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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有權刪除會友的會籍嗎？
李博士：

數年前，教會推出一份新的行事法則(by-laws)，要求每位會友簽

名接納才能保持會籍；二百多位有異議和沒有簽名的會友因而被刪除

了會籍。教會有權力删除已經是會友的弟兄姊妹的會籍嗎？

一位會籍被教會刪除的懦弱肢體

「四擅」文化有助擴展神國和榮神益人
關業基

聖經中有以「不冷不
熱」、「按名你是活的，其
實是死的」等等詞語形容教

會的表現。個別教會之所以成為那樣子，是
群眾被一些曾經是好的意念吸引，被擁抱了
的價值觀，影響著人的思路、言談，經年有
所側重或忽略，便模造成習慣，形成特色。
法利賽人是在基督時代的一個特色群體，他
們的思路，正可能包括非常好的，如「回到
聖經」等詞彙。

提倡一個口號(或其他甚麼角度)而生
的神學理論，不能替代聖經的指引。我用這
「四擅」的說法（篇者按：關於「四擅」的
觀念，請參考作者之前於本專欄發表的文
章），是為對應這時代，希望幫助我們作某
程度的反思，讓我們一起看見一個美麗的異
象。

在談及這異象前我們也需看看現今的景
況：現今教會的表現，簡單來說，可分成幾
大類：著重神學、治理或敬拜傳統的是一類
(institution driven)；以活躍服務、社關或活
動眾多為要的又成一類(social-programmatic 
centered)；擁抱動人講道為最高價值的也是
一類 (preacher following)；追求感覺、異常
經驗的也是一類(experience dreamers)；還有
標榜目標群體、小組、“Seeker Friendly”的
一類(market smart)。各類百花齊放，都可說
是目標導向的，但卻沒有一個又合一又兼重
誡命及使命的特色文化。再者，我們不但看
見其中的分岐，更令我們想起教會歷史中的
紛爭，和彼此間如何施以致命的迫害。

回想多年在教會事奉中所見，牧長、

執委與會眾們在事工和個人靈命上的失向，
或教會中多有的紛爭，實是可嘆可悲；而其
中多少悲劇，是因為當事人忽略了誡命的精
義及原則，忘了以「敬神，忠主，仁愛，傳
福音」為大前題。神也讓筆者屢次走過這些
試煉之路，但自從以四擅原則作為路標實踐
後，每次都有十分滿意而榮神益人的結果。
除了自己實行外，我亦見到主讓學習以四擅
屬靈原則走過事奉或生活艱難的信徒和牧
者，均得到和諧美好的果效。

一個人若凡事敬畏神，尊主為聖為大，
作個真敬拜的人；加上他若凡事向主忠心，
按公義辦事，作息有序，守主日常常記念
主，作神忠心的管家；再加上凡事不忘以主
愛待人，常對人尊重，就不可能胡作妄為，
而是凡事討神喜悅。試問此等人除榮耀神
外，是否具有特別的感染力，使人信服他所
傳的福音呢？ 

你曾否想過，其實神在起初呼召選民
時，已有一個期待，盼望子民要成為一種特
別的人，長久以榮神益人為見證，以宣告證
明神的實在與恩慈。而主所要求的，已透過
第一次的使命與誡命，默默地奠定且囑咐了
我們。而「敬神，忠主，仁愛，傳福音」的
四重修養，就是從使命與誡命闡釋而來的原
則。

筆者深信，神的旨意是要我們每個人都
循著這不變的路，去取悅、服事祂，將福氣
帶給人。當我們一個傳一個地開始，讓這從
天父而來美好的意念佔據我們的心，擁抱著
一個以神為中心為終極的價值觀，讓我們每
天的思路、言談與詞彙都圍繞著「敬神、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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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頭版專題：初期教會如何克服信徒中的文化差異)

閱讀是提升個人信仰素質的關鍵；
缺乏深入的閱讀，就沒有扎實的信仰根
基。以下是安省證道浸信會以勒堂主任
牧師秦毅強的分享。

秦牧師：「目前華人教會的屬靈閱讀風氣
岌岌可危，原因有四點：一、信徒生活習慣的轉
變，導至可供閱讀的時間驟減；二、基督教的閱讀
文化事業欠缺了針對並改善現今信徒屬靈程度的策
略，縱使屬靈書籍如雨後春筍，但真正能激發信徒
思考者不多；三、華人文化不像西方文化一般從小
培育多元化的閱讀興趣，過於側重應付學業、事業
上的閱讀；四、閱讀氛圍配套不足，例如缺乏有影
響力的屬靈書籍排行榜，或朋輩間的互勉機會如讀
書會等，去引發信徒積極參與屬靈閱讀的行列。

積弱的屬靈閱讀風氣，會妨礙教會的發展，信
徒不單要重視敬拜、事奉，更應對信仰的進深、教
會的歷史等有深切認知。否則，他們的信仰可能只
流於表面，這對教會福音策略發展有負面影響。

另外，科技進步為屬靈閱讀方式帶來革新。以
書籍為本的屬靈閱讀，能給予讀者安靜的環境，有
助他們理順思緒，消化書中的深意。其它的閱讀媒
界如互聯網，則未必能提供如此益處。

要求沒有閱讀習慣的信徒拾起書本，持之以恆
地閱讀並不容易。首先要幫助他們分析日常生活的
時間安排，然後尋找合適的閱讀方式，例如挑選一
些發聲書本(Audio Books)，方便上班途中聆聽，
作為邁向閱讀的開始。他們亦可嘗試將書籍的篇章
分拆開，用化整為零的策略，減少半途而廢的機

會。」

有團體為增強華人信徒中屬靈閱讀
的風氣，開辦每月一次的讀書會聚會。以
下是多倫多中信中心讀書會負責同工，
Winnie 吳女士的分享。

吳女士：「中信中心讀書會的宗旨，是通
過會員間的讀後分享及交流，彼此勉勵，開闊眼

界。據讀書會成員的觀察，他們身邊只有百分之十至
二十的基督徒有閱讀屬靈書籍的習慣，屬靈閱讀風氣
的冷淡可見一斑。其主要的原因有三點：一、現代人
忙於應付急速的生活節奏，無暇閱讀；二、現代人忙
於安排工作，缺少閱讀所需的耐性；三、互聯網使人
更容易搜尋資訊，削弱閱讀書籍的重要性。這些特點
都妨礙了從閱讀屬靈書籍中獲得安靜、默想、與神相
交的機會。她認為科技如互聯網未必能給予信徒有質
素的閱讀，因為網上世界的其它事情，例如電郵通訊
容易擾亂讀者，不能使其專心閱讀。

屬靈閱讀對信徒的生命成長，起關鍵的作用：因
為透過閱讀，信徒可以更有深度地明白神的真理，與
閱讀聖經起相輔相成之效，從中得到啟發和樂趣，又
可鑒古知今、刺激思考。

對沒有閱讀習慣的信徒，可以透過如讀書會的
聚會，去介紹一些簡淺易明的書本，幫助他們建立閱
讀習慣。另外，最佳培養閱讀的方法是從幼兒階段開
始；有見及此，我們機構成立了一個兒童讀書會，積
極讓四歲或以上的小童享受閱讀的樂趣。

培養閱讀習慣不能一蹴即至，要花時間去學習和
實踐。有志者不要給自己過大的壓力去讀完整本書，
可以先挑選一些書籍的撮要、精華，慢慢培養起閱讀
的興趣。」

主內「一位會籍被教會刪除的懦弱肢體」：

篇幅所限，只能摘要刊登你的來

信，還望見諒。但容許我大膽嘗試重整事

情的關鍵：教會投票通過新規章，你們是

少數，所以輸了。新規章要求所有會友重

新登記，你們堅持反對，不肯簽名，因此

連多年的會籍也失去了。

教會當然是按照法定權力，去執

行會友大會正式通過的議決。若決而不

行，便陷入「少數專橫」﹙tyranny of the 
minority﹚的困局裡。投票過程或有缺

失，但表決結果卻必須尊重，這不單是民

主精神，更是教會奉行「會眾制」的神學

立場：他們深信聖靈與每個信徒同在，每

一票都是平等的。

換言之，輸了，怎麼辧？

上策是：繼續留在教會緊守岡位，

忠心事奉。據理力爭有時，互相尊重有

時；正如信上所說，若非涉及真理或罪

惡，為何不能妥協和好？但請留意，和好

並非向對方的要求，而是放下自己的立

場，「少數服從多數」。你說太遲了，米

已成炊；新規章可有禁止以前的會友申請

從頭再加入教會嗎？

中策是：黯然離開這間教會，但不

可停止聚會，努力投入另一個教會，敬拜

服侍不減當年。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爭

拗再起，你便知道學習謙卑，不須重蹈覆

轍。再說：下次若屬於勝利的多數，你會

懂得善待少數的一方嗎？

下策是：放棄信仰、鄙視教會、咒

詛上帝。越是義憤填胸，就越要勒住舌

頭。這既於事無補，更自絕於恩典之外。

假如你已經徘徊在這生死邊懸，請立即謁

見一位你仍敬重的屬靈長輩，不是邀他出

來主持公道，而是跟他一起跪下禱告，祈

求天父拯救你脫離那惡者。

又是數年前，會友投票之後，牧者

不獲續約；他沒有在隔鄰另起爐灶、分裂

教會。驀然回首，他看見神奇妙的保守，

全家至今仍走在事奉蒙福的道路中。教會

痛定思痛，最後也覓得良善忠心的傳道同

工，信主受洗人數日益增加。也許我們會

問：沒有這些波折，豈非更好？教會內一

位十來歲的少年人卻說：不經一事，不長

一智；我們今天都明白要尊敬愛戴神的僕

人了。

上帝能夠化腐朽為神奇，我們願意

相信接受嗎？

主末

李思敬  謹覆

(李思敬博士為安省城北華人基督教會顧

問教牧，歡迎讀者將信仰掙扎問題電郵至

本刊編輯部cccheditor@yahoo.com，問題

會在本專欄中回答。)

重
拾
安
息
日
的
安
息         

盧
佳
定

剛
開
始
成
為
全
時
間
傳
道
人
時
，
在
學
生
福
音
工
作
中
全
職
事
奉
的

女
兒
很
鄭
重
地
提
醒
我
，
要
好
好
地
守
住
每
週
的
安
息
日
。
這
是
一
個
既
神

聖
，
又
對
事
奉
非
常
重
要
的
操
練
。
對
於
退
休
後
參
與
全
職
牧
會
工
作
的
我

來
說
，
要
在
一
周
安
排
一
天
停
下
來
的
確
很
不
習
慣
。
以
前
除
了
每
週
的
工

作
，
餘
下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是
參
與
教
會
的
事
奉
。
週
末
和
主
日
很
多
時
都
排
滿
各
式
各
樣
的
教

會
活
動
或
會
議
，
然
後
星
期
一
又
開
始
新
一
週
的
緊
張
工
作
。
如
果
面
對
一
天
不
用
上
班
又
沒

有
教
會
事
奉
，
反
而
會
感
到
不
知
所
措
，
甚
至
有
強
烈
罪
疚
感
，
覺
得
在
浪
費
時
間
。
在
適
應

星
期
一
傳
道
人
假
期
的
過
程
中
，
一
方
面
嘗
試
發
展
一
個
嗜
好
，
另
一
方
面
也
看
有
關
安
息
日

（Sabbath

）
的
書
籍
。
其
中
一
本
是
由
馬
克
布
坎
南
（M

ark Buchanan

）
所
著
的
《
享
受
安

息
》(The Rest of G

od – Restoring  Your Soul by Restoring Sabbath
)

。
該
書
行
文
流
暢
生
動
，

全
面
探
討
安
息
日
對
治
療
我
們
「
繁
忙
生
活
症
候
」
的
實
際
意
義
。

布
坎
南
認
為
安
息
日
是
神
對
我
們
的
一
個
特
別
邀
請
，
要
我
們
享
受
在
祂
裡
面
的
安
息
。

主
耶
穌
說
：
「
凡
勞
苦
擔
重
擔
的
人
可
以
到
我
這
裡
來
，
我
就
使
你
們
得
安
息
。
」
（
馬
太
福
音

十
一:28

）
透
過
守
安
息
日
，
我
們
接
受
神
的
邀
請
，
使
一
段
時
間
分
別
為
聖
，
成
為
我
們
與
神

相
遇
，
享
受
神
的
聖
所
（sanctuary

）
。

要
守
住
安
息
日
，
除
了
要
將
一
段
時
間
分
別
出
來
外
，
最
重
要
是
培
養
一
個
安
息
日
的
心
態

(a Sabbath heart )

。
我
們
平
時
的
生
活
為
了
要
完
成
各
樣
工
作
和
達
成
目
標
，
把
時
間
表
排
得

滿
滿
的
，
以
為
管
好
時
間
就
能
提
高
效
率
和
效
益
。
誰
不
知
忙
碌
往
往
使
我
們
生
活
失
去
目
標
，

更
嚴
重
是
使
我
們
失
去
對
別
人
、
對
真
理
、
對
美
善
的
關
注
，
就
像
中
文
「
忙
」
字
，
使
「
心
」

「
死
亡
」
。
安
息
日
卻
是
忙
碌
的
一
服
良
藥
；
它
要
求
我
們
停
頓
下
來
，
在
靜
止
中
恢
復
我
們
對

事
物
的
敏
感
，
以
不
同
的
眼
光
看
生
命
。
所
以
，
安
息
日
心
態
的
本
質
是
專
注
。
我
們
把
一
天
分

別
出
來
，
操
練
專
注
，
放
開
心
懷
，
毫
無
罪
疚
感
地
全
心
投
入
每
一
刻
時
間
。
唯
有
我
們
停
下

來
，
我
們
才
能
有
足
夠
時
間
真
正
認
識
神
、
認
識
自
己
、
認
識
我
們
的
家
人
和
朋
友
。

今
天
我
們
若
能
在
安
息
日
經
歷
在
神
裡
的
安
息
，
我
們
其
實
是
先
嘗
到
將
來
永
遠
與
神
同
在

的
樂
趣
。
所
以
，
安
息
日
是
為
我
們
的
好
處
而
設
，
我
們
應
該
多
花
心
思
、
加
倍
努
力
來

守
好
我
們
的
安
息
日
。                 

（
作
者
為
安
省
西
區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傳
道
）

•在教會生活中，面對意見分歧、人際衝突上，華人信徒多善於收
藏，較少開心見誠地表達自己的異議。流於表面的「息事寧人」會
否阻礙信徒的深交？華人較內向的性格給人一種謙卑的感覺，但如
何才能謙卑而不迂腐？

•北美是個人主義社會，崇尚個人獨立思維；華人社會卻接近集體主
義。這是否有利華人教會動員會眾，推動事工？ 華人信徒是否較易
順服？相反，華人信徒的從衆心態是否因此過强？ 

•華人克苦耐勞的精神，很多全職事奉或帶職事奉者都在教會各崗位
上勞心勞力， 忠心事奉，鞠躬盡粹。然而，經常任勞任怨，會否令
華人信徒較易耗盡心力(burned out)？

•華人的民族意識及情懷强烈，有助加國華人教會與自己原居地教會
方面的交流與支援。但會否變成為一種具有排他性的情意結，阻礙

主 、 仁 愛 、 傳 福
音」的四重價值，
來進入生活的每一
個環節(試問生活中
有那一樣事或物，
不應屬於這四個領
域呢？)，一個合神
心意的文化，就能
在你所在的教會中
漸漸浮現出來。

現 今 就 於 你
所在的教會或平常
生活中，跟從四擅
的原則作每一個抉
擇，結出誡命和使
命的果子，不需等
人的稱讚或任何統計數字，憑信心得知神已悅
納，那你就已經朝著建立神國前進了一步。

從原有誡命與使命延伸出來的四重進
路，是超宗派、傳統和形式的；眾信徒不論
貧富、中外地域或教育水平，都可以在他自
己所處的原教會、家庭或工作的環境裏實
行。我們與家人朋友相處時，都留意按這些
原則的價值詞彙說話，在會議中所提說的前
題決策因由都根據四擅的價值觀。如此，除
有個人實踐外，眾教會同心合意這樣行，普
世整體神的子民，雖然仍有宗派分別，卻可
建立合一的、吸引人的美麗共同文化，見證
神的恩典與同在；傳福音使萬人作主門徒便
更事半功倍，達到真正榮神益人了。

（作者多年來在西人主流教會事奉，現為安
省St. Clair Evangelical Missionary Church 牧師）

了我們融入主流社會或與其他族裔教會的交流？

如果文化本身是盛載聖經真理的工具，那麽它是否中性？近百
年前，林語堂先生首次中譯「幽默」一詞後，華人過去一世紀都在努
力學習西方人士的幽默風趣、演講的技巧和自嘲的藝術。適量地應用
在講台上、佈道會中，確有助會衆接收真理的信息。可是一些格格不
入，東施效顰之例子又屢見不鮮。相反，一些中華民族氣質卻又只能
反映於中國語文上，例如：「孝」、「仁」。中西對譯的困難正說
明了它們背後的獨特性和價值。有時候我們沒有將希伯來文化與「華
人文化」作出適當的類比，便容易將聖經教訓的精義與實踐聖經教訓
的細節混淆。如果不同的文化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那麼，反
思「華人文化」對教會發展是助力或阻力，目的便不是要去蕪存
菁，而是因為那是一個必須的自我認識過程。

(續頭版專題：「華人文化」對於教會成長是阻力還是助力？)

？

怎樣改善

屬
靈
閱
讀
衰
弱
的
風
氣

可能改成「生命之米飯」更合適。最重要是弄清楚一點：真理是絕對，所以要堅持，而文化是相對，可以妥
協。主耶穌在世如何處理文化差異，許多時是基於兩者之分別。

劉：初期教會信徒間的文化差異主要是甚麼？

葉：第一世紀主要是希臘文化、羅馬政權統治和猶太人傳統三者分別所產生的衝突。初期教會，主要信徒是猶太
人，悔改相信耶穌是基督，但後來外邦信主人數反而比猶太人多。當時猶太人守傳統和律法，主要有三項：
一)割禮，若不受割禮就不屬神子民；二)飲食，有許多潔淨的禮儀和條文；三)安息日，任何工都不可做。
相反，外邦人卻沒有這一切。甚麼是真理要持守，甚麼是文化須包容是初期教會面對的挑戰。猶太信徒因此
輕看外邦信徒，而外邦信徒則嘲笑猶太信徒。

劉：文化差異對教會的信徒生活有甚麼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葉：正面的影響令我們體會到神創造世界和祂啟示的美好和多姿多彩。故此多元文化的經歷可增進和深化人對
神、對信仰的認識。例如，從廣義角度，西方人是以法治和原則為本，著重規矩和條文，對罪的理解就會將
焦點放在對與錯，賞與罰之上。東方人著重人際關係，所以在處理罪方面，多在浪子回頭，關係復和方面去
認識。透過東西文化交流，豐富人對罪和救恩的體會，能更通透和全面地明白真理的內涵。

至於負面的影響，不同立場會產生信仰並道德立場上的混淆。在同一教會中，究竟有沒有對錯還是一切都可
以歸咎在文化差別？如何去釐定甚麼是絕對，甚麼是相對？另一個負面影響就是產生衝突，衝突亦會因文化
差異而難以達成共識，令關係破裂，歧視對方，甚至教會分裂。

劉：在文化差異方面，初期教會與今日加拿大華人教會有何相似之處？

葉：我們和初期教會，猶太人和外邦人情況類似。華人其實因著地域不同，可以分作許多不同文化社群：中國內
地、香港、台灣、東南亞、及海外等。華人教會普遍分為兩文三語，當中亦可受加拿大主流文化影響，分為
較易融入主流的下一代，和較深受中國文化薰陶的上一代。初期教會猶太信徒會基於傳統在飲食禮儀和膳食
分配上排斥外邦信徒；同樣，華人教會上下兩代亦會為崇拜音樂以致衣著產生爭執分歧。

劉：基督信仰作為一種超越的力量，在協調初期教會中文化差異方面產生怎樣的作用？今天怎樣發揮同樣的作用？

葉：這可以有以下三方面：一)合一的觀念：《以弗所書》提到神以基督捨身十架廢掉猶太人和外邦人的怨仇，
使之合而為一。意思就是以前會分「你們」和「我們」，現在因為接受同一位主，同一信仰，同樣被祂十
架犧牲的救愛所拯救，成為新人(不分你我)。信徒是從「在主裡」這共通點去認定「自己人」的信念和原
則，從這同一「平台」上學習愛鄰舍如自己，接納他人和不同文化的信徒。二)捨己為人：實踐方面，《羅
馬書》14至15章提供了一些可依據的經驗。按當時猶太人律法要守節期和各種飲食禮儀。雖然信了主，又
明白靠主得救，因信稱義，而不是因著守那些條文，但仍然有不少猶太信徒過著嚴守律法的生活。使徒保羅
不但勸外邦信徒不要取笑，不論斷，不將難擔的擔子加在那些守律法的信徒，他還願意放下自身權益，甚至
只食菜不吃肉也情願。我們是為主而活的人，基督給我們愛的力量，能考慮到信徒成長，去作出捨己和包容
的行動，突破文化差異，達致合一。三)持守真理：另外我們之前亦多次強調，真理是絕對，所以要堅持，
而文化是相對，可以妥協。要做到這點，當然要熟悉真理和聖經，在真理和聖經立場上一起商討就像初期教
會般，商討過程中，基督給我們有「快快的聽，慢慢的動怒」的心腸，去尋求妥協，又更全面明白基督的教
導，如何謹守遵行。

劉：初期教會領袖如何化解信徒中的文化差異，讓教會健康成長？

葉：主要透過討論去辯明證實真理和區別文化，再定下可行的指引令猶太和外邦信徒能夠彼此包容和尊重。例如
確認福音是憑信耶穌是基督而不是靠行為甚或割禮，這或許令猶太信徒不滿，卻是他們該高舉和視為絕對
的真理。當然，猶太信徒仍可以看重割禮，叫其子孫受割禮。在《使徒行傳》，明顯例子是保羅一直堅持
外邦人不用受割禮，然而為著向猶太人宣教的緣故，他要提摩太(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外邦人)受割禮(徒
十六:1)。

關於一切猶太人飲食禮儀，可以在真理大前題底下視為相對的文化差異。彼得在聖靈引領下見異象，學習接
納不潔的食物和沒有律法的外邦人(徒十:12-15)。但為了包容之故，初期教會亦禁止外邦人吃血，吃勒死的
牲畜。有學者相信這些與當時異教崇拜和文化風俗息息相關，為了猶太信徒的原故，外邦信徒應該遵守以致
彼此合一相處(徒十五)。

總而言之，信徒需要明白真理是絕對，所以要堅持，而文化是相對，可以妥協。另外，文化共通遠比差異
多，要將焦點放在共通點上，然而，差異往往能豐富我們的信仰和對
真理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