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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頌懷  圖／安其

團契的生命力在哪裡？
主的愛不一定是使我們的生活更容易，卻一定叫我們的信心更堅定、生命更堅強。

前言

生命力，是一種維持生命活動或發展的能力，表達

了其生命的能量、強項或力度；這是生命體存在的本

能，且其表現各從其類。所謂「有生命力」，並非僅

僅訴諸外在的動態性。豹的生命力，可從牠獵捕動物的沉穩與速度看出；而樹的生命

力，卻是靜靜在那裡呈現——可從葉子鮮翠與結實纍纍得知，也可從被樹根崩裂的路

面窺見。

不同的生命，必有不同的生命力呈現。那麼一群經歷到神，且被神改變過的生

命，其生命力與世人所認定的活潑，究竟有何不同？團契的生命力在哪裡？具有什麼

形式與特色？

一、何謂「團契」？──團契的意義

有人說，團契是聯誼、交通的動作；也有人說，團契是一種著重分享互動的聚會

形式；還有人說，團契是教會中按年齡、校園區分的小組織。但這些足以表達團契的

真義嗎？

回到聖經最早提到「團契」 1的經文：「他們都專注於使徒的教導和彼此的團契」

（徒二42；和合本2010修訂版。後文將此譯本標為「和修」）。我們發現，這群剛經

過赦罪重生洗禮者的新生活是這樣：對真理與彼此之間，高度專注、緊密連結；而後

來再提及「團契」的多處經文，亦描述教會中各樣「緊密連結的狀態」。簡言之，

1.「團契」這用詞，出現的譯本有：《呂振中譯本》、《現代中文譯本》、《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和合本2010修訂

版》等。《和合本》聖經則較多採用「相交」，或其他的替代詞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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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敬畏祢、守祢訓詞的人，我都與他作伴。

I am a friend to all who fear you, to all who follow your precepts.

「團契」在聖經的原意，並非任何獨立

或附屬於教會的「組織」，而是「一群

受了洗的人在信主後的生活模式」。該

字在聖經裡，以動詞、形容詞、名詞被

使用：

1.團契作為動詞──正在共同分享

與承擔的行動

「……因為外邦人既然分享了他們

靈性上的好處，就當把肉體上的需用供

給他們」（羅十五27；和修）。此處的

「分享了（ἐκοινώνησαν）」，就是動詞

形式的「團契」，指著在靈性好處上彼

此分享的行動，表達出團契的核心內涵

――團契所要分享的，並非物質、資訊

或興趣的交流，而是在屬靈生命上的彼

此造就。正如多次出現動詞「團契」的

《約翰壹書》所言，是「經驗並傳揚起

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約壹一1-3）、

「在光明中行走，如同神在光明中」

（約壹一5-9）。因此，團契不是在黑

暗中一起沉淪、集體自我放棄的「團

棄」；而是在共同承擔的行動中，一同

分享主道主愛，在光明中一起向上的過

程。

2.團契作為形容詞──「我情願、

甘願」隨時預備分享的心態

保羅說：「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

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分享」

（提前六18；和修）。此處的「樂意分

享（κοινωνικούς）」，是作形容詞的「團

契」，並且伴隨三個現在、主動、不定詞的

動詞，表現出一種「持續」和「主動」的傾

向。

就像保羅見證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

惠：「……他們是按著能力，而且超過了能

力來捐助，主動再三懇求我們，准他們在這

供給聖徒的善事上有分；並且他們所做的，

不但照我們所期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

己獻給主，又給了我們」（林後八3-5；和

修）。其實馬其頓同靈是在「極度貧窮中還

顯出他們樂捐的慷慨」，且是「在患難中受

大考驗的時候」；而能在這種處境依舊甘願

分享，究竟是出自何種生命？保羅說：「他

們仍然滿有喜樂，這正是神賜給馬其頓眾教

會的恩惠」（林後八1-2；和修）。可見，

團契的內在動力，乃來自一份被主恩所激勵

的、能主動、甘心、隨時都準備獻上的心。

3.團契作為名詞──共同擁有、「算

我一份」的存在

「既是在眾人面前遭受凌辱和磨難，

也是跟有同樣遭遇的人作同伴」（來

十 3 3；新漢語譯本）。此處的「同伴

（κοινωνοὶ）」，即名詞形式的「團契」，

是甘願同在凌辱磨難中「算我一份」、在同

領聖餐時算我一份（林前十16）、在樂意捐

獻時算我一份（羅十五26；新漢語譯本）、

在同榮共苦中算我一份（徒二42）的存在。

不知曾幾何時，教會裡流行起「低調」

這詞。或許低調一開始是樸實、不想出風

頭，但這並非我們信仰的價值所在，反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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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世俗潮流的滲透。當我們習慣這樣表達

時，便有意無意地把自己邊緣化，成為教會

的角落生物，最終默默成為回天家路上的失

蹤人口。

什麼才是符合真理的低調？「祂不喧

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祂的聲音」，

卻又「祂憑信實將公理傳開。祂不灰心，也

不喪膽，直到祂在地上設立公理；眾海島都

等候祂的訓誨」（賽四二2-4；和修）。不

凸顯自己所做，只專注將神的公理傳開，才

是忠僕該有的低調。因此，「你們總要省察

自己是否在信仰中生活」（林後十三5上；

和修），不要讓世俗潮流扭曲了我們對團契

的理解與參與模式。團契不應有「幾時進來

幾時出去、都不給人發現」的低調分子，而

要每個自我宣告「我是共同擁有的、算我一

份」的積極存在。

4.小結

1.團契不是組織，而是教會中的生活形態。

2.團契不是教會信徒，而是教會內的生活模

式。是一種動態且主動對主道主愛的分

享，也是把天路同行者之軟弱算我一份的

共同承擔。

二、團契的生命力在哪裡？ 

──團契的價值

在重新認識團契的本質後，讓我們

回頭思考，這群已經歷到神、被神改變

過的生命，其生命力有何特殊？雖然聖

經並未使用「生命力」一詞，但其內涵

卻近似「活潑」。世人所定義的「活

潑」，對比聖經所認定的「活潑」，究

竟有何差異？

1.活潑──被生命之道所重生、更

新的結果

一般人所認定的「活潑」，不外乎

外向搞笑、熱鬧滾滾、「動滋動滋」、

新奇多樣等外顯表現，然而，聖經裡

面的「活潑」，卻是以內涵論，指著

「生命在肉身、精神、行為方式上的展

現」。按照彼得為一群與自己同為「活

潑的」人，所獻上的頌詞可知：這「活

潑的」，乃是透過耶穌從死裡復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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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敬畏祢、守祢訓詞的人，我都與他作伴。

I am a friend to all who fear you, to all who follow your precepts.

「重生了」的新生命（彼前一3）；並且

人蒙了重生，乃是因一個不能壞的、恆常

保鮮的種子（彼前一23；路八11），就是

神充滿旺盛生命力的話語（約六63），

也就是一切生命皆在裡頭的道――耶穌

（約一1-4、14）。

既然真正的活潑，來自被重生的新

生命持續領受生命之道的結果，那麼當

這些生命開始團契，就是一個啟動真道

生命力、把靜態道理動態化的時刻。此

時，被贖的我們，領受著起初原有的生

命之道，使我們心中成為被神光照的地

方、神權柄彰顯的國度；從屬靈層面來

說，團契自然就展現出應有的生命力！

如此定位後的團契，可從哪些指標

看出目前團契生命力的旺盛或衰弱呢？

(1)喜歡與人分享主的道嗎？

分享主的道，一來可對內堅固（徒

十四22，十五32、41，十六5，十八

23），使彼此漸漸多知道神；二來可對

外宣道（可十六15-20；太二八19-20；

徒十八24-28），多多生出屬靈的子粒。

對生物而言，生育力反映了生命力的強

弱；屬靈的生育力如何，反映出團契在

道理的分享查考與生活實踐，兩者間的

相容性和調和度（來四2）。只側重查

經或只強調關懷，都會限制屬靈的生育

力，因為這樣的團契，並不是建立在調和的

信仰、真實活潑的基礎上。

(2)喜歡與人分享主的愛嗎？

分享主的愛，是指將親身經歷過的神的

愛，不論恩典、管教，或是透過聖靈的體

認察覺，見證出來（羅五5）。主的愛不一

定使生活更容易，卻一定叫我們的信心更堅

定、生命更堅強。當團契時常分享、見證主

的愛，那麼彼此將不斷體認到神，因而能叫

我們內心的力量剛強起來（弗三16-19；和

修）。因此，是否喜歡與人分享見證，亦可

窺知團契生命力的狀態。

2.成聖──離俗2與悔改3

屬神的生命，其生命力的另一種表現，

在於成聖。

「活潑了」的人，就是重生後的新生

命，其目標是「得不朽的基業」――這恰與

「因這道而成聖的人」（徒二十32，二六

18），有著相同目標，就是靈魂的得救。

事實上，活潑了的人，與因道成聖的人，其

實是同一種人，即已被寶血贖回的我們。這

是說：一個願走「成聖」道路的人，必然生

命活潑，且直走到永生。故此，保羅說「成

聖」的果子，其結局就是「永生」（羅六

22）。

2.以「離俗」簡要地表達神「分別出」自己所揀選的人之意（林後六17）。

3.舊約中的「悔改」，常以「回轉」表達神盼人「轉離惡道，歸向真神」的心意（結三三11-16；耶三一18-20）。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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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本是由一群離俗、被神分別出來

的人，所實踐的一種生活模式。當團契不只

消極地離開世俗潮流影響、歸神為聖，且更

積極地使未信者識主歸主，並幫助契友脫離

世俗諸罪纏累，找回他（她）「之所以信」

的原動力，陪伴他（她）悔改、更新、生命

重新活潑，這便是團契充滿生命力的明證。

三、結語── 

再思提升團契生命力的途徑

倘若讀者還在期待從本文獲得「提升團

契聚會人數的祕方」，那麼您恐怕要失望。

團契是人受洗歸主後開始的一種集體生

活。在當中團契的人，會因主道種在信徒

個體的深度（自己信服真道的程度）和廣度

（自己將道實踐、連結在生活各種關係中，

如：教會整體、同靈好友、同工之間、配偶

之間、手足之間、家庭等），產生生命立體

的伸展。以彼得所描述的信仰增長來看（彼

後一5-8），應是螺旋式的成長，而非線性

的變化。

當我們熱心尋求「套路式」的捷徑，求

取「提升團契聚會人數的祕方」，興建「成

功模式」高塔的同時，便意味著有些陪伴我

們已久的高塔，必須改建，甚至拆掉。誠如

經訓，栽植之前，必有拆毀（耶四五4），

其實這些既定的「套路」，是這幾十年來，

熱心同靈因應時代所陸續建造的傳統，而非

真教會開始的真理規模。因此，值得反思：

這些當初可能出於善意的「好方法」，如今

是否反遏止了教會組織運作的活力，或成為

同靈行道時的障礙？

既然回到聖經來看，「團契」不應只是

所謂的大專團契、社青團契、中堅團契、長

青團契等組織，「生命力」也不是以人氣很

旺、課程活潑、活動多元、互動熱烈等表象

來評斷，那麼，各種為提升團契成員出席率

的套路技術，便未必能有意識地幫助彼此預

備好心田，讓主的生命之道在其中生長。團

契生命力，必然反映在教會增長；其觀察指

標，必在於人對主道的信服程度，以及人對

道理的實踐，包括團契排課與活動是否將主

道與生活連結、個人是否在生活中樂於接待

人到我家、主動關懷人生活與生命的缺乏、

樂於見證主恩主愛等。

如果我們忘記該怎麼做，或許可自問以

下問題：

1. 我們是否彼此分享、共同承擔？

2. 我們是否彼此見證、宣揚福音？

3. 我們是否在真理中相交、一同成聖？

願主幫助。當我們都以上述三個核心問

題來思考團契生命力的提升途徑，並引導、

啟發每個參與者活化自身信仰時，聖靈自然

會在我們當中活化、火熱我們，使每個被神

改變過的生命，活出基督。                   　


	holyspirit 2021-01-520_部分29
	holyspirit 2021-01-520_部分30
	holyspirit 2021-01-520_部分31
	holyspirit 2021-01-520_部分32
	holyspirit 2021-01-520_部分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