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

後現代處境下的
聖經教導

道德



聖經教導，我們的時代挑戰是什麼?



消費思維，消極參與

不愛理性思考
重情感，重感覺

科學主義觀

討厭規範和權威

感覺主義

碎片化思維和知識

注意力短

靠自己的生活模式

娛樂至上

更喜歡體驗

不喜歡說教的言辭

質疑所有的前提

缺乏對客觀真理和普遍
理性的信念

離不開手機和遊戲

認為相對的才是絕對的

我們的挑戰



后現代主義
在作祟？

是兇猛怪獸？

是戰友？

還是……



後現代文化是非常現代的

“後現代主義”其實不是最近才發生的事，它
是源院流長的。後現代只是現代性衍生出來的
變數，兩者並未決裂。

——衛爾斯《孤獨的神》



所以

當我們在聖經教導遭遇挑戰的時候……

當我們的聖經世界觀被敵對的時候……

從某一個角度來說，這是一個證據，證明了聖經世界觀的超越性，

以及教會的屬靈性（不是屬地的，乃是屬天的）。

因為教會本身就具有一種與社會公認的常規迥然不同的生命觀！



為自己劃定界限

為自己劃定邊界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大故事要講
保羅面對多元主張，多元恩賜的哥林多教會，在“又軟弱，又懼怕，

又甚戰兢”的情境下，他強調自己不用修辭學的技巧和哲學上的精緻安排，
堅持宣講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宏大故事。

警惕著“罪”仍然“伏在門前”
⽆論時代怎樣變遷，⽂化怎樣更新，⼈類本質的問題還是⼀樣的，

都被罪惡所統治，罪一直遍佈在我們⼈類的路上，並“伏在⻔前”（創
四6-7），等候每⼀個機會。

神的道歷久常新“是活波的，仍然有功效的”
神的道歷久常新，藉著聖靈的工作，對每個時代的⼈都同樣有效，

有改變、更新和醫治⼤能，就如聖經所說：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
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來四12）



我們可能的機會在哪裡？



我們被提醒要回到神的啟示—聖經。



“多元”可能讓他們更容易走近我們。



“相對”可為我們提供更多的見證空間。



聖經有很多“故事”，“我”也有很多“故事”



聖經世界儲蓄著豐富的情感和可體驗
的實踐



邀請“他們”參與聖經教導



我們的調整和行動

1、“愛”是終極的宣講和教導

薛华(Francis Schaeffer)：“愛是最終極的護教”



我們的調整和行動

2、走進他們的生命和生活

鄧恩（Richard R. Dunn）：先同行、後領導的服侍模式



我們的調整和行動

3、嚴謹釋經，發揮創意
和想象力

司布真 ：

不要只將麥子丟給人，當將麥子磨成粉，做成麵包，

切成塊，不防再加上一點蜂蜜。

宣講的重點並不僅僅在於頭腦的認知，亦在於情感、

意志、創意和想象力，為會眾創造經驗，使他們能體

驗福音的能力。



我們的調整和行動

4、關注細節、小故事的小
轉折，以構建大敘事



問題：

當我們敘述或者共同敘述聖經故事
的之後，是否一定需要有個總結？
是否一定要有規範？



可否請你說人話？！



我們的調整和行動

5、使用可溝通、沒有等
級意識的語言



我真的很羨慕你們這麼確信自己所信的！



我們的調整和行動

6、表述堅定的個人信心
以及內容

堅定的信念是很吸引人的。多元文化情境下的人們更願

意聆聽他人的信仰故事；另一方面，多元和相對所產生

的不確定性和飄浮感，讓人更羨慕那些信念堅定的人。



“我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

督並他釘十字架！”



我們的調整和行動

7、不要吝嗇分享自己的
故事和軟弱

提后一15-16：凡在亞細亞的人都離棄我，這是你知道的，

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16願主憐憫阿尼色弗一家的

人！……

羅七 24：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我們的調整和行動

8、更生活，更具體，
更真誠

宣講的責任是要將聖經真理放入生活（要個人化），但不

含糊、不籠統、不抽象，而是要具體，并以真實的情感帶

出訴求，乃是出於對真理和生命真摯的感情。



我們的調整和行動

9、要準時結束

每一個聚會一定會有一個普遍的期待，那就是什麼時候結

束，所以要在他人的期待值上給他安全感。



總結：
以跨文化宣教士的心態服事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THAN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