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問題一籮筐（續四） 

有沒有聽過被醫生誤診而喪命的？ 

 

有沒有聽過癌症末期的人被誤診為「只是重感冒」，多喝水多休息自然會好的？ 

 

有沒有聽過時間是良藥？ 

時間的良藥也許可以醫心病但不能醫百病。對病入膏肓的病人，醫生是需要下猛藥甚至開刀將惡

化的細胞清除。 

 

我們的教會很健康嗎？還是有人覺得那些在講教會問題的人只是在「無病呻吟」？ 

 

以下是近日讀到宋姊妹的文章，對教會問題有明確的看見，言詞坦率，實事求事，脈絡清晰，字

行間讀來沒有陳腔濫調，看的出來是對於 TJC 的關愛與勉勵，願主紀念她的付出，也很感謝神

讓我能讀到她的好文章，感動之餘，僅將其文転貼與您分享。 

 

 

＜一個難以滿足人心的教會＞ 

 

當科學批評宗教所謂的真理是無法驗證的時候，宗教總喜歡先藉由定義把宗教真理和科學真理區

分開來，然後再把自己提到另一個高度加以反擊。只是，宗教的真理雖然毋須藉由科學方法去證

實，但是宗教中卻不能沒有實證的部份。也就是說宗教中不能僅有理念的宣揚卻缺乏經驗來印證。 

 

這麼說顯然有點多此一舉。宗教中的信念、教義，是信仰群體的集體和個人經驗累積之後的產品；

它來自於經驗，應該也要能體現於經驗。但是現今的教會卻無法成為一個傳遞、塑造、發展宗教

經驗的場所。或是說，現今教會所傳遞和塑造出的宗教經驗大有問題。 

 

一個問題是太虛偽，另一個問題是太狹隘。所謂太虛偽，是指那些宗教經驗的傳播或分享超過其

真實感受而顯得毫無感染力。宣道者由於靈性上的懶惰，只能以空 洞、重複或華麗的宗教術語來

堆疊講道或是文章。有的人在無意識中成為偽善的兩面人，嘴巴教導人要有愛心，雙手卻很墮落

甚至拿刀動劍。有的人則是為了爭取或 維持所謂「教權上的權威」（並誤把這種權威等同於屬靈

上的權柄），用過多的屬靈詞彙包裝自己貧瘠的宗教體驗。一點點感動就肆意渲染擴大，遇到一

點點橫逆就 虛弱地需要大家代禱。他們像是在美食雜誌上口沫橫飛地介紹了一道好菜，創造出一

個美味的想像，大大引起我們的食慾，但是端到我們面前的卻是粗製濫造的劣等 品，令人作嘔。

而這種噁心到現在都還沒有停止。 

 

而所謂太狹隘，則是把宗教經驗的發生場域界定得太小。我們最常把宗教經驗縮小到聖靈的體驗，

然後再把聖靈的體驗集中在靈言的體驗（老實說，我們不需要靈言 的存在來證實有靈界，也不需

要靈言來保證神與我們同在）。拚靈言是信徒從小最迫切的目標，這種「沒有靈言就上不了天堂」

的恐懼，竟然是許多小小信徒第一個 宗教經驗的種子。我們還沒有認識自己就開始認識神，還不



夠認識自然界就要去追求超自然界，這對一個還在發展 self‐identity 的幼童到底是幫助還  是戕害？

這樣發展出來的信徒最後有能力感染他人嗎？他是否只會自我區隔甚至被他人區隔？此外，見證

中只會出現重病得醫治、看見異象等超自然經驗，但是卻對 社會正義、政治關懷的嚴重脫節，也

是對宗教經驗界定太失衡的結果。 

 

最令人不能忍受的是在婚姻或擇偶上的教導。教導信徒只能嫁娶「主內」（主內就是扣掉「外邦」

再扣掉「外教會」），是這個團體為了維持團體自身所演化出來的 生存策略，我沒有太多苛責。

不過這種行為我認為只能鼓勵而不應懲罰（我們的懲罰就是不能在會堂裡結婚，被告知你這樣的

婚姻不受到祝福）。一個適婚年齡的成 人，難道他沒有能力衡量自己的狀況、自由決定要嫁娶的

對象嗎？我們的教會，只能夠認可「願意在婚姻上選擇主內」的這種信徒類型嗎？藉由這種類型

的婚姻所繁 衍出來的家庭，真比較能「保持純種」嗎？就算能，保持純種是好事嗎？ 

 

我們還為此大力製造了「嫁娶主內保證幸福」的謊言，這種宣傳策略吹捧出幾個主內成功婚姻的

明星，卻壓抑了許多不幸福婚姻的事例，並間接否定了那些嫁娶主外 的婚姻中，神動工的可能。

更糟糕的是，還有為數眾多的姊妹，成了這種教會生存策略下的犧牲品。制訂、宣傳、落實這種

想法的都是男性傳道人、長老、執事，  至於眾多姊妹的終生幸福，用「五餅二魚可以餵飽五千人」

這種膚淺錯誤又不負責任的釋經和勉勵敷衍過去就好了。 

 

太狹隘的宗教體驗還很容易導致「次等信徒」的問題。求不到靈言的信徒成了次等信徒（或是為

了升等為一級信徒而靈言造假，有意識或無意識的都可能），嫁娶主 外的婚姻成了次等婚姻。前

陣子教會中有位信徒，就因為自己兒女嫁娶的是主外，受到一點點小事情的刺激而接近歇斯底里

地認為自己和家人受到歧視。歇斯底里的 人很可憐，結構性的問題才是大罪惡。 

 

自閉加上虛假，會讓這個教會集體的宗教經驗不但單一而且虛弱，因而難以繼續發展、演化出宗

教經驗的多樣性以適應和滲透這個社會。我們為了逃避潛在的危險而 失去發展出多元信徒和多元

教會的潛能，最後只能發展出虛弱、蒼白甚至愚昧的福音內涵。當社會越來越複雜、教會的問題

也越來越複雜的同時，如果我們還信守同 樣一套簡單的邏輯去處理問題，那些簡化的答案是沒有

辦法安慰信徒反而會傷害信徒。在這個事情上，懶惰造成了莫大的罪惡。我們需要教改，不管是

兒童的宗教教 育還是成人的宗教教育。 

 

我周圍有些朋友，因為對於這個信仰太認真，因此也花費了更多力氣在處理成長過程中，這個狹

隘的教會所帶來的傷害，甚至不自覺地花費更多力氣在傷害教會也傷 害自己。我們太想讓要去除

包覆在真理外頭的虛偽和狹隘，卻很可能不小心把那些珍貴的核心價值也破壞了。一個不負責任

的教會，最後傷害到的會是自己。 

 

我原本以為我對教會的不滿在前幾年就已經宣洩完了，卻發現怎麼也宣洩不完。而上述的問題其

實已經是老問題了，根本就是炒過了又炒、快要炒乾掉的問題，但是我們教會這十幾年來卻是一

樣沒有進步。 

 



TJC 靠靈恩起家，但是要讓它續存，恐怕還需要更真誠以及更寬廣的福音內涵。我不是要唱衰這

個教會，但是像我這種根本不想去把朋友帶來教會的信徒要是一多，這個教會還有什麼指望？再

過幾個月就要回台灣了，回台灣很好，回到教會生活卻很讓我惶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