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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大会 

 

 

九月的共鸣: 洛桑大会札记 — Lindsay 

 

2024年金秋 9月，第四届洛桑大会（Lausanne Movement）在韩国仁川松岛隆重

举行。自 1974年首次举行以来，洛桑运动已走过半个世纪。今年恰逢 50周年庆，

来自全世界 200多个国家的 1万多名与会者齐聚一堂，其中 5000余名通过线上

方式参与。大家共同见证了上帝在过去与当下的奇妙作为，并一同展望未来，为

福音事工注入新的动力。  

  

姊妹们的见证和故事 

”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诗六十八 1) 

笔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和牧会领域服事 20 年的姊妹，自然会特别关注本次大会中

女性代表的发言和见证，其中深深触动笔者心灵，留下难忘印象的是：  

1．悔改是复兴的铺垫  

大会第一天，Sarah Breuel 姊妹领袖的分享感人至深：  

她强调上帝是复兴方面的专家。为此， 她盼望全球教会在复兴和悔改中齐心努

力，因为个人和群体的悔改是属灵更新的基础。她呼吁全球教会，无论是北方的

还是南方的，都要联合起来克服分裂，呼求圣灵带来转变。她鼓励教会积极参与

福音的宣讲和实践，提醒北美教会不要失去宣教的勇气，呼吁欧洲教会将当今的

挑战视为复兴前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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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笔者感动的是她勇敢地指出今天的基督徒会为了政治正确， 会因为惧怕人

们视宣教为殖民主义，而在传福音和宣教方面缩手缩脚。她呼吁与会者为未能表

现出来的怜悯、沉默、不公正而悔改。不仅每个人当省察自己的生命，寻求圣灵

的光照，除去一切拦阻复兴的因素；教会和国家也要为集体的罪恶悔改。  

在笔者看来， 尽管政治正确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各异，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基

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接触那些对基督教信仰有抵触情绪的人时，尽量使用不

具冒犯性的语言和方式；但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基督徒在表达信仰和

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时，会有意识无意识地进行自我审查，以致失去在公共场合传

福音、作见证的勇气。  

耶稣基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廿二 2） 

1）。 ”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六 27）众

人眼里一向温柔的耶稣基督进入圣殿的时候竟然一反常态，愤怒地赶出殿里一切

做买卖的人，又推翻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太廿一 12）因为圣殿——祷告之殿、

神的居所，人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  

神的国根本不存在双重标准。悔改转向神意味着属灵优先次序的调整。教会和基

督徒需要正确地理解属灵的权威，对地上的掌权者尊重但不盲从，靠着主所赐的

恩典、智慧、力量和勇气，在公共领域积极地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活出神的心意。  

2. 逼迫不是故事的终点  

大会第四天，成功逃离伊朗的 Sara Akhavan 姊妹分享了她的见证。她曾因在伊

朗国内传福音，于 2010年圣诞节期间被警察逮捕，关进了单独的牢房。那时的

她身穿肮脏的囚服，内心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沮丧，甚 至无法进食和入睡。四天

后，她听见上帝对她说：“不要哭泣难过，好像我死了一样。”  

“不要哭泣难过，好像我死了一样” 仿佛一道光射向笔者的心灵深处。在笔者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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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宣教征途之前，知道这条路上必有逼迫。但当逼迫真正来临时，当看到遭受逼

迫的，不得不匆匆道别，将来在天家才能再见的是亲爱的肢体时，笔者才意识到

其所带来的痛和冲击远比想象的更加深刻。虽然记忆中的点滴会被已逝的岁月悄

悄掩盖，然而每当旧事重提时，情感的闸门还是会瞬间打开，泪水无可抑制地倾

泻而出。  

是伤痛未愈，还是未得安慰？是难过、无奈，还是愤怒？不管怎样，逼迫不是故

事的终点，不是神国的最终结局。因为耶稣基督已从死里复活！  

“不要哭泣难过，好像我死了一样！” 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活着的神。真正的盼望

不是源自你和我为主做了什么，或你和我拥有什么。属天的盼望之所以不会消逝，

是因为与我们同在的主，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复活的主！永恒的盼望只在祂那里！  

3. 小人物大影响  

大会第五天，在韩国教会历史的回顾中，笔者听到了文俊卿（Joon Kyung, Moon）

姊妹的故事。她是 20世纪早期韩国基督教发展的重要人物。  

在男尊女卑的韩国社会，她打破了性别上的传统限制，坚定地跟随神的呼召，前

往当时韩国西南由众多小岛组成的偏远地区——新安郡传福音。那里曾是高丽、

朝鲜王朝的流放之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贫困而又孤立无援。一个单身姊妹在此

传福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她不仅做到了，还为当地人设立学校、提供医疗，

帮助他们解决许多生活上的问题。 

1950年南北韩战争期间，文俊卿姊妹（Joon Kyung, Moon）为坚守信仰而殉道。   

当笔者上网查阅有关她的资料时，发现已故“爱之教会”的主任牧师玉汉欽曾对她

评价道：“受文俊卿传道的影响，金俊坤牧师（注：韩国 CCC 团契的创始人）以

及他的门徒们——洪正吉牧师（原“南首尔恩典教会”主任牧师）、李东元牧师（原

“地球村教会”主任牧师）、河用祚牧师（已故“大地教会”主任牧师）等都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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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教会的伟大人物。主一定会对文传道说，‘我亲爱的女儿！因着你的牺牲，

我的门徒被建立起来！你真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1  

在韩国基督教 140年的历史中，不知有多少像文俊卿这样甘愿牺牲、无私奉献的

肢体，使福音在韩国深深扎根，并向四面八方广传，不断彰显神的荣耀。   

除了以上谈及的，引发笔者内心共鸣的见证外，本届洛桑大会在两个全球议题上

的关注，也吸引了笔者的注意：  

「未来」已經来到 

当前，全球教会正面对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人工智能系统将会在人类的各个领

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所以，无论你我接受与否，未来已来！全球教会该如何面对

已来的未来？  

感恩本届洛桑大会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重要议题，向所有与会者呼吁：“善

用 21世纪的工具，才能与 21世纪对话” 。这一呼吁不仅是对当代教会的提醒，

更是对其在数字化世界中塑造对大使命未来的关注与责任的强调。正如《以赛亚

书》43章 19节所言，“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这句话激励神的子民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

寻求上帝所赐的新机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会不仅设立了全天候的互动展台，向与会者推荐为大使命

研发的数字产品，还在每天下午的讨论中安排了关于阻碍大使命合作的 25 个短

板议题的小组活动。这些议题涵盖了与数字时代相关的多个方面，包括数字时代

的教会、数字时代的教会形式、数字时代的门徒训练、数字时代的福音传播、数

字社区等。  

                                            

1 

http://www.mjk1004.org/sub5_4_detail.asp?CatNo=5&PSize=10&PageNo=1&

Ind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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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参加了其中一个项目的小组讨论。起初，笔者以为每个讨论问题都是有标准

答案的。后来才知道，讨论的真正目的在于引导小组成员循序渐进地找到适合自

身处境的解决方案。因此，各小组的讨论结果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反映出来自不

同背景的与会者的独特视角。讨论的过程不仅带来了很多思考，也促使每位成员

在未来的事工中持续关注相关议题的进展。  

这些议题与教会接下来的发展息息相关：在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时，全球教会

不仅需善用现代工具，更应共同探寻实现大使命的有效路径。这也是主对教会和

基督徒在新时代背景下能够与时俱进的期望。  

我们需要彼此互联网时代，全球教会的合一是重要且紧迫的。洛桑运动全球执行

总监兼首席执行官吴英锡（Michael Oh） 在大会首日就指出，当今全球教会最

危险的 5 个字便是：“我不需要你。” 正如《哥林多前书》12 章 21节所言，“眼

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全球教会必须意

识到，任何孤立竞争的心态都会削弱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妨碍大使命的实现。  

笔者在带领神学教育和宣教训练时也发现，当教会过于关注“自己的教会”或“自

己的事工”时，往往会忽略神国的整体拓展。事实上，神国的” 蛋糕“是可以做大

的，而且理当如此。大使命的核心就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太廿八 19），将

福音传至地极。这一重任并非某位属灵领袖或某间教会可以独自担当的，而是普

世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共同完成的。  

跨越 50年，每 14年一次的洛桑大会为全球教会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宝贵平

台。在这里，全球教会共同祷告、分享资源、增进宗派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共

同面对世俗化的挑战、回应当代社会问题、守护信仰的纯正、培养年轻一代的领

袖。这一平台提醒全球教会：我们不仅需要三一神， 也需要彼此的支持与鼓励。  

第四届洛桑大会虽已闭幕，但洛桑精神仍在延续。在几天前刚刚结束的跨教会、

跨宗派、跨族群、跨地区的服事中，笔者看到了洛桑模式的果效：开放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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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分工、经验的分享、积极的合作。弟兄姊妹相互尊重、彼此欣赏、共同欢

庆。没有人因自身微小而退缩，也没有人因挑战而轻言放弃。大家靠着复活之主

的大能，继续勇敢前行，在复兴的浪潮中彰显神国的荣耀。愿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直至神的国度完全降临。  

 (编者着：本文并非独家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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