信息的傳播乃是一個過程， 

有其他不同因素的配搭與運用。林來慰牧師曾用一個非常簡潔的圖 

表將「傳播的基本模式」具體地應用在「講道的傳播模式」上：11° 

fe息 

回饋 

在上圖中，「傳播者」自然是指「宣講者」，他藉著語言、聲 

調、動作、表情、音響設備、甚至是空氣作為「媒體」，將聖經的 

真理作為「信息」傳遞給會友（即受眾）。在傳遞的過程中，一些 

不必要的聲響如冷氣的聲浪、傳呼機或手提電話的響聲、嬰孩哭 

聲，或甚至一些突發的意外如停電，皆會造成「干擾」。當然，受 

眾能從信息中獲得禪益及幫助，並且能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真理就是 

給宣講者 佳的「回饋 I。可參下圖：， 

羅賓森著，施尤禮譯：《實用解經講道》（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 

I) ’ 頁 3 0 � 

1⑴林來慰：〈基督教傳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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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回 

來自撒但 來自不必要的因素 

(聲浪、雜聲等） 

信徒反應良好得造就 

儘管基督教的宣道是在強烈的希臘及拉丁修辭學的影響下發 

展，但聖經卻沒有任何訓令指示，要求講者須採用一些合於規定的 

形式。"1然而，透過了解「傳播基本模式」及「講道傳播模式」的 

相互關係，必能使宣講者在講道時獲得 佳效果。 

(-)宣講者與講壇的信息 

在整個宣講的傳播過程中， 重要亦 不能或缺的正是宣講者 

的「信息」（message)。就「講道法」而言，也就是講章的「內容」 

(content)及「素質」（quality)。我們不能否認，崇拜中的宣講算是聘 

聽神言諸禮儀中 直接的一項，所以講道的素質也須具一定的水 

平。“
2
事實上，一個渴求神話語的會友，在個半小時的崇拜中，有 

一半時間（約四十五分鐘）是在聘聽神藉講員向其說話，他可能不 

介意講員拙口笨舌、表達能力不足，卻不能容忍「信息的內容」空 

泛，東拉西扯’偏離正道。一個既應神呼召成為傳道人的宣講者， 

就必須具有宣揚「堅實信息」的心志；而一個「堅實信息」的創 

造，往往在於宣講者如何在信息的內容中適切地運用「智據」 

(information) ° 

⑴羅賓森著’謝糾龍、萬海生合譯：《實用解經講章》（台北：中華福音神學 

院出版社，1989) ’頁9° 

曾立華：〈崇拜講壇兩極化再思〉，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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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忠於解經的宣講者而言’他的主要「智據」就是聖經、 

神的道。換言之，倘若宣講者祈盼講章的信息能夠充實，造就信 

徒，他唯一且必須要做的乃是：「扎根在神的話語上」。此外’教 

牧傳道人必須同時有敏銳及警覺的心，對時代及社會各種趨勢要眼 

觀四面，耳聽八方，方能引發時代觸覺’ “
3
這也是在講章中注入 

「智據」的主要來源。 

(二）宣講者與媒體的採用 

曾立華博士提到宣講在崇拜中的位置時指出： 

有一事我們必須強調，雖然宣講非常重要，但卻非崇拜中唯一 

重要的部份，宣講必須與其他崇拜的元素互相配合，互相支 

援。114 

的而且確，在一個敬拜的過程中，宣講必須與崇拜的其他元素 

互相配合，才能使一個信息的傳遞來得更加清晰；而其中一個可供 

支援宣講的元素正是「媒體」的採用。其實，就講道者而言，宣講 

這透過「聲音在空氣中傳送」的活動，其本身正是信息傳播的主要 

媒體。不過，若從更廣義的傳理學而論，則講台上一部性質優良的 

擴音器、安靜的聚會環境、甚至宣講者的聲線、手勢、面部表情的 

表達都可成為有力的媒體。再者，宣講者所運用的語言更為重要， 

語言作為傳播過程中的符號 ( c o d e )， “ 5宣講者必須留意是否正確無 

誤地將信息中的符號透過譯碼（decode )的過程向其受眾輸送，否則 

語言不獨未能成為宣講者有力的「媒體」，反而成為整個信息傳遞 

的「干擾 I 了。 ’ 

IB曾立華：〈崇拜講壇兩極化再思〉，頁14» 

‘14 Rennie L. W. Tsang, A Study of the Renewal of Corporate Worship (Californi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2), 63. 

115對5^語言作為傳理學符號的一種’樺俊雄有如此看法：「會話者的雙方’互 

相將自己的一定意識內容，以語言方式傳播給對方。就是說這種場合係以言語為傳 

播的媒體，語言即為此時的符號。」參樺俊雄等著：《大眾傳播學導引》，頁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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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否認，宣講是複雜 (complex)、敏銳（subt le )與及具其特性 

(charac te r i s t i c )的傳播媒體，“
6
在崇拜的各項禮儀中，其位置仍無 

別的可以取代。既然適當採用媒體能有助宣講傳播的效果，那麼， 

除了慣常的閱讀、唱頌神的話，聖經的信息，也能藉著戲劇、輪流 

的誦讀、舞蹈及其他方式來傳遞了。“
7 

(三）宣講者與聘聽的受眾 

羅賓森論到一篇講章的預備時說：「一篇優良的講章應考慮的 

兩個要素：（1 )應如何發揮聖經資料的真意。（2 )必須考慮聽 

眾。」“
8
—個盡責任的宣講者之所以要如此實踐，前者是因為他能 

忠於神，後者是能忠於他的受眾。表面看來，宣講的傳播方式好像 

是「單向的」；但實際上，一個成功的宣講卻必須是能做到「雙向 

的」。也就是說，一個成功的宣講者， 好是能在宣講前就能預先 

具體了解他的受眾。宣韋伯論到人在傳理學問中所扮演的角色時 

說• 

研究傳理學其實就是研究人：研究人與人，人與他的團體、組 

織和社會的關係；研究人怎樣受影響，怎樣互相影響；研究人 

怎樣報導消息，接受新聞英知識，怎樣受教與敦人，怎樣消遣 

與娱人。要懂得傳學，應先了解人英人怎樣建立關係° “
9 

如此看來，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人」是非常重要的。不論 

是宣講者或受眾，兩者在溝通的基礎上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了解 

對方’甚或透過語言的交流，企圖說服或被對方說服，達成一致的 

共識。為此，站在宣講的聖經立場而言，作為一位忠於《聖經》又 

116 John Corner & Jeremy Hawthorn, Communication Studies: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Edward Arnold, 1991)，41. 

117 Rennie L. W. Tsang, A Study of the Renewal of Corporate Worship, 63. 

羅賓森：《實用解經講章》，頁7° 

I I 9宣韋伯著，余也魯譯：《傳學概論一傳媒 .信息與人》（香港：海天書 

樓，1 9 8 6 )，頁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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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時代召命的傳道人，其任務就是使《聖經》的世界與今日的世 

界貫通融會起來，把現代信徒帶進《聖經》，再以《聖經》看現今 

世界的生活和時局，這便是宣講者與受眾在傳理中相互關係的具 

體意義。 

(四）宣講者與外來的干擾 

宣講者若能徹底了解受眾的話，這是傳播理念中的「理想」， 

但要真正的實踐仍需積極地努力。因為傳道人的基本困難之一，是 

使他自己能夠了解對方。縱使宣講者能排除萬難了解、認識他的 

受眾，但在信息傳遞的過程中，仍難避免隨時遇到不同形式的干 

擾。汪琪對「傳播」、「了解」與「同意」三者關係的闡釋，有助 

我們認識造成千擾的可能性： 

傳播、除解與同意三者的關係是經常混淆不清的，許多人認為 

有傳播行為就應該有彼此的瞭解，有瞭解，就應該有一致的意 

見，是必然的結果。事實上我們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瞭解 

只表示我們正確地解釋了，還原了（d e c o d e )對方所送出的信 

息，並不表示我們同意信息的内容。 I 2 2 

造成受眾縱使了解宣講者的意思，仍不同意信息的內容，其中 

極可能的一個原因是基於受眾在接受信息傳遞前、過程中、甚或是 

之後遭受「干擾」。「干擾」的發生可能是「可見」或「不可見」 

的。就講壇的講道模式而言’擴音器的回音（ e c h o ) �室外的噪音、 

會眾的交談、人群的穿插……等都屬「可見性的干擾」。至於受眾 

的文化、學識、聘聽的能力，甚或魔鬼在隱藏處對屬靈事工的破 

壞……等都是「不可見的干擾」。干擾是信息傳播過程中的障礙， 

它並非受眾所專有的。干擾同樣可以發生在信息傳播者一宣講者 

羅賓森：《實用解經講章》，頁14。 

1 21巴克萊：《基督的大使》，頁22。 

I 2 2汪琪：《文化與傳播》（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73)，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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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上，亦能影響信息的素質。事實上，傳播障礙的發生’通常是 

因為傳播者有不同的理由及動機去決定何時及為何要傳遞信息。⑵ 

對傳道人而言，倘若每次宣講都只仍停留在問：「有甚麼理由及動 

機要傳？何時及為何要傳？」之地步，「干擾」的為禍就非常嚴重 

了。1¾ 

(五）宣講者與受眾的回饋 

在一個信息傳遞的過程中’不論是「個人傳播」抑或「大眾傳 

播」，信息傳遞者 渴求得到的，就是接收信息的受眾能給予一點 

回應，不論這回應是好是壞，總讓信息的傳遞者對所傳遞的信息能 

作出適當的評估。例如會話進行時，一旦不十分了解對方的話，則 

可用懷疑的神氣或反覆詢問的方式，以求了解對方的意思， I 2 5
受眾 

對宣講者所作出的一切回應，都稱之為「回饋」（Feedback)。在信 

息傳播的活動上，「個人傳播的回饋」總比「大眾傳播的回饋」來 

得快及直接，主要是因為「大眾傳播」所採用的傳播手段常是先 

「單向性」，然後才給予龄聽的受眾作出回應，講壇的宣講正是  

典型的例子。 

由於受眾給予宣講者的回饋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壞的，宣講者在 

傳遞信息的過程中，應設法留意受眾對信息內容的反應。事實上， 

受眾會以神賦予他們的能力自由選擇，迫使傳播工作者非以受眾為 

取向（Audience-Oriented)不可。“
2 6
當然，一個忠誠的宣講者，我們 

123 

Larry A. Samovar & Richard E. Por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 1991), 276. 

I 2 4事實上，筆者知道香港有不少名牧及具知名度的講員，為自己訂下講員車敬 

的幅度及赴會的人數，待主辦機構滿足所求才作答允。筆者在此無意评擊這等動機 

的合法性，不過想起保羅宣講的的領受是：「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便肅然起 

敬。 

I 2 5樺俊雄等著：《大眾傳播學導引》，頁4。 

126题雅各：《當代教會傳播》’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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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計他所得到的回饋應該是良好的。無可否認，在一個完善的 

宣講過程中，會眾的回饋能清楚顯示三個通則，它使我們能夠「學 

習」（how to learn)、「適應」（how to adapt)及「影響」（how to 

influence)。丨
27
對宣講者而言，會眾寶貴的回饋常有鼓舞的作用。 

七、從保羅宣講的傳播理念到今曰講壇事奉 

神從來沒有要求那些願意承擔福音事奉的信徒，採用何種規定 

的形式去宣揚福音的信息。事實上，聖經裡的教師與先知們，運用 

寓言、故事、詩歌、謎語、演說、書信，以及視覺教具來表達他們 

的思想。他們只問：「我需要對聽眾說些甚麼？我當以何種媒介去 

表達？效果如何？」決定之後就照著去做。 I 2 8昔日在福音傳揚的事 

工上，使徒保羅不曾有過氣緩的表現，且忠心不變地成為一個福音 

信息的宣講者。保羅深信：「福音決沒有、也決不能夠在虛空裡宣 

揚」。 I 2 9
因此他說：「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 

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 

反被棄絕了。」（林前九说〜27)他之所以有如此認定，一方面是 

因為「傳播的神學概念」早已植根在他的心靈深處，並且由於他也 

確認「宣講」是 直接而有效的傳播媒體，因此他以此方式來實踐 

他的「異象」與「理想」。 

(-)宣講者的可信性與屬靈品格 

作為一個被召往外邦宣揚福音的使徒，保羅一向都表現得充 

滿自信，在向哥林多信徒解釋有關「説方言」與「先知講道」兩 

者優劣比較的時候’他從不將自己表現成一個「平庸的理性主義 

127 Larry A. Samovar & Richard E. Por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294. 

128羅賓森：《實用解經講章》，頁9。 

I 2 9梅爾：〈傳達過程須知〉’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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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之能夠做到這樣，絕對是基於他曾有過的訓練與及令他 

感到自豪的身分。此外，他作為一個被召往外邦不斷建立教會的工 

場開拓者，他對教會信徒的關懷、愛護、栽種、建立、甚至願意因 

為主的緣故可以將生命完全的湊奠，其生命品格的見證，就宛如一 

首可供唱頌的詩歌。其實，作為一個信息的傳遞者，這位使徒在他 

的受眾面前所擁有的是極高評價的「可信性」。 

構成一個信息傳遞者的「可信性」有兩個主要的元素：「履歷 

背景」與及「生命素質」；然而，對一般信息傳遞者而言，這兩者 

並無必然關係。不過，要宣講神話語的傳道人，「履歷背景」與 

「生命素質」兩者就有著不能分割的關係，並且必須令兩者兼備。 

誠如魯伯遜這樣說： 

一個宣講者如果渴想將自己的生命與及話語轉授他的受眾，他 

自己必須先從基督的靈轉授了抱的生命和話語，並常有基督的 

靈與他同在。131 

為甚麼保羅每次宣講都那麼成功？這是因為他無論在過去（履 

歷背景），甚至將要為主澆奠離世，他所著重的仍是深入渴求要浸 

淫在神的話語中（提後四13 ) ’並且因為他滿有見證的生命素質， 

藉其「可信性」贏取了受眾的心。作為一個擁有高度傳播潛質的講 

道家，保羅並不以高深的學識和豐富的經驗而沾沾自喜’引以自 

滿； I 3 2
他一生所追求的’反而如其給予屬靈的兒子提摩太的教導： 

「成為聖潔貴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提後二21 )。一個傳道人之 

所以能放膽在神的聖壇上承擔宣講的職事，是因為其對自身呼召的 

認定。講壇上的宣講絕對有別於演說’誠如羅賓森所言：「講道是 

130 Jacques Ellul, The Humiliation of The Word, trans. Joyce Main Hanks (Grand 
Rapids: W.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8)，261. 

131 A.T. Robertson, The Glory of The Ministry:Paul's Exultation In Preaching. 122. 

1 3 2孫德生著’彭道川譯：《屬靈領袖》（香港：福音證主協會’ 1 9 8 4 )，頁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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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體貼入微的心靈交談，有別於翩翩學者的演講」。 I 3 3
當然，更 

重要的是，在講壇上的宣講者，是神的「代言人」，更是基督的 

「使者」。作為神的代言人、基督的使者，宣講者能掌握傳播理念 

以助其達致更良好的傳播果效固然重要；然而，神對其代言人更深 

切的要求卻是：「生命的素質、屬靈的品格」。 

梁永泰在〈從緘默者到先知：教會與傳媒空間〉堅定的指出： 

「傳媒的可信性，必須繫於傳媒的身分」。I 3 4
也就是說，受眾對宣 

講者所傳播信息的有效性，往往聯繫於他的品格。如果宣講者只是 

證道沒有行道，那麼，他只不過對空氣宣讀一篇演詞而已。保羅宣 

講所具有的傳播理念給今日講壇事奉者首要的啟迪與教導，並不在 

於傳播理念能為宣講者帶來如何迎刃而解的傳播技巧。傳播者的 

「可信性」（credibility)提醒一切甘願承擔講壇事奉者，講道的操練 

不僅在於力口何預備講章、掌握宣講技巧，更在於學習如何成為具備 

高尚品格與美好靈性的人。司徒德牧師為我們提供了一點非常重要 

的原則： 

熱誠的必要性，不僅局限於基督教的傳播，或演講；我們每一 

次真正想與人溝通，都必須把感情放進去。“
35 

司徒德牧師這話真正的含義是：一個有屬靈素質的傳道人，他 

的「熱誠」表達並不僅限於在講台上短暫宣講的偉大演詞中，更在 

於台下「每次」都全情投入與他受眾溝通的傳播關係中。毋庸置 

疑，屬靈品格的操練與敬虔的操練有不能分割的關係。正因為這緣 

故’屬靈品格的操練也必然是艱巨’且必須付上代價的。然而，一 

個為神工作的人’如果不準備付出大過他的同輩和同工所願意付出 

133羅賓森：《實用解經講章》，頁8。 

134梁永泰：〈從緘默者到先知：教會與傳媒空間〉，《今日華人教會》（香 

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96年2至3月號，總1½期）’頁7 » 

135司徒德：《講道的藝術》’頁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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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價，就不必希望當領袖。真正的領導需要全心全意，要領導得 

更好，就得付出更高的代價。 

(二）宣講者的生命誠如信息 

在一般信息傳播的理念上，縱使傳播者完全不能認同甚至是反 

對自己正要傳播的信息內容，但當傳播者仍將信息傳遞給受眾，而 

受眾又接收到傳播者的信息時，我們仍可說這要算是完成了一個傳 

播過程。 I 3 7
這好比一個從來不吸煙甚至是反對吸煙的演員，因為要 

擔任某廣告的演出而傳播一種「違心」的信息。然而，在福音的宣 

講上，宣講者卻絕不可能傳播一種與自己信念有差異甚或全無深切 

領受的信息。在保羅所寫的書信中，我們看不到哪一卷信函，不將 

他自己個人的經歷、反省、看法、領受……等向他的會友真誠地赤 

露敞開，且責無旁貸地對自己所傳的信息予以無悔的確認。在為哥 

林多信徒闡釋有關復活的真確性時（林前十五），他豈不是毫無保 

留地把自己投進所要傳遞的信息真理中嗎？ I 3 8
由此推論，在保羅宣 

講的過程中，其信息的內容必然包含著他個人生命的見證，特別是 

主基督在大馬色令他一生改變的經歷。此外，在基督神聖教會的宣 

講事奉中，由於宣講者是被召領受神話語的代言人；因此，宣講者 

不獨是信息的傳播者，甚至，宣講者本人根本就是信息。再者，講 

道者的生命，是承托著他講壇生活的基石。否則，他在講壇下的私 

生活，便催毀了他講壇上的事奉，因為傳道人是真理的化身 

(embodiment of truth) ° 

136孫德生：《屬靈領袖》，頁130。 

中仍有「干擾」、「符號」、「語言」、「解碼」……等其他的傳播 

元素。 

1 3 8保羅對哥林多信徒提及在以弗所與野獸戰鬥的事件顯然是個人 特別的描 

述’首先’路加在使徒行傳中對這事件的發生並無記述，其次’保羅顯然是要以這 

獨ff^個人例證加強其所傳遞的信息一復丨哉勺真確及在整個福音信仰內涵的重要意 

義° 

I 3 9張永信：《崇拜：神學、實踐、更新》’頁100。引自Ben Patterson,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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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筆者在此必須強調，「宣講者就是信息」的傳播理念必 

須小心地被應用在講壇事奉上，否則會做成宣講者過分標榜自身的 

經歷而偺奪了神在宣講中所當得的榮耀。為此，一切站上講壇的傳 

道人都必須謹記：「宣講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神與祂的道」。正如 

約翰•必帕在《神 高主權的宣講》一書中開宗名義的指出： 

宣講的目標：神的榮耀。 

宣講的基礎：基督的十架。 

宣講的恩賜：聖靈的能力。 I 4
" 

再者，基督教的宣講職事所以將首要焦點放在宣講者的品格 

上，是因為在傳播的理念中：「傳播者本身就是信息」這觀念同樣 

可以套用在基督教宣講的事奉中。保羅對哥林多信徒提及他的宣講 

事奉時強烈的指出，他所講的道不像別人，只為利益而混亂神的 

道’反倒是誠實地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而宣講（林後二 1 7 )。他更 

隨即強調’他與他的宣教隊工在哥林多教會的事奉，⑷是無需憑藉 

任何「舉薦」的，因為哥林多信徒，就是他們的「薦信」（林後三 

1〜 2 )。保羅能如此確認，是因為他深信，他過往的「生命見 

證」’已經變成他的「生命信息」，且已格印在信徒的心版上。滕 

近輝牧師闡釋舊約先知以利沙的事蹟，對事奉#如此評論： 

在事奉中，我們要把一切人的條件擺在神的手中，經歷 基本 

的改變，自然的變超自然，讓我們的口才、學問，在神大能的 

手中變成有屬靈造就的能力，能以感動、幫助更多人；讓我們 

的組織能力在神大能的手中，像浮起來的斧子。 I 4 2 

Temptations of the Pulpit," Leadership (1982, Fall), 105-9� 

140 John Piper, The Supremacy of God In Preaching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0), 19. 

141保羅與他的隊工在哥林多的事奉當然包括宣講’因為引發這段經文的講論正 

是因為在上文提及有人混於哥林多信徒中’以混淆神的說話作歪曲真理的宣講。 

142腺近輝：《一份禮物——給事奉的人》（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0)， 

苜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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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牧師對會眾教導聖經時，他的身分並不只是教授，而更 

是靈性生活的指導者。 i 4 3
今日講壇上的宣講者以甚麼信息來贏取他 

的受眾？是高言大智的神學理念、委婉智慧的動聽言詞，抑或無懈 

可擊的傳播技巧？今日釋放神話語的宣講者所需要的，正好像先知 

以利沙一樣，在神的手中經歷 基本的改變：將屬靈的生命變作信 

息。 

(三）宣講者的信息與受眾的需要 

神學工作者楊牧谷博士對傳道人承擔宣講的職事有以下的忠 

巫• 
口 • 

傳道人不傳神之道，只講人身邊的镇事趣聞，實在到了災難性 

的地步；對内，它引起教會有心追求的人愈來愈不滿；對外， 

它已失去向社會尋道的人之吸引力，在這宗教熱潮已臨的世 

代，他們都轉向別的宗教尋求了。 

的而且確，人非機械，在音訊傳遞的複雜過程中，人或聽或 

看，都只接受他所喜歡的部分。宣講者的信息倘若不能針對受眾 

的需要，他不但將注定成為一個失敗的傳遞信息者， 終更會被他 

的受眾所厭棄。在保羅的宣講傳播中，他從未陷在上述的危機中。 

當他想要獲得一些人的時候，他是設法使其受眾願意聽他講話。面 

對地方教會的信徒’保羅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語」（林前二4)， 

面對擁有希臘哲學根底的雅典人（徒十七16〜34)，就用他所受過 

的哲學訓練與他們探究「未識之神」的真義；甚至站在身居高位的 

亞基帕王面前，仍是毫不畏懼、雄辯滔滔地針對王的需要來宣講神 

的道（徒二十六1〜29)。傳理學家飯雅各曾經提出著名的「屬靈 

143羅賓森：《實用解經講章》，頁8。 

I 4 4楊牧谷：《作祂的僕人一哥林多後書研讀》（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1992)，頁879 ° 

I4 5题雅各：《當代教會傳播》，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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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志過程」（Engers Scale)，“
46
其目的是要叫福音傳播者，能較全面 

的掌握其福音對象的需要（felt needs)，特別是信主之後的栽培及跟 

進工作。同樣今日承擔講壇事奉的宣講者，亦必須較全面的掌握其 

受眾的需要，以致能更有效地將真理信息傳出。 

在一般人的理念上，傳播一語可指通信、二人交談；有人會聯 

想到新聞報刊……收音廣播，甚至是電話通訊，講者與聘聽者的聯 

繫。當任何「群眾」（members)或「元素」（elements)透過彼此溝 

通、聯合、合作而組成一個「組織」（organ imt ion)或「有機體」 

(organism)，則隨即發生傳播的活動。丨
4 7
教會是屬神的組織，也是 

有屬靈生命的「有機體」；並且 重要的：她更是一個可以透過彼 

此溝通、聯合、合作，而有傳播活動的群體。在信息傳播的理念 

中，宣講者與聽眾乃屬於講者與聘聽者的關係。然而，若按「教 

會」一詞的定義，則宣講者與验聽者的角色，就同樣地被視為「神 

所揀選的族類、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了（彼前二9 )。為 

此，兩者只在事奉的角色上有所分別，在神的眼中卻同被視為「神 

家裡的人」。正因為這緣故，宣講者必須清楚知道，他自己雖然是 

信息的傳播者，但其自身也是受眾。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在神話語 

的造就上，宣講的與聘聽同樣有被餓養的迫切需要。所以，對於基 

督徒，傳達者與聽者之交往常常發生在一位「第三者」的面前，祂 

既是傳達的源頭，也是這種行動所尋求的目標。如果傳達者與聽眾 

雙方都沒有被帶到基督面前’這種傳達則將被認為是失敗的。 

每一位傳道人都希望忠實於經文及章節的深入研討，但同樣重 
I 

要的’是要忠於他的會眾。 I 4 9
令宣講者 直接忠於他的會眾之要 

146飄雅各：《當代教會傳播》，頁60。 

147 John Corner & Jeremy Hawthor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14. 

148梅爾：〈傳達過程須知〉，頁1¾�193。 

149羅賓森：《實用解經講章》，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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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莫過於清楚知道自己也是會眾之一。傳道人既是教會這個屬靈 

家中的一份子’他就必然徹底體會家的需要’因為這是他自己的需 

要’也是他聽眾的需要 °倘若宣講者的信息不能先感動自己、造就 

自己’就不必妄想能感動聽眾。其次’因傳媒是直接面對民眾的， 

所以我們必須緊貼社會的脈搏，以大眾熟悉的方式打入他們的心 

裡 ° 傳道人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或「偶像」’他必須成 

為「入世」的福音宣講家，他既是教會中的肢體，也是這「世俗」 

的見證人。他既能體貼教會聽眾的需要，亦要能明瞭世人的心思。 

在傳播的理念中，宣講委實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傳播媒體，而傳媒作 

為感情好發的空間’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教會作為人民的安慰 

者，可以藉傳媒發放福音及信仰的盼望信息。 

(四）聖經乃傳播及宣講最佳的媒體 

福音派教會之所以將神的獨特啟示——聖經，視為信徒實踐生 

活的 高權威’除了因為基督徒相信聖經的可靠性和權威性以外， 

也是因為基督教的信仰是根據聖經「命題性的真理」（Preposi t ional 

T r u t h )，是沒有錯謬的，是永不改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聖 

經也被視為神的道（XcSyoc;)，是神自己（參約一 1 )；若經過小心而 

詳盡的「釋經」（exegesis)及「釋義」（exposit ion)，就可藉著「宣 

講」這個 有力的「媒體」傳遞神寶貴的信息。 

使徒保羅對聖經的著重是無可置疑的，在他所寫的書信中，他 

引用舊約經文的次數比新約其他作者為多。並且嚴格來說，在使徒 

行傳所記載保羅的十次講章及演詞中，只有在耶路撒冷羅馬軍營樓 

台階上的自辯詞（徒二十二 1、3〜21)及在巡撫非斯都面前所作的 

洪〈解讀今日大眾傳播本質〉，《今日華人教會》（香港：世界華人 

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96年2至3月號，總1½期），頁5。 

梁永泰：〈從緘默者到先知：教會與傳媒空間〉，頁7。 

I 5 2羅拔•賴特•夏理斯著，曾立華，黃漢森譯：《聖經的靈感與正典》（香 

港：種好出版社，1976)，頁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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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辯（徒二十五）的兩篇記載中，沒有直接引用舊約聖經或舊約的 

史料。 I 5 3
由此可見，在他的宣講傳播過程中，他不但以宣講這行動 

作為媒體，更以「闡釋神話語」為 主要的媒體。我們既然可以確 

定基督教宣講的信息必須針對受眾；那麼，聖經中神話語的內容也 

就必須符合如此要求，因為「神的道是活撥的，是有功效的」（來 

四12)。誠如華德•凱瑟所言： 

我們要提出一個首要的原則：預備講道，必須從經文開始，且 

必須持定一個目標，要在絲毫不損它原有規範的情况下，尖鋭 

而持平地針對現今狀况傳講神的道。
� 5 4 

司徒德牧師亦有相同的確認： 

敦會若要再度蓬勃發展， 大的需要是恢復忠實、有力、根據 

聖經的講道。I 5 5 

(五）傳理概念與解經講道的配合 

袁文輝提出對《聖經》在福音傳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如下的 

看法 

對基督徒和基督教傳媒而言，以傳福音作為生活主導是極其重 

要的。《聖經》中福音傳播的觀念，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 

們中間」（約一 1 4 )的觀念；我們要製造、把握每個傳道的機 

會，以大眾可明白的言語傳遞信息，幫助他們從生活中找到信 

仰的位置。I5 6 

I 5 3筆者必須強調，這兩篇講章所謂沒有引用舊約，是指路加在他的記述中沒有 

記錄，但筆者猜測，保羅當曰所宣講的講章全文，仍會引用舊約經文，因為這是他 

宣講慣常的做法。 

154華德•凱瑟著，溫儒彬譯：《解經神學探討》（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 

社 ’ 1985)，頁27 ° 

I 5 5司徒德：《講道的藝術》，頁115。 

156羅賓森：《實用解經講章》，頁18。袁文輝：〈基督教在末世傳媒中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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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確，倘若宣講者每次宣講都想將神的道植根在聽眾的心 

坎之中’又能使他們在生活中活現出神的教導，他就必須傳遞聖經 

裡那「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的信息。宣講者祈盼能做到這一 

點’他唯一的取向只有：「從事解經講道」。今日，很多講道家都 

將講道形式分為不同類別，有專題講道和根據經文的講道。有的是 

傳福音、護教、或預言性的講道’有的是關於教義、靈修、倫理或 

勸勉的講道。然而，誠如司徒德牧師所言：「真正的基督教講道都 

是解經的講道」 I 5 7
，他更補充說：「解經講道既是根據聖經的講 

道，它就限定我們只能講解經文」。1
5 8
不但如此’《聖經》既是福 

音傳播過程中 重要的「信息」，而傳道人被召專職受訓亦是從事 

聖經經文闡釋的研究。那麼’宣講者在講壇上完全依據聖經宣講， 

就責無旁貸了。 

甚麼是真正的「解經講道」？在信息的宣講中它要達成甚麼主 

要目的？釋經學者華德•凱瑟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意見： 

我們在此所説「解經式講道」的總目的，就是在決定信息的形 

像、邏輯、和發展時，以聖經作為主要（甚至完全）的根據。 

我們要把聖經本身以及信息的挑戰、安慰、和指示，都打入神 

子民的心中。我們期望神的兒女在聽完信息後，若有感動要自 

己再讀同樣的經文時，即使不能記得大綱（原錄我説，他們很 

可能不記得了），他們也能藉著經文的结構的樣式來思考，就 

如已經在其中著實遇見了神一般。因此，那段經文就不斷地對 

他們説話。 I 5 9 

羅賓森更把解經講道定義為： 

勢〉，《今日華人教會》（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96年2至3月號 

總1 ½期），頁13° 

I 5 7司徒德：《講道的藝術》，頁1M� 

I 5 8司徒德：《講道的藝術》，頁1M� 

159華德•凱瑟：《解經神學探討》，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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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文文脈中，藉著歷史、文法與文學研究所衍生和傳達之聖 

經概念的一種溝通，聖靈藉此先應用於講員的人格和經驗上， 

然後透過他傳遞給他的聽眾。 

毫無疑問，羅賓森在解經講道的原則上放置了宣講的傳播理 

念，他上述的一番話包含了信息傳播中的「預定內容」（歷史、文 

化與文學的研究），亦即「信息」，亦提及「媒體」（傳達、溝 

通、聖靈）、傳播者的「可信性」（人格和經驗）與及「聽眾」， 

可見解經講道與在信息的傳播過程中，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至於解經講道的形式及好處，曾立華博士亦有非常中肯的評 

論 

「釋經講道」的形式是以講解一卷書為目標，任何經文都沒有 

遗漏，經年累月，每書都得以在崇拜聚會時给信徒講解，信徒 

便能從這樣有系統的講道下得著全面的银養和教導了。1
6
1 

反過來說，當神的代言人、講壇的宣講者漠視解經講道的重要 

時’後果就不堪設想了，難怪梁家麟牧師有如下的憤慨之言： 

説主日講壇是傳道人 具代表及影響力的話語事奉，相信沒有 

人反對。但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話語事奉被嚴重忽略的問 

16。羅賓森：《實用解經講章》，頁18° 

曾立華：〈崇拜講壇兩極化再思〉，頁14�Jth^卜’陳大衛在《講道的落實》 

一書更為讀者提供了「解經講道」的五個好處， if節錄如下： 

1) IE確伶俐的解經式講道，可幫助教會會眾重新發掘聖經的真理與寶藏，或說 

對聖經有更新的認識。 

2)純真的解經式講章，可以幫助聽眾重新發現聖經的信息。 

3)正確的解經講道，能使聽眾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因為他們會照所聽見的真 

理去實行。 

4)良好的解經式講道’可以發掘神的良善，能夠吸引聽眾趨向神的恩惠。 

5)有意義的解經式講道’推動聖經倫理的準則，使基督徒的行為能符合聖經教 

訓_求。參陳大衛：《講道的落實》（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 9 8 8 ) ’頁 2 7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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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教會聚會及事奉這些年日裡，我深切的體會到神的話 

被蔑視、被凌辱、被強甚、被肢解的嚴重問題；或從另一個角 

度説，是傳道人胡言亂語，無道可傳的問題。 I 6 2 

要知道講道不同演說，不是發表自己的意見，說一些吸引人的 

言論，更不能把講道視為分享，因為分享是指個人的經驗分享，流 

於主觀，而講道是依據神的話來講，是客觀的。經驗分享只能作輔 

助’不能作為主體。 I 6 3
為此，宣講者在研究保羅的宣講傳播理念， 

應用在今日講壇的同時，他 首要也是必須的，是回到「聖經神寶 

貴的話語中」。我們必須恆常謹記一個宣講傳播的要訣：「基督徒 

不要只花時間在媒介的技術上努力，也要注意傳播的聖經神學才是 

我們創作的基礎。」 I 6 4
保羅說：「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 

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林前十四1 )筆者深 

信，保羅所提及的「先知講道」，正是有層次、有計劃、有系統、 

按正意分解神話語的「解經講道」。 

八 削減突發性干擾的可能性 

沒有人會期望一位宗教傳播者故意去曲解福音的信息，但是我 

們應該緊記在傳達中不顯明的或被省略的內容，和明顯的內容是同 

樣重要。 I 6 5
無可否認的，是宣講者在表達信息的時候，往往會因著 

一些「可明」或「不明」的因素，從而影響了信息的質素。這種情 

況的發生有時甚至會令宣講者被迫而略去早已預備好的一些重要觀 

念，這種傳播的障礙可稱之為「突發性干擾」。 

昔曰保羅宣講傳播所遭遇的干擾，諸如政治、民族主義、異端 

及交通都屬「時代性」的；也就是說，是新約那個時代的一種「時 

I 6 2梁家麟：《異象與獻身》，頁106° 

1«曾立華：〈崇拜講壇兩極化再思〉，頁14 

梁永泰：〈塑造傳播人〉，頁76° 

165栴爾：〈傳達過程須知〉，頁194。 



1 3 2教牧期刊 

代特色」，這特色匯集了當時羅馬政權的統治、猶太民族強烈的保 

守主義、希獵文化薰陶下的異教風氣與及落後的交通運輸等項。作 

為一位信息的宣講者，這些干擾的形成是保羅個人的力量所難以控 

制及避免的。然而，在順服聖靈的引導之下，他仍竭力排除萬難， 

把福音傳開。所以縱使在捆鎖之中，他仍可昂首的向腓立比信徒宣 

告：「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 

傳開了 °」（腓一 18) 

干擾對信息宣講確能帶來負面的影響，尤其是「突發性的干 

擾」。保羅在宣揚福音的時候，曾遇見的突發性干擾甚至會成為對 

他生命的威脅。並且，保羅講道的時候也常遭受敵對者的突然中 

斷， I 6 6
而敵對者有如斯行動，並不是因為他的宣講毫不吸引；若從 

屬靈的角度而言，干擾往往是來自魔鬼的敵對行動，其目的是要阻 

礙保羅宣揚福音（帖後二 1〜12 )。毋庸置疑，宣講的事奉是與魔 

鬼的一場角力摔絞，運動員都必須在出賽前為賽事作好熱身準備。 

那麼，一個願意委身於講壇事奉的傳道人，在聖靈能力光照及帶領 

之下，必能在宣講的傳播理念中作積極的裝備，將干擾的障礙減至 

低程度甚至勝過它。 

如上文所述，「解經講道」是 具成效的講道方式。 I 6 7
然而， 

在宣講的傳播理念上，「解經講道」卻非一種「無懈可擊」的傳播 

方式。講壇事奉作為佈道、教導、勸慰、造就、敬拜中 重要的一 

個程序，魔鬼絕不會放棄其橫加阻攔，且會在宣講過程中製造各式 

中斷保羅講道的敵對者以猶太人為多（參徒十三50 ；十四19……等），不過 

特別反倒是當時的巡撫非斯都對保羅講道的中斷，他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 

罷，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徒二十六24)此外，銅匠亞歷山大也是保 

羅特別提到常敵檔他傳神話語的人（林前一20 ：林後四15)。 

1 6 7有_學者如司徒德及梁家麟更堅稱「解經講道」且是唯一「合法」的講道 

方式。可參司徒德：《講道的藝術》，頁124及梁家麟：《異象與獻身》，苜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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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的「干擾」 °因此，在反省今日講壇事奉的同時，必須顧及削 

減干擾的可能性，盡可能將宣講的障礙減至 低。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了解，宣講者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我們 

的努力很多時只是單程傳播（One-way Communication)——把信息從 

講台’從空中，用印刷品、或親自傳出’卻忽視對方的反應。可 

是’有效的傳播是以信息和受眾為中心’讓對方能理會所發出的信 

息 ° I 6 8
愈是了解聽眾的需要，愈是防止干擾的良策。同樣，宣講者 

要能掌握、熟悉宣講的場地、設施、環境，縱使遇到任何突發性的 

干擾，他都能從容的應付。亦基於這個緣故，地方教會的會罕 渴 

望每個主日崇拜的講員，不是外邀的，而是 了解及關懷他們自身 

需要的牧者傳道。反過來說，宣講者 能有效傳遞信息的地方，也 

是他的召命所在——自身所牧養的地方教會。 

此外，宣講的技巧在傳播過程中亦能減低干擾的可能性，適當 

的聲線、情感的投入、會令人產生共鳴，與身體語言的配合，都有 

助削減干擾的障礙。然而，宣講者必須留意，在傳播的過程中，如 

果過分刻意造作，只會帶來更大的「反效果」。例如身體語言和姿 

勢同樣會使傳播產生障礙，特別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 I 6 9
事實 

上，縱使一個「言詞」單從表面使人以為經已明白，但其實屬於這 

「言詞」本身所蘊含的真義卻未必會被實際認識。 I 7
。因此，對我國 

的文化而言，在講道之中有時使用蔵言、成語、格言或典故，深信 

〗 6 8题雅各：《福音•傳媒•策略》，頁19。 

1 6 9例$瞧用手指人，會眾視為不禮貌的表現，或在非洲某個地方，以左手舉起 

聖經可被視為不敬，因為當地人認為左手是「髒手」。詳參飯雅各：《有效的基督 

教傳播》’頁31。 

17*̂  "Even if a vocabulary is known, the concepts belonging to each word may not be 
fully or accurately known." John Corner & Jeremy Hawthorn, Communication Studies:an 
introductory reader, 68。一個很好表達的事例是，「擦鞋」一詞在正常的用法可被解 

作一種清潔的動作，但在香港通俗的涯語中，這詞彙已被意譯為「奉承」的吃意， 

這些文化的差異，常會為傳播帶來不必要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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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吸引聽眾的注意力，如此傳道人不僅單單使用通俗的表達方 

式，並且可以深入聽眾的思想型態中。 

素有宣講經驗的華人牧者唐佑之牧師更透過宣講者的「儀態」 

與「衣著」來提醒所有願意在講壇承擔宣講神聖職分的人，他的講 

論也為宣講者道出了削減干擾的提示： 

人的儀態實在是人格的具體表現……人内心的感受必無意中形 

之於外，無法掩飾，因為身體與心理是相連的（Man as psycho-
physical be ing)�儀態的改善是隨時應注意的事，一方面需注意 

小節，另一方面應操練敬虔……衣箸的原則首先是在於樸實無 

華與整潔大方，這正説明内心的蟲落，使人感到平易。其次， 

衣著及服飾與年齡也要相稱，令人感到自然，毫不做作。這些 

都是「無言」的見證。I 7 2 

八、總結 

對於活在第一世紀初的一位偉大使徒來說，保羅或許不能像現 

代人一樣，具有一套極具系統的「傳理學問」，並企圖將之應用在 

其福音宣講傳播的佈道事工上。或許我們可以直接地說：「保羅根 

本就不曾意會到自己具有一套系統的傳播理念。」事實上，在極度 

繁重的佈道生活中’保羅連自己的著作、書信都不曾嘗試作有系統 

的整理，更遑論要建構一套完整的傳播理論，並精確的應用在其宣 

講的事奉上°不過，對於快要踏進二十一世紀這個歷史性時刻的我 

們來說’就不能否認保羅是一位具有傳播理念的宣講家，更不能否 

定他的福音傳播曾帶來偉大的成效。我 f r t今日既然已發展出一套頗 

具規模的傳播學’就必須學以致用’嘗試以傳理的角度來檢討保羅 

的佈道及宣講事工，並且能在保羅福音宣講傳播的技巧中，尋找在 

171陳大衛：《講道的落實》’頁98。 

172唐佑之：《在講壇邊》（香港：基道書樓，1983)，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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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理上的突破’並應用在今天福音的使命上’其實這正是筆者這篇 

文章的主要目的。 

筆者在本文將大部分的篇幅花在保羅宣講的傳播理念、神學基 

礎、技巧、方法、效果各方面；無可否認，在分析的過程中一套頗 

為完整的宣講傳播理論（Communication Theory)已在筆者腦海中漸 

次孕育°再者’本文並無刻意提及保羅在福音宣講傳播上所能得到 

的即時回饋（feedback) °不過，保羅在初期教會因宣講福音所帶來 

的震撼與果效，教會歷史已給我們正面的說明^ 

對任何願意委身承擔宣講事奉的傳道牧者而言，毫無疑問地， 

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一群既具有學養又 

能捕捉時代觸覺的會眾。然而’正因為講壇事奉充滿挑戰，就更能 

顯出這分職事的榮美。「講壇事奉」是教會歷史一項重要的職事， 

如果前人能在有限的輔助資源下，仍可透過宣講贏取無數會眾的心 

靈，我們活在今日資源充足情況下的講壇宣講者，豈不應當更能在 

「講壇事奉」上達至更佳的果效嗎？因為筆者深信’ 一套整全的 

「宣講傳理觀念」於傳播上的應用，是今日講道者能享用而前人所 

沒有的。 

保羅誠然是基督教初期發展 具關鍵性的一位人物，他在宣教 

工作上的努力，使基督教跨越了猶太民族的界限，散佈到世界各 

處。 I 7 3
他不獨是一位聲名顯赫的人物；事實上，在他生命中確有很 

多過人之處，他不但是一位神學家、宣教士……更是一位成功的福 

音「傳播者 I，一位 偉大的「講道家 I。 

節錄自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