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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期的宣教随笔都讨论以「神的宣教」来建构宣教神学。从神学角度来看，神是

宣教的神，宣教是三一神的本质。因此宣教不单是神的工作，而是神的本质。宣教既然是

神的本质，宣教也是教会的本质。1
 

神的宣教神学也是适应现今时代。现在是后西方基督教世界和后殖民主义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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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是西方差遣宣教士去非西方来扩展教会。现今是

后西方基督教世界时代，西方基督教后退，很多西方国家成为宣教工场。另一方面非西方

教会兴起，成为主流教会，并差遣宣教士，宣教是普世教会的工作。同时过往西方的宣教

被连接于西方殖民主义，现在这些殖民国家都已经独立，是后殖民主义时代，但是西方教

会还需要处理殖民主义遗留的问题。神的宣教解决了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问题，因为宣教

不是任何地区教会的宣教，而是神的宣教。神的宣教也解决了殖民主义的问题，因为这是

西方基督教世界宣教的问题，不是神的宣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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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目

的首先不是建立教会，而是建立神的国。不明白神的国，便不明白神的宣教了。有关神的

国，美国新约神学家麥史葛 (Scot McKnight) 近年的著作「国度阴谋」Kingdom 

Conspiracy 对神国的认识有宝贵的贡献，也纠正了一些误解。以下简单介绍他的论说，并

在每一点的简介后我会写下宣教含义。 

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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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些基督徒略过教会，在社会作关怀和政治经济的参与，就自称作神国的事。

另外有些基督徒只顾传福音，照顾属灵需要，建立教会，不理会全人的其他需要(身、魂

与人际关系的需要)和社会需要。
2
这两方面都是错误的，不是神国宣教。从以下的说明就

可以看出原因。 

 

1. 圣经的大故事 

 现今圣经学者都认为圣经的内容建构于一个大故事。
3
全部圣经都有统一性，是维

系于一个大故事，而神学教条都是根基于这个大故事。那么这个大故事的内容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这内容是神的拯救，但这是错误的。
4
大故事的内容不是拯救，而是神

的国。简单来说，神国的故事是这样： 

 神原本有完美的计划 A。在这计划的发展里，神是唯一君王，人类应顺服神。但是

人类拒绝神的王权，自己作王。结果是接受应得的惩罚。但是神有恩典，与亚伯拉罕立

约，开始以色列国的计划 B。在这计划的发展里，神是唯一君王，以色列应顺服神，但是

以色列拒绝神的王权(士师时期)，最后神允许以色列，给他们君王，神继续藉着圣殿的祭

祀来饶恕以色列的罪。 

 

计划 B 是神透过人与以色列来掌权。主耶稣来后，便转回计划 A，在基督里重新自

己掌权。因此计划 A 改写如下：神是唯一君王，神在基督掌权，以色列和教会要顺服基督

的王权，饶恕藉基督而来，基督再来带来完全的王国。
5
 

 

宣教含义 

 既然圣经的大故事不是以拯救为中心，而是以神国为中心，我们宣教和布道也应该

以神国为中心。传福音时，不应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信息。布道的开始可以从对象的需

要开始，但是最终仍然要带领非信徒悔改接纳神在基督的主权。 

 

2. 错误的神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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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时代犹太教对神国有五种回应： 

a. 神亲自与以色列敌人战争，神的国是在最终战争时来临。以色列不需要作什么，只

要坐待神的国来临。 

b. (奋锐党)神与以色列敌人战争中，是靠以色列得胜利。因此以色列要打仗，为自己 

争取胜利。 

c. (昆兰群体)战争是违背神的国，因此以色列要从社会退隐出来。 

d. (法利赛人)只有以色列更热心遵守律法，神的国才来临。因此以色列应该只着重敬 

 虔和属灵操练。    

e. (撒都该人)讲论神的国是空谈，不如现实的与罗马合作，在合作中争取政治权力来 

申张犹太教。6 

主耶稣是反对这五点的。面对 a.，不错我们需要等待，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有积极行

动的等待。面对 b.，主耶稣反对使用暴力。面对 c.主耶稣要信徒入世，而不是退隐。面

对 d.主耶稣不接受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和看法，并且入世不是单单只着重敬虔和属灵

操练。面对 e.主耶稣完全不接受撒都该主义，因为撒都该人与罗马合作中，作了不少事

情是违背神的掌权。神的国不是靠争取政治权力而来，而是靠神，并神只要求信徒忠心的

见证。7 

 教会在神国方面会遇到君士坦丁诱惑 (Constantinian temptation)。君士坦丁皇帝的

米兰詔谕解除了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开始将基督教国有化，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开

端。这些诱惑是重回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诱惑，所以称为君士坦丁诱惑。有三种诱惑：   

a. 道德化神国 

 将神国道德化为社会公义，秉行公义变为唯一的神国宣教事工。 

b. 世俗化神国 

将神国世俗化，爱变为万分容纳，十字架救赎变为社会转化。 

c. 政治化神国 

 争取政治权力来带来神国。
8
 

教会要抗拒这些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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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含义 

 普世教会经常遇到君士坦丁诱惑，并可能犯犹太教对神国的错误，在宣教上不能表

现入世见证而不属于世界。近年来有一些地方（例如美国和香港）的基督徒争取政治权力

来伸张信仰，他们都犯了撒都该人的错误。在行动上不知不觉中以争取政治权力成为首

要，而不是神的国。并且追求的目的不是圣经的绝对的东西，例如民主制度。9神国的宣

教是追求神的国，不计较政治利益，忠心的作见证。 

 

3. 神国的领域 

有名的新约神学家赖德(George Ladd)研究神国的意义，提出神国主要是神的有动力

的掌权，不包括地域和群体。教会是神国的子民，但不是神的国。10自此以后这观念被普

遍接受。但是这观念是不符合圣经的。在圣经里国度包括地域和群体。11
 

旧约中的神国是指神掌管的、住在一个地域的群体(以色列)(诗 37:3,9-

11,22,27,29;民 32:33;诗 105:13)。主耶稣讲的神国包括群体(教会) (太 13:24-30,36-

43)。因此神国包括君王(耶稣)，掌权(主耶稣的掌权)，子民(教会)，领域(神国子民所在

的地方)，与律法(新约的命令)。12 

 既然神国包括教会，神国宣教就是教会宣教. 

有些(特别在西方)基督徒说他们只想作神国的事，不想作教会的事。也有基督徒略

过教会在社会做事，自称作神国的事。这都是错误的。 

 

4. 神国的救赎性 

首先，圣经的救赎是全人的（身、心、灵）。因此神国宣教是针对全人的。 

其次，救赎是神国的必然部分(路 21:28,31; 约 3:3,5; 太 12:28; 11:2-6;     

8:14-17)。  

第三，布道宣教是首要(优先性)，但是教会必须显现救赎带来的社交改变，并且在

社会里行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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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国宣教是整全宣教，是针对全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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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不过布道宣

教仍然是优先。这最后一点是富有争议性，下期会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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