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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ovinen，Eero著。黃占竹譯。《牧師？》。香港：道聲出版 
社，2004 ° 

-、引言 

本書的作者是一位資深的老牧師。他經過了幾十年的牧職生涯，從牧會 

的牧師升任為主教的職分。這本書就是他擔任牧職以來，不斷反思並得著領 

悟的成果。他把心中的話寫下來，與其他牧師分享，也讓信徒更體會牧師面 

對的苦與樂。 

作者在序言中說，他想給書名加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他被按立 

為牧師的時候，突然有一把聲音問道：「你們到底要去做甚麼職業？」作者 

引用了《奧斯堡信條》的第五條作答：「上帝賜給我傳道的職業，為了讓人 

得到信仰。」然而，他沒想到這個問題竟纏繞了他一生。1 

作者經過了大半生的牧師生涯後，難道還找不到滿意的答案嗎？其實當 

我們閱讀這本書時，會發現作者不但對牧師的職分和工作非常了解，而且他 

還從神學、倫理、生活、信仰等多方面詳加評析，並給予語重心長的提示。 

既是這樣，為甚麼還要在書名上加上問號呢？作者可能希望利用帶有懸疑色 

彩的書名，引發讀者的好奇心而已。作者在字裡行間，常常與讀者分享他個 

人親身的體驗，就好像一位心存關愛的長者，用十分親切的筆觸來和讀者細 

說家常，對後輩耳提面命，循循善誘，惟恐言不盡意，以致再三盯囑，可謂 

感觸良多！故此，若把書名的問號改為感歎號，也許更能表達作者的心意。 

對教牧同工而言，讀這本書就好像讀家書一樣，感到十分親切。書中一 

字一句，都說出牧者的心底話：時而使人拍案叫絕，無限感歎；時而使人會 

心微笑，心領神會；時而使人心服口服，謙恭受教。而在一般信徒而言，讀 

這本書就有頓悟的感覺，從此就了解牧者的心聲：其喜、其悲、其得、其 

失。此書對牧者與羊群互相了解，實在功不可沒。 

EeroHuov inen著，黃占竹譯：《牧師？》（香港：道聲出版社，2004)，頁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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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十三章，從十三個不同的角度和身分，細談牧師的職分。 

第一章談及牧師是「上帝的奴_」。這身分 大的矛盾，就在於他既是 

上帝的僕人，也是人的僕人。從信義宗教會的路德神學來看，牧師是站在人 

與上帝之間的中介位置。這樣就使牧師的職分十分難做，正如巴特（Karl 

B a r t h ) 說： 

作為神學家我們要談論上帝，但我們是人，作為人我們無法來談論上 

帝。我們需要明白兩件事：我們必須和我們不能，也正因此榮耀歸於上 

帝。這是我們的痛苦。2 

牧師就常常被夾在這矛盾的縫隙中。在現實生活裡，人們常會面對天災 

人禍。3作者指出，當人在苦難中發出呼喊時，牧師一方面需要給呼喊者指 

示呼求的對象和路線，另一方面又要給受苦的人帶來盼望和安慰，這兩個任 

務都是沈重而費力的。但為了人和上帝，任何一個任務都不可避免。4可見 

牧師之不易為啊！ 

第二章論到牧師是「人的僕人」。牧師既然是神的僕人，故此他也必須 

是人的僕人。他不但是教會內信徒的僕人，也是所有人的僕人，無論他到人 

群中任何一個地方，無所不在的神，早已在那裡了 ！作者引用了潘霍華的 

話：「那種一隻腳站在地上的基督徒是可怕的，因為他們也只有一隻腳站在 

天上。」故此，牧師必須全人投入人群的事奉。5這樣，他將要面對各種的 

批評，有些牧師需要獨自地承擔這些攻擊，有些牧師則可以把這些攻擊交給 

神 從這些經歷中，牧師就能學到新的東西 

‘Huovinen ：《牧師？》，頁12 ° 

‘例如像2004年12月在南亞地區發生的海嘯。 

I H u o v i n e n :《牧師？》，頁2 2 ° 

i站在地上的是兩隻腳，站在天上的也是兩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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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論到牧師是「神學家」°作者認為牧師必須有豐富的神學知識， 

但有豐富神學知識的人，卻不一定能做牧師。牧師與醫生有相似的地方：牧 

師作為一個神學家時’他是一位神學研究者，但在人群中，他是一個牧養靈 

魂的人；這好比醫生作為一個學者時’他是一位醫學研究者，但在面對病人 

時’他是一位診治者°作者更借用路德的說話加以說明，他說牧師在講壇上 

講道的時候，要讓七歲的小孩都能聽得明白，但在談論神學時’他所表達的 

神學知識，卻連上帝也要感到驚課。故此’知識和信仰不是互相矛盾的，而 

是手牽手並肩而行，各有自己的角色。這是因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對理論 

或對觀念的相信’而是對那位有位格的三位一體上帝的信仰。還有一點要注 

意的’就是牧師的個人觀點和教會的共同信仰是要區別開來的。牧師一方面 

需要有自我思考的餘地；另一方面，也要知道每個群體都有共通的觀念性或 

靈性的根基，而這個根基會把群體中的成員聯繫起來。 

第四章論到牧師是「上帝話語的僕人」。一直以來，羅馬天主教會被稱 

為「聖禮的教會」，信義宗教會則被稱為「聖道的教會」，而聖道和聖禮就 

常被放在互相對立的位置上。不過，作者慶幸有基督教合一運動的教導，6 

指出聖道和聖禮不是互相排斥的，故此信義宗教會的牧師，既是聖道也是聖 

禮的僕人。聖經是神曉諭人類的話語，它是神聖的，也是世俗化的，故既有 

神性也有人性。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迹克敦大公會議（451年）對基督屬性 

的論述，是指基督是真正的人，也是真正的神一二者「不可混淆」，7也 

「不可分割」。8牧師既然是上帝話語的僕人，故必須確認聖經是神的話語， 

但同時也須明白，它是一部由人寫成的書。事實上，聖經成書的歷史、所用 

的語言和觀念形態，都反映了歷史時代的特徵。 ， 

6這是神學觀點，也是信仰基礎的問題。 

7「基督一性派」（Monophysi tes)否定基督的人性�Huovinen ：《牧師？》’頁65 ° 

8「聶斯多留主義」（Nes to r i an i sm)把基督的神性與人性分割開° Huovinen ：《牧 

師？》，頁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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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論及牧師是「傳道人」。傳統上，人們認為牧師的工作是擔負傳 

道的職事。作者認為，講道似乎在教會中失去色彩，因為基督教信仰太容易 

變成道德說教，以致失去了恩典和純潔福音的意識。尤其是在講道的時候， 

牧師不知不覺會把自己放到他人之上，成為虛偽的表面大師，故應注意： 

上帝既不是觀念也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有名稱和面孔的位格化上帝。 

他是一個可以相遇’可以熱愛並可以相信的位格化的上帝。因此’講道 

的時候不應該説原則或觀點，而應該説人格化的事情。講道的語言中’ 

稱叫上帝要呼叫他的名字。「它」指的是事；而「他」指的是人。9 

作者提出講道時須留意以下事項：第一，緊扣主題；第二，講章須有 

結構；第三，注意風格和效果；第四，聲音要明亮有力；第五，態度要得 

體° 

第六章論到牧師是「祭司」。作者按彼得前書二章9節所言，認定「祭 

司」是所有基督徒的通稱： 

洗禮是第一次的按立’所有洗過禮的基督徒都被按立為上帝的子民’ 

「聖潔、君尊的祭司」（彼前二5〜9)。每個人都是屬靈權柄的一部分。 

被按立為牧師的人，比起其他所有受過洗的基督徒來説’並沒有甚麽特 

別的神聖或更多的宗敎價值。⑴ 

作者根據希伯來書，指出舊約的祭司需要一再地獻祭，但基督的獻祭一 

次就夠了，故此在新約時代，主基督是唯一的大祭司。 

第七章論到牧師是「勇敢者」。作者回想自己被上帝呼召入神學院時， 

心裡感到十分恐懼’很想逃避這種介於人和上帝之間的牧職地位。雖然他有 

內在的呼召和信心，又有外在的印證’但也要幾經掙扎才能勇敢地踏上這條 

道路“作者認為，由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成為牧師，是一件好事。牧師的職分 

不是憑自己的才幹「拿到」的（不是主動地獲得的）；成為牧者的人，是「被 

按立的」（是被動地接受所給予的）。 

Huovinen ：《牧師？》’頁89 ° 

°Huovinen ：《牧師？》’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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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論到牧師是「應許者」。按照信義宗按牧的典禮，全部環節都在 

聖壇上舉行。被按立的牧師，要回應主教所問的三個委身的諾言：第一是要 

立定志向’正確而忠實地完成神所交託的職責；第二是要抵檔異端，勇敢 

地宣揚福音，主持聖禮；第三是要發揮上帝所給的恩賜，在生活中作教會 

信徒的榜樣。人本性特點之一，是要有自由，故此委身遵守諾言，不能凡事 

隨己意而行，是一件痛苦的事。根據作者的經驗，很多牧師都曾懷疑自己是 

否失去起初的承諾？是否還有足夠的資格去履行牧師的職責？每一個誠實 

的牧師，有時都會因不肯定自己的資格，而走到危險的邊緣。 

第九章論到牧師是「活生生的人」。牧師的職分往往挑戰自己的自我和 

人性，以致無法活出真我。人們要求牧師每日二十四小時，都是擔當牧師的 

職責去服事人。但牧師也是人，也需要「下班休息」的。由於牧師是個公眾 

人物，沒有私生活可言，他的弱點便無法隱藏。作者引用教父屈梭多模的說 

話：11 

「牧師在所有的生活方面都要特別小心’不要讓人找到任何無防守的、 

赤稞棵的地方而遭到致命的傷害。因為所有站在他旁邊的人都準備好 

了要來傷害他，不僅他的敵人和反對者如此’很多裝著愛他的人也是如 

此。」不要使牧師整日手中排滿工作的日程，其實他也需要有自己的空 

間’讓他可以坐在搖椅上’回過氣來。 

第十章談及「牧師的家庭」。牧養教會是「勞心」的工作’牧師的工作 

時間對家庭生活影響很大。他經常在家的時候不多，這樣對配偶和孩子都產 

生很大的挑戰。牧師在牧養關懷信眾時’要與女信徒保持一定的身體距離’ 

因為這能起到安全作用”至於女牧師的丈夫，其角色在教會中是史無前例 

的’更感無所適從。若遇婚姻出現危機，他們要面對的困難’比別人嚴重得 

多。如果牧師有婚外情’對他自己和對教會都會產生極痛苦的經歷°另外， 

牧師的父母往往要求自己的孩子比別人的孩子都守規矩’這樣使父母、子女 

都承受很大的壓力。 

11 
Huovinen ：《牧師？》，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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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討論到牧師是「工人」。牧會的工作如果受到教會長執的監 

督，而令意見紛転，事工的推展便會受到諸多制时，無從做起。但若由牧師 

獨斷獨行，則容易失去團隊精神，正所謂獨木不成林，牧會工作便不會成 

功。教會內同工和長執的團結合作，是必須建立起來的。 

第十二章論到牧師必要具備「謙卑的勇敢」。作者一再指出，牧師在施 

行牧養的職責時，往往充滿了吊詭性、張力和矛盾。正如詩篇八篇4至8節 

形容人的激小：「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其 

後又形容人的偉大：「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募。你 

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 

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牧師如果只記得自己的軟弱、無能和微小，他就會謙卑而情緒低落；但 

如果他只知道自己職責的高尚和神聖，他就會勇敢而驢傲！只有當他記得自 

己身分和地位的兩面性時，他才能又謙卑又勇敢！ 

第十三章引錄了瑞典教會主任牧師彼得森（Abr. Zach. Pettersson, 1763) 

所寫的一首詩，主題為「你是上帝的僕人」。詩歌第一句就提醒牧師：「你 

站著服事全能的上帝，他能看到你的心，因此，你要在內心穿上美麗。」 

—、^p nPB 

從上述各章的的內容來看，可知本書是從十三個不同的範疇和角度，來 

討論牧師的職分，其中牽涉了對神對人的責任、日常面對的工作、屬靈的智 

慧、教導與輔導、宗派的守則，以至家庭生活等。 

本書的神學立論是以信義宗的觀點出發，並常以路德的言行為依據，可 

見作者深受路德宗神學思想的影響。雖然如此，作者在論述中並沒有歧視其 

他宗派。他在書中詳盡而又坦白地講論信義宗神學和基督教合一運動，對牧 

師職分、身分及屬靈權柄等的證釋。然而，接納這種證釋與否，則要留待不 

同的宗派讀者來抉擇了。 

楊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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