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敎牧長執的合作與協調 

陳仲豪 

教牧應與長執協調及合作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不但是我 

們該有的委身’也是教會全體會友的企盼及要求，更是教會 

的主——耶穌基督的心意。惟有基督是教會的頭，帶領教會 

在地上完成祂的託付’傳福音及建立教會。教牧與長執都只 

是主的僕人，受託管理教會，我們只不過是按神不同的呼召 

而領受不同的職分及恩賜，彼此配搭以帶領會眾、服事弟兄 

姊妹，傳揚福音及在這世上作驢作光。這些都是教牧與長 

執必須協調合作的最基本理由。當然，從任何一個團體的管 

理層運作角度來看，還有許多其他的理由，要求其中所有成 

員充分地協調及合作。 

很多時候，問題 #於「為何」要協調及合作，而是「如 

何」為之。換句話說，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就是教牧及長執 

皆真心真意及全心全意地彼此協調及合作，但是運作時，還 

會有許多不理想的現象，甚至會出現雙方對立的情況。因此 

我們要探討如何促進教牧與長執之間的協調及合作，也就是 

達致協調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溝通技巧及渠道。深層次的验聽是不可缺 

少的。不單要聽取對方所發表的內容，也要捉摸這些內容背 

後隱含的論點及感受。特別是中國人慣於以客套的方式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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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自己，往往為了雙方的面子問題，保留一些重要的內涵而 

不宣，結果直接或間接地阻礙了實質及適切的溝通。另一方 

面，不要有過濾性的態度，只集中膀聽想要聽取的意見，乃 

要誠意邀請並鼓勵別人在被尊重及無顧忌的場合暢發其言， 

讓不同的意見有被充分考慮及接納的機會。 

此外，在商討事工的時候，要彼此接納，對所討論的事 

項依不同角度及層次全面了解，不斷尋求為解決議題所需要 

的新亮光及途徑；這就要求我們能對所面對的議題作批判性 

的檢討，對成功的經歷作出肯定，並從失敗中吸取教訓。 

最後，溝通的渠道不盡是局限於會議席上的官式發言。 

其實，教牧及長執在其他非正式場合中多有生命接觸及交流 

是非常重要的。這一 i拼目信不用贅述’可詳參曾立華_〈教 

牧長執的合作與協調之實際獻議〉一文的論述。但要留意的 

地方是切忌在別人背後蜚短流長。這是任何一個群體在彼此 

溝通上的致命傷。 

第二個因素是了解不同的辦事方法。許多時候長執們因 

著他們的不同職業及學識背景，使他們對了解事物及辦事有 

不同的方法。事實上，每一個行業及階層都用各自的術語來 

研討問題。若在執事會中，各人都堅持用他們本身在日常工 

作上的語言及辦事方式來商討教會的事工，要達致協調合作 

就十分困難。傳道同工也會因他們未作同工前的個人工作閱 

歷而有不同的辦事方法。有一個例子，在某教會，大部分的 

長執都是專業人士或從商的。他們有一個傳道同工，在未獻 

身讀神學前’持有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其後在某大電 

腦公司作了多年的高級管理階層工作，神學畢業後在自己的 

母會事奉，更擔任管理教會的工作，他與各長執合作無間， 

備受讚賞，皆因他們有共通的辦事方式。所以我們要尋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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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教牧長執間的不同辦事方法，盡量欣賞及接納’並嘗試 

採用別人的辦事方式。 

第三個因素是對事物的看法及價值觀。請恕筆者冒昧地 

說，一般的長執在聖經的認識及應用上，或深一層來說，在 

神學基礎上，可能是非常膚淺而沒有系統的。因此，他們很 

容易將自己所處的文化背景對事物的看法及價值觀念套用在 

教會裡，這是很危險的。所以教牧要多下工夫培訓平信徒領 

袖；教導長執在聖經及神學上多作研討學習，以縮短雙方對 

事物看法及價值觀的距離。若長執在聖經真理及神學認知上 

未有成長，他們就會用自己在世俗中的一套看法及價值觀， 

混雜一些「似是而非」的「屬靈」標準來衡量傳道同工的表 

現，教會的使命及資源運用的優次等。這並非教會之福，更 

不能推動協調合作，使教牧同工的事奉變得很艱苦。 

第四個因素是人際關係及彼此信任。筆者觀察到一個不 

尋常的現象，當雙方的意見一致或甚為接近時，大家的關係 

就會良好，傾談中流露出輕鬆及自然的氣氛，並且容易信任 

對方。但當雙方的意見不盡相同並經過多次「民主」辯論仍 

未能將歧議拉近時，當事人往往會面露慍色，關係立刻緊張 

起來，傾談間常出現針鋒相對的情況，不容易信任對方，像 

連友誼也談不上。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個案，一般的情況應 

該不至如此。但作為一個彼此提醒，我們要時常把對人和對 

事分清，不要讓「血氣」作梗。儘管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及處 

理暫時未能一致，甚至相差極大，我們都要以開放的態度接 

納不同的意見，努力共識，而不是各行其是，大家在主面前 

同心交託，尋求神的旨意，不讓「血氣」得勝，乃是主旨得 

成。請緊記，教牧與長執的交往，不但是「一場演給天使及 

世人觀看的戲」，也實在是一個作模範的團契，給教會的弟 

兄姊妹作榜樣。他們不單注視我們公布的討論「結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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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我們議事的「過程」，人際關係與彼此信任是息息相關 

的，也是所有團體建立成長的基礎，所以任何一個團體都要 

經常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營造彼此信任的氣氛，才能增進 

彼此間的協調及合作。 

第五個因素是對團體的委身及歸屬感。教會為選立足夠 

數目的長執，有時候會將一些對教會的歸屬感還未夠強烈或 

作¥信徒領？曲3委身仍不甚清晰的弟兄姊妹「選進」執事會。 

消極但不一定是負面的協調及合作便可以預期了。在長執的 

數目上，筆者認為「寧缺勿濫」是一個基本的原則。此外， 

�5K[：的歸》感及委身」也是任何團體的致命傷，有些時候， 

在執事會中看到有個別的長執，甚至傳道同工常就著他們直 

接所屬及負責的部門或團契極力爭取資源優先分配，活動空 

間，以及別人的支持等。當然我們可以肯定這些人對所屬的 

部門或團契充滿委身及歸屬感。但當他們對其他部門的事工 

及需要表現冷漠的時候，筆者質疑他們只看見幾株樹木，而 

未肯請到整個樹林，也就是對「全教會」缺激帶屬感S委身， 

這又怎可以談得上協調與合作呢？我們的委身是對教會的， 

歸屬感也該如此。 

秉公來說，教牧同工也要反躬諸己有沒有以「雇工」的 

心態與其他長執共事，特別是新聘任的教牧同工，有沒有持 

一個被「試用」性質的觀望態度在教會中工作。筆者盼望這 

些只是長執的過分憂慮，最重要的是我們讓別人感受到及觀 

察到的誠意，而不單是口中的表達。 

第六個因素是個人本身的定位及取向。如以足球比賽來 

說，今天的觀眾喜歡看全能的或者是全攻型的比賽，球員要 

能守也能攻。話雖如此，個別球員在不同的比賽中要能負起 

教練推派他的「特別任務」，與其他球員配合，才能應付比 

賽。各球員要按球隊的取向來決定本身的定位。同樣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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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中’各教牧同工及長執也需要因著主的心意及教會中 

大家認同的取向，為自己定位才可以促進協調與合作。 

若教牧同工定位自己是前線工作者，拼命向教會外未信 

者作個人佈道及愛心服事。當然可以透過他們的辛勞看見神 

的動工及福音的果效。但是假若教牧同工定位自己是部分前 

線工作者，同時也是裝備其他信徒，特別是平信徒領袖的牧 

者導師（pastor-mentor)，他們則會著重訓練，統籌及帶領隊 

工等工作，果效往往比前者更優。 

當然，長執怎樣定位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們把自己 

看作是旁觀者、記錄者、傳聲者，還是協助者，成為同工， 

一起分擔神對教會的託付呢？ 

第七個因素是對終極權威的認同。要達致協調及合作， 

有時是要訴諸終極權威的。若各人皆以自己的標準來量度同 

一件事物，是不可能有共識的。就像任何球賽一樣，球例及 

執法的裁判是不可稍違的。否則賽事就不能正常地進行。在 

教會中，不可能就各人的資歷、職分及所謂「領受」來作協 

調的基礎。這樣各施各法，只會引致混亂。這絕不是屬靈的 

表現。教牧與長執必須先確定議事規條的終極權威才可以協 

調合作。一 «說，教會議事規條的終極權威是對神的須服， 

聖經真理的認識與遵守，其次是教會章則。當然，聖經真理 

是絕對的，更是不可以變的。但是這些真理的表達及應用方 

式是可以隨著時代的需要改變而靈活實行的，目的是叫人可 

以得著福音的好處，使神的名得榮耀，而不是給我們作藉口 

去做甚麼或不去做甚麼，我們千萬不要像法利賽人般引用神 

的律例，只取其字面意，而不是其中的精義。教牧長執對時 

代的需要必須敏感’要體會神的心意，彼此連接’作成恩典 

流通的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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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個因素是應變能力及對新事物的適應性。這個課題 

不單涉及領袖的個人層面，也與教會的組織架構有非常密切 

的關係。就個人的層面來說’基督徒跟其他人一樣，在意識 

或潛意識裡都是抗拒改變的。因為周圍環境的任何改變，都 

會使安全感產生威脅，對既得利益者造成損害，更甚者，要 

適應新事物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堅強的意志及許多的額外時 

間和心血的付出，才可以順利過渡。最重要的是新的權利分 

配。筆者認為在教會中，其實跟其他非宗教性的團體一樣， 

本課題是遇到最多及最大的阻力之一。但是我們不用灰心， 

因為我們所服事的主就是最願意捨棄自己的既定身分，權能 

及榮耀尊貴，道成肉身降臨人間，為微不足道的罪人，犧性 

自己，完成救贖計劃，使我們藉著信靠祂能與上帝復和，帶 

來生命的徹 ® e 變。教會領 M F I ’我們的安全感建基在哪裡！ 

我們要完成自己的「千秋霸業」；還是常作準備，完成主的 

託付，將來在主前交賬時，能否得到神的稱許說：「你這個 

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呢？ 

與個人的應變能力及適應性同樣重要的，是教會的組織 

及結構。教牧同工與長執要同心協力因應時代的改變，所事 

奉群體的變化，而按需要及所領受的異象（事工的將來路 

向），更新教會的組織及結構、活動時空、資源分配及帶領 

模式，使福音有效地傳開，弟兄姊妹能獲得適切的培訓，以 

應付時代的挑戰。這樣，教會就不是為承接過去的傳統而存 

在，乃是為現在及將來而建立的。不過我們要留意是，在這 

課題上持太保守或太激進的態度都是不合宜的。總意就是， 

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第九個因素是處理危機的方針。在平順的日子，一切都 

運作暢順，我們不會質疑各領袖間的協調及合作功夫是否足 

夠。因為當一切事務按部就班地運作，我們對所產生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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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可以有很大程度的掌握’我們不需要使用新的（或不 

同的）觀念去擾亂正常運作，所以我們不會察覺到有衝突的 

地方。但當有危機出現的時候，事情就往往複雜化，結果很 

難掌握，不同的見解及處理的方針也會出現。有人會著重後 

果，特別是急功近利的人’有人則堅持一些既定的辦薪呈序， 

在原則方面絕不妥協，不惜付任何代價。當然還有各式各樣 

不肯 I f t存的歧見會出現，怎 t�致雙贏的局面’或從兩害（甚 

至多害）之中權衡，選擇傷害性最少的方案；或怎樣將危機 

化為契機，突破僵持，憑信心向未能掌握及不知道的將來踏 

出艱鉅的一大步等等。這就要考驗領袖之間的協調及合作功 

夫，而不是互相指摘追究的時候；也正是發揮團隊精神，共 

同承擔的好時機。當事情過去以後，我們要從近處遠處，多 

角度及層次去檢討得失，分享經歷，使我們更有能力，更成 

熟地去面對將來的危機。 

最後一個因素是彼此醫治的經歷。我ff腰7承認一個現實， 

在與人相交共事中，甚至是教會領袖共同事奉之中，常有衝 

突（見解及處事方針等不同）及帶來傷害的可能性。有些諺 

語如「愛之深，責之切」或「希望愈大，失望愈大」等都有 

道理的。最能傷害我們的，往往是與我們共事多年的「親密 

戰友」，而非關係膚淺的「陌生者」。要原諫或體諫「陌生 

者」非常容易，但要原諫或體諫「親密戰友」則絕非易事。 

如離婚的事情一樣，有時候一些領袖甚至會錯誤地濫用保羅 

與巴拿巴分手的個案作決裂的理由，打起勉強合作是沒有幸 

福等似是而非的論調。此外，彼此相交時不切「實際」的企 

盼也是造成重大傷害的主要成因之一。我們假設某些人（特 

別是資歷或經歷較深的領袖）表現穩妥，全然投入又任勞任 

怨等等是理所當然的。一但發現這些「超人」有不「妥當」 

(即未能達到我們理想的「超人」標準）的時候，就會極度 

失望並「感覺受到 I極大的傷害。各位領袖們，千萬不要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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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這些陷讲中，因這些會嚴重影響我們的協調及合作，甚至 

會使教會分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教會本來就是傷兵的營 

地，吸引所有需要被醫治者的地方（從來就不是「超人」的 

集中地），我們都像躺在畢士大池邊等候池水攪動，靠別人 

的幫忙，得以到池中去領受為我們「預備好」的醫治。我們 

所事奉的主，就是醫治的主，有甚麼傷唐是祂不能醫治的呢？ 

我們所傳揚的福音是復和的福音。這福音不單要從我們口中 

傳出，更要從我們相處共事中表彰出來。我們願否放棄自己 

的成見，經歷主的醫治及彼此醫治，使我們每日都從主領受 

新的思典，又把新的恩典施予別人（特別是我們的親密戰 

友），過得勝的生活呢？這樣我們的協調及合作就會愈來愈 

緊密，也更甜美。 

以上的討論既不概括，亦不詳盡，只是筆者個人的一些 

經歷及探討心得。目的是要幫助那些落在類似境況中的弟兄 

姊妹，反省一下我們在教會中的角色，及如何促進領袖之間 

的伙伴關係。以此拋磚引玉，盼望主內同道能在這課題上， 

貢獻高見，以助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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