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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宣教神学有几个重要话题，包括神的宣教、神的国、与整全或整合宣教。今期

介绍神的宣教。 

「神的宣教」，又称「神的使命」，拉丁语是 missio Dei (神的差遣)。在以前西方

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时期，西方是唯一基督教地方，整个西方的人民都是 (被称为) 

基督徒、教会的会友，因此来自西方的宣教就等同教会的宣教。但是现今情况完全转变，

西方基督教后退，很多人不是基督徒，教会成为全球的教会。宣教也不限于西方教会，而

是普世教会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再思宣教的起源，是出于教会或是出于神，由此就产生了

「神的宣教」的概念。 

「神的宣教」首先是普世教协(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提出，后来才被福音派接

纳，所以要先看普世教协的神的宣教。 

 

普世教协与神的宣教普世教协与神的宣教普世教协与神的宣教普世教协与神的宣教 

一. 普世教协的形成 

普世教协的起源溯自 1910年举行的有名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从这宣教大会产

生了三个运动：国际宣教协会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生命和工作 (Life and 

Work)， 信仰和秩序(Faith and Order)。国际宣教协会是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的延续，由差

会代表与基督教地区委员出席。生命和工作是由不同传统宗派的教会领袖组织而成，目的

是寻找基督徒怎样互相帮助，在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国际关系等范围中活出信仰。

信仰和秩序则由基督教不同派别联盟派代表出席。 



 1937年生命和工作在牛津的会议与信仰和秩序在爱丁堡的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

会，合拼成为普世教协（又称世界基督教协会或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因为第二世界大战

的阻碍，至 1948年才正式成立。 国际宣教协会到 1961年才在新德里的会议加入，成为

普世教协的普世宣教与布道部门。  

 

二. 普世教协的神学和宣教观念 

 上世纪初美国主流教会很受新派神学（自由神学）影响，传社会福音。并接受后千

禧再来论，相信靠教会的工作可以带来社会和世界的转化。经过第二世界大战，不再有这

样奢望，但是社会福音仍然是宣教的主题。当时的欧洲神学则深受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影

响，但不是福音派神学。所以普世教协的神学不是福音派神学。 

在普世教协的宣教神学方面，欧洲着重拯救历史和神的国，美国则着重社会福音。

后来发展到欧洲的影响日渐式微，美国的社会福音成为主流，宣教成为参与神解救社会的

工作。 

德国宣教学者哈滕斯坦(Karl Hartenstein) 在 1928年首先提出「神的宣教」这名

词，意思是神的差遣，但是他并没有详细说明。巴特 (Barth) 在 1932年首先解释这概念，

但并没有用这名词。1952年国际宣教协会的 Willingen会议正式提出「神的宣教」  观

念。透过这会议和宣教学者魏策顿(Georg Vicedom) 的写作这名词得到详细阐释，并开始

流行。魏策顿1在他写作中着重宣教从头到终都是神的工作。父神是差遣者，差遣圣子，

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所以宣教是三一神的工作。神是差遣者，被差者，也是差遣的内

容。宣教不再出于拯救，而是出于三一神的本质。根源上宣教不是教会的工作，而是三一

神的工作。宣教不单是教会的工作，也是教会的本质。 

但是在当时的普世教协的神学里，拯救不再是归信基督，罪得饶恕，而是每个人都

已经得救，只需领悟自己的拯救，经历基督里完全的救赎。因此以世界取代教会成为察看

神工作的对象，教会不再是被神差遣到世界作神的工。因为世界里所有善工 (包括非基督

徒的善工) 都是神的工作。神的宣教加上了这个观念，结果是认为宣教是辨识和参与世界

里所有善工。 多年来这是世界教协的宣教立场2。 

 



福音派与神的福音派与神的福音派与神的福音派与神的宣教宣教宣教宣教 

 虽然普世教协的神的宣教的观念不完全符合圣经教导，但也指出符合圣经的宣教中

心点。在福音派中因为博世(Bosch)
3
 的推动，加上宣教导向教会 (missional church) 提倡神

的宣教的概念，福音派开始采纳这名词，但是从圣经的立场修改普世教协的错误，提倡福

音派的神的宣教概念。以下是介绍福音派的神的宣教的观念。 

 

采纳神的宣教的原因采纳神的宣教的原因采纳神的宣教的原因采纳神的宣教的原因 

一. 新约圣经清楚的教导三一神是差遣的源头，宣教是出于神的本质。 

 约翰福音教导三一神是宣教的源头(20:21-22)。不单这样，根据新约学者

Köstenberger，约翰福音中有关三一神的教导与宣教不可以分开。约翰福音凡提到圣父

(136次)、圣子(41次)、和圣灵，都是说宣教的事情，意思就是宣教是神的本质之一4。 

二. 宣教不是教会的工作， 而是神的工作。 

三. 宣教不单是根基于主耶稣给的使命，而是整部圣经5。教会在旧约时代还未存在，

但是旧约已有宣教的教导。所以宣教不是教会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 

四. 西方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终结与主要世界教会的兴起 

 在以前西方基督教世界里，只有西方是基督教，其它是蛮夷。宣教很自然是从西方

到有大需要的蛮夷地方。宣教士不需要解释他们借着什么权威去宣教。但是现在西

方基督教世界已终结，西方成为宣教工场，而主要世界的教会则兴旺，再没有蛮

夷。从西方出的宣教士和从主要世界出的宣教士都要确认他们宣教的权威从哪里

来。唯一权威的来源是三一真神。6
 

 

五. 因为神的宣教指出宣教是出于神的本质，这概念给神学家和宣教学者有机会探索神

在世界的计划，因此神学家和宣教学者喜欢这名词7。 

 

神的宣教的特点神的宣教的特点神的宣教的特点神的宣教的特点 



一. 神的宣教是出自神的本质8。因为神是有位格和特定属性，所以宣教的目的是要显示神

是怎样的神。 

 

二.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宣教是三一神的宣教，宣教学需要研读三一神与宣教的关

系。9
 

三. 神在世上的工作是有目的， 这目的是与整个宇宙和全人类有关。宣教学者 Verkuyl 说

这目的是重立对整个宇宙和全人类的解救主权。10宣教学者 Wilbert Shenk 说是使全宇

宙从破坏死亡得到更生。11这目的现在借着教会来渐渐实现，但是只有主耶稣再来后才

完全实现，所以改善社会不是神的宣教的目的。 

四. 因为神的宣教的目的与神的掌权有关，所以神的宣教与神的国是不可分开的。 

五. 宣教的目的显示神的宣教是整全或整合的宣教(holistic or integral mission)。 

六. 只有参与神的宣教的事工才是宣教。 

 

神的宣教的含意神的宣教的含意神的宣教的含意神的宣教的含意 

一. 从复数宣教 (missions) 至单数宣教(mission)12 

只有一个宣教，就是神的宣教。单数宣教(宣教使命) 是指教会被差遣到世界的全部工

作，复数宣教 (宣教事工) 是指教会刻意的在没有基督的同在的地方带来基督的同在的

所有活动。教会有很多宣教事工，这些事工不可以自立的运作，而是要符合神的宣

教。只有参与神的宣教的事工才是真正的宣教事工。 

二. 神的宣教批判西方神学的高傲 

传统西方神学采用抽象思维，很少论及宣教，忽略了神的宣教，又与现实情况脱节，

不能对现在主要世界和后现代世界的多元情况有回应。但同时高举西方神学为普世正

规神学。所以神的宣教批判西方神学的高傲13。 

二. 宣教学与神学教育 



神的宣教指出神学教育必须配合教会宣教。宣教是教会的本质，所以宣教学是神学教

育的中心。稍为修改课程、加上几个宣教课程是不足够的，而是将所有课程与宣教联

合， 以宣教为核心14。 

四. 宣教是整全的宣教。这包括布道、扶贫、医疗、社区发展、秉行公义、建立和平和

谐、保护环境、保护文化、宗教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15。 

五. 耶稣基督必须是宣教内容和方法的中心。 

六. 宣教必须依赖圣灵的能力。 

七. 神的宣教改变我们对教会的认识 

教会不再是宣教的根源，反而教会是宣教的果子，16所以宣教是教会的本质。17既然

如此，教会必须是宣教导向教会 (missional church)。 

八. 我们有信心的参与宣教，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九. 我们得到鼓励更委身参与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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