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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程 地 圖
在變化萬千的現代社會中，行走天路的朝聖者常需要一份更新版的地圖，這份地圖建構在熟悉的地理上，卻能標示出最新的路

線變化，指引尋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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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化的領導力

古
倫（Anselm Grün）神父在去年九月底到十月初來香港，在

塔冷通心靈書舍與南與北文化出版社合辦的系列靈修講座

中，1傳講不同的靈修專題，我也抽空前去聆聽他的經驗、擷取他

的洞見。經過兩個月消化之後，這學期我於神學院的職場課程開

一門賞析古倫的選修課，2沒想到學生高達八十多人。這門課主要

探索，如何在香港忙碌又商業化的環境裡，經營職場靈性空間，

進而思考，教會如何面對都會處境的靈性挑戰和需要。課程討論

中，同時引發我重新思考：什麼是具有靈性影響力的領袖。

領袖需要培育

我自幼不喜當領袖。家中，爸爸與姊姊相當具有權威，我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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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享受他們的安排，不必擔代太多責任，輕鬆做自

己。但在學校，卻幾乎每一年都當選副班長、學生

代表或模範生，每當成為眾人焦點時，內心其實想

找個洞鑽進。得鼓舞團隊士氣時，不但沒有豪情萬

丈、鼓動人心的激情和言辭，還輕聲細語地慢慢講

述，並且聆聽他人意見，多過我表達自己。一直到

大學，我仍安於被領導多於領導人，按當時教會的

標準，認定自己不屬於領袖人才。當領袖責任大、

容易有壓力，常置身於人際張力中，我因此還是比

較喜歡安靜、自由的生活。

然而不論我是否樂意，身為教會顧問、神學院

老師與靈修指導，我仍是教會領袖。以往不用深思

怎麼做領袖，過去這幾年，因學生與教牧常常向我

談及領導的困難，也因許多教會邀我分享領袖培育

的主題（包括領袖品格與生命質素、帶領風格、自

我形像、溝通技巧、情緒管理、試探與軟弱、危機

與考驗並自我照顧等課題），我得以更了解現今領

袖的掙扎與挑戰，同時發現，領袖並非天生，是需

要在團體中長時間培育才能產生。然而現代教會多

數人忙於事工，甚少撥出人力與資源去陪伴、訓練

領袖。

由於學校安排我未來教導「領袖的靈命塑造」

課程，因此我積極廣泛地閱讀、思考：希望加強教

會對領袖「全人培育與塑造」的概念，期待教會領

袖生命發展整全，而且與群體一起成長。於是我以

古倫的著作切入，觀察他如何描繪有屬靈影響力的

領袖。

靈性化的生命力

古倫認為，培育自己與他人成為有屬靈影響力

的人，很有意義，因為過程中重視活出基督的生命

力。領袖可以透過行政管理來服務與關顧他人，參

與他人生命的塑造。屬靈領袖不是展現恩賜才華，

以為自己很屬靈，而是能夠喚醒他人心底深處的生

命，邀請他人全然展現在基督裡的自我，並使人在

工作中，或教會群體中找到存在的價值與意義。領

袖是為了建造神的家，使群體可以成為神恩典的器

皿，祝福群體成員與合作夥伴，在這時代見證神的

國度。

在《聖本篤會規》中，工作即是靈性培育的部

分原則：靈性化的領袖注重透過工作培育人，而不

是為達成工作目標，把人當工具。企業或教會的屬

靈領袖，除了看準目標、提出方案、分配資源、評

估成果、修正決策、降低成本、擴大回報、贏得掌

聲與創造形象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她的生命特質

可以誘導與鼓勵夥伴，使他們被支持與引導，成為

神要他們成為的人。古倫提出，領袖須具備幾樣生

命素質，例如：因人生閱歷而具有智慧洞察；對人

與事的判斷，保持客觀清醒並周全考慮；有效處理

自己負面情緒與內心恐懼，保持心情平靜與穩定；

生活簡樸、節儉、控制需求；面對自己的軟弱有自

知之明，並遠離試探；在必要時刻身先士卒，而不

是把他人推出去擋子彈，為決策的後果負責，有承

擔的態度。

除了上述基本素質，古倫進一步指出，領袖要

照顧員工心靈，使他們能發揮活潑的想像力，激勵

成員敢夢想，引導成員認真地探索他們在基督裡的

真我。因此，領袖要善用正面的肯定語言，以關切

的態度使人保持盼望，有力量與勇氣向前跨步與冒

險。古倫勉勵讀者，不要做個深藏不露、城府極深

又不鼓舞人的帶領者，令人得不到啟發又摸不清楚

方向，若再加上缺乏正面語言，被帶領者會充滿挫

敗與失去動力。因此，與其說領導是技能或制度，

倒不如說，領袖的生命力才是領導力的關鍵所在，

是以領袖本身的素質開創他對人的影響力。

創造群體的靈性文化

古倫常以自己的修道院為例，說明領袖如何憑

著兄弟友愛之情、有規則的團體生活，共同尋求上

帝，讓整個企業、機構井然有序，在禮儀的節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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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神，期待每個成員在感恩中喜樂、彼此尊重，

並在服務款待他人中遇見基督。他從企業文化的價

值觀與目標，延伸出群體間的公平交往、共同努力

的精神，這種價值與精神正是靈性文化的精髓所

在。在注重公平的士氣之下，領袖幫助成員擁有熱

誠、發揮才幹，促進自我省察與督責，樂於在差異

中合作，追求企業或群體的最大成效。

古倫從四個大公教會的重要美德談現代管理：

首先是追求正義，公平合理對待每個人的價值與本

質；其次，勇敢堅持信念、承擔責任，並為伸張正

義而奮鬥；第三，透過生活節奏操練節制，不強求

要滿足所有人期望，量力而為；最後，明智地判斷

何者可行、何者只是個人幻想與野心。

古倫提出，領袖秉持公平公義的態度，不是為

息事寧人，也不是為了安撫成員，而是創造組織文

化。領袖雖然要以群體最大利益為考量，一方面保

障員工的福利，一方面在提拔人才與分配工作時，

也要力求公平公正。公平與公義的制度，不單能減

少內部張力，也能讓每個人感受尊重與關懷，在群

體中安然相信，不會因為個人與領導人關係的好

壞，影響當得的利益與好處。這種安全感能免除團

體中不必要的阿諛奉承，成員效忠的對象不只是領

導人，而是忠於自己的才幹和貢獻。成功的領導力

讓員工在信任關係中，為真我與潛質忠心盡己，而

非為了表面討好老闆，卻違背自己的真心。因此靈

性化的領導力，要清晰地繪出企業或團體的核心價

值與使命，讓員工引以為榮，在安全感中激發成員

獻身的熱情。

古倫基於《聖本篤會規》提醒管理者，團體

中總有弱者，這些弱者通常不受其他成員歡迎，他

們或者能力不足，或是個性令人不舒服，甚至常

常造成他人困擾；靈性化的領導者，要真誠督導這

些人，幫助他們認識自己，使他們提高知覺力，覺

察自己在團體中造成的影響，引導他們改進，也鼓

勵他們發揮所長，合乎中道地看自己。基於對心靈

健康的考量，他也提出應正面靈活地看待調職或離

職，無須視作遺憾；幫助成員找到定位，更好、更

適切地貢獻才幹，是企業或機構靈性引導的焦點。

世說心語

古倫也語重心長地勸勉領袖，對自己的陰暗面

誠實檢視，特別是忌妒與恐懼。常常退省與靜默，

看清自我的反彈與防衛，知道自己不是上帝，只是

受託的管理者，不要建立自己的王國，應照顧好上

帝的羊，管理好上帝的家務事。因此，不要把自己



2019／ 5、6月號 35

的成敗看得太重，而要懇求聖靈充滿、謙卑與神同

行。在向前邁步時也不要太完美主義，學習在失敗

的嘗試中成長，靠恩典在跌倒中站起來，在仰望中

充滿想像力地開創未來。

透過品味古倫的睿智，我對教會或基督教企業

的領袖有些省思。新時代轉變快速，若沒有富含生

命力或高素質的領袖帶領高品質的團隊，也很難創

造有質量、有深度的企業文化。以人為本的管理，

應重視人性（humanity）培育和群體（community）

建立，否則機構團體快速發展，隨之而生的只是內

部紛爭加劇、員工流動性增加；缺乏成員的委身，

企業內部關係只剩權力分配與利益平衡。在香港，

不缺乏企業管理的技術與知識，較缺乏的是有靈性

創造力與影響力的管理者。很多管理技巧與技術，

已經引介到教會與神學院，期待教會中的管理者，

除了技術管理、風險管理這些可量化的制度之外，

更要加入靈性管理的向度。靈性化的領導力與影響

力，很難在財政預算與年度報告中顯示，但會在領

導者下台後，從被帶領者的生命中逐漸顯露，甚至

在領導者逝世後才能顯明！

新的世代需要新的領導精神與風格，前人的模

式與風格當今不一定適用，經驗可以參考，卻不一

定可以照單全收。許多領袖都已走上新的道路，也

感到現在比過去更艱難—然而，這不就是令人期

待與興奮之處—我們曾經努力服事自己的年代！

接著只能求神恩待與憐憫，讓下一個世代的接棒

者，在我們的影響中探索屬於他們的路。 ✤

 

附註

1.   「古倫神父靈修講座系列 2018」可參考：h t tps : / /www.  

facebook.com/events/256761704942711/。

2. 主要探討的作品包括：《心靈陪伴的靈修之路》、《忙的話，先

靜下來》、《職場生涯CPR》、《不再當個無助的專業助人者》、

《陪伴一生的祝福：讓祝福傳達關懷與應許的實踐手冊》、《情

緒，有關係！》、《領導就是喚醒生命》、《價值領導．勇敢決

策》、《克服衝突心境界：以靈性突破人性的衝突管理策略》、

《幸福相遇的25種態度》、《幸福人生的八條道路：八福》、《擁

抱老年心生活》、《看見苦難中的盼望：如何將苦難轉化為愛

的生命力》、《病痛與醫治：病人與陪伴者的實務手冊（增訂

版）》、《道別、悲傷與安慰》、《40天重新尋得生命泉源：現代

大齋期的身心靈操練手冊》、《待降節（將臨期）：25天靈修默

想手冊》、《歡慶一個新的開始：待降、聖誕、新年的50個祝

福》。

潘怡蓉

台灣校園福音團契是她信仰建構的啟航點；中神道學碩士與心理

輔導碩士畢業後，她最美的回憶，是在德國宣教，與到比利時魯

汶大學進修教牧學、靈修學。目前除了在中國神學研究院教學，

也擔任香港聖經教會顧問；並參與國際學術期刊Spiritus的編輯
委員會。

新時代轉變快速，若沒有富含生命力或

高素質的領袖帶領高品質的團隊，也很

難創造有質量、有深度的企業文化。以

人為本的管理，應重視人性培育和群體

建立，否則機構團體快速發展，隨之而

生的只是內部紛爭加劇、員工流動性增

加；缺乏成員的委身，企業內部關係只

剩權力分配與利益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