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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下半天教會的認識，其實自己一開始

也跟很多人一樣，是一知半解的狀態。」出

身於南投草屯的下半天教會傳道師林緯翰坦

言，在來到這裡服事以前未曾親訪，但從教

會長輩、朋友、就讀台神時牧者的分享，還有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等資料的搜集，也慢慢對

下半天教會有大概的認識。

林緯翰回憶起剛來到下半天的場景：穿過

台82線的道路，蜿蜒進入下半天聚落之後，

映入眼簾的是廣闊農地以及幾間房屋，彼時

教會的視覺印象是有著超過百年歷史、建於

1917年的第二代舊禮拜堂；從中能看見福音

與教會如何參與這個聚落的變遷、人事的更

迭，具有歷史價值。

林緯翰走訪社區、聆聽弟兄姊妹們的分享，

認識他們對於歷史的想法，成為他思考教會

宣教方向的重要養分，期望能建構屬於下半

天教會的宣教模式。而整理教會環境時，也

陸續發現過去保存的資料，包含早期的教會

日誌、會議記錄、公文收集、帳簿等行政紀

錄，更在當中發現教會90週年感恩禮拜程序

單，以及許多歷史照片。這也成為開始「歷

史宣教」的契機。

林緯翰指出，教會目前最大的資本，就是擁

有悠遠的歷史脈絡，不單單是記錄在地的變

化，更是訴說著這百年來教會如何培育許多

牧者、長執、同工，更能看見在地家族對於

信仰的肯認與付出。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推動「整全宣教六面

向」中包含「福音與文化」，而歷史發展與文

化形塑有著密切關係。長老教會的信仰本土

化過程，那些宣教的腳蹤、人物的故事、土

地的連結等，都是福音的見證，以及教會與

社區如何連結的重要的象徵。

林緯翰特別感謝過去牧養下半天教會長達

15年的故謝大成牧師，其為教會百年來第一

位封牧的牧者，其生命、服事都與教會緊密

連結，至今會友們仍然十分懷念他。在2023

年，教會也發現謝大成過去所整理、記錄的

資料，包含擔任傳道師時的教會日誌、和會

手冊、週報、活動剪影，甚至有辦理夏令營

的資料及採訪報導，讓教會的「歷史宣教」

事工呈現更多元、豐富的觀點。

針對「歷史宣教」事工，下半天教會期盼能

在2024年、設教135週年的里程碑出版歷史

特刊，成為教會在歷經變遷的偏鄉環境裡如

何持守福音。為此，林緯翰拜訪在地居民、

訪問下半天僑、查找各單位詢問關於下半天

教會的文史資料，也慢慢找到一些日治時期

的資料，期望讓刊物內容更佳豐富。

在2023年、2024年也以「下半天的寶」為

主題辦理專講，分別邀請總會教會歷史委員

會主委王昭文老師談認識教會歷史資料的價

值，以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主任

盧啟明牧師說明教會紀念刊的意義、編輯與

特色。參加者除了會友，也有其他牧長、同

工、學者、關心下半天在地歷史的夥伴等。

關於下半天教會的宣教，林緯翰指出，平常

探訪、禮拜服事、教會行政、中會事務等等，

都需要有同工參與服事，然而人力無法配合

卻也正是教會當前挑戰。下半天過去曾為基

督徒聚落，然而目前僅剩六戶基督徒家庭；

不過因為過去下半天的組成以江姓為大宗，

居民間有親屬關係、內聚力強，因此不少弟

兄姊妹哪怕移居，也沒有遷動會籍，並願意

每個禮拜回到教會聚會。

林緯翰不諱言，身為內聚團體的新人，在推

行事工上需要更多時間與關係，才有辦法進

一步拓展。尤其庄內並沒有國小、國中等教

育場所，兒少們需要到外地就學，導致教會

長達30年沒有兒童主日學；且年長會友比例

較高，服事往往落在相對少數的社青，這也

是下半天教會面臨的實況。

但也因為內聚，弟兄姊妹對於教會有深度

認同，包含奉獻或歷史特刊、紀念禮拜等事

工參與，以及教會在去年收到來自世界各地

的下半天僑奉獻，在多次接待下半天僑的過

程感受到他們對教會的珍惜等，這些也都成

為教會宣教的助力。

「要宣教，認識自己很重要。」這是林緯

翰一直與弟兄姐妹們強調的核心觀念，面對

教會人口老化，教會勢必要與外界有更多連

結、互動，但這同時挑戰下半天教會與社區

本身的內聚屬性；而「歷史宣教」則成為契

機，或也能將概念推廣到兒童事工、青少年

事工上，為教會的發展帶來新的刺激。

林緯翰表示，一個在地草根性、或是說「水

牛精神」的村落，要做到拓展或與外界互

動，當中會經歷許多的挑戰，然而從「歷史

宣教」出發，找尋教會設立的感動、第一代

信徒對於信仰的渴慕，將成為現代信徒的榜

樣與期許，期盼教會能夠在追尋歷史的旅途

中，能形塑出對未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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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嘉南平原、位於嘉義縣鹿草鄉的「下半天」，舊稱「半天厝」（Pòaⁿ-thiⁿ-chhù），因位處

當地交通要道，曾經有約2000戶居民、為當時鹿草最大聚落。然而隨著工業化來臨，以農業為發

展基礎的下半天受到極大影響，人口逐漸外移，再加上在地長期未能設立教育場域、買賣中心興

起、交通設施延伸，居民戶數從1400多戶減少至約20幾戶，成為鄉內最小庄。

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下半天教會的建立，可追溯至1889年。因著「戒除鴉片」的神

蹟，福音在聚落中傳揚；最初信徒們在每個主日需要徒步前往20公里外的牛桃灣教會禮拜，信徒

人數增長後，於1889年在下半天正式設立佈道所，至今仍是嘉義縣鹿草鄉唯一一間長老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