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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所舉行的禮拜，聽見那在鋼琴與響鼓的伴奏背後，彷彿還參有隱約鼓聲而充

滿生命力的歌聲，以及用族語和漢語交替演唱，因而具有獨特韻味又中氣十足的

「特頌讚美歌曲」。還有，看見樹豆湯、路橋……等超過 30 道的各族傳統菜餚，在

禮拜後的愛宴餐桌上豐盛又和諧地一字排開，以及在團體活動時間，無論大人或

小孩都興高采烈、活力充沛的模樣時，我深深地敬佩信實教會中資深的信仰者們

在 20 多年前，即使遭遇外界的抨擊與壓力，卻仍持續進行教會轉型革新的毅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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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及在一次小型發表會上，聆聽到博士班研究生 Ts.先生針對東亞基督宗教的

史學研究報告。在我進入研究所之前，上述這些研究給予我許多啟發，促使我堅

定地踏上碩士生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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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臺灣的基督宗教以十九世紀為開端，其中原住民族群佔有相當高的比例，

以長老教會為例，原住民教會約占了全部教會總數的將近一半，臺灣戰後原住民

族群宣教的蓬勃發展被比喻為「二十世紀的神蹟」。 

    1960年代開始，由於臺灣社會工業化導致的推拉作用，大量的鄉村人口遷移

至都市，這樣的推拉作用也帶動了原住民青年離開部落前往都市尋找工作的外移

趨勢。這項外移現象，也直接形成了「都市山胞」或「都市原住民」這個新的群

體。都市原住民的形成，不但將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從原居家鄉延伸到都市各個角

落，使得原住民在臺灣城鄉體系中的流動性增強，也因而和漢人主流社會成員的

接觸機會增加、接觸層面多元化，而在臺灣的原漢關係史上開始締造新的族群互

動模式。在日治時期首位「高砂族」信徒皈依基督宗教後將近半個世紀的 1970年

代，基督宗教的教義、文化與世界觀已或多或少地融入多數的臺灣原住民部落當

中，成為構成部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這樣的部落文化也由移居都市的原住

民帶入了都市。 

在省政府基於為了解原住民經濟和生活品質，而於 1991年所撰寫的調查報告

中顯示：1985年，都市原住民當中信奉基督宗教者，高達其總人口比例的 85.83%，

而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基督宗教信徒，則分別占了整體人口的 85.13%及

70.70%；然而，及至 1991年，基督宗教信徒佔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與都市原

住民的總人口比例分別為：83.94%、61.43%及 64.50%，原住民族信奉基督宗教者

出現逐漸衰退的現象，而無神論者或信仰道教和佛教的人數則相對地在增加。 

此研究中所關注的對象為新北市地區眾多原住民族都市教會之一，此都市獨

立教會，在原住民基督宗教信徒人口衰退的趨勢下，於 1990年代初期歷經一次整

體性的轉型與重組，究其轉型原因以及轉型過程，並未出現與靈恩運動相關之現

象，而與新傳入教會中一系列與《聖經》相關的神學論述有關。在轉型時期，多

數不願接受轉型的信徒離開教會，而接受轉型之少數信徒重整教會後，教會人數

緩慢地持續增加至轉型前之規模，並出現現代化、全球化、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復

振與轉型再現的現象，以及絕症患者於醫病禱告後痊癒的事件。在臺灣原住民基

督宗教信徒人口產生變動的時代脈絡之下，以象徵/詮釋人類學觀點與民族誌方法

呈現一都市原住民獨立教會的轉型過程與動力因素，試圖對於此社會變遷背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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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意義提供一些貢獻，為本研究嘗試達成的目標。 

基於在此教會內部所進行的田野與訪談工作，本研究認為，此都市獨立教會

轉型之原因，基督宗教內部所具有的「復振」本質，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雖然在

復振運動過程中，「反融合」所造成的阻力(或壓力)，以及在「對於新興宗教的

普遍性偏見」的環境條件之下，造成轉型前的許多教友，無法接受新進的神學概

念、原住民傳統服裝的再現……等等因素，因此導致在轉型時期，教會的規模曾

一度大跌至既有的 15%左右。然而，由於起初透過再學習新的神學概念而開啟教會

內部的「復振運動」的少數人，最終將此「復振運動」擴及至教會整體，新進入

的神學概念在教會轉型期間所遭受的內外阻力(或壓力)之下，仍被保留至今，轉

型後的教會規模從起初縮減至 15%的規模，再次成長為超過轉型前的規模，並且

在教會轉型之後，培育出各領域的原住民人才。因此，本研究主張將此都市獨立

原住民族教會的轉型，視為一件成功的基督宗教「復振運動」事件。 

關鍵字：基督宗教、文化復振運動、象徵人類學、臺灣都市原住民、攝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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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istianity in modern Taiwan beg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whole 

Taiwan Christian populatio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ccupied a fairly high proportion. 

For example, the indigenous churches account for nearly half of the total churche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gospel 

missionary in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after World War II is compared to “the mirac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ince the 1960s, due to the push-pull effect caus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opulations have migrated to the cities. The push-pull effect also led the 

youth gener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leaving the tribes and went to the cities to seek 

for jobs. This external migration of the tribes has formed a new group called “urban 

indigenous peoples.” 

The emergence of “urban indigenous peoples” not only extended the living space 

of the indigenous from the original hometown to all corners of the city but also 

enhanced the mobility of the indigenous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yside. Thus, it also 

increased and diversifi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digenous and the mainstream 

members of the Han Chinese. In the end, it began to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ethnic 

interac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igenous and the Han Chinese relations in Taiwan. 

In the 1970s─when the first "Takasago" believer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i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the doctrines, cultures, and 

worldviews of Christianity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tribes and becam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ribal cultures, and this tribal 

culture was brought into the cities by the urban indigenous peoples as well. 

In the survey report written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1991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demonstrates: in 

1985, there are 85.83% population of the urban indigenous who believed in Christianity, 

as for “the mountain indigenous” and “the lowland indigenous” the Christians 

accounted for 85.13% and 70.7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respectively. However, by 

1991, the proportions of Christians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mountain indigenous”, 

“the lowland indigenous” and “the urban indigenous” were 83.94%, 61.43% and 

64.50% respectively. In sum, the number of indigenous Christian believers declined 

gradually, and the numbers of atheists or Taoism and Buddhism believers were 

relatively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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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focuses on one of the urban indigenous churches in New Taipei City. 

The urban independent church which this study focuses experienced a holistic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the early 1990s under the trend of Christians 

propor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decline. The reason for its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did not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but related to a new series of theological discussions about the Bibl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most of the believers who did not accept the 

transformation left the church, and the minority who accept the transformation 

reorganized the church.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slowly 

increased to the scale before, and the phenomena of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digenous traditional culture resonating appeared. Furthermore, the event that a 

terminally ill patient recovered after healing prayed happened. 

The goal this research tried to attempt is: present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its dynamic factors of an urban indigenous independent church with the 

symbolic/interpretive anthropological viewpoint and ethnographic methods, in order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s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 behind this social 

change. This study claims that the “revitalization” nature within Christianity made a 

crucial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urban independent church. 

During th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due to the resistance (or pressure) caused by 

"anti-syncret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universal prejudice against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many church members could not accept the changes: the new 

concept of theology, the reappear of the traditional indigenous costumes, and so on. 

Thus, the scale of the church once fell to about 15%. However, the minority who 

initially opened th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within the church by learning the new 

theology extended it to the whole church. Despite under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istance, the newly entered theology has been retained until now, and the scale of the 

converted church has grown to exceed the pre-transition scale. Besides,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urch, it has cultivated indigenous youth talent in various field.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dvoc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urban indigenous church as 

a successful Christian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event. 

Keywords: Christianity, Cultur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Symbolic/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Urban indigenous peoples, Providence chu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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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都市原住民教會的出現與發展 

    近代臺灣的基督宗教以十九世紀為開端，發展至今約有 4.5%的人口，其中原

住民族群佔有相當高的比例，以長老教會為例，原住民教會約占了全部教會總數

的將近一半。臺灣戰後 1945 年至 1965 年這 20 年間，臺灣原住民皈依基督之人口

以每年 8700 人的速度大幅增加，及至 1965 年，人口僅佔全臺比例 2%的臺灣原住

民，教堂總數卻占了全臺的 35.7%。基督宗教在戰後臺灣原住民社會的快速發展，

曾被臺灣基督教史學者，稱之為「二十世紀的神蹟」(楊士範 2011:92-93)。 

    部落對基督教的皈依一直是人類學中特殊的研究議題(邱韻芳 1997)，在人類

學宗教變遷研究中，Robin Horton 認為部落傳統宗教所含納的範圍較為狹窄，著重

在地方性的精靈，甚少涉及超越地區性的神祇。當原住族群被納入世界性的殖民

帝國之後，傳統宗教有限的宇宙觀已無法再解釋他們身處的環境，而必須從’小宇

宙觀’轉變到’大宇宙觀’，因此產生了改信’世界性宗教’的現象。Horton 以主智論的

觀點提供一個解釋架構，然而忽略政治與社會面向的影響，在較近期的研究中，

學者們認為部落改信基督宗教是複雜且多種面貌的，必須放在雙方接觸時的社會

文化脈絡下探討，才能確知宗教變遷的實際內涵(邱韻芳 2004:4-5)。楊士範也認為：

許多學者所採用的理性選擇(工具論)與現代性(進步論)觀點，是一個解釋戰後臺灣

山地部落改宗行為的視角，但此種突出單一主因的解釋有其危險性，其中之一就

是使研究者認為戰後原住民大量集體改宗，只是「有目的性」的形式理性改宗。

因此，楊士範認為對於「戰後原住民改宗前，沒有宗教情感的感召？沒有諸如發

生奇蹟之神顯的『主位』(emic)經驗？」這些問題應該被進一步討論，並進一步提

出「如何呈現西洋宗教教派與原住民族改宗者的互為主體性？」以及「如何不只

是單單把戰後原住民大量集體改宗當成形式理性改宗，而同時考慮不同社會條件

與歷史環境原住民之主觀感受」等問題，供相關研究者思考(楊士範 2011:98-100)。 

    1960 年代開始，由於臺灣社會工業化導致的推拉作用，大量的鄉村人口遷移

至都市，這樣的推拉作用也帶動了原住民青年離開部落前往都市尋找工作的外移

趨勢。根據 2001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出版品所呈現：依據 1970 年代的實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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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東部地區若干平地鄉，以及鄰近平地的山地鄉村落當中，已經有高達八成的

年輕原住民(15-34 歲)長年外出工作。即使在離臺灣本島的蘭嶼，也有四成多的雅

美族青少年外出，到臺灣西部都會區去工作(李亦園 1979:5-6)。這種外移現象不再

是偶發的孤立事件，已形成一種持續性、具有相當規模、引起社會重視的社會現

象(瞿海源、傅仰止 1986:21)。這項外移現象，也直接形成了「都市山胞」或「都

市原住民」這個新的群體。都市原住民的形成，不但將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從原居

家鄉延伸到都市各個角落，使得原住民在臺灣城鄉體系中的流動性增強，也因而

和漢人主流社會成員的接觸機會增加、接觸層面多元化，而在臺灣的原漢關係史

上開始締造新的族群互動模式。這種變化，一方面在原住民社會造成社會經濟結

構上和生活型態上的鉅大變化，另一方面對整個臺灣社會的族群生態也注入新的

發展變數(傅仰止 2001:6-7)。根據楊士範於 2005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在都市

生活的臺灣原住民族，其主要從事的職業從從早期的林班地、礦坑、遠洋及工廠

的基層勞動者，及後來從事的建築業、製造業與服務業，都有原住民為貨幣工資

的勞動身影。而原住民對臺灣建設業與製造業的辛勞與貢獻，常被我們所遺忘(楊

士範 2005:84)。 

    在部落人口大量外移至都市的同時，也是部落原住民皈依基督宗教速度開始

減緩的期間，根據郭文般的研究，1960-1970 年間，山地教會信徒的人數平均一年

增加 5600 人，比之上一階段每年增加 8700 人的十五年間，人數已顯著減少。並

且這一段期間教會幾乎少有進一步向未傳之地傳教的舉動，郭文般認為其基本原

因可能是因為信徒已達到山地總人口 73%之故(郭文般 1985:20)。李招瑩在〈原住

民天主教信仰本位化的藝術表徵─以知本天主堂及金崙天主堂為例〉一文中指出：

民國 59、60 年代開始，原住民各堂區開始使用傳統音樂、歌謠編寫自己的歌本，

目前各族幾乎都有母語歌本，而天主教本位化雕刻、繪畫的原住民聖堂，無論其

建築風格、禮儀功能、文化整合及神學觀點，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以原住民藝術文

化裝飾教堂。天主教禮儀憲章第 123 條「教會從來沒有把某一藝術風格看作是本

有的，而是就各民族的特色與環境，就多種禮儀的需要，採納了各時代的藝術類

型，而形成了歷代彌足珍貴的藝術寶藏。」指明天主教並無本位藝術的限制，藝

術可自由發揮，唯一要求是對聖堂及神聖禮儀保持應有的尊重，重高雅而非奢華。

天主教本位化禮儀運動，將福音與傳統祭儀巧妙結合在一起(李招瑩 2010:18)。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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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新教方面，以長老教會為例，也在 1970 年代編纂了原住民母語聖經與讚美歌集

(若林正丈 2016:360-361)。Andrew F. Walls 在 1996 年曾指出：「在今日，基督徒不

再一定意味著西方人，而西方人也未必代表著基督徒。如今(基督宗教)傳播的過程

不再一定是從西方的知識論述中發生。它的人事來源是多文化的；它在表達與應

用方面也將會更加地傾向多文化(Walls 1996:17-19)。」如 Walls 所言，在日治時

期首位「高砂族」信徒皈依基督宗教後將近半個世紀的 1970 年代，基督宗教的教

義、文化與世界觀已或多或少地融入多數的臺灣原住民部落當中，成為構成部落

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這樣的部落文化也由移居都市的原住民帶入了都市。 

早期原住民在都市沒有自己所屬的教會，往往將信徒之自宅當成臨時聚會的

場所(楊士範 2011:190)。Sing ‘Olam(林生安)也在〈都市原住民教會宣教史〉中寫道：

「都市的原住民……他們在那裡工作，住家就在那裡，同時教會也接踵而就地出

現。……教會始終是原住民信仰生活的中心，精神堡壘。……都市原住民教會過

去幾乎都是家庭式集會起家的，12 年前大部分沒有寬敞的空間做禮拜，只有租借

的公寓小房子供 100 人聚在一起禮拜，實在不夠用……原住民信徒住在哪裡，教

會也在那裡。(Sing ‘Olam 1998:445-447)」據社會學者張曉春(1974)北部原住民移民

生活調適調查顯示，當時受限於宗教活動場所的缺乏，即不願進平地人教堂聚會，

原鄉已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原住民其都市參加禮拜之情況，遠低於原鄉。統計

每週一次或二次以上，當時都市(24.5%)小於原鄉(68.4%)。不過，約二十年後謝高

橋等人(1991)調查顯示，指出「高比例的都市山胞比在家鄉時更常上教會」。楊士

範認為造成此二十年前後的差距，或許可將都市原住民族教會在一、二十年中，

相繼的林立與推展，看作是助長其都市教會聚會次數，超越原鄉的重要因素之一(楊

士範 2011:190-192)。 

在省政府基於為了解原住民經濟和生活品質，而於 1991 年所撰寫的調查報告

中顯示：1985 年，都市原住民當中信奉基督宗教者，高達其總人口比例的 85.83%，

而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基督宗教信徒，則分別占了整體人口的 85.13%及

70.70%；然而，及至 1991 年，基督宗教信徒佔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與都市原

住民的總人口比例分別為：83.94%、61.43%及 64.50%，原住民族信奉基督宗教者

出現逐漸衰退的現象，而無神論者或信仰道教和佛教的人數則相對地在增加。童

春發在〈原住民教會宣教的反省與展望〉一文中，針對上述的現象，提出「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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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經濟結構、生存環境與價值觀的改變，以及教會觀與宣教理念及策略」等

問題，為造成此衰退趨勢的原因(童春發 1998:588-590)。根據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

會統計資料則顯示：2000 年至 2003 年，長老教會體系中的三個阿美族中會信徒，

從 22,951 人衰減為 16,872 人，整體大幅減少了 26.48%，及至 2005 年開始，才又

出現略微的正成長，總計為 17,150 人，恢復了 1.64%的人口。針對此現象，楊士

範以「自 1970 年代開始興盛的靈恩教派1在都市當中與長老教會『相競』的現象」

對之提出解釋，楊士範認為：「我們必須思考都市原住民可以選擇的基督教派不只

長老教會而已，其他還有許多教派可選擇(且信徒也可以選擇改宗或不上教會禮拜)。

除了像西美中會以原住民信徒為主體的教會之外，還有近一、二十年才成立的若

干原住民靈恩教派教會。……原住民來到都市選擇的基督教派，原鄉信仰的教派

並不是唯一考量的條件。原住民在都市選擇某一基督教派，除了原鄉所屬教派外，

可能還會因工作地點、居住地、家人網絡及個人愛好等因素，而選擇某一教派作

禮拜。……對於這種長老教會都市原住民教會與靈恩教派之『相競』問題，其實

並不是這幾年才有的現象。(楊士範 2011:195-196)」楊士範進一步指出：「對於靈

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對長老教會原住民教會的衝擊，早就引起長老教會

及其牧者的注重。……近年來，有關原住民教會與靈恩運動的討論文章或著作不

少。尤其來自長老教會牧者。……高萬金牧師認為，原住民教會靈恩運動之異軍

突起，實與原住民在工業化之社會變遷中所遇到的痛苦經驗有關聯。不論在原鄉

或都市地區，原住民越來越容易接觸到此類的教會，或是這股靈恩運動的力量。

在都市裡，此類教會很容易吸引原住民年輕信徒前去聚會禮拜。其信徒人口數也

逐年增加。(楊士範 2011:187-199)」 

    筆者於此研究中所關注的對象為新北市地區眾多原住民都市教會之一，此都

市獨立教會，在原住民基督宗教信徒人口衰退的趨勢下，於 1990 年代初期歷經一

次整體性的轉型與重組，究其轉型原因以及轉型過程，並未出現與靈恩運動相關

之現象，而與新傳入教會中一系列與《聖經》相關的神學論述有關。在轉型時期，

多數不願接受轉型的信徒離開教會，而接受轉型之少數信徒重整教會後，教會人

數緩慢地持續增加至轉型前之規模，並出現現代化、全球化、原住民傳統文化的

1
楊士範於此書中引用 Masauli (司雄)1998 年於〈原住民宣教與靈恩運動〉一文中對於靈恩教派的

歸納，以「中央教會、臺北山地教會、真耶穌教會、神召會、新約教會、聚會所、韓國靈恩派、中

華禱告院、曠野佈道教會、萬國敬拜讚美中心、加利利祈禱院」等為例。(楊士範 2011:19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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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振與轉型再現的現象，以及絕症患者於醫病禱告後痊癒的事件。 

   在臺灣原住民基督宗教信徒人口產生變動的時代脈絡之下，以人類學觀點呈

現一都市原住民獨立教會的轉型過程與動力因素，試圖對於此社會變遷具有甚麼

樣的時代意義此一問題提供一些貢獻，為本研究嘗試達成的目標。 

第二節 田野地介紹 

    信實教會(化名)的前身，是一個位於新北市樹林區的原住民都市獨立教會，�

1994 年教會中的幹部成員開始學習一全新的神學概念，爾後在同年年底，轉型為

攝理教會，在經歷轉變所帶來的外在壓力與內部的重整期間後，教會整體信徒的

信仰生活產生改變，並出現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再現與復興現象。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Christian Gospel Mission)」(或稱「攝理教會」)，由鄭明

析牧師2於南韓創辦，以聖經為本，致力於福音事工，至今宣教範圍約遍及六十個

國家，為一跨國性宗教信仰組織3。1988 年開始於臺灣發展，2013 年於臺灣正式成

立分會，至今全臺人數超過五千名，於臺灣成立近�30 個教會及福音站，擁有醫學

團隊、教授會、法律人團契、足排籃球體育小組、樂團、讚美團、戲劇、公益服

務等數十個團隊，並設有「原住民族發展中心」。「原住民族發展中心」其宗旨為

「推動原住民文化與藝術發展、培養原住民相關領域人才使其傳承、維護發展原

住民族語言文化與相關藝術、推動大專院校服務功能，協助部落發展與服務」4。 

由於此宣教會所主張的神學概念，與多數基督新教宗派主張不盡相同，因此

被數個基督新教宗派指稱為「異端」5。此外，曾有宣教會某教會中的前信徒透過

大眾傳播媒體，針對該宣教會及宣教會創辦人進行不實報導，遭基隆地方法院判

處拘役 30 天，緩刑 2 年的事件，以及另一位離開此宣教會的前信徒在各大專院校、

政府機關網站及�BBS 網站散布與該宣教會相關之不實傳聞，(該名信徒於事後又於

2
鄭明析牧師，出生於南韓，畢業於衛斯理神學院，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https://cgm.org.tw/) 

3
資料來源：http://jmsmentor.com/gospel.html、筆者田野訪談資料 

4
資料來源：https://cgm.org.tw/ 

5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E7%A6%8F%E9%9F%B3%E5%AE%
A3%E6%95%99%E6%9C%83 

http://jmsmentor.com/gosp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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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雜誌上刊登以宣教會及宣教會創辦人為對象之「道歉啟事」)6。因此，信實教

會在轉型的過程中，除了面臨內部成員因為對新進的神學概念接受程度不一，因

而造成暫時性的人員組成變動期之外，也同時面臨來自外部(主要為其他基督新教

宗派，以及離開教會之「前教友」)的批評與壓力。 

教會簡史 

    起初開拓並牧養此獨立教會的是一位阿美族長老 Moecel (化名)，1970 年代

Moecel 長老偕同妻子從位於臺東的部落搬遷至臺北，他們開放自己的家讓許多從

原鄉到北部生活的基督徒聚會，過程中 Moecel 長老一邊讀神學院並在畢業後被授

予牧師資格，隨著聚會人數不斷增加，這個原本位於 Moecel 牧師家中的聚所，在

1980 年於臺北縣樹林鎮成立了教會。然而，教會人數的成長，同時也吸引了基督

新教中某宗派的注意，當時就讀國小並且身為教會主日學學生的黃傳道師回憶：

「……教會從家庭式聚會處發展到 80多人，於是(某教派)總會的人想要過來管理

教會，有些人同意，而有些人反對，但教會終究掛名在(該教派)的名下……但七

年之後，(該教派)總會的人想介紹自己神學院的學弟來教會，所以要 Moecel 牧師

到偏遠地區牧會，Moecel 牧師不願意去，而且教會是牧師從無到有建立、傳道的。

所以……(最後)牧師與其他四人再次出去開拓、傳道，Moecel牧師在半年的時間

當中每天徹夜禱告，詢問 神是否要繼續建立教會，其他四人則去工作，將收入奉

獻給教會買椅子、證道檯等物件，然後(另外)成立教會。後來(新成立的)教會人

數再次成長到 80多人，過程中我也跟著爸媽從原本的教會轉移到當時 Moecel 牧

師所牧養的(新)教會……7」 

    Moecel 牧師在被迫離開自己所開拓的教會後，從 1987 年開始繼續四處傳道，

最後再次建立了教會。從 19 歲開始跟在 Moecel 牧師旁邊，在教會中擔任主日學

老師的 Hana 執事在提到 Moecel 牧師時描述道：「我在 19歲的時候，為了經濟而

上臺北，一邊工作一邊讀高中，當時我住的地方樓下就是師母住的地方……我從

6
資料來源： 

1) 維基百科─基督教福音宣教會-6.2.4 教會反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E7%A6%8F%E9%9F%B3%E5%AE%
A3%E6%95%99%E6%9C%83
2) 筆者田野資料。

3) 2016 年 8 月 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
7
黃傳道師，臺灣阿美族人。2016 年 8 月 13 日黃傳道師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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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樹林的時代就一直跟在 Moecel牧師旁邊，如同他的秘書一樣……師母把我

當成自己的女兒，她很會照顧我們，Moecel牧師和師母很像慈祥的爸爸媽媽………

Moecel牧師是很謙卑的人。
8」 

    在一邊牧養教會的同時，Moecel 牧師在信仰與事奉方面仍時常尋找可以提升

與學習的機會。1994 年，白花長老在長執會議中介紹了自己透過聆聽一個聖經導

讀課程所學習的內容與體會，Moecel 牧師同意讓教會中的核心成員開始一起聆聽

學習，並且在整個聖經導讀課程學習結束之後，連同其他願意學習聖經導讀課程

的教友總共 12 人，舉辦了象徵重生的受洗儀式。白花長老在談到 Moecel 牧師建

立教會的這段歷史時說：「其實 Moecel牧師真的是很愛 神的人……自己建立了教

會，被人家趕走，又再建立，後來牧師認定這個教會，(於是 Moecel 牧師第二次

建立的教會)就成為了攝理教會。
9
」Moecel 牧師在受洗之後遠赴韓國親自拜訪基

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牧師，當時與 Moecel 牧師同行的 Kilang Kulas 牧師回

憶：「老師對 Moecel 牧師很好，請他吃飯、跟他照相，還在客廳跟他講了兩個小

時的話語！我們一起旁聽......老師還用一根講義棍指著大圖表說明……是對著

Moecel 牧師講的，我們在旁邊看、聽老師講義。10」Moecel 牧師回國之後，即使

遭遇其他牧師與多數信徒們的批評和誤解，仍然堅持以新的方向持續帶領教會，

Kilang Kulas 牧師說：「Moecel牧師很謙卑……他那時候聽到『話語可以幫助教會』

他立刻沒有自我中心地願意把整個講臺讓出來，甚至受洗之後，變成榮譽顧問、

榮譽牧師，不站上臺講道，講道就交給攝理史11，停掉宣教費，他也沒有宣教費，

但他還是跟隨到現在。12」從 1994 年 Moecel 牧師接納全新的神學概念並帶領教會

轉型開始，教會從原本的獨立教會邁向現代化與全球化，在教友中培育出音樂、

舞蹈、戲劇、體育與宣教方面的人才，並進一步展開對大學與花蓮原鄉部落的宣

8
Hana 執事，父親為民國 38 年移民臺灣之漢族，母親屬撒奇萊亞族。2016 年 9 月 25 日 Hana 執

事訪談紀錄。 
9
白花勸師，臺灣阿美族人。2016 年 8 月 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 

10
Kilang Kulas 牧師，臺灣阿美族人。2016 年 8 月 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紀錄。 

筆者註：「老師」為 Kilang Kulas 牧師對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牧師之敬稱。「話語」指以

聖經為基礎的神學內容。 
11

筆者註：「攝理史」意指「攝理教會」。「攝理」為神學名詞，Providence, divine 天主的照顧，指

全能的天主/上帝，以其無限的愛管理、指導、支派、保護天下萬物。《神學詞語彙編》2005:843。 

Providence: “The protective care of God or of nature as a spiritual power” in OXFORD Dictionaries (20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基督教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牧師將之定義為「神的旨意」、「神的歷

史」。《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協會簡介》，第六頁。 
12

2016 年 8 月 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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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作。 

    本研究的第二田野地花蓮 M.Y.部落(化名)，是 PL 執事從小生長的故鄉。PL 執

事在國小畢業後即離家至臺北工作，結婚成家後，在大姑的帶領之下，來到 Moecel

牧師所牧會的教會參與禮拜，是參與教會轉型時期第一批再次受洗之 12 人當中最

年輕的一員。2015 年 PL 執事得知昔日小學同學的兒子患病住院，便前往醫院為之

禱告，並分享「三十個論」神學課程所教導的神學內容，從此開啟了在 M.Y.部落的

宣教事工。 

    2016 年 2 月農曆新年年假期間，筆者在田野工作時間參與信實教會在花蓮原

鄉部落所進行的家訪，並於同年 8 月及 9 月兩個月當中持續參與教會每週的固定

禮拜聚會，此段期間借宿於隸屬於教會的女生宿舍，藉由參與禮拜、教會活動與

訪談，學習理解並紀錄教會與部落中的生活、文化與宗教信仰轉型的歷史13。 

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框架、論文書寫角度與論述取向 

研究方法 

    本研究期望透過微觀的參與觀察與訪談，針對 1990 年代至今北部都會區原住

民族教會的群體改宗與重整現象，呈現在時代改變的趨勢之下，個人面臨宗教信

仰變動與抉擇的原因，並進一步描述轉宗行動之後所促成的改變，與隨之進入的

全球化浪潮。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親身參與觀察，透過田野工作方式記錄

田野工作地的活動與生活，並邀請實際參與教會轉型之報導人進行口述歷史訪談

記錄，採集都市教會轉變的口述歷史，以求對群體中抽象的主觀經驗與文化概念

取得更進一步的瞭解。 

研究框架 

    在進行田野工作與後續分析時，所採取的研究框架主要有三項：一、具體信

仰生活實踐層面，包括個人生命史、個人信仰轉型過程與教會歷史與現況；二、

抽象文化概念與神學概念─關注群體中的主觀經驗與文化概念；三、教會轉型動

13
在正式進行田野工作之前，筆者曾於 2015 年 5 月 3 日、12 月 5 日、12 月 13 日，以及 2016 年

1 月 17 日，參與信實教會的運動活動以及禮拜聚會，進行「非長期參與觀察」的前置訪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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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動態過程與新族群的成形，了解促成轉型的動機、轉型前後的差別，以及新

群體形成的過程。 

論文書寫角度 

    在論文書寫方面，筆者選擇以象徵學派人類學者�Clifford Geertz�所主張之「深

描文化」的民族誌書寫方式來透過文字呈現田野地的歷史與文化。Geertz 認為，「文

化」是「一些由人們所編織而出的意義之網」，因此對於文化的分析不是尋求規

律的實踐科學，而是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 (Clifford Geertz, 1973/2014)。Geertz指

出：「文化這部行為化的文獻……就是這樣為公眾所有的。儘管是觀念化的產物，

但它卻不存在於某個人的頭腦中；儘管是非物質的，但它卻不是一個超自然的實

體。人類學內部關於文化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無休止的爭論……整個是

由誤解而引起的。一旦人類行為被視為符號行動，關於文化是一種行為模式，還

是心智結構，或是二者的某種混和物的問題，便失去了意義。所應發問的，不是

它們的本體論地位如何，而是它們的含意是甚麼…」(Clifford Geertz, 1973/2014：  

13-14)。因此，Geertz 認為：「人類學者要去理解文化這個意義之網，並透過『深

描』來呈現這個意義之網」(Clifford Geertz, 1973/2014：18)。在本研究中，成功

地以人類學方法轉譯田野地所具有的獨特文化，以期使閱讀本論文的讀者得以理

解，是筆者書寫的目標。 

    此外，有鑑於 1980�年代以來學界對於傳統民族誌書寫的反思浪潮，筆者也參

考歷史學者 James Clifford�所提出的「寓言式的民族誌寫作14」方式，在論文中大

量引用受訪者於訪談中的言論內容，以盡可能忠實呈現田野報導人與受訪者的聲

音。為使本研究聚焦於所關注的議題，筆者所取材的田野資料，以田野地於宗教

信仰轉型時期，實際參與轉型的受訪者為主。 

14
有鑑於對於傳統民族誌的各種批判浪潮，James Clifford 提出與過往民族誌有所不同的新民族誌型

態，也就是自我反思式的田野工作敘述：「自我反思的田野工作敘述。或世故或天真，或自白或分

析，這些敘述為討論認識論、存在和政治的廣泛議題提供了重要論壇(Clifford, et al. 1986/2006, 43)。

Clifford 主張，民族誌寫作將產生新的寫作政治和倫理維度，多種寓言式紀錄或「各種聲音」的展

示和定位成為民族誌作者們關心的重要方面，這有時意味著在在整個文本裡給本土話語一種半獨立

的地位，打破「科學」表述的單一特權(Clifford, et al. 1986/200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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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取向 

    在論述方面的取向，關於田野地教會因為轉型而面臨的外在壓力，本研究引

用人類學者 Jack David Eller 在近期針對「新宗教運動」的研究，以及宗教社會學者

Massimo Introvigne 針對西歐地區「反異端運動」與「法國的宗教例外主義」的研

究，於本論文第五章〈結論〉部分，加以分析討論。 

    針對田野地教會內部的互動，本研究則援引 John J. Gumperz 對於「語言及社會

認同」的研究成果，以及前文已提及的象徵學派學者 Clifford Geertz 所提出的「文

化作為一象徵體系」理論，嘗試討論「神學論述如何形成一個全新的族群認同」

此一問題。 

    John J. Gumperz 所帶領的團隊在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關注於「言語溝通」對於

「社會認同的產生和再生」的作用，以及「族群認同」與「社會性、政治性與民

族性的分歧」兩者如何在人際溝通的交流過程中相互影響。Gumperz 等人的研究，

所奠基的另一個基本的問題在於：在後工業社會下的都市化地區，來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個體，在公共演講活動中，例如委員會會議、訪談、就業以及類似類型的

目標導向之口語互動當中，彼此在交流溝通的過程所面臨的困難。(Gumperz 

1982:1-2) 

    Gumperz 認為，「公眾機構的科層化」以及「這些公眾機構比往昔對日常交流

造成更普遍的影響」，是不論在西方國家或非西方國家，位於城市化地區的後工業

社會中共同的特徵。而在這樣的科層化體系當中，言談能力、良好地表現自我的

能力，以及通過考試的能力，成為社會評價個人的基礎。因此，溝通技巧在此類

型的社會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Gumperz 指出，由於上述的這些條件，使過往的

族群邊界和社會邊界的本質和意義，產生了重大的變化。因此，在這樣的條件環

境下，傳統上被定義為「一群具有共同相似性的人群」的「族群(ethnicity)」概念，

逐漸出現了新的定義，此新的定義為：「一群因為差異性而使其與他者群體分別開

來的人群」。Gumperz 將傳統的族群定義以及在城市化地區的後工業社會環境下所

促成的新族群定義，分別稱為「舊族群」以及「新族群」。支持「舊族群」的網絡

為職業、社區、家族、政治關係……等等，在區域層面與人際層面的社會網絡，

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可能不屬於都市地區主流社群所使用的；而使「新族群」形成

的因素，則在於「該群體與他者群體之間的關鍵差異」，他們藉由「象徵性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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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來建立與他者之間明顯不同的「言說慣習(speech conbentions)」，即使屬於新

族群的人們已不再使用母語，這樣的「象徵性語言符號」仍會持續存在，並在該

族群改使用社會主流語言之後被沿用。例如：英語是美國原住民主要使用的語言，

然而這當中隱藏了許多價值觀與對話慣習(discourse conventions)的多樣性 (Gumperz 

1982:4-5)。 

    為了解決此語言差異導致在言語溝通時會面臨的問題，Gumperz�的研究團隊透過

參與所研究的組織的日常事務，與在該組織內部工作的人員，以及言語溝通事件之

參與者們的合作，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尋找對於社會學或民族誌的相關分析重要的

關鍵「情境」或「言談事件」的典型例子。Gumperz指出，即使在言談溝通事件中，

被人們所使用的語用條件是普遍的，但是在現實狀況下，當溝通任務成為社會實踐

時，在文化上是變異的，而這些變異點可以歸類為：1)不同文化對於適當的行為與

意圖的假設不同、2)在對話中建構資訊或論點的方式不同、3) 言說方式的不同，亦即

語言慣習的不同。因此，Gumperz�認為，這些研究表明，在言談溝通事件當中所使

用的語言慣習(linguistic conventions)，在呈現言談者的族群與階級背景的層面上，比人

們所預期的還要敏銳。此外，他也舉出�Birdwhistell（1970）和                Hall（1959）的研究證

明，在跨文化的溝通事件當中，若非語言性的符號與慣習有文化上的差異時，誤解

就可能產生 (Gumperz 1982:10-14)。 

    由於在筆者進行田野工作的過程中，同樣觀察到田野地區族群之間「語言/言

說/對話慣習(language/speech/discourse conventions)」的差異，因此筆者認為，Gumperz針

對位於英國、香港、美國與加拿大的都市地區後工業化社會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

地也呈現了臺灣都市原住民在臺灣平地都市中會面臨的狀況。然而，筆者在田野工

作當中發現，由來自八個以上不同族群的成員所組成的信實教會，在溝通的過程

中，雖然也會面臨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困難，然而教會內部卻發展出一套成功的溝通

模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員得以合作無礙，這套溝通模式，與促成教會轉型的神

學概念，以及禮拜、靈修會等公眾活動，還有原住民傳統部落文化中的「分享/共

享」文化有關。對於此現象的分析與解釋，筆者採用�Clifford Geertz�的理論來說明：

促成教會轉型的神學概念因為參與轉型的群體共同接受而在教會中被保留下來，並

未因為外在負面力量與言論的影響而被拋棄，因此逐漸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文化體

系。而這套文化體系當中所具有的跨文化性，使教會當中的成員，對於來自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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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者得以採取一套全新的觀點，最終使這樣的溝通管道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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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仰觀念的轉換 

第一節 促成教會轉型的動力因素：基督宗教之神學概念「攝理」 

    在信實教會由都市獨立教會轉型之前，教會中的成員，多半是來自於從祖父

母輩或者曾祖父母輩，開始信奉基督宗教的世代基督教家族。信實教會中的長執

輩世代，在臺灣社會開始工業化與都市化的時期，離開在東部的原鄉，到北部的

都市就業、發展，直接促成了此一原住民都市獨立教會(轉型前的信實教會)的成立。

而他們的下一代，也就跟著長輩們在北部都市中的學校與教會中就學、成長。 

    促成此都市原住民獨立教會轉型，並造成教會中信徒們在生活上產生變化的

因素以及動力，來自於基督宗教中所獨有的神學概念，以及在長久以來，自多數

信徒的祖先輩開始，對於不同於既有之信仰生活層次的追求與期盼。在信實教會

成員們的生活中，「攝理」一詞時常被人們提及。 

    「攝理」翻譯自英文「Providence」，源自拉丁文，指「預先看到事情發展的

狀況。在人生的基本經驗中，弱者需要強而有力者的援助、小孩需要父母保護、

個人需要國家輔助。在聖經中，天主/上帝照顧一切受造物及古聖祖們，如若瑟、

梅瑟...等，供給一切所需。新約時代，耶穌向人啟示天主/上帝，無限愛情的照顧

人類，甚至以言以行告誡人應如何遵行。」(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 2005:843)。在基

督新教的《韋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中，則將「Providence」定義為「神護理之工，

是祂用至潔、智識、權能，保護並治理祂所造的萬物，以及他們的一切動作」。護

理15是不斷的支持與管理宇宙並其中一切所有的，所以神整個的永遠計畫得以確定

完成(趙中輝 1983:302)。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牧師，在沿用這個具有悠

久歷史的神學名詞的同時，也同時賦予它新的意義，將「攝理」定義為「神的旨

意」、「神的歷史」16。 

15
Providence 的中譯詞，有時翻譯成「照顧、眷顧」，有時則譯為「攝理」。在信實教會成員的生活

中多半使用「攝理」。 
16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協會簡介》，第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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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描文化」17：信實教會內部信仰者對於神學概念「攝理」的觀點 

    為了能以 Clifford Geertz 所提出的理念：「深描文化」的民族誌方法，在研究論

文中，盡可能地呈現並解釋田野地的文化概念，在接下來的章節段落當中，將透

過 Kilang Kulas 牧師、白花勸師、PL 執事、黃執事、黃傳道師、陳執事，以及 Kaniw 

Angah 牧師等信仰者們，在訪談當中與神學概念相關的訪談內容，或者於教會內正

式禮拜、聚會當中的證道內容，來呈現信實教會內部對於「攝理」的觀點。 

    上述的七位受訪者們，為曾經歷信實教會由都市獨立教會轉型為攝理教會，

並且至今仍固定在每週到教會做禮拜者，或者是在教會轉型之後，因為神職工作

的任派之故，從其他攝理教會轉入至信實教會服事之信仰者。 

Kilang Kulas 牧師18 

Kilang Kulas 牧師是首位學習「三十個論」攝理神學並決志受洗的臺灣原住民，

Kilang Kulas 牧師的母親則是在信實教會中首位學習「三十個論」神學的信徒。 

Kilang Kulas 牧師的曾祖母是家族中的第一代基督徒，在 Kilang Kulas 牧師的曾

祖母成為基督徒之後，家族中許多的成員都在教會中擔任長老或其他的神職工作。

對於從小就在教會中成長的 Kilang Kulas 牧師來說，「為基督宣教的工作」是最棒

的工作，而能站在證道臺上呼喊福音的佈道講師是最值得羨慕的職業。 

在 Kilang Kulas 牧師就讀國中的時期，因為生了一場大病，所以在病痛中向上

帝禱告尋求幫助，而在當時所做的一個禱告，成為 Kilang Kulas 牧師人生中的一個

重要轉捩點，甚至影響了日後人生道路的選擇： 

「我國中二年級的冬天，禮拜一、禮拜二我要考段考，我在禮拜六卻生了一

場大病，是一個重感冒，那個感冒非常地嚴重，嚴重到我沒辦法讀書。然而因為

我母親對我們的教育是：『信仰擺在第一，功課擺在第二─你可以不用去學校、

你可以蹺課，但是你不能因一些不必要的活動而不參加禮拜』一方面也是養成習

慣的關係，所以我記得禮拜六我病得很嚴重─又發燒、又頭痛、又流鼻水、又咳

嗽，整個人只能癱在那裏─但是禮拜天我還是去教會。19」 

17
象徵派人類學者 Clifford Geertz 對於民族誌寫作的理念，參見本研究第一章第三節。 

18
Kilang Kulas 牧師，臺灣阿美族人，白花執事長子，國立政治大學畢，曾任信實教會牧者。 

19
2016 年 8 月 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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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Kilang Kulas 牧師回憶起當天主日禮拜的狀況時，只記得自己是躺在教會最

後面一進大門口旁的長椅聆聽證道的。在主日禮拜結束之後，Kilang Kulas 牧師就

回家準備隔天的考試，然而卻由於病痛的折磨而力不從心： 

「主日禮拜結束之後我就回去準備隔天的期中考……那時候冬天又特別冷，

外頭又下雨，然後隔天要準備的功課都沒有時間唸、沒有力氣唸、也沒有精神唸。

我那時候 14歲，也看了醫生，手上也有前一天醫生配的藥，但是還是不見好轉……

除了生病之外我手又受傷，因為那時候不小心有一個木屑插進我的大拇指，所以

我整根大拇指腫起來，那時是非常痛苦的狀況，又有考試的壓力，又不能休息，

所以就只能呼喊 神。
20」 

於是，當時因為病痛而癱在書桌前的 Kilang Kulas 牧師，開始向上帝禱告。 

    「因為媽媽以前給我們的教育就是禱告、信仰，所以那時候就禱告，我要解

決身上病痛的問題我才能夠念書，主日禮拜結束之後我就攤在我的書桌前面禱告，

我說：『耶穌啊！請祢醫治我。』在那之前我聽到很多基督徒生病透過禱告得到

醫治的見證，之前都還沒發生過在自己身上，然而那時候也沒別的方法，只能禱

告，所以那時候禱告說：『 神哪！請祢醫治我，因為我隔天要考試。現在情況有

多嚴重』那時候我跟 神有點像交換條件，之前也聽過牧師教導可以做跟 神交換

條件的禱告，比如說『 神為你做甚麼、你願意為 神做甚麼』這樣子來回報 神，

或是懇求 神，成為一個禱告的條件作為交換。我那時候就跟耶穌說：『耶穌啊！

主啊！如果祢醫治我的病的話，我願意把我的一生奉獻給祢。』21」 

在身為第四代基督徒的 Kilang Kulas 牧師想法裡面，把一生奉獻給上帝是很自

然的，因為母親從小如此幫孩子禱告、自己從小就去教會，把人生獻給上帝是理

所當然的事情。接著，Kilang Kulas 牧師把前一天在醫院領的感冒藥丟到垃圾桶，

以展現對 神的信心。 

「因為聖經裡面有說：『你們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種的話，連山都可以挪

移啊！』那這小小的病又算甚麼呢？所以那時候為了展現信心：『就這樣子沒有

退路了！』，後來很神奇的，整個情況就改觀─我的病好像就好了！好很多─頭

不會痛、身體整個的狀態好轉、大拇指腫起來的狀況也不再那麼疼痛了，我開始

20
同上：註腳�19 

21
同上：註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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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可以準備功課了！隔天的考試我已經忘了考得好不好，反正沒有太差。但

是這個重點是說，因為那一個對 神的誓約，影響我之後人生道路的選擇，很多時

候我要判斷我在做甚麼的時候、我要選哪個科系、我的人生道路要怎麼選擇─包

括日後在大學的時候本來有機會可以去到演藝圈當歌手─但是因為之前在 14歲那

一年跟耶穌有這樣的誓約的關係，我在做判斷、做人生選擇的時候，都會考慮到

這個部分，我都會覺得『我是不是背叛 神？我是不是忘記了以前跟耶穌的承諾？』

這是我人生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我那一次為了病痛禱告的那個時間，那時候是

中午，也沒有胃口吃飯，應該是很懇切的關係，我應該是看到耶穌，雖然不是很

清楚但是看到了，所以我那時候病痛的問題才能夠解決，這是跟耶穌的一段故事。

22」 

Kilang Kulas 牧師在國中時期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耶穌基督的決定，成為促使

他往後時常利用假日時間參加基督教會所舉辦的的大型佈道會以提升自身信仰的

水準，以及在就讀大學期間，一面完成學業，一面於教會當中擔任青年會副會長

的職務事工的動力，也因此讓 Kilang Kulas 牧師在就讀大學三年級的時期，有機會

開始學習以基督宗教神學概念「攝理」為基礎的「三十個論」。 

「我是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被攝理史傳道的，我在 1993年寒假的時候，被我

的同班同學傳道進來攝理史聽話語。我在聽課之前是在原住民的教會聚會，我在

教會裡面是青年會的副會長，在新北市蘆洲。……那時候聽課真的解開我對聖經、

還有對信仰很多的疑問。因為以前是文字信仰，而『三十個論』一個一個都把我

對聖經，還有把我對過去文字信仰部分的疑問都解開了──聽課的過程當中，對

於信仰的部分真的一個一個地都給我明確的解答，所以那時候心情真的很開心，

以前小時候的疑問、對聖經模糊的概念、對 神模糊的概念，都讓我變得更清楚了，

也讓我更懂得聖經。……我從小到大都一直追逐佈道會，假日常去參加大型的佈

道會……我聽過各教派的佈道，以前在比較偏鄉的地方，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因

為在臺北市讀書，我的視野就變得更寬廣，有機會可以去到新店的行道會、浸信

22
同上：註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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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其他的教派、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佈道會，去聽一些比較有名的佈道師所講

的真理，所以那時候比較提升一點點，而『三十個論』的話語又更提升了。
23」 

在透過學習「三十個論」而解開對於信仰的疑問，並且再次受洗之後，Kilang 

Kulas 牧師選擇在大學畢業後，踏上從事神職工作的道路，也藉此實現自己在國中

時期向上天禱告時所做的約定。 

談起解開自己過去對於基督宗教信仰方面疑問的「三十個論」神學，以及創

辦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的鄭明析牧師，Kilang Kulas 牧師在言詞當中充滿了感激。 

「以前帶領我的前輩曾經跟我講一句話，他說：『不了解而相信這個是迷信。』

我小時候的信仰真的是不了解而相信，只是因為從小出生父母親是這樣的信仰，

我就是這樣的信仰，不知其所以然，只是一種習慣，反正也不討厭，一出生就是

基督徒，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生活習慣。我在 1993年在攝理教會受洗，現在經歷

二十幾年，這二十幾年的跟隨過程中，感謝 神！算是我人生中最精華的時間24。」 

白花勸師25 

Kilang Kulas 牧師的母親白花勸師，是促成信實教會轉型的重要人物之一。白

花勸師的祖母，是家族當中的第一代基督徒，在臺灣日治時期選擇相信耶穌基督

的原住民，遭遇為求統治之便而壓迫宗教自由的日本總督府懲治的過往歷史，白

花勸師是透過祖母在家中的講述而學習了解的。 

「以前我聽我阿嬤說，在日本時代的時候，我們相信耶穌也會被逼迫，都會

被抓、被打，甚至還會挨家挨戶去看，如果被抓到、發現，就會罰他們跪綠豆、

要打，然後還要對手指用刑，那個時候他們叫我們不要去相信。原住民相信耶穌

初創期的時候是這個樣子的，有被逼迫。
26
」 

23

24

25

同上：註腳�19 

 同上：註腳�19 
白花勸師，臺灣阿美族人，第一代都市原住民，曾任長老，現任勸師。 

勸師：女性神職名稱。《今日華人教會》第二七六期，2010 年 2 月號，第 16-17 頁。資料來源：

http://www.cccowe.org/pic/20100222/p16.pdf  
26

2016 年 8 月 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 

http://www.cccowe.org/pic/20100222/p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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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身為家族中第三代基督徒的白花勸師而言，「去教會」是在臺東鄉下老家

的成長過程當中時常經歷的兒時回憶。然而，當白花勸師在回想過去的信仰生活

時，認為當時的信仰「只是會去教會、相信神」而已，並沒有在教會中學習到很

深刻的神學概念。 

「在鄉下的時候、小朋友的時候都會去教會，然後國小畢業出社會之後就開

始沒有去教會了。我(出社會後)甚麼時候開始去教會的？因為我生兩個孩子(都是

兒子)，第三胎很想生女兒，就出來個女兒，很感謝，那個感謝的心很想奉獻給神，

就開始去教會了。那時我在基隆，我一國小畢業 16歲就來基隆，三個孩子都在基

隆出生。……我去教會的時候，一開始是主日學教師，然後當執事，然後當長老。

27
」 

     白花勸師在離開家鄉至北部都市工作之後，因為祖先流傳下來的宗教信仰傳

統以及對上天所懷抱的感恩之情，而再次上教會，並在教會當中擔任神職(長老) 來

服事上帝。在透過教會裡的事工服事上帝的過程當中，白花勸師的先生曾因為長

骨刺的問題而接受一次移除骨刺的開刀手術，當時手術之後過了十天，白花勸師

的先生仍舊只能躺在病床上無法起身。然而，在接受一位傳道師的醫病禱告之後，

當下就得以立刻起身行走。白花勸師認為，自己是因為親眼目睹了這樣的事件，

才真正體會到神。 

    「我先生長骨刺就開刀，剛好同時期有一個歌星開刀失敗然後坐輪椅，所以

那時我很害怕。開刀後過了十天都還不能動，後來我媽媽寫信給我：『你要很愛

神哪！你要相信神哪！』然後說他們那裏有一個原住民傳道師將近四十歲，他禁

食了四十天，我媽媽說：『神給他醫病的能力，如果你禱告，聖靈就會感動他來

為你先生醫病。』那時候只有我先生上班，我們又租房子，還要給三個孩子吃，

我先生住院的話我們就沒有收入了，所以我心裡很難過。 

    那時候我就向神禱告，我說：『神啊！如果祢真的存在的話，祢就醫治我先

生，如果祢醫治我先生，我就會去教會服事祢。』我就這樣禱告。我這樣禱告沒

有一個禮拜，那個傳道師就來了，是我媽媽跟他講我在醫院，他來的時候帶著四

27
同上：註腳�26。括弧內的文字為筆者為增進行文流暢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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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唱詩班的人去礦工醫院那裏。 

    在我先生住院之前每次去教會都是我自己去，我先生只送我去教會。傳道師

來醫院的時候，傳道師跟我先生說：『你生病了，你要禱告。』我先生不知道要

怎麼禱告，他就這樣看著我，我跟他說：『你就呼喊神，就說：「神哪！」這樣。』

於是他就說：『神哪！』 

    後來我先生跟我講：他一呼喊神，聖靈就從他的腳那裏ㄉㄨㄞ(醫治)，他就

趕快禱告。我先生禱告之後，那個傳道師就摸我先生開刀的地方禱告，那個傳道

師的禱告很簡單，那個傳道師禱告說：『在這個弟兄身上的魔鬼撒旦，奉主的名

完全地出去！』然後他就跟我先生說：『石弟兄，神已經醫好你了，你去走到那

裏再走回來。』那時候我先生還從來都沒有動過耶！因為不能壓到(開刀的地方)，

他都沒有起來過，連坐都還沒坐起來過。我先生說那時(感覺)好像有人推他，然

後他就自己坐起來，那個傳道師就跟他說：『那你走到大門然後走回來。』我先

生就走。那個時候我就哭了：『喔！真的有耶穌這一位神！』我的先生當時走過

去又走回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神蹟。 

    當時那個傳道師對我說：『你們不要住院了！出院了啦！因為神已經醫好了。』

於是那個傳道師就回家了。隔天早上醫生來的時候說：『可以拆線了。』然後幫

我先生拆線。我們就辦出院手續回家了，我先生從那時開始一直好起來。 

    那次住院之前我先生做船的生活不是很好，做船回來就喝酒，船長請客。經

過這件事以後，酒、菸都沒有了，酒肉朋友也就慢慢地都沒有了，後來我先生(開

始)火熱地上教會了。神是這樣子讓我認定神的。28」 

在親眼目睹先生因為透過傳道師的禱告幫助而痊癒，因而真正認知到上帝的

存在之後，過了一段時日，白花勸師再次因為經歷了一場車禍意外，而更加清楚

認知在《聖經》上所記載的內容。在面臨險境的當時，白花勸師在耳邊聽到一句

出自《聖經》當中的言語，因為在這場車禍當中的親身經歷，使白花勸師更清楚

地瞭解在《聖經》當中所記載的，耶穌基督對門徒們的訓誨。對白花勸師而言，

這是實際發生在自己身上，跟上帝之間的神奇故事。 

    「有一次我們回臺東老家的時候，當時我們還沒有汽車，早上四點就要去火

28
同前：註腳�26。括弧內的文字為筆者為增進行文流暢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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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那時候我姊姊跟我姊夫，我跟我先生各一部摩托車，我被我先生載，我們

一直往前騎，遇到一個彎路，我先生不知道幹甚麼，當時他沒有轉彎，就直直地

撞到路邊四方型的方塊。因為我坐在後座，就被撞飛得很高，因為我知道那底下

是做磚塊的，底下有很多磚頭，我就說：『唉唷！我會掉在哪裡呀！不要掉在石頭

上！』，後來我掉在人家種水田的秧苗，我掉在水田的邊邊，好在不是在石頭上，

只是我的脖子不能轉，而我先生還好沒有怎麼樣。我一掉下去應該會喊：『唉唷！

唉唷！』，可是卻嘴巴一直講：『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後來我耳邊傳來一句話，

祂說：『我愛的，我就要責備』當時我很高興，我就說：『哦！啊神很愛我喔！』

我就很高興：『喔！神祢很愛我，那祢要對我說甚麼？』祂就跟我說：『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來愛我』29之前我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祂這樣講了之後我就知道這個

意思了！ 

    為什麼呢？因為我很愛去禁食禱告，臺灣有一個苗栗禱告山，以前每當難得

工作休息的時候我很喜歡去，當時是過年，在過年前的兩個月我就開始向神禱告，

我說：『神啊！過年的時候我一定要去親近祢，我要去參加。』──結果到了過年

的時候，我先生卻不讓我去。我跟他說：『我要去親近 神，你帶著孩子回老家。』

因為我們阿美族是母系，我先生是入贅的，我先生就跟我說：『我要怎麼面對你的

爸爸媽媽？』我先生說他會很尷尬，一定要我回家，我就答應說：『好啊！那我就

跟你回家。我在家裡禁食禱告也一樣。』那時候我的想法是這樣。 結果我們回家

過年那一天家裡又殺豬──原住民聚集的時候會殺豬──殺豬的時候，先生又要

我吃，我就跟他說：『不要啦！你自己吃。』我先生又跟我講那句話：『你沒有吃

我哪好意思去吃！？』於是我就吃了。因為沒有向神還(之前)跟神的約定，所以

就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 神才跟我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來愛我』當下我

還不了解這甚麼意思，在心裡問：『這是甚麼意思？』祂就跟我說：『妳過年前不

是跟我禱告說妳要去嗎？結果妳愛妳老公勝過愛我！』『啊~原來是這個意思！』那

個時候我就解開『你要盡心、盡意、盡力』這句話。
30
」 

29

30

和合本《聖經‧馬可福音》12 章�20 節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 

2016 年�8 月�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中文字為筆者為了幫助閱讀理解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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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離開原鄉到北部工作，並重新回到教會之後，白花勸師時常利用放假的時

間，參加在苗栗禱告山舉辦的禁食祈禱活動。談起過去在苗栗禱告山禁食祈禱的

經歷，白花勸師表示：自己是在那裏第一次看見異象，也因為看見了異象，開始

有別於過去只是感恩上帝、祈求上帝保佑的信仰，而開始進一步思考在基督宗教

信仰當中更為深入的神學問題。 

    「以前我都會去苗栗禱告山那邊禁食，人家都說去那裏會看到異象、看到天

使，那時候我很好奇，我就想要去。那時候教會都會包遊覽車去，好多好多(人)。

那時候我就去(參加)，禁食到第三天的時候，牧師就把我們叫來說：『我們要去

禱告了。』我就開始禱告，為各教會、為臺灣、為全世界禱告，最後為自己禱告。

我向神懇求，我說：『神啊！祢要讓我看見啊！祢如果讓我看見，我一定要為祢

做見證。』後來我就看見了──我閉眼睛的時候就看見十字架，耶穌被釘在十字

架，(但是)那個十字架是斜斜的，我就想：『唉！怎麼是斜斜的？』我就一直認

罪悔改，(我)想：『因為牧師說是我們的罪才讓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我就

認罪悔改，我說：『主啊！我向祢認罪悔改，是我的罪把祢釘十字架的。」』(但

是)它還是沒有起來，(即使)我一直禱告，它還是沒有起來。其他的(人)都禱告好

了，有一個弟兄看我還在禱告，(所以)要來幫我禱告，他來就(說)：『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感謝神！』他(說)第一句話：『哈利路亞！』那十字架就站起來了！(那

是)我第一次看到異象，我想：『我要把它扶起來！我(睜)開眼睛就看不到，閉(上)

眼睛就看到──原來是(在)我們裡面的靈(的)眼睛張開就看到。後來(十字架)起

來，我就知道──以前我們基督教見面的時候會(說：)『平安！』，真耶穌教見

到信徒會說：『哈利路亞！』，天主教見到信徒會說：『天主保佑！』，有分啦！

所以講『哈利路亞！』我就不喜歡，因為我們是基督教要『平安！』──(但是)

那時候那個弟兄這樣講之後(十字架)就起來，從那個時候我就喜歡講『哈利路亞！』

喔！原來『哈利路亞』是天國的語言！我就很喜歡講『哈利路亞！』。 

    (當時)我看到那十字架起來(之後)，耶穌下來，耶穌穿白色的衣服、涼鞋(樣

式)的金鞋，耶穌都沒有笑容，祂就這樣翻給我看祂(手上)的釘(痕)，有一個洞。 

耶穌跟我說：『不是你把我釘十字架的，跟你無關，你只要認罪悔改就沒事，是

亞當夏娃把我釘的。』我說：『喔！』於是他就讓我看見一條鄉下的小路，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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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的體會是：『耶穌叫我走小路，不要走寬路，往天國的路是窄門31』我就(說)：

『阿們！』。後來我想：『怎麼會是亞當夏娃(把耶穌釘十字架呢？)』(過許多年)

我聽課才解開，你看那麼多年，後來我聽『三十個論』才知道為什麼是亞當夏娃

把耶穌釘十字架。所以在以前還沒有聽話語的時候就是這樣，耶穌給我這樣解開

一些問題，(而)我聽了(「三十個論」)話語解開了那些問題就更認定。32」 

    如同 Kilang Kulas 牧師一般，白花勸師開始學習「三十個論」神學的契機，也

是由於期盼解決對自己既有的基督宗教信仰當中之疑問，除此之外，也是因為親

眼看見長子 Kilang Kulas�牧師在行為上的轉變。 

    「我在基督教時很愛去分享禱告，來到 Moecel 牧師牧養的教會的時候，我們

每個禮拜六晚上九點，Moecel牧師就會帶我們去河邊禱告，因為河邊才不會吵到

人，牧師都會大聲地呼喊聖三位，所以會去河邊，(我們會)禱告禱告……到三點

左右，四點以前回來。 

    (當時)禱告很多耶，我們讚美然後禱告，在禱告的時候為個人、為教會、為

家庭、為臺灣、全世界、福音機構，為很多很多(項目)禱告，就這樣子禱告──(然

後)Kilang Kulas就先進來(攝理教會)。 

有一天 Kilang 回來，他跟我說：『媽媽，我們學校附近有一個教會很神

奇喔！很多人──一窩蜂的年輕人！可是我聽說那個牧師是韓國人，我聽說是異

端。』他就這樣講。 

    我就跟他說：『Kilang，那你去那邊聽過沒有？』 

    他說：『沒有。』 

    我說：『你聽都還沒聽，不可以亂講話。萬一是出於神的，你會有罪喔！你

有空你去聽聽看，如果合乎聖經那就是出於神的。』 

    可能後來有同學、學生把 Kilang帶進去(那個教會)，(去了以後)他回家的時

31
和合本《聖經》 

《馬太福音》7 章 13 節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 

《路加福音》13 章 24 節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

去，卻是不能。 
32

2016 年 8 月 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中文字為筆者為了便於讀者理解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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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不一樣，原本回家他都會看電視的，後來他就不看了，一直給我分享話語。33」 

    當時大學剛畢業的 Kilang Kulas 牧師在回憶母親當初開始學習「三十個論」的

契機時，也提及了白花勸師在當時對於進一步了解基督宗教神學的期望。 

    「我媽媽和爸爸都是教會的長老。我媽媽信仰很虔誠，當時常常去參加教會

的徹夜禱告。我很感謝我媽媽，我媽媽在我小時候，因為看到《聖經》：『頭生

的要獻給 神』我是她第一個小孩，所以她都為我禱告，希望可以把我獻給 神。

有一天媽媽突然問我一個聖經問題，我那時通過已經快一年半了，我竟然可以跟

她講出一篇話語，我自己也嚇到，突然發現：『我怎麼對聖經這麼了解！？』可

以從《新約》到《舊約》完全解開她的問題，我發現我講得比以前教會的牧師還

好！那時候我大學剛畢業。我媽媽也覺得我解得很好，她也應該沒聽過這樣的解

釋──所以我當時就透過分享，滔滔不絕地跟媽媽講話語，後來她即使下班回來

很晚了，仍不斷地問我問題，這可能也是 神要我傳道她的契機，她也驚訝自己的

小孩怎麼變厲害了！？所以問我：『是怎樣的情況？』我就跟她分享過去在攝理

學習整個的狀況─包括我去韓國、還有迎接總會長牧師的巡迴─不斷地跟她分享，

後來我每天幫媽媽講課。後來發現媽媽越來越火熱，就說：『這樣子不行，她想

多聽一點課，可是她白天要工作，怎麼辦？』那個時候全臺灣只有三間攝理教會，

當時我住在教會旁邊，自己有一個房間。後來可能也是聖靈給的感動，我就跟媽

媽講：『那媽媽你要不要去教會聽話語，聽一整天的，我請教會幫你排課，你就

一天八小時，看能排幾課，就集中一個禮拜把課聽完。你那麼想要聽話語，就這

樣子最快，他們講得都比我好！』媽媽就說：『喔！好啊！那我的工作怎麼辦？』

我說：『我幫你做！』後來我就跟我爸爸開車去送貨，送了三個禮拜，我媽媽就

參加教會早上的晨更禮拜，然後從八點開始排課，排到晚上，就像學校上課這樣，

很紮實地聽完課然後通過，她聽的時間比我更短，我聽了一個半月，她聽了三個

禮拜，她聽完課通過之後，也很喜悅。34」 

33
2016 年 8 月 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中文字為筆者為了便於讀者理解所加。 

34
2016 年 8 月 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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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因為有自祖先流傳下來的宗教信仰傳統，所以白花勸師從出生開始，就

有既有所屬的教會宗派。然而，對於白花勸師而言，即使是和自己不同的基督宗

教派別，若是沒有違背《聖經》上所記載的教誨，就是出於上帝，並且也總是在

參與教會的徹夜禱告時，為了全世界不同的福音機構向上天禱告祈求。因此，對

於解開自己過去在宗教信仰上曾產生過之疑問的「三十個論」神學，並沒有排他

的想法，反而因為能透過學習嶄新的神學概念，更加深入地了解《聖經》，而懷

抱著感恩之情。白花勸師提及自己在學習「三十個論」神學之後的改變時，認為

自己過去在面對基督宗教所教導的「末世審判」神學概念時，有很不一樣的心情。 

    「我比較大的改變就是，以前我在教會的時候，因為(教會教導)說地球會被

燒，所以是因為怕的關係才尋找神的，是(用)很怕的心情找的，因為這樣才不會

被燒。聽了『三十個論』話語之後，就不一樣，原來是『新婦』、是『愛』，喜

悅地去服事奔跑，(和以前)不一樣。35」 

PL 執事36 

    PL 執事是 Moecel 牧師所牧養的都市獨立教會在轉型時期，第一批學習「三十

個論」神學之後決志受洗的 12 位信徒當中，最年輕的一位。 

    對 PL 執事來說，能夠聆聽學習教導攝理神學的「三十個論」，也許是上帝紀

念自己過去在位於原鄉的教會當中的服事，因而賜下的祝褔。身為第三代基督徒

的 PL 執事，在每個星期的主日上教會做禮拜，是還在原鄉部落當中成長時，重要

的兒時回憶。 

    「我小時候已經在 Dongwa(化名)教會了！所以呢！我主日學的時候就會帶一

群小朋友，我很像班長。然後有時候，因為有的小朋友拖拖拉拉、賴床，所以我

看時間來不及了，所以呢我們就會在一塊田、一個很大的石頭那邊，我就帶他們

在那邊做禮拜。然後還要收奉獻！因為我看那個時間來不及，到 Dongwa(化名)教

35
2016 年 8 月 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中文字為筆者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所加。 

36
PL 執事，臺灣布農族人，第一代都市原住民，現任社會福利單位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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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那邊禮拜就結束了！所以我說：『我們不要去了！我們就在這邊自己做禮拜了！』

37」 

    也許是因為先天就具備獅子般的大將個性，雖然並未被指派為主日學班長，

PL 執事在當時很自然地就負起了帶領其他主日學學生的責任。除了過往在故鄉時

帶領主日學同伴的經歷之外，PL 執事的父親在日常生活中透過行為所展現的宗教

信仰精神，也對 PL 執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所以有時候我禱告的時候我就很感謝 神啊！也許是過去所做的一些事情， 

神都紀念吧！然後讓我可以聽到(攝理教會的)話語。還有其實我的爸爸，他也是

一個禱告很厲害的人，我爸爸他不管多累啊，他的晨禱絕對不會停止，我爸爸他

很會晨禱，他會守住晨更。我在兩年前的時候，就一直想要努力地學習我爸爸的

精神，就是晨更，所以我一直跟主說：『我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到！』這樣子。

感謝 神！真的後來慢慢地、慢慢地做、體質化之後，你在那個時間就會自動起床。

38」 

    PL 執事在國小畢業之後，便離開部落到北部都市工作，雖然是母胎信仰出生，

在結婚之後，PL 因為先生的宗教信仰和自己不同，而不得不礙於現實，不再上教

會。後來，PL 執事的先生發生了一場嚴重的交通意外，這場意外，讓 PL 執事再次

產生想要重回教會、尋找上帝的決心，因而也埋下了在日後得以學習「三十個論」

神學課程的契機。 

    「那個時候是我先生發生了一個大車禍，很嚴重。那時候其實滿辛苦的，然

後我的阿姨就來醫院看我們，聊一聊之後，她就說：『我帶你去教會』。去教會

之後，剛好那一次的證道經文裡面有一個說『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爬起來的

經文39』。那時候我很感動、很感動！因為我是母胎信仰，(以前)我都有去教會，

我嫁了之後我再也沒有去教會。我對那一句(聖經經文)很感動，所以那時候我就

37

38

39

2016 年�2 月�10 日�PL 執事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幫助理解而添加
同上：註腳�37。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幫助理解而添加

彌迦書�7:8 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卻要起來；我雖坐在黑暗裡，耶和華卻作

我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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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定決心─『我要回來，回來主的身邊』。40」 

    於是 PL 執事在(丈夫的)阿姨帶領之下，來到了�Moecel�牧師所牧養的都市獨立

教會。雖然是進入一個從未踏進過、位於市區的新教會，這件事情的意義，對於

從小就在禮拜天到教會上主日學的�PL 執事而言，卻是重新回到上帝的身邊。 

    在面臨人生困境時，被教會禮拜中的證道經文所打動，因而重回教會的 PL

執事，在教會中的牧者與其他長執人員決議開始用「三十個論」神學課程來引導

教會中的其他成員時，便立刻把握能透過學習新的神學課程而更加了解上帝的機

會。 

    「因為我的先生是拜拜的，他不只拜拜……而且他會逼迫我，對！我以前聽

話語沒有那麼順利，他們都聽完了，我很著急你知道嗎？我就覺得：『他們要聽

完了，我都還沒有聽完』，然後很著急。後來真的是感謝 神！就是 神的帶領！

我婆婆就上來(臺北)，(我就)用我婆婆當擋箭牌，然後我一個禮拜當中就聽完了

15課！然後就跟他們一起通過，我們有 12個人吧！所以那時候我聽話語真的蠻辛

苦的啦！因為那時候前面聽話語的時候，不只是我們教會的一些風暴41，還有我家

─就我先生！42」 

  即使因為先生阻擋，仍堅持學習完「三十個論」神學課程的�PL�執事，在受

洗通過之後，選擇走出家門、進入社會，從事協助都市原住民勞工的社福工作，

並且在上司的幫助之下，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重新進入學校，從國中開始入

學，至今已拿到大學的畢業文憑，並且進入研究所開始攻讀碩士學位。當被問及

從起初開始學習「三十個論」神學課程至今的經歷，PL�執事認為一切都是因為上

天的帶領與保守。    

  「我覺得不管是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我的信仰，然後還有我的求學的路，真

的都是神的帶領、神的保守，嘿啊！所以我常常就是『若沒有主我不能活！』43」 

40

41

42

43

2016年2月10日 PL執事訪談紀錄。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幫助理解所加

筆者註：信實教會轉型時期所面臨的阻礙，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2016 年�2 月�10 日 PL 執事訪談紀錄。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同上：註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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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執事44 

    在 1980�年從臺東上臺北發展的黃執事，不管做甚麼工作，一定會在禮拜天到

教會聚會。在受聘於建築公司從事木工行業時，黃執事為了在主日的時間上教會

做禮拜，禮拜天一定要休息，而黃執事也順利地獲得了上司的同意，而可以在禮

拜天持守禮拜。 

黃執事曾和開拓信實教會轉型前之都市獨立教會的�Moecel�牧師在同一家公司

上班，兩人的家也剛好在附近，因此在教會轉型前，黃執事時常跟著�Moecel�牧師

到處拜訪住家。 

    「我和(開拓教會的)Moecel牧師同一個公司上班，家也在附近。Moecel 牧師

是一位很謙卑的牧師，很愛人，牧會時很勤勞，常常拜訪住家，很相信神，來攝

理之後更相信神，有事都會跟教會中其他人討論。45」 

    在被問及教會開始轉型的那段歷史，黃執事提及了在信實教會轉型前後，自

己對於基督宗教神學概念的認知，產生了不同層次的差異。

    「原本在(都市獨立)教會時期，很想再深入了解信仰，也曾請其他牧師來教

導。但是話語再怎麼聽，聽來聽去還是一樣；當時哪裡有牧師很會講話語，就請

那位牧師來講，聽來聽去都一樣的話語。當時白花勸師的兒子聆聽了攝理話語後，

告訴媽媽有這樣的話語。(Moecel牧師透過白花勸師知道)有一個韓國牧師講話語

講得很好，白花勸師就安排木新教會46的講師來(教會)教話語，聽了之後(覺得)

跟之前聽的都不一樣，層次不同。(以前我跟著)Moecel牧師到處拜訪，來攝理之

後，Moecel 牧師退休，但(我)因為認同話語所以不看人。47」 

44
黃執事，臺灣阿美族人，第一代都市原住民。 

45
2016 年 3 月 20 日 黃執事訪談紀錄。括弧內文字為增進讀者理解之故，由筆者所添加。 

46
木新教會，信實教會轉型期間，位於臺北市之攝理教會。2016 年 8 月 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

談紀錄。 
47

2015 年 5 月 3 日&2016 年 3 月 20 日 黃執事訪談紀錄。括弧內文字為增進讀者理解之故，由筆

者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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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信實教會在轉型後至今，先後歷經四位不同的牧師擔任帶領教會的牧者，

但是黃執事因為學習了「三十個論」神學，所以即使開拓教會的 Moecel 牧師已經

退休，黃執事仍然持續地帶著妻子與孫子女們一起，每個禮拜天都到信實教會做

禮拜。 

黃傳道師48 

    黃傳道師從小在每個禮拜，都跟著父母親到 Moecel 牧師所開拓的都市教會上

主日學，當教會因為開始接受新的神學概念而面臨轉型時，黃傳道師已經是大學

生了。在開始學習「三十個論」神學之前，就很想牧會的黃傳道師，因為很想追

求真理、拯救其他弟兄姊妹，白天的時間在臺北某間大學唸書，晚上則騎著摩托

車從學校回到信實教會，在教會進行神學概念的教育時間，和教會中的幹部們一

起學習「三十個論」。為了更深入地學習神學，黃傳道師也時常獨自騎著機車到

臺北的木新教會49，閱讀更多相關的神學書籍，以增進自己對於「三十個論」神學

概念的理解。 

    「我在聆聽『三十個論』以前就很想牧會，因為知道聖經中預言末世時，上

帝將會以火來審判世界，很想拯救弟兄姊妹，所以非常追求真理─真理是騙不了

人的，能夠講出『三十個論』這樣話語的人一定不是普通人。在聆聽『三十個論』

時，每一課對我來說都是震撼，一課一課都是概念的打破和轉換，後來我體會攝

理史話語並受洗通過50。」 

    在學習「三十個論」結束並再次受洗之後，黃傳道師因為感受到上帝的呼召

而不斷地傳福音，在教會中被賦予了傳道師的神職，也因此在教會需要的時候，

得以肩負起帶領教會的牧會工作，以及支援教會於偏鄉部落進行的宣教事工。 

48

49

50

黃傳道師，臺灣阿美族人，黃執事之子，第二代都市原住民。 

同註腳�46 

2016 年�8 月�13 日 黃傳道師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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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執事51 

    陳執事是家族中第一個成為基督徒的成員。陳執事在就讀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因為教會中一位外國傳道師常常幫到教會的新朋友講故事，所以開始上教會。當

時陳執事的母親還在拜祖先，而身為長女的陳執事，除了上學之外，在家裡必須

幫忙早起放牛，以及幫忙種田。然而陳執事在開始上教會之後，每到禮拜天，就

放下家裡的工作去教會做禮拜，陳執事的父母在發覺女兒上教會之後，也跟著女

兒一起上教會，甚至因而改變了原本的生活習慣。 

    「我媽媽對我最感動的，就是我去教會(後)，會把麵粉帶回家─因為國外的

人會分麵粉─她就想：『奇怪！小孩子怎麼每次回來都會帶一些好吃的東西？』

所以就跟著來了！是我把我爸爸媽媽帶去教會，(我爸媽)上教會之後他們就很相

信 (上帝)，我爸爸本來愛喝酒，後來很愛去教會，就不喝酒了！然後(會)到苗

栗禱告山，他們(會)去那邊(禱告)。52」 

    在被問及學習「三十個論」神學之前，自己在信仰生活中，曾經經歷上帝的

經驗，陳執事回憶起父親在病危彌留時，所發生的事情：

    「我爸爸很虔誠，(不過)我爸爸最小的妹妹是拜拜的，有一次我爸爸生病的

時候，她說：『你們每次都去教會禱告禱告……但你爸爸現在病都還不會好！』

她說：『去廟裡那邊拜！』就燒紙錢給病人喝。我爸爸那時候眼睛睜不開了、不

行了，醫生都不要收他，因為醫藥費很貴，(然而)那時候我已經生第一個孩子，

才八個多月，我弟弟他們三個還要讀書。我(只好)把我爸爸帶回家來，去藥房那

邊買了十罐補助營養的葡萄糖，就幫我爸爸慢慢打(點滴)。(雖然在醫院時)醫生

跟我講：『你父親可能兩三天就走了。』 (但)我就不信，我(還是)一直禱告，結

果我幫爸爸吊點滴(之後)，(他)還活了半個月。 

    在最後一瓶(點滴)剩半瓶的時候，他跟我講：『不要一直給我打(點滴)。』(當

時)他說他看到十字架在上面，(而且還)說他走的時候不要打：『因為沒有用』，

51
陳執事，臺灣花蓮中部阿美族人，第一代都市原住民。 

52
2016 年 8 月 20 日 陳執事訪談紀錄。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了幫助理解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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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講說：『上面已經有十字架了。你要相信喔！十字架就在，那個十字架好

亮！』他的意思就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把我們的罪揹著。 

    當時他眼睛都閉起來了，但是他可能聞到拜拜的那個味道，(所以當)我姑媽

從遠遠的馬路那邊要進來(家裡)的時候，他就說：『喔！那個味道很重！不要讓

那個人過來，我很不喜歡聞那個味道！』他說：『有人來！有人來！不要把那個

人弄進來！那個味道好重！』那時候我姑媽帶(著)符水，她一直叫我：『來來來！

我剛從廟那邊拜！』她要給他吃。 

    那時候(之前)我爸爸已經講過，如果他走的話，千萬不要給他擺東西在他的

墳墓那裏，『你就插個花，然後唱詩歌』他說他最喜歡的歌就是那幾個幾個……。

(而且)他說：『不要吃人拜過的東西』──人很虔誠就一直交代下一代說不要這

樣子做。 

    (所以我姑媽來家裡時)──他那時候知覺還很清楚──(就)對我說：『有人

來嘍！有人來了！不要把那個人弄進來，我不喜歡那個味道！』後來我姑媽她就

開始叫了，(我姑媽)用母語說：『我來了！我會把你弄好！(我)從廟那裏(拿來)

符(水)啊！』，(因為我爸爸之前那樣交代)，我就說：『阿姑！阿姑！那個……

那個爸爸說啊！不要……不要進來。』她就說：『甚麼話？我是你爸爸的妹妹哪！

去廚房拿碗！』我傻傻的嘛！就說：『好啊！』就拿碗，然後坐在(房間)角落的

地方。(當)我姑姑(要)給我爸爸喝(符水的時候)，我爸爸就這樣子丟、甩那個東

西！(所以)我姑媽就罵我爸爸：『這個是從廟那邊很辛苦，我一滴一滴地搜集起

來(的)，(我)拿來給你，你怎麼不要？看(如果你去世了)，你小孩子不會怎麼樣

嗎？你老婆呢？你生病躺在床上那邊幾天了？不會餓嗎？你吃這個一定會好的！

也不(會)餓！』然後我爸爸就(開始)一直禱告，他一直用母語講：『耶穌！耶穌

啊！』我也是跟著哭(並開始)禱告。我姑姑(看到這個景象就)說：『你們在那邊

禱告有效嗎？沒有用啦！你爸爸送到醫院還是這樣！』就走了。然後第二次也是

這樣，爸爸就說：『那個人又來了！不要讓她進來！』然後我姑媽又不相信喔！

『我哥哥的衣服拿來！我哥哥穿的衣服拿來！我拿去燒！』(於是)她拿(我爸爸的

衣服)去廟裡那裏燒。(原本)她一直(要)帶我爸爸到廟那邊給(廟祝)看，(可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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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就不要啊！(所以我姑媽就)拿(他的)衣服過去，真的是！(我們家在我爸爸生

病時，曾經)經過我姑媽這樣子(的攪擾)。53」 

 

    由於童年時期在原鄉部落中上教會的回憶，以及父親在病危之際要自己堅定

相信耶穌基督的交代，陳執事在臺北從事成衣加工業的同時，雖然工作忙碌，每

到禮拜天，總是會把自己的三個孩子帶到教會做禮拜。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除

了要求孩子要上教會之外，陳執事也親自給予孩子嚴格的管教，即使如此，陳執

事認為：孩子一切的教育都是上帝所給的。因此，陳執事在看到自己已經成年的

孩子，得以順利拿到大學畢業文憑、取得國家教師資格證書、或者在教會當中擔

負重要的神職事工時，時常到教會中透過禱告感謝上帝，除此之外，也為了在教

會中其他的晚輩向上帝祈求能力與智慧。 

 

   「Kaniw Angah牧師在師大念書的時候，被他的學長帶去攝理教會，好久了！

距今差不多十幾年了！我又不知道，他也沒有跟我講，那時候(我)忙著工作。我

那個工作是服務性的，生意很好的話，你就一直加班、一直加班，是做成衣的、

算件數，在公司上班，也回來帶到家裡做。(所以)他畢業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他

一直上班，原來是在做神的工作。  

    (後來)Kaniw Angah牧師去地方開墾的時候，本來(一開始只是)一個住宿地點，

後來慢慢就買教會了。買到教會的時候，(教會人數已經從八人成長到)四十幾個

人了。那時我和先生就到那裏參加晨更，我看到那邊的小孩子跪在教會裡禱告，

我就禱告說：『很感謝 神！我們做父母親的就是只有把他們生出來而已，生出來

之後這一些教育都是神給他們(的)，讓這一些小孩子跪在祢前面禱告，他們需要

甚麼，(請祢)一定要讓他們知道─尤其學生是很重要的！要在學校做好學生，回

去家裡的時候做爸爸媽媽的乖小孩。』我常常過去那裏禱告，我說：『主啊！小

孩子那麼大了！我也不知道我把他生出來，就這麼大了，這個都是神給他們的！

智慧也是神給他們的！(求)祢(賜)給他(們！)』都是這樣子禱告。 

    (在那之後的)隔天是主日，我和先生就去教會坐著聽，然後他們(開始)讚美

了─我女兒打鼓、媳婦司琴、Kaniw Angah牧師上臺講話語，那時候我(很)感動：

                                                      
53

 2016 年 8 月 20 日 陳執事訪談紀錄。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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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神給我的小孩─我媳婦彈鋼琴、我女兒在打鼓！』然後第二天我先生就說：

『哇！小孩子三個在那邊耶！』(他的)想法就不一樣了！我先生一直說：『哇！

小孩子很厲害！』，他進去教會看到小孩子在做神的事工的時候，他的想法(就)

改變了！54」 

    在開始學習「三十個論」神學課程之前，陳執事已經習慣到原本所上的教會

做禮拜。因此，雖然不阻止孩子去到其他派別的教會學習和做禮拜，陳執事自己

在好幾年當中，仍然堅持留在原本的教會做禮拜。但是，當陳執事多次參與孩子

們所去的教會舉辦的活動，還有實際到該教會參與禮拜之後，發現他們的層次和

自己原本所上的教會非常不同，因此也慢慢地開始想要了解新的神學概念。 

    最終，陳執事持續地學習新的神學概念，直到完整的「三十個論」課程結束

為止，並且在學習結束之後，決定改變既有的生活模式，度過不同於以往的信仰

生活。對於自己在重新學習神學之後的改變，陳執事認為，自己對基督宗教的神

學概念更加清楚，也更了解「基督以著苦難與犧牲代贖他人的罪」，這個事件對

於自己以及他人的意義。 

    「(以前我)肉跟靈都還分不清楚，(只是)一直上教會，(而原本的教會)教導

的都沒有分層次嘛！就一直停頓在那邊，那話語也是停頓在那邊，我們聽了當然

沒有(對基督信仰可以更深入的體會)。(我覺得現在的教會所傳達的話語)很清楚，

(我以前的教會)沒有聽課，就(只有)讀經，一直停在那裏，(是)跳躍式的，沒有(像

學校)一年級、二年級的課程，沒有像這邊都很清楚，像(從)ㄅㄆㄇㄈ開始(學習)

那一種(聖經課)。55
」 

Kaniw Angah 牧師 

    從小跟著母親陳執事上教會的 Kaniw Angah 牧師，在就讀大學時期開始學習

「三十個論」神學，在神學課程的學習結束之後，決志要度過不同於以往的信仰

生活，因而再次受洗，並在大學畢業並通過國家教師資格考試之後，選擇在教會

54

55

同註腳�53。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所添加。 

同註腳�53。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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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從事服事上帝的神職工作。Kaniw Angah 牧師認為：所有能夠學習「三十個論」

並決志受洗的信徒，包括自己從能夠開始學習「三十個論」，到往後透過神職工

作服事上帝的歷程，都不是由於自己選擇，而是因為上帝親自呼召並允許，人們

才得以走上這條道路。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各位還會選擇攝理路嗎？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並不是

我們所選擇的，是因為 神親自呼召我們來到神的歷史當中，是 神允許我們才能

夠來到 神的歷史當中。所以我們一定要體會我們的價值性。主為我們所犧牲的、

主為我們付出條件的，我們才能夠配得這個祝福，我們才能夠來到 神的主管圈當

中。56」 

 

    對於第三代基督徒的 Kaniw Angah 牧師來說，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

牧師，於年輕時入伍服役的時期中，在 1955 爆發的越南戰爭期間，曾二度被派往

越南，即使在越南惡劣的戰場上，被敵軍在三公尺遠之處拿著槍指著自己，卻仍

按照《聖經》當中記載耶穌基督所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57」的教誨行動，因而使自己與敵軍都存活下來；以及鄭明析牧師在越南戰場上將

近三年的期間，沒有開槍傷害任何一人，而是活捉敵軍成為我軍之俘虜。這些在

戰場上的真實經歷，就如同耶穌基督在上十字架前，在客西馬尼山上，即使在面

對帶著武器來捉拿自己的人們時，卻對跟隨自己的弟子說：「收刀入鞘吧！凡動

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

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58」的精神一般，即使受到他人

惡劣地對待，也選擇犧牲自己，拯救對方，也是在現實生活當中，能實際學習耶

穌基督的精神之榜樣。 

    因此，Kaniw Angah 牧師在教會聚會的證道當中，講述了鄭明析牧師在戰場上

的經歷，勉勵聽道的會眾，在面對惡者時，要學習基督的精神，以善、以愛去戰

勝，透過禱告請上帝公義地幫忙處理。 

 

                                                      
56

 Kaniw Angah 牧師，2016 年 9 月 23 日信實教會週五聚會證道內容節錄。 
57

 《新約‧馬太福音》5 章 44 節 
58

 《新約‧馬太福音》26 章 53-54 節。 



doi:10.6342/NTU201902172

- 34 - 
 

    「在一個戰爭當中，殺死敵人的話就可以獲頒勳章，會成為一個戰爭英雄，

但是老師從來沒有開槍，老師跑去那追捕自己、用槍瞄準自己的敵人(那裏)，留

他一條活路。坦白來說這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因為那個時候老師知道：『我

要成為 神的身軀來過生活！』所以老師連在那惡劣的環境當中都思考著聖三位，

想說：『我是成為主的身軀，對方也是主的身軀，所以我應當為主而活才行！』

所以老師唯有遵守 神的話語！在那個惡劣的環境當中，老師最聽 神的話，(因為)

最聽 神的話的關係，所以當 神說：『去愛吧！』老師還是按照這生命的話語，

去愛了對方、愛了仇敵。這個敵人已經要用槍瞄準自己了，老師已經發現他了，

但是老師也不會開槍；對方也快要射向自己了！眼睛瞪大大的！瞄準我了！但是

老師還是沒有開槍，老師還是唯有遵守 神的話語，(因為)如此的關係，敵人也活

下來、自己也活下來。這樣的事情，不只有發生一兩次，老師在越南戰爭當中將

近有三年的期間，都是這樣活下來的，有很多很多的敵人都因著這樣的關係，成

為老師抓住的俘虜，所以活著能夠回去，而老師所在的部隊當中陣亡的人數是非

常地少。……老師展開歷史到現在，不管再怎麼地被惡人欺負，老師也唯有向 神

懇求，祈求 神能夠來處理，以著愛、以著善來去對待生命，如果老師以著惡來對

待生命，那就是以惡報惡，這樣就無法去拯救生命……我們的禱告，不是與惡者

爭吵，而是要學習主的精神，要以著善、以著愛來戰勝。這是屬靈的征戰，所以

要禱告才行，我們應該要跟 神稟告，請 神來處理才行！59」 

 

    透過 Kaniw Angah 牧師在證道中所講述、於戰場上實際發生的事件，參與禮拜

的聽道者們，得以透過實例，學習並理解鄭明析牧師所欲宣揚的攝理神學精神─

─如同耶穌基督在將近兩千年前，為了全人類在十字架上犧牲了自己的性命、甚

至原諒了殺害自己之人的精神一般，即使在敵我分明、你死我活的戰場當中，還

是要按照「神的話語60」行動，使敵軍和我軍都因為「上帝的保守」而得以存活。

在非屬戰場的日常生活當中，則即使被人欺負，仍要學習「主的精神」，以「禱

告」、以「善」、以「愛」戰勝，將自身所受到的冤屈與痛苦交由「上帝」處理。 

                                                      
59

 Kaniw Angah 牧師，2016 年 9 月 23 日信實教會週五聚會證道內容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

使行文流暢、幫助讀者理解而添加。 
60

 筆者註：此處的「神的話語」，意指類似於天主教當中之「天主的聖言」，或者直白地解釋為「於

《新約聖經》當中所記載，耶穌基督所說的教誨、告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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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透過前述段落中所提及的七位受訪者，在訪談或者聚會證道當中表達的觀點，

可以大致歸納整理出「新的神學概念」對於信仰者個人在基督宗教神學造詣上的

幫助」61： 

(1) 對於從大學時期開始積極參加許多「基督新教所舉辦之復興聚會」的 Kilang 

Kulas 牧師來說，「三十個論」神學課程解開他在過往對於《聖經》的疑問，並

給予關於信仰層面的問題明確的解答，使他更懂得《聖經》。 

 

(2) 對原本在教會中擔任長老，並時常利用假日時間到苗栗禱告山進行禁食祈禱的

白花勸師而言，「三十個論」也解開她在過去對於基督宗教神學領域所產生的

疑問。 

 

(3) 對於在學習「三十個論」之前，每個禮拜天一定要到教會做主日禮拜，並且很

想再深入了解信仰的黃執事，「三十個論」和之前所聽過的證道都「不一樣」。 

 

(4) 而對於原本即非常追求真理、很想拯救他人的黃傳道師而言，每一課的「三十

個論」都是「震撼」，也是「概念的打破和轉換」。 

 

(5) 對於陳執事而言，「三十個論」的教導「很清楚」、有像「一年級、二年級」一

樣的進階式課程。並且使陳執事得以慢慢更深入體會「基督為了人們的罪而被

釘在十字架上」、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了罪人而禱告」的意義。 

 

(6) 對於 Kaniw Angah 牧師而言，是因為「上帝親自的呼召、允許」以及「基督的

犧牲與付出」，每個個人才得以學習「三十個論」並且受洗通過。 

 

    除了上述所歸納，新的神學概念對於信仰者個人在神學層面造詣的幫助之外，

在接受新的神學概念之後，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們亦提及了新的神學概念對於

                                                      
61

 筆者註：由於某些受訪者在訪談內容中，著重提及新學習的神學概念對於自身在神學造詣上的

幫助，而某些受訪者則著重於新神學概念對於實際生活層面的影響，因此於此段落中的歸納子題下，

並未含括全數七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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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日常生活、或者想法情緒層面帶來的正面影響： 

 

(1) Kilang Kulas 牧師在學習「三十個論」完畢並受洗通過之後，心情狀態為「開

心」，並且因為能夠在攝理教會中度過二十幾年的信仰生活而感謝上帝。 

 

(2) 白花勸師在受洗通過之後的感受為「喜悅」。 

 

(3) PL 執事則在學習「三十個論」神學之後，於工作、求學、時間管理……等等，

於現實生活中實際層面的能力，有顯著的增進與成長。 

 

(4) 學習「三十個論」之前，即很想拯救他人、從事神職工作的黃傳道師，在教

會轉型的多年之後被賦予神職，現今正實際從事宣教工作當中。 

 

(5) 陳執事在學習「三十個論」之後，了解到：原來自己的孩子過去一直都在做

「上帝的工作」，因而感謝上帝。 

 

(6) 在學習「三十個論」之後，選擇從事神職工作的 Kaniw Angah 牧師，則認為：

能夠學習「三十個論」並且受洗通過，進入「上帝的主管」當中，這本身即

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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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總會長牧師在主日禮拜證道中所闡述的「攝理」

神學概念 

    2016 年 8 月�28 日筆者於田野工作期間，參與了信實教會於星期日的禮拜，這

場禮拜的主題為：「『禱告』是『事情』」，禮拜的本文經文來自於《新約聖經‧約

翰福音》14 章�14-15 節所記載之耶穌基督的講道：「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

成就。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當天，由於適逢基督教福音宣教會進

行全世界各國教會共同獻上禮拜的日期，信實教會在主日禮拜時間，首先由教會

中擔任領唱的成員，帶領當天參與禮拜的全體成員在禮拜開始前進行讚美樂曲的

頌唱，接著由教會牧師至司會檯上擔任司會，引導禮拜程序。在進行全體讚美、

代禱者代表教會全體進行禱告、教會聖歌隊獻唱之後，信實教會透過網際網路連

線至韓國主場教會，與全球其他分會同步聆聽禮拜證道，其內容是由基督教福音

宣教會總會長鄭明析牧師於囹圄之中62以紙筆寫下，再交由負責證道的牧師進行當

天的證道。 

    在禮拜證道當中，鄭明析牧師闡述了「禱告」與「在成事之後感謝上帝和在

事情背後隱密付出之人」的謙卑精神之重要性。 

    「……設定『目的』後，直到完成之前都會做事來把事情做完，對吧？禱告

也如同定下『目的』後做事一般，直到成就之前，都要持之以恆地禱告來解決。……

此外，禱告時，不要光是等待『成就的時候』，還要去做『相關的事情』才行。……

為了達成某個目的，必須持續持之以恆地『禱告』很長一段時間。而且要邊禱告

邊做『與之相關的事情』。後來禱告一旦成就，從那時起就必須為了『維持所得

到的一切』並『存在』而繼續禱告。……雖然 神的歷史正在展開，但因為不禱告，

所以會懷疑說：『是嗎？』還會誤會、流於自我主觀而離開，會被那些沒有正確

了解攝理史的人所說的話迷惑而誤會，會流於肉性而走上自己的道路。……若禱

告，有時會像是透過『醫學』達成的，有時會像是透過『科學』達成的，有時則

會像是『偶然』地在『合宜的方面』達成的。……當人為了一些目的而做事時，

即使那看起來是『自己』持續持之以恆地去做才成就的，即使那看起來是『自己』

去做才成就的，但那終究是『 神、聖靈和主』同在而達成的……『禱告成就』也

62
參見本研究 附錄一【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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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不要以為是因為自己去做的關係，禱告才成就的。是因為『自己』有禱

告並行動，而且『 神』也動工並幫助才成就的。攝理史的任何事情也都不要以為

是自己獨自去做的。雖然『自己』有禱告並行動沒錯，但也是因為有『為那件事

禱告的人』、有『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做事的人』，還有『三位一體』一起去做

的關係才成就的。
63」 

    主日禮拜是信實教會的信仰者們在度過信仰生活時，學習神學概念的重要時

間，而證道者在證道臺上所佈達的證道內容，則是他們學習神學概念的主要材料

之一。因此，透過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牧師在主日禮拜當中，以《聖

經》為基礎所講述的證道內容，應是最能夠清楚地理解促成信實教會的轉型原因、

教會中的核心成員所期盼傳承的神學概念，以及奠基於此基督宗教神學之上的抽

象文化概念的方法。 

63
鄭明析牧師於�2016 年�8 月�28 日講述之主日禮拜證道內容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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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概念「攝理」在信實教會內部生活中的應用 

    「攝理」這具有漫長歷史背景的神學名詞，時常在信實教會信仰者們的日常

生活對話中聽見，也以著甚為平易近人的面貌呈現。「上帝的同在」以及「達成上

帝的歷史」也是他們在生活中的目標─在生活中隨時透過禱告來跟上帝對話，並

透過閱讀聖經、獻上禮拜、夢境64……等等，盡其所能地了解上帝的旨意，對於許

多待在信實教會多年的信仰者們來說，是如同呼吸般自然的事。 

    然而，在某些特殊的狀況下，「攝理」也有以超乎常理判斷的事件來出現的時

候。例如：就醫確診時已是乳癌三期的�W 女士，在接受手術與化學療程的同時，

開始一邊學習「三十個論」神學課程並一邊接受禱告，最後在學習神學課程結束，

將要舉行受洗通過儀式的三天前，W 女士到醫院回診時，發現癌細胞已經都消失

了。 

    在筆者開始到信實教會進行田野工作之前一個月，白花勸師時常和教會中的

其他同工們一起拜訪�W 的家裡，幫�W 與其丈夫禱告，並教導「三十個論」神學。

在過程當中，白花勸師見到自己所幫助的對象，由於學習神學而在身體健康方面

不斷好轉，因而得到了繼續傳揚福音的動力。 

    「促使我火熱地去傳道最大的原因是，我們教會受洗的姊妹原本得癌症，但

是聆聽話語之後康復，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力量─原來聽話語就會得醫治！教會有

一個被傳道的姊妹，她的女兒是來教會的人。剛開始的時候是她先生的大血管破

裂，所以突然晚上在廁所昏倒，於是就到亞東醫院動手術 13個小時，所以我們就

去醫院關心他，因為去醫院的時候一定要有 神同在，所以我們要去之前就禱告：

『 神啊！我們要去醫院探望張弟兄，祢要對他說甚麼話？請告訴我，我才知道要

跟他說甚麼。』後來我內心得到感動：『你去告訴他「如果他回轉過來仰望我，

我就醫治他」我就說：『阿們！主唷！祢一定要與我們同在！不然我們去就沒有

意義！』我懇求 神、捏著 神……當時我們去醫院的時候，那位弟兄才開刀沒多

久，他很驚訝……我說：『我向 神禱告「神哪！祢要跟他們講甚麼？」 神說你

如果回轉過來仰望 神， 神就會醫你、就會救你。』後來我說：『我們有聖經導

讀，你病好的時候想不想聽啊？』他說：『好！』後來我們就禱告報告給 神，請

64
參見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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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快快給他醫治好，讓他能夠聽話語，後來他很快就出院了，兩個月他就出院了。」 

    白花勸師認為，去醫院探望病人的時候一定要有神同在，如果只有探望者自

己去，就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在出發之前就「懇求神、捏著神」地禱告，而探病

結束後，也要將過程透過禱告來報告給掌管一切的上帝。 

    在�W 的先生順利出院後，白花勸師與教會中其他同工的信徒便按照先前的約

定，前往 W 的家裡教導「三十個論」神學。然而，在先生學習神學的過程中，W

因為自己所從事的板模工作太辛苦，時常在工地喝酒，直到酒醉了才回家，所以

妨礙到先生的學習。後來，雖然先生的身體痊癒了，W 卻發現自己得了乳癌，到

醫院確診時，已經是乳癌三期，因此需要立即開刀進行化療。在進行療程的過程

當中，在面臨疾病與死亡的威脅下，W 開始努力地學習神學。 

    「在化療當中她就開始聽課，因為她以為她要死了，之前她跟著先生也有聽，

但因為喝酒就斷斷續續，後來就沒有再聽，化療之後才再次聽課。她再次聽的時

候，因為身體會痛，就動來動去並且說『唉唷！』。有一次我去給她講課之前禱

告說：『 神啊！希望能夠聖靈充滿在她身上，希望她能夠專心地聽話語有所體會。』

我內心得到感動：『那你要這樣禱告：你求聖靈的火燃燒，從頭到腳燃燒，燒盡

那個癌細胞，所有的病痛都能夠通通給她燒掉得醫治』──聖靈教我這樣禱告。

我就照聖靈這樣教我的禱告，希望她能夠專心地聽話語。禱告後我就去幫她講義，

講好了以後就結束禱告，禱告的時候我才醒過來：『她今天都沒有動來動去，好

專心地聽話語！』我想到我去講義之前所做的禱告，我就跟她分享：『你今天怎

麼沒有動來動去？我今天要來的時候聖靈教我這樣禱告……』她就說：『對啊！

今天我都好舒服耶！』她自己很驚訝，我自己也很驚訝。後來隔天晨更，繼續為

他們禱告的時候，聖靈給我感動：『你那一天禱告說：「求聖靈的火能夠從頭到

腳燒盡所有的癌細胞，讓她能夠得醫治」，所以她已經得醫治了』我就說：『感

謝 神！』之後她都來參加主日禮拜，我看她的頭髮──因為她以前頭髮都掉光光、

帶帽子，後來頭髮就有長出來──我一直看，她的頭髮越來越多、越來越長，而

且她的臉色又好起來了。我說：『感謝 神！』就繼續為她禱告。後來上個月她(受

洗)通過了！通過的時候她分享說：『我前三天回診，醫生跟我說『你的癌細胞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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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我已經得醫治了！』哇！就印證了聖靈給我的感動耶！我就感謝 神，我

說：『原來禱告這麼簡單，原來聽話語就可以得醫治。』
65」 

    對於所幫助、教導的病人得到醫治而痊癒，白花勸師將之都歸功於上帝的「攝

理」，因為有人幫忙禱告以及教導「三十個論」神學，使聖靈醫治的力量得以行使

在病人身上。除此之外，白花勸師認為�W 之所以能夠痊癒，還有本人對於神學的

體會，以及 W 的家庭所具有之基督宗教信仰背景的因素。 

   「在得癌症剛開始聽話語的時候，她就體會：『死後要去靈界很好的地方』她

那時候就沒有把死放在心裡面，純粹地把所有一切都交託給 神，就很單純、努力

地聽話語，把自己交託給 神。我覺得能這樣得醫治應該也是因為她父親的關係，

她爸爸是牧師，不過很早就過世了。她自己小的時候，在花蓮鄉下都有去教會做

禮拜參加主日學，只是出社會以後就沒有到教會了。66」 

    透過教導神學與禱告讓病人痊癒的經歷，激勵了白花勸師，成為日後繼續傳

揚福音的動力。 

    「總會長牧師有講過：『躁鬱症、憂鬱症、癌症，只要學習話語就會得醫治。』

那時候我聽歸聽，如今終於實踐了！而且這位姊妹發現是癌症的時候已經是三期

了！連這樣的疾病 神都可以醫治，感謝 神！那時候我就燃起很大的信心，很想

去傳道。」 

如同白花勸師的例子一般，對於 Kilang Kulas 牧師、Kaniw Angah 牧師、PL 執

事與黃傳道師……等等，選擇在教會中擔任神職工作，或者雖然未在教會中擔負

神職，但熱心於推動宣教事工的信仰者們，「攝理」的概念與生活精神是他們持續

走在宣教工作道路上的動力，也是從起初的被傳道者身分，轉變成為對未信者宣

揚福音之傳道者的主要因素。 

65
2016 年 8 月 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 

66
2016 年 8 月 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 



doi:10.6342/NTU201902172

- 42 -

使「上帝同在」的方法：日常生活中的「祈禱」與「服事」 

    如前文，白花勸師在訪談中提及，自己在出發前往醫院探訪病人之前，事先

透過「禱告」來「懇求上帝」，並且更進一步透過「禱告」這個具體的言語行動

來「捏著」在現實世界中無法看見、無法觸及、存在於形上學之世界的「上帝」，

是讓上帝與探訪者同在、達成上帝醫治病人、引導病人學習神學福音的方法。除了

在訪視病人之前，為了能有上帝同在而和其他的探訪者一起進行禱告之外，在筆

者進行田野工作的期間，時常見到白花勸師利用空餘的平日時間，到教會中坐在

「至聖所」前的座椅上禱告，或者用掃帚打掃教會的地板，接著再用拖把拖淨。 

    如同白花勸師一般，信實教會中其他幾位信仰者，也時常獨自到教會至聖所

前的座椅上，安靜地坐著祈禱一段時間之後，再離開教會，而正在教會中進行其

他活動的成員，總是予以尊重與空間。舉例來說：在筆者於信實教會進行田野工

作的某天晚上 7 點，有三位正就讀國高中的信仰者，在放學之後來到教會的聖殿

本堂後方，分別使用吉他、音箱加上歌聲演唱，開始合奏起歌詞內容為「讚美上

帝」，或「頌揚基督」的福音歌曲。在他們的歌唱與演奏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之後，

樂音忽然中斷了一會兒，然後才再次從「主日學教室」裡繼續響起。原本待在「多

功能教室」進行文書工作的筆者，走出門口後發現：原來另一位正在就讀大學的

信仰者 K 也來到了教會，並且正在聖殿本堂前方、至聖所前的座椅上安靜地獨坐

祈禱著，而原本正在同一個空間進行合奏讚美的三位信仰者，為了要留下安靜的

聖殿本堂空間予以 K 祈禱，所以才移動到有隔間的「主日學教室」裡，將教室的

門關起之後，才再次繼續方才的歌唱與器樂演奏。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個人祈禱之外，信實教會的信仰者們在進行集體的活動之

前，例如：禮拜、愛餐/愛宴、靈修會籌備會議、部落家訪、與教會所租賃的宿舍

房東洽談……等等，也總是會由其中負有神職，或信仰資歷較深的成員，在活動開

始之前，帶領其他人一起進行禱告之後，才開始進行後續的活動。 

    因此，綜合以上幾個實例，筆者認為：對於信實教會中的成員來說，「攝理」

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神學名詞概念」或偶發性的「事件」，而是一個動態的、持續

性的「過程」。在教會中信仰者們的日常生活裡，每個星期(或者每天)的禮拜、個

人或集體共同的祈禱，以及在教會中的清潔事務，都是為了使「上帝的同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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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續而付出的努力，而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為的是成就「上帝的旨意」或「上

帝的歷史」。 

    在信實教會內部空間所使用的燈光照明層面，也可以發現教會的信仰者們，

對於在日常生活中維持「上帝的同在」之意念與期盼：信實教會現址的內部空間

主要分為八個區塊：至聖所、本堂、樂團區、視訊部、多功能室(原為「教役者室」)、

主日學教室、廚房、男用洗手間、女用洗手間67。上述的空間中，幾乎都設有對外

的窗戶，因此，不論是平日的白天或者日落之後的夜晚時間，為了節省能源與電

費，除非有人活動需要，室內的電燈皆保持關閉。然而，有一盞設置於「至聖所」

空間的小燈除外，此盞小燈不論在白天或夜晚，始終保持開啟。因此，在至聖所

牆面上所標示的「本年度西元年分」與「標語」，在白晝或使用日光燈照明的時段，

在此盞小燈的燈光照射之下，於整體環境中被襯托與強調；在夜晚的黑暗當中，

則更加鮮明可見。 

    筆者認為，照射在信實教會至聖所牆面上持續不滅的燈光，即是象徵著信仰

者們對於「上帝同在」之延續的盼望，也具有提醒的功用──用以提醒剛到教會

學習信仰的初信者們，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要忘記在「神學課程」或「禮

拜」時間所學習到的「攝理」神學概念與其精神。 

  

                                                      
67

 參見本研究 附錄二：信實教會內部空間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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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會轉型歷史 

 

教會轉型歷史簡述 

    1994 年，由 Moecel 牧師所帶領的都市獨立教會(轉型前的信實教會)，在長執

會議決策通過之下，教會中的幹部成員開始學習與神學概念「攝理」相關的一系

列神學課程。在學習神學課程的過程中，由於多數人不認同新的神學概念，因此

教會的規模在短時間內減少至原本的 15%。而接受新的神學概念而留下的少數人，

將新的神學概念帶入家庭、家族，以及教會外部的社會，因此逐漸有新的信仰者

成為教會中的成員。至今，教會的規模恢復至原先的規模，並且由於部分信仰者

家族當中晚輩的出生，以及部分信仰者於成年後成立新的核心家庭，教會中的部

份組成成員，是在教會轉型之後，於穩定時期的環境中出生、成長的新一代信仰

者，從而形成了「傳代教」的信仰模式。 

 

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在述及個人在學習新的神學概念以及信仰生活的轉變過程，以及教會整體的

轉型歷史時，曾經歷信實教會轉型時期的受訪者們，除了提及過去在信仰層面的

疑問，因為透過學習神學而得到解答所經歷的「豁然開朗之喜樂」以外，一致性

地會提及在學習神學過程，或者決志受洗後，在生活中所面臨的困難與考驗。 

    於大學三年級寒假時間，因為同學的介紹而開始學習「三十個論」神學課程

的 Kilang Kulas 牧師，在學習課程的期間，發生了對於當事人而言，猶如在追隨耶

穌基督行走朝向天國之窄路的途中，所遭遇之考驗與試煉一般的交通意外。 

    「那時候為什麼會來聽話語？因為那時候已經到大學三年級，對自己未來的

方向有一點徬徨、有一點迷惘，突然找不到方向，在原本的教會似乎也沒辦法給

我一針見血的答案，我的同學介紹這個課程給我的時候，他說：『聽這課程可以找

到問題的解答。』所以我就花了一個寒假的時間去把課聽完，大概一個半月的時

間。聽到二十幾課的時候，(我)出了一個小車禍，摔到人中這邊去縫了幾針，有

點試煉和患難。68」 

 

                                                      
68

 2016 年 8 月 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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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學課程學習結束，並於 1993 年 3 月決志受洗之後，Kilang Kulas 牧師因為

神學觀念的不同，而在原本的教會中遭遇了批評，因此在理念不合的狀況下，Kilang 

Kulas 牧師放下在原本的教會中所擔負的職務，並離開了教會。即使因為接受了不

同的神學概念，而遭逢排擠與舊有人際關係上的壓力，Kilang Kulas 牧師選擇感謝

上帝，並且將這樣的歷練，視為如同以色列人為了進入上帝所應許的迦南福地而

離開埃及一般，是為了得到上帝更大的祝福而必經的過程。 

    「……我那些原本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全部都不接受，所以他們說我去了甚

麼奇怪的地方，甚至我教會以前小時候很照顧我的師母──他們是擔心我、很愛

我──擔心我去了甚麼奇怪的地方被被異端的理論騙了，因為太擔心我的關係，

所以我的師母去《基督教論壇報》，寫了我的故事，不是用我的真名，用化名

說：『某教會青年副部會長去了甚麼地方......』講了一段言論，有一些攻擊攝

理的報導。 

    但是那個時候，我也沒辦法跟他們解釋，因為他們都是我的長輩、前輩，說

得通就說得通，說不通就真的沒有辦法，所以後來我也就沒有再過去了，因為帶

領我的前輩說：『你要不要跟教會辭職？先過來學習，學完了、成長了之後，才

能幫教會更多的忙。』所以後來我真的就辭職，沒有再回去了，那也感謝 神！    

    以色列人你要出埃及吧！真的不要有甚麼迷戀，就直接出來吧！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如果是旨意的話，他們會跟我們一起出來的。69」 

    在 Kilang Kulas�牧師受洗之後恰逢將近一年，1994�年�3�月�13�日，鄭明析牧師

訪臺期間，正好在 Kilang Kulas�牧師的母校政治大學進行了主日禮拜證道。在當

天的禮拜證道中，鄭明析牧師特別提及了有關臺灣原住民的內容。 

    「這次去花蓮看原住民，沒想到今天也看到。……我是從韓國來的原住民，

我是靈性上的原住民，你們也是靈性上的原住民……。
70
」 

    除此之外，當天的禮拜證道中，也提及了關於在度過信仰生活時，所遭遇的

69
2016 年 8 月 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幫助讀者理

解所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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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與辛苦。 

    「……各位奔跑中一定有很多辛苦困難，無論是家庭、信仰、生活方面……

但是大家都超越來到今天，所以我今天特別想要稱讚各位是拿著話語生活的人。

人不管遇到怎樣的痛苦都不要丟棄信仰……雖然遇到很多患難風暴，我也沒有丟

棄你們，因為沒有丟棄，我們見面的時候感到很喜樂。71」 

    鄭明析牧師在禮拜證道與日常活動72當中所展現的跨文化精神與視野，激勵了

當時唯一一位臺灣原住民信徒�Kilang Kulas�牧師，也促使在場許多漢族信徒，得以

跳脫 etic73的觀點，改採用�emic74的觀點，去思考並尊重不同於己身漢族移民與拓墾

文化傳統、屬於少數民族的臺灣原住民之處境與立場。 

    同年 7�月，內心渴望能夠在基督宗教神學層面更加精進的白花勸師，在�Kilang 

Kulas�牧師的介紹與幫助之下，順利地開始在臺北木新教會學習「三十個論」神學

課程。 

    「暑假的時候 Kilang 跟我說：『媽媽，我覺得你一定要去聽話語啦！我幫你

工作！』因為那個時候我跟他爸爸有自己的一部卡車，我們會去送貨。那個時候

我(還)跟他爭耶！我說：『什麼啊！那邊都是大學生，我講話又不標準，又都不

認識』。後來 Kilang(還是)一直逼我去，我就去了。(當時)我就騎摩托車(出發)，

(但是)差一點要回來，(因為雖然)Kilang有跟我講『怎麼走、怎麼走』，但是我

找不到路，我已經要放棄了、不去了，可是突然又找到那條路，我就去(到)木新

(教會)聽話語。那個時候是 1994年，我開始聽話語。75」 

    在克服了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而造成的心理障礙，並成功地解決了交通問

71

72

73

TCGM 電子月刊�Vol.18 2014 年九月號 第�42 頁。 

筆者註：足球、排球……等運動活動，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二節。 

Etic：他觀的客位、文化客位研究，一個「外來」觀察者的看法(可以與自觀的”emic”相對照，

或是達到自觀的一個步驟)。R. Keesing，張恭啟、于嘉雲 譯，2004:446-447，臺北：巨流。 
74

Emic：自觀的、文化主位研究，以參與者認為中肯的單位及對比來描述某些連串的事件。R. 
Keesing，張恭啟、于嘉雲 譯，2004:445，臺北：巨流。 
75

2016 年 8 月 4 日 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幫助讀者理解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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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後，白花勸師開始透過木新教會中的課程講師學習「三十個論」。 

    「我第一次聽〈三分說〉的時候，講師跟我說：『我們如果想要了解天國的話，

都是透過見證的人(了解)，有的人禱告的時候他的靈會去天國然後分享給我們，

我們模模糊糊地了解。』後來講師跟我說：『那地上就是天上的影子』她這樣講的

時候，突然就有一個聲音下來──反正講師講甚麼，那個聲音就給我印證──聖

靈就這樣給我印證。……要聽〈中心人物論〉的時候，因為我一天要聽三課，我

早上聽完(課之後)想：『要休息一下，下午才會很有精神』，我想休息一下(卻)沒

辦法躺，那時心理一直說：『保羅！保羅！保羅！』(聽到之後，我心理接著就想)：

『「保羅？」那我要看一下《羅馬書》。』我就看一下《聖經》。我一看《羅馬書》

看到保羅，突然那個聲音就來：『你看那老師不就像保羅嗎？保羅沒有結婚，老師

也沒有結婚；保羅到處傳福音，建立很多教會─哥林多教會、以弗所教會、腓立

比教會……，那老師也是建立日本、美國、臺灣，(在)各個國家建立教會呀！』

──就這樣，我才知道保羅沒結婚，是聖靈給我講的。『哇！是出於 神的！』從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努力地禱告，我就開始為講師禱告，然後也求 神給我智慧，讓

我聽了能夠體會，也為教會禱告、為那個地方禱告、也為我們教會禱告：為牧師、

長老、執事。我說：『希望他們能夠聽這個話語。』從那個時候開始，每天禱告的

時候我就提到這個部分。76」 

    在聆聽「三十個論」神學的過程中，白花勸師的內心不斷地因為學習到新的

神學概念而受到啟發，也同時有新的靈感進入白花勸師的腦中。因此，白花勸師

希望自己原本所聚會的教會也能夠因為「三十個論」神學而得到革新，並在一邊

學習神學的過程中，開始一邊為此向上天祈禱。 

    在完整學習「三十個論」結束之後，白花勸師回到原本的教會，向其他的教

會幹部，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內容。 

    「我回(教會)的時候，牧師、長老、執事就來：『你去哪裡？怎麼那麼久沒有

來教會？』 

76
2016 年 8 月 4 日 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幫助讀者理解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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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去臺北參加一個聖經導讀課程，很棒！』我就跟他們講我聽課的

時候這樣子，我說：『原來 神創造我們有靈、魂、體！』──原本的教會沒講到

這個。

    他們就說：『唉唷！你講到這個我很感動耶！我都(起)雞皮疙瘩了！我們很

想聽！』 

      我說：『喔！好啊！你們很想聽很好啊！Kilang他們可以來講。』就這樣

子，(我)就跟 Kilang他們講，後來(原本教會中的成員)他們就來教會聽，那時

候我們先是牧師、長老、執事一起聽。77」

    Kilang Kulas�牧師認為：白花勸師原本所聚會的教會，也開始學習新的神學概

念的原因，其關鍵點在於當時帶領教會的�Moecel�牧師。 

「媽媽通過之後，回到教會長執會議、幹部會議的時候，就見證：他們聽了

甚麼話，二十一天、三個禮拜聽完『三十個論』，這話語是怎樣怎樣……老師是怎

樣怎樣……『我們應該要聽這話語，要不要我們請講師？因為我們幹部們裝備實在

是太不夠了，這樣怎麼讓教會復興呢？是不是請他們的講師來給我們好好教育一

番？』感謝 神！關鍵點在哪裡？關鍵點是 Moecel牧師，因為他說：『好！』78」 

    在接受訪談的過程中，許多的受訪者在被問及與教會轉型歷史相關問題的時

候，也會一併提及 Moecel�牧師的人格、信仰生活與精神： 

    於 19�歲離開部落到北部都市生活，因為住處鄰近�Moecel�牧師夫妻的住家，而

開始到 Moecel�牧師所帶領的教會禮拜，後來在�Moecel�牧師所經營的教會中成為主

日學老師的 Hana�執事，形容�Moecel�牧師和師母「很像慈祥的爸爸媽媽79」、「對基

督很順服80」、「是很謙卑的人81」。曾和�Moecel�牧師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時常跟著

Moecel�牧師到處拜訪、後來被任命為長老的黃執事，也形容�Moecel�牧師「是一位

77
2016年 8月 4日 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幫助讀者理解而添加。 

78
2016 年 8 月 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幫助讀者理

解而增加。 

79

80

81

參考本文第一章第二節。2016 年�9 月�25 日 Hana 執事訪談內容。 

2016 年�9 月�25 日 Hana 執事訪談內容。 

同註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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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謙卑的牧師82」。除了謙卑的特質之外，黃執事還提及了「很愛人、牧會時很勤

勞，常常拜訪住家、很相信 神
83」等其他特質。於教會轉型前，在 Moecel 牧師所

牧的教會中擔任長老的白花勸師，在敘述 Moecel 牧師的信仰生活時，則提到：

「(Moecel牧師)還年輕的時候在樹林就自己一個人去傳道……然後他的家成為聚

會所，教會很多人之後，他就去讀神學院。
84」，白花勸師形容「Moecel 牧師真的

是很愛神的人85」。而Kilang Kulas牧師在訪談當中，談到Moecel牧師時，則提到 ：

「......以前常常聽他帶信徒去河邊禱告、晚上的時候去山上禱告，是一個很敬畏 

神的人，所以(教會中的信徒)也都很愛戴 Moecel牧師 ， 師母他們也都是人格很好

的人，(是)很有愛、很謙卑的人。86」 

    在年輕時離開部落，到北部都市工作、傳福音，最後成為負責帶領教會的牧

者的 Moecel�牧師，透過白花勸師了解到新的神學課程所帶來的益處之後，立刻同

意讓教會中其他的長執成員，學習新的神學概念，並且�Moecel�牧師本人也親自參

與學習的行列。 

教會接受新的神學概念之後，信徒們兩極化的反應 

    雖然透過「三十個論」神學課程，再次深化教會中幹部成員們的神學造詣，

是在教會長執會議中所通過的決策，然而新神學概念的學習者們，對於所學習的

神學課程，卻產生了兩極化的反應。 

    本研究按照學習者對新的神學概念的反應，將信實教會轉型時期的學習者大

致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型的學習者，對於新的神學概念持有正面觀感，他們的

共同點是積極地想要學習並了解新的神學概念。 

    例如，PL 執事在提及當時學習新的神學課程時，自己的心態是「焦急」的，

即使因為家庭因素而使自己的學習進度落後他人，仍在事後利用機會於短時間內

「追上」教會共同的學習進度87。此外，在非教會共同學習的時間，自發性地利用

82

83

84

85

86

2016 年�3 月�20 日 黃執事訪談內容。 

同註腳�82。 

2016 年�8 月�4 日 白花勸師訪談內容。 

參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2016 年�8 月�4 日 白花勸師訪談內容。 

2016 年�8 月�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內容。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幫助理解所

添加。 
87

參見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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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餘的時間，騎車到木新教會，透過閱讀來充實相關神學知識的黃傳道師，也是

第一類學習者的例子。 

    第二類型的學習者，在接觸新的神學概念的過程中，因為各方面的因素而對

於「再學習」有所抗拒，所以沒有完整地獲得教會新採納之神學概念的所有知識，

並且由於產生負面的觀感，對於教會的決策採取反對的意見。 

 

    「在聽的過程當中，因為很多的長老、執事晚上都要加班，(當時)我們是約

晚上聽，他們有人加班的時候就沒有來──講〈比喻論〉的時候他們沒有來，所

以後面的課程他們沒有辦法解開。……(於是)對後面課程沒有體會的人，他們就

聽不下去，後來那些人就開始攔阻了，他們就說：『不要去！』(教會)就開始有分

裂。88」 

 

    「從那時候開始，(到)最後通過的，連 Moecel牧師(共)12個人。其他人，他

們就惡評我們了，後來有一個長老、兩個執事，去找 Moecel牧師跟師母說：『你

以後不要再叫那些人來，那個是異端！牧師你是要聽他們的？還是？你如果要叫

他們來，我就要離開！』他們就跟牧師這樣講。結果 Moecel牧師就不相信(那些

惡評的人)，那時我們教會的信徒大概有 60人左右，那時長老有聽課的不到 20個，

大概 10幾個，結果那些惡評的人就打電話給教會的信徒說：『你們不要再來了！』

他說：『這個已經走偏了！』所以那些信徒好可憐，就這樣沒有來了，就剩下我們

那通過的 12個……89」  

 

    「……但是很多人聽都不想聽話語，他們說：『都是同一位 神啊！』…所以

很多人都說攝理是異端，當時很多牧師都告訴 Moecel牧師說：『這是異端不要相

信！』但是 Moecel牧師沒有聽他們的。90」 

 

    「1994年(教會轉型時期)，一個禮拜聽三次話語，但參加(教會的)公開放送

(演出活動)時，有人因為服裝而受試探，他們覺得不能穿原住民衣服、原住民衣

                                                      
88

 2016年 8月 4日 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幫助讀者理解而增加。 
89

 2016年 8月 4日 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幫助讀者理解而增加。 
90

 2015 年 5 月 3 日 黃執事訪談紀錄。 



doi:10.6342/NTU201902172

- 51 - 
 

服是魔鬼。(於是)教會分成兩邊，相信跟隨的人就搬到復興路，成立攝理，沒有

跟隨的人就分散。
91」 

 

    透過上述訪問白花勸師以及黃執事等人的受訪內容當中，可以大致歸納第二

類型的學習者對於「再學習」有所抗拒的原因為下： 

1) 在學習的過程中因為個人因素，而錯過一系列課程當中的某幾次課程，導

致無法理解後續的課程內容。 

2) 認為「都是同一位上帝」，因此沒有「再學習」的動機。 

3) 因為在教會所舉辦的公開表演活動中，看見原住民傳統服裝而對教會產生

負面觀感。 

 

第一批接受新的神學概念之皈依者的受洗與其餘皈依者的受洗  

    雖然於「再學習」新神學概念的過程中，面臨來自第二類型學習者對教會轉

型所造成的阻力，但是包括 Moecel 牧師在內的第一類型學習者們，仍然透過外來

的講師或相關書面資料，持續地學習新的神學概念。最終，在 1994 年 12 月，教會

中第一批願意「再學習」新神學概念的信仰者，在木新教會所舉行的「受洗通過

式」中受洗通過。  

 

   「所以 Moecel牧師還有(教會中的)長執通過，十幾個人。全教會七、八十個

人，就那幾個通過，裡面有一半是長執、一半是信徒，長執有一些人留下來，就

是那教會的代表就對了。所以那個時候……教會七、八十個人，成為信實教會的(人

當中)，當然還有幾個人沒有通過，但是他們是第一批通過的，大概十二、十三個

吧！其他的(教會信仰者)，他們一兩年之後，(也)慢慢就通過了。92」 

 

    筆者認為，在 1994 年 12 月第一批受洗通過者的「受洗通過式」，是此都市獨

立教會正式轉型的起點，原因在於：Moecel 牧師於受洗通過之後，不再上臺講道，

並且停掉宣教費，將禮拜中的講道時間交給其他攝理教會中的講道者講道，以榮

                                                      
91

 2016 年 3 月 20 日 黃執事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增進讀者理解所添加。 
92

 2016 年 8 月 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內容。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使行文流暢、幫助理解所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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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顧問/牧師的身分，參與教會中的禮拜、聚會93，並且協助關切因為不願意接受新

的神學概念而離開的教友們。 

    在信實教會正式轉型之後，教會中開始出現「第三類型」與「第四類型」的

學習者
94。第三類型的學習者，在一開始並未積極學習新的神學概念，而是抱持旁

觀的態度，他們與第二類型學習者不同之處在於，第三類型的學習者並未激烈地

反對教會長執會議中所通過「透過新的神學概念深化長執與幹部的信仰」的決策。

而第四類型的學習者，在教會的長執成員剛開始學習新的神學課程時，因為年紀

尚輕，或者未於教會中擔負神職幹部……等等因素，並未參與在一開始學習新神

學課程的行列當中，但是他們也沒有因為第二類型學習者的負面評價而選擇離開

教會。因此，第三類型與第四類型的學習者，在教會整體轉型之後，透過教會中

所進行的整體活動，自然地持續接收到有關新的神學概念的知識，於是在更深入

地理解「三十個論」神學內容，並且受到第一類型學習者的鼓勵和影響之下，歷

經一段時間之後，也在「受洗通過式」當中受洗通過了。 

教會正式轉型之後所遭遇來自外部的批評 

 隨著教會正式轉型、強烈反對新神學概念的第二型學習者離開教會，以及第

三型與第四型學習者更深入理解新的神學概念並受洗通過之後，因為教會內部對

新的神學概念接受程度不一，而對教會轉型所造成的阻力，已然於教會中消失。

然而，這樣的阻力隨之轉移至教會外部，並且結合了存在於外部社會中的「反異

端(cult)組織95」與「反異端運動96」的力量，開始從外部對教會繼續造成壓力。 

「(當時有一個長老、兩個執事因為話語聽不懂，就)給我們(教會的)信徒講：

『不要再來這個教會』，所以他們就傳啊傳，(結果)整個原住民阿美族的教會，(都)

說要小心我們……97」 

93
參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 

94
即本段落 Kilang Kulas 牧師於訪談內容中所提及的「一兩年之後，慢慢就通過了」的信仰者們。 

95
與「反異端組織」相關的研究，請參考Massimo Introvigne於2004所發表的論文“Something Peculiar 

About France”。 
96

97

同註腳�95。 

2016 年�8 月�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括弧內之文字是為增進讀者理解，由筆者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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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其他教會的牧師在開會時，會(因為誤解或不認同「三十個論」的神

學概念而)罵 Moecel牧師，讓牧師心情受傷……
98」 

    儘管如此，經歷了教會轉型時期的內部壓力，甚至在轉型後持續承受外界的

批評與誤解之壓力─包括 Moecel 牧師、師母，以及接受筆者訪談，或者未能接受

訪談的多位信仰者們，在開始學習新的神學概念並受洗通過之後二十多年，仍堅

持在主日禮拜時，到信實教會(或其他地區的攝理教會)做禮拜。 

Dongi 的故事 

    1994 年出生的 Dongi，是 PL 執事的長女。在 Dongi 出生的同一年 12 月，信實

教會第一批再次學習新神學概念的信仰者受洗通過。在二十多年之後，Dongi 已經

自大學畢業，成為青年。由於從小就在轉型後的信實教會裡學習神學並參與各樣

活動，今日的 Dongi 已經能夠游刃有餘地在排球、籃球、足球……等運動場上，擔

任教會所組成的球隊隊員，並且運用自己在攝影、美術、戲劇和神學上的才能，

協助教會裡各樣事工的進行。 

    「我從小就在教會長大。……(教會轉型之前)整個教會 70-80人，最終體會

歷史的，就只有一小群人……99」

雖然未曾經歷教會的轉型過程，然而由於參與教會轉型之信仰者們，對於教

會轉型歷史，以及與其相關之新神學概念的重視，因此透過長輩們於日常生活中

的口語傳承，Dongi 也學習並瞭解了信實教會的轉型歷史，以及新神學概念在其

中所促成的影響。 

98
2016 年 9 月 25 日 Hana 執事訪談內容。括弧內之文字是為增進讀者理解，由筆者所添加。 

99
2016 年 8 月 21 日，筆者田野資料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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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理原住民族日」活動 

    2015 年 9 月，信實教會成為「攝理原住民族歷史研討會暨宣教誓師大會」的

活動據點，平時於其他教會的原住民族與漢族信仰者100，利用週末的假期時間聚

集於此，共同參與此活動。 

    活動現場預備了豐盛的傳統部落菜餚，以及結合各族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福

音歌曲演出，並進行臺灣部落宣教史研討會與傳道見證短講，同時展示教會在轉

型前後各時期的歷史紀錄與會址照片。 

    筆者認為，此活動具有其象徵意義：在新的神學概念於信實教會內部形成一

套穩定的文化體系之後，此文化體系又被納入了另一個更廣大的文化體系。而屬

於不同語言、理念與價值概念之文化圈的信仰者們，因為被納入這個更廣大的文

化體系，而開啟了彼此合作的可能。 

    若擴大分析的視角，此活動也象徵「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與「由新神學概念

所形成的基督宗教文化」，在二十一年的過程中持續相互辯證、對話，最終融合、

穩固，形成一個有別於過往的新文化體系。而這個新文化體系，具有進一步邀請

外部由「漢文化─儒家文化─基督宗教文化」所形成的他者文化體系，一同對話、

互動、合作的基礎與能力。 

100
筆者註：多數為攝理教會的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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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洗通過式 

    

    「受洗通過式101」是信實教會的信仰者們在學習「三十個論」神學課程結束，

並決志在未來按照在《聖經》與「三十個論」神學課程所學習到的神學精神與規

範生活之後，每個初信者必定會經歷的儀式。 

    在筆者於信實教會進行前置訪問，以及正式田野工作的期間，觀禮了四次的

受洗通過式，在此四次的受洗通過式當中，總共有九位初信者，在儀式當中「受

洗通過」。此四次受洗通過式之日期與受洗者分別為： 

 

【1】 2015年 12月 13 日，來自 M.Y.部落的長老一位、執事一位、來自 U.L.Y.

部落執事一位，總共三位初信者受洗通過。 

【2】 2016年 1月 17 日，來自 M.Y.部落的 TG長老、ISU、IBAI、IBU，總共四位

初信者受洗通過。 

【3】 2016年 3月 20 日，來自 M.Y.部落的 LM，一位初信者受洗通過。 

【4】 2016年 9月 25 日，來自 M.Y.部落的 Is，與來自某大專院校的學生 F.S.，

總共兩位初信者受洗通過。 

 

    綜觀以上四次「受洗通過式」的共同流程，其架構程序可被歸納為：(1)主日

禮拜結束後開始 (2)儀式開始時，首先由傳道者向教會全體介紹將要受洗通過的初

信者 (3)初信者向教會全體敘述自己學習神學課程的經歷與體驗 (4)牧師於證道臺

上詢問受洗者與宗教信仰相關之問題，由受洗者在證道臺前予以答覆 (5)牧師頒發

「受洗通過證書」給予受洗者。除了上述的共同流程之外，也有幾次的受洗通過

式安排了「教會中其他教友贈予受洗者禮物道賀」，以及「受洗者以福音歌曲讚美

榮耀上帝」的活動流程。 

    在筆者所參與的四場受洗通過儀式中，站在至聖所前的受洗者們，面對坐在

座椅上、剛剛參加完主日禮拜的教會全體人員，有些人臉上透露出靦腆羞澀，有

些人臉上則是滿溢著自信，而坐在臺下的眾人們，則形成一團祝賀與歡樂的氣氛

                                                      
101

 筆者註：按儀式名稱的字面意義，以及儀式流程，此儀式近似於「聖洗聖事」、「洗禮」……等

儀式，惟儀式當中，未使用「水」澆灌或浸泡於儀式當中受洗通過的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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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教會本堂。 

    而在「初信者向教會全體敘述自己學習神學課程的經歷與體驗」此程序中，

受洗者們向教會全體教友的自述，則可以大致被歸納為「感恩」、「承諾」、「新的

起點」以及「對未來的期盼」等內容。 

    例如，在 2016 年 1 月 17 日受洗通過的 TG 長老，在自述當中，許下自己在未

來將要更投入於教會事工的承諾： 

    「我在原本的教會裡是幹部，在上帝的家裡不斷學習……前年開始聆聽話語，

體會自己為上帝做的事還不到一年 365天，決定要開始補齊過去未做到的部分。(因

此)去年幫忙修補了教會漏雨的屋頂。(我從知道要受洗通過那時)一直緊張到現在，

一直期待……」 

 

    而在同一天受洗通過的 ISU，則在自述當中提到自己對於上帝以及傳道者的感

謝： 

    「主真的很愛我，派人天使讓我不要再走錯誤的路。」 

    ISU 的傳道者 PL 執事在 ISU 自述結束之後，幫忙補充說明「不要再走錯誤的

路」指的是：尚在就讀國中的 ISU，在開始談戀愛之後一個禮拜，因為傳道者的勸

導而「踩剎車」，回頭專注於學校的課業之上。 

 

    基督教家庭出生的 LM，在敘述自己開始學習神學課程的契機，與信仰轉變的

過程時，提到想要重新開始的心願，以及自己對未來的盼望： 

    「(我)從小被教導要去教會，但覺得教會沒甚麼，所以開始追求世上的快

樂……原本很喜歡讚美，漸漸地失去，那時跟 神說『自己現在追求的快樂不是自

己真正想要的，然而自己不知道為何如此』……(在學習「三十個論」神學課程之

前)我禱告讀經二十幾天，確認自己是否要聽話語。(我)想要切斷過去重新開始，

(所以)選擇留在臺北、住進信仰家，(未來我)想要成為總是持守晨禱的人……」 

 

    除了在田野工作時親身參與的四場受洗通過式之外，在筆者為了記錄教會轉

型歷史而進行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已受洗通過二十餘年的受訪者們，對於自己的

「受洗通過日期」以及「受洗通過式」當天的情景，多半都還記憶猶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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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受洗通過式」對於信實教會的信仰者們來說，代表著教會對於初信者

在「聖經導讀課程與神學方面的學習成果」以及「度過與之相關的信仰生活」的

肯定，同時也是受洗者邁向一個嶄新人生階段的起點與象徵。 

    筆者認為：若要以象徵人類學派 Clifford Geertz 所提出的「深刻寫描」方法
102來

詮釋「信實教會中的受洗通過式」，可以使用「類比」的方法來說明，亦即：「『受

洗通過式』對於信實教會中的信仰者之意義」，有如「天主教會當中的『聖洗聖事

103』，對於天主教會中的信仰者之意義」，以及「洗禮派與再洗禮派基督新教教會中

的『受洗(baptism)/洗禮104』儀式，對於該教會中信仰者之意義」一般。雖然此三者

基督宗教體系，在神學概念與制度層面都有所差異，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類比

方式，應是最能夠適切地詮釋或理解「(信實教會中的)受洗通過式」之方法。 

                                                      
102

 關於「深刻寫描」的解釋，請參見本論文第一章第三節。 
103

 天主教會七項聖事當中的「聖洗聖事」，具有「使領洗者的靈魂生命誕生、在基督內得到新的生

命」的意義。《天主教簡短的要理問答「我們信仰的基本認識」》，2009 年三版，第 22 頁。 
104

 馬克思，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遠流 2007，第 363-3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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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會轉型後的發展 

第一節 教會內部的革新 

    轉型之後的信實教會，除了在神學概念的認知層面出現了革新之外，在教會

內部也出現其他的變革。在本章節中，筆者僅舉出「禮拜的變革」「傳揚新神學概

念的宣教事工」及「其他分會信徒的轉入與服事」為例。 

禮拜的變革 

    對於基督教會和信仰者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禮拜聚會，在教會轉型之後，

產生甚麼樣的變動？曾經歷教會轉型的受訪者們當中，許多人提及了「禮拜證道

內容」的改變，此外也有人提及了參與禮拜者在服儀上的變化。 

    例如，Kilang Kulas 牧師在敘述教會轉型歷史時，便提及了「教會禮拜講臺的

轉移」105。在教會轉型後，因為他人的介紹而開始到信實教會學習新神學概念的

Laung106說：「我覺得話語很新，可以在生活中實踐，和過去的信仰不同……」，另

一位受訪者則提到：「在教會轉型以前，會有人穿拖鞋來做禮拜……」。 

     2016 年 8 月�3 日當天，筆者參與了教會在每個星期三晚上固定進行的禮拜。

筆者於晚上 6 點�30 分左右到達教會，此時已有一位傳道師與三位就讀高中的教友

在教會當中等待預備，教會前方已經排列了兩邊各四排椅子，兩邊椅子前方正中

間，放有一個面對證道臺，提供給證道者觀看的螢幕。 

    在晚上�7 點左右，其中一位負責使用錄影機拍攝當天證道的教友，開始預備

教會後方的攝影機，此時人們也陸續地進入教會並彼此問安，但相互之間未有太

多的交談，人們很有效率地到更衣室更換衣服，男性為西裝，女性則為裙裝或洋

裝。到了 7 點�24 分，教會內大約有�10 人，在座位上安靜地低頭祈禱，等待禮拜

開始。此時在至聖所上方的電視螢幕顯示出當天禮拜的證道主題：「悔改罪吧！

105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106
Laung，臺灣布農族人，7 歲時隨父母從部落搬遷到北部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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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就是悔改」，在主題下方，顯示出另一列文字：「羅馬書�6 章�23 節」，為當

天證道的主題經文。在接近禮拜開始的�7 點�30 分之前幾分鐘，負責當天證道的

證道者Kaniw Angah 牧師到證道臺上為麥克風試音，接著在座椅上安靜地等待。 

    7 點�30 分，當天禮拜司會的負責人走到位於至聖所左前方的司會檯，使用麥

克風宣布禮拜開始，另一位在禮拜中帶領全體頌唱讚美樂曲的領唱負責人，則站

在至聖所右前方，也使用麥克風帶領全體歌唱，此時現場人數增加到�25 至�30 人

左右，整體的讚美聲聽來非常和諧。其中一首人們頌唱的樂曲是〈如同主的內心〉，

歌詞主要為「表達自身罪惡，祈求基督拯救、洗淨自己靈魂，並焚燒自己過錯，

並願將自身內心靈魂獻予基督，祈願擁有如同基督之內心」等內容。在歌唱讚美

歌曲時間過後，禮拜便進入證道的時間，證道者詳細地一一說明罪的總類，以及

悔改所帶來的好處，在進行了大約�30 分鐘的禮拜證道時間當中，坐在座位區聆聽

證道的人們時常在證道的段落中間，說出「阿們！」來回應證道者的證道。禮拜

結束之後，許多人們仍留在教會本堂的前方或後方輕鬆地交談，幾位來自其他教

會的信仰者，以及剛開始進行田野工作的筆者，在此時被介紹給教會中其他信仰

者認識。 

    在筆者進行田野工作的期間，在所參與的 18 次禮拜及�5 次聚會當中，有�3 

次禮拜及 2 次聚會，是透過網路連線至外國或國內的其他教會，其餘的禮拜、聚

會則在教會內部進行。綜合前述的訪談內容以及參與觀察田野工作，筆者認為：

禮拜活動的變革，是信實教會轉型的主要變化之一，教會轉型後的變化，首先在

於禮拜證道內容的改變，而非禮拜程序等形式上的變動。然而，在禮拜證道內容

產生變化之後，其他具體性的層面也隨著產生變動，例如：禮拜參與者的衣著、

網路設備在禮拜當中的應用……等等。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變革層面之外，透過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可以了解到轉型

後，信實教會內部的信仰者，在參與禮拜前，在「衣著的更換」、「祈禱」……等

外在可觀察的具體行為之外，於內在心理層面的預備： 

    從就讀國小的時期，和母親一起開始上教會、現今正就讀某大學的至遠(化名)，

於筆者進行田野工作的期間，是教會中「視訊部」的其中一位人員。在受訪過程

中，至遠談到自己在參加禮拜之前，總是會進行一段時間的祈禱，以使自己得以

在「真心地獻上禮拜」的同時，一邊熟稔地操作電腦、網路連線、音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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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器材。 

    「……在這個使命的過程當中……X.J.哥細心地把他過去所擁有的：『視訊能

夠如何來去服事、如何來去搭配牧者一起去服事每一次聚會禮拜』的這些材料……

都分享給我，慢慢地教導。……(讓我更深入思考)我到底要帶著甚麼樣的心情在

每次的聚會中更努力地服事？(使我)能夠完全地……每一次每一次帶著真心地來

去獻上禮拜……。牧者也有跟我教育說：在預備禮拜之前一定要好好地先禱告……

把一切都交託給聖三位。
107」 

    至遠在學習「視訊部」服事工作的過程中，除了學習到關於操作相關器材的

方法等技術性的知識之外，也接受到在禮拜前需要透過「心情」、「禱告」、「交

託」……等等在心理層面上進行預備的教育。透過對於新一代視訊部人才的培育

過程，可以了解到，對於轉型後之信實教會的信仰者們來說，在「獻上禮拜」之

前，除了在衣著、禮拜場地……等具體層面的預備之外，屬於抽象層面的「內在

心理層面」之預備的重要性。 

在批評聲浪中傳揚新神學 

    在教會進行轉型的時期，透過外派至教會中的教導者學習新神學的信實教會，

在轉型之後，開始逐漸培育出教會內部的神學教導者。自此，教會整體因而從「學

習者」的角色，轉而成為新神學概念的「教導者」或「傳播者」。在此同時，則一

面承受來自排拒新神學概念之前教友的批評，以及來自其他基督宗教團體或媒體

報導之負面新聞的壓力。 

    「……我家人當時從臺東來找我，他跟我說：『我聽說，你有去聽那個什麼邪

教！你不要再去聽了！不要再叫他們來了！』我就說：『不是這樣！我聽的時候都

是聖靈給我感動的！』他就跟我說：『你如果不聽話，你就不是我女兒了！』……

107
2016 年 9 月 10 日 至遠訪談內容。 

筆者註：信實教會信仰者於口語對話中，多半使用相對容易稱呼的「聖三位」來指稱基督宗教神學

中的「三位一體」。參見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總會長牧師在主日

禮拜證道中所闡述的『攝理』神學概念」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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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那時候開始就都沒有來看我，我沒有跟他們來往大概三年，可是我有繼續地

為他們禱告。
108」 

「我曾對一位牧師傳講話語，教導他第一課『三十個論』時，他非常震撼並

且留下了眼淚，詢問：『我現在才發現過去四年神學院所學的都是片面的知識，我

真的要繼續牧會嗎？我是不是應該重新學習？』但是後來因為媒體爆發惡評，報

導了有關總會長牧師的負面不實新聞，所以他就不願意再學習話語了……
109」 

    雖然面臨對於新神學概念的排拒所造成的壓力，教會內部的教導者們仍持續

進行教導與傳播新神學概念的事工。 

    在筆者於信實教會進行田野工作的期間，在六個月前才剛經歷受洗通過式的

LM，向筆者分享了自己在學習新神學課程的過程中，對於能夠得到此學習機會的

感受。 

    「我聽『三十個論』時，感動得淚流滿面，我無法用言語表達自己多麼感謝

來到這歷史，只有用行為做出來110。」 

    從小在基督教家庭中成長，正值二十歲初的�LM，因為學習了新的神學概念，

並受到教會中的同儕影響，希望未來能到大學學習社工，並且成為神職人員，然

後回到自己的部落中服務。在�LM 的分享中，筆者實際觀察到，被排拒之人視為「異

端/邪教」之言的神學概念，在信實教會轉型時期的第一類學習者身上，所帶來的

對未來之盼望，以及「再學習」的動力。 

其他分會信徒的轉入與服事 

    在信實教會由都市獨立教會轉型成為攝理教會之後，教會內部的人員組成，

除了因生育、婚入以及宣教事工所增加的人口之外，另增添了「其他地區攝理教

會信仰者的轉入」此因素。 

108
2016 年 8 月 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 

109
2016 年 8 月 13 日 黃傳道師訪談紀錄。 

110
2016 年 8 月 17 日 LM 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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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教會人員的轉入，使原本以都市原住民為主要組成人口的信實教會，增

加了來自漢文化，以及平埔文化圈的成員。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員，在合作共

事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以及使問題得以解決的因素，將於本文第四章第二節

進行討論。此段落將關注於：當轉入成員在教會中，面臨不同於自身文化背景的

都市原住民文化時，他們原先具有之神學概念所帶來的影響。 

白雲執事111 

    白雲執事與她的先生原本在其他地區的攝理教會當中服事、聚會，由於覺得

在原本的教會中沒有服事的機會，所以白雲執事和她的先生分別禱告，希望去到

上帝希望他們去的教會服事，兩人分別禱告之後，得到的答案都是信實教會。因

此，白雲執事與先生便在六年前離開原本的教會，轉入信實教會中聚會、服事。 

   「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很長的禮車，裡面這些長輩的哥哥姊姊，女生穿著非

常漂亮的禮服啊！男生穿著非常帥氣的燕尾服在車子裡面，我跟我的先生呢，是

當一個服務生的角色來服務他們。所以我們兩個就懂得：『喔！原來我來是要來服

事人的，服事這些哥哥姊姊、弟兄姊妹們的。』那來這裡當然會有很多不足的地

方啊！(但)如果大家都做得好，那我來這個教會做甚麼？就是因為不足啊！所以

我要來，必須學習，然後來填滿、幫補啊！不然我們如何在天上積義呢？112」 

    對於白雲執事來說，「在天上積義」的抽象神學概念，是促使她來到信實教會

服事、聚會的因素。此外，白雲執事提及了基督教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牧師的證

道內容113，也是促使自己來到信實教會的原因之一。 

    「因為老師說他是原住民，所以我也願意來到這個教會學習，並且希望能夠

達成老師的期待。老師都說他是天國的原住民，代表老師也是非常愛原住民，那

我也要來實踐。114」 

111
白雲執事，閩南裔漢族人，外祖母為臺灣阿美族人，具有四分之一阿美族血統。參見本文第四

章第二節。 
112

113

114

2016 年�9 月�4 日，白雲執事訪談紀錄。括弧中文字為筆者為幫助閱讀理解所添加。

 參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 

同註腳�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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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克服原住民與漢文化之間的隔閡，白雲執事一家在轉入信實教會之前，

事先透過電影《賽德克‧巴萊》瞭解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與歷史。 

「要來這個教會之前，我們家看了《賽德克‧巴萊》這個影片，為了要了解

原住民族他們怎麼樣不一樣，(以及)他們的一些文化。果然看了那個影片就能夠

了解一點點：『喔！(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反應』115」 

Maggie 執事116 

    因為搬家的因素，而從其他攝理教會轉入信實教會的 Maggie 執事，在轉入信

實教會之後，運用她在聲樂上的專業，在教會中擔負帶領禮拜當中聖歌隊獻詩的

事工。 

「聖靈運動的時候，(我)才真的在主的面前很痛悔自白，然後……感受到：

『真的要為主做甚麼，不能這樣白白耗費光陰，這樣子是不行的！』我覺得那三

年的聖靈運動帶給我很大的動力，聖靈真的動工，每一次去都痛哭流涕，覺得好

像整個心靈都被洗滌、重新活過來的那種感覺，那時候覺得『一定要多傳道生命！』

所以我才會從(聖靈運動)之後，教會有查經班，我就會去幫忙……做一些服事的

工作，覺得『那是我可以為主擺上的』，只要是能夠為主擺上的，我就趕快擺上。

117」 

    因為參加「聖靈運動」所帶來的動力，使 Maggie 執事開始利用工作之餘的時

間，積極地到教會進行服事。除了「聖靈運動」的影響之外，Maggie 執事也提到

了「禱告」在教導聲樂事工當中的重要性： 

「我覺得聲樂的這個部分，在教導人們的時候，剛開始我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真的不會教耶！因為自己還算滿會唱的，所以別人遇到的問題我都沒有遇到……

來到攝理之後，因為有很多要教授聲樂的課程，所以我開始跟 神禱告說：『怎麼

115

116

2016 年9 月4 日，白雲執事訪談紀錄。括弧中文字為筆者為幫助閱讀理解所添加。
Maggie 執事，閩南裔漢族人，主修聲樂，曾任學校音樂老師，並同時參與三個職業合唱團，曾

於數部歌劇中擔綱演出。 
117

2016 年�9 月�22 日，Maggie 執事訪談內容。 括弧中文字為筆者為幫助閱讀理解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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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能夠按照各人的需要來教導，然後讓每一個人可以按照他的特質發揮？』當我

這樣子禱告之後， 神都讓我透過聆聽對方所唱出來的聲音，就可以了解他所需要

的部分，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我自己也覺得嚇一跳……我覺得這是 神的引導。

有時候我也不自覺地就這樣說出他的各方面和他現在遇到的狀況，對方也會嚇到：

『真的這就是我現在的狀況耶！你怎麼可以聽我唱出來的聲音就可以知道我這樣

子呢？』
118」 

    由於 Maggie 執事在音樂上的專業訓練，因此得以從音樂藝術的角度，欣賞不

同於西方古典音樂文化的臺灣原住民音樂文化。 

    「我在信實教會也是學習很多…… 當我來到信實教會，看到他們是一個很火

熱、很愛天的原住民團體，所以在讚美、舞蹈各方面也好，都可以盡情地(展現)

得讓你很感動，因為很愛主的關係。但是他們這些(才能)其實都是屬於天生(而來)，

並沒有在專業的學習上面有很多的造就。他們(的演出當中有)很多即興、創作的

東西，所以這些東西(展現)出來時，你會覺得『哇！』很讚嘆、很驚訝的感覺，

這是我們(走正統音樂訓練過程而來的人)比較沒有的(特質)。 

他們是不需要譜的，好像(透過)爆發力可以做出(樂曲)來，(這是)時常讓我

感到很驚嘆的部分。尤其是他們創作了一首叫『街道』的歌曲，我聽過很多次，

每次的版本都不一樣，可是每一次都覺得好好聽，這裡又多加一點、那裏又多加

一點(變化)。(我會)覺得：『我怎麼都不會想到這麼多？』但這就是 神給他(們)

可以自由地即興創作的部分……。119」 

愛波傳道師120 

    愛波傳道師因為參與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的「短期宣教」活動，而轉入信實教

會。在平地漢族社會中成長、就學與就業，並有平埔血統的愛波傳道師，則是從

基督宗教神學的角度，對於原住民文化當中的「共享/共養」精神，予以欣賞與肯

定。 

    「(我在)十年前曾經與信實教會交流過，當時看到他們的表演非常感動。……

118

119

120

同註腳�117 

同註腳�117 

愛波傳道師，客家裔漢族人，祖父為臺南平埔族人，具有四分之一平埔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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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即使在工作上會遭遇辛苦的地方，但接待客人的時候，給的是最好的，

非常豐盛地招待，因為他們認為一切都是由 神賜下的，所以一定要好好接待 神

所差來的客人。121」 

第二節 以神學為基礎的家庭概念  

教會 

    在進行訪談及參與觀察期間，在關注於「教會」這個具體單位時，筆者發現

許多報導人或受訪者，不約而同地以「家庭」作為喻依來形容之。 

    例如，PL 執事就以抽象的神學概念─「靈」的概念，來說明「教會」這個具

體的存在單位。 

   「對我來說，教會如同靈的家，(教會裡)有靈的爸爸媽媽和弟兄姊妹，之前(有

一段時間)我因為工作較少來教會，就覺得和靈的家人遠離(了)……。122」 

    因為婚姻的因素，從其他地區的教會來到信實教會的唐執事，則是從日常生

活層面的觀察，來描述「教會」如同「大家庭」的比喻。 

    「我覺得教會好像是一個大家庭的感覺，大家來到這邊當中不管好壞，大家

會彼此包容。我們好像是(在)一個家庭當中，一起成長，所以大家一起做甚麼、

一起學習甚麼。大家會打球啦！運動啦！會分享啦！會見證啦！就像家裡的弟兄

姊妹，不管年紀差多少，你就好像是我的哥哥，你好像是我的爸爸，你好像是我

的孩子這樣子的立場來彼此互相地包容。 

    (我)發覺到這個部分好像是(有)很大的愛在裡面，如果沒有很大的愛怎麼會

互相地包容？我覺得是從 神那邊得到愛123。」 

121

122

123

2016 年�8 月�1 日，愛波傳道師訪談內容。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幫助讀者理解而增加。

2016 年�8 月�7 日，PL 執事訪談內容。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幫助讀者理解而增加。

2016 年�9 月�11 日，唐執事訪談紀錄。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幫助讀者理解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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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執事認為，雖然教會在初期的狀況非常辛苦，但是因為教會中的信仰者們

得到了來自於上天的大愛，因此得以把教會當成一個大家庭，用彷彿同屬於一個

家族中的親屬般的立場來彼此對待。 

婚姻與核心家庭 

    在「教會」這個整體單位之下，「核心家庭」或「擴展家庭」中的成員，為

信實教會當中，主要組成的人口。 

    於教會中諸多的核心家庭裡，一部分的核心家庭，由於其夫妻雙方在締結婚

姻之前，皆已學習並接受了新的神學概念，因此在談及「婚姻與家庭」領域層面

的議題時，受訪者都提及了基督信仰當中的「宗教情感」與「主位經驗」對己身

婚姻關係的影響。

    白雲執事的家庭便屬於其中的一個例子。當白雲執事談及自己做出進入婚姻

的選擇，並和先生一起建立核心家庭的往事時，就提及了「基督宗教情感」的影

響。 

    「那(受洗通過之後)就是好好的來(教會)學習、跟付出啊！……我做很多事

情就(都會)想：『我怎麼樣能夠讓主喜悅呢？』我做這些事情主能夠喜悅，(這)

就是我做各式各樣的事工的最核心的目的。 

    後來我會結婚是(因為)覺得：『喔！主希望我結婚』我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

說：『啊！我想要結婚！」所以結婚。當時我也禱告說：『希望我的先生，在我

做各式各樣的服事(時)，他能夠跟我一起做。』而不是他沒有辦法跟我一起做(服

事的事工)。(此外)，因為我(有)腦性麻痺(的病症)，我先生也是很努力地照顧我。 

    我覺得很感謝當時我做了一個這樣的決定是：『我不是為了自己』但是到後來

(發現)是：『主認為我的身體狀況，必須派我的先生來我身邊，代替主來照顧我。』

──當然哪！夫妻之間是彼此照顧的。124」 

124
2016 年�9 月�4 日，白雲執事訪談紀錄。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幫助行文流暢與增進理解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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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執事與唐執事的家庭，也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林執事是來自花蓮阿美族部

落的第三代基督徒，而唐執事則出生成長於臺北的漢族家庭。 

    因此，在談到「婚姻」與「核心家庭」的議題時，唐執事提及自己在融入與

己身文化不同之異文化家族和教會過程中，神學概念所給予的幫助。

    「我是 28歲通過，到結婚之前這段時間，(結婚當時)剛好我 40歲。我現在

大概是《聖經》新舊約讀了 12遍，然後新約又再讀了 20遍。 

    我是平地人，(就是原住民)他們所說的『白浪』，(但是)我跟他們之間其實

─好像沒有什麼差異耶！因為來到教會，所以差異性變很少。 

    因為不同文化嘛！ 所以生活水準、生活環境一定會有差異性，但是也感謝 神

耶！我覺得我滿容易入境隨俗，所以我沒有因為我是平地人，他們是原住民而格

格不入，反而真的放下自己的身段重新按照 神的話語，好好去融入、和睦，其實

一步步當中沒有任何的隔閡……我比較沒有(感受到)任何的差異性。125」 

    林執事則提及在婚姻關係的磨合期間，基督宗教信仰中的主位經驗，對自己

造成的影響。 

    「(我)最感動的是，當我們在碰到問題，然後要解決問題的時候，只有透過

禱告，然後真的就是(透過禮拜時的證道)話語(得到解決)。 

    有一次剛結婚的時候，兩個(人)在磨合的過程當中，會有摩擦、會有不瞭解

彼此的心情的時候，(我當時)就想：『這個婚姻到底要不要繼續下去？』然後在

八里那邊─有一次開貨車經過那邊的時候，想說：『在那邊禱告一下』，就為這

個家庭禱告一下。欸！竟然禱告完了以後，那個海邊石頭怎麼看起來每一個都是

愛心？ 

    老師(在證道當中曾)說：『石頭都是 神創造的。老師都愛，都愛每一顆石頭。』

(我認為)這代表老師愛這個地球村(中)的每一個人，老師不會說：『欸！這個石

頭的大小、這個石頭是長那個樣』……這個是最大的神蹟。在那(次)禱告的過程

125 2016 年�9 月�11 日，唐執事訪談紀錄。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幫助讀者理解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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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找到一個很大的愛心石頭，(因此我)就了解到這個婚姻真的要用 神的愛

來經營，如此下去，堅持到底。126」 

小奇的微笑 

    2016 年 2 月農曆年假，筆者為了進行田野工作而參與信實教會的家庭訪問團

行程。 

    在行程的其中一天，家訪團成員們利用行程中的空檔的時間，前往附近的國

家公園步道踏青。在下山的途中，也許是路程太遠而疲乏腳痠了，家訪團成員中

還不到 7 歲的小奇，開始哭泣並且停下腳步不願意再繼續往前走。此時愛波傳道

師拿出她的智慧型手機，在小奇面前播放之前所錄下的影片，影片的內容正是小

奇自己在開心地玩耍的畫面。 

    在現實中被困在在山路半途的小奇，看到自己在影片中開心喜悅的模樣，立

刻停止了哭泣，轉而露出陽光般的微笑，一手拉著母親，另一手拉著父親，一邊

看著前方的智慧型手機，一邊心甘情願地開始往下山的路前進。 

    在筆者於教會中進行田野工作的過程中，則時常看見跟著父母一起在週末時

間到教會的小奇，在教會中的「日常活動區」開心地跑著，跑累時就拿起地上給

幼兒玩耍用的毛巾與娃娃，模仿專業棒球選手在球場上投擲棒球的姿勢，朝遠處

的牆壁扔擲出去。筆者也觀察到，教會中的某位執事，時常在主日禮拜結束後的

下午時間，留在教會當中的「日常生活區」，陪伴孫子女們一起進行球類遊戲。 

    透過參與觀察與詢問相關報導人，筆者瞭解到：父母如同家庭中牧放羊群的

牧人，讓孩子在安全的柵欄內，按照其特質自由成長，是新進入教會的神學概念

對於「家庭教育」的理想與目標。 

126
2016年9月11日，林執事訪談紀錄。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幫助讀者理解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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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代化與全球化 

    在經歷臺灣都市整體社會環境的現代化與全球化過程中，新傳入的神學概念，

也成為教會中的個人在新的知識或技術領域層面，進行「再學習」的動機。 

    例如，白花執事對於不同於己身之「異族群/異文化」的觀念，便因為新神學

概念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在筆者進行田野工作的過程中，因為身處於來自至少�8 個以上不同文化族群

的群體，而不免遭遇了文化衝擊127(culture shock)時，察覺到這點的白花勸師，即

以基督宗教信仰的角度，主動向筆者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與建議。 

    2016 年 9 月�5 日，在教會於每日清晨固定進行的晨更禮拜結束後不久，身兼

祖母或母親的白花執事與�W 等人，帶了許多食材，再次回到教會，開始為了外出

傳福音的教友們準備中午的餐點。在烹煮料理的空檔時間，白花執事分享了二十

多年前，在學習新的神學概念之後，內心中對於其他族群與異文化看法的轉變。 

    「以前在教會(所聆聽的證道)話語不深，內心還是會有恨，會分『我比較喜

歡他、比較不喜歡他』，也會分『漢人』、『原住民』，但來到攝理，聽話語之後，

靈才變得潔淨，那些都沒有了。」 

    此後，W 也用她深邃發亮的眼睛，以及在大病痊癒之後所散發出的純然喜

悅，笑著主動對筆者說：「若不是主的帶領，我不知道怎麼帶我的小孩」。 

    如上述的兩個例子一般，在筆者進行田野工作過程中，時常看見需要面臨主

流社會文化的涵化、甚至被誤解的少數民族女性，在未經過民族學或人類學院訓

練的狀態下，卻具備跨越文化邊界的包容性，因而得以與來自不同族群之教會信

徒來往相處，甚至對於如同筆者這般、來自異文化族群之「她者」，主動提供協

助。在這樣的過程中，她們行動的身影、基督宗教神學概念所賦予她們得以包容

異文化的全球性視野，以及基督宗教信仰在她們的行為背後所提供的驅動力，讓

同樣是臺灣少數民族(客裔)女性的筆者，扭轉了過往對於「少數民族」的許多既

127
文化衝擊：對完全不同環境和風俗一開始所感到的衝擊。 

資料來源：張恭啟、于嘉雲 合譯，R. Keesing 原著 2004 《文化人類學》，頁 29。 



doi:10.6342/NTU201902172

- 71 -

有印象，也看見打破「漢族傳統社會加諸於『女性』之上的既有認知與框架」的

實際例子。 

 除了對於異文化觀點的轉變之外，對�PL 執事來說，新學習的神學概念，是

促使她不斷進修學習的動力來源之一。 

 PL 執事在學習新神學概念並受洗通過之後，因為上司的建議而重回校園，從

國中開始往上升學，歷經高中、大學，並進入研究所就讀。 

    「好像是工作了 3年後吧？然後我的主任說：『你要不要回去讀書看看？』然

後他說：『一方面你可以成為孩子的榜樣，然後一方面你提升你的知識，那你的

受助―就是你服務的對象─他們也會受益』我的主任這樣跟我講之後……我就把

這個事情也是擺在禱告當中，我好像禱告了一年。然後因為我做任何事情一旦做

了，我就要做到底，我不想半途而廢……。我是(在工作之後)進修，我(唸)夜補

校─國中、高中，然後唸科技大學。研究(所)，我也是擺在禱告當中啦！因為我

真的想要再繼續讀，其實真的就是很想見證『在神凡事都能』。128」 

    神學概念的轉變所帶來的跨文化視野，使原本屬於原住民都市獨立教會的信

實教會，具備了包容不同族群文化的視野，因此「傳揚福音事工」的宣教對象，

不再只侷限於原住民族群。此後，因為宣教事工而加入教會的新成員，也成為促

成教會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因素之一。 

    「還蠻感謝 神的！……自從升到大學之後，接到了視訊部的教會使命，從一

開始不會做這件事情，到越來越能夠與主、與聖三位一同地來服事，讓我學習很

多。 

    我一開始完全沒有碰過視訊部，從零開始，是 X.J.哥一步一步帶領著我，慢

慢進入這個使命。感謝 神的是：神賜給我這個使命之後，讓我能夠體會到自己的

價值跟特質，也讓我更加地瞭解聖三位所要栽培我的部分。129」 

    在至遠學習操作視訊部的各種器材的過程中，給予許多幫助的 X.J.，就是居住

128
2016 年�2 月�10 日�P.L.執事訪談紀錄。括弧中文字為筆者添加，以幫助讀者理解。 

筆者註：在此訪談之後，P.L.執事於 2017 年順利考取某公立大學的研究所。 
129

2016 年 9 月 10 日 至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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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附近的平地漢族人。一開始，X.J.因為要學習教會中所教導的神學課程而來

到教會，在學習神學課程結束，並受洗通過之後，便透過自身在學校所學習的資

工專業，擔負教會中視訊部的事工，以及協助視訊部的人才培育。 

現代化的藝術演出 

    神學概念所促成的現代化與全球化，也開啟了教會整體在藝術領域與外界的

合作與演出。例如，教會中具有戲劇、舞蹈及聲樂才能的部分信仰者，於 

「英雄」音樂劇130當中擔綱演出人員或擔任幕後工作人員。 

圖 1：《英雄》音樂劇海報131 

130
《英雄》音樂劇：結合多媒體、交響樂團、戲劇、聲樂、舞蹈、劇場表演……等素材的音樂劇

演出。相關新聞報導：https://cgm.org.tw/church/love-art?view=adm_event&catid=143&id=8382 
131

圖片來源：

https://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hs

obWfDDQ3R3AGEb4cp1Fg  

https://cgm.org.tw/church/love-art?view=adm_event&catid=143&id=8382
https://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hsobWfDDQ3R3AGEb4cp1Fg
https://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hsobWfDDQ3R3AGEb4cp1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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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基督裡，我們都是新造的人；在基督裡，我們也都是原住民 

─革新再現的傳統文化與跨族群的和諧 

第一節 傳統文化的再現與革新 

    新神學概念的傳入，除了促成教會禮拜的變革、人員組成的變動，以及在現

代化與全球化層面的影響之外，信仰者在神學觀念上產生的轉變，使原住民傳統

文化發生「再現」，以及和外來文化融合而「革新」的現象。在本文中，僅舉出

傳統服裝、傳統祭儀、「夢占」文化，與「共享/共養」為例。 

原住民傳統服裝 

    雖然以都市原住民為教會中的主要組成人口，然而信實教會在轉型之前，並

未有原住民傳統服裝的穿著與展演的現象。 

    經歷轉型前後時期的白花勸師，以基督宗教神學的角度，來說明教會對於傳

統服裝看法的轉變原因： 

   「基督徒會分為兩派，一個屬靈派，一個屬肉派。屬靈派的(人)就是很愛禱

告的，屬肉派的(人)就是禮拜天有去教會就好，然後從教會回來就喝酒、吃檳榔

那一種。屬靈派的(人)很愛 神，可是他們很文字，就像猶太人這樣，所以屬靈派

基督徒就說：『原住民的衣服不能穿。』因為聖經裡面說：『洗淨衣服的人可以

來到主這邊132。』所以他們說：『那個原住民的衣服是我們以前不認識 神的時候、

喝酒的時候也穿那個衣服，所以現在已經聖潔了所以不可以穿那個衣服。』所以

我們以前原住民的衣服都拿去燒掉，而屬肉派的(人，他們的)原住民衣服就沒有

拿去燒。我們(信實教會在轉型)以前也是屬靈派，所以我們全部的原住民衣服都

拿去燒掉……直到聽了話語之後才解開，(然後體認到)說：『哎呀！那衣服好貴！』

因為其實聖經上的『衣服』是指『行為』。以前(在轉型之前)的時候很文字……現

132
和合本《聖經‧啟示錄》22 章�14 節「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裏，

也能從門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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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自己想了就覺得好好笑，文字信仰到這樣

子，好可憐喔！被文字綑綁…。
133」 

    原本被視為「不認識神的時候所穿著，現在

已經聖潔了所以不能再穿」的原住民傳統服裝，

由於對於《聖經》的解釋產生轉變，不再關注於

經文當中所提到的具體物件─「衣服」，而關注

於該具體物件背後的象徵─「行為」，所以穿著

傳統原住民服裝不再被視為「不聖潔的」，信仰

者們也因此重新認定傳統服裝所具有的文化和

經濟價值。 

傳統祭儀活動形式的運用 

    2016 年 4 月 23 日，由信實教會所組成的足球隊伍，參與了基督教福音宣教會

所舉辦的全國足球賽。在足球比賽開始前，信實教會的信仰者受主辦單位邀請，

以原住民傳統舞蹈134在開幕式中進行演出。 

    在正式比賽當中，由於發揮了體能、速度與

團隊默契的特長，信實教會所組成的足球隊最終

晉級至冠亞軍賽。在冠亞軍賽開始之前， 

該球隊的球員們在場上圍成了一圈，集體對著天

空大聲呼喊出球隊的隊呼口號，其動作與呼聲，

融合原住民族傳統祭儀中「誇功宴135」的呼喊形

式，以及在教會轉型後，與其他教會球隊交流當

中所學習到的運動文化136。 

    當時的場景非常相似於紐西蘭國家橄欖球

133
  2016 年�8 月�4 日白花勸師訪談紀錄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添加

134
阿美族傳統舞蹈 

135
布農族傳統祭儀 

136
在練習或比賽之前，運動員一起聚集呼喊口號，不只求自身獲勝，也鼓勵對手，期望上帝和基

督成為最大的贏家。資料來源：筆者田野訪談資料。 

圖 2：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全國足球賽開幕式演出 

圖 3：冠軍比賽前的隊呼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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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在比賽前，在球場上所展演之 Haka 戰舞，不過由於呼喊隊呼的場上球員們是彼

此圍成一圈，集體對著天空吶喊，而非如同毛利文化中的 Haka 戰舞是對著對手吶

喊，因此少一份兇悍氣勢，多了一份對於上天的崇敬之意。 

夢 

    黃應貴在其著作當中，曾將布農族稱為「愛作夢的民族」，並提及幾位年輕的

布農族人異口同聲地說明：他們(布農族)是臺灣原住民當中，最喜歡、最在意，同

時也是最相信所作的夢的民族…。在研究中，黃應貴梳理出布農族文化中，「夢占」

地位的演變：在布農族部落社會開始進入現代化後，因為生活方式的改變，而使

年輕一輩的布農人因為逐漸失去與夢占文化接觸的機會，因此「夢占」一度式微，

但另一方面，因為基督教義的解釋加入，使得「夢占」變得更加有力、具彈性與

有效性，再加上當代日常工作中會遭遇的風險，因此讓「夢占」再度受到布農族

人的重視 (黃應貴 2006:135-145)。 

  在筆者於信實教會進行的田野工作當中，同樣觀察到「夢」對於受訪者與報

導人的重要性，在筆者所記錄關於「夢」的分享或訪談內容裡，這些「夢」都十

分地現代化。例如：在夢中見到已去世的親友告知自己對方的期盼、夢見自己在

提款機前領錢，或者夢見長禮車……等等。 

   身為布農族的�PL 執事曾提及：在推動宣教事工時，「夢」所給予自己的推進

力；另一位來自布農部落的長老，也特別在訪談中提到了自己在學習「三十個

論」之前所作的夢。此外，在信實教會中，對於「夢」的重視，並不只限於布農

族的信仰者，例如：白雲執事即在訪談中談到，在轉入信實教會之前，       「夢」帶

給自己和家人的影響137。 

來自異文化的她者觀點 

    於數年當中長期在信實教會服事聚會的白雲執事，對於教會中分屬不同族群

的原住民文化有深刻的觀察。 

    「我會很欣賞阿美族，(因為)他們(是)母系社會，所以對於女性非常尊重，

會傾聽她們的意見跟聲音，我覺得也是蠻好的。那布農族呢，(我)很欣賞他們堅

137
參見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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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的部分，做事情就是一旦決定就會好好去做。撒奇萊雅族也是很多的才華。魯

凱族是對於藝術方面─她有做那個琉璃珠─(我)覺得非常地欣賞。那排灣族也是

於藝術方面(有很突出的表現)……我的孩子來到這裡(之後)，他也學會照顧年幼

的(弟弟妹妹)，然後也會整理環境，也必須要彼此照顧，我覺得很好，就是因為

共養的文化，子女間可以彼此管教，我覺得滿好的。而且每一次愛宴因為(教會

裡有)不同族群(的成員)，所以都可以吃到不同族群的媽媽的手藝，還有哥哥們不

同的料理方式。 

    ……我相信：因著 神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肯定，臺灣原住民一定會走出讓主感

到非常喜悅(的道路)，(而)主可以從原住民族得到各式各樣榮耀的事物。然後屬

天的文化(也可以)變成臺灣人的文化、體質─彼此間要分享、共養、照顧……這

一些(也)都是話語當中所教導的。
138」 

「共享/共養」文化 

    黃應貴在《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此研究中，說明日治時期結束後，東

埔社由山田燒墾、打獵、採集的傳統經濟，進入市場經濟，導致貨幣需求量增

加、農業商業化、青年勞力外流至都市以及土地商品化的一連串過程中，部落傳

統文化中的「共享」文化，在其中為東埔社族人所提供的適應功能 (黃應貴 

1992:27-77)。 

    如同白雲執事在前文的訪談內容中所提及，信實教會內部承襲了黃應貴於上

述研究中所指出、在部落傳統當中相當濃厚的「共享」文化，而這樣的文化，因

為相關的神學概念而被延續、保存。在筆者於田野工作期間所參與的兩次「愛

餐」活動期間，原本作為禮拜者座位區的「本堂空間」，座椅全數被移置兩旁，

中央擺放了一長排的餐桌，其上放置了數十道來自各族飲食文化中的傳統菜餚，

這些菜餚為教會中有能力及物力的信仰者所調製預備，在「愛餐活動」的時間，免

費招待當天禮拜或聚會的所有參與者。

       除了教會內部正式舉行的集體「愛餐」時間之外，筆者亦曾多次實際看見或

聽聞信仰者個人的「共享/共養」行為： 

    在信實教會籌備「和睦靈修會」的期間，有位匿名的信仰者奉獻了一筆金額

138
2016 年�9 月�4 日，白雲執事訪談資料。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增進讀者理解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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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教會，該筆奉獻金額被指定用以購買「和睦靈修會」活動中的大包裝飲用水，

以及提供每位「和睦靈修會」的參與者一瓶免費的罐裝水所用。 

    在筆者參與的某次週三晚間禮拜結束後，當許多人們仍留在教會本堂的前方

或後方輕鬆地交談時，W 在本堂後方的入口附近，拿出兩大串在臺東種植的芭蕉，

此時有一位信仰者大聲地邀請教會中所有人一起享用那些大芭蕉，周邊的幾位信

仰者也迅速地將芭蕉分送給在現場的所有人。 

    父親為排灣族人、母親為布農族的青年�Y.J.139，在任職於某社福機構滿一週

年的當天，於下班後帶回兩份披薩，邀請居住於教會女生宿舍的同伴們共餐慶祝140；

與 Y.J.住宿於同一個女生宿舍，正在某間診所工作的�Is，則時常將在診所中分得的

月餅、巧克力、飲料、水果……等禮品，帶回宿舍與其他信仰者分享，對 Is 來說，

這些在診所中被分得的物資，都是來自於上帝的「恩典」。Is 在對她人分享這些「恩

典」的同時，也分享了 Is 自己過去在克服「獨享」的念頭而向她人分享之後，在

事後又再次得到了和之前一模一樣的「恩典」，最終使自身期盼也得以滿足的過往

經歷141。 

小結 

    邱韻芳在針對東光布農人的信仰與認同的研究當中，提及：基督宗教與原住

族群之間的對話絕對不是單方面的……1980 年代以來，臺灣大社會本土意識的增

強……在這些大環境的刺激及反省下，新一代的原住民牧者開始抨擊以往傳教士

一昧高舉基督福音而壓制傳統文化的作法，回頭找尋失落的祖先智慧，希望重新

開啟對話的空間，讓福音與文化能夠結合而不是對立，以進一步建立所謂的「原

住民神學」。部落中的長老教會也因此從原是反傳統的角色蛻變成保存傳統文化的

重鎮。這個轉變的過程正應證了黃應貴所指出的，傳統社會文化在宗教變遷的過

程中，並非只扮演單方面促進或阻礙的角色，基督教與原有文化之間其實是維持

著一種持續互動且相互辯證的關係(邱韻芳 1997:150-151)。 

    在信實教會的例子當中，也可以看見基督宗教與原住民傳統文化之間的這種

139
Y.J.：某公立大學社工系畢，在大學期間至信實教會學習之後受洗通過，現為某社會福利機構人

員。 
140

2016 年 9 月 14 日，筆者田野筆記。 
141

Is：花蓮布農族人，現任職於某醫療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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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與辯證的關係，與東光長老教會的例子不同之處在於，信實教會當中的原住

民傳統文化元素或意識的再現，是在新神學概念進入之後而出現，新神學概念既

扮演了促成革新的關鍵因素，又具有保存部分傳統文化的功能。 

第二節 跨族群間的和睦 

  2016 年，信實教會的組成人口，總計有 63%以上為具有臺灣原住民族血統

的成員，其中包括阿美、布農、排灣、魯凱、撒奇萊雅......等族群。其餘的成員主

要為閩南語系漢族、客家語系漢族，1949 年前後自中國大陸移民來臺之漢族，

以及少數同時具有平埔血統與漢族血統者。其中，許多成員之雙親，分屬不同的

族群文化，例如：父親屬於排灣族群、母親屬於布農族群，或者父親同時具有客  

家        和平埔血統，母親則為閩南系漢族者……等等。 

    在由超過 8 個以上不同族群文化

的成員組成的群體當中，筆者認為下

列四項因素，是使來自不同族群的教

會成員們，得以合作共處的主要原

因： 

1)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者鄭明析

牧師成為原住民族信仰者的學習

楷模

2) 新神學概念在教會轉型後對教會信徒的影響

3) 禮拜及靈修會等集體聚會所發揮的功能

4) 基督宗教信仰中的「主位」(emic)經驗

原住民 

63% 

非原住民 

37% 

信實教會成員族群組成比例 

表 1：信實教會成員族群組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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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信仰者的學習楷模 

在進行田野工作期間，筆者多次聽到報導人或受訪者提到：基督教福音宣教

會的創辦者鄭明析牧師，和他們自身、以及建立信實教會轉型前都市獨立教會的

Moecel 牧師，彼此之間的相似之處。 

    一位受訪者提到：因為自己小時候在鄉下的成長環境，與福音宣教會創辦人

的背景十分雷同，使她在聽到鄭明析牧師的成長經歷時，立刻能夠感同身受。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沒有像現在很多東西可以吃，鄉下小孩，去(教會)那邊

玩嘛！某一個地方有東西可以吃，就一直去啊！有一個國外的傳道師常常給我們

講故事，小孩子很單純，就這樣子去教會……我那時候讀書上一年級，我是(家裡

的)老大，然後就去(學校)讀書，然後晚上、聖誕節的時候，趕快書包放著到教會

那邊，我媽媽就說：『你幹甚麼去？這麼晚回來！』那個時候又沒有燈，就是跟老

師142那個生活(很像)，都沒有好吃的東西，要很早起，還要放牛啊！有牛才可以耕

田啊！(要)種田放牛！143」 

     而在談及鄭明析牧師1994年訪臺期間，於主日禮拜證道中，將自己比做「韓

國來的原住民」、「靈性上的原住民」的證道內容時，Kilang Kulas牧師則認為： 

    「我們原住民在臺灣是弱勢……但(臺灣的)原住民算是很愛 神的一個民族，

我們有我們的一個特質在。雖然是弱勢，可是如果有甚麼可以拿出來的，就是『信

仰』……原住民真的有讚美的特質，(可以)帶敬拜……。老師常常給我們鼓勵，

老師常常說：『我是天國的原住民』然後給我們很多的力量跟鼓勵。……(對於鄭

明析牧師在 1994年關於原住民的主日禮拜證道內容)，我自己的體會是覺得很光

榮，就是老師把我們拉到他身邊，老師好像融入在我們裡面、或是把我們帶到他

旁邊，見證我們的意思，把老師的名字跟原住民綁在一起，那種感覺。以前(我)

常常有機會跟老師握手、或是踢足球(時，彼此的手)拍一下，就是那種感覺……。

144」 

142

143

144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牧師 

2016 年�8 月�20 日 筆者田野工作訪談資料。 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幫助讀者理解所添加

2016 年�8 月�14 日 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資料。括弧內之文字為筆者為增進讀者理解所添加。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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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亦透過受訪者得知，曾於主日禮拜證道中自比為

「韓國來的原住民」的鄭明析牧師，起初開始進行牧會工作的時候，也經歷了類

似於Moecel 牧師的遭遇：獨自透過傳福音建立了教會，後來卻由於人為因素而不

得不離開自己所建立的教會，但是離開之後，仍因為堅持其理念而又再次另建立

了新的教會。成長背景和經歷與信實教會中許多原住民信仰者有共同之處的鄭明

析牧師，除了在韓國境內建立了多所教會，亦曾為了福音事工而前往外國宣教，

與歐洲、美洲、大洋洲、亞洲等數個國家內，屬於異文化的「他者」共同合作交

流，或者進一步對他們傳揚福音。 

筆者認為，由於在進行宣教事工的過程中，鄭明析牧師接納並包容來自不同

文化背景之族群的精神，成為了宣教會中原住民信仰者的學習楷模，是使教會當

中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信仰者們，得以合作共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信實教會從

起初一個完全由原住民族所組成的都市教會，在轉型之後開啟對非原住民族的宣

教，可以將之視作為此因素被落實的成果。 

    在�2013 年受洗通過的客家裔漢族�C.Y.，即是其中一個例子：有天，當喜歡打

棒球的 C.Y.，揹著球棒在等公車時，黃傳道師詢問�C.Y.：「我們(教會)也有球隊，

要不要來打球？」。因為喜歡棒球而來到信實教會的�C.Y.，在學習《聖經》與「三

十個論」之後，決定以基督為其生活的榜樣而受洗通過，並且透過參與基督教福

音宣教會在週末假期所舉辦的全國性壘球比賽，找到在棒球場上揮棒與奔跑的空

間145。 

新神學概念在教會轉型後對教會信徒的影響 

  如前文(第一章第三節)所提及，「神學論述如何形成一個全新的族群認同」是

本研究所關注的議題之一。 

    Clifford Geertz 認為，宗教信仰是「一種象徵符號體系」，它依靠「形成有關

存在的普遍秩序的概念」並「給予這些概念具體實在性的外衣」而在人們中間建

立強而有力的、普遍的和持續長久的情緒及動機(Geertz 2014:111)。 

145
2016 年�9 月�4 日，筆者田野工作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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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若以 Clifford Geertz 的觀點來理解信實教會轉型後的跨族群合作模式，

就不可忽略具有強而有力之象徵意義與解釋性的「新神學概念」，在其中所發揮

的影響力。透過訪談與參與觀察，筆者認為：新進入教會的神學概念，在來自不

同族群文化的信仰者之間，即扮演了�Geertz 所說的「象徵符號體系」，由於此象

徵符號體系超越於不同族群內部中所形成的「言說慣習146」和其他外顯的文化或

體質差異之上，因此成為在異文化背景信仰者之間所建立的溝通管道之一。 

    例如，白雲執事在受訪時，便提到了「神學概念」在溝通時的功用。 

   「彼此欣賞，(在)不同的文化(之間)，這是絕對必要的，不能夠以高姿態的

態度去對待弟兄姊妹，所以主的教導是，以愛、體諒、包容、站在對方的立場去

了解他。 

    我發現當我站在對方立場去了解他、去看事情的時候，才知道對方是這麼地

辛苦。…一定要有包容心，即使(有)做不好的地方，就學會禱告跟等待，還有溝通…

因為大家都聽一樣的話語，所以就能夠聽得懂在說甚麼。147」 

    白雲執事的父親是在 1949 年隨著三叔公跟著國民政府遷臺的福建人，而白雲

執事的母親則在日治時期出生於臺灣，她的外公是來自於福建省的閩南人，外婆

則是臺灣的阿美族人。19 歲時，白雲執事才得知自己有四分之一的阿美族血統，

若白雲執事不主動提起，一般人很難憑外表得知白雲執事的身世。然而，若仔細

觀察就可以發現，白雲執事具有有許多臺灣原住民族所特有的，較為深邃寬圓的

雙眼。 

    身為基督徒的白雲執事，雖然在清明節因為宗教信仰的緣故，不會和其他親

族一起祭祀祖先，但時常透過書籍學習了解臺灣的歷史與族群關係，也常思索如

何延續與保存原住民的文化。在筆者進行田野工作訪問白雲執事的過程中，了解

到白雲執事時常為了臺灣在漢人拓墾時期頻繁發生的械鬥歷史，向上帝悔改禱告，

在白雲執事自然流暢的言談之中，數百年前在島上發生的過往歷史彷彿浮現眼前，

但因為白雲執事強調包容、和睦，與為全體悔改的精神，在提及這些歷史的過程

146

147

John J. Gumperz 所提出的概念，參見本文第一章第三節。

2016 年�9 月�4 日，白雲執事訪談資料。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增進閱讀理解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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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沒有任何太過強烈的情緒，只有如羊群徜徉於水邊青草地般的寬闊與寧靜。 

「禮拜」及「靈修會」等集體聚會所發揮的功能 

 除了前述所提及的兩項抽象因素，在現實日常生活中，教會所舉辦的集體

活動，例如：禮拜、靈修會……等等，以及信仰者在活動中所感受到的基督宗教

「主位」經驗，也是維持跨文化族群成員之間和諧的重要因素。在本章節中，將

以信實教會於 2016 年 8 月所舉辦的暑期靈修會為例。此靈修會為基督教福音宣教

會所規劃的整體活動，其主題為「瀑布般的和睦」，由位於各地區的教會獨立舉行。 

    信實教會內部負責籌備靈修會的工作人員，在半個月的時間當中籌備了為期

兩天的靈修會活動。2016 年�8 月�19 日至�20 日，所有參與靈修會的信實教會信仰

者，由北部都市地區前往宜蘭的場地進行為期兩天的靈修會。 

    在靈修會結束後，許多參與靈修會的報導人，認為教會內部的氣氛變得更加

地融洽。例如：一位漢族受訪者便認為，教會內部由於各族群語言上的差異而造

成的隔閡問題，在靈修會當中被解決。 

    「(教會中)有些原住民(弟兄姊妹)在彼此的交談當中會用母語，我們聽不懂

的人會覺得：『他們是不是在說我們甚麼啊？』(教會中)不是原住民的人偶爾會

有這種的誤會。後來大家彼此解開之後，不論是在辦活動或者是在辦靈修會(時)，

整個氣氛就非常的融洽，(我)覺得 神真的都查看一切，了解這時候(教會)的需要

來賜下話語148」 

   另一位受訪者則提到，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存在於在生活方式當中，而這

樣的問題，透過靈修會當中的「見證」、「解開」得到解決。

        「一開始(來教會)的那個時候，我的年紀差不多是小學四年級或五年級…

……可能(因為是)小朋友嘛！那時候還不懂，所以不會意識到很多、不會想那

麼多，可是漸漸地到國三升高一那一階段之後，就完全沒有辦法跟原住民(信仰者)

一起生活……這個問題也是因為那時候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自己的層次沒有很完

148
2016年9月22日，Maggie 執事訪談紀錄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增進行文流暢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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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關係吧！……可能是以前過去的生活、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還是跟我們(漢

族)有點不太一樣。然後在過去會有一些些不了解的部分，或者是有一些誤會的部

分──可能都是從自己的內心開始產生這一些的問題。……可能聖三位也有看到

我們教會弟兄姊妹之間的生活模式吧！透過今年的靈修會讓我們(解開)，透過這

次(教會)自己舉辦的靈修會，讓我們完完全全地見證，完完全全地解開、和睦……

很感謝 神！149」 

「基督宗教信仰中的『主位』 (emic)經驗」 

    基督宗教信仰中的「主位」經驗，如何在教會所舉辦的集體活動當中出現，

在以下段落，將舉出靈修會當中的「瀑布山行」行程為例： 

    為了配合「瀑布般的和睦」此主題，教會中負責規劃靈修會的主辦人員，將 

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在宜蘭礁溪的林美村。 

    當天，在所有人抵達步道入口之後，一位工作人員用擴音機帶著全體進行禱

告。接著，所有的參與者依照其年紀與體能，分別進入較陡峭或者較平緩的步道

入口，朝向目的地前進。在行走山中步道的過程中，充滿生命力與節奏感的呼喊

聲不絕於耳。當眾人們於全長共�1.7 公里的步道盡頭稍作休息時，在白花執事的帶

領與禱告後，從癌症中痊癒的�W，因為山行而顯得神采飛揚，她主動說：「我的人

生完全交託給主。我經過開刀手術，但那些拿掉的都是壞的東西，我完全感謝主！」 

  沿著河谷行至所鋪設的步道盡頭後，再繼續前進，最後進入一個四面皆被林木

與石壁包圍的峽谷，人們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之下，謹慎地在潮濕的岩石上前進，

到了峽谷盡頭，林美石磐瀑布就出現在眾人的眼中，如同細絲垂幕般的水流，從

頂端貼著石壁涓涓流下。在細緻的瀑布聲中，靈修會工作人員帶領其他參與者齊

唱了一首讚美歌曲，人們的歌聲悠揚地迴盪於峽谷當中，在曲盡音落之後，歌曲

彷彿逕自詠唱不息，並浸潤了峽谷兩旁的林木。接著，一位工作人員站在峽谷中

的岩石高處，大聲朗讀了鄭明析牧師為了此靈修會所寫的箴言，其內容提到造成

教會內不和睦的原因，以及透過禱告、彼此對話……等等方法來解決無法和睦相處

的問題。待朗讀聲結束，許多人們似乎仍凝神聆聽，因此無人交談。過了一會

兒，其中一位信仰者率先讚嘆呼喊一句：「好像是聖靈來了喔！」才打破了原先

149
2016年9月10日，至遠訪談紀錄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為幫助讀者理解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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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瀑布聲所包圍的沉靜150。 

    在瀑布山行的行程當中，參與靈修會的信仰者們，也許藉由透過身處於瀑布

旁的自然環境所帶來的直觀感受、或透過讚美樂曲的齊唱，或者藉由靈修會當中

被朗讀的箴言內容，感受「和睦」的意義。除此之外，也有信仰者在活動中，在

自然環境、歌聲、口語朗誦而出的箴言內容……等具體人事物之外，感受到在基

督宗教信仰中的「主位」經驗，因而藉由言語告訴一旁的其他活動參與者，關於

「聖靈/聖神」臨在(或同在)的訊息。 

    筆者認為，參與靈修會的信仰者在活動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基督宗教「主位」

(emic)經驗，也是在探討異文化成員之間得以共處合作的因素時，不可忽略的層

面。 

150
此時筆者亦感受到自己彷彿和同行之人們一起被包覆在一幅巨大又和諧的布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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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信實教會轉型之歷史背景與內在因素 

    宗教人類學者 Jack David Eller 指出：宗教通常被視為保守的力量，也就是說，

宗教似乎要求一種生活方式以及道德體系，而這樣的生活方式與道德體系一旦安

定之後，在沒有被瓦解的前提之下，就不會改變。然而，這種永久性與不可抗性

的概念並不是一個「關於宗教的事實」，而更接近於一個「宗教的意識形態」。顯

而易見的是，宗教會發生改變，全新的宗教普遍性地出現，而事實上每個宗教傳

統，在某個時間點都曾是全新的存在(Eller 2014:150)。因此，Eller 認為，在宗教人

類學的領域當中，比起將宗教視為一種靜態且嚴謹保守的力量，我們更適宜將其

視為一種具有動態性與高度適應性的力量。Eller 指出：就算是「傳統的」宗教也

是動態的……而在近期，由於文化變革與全球化的影響，使得宗教變革的過程也

因此而加速(Eller 2014:151)。 

    在「宗教為文化的一部分」的前提基礎之上，Eller 將「宗教變革」視為一種

「文化變革」，而這樣的觀點取向，導引出兩個重要含意：(1)宗教的變革與整體

文化的變化相關、(2)相同的基本變革過程將會在「宗教」與「整體文化」的變革

當中運作。Eller 指出，不論在宗教或整體文化的層面，兩個最基本的變革過程是

「創新」和「傳播」，而最常見與最被充分研究的變革過程是「融合」；此外，由

於各種因素，宗教變革過程的結果可能導致「裂變」：宗教的形成或擴散是先前

宗教傳統的分支，導致「宗派」(sects)和「分支」(denominations)，以及整個新

宗教的形成。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從天主教裂變而分出的基督新教。在某些情況

下，變革的過程則可能是新的或外來的宗教替代了舊有的宗教，導致就有宗教的

滅絕(Eller 2014:151-154)。 

        Eller 進一步指出：綜觀歷史，各種社會與其宗教曾陷入各種危機─戰爭、災

害、與不同民族以及宗教的敵對或接觸……等。或者，有時他們發現他們的期望

與現實不符，或者他們的實踐沒有產生結果。……個人和社會經常發現自己暴露

在遠超出其控制和理解的力量之下，如：城市化、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工業化

和貨幣貶值……等世界歷史力量。在這些情況下，人們可能感到一種脫節、失落

或某種文化的逝去。然而，對於新生活、新社群和新意義的可能性與盼望總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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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也是許多宗教運動採取了「復興」或「復振」形式的原因(Eller 2014:158-159)。  

         Anthony Wallace 將「復振運動」定義為「社會成員刻意地、有意識地以及有

組織地努力，以建構一個更令人滿意的文化」。根據 Wallace 的觀點……人們的第

一個傾向是使新的狀況符合舊的概念，或假設它們符合，然而這通常無法起得了

作用。而在某些時刻，也許(以及「通常」)一個人會得出一個新的想法、一種新的

解釋，一種旨在引導社會走出僵局，並進入更美好明天的新觀點，這就是「復振」

(Eller 2014:159)。Wallace 描述了這種運動中的一致模式，從任何不和諧的社會變革

出現之前的原始文化情境開始，他稱之為「穩定狀態」：社會的世界觀足以適應世

界，對現有世界觀或社會的任何威脅都可以在現有的信仰和實踐中得到滿足。然

而，由於接觸、征服、災難、全球化或其他經歷，個人壓力開始增加，現實生活

中的變化與條件不再符合傳統的世界觀或信仰，人們可能會繼續做他們一直做的

事，但效果會減弱或沒有效果。接下來是一個文化扭曲的時期，人們認為事情快

速地出錯，但大多數人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回應，許多人放棄，也許被同化到另一

個社會系統……在許多其他情況下，社會只是解體。然而，在人類歷史當中的幾

個時期，出現了一種反應，也就是�Wallace 所說的「復振時期」。這一階段的文化

或宗教創新有幾個具有意義的階段：(1)文化/心理重構 (2)溝通 (3)組織 (4)適應 (5)

文化轉型 (6)程序化。經過上述的所有階段，復振運動的最終目的地是新的穩定狀

態，在這個狀態下，復振運動不僅使自己制度化，而且成熟為一種文化和世界觀，

解決了它要解決的問題，並給予人們在之前明顯缺乏的安全感，確定感和滿足感。�

Eller 指出：人類學者根據他們的目標和方法，將「復振運動」區分為不同的類型，

而這些類型並不互相排斥 (Eller 2014:159-161)。 

    在不同的復振運動類型當中，千禧年主義(Millenarianism)對於熟諳基督宗教的

人們來說，是一個熟悉的概念─基督宗教是一個本質上的千禧年宗教。基督宗教

傳授：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我們所了解的這個世界將會結束。關於這個事件的具

體順序，以及之後的情況，在不同的教派與宗派當中有不同的觀點，但是普遍的

觀點是：該事件的轉變並不容易，也不是無痛的(Eller 2014:163)。 

    由於基督宗教內部所具有的「復振」本質，自基督宗教創始至今的歷史當中，

曾在數個時期發生「復振運動」的事件，例如：十世紀，西歐中心地帶的教會制

度日趨衰落，達到了腐敗與混亂的頂點。隨後一次普遍爆發的宗教熱情，復興了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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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會制度的組織結構，並把教會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和道德水準之上，這個時

期的改革使教會在十二、十三世紀的文化中產生領導作用(袁傳偉1992/2013:252)。

十三世紀，西歐地區「方濟會」與「道明會」派別的成立(袁傳偉 1992/2013:395)。

十五世紀，約翰‧胡斯的改革，以及十六世紀馬丁‧路德、喀爾文與茨溫利等人

的宗教改革。近代的例子則有：十八世紀位於盎格魯美洲地區的「大覺醒運動」、

十九世紀位於北美地區的「衛理公會聖潔運動」，以及二十世紀跨國性的「五旬節

運動」……等等 (Joel Robbins 2004:119&120)。 

    在促成信實教會轉型之因素當中，基督宗教內部所具有的「復振」本質，具

有關鍵性的影響。基於信實教會所進行的田野與訪談工作，參與教會轉型歷史的

受訪者們，再次學習新神學概念，以及透過「受洗通過式」重新接受洗禮的原因，

主要為：(1) 想要提升自身信仰生活的層次、(2) 增進對於基督宗教信仰，或對《聖

經》的理解、(3) 希望在「末世/末時」之前，拯救他人……等因素。而新進入教

會的神學概念，也適切地解決了參與教會轉型的信仰者們所面臨的問題，或者給

予了問題的答案。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將信實教會的轉型，視為融合了新宗教

運動、最終獲得成功的一件基督宗教「復振運動」。 

第二節 宗教人類學及宗教社會學觀點： 

分析信實教會轉型期所遭遇之「壓力/阻力」 

    根據�Bronislaw K. Malinowski、Anthony Wallace 及�Jack David Eller 等研究宗教的

人類學者之觀點，宗教屬於整體文化中的其中一環。因此，宗教變遷會遭遇的過

程和阻力，也將類似於文化在變遷中所遭遇的狀況 (Eller 2014:151)。Wallace 認為，

作為宗教變遷之一的「復振運動」，雖然最終目的是新的穩定狀態151，但是絕大

多數(99%)的此類運動都失敗了，最可能失敗的階段是「復振運動」中的「文化轉

型」階段。而大部分倖存者仍然是各自社會中的小亞文化，在一個更大的宗教領

域，作為少數或替代系統─「宗派」、「教派」，甚至「異端/邪教」而停滯不前

(Eller 2014:161)。 

151
參見本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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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若以 Wallace 所提出的理論來理解信實教會轉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信

實教會的轉型，除了基督宗教內部所固有、具有促成「復振運動」之潛能的「千

禧年主義」動力之外，還含括了「復振運動」當中的另一個類型─「融合(Syncretism)」。

促成信實教會轉型的是一個與教會既有神學觀點有許多出入的新神學概念，而且

教會內既有的信仰者，在接觸此一新神學觀點的過程當中，同時必須接觸、包容

不同於自身文化的新文化元素─以漢文化為主流的臺灣北部都市文化，以及韓國

文化。 

    Eller 認為：客觀來說，所有宗教都是混合的，而所有的宗教也都是傳統的產

物。Shaw 和�Stewart 則認為：所有宗教都有複合的起源，並透過不斷的綜合和消

除的過程不斷重建( 1996：7）。在復振運動過程中，和「融合」力量抗衡的力量

就是「反融合(anti-syncretism)」的力量，例如，伊斯蘭教明確禁止�bid'a 或「創

新/新穎」，就像基督教擔心正統與異端一樣，雖然歷史上兩種宗教都是分裂和不

斷重新解釋 (Eller 2014:162-163)。 

    我們可以看到，在復振運動過程中，「反融合」所造成的阻力(或壓力)，在信

實教會的轉型時期，造成信實教會轉型前的許多教友們，無法接受新進的神學概

念、或者原住民傳統服裝的再現……等等，因此在轉型時期，教會的規模曾一度大

跌至既有的 15%左右。 

    筆者認為，Shaw 和 Stewart 所提出的「反融合」概念，也可以用在第一批「受

洗通過者」出現之後的正式轉型時期，「前教友」或其他基督新教的輿論在教會外

部對教會轉型所造成的阻力。 

     Eller 指出，一般公眾以及學術界，對新宗教運動的討論方式往往證明兩種偏

見：第一，對這些群體的消極與負面性，第二，明顯的西方/基督教偏見。新宗教

運動(NRMs)通常很小，通常按照定義為「非正統」，並且時常被貼上「異端/邪教」

的標籤，並被指責「洗腦」、虐待、剝削、極端主義和反社會傾向，甚至暴力，當

然還有純粹的虛假和妄想(Eller 2014:155-156)。人們很容易忘記，「正統」宗教起初

是新宗教，被周圍的社會所蔑視，就像今天的「異端/邪教」群體一樣。基督教對

於古羅馬人而言是「異端/邪教」，早期的新教對天主教會而言是「異端/邪教」（或

「異端/邪教」的集合）。每一個新的基督教派別─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或

「摩門教徒」，到「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耶和華見證人」、「大衛教派」、各種「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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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節教會」等等─都曾被譴責為「異端/邪教」……。「異端/邪教」很明顯地，不

是技術術語，而是一個價值判斷。在流行的語言當中，它是一個貶抑詞彙，用於

表達對某些「奇怪」、「不可接受」或「壞」宗教的不贊同 (Eller 2014:156)。Eller

進一步指出：學術界對於「異端/邪教」的處置過於頻繁、緊密地依賴人數眾多的

教派……基督教護教者 Jan Karel van Baalen 字面上將「異端/邪教」名為「任何被

視為非正統或虛假的宗教」（1956：363），雖然「新興宗教」必定會被某些人認為

是「非正統或虛假的」，但這種用法已經進入了一些字典定義。毫不奇怪地，他將

「正統」等同於「主流基督教」。Walter Martin 則使他對於「異端/邪教」的定義更

加仰賴於基督教，稱「異端/邪教」為「因為『某個特定的人物』或『某人對聖經

的解釋』而聚集的一群人」，而這些「異端/邪教」不含括「歷史性基督教當中的幾

個重大偏差」（1976：11）。Eller 認為，根據前述的定義，大多數的「異端/邪教」

都不會被視為「異端/邪教」，因為它們與基督教幾乎或者根本沒有任何關係，而多

數的當代基督徒群體都將被視為「異端/邪教」(Eller 2014:157)。 

    社會學者 Massimo Introvigne 在針對二十世紀末西歐部分地區的「反異端運動」

的報告當中則闡述：「教派」和「異端/邪教」往往是「道德恐慌(Moral panics)」的

典型目標。雖然道德恐慌通常有一些客觀依據，沒人會否認少數的新宗教運動涉

及了犯罪行為……。然而，……大多數研究新宗教運動的學者，都會贊同瑞士聯

邦政府於 1998 年針對「山達基(Scientology)」所發表的報告結論：「這些群體的巨

大成就，既不對他們的成員，也不對國家造成危險。」 另一方面，很少有學者同

意法國或比利時的議會報告─其中列出了數十個群體─從「摩門教」到「貴格會」

和「巴哈伊教」─宣稱他們作為「教派」或「異端/邪教」，「實際上」或「可能」

是危險的(Introvigne 2004:206)。 

    Introvigne 以及另一位研究者�James Richardson 共同將關於「異端/邪教」的

官方文件，分成兩種類型─這些官方文件是在「太陽神殿教事件」之後，位於西

歐各地的機構所發布的。第一類官方文件，包括法國、比歷史、瑞士日內瓦州等

地區的機構所發表的文件，這些文件都採用一個四階段的解釋模式如下： 

1.「異端/邪教」或「教派」不是宗教。

    首先，該解釋模式聲稱某些非主流的宗教群體不是真正的「宗教」，而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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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並將他們命名為「異端/邪教」或「教派」。……由於宗教自由在西歐通常

受到憲法保障(包括國際條約和聲明)，Introvigne 指出：歧視非主流宗教群體的最

佳方式，是辯稱它根本不是宗教信仰。正如社會學者 Larry Greil 所說，宗教是「一

種文化資源，競爭性利益群體有可能在這種資源上競爭……」。 

2. 「洗腦」和「精神控制」

第二點，由於宗教信仰通常被定義為一種自由意志的行使，因此有人認為一

個「非宗教」只能在某種強制力量之下加入，而這種強制力量通常以類似「洗腦」

的型態呈現。「洗腦」的比喻是十九世紀反對摩門教、震教徒(the Shakers)…..等群

體的反對者所主張的，在二十世紀 70 年代於美國等地的「反『異端/邪教』戰爭」

中，則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比喻。雖然，到了二十世紀 80 年代末期，「洗腦」的原

始理論，在英語學術界當中，被大量推翻……然而，這些粗略的「洗腦理論」仍

繼續為歐洲地區部分政府所發表的第一類官方文件當中提供資訊。 

3. 背教者

第三點，由於「洗腦理論」是許多學術批評的對象，因此這個四階段的解釋

模式，需要在來源和敘述層面進行歧視。法國和比利時的官方文件中很少、或根

本沒有使用學術資源。比利時報告明確指出：它意識到學術界對於「精神控制」

的反對意見，但是它已做出了「道德」選擇，因而更偏重「受害者」的實際報導。

比利時委員會所使用的「受害者」，意指通常被社會科學者定義為「背教者」的人

們，亦即：已經離開一個群體的「前成員」，在離開該群體之後，成為積極反對該

群體的反對者，並且發展了他們對於之前所參與之群體的負面報導。 

    Introvigne 指出，一個群體的「前成員」批評自己過去曾參加群體的比例不

超過 10%-20%，大多數的「前成員」通常對於「反對自己之前所參與之社群的運

動」不感興趣，但是第一類官方文件中所採用的解釋模式，通常將「背教者」視

為離開一個群體的「前成員」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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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異端/邪教」組織152

在第一類型的官方文件中，我們被告知「異端/邪教」和「教派」不是宗教，

因為他們採用「洗腦」技術，而我們知道「異端/邪教」和「教派」使用「洗腦」

技術，因為我們有他們的「受害者」的證詞。而這些「受害者」是由監督機構所

挑選出來的。這些監督機構，被學者稱為「反異端/邪教」。我們被告知，「反異端/

邪教」組織比學術界更可靠，因為前者與「受害者」有「實際」的合作經驗。(Introvigne 

2004:207-208) 

    Introvigne 說明，上述的「四階段解釋模式」在延續對於「異端/邪教」和「教

派」的道德恐慌上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並且在整個法語系歐洲的官方文件和機

構中，得到了相當嚴格的遵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洗腦理論」在當中所起的作

用，如果沒有這種意識形態的前提，這些官方文件當中的宣稱和建議都將相當薄

弱 (Introvigne 2004:209)。  

    Introvigne 表示，學術界針對第一類型官方文件的批評，似乎在其他國家產生

一些影響。在 1998 年由德國議會、義大利內政部、瑞士提契諾州、瑞典政府調查

新宗教運動的委員會，以及 1999 年由歐洲委員會與瑞士議會，發表了第二類官方

文件。……這些報告彼此相異，受到相當多的爭論與批評，但是它們不使用第一

類官方文件中所採用的解釋模型，而是更多地關注於學術研究成果。例如，它們

通常承認： 

1. 定義「異端/邪教」、「教派」 或「宗教」，是非常困難的，而嘗試定義它們可

能不是國家的範疇。

2. 雖然有些人擔心宗教運動可能對其成員施加過度的心理壓力，但是「學者們對

於『洗腦』或『精神控制』的定義沒有出現一致的定見」這是被普遍了解的。

3. 激進的「群體前成員」不被視為有關這些團體的唯一可靠資訊來源，那些陳述

正面經歷之團體成員的聲音也應該被聽見。

4. 私人的反「異端/邪教」組織可以發揮合法的功能，但是政府不應該支持他們「傳

播偏見」甚至「反『異端/邪教』恐怖主義」

152
與本研究相關的「反『異端/邪教』組織」，參見本研究附錄一【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者簡介】。

該文中所提及的「反攝理教團體：Exodus」為一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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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vigne 指出：第二類型的報告正引導德國或瑞士等地的公眾對於「異端/

邪教」的議題進行冷靜清醒的討論(Introvigne 2004:209-210)。 

    筆者認為，綜合上述�Jack David Eller 以及 Massimo Introvigne 兩位學者根據「新

興宗教」以及「反『異端/邪教』運動」的研究，即可以了解信實教會轉型過程中，

外界對於教會轉型的「壓力/阻力」的形成過程：一系列剛進入臺灣，僅被少數人

了解的神學概念，仍介於接受該神學概念的人口比例處於相對極少數的階段，在

如同前文引述之Eller的研究報告中所形容：「對於新興宗教的普遍性偏見」的環

境條件下，教會轉型過程中無法接受「宗教變革」而離開教會的少數前教友，他

們的負面陳述，極容易與基督教界當中的「反融合」力量結合，由「反『異端/邪

教』組織」運用，並且被對於「異端/邪教」存有恐懼的公眾所採信。最終，這樣

的過程，導致的是促成教會轉型─亦即被 Anthony Wallace…..等幾位學者稱為「復

振運動」─的主要因素：「新的神學概念」，在未被清楚地理解之前，就受到普遍

的排斥與誤解，並在「異端/邪教」與「正統」的爭論中、或者對「異端/邪教」

的恐懼與排斥當中被掩蓋。 

第三節 信實教會轉型成功的因素 

    如同前文中所引用�Wallace 的分析153，99%的「復振運動」都以失敗收場，然

而信實教會的轉型卻是這當中極少數的成功例子。此「復振運動」成功的具體表

現在於：(1) 起初透過再學習新的神學概念而開啟教會內部「復振運動」的少數

人，將此「復振運動」擴及至教會整體，並且新進入的神學概念，在教會轉型期

間所遭受的內外阻力(或壓力)之下，仍被保留至今。(2) 轉型後的教會持續向教會

外界展現其運動的成果，並且傳播促成其轉型的新神學概念，因此教會規模從起

初縮減至 15%的規模，再次成長為超過轉型前的規模。(3) 此外，在教會轉型之

後，教會呈現原住民傳統文化再現與現代化，並培育出神職、宣教、音樂、舞

蹈、戲劇、醫療、體育、社會工作……等，各領域的原住民專業人才。

    根據筆者於田野工作期間當中進行的訪談以及觀察，筆者歸納出其成功因素

153
參見本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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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歸類為下列幾點： 

1.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所展現的跨文化視野

在信實教會轉型之前，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析牧師於�1994 年訪臺

期間所進行的禮拜證道中，將自己比做「韓國來的原住民154」，展現了跨文化的

視野，藉由證道者對自身的認同，展現對他者─「臺灣原住民族」的認同；此

外，鄭明析牧師也在證道中，將所有聽道者比做「靈性上的原住民155」，在既有

的信仰者群體當中，營造出跨文化溝通的橋樑，也賦予了當時參與禮拜的信仰者

個人，得以與原住民文化(或漢文化)溝通交流的「社會資本156」，繼而奠定了信實

教會得以成功轉型的基礎。 

2. 阿美族傳統文化當中，對於女性發言權的尊重

    阿美族傳統社會，被歸為母系社會，其家族產業繼承權以女性為優先，部

落事務則由男性負責，祭祀氏族的「祭祀權」由女性繼承，而「司祭者」限定

為男性，但是也有女性擔任的情形 (黃淑芬、江惠英、林青妹

2000/2005:122-124)。 

在信實教會轉型之前，由阿美族 Moecel 牧師所帶領的原住民都市獨立教

會當中，雖然已經脫離了傳統部落社會環境，也因為接受了基督宗教而不再保

有傳統阿美族的宗教信仰，但是在教會內部的決策層面上，仍保有阿美族傳統

文化中對於女性的尊重，(即使在教會轉型之後，這樣的文化特質仍在教會中持

續下去157)。因此，當白花勸師在教會的長執會議中，介紹新的神學概念所帶來

之益處時，這樣的意見得以被教會的領導者 Moecel 牧師以及部分其他長執成

員所接受，進而開啟了教會幹部們「再學習」的契機。 

3. 教會本身內部促成「復振運動」的力量，大過於「反融合力量」對「復振運動」

所造成的阻力

154

155

156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同註腳�154

Bourdieu 認為：交流資源構成了個人的象徵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某些社會中，

這種形式的資本可能與「實體的不動產資源在過去被認知的價值」一樣重要 (as cited in John J. 

Gumperz, 1982)。
157

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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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再學習」新神學概念的過程當中，需要面臨異文化的進入與隨之

而來的衝突與調整，但是基督宗教本身所固有的「千禧年主義」─對於未來的

盼望，以及對更深刻信仰的追求─促使信實教會當中參與新神學課程的學習者

們，持續參與學習的行列，也未曾因為其他拒絕「再學習」或抗拒教會轉型的

既有成員而中斷或放棄。最終，教會出現了第一批「受洗通過者」，而得以正

式轉型。 

4. 新傳入的神學概念確實解決學習者的需求與疑問

   多數參與教會轉型的受訪者，在敘述轉型過程的歷史時，皆會提及新的神

學課程對自身神學造詣的幫助，以及它對自身對信仰的疑問所提供的解答。 

5. 教會主要領導者對教會轉型方向的穩定帶領
 

   在歷經「再學習」的過程並「受洗通過」之後，許多原本身為長執幹部的

教會成員，持續而且穩定地在日常生活中「實際展現」所學習到的新神學概

念，並以此引導教會當中其他的成員和晚輩158。 

158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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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者反思 

    進行田野工作參與觀察期間，筆者在進行記錄與訪談工作的同時，時常感到

自身超過四年的人類學訓練，不足以能達到 Clifford Geertz 所提出的「深描文化」

民族誌書寫理想。原因在於，筆者所成長的臺灣平地社會中，以「後工業化資本

主義」以及「漢文化-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價值觀，在理解「臺灣原住民文化-基督

宗教」價值觀時，時常遇到矛盾與障礙。 

    在「後工業化資本主義」價值觀當中，個人的「經濟成就」、「能力」或「學

歷/證照」……等等因素，往往是衡量個人價值的標準，而在「漢文化-儒家思想」

價值觀當中，社會對「性別」與「輩分」所賦予的權利與義務，是個人在社會當

中需要依循的社會規範。 

    然而，在信實教會當中，強調「共養」與「分享」的價值觀裡，個人的經濟

成就並非與社會賦予個人的價值成正比，即使是擁有相對較少物資的個體，也透

過「分享」而得到精神上的滿足與自我價值的實現。教會中年齡較長，或信仰資

歷較長的長者們，多半以相對平等的方式，對待教會當中(或有血緣關係、或無血

緣關係)的晚輩。 

    因此，在記錄與理解教會轉型歷史過程與動力的同時，筆者深感自己過去所

接受的，以漢民族為本位的國民義務教育當中，對於理解「臺灣原住民歷史與文

化」知識領域的缺乏，以及對於「基督宗教」在臺灣長期的在地化所促成的、融

合本土性與基督宗教特質之社群文化的忽視。 

    此外，在透過受訪的信仰者們了解教會接受新的神學概念過程中，所遭遇的

阻力與困境時，筆者則意識到各基督新教體系對於異己之反對和排斥，對其他少

數群體所造成的壓迫，以及造成各種不符事實的言論被廣布散播的問題。然而，

這些由於神學觀點的不同而起的爭論，已超出未曾經過神學院訓練的筆者之能力

範圍，因此這部分的問題，尚須留待未來於此領域之有能者的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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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鄭明析總會長簡介】 

鄭明析牧師 (1945-)，現任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總會長、國際文化藝術和平協會

總裁，主要著作為《救援的話語》、證道集《生命的話語》、箴言集《天的話我的

話》、《靈感的詩》、《戰爭是殘忍的：愛與和平》……等159。 

出生於大韓民國忠南錦山郡珍山面石幕里。雙親以務農、採礦為業。由於兄

長帶領，9 歲時開始到鄰近的石幕里教會追求信仰；國小五年級開始，白天忙於農

務，晚上在廢棄的礦坑中禱告及研讀《聖經》；15 歲開始，上大芚山度過修道生活。

20 歲時，致力於路旁傳道，於一年中對一萬名以上的人傳福音。1966 年進入白馬

部隊，二次受派至越南，合計於越南戰爭中參戰三年。1969 年退伍歸國後，返回

故里，將自身於越南從軍時之所得，奉獻予教會，繼續於山上度過修道生活。1973

年，與其他教友一起重建石幕里教會，同年三月開始，進行 40 天禁食禱告後，緊

接著進行 30 天絕食禱告，總共長達 70 天之久。1975 年，一邊協助雙親務農，一

邊於山上禱告、進行路旁傳道，並將自身對於《聖經》的體會，彙整成「三十個

論」。160。 

1978 年離開家鄉，前往首都首爾傳道。1983 年自衛斯理神學院畢業，並於韓

國境內 8 個都市中設立教會。1993 年辦設「攝理神學院」。1995 年赴他國共 198

個地區巡迴傳教。1999 年成立「基督教福音宣教會」。2002 年獲頒斯里蘭卡「國

際開放替代醫學研究所(OIUCM)」哲學榮譽博士學位161。 

鄭明析牧師在中國境內傳道時期，由於離開基督教宣教會之前教友所組成的

「反攝理教團體：Exodus」，於2006年在韓國境內對其提出刑事訴訟並召開記者會，

因此韓國法務部向中國政府提交引渡申請。2007 年被中國當局拘捕，經中國檢調

十個月調查後宣布無罪嫌，並於 2008 年自中國移送回韓國。返國後，由於離開宣

159
資料來源： 

①. 鄭明析，2018《以詩來訴說》。臺北：明人出版。

②. 「明人出版社」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ingren0316/ （20190820）。
160

資料來源： 

① 「CGM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網站─https://cgm.org.tw/about-us/about-josha?showall=1

② 「我的人生唯有主唯有神─鄭明析 Jung Myung-Seok」網站─

http://jmsmentor.com/summary.html
③ 2019 年 8 月，筆者田野訪談筆記。
161

資料來源：「CGM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網站 https://cgm.org.tw/about-us/about-josha?showall=1 

https://cgm.org.tw/about-us/about-josha?showall=1
http://jmsmentor.com/summary.html
https://cgm.org.tw/about-us/about-josha?showa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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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之前教友所組成的團體，自 1999 年開始持續利用媒體以及法律訴訟，傳佈有

關鄭明析牧師及其所創辦之宣教會的不實資訊，因此在韓國大眾眼中形塑出有關

鄭牧師及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的錯誤負面形象，導致鄭明析牧師因為一樁原本已被

裁定不起訴、且缺乏鑑識科學相關證據的法律控訴，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以及保

守派基督新教人士於政府組織中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被南韓法院判處十年

有期徒刑162。 

鄭明析牧師於服刑期間，持續以紙筆撰寫書信、禮拜證道稿、箴言，以及詩

作、福音讚美樂曲……等創作。平均每年寄出二萬封信件、百篇以上的證道稿件、

7000-8000 則箴言、150-250 篇詩作，每週譜寫 1-2 首讚美歌曲，十年內總共出版

63 本書籍。2011 年，因其畫作〈命運〉，於阿根廷所舉辦的國際畫展”ARTECLASICA”

當中，被選為代表畫家163。 

2018 年刑滿出獄後，至今持續進行禮拜證道、靈修會、運動大會、教育聚會……

等活動164。 

162
資料來源： 

① 「攝理教友回憶錄」網站

https://slgrace.tw/archives/category/%E4%BA%BA%E6%B8%A3%EF%BC%9F%E9%82%84%E
6%98%AF%E5%86%A4%E7%8D%84%EF%BC%9F

② 「mannam & daehwa」網站

http://tw.god21.net/Square/News/Center/View/19942?page=9
③ 「新新聞」網站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11&i=TXT20180314141243AQD
https://www.new7.com.tw/SNewsView.aspx?Key=%25&i=TXT20180125165425G3Q&p=95

④ 《新新聞周刊》第 1612 期，頁 54-57。

⑤ 「維基百科」網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AD%E6%98%8E%E6%9E%90#cite_note-44
163

資料來源： 

① 「攝理教友回憶錄」網站 https://slgrace.tw/archives/278#more-278

②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網站：https://cgm.org.tw/en/about-us-en/miracle?start=3

③ 「新新聞」網站

④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11&i=TXT20180314141243AQD
⑤ https://www.new7.com.tw/SNewsView.aspx?Key=%25&i=TXT20180125165425G3Q&p=95
⑥ 《新新聞周刊》第 1612 期，頁 54-57。

⑦ 2016 年，筆者田野筆記。
164

2019 年，筆者田野訪談筆記。 

https://slgrace.tw/archives/category/%E4%BA%BA%E6%B8%A3%EF%BC%9F%E9%82%84%E6%98%AF%E5%86%A4%E7%8D%84%EF%BC%9F
https://slgrace.tw/archives/category/%E4%BA%BA%E6%B8%A3%EF%BC%9F%E9%82%84%E6%98%AF%E5%86%A4%E7%8D%84%EF%BC%9F
http://tw.god21.net/Square/News/Center/View/19942?page=9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11&i=TXT20180314141243AQD
https://www.new7.com.tw/SNewsView.aspx?Key=%25&i=TXT20180125165425G3Q&p=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AD%E6%98%8E%E6%9E%90#cite_note-44
https://slgrace.tw/archives/278#more-278
https://cgm.org.tw/en/about-us-en/miracle?start=3
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11&i=TXT20180314141243AQD
https://www.new7.com.tw/SNewsView.aspx?Key=%25&i=TXT20180125165425G3Q&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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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信實教會內部空間使用圖 

【教會整體空間劃分】 

1. 至聖所：此空間未設有隔間，整體以木製臺階墊高，設有禮拜時供證道者使

用之證道檯，以及液晶螢幕，螢幕於禮拜時間顯示禮拜主題、聖經經文、禮拜後

報告項目……等等內容，此區域牆面使用造型字體標示出與宗教信仰相關之標語

與當年的年分。 

2. 本堂：平時於靠近「至聖所」的半邊擺放座椅，供信仰者個人祈禱使用，靠近

大門的半邊，未擺放座椅，為自由活動區域。禮拜時間全數空間為參與禮拜之

信仰者座位區。靠近大門的牆面擺設了放置族語聖經和中文聖經的書櫃。

3. 樂團區域：擺放電鋼琴、吉他、箱鼓......等樂器 

4. 視訊部：電腦、音響控制設備放置區域。此空間於牆面懸掛一幅尺寸約 A1 大

小的耶穌基督肖像。

5. 多功能室：原本為牧師辦公室，後來開放為彈性空間。

6. 主日學教室

7. 廚房：放置廚具、雜物、飲水機、洗手檯…..等物件 

8. 女用洗手間

9. 男用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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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區域於不同時段的使用與空間劃分】 

 禮拜與聚會時間

 主日禮拜結束後午餐(愛宴)時間

男性成員座位區 

-----   -----   ---- 餐桌 --   --------- 

女性成員座位區 

參與禮拜與聚會者座位區 

男性座位區 

女性座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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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禮拜結束後教會整體活動時間

男性座位區 

------   -----   活動區域 ----- -------- 

女性座位區 

 主日禮拜後個人自由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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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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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信實教會組織架構與經濟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目前於全世界約有六十個會員國，其內部體系近似於

多數基督新教體系，惟其神學概念有別於其他基督新教體系之傳統詮釋。宣教會

教團總部位於南韓，並於各會員國成立教團，負責各國宣教會內部行政事務，臺

灣為其會員國之一，亦成立臺灣教團，目前於全臺各地成立超過二十個教會165，

本研究之田野地「信實教會」為其中之一。 

    信實教會的人員組成，主要可分為「神職人員」以及「一般信徒」。「神職人

員」當中包含了牧師、勸師、傳道師……等職位，而「一般信徒」當中，包含了

「家長」(已婚者)、「青年」(未婚且不具在學學籍者)、「大學」、「國高中」以及「幼

兒」等分部166。「神職人員」為具有短期宣教、幹部訓練……等宣教實績之一般信

徒，經過神學院課程的培養，歷經三至五年的養成，並經由教團審核後所派任167。 

    轉型前之信實教會為一經濟自立的都市原住民獨立教會，信實教會於人員組

成大幅度變動的轉型期間，由於教會內部原有之存款與建堂基金，教會的經濟層

面仍屬於自立狀態168。教會轉型後，教會中的信仰者根據《聖經》瑪拉基書 3 章

8-10 節，會自發性地將所得收入中的十分之一當作「十一奉獻」，於主日禮拜時放

入「奉獻袋」作為對教會的奉獻169。 

165

166

167

168

169

2019 年�8 月，Kilang Kulas 牧師訪談內容紀錄。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工作筆記，2016 年。 

同註腳�165
同註腳�165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工作筆記，201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