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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魏麒原連線報導】iM行動教會與
基督教研究智庫（簡稱基研智庫）共同製播
的「武林茶房」，於7月15日邀請夏忠堅牧
師（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秘書長）與林鴻信
老師（基研智庫創辦學者），針對「當今教
會大勢」主題對話，分析教會發展的優缺
點、巨型與微型教會的發展，以及10年後教
會的困境，莊育銘牧師（淡江教會主任牧師
）、松慕強牧師（iM行動教會主任牧師）與
談（左圖，擷取自直播影片）。

現代教會的優缺點
　說起現代教會的優缺點，夏忠堅牧師（圖中）
說，因著靈恩更新、敬拜讚美運動，使得6成以
上的教會接納靈恩更新運動，聖靈運行帶來活力
，也讓教會比以前更有動力；教會小組結構的改
變，讓牧養更落實；教會從公共議題進入社會服
務，因著年輕傳道人的合一，使得台灣教會呈現
世界教會界少見的合一。
　至於缺點的部分，推動靈恩運動帶來教會「膚
淺化」的效應，對真理的落實、十字架的道路及
生命的對付，比起上一代教會差很多。其次，基
督徒生活傾向「法利賽化」，信仰並未落實在真
實生活中。
　「因著城鄉差距，讓教會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林鴻信老師（右圖）說，台灣教會實務發展
越來越多元，各教會的恩賜不管是小組教會、幸
福小組都發揮得很好，然而因著城鄉差距，人才
往城市集中。目前過半的原住民教會是在城市裡

，原鄉部落教會呈現老化，甚至死亡中，教會應
坦然面對這些被忽略的肢體。
　其次、教會在世俗潮流影響下，漸漸不想十字
架，而往世界價值漂流，敬拜讚美雖貼近年輕人
文化，卻難以帶來神聖跟敬虔。第三、教會因公
共議題走向社會，在時代磨損之下漸趨世俗化，
特別是網路虛擬世界變成生活的真實，該思想的
是，虛擬世界是不能取代真實人跟人的關係，以
及真實人跟上帝的關係。

巨型教會跟微型教會
　隨著普世巨型教會運動的推波助瀾，台灣在
1985年以前沒有千人教會，如今已有80多間千
人教會。夏忠堅牧師說，光是台北靈糧堂一間巨
型教會的復興，就帶動在全世界建立靈糧網絡
540多間教會，委身在大使命。韓國大地教會的
兩間教會有8萬名信徒，也差派出1,500位宣教士
，帶來國度的祝福。然而上帝的另一個心意，則
是往微型教會走，不在乎人數少，而是生活化，
譬如一間美容院、洗衣店或烘培店都可以是教會

，由核心教會的成熟信徒，在自己的生活圈傳福
音，建立生活圈的微教會。
　出身長老教會背景的林鴻信老師，對則中小型
教會有很大的負擔。他以2004年福音協進會的調
查說明，台灣9成基督徒在中小型教會聚會，即使
巨型教會增多，絕大多數人仍委身中小型教會，中
小型教會面臨資源分配不均、人才缺乏的窘境，城
市巨型教會應適度回饋關心偏鄉的中小型教會。 

2030年後教會的未來
　因著這次瘟疫，逼得教會提早跨進10歲到40歲
Z世代裡面，然而夏牧師直言教會缺乏了解Z世代
這個「新物種」的價值觀，應嚴肅面對這群「新
物種」，否則到了2030年，沒有人會走進教會。
2020年遇上瘟疫，加上國跟國衝突不斷，敏感的
人警醒，我們可能已來到啟示錄場景，教會應警
醒。林鴻信老師說，預備10年後人才的教育裝備
課程，會變成教會最大的挑戰；第二、中小教會
為求生存，拿社區資源及政府資源，雖能見證基
督的作為，卻逐漸在事工裡，看不到神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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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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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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