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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祭壇、親子崇拜——理念、實踐與反思 

余志文 

（中國宣道神學院實用神學講師） 

家庭祭壇、親子崇拜 

  早年，一些台灣堂會（例如台北靈糧堂）積極推動「家庭祭壇」，由於這些堂會的

背景，以及一些同工在推動時較強調在「祭壇」中的屬靈領受及亮光，故有同工一度

視家庭祭壇為靈恩聚會。 

  但隨著事工發展，今天不少堂會在推行「家庭祭壇」時，已不會聯想到靈恩元

素。筆者於 2022年底曾訪問過幾位牧者，他們皆來自對「靈恩」十分謹慎的堂會，他

們都表示，教會談及家庭祭壇時完全沒有想到靈恩的元素。 

  今天，不少堂會卻常會把「家庭祭壇」視為「家庭崇拜」。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在其

網頁指出「家庭祭壇是一家人一同敬拜、彼此分擔的時刻」。1 麥張偉芬給家庭祭壇以

下定義：「又稱為家庭崇拜、家庭禮拜、家庭靈修，是指住在一起的基督徒家庭定期聚

會唱詩歌、讀聖經、同心禱告、親近上帝及敬拜祂。」2  

  至於親子崇拜，顧名思義，是家長和子女一起參加的崇拜。陳芝瑛認為嬰幼兒與

生俱來能認識信仰，能與上帝結連，3 她也舉出九龍城潮人生命堂嬰幼兒親子崇拜的

例子，其內容包括「以頌讚來崇拜」、「以信息來崇拜」、「以相交來崇拜」、「以祝福來

崇拜」，4 與不少崇拜的程序十分相似。 

1 〈「家庭祭壇」知多少？〉，「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網頁，

https://www.efcc.org.hk/GeneralInfo/view/833 （瀏覽於 2013 年 12月 14日）。 
2 麥張偉芬：《家庭祭壇：聖壇搬到家中實戰完全手冊》（香港：更新資源中心，2008），18。 
3 陳芝瑛：《爬進耶穌的懷裡：嬰幼兒靈命培育》（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21），28。 
4 陳芝瑛：《爬進耶穌的懷裡：嬰幼兒靈命培育》，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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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例子是尖沙咀潮人生命堂，錢冕恩分享她參與幼兒親子崇拜的經驗：「整個崇

拜只有半小時，由點名和唱熱身歌開始，接著會唱兩首兒童詩歌，然後透過奉獻和祈

禱讓孩子們明白奉獻的意義。最後導師會以聖經故事和勞作教導孩子們認識聖經。」5 

   

從以上實踐經驗，一些堂會把家庭祭壇視為家庭崇拜，並推動親子崇拜時，常常會從

孩童的角度出發。若是這樣，有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家庭靈修、查經、團契算不算家庭祭壇呢？ 

 在親子崇拜中，只有「子」在敬拜？父母只是照顧者或陪伴者嗎？  

 家庭應包含所有成員，那麼核心家庭以外的成員（例如長者）或一些沒有孩童的家

庭該如何定位呢？ 

 若因某些因素要在會址以外，以家庭崇拜暫代公共崇拜，可以嗎？ 

若要回應以上問題，須從兩個基本的問題出發——究竟甚麼是崇拜聚會以及推行家

庭聚會的目的。 

 

一. 崇拜聚會的意義 

  敬拜學大師韋柏 (Robert Webber) 給「敬拜」下了一個概括的定義：「上帝與祂的

子民相會」，6 既是相會，就必然包括神與人的對話與互動。 

 

  一些穆斯林歸主後必須秘密聚會，參與小組及團契，這算是崇拜嗎？為此筆者徵

詢多位崇拜同工及學者的意見，盼了解更多以協助歸主者建立敬拜群體。歸納他們的

意見，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區別是因崇拜聚會是神人相會，故必然具備縱向性，而團契

聚會則傾向橫向性。此外，本文將基於另外兩個崇拜聚會的特性去思考，它們皆與神

人相會有關，第一是崇拜聚會的基本目的——榮耀上帝，第二，崇拜聚會的基本框

                                                      
5 錢冕恩：〈幼兒親子崇拜〉，《堂議會特刊》，2016.4，p.5，

http://www.tstscc.org/images/specialissue/20160417.pdf（瀏覽於 2013 年 12月 14日）。 
6 韋柏著，何李穎芬譯：《崇拜：認古識今》（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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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一)  榮歸天父 

  這一點看來並不難明白，但不知大家有沒有經歷過，崇拜聚會中的詩歌差不多完

全沒有尊崇、高舉神的成份，卻很強調神的恩典、慈愛等屬性。唱這些詩歌，完全沒

有問題，但若全年五十二週大部分詩歌也是這類只強調神臨在性的詩歌，並不完整。

在崇拜中，直接地讚揚、稱頌神是不可或缺的。神配受敬拜，因為祂本身配得，而不

是因為祂對我們很好，我們才敬拜祂。 

 

  另外，崇拜也與三一的觀念有關。和修版把約翰福音四章 23節部分經文譯為「要

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但不少學者指出經文應譯作「在靈和真理裡拜祂」，靈指聖

靈，真理是聖子，祂則是聖父，這便是「靠靈、藉子、拜父」這敬拜神學觀念的重要

聖經根據。 

 

  「靠靈」就是要依靠聖靈去敬拜，若單「以心靈」敬拜，吾等軟弱的人類的

「心」是不可靠的，但聖靈能幫助人在任何心理狀態和處境中敬拜。 

 

  敬拜要「藉子」，因唯有基督是「神、人」重建關係的中心，人藉朝向和跟隨基

督，能朝向和走近三一神。再者，重述基督生平與事蹟，乃崇拜重要的內容，這也是

為何傳統以「教會年」為設計全年崇拜的框架，人藉此有系統地回顧神藉基督為人所

做的一切。上述觀念，亦可稱為「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但這與「以基督為敬拜的中

心」是不同的。 

 

  約翰福音指出我們要在靈和真理裡「拜父」，聖父在「受拜」方面扮演了最明顯的

角色，我們當「以聖父或三一神為敬拜的中心」。故若詩歌多集中在敬拜聖子，而不多

提聖父或三一神，並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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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動敬拜的框架 

  即使最自由的崇拜聚會，也有一個框架，例如詩歌敬拜時間、講道時間、呼召時

間。當比較聖經中多段神人相會或大型聚會的經文，發現一個基本框架，例如： 

西乃立約 

(出二十四) 

以賽亞蒙召 

(賽六) 

立約啟動禮 

(尼八) 

以馬忤斯路 

(路二十四) 

今天崇拜 

常見的程序 

神啟動聚會、

招聚百姓(1-6) 

神顯現 (1-2) 

讚美 (3-4) 

潔淨 (5-7) 

會眾聚集 (1-4) 

稱頌神 (5-6) 

基督走近門徒  

(13-24) 

宣召 

讚美 

宣讀約書 (7a) 神說話 (8a) 
宣讀和教導 

律法書 (7-8) 

基督講解聖經  

(25-27) 
聖道 

獻祭、回應 

與立志 

(7b-8) 

以賽亞 

回應(8b) 民眾回應  

(9-12) 

團契、擘餅  

(28-31) 
聖餐／回應 

神差遣 

(9-13) 

門徒作見證  

(32-35) 
祝福差遣 

   

初期教會及其崇拜聚會逐步發展，漸漸發展出四疊程序。近代，一些敬拜學者進

一步帶出四疊背後一個重要理念——神人對話（例如參考卓俐所著的《建構崇拜：平

衡聖經與文化的設計藍圖》）。筆者參考他們的理念，以下圖表達四疊的設計理念：7 

 

 

 

 

 

 

 

                                                      
7 余志文：《匯古聚今——糅合與當代敬拜更新》（香港：余志文，2023），32。 

宣召 

詩歌讚美 

祈禱 

(認罪) 

(奉獻) 

(讀經) 

講道 

(回應詩) 

(聖餐) 

(奉獻) 

三一頌 

祝福 

(差遣) 

(家事分享

／牧禱) 

常見福音派教會的 

崇拜內容* 

* 有( )的未必是大部分

堂每次也有的程序 

與神相會 

強調神、人 

對話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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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疊程序提醒我們，神與人在崇拜聚會中不斷互動，是「有來有往」的，例如若

過份強調人藉詩歌向神敬拜，或過份強調神藉聖道向人啟示，也會令崇拜變得單向。 

 

二. 推行家庭聚會的原因與目的 

  參考若干同工的著作、文章，筆者歸納了一些推行家庭聚會的目的或因素： 

(一) 敬拜觀念相關因素：神配得著家庭成員共同敬拜；一家人一起親近神；與神建立

生命關係。 

(二) 牧養：讓子女觀察父母，父母成為榜樣，建立家人屬靈品格；促進家庭成員分

享；彼此守望和督導生命成長；讓家庭成員有規律地學習神的話和祂的知識；把

「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實踐出來。 

(三) 佈道：帶領家人歸主。 

 

堂會必須基於其牧養觀、敬拜觀、會眾特性，與整體牧養計劃配合，訂定推行家

庭聚會的目的與原因。若聚會主要以牧養為推行的目的，以「家庭團契」來定位，可

能更恰當；若主要想以家庭為單位孕育成員的靈命，可考慮稱為「家庭靈修」。因此，

家庭聚會未必一定要以崇拜來定位，例如選詩歌時，應考慮到聚會的目的，查經前可

選一些有關神的話的詩歌；為促進分享，可選一些以相交、同心為主題的詩歌，而未

必要選一些尊崇神的「敬拜詩歌」。 

 

三. 總結——實踐考量 

(一) 家庭聚會目的方面 

 堂會應按推行的目的來決定聚會的定位和名稱，而未必一定稱為家庭崇拜或家庭

祭壇。先確立目的可幫助我們定訂聚會內容和評估成效，也不會讓家庭成員建立錯誤

的敬拜觀，例如「有唱詩便是敬拜」、忽視崇拜聚會的縱向性。 

 

 

 

 

 

 

 

 

 



「以家為祭」網上講座 2023年 11月 

6 

(二) 包括所有家庭成員 

 若我們認同「家庭是生命培育的重要場景」，那麼推行家庭聚會時，便應包括所有

家庭成員，至少包括所有同住的信徒。某些家庭即使長者不是同住，堂會在推動時，

亦可建議一些協調性的做法，例如隔週一次親子聚會，每季一次包括長者的家庭或家

族聚會；假若家庭沒有孩子，也可鼓勵夫婦、單身子女與父母舉行家庭聚會。當然，

不同組合可能需要有不同的聚會設計了。 

 

(三) 親子崇拜與兒童崇拜 

 若果聚會的定位是「崇拜」，所有參與者也會與神相會，若單單從孩童的角度設

計，不論是聯合多個家庭、或個別家庭進行，也不恰當，嚴格來說，這只是兒童崇

拜，父母只是陪伴者。若以親子崇拜為定位，便應同時按父母的需要設計崇拜。誠

然，這一點也不容易，有堂會的做法是每月一次聯合親子崇拜，餘下幾週，父母和子

女是分開聚會的。而若以兒童崇拜定位，堂會便需要提醒陪伴的家長，他們不可忽視

自己的敬拜生活，按時參與公共崇拜；堂會亦可因應不同情況、父母的需要，考慮暫

時為父母安排特別崇拜聚會。 

 

(四) 不可忽略的崇拜元素 

 若以家庭崇拜定位，便要考慮崇拜的核心觀念，包括神人互動，榮歸天父，以基

督為中心，藉禱告及各種方法依靠聖靈敬拜等。例如不宜單單選一些有關神的臨在

性、只談基督的詩歌，多選一些尊崇天父、三一神、或不單單強調某位格的詩歌（例

如用「神」、「上帝」等字詞），即使是兒童詩歌，也有許多相關選擇的。筆者於此特別

強調，這不是反對唱有關恩典、慈愛或基督的詩歌，但若以崇拜定位，便不可單單唱

這類詩歌了。 

 

(五) 家庭崇拜與公共崇拜 

 崇拜聚會的核心信念是神人相會，故理論上，家庭崇拜不是完全不能取代公共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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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但公共崇拜可說是每個地方教會群體最核心的聚會，當堂會仍可合理、合法地

進行公共崇拜，並沒有需要以家庭崇拜取代它。選擇推行家庭崇拜，應基於上一部分

第一類原因。誠如堂會可鼓勵個人及小組崇拜，增加他們經歷神的機會，但這不代表

應以它們替代公共崇拜。 

 

(六) 以家庭崇拜暫代公共崇拜  

若因某些因素，堂會須以家庭崇拜暫代公共崇拜，除了考慮第四點崇拜的核心觀

念，還要進一步幫助會眾一起思考和學習一些議題了。例如教會觀、在家進行聖餐、

在禮儀教會如何實踐等，也盼我們能幫助宣教工場的地下教會實踐家庭崇拜，讓每個

敬拜群體也能真實地與神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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