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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近的调查，中国的人口已接近一半居住于城市，数年后大部份人口将居住于城

市。中国教会以前在乡村增长极快，但随着大量人口迁移至城市，乡村教会遇到严重的信

徒流失。今后若不能有效的在城市宣教，前途不可乐观。笔者多年在城市事奉，并在亚洲

教授城市宣教。本文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有效的城市宣教，提出一些实际建议和

可能遇到的挑战
[1]

 。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的特质的特质的特质的特质    

 

城市的定义是什么？城市和乡村有什么分别？在中国城市被分为直辖、县级、和地

级城市，另外又按着居住人数分为大、中、小型城市。这些名词和分类的出发点是以城市

为地方，但对城市宣教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城市，找出城市的特征。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的宣教。以下说明城市的重要特征。 

 

1. 现代化、部门化、和世俗化 

人类学者列罗伯(Redfield) 提出从部落村庄至城市的城乡连续体观念(folk-urban 

continuum)[2]。这观念列出以下的 对比； 

 部落社会部落社会部落社会部落社会(tribal society(tribal society(tribal society(tribal society)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urban society)(urban society)(urban society)(urban society) 

 传统性     流动性 

 同构型     异质性 



 集体性     个体性 

 先赋地位     既得地位 

 少变化     急促变化 

 整全的生活     分裂的生活 

 神圣宇宙     世俗化宇宙 

 

这观念后来被学者批评为过份简化，而且不是形容城乡的分别，而是形容传统社会

和现代化世俗社会的分别。这些批判都是合理的，但是列罗伯的观念仍有可取之处，特别

是比较现代的城市和传统部落社会。现今的城市都是现代化，因此我们可以稍为改变这观

念来显明现代城市和部落并乡民(peasant society)的分别。 

  

部落部落部落部落                        乡民乡民乡民乡民                            现代城市现代城市现代城市现代城市    

 

这个连续体显示乡民社会(即是中国的农村) 是介乎部落社会和现代城市之间。每个 农村

都是不同的，有些接近部落社会，有些接近现代城市。对城市宣教重要的，不是在社会被

称为「农村」和「城市」的地方，而是从人类学来看那个社会的城市化(显现城市的特征)

程度。具体的来看，现代城市和部落社会的一个主要分别是从整全的社会(holistic society)

转变为现代化社会。 

 

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基本的社会制度存在，例如经济、政冶、社会、和宗教的制度。

在整全的社会中，这些基本的社会制度互相关连，有高度整合性，并且社会的功能平均分

配于这些基本的制度。例如宗教的制度和经济政治有紧密关系，并且被社会重视。在开始

农耕或狩猎时会举行宗教仪式，所有大节日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很多部落的领袖也是宗

教领导人。 

 在现代化社会中，这些基本的制度失去紧密关系，各自运作，导至社会生活形成 

部门化(compartmentalization)，生活分裂。宗教对其他制度失去影响力，就形成世俗化

(secularization)的现象。在社会学中世俗化的意思不是接受世界(俗世) 的价值观的影响，而



是指信仰行为在公众场合失去影响力，而转为私人生活的表现。而且表现局限于宗教场

合，其它场合如职场、政治、家族等场合和信仰失去关连。在社会中宗教不再重要[3]。 

部门化和世俗化带来其它的转变。一个转变是政治现代化，政治体制不再像部落社

会需要宗教赋与合法化，而是靠意识形态和政党成为合法。第二个转变是社会现代化，工

商业企业出现。为了培育企业员工，教育制度变为很重要。藉着教育和工作人民的社会阶

层流动性转大，可以从贫穷变为富有，从低层变为上层人士，因此人民的效忠对象从家族

和民族转为企业、机构和阶级。第三个转变是心理现代化。人的心态转为将来取向，做事

要有目标策略，现在辛苦是为了将来成功。此外，深信人能胜天，改造环境来制造美好将

来
[4]

。这心态也形成社会制度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工商业管理学成为社会的治理方

法。 

这个现代化情形最明显出现于现代城市。下图表示这个情形[5]： 

 

      整全 部门化 世俗化 

部落        是 不是 不是 

乡民      不是 是 不是 

城市 不是 是 是 

 

现代化、部门化、和世俗化是现代城市的特征。在美国这情况已蔓延至所有乡镇，

可以说全国已城市化。在中国有些农村也开始城市化，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6]。 

 

2. 异质性(heterogeneity) 

芝加哥派社会学家维路易(Wirth) 为城市定下经典的定义：城市是一个比较大、密 

集、和长久的社会上异质性的个体的定居[7]。因为人口多和密集，在城市中可以找到不同

性质的人。城市吸引不同的人从外地迁徙而来，包括乡民和不同种族，所以城市的人口是

多元化。因为在城市亲属关系变弱，人群会按不同标准相聚交流，例如种族、经济、社会

地位等。另外随着人口的经常流动，人际关系变为稀薄，市民减少对任何团体的忠心，而



会参与和组织不同的团体。因此城市有异质性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在城市里可以找到很

多不同的组织、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3. 个性失落(depersonalization) 

因为异质性、人际关系的稀薄、和薄弱的社会约束力，人们的交往成为形式化，缺

乏深入分享和彼此认识，对待别人像陌生人一样。在城市中很容易看到你争我抢，见到别

人有需要也不理会帮助。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个性失落[8]。 

有些社会学者指出因为城市吸引很多外来群体，这些群体来到同一城市，会继续保

留他们的紧密交往，所以不会产生个性失落
[9] 

。虽然在同一群体中不会发生，但是遇到不

同群体，个性失落仍会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4. 传统亲属关系被核心家庭取代 

在城市中亲属们各有不同工作，不像在乡村彼此照顾。各人为谋生培养自己才能，

建立工作上的交际圈子，因此减少依赖亲属。另外生活繁忙，住居窄小，不适宜扩大家

庭。因此亲属的交住转少，传统的亲属关系变为稀薄，相对上核心家庭兴起
[10]

。在中国亲

属关系仍然重要，但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11]。 

 

5. 从亲属至社群和交际网 

因为亲属关系变为稀薄，在城市中社群成为满足市民社交需要的组织。社群不是亲

属的组织。主要的社群是自愿社群，包括从乡村迁移至城市的村民所结成的互助社群。在

中国民工仍然保持和乡村的紧密关系，同乡、同县、或同省的民工会互相交往帮助。另外

有按着职业、娱乐、慈善、社交等目的而成立社群。在大城市中也可能有不同少数民族，

他们会组成族群社群，这些是地域性社群
[12]

。 

在大城市中经常出现交际网，在社会关系上有很重要角色。交际网是不属于有组织

的群体的社会关系。市民向邻居询问如何购买对象，孕妇们交换生产心得，邀请朋友吃饭

等活动，这些都是交际网的活动。中产阶级依赖交际网来彼此联系，在现今高科技社会

中，可以藉互联网形成全国性甚至全球性交际网。穷人也藉交际网互相帮助，解决日常生

活的困难
[13]

。 



交际网可以联系不同阶级的人，但通常是同一阶级、同一背景、或同一嗜好的人。 

交际网可以联系深交朋友和浅交朋友。深交朋友都是彼此认识的，不会有太多个。

在浅交朋友中很多都不是彼此认识。但每个浅交朋友有另外的浅交朋友，因此浅交朋友可

以将很多人联系起来。没有很多浅交朋友的人容易和大社会隔离，形成狭窄的眼光，和在

缺乏朋友传递信息下处于不利的情况。信息是藉浅交朋友而广传，但藉深交朋友的影响力

才容易带来转变。 

交际网所联系的人有不同角色，包括影响者和中介人。中介人是藉着和不同社群的

关系，从一社群支取资源来帮助另一社团。交际网的强弱和资源的供应会影响中介人的重

要性。 

 

6. 阶级观念的增强和多层化 

城市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地方，而且人多社会复杂，工作分门别类，所以形成多层阶

级观念，并且这观念比乡村强很多。在职场、工厂、政府、甚至教会中等级制普遍存在，

影响人的交往，也巩固有权势者的地位
[14]

。 

 

7. 心理过荷(psychological overload) 

城市的生活节奏快速，压力强，竞争大，所以市民的心理负担容易过荷。市民会采

取不同方法来处理这问题。首先是减少用于处理问题的时间和资源。第二是定下优先次

序，故意不理会不重要的问题。第三是阻止有些信息的传递，例如社交网上用密码。第四

是表面化的与人交往，没有深交便不用面对问题。第五是设立制度来隔滤信息。这些方法

造成以下现象： 

不理会陌生人的危机，例如在街上见到别人跌伤 

不信任甚至害怕陌生人 

在公众场所没有礼貌秩序，例如争抢上公交车 
[15]

。 

 

8. 匿名化(anonymity) 

城市居民可以隐藏在大群众中，不为人所知，对别人没有什么义务责任，也不需遵

守礼貌规矩
[16]

。匿名化可以造成寂寞和身份的迷失，但亦会带来自由。在集体主义的文化



下，个体平常受很大的社会压力来附从群众，造成羊群心态。城市的匿名化给个体一个机

会，表现不同的自我，和尝试另类的行为[17]。 

 

9. 个人主义 

匿名化可以帮助个体表达自己风格，在社会约束力减少下可以追求自己的嗜好梦

想。这样就形成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就是个人主义的抬头[18]。有些社会比较上着重

集体主义，但在这些社会的大城市中，不难看到个人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大城市就是一个

例子。 

 

城市宣教的处境化城市宣教的处境化城市宣教的处境化城市宣教的处境化    

1. 信息的处境化 

城市人生活于稀薄的关系、与人疏离、个性失落、和沉重压力的情形下，他们追求 

安全感、归属感、真我、和心灵的安息。在马太福音 11 章 20 至 30 节，主耶稣经过 哥拉

汛、伯赛大、和迦百农几个城市，这些城市藉着大道连结为较大的都会。在这样处境下，

主耶稣说:  

「凡 劳 苦 担 重 担 的 人 、 可 以 到 我 这 里 来 、 我 就 使 你 们 得 安 息 。  我 心 里 

柔 和 谦 卑 、 你 们 当 负 我 的 轭 、 学 我 的 样 式 、 这 样 、 你 们 心 里 就 必 得 

享 安 息 。  因 为 我 的 轭 是 容 易 的 、 我 的 担 子 是 轻 省 的 。」(太十一 28-30) 

这个安息的信息正是城市人最需要的
[19]

。 

  除了言语的宣教外，实际行为也是必须的。教会有温暖，弟兄姊妹有和睦亲密相

交，才会吸引未信者来信主。 

 

2. 有效的接触对象 

因为城市的亲属关系变弱，所以不应单藉亲属关系来发展宣教，也要藉着社群和交

际网。上文已指出信息是藉浅交朋友而广传，但藉深交朋友的影响力才容易带来转变。所

以城市传道人要利用交际网来尽量认识人。即是认识甲后，要继续认识甲的朋友，这样就

可以认识很多人，传福音给很多人。但是要有效的带来生命转变，就要建立深交。当然一

个传道人不可能和很多人深交，因此培训信徒来布道和门徒训练是必须的。 



 

城市宣教的挑战城市宣教的挑战城市宣教的挑战城市宣教的挑战 

城市宣教要面对几样重要的挑战： 

 

1. 世俗化和部门化的信仰 

世俗化和部门化是现代化城市的特征，这两方面明显的对城市宣教有重大影响，带

来重大挑战。在这样的社会中，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私底下的信仰，和生活其它方面隔离，

也和公众生活脱离关连。城市宣教要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帮助信徒过一个整全的基督徒

生活，不单在教会，也在家庭、职场、社会等各方面活出信仰。 

中国自从经济开放后，物质和财富是各人追求的对象，城市化更突出这个现象。城

市的基督徒要不断的面对这个挑战。有很多令人振奋和欣赏的成功例子，但很可惜亦有失

败的例子，温洲教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温州可以找到爱主的基督徒企业家整合信仰

于事业，他们开厂以圣经原则来营业，在厂内向工友布道，而且以这模式向外地宣教。但

是亦有坏例子，基督徒企业家变为奸商，甚至因此身下囹圄
[20]

。 

面对这些挑战，刘同苏提出中国教会要从「红色殉道」转为「白色殉道」。红色殉

道是指流血的、身体受折磨的殉道，这是过往家庭教会的经历。现在这些情形已比较上减

少，但是教会信徒仍需有殉道的心志，就是白色殉道的心志。白色代表圣洁，为了保持圣

经的道德标准而愿意在生活上牺牲利益
[21]

。这是城市宣教要面对的挑战。 

 

2. 阶级隔离和冲突 

在城市中有权和无权、富者和穷人、高阶级和低阶级的差距比较大，很容易造成群

体的隔离和冲突。有人列出中国十大阶层，在城市中明显出现：(依等级的高低次序) 国家

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

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城郊)、无业、失业

和半失业阶层
[22]

。这些阶层的分别不但造成群体的隔离，而且因为利益而很容引发冲突，

像民工和企业主的冲突。城市宣教要面对这个群体与阶级隔离和冲突的挑战。有两个特别

的挑战，一个是和教会增长论有关。在教会增长论中有「同质单位原则」(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即是最有效的植堂策略是在每个群体中植堂。但这策略会加强群体与阶级



隔离，这样与教会合一的圣经原则有矛盾吗？另外一个挑战是群体与阶级中发生冲突时，

基督徒应怎样处理？当民工和基督徒企业主或经理发生冲突时，基督徒民工和企业主应怎

样处理？当在城市中不同民族发生冲突时，基督徒应怎样处理？这些挑战是城市教会要面

对的。 

 

3. 合理化的管理 

现代城市带来的社会制度合理化，使工商业管理学成为社会的治理方法。这影响延

至教会，教会作为一个组织，也不免使用工商业管理学来治理。以前中国家庭教会主要是

农村教会，用传统文化的家长制来治理。现在城市教会的兴起，中国教会不能避免转型，

若不使用工商业管理学来治理，便会产生很大内部困难
23
。当然中国教会所需要的，不是

西方的工商业管理学，而是中国式的工商业管理学。 

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合理化也带来危机。一个是依赖人的计划多于依赖神。另一个是

以西方社会制度合理化带来的文明发达和繁荣，来证实基督教信仰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韦伯提出西方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 带来合理化和资本主义。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是温州很多基督徒企业家热衷爱读的书本，他们用这理论来证实基督教信仰

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藉此鼓励员工勤奋工作[24]。但是韦伯的理论受很多学者质疑，批

评之处包括他对新教徒(特别是加尔文主义和清教徒) 的偏重，对天主教的误解，对西方资

本主义源起的认识的错误，和缺乏证据等
[25]

。所以中国城市教会不应将信仰建立于这些理

念上，也不要过份崇尚合理化和资本主义。 

 

4. 人口流动性 

城市的人口流动性很大，不单是很多乡村村民移居至城市，而且市民也不断移居，

从城市一区搬至另一区，或搬至另一城市。这给城市宣教带来很大挑战。一方面是如何有

效的向这些庞大的移入群体宣教，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信徒移出的问题。教会需要拟定一

套有效的事工模式，可以在短时期内教导指领新信徒札稳根基成长。 

 

5. 贫穷和不公义 



城市越大，贫富差距越大，穷人的数目也越多。因为权力的差距，财富利益的诱

惑，不公义现象会越彰显。这些在中国城市很容易见到。城市宣教不可以忽视这些问题。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本文简单的论述现代城市的特征，从而应用到中国城市宣教，指出在中国有效的城

市宣教方法，并会面对的主要挑战。笔者希望藉此帮助中国教会更有效的作城市宣教。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第第第 29 29 29 29 期期期期，，，，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谢谢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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