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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随笔 40 「使命导向」教会 

 

叶大铭 

 

 现在很流行用「使命导向」(missional) 这名词，有使命导向教会、使命导向运动、 

使命导向释经、使命导向人生等。本期简单介绍使命导向教会。 

 

一. 使命导向教会的历史 

「使命导向」的观念的发起人是纽比根 (Newbigin又称纽毕真)。他是英国人，出生

于 1909 年。在剑桥大学完成神学训练后，去印度宣教，直到退休。在印度他开荒布道，

也着重宗派联合运动，帮助成立南部联合教会，并成为该教派的主教。该教派是属于普世

教协。纽比根和普世教协的关系对他的神学有很大影响。 

十九世纪被称为普世宣教大世纪，西方教会开始差派很多宣教士到全世界。开始时

候主要是藉着差会来差遣的，教会是处于比较被动的角色，只是支持宣教。所以当普世教

协成立时，是由三个运动形成: 

1. International Mission Council (IMC) 

    成员是差会代表与基督教地区委员。 

2. Life and Work 

    成员包括差会与教会代表。  

3. Faith and Order 

    成员是基督教所有宗派联盟所派的代表。 

1937年 Life and Work 在牛津的会议和 Faith and Order 在爱丁堡的会议决定成立筹

备委员会，合并成为普世教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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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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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因为由差会代表与基督教地区委员组成，所以没有加入普世教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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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中间的时间很多教会开始认识到宣教应该是教会的使命，所以要主动的参与，

而不是被动的。由此在 1952 年 IMC 议会里有详细的讨论，结果认为教会需要与宣教有紧

密的连结，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探讨，纽比根成为这委员会的主席。到了 1958 年出了

报告，提议教会与差会合一，因此在 1961年 IMC加入普世教协。1 

 从这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纽比根对教会与宣教的神学观念的发展，直到后来的使命导

向教会的观念。 

 另一个因素是他 66 岁退休后回到英国的经验。回到后他看到英国已经离开基督教，

变为宣教工场，心里很大震撼。同时很多以前是非西方宣教工场的人不断的来到英国，不

需要跨洋渡海，在英国已经可以向他们宣教。所以他致力于将印度宣教的经验应用于英国

和西方。他写作丰富，呼吁英国教会在本土宣教，并首先将教会论和宣教整合，带来使命

导向教会的概念。 

 因为纽比根的带领，「福音与我们文化网络」(the Gospel and Our Culture Network) 

成立，带来西方基督教很大影响，形成使命导向教会运动。1998 年出版的 Missional 

Church（Guder 编著）是这名称的第一次出现。这书提出了西方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世界(或

基督教王国 Christendom)。这网络的目的就是在这新处境里复兴西方的教会。2 

 纽比根的宣教学不单是针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没落，也是针对社会现代化、世俗化

和宗教多元化，并且涉及拣选、处境化、教会论等。首先福音不单使个人与神复和，也使

信徒与文化、创造和宇宙复和。其次，福音不是几条道理，而是以主耶稣为中心的故事。

纽比根鼓励我们宣扬这故事。还有一点，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没落，引致教会退出公众场

所，在社会里教会再没有影响力。纽比根提出信仰的整全性，反对个人私有化信仰。教会

要谦卑但是勇敢的进入公众场所，有说服力的传主耶稣的故事。3  

 

二. 神的宣教与宣教导向教会 

神的宣教指出宣教是教会的本质，神不停差遣教会至世界，所以教会必须是使命导

向教会。其实因为教会本质就是宣教导向，她不可避免成为宣教导向。所以宣教不再是从

西方到非西方，也不是在海外或国外的事工，因为教会本质就是宣教导向，教会所有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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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宣教。在这方面纽比根指出一点重要分别，就是方位 (dimension) 与企图 (intention) 

的分别。从方位看教会的每件事工都是宣教，但不是每件事工都有宣教企图。使命导向教

会就是尽量使每件事工都有宣教企图。4 

 

三. 使命导向教会的目的 

使命导向教会的目的包括以下： 

1. 明白教会存在于失丧的世界的处境里。 

2. 认识教会的宣教目的。 

3. 认识教会要刻意藉着言行来宣扬在基督里神国的来临。 

4. 认识教会的角色是在当地和普世的处境中使人和群体得到医治与复和。 

5. 认识教会在社会中要有圣洁的影响力。 

6. 认识教会包容不同种族和文化。 

7. 认识教会是要作盐作光。 

 

四. 使命导向教会的特征 

1. 使命导向教会的身份建立于圣经的故事与形象5 

 教会的身份很容易被社会文化濡化，例如：教会是大型商场、社区中心、企业、戏

院、学校、医院等。使命导向教会的身份建立于圣经的故事与形象，例如神的子民、拣选

的族类、朝圣的非公民、神的殿等。 

 

2. 使命导向教会放弃君士坦丁教会模式6 

 自从君士坦丁王开始接纳基督教，直到最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教会就

与政府混合。同时着重以圣职人员为中心、和教堂里举行的节目，譬如崇拜、教育节目等。

教会的工作是吸引人来参加聚会，但是忽略了教堂外的社区工作。那些异文化的群体要离

开自己的文化来参加教会，教会不会走向他们。这是君士坦丁教会模式。马丁路德带来信

仰改革，但是没有教会改革。现在需要第二宗教改革：教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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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使命导向教会的身份是朝圣的非公民，所以放弃君士坦丁教会模式。放弃追求

政治权力，同时走入社区来宣教。使命导向教会的基督徒适应文化，在社会里用语言与爱

的行动来见证传扬基督。 

 

3. 使命导向教会建立关系7 

 普世布道根基于关系。关系带来的归信基督的人多过布道会、传媒、个人布道和海

外宣教带来的总和。因此使命导向教会着重建立亲朋的关系。 

 

4. 使命导向教会对不同文化作回应8 

对不同文化作回应，教会要付出很大代价。首先会众要聆听，然后持续的向不同文

化作基督徒回应。 

 

5. 使命导向教会满足需要9 

真正的宗教是照顾孤儿寡妇（雅一 27）。教会要向世界显示爱（太五 46-47）。 

 

6. 使命导向教会是在社区道成肉身10 

使命导向教会不是内向，只照顾信徒，而是外向，并且道成肉身，认同社群文化，

进入社群服侍。 

 

7. 使命导向教会的架构是整全的11 

使命导向教会的架构是赋予基督徒能力，来进到世界见证。所以架构是整合爱邻舍

和使人作主门徒。教会领袖的工作是装备信徒、赋予他们能力来爱邻舍，直至地极。有些

架构可能成为阻碍，例如西方很多大型教会的架构像君士坦丁化架构，将国家、宗教与文

化整合，造成公民宗教。今天西方基督教世界已不存在，所以这些教会不能再有效的使人

作主门徒。同时过分着重圣职人员，权力集中于领袖，阻碍信徒都是祭司的实践，和恩赐

的运用。 

 

8. 使命导向教会的架构适合敬拜、相交和宣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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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导向教会的架构有利于敬拜、相交和宣教。这三方面都同样重要。敬拜与相交

都应该是宣教导向，例如守圣餐不单赐福给信徒，也是宣扬基督福音的机会。相交是向世

界见证基督里彼此相爱。这三方面都是必须，不可以缺少任何方面。只有敬拜和相交会使

教会变为崐兰死海经卷的群众。只有敬拜和宣教，便不能提供足够肢体生活和培训。只有

相交和宣教，便使会众失去人生最重要的渴望，就是赞美神。教会要在这三方面保持平衡。 

 

9. 使命导向教会的架构包括动的架构与静的架构13 

 静的架构是向内，请人来的。动的架构是向外，走向外的。静的架构是地方堂会，

动的架构是宣教组织。使命导向教会的架构包括动的架构与静的架构。 

 

10. 每个会友参与宣教14 

 使命导向教会的焦点不放在教会的机构组织，而在社群生活与相交。使命导向教会

装备信徒来参与宣教。因此需要平信徒忠心的在他们的职场和社区作见证。教会要发掘和

培养信徒的恩赐，给他们多方侍奉的机会。领袖要作宣教榜样，经常参与布道和社会关怀

工作。 

 

11. 会友被培训成为门徒15 

 单增加会友数字是不足够的。需要培训信徒跟随主耶稣，顺服神的话语。 

 

12. 使命导向教会领袖作榜样16 

 圣经的领袖模式是仆人领导模式。仆人领导人是藉着榜样，他们不是表演者或管理

人。他们注重从榜样来的信服力。他们是坦诚，有透明度，让会友看到他们的生命。藉着

生命的交流来影响会友成为门徒。同时他们会经常教导提醒会友有关宣教的愿景。 

 

13. 使命导向教会是互相联系的17 

 新约的教会是互相联系的，所以地方教会都联系成为普世教会（即是大公教会）。

组织架构、网络、和个人都可以帮助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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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使命导向教会与宣教机构联系18 

 地方堂会容易犯的毛病是让宣教机构负责全部外展工作，机构容易犯的毛病是觉得

教会太内向、太慢参与宣教，因而独立的工作。他们都需要对方的。宗派和机构领袖要联

系牧者，彼此支持鼓励。宗派之间也需要互相联系。  

 

五． 使命导向教会的弱点 

1.  很多使命导向教会不太明白「使命导向」的意思。 

2.  还缺乏客观的研究。 

3. 使命导向教会的观念需要处境化。 

4.  使命导向教会原本出自西方，针对后西方基督教世界。但普世大部分教会都没有西方

基督教世界的背景，因此很多原则是不适合的。 

5. 使命导向教会提倡宣教是教会本质，是社区的宣教群体，但是很多使命导向教会便只向

邻近社区宣教，而忽略甚至不参与海外或国外宣教。 

6. 信徒的宣教只针对自己的处境。 

7. 信徒忽略了大使命，眼光狭窄，不顾普世。 

8. 信徒只顾身心有创伤的人，却忽略了失丧灵魂。 

9. 信徒只以生命作见证，却不口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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