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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大铭叶大铭叶大铭叶大铭 

 

 从 1990 年代开始全球化这名词是经常被使用。纵使现在有反全球化的倾向，最终

也不可否认全球化的现象。因此宣教士必须认识全球化，宣教学也要了解全球化的影响。

在这文章我会概括的说明全球化对宣教的影响，以后的文章会更详细的论述与宣教有关的

全球化的不同方面。概括来说，全球化对宣教的影响包括文化的概念的改变，对宣教对象

的单位（国家、民族）的冲击，对处境化和宗教的影响，与散聚宣教学的形成。 

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概念 

 传统的概念中文化是颇为整合的系统。文化的概念包括以下特征： 

首先，文化是整体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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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有不同民族的文化，甚至国家的文化。 

 同时，文化的整合性带来世界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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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核心就是世界观。 

 但是今日的全球化的世界中，物质、人、科技、形象和思想等交流非常快速，带来

不断和很快的改变。后果就是社会群体的文化也不断和很快的改变，并且不断的受很多外

来的文化影响，带来文化的混合。这样社会群体不再有整合与有清晰界线的文化。也是这

样，世界观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现在人类学者很少用这名词，但是宣教士和宣教学者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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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名词。当然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用这名词代表一个社会用来感知和回应现实的文化的思

想、感情、价值和假定。如果是这样，便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认为文化特质是互相关联、

有统一性、可以找到一个世界观的核心，全球化就否定这个世界观的核心的存在。 

 

宣教对象的单位宣教对象的单位宣教对象的单位宣教对象的单位 

按照传统的文化概念，宣教对象的单位开始时是洲和国家，因此戴德生去中国宣

教，成立的差会是中国内地会。然后温德提倡应该是以民族为单位，带来福音未及之民的

概念。但是现在因为文化没有清晰的界线，民族与民族的分别也成问题。所以近来有宣教

学者反对未得之民的概念。2即使这样，民族这观念仍有存在的合理性。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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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处境化处境化处境化处境化 

有关处境化的宣教学作品都是根基于传统的文化概念。文化可以清晰的分为不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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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因为社会群体不断和很快的改变，并且不断的受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带来文

化的混合。适应文化的处境化就面对很大的困难。 

1. 面对文化很快的改变 

 全球化带来文化很快的转变。如果宣教士用很长时间来研究当地文化，然后才设定

一套处境化的宣教策略和方法，可能设定后这文化已经改变了。例如很多宣教士会宣教一

段时候，然后去研究院读博士学位，研究宣教工场的文化并如何处境化，用了多年的时间

读完了，得来的处境化方法可能已经不合用了。 

 我提议另外的方法，可以有效的处理很快转变的文化，又有足够的可靠性。这是从

现代管理学的漫步管理方法(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而来。在这管理方法里，管理

人员是经常巡游工场，即时看到情况和需要并很快回应。宣教士首先接受基本的神学、人

类学与处境化的训练后，去到工场，用简单的田野调查方法来认识当地文化。这包括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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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的调查项目，举行简易的焦点小组(focus group)，与资料提供人漫步工场，边走边

做简易的访谈。按照所得的资讯，作初步的处境化，并应用于事工上。然后作反思批判，

可能要重复以上步骤，来修改处境化。这个方法是不断重复的，便可以面对文化的很快转

变。当然这方法比不上正规的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的可靠性，但是因为不断的反思和修

改，所以仍然有可靠性。最重要是对宣教士实用，并且适应很快转变的文化。4
 

 

2. 面对文化的混合(cultural hybridity) 

 全球化下的文化不单很快的转变，并且带有不同程度的混合，就是原本文化与外来

的文化的混合。在人类历史中文化混合是经常发生，但是现代全球化是加剧发生，并且混

合是与多个文化并远方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文化。以上所提倡的漫步处境化方法也可以适合

面对文化的混合。 

在这个混合过程中，不可否认对全球最大的影响是西方(特别美国)的一些文化特

质。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麦当劳店的全球化。全球每个角落都可以找到麦当劳店，所卖的都

是同样的食品，所经营的理念都是同一的。5同样，很多美国的基督教事工方法也全球

化。例子包括三福布道方法，柳溪协会(Willow Creek Association)，与标杆人生(Purpose-

Driven Ministry)。随着主要世界教会的兴旺，有些超型的教会也输出他们的方法，例如南

韩、新加坡和尼日尼亚的教会。6
 

 这些麦当劳化事工都缺乏处境化，但因为全球化和来自有大影响力的教会，所以就

被很多教会采用。因此宣教士要辩察，可能有些情况下不需要处境化，采用宣教士本身原

有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了。 

 

3. 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共通文化特质 

 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不可以分开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带给普世一些共通文化特质。这

些特质并没有形成文化系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影响的程度也可大可小。一些重要的共

通文化特质如下。 

a. 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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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带来的个人主义随着全球化传及普世，大部分的受全球化影响的社会群体都

是越来越个人主义化。 

b. 液体现代 (liquid modernity) 

 社会学家包曼(Bauman) 的学说对文化的全球化有很大的贡献。他认为现在的现代

化已经从固体现代(solid modernity) 转型至液体现代。他的论说主要出自西方后工业社会

的情况，所以不适合主要世界的很多社会群体，但是当全球化越普及，可以预料在越多社

会群体中出现。 

 在固体现代，社会是有系统架构，藉着理性分析可以找到这架构来解释社会事实，

社会成员的行为会依从这个架构，使这架构持续下去。在液体现代，社会行为是不固定经

常转变，因此社会规范很难形成，已成规范容易转变。好像液体，没有固定形状，随时转

变，生活方式是不停的改变。在固体现代，身份是由固定的阶级、地域和社会群体而来，

但在液体现代，所有都是不稳定，身份随时转变。7
 

 其次，在固体现代，工作稳定有保障，人寻求稳定与安全。在液体现代，工作没有

保障。虽然缺乏安全感，但却有更大自由。8
 

第三，在固体现代，关系是稳固和长久。在液体现代，关系是脆弱和短暂。9
 

第四，在固体现代，焦点在工作和生产，看重习惯和传统。在液体现代，焦点在消

费，但这消费不是为了拥有物质，而是为了满足欲望和自由，并且是立刻满足。10
 

第五，在固体现代，藉着社会规范和监察来控制社会。在液体现代，缺乏规范，藉

着消费的诱惑来控制。11 

宣教士无论到什么地方，也可能面对这些全球化的文化特质，处境化要针对这些特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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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现代化和宗教的全球化带来不同的后果，包括普世的世俗化，宗教的复兴，原教旨

宗教的兴旺，西方对属灵（不是宗教）的追求，宗教冲突，与属灵市场。 

 现代化是对西方中世纪的批判，以理性取代权威和传统。作为传统的宗教也成为批

判的对象，因此理性的胜利最后是将宗教从公众空间排除出去，只成为私人的信仰。所以

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都排除宗教的影响。结果就是社会的世俗化。西方的现代化藉着全球

化遍传普世，也带来普世越来越世俗化，虽然非西方的世俗化有别于西方的世俗化。12
 

 世俗化带来的后果是宗教制度不再是社会制度的组织中心。其他制度如政治、经济

等都独立存在，并且互相影响，这也包括影响宗教。所以宗教也模仿这些制度，例如模仿

经济，采纳市场方法，用市场的经营方法，营销方法等。或模仿大众传媒，宗教活动变为

娱乐表演等。13
 

 普世的世俗化并不表示宗教消灭，因为随着世俗化我们同时发现宗教的复兴。这复

兴可以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复兴，譬如保守伊斯兰教，甚至恐怖分子。其他宗教如印度

教、犹太教、基督教也出现了原教旨主义。在西方，宗教复兴则多从个人追求属灵

(spirituality) 表现出来。  

 这么多的宗教复兴，自然带来不同宗教的接触，也由此产生冲突，甚至可能文明的

冲突。这可能带来给宣教士和教会的逼迫，与宣教士要面对的危险。 

 另一方面，世人面对多元宗教，就好像进入宗教市场或属灵市场(spiritual market)，

有很多的选择可能。在全球化的时代，宣教士就是要面对多元宗教的竞争。 

 

人口迁移与散聚宣教人口迁移与散聚宣教人口迁移与散聚宣教人口迁移与散聚宣教 

 全球化的一个现象是人口的迁移。有人类历史就有人口迁移的记载，但是从来没有

发生过现代人口迁移的庞大现象。当然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迁移到城镇，但是仍有很多是从

一国家迁移到另外国家，因此带来散聚宣教和散聚宣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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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概括的说明全球化对宣教的影响，以后的文章会更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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