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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读后感读后感读后感读后感 

白启仲白启仲白启仲白启仲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林安国主任在推荐的话里说：「陈惠文博士用了五年的时间，把 Perspectives

一书编译成中文版，为华人教会提供了一本难能可贵的宣教百科全书，其中的数

据可作讲台讲章、主日学教学材料…。」实在是有同感不过了! “其中的资料可作

讲台讲章”。当初不以为意的…。上周的讲道讲章的预备过程时，从没想到要使

用这本书的内容的，结果在当天的清晨睡梦中，本书的“国度反击战:救赎历史的

十个时期”及“救赎计划中的两类组织”的内容竟然自动跑进来，且自动编辑在脑

海里…。(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是圣灵的工作呢?)，我就起来修改并加添整

个讲章的内容。讲完后，会友满有反应的，自己回家后也重听了一遍，也觉得满

不错的!(满有恩膏)。 

 

读后心得读后心得读后心得读后心得       

在本书的“国度反击战:救赎历史的十个时期”，里面谈到所谓的「BOBO」



(blinked out and blinked on)，这个英文名词我之前从来没听过；它是指基督教的

信仰在使徒以后消失了，直至到马丁路德(Luther)、加尔文(Calvin)、韦斯利

(Wesley)…近代的怀特夫人(Ellen White)、温约翰(John Wimber)这些现代先知兴起

后才复现。这个理论导致有所谓早期圣徒和末日圣徒之说，而中间并无圣徒。以

致造成很多福音派对宗教改革以前的事兴趣不大，对教会的改变和马丁路德、加

尔文之前的事件印象模糊。 

对我个人而言，应该说不是印象模糊而是说几乎是空白的！(至少就我自己

来讲)以前不知不觉被教导(来源有可能是自己以前教会及所谓「教会历史」方面

的书及网络上对天主教的抨击…等)说：「天主教是启示录里面的大淫妇(启示录

17章)，更有说是异端…」，也听说过教会历史的黑暗时期(从第四、五世纪到十

五世纪这一千年左右)是因着天主教来的，几乎没怎么在传福音的…。 

后来个人对天主教看法的改变有两点: 1.看了华神蔡丽贞院长的「我信圣而

公之教会(教会历史专题)」的书谈到如何界定异端，对天主教是异端的看法开始

改变。2. 「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的内容让我满震撼的！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

476被蛮族入侵后产生的结果是，罗马城里出现两个基督教派别，亚流派(Arian)

和亚他那修派(Athanasian)。还有凯尔特「教会」，这不是一个拥有很多地方教会

的宗派，而是由很多宣教中心所组成。稍后，更出现本笃修士(Benedictines)，他

们更不像教会，与凯尔特信徒一样，到欧洲各地建立宣教中心。当北欧海盗威京

人出现时，欧洲已有一千个以上这一类的宣教中心了。实在令人震憾！ 

在那段时期里，竟然已建立了一千个以上的宣教中心了，想一想后面要有多

少教会 (两个人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必在他们中间！)多少修道院，多少

人力被建造，多少资源被应用? 产生多大的果效? 造成多大的影响? 我曾跟我教

会的弟兄姊妹说:我在中国大陆做培训时，常常在各地的街道或车站都会看到这

样的标语:「要做一个现代的文明人」。今天在台湾没人在谈文明不文明，然而大

陆今天仍然要政府做标语耳提命面的…。 

甚么是文明? 文明从何而来? 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或地区在哪里呢?欧洲！



(有人说还有美国，但美国是这两百年才有的)大家公认的，但是以前的欧洲人真

的文明吗?举几个代表欧洲的大国来说:德国的英文是甚么? German! 日耳曼人；

法国的民族法兰克(Franks)以前是高卢人；英国是盎格鲁(Angles)、萨克孙

(Saxons)，都是 barbarian野蛮人!后来是怎么改变的?怎么变文明起来的?是如何被

驯服的? 不就是前面所提的当时上千个宣教中心的「送光计划」(很喜欢王永信

牧师的“送光”的讲法，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送耶稣的光，很美!)给转化的吗?

这个计划实在太伟大了!不知道当时的凯尔特(Celts)“教会”(我自己没听过这个教

会1 其具体定义并不明确，有些人认为凯尔特基督教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一个发

展阶段，而已经出现了「凯尔特教会凯尔特教会凯尔特教会凯尔特教会」（Celtic Church）这样的与罗马天主教迥

异的正式分支。[2] 

 这种说法虽已被学界否定，但他们承认在爱尔兰和不列颠确实存在着独特

的基督宗教传统)。(尽然有别于罗马天主教)。及本笃修士(Benedictines)，亚流派

(Arian)(演变为今天之耶和华见证人，当时连异端都能被神使用?)，是如何建造?

差传?训练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可参考? 有点好奇?  

另一个让我跌破眼镜的是「修道院」。一直以来总觉得修道院有点像中国古

代(或今天)寺庙，在深山野外独立，不问世事，只沉浸在自己的宗教灵修世界里，

对国家、社会、人民好像没甚么具体贡献(除了济贫之外)可言吧? 

但根据本书所言却不是这样的；书中谈到在当时的独特环境下(颇像今天世

界上很多混乱的角落)，最经得起考验的组织是「修道会」 (order)；作者认为当

时修道院一般而言是较今天美国改革宗的堂会更有纪律、组织更严密的团契，他

们的院舍遍布欧洲各地；这些修道院不仅是中世纪学术、灵命的来源，即使在民

事、慈善事业和科学方面的贡献也不遑多让，甚至保存了罗马，各行各业的技术

一制革、石工、染、纺织、冶金、建桥等。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所有劳力的

工作都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是低贱的工作，是人们(特别是贵族阶级)看不起的，套

                                                      
1
 好奇查了维基百科如下: 凯尔特基督宗教（Celtic Christianity，或称 Insular Christianity，意即岛

屿基督宗教）指的在中世纪早期于凯尔特世界传播的基督宗教。[1] 



句大陆今天的流行用语，是“低端人口” (不知会否引用不当?) 所做的工作；但是

他们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谦卑地从事参与，卷起袖子天天做起劳力工作来，视

劳力工作是一种属灵的操练。 

去年 11月下旬是我们夫妻结婚 31周年，我们去了一趟嘉义阿里山奋起湖，

住在当地的一个天主堂(有点修道院的味道)，接待的是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修

士(非白种人)，皮肤黑黑的，话虽不多，但人很和善；晚餐后忽然听到悠扬的吉

他乐音及小提琴的合奏，好奇的循着乐音走近一看，原来是这位印度尼西亚修士

及一位在此住宿的家庭的小女孩的合奏(后来知道这个家庭常来住宿，是信耶稣

的家庭，在高雄聚会)，知道我是牧师后，就很亲的聊起来，才知道这修道院(天

主堂)的一草一木，里里外外，大大小小，含里面的设施、家具…等等；都是这

里历任的神父、修士亲手劳力做成的!实在令人钦佩，也想到自己一样是神职人

员，却手无缚鸡之力，除了偶而洗碗之外，几乎很少参与教会的劳力工作啊! 

 

本书第三部分「文化考虑」的「神的传讯者(God’s Messenger)」谈到跨文化、

跨国宣教士的呼召是独特的，他必须受过相当优秀的教育，然后跨越地理疆界，

离开挚爱亲友，又在财政上作出牺牲(虽然不一定)，适应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还

要参与一个紧密的团队。同时，宣教士一定要敞开心怀来接受敌友批评、建议，

也要愿意重新不断的自省并又有自我觉察能力(Self Awareness)适时的调整自己，

适当的付出与摆上。但从实际面来看，宣教士同时面临许多非常具体的事物如财

务、住宿、智性生命和教会牧养各方面。 

当地人是如何看待宣教团队的财务呢? 特别是从西方(欧美地区)来的宣教

士，从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地方来…今天仍有很多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形成了当地

人与宣教士生活水平的差异。难怪一位韩国宣教士会说:「从东方亚洲接受者的

观点看，我认为今天基督教宣教的工作显然是舒适且有特权的，所以亚洲人倾向

排斥宣教士和误解他所传的讯息」。之前我在宣道会某一个会堂聚会了八年(当时

我还没全职服事)，就偶尔会听到某宣教士或某某宣教家庭不在，常常去玩去度



假了(渡假是应该的，但太频繁了！)因为会友有事常找不到人…。 

「你们生命和事奉最重要的是态度态度态度态度，这是你们作宣教士成败的关键。态度连

于生命每一环节，你与基督、宣教士的同工，以及与当地信徒及非信徒的关系，

都深受到正确或不正确的态度所影响」。这是慕迪神学院宣教学教授 Harold Cook

常出现在作者脑海里的话。态度！真是再同意不过了！作者还举了一个很棒的例

证如下：「每天日出之时，我们村中的一个印度教邻居会起来梳洗，外出站到他

的牛旁边，然后举目看太阳，双手合什，行敬拜太阳和牛的仪式。我看过这位印

度教朋友如此行祭礼不下数十次。一天那条牛病了，更突然死掉。这个印度教的

家庭很悲伤，对他们来说，这种损失是震撼性的。我个人不赞同敬拜一条牛，但

使我看到了那位印度教徒的世界观。他伤心，我也伤心;我很快学了几句适当的

话(因为我们刚抵达不久), 到他的店子里，喃喃地说了几个发音正确的字词，表

示对他的牛死了感到可惜，我的印度教朋友大受感动。我们在文化和信仰上南辕

北辙，但是我关心，我进入他的生命里与他同行了一段短短的时刻」。很经典的

阐述，这已成为我讲道的例证之一了！但是除了态度，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宣教

士个人与神的关系！ 

我在万华开拓教会这十几年当中跟国外来的宣教士有过配搭服事的经历，有

两位内地会的宣教士(瑞士地区差派来的)，在我们夫妻刚到万华的头一两年，每

周五都来跟我们晨祷，坚固我们，实在感恩，真是充满恩情啊! 

另外有一位从荷兰来的宣教士(来台湾已经 29年了)，有一次跟我说她曾经发了

整整五年在万华做类似田野的调查，调查什么呢?原来在万华自古以来就有所谓

的「三流」(流莺、流氓、流浪汉)存在到今天；她一直以来就对流莺(娼妓)这部

份很有负担，她曾在万华的大街小巷一家一家去实地拜访色情茶店仔(台语，茶

室)，在龙山寺附近的广州街、西昌街、西园路一段、桂林路、华西街、梧州街

一带，她说这里至少有五百家以上的色情茶室，若一家有平均十位(少的有个位

数，多的有二、三十位)从业人员的话，至少有五千位在从事色情行业的工作，

后面有 5000个家庭…。她在万华成立一个福音据点叫「珍珠家园」，这二十多年



来不知帮助过多少火坑中的妇女了！ 

 

结结结结 语语语语 

老师开的参考书目虽没有全部看完，但光是目前所看的已经让我够震撼

了，真是开了眼界，我已经在我自己的教会连续讲了三个(一个外请讲员也同感

一灵)礼拜有关宣教方面的信息了！请代祷宣教的血液及宣教的 DNA能成为个人

及教会的血液及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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