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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两期宣教随笔论到文化的概念的转变，从博厄斯传统的整体合一、整合的、有清

晰的界线的文化观念，转到后现代人类学的分裂不合一的、不整合没有连贯性的、没有清

晰界线的文化观念。甚至有一些人类学者放弃用文化这名词。 

 后现代人类学有很大影响力，但是只有少数人类学者是真正的接纳后现代人类学。

大部分人类学者接纳文化的不整合性与没有清晰界线，但是认为分裂程度并不如后现代人

类学者所说的严重，所以觉得仍然值得保存文化这名词。特别因为其它学术界和社会越来

越采用这名词，如果人类学者弃用，则不知道用什么来取代了1。现在人类学者采用所谓

「中层人类学」观念 (anthropology in the middle)
2，就是不提高层理论，在田野调查研究

中，揉用主观性、客观性、历史性和中层理论性的方法。 

后后现代文化观念后后现代文化观念后后现代文化观念后后现代文化观念 

 因为博厄斯传统与后现代人类学都有缺点，所以应采取另一文化观念，我称为后后

现代的文化观念。这观念是根基于人类学者 Ortner的理论，采用实践理论、历史和权力

理论全方面来看文化3。 

一. 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 

 实践理论是从实际的经常出现的社会现象来建构一套观念与价值的系统。这样可以

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说社群对个人没有影响，行为全由个人决定。另一个极端说行为

是由社会决定，所以文化是有决定性，博厄斯传统就很接近这极端。实践理论寻求这两极

端之间的平衡点，给文化和个人一个辩证式互动关系。一方面，个人可以接受一些文化特

征，拒绝另一些文化特征，或者改变一些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尽管文化对个人没有控制

性的影响，但仍然有重要影响4。个人面对某情况，会寻求应变，这些应变会受文化影 



响5，但文化会提供不同的应变实践方法6，而且个人不是被文化支配，很多时候个人的回

应会违反文化规则，令人惊奇。所以我们需要观察实践行动。 

二. 历史 

 文化是在历史的演变中产生的，所以实践理论需要与历史配合。 

三. 权力 

 权力不单是属于个人，也属于社会的。当文化加上权力，就带来意识形态。当社会

架构加上权力，就带来社会阶层。 

 权力有不同种类。社群不经意的接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力就是霸权

（hegemony）。霸权通常是隐藏的，封建时代的王帝有掌控百姓生死的大权，百姓也认

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霸权。另一种是明显的，包括暴力、制度的权力、意识形态、

与个人崇拜7。 

四. 总括 

 Ortner采用实践理论、历史和权力理论全方面来看文化。她给文化和个人一个辩证

式互动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查看。文化不单联系于特定地方，也有移动性（例如全球化

的文化移动），并且与权力不可分开的。这个就是后后现代文化的意思。后后现代文化是

约略整体合一、约略整合（而且越来越不整合）、通常没有清晰的界线。 

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 

 因为文化观念的改变，根基于博厄斯传统的传统宣教学，也需要改变为后后现代宣

教学8。这有很多的含义，包括以下三点。 

1. 世界观 

世界观是根基于文化的整合性。因为文化只是约略整合（而且越来越不整合），因

此以世界观作为文化的核心是不适合了。充其量世界观这名词只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代表

文化的前设、价值等，但不是文化的核心。 

 



2. 处境化 

 因为文化没有清晰的界线，一个大群体中会有很多不同文化，互相混合，所以处境

化方法只适合有少数成员的群体。即使这样，也需要谨慎，留意不要定位群体的成员。应

尽量避免以国家、甚至以洲为单位的处境化，例如中国神学、印度神学、亚洲神学、非洲

神学等。 

 

3. 宣教策略 

 因为文化没有清晰的界线，民族与民族的分别也成问题。即使这样，民族这观念仍

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需要谨慎的看民族，所以按着未得之民来定策略时需要谨慎，

最终应由在工场的宣教士来定一个群体是否一个清晰的群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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