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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義工事奉為主體的地方教會

以目前本會的事奉體制，只有在總會與教區有專職的事工人員，主要由幾位傳道

人和長執擔任科負責以上的行政主管，其他則是從事行政業務的辦事員。在地方教會

則除了少數教會有會堂管理員，負責門戶安全、清潔打掃及炊事煮食外，勉強只有半

個專職傳道人駐牧教會，因為傳道人多半駐牧兩間教會以上，或駐牧一間教會但必須

兼任行政職務或其他特殊事工。地方教會事工的推動，主要由傳道人、長執及教牧、

宣道、教育、事務、資訊、會計、出納等各股負責人所組成的職務會負責，除傳道人

外，其餘都是義工。一般而言，各股組織的職責與當推動的事工都已有一定的範疇與

模式，端賴職務人員是否善盡責任、用心經營，並有效地運用組織力量，推動各種有

利教會發展的事工，來決定事奉的成效。以目前來看，表面上各教會似乎都能維持一

定程度的運作，但從許多現象的觀察，及一些有關教勢數據的呈現，在在顯示教會的

發展已陷入停滯，甚或退步的狀態了，只能在少數幾間教會感受到蓬勃發展的氛圍。

義工事奉雖好但仍有不足之處

鼓勵義工事奉絕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是推動人人事奉必定的結果，但要將義工

事奉發揮得淋漓盡致、要將服事的餅作大，卻必須有賴於專職事奉者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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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乎執行面的問題。在各地教會，我們都是以義工模式來經營，教會聚會時會

堂才會開門，負責人及事工幹部來到教會才開始處理事務，每月聚會事工安排表及各

班或團契課程表排定後，就是照表操課，慢慢地許多的工作變成了形式化，甚至成為

牢不可破的「傳統」。從教會組織的廢「系」以後，組織是扁平化了，原本各系組的

事工就直接由股負責來推動與執行，責任愈發集中在少數人的身上。職務人員從領導

者、決策者變成了執行者，甚至樣樣事必躬親。加上社會就業型態的改變，許多負責

人只能在安息日出現，且忙於各種事務性工作的處理，把最重要的聚會敬拜神和對信

徒的關懷與互動，給忽略了。事實上，很多重要的事務還是常常被輕忽、延宕，未能

及時完成，讓總會及教區催逼、跳腳，造成行政效率低落的教會文化。

儘管我們常說要把最好的獻給神，要作好管家忠於神的託付，我們的確想盡力而

為，但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其實，這一直是許多工人的無奈，筆者也曾經歷這樣

的煎熬，因而決心走上專職事奉的道路。

專職事奉的優點及經費的考量

有人說，教會哪有那麼多的事讓專職人員來做；你看，總會有那麼多專職辦事

員，聖工也沒比較進步；有了專職人員後，所有的工作都會落在他的身上，其他人就

不必事奉了；一個專職人員的薪資要花掉多少信徒奉獻的錢，其他事工就沒經費做

了。的確不錯，這些都是可能發生的問題，甚至已經發生在教會裡了。身為專職人

員，包括傳道人或各層級的辦事員，必須為此負起極大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讓這尊

貴的職分，因著我們的服事而被肯定、被祝福。但問題出在哪裡？一個好的制度，雖

是眾人以為美的事，也必須留心去做，多所考量、籌謀，甚至需要教育信徒，才能成

功。當然，如何找到一位忠心、有恩賜的工人，也是關鍵因素。

筆者自己曾在所屬的景美教會擔任過專職幹事二年，筆者的內人迄今仍專職服事

於教會單位，筆者也看到本會其他地區或其他教派專職服事的制度，對教會事工的發

展都有一定正面的影響。教會或一個事奉單位是否需要有專職的事奉人員，端看這個

教會或單位事工發展的意向為何，對於教會聖工是否有發展的願景，並積極朝著目標

勇敢邁進？筆者當年之所以會挺身而出擔任專職幹事，正是因為當時景美教會職務會

在駐牧傳道的帶領下，推動一個教會事工發展六年計畫，總共二十八個項目，承蒙長

輩和同工的器重與鼓勵，雖僅僅二年，卻影響了我的一生。其中一項「強化講台講道

內容」的計畫，鼓勵每位領會人員撰寫聚會講義發給信徒，景美教會因此每年出版一

本講義集，總共出版了十二本；至今，這些講義的內容仍然在許多地區被廣為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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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會的專職人員確實可以成為傳道者和職務人員得力的助手，使其提高會務

治理的能力，得以專注推動有利教會發展的創意事工。透過專職同工全方位的服事，

各項行政事務效率應可大大提升，且能有效地統合、聯繫義工人力資源，投入各項的

事奉，對信徒的狀況也能即時掌握並給予適時的關懷。意即，專職同工可以幫助職務

人員更有能力、更有作為。至於對專職人員本身而言，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服事後，

事奉心志若能愈發提升，並決心走上獻身之路，此時又有各樣在教會服事的歷練，可

說是最自然、最適當不過了。

對於專職人事經費的增加，是否會造成教會的負擔？當然，教會在作這項決定

時，勢必要有所衡量。聘用一位專職人員，每年可能會增加四、五十萬的支出預算。

但試想，如果教會因此得力發展，信徒的熱心和信心為此被激發，對專職事奉給予肯

定和認同，奉獻的動力自然會提升，無所匱乏。反之，教會若無所作為，信徒看在眼

裡，自然無法甘心奉獻，或寧可奉獻到其他認同的事工上。另外，對於教會的運作，

有時我們會落入一個現象，就是省吃儉用，甚至犧牲很多應當推動的事工，為了要省

下錢來將來蓋更大的會堂。我們看重硬體有形的會堂建設，勝過軟體無形的教會經

營，然而後者才是教會發展真正的意涵。

專職事奉人力的開展與管理

當然，一個制度不一定是所有教會都能一體適用，除了經濟能力的條件外，更重

要的是職務會的共識與同心，希望更積極推展聖工，也藉此發掘、培育專職事奉的人

力。但其實也可二、三間教會或是以小區為單位，共同聘請一位專職人員，擇定主要

聯合事奉的項目，或是配合、協助傳道者擔任某些特定的服事。只要有心推動，一定

可以看到某些具體的成效。

除了地方教會的專職人員，總會和教區的專職人員更應慎選、考評，當具備良好

的領導與服事能力才是，不能勝任者應予勸退，因為他們所面對是關乎全體教會的發

展事工，既是聖工推動與發展政策的領頭羊，也是全體教會發展所需一切後勤支援最

重要的補給站。但是，檢視真耶穌教會現今組織中的專職體制，是否真能發揮這樣的

功效呢？此外，當前許多聖工的執行都落實在教區，但是教區所配置的仍是虛級組織

的專職人力，僅有一位辦事員，有些教區甚至是半職的辦事員。專職事奉與教會發展

既是息息相關，專職人員的栽培選任、服事效能的提升、合宜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

人力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深深影響全體教會聖工的發展，這都是我們必須勇於面對

和解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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