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多元主義與後現代文1 
處境的敎牧輔導 

-I 

譯廣海 

一、前言：當今敎牧神學之處境 

教牧神學之發展，常以其身處的境況作研討與應用，是 

眾所共知的事實；因此教牧同工對所服事的群體與時代，有 

透徹的掌握與事奉策略，就顯得極其重要。香港回歸中國以 

後，某些人為擺脫殖民地的生活色彩，曾期望積極推行母語 

教導、祖國的公民意識，甚至傳統的儒學文化，以求轉變。 

然而民眾反對之聲卻不絕於耳，並不如他們所想象的順利。 

究其原因，香港在過去四十餘年的成長中，已變成國際 

性城市。長期受資本主義商品化與科技資訊全球化的因素 

薰陶，衍生了「多元主義與後現代文化」的處境。這樣，文 

化的處境特色是甚麼呢？研究社會文化的學者指出，香港不 

但充滿功利意識，也有極端感官文化的現象；1她強調異質 

性與特殊性，揚棄現代社會理論中的宏大論述（ g r a n d 
narrative)是無可置疑的。

2 

1阮新邦：〈功利意識、家族主義、自主性一香港文化的特質〉’ 

《明報月刊》（1996年12月號）’頁28° 

2侯軍：〈世紀展望一多元文化中的中華文化，金耀基教授訪問錄 

(下）〉，《明報月刊》（1998年1月號），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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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九十年代初期回港事奉，在堂會團契牧養的過程 

中，常嘆息信徒為何會「一代不如一代」。那時教牧同工已 

普遍認同這一代的信徒既不樂意順服，也不虛心受教，凡事 

提出質疑；甚至毫不客氣地批評聖經的教導落後，是老套不 

合時宜的模式，追不上時代的發展。當時筆者看法是，這只 

屬少數不願意長進的信徒之現象，卻低估了時代塑造意識形 

態的影響力，並沒有正面回應他們。今天我們有需要改變過 

往牧養信徒_念，期望能夠產生有效回應時代的牧養行為。 

劉達芳在中國神學研究院舉辦的「廿一世紀華人教牧神學前 

瞻」研討會上，提出神學與處境的關係不是對話式，而是辯 

證式的（dialectical)。意思是說：「牧養的行為改變了牧養的 

神學，改變了牧養神學又回應牧養的處境，產生了新的牧養 

行為。」3所以’我們在牧養過程中，對事奉的處境需要不 

斷作出反省。 

按上述的闡釋，筆者撰寫本文的動機，是期望能探究出 

( 1 )在多元主義與後現代文化處境中，甚麼才是合理而健 

康的「福音文化觀」。（ 2 )在這觀念下，教牧同工該有的 

認知與準備是甚麼？及（ 3 )在教牧輔導的過程中，有何合 

適的輔導模式與技巧，能引導受輔者領受基督耶穌的福音真 

理’在信仰上能生根建造，至終使他們得著有意義、以上帝 

為中心的生活呢？ 

有關「多元主義及後現代」的定義、理論與範疇’筆者 

並無打算在文中作論述與分析，避免落入學術理念的爭論之 

中’使本文的討論至終無法在事奉上實踐出來。簡要而言， 

無論是多元主義或後現代文 { b處境’在本文的使用涵«為「對 

普用性、根基、基礎與價值的質疑，以及相隨的對文化採取 

3劉達芳：〈華人教會牧養神學的被擄與回歸〉’《中國神學研究 

院期刊》第21期（1996年7月），苜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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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論、分裂、多樣性與差異性的態度」，是充滿「相對性 

的大溶爐」（great relativising caldron)。*這樣的聯結定義， 

雖然並不能獲得從事這理論研究的學者們完全同意；可是從 

教牧事奉的層面上看，已讓我們對多元主義及後現代等概念 

有基本的認識，並能即時予以思考及應用。 

二 、 福 音 與 文 化 相 邁 融 合 的 理 念 

神學界對福音與文化相互關係的論述，至今仍無間斷。 

根據不同世紀之神學探討，李察尼布爾（H . Richard Niebuhr) 
將其分類為五種回應：包括基督是屬於、抗拒、超越、相反 

相成或改造文化等，而每項回應均有不同的支持者。5 

(一）價值相對變成契機 

面對這眾多立場，尼布爾提醒我們必須認清在選擇時， 

有關「價值相對性」的問題。 6因為我們在文化事奉的處境 

中，人、思想、自然中的事物與過程，都有其相對的價值。 

這是說真理雖然有永遠的價值’就是對上帝的價值；然而 

4 B a r r y Smart著，李衣雲、林文凱、郭玉群等譯：《後現代性》（台 

北：巨流出版社’ 1 9 9 7 ) ’頁9�166�有關後現代文化理論的歷史與發展 

軌跡’可參閱Steven B e s t & D o u g l a s Kellner著：《後現代理論-一批判與 

質疑》（台北：巨流圖書出版社’ 1992)之第一章，主題是「捜尋後現 

代」。主要內容有（1)後現代之考古’（2)法國思想背景及（3)批判理 

論的挑戰等’頁18�54�閱畢此章後，我們應能掌握此課題的分析基礎° 

5這些神學家包括支持「屬於論」的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 
、「抗拒論」的特土良(Tertullian)及達祕（J.N. Darby)�「超越論」的亞奎 

那 ( T h o m a s Aquinas)及田立克 (P . Tillich)�「相反相成論」的保羅與馬丁路 

德及「改造論」的奧古斯丁 (St . A u g u s t i n e ) �加爾文 ( L C a l v i n ) �衛斯理 ( J . 
Wesley)及巴特（Karl Barth)等。 

6李察尼布爾：《基督與文化》（台南：東南亞神學協會’ 1 9 8 6 ) ’ 
M 2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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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理也牽涉到人的理性、生活、社會境況等因素，而產生 

不同，甚至相對的觀點’這是我們在每一文化事工內要注意 

的。 

當我們承認文化價值的相對性時，或許會產生以下的三 

種現象：7 

(1 )人可能成為虛無主義者，或徹底的懷疑主義者， 

斷定無一物可以值得依憑。 

( 2 ) 人可 f g l ^ i 到某一相對立場的權威，肯 ^某教會、 

某哲學或某價值是具有絕對價值的。 

(3)人可能承認自己的相對性，同時相信無限的絕對 

者’而將一切相對的看法、價值以及職責，都歸屬於祂。如 

果站在這立場，則人可在自信與謙虛中作他的告白與決斷， 

同時也可接受那些同於絕對者下的他人所提的補充與改進。 

按照上述的可能性，筆者認為在多元主義與後現代的文 

化處境中’基督教的信仰「仍有其存在的空間」，這也是教 

牧同工輔助那些相對主義困惑者的契機。因為無論是多元或 

是後現代主義理論者，他們的宗教真理都不再是建立在一些 

普遍或超越啟示的原則上，而是人類在歷史掙扎經驗中的個 

別反省、總結與想象。過去以客體為主的客觀理性既已失去 

它的普遍性，變成強調差異和個別（different and particular)� 
部分和局部，使兩者在不知不覺中都放棄了追求和堅持「自 

以為是」或「自以為中心」的全體性知識和價值系統，8 

7李察尼布爾：《基督與文化》，M 2 2 8 ° 

8黎志添：〈論宗教多元化與後現代文化的價值取向一兼論對基督 

教的神學意識〉’《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22期（1997年1月），頁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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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了「以己為首」的長期困境，讓我們在價值相對性的空 

間下，引導他們重歸父上帝的懷抱中。 

(二）在勸説中尋求真理 

在基督徒信仰的理念中，能容納如此相對性價值的文化 

觀嗎？持守•權威的人，能否真正_文{[：|目對性 ^ i z :場？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良善的標準或依據，並不是來自任何文 

化所定的價值，而是來自「上帝話語中超文化的價值」。9 

因此在福音真理是絕對的、也不改變的前提下，我們要思想 

這文化理念價值，它雖然與基督徒信仰有差異，卻仍能在身 

處的景況中尋找相關的課題，傳遞福音給需要救恩的人。我 

們採取這立場，是因為在每一文化中「基本的道德律」是不 

可改變的 ° 斯托得gohn Stott)提出下列論點以作支持：11 

( 1 )聖經一向認定，人具有道德性，應當對自己的行 

為負責。他解道德律， S 為它是「刻在他們心裡」的（羅 

二 14〜15) ° 

( 2 )聖經勸勉他們順服，並警告他們不順服的刑罰為 

何，但從未用過強迫的方法勉強他們，只用 i m來勸目 g他們： 

「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賽一 18) 

( 3 )因此，聖經的神論與人論都引導我們走向多元化 

的社會。前者廢除了放任派，後者廢除勉強派。因為上帝是 

9史蒂芬葛潤蘭、密爾頓雷馬合編：《基督徒社會觀》（台北：華 

神，19¾)，頁53。 

唐佑之：《教會在後現代之省思》（香港：卓越書樓’ 1993)， 

頁 105。 

1 1斯托得：《當代基督教與社會》（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1994)，頁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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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位上帝’祂的真理與律法一旦被貌視，我們絕不能 

無動於衷；因為人是這樣受造的，我們便不能強人所難。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時代，在某些論題上似乎 

與過去是中斷’卻在差異中仍有相同，現在和過去之間仍有 

許多熟悉的連續性痕跡與徵兆。I2所謂的現代（Modern)，是 

針對中世紀（Medieval)而出發的’後現代（Post-Modern)，也 

必須與現代的觀念連起來思考才有它的意義。 I 3 難怪尼布爾 

有這樣的評論：人妄想制止文化活動以圖免除拜偶像（指追 

求知識）之罪是不智的’因為當人想抑制人的 I P 妄，同時亦 

難免抑制了真理的發現。我們需等到人們在被他們稱為 後 

的真理中發現到謬誤’其計劃落空變成無意義的時候，才能 

證實福音的真理。 I 4 

(三）按受眾景況作處理 

我們都知道’使徒保羅是初代教會的偉大宣教士 ；他所 

作的是跨越文化背景與藩籬的事奉。在他的書信中’明顯地 

表示他在面音與文化差 S O H 寺的堅定意念，是「無論如何， 

總要救些人」。他對哥林多的教會見證說：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韓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模人’ 

為要多得人。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 

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 

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上帝面 

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 

12 Barry Smart著：《後現代性》’頁9� 

I3沈清松：〈從現代到後現代〉’《哲學雜誌》第4期（19¾年4 
月），苜5〜6 。 

I 4 

4尼布爾：《人的本性與命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86) ’苜489 〜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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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麽樣 

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 

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缘故’為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林 

前 九 1 9 � D ) 。 

從上述經文看到，保羅對其身處的文化處境，作了清楚 

的了解、剖析與分類。無論是猶太人（有上帝的聖言為啟示 

者’羅三 1〜 2 )、守律法的和不守律法的，他都有其面對的 

策略。在其事奉理念中，絕不設下任何領受福音的障礙，使 

需要福音的人失去上帝的恩惠。梁家麟為此作了下列三方面 

的證釋：I5 

(1) 一切是非對錯的標準，皆由軟弱者限定。他並不 

太關心強壯的、有知識與有信心的人怎樣看事物，或將要作 

甚麼；他只著眼於他們這樣做會為教會內那些軟弱、無知、 

信心弱小的帶來何種的後果。 

( 2 )沒有任何有效、且符合聖經原則的傳道方法，是 

可以藉置身事外的抽離心態、或高高在上君臨天下的方式， 

把福音頒布出來的；必須投身於所傳對象之中，在感情和生 

活上認同他們，了解他們的掙扎與徬徨、攔阻他們接受福音 

的原因，從而給予適切的信息與幫助。 

( 3 ) 我 們 所 傳 講 的 信 息 起 點 ， 應 該 是 受 眾 的 景 況 

(Where they are) ’而非他們應做到卻是遙不可及的理想 

(Where they should b e ) � 

根據使徒行傳十七章 1 6至 3 4節的敘述，保羅在亞略巴古 

對雅典人講述基督復活的事件時，正顯示上述的原則。雖然 

有些人 R 將此消息作新聞般說說聽聽（ 2 1 節），卻因有些人 

I 5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香港：天道書樓，1992 ) ’頁 

2 6 3 ~ 2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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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更詳細知道的需要，保羅適切而有效的尋寬了可對話與 

回應的空間，使慕道的丟尼修與大馬哩等人，得蒙福音的好 

處（34節）。在整個宣講的過程中’保羅並無妥協的舉動， 

或降低上帝話語的標準，他乃是層層漸進的按著會眾的景況 

與反應，傳遞福音的訊息（19〜20節、32節）。事實上在保 

羅 的 宣 教 事 奉 裡 ， 我 們 已 多 次 看 到 他 以 這 「 勸 誡 的 方 

式」， I 6
引導會眾到上帝的面前；他不僅是竭力勞苦地作（西 

二 2 8〜 2 9 )，且毫不削弱福音真理的核心內容（林前四 1 ； 

帖前二4 ；提後二 1 4 )，至終產生極美的事奉果子。 

三、敎牧在輔談前的認知與準備 

教牧同工在牧養的過程中，有很多機會接觸在文化道德 

觀念上混亂矛盾的許多會眾； I 7 尤其在這多元主義與否定真 

理與信仰系統的處境中，若要有效地事奉，就必須有下列的 

認知與準備’好讓在整個教牧輔導的過程中，能夠產生預期 

的正面果效： 

16輔導學者柯蓋瑞(Gary R . Collins)認為：「勸誡在聖經上並不表示 

用嚴厲的言詞或命令的語氣教訓某人’勸誡是我們幫助人時神所賜的一種 

能力，能為靈性軟弱的人加添力量’安定那些信心搖擺不定的人’支持那 

些陷於逆境者’並鼓勵那些缺乏肯定或不安全感的人。有時要指出受輔者 

的罪來，婉轉的向受輔者的思想及結論提出詢問，鼓勵受輔者改變，引導 

他們做決定’在他們企圖嘗試更新行為時給予支持。」見柯蓋瑞：《心理 

輔導面面觀》（台北：大光出版社，1990),頁647� 

_ —會眾的特色是失去道德的中心，特別在一些複雜、斷裂無常 

的課題上常顯得焦慮與不安。見Joretta L. Marshall, "Pastoral Care with 
Congregations in Social Stress," in Pamela D. Couture & Rodney J. Hunter ed.. 
Pastoral Care and Social Con/Z/cr (Nashville: Abindgon Press, 1995),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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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恒意識與心靈虚空 

當我們剖析香港的文化現象與潮流趨勢時，我們可發現 

其中存在著幾道末世紀的激流：就是多世代的重疊（m u l t i -

generation) 、後資訊時代（post-information)並文明與集體身 

分(civilization and corporate identity) ° 在這些激流之中，香 

港整個城市都開始思索個人、家庭、機構、民族與國際關係 

的轉變，會為我們的心靈帶來甚麼影響；同時怎樣才能使自 

己的人生變得有遠象、有真情及有勇氣。 I 8 

我們應該肯定基督教信仰，對建！：!一個「人性化的社會」 

是有一定貢獻的。它的貢獻就是它對人性有徹底的了解，能 

塑造一群「另類的群體」’改造社會；並藉著對個人生命的 

本質與目的之反省，追求更豐盛與美善的生活。 I 9雖然人類 

的價值觀念歷來均有變化，但 核心且 基本的要素是「普 

遍而永恒的」。因為文化在面對人性矛盾、破滅或缺乏意 

義時，就會產生超越的性質「宗教性」。它不但使我們對道 

德行為有責任感、永恆感’也帶給我們對永怪者有真正敬拜 

的方向感。
2
1 

所以，教牧同工輔談時，不要誤想自己所擁有的資訊足 

夠幫助那些 f f i l苦的人，這只會讓我們跌入「憑言論拯救人」 

的陷讲中。 重要是龄聽這受輔導者內心的呼喚，這呼聲往 

1
8
參梁永泰：〈剖析三股激流〉及蔡元雲：〈回歸心靈群體〉，收 

《突破雜誌》275期（1997年9月號），頁2〜19。 

19龔立人：〈建立一個人性化的社會〉，《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 

第21期（1996年7月）’頁204〜207。 

2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文化中國》第二卷第 3期 

(19¾年9 月），頁48° 

2
1唐崇榮：《墮落與文化》（新加坡：探索者福音機構，1997)， 

苜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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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隱藏在不大經意的求助訊息中。
2 2
換句話說，當個人感到 

自己的生命未達理想、缺乏存活意義時，正顯示出他內心深 

處的需要。這時我們便要運用合宜的方法，藉龄聽與積極的 

勸誡（對話）’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繼而才澄清、重估並 

糾正他們那些混亂、矛盾和破壞性的觀念，幫助他們認識與 

明瞭基督教傳統的價值觀念與他們心靈的需要，是互相一致 

的 °
 2 3

這樣’「宗教性」在多元文化與後現代處境中，就能 

逐漸顯露出來。 

(二）理性驗證與經歷真實 

從香港的文化背景來看’絕大部分人是很少去思想一些 

有關上帝、形而上學、知識論’以及倫理與人類學的問題。 

教牧同工的角色與任務’就是要嘗試在這景況中幫助他們， 

評估其世界觀，甚至改進’用一個更好的世界觀取而代 

之 ° 驗證世界觀價值的方法’應包括「理性、經驗與實際 

應用」 °
 2 5

雖然活在多元主義及後現代文化處境的人，大多 

會拒絕從啟蒙運動以後，以理性作思想主導及判斷標準的模 

式；然而若有一套既不是純主觀的，且一致、融貫全面、與 

經驗吻合，經得起理性批判，又可照明生活世界的各種經驗， 

且提供實存答案的世界觀’我們還有理由說它不合理而拒絕 

嗎？ 26 

候活•祈連堡：《牧養與輔導》（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88) ’頁31 卜 

23候活.祈連堡：《牧養與輔導》’頁1¾〜139。 

24那榮諾：《思潮中的爭辯——基督教世界觀的抉擇》（香港：天道 

書樓’ 1995)，頁35。 

2
5
那榮諾：《思潮中的爭辯》’參第三章：如何選擇一個世界觀， 

頁40〜56。 

2 6
關啟文：〈理性的困境與相對主義的迷思 個基督徒在後現代 

的反思〉’《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22期（1997年1月）’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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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牧同工在輔導時，應該以正反兩面的觀念或立場 

作基礎：「人類文化並不需要在每一方面都是神聖的」，這 

大概是為甚麼現在不能再退回前現代式神聖文化的原因。但 

是文化核心部分的「價值體系卻需要神聖保障」’這是因為 

人的尊嚴是神聖的’具有不屈從於世俗利益的不可侵犯 

性。
2 7
事實上’多元主義中的相對價值觀與後現代等觀念， 

是一種「非穩定的文化」，
2 8
其理論與經歷是多變，並無規 

則可以依循。既是這樣，我們不應對他們假設「永不改變與 

回轉」的看法；倒要關注的是如何在 «的 _中，給予「經 

歷更新」的路向。況且作教牧輔導的同工，是可以在任何景 

況中都充滿著盼望，以溫柔的心隨時回應受輔者的需要（彼 

前三1 5 )。誠如麥格夫（A l i s t e r E . McGrath)所說：「基督教 

之所以能被接納，是因為能被相信可以成為真實的，（ i t i s 

believed to be true)，並不是因為它是真實的（not because it is 
t r u e ) � � 2 9 

(三）檢視個性與整合匯通 

研究中國文化與宗教傳統的秦家露，對儒釋道的結合頗 

為欣賞，認為它們已帶來了「超越自我宗教的實現，擁有互 

補和諧的精神」。同時，許多從事文化工作的學者，也會 

努力地在公眾領域中，提倡建立和諧對話的話語社群，竭力 

2 7
趙敦華：〈超越的循環——基督教、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三類文化類 

型的互動關係〉，《維真學刊》第3卷3期（1 9 9 5)，頁3 0 ° 
28趙敦華：〈超越的循環〉，頁28。 

Alister E. McGrath, Intellectuals Don't Need God and Other Modem 
Myth-Building Bridge to Faith through Apologet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3), 177. 

秦家露、孔漢思合著：《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台北：聯經出 

版社，1989)，苜 2 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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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彼此間之異化感。難怪他們會質疑西方學者亨廷頓 

(SamuelP.Huntington)所提出「文明的衝突」理論，倒用「文 

化的多元不會破壞社會秩序」的看法，來表達人類正開始一 

個重新探索新時代的現象。
3 2
這樣的觀點與普遍趨向，教牧 

同工應加以注意。 

筆者同意余英時教授的看法，在檢視某一具體文化傳統 

及其所處的境況時，我們應注意它的個性。這種個性是有生 

命的東西，表現在該文化孕育下絕大多數個人的思想和行為 

中，也表現在他們的集體生活方式裡。所謂個性是就某一具 

體文化與世界其他個別文化相對照而言的，若就該文化本身 

來說，則「個性反而變成通性了」。
3 3
因此，教牧同工在處 

理 異 別 文 化 時 ， 實 在 需 要 藉 著 「 跨 科 際 性 的 方 法 」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將各項相關的課題及知識，加以 

整合與匯通。這些知識，包括神學、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 

學等，藉此輔助教牧們在輔談過程中產生正面的果效。福音 

派教會在這方面也曾有美好的榜樣給我們作參考，人文學者 

薛華的貢獻就在於此。他將各項的知識加以匯通，使真理得 

以整合，讓人類的人性向度及其意義有所根據。他說：「就 

我而論，一切實體是完整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每學科都是傳 

福音的一部分；又或說沒有真正傳福音，是那些不想觸摸全 

部實體和人生的人。 I 3 4 

梁燕城：〈悔悟的更新一與杜維明教授對話〉，《文化中國》第 

一卷第1期（1994年6月）’頁12。 

32這是金觀濤對亨氏文明衝突論的回應。見金觀濤：〈西方中心論 

的破滅一評全球文化衝突論〉’《廿一世紀》第十九期（1993年10月）’ 

頁25。有關亨廷頓的文章內容，見頁5〜21。 

3 3
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文 

化出版社’ 1994)，頁18〜19。 

3 4
雷里丹尼斯編：《薛華的心靈世界》（台北：雅歌出版社， 

1994)，苜3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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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需要有所突破，務求讓基督徒的信仰，能在 

多元主義與後現代文化處境中彰顯「基督的作為」。
3 5
約翰 

麥奎利 ( J o h n Macquarrie)指出，我們的宗教觀應該是「當代 

與綜合的」，意謂這宗教觀要努力解決當前的文化情緒使我 

們注意的那些問題；並且任何適當的解說，都能展現出它的 

道德、實踐、認識與情感等方面的需要，
3 6
這正是我們作整 

合匯通的目標。 

四、主與客相互鋭變的輔談模式 

合«督信仰的人觀，應該是具有「關係、情感、思維、 

目標與自我主導」等特性的。
3 7
昔日，耶穌基督雖然是生於 

受割禮的猶太人家庭並隸屬這文化傳統；卻也珍視其他非猶 

太人、未受害禮者的人性，還包括那些被蔑/灘勺撒瑪利J^人、 

低賤的奴線、沒有社會地位的婦女、具希臘語言和文化的背 

景夕 f f卩人等。主耶穌真實地進入這一切人的社會與文乡態， 

向每一個真正的人性說話；並且藉著他的死與復活，消除了 

人類種族、性別、社會或文化的身分差距，顯示出不同類型 

的人，在世存活的積極意義。
3 8
當我們透徹地掌握這事奉的 

35
所謂「作為」的定義’按安德森(Ray S. Anderson)的謹釋’是指 

「上帝在基督裡道成肉身這件事。」他將人類從社會、政治及制度上的形 

式中拯救出來，不再受其非人性化的摧殘；並且他也賜給我們在心理、感 

情與身體上的醫治，透過上帝與人之群體關係的恢復，使人重獲「人性的 

尊嚴」。見安德森：《救火線上的事奉——權能教會之實踐神學》（台北： 

台福傳播中心，1卯5)，頁203�207° 
36
約翰麥奎利：《廿世紀宗教思潮——1900至1980年的哲學與神學之 

邊緣》（台北：桂冠圖書，1卯4)，頁521° 
37 Larry Crabb, Understanding Who You Are - What Relationships Tell 

You About Yourself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1997), 9. 
38見安德森：《救火線上的事奉》，頁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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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與目標時，便要考慮建立一套跨科際性的輔談模式，幫 

助我們回應受輔者的需要。 

按筆者先前論述的基礎，教牧同工對那些受多元主義、 

後現代文化處境影響的人進行屬靈導引（ s p i r i t u a l guidance) 
時，關鍵的方向是怎樣使受輔者的心思意念，能承認及接納 

基督的福音與真理，與其個人是密切並旦相 _的。實際上， 

教牧輔導的過程不僅是意識型態的轉變，更是心靈內涵的提 

昇與深化。美國心理輔導學者基根（ R o b e r t K e g a n ) 綜合了神 

學中的人觀與發展心理學理論，提出「演變中的自我」（ t h e 

evolving s e l f ) 輔導模式，
3 9
值得參考使用。 

(一）理論核心：意義的再造 

這理論的思想核心’指定了在人生不同的發展階段中， 

均有其不同意義的活動。在每一活動中的情感或感受，都交 

雜著「維護、放棄或重建意義」等經歷。要不是在自己成長 

過程中「創造他人」（意即與別人有分別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i o n ) ， 

就 是 和 他 人 的 關 係 得 以 「 整 合 」 （ 即 互 相 融 和 共 處 

i n t e g r a t i o n ) 。 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均不停地產生出連結 

( f u s i o n ) � 分 別 或 歸 屬 等 關 係 ， 使 個 人 或 他 者 有 新 的 演 進 

歷程；更藉此在主與客的兩體關係（ s u l ) j e c t and object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中帶出「自我成長」。這不僅沒有停滯於過去 

的階段’並且對事物成功地帶來新的觀念與看法，並「創造 

了新的意義」（making meaning)�斗。 

39 這理論於 R o b e r t K e g a n : The Evolving Self: Problem and Process in 
Human Development ( C a m b r i d g e : H a r v a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982)的書本中有 

詳盡的說明。 

這些階段共有五種’分別是：個人衝動（Impulsive)�個人主動 

( I m p e r i a l ) �人際被動（ I m e i p e i s o n a l ) �體制被動（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及人際互動 

(Interdividual)等。其實在每個類型的發展階段’人類都會處於「共通自立」 

(Autonomy)之主體景況及「被接納」（Inclusion)之客體處境中。無論是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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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牧同工以「意義的再造」為屬靈朝丨 «談杨 L � 時’ 

就不會常在沮喪與挫折的景況中。因為這過程並未有解釋為 

「退化」（regression)，反而巧妙地成功除去基督徒常犯的錯 

誤——脫離凡事總以「絕對化」為依歸的陷胼，建立人性化 

的輔談關係與積極的前進動力。這樣的動力，是長久與持續 

的，因為這正適切多元主義及後現代處境的異別觀念。總括 

而言’基根「演變中的自我」之輔導理念，顯示出我們在輔 

談過程中不能硬將某一層次的信仰或意識思想’強加於受輔 

者的身上；惟有藉著主客兩體不斷的互換過程，在關係中 

讓受輔者的思想意識有漸進的更新，在心思上才有「本質性 

的脫變」（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of m i n d )。々 ^ 奧斯伯格 

(David W. Augsburger)在論及這種晩變時’有以下論點、客 

觀標準給我們作參考，藉此評估受輔者自我成長的成熟向 

度，
4 3
幫助我們實踐基根的輔導模式： 

( 1 )對自我有正確的認識，對別人也有辨別。 

( 2 )對客觀的現實有所警覺，也欣賞主體或個別的。 

( 3 )在團體意識潮流、文化準則中退出來，也能在其 

所屬的群體中有參與。 

( 4 )有個人選擇的自由與權利，也有降服的意願。 

階段，主客兩體都需要取得平衡，在肯定（C o n f i r m a t i o n )或放棄 

(Contradiction)的評估中，產生「舊我與新我」的結合，持續自我成長的果 

效。 

F. Leron Shults: '"Holding On' to the Theology and Psychology 
Relationship - The Underlying Fiduciary Structure of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vol. 5，no. 3 (1997), 338-39. 

42 Leron, '"Holding On' to the Theology and Psychology Relationship,"329. 
43 David W. Augsburger, Pastoral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6), 3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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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對內在與邊緣之事有分辨，在人際與個別、身體 

與心思、情感與感受、主體與客體、人性與神性等事物有聯 

貫。 

(6)能自我接納，也能自我否定。 

(7)有意識、洞察力、知識與直覺、警覺及悟性。 

或許有人會擔心上述的多項準則，有可能真的在受輔者 

的輔談過程中衍生出來，或者達至主客平衡嗎？事實上，在 

基根的模式中，每一次的平衡都是一種「暫時性解答」，使 

受輔者一生之久的張力——即是被突顯（distinctness)與被接 

納（inclusion)的兩種愁望——得著處理。因此，我們不能強 

迫他們有「終極不變」的表現，因為他們的生命仍會持續改 

變，並且不斷地創造出新的意義來。 

(二）輔談技巧：跨文化取向 

面對多元文化的挑戰，在新約聖經中是極普遍的。卡森 

( D . A . Carson)認為這樣的景況’既不能逃避，也需積極回 

應；在處理多元文化挑戰時，基督耶穌福音的恩惠可以更扎 

實而清晰地在我們的體會與經歷中彰顯出來。
4 4
普里斯特 

(Robert J. Priest)補充說：「我們是以人類文化為中心的，並 

且以跨文化的差傳事奉回應他們的需要，將基督救贖的真理 

熱誠地宣講」。4
5
因此’我們要準備與受輔者分享基督徒的 

世界觀；不但與他們建立良好關係，也期待以合適的方法、 

技巧給予他們輔助。
4 6 

D A. Carson and John D. Woodbridge ed., God and Culture - Eassys 
in Honor of Carl F. H. Henry {GrmA Rapids: Eerdmans, 1993), 62-64. 

45 Robert J. Priest, "Cultural Authropology, Sin and the Missionary," God 
and Culture, 101-103. 

46 David J. Hesselgrave, Counseling Cross - Culturally - An Introduction 
？o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Christian (Baker Book House, Grand Rapids: Michigan 
U . S . A . , 1984). 3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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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牧同工在輔談時，應該明瞭「受輔者本身的型態 

與特色」：他們有多元價值，甚至有與我們衝突的文 { [ J l點’ 

其言行也極受個人主義之影響。輔談者不僅要避免以基督徒 

常用之屬靈術語，評論他們的看法或觀念；也要具備高度的 

验聽能力，加以統整解釋各項差異的思想，尋求可作輔談溝 

通的主題。為此佩德森 ( P . B . P e d e r s e n ) 提醒我們需有效地運 

用言詞’協助受輔者整理正、負兩面的看法，避免常困擾於 

不同文化的衝突之中；繼而逐漸減弱其陳腐、錯誤的思想， 

建立均衡、正確的價值觀念。
4 7
輔談事奉的成效，關鍵畢竟 

在於輔談者是否認同「不同價值系統的整合，對輔談者與受 

輔者的成長都有助益」；4
8
這既是跨文化輔談者工作時的重 

要理念，也是今日教牧同工需要密切留意的地方。 

在上述價值觀念溝通與整合的過程中，如何有效地處理 

已產生的衝突與矛盾是重要的。基督徒的信仰立場，因奠基 

於福音的真理上，也就要無誤地表達出來，使聽者得著真正 

的幫助。埃爾默（D u a n e E l m e r )提出八項基本原則，給我們 

在面對衝突矛盾時作參考：
4 9 

4 7
佩德森 ( P . B . Pedersen)著：《多元文化諮商理論與實務之複雜性 

與均衡性架構之研究》（台北：心理出版社，1991 ) ，頁 1 2 3 � 1 2 8 � 

4 8 G e r a l d Corey著：《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台北：楊智 

文化出版社，1994)，頁34� 
49 

D u a n e E l m e r , Cross-Cultural Conflict — Building Relationship for 
Effective Ministry ( D o w n e r 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 1993)，171-77 ° 當然若要 

有效地運用上述八項原則，輔談者的技巧要多方面的：包括（1)提出與回 

應問題的策略；（2)表達情感與意義的能力；（3)面對質詢與思考的方 

法及（4)整合、引導與訖釋的能力等。有關這些內容，詳參P.B. P e d e r s e n 
and A l l e n Ivey , Culture-Centered Counseling and Interviewing Skills，A Practical 
Guide (Westport: Praeeer Publ ishers , 1993) , 1 3 1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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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宣告對上帝的忠誠與跟隨 

2)需準備說明甚麼是錯誤的 

3)表達我的信念，多於你的信念 

4)解釋我們如此相信的原因 

5)要針對事件評論，並不針對人作攻擊 

6 )在協議前尋求共識 

7 )創造雙贏的議案 

8)在共同的關注上取得合一 

筆者想起彼得為此作見 » ：「只要裡尊主基督為聖。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 

的心回答各人，存著無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 

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 

愧 °」（彼前三 1 5〜 1 6 )。事實上要改變一個人的觀念，不 

是短期內可以達成的事；我們要作的卻是在任何的時刻裡， 

按著其論點之不實，作出回應。多元主義與後現代處境文化 

中的人，常處於矛盾與衝突之中；他們的需要是怎樣作出 

正確的「辨別」(identification)，並在過程中獲得牧養與關 

顧，保羅於雅典亞略巴古事奉的精神，就在於此。 

至於怎樣成為一個有效的輔談者，能對受輔的會眾創造 

出「協助的關係」，有效地完成整個辨別的過程是極其重要 

的。除非教牧同工在輔談的事奉中，讓彼此間產生信任、验 

聽、接納與支持；否則就無法進入以聖經為原則的福音論述 

與佈道栽培。著名心理學家羅哲斯(Carl Rogers)建議我們， 

50 Aart M. Van Beck,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6),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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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藉著下列的要點，評估及幫助我們和他人建立完美的協助 

關係：51 

( 1 )我能不能以某種方式，讓另一個人感受到我是值 

得信任的、可靠的，而且在某種深刻的層次上，我仍是前後 

一致的。 

( 2 )另一個和上項關係深切的問題是：我是否具有足 

夠的表達能力，使我能將自己的想法不含混地傳達給對方。 

(3)我能讓自己體驗到這種對別人的「正面態度」嗎？ 

即溫暖、關懷、喜愛、興趣和尊重等的態度？ 

(4)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可以使自己和他人割離？ 

(5)我是否能安全地讓他人擁有他的獨特性？ 

( 6 )我是否能讓自己進入他人的感覺和個人意義的世 

界中，而且也能像他一樣地看待這些感覺和意義？ 

( 7 )我是否能接納這個人所能向我呈現的每一面相？ 

我所能接受的他人是否正如其人？我能否將這種態度向他傳 

達？或者我只能有條m也接受他’或只接納他的一部分感覺， 

而悄悄地（或公開地）否認他的其他部分？ 

( 8 )我在這種關係之中，是否能有足夠的敏感，而使 

我舉止行為不至令對方感受到威脅？ 

(9 )我是否能使他免於外在評價的威脅？ 

(10)我是否視這個人為一個正在形成的過程，或者我 

寧被束縛於他的過去和我的過去？ 

51卡爾•羅哲斯：《成為一個人——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 

(台北：桂冠圖書出版社，1990)，頁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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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引課題：真理與關愛 

當我們與多元主義及後現代文化處境的受輔者建立關係 

以後，便進入教牧導引的核心課題：「有永恆不變的真理與 

關懷愛護的群體嗎？」筆者有這樣的看法，原因是在基督徒 

的信仰領域中，上帝既是真理，也是愛，兩者是絕對不可分 

割的。真理的終極既是「有情格的神聖心靈」，
5 2
上帝所創 

造的天地亦是有情的天地。在上帝的創造中，人不能脫離上 

帝創造的世界而存在，世界也成為人生命內涵的必然部分； 

如此人不再孤獨地面對自我，乃與上帝相互感通，使人從自 

困與自我窒息中得著解脫。“難怪斯托得提出，現今世界所 

追尋的，仍永遠是「人生意義與愛的群體」（the quest for 
significance and community) ° 這樣，我們便需謹慎地看待 

「真理的證釋」與「關愛的群體」兩項課題。 

甲、真理的設釋 

如前文所述，現代和過去之間是連續的，基督徒在真理 

的證釋上，也該有一套堅定不移的立場作後盾，因為那些堅 

決否定主體與傳統的人，仍有回轉接納的時候。
5 5
由於他們 

52關啟文：〈理性的困境與相對主義的迷思 個基督徒在後現代 

的反思〉’《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22期（1997年1月），頁85。 

5 3
余達心：〈超越的放逐與重尋一後現代文化剖析與批判〉，《中 

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22期（1997年1月），頁幻〜拟。 

54 John Stott, "The Worlds Challenge to the Church," Bibliotheca Sacra 
(April-June 1988), 1 2 8 - 3 2 �所謂人生的意義’應包括存在的價值、目標’是 

倫理性的 ° 參 J.P. Moreland, Scaling the Secular City-A Defense of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7), 105-108 ° 若要處理這問題’或回應 

其需要’就需引導他們進入支持系統中’藉此獲得重整與塑造。見Paul R . 
Walter, Counseling and the Search of Meaning (Waco: Word Book Publisher, 
1987),58-64 ° 

5 5
例如傅柯 ( F o u c a u l t )這位經常被認為與後現代同夥的思想家，不可 

思議地在他 後的生涯肯定了「啟蒙運動的批判以及希臘倫理’同時又侵 

入了古代的研究領域中’以古典學者的風格來寫作》」見Steven B e s t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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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常以「假設性的真理」（pseudo-truths)為其選擇答案的 

原則’產生許多混淆不清的衝突與矛盾’
5 6
以致無法毫無顧 

慮地堅守某項論說或理據。因此’他們不但需要重整自己的 

看法，也有可能在某時刻接納以前曾經堅決反對、駭斥的論 

點’為其終極答案。現在要緊的是’我們應按著甚麼路向， 

來弓丨導他們明瞭基督的真理呢？ 

麥克明（Mark R . McMinn)指出，經文的證釋可從三方 

面著手：其一是分析性的（analytically) ’其二是反省與經歷 

性的（reflectively and experientially) ’ 後是默想體察性的 

(contemplative) ° 5 7
若我們期盼受輔者在多元文化景況中對 

基督福音有所認識’甚至讓他們的生命得著主的塑造，便應 

向他們不斷撤共可作默想體 _經文，以不同的包裝 ^！ ^扎、 

短文、見證集等，幫助他們。然後在某些適當的時候，藉對 

話修正他們的觀念’重新證釋經文，甚至進行屬靈的導引。 

很多時候，我們都誤以為人對上帝啟示的回應，只處於 

客 體 的 地 位 ， 卻 忘 記 了 上 帝 賦 予 人 一 種 「 相 互 主 體 性 」 

(intersubjectivity)下的主體地位。其實人雖是受造者、屬客 

體的本質’卻因上帝的作為，受主體的待遇，容許與創造者 

及他人開放性的對話與團契。在這個過程中，便產生了上帝 

與人之間的「我們關係」（We-relation)；其個人雖有主觀的 

理念，卻因屢經與他人的心目互摩擦、激盪、制衡、調適、 

交融與整合後，產生體察性的果效，亦即是理性與感受的契 

Douglas Kellner著：《後現代理論：批判與質疑》（台北：巨流出版社， 

1 9 9 4 ) ’頁99° 
56 Christopher Norris, The Truth About Post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299，302-303. 
57 Mark R. McMinn, Psychology,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in Christian 

Counseling (Wheaton: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96)，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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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弓敷對上确勺啟示有客觀性的了解與接納。
5 8
筆者深信， 

昔曰先知以賽亞所領受的，是耶和華上帝呼籲人與祂辯論， 

祂已出的話決不徒然收回，若甘心聽從、回應，終必得吃美 

物；（賽一 18〜20，五十五10〜11)只要聖靈作工，有耳可 

聽的，就應當聽。（啟三3、6) 

事實上，上帝的話是會創造並引起回應的（T h e word of 
God creates the response)�我們並不能憑自己的話引人歸主， 

卻是透過領受上帝的話，將其經歷與看法’以我們可用的話 

來證釋上帝話語的真理’讓別人對主作出回應。
5 9
當我們在 

面對多元與後現代文彳饼兆胃，怎徽 E經文與教義的教導， 

融合在「生命與心靈」的需要上，是極重要的方向。 

乙、關愛的群體 

當 某 人 在 揺 g 其 8 ^ 之 « 文 化 、 意 ― 永 恆 的 K S 時 ， 

便失去自我身分的認同；失去了這身分，就有可能失去與他 

人群體性的關係。舉例來說，我們會稱這時代的少年人為 

�X世代」（Generation X ),意謂失落的世代，他們常有憂慮 

不安、生命缺乏熱誠、家庭與人際疏離感強烈等多種困 

境 °
 6 2

他 M 在 所 期 盼 的 ’ M 終極且恆久不《真愛與接納。 

5 8
葉仁昌：〈神學是甚麼？〉’《校園雜誌》（ 1 9 9 2年 1 2月號）， 

頁6〜8 ° 

59 Ray S. Anderson, The Soul of Ministry - Forming Leaders for Gods 
Peopl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40-42. 

6 0 Henry H. Knight III，A Future of Truth 一 Evangelical Theology in a 
Postmodern H^orW(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7), 35. 

Jim Fidelibus, "Being of Many Minds - The Postmodern Impact on 
Psychotherapy," Dennis McCallum ed., The Death of Truth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1996)，153. 

62 Jock McGregor, "Generation X," Care and Counsellor, vol. 8，no 1 
(Winter, 1998).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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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約翰福音四章4至22節的記載，昔日耶穌基督在面 

對撒瑪利亞婦人時，看見她有兩方面的需要：（ 1 )道德上 

的缺陷及（ 2 )信仰與敬拜真理的混淆。另外，她選擇在正 

午的時刻單獨」個人出來打水，也顯出她的人際關係正遇上 

一些困難。經過主與她的對話後，消除了她的疑慮、罪擔與 

困惑；同時也產生美好的見證，引領別人認 i i耶穌。請留意， 

在整個對話與團契的《中，成功的》在於主直接提出「人 

若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他裡頭成 ^泉源， 

直湧到永生」（14節）。這經文不但讓婦人得著默想體察與 

尋問真理的機會；並且也使她接受主對其婚姻生活的關愛， 

幫助她得著改變。其實按撒瑪利亞的文化背景看是多神主義 

的，主卻沒有放棄作工的機會，讓婦人的生命蒙福。對於這 

婦人來說，這位要向她取水喝的陌生人是關愛她的，因他不 

受種族、性別、社會與文化的障礙限制，觸摸到她內心人性 

真實的需要。
6 3 

五、總結與前瞻 

歷代以來，教會所面對的挑戰，是延綿不斷的；無論身 

處的景況是順或逆，我們都有責任去承擔宣講基督國度的任 

務’這是極其重要的觀念。誠如史耐達（Howard A. Snyder) 
所言：「生命和歷史並非終極的縱物質挪向非物質，反而是 

物質生命和歷史（包括文化），因著國度的來臨而進入脫 

變。」因此他積極地說明教會在上帝國度中的任務： ( 1 ) 

由於是唯一全球性、國際性、多種族性的群體，教會應盡力 

去愛上帝和所有人類，並承認耶穌基督為主；（ 2 )作為服 

事器皿，教會每天引領上千的人相信耶穌基督並加入基督團 

體；（3 )以基督教所啟示的道德價值，積極的渗入非基督 

‘Anderson, The Soul of Ministry, 1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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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社會及（ 4 )教會因教育、文學和其他途徑，保存人類的 

文化。
6 4
在這些前提下，我們在教牧輔導事奉上的理念、策 

略、目標上，應有以下的反省與操練。 

(-)對基督敎信仰有更新的理解與再造 

許多對人類歷史文化具深遠影響的宗教運動，往往在多 

元的宗教環境和互相衝擊的背景下，塑造出自身獨特信仰的 

系統。因此，基督教信仰群體在多元化宗教環境下，是可以 

期待富創作性的新洞見和進深探索出現的機會。
6 5
問題的關 

鍵是：我們能否深入檢討現有的「思維方式」和「豐富信仰 

的體驗」。
6 6
其實信仰的反省、更新與再造，在國度中宣講 

基督是相互並進的：正因深知我們有限，所以盡量不使信仰 

僵化並使傳統絕對化；
6 7
另一方面也在與另類文化相遇時， 

按聖經中的人觀神學，給予受輔者成長與回應的空間，使講 

述與聘聽兩者享有「意義再造」的契機。 

(二）善用適切的對話模式，以助產生果效 

跨越文化的事奉觀念，不應只用於海外差傳的工場中。 

因香港已成為國際性城市，教牧同工除了不斷地敏銳觀察她 

的轉變，還需對其內裡的價值觀、生活模式、意識型態、道 

德標準等看法加以理解；務求在面對他們的處境時，藉著跨 

64史耐達：《國度宣言》（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2)，頁 

87 〜89 ° 

6 5黎志添：〈論宗教多元化與後現代文化的價值取向〉’頁 1 M � 

125。 

曾慶豹：〈基督教可以從後現代學到甚麼？〉’《時代論壇》第 

543期（1998年1月巧曰）“ 

67關啟文：〈現代/後現代思潮的衝擊與挑戰〉，《校園雜誌》 

(1996年11至12月號），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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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性 的 知 識 為 輔 談 技 巧 ’ 導 引 他 們 產 生 屬 靈 上 的 醒 覺 

(spiritual awareness)�至於在輔談中的對話模式’要避免以 

基督教為惟我獨尊的姿態出現，
6 8
減弱了彼此互有改變，對 

差異點清楚理解的程度。畢竟在同一環境裡各行其是並不是 

好現象，反而怎樣讓基督教信仰在這多元差異的環境給自己 

定位’才是要緊的 °
 6 9

因為惟有這樣，基督教的信仰，才能 

有效地發揮其所「特有的教化和規範作用」。
7
" 

(三）在建立關愛的關係後，能回轉與契合 

對受輔者給予持續的關愛(consistent love)，是協助他們 

態度回轉，跟從基督的有效動力。
7
1由於現代人所面臨的困 

境，是對自己的存在缺乏歸屬感和意義，怎樣使他們明白人 

類擁有上帝的形象，能與「上帝、他人與自我」作溝通，就 

成為教牧同工在屬靈引導中的輔談路線。
7 2
在罪人與上帝的 

距離中，教牧同工若可以將上帝在真理中給予我們關愛他人 

6 8
麥格夫認為，對話只屬意見的表達，並不是協議，故應尊重。反 

而透過連續不斷的自我表白、檢視與重整，幫助疑惑的膀聽者提出回應與 

肯定。見 John Hick, Clark H. Pinnock, Mister E. McGrath, R. Douglas Geivett 
S.W. Gary Philips : More Than One Way - Four Views on Salvation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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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不斷地表現出來，至終可讓受輔者體會基督在十字架 

上捨己的愛，而產生契合的局面。
7 3 

總括來說，教牧同工在面對多元主義與後現代文化處境 

的锡甫者時，不應抱著消極乏力、無奈或逃態度。反之， 

因為我們已領受真理的緣故，知道他們所需要的「是去尋找 

神聖的價值，並傾聽存有的召喚」’
 7 4

更應不斷地前瞻’以 

未來者(The Futurist)的身分引導、鼓勵他們，客觀而正面的 

宣講基督工作與應許的實現，表達對未來的信心與熱誠。
7 5 

因為「耶穌就是真理，而他的將來，是創造的將來」（Jesus 
is the truth, and his future is the future of Creation)�76 畢竟教 
會是信仰的群體(the faithful community),既不能從文化與歷 

史中抽身而出，就要竭力成為這世代的僕人，將父上帝在其 

中所作的美善與盼望訴說出來。
7 7
教牧輔談的事奉能否持續 

並且有效地完成，關鍵與動力就在於此。筆者深信主基督耶 

穌昔日如何滿足撒瑪利亞婦人的需要，使她在人性尊嚴、生 

存意義與群體關係中得著回應’
 7 8

仍是我們當前事奉的重要 

依循路向。因為一個成功的輔談者，不僅能使受輔者有動力 

地尋求他們自我形象的真實性’知道他們所屬的群體；並且 

也能更新其世界觀，幫助他們辨別自己，在關鍵性的發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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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繼續產生影響力。
7 9
願香港的教牧同工，也能產生如 

此的事奉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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