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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宣教学中当然占很重要地位。本文是有关文化的概念在美国人类学中的演

变，与对宣教的影响。首先论到博厄斯传统的文化概念，然后是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化概

念，最后提出一个重整文化的概念。 

 

一一一一. 博厄斯博厄斯博厄斯博厄斯 (Boas) 传统传统传统传统 

 

博厄斯是美国人类学的鼻祖。他打破欧洲的进化论传统，从两方面来研读人类学：

历史和心理。在进化论中人类到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进化不同过程中。博厄斯从历史

方面提出历史单一主义 (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来取代进化论所说的，指出不同社群的文

化特别性。从心理方面他提出文化特质接受外来影响，经过拣选，与其他特质整合而形成

文化系统。 

博厄斯有很多有名的弟子，继续发展他的学说。其中一位是克罗伯 (Kroeber)，他发

展博厄斯的文化系统，提出文化的整合带来文化型式，使文化特质互相关联，有统一性。

其他弟子如潘乃德 (Benedict) 更发展不同文化型式的意义，例如日本文化、美国文化、酒

神文化等。从此文化成为很整合的系统，与其他文化系统分别出来。 

直到三十多年前，这个文化型式论说是北美人类学的主流学说1。从这学说，文化的

概念包括以下特征2： 

首先，文化是全体合一 (homogeneous)。文化不是分裂为很多不同的次文化，而是一

个系统，一个架构。 

第二，文化是整合的 (integrated)。文化特质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互相关联，而形成

一个型式。当然文化演变不断发生，但焦点不是放在演变，而在整合方面。 



第三，文化是有清晰的界线 (discrete)，和其他文化区别出来。 

 

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 

 福音派宣教学普遍采纳博厄斯传统的文化概念，例如洛桑运动便接受这概念3。这

里特别提出三个宣教应用： 

 

1. 世界观 

世界观是根基于文化的整合性。因为文化特质是互相关联，有统一性，所以 

就可以找到一个核心。希伯特 (Hiebert) 认为这个核心就是世界观4。尽管他认为文化只是

约略整合，但他仍然认为世界观是很重要5。世界观在福音派宣教学有很重要的角色。 

 

2. 处境化 

 有关处境化的宣教学作品都是根基于博厄斯传统的文化概念。一个例子是希伯特的

有关处境化的文章， 都是按着文化是有清晰的界线。在他有名的著作中，批判性处境化

(critical contextualization)6和泛文化神学 (transcultural theology)7都是采用这个文化概念。 

 另一位有名的宣教学者克拉夫特 (Kraft) 的作品也根基于博厄斯传统的文化概念。

他论到跨文化沟通和功能对等模式，都以每个文化有清晰的界线为出发点8。他论到世界

观，虽然承认人是有主导的个体，但是世界观是有关深层，所以他的文化概念仍然是全体

合一、整合、和有清晰的界线9。 

 另一本有名的有关处境化的书本也是采用这个文化概念。作者接纳一个系统的文

化，和有清晰的界线，所以有日本、墨西哥、甚至亚洲的处境10。 

 根基于博厄斯传统的文化概念，文化可以分为不同民族、国家、甚至洲文化。 所

以处境化神学也可以这样分类，有中国神学、印度神学、亚洲神学、非洲神学等。 

 

3. 宣教策略 

 在应用于宣教实践中，博厄斯传统的文化概念影响到福音未及之民的概念，因为民

族的定义是根基于这个概念的。 

 



 博厄斯传统的文化概念对宣教的影响的深远由以上可见。但是在三十多年前，美国

的人类学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且世界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概念已经不再适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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