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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堅韌不拔的團隊 

--學習仙人掌的精神-- 

 

 

有三種因素會破壞團隊或家庭的團結。簡而言之，就是不談話溝通、不交流感情、不

相互信任。團隊和家庭一樣，要細心照料才能保持健康。 

 

我曾輔導過許多面臨困境的宣教團隊，發現所有的這些團隊都普遍存在以上所提及的

三“不”。非常明顯，每一個團隊裏都缺乏定期及可接受的方式，來討論並且解決成

員之間的關係和團隊事工的問題。我們在對宣教適應程度的調查中也發現了這一點--

宣教適應過程中最大的壓力是來自同工之間難以避免的相互衝突。（作者：吉許Gish，

1983年出版）。要配合每個人的差異而一起同工似乎具備相當大的挑戰。 

 

 

學會求同存異 

  

如果我們按照聖經的教導相互和好，那麽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勝。（馬太5：22－26；1

8：15－22）。我認爲，分辦出我們之間差異的本質是要有關愛的動機。“正是因爲

我們在乎彼此的關係，也在乎現有的問題，所以我們更要坦誠相待，不迴避才能解決

問題。”（奧格斯柏Augsburger，1981年；帕爾默Palmer，1991年）。然而，在某

些跨文化的場合中，需要用更爲間接的方式來解決衝突。例如，找第三方作爲中間人

進行調解（Augsburger，1992年；Elmer，1993年）。 

 

要與和自已有差異的人共事可能會使自已感到“凡事都不好” 或者是“凡事都不對” 

不自在的感受--有時候甚至會回憶起自已小時候也有經歷過相似的感受。與和自已有

所差異的人共事，會有如坐針氈的感覺。在這種感覺影響下，你還會覺得自己的觀點

和行爲不太對勁，甚至認爲自己“一無是處”--有時，這還會讓我們回憶起小時候也

有過這樣的感覺。同時，彼此之間的差異和分歧，也可能激發在關係中想要控制及掌

權的掙扎。再加上人性本能所缺乏的安全感，結果可能造成我們漸漸地和別人疏遠--

“分歧”最終演變成排斥異己、一意孤行、關係不和、冷言冷語、行事傷人、個人和

群體絕望沮喪，最終導致整個團隊的解散。於是團隊分裂，人心悲痛；又因罪惡重重，

愛心淡漠（Livingstone，1993年，115頁）。毫無疑問地，這樣的過程已經影響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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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兩千年以來，教會中之所以會有超過兩萬多個基督教派別或教會的出現（Barrett，

1982年，34頁）。 

 

還有什麽因素可能危害一個團隊呢？Katzenbach和Smith（1993年）認爲，我們拒絕

去思考到底何謂一個“真正”的團隊的本質。就如同在商業領域中，不是所有的“團

隊”都是真正的團隊。對這些研究調查的人員來說，真正的團隊應具備以下一些基本

要素：“由一小群的成員組合，成員擁有互補性的技能，之間有共同的目的及達成的

目標、彼此可以相互信任的方法（45頁）”。事實上，最成功的團隊無一例外都是致

力建立這樣的團隊基本要素，再加上爲了取得最終的成功，每個成員都承諾要全力幫

助彼此成功達到目標，並勇於面對激勵團隊成員的“高要求表現標準”。你的團隊是

如何做到以上所提的基本要素呢？ 

 

 

來自仙人掌的啓發 

 

小時候，我住在南加利福利亞，那時我常常帶著家裏的黑色德國大狼狗，去附近的山

坡散步。我喜歡想像許多遊戲，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用棍子當作佩劍，去和繁茂的仙

人掌叢格鬥。可是不管我揮多少次劍，也不管我削掉了多少仙人掌的葉肉，我總是無

法擊敗這種植物。這些仙人掌是如此地適應沙漠一樣的乾燥環境。它們用表面的蠟層

保護體內的寶貴汁液，還用讓人討厭的尖刺阻止外來的侵略。這些仙人掌就是那樣的

堅忍不拔。 

 

宣教團隊可以從仙人掌身上學到許多東西，尤其是在處境艱難的時候--比如支援來源

有限、政局不穩定、面臨貧窮、周圍社會充滿敵意，等等情況。我們應該像仙人掌那

樣變得有韌性--在內部維持團隊的生命(關係)；對外專注於周圍的挑戰(任務)。當然，

韌性既不會自然形成也不會迅速地達到，我們只能耐心“栽植”，讓韌性隨著團隊生

活不同的階段逐步成長。（《愛》，1996年）。 

 

 

 “仙人掌精神”的核心內容 

 

我不其厭煩地建議團隊除了平日的聚會以外，設立時間專門用於建立團隊，大約每兩

個月一次。其目的就是加強上述的一項或多項團隊要素。每個團隊有四個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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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以全新的方式相互聯繫、相互認識），任務（討論並制定與事工有關的策

略），靈修（一同敬拜和禱告）；以及本團隊的獨特精神（探討團隊怎樣合一地同

工，比如對親密關係和事工方式的期望）。好的團隊要求四個“到位”：目標到位、

參與到位、技能到位、聖靈到位。 

 

許多美國基督徒都熟悉“福音團隊的建設標準”（包括安排專門討論和禱告時間）。

請讓我在此基礎上再補充幾點。有一些例子在本文中有詳細闡明，比如創意圖畫、信

心散步和角色扮演（還可參見Jones and Jones，1995年；O'Donnell，1992年）。自

我的透露、積極的聆聽和相互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許多的團隊成員，都能夠珍惜效

法他人和共同成長的機會。 

 

現在，讓我們看看堅忍不拔的團隊所具有的八大特徵（以下簡稱“韌性團隊”），和

其他關於團隊關懷的裝備。這些特徵出自於健全的家庭和健康團隊所研究出來的總

結，還有來自我自身諮詢輔導的經歷。所以，這些資料既適用於家庭生活，同時也適

用於團隊生活。Shelby Harrison的《健康的家庭和宣教》文章帶給了我很大的啓發，

幫助我提出了“仙人掌精神”的理論。 

 

 

韌性團隊的特徵 

 

我這裡要提到的八大特徵包括：處理能力( Coping Ability )、責任心( Commitment )、

欣賞與感激( Appreciation )、溝通( Communication )、相處( Time Together )、理

解( Understanding )、組織( Structure ) 、靈裡成熟( Spiritual Wellness )。 

 

1、處理能力 

 

堅持不懈和具有內在力量是組成韌性的團隊的特性。有韌性的團隊將挑戰看作成長的

機會。隊員們都信任隊友，相信每個人都能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而不是只看到彼此

的弱點，他們回顧過去的忍耐和成功以此作爲激勵。他們會盡一切努力克服溝通的鴻

溝，並在必要時勇於嘗試不同的方法來一起同工。他們也盡可能地減少干擾以專注於

自己的事工，並且經常運用外來的資源進行持續的訓練和輔導（Lewis and Lewis，19

92年；Harrison，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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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的方法： 

 

回顧成功。團隊的成功能夠孕育團隊的凝聚力。請你回顧過去幾個月裏，團隊面臨並

克服的兩項事工挑戰。試著使用剖析的方法--一個評估壓力的方法--來識別困境，制

定應對的策略（見O'Donnell and O'Donnell 1995年出版的書）。此外，用可評估的

方法來決定持續或是即將發生的挑戰來辦別你的進步。（例如，將目標訂爲這一星期

記住20個新的短語和越來越流利爲目標來相比較。） 

 

分析優點和弱點。畫出你認為團隊在處理問題上，最大的優點是什麽的圖表，也畫出

最大的缺點是什麽。寫下題目和評語，然後整個團隊對這些圖表加以討論。 

 

2、責任心 

 

如果我們什麼目標都想要達成，結果就會什麽都達不到。韌性團隊有特定的目標、清

楚的事工策略，成員們專心經營彼此間的特定關係。他們堅定地爲共同的健康成長付

出心血，爲的是實現團隊的目標。成員對團隊有歸屬感，他們也能影響團隊。團隊的

目標應處於首位，要受到高度的重視。當然，成員們對家庭、朋友、當地社區和其他

團體也有應負的責任。 

 

關懷的方法： 

 

好的團隊和不好的團隊。回憶你曾參加過的一個成功團隊和一個不成功的團隊。用前

面提到的四個團隊要素--關係、任務、靈命和獨特的團隊精神--來描述你所想到的這

兩支團隊。你過去的經歷如何影響你現在所選擇參與團隊的種類？ 

 

相互信任。你們有書面的團隊協定或準則嗎？定期的回饋或成果的回顧呢？整個團隊

要一起來評估以上所提的，也讓大家對自己所負責的部分提出意見及想法。這樣有助

於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能夠彼此鼓舞並且有更好的表現。 

 

3、欣賞與感激 

 

團隊成員要有固定和非固定的時間，來表達對彼此的感謝。彼此感謝，認可他人對團

隊的貢獻，這樣會增加團隊的凝聚力。就像這八個團隊特徵的每一頊，感謝既是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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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行動。所以既要有態度，也要有行動！孩童也是團隊的一部分，所以也別忘了鼓

勵他們。 

 

關懷的方法： 

 

驚喜。帶給別人驚喜：送生病的人一張“慰問”卡片，或者是邀請某人到家裏喝茶或

用餐。慶祝某人來到此宣教地區滿一周年，歡迎新成員的加入，或者慶祝近來所達成

的事工。在經歷困難的時候提供安慰和傾聽的耳朵也是表達謝意之一的表現。 

 

服侍。依照理查‧佛斯特（Richard Foster）的建議（1978年，122頁），選擇簡單易

行的方法每天幫助某個人，用你的服侍來鼓勵他/她。你甚至可以悄悄不留名地提供幫

助。這可能比你所想像的還更加因難！ 

 

4、溝通 

 

在靈裏剛強的團隊裏，成員一定有著良好的溝通技巧，他們也有解決衝突的決心。他

們認真傾聽、設身處地，能適當地回應他人的傾訴，並體察別人的感情。他們還重視

自我省察，花時間來回顧過去及思考反省，並繼續向前，還注意與他人相交。團隊成

員真誠的努力，對於彼此之間文化的不同能敏感及注意，大家一起探索及了解彼此。

他們也有書面和口頭的管道清楚地交流，交換訊息，瞭解彼此最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 

 

關懷的方法： 

 

學習傾聽技巧。兩人爲一組，花五分鐘的時間傾聽對方描述對他/她而言，生命中最重

要的某件事。簡短地總結你所聽到的。然後交換角色。最後就所分享的內容互相問一

些問題。 

 

進行溝通評測。找出小組內主要的溝通來源。誰是專門提供資訊的人？誰溝通得最多/ 

最少？使用何種語言？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溝通？指出某一次發生溝通不良的情形?你

怎樣才能改進彼此溝通的關係？試著畫一張溝通流程圖。 

 

5、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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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需要花有質有量的時間相處，而且是大量的時間，在重大的過渡時期中更是如此。

例如，新成員加入的時候，面臨危機的時候，或是團隊生活剛開始的早期階段。有兩

句經典的諺語說：認識上帝並讓人認識祂；瞭解人並被人瞭解。一個合理的目標就是，

在與幾個同工保持親密關係的同時也與其他人和睦相處。韌性也是來自不時地一起與

別人同“樂”，甚至僅僅是開心地享受他人的陪伴。此外，還要建立各民族同工間相

互支援的友誼。 

 

關懷的方法： 

 

建立信任。經過一段時間一起分享彼此的經歷會加深之間相互的信任。信任需要辛勤

耕耘，並非唾手可得。找出你在團隊中與人接觸相處得最多/最少的那些人。試著與尚

且不太熟悉的某人進行“信心散步”--蒙上自己的雙眼，由對方帶領行走五分鐘，互

換角色，然後分享感受。 

 

分析團隊成員的關係。“前沿”宣教機構的利百加·路易斯（Becky Lewis）描述了團

隊之間四種關係的形態：親族（如路得和拿俄米，大衛和約拿單），同事（相互友好/

容忍但不甚親密），神秘人物（你不了解像謎一樣神秘的人），和惹事生非者（你實

在是不喜歡這種人）。你們可以討論這四種類型，參照有關友誼的評價標準，如傳道

經第六章（這是僞經中的猶太智慧文獻，其中的觀點有：取得別人的信任需要付出；

不可以太輕易相信任何人；真正的朋友是生活中的良藥。）你可以嘗試與某些神秘的

人物和惹事生非者一起做某件事情是可以讓彼此享受在其中。我們可以改變與他們的

關係類別--當然希望朝更好的關係改變--其實並沒有我們想的那麽難！ 

 

6、理解 

 

盧雲（Henri Nouwen）發現，人一生中最難接受的現實就是：無愛不傷。健康的團

隊將面臨緊張的壓力，也會受到傷害。因爲有時候我們的黑暗的一面會顯露出來。有

時候僅僅是因爲彼此之間的習慣性格不同就會造成摩擦。若要減緩這種衝擊，團隊的

成員要審視不同的“個人風格”和喜好：個性特徵、領導的風格、作決定的方式、學

習、工作、溝通技巧和靈裏的成熟度。團隊生活的重點應放在“相互融合”上，而非

找出某人的短處。這樣，每個成員才能真心試著去理解並接納彼此的“存在方式”。

同時，也可以暢所欲言地進入彼此的生活。而最終能使一切事情圓滿的方式是，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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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和饒恕--對我而言，這乃是保障成員健康關係的先決條件（sine qua non）。1 

 

關懷的方法： 

 

關係原則。整個團隊一同學習《箴言》書，找出10到20條箴言作為帶領你團隊之間的

互動和解決衝突的方式，並把它們寫下來。還要思考這樣的問題：這些箴言是跨文化

的原則嗎？來自不同文化的團隊成員應如何應用這些原則？同樣有益的是，找出新約

中有提到“彼此”的經文（如希伯來書3：13的“彼此相勸”）。 

 

跨文化偏好。針對散德拉·麥克因（Sandra Mackin）的文章《多民族團隊》（1992年）

一文開展討論，聯繫本團隊已有的或者希望能擁有的領導者類型、結構類型、作決定

類型和關係類型等。確保人人都有機會發言，並解釋個人的背景如何影響他/她的行為

或是偏好。將這些類型與所在國家的文化的標準結合在一起。 

 

7、組織 

 

韌性需要一定的制度：帶領人和其他成員清楚自己的角色，明確的決策方式，有一致

同意的信任和解決衝突的原則，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還要有書面的協定或“共識的備

忘錄”。每個人都負有明確的特定責任，這樣他們就知道如何相互融合，也知道自己

的歸屬。這樣的組織能帶來安全感。組織方面的問題對於來自不同國家的團隊來說尤

其重要，在這樣的團隊中不同的期望--明顯的與隱含的--一定要在適當的時間得以澄

清和達到協調（參見Cho and Greenlee，1995年；Roembke，2000年）。 

 

關懷的方法： 

 

畫出團隊的樹型結構。畫一棵樹代表你的團隊。可以是抽象、寫實、也可以是採用印

象派的畫法。將團隊成員放進這棵樹的中間或者周圍，然後討論各自的畫。從這些畫

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家對團隊結構和功能有怎樣的認識--誰與自己最親密？誰最有影

響力？畫中有哪些角色？問彼此一些問題，然後將每個人的樹掛在牆上幾天，就成了

一片“團隊果園”。這也是探索團隊“獨特精神風格”的一個好辦法。 

 

 
1
 sine qua non是拉丁文，意思是先決條件。譯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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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衝突協定。有哪些指導方針可以用來解決差異和衝突？回顧團隊最近是如何處理

衝突的，甚至可以嘗試角色扮演。列出你處理方式中正確及尚待改進的方面。當時是

否遵循了這些處理衝突的原則？現在是否需要調整這些原則？ 

 

8、靈裏成熟 

 

人的行爲並不代表人的全部。神呼召我們與祂建立關係（哥林多前書1：9）。上帝創

造我們爲祂作工（以弗所書2：10）。靈命的健康是團隊韌性的基石。靈命在團隊生

活的起伏中成長，因爲成員們“以謙卑束腰”（彼得前書5：5）並透過“約定”：宣

告上帝的品性、敬拜、認罪、感恩、爲需求禱告，一起來尋求上帝。 

 

關懷的方法： 

 

一同閱讀。一起閱讀一本靈修的書，例如在困境中怎樣磨練性格這方面的書，像是嬌

誼絲·哈蓋特（Joyce Huggett）所著的《沙漠的考驗》的書（Formed by the Desert，

1997年）。 

 

彼此擔當重擔。烏茲別克族有句俗話說，“苦澀的真理勝過甜蜜的謊言”。《箴言》1

4：8也說道，“通達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詭詐。”假若以

1－10作爲衡量的尺度，你對別人有多麼的坦誠呢？談談你希望怎樣擔當自己和團隊

的負擔並且為其禱告（加拉太書6：1）。 

 

 

最後的思考 

 

建立具有韌性的團隊和建立韌性的家庭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都需要許多的智慧、關

心、毅力，並經歷代價和犧牲的過程才能成功（箴言24：3，4）。每一個團隊都會有

止步不前的時候，此時大家需要付出關愛讓它回到正軌。因此，本文所探討的仙人掌

精神將對你有所幫助。請定期復習本文的內容，並應用其中提到的方法，使你的團隊

得剛強。愛爾滕·特如布拉德（Elton Trublood）說得沒錯：“人生最有價值的事情，

莫過於同心協力與志趣相投的同事們一起投身偉業，並堅信我們的目標是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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