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东华人教会拾珍」 

— 关于美东华人教会生态的观察和展望 

 

段自成 弟兄 

 

个人体会教会的生活和服事是一门艺术。一方面我们有神宝贵的话语、主耶稣行事为人的样本、

临到每位信徒浩大的救恩、圣灵无时不刻的同在、伟大属天的盼望、和彼此以主的爱联结的肢

体；一方面又有世界的影响、个人的崇拜、私欲的引诱、假弟兄的搅扰、生活的压力、肉体的软

弱、属灵的征战、和人际之间的纠纷。以平信徒的身份来谈教会的生态有一个隐藏的「站着说话

不腰疼」的危机；就好比你辛苦做好了一顿饭，我来品尝品尝，告诉你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我没有牧养的经验，但我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每间教会都是宝贵的，都

有神的作为；美东的教会更不是一个人用几句话就能完全形容的。都市的教会、郊区的教会、大

型的教会、小型的教会、发展成熟的教会、正在启蒙的教会，各有各的长处，亦有其不足。过去

二十年在美东多间教会肢体的生活和事奉给我一些机会观察、了解和反思教会管理和教会生活的

各种形态。我希望存着敬畏和喜乐的心向诸位分享这些收获：敬畏是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主耶稣的

身体，所以不能随便；喜乐是因为主耶稣建造教会的工作实在太伟大：无论教会内外有多少的困

境和缺乏，地上有教会这件事是多少圣徒的血汗和泪，多少圣灵的工作积累起来的。每想到这

些，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感恩和赞美。 

 

一、美东华人教会观察与体会 

 

接下来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向诸位呈现美东教会的生态：信徒的层面、团契的层面、教会的层面和

国度的层面。 

 

1. 信徒 (优点、不足) 

 

因为亚洲人在美国东岸属于少数民族，多数的华人信徒比较容易在教会找到家的感觉。而

在美东居留的华人普遍知识水准偏高，对圣经的渴望、认真和探求是很真实而执着的。美

东亦有很宝贵的属灵传承，许多著名的牧师、长老都在东岸的教会有美好的服事，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爱主爱人的神国人才，许多受老一辈传道人影响的弟兄姐妹都是现今教会的中

坚力量。 

 

那么，诸位觉得教会的聪明人多是好事还是坏事？聪明但生命不成熟的人多是哥林多。客

观地讲，知识水准高和属灵生命成熟老练的相关性并不高。因为知识水准高，所以「一切

靠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深蒂固，这对于形成在耶稣基督里的有机肢体很不利。其

次，单凭知识水准高而生命主权没有真正降服于耶稣的弟兄姐妹很容易在神话语的追求上

搁浅：就好像许宏度老师的观察，有罪有限的人用科学、医学、法学来解剖神的话；也像

蔡师母所喜爱的那首诗歌，「你若跟从智慧，就难免常迂回」。他们靠着知识和逻辑在原

地打转，一方面读不到生命的层次，其圣经知识在对付旧造的生命上也变成毫无功效，是

很可惜的事。最后，知识层次高、天然领导力强而生命没有被福音浸透的人必然会把世界

的想法、做法带到教会里面；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王国、自己的商标，而不

是与主同工，让上帝有空间有机会做主掌权。长期以往，知识反而使人自高自大，而旧生

命里的偶像和邱坛就越难被废去。 

 



“耶稣说：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

就显出来。”（太 11:25） 

 

我相信每一位信徒的蒙恩和得救都有神美好的计划和旨意，因为每位都要踏上一条「在爱

中彼此建造」的道路。因着主白白的救恩，信徒在心灵、思想和身体都会得到洁净和更

新。因着主的赦免和大爱，从信主的瞬间，我们就靠着圣经、教会和圣灵开始重新认识自

我、认识人，认识这个世界，靠着十字架的大能废去昔日的偶像，随着属灵身量的成长渐

渐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在美东，渴慕神的弟兄姊妹仍然层出不穷，他们开始不满足于对字句的斟酌，更加寻求在

精意上经历神，寻求被圣灵充满，以第一人称经历神的同在。有一位弟兄如此描述他的观

察：「福音派重视学习圣经的真理，弟兄会强调背十字架舍己，而灵恩派着重圣灵里的经

历。」个人仔细思想这三个层面而不得不同意周小安牧师的开场白，而得出「三派一体」

的结论。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圣经无误，他就不可能否认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 18 节「要时

常被圣灵充满」的劝诫，也不可能忽略五旬节那不同寻常的圣灵的彰显；一个人如果要经

历圣灵，而圣灵的职责之一是「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他就不可能

只在情绪里面得满足，圣灵会在他的里面带来一种饥渴，如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慕神的话。

渴慕圣灵的人难道会不听圣灵的提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

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九章 23 节）；而十字架所必须要的舍己，岂是天然的人靠自己

的意志就能放下的？如蔡师母强调的，我们乃是「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罗

8:13）。如果人靠着卧薪尝胆、头悬梁锥刺股可以背十字架的话，结出「节制」果子的圣

灵就多余了。基督徒的美德不是修炼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十字架强调的不是苦，乃是

死；十字架是福音的显明。背十字架不是律法，背十字架是一位被福音浸透的人，在圣灵

把蕴藏在福音里的大爱显明在他心中时，生命自然的回应：他愿意向着自己死。所以我们

看定了，凡是主耶稣所要得着的人，不管他在什么光景信主，在哪一个教会蒙恩，主都会

带领他走一条「三源合流」的成圣路；美东也毫不例外。 

 

顺便一提的是，无论教会的传统或路线如何，个人认为上述的几个「衔接点」可以是将

「三源合流」的异象带入现有教会传统的可行路径。 

  

2. 团契 (优点、不足) 

 

因着大多数华人信徒的热情好客，美东的团契应该和各地的华人团契一样，充满着欢笑、

接纳、和爱宴。家的氛围很容易吸引对信仰真正感兴趣的人，而质量高的查经往往会带来

对主的话语的追求，和圣灵借着话语在人心中深层次的动工。 

 

对于慕道友和初信者，团契无疑是一扇窗，指向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们如何一同生活。团契

的见证对教会的成长，无论从人数还是从生命品质来看都是至关重要的。团契需要有成熟

的基督徒带领，而这些辅导或带领的弟兄姐妹本身要不断地发掘可塑之才，建立门徒培训

的关系，能够把属灵的生命不断地传承下去。另外，带领者本身也要有负责的对象，以免

一手遮天，给恶者有机会用骄傲来攻击他们。团契的成员应当有传福音的热忱，可以借着

团体的环境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东部团契普遍缺少工人，尤其是有美好属灵生命的成熟的信徒。工人的缺乏有四方面的表

现。有些团契的表现是留不住人，因为团契属灵的吸引力不够，输给世上的享受和娱乐。



有些团契的表现则是社团化，大家吃吃喝喝谈新闻谈事业拉家常，然后有人讲两句耶稣，

唱两首诗歌，但神的主权、福音的香气出不来。第三种表象更微妙一些，是宗教化：有规

则、有制度、有查经、有核心的同工；但是没有异象、没有恩典、有僵硬的规则而没有活

的话语；同工被按照行为打分，靠着资历得权。这类团契声称「单靠恩典得救」，但做法

已经蜕变成「只靠表面戏得赞赏」–无形的条例暗暗篡夺了耶稣的救恩，世界的评判标准

代替了福音的基因。这样的团契造就出来的信徒很苦，因为原动力在外面，不在里面。最

后，有一些团契是公式化。一些团契采用细胞小组教会的模式，目标是信主两年以后就要

独立带领小组，而小组一旦超过十二人就分，因为要「培养参与感」。这样的团契和教会

结构在美东很难行得通，原因有三，第一，信主两年的信徒可以接受很密集的装备和培

训，但生命的成熟度就是两岁，在美东知识分子密集、社会世俗的环境下很难靠装备就

够，最后是靠生命的深度。无论信主多久的人都要来服事主，但初信的信徒不能没有属灵

的遮盖，也不宜独当一面（提前 3:6）；第二，细胞小组的理念假设我们设计的「大跃

进」计划会快过主的有机栽培；第三，金银宝石的建造靠的是器皿的含量，有什么样子的

器皿就会有什么样子的建造，有多少的器皿就做多少的事工。器皿是长出来的，拔苗助长

的方法后遗症很大：公式化的团契会让许多信徒在生命幼嫩的阶段就失去供应，经不起风

吹雨打，不利于生命的传承。 

 

团契另一个普遍的挑战是查经的方式和质量。我们在东岸发现有两种极端的带领方式：一

种极端是用单口相声从头说到尾，这些带领者无形中努力要扮演圣经权威的角色，所以在

潜意识里会惧怕并抑制发问；另外一个极端是只问大家对所查的经文有何体会、有何感

想，大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最后，圣灵本身默示的经文要表达的原意竟无人问津，带

领者就以祷告来结束，感谢主让大家积极参与发言。我仔细思想这些带查经的方式，发现

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对「权柄」的诠释：早期的华人尊重、顺服权柄，所以一定要有「圣

经权威」来「镇住场面」；而现在的年轻人质疑、挑战、甚至反抗权柄，他们喜欢发言，

并且欣赏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于是就有了「你说、我说、不管神说」的查经方式。如果带

查经的弟兄姊妹把自己放在一个「向导」的角色上，用好的发问来随时引导组员们进入神

的话语，就会给圣灵有机会光照祂的话语。 

 

诸位也许会诧异我关于美东团契最后一点的观察：不是每间美东的教会都有团契。有些教

会没有团契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器皿；有些教会有器皿，但是教会没有用心发掘、栽培、鼓

励这些器皿出来服事；最后一种情形最遗憾，但也最普遍，是教会的带领者不信任同工，

必须自己来做。牧者自己成为事工的瓶颈，令人惋惜非常。像徐志秋牧师这样愿意谦卑接

受会众的建议，靠着圣经、圣灵、和圣徒来对付自己的牧者是很难能可贵的。好消息是近

几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同工团队和团契的建造。许多教会的主日学回到「门徒训

练」、「工人品格」、「如何传福音」和「如何带领小组」这些经典的课程，并且常年开

设。越来越多的团契开始不满足于世俗化、或宗教化的极端，开始放眼于年轻一代同工的

栽培和装备。 

  

3. 教会 (优点、不足) 

 

美国东岸的社会形态非常多元化，基督教并不是主流文化。大纽约和周边地区就是一个多

种族、多文化、社会经济多样化的社区。诸位是否知道，大纽约是犹太人在以色列以外，

华人在亚洲以外最大的聚居地？无神论、天主教、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在每个平方

英里内共存。这样的社会环境导致华人社区和教会要时常面对主流文化中的各种声音和各

种影响，例如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等等。社会文化中无形的的压力时常挑战教



会，给教会更多的动力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样的社会结构也是教会（无论是不是华人

教会）跨越文化、种族、社会阶层宣教的天赐良机。 

 

美东在郊区的华人教会主要由中产阶级的第一代移民组成，城区教会的人员组成就更加多

样化。大部分会友的生计都不是问题，但维持社会地位的压力很大。因为人口密度高，所

以上下班一天在路上花两个小时是被称羡的。近几年中国移民的人口上升，教会文化也从

集体化和家庭化日趋个人化和业绩化。可能是因着华人文化的缘故，在事工的倾向上，大

部分华人教会侧重于保留传统多过于创新，而其他种族的教会则相反。 

 

神给美东华人教会丰富的恩赐。由于知识分子集中，大部分美东教会重视成人主日学的教

导事工。成人主日学有几方面的积极效用：补充主日讲台未能深及的课题，提供服事的机

会给有恩赐、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供应给在灵程不同阶段、有不同需要的会众，等等；主

日学也是打破年龄和背景，跨越团契的交流平台，和自然的门徒造就基地。 

 

当我仔细思想教会决策的总前提时，我很难不思想五旬节，门徒们聚在一处祷告的时候，

圣灵降下，教会诞生。教会既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是主耶稣直接拥有的。记得祂

对彼得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太 16:18）。理想中的教会应当单单向主耶稣负责，

所有的同工都应当把首席腾出来给主耶稣，让圣灵在一个团队中显明祂的心意；所以教会

的祷告会应当是一切事工的摇篮 - 在祷告会中教会受使命、奉差遣、得帮助、长信心，

在祷告会里面工人们卸下重担，灵力奋兴。和初期的教会不同，许多华人教会的决策方式

其实早已经趋于世俗化，是由人们按照传统、喜好、和直觉，透过投票来决定的，祷告只

是开会首尾的例行公事罢了。 

 

有一些美东教会的不足不一定局限在美东。从第一批的大陆学者接受福音开始，许多无神

论者刚信主，随即被鼓励「顺应时代的呼召」，去神学院深造。他们在真正经历教会生活

之前就成为教会的决策者，使教会受了不少亏损。因为天然人做事的方法没有经历十字架

的对付，在教会中党同伐异，顺者昌、逆者亡的状况就屡见不鲜。举几个真实又极端的例

子：牧师甲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劝阻会众学习圣经，理由是：「你又不会要当牧师。」

牧师乙处理冲突时说：「你们叫我来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就不要叫我来。」牧师丙对自

己教会的长老说：「这次布道会当然应该是我当讲员：我读过神学，你没有。」牧师丁到

任第一篇信息：「教会就是为神经商，长老们是董事，职事们是行政，我是总裁。」听这

些例子，我们可以笑，也可以哭，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如果一信主就做牧师，你和我里

面都是牧师甲乙丙丁。我们怎能嘴巴上传好消息，然后做人是坏消息？引用徐志秋牧师的

发问：你真不真？ 

 

美东教会也存在着人力资源的不良分配。有三种表现：一是过度操劳，二是浪费资源，三

是恩赐和才干的混淆。过度操劳通常是中小教会的通病，因为教会要成长，所以用活动来

驱动所有的事工（event driven ministry），用做事来留住人，结果同工没有时间休息

充电、寻求神的带领。 浪费资源则是大中教会的弊端，因为每周都有陌生面孔出现，而

教会没有重视发掘人才的巴拿巴和相应的机制，结果 20%的人做 90%的事，其余 80%的人每

主日来坐一下板凳，品头论足一下。最后，虽然才干和恩赐紧密相连，但是恩赐只有一个

目标，要造就神的教会。在某场新春布道会上，开场每一首诗歌都伴随着圣灵的感动，甚

至有慕道友开始无故流泪的；然后一位初信主的著名歌唱家上台献诗。他唱的方式和舞台

风格具有许多专业表演的性质，让人目不转睛看着他，最后一节歌词随着他双手朝天一



举，掌声雷动；但奇怪的是，圣灵的感动消失了，没有再回来。教会识人用人，应该先看

才干，还是先看灵性？ 

 

聘牧是美东教会的一大挑战。最理想的教会领袖应当是在本会中自然产生，但大多数的教

会是像公司招人一样聘牧。大家都在找个性和现有的同工团队匹配、能够条理分明与知识

分子沟通，组织能力强会推动各方面事工，会识人用人，又可以圆满地处理争端，有在美

东的生活经验，有胆识为真理勇敢作见证，又勤劳樸实、有讲道的恩赐，被圣灵充满，谦

卑舍己，而有一位贤内助师母的传道人。奇怪的是他们像核燃料一般地难找。可能由华人

文化导致，教会和牧者、牧者与同工之间的关系普遍趋于紧张状态。如果牧者本身没有在

美东的职场或生活经验，这样的张力就会越发明显。 

 

在行政上，大部分美东的教会有教牧的团队、职事的团队、和团契负责人的团队。教会的

牧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带动整个教会追求主、服事主；而教会全体有同一样的追求，在神的

真道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理想中的教会有一套倾听机制，给所有会众渠道和教会的长

职同工沟通，显出神在会众中的带领；理想的教会也有一套反省机制，同工们会定期讨论

事工的方向是否与福音相称，会众的动态，社区的动态，以及教会的人事组织是否已经把

属灵的资源最优化，使每一位有身量参与服事的信徒都能最有效地使用神给的恩赐，建造

神的身体。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现实层面，个人对教会的组织架构思想得很少，只体会到三重必要的「有机」元素：每一

位信徒都要有属灵的遮盖，彼此扶持的同道人，和他可以影响的人。这样，他就有在灵里

保护他、指引他的人，文化背景与他相似的同龄人，和服事的对象。在组织架构上努力培

养这些元素的教会并不多见。 

 

从事工的角度而言，个人的经验是每五间华人教会中大致有一间有系统地挖掘年轻的领袖

并且栽培他们的团队和方案。有一些教会甚至不重视学生的事工，理由是没有奉献的收

入。如果教会常年疏忽栽培年轻人，教会的会众结构上就会出现断层；而教会越没有年轻

人，年轻人就越留不住，其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在华人教会的青少年事工或英文堂常常

找不到身份的归属感，甚至有英文堂牧者认定华人教会中文堂就等于是家长制的代称。事

实上，在教会中社会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最激烈交战的场合就在青少年的事工里，学生

事工和青少年事工是未来教会的摇篮。如果说中文堂的聘牧很难，像开发原子弹；那么，

找到像维权这样有效的青少年牧者就更难，像开发氢弹。 

 

华人教会深受华人「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响，常常出现谈妮提及的去教会要「不透明才符

合游戏规则」的教会文化。一部分的领袖认为，教会应当是圣洁的，应当是显出耶稣基督

荣耀的地方，所以会众犯罪要严加追究和处理。另一部分的领袖认为，教会应当以爱和包

容的方式向福音朋友敞开大门，所以罪的字眼最好不要用得太多，以免福音朋友被冒犯。

这两种的方式其实都扭曲了福音的本意，也都造成教会文化的不透明。靠着教规严格治理

教会势必使真正需要从罪中得赦免、得解脱的人蒙上面具，得不着神的恩典和医治。与罪

妥协的教会则是给福音戴上了面具，因为如果没有罪就不会有死，没有死就不需要救赎，

无需救赎就不必流血，没有流血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多此一举。不透明好像是一堵墙，砌

在神和华人教会的中间。牧者能否放得下家长的面具，带头承认自己是软弱的蒙恩的罪

人？主耶稣浩大的恩典是否给同工们足够的安全感来率先做一位透明的人？谁可以让人子

的救赎在华人教会被高高地举起来，改变长年累月的「不透明的游戏规则」？ 

  



4. 国度 (优点、不足) 

 

神的国度指的是所有基督掌权的人群的整体，囊括各地的教会、符合基要真理的宗派、与

教会平行的福音机构，和以福音为基础的慈善机构。神的子民被呼召活在这世上遵循完全

不一样的标准，世界讲抢夺、神国讲舍弃，世界讲公平，神国讲恩典，世界讲现实，神国

讲价值。神的子民在哪里，哪里就有光；神的福音传到何方，那处就有耶稣基督的香气。

神的国度大大超越我们每一位信徒生活的圈子，而所有造就神国度的机构都应该联结起

来，彼此供应、彼此相助，将祝福带给不在我们生活圈子里的人。每间教会都应当是给予

者，每间教会都应当活出福音的真理，主是白白地把恩典给我们，我们也白白地把恩典给

出去；这样，在主里合一的见证不是一纸空谈，而是活在每间教会的异象，和每家机构的

事工里面。 

 

相对于别的教会群体，美东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和美国社会是处于隔离的状态。关于这一

点，韩国教会的影响比我们深得多。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华人教会是以华人的文化为

枢纽聚集起来的教会，大家觉得周一到周五在美国社会打拼，周末要说说中文，做一下自

己。其次，语言、肤色、和文化在双方还存在着许多的障碍。最后，维持每周的主日聚会

需要大量的投入，资源所剩无几，以致无暇顾及。有一间一百人的华人教会坐落在郊区的

一个以蓝领为主的镇上，虽然许多会友的家中都请社区的人来修剪草坪、修理汽车，但是

教会和相隔几条街的救世军三十年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很遗憾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华人教会为了避免戴「社会福音」的帽子，几乎所有的事工都是以满足

自我的需要为目标和中心；但是近几年来，数家美东的华人教会开始开展社会事工，其原

因是可想而知的。首先，社区服务是主耶稣身体力行的，主耶稣先做事，然后对有心的人

再更深地教导。无条件地给予本身就是对恩典最好的诠释。其次，社会服务可以调动教会

的「士气」。你很难让一位初信主的弟兄来教主日学，但去服务无家可归者，因为主体恤

弱势人群，是马上就可以投入的。再者，父母带着衣食饱足的下一代去服事穷苦弱势的人

群，可以给下一代对现实社会更清楚的认知，和培养他们从「拿」的人变成「给」的人。

同时，教会的视野对着外面，教会内部的矛盾也相应减少。最后，社会事工也是教会最好

的宣传。对于华人教会，因为社会关怀这样的事工开始较晚，我们有许多可以向美国教会

和救世军这样的机构借鉴的地方。你很难让主体教会接受三源合流的提法，但是在国度联

结的具体层面，先让众教会在社区关怀的事工上合一，也许会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二、美东华人教会探索与展望（6 分钟） 

 

在准备的过程中屡屡思想现状，觉得对未来的教会充满了盼望。兹分享如下，若有不切实际之

处，求牧长们多多指教。我们从三方面来展望未来：第一方面是所有事工的回归，换句话说，什

么是事工企划，教会决策的核心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评价、调整事工和资源的匹配。第二方面我

们看美东华人教会和美国教会的互动。最后，我们看美东华人教会和美东社会的互动。 

 

1. 事工的回归 

 

美东华人教会从查经班发展至今，已经有许多现有的成型的事工。这些事工一定有它美好

的初衷，但也不应该成为一尘不变的绝对真理。那么，教会领袖们做决策的标准在哪里？

一种看法是从传统出发，因为这项事工是某某名牧、某某长老发起的，所以必须维系下

去，不管结果如何；另一种看法是从果效出发，比较事工的开销和事工的收获，然后开销



大于收获的就革命掉。这两种衡量都有问题。纯粹从传统出发会有危险和当今的社会脱

节，而纯粹从果效出发很容易迎合世界的潮流，不闻不问到底合不合主的心意。我认为每

一位时代的工人都应该重新用福音来衡量每一项决策，看看是否和福音相称，也看看这项

事工是否符合事工对象的背景和需求。 

 

举个例子说明：某某教会的司库有一项慈善基金，是专门开设给教会中有经济需要的弟兄

姊妹的。司库在一家跨国大银行做监管，专门监督销售部门的开销。因着司库的坚持，教

会章程中规定接受慈善基金的弟兄姊妹第一必须向执事会证明他们真的有财务上的需要并

且没有任何进账来源；执事会有权索求财务细节，包括财产清单和债务清单，第二，上限

一千五百美金，是制订章程的时候，这个账户的结余，第三，执事会必须查明捐款者与受

捐者之间没有利用慈善基金进行洗钱的活动。第一条、第三条按照税务局和银行的规则看

都合理，第二条很短视；但总体效果是，没有人敢向这个基金捐款，也没有人敢向这个基

金申请。慈善基金变成了储蓄账户。久而久之，肢体之间的彼此帮补开始避开教会，然后

会众因为看不到事工果效开始不愿奉献。有趣的是，本来是出于为主忠心的章程，最后尽

然因为不够慷慨而造成教会财务的赤字。解决的方法是把章程和福音对照，看看主耶稣替

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给他看过我们守律法的清单？他给的恩典有没有上限？章程无所

谓对错，但是否「和福音相称」？ 

 

再举一个例子，如同萧姊妹的发言：许多华人教会将儿童事工当作附属品。我们大人要聚

会，小孩子不要吵，躲一边去。至于儿童主日学要教什么，还是看两个小时的卡通，那没

关系。隐隐约约，你总能体会到一些家长制含在里面：大人要吃饭，小孩去一边玩。请

问，这样的安排是否与福音相称？我们是选择让中国文化阻碍小孩子来到耶稣跟前呢，还

是设计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服事（如福音短剧），让小孩子从小就和父母一起参与服事

神？ 

 

现实层面的展望：在教会本身的事工上，求主预备合适的工人，让社会事工、福音事工、

和门徒训练系统化，以便用生命的传承来栽培下一代教会的工人。在教会与国度联结的事

工上，开拓教会对外的事工，与其让教会的注意力向内看，不如让教会向外看，成为一个

胸怀世界的地方教会。 

 

2. 与美国教会互动 

 

神的国度是有能力和权柄的，在基要真理里面合一的教会，可以为了神的国度也合一。这

需要大的胸襟，和除去给主内的弟兄姊妹按照背景、种族、宗派、敬拜方式贴标签的做

法；这也需要谦卑，因为要承认我们永远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向别的教会请教并欣赏他们

的异象和长处；更需要智慧，因为踏出这一步是进入到未名空间；最后，我相信真正能够

使教会联结起来的模式是一个字：给。许多美东教会的固有模式是鼓励会众慷慨奉献，然

后教会司库按照本教会所有事工的需要来做预算；个人认为更好的模式是打破华人文化，

与其把安全感建立在储蓄账户上，不如教会在慷慨的行动上身先士卒，先做慷慨的教会，

带领会众们成为慷慨的会众。当每个教会都慷慨给予别的教会的时候，神的祝福会倾倒在

我们中间。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提前 6:18） 

 

在这个新兴媒体的时代，可供华人教会借鉴的资源有不少，兹罗列几项说明： 



 

subsplash：一个帮助教会制作自己 app 的公司 

 

Church Health Assessment Tool (by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他们提供一套付费

($300 一次调查，人数不限)的教会调查问卷，帮助教会带领的同工了解会众的需要，和教

会行政的优缺点分别在哪里，以客观的衡量制定相应的对策。类似的问卷调查还有

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 Church Central, 和 Reveal。 

 

Instapray：全球最大的代祷网 app 

  

3. 与美国社会互动 

 

华人教会如何与美国社会互动是和我们的身份认知紧密相连的。虽然论坛是讲华人，但对

于任何一名神的儿女，基督徒是我们最核心的身份。如果我们的核心身份由中国文化，或

是由我们的职业，或所属的教会来定义，我们会看不清楚神的手在现今世代要做的事，也

无法把自己最大限度地投入在他伟大的国度里面。 

 

那么，诸位，请问为什么教会和社会需要互动呢？因为主给了我们文化使命。基督徒如何

影响身边的慕道友，教会（作为基督徒的团体）就应该如何影响社会（慕道友的团体）。

我们有神的道，神的恩，神的光，神的灵，我们自得其乐，不去得地为业，那么谁会？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 1:16）。如王永忠弟兄

所言：「我们是一个新的城邦」，我们是上帝之城在世界的城市里面，而「那在我们里面

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约一 4:4）。基督徒对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华人信徒和美国社会最紧密的联结是在职场上。所以，信仰和职场的互动是每一个华人教

会必须考虑的事工：如果教会在这个重要的话题上没有答案，教会就没有理由怪罪信徒都

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教会如果每周用一个小时探讨解决这个方面，就照顾到每一位信徒一

周四十小时与主流文化的接触。美国的社会越来越多的政策、越来越多的政客与上帝的国

度针锋相对；而美国亦有许多政策是符合神的创造、神的心意的；还有一部分在中间地

带，可以被神的福音、神的法则重新定位。在每一个部分，神的儿女都是天国的外交官，

都可以在职场上有策略地为福音作见证。 

 

近几年，美东一些教会开始在周间开设以专业划分的团契。这些团契的聚会是以个人为主

题，每周聚会所有的成员帮助他们中间的一位组员在灵命和专业上更精深，更好地为主作

见证。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在宣教的行动上，教会应该着手寻找在当地最合适的短宣项目，然后与周边教会合作，逐

渐向更远的地方推动。让教会的整体投入到文化和城市宣教中，在事工的异象、策略、和

操作方面都来回应大使命的呼唤。 

 

下面列举几个华人可以参与，也可以受益的服事：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慈善机构，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亦是一个宗

派。 

 



ADF (Alliance Defense Freedom)是一个基督徒的律师团体，帮助基督徒享受合法的宗教

自由。您的儿女如果重生了，想读法律，可以考虑和这个团体合作。除此以外，还有

Christian Legal Society 和 Christian Law Association。 

 

CRU Inner City 是一个福音机构，专门帮助贫民区的教会，给他们物质和灵性的资源。 

 

三、总结 

 

美东华人教会的一些特点和美东的文化有特别的关系。相对于中西部的教会，这里社会环境复

杂，生活压力相对大；高人口密度给教会之间的互动和教会与社会的互动带来了便利的条件，使

美东社区成为跨文化宣教最好的地方。在许多美好的事工背后，美东华人教会应当首先复兴祷告

会，让空间给上帝请祂来带领；也应该开始有系统地让生命传承生命，造福下一代的教会；当教

会的领袖们愿意常常靠福音为标准来衡量各项决策，渐渐离开以传统、社会、和果效为标准的世

俗的决策方案时，教会的整体就会变成福音的承载；教会不再是低着头躲避冲突，而是灯放在灯

台上，照在黑暗里（太 5:15）。 

 

“愿神兴起，愿他的仇敌四散”（诗 68:1）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路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