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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宣宣宣教教教教应应应应用用用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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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宣教的伙伴关系，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由郑果牧师所倡导的母会、差会、宣教士所

组合而成的「差传铁三角」[1]，与及后期循此途径发展，加入神学院一环的「四柱关

系」、「立体铁三角」等伙伴模式[2]。香港差传事工联会出版的《往普天下去》，相

信是一本最能够代表香港教会及差会思维的刊物。该刊物于 2002 年七至九月以「伙伴

模式探索」为主题，探讨差会、堂会、宣教团体、及神学院在宣教上的合作。总括来

说，现时在香港所有关于宣教伙伴的讨论，焦点都是围绕着差者和传者的角色，而却没

有考虑到作为受众的本土教会在宣教上的位置。 

温以壮博士曾以保罗与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作为宣教伙伴的指引，用以衡量城市宣教中的

网络合作。其实这是一个很可以发挥的模式，可惜温博士对网络的理解，仍是停留在支

援机构上，而没有进一步探讨受众本身成为宣教伙伴的可行性。 

使徒保罗是一个深晓伙伴关系的人；他把福音传到了腓立比，而后来腓立比教会不但能

够继续兴旺福音，更进一步提供了人力和财力，协助他在其他地方的事奉(腓 1：5-7； 

2：25； 4：15-18)。[3]  事实上保罗的福音伙伴往往是包括了本土教会领袖，而他

亦不遗余力地赞赏他们在主里的劳苦及牺牲，罗马教会的「英雄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罗 16：3-15)。 

今天香港宣教士所到之处，绝大部分是已经有基督徒存在的地区。就是在伊斯兰世界

里，也有古旧基督教群体的存在。教会虽然弱小，但弱势群体的属灵气质，也当有我们

可以学习的地方。可是，在香港的传统宣教心态，仍是以宣教士作为单方面的施与者，

而工场上的信众，则是听福音、接受教导和训练的受助者。在宣教士的评核、福音事工

的策划、差会的行政运作等事情上，本地教会都没有发言的权力。 

其实「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早已经强调，基督教如果要在印度广传，就必需要靠赖

印度基督徒的努力。[4]  但昔日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却仍是犯上轻看本土信徒的毛

病。一位前内地会非常出色的宣教士 Henry Frost，在他洋洋万言的自传里，没有详细

的记述任何一位中国信徒的事迹。[5]  一世纪前在中国宣教的 Roland Allen，回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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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明明地指责当时西方宣教士转客为主的心态，不能与本土信徒平分领导决策权。

[6]  奈何时至今天，香港教会似乎仍然没有从历史里得到教训，当论及海外宣教伙伴这

个课题时，心目当中仍然没有本土信徒的份儿。 

一个不以本土信徒作为宣教伙伴的事工最常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主导福音工作的单位全是外来人士，福音难以本色化，会长久地成为一件不能植

根于传统文化的舶来货。 

第二，宣教士是施与者，而本土信徒是受助者。这会鼓励长期性的倚赖，拖延本土教会

的成长与独立过程。 

第三，宣教士不能与本土信徒建立平等的关系，不容易从本土信徒身上学习他们对真理

的演绎。多元文化的表达其实是信仰的宝藏，扩阔我们对神的认识，丰富我们的属灵生

命。宣教工场上的信徒地位不被重视，对普世教会来说，其实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第四，在宣教工场上，宣教士的主导容易引来社会人士的负面批评，视之为宗教经济侵

略，长远来说会成为本土教会的一个包袱。 

在使徒保罗的队工当中，我们找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士；他们包括了源于耶路撒冷的老

大哥(如：彼得、巴拿巴)，也有新兴教会的宣教士(如：提多、提摩太)，亦包括工场教

会的领袖(如：亚基拉夫妇、耶孙)。今天我们再不应该轻看本土教会的潜力，要建立宣

教队工，就必定要尊重本土领袖的地位，教会才可以健康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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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生命陶造的礼赞》(中国神学研究院，2005)；作者及中国神学研究院授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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