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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到「網民」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馬
太福音 28:19） 

這是主耶穌給的大使命。其中所說的「萬民」，希臘文原意是「萬族」；馬可福音

16章提到「傳福音給『萬民』」，指的是「凡受造的」；路加福音 24章說傳道要直到
「萬邦」，指的也是「萬族」。 

在這個網路世代，要使萬民、萬族、萬邦，成為主門徒，要從紐約的曼哈頓到巴西

的亞馬遜，需要使用更有效、更寬廣的渠道。(Netizen-1) 
2020年的新冠疫情開啟新機。無論願不願意，許多基督徒都上網了。而根據最近的

統計，全世界人口為 78億，其中有 43億人使用網路，佔了 55%。這個比率還會持續上
升。 

那麼，要如何使這麼多的「網民」成為主門徒？ 
傳統的做法是開門徒訓練班，或是上主日學。然而要成為主門徒，並非上上課就可

以，而要更認識主，學習主樣式；門訓不單是知識的傳遞，更是生活方式的養成。 
讓我們從教會功能、福音機構、神學教育、信徒家庭這四個平台，一起來省思、展

望，如何使「網民」成為主門徒。 
 
平台一：教會功能——動員會眾 

教會的功能大致可分為敬拜、團契、牧養、教導、服務、宣道（包括本地外展和外

地宣教）。疫情迫使教堂的大門關閉，卻使得教會遍地開花，出現在雲端（網路）與家庭

中。 
居家令下，我受邀分享信息，經歷不同的雲端證道方式。有教會要求先錄製信息，

再上傳 YouTube；有教會需要我到空蕩蕩的教堂，跟少數幾位同工一起錄製；有教會則
要在主日的 Zoom聚會中，當場講道。 

我也觀察到，有些教會直接把實體聚會搬上雲端，程序、方式沒有因應調整，如詩

歌、報告的時間仍然拖得很長，與會眾間沒有互動。即便如此，敬拜還是得繼續，甚至有

機會同一天裡參加不同教會的聚會。 
在團契方面，雖然不能相聚，線上小組繼續進行；更有分成小小組，好達到更親近

的交流和關懷。在教導上，因為網路聚會的方便性，參加人數增加。社區服務也看到創意

的方式，例如弟兄姊妹提供生活用品，就擺在教會停車場，讓社區裡有需要的居民自行來

取。 
過去藉由探訪來達到牧養和關懷，只是不容易約到合適時間。疫情間大家都在家，

藉由電話或視訊，方便找到人。有教會透過小組或小小組，幫鄰近的年長者採買民生必需

品，放在門口。也設立專用電話線，讓老人家遇到困難或問題時可以立即得到回應；也可

撥打專用號碼，聆聽主日敬拜，方便不習慣或用不來線上聚會的長者。這些貼心的做法不

僅使得教會繼續發揮功能，也動員了更多會友參與服事。(Netizen-2) 



網路聚會仍有挑戰，例如少了面對面接觸，較難進行兒童或青少年事工。然而教會

只要不怕麻煩，刻意地尋求創新的方式，且做好布置，在疫情過後迎接新常態，開展發揮

功能的機會。 
 
平台二：福音機構——擴大影響 

這幾年來福音機構遇到的瓶頸，便是參加營會、講座的人數有限。當疫情使得所有

實體聚會搬上雲端，竟擴大了接觸面、影響面。 
例如環球聖經公會每週舉辦的聖經講座，由聖經學者帶領，多達三、四千人參加，

讓世界各地有心學習神話語的基督徒得到裝備。原定於 2020年 6月在芝加哥舉辦的中西
部基督徒教育大會，起初預計有 300人參加。因為疫情而改為線上聚會，因不受地域限
制，參加人數竟達五百多人。 

美國海外校園機構網站的「小組導航儀」，成為輔助小組的管道。透過文章、視

頻、問答、資料庫等等，幫助同工更有效地帶領。 
國際真愛家庭協會往年的募款餐會，至多有 520人參加，2020年「19週年感恩關懷

雲端特會」，6月 13日當天即有 1,500人次，截至 9月中旬，觀看回播視頻的人數已逾萬
人次。真愛陸續推出雲端學園、講座，主題包括親子關係、單親家庭、長輩照護、信仰傳

承、職場與家庭、節日 EQ……等等。實用、精闢、全備的內容，豐富了學員的生命。許
多人反應，早已聽說真愛舉辦的講座多麼精彩，但遠在外州、外國而無法參加，現在終於

有機會了。(Netizen-5, Netizen-6) 
基督使者協會突破過去舉辦營會的模式，開發新媒體事工，推出系列視頻、音頻選

集。使者書房也推出套書，鼓勵基督徒在宅家期間以閱讀擴展眼界、深耕靈命。(Netizen-
3, Netizen-4) 

當然，疫情影響經濟，福音機構所收的奉獻首當其衝。除了減少開支，機構也需要

跟上時代趨勢，提供更多奉獻方式，好比信用卡，或 Zelle、ApplePay、PayPal等，方便
有負擔的基督徒以財力支持事工。 
 
平台三：神學教育——便捷實用 

為方便更多基督徒接受神學裝備，神學院提供遠距學習，已行之多年。疫情使得所

有課程必須在網上進行，這是挑戰，也是機會。 
以我所任教的美國正道神學院為例，所設立的基督教研究碩士學位，是 100%網路學

習。利用「仿真」（real presence）與「同步視訊」（synchronized teaching），讓師生、
同學在雲端「面對面」。2019年校園大整修時加上最新科技系統，讓突如其來的疫情，
不但沒有中斷神學教育，更擴展有心學習者的參與機會。過去海外學生要來神學院上課，

還需要簽證，旅行和食宿的費用也很可觀。改為網路課程後，阻礙就減少了。相信善用日

新月異的遠距教學科技，未來能使更多人便捷接受神學教育。(Netizen-7) 
然而單靠網路就能栽培傳道人？當然不是。「神學」，就是「學神」；不僅是聖經

知識的傳遞，更是生命的影響。因此神學生來到校園中，與老師、同學在課堂內外的交

流、分享，仍是必須，仍是神學教育重要的一環。怎樣融合雲端教學及生活交流，將會是

未來的挑戰。 
而神學教育的老師們，也需要學習適應這樣的教學方式，即便管道不同，對學生的

心意和服事的初衷沒有改變。例如正道前院長劉富理牧師的妻子王仁美師母，疫情間繼續



關懷神學生家屬，在網上開設「師母學」。我所教授的「講道學」，學生需要準備講章，

並在課堂上對全班講道。就算是雲端上課，我也請他們實境模擬：穿著整齊，走到鏡頭

前，把講章放在預先擺好的桌子或譜架上，站著對鏡頭講。整個過程也要錄影，自己看過

後評估口頭和肢體語言。學生們對這個新鮮的體驗反應都很好。 
從正道每週舉辦的教牧論壇中，看見許多牧者有所體悟：教會、神學教育，需要成

為新媒體；實體和網路聚會，需要雙管齊下。此後的神學教育若能加上這層考量，相信也

能突破創新，培育下一代牧者善用科技，使「網民」成為主門徒。 
 
平台四：家庭生活——建立祭壇 

家庭也能成為門徒訓練的管道和場所？當然了！從耶穌如何進行門訓可以看出，生

活在一起是最理想的方式。因此兒女是最好的門訓對象，父母就在生活中作屬靈榜樣。 
要傳遞信仰給孩子，家庭禮拜（或稱家庭祭壇）是最佳時機。之前家人有各種活

動，要定出一個全家都可以的時間比較難。疫情間都宅在同一個屋簷下，方便每週或每天

一次，全家一起讀經、禱告。 
我鼓勵固定家庭禮拜的時間，30分鐘到 1小時，以唱詩、讀經和討論、分享生活、

彼此代禱的方式進行。不論孩子年紀多大多小，連獨立在外的成年兒女也可通過視頻，把

全家聚集的時間分別出來。我與兩位弟弟蘇文峰牧師和蘇文安牧師，於 2020年 9月在真
愛雲端學園分享專題「家庭故事代代傳」，便是從我們的原生家庭開始，談談如何傳承信

仰，在家中培育神國人才。 
北美華人教會中有不少家長是第一代信徒，或許對「家庭禮拜」卻步，覺得自己對

聖經尚且不熟悉，怎可帶孩子讀經、討論？其實雖是「禮拜」，並不需要講道，可以讀詩

篇、箴言，分享感受。若是在禮拜天晚上進行，也可談談證道信息和主日學心得。也可回

顧過去一週不愉快或高興的事，並計畫下一週，親子為彼此禱告。 
這也是「家庭歡樂時間」，可以唱些孩子們喜歡的詩歌，甚至玩遊戲。每當探望兩

個孩子的家庭時，雖然不熟悉他們玩的遊戲，我也願意參與。 
我經常向人「推銷」家庭禮拜時間，強調一定要試試。一位弟兄反應，開始第一次

便覺得很快樂。就是在這樣的歡樂氣氛中，拉近親子距離，在自然而然間活出信仰。神的

話並非是停留在字句裡的教條，更是可以實踐、體驗，在日常中「道成肉身」的真理。 
最近在《讀者文摘》讀到〈疫情中在後院種下希望〉一文，給我很大的啟發。播下

種子後盼望有好收成，需要耐心、辛勤地除草、澆灌、修剪，就是所謂的栽培，栽種了還

要培育。兒女的屬靈生命亦然；家可以不只是養育兒女，更是培育主門徒的地方。 
 
「網民」到「萬民」 

疫情一開始，我行之多年的服事如教課、講道等等，搬上雲端，起初真覺得無可奈

何。這幾個月來嘗試很多新方式，也遇到一些挑戰，更看見神把教會帶入一個新境界。馬

丁路德開啟的改教風潮能如火如荼展開，歸功於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讓更多人得以讀到神

的話。現今的新媒體，能比印刷術更有效地傳遞真理，豈不也能興起更大的復興浪潮？ 
過去的實體聚會，疫情中的雲端聚會，是否能在疫情過後雙管齊下？神已經開了

門，我們還躊佇不前嗎？ 
教授教牧博士班這麼多年來，學生們分佈世界各大洲，有些牧養當地教會，有些從

事神學教育。過去只有地區性的聯誼，要分別和這些校友碰面、連結，並不容易。疫情



間，我們在雲端聚會中相見，聽聽當地現況和趨勢，彼此交流服事心得。能跟學生相見，

聽到主在各地的作為，使大家胸懷普世，心繫國度。 
啟示錄 7章 9-11節裡描述未來在雲端的實體大聚會，參加的人來自「各國、各族、

各民、各方」，那會是如何壯觀的場面！ 
若能善用疫情中的學習，把握使「網民」成為主門徒的契機，將來的雲端實體聚會

中，便是「萬民」在榮耀中相見之時。(Netize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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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Wilfred Su) 
蘇文隆，獲加州州立大學教育學碩士，富樂神學院宣教學碩士和教牧博士。曾任聖迦谷羅

省基督教會及和平台福基督教會主任牧師，普世豐盛神學院院長，現任美國正道福音神學

院榮譽教授。 
 
圖說： 
Netizen-1 
在網路世代，如何善用更有效、寬廣的平台，使「網民」成為主門徒？ 
Netizen-2 
教會在為年長者採買民生用品，動員更多會友參與關懷服事。 
Netizen-3 
Netizen-4 
基督使者協會創意應變，把舉辦營會用的大型教室改為攝影棚，推出系列視頻(3)，使者
書房也推出套書系列(4)。 
Netizen-5 
Netizen-6 
國際真愛家庭協會陸續推出的雲端學園(5)，包括作者與蘇文峰、蘇文安兩位牧師弟弟主
講的「家庭故事代代傳」(6)，讓遠在外州、外國的學員得以受益。 
Netizen-7（供圖：蘇文隆） 
搬上雲端的課程使得神學教育便捷實用。圖為作者教授教牧博士班來自六個國家的牧師。 
Netizen-8SVG或 Netizen-8PNG 
胸懷普世、心繫國度，把握使「網民」成為主門徒的契機，未來的雲端實體聚會，便是

「萬民」在榮耀中相見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