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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

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

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

事。」（腓二3-4）。這段經文提醒了信徒

從事聖工必備的心理素質：單純的動機、謙

卑的靈與關懷他人的心。換言之，只有當我

們擁有成熟的心靈，基督已經成形在我們心

裡，我們才能夠在健康的心理狀態下從事聖

工，榮神益人，在愛中建立自己。因此本文

嘗試以負面表列的方式，談談如何透過靈修

與心理學的素養，以健康的心靈來從事聖

工。

聖工心理學
文／呂日星  圖／安其

在教會作聖工，乃是回應神的呼召，領受神的憐憫，

而不是尋找自己的舞台。

2

聖工 伴我成長(上)

1.周哈里窗戶將人的心靈世界區分為四個區塊。

註

▲信徒表面上雖有互動，卻以「尊重他人」為藉口，大家

毫無彼此為鏡的膽識，讓每個人「盲目的我」，繼續阻

礙教會的成長。

一.「盲目的我」是所有聖工障礙的總病根

心理學知名的「周哈里窗戶理論」（Johari Window）指出，每個人的內在都

像一扇窗，分成四個區塊。1其中第三個區塊就是「盲目的我」：別人看得到、自

己卻看不到的部分。少數安息日領會人員，喜歡拖延講道時間，經常性的造成聚

會延後結束，又屢勸不聽，所有信徒都知道他對地方教會造成的困擾，只有他自

己不知道；有人喜歡在講道中數算自己家族的榮耀，所有信徒都知道這樣的講道

內容不妥，只有他自己不知道。少數牧者，已經有一大群信徒對他議論紛紛，只

有他自己感覺良好。如果信徒不認識自己，不能在神面前謙卑下來，貿然擔任教

會重要聖工，必然造成以上所提種種聖工所衍生的亂象。

我知 我不知

別人知 公開的我 盲目的我

別人不知 隱私的我 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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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Serve wholeheartedly, as if you were serving the Lord, not men.

「認識自己」對聖工人員的重要性，先

知以賽亞的遭遇是個範例。他在異象中面對

威嚴的神，頓悟自己的虧欠：「禍哉！我滅

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

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

耶和華。」（賽六5）。只有他深刻認識自

己生命的虧欠，又藉著神彌補這虧欠，最後

他才有勇氣回應神的呼召：「我在這裡，請

差遣我！」（賽六8）

因此我深信，信仰之旅若缺乏「認識自

己」這段歷程，靈命絕對不可能成長，更無

能成為稱職的聖工人員。為何許多聖工人員

不認識自己？第一，沒有經歷試煉。試煉是

神讓我們認識自己的祕密武器，也是從天而

降的神祕禮物。許多信徒經過試煉之後，突

然發現自己長久以來眼中有樑木擋住視線，

把這樑木移除之後，盲點消失，不但看清自

己的軟弱，也看到別人的需要。第二，教會

長期以來，沒有醞釀出「用愛心說誠實話」

的文化氛圍，信徒表面上雖有互動，卻以

「尊重他人」為藉口，大家毫無彼此為鏡的

膽識，讓每個人「盲目的我」，繼續阻礙教

會的成長。而其解決之道在於體會律法主義

對教會的危害，2律法主義讓許多信徒不願

被「剝皮」，也常常使說真話的人「踢到鐵

板」。改善教會的體質，讓教會真的成為神

的家——信徒心靈可以真正放鬆的地方，是

我們努力的目標。第三，這是教會長期輕忽

心理學素養的後遺症。因此，真教會雖擁

有全備的福音，但是許多信徒的心理狀態卻

是不健康、失去喜樂的。改善之道並不難，

首先就是觀念的突破，不要再把心理學視為

世上的「小學」。鼓勵信徒閱讀各種心理書

籍，參加民間心靈成長團體舉辦的優質講

習，認識投射作用等各種心理機制，透過心

理學的素養讓我們更認識自己。讓「認識

神」與「認識自己」發揮相乘效應，讓我們

藉著更健康的心理狀態催化靈命的成長。

二.貪圖虛浮的榮耀，是事工安排

的牽絆

關於貪圖虛浮的榮耀，第一，就是曝光

度的誘惑。領會人員站在高高的講台上對

眾信徒宣講，其成就感不言而喻，有人因

此強求領會工作，甚至要求在安息日領會；

詩班指揮的光環，使人羨慕；甚至連投稿教

會期刊，都牽扯到曝光度的誘惑。如何避免

進入這誘惑？就是認識自己：「我以神使者

的身分勸告各位不要自視過高，要以中肯的

態度，照著信心的程度來衡量自己」（羅

十二3，《當代聖經譯本》）。雖然人人都

有羨慕聖工的權利，但是並非每人都有相對

的恩賜（才華）。保羅又說：「為此我提醒

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

火挑旺起來。」（提後一6）。當聖工人員

擁有如火挑旺的恩賜，自然會成就一切超過

他們所想所求的。反之，若缺乏某領域聖工

的恩賜，即使全力以赴，也是成效不彰。以

下種種跡象：聖工之途長期窒礙難行、聖工

之果事倍功半、事工安排人員勉強的答應或

接納，這都是提醒我們退出該聖工行列的訊

號。

第二，就是職分光環的誘惑。我的孩子

已經升上高一，為何沒有被推薦為見習教

員？許多同輩已經被立為執事，那我呢？

為何跳過我這位資深職務人員，提名年輕晚

輩為執事？我已經當了多年的助理負責人，

2.請參閱拙文＜神學發展與教會成長＞，《聖靈》月刊第381期，2009年6月份。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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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不能被扶正？以上種種思維，都牽扯職

分光環的誘惑。其破解之道，就是回歸聖經

的真理。保羅說過：「保羅算甚麼，無非是

執事。」（林前三5），在其心目中，「執

事」是個卑微的名詞，事實上「執事」原文

之意為「僕人」。因此廣義來說，所有聖工

人員都是執事。本會把行政幹部志工稱為負

責人，其他教會卻稱之為執事，不同的職

稱，卻有同樣的神僕本質。若能破解對職分

的迷思，我們就會發現，在教會中沒有「懷

才不遇」這回事。保羅往大馬色途中被神揀

選，當年是28歲的青年，接著消失在歷史舞

台，等到他第一次往國外宣道，已是43歲的

中年人，這漫長的15年，他懷才不遇嗎？當

然不是。在這段期間，他讀通了舊約，破解

了因信稱義的奧祕，為人生後段的事奉，打

下美好的基礎。

既然明白「執事」的真義，當我們面對

各種聖工，自然會產生平常心而不忮不求，

更不會造成教會「平衡提名」等等困擾。因

為我們已經明白，檯面上的聖工，其本質是

沉重的十字架，我們勉強自己順服領受；檯

面下的聖工，在主裡面勞苦不徒然，我們也

甘心領受。

三.「非我不可」的心態，是凝聚

共識的絆腳石

為何會產生「非我不可」的心態？第

一，來自大老心態。輩分與職分的加持，晚

輩的尊重，使得少數的資深長老、執事，從

中年時代的主觀，變成老年時代的獨裁，使

他們在職務會擁有類似安理會的否決權，用

一句話就可推翻年輕負責人的共識。大老心

態變成教會凝聚共識的絆腳石，難怪教會中

呼籲長老、執事要有任期的聲音從未終止。

其解決之道，就是體認時代大環境的改變，

在某些聖工領域，年輕人的規劃，常常比較

貼近目前教會的實際需求，因此身為長輩

的人，也要放下身段，尊重專業，以謙卑束

腰，彼此順服。另外，就是尊重開會議案表

決的民主機制，有「英明意見」被否決的雅

量。

其次，權力慾望的轄制，也會產生「非

我不可」的心態。譬如，自己所帶領的慕

道者，其他信徒不能介入關懷。在組織運

作上，不能忍受才華橫溢的下屬。這都是權

力慾望轄制的徵兆。其破解之道，就是向生

命內部探索隱藏的恐懼，因為「愛裡沒有懼

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壹四

18）。沒有懼怕，自然沒有權力的患得患

失。

四.結論

「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

喪膽。」（林後四1-2）。在教會作聖工，

乃是回應神的呼召，領受神的憐憫，而不

是尋找自己的舞台。聖工的現實與聖工的

理想，若是落差太大，其衝突會像一把火，

燒向各人的信仰工程，使聖工人員的信仰本

質——動機、靈性與愛心，都暴露出來。唯

願所有聖工人員仰望神的憐憫，藉著靈修生

活與心理學的素養，漸漸多知道神，深深認

識自己，靈命成熟、心理健康，在所從事的

聖工領域，又長進又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