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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靈神學院 教會領袖學 第十⼀堂 栽培未來的領袖 

提後 2:1-2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2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

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在這裏保羅說到『四代』承傳真道的人：第一代―我，也就是使徒保羅自己；第二

代―你，指著提摩太；第三代―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第四代―別人，即領受教

導的人。代代相傳，使真道得以歷久不衰，這是保羅最後的託付。神的家需要有人

被成全出來，作牧養和教導的工作，能夠將屬靈的認識和經歷傳遞給下一代。 

教會的復興史告訴我們，如果沒有足夠的領袖帶領神的百姓成長成熟，那麽，一個

世代靈魂的大豐收到下一個世代可能就所剩無幾了。神的百姓需要領袖，沒有人帶

領，百姓就會失散。教會需要有領袖，所以栽培未來的領袖是何等的重要。這一堂

課我們將由屬靈的承傳開始分享，接著一同學習未來領袖的栽培。 

⼀、屬靈的承傳 

(⼀) 屬靈承傳的命令與警惕 

申 4:9 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又免得你一

生、這事離開你的心．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 

申 6:5-7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6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

要記在心上．7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年紀老邁的律法頒佈者摩西，是主忠心、敬愛、尊貴的僕人，他就快要離開會眾了。

他要往天上去，而神的子民快將過約但河進入迦南地。故此，在申命記他的遺訓是

十分嚴肅、傳達神愛的心意的。以色列百姓親眼看見過神大能的作為，摩西要他們

不要忘記，要傳給子子孫孫；他們領受了神的話，摩西要他們記在心上，要殷勤教

訓他們的兒女，這是何等寶貴屬靈承傳的命令。 

屬靈承傳如同接力賽，接力賽首先棒子要接的好，棒子若掉了就失去了比賽資格；

拿到棒子要跑的好，我們的一生都如同在場上賽跑，要向著標竿直跑；最後還要傳

的好。哈佛大學是全美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在 1663年創校時其宗旨是以培養
傳道人為主要職責，可是其課程與學生群體的宗教性質漸漸淡化。到了 1701年，
有一般人看到這情形，創立了耶魯大學，旨在培養新一代的神職人員及領導者。這

兩所學校今天在學術上是居頂尖的地位，但它們原初的宗旨早已失去了。雖然好像

仍然在跑，但棒子不知在甚麼時候已經掉了。在舊約中我們也看見好些這樣的警惕。 

士 2:7 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長老還在的

時候、百姓都事奉耶和華。 

士 2:10-11 那世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不知道耶和

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11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去事奉諸巴力• 

約書亞領以色列百姓過約旦河，抬約櫃祭司的腳踏入約旦河，是神使約旦河的水遠

遠的停在亞當城．他們攻打耶利哥城，眾民大聲呼喊，是神使耶利哥城的城牆倒下。

那世代的人看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百姓都事奉耶和華，但很可惜他們

沒有將棒子傳下去。屬靈的承傳失去了，以色列人落入了何等可憐的光景，行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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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一面我們要以此為鑑戒，一面我們要更看重屬

靈承傳有福的命令。 

(二) 屬靈承傳的生命與託付 

提後 1:3-5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 神、祈禱的時候、

不住的想念你、4記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的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5想到

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

你的心裏。 

我們得著的屬靈生命是能夠傳遞的生命，使徒約翰說，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

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

(約一 1:2)約翰福音第四章說到主自己就是那活水的泉源，當那位撒瑪利亞的婦人
眼睛得開，認識和她說話的就是彌賽亞，一下子那活水的泉源進到她裡面．那婦人

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傳講耶穌。 

提摩太後書是保羅殉道前在地牢中寫給提摩太的信，在極大的逼迫中特別寶貴無偽

之信，因為只有真信心能在爭戰中站立．這個信心由提摩太的外祖母羅以、和母親

友尼基，現已傳遞給他，保羅在最後更要將生命和使命傳遞給提摩太。今日，我們

留下了什麼產業給我們的下一代呢？屬地的產業不過是短暫和羞辱的，屬靈的產業

才是永遠和榮耀的。 

(三) 屬靈承傳的負擔與接力 

屬靈的承傳好比接力賽跑，首先棒子要接的好。我們都要竭力的追求，得著屬靈的

產業．不只是在知識上的學習，更需要進入並親自經歷。甚麼時候才是真的接到棒

子了，乃是我們自己成了第一代，不只有客觀的認識，更有主觀的經歷。 

棒子接到後需要我們跑的好。年老的保羅在他啟示和生命都那樣成熟的時候，他說

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乃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我們一生都在

場上賽跑，切不可在途中把棒子掉了，要向著標竿盡心竭力的直跑。 

我們一面要跑的好，一面也要將棒子傳的好。保羅要提摩太自己領受所教訓的，也

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這也是主給我們的託付。甚麼時候才是真的將棒子

傳下去了呢？乃是下一代也有了主觀的看見與經歷，他們成了第一代。深願我們能

夠繼續把代代相傳的屬靈產業傳承下去，直到主的再來！ 

二、領袖委身栽培新領袖 

領袖塑造領袖的典範在聖經中比比皆是。摩西塑造了約書亞，從而就有了率領以色

列人進入迦南地的元帥。大衛是個大能的戰士，他也訓練出其他眾勇士。以利亞栽

培了以利沙，而這位弟子後來所行的神跡是師父的兩倍之多。保羅也培養了一批能

繼續塑造下一代的領袖們，比如，他栽培了亞居拉和百基拉，後來這對夫婦培養了

亞波羅。 

如果一個人僅僅需要掌握若干知識和某些才幹就可以作領袖，那麽栽培領袖的艱巨

任務就完全可以委托別人去做。然而，作領袖首先意味著要認識神。其次，它意味

著要在一個相互監督、扶持和服事的群體中與人建立正確的關係。再者，它還關係

到一個人的品格、個人呼召以及託付等。這些是不可能從書本上或講座中學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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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由具備這種身量的領袖來傳遞；這些事也無法在課堂上教給學生，只能在真實

的生活環境中來潛移默化地傳遞、領受。 

兩千年來，基督教會不是不知道耶穌基督的大使命–要讓萬民都作他的門徒。但是
兩千年來，這個大使命在教會裡被淡化了。主耶穌是如何訓練門徒的呢？他就是直

接地帶領，也就是俗話說的帶學徒。他和十二使徒的關係，是真正的師徒關係。 

雖然神擔負著所有領袖栽培工作的終極責任，雖然整個教會群體需要分擔使領袖人

才得到全面發展的責任，但“動手”塑造未來領袖的主要責任是落在在職領袖的肩上
的。在職領袖需要認識對栽培新領袖下面三方面的委身： 

(⼀) 我們必須對人委身 

在牧養教會的處境裡，我們很容易被參加聚會的人數所吸引，以為人多就好。我們

常常有這樣的軟弱，就是用出席的人數來衡量教會各項活動的成效。我們應該時時

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帶學徒的目的。帶學徒不是為了眼前增加幾個替你做工的同工，

而是在於逐代師傳的倍增效應。我們必須讓接受訓練的人感到我們重視他們這個人，

而且對他們這個人委身，並不是委身於一個項目。我們必須愛護他們，並且以他們

的最高利益為前提。新的領袖不可能在一大群人的聚集中被栽培。我們必須付出時

間精力與他們分享生命，個別地栽培他們成為領袖。 

(二) 我們要對完成整個過程委身。 

領袖的建立不是一套課程，上完課就結束了。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包括許多

細節， 我們對每一個細節都要細心設計，執行，帶領。帶領學徒的過程必定有起
有落。我們不要急著要求成效，必須退一步，清楚判斷他們所處的成長階段，以及

能夠採取哪些步驟來幫助他們成長。我們必須要有分辨力，從宏觀的角度來瞭解他

們的生命。不要太重視眼前的得失，而要看長遠的果效。我們要對完成整個栽培的

過程而委身。 

(三) 我們要對幫助他們達成最終的目的而委身。 

我們的委身，必須是以讓學徒達成最後目標為終點。我們必須下定決心，幫助他們

實現雙方當初一起設下的目標。就像神必定會在我們的身上完成他所開始的美好工

作一樣（腓 1: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我們必須看見學徒

最終將會成為怎樣的人，我們必須殷勤不懈地對他們委身。有的時候，一個師傅或

者教練對學徒的潛力看得比他自己還清楚，因此可以對學徒定出目標。在訓練和培

養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阻力，影響學徒的情緒和信心。這時候，做師傅的就要保證

使他不動搖、不偏離自己的目標，必要時還要推他一把。當學徒最終到達自己的目

標的時候，一定會感謝師傅在關鍵時刻給他的督促和推動。 

小結：訓練領袖的過程作為一個教會領袖，最大的成果就是帶出了一批人。教會的

領導人員不大會大批大批的產生，通常是一個一個帶出來的。領袖訓練的課程通常

會包括一些大班的課程和講座，但是這不能代替使用言傳身教的個別栽培。如果我

們都可以盡心去輔導和帶領一兩個人，投資在他們身上，這樣，週而復始，教會的

領袖必定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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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栽培領袖的目標與途徑 

(⼀) 正確的目標 

領袖的栽培必須始於正確的目標——全人的塑造。我們必須對健康領袖的五大要素

都予以培養塑造： 

1. 基督——領袖的屬靈生命。 

2. 群體——領袖與人交往的生命能力。 

3. 品格——領袖誠實正直的人品。 

4. 呼召——領袖的異象負擔。 

5. 才幹——領袖的知識和實際侍奉技能。 

單單裝備一個人的知識學問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全方位地塑造人——這就是基督徒

領袖栽培工作的正確目標。 

(二) 正確的途徑 

我們一旦明確地定義了目標，就必須要確定實現目標的正確途徑；這個途徑必須是

與目標相匹配的。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知識性的，那麽單純知識性的途徑就合用。然

而，如果我們栽培基督徒領袖的目標是全人的塑造（健康的領袖），那麽我們的途

徑也必須是一個全方位的立體途徑——單純知識性的途徑無法實現這個目標。實現

一個立體的目標需要一個立體的途徑。我們必需改變栽培領袖的途徑了。 

一個全方位的途徑必須具備四大要素，也就是四大“改變生命的能力機制”： 

1. 屬靈性的——聖靈改變人生命的能力。 

2. 關系性的——人際關系改變人生命的能力。 

3. 體驗性的——人生經歷改變人生命的能力。 

4. 教導性的——神的真道改變人生命的能力。 

如果我們希望看見生命的翻轉，如果我們渴望培養出健康的領袖人才，那麽我們的

育人途徑就必須兼容這四大能力機制。 

四、栽培領袖的五個步驟 

步驟⼀：⽰範 

我們培養新人的第一個要點就是要自己做出榜樣。開始的時候，先由導師來做，學

徒在旁觀看。要確保學徒有機會看到整個過程。太多時候，導師從任務的中間部分

開始做，讓學徒感到迷惑。如果學徒能正確而完整地看到任務執行的全部過程，從

頭到尾的次序，這個過程就起到示範作用，供學徒模仿。 

步驟二：指導 

導師要指出方向和具體要求，並提供各方面的幫助。要有清晰的溝通，讓他明白自

己的目標和使命，以及可以利用的條件。在這個步驟中，導師繼續執行任務，學徒

則從旁協助。這樣，學徒就有機會參與任務。在執行的過程裡，導師不僅要解釋做

事的方法，更要解釋做事的原因。在整個階段裡，雙方應該會有很多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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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督促 

放手讓學徒去實踐，仔細觀察學徒的工作，必要時提供意見和建議，在容易忽略的

事情上給於提醒。在這個階段，導師和學徒調換位置。由學徒來執行任務，導師則

從旁協助和糾正。在這時給學徒正面的回饋及鼓勵是非常重要的。這會使學徒不斷

地勇於嘗試和改進，以及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輕言放棄。通過一起工作，培養協調

性。學徒一旦瞭解過程，就要求他重新向你解釋一遍。這麼做能夠幫助鞏固他對整

個過程的記憶。 

步驟四：激勵 

到了這個階段，導師就能完全卸下這個任務，把責任交給學徒。導師這時的任務，

就是要確保學徒擁有執行任務的知識，以及不斷鼓勵學徒進步。有一點非常重要，

那就是：導師必須陪伴學徒，直到他成功為止。這會激勵學徒不斷地去改良整個過

程。 

步驟五：倍增 

一旦學徒對任務勝任有餘，下一步就是讓學徒自己成為導師。身為教師的都會知道，

要掌握一門知識，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教導這門知識。在新的領袖能有效處理任務

以及帶領人以後，導師就可以功成身退，接著去處理更重要的發展任務，這就是領

導人的美妙之處。這就是我在今天的課程一開始就說到的，當你用一根蠟燭去點燃

另一根蠟燭的時候，你不但沒有損傷第一根蠟燭，反而還得到了雙倍的光亮。這就

是導師傳學徒的原理。領袖將他們的時間和見識投資在新興起的領袖身上，借而將

他們的能力倍增。這個過程起初會顯得很緩慢，但是它的成效必定以倍數增加。這

是最明智的投資。 

 

結論：牧養重視個人的關懷；裝備重視事工的訓練，栽培卻重視個人生命的成長。
牧養通常是針對去滿足迫切的需要，裝備則是對某一件任務而言，栽培卻是投資在

人的生命上。求主讓我們看見屬靈承傳的重要，藉著牧養、裝備和栽培得著門徒，

建造主合用的器皿，培養出教會未來的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