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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 長老教會長大

• 校園團契

• 長青團契

• 教會青少輔導

• 在一個非基督教的國家，不論是面對他人，或是面對自我，基督徒時常要回
答一個問題，那就是我為什麼成為一名基督徒，這個問題的背後帶有一種系
統理論取向的提問，就是將現象視為極不可能。明明台灣有如此多的宗教，
為甚麼我選擇的是基督教？



一、1 從宗教社會學到系統理論取向

• Riesebrodt 也指出，世俗化理論與宗教市場理論較為忽略宗教情
感、經驗與信仰實踐等面向，因此有越來越多學者轉向研究日常
生活中的信仰實踐。

• Smith主張，宗教是由相互關聯的各種宗教實作(networks of
practices)聚集而成的網絡，並引用 Riesebrodt 的論述，認為禱
告、敬拜、追求神的旨意、分享神的信息，這些宗教實作正是基
督信仰的核心(Smith，2017)

• 偶連性：不是必然，但也不是不可能→那到底是如何可能？



一、2 為什麼是得救見證？

這是信徒歸信時向眾人做出的第一個見證，一個只關乎於信與不信
的宗教世界，一般信徒並不像神職人員那般，對於神學知識有厚實
的理解。

Smith(2017)認為，宗教實作並非來自信徒做為行動者本身，其認
為宗教實作是超越信徒本身的主觀經驗，信徒並非是在對於教義、
信仰內含、神學知識有充分的理解下才能夠進入宗教世界。

宗教系統中，名為得救見證的溝通形式能化約掉來自社會中各種質
疑猜測。



一、3 社會的宗教

• 問題意識：得救見證作為一種宗教溝通如何可能？

• 見證明明也可以有其他可能的的形式

• 宗教實作網絡的核心就是見證，因為宗教實作正是以見證做為行
動的依據，而信徒的身分也透過得救見證建構而來。



二、1 在觀察之中：無可觀察的上帝

• 存在是透過系統的觀察被建構出來的

• 內在性/超越性

• 時間面向：信主之前/信主的經歷/信主之後

• 建立模糊的轉折點



二、2 宗教實作網的建構

• 可是溝通為何會銜接下去？

• 見證作為媒介，讓信徒限制在幾種可能的行動：禱告、讀經…，
讓這些取得行動彼此關聯，以至於可以很快指涉到上帝。(Niklas
Luhmann,2004)

• 即使有其他可能性，信徒仍然選擇了這個，但其他可能性仍然被
潛在的保留著。



二、2 被建構的身分

• 觀察到無可觀察的上帝

以此得到第一個自我：有一個被上帝觀察著的自我

• 為了保證信徒身分的延續

便需要創造另一個自我：觀察著上帝如何觀察的自我



二、3 宗教系統與心理系統的相遇

• 心理系統引發的各種感受(感動、懷疑)，特別是化為外顯表現發
生在宗教聚會時，宗教系統必須向信徒解釋何以會如此？

• 宗教系統：以提出問題來回答問題

你真的相信上帝嗎？人活著為了甚麼？何為你生命中的綑綁？...

• 透過見證，信徒們得以窺見其他信徒的內在如何經歷到超越，也
讓聚會當下不至於產生混亂，而形成秩序。



三、代結論

一、見證中的事件不在於特殊性，而是經過宗教系統中各種軌道，特

定事件才在宗教溝通中以見證的形式出現。

二、1.信徒在一階觀察總是只能看到超越性。

2.研究者透過二階觀察試圖指出還有其他可能性。

三、得救見證的兩種意涵

1.心理系統對於自我的感受與體驗。

2.宗教系統以見證觀察他者如何觀察宗教系統，也以此進行自我

描述。



四、反思：從信徒到研究者

• 本研究除了說明何以用得救見證作為研究對象外，並沒有擬定一
套系統性的研究計畫，而是以理論基礎出發，嘗試從理論的角度，
對於見證，提出一套理解。

• 系統論試圖把對象建構成是複雜的，好提升系統本身化約環境複
雜性的能力。(也就是理解現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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