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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宣教随笔」谈论到神的宣教的意义，今期开始谈论神的宣教与神的国。以

前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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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

宣教的焦点不是教会或信徒，而是神。因此教会或信徒的宣教是次要，首要是神的工作。

宣教的目的首先不是建立教会，而是建立神的国。有关这点，我们要面对有关神国的神学

问题。神国可以藉着教会显现，也可以藉着世界显现，今期讨论这两者的关系。 
 

神国神国神国神国：：：：神掌管世界神掌管世界神掌管世界神掌管世界 
 

 神国可以是对整个创造的掌管。这个掌管是普世的，与教会分开的，是在世界中实

现神的旨意。这个实现是不断的，到将来会完全实现，所以带给人类希望。 

 这个实现主要是发生在社会与政治层面，带来社会转化。教会可以参与和见证，但

不是唯一参与者。转化是发生在人类历史，不局限于教会历史，因此这个立场被称为历史

终末的神国论(historical-eschatological)1。因为是有关整个宇宙，所以又被称为宇宙中心三

一神的神国论(cosmocentric-Trinitarian)2。 

 这个观点认为神藉圣灵在人类与世界中已经工作，转化人类社会。纵使教会不察

觉，或不参与，神的工作仍然存在。神的宣教就是神的工作，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3。  

 

神国神国神国神国：：：：神藉基督的救赎掌管教会神藉基督的救赎掌管教会神藉基督的救赎掌管教会神藉基督的救赎掌管教会 
 

神的宣教是三一神的宣教，三一神的内在本体包含圣父、圣子与圣灵相互的沟通与

契合。宣教包含沟通与契合，因此作为信徒沟通与契合的教会有很重要的角色。神国显现

于基督里的救赎，救赎带来神在教会的掌权，而信徒归主便成为教会的肢体。因此神国是

神藉基督的救赎掌管教会4。这个立场被称为救赎历史教会的神国论 (redemptive historical-

ecclesiological)
5
 或基督中心三一神的神国论(Christocentric-Trinitarian)6。 

 

两者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两者的关系 
 



1. 只接受历史终末的神国论 
 

 这立场认为神国只是有关创造和人类社会，特别显现于社会政治，带来转化，在人

类历史上显现神的掌权。在这立场下宣教不是教会或信徒作什么带来神国，而是教会辨识

并欣赏神的作为。教会不需要宣扬救赎的福音7。 

 多年来普世教协采取这立场，包括宣教学者 Hoekendijk8。 

 这个立场有几个问题。主耶稣说藉着他的来临与事工神的国近了(可 1:15)。没有基

督与福音，便没有神国。另外世界里虽然有神的工作，但是也有虚假黑暗，只有基督是唯

一的救主，因此这个立场忽略了基督的唯一性。并且社会政治的传化是一个满有争议性的

问题。 
 

2. 只接受救赎历史教会的神国论 
 

 这是传统的立场，就是圣子与圣灵被差遣来世上完成救赎的工作，并藉教会见证福

音。这立场不接受历史终末的神国的宣教概念。 

 支持这立场的包括马盖文(McGavran)与哈斯格雷夫(Hesselgrave)9 。 

 这个立场是教会的传统立场，也有圣经的支持。只是在否定宣教包括教会辨识并欣

赏神在世界的作为上，有些过分了。 
 

3. 整合的神国宣教论 
 

 这立场是接受救赎历史教会的神国论与历史终末的神国论，作为一个整合的神国宣

教论。这个立场是最适合的立场，但是至今还没有详细解释这两个立场的相互关系与优先

次序10。 

 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救赎历史教会的神国宣教论应该是最重要和优先，然后加上历

史终末的神国宣教论。下期将会更详细说明。以下是将这些神国的宣教论应用到一个个

案。 
 

艾华乐宣教士的艾华乐宣教士的艾华乐宣教士的艾华乐宣教士的个案个案个案个案 
 

艾华乐(Daniel Everett)是美国宣教士，前往巴西的亚马逊的 Pirahã 原住民作圣经翻

译工作。他原本是福音派保守信仰的宣教士，毕业于有名的慕迪圣经学院。从事圣经翻译

中，他发现那些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信仰很特殊，违背了语言学的正统定理，即是所有语

言都是从一根源而来。如果是这样，便否定了圣经的从巴别塔事件里单一语言变为多语言

的教导。并且那些原住民没有历史观念，很快乐满足的生活于现今情况。他们也没有罪恶

的观念，对基督救赎完全没有兴趣。这些特殊的语言和文化情况带给艾华乐极大的冲击，

使他放弃宣教的工作，甚至放弃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他回美国后成为大学教授，并

被认为最重要的语言学者之一11，但可惜是失去最重要的信仰了。 

 有些学者提议遇到这些民族，艾华乐可以从一个宣扬福音的宣教士变为一个道成肉

身的宣教士，住在这民族中，认同他们，肯定他们，找出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参与这些

作为12。这个是典型的历史终末的神国宣教论。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更适合

的回应，就是整合的神国宣教论。这民族有很多优点，可以肯定是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



但是更重要的是救赎历史教会的神国宣教。我们没有在这民族中生活过，没有直接的经

验，但是从艾华乐的形容中，已经可以窥见他们并不是完美的民族。譬如有一个女人在她

男伴侣不在时与另一男人私通，后来被发现后，男伴侣很大打击，只是民族社群没有采取

什么行动13。这里已经看到他们的罪恶与后果，仍然需要主耶稣的福音救赎。整合的神国

宣教论是符合圣经很重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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