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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祢脚踪》第二十四单元：异象策略（下） 

第 96 讲：万民在线 

 

 

要义：金句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 19:2） 

 

精义：撮要 

今世让福音传得更广，是否更容易？ 

 

引子：例子／故事／新闻／见证／人物等 

 

传播焦点 

1. E 世代满天地线 

⚫ 婴儿潮世代 

L、M 世代（旧人类），1965 年以前 

X 世代（新人类），1965 年至 1975 年 

Y 世代（新新人类），1976 年至 1981 年 

Z 世代（草莓族），1981 年至 1990 年 

“吞世代”（Tweens），1990 年至 1996 年，是由 teens 与 weens 组成 15 至 34 岁族

群 

⚫ 专家观点： 

E 世代的人和现代人（X 世代）最大不同就是 Internet。 

X 世代主要的传播媒介是电视，E 世代主要传播媒介是互联网。 

2. 天南地北立时连 

《所有数据都显示：“网络让我们变笨”》，文：Anderson 

https://www.taaze.tw/goods/11100592273.html 

网络，正在让你变笨！这是真的！研究显示，整天上网的你，神经回路已经改变。 

随着我们上瘾地、强迫症地，不停按鼠标按键、卷动滚轮、打字、触控，聆听收到电子

邮件或即时消息的提示声、手机对各种事件的提示声……，我们的大脑正在重新布局。

所有数据都显示：“网络让我们变笨”。 

“变笨”、“变聪明”，多么约略而日常的词语啊，麻痹到刚看到书时，猜测大概又是另

一本对数位时代投下反对票的书，但读了，立时觉得全身发冷。天啊，这次是来真的

呢！什么是“笨”、什么是“聪明”，确实是可量化讨论的，《网络让我们变笨？：数字

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大脑、思考与阅读行为》，提出了相关实验数据与分析，说服我

们，大脑活动已经改变，且其如何影响深远。 

科幻电影中人类因过度文明而导致智力萎缩的桥段，很浓缩，很不真实。但《网络让我

们变笨》所给出的讨论，让我们可以因此为依据，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重新检视这个

几乎已成反射动作的网络使用行为。 

对低度和高度网络用户进行扫描，结果显示，受试者的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前者原本没

https://www.taaze.tw/goods/111005922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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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活动，后者则有大量的活动。但脑部以这个模式过度活跃，其实是不利于深层记

忆与学习。 

根据这个研究，科学家认为数字科技的使用，可以帮助老年人让脑部继续保持活络状

态，但青壮年者原本脑部就较无退化之疑虑，需要的是开发潜能，以有更深刻、更出色

的表现，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数字科技所催生的新脑内状态却会对青壮年者的需求造

成反效果。所以，虽然用了“变笨”这么强烈的字眼，但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正

在丧失深度学习与思考的能力。 

那是你愿意接受的结果吗？ 

“网络一方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一方面却又将之打散。”，每一笔都是我们无法否认，

但确实难以作出定夺的两难。要挑战网络年代的主流哲学，原来根本不必用到俨然而抽

象的“哪一个时代比较美好”这种路数。喜欢数字科技的人通常正是着迷于科技的流

利、干脆，因此假如这类书籍由价值观或道德或怀旧等方式着手，通常也很难与目标读

者对话。 

你的生活已经完全数字化了吗？ 

如果是的话，小心，你可能得了“网络浅薄症候群”！ 

3. 万民仰主更便捷 

网络是否让我们变笨是一回事，无可否认 E 世代人，因着联机便捷，有更多机会认识圣

经及主，又是真的回事。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8/ta2036904.htm 

网络年代传福音，开拓布道新模式。 

网络时代谈信仰，从建立关系开始。 

4. 齐心教导皆上线 

http://www.cccowe.org/content_pub.php?id=cct200902-11 

《E 世代牧养的挑战》，文：林祥源 

有人说，人类教育历史上出现三项影响人类生活最深远的发明： 

一．公元前八世纪发明的希腊文字母； 

二．十五世纪发明的印刷术； 

三．二十世纪发明的网际网络通讯技术。 

这三项发明中，网际网络最为厉害，它不但加速知识与信息的传递，同时亦彻底改变人

类的生活型态及素质。因此，教会领袖应对 E 世代的人与事有基本的洞悉，并了解 E

世代文化对信徒灵命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能准确判断 E 世代文化及技术当中的好坏，取

其长、去其短；取其是、去其非，使 E 科技成为神圣的工具，并使信徒的灵命得以建

立。 

E 世代有万千信息，却无绝对真理（真理与信息） 

今天只要你有一台备有上网功能的计算机，几秒内你就可以进入比美国（U.S.A.）国会

图书馆大不知多少倍的信息汪洋，当中信息之多，好比一条小鱼要喝尽太平洋的海水一

般。传 12:12 说：“……着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若这句话对三千年前

的人来说是那么真实，对现代人来说就更不在话下了。据统计，一般的上网人士当中，

有 12%是搜寻有关信仰的资料，可见不少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善用网络技术寻找有

关信仰的答案。但网上文章或意见大多是出于个人抒发，没有鉴定和评估，很多基督徒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8/ta2036904.htm
http://www.cccowe.org/content_pub.php?id=cct200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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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文章中有很多基督徒惯用的术语，就以为一定是正统的，其实当中所讲的很多都是

曲解真理的道理。这世代真是信息泛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冲击下，信徒需要

稳定的锚（anchor）坚定他们的信心及信仰，教会应否考虑重新注重教导信仰要理问答

的必要（例如《威敏斯德简明信仰要理问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使信徒

扎实地、清楚地、绝不含糊地知道所信的是谁，以至不会在错综复杂的网络世界中随流

失去。 

E 世代需要生命改变，而非知识增加（知识与生命） 

面对知识和信息以几何级数日增的今天，牧者和教会领袖应思考讲台信息的本质是什

么。今天的讲台信息大多注重圣经知识的传递，其实讲道最主要的目的不单在告知的层

面上（not just to inform），乃在于借着信息经历生命的改变（but to transform）。E 世代

的人，不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他们不会满足于主日早上来领取一大堆可以上网下载的

信息，他们来到教会是要朝见神，要得到能改变他们生活、生命的信息。那么应怎样讲

道、讲什么道才能产生这种生命改变的果效呢？因篇幅关系，不能在此详述，在这里略

提几个重点。一篇令人生命得到改变的道，必须稳固地建立在圣经真理之上，不管人怎

样说，不管人是否喜欢听，不管潮流在吹什么风，传道要坚定不移、毫无畏惧地传讲应

传递的信息，神的话本身带有改变生命的能力，你的责任就是忠心地传讲。 

第二是信息若要感动人心、改变生命，牧者首先要用自己的知、情、意与信息摔跤与降

服。传道不一定都能百分百活出自己传讲的信息，所以他会很诚实地挣扎，顺服神的心

受到极大的磨炼与挑战，最后得到神的帮助而降服在神面前。当你这样分享时，弟兄姊

妹就会得到帮助，同时也认识到你没有假装属灵，你的挣扎表明你是诚恳的人。这种经

过整合、消化、挣扎的讲道，最能叫信徒明白圣经不是另一种信息、另一些知识，乃是

生命的道。 

第三，一篇能改变人生命的道，必须与信徒的问题、挑战、需要、困惑、试探连结在一

起。我们深信神的话是全备的，足能应付人生种种试炼与磨炼，但传道必须深深了解人

性的软弱及人生的挑战，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所赐的智慧，用圣经的话光照每个处境，这

种讲道就不是针对头脑上的知识增加，乃是能扎进人心、改变生命的道。 

E 世代是虚拟链路、实质疏离的人际状况（关系与网络） 

从表面来看，电邮、聊天室、网志等网上服务都把人连结在一起，其实这些连结都较虚

拟性，并不能增进人际间的心灵相通。我们或许听过在大学宿舍房间内，两位年轻人背

对着用计算机上网交谈，也懒得转过身来对话沟通，这种情况亦常在办公室及教会出

现。中国人说：“见面三分亲。”这种“亲”就绝对不能在网上完全体会。E 世代的人群

及基督徒已被这种虚拟链路感染到愈来愈不看重直接相交与接触。这情况亦使我们变得

高 IQ（请注意是 Internet Quotient，网络智商）、低 EQ（Emotional Quotient，情绪智

商）。其实神创造人时，人就有群体性的特质，人际间的直接连结与互动绝不能被其他

媒介取代。E 世代提供的电子媒介在某程度上把人连结在一起，但不能激发心灵至诚的

联系与沟通。说到这里，我们不是说电子媒介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帮助，乃要醒觉并提防

这种取代性的趋向。 

其实 E 世代文化中出现一个很矛盾、很悲哀的情况，就是在网际网络、手提电话短讯、

电邮、网志那么普遍的年代中，却有愈来愈多人深感孤单及疏离。今天教会需要醒觉，

不要被自己的假设蒙蔽了现状，以为教会有了高科技产品，我们就链接得很好，其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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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今天很多人仍需要直接、个别、专注的接触，人在充分的感情滋润下才有全面的成

长。笔者认为，牧者的主要工作除了预备信息及处理行政外，很重要的部分是与人连

结、与人接触、与新人建立关系、与旧人加深关系，在崇拜中彼此问候、握手是绝对不

能少的。美国华人教会受查经班运动影响，小组及团契聚会都比较倾向知性的学习及分

享，在连结与建立关系上比较薄弱，小组组长应加强具体的、实质的、相爱相关的网

络，走出虚拟网络，切实相爱。 

E 世代文化对信徒灵命成长的冲击（灵命须成长） 

E 世代的科技使我们在瞬间得到所需的数据、传递信息，这不但给我们莫大的方便，同

时使我们赚回很多宝贵时间。不过这急速的生活节奏，亦使我们的思维习惯了什么都要

快，若要等候，我们会感到很不耐烦。若我们的计算机在下载过程中慢了几十秒，我们

立刻会想到需要一部新计算机取代它。其实很多大企业甚至订下政策，每两年就要为工

程师更换新计算机。我们已很习惯这种快速的文化和生活型态。此外，“要多”亦是很

多人追求的东西，听说日本工程师要在未来两年内研发出能储存 1,000GB 数据的光盘，

消息传出后，大家都等着试试此光盘巨无霸。要快、要多、要新已成为现代人惯性心理

的特质，这种外表上看来无害的渴求，其实正在负面地影响我们的灵命成长。你什么都

要快，怎能学会等候神呢？灵命的成熟多如加州（California）森林的大红木，需要阳光

和露水，潜移默化，才能稳健成长，真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什么都要，就要花时

间料理，哪有时间放在事奉、灵命追求和更重要的事上？E 世代的教会要对这种文化潮

流高度敏锐，我们要劝告弟兄姊妹善用 E 世代的科技，却不要随波逐流，被 E 世代中

有动力、无方向的意识型态冲走，成为科技的奴隶。在灵命塑造的过程中，我们要引导

弟兄姊妹借着特选的操练抗衡这些试探，用提倡禁食祷告的操练抗逆贪多、贪新的捆

绑，借着教导个人灵修的读祷经文，抗逆要快、贪快、即想即要的肉体思维。但愿教牧

及教会领袖有空坐下来，放下教会事务的讨论，一同为这议题祷告、寻求，在 E 世代中

发现问题，同时亦能洞悉契机，使教会在 E 世代中能成为有活力（energetic）、有异象

（envisioning）、与时代连结（engaging）及传福音的教会（evangelizing）。 

 

生活应用 

“天南地北立时可联机，万民仰望主更便捷”，你会为活此时代感到兴奋吗？为什么？ 

 

反思默想 

门徒活在 E 世代，有何危与机？ 

 

听众回馈 

“齐心教导皆上线”在在线作门徒训练可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