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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鄉從社區和文化認同出發，在推行敬祖的觀念、方式和發揚孝道方面，令基層同胞

對福音產生很好的反應。 

 
峨眉是台灣省新竹縣的一個小農村，人口約七千人，居民大多是客家人。一九八三

年中華基層福音差傳會目睹台灣基層及農村福音之需要，乃聯合竹東區六個教會一起開

拓峨眉。十年來蒙主恩典，從社區關懷、文化認同及真理傳揚，如今福音已漸漸在此生

根發芽；其中在推行敬祖之觀念與方式和發揚孝道方面，令基層同胞產生很好的反應。 
由於客家人和其他中國人一樣非常重視祖先崇拜，所以當福音進入峨眉，遭遇的排

斥也很大，教會除非在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否則福音很難深入民間到群體的核心。 
 
本色化研究小組 
 

感謝神，在一九八六年得到協同會美籍宣教士柏德行牧師之協助，與台灣世界展望

會、中華基層福音差傳會、全球客家福音協會、長老會客家宣教中心等單位組成本色化

研究小組，將敬祖方式列為首要課目，也把研究的成果在峨眉開始實驗推行，今略述於

後，與主內同工分享。 
第一、出版家譜。我們知道對於祖先的敬愛和紀念是孝親的行為，而對天父上帝用

心靈和誠實的敬拜，乃是宗教行為，兩者不衝突、也不相混。所以如能好好的記載祖先

行誼、保存歷史，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一般人重視宗親會，有各姓氏之族譜，但隨時代變遷、小家庭林立，對於自家之一

系一脈的血親猶感需要，因此在一九八七年我們編寫「我們家的根源」（家譜），內容

有堂號與姓氏、台灣百姓源流、家族遷徙來台圖、世系表、祖先事蹟……等，自出版深

受峨眉鄉民及基層同胞的肯定與歡迎，很多人主動購買使用，破除了他們對福音第一道

社會性及心理性障礙。 
第二、設立「歷代祖先紀念芳名錄」。為了敬天孝祖、重振人倫、端正國人對基督

教關於孝道方面的誤解，以及提出一套適合基層同胞紀念祖先之方式，我們把過去擺在

正廳中的祖先牌位，改為鏡框式「歷代祖先紀念芳名錄」，上面除了有祖宗姓氏堂號

外，兩旁加上堂號聯語，形式美觀而大方。懸掛於客廳中不但可以常常飲水思源，又可

對後代子孫有教化作用。 
 
祖先人格化 
 

這種方式主要的目的是，把過去祖先神格崇拜的觀念與儀式，轉變成單純的人格化

之追思與紀念。這對基層的接受性是一項很大的嘗試。當在峨眉進行時，鄉民開始好

奇、觀察，進而爭相索取參考，甚至請牧師代為製作。此雖然是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

對於基層同胞及慕道友或初信者，帶來心理上莫大的認同與安慰，並對基督教產生極大

的好感。 
第三、實踐「喪葬禮俗福音化」。在由全球客家福音協會發行之「基督徒喪禮手

冊」中，周聯華牧師在序言中提到，基督徒的孝敬只是在平時「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

中，在喪禮上卻沒有合適的作法，而成了「未信主」社會詬病之源。因此我們參考手冊

內容，以及本地民俗，設計了一套適合峨眉地區福音化之喪葬禮俗儀式。其中包括靈堂

的佈置、福音歌謠的選用、宗親社會的動員、三獻禮的闡釋、故人追思紀念集的出版、



葬後七週追思禮拜（外邦人稱頭七）的刻意安排……等，不但發揮了牧者及弟兄姊妹們

對故人遺族的尊重，同時也是對地方上的尊重，漸漸化解了長期的疑慮和敵對，進而在

每一項過程中，因都帶有主話語的安慰，使整個遺族和地方人士感受到神的愛，並喜歡

上這種簡單的福音性喪葬禮俗儀式。 

  

生前死後並重 

 

除了以上三點，我們也落實真理的教導，鼓勵基督徒在家庭中有好的見證、敬畏上

帝、敬愛父母，並且推己及人，影響整個社會，使人知道基督徒不但是注重父母生前的

孝道，也注重死後之追思、年節之紀念。 

 

總而言之，我們所以這樣做，就像保羅所說：「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哥林多前書九：23）惟凡事靠主的恩典，以及聖靈的

大能，才能早日破除基層同胞的綑綁，從黑暗歸向光明，從撒但的權勢下歸向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