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式概述二 

健康的领袖栽培工作当遵循的原则 
——————————————————————————————————————————————— 

融汇模式所遵循的十八条核心原则可归类为六

组。卓有成效的领袖栽培是： 

1． 全方位的 

教会需要健康的领袖。健康的基督徒领袖是

在基督、群体、品格、呼召和才干这五个方面都

过硬的领袖。因此，若欲使领袖栽培工作卓有成

效，就必须注重这五个方面的训练，力求五方面

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地发展。 

2． 灵性的（属灵的） 

归根结底，塑造领袖的是神。因此，融汇致

力追求尊重神的主权，让圣灵能始终照自己的方

式运行做工。我们决不能因固守自己的主张计划

而阻挡了神要做的工。不仅如此，神会使用我们

人生的所有经历来改变我们；所以，融汇培训致

力于帮助受栽培领袖：（a）明白神过去在他生

命中的作为，（b）回应神现在对他生命的修

剪，并且（c）预备自己承受神将来在他的生活

和侍奉中要做的事。 

祷告必须渗透领袖栽培的整个过程。耶稣始

终都为他的门徒代求、同他们一起祷告、并为他

们按手祷告。此外，耶稣把父神向他的众门徒表

明了出来；使他们看到了神，听到了他的声音，

并摸到了他（约一 1:1-3）！侍奉有力的基督徒

领袖所具备的首要特点就在于他认识神，并且他

的生活与侍奉都源于他与基督的内在连接。我们

塑造新生领袖的首要责任就是带他们认识神——

我们必须教导他们祷告！ 

3． 关系性的 

健康的领袖是在群体中塑造的。因此，教会

全体必须承担起塑造未来领袖的责任，并积极投

身于塑造工作。当我们把领袖栽培工作从脱离生

命环境的“工厂”转移到“家庭”时，会有诸多

的收效： 

 灵活。 

 倍增。 

 自养。 

 全面发展。 

 在不开放国家能提高安全性。 

 确保正确人选得到栽培。 

 持续一生的领袖栽培。 

 有效的评估。 

领袖塑造领袖。单靠教师和课程，不能塑造

领袖。只有领袖才能传递作领袖的异象、热忱、

勇气和策略的眼光。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指望找

到一套能“全自动”栽培人才的完美“方案

包”。方案包不能塑造领袖；领袖才能塑造领

袖。最出色的方案包也只是工具，需要成熟、资

深的领袖来使用；同时，我们也希望领袖们在使

用这套工具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因地制宜，灵

活应用。工具不能成为主导。 

塑造者本人必须兼顾日常的领导工作。他们

不应当在一种脱离现实的人工环境中开展教导工

作。耶稣和保罗（如：徒 19:9-11）都是一手开展

大量的、满有果效的事工，一手栽培塑造新领

袖。这样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能使一个领袖保

守自己诚实正直，可信可赖，不脱离实际，保持

与所栽培领袖的同理心，并且使他的栽培工作果

效倍增。 

栽培领袖要少而精。既然领袖必须亲手栽培

新生领袖，那么，为要确保质量，他同时只能栽

培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耶稣只栽培了少数几个主

要领袖，然后就把他借以改变世界的整个教会都

托付给了他们。保罗和圣经中的一些其他领袖们

都追随了耶稣塑造领袖的脚踪。所谓一个人能亲

手、快速栽培“数千领袖”的观点是不符合圣经

的。圣经的模式是：“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

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提后 2:2）。换句话就是：培养出少数几个好

领袖，而他们每人也栽培出其他的好领袖，这些

训练有素的领袖再去栽培别人，如此代代相传。

这样，不用多长时间，教会所需要的领袖就会成

倍增长起来。只是这样做会有一点不同：他们将

会是一批好领袖。 

塑造对象必须是正确人选。我们既然集中精

力栽培少数人，就须确保人选是正确的。 

4． 体验性的 

领袖需要边做边学。耶稣给门徒的是“实

地”栽培，让他们处理真实的问题，面对真实的

机会，承担真实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把“课

堂”教学与“禾场上的”动手服侍结合起来。传

统的基督徒领袖栽培方法有一个悲哀，就是把

领袖人才从他们正常的生活和事奉环境中抽离出

来，放到一个倍受保护的人工环境中（往往一放

就是好几年），而这种环境在他们的余生中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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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出现第二次，他们在这里所学习的东西可能

是今后再也用不上的！ 

挑战性任务能使新生领袖得到拓展和成熟。

这些任务需要略微超过新生领袖目前的已知能

力，不要超过太多，否则他们就会失败、气馁、

以至于放弃；但也不要低于或等同于他们的实际

能力。这些任务必须使他们的身量得到拓展。 

领袖是在烈火中砺炼塑造的。钢铁经过烈火

被锻造得刚韧，黄金经过熔炉被熬炼得纯净，碳

经过高压而成钻石；同样，领袖经过烈火的砺炼

才有过硬的生命。让一个新生领袖在还没有承担

重大责任和权柄的时候就先经过压力的锻炼，远

比让他在真正做领袖以后因压力而失败要好得

多，因为那时的失败不仅会毁了他本人，也会毁

了他身边的人。因此，融汇培训力求在一个既扶

持又监督学员的教会环境中，刻意地、谨慎地、

并且负责任地让学员经受压力，好把他们内心深

层的问题挤压、显明出来，予以解决。 

5． 教导性的 

神的话语是塑造领袖的根基和途径。在耶稣

栽培领袖的过程中，教导神的道始终是他的核心

方法，我们也当如此行。教导神的道需要得法： 

教导神的道以及学员与领袖的亲身交往，这二者

必须并行（提后 3:10-17） 

 积极参与必不可少。教完不等于学会。教导

影响到一个人知道多少；学会体现在一个人

做到多少。受教者行为的改变程度最能衡量

教导的果效。 

 最佳的教学途径往往是教师与学员之间的互

动与对话，而不是无休止的一言堂灌输，让

学员只作被动的听者。听讲座极少能给人带

来最佳学习收益。听不等于学。学习离不开

作。 

 我们必须直接传讲神的道，而不只是关于神

之道的种种理论学说。 

 我们的教导必须要满有圣灵的膏摸。 

 我们给新生领袖们提供的教导应力求实用、

贴切和恰当。 

积极投入带来改变。接受栽培的新生领袖们

必须积极投身于整个受训过程。他们不能只作被

动的接受者；我们不能把人仅仅视为一只只的

“桶”，以为用一些正确的信息把他们填满就可

以了。我们必须精心设计一些能翻转人生命的学

习经历，借此培养出 善于思考、勇于行动的领

袖。 

6． 精心刻意的 

受栽培者与他们身边的教会群体共同分担学

习和成长的责任。领袖塑造不是一件你能做在某

人的身上或为某人代劳的事。从根本上来讲，塑

造领袖主要在于为人提供成长的机会：学习、体

验、责任、人际关系、观察、受苦等机会。这些

机会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使一个人成长起来，我们

也不能保证人人都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但如果

我们不有意识地提供这些机会，受训者就很少能

成长。 

塑造领袖需要时间。人需要一生之久的造就

才能成为成熟老练的领袖。因此，我们短期栽培

的目标不是让学员达到终极、完全的成熟，而是

为他们的生命奠定一个健康、深广的根基。此

外，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帮助学员成为一个

毕生不断学习的人，能终生在这根基之上锲而不

舍地建造。 

人的成长途径和呼召各有不同。所以我们需

要把多种多样能给人生命带来改变的学习经历揉

和到栽培过程中，我们为各学员所定的目标也须

与他们各人的独特呼召紧密挂钩。 

个人学习和小组学习必须穿插并行。最卓有

成效的领袖，是既学会了与人协作的约束，又学

会了独立工作的自律的人。因此，我们的设计要

兼顾个人与小组学习的平衡。 

卓有成效的领袖栽培是一个复杂的、体验性

的大拼画。领袖栽培不是一种单一的、按部就班

的工作，所迈出的每一步并非十拿九稳，有条有

序。现实中的领袖栽培工作既错综复杂又具多面

性，就像是由形形色色的人、关系、影响、任

务、责任、义务、期限、机会、压力、危机、祝

福、苦难、拒绝、成功、失误等众多因素组成的

体验性大拼画；正是这些因素相互效力使一个新

生领袖得到塑造。因此，融汇培训把许多现实、

当前的生活经历熔于一炉，真实地体现出基督徒

领袖侍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它把人内心深处的

问题挤压出来，又彻底对付，使接受训练的新生

领袖若不绝对地依靠神，就无法成功。 

领袖栽培工作的形式因民族而异，因文化而异，

因环境而异，又因时间而异，然而这些合乎圣经教训

的原则却是放之四海皆有果效的。 

更多信息： 

欲了解健康领袖栽培的完整模式，请阅读属灵领

袖建造丛书之二《健康的领袖》以及之四《领袖的塑

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