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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今天，宣教目标的确立变得更复杂，分工也越来越仔细(巴文克 1949, 115)，其结果就是

我们对世界宣教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了。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世界对多元文化的容忍，使

我们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推动宣教与建立教会的机会增加 了。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观

念对基督教宣教事工也构成重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思想如何能在多元文化处境中维护基

督教救恩的超然性与独特性，并能推动宣教的 工作。约翰巴文克博士的劝悔学虽然写于

20世纪，却对今日在多元文化处境的宣教工作有很大的提醒与帮助。 

约翰巴文克博士(Johan Bavinck,1895-1964)是一位改革宗的宣教学者，生于荷兰的 

Rotterdam(van den Berg1996,428).他以仁慈谦虚待人而著称。无论对方是那一种族，性

别，年龄的人，他都能爱护与敬重(Verkuyl 1978, 36)。他对多元宗教对话与宣教的关

怀，促使他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凡。他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及理论就是劝悔学。 

  

劝悔学的前设与原则劝悔学的前设与原则劝悔学的前设与原则劝悔学的前设与原则 

背景 

巴文克以一种跨科际手法来处理劝悔学的观念 (巴文克 1960, 233-239; ban den Berg 1996, 

432-33)。他对劝悔学的建构是受到于下列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他牧养的经验。巴文克曾在印尼当教会牧师，宣教士及神学院教授 (1919 – 

1939)。他大部份时间都在 Solo镇服事。那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 虽然受到印度教

与佛教的影响，爪哇传统文化仍然以回教生活的形式保留着(van den Berg 1996,429)。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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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小镇里，不同的信仰与宗教结合成独特的当地文化。这除了影响了巴文克对不同文化

和种族接纳的态度，也直接孕育了他劝悔学的理论。 

第二， 他对普通启示之影响的理解也构成了他劝悔学之理论基础。在这方面， 巴文克

是受著名神学家巴特的影响 (巴文克 1948, 107-108)。他并因此而建立了自己对宣教与启

示之关系的独特见解。 

第三，巴文克曾经深入研究宗教心理学，他对心理学的兴趣及训练也是造就他 劝悔学理

论的基础(van den Berg 1996,429)。这心理学训练的背景，不但可以使他确信基督教的救

恩与强调人类经验为主的宗教有所分别，更可以帮助他分别基督教与别种宗教的分别。

同 时，这也使他认定基督教在世界宗教中的重要地位(巴文克 1956, 308-313) 。 

从巴文克选择以“劝悔学”一词来形容宗教对话可以看出他的研究进路。劝悔学一字源自

希腊动词 ‘lengchein’，此字与定罪及定罪所带来的羞耻及谴责有关(1960, 221-22)。“劝悔

学”的重点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使他在神绝对主权之下被定罪(1960, 227)。 

劝悔学的前设 

普通启示 

巴文克坚信普通启示的存在(1966, 119; 1960, 227-228)。他主张加尔文的学说，认为神已

经把信仰的种子存放在人心里(1948, 91)。并认定神每天籍着祂自己荣耀的启示向人说话 

(1948, 104-105; 1955, 49)。虽然普通启示是赐予世上所有的人(罗马书一章 19节)(1955, 

53)，可惜因着罪的缘故，人却选择逃避神的呼唤(1948, 105)，并藉着各样的虚谎幻想来

压抑及取代神的真理(1955, 53)，将不能朽坏的神变成可朽坏的人的形像(1948, 101)。 

因此，巴文克认为其他宗教虽然声称拥有真理，我们必须谨慎看待研究这些宣称。尽管

他们所用的字汇与基督教相同(1955, 54)， 我们必须按着其宗教处境及文化来细读及理

解当中的意思。 

自然宗教 

巴文克认为; 不论是正面或负面， 宗教在塑造人类上古文化上皆有其独特的功用(1966, 

25)。再者， 宗教是属于“人类本性及其生活结构”的一部份(1966, 15)。因此，宗教信仰

是人类存在的源动力及其对自我生存的一种反应(1966, 18)。宗教信仰亦是人类生存的重

要基础(1948, 81)。 

巴文克按着下列的假设来界定自然宗教的意义， 这就是“世界上不同的宗教都 

有一共同的根源”，它也代表着“人类精神上的本能”(1948, 87-88)。巴文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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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然宗教代表了“人类对自我心灵中的超然直觉”。这就是确信宇宙间有一位超然者

存在(1948, 88;89)。 

但是，巴文克也把基督教与自然宗教作出截然不同的划分。他指出自然宗教并 没有宣讲

基督教的独特性， 反而把神及其启示遗漏了 (1948, 88-89)。因此， 自然宗教过份看重人

及其特质，而少着重神的启示(1955, 45)。换言之，自然宗教虽然保留着神的普通启示，

而这启示却被自然宗教中的人所朽曲了。人虽然藉大自然知道宇宙有一位超然存在者， 

却因罪的缘故未能认识独一真神。 

宗教历史 

巴文克相信在普通启示及普世恩典的假设下，人皆有宗教的觉知; 此觉知代表了人有能

力去亲近神。对他而言，这普世性的宗教觉知可归立为五方面的探求(1966,32-33)。第

一、探求人类及宇宙之间的关系。第二、探 求人类及宗教常规之间的关系。第三、探求

人类及其存在意义之间的关系。第四、探求得救赎。第五、探求现实背后真相之意义。

显而易见， 他认为人是宗教活物， 一直努力追寻神及真理。 

但另一方面，巴文克认为人亦往往想办法逃避神，这从四方面可见 (1956, 309-312)。第

一、人将神置于一个遥遥的距离， 不肯与祂相接近。第二、人将神放在道德要求之背

后， 以实践道德为先。第三、人将神融合于宇宙之中， 以神秘浩大的宇宙皆为神的化

身。第四、把神放在在这虚幻花花世界之中，高深莫测，只凭感觉来接触神。因此， 人

正活在一种矛盾的处境中: 一方面透过普通启示意识到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拒绝神的

真理， 以谎言取代真理， 并设法拒绝真神的呼唤。 

巴文克的理解虽然着重宗教历史及神学的论述， 却非常切合华人的文化处境。他的理论

正正解释了华人传统宗教历史的问题。在传统华人的宗教哲学观中， 人逃避神的呼吁是

显而易见的， 无论是主动或被动的， 或正面式负面的。我们都可以察觉得到。暂在劝

悔学的角 4而言， 这正好解释了为何儒家学者着重人伦与道德秩序的倡导， 却采敬鬼

神而远之的宗教观。 

以圣经作为权威 

巴文克对圣经权威的肯定予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圣经是劝悔学的基础及资源

(1960, 231; 1948, 102; 120)， 并强调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 因而是劝悔学的一切基础。

他自己便是从圣经中建立劝悔学的理论及原则。 

对巴文克而言， 圣经不单提供一切人生问题的答案，更是世上检验真理的工具(1955, 

48-49)。所以他反对以个人经验及感觉来分析各种宗教， 强调应从神学的角度去理解整

个问题(1955, 48)。而圣经亦启示了神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48, 91-92)。圣

经一方面展示了普通启示对人类的影响， 另一方面亦启示了神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特殊恩

典。巴文克透过主张回到神及圣经的权威与基础， 替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筑了一条互相可

以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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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神的关系 

巴文克相信人是神所造的，他是宇宙万物的核心、也是宇宙的一部份，因为他 是照着神

的形像而被造(1966, 151)。人可以透过三种途径去认识神: 神的普通启示、圣灵的引领、

和神透过耶稣基督的特殊启示 (1959, 11)。无论人怎样离开真理、以虚谎取代神、远离

祂；全能的神却能够打破人类刚硬的抗拒。祂能够征服人的反叛力量，赐予他们一个新

的心灵(1948, 105; 108)。人类实在没有籍口拒绝造物主的呼召。因为人以罪来表达他对

神呼召的逃避 (1994, 51)， 所以认罪在“劝悔学”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巴文克亦探究宗教与个人的关系。宗教与每一个人的思想、盼望及感觉有密切 关系

(1956, 308)。因为神向人显明自己， 绝对不能单凭理性去了解， 所以宗教就不单是头脑

上的认知。人类历史的本身在某程度上亦反映了神的本质(1948, 103); 但唯有透过主耶稣

基督， 祂就是道成了肉身的启示; 使我们能听到神的声音、看见神的形像(19 66, 205)。 

巴文克亦研究普通启示与普世恩典对人的影响(1955, 49)。神对人生命与经历的掌管，实

在是预备人心去寻求祂(1959, 10-12)。虽然人有罪性，但籍着聆听神的声音，人有机

会可以认识衪、与衪恢复和好的关系。简言之， 巴文克对于神与人、造物主与受造之

物、救世主与罪人、真理与谎言、神满有主权的救恩与人悖逆的扩拒的分别， 他都持坚

定的立场。 

对话的原则 

既然普通启示对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影响力(1955, 49)， 而普世性的宗教觉知亦存在

(1966, 13)， 则基督徒与各种宗教信徒的对话便有可能。在对话的过程中，巴文克肯定

了神绝对主权的重要性。对他而言， 神在创造上掌权(1959,10)， 在普世恩典及普通启

示中掌权(1948, 103; 1960, 227; 1959, 10)， 在救赎恩典及特殊启示中掌权(1948, 122; 

1960, 231; 1959,11)， 在对人的呼召中掌权(1960, 229)，在对人指导和引领中掌权 (1948, 

103; 1959, 10-11)。因为神拥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劝悔学是充满了希望和意义。与其他

宗教对话便有动力。 

就在“神拥有绝对主权”的基础下， 巴文克提议了两个独特的原则。一、以一个不存偏见

的态度去探究其他宗教所宣扬的真理(1955, 50-52)。二、以神的特殊启示---圣经---去判

断其他宗教所宣扬的真理(1955, 48-49)。 

虽然巴文克以普通启示去开始劝悔学的理论及与实践，他没有放弃特殊启示---圣经---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这样说， 他的理论来自普通启示 (1994, 44-52)， 他的原则及最终

权威来自圣经 (1966, 115-195)。 

他相信圣经与其他宗教文献有所不同， 这亦成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分别之记号(1955, 

48-49)。圣经启示了神的工作及计划(1948, 102)，它亦给非基督徒及宣教士提供了真理

(1948,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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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假如没有了特殊启示，没有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福音与其他 宗教就没

有可相连之处。因为没有这些， 非基督徒就不能得知神已为他们所成就的救赎计划。所

以， 耶稣基督是把普通启示及特殊启示相连的中心(1966, 199)。在这基础下， 宗教对话

便变得有意义。 

巴文克强烈反对在劝悔学中使用哲学思维的辩论方法。因为神是一位永活的 神， 哲学

思维的辩论并不是最好的布道方法(1960, 231)。反之，在活出神真理的实践中， 宣教士

生命的见证比哲学思维的辩论更为重要。用哲学思维的辩论去处理劝悔学有两大危机：

首先这意味着劝悔学单纯是人类的活动(1960, 229)， 传道者可用理性去叫人悔改。这

样， 以人为中心的辩论便会取代神的主权能力、神叫人悔罪以及神感动引领的工作。这

是以人为中心及以理性去取代神。其次，哲学思维的辩论在人的心中制造了一个属 灵的

真空，然后再以抽象的慨念而不是以一位永活的真神来填补这个真空(1960, 230)。这

样， 便妨碍了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及知识的全面成长(1960, 231)。 

虽然巴文克强调在劝悔学中神的主权， 但他没有忽视了宣教士或布道者的角色。借用克

雷玛的思想， 在基督教与非基督徒的接触面中， 宣教士或布道者是最重要的一环 (1960, 

229)。所以，宣教士或布道者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在其生活中处处表明神在赦罪及救赎

的恩典之工(1960, 229-230)。因为宣教士或布道者通过生命来塑造的布道信息; 是否切合

当地文化处境， 很大程度取决于他如何与非基督教宗教信仰斗争之态度(1948, 105)。 

最后，他认为劝悔学的重点应是处理人与神的关系，而不是某些特别的文化背 景(1960, 

253)。福音的最重要部份就是神通过基督的十字架显明了祂永恒而又神圣的救赎旨意， 

就是通过基督的受苦与死亡使我们与神和好(1959,27)。有了这个慨念，巴文克提议了以

下几个实践的重点: 一、明白处境 (1960, 253); 二、以神为重要的主题(1960, 253); 三、聆

听衪的话(1966, 117); 四、从圣经中导出原则(1966, 118-125); 五、从罗马书第一章内所反

映的两个观念开始：抑制真理及以虚慌取代神(1966, 199-206); 最后便是不带着骄傲与人

相处、向人传福音(1966, 198)。 

总结 

巴文克对劝悔学的前设是以神为中心， 重点放在神的主权。换句话说，因为相信神的主

权及祂的爱， 巴文克坚信普通启示对世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巴文克也强调主耶稣在作

为连接普通启示及特殊启示的角色非常重要。 

此外， 巴文克对圣经的角色及权威是非常尊崇的。虽然其他宗教可能具有某种形式的真

理， 但因着人的罪性， 真理被朽曲了、意义被改变了。所以在劝悔学中， 圣经与其他

宗教的真理具有很明显的分别。 

巴文克认为人与神的关系不能离开神主权的爱。这种爱在祂以耶稣基督中的救赎计划中

被反映出来。虽然人否认并拒绝祂， 欲以其他虚谎取代真理， 神对人的大爱仍给予人

机会， 使他们却能透过大自然、圣经和圣灵的引导去寻找祂。 



6 

 

6 

 

最后， 虽然巴文克宣称基督教的超然性， 他也关注宗教心理学的作用。他强调明白非

基督徒的重要性， 这使他既能持守神的真道， 亦同时更深的了解非基督徒， 进行宣教

布道的工作。 

  

劝悔学的宣教应用劝悔学的宣教应用劝悔学的宣教应用劝悔学的宣教应用 

巴文克的劝悔学观念对宣教带来几点重要的应用。首先、神有绝对的主权去掌 管万事，

这显示在宣教事工上神是掌权的主。人在宣教布道的事工上永不能代替神的地位， 唯有

祂能改变人的心， 叫人认罪、呼召人悔改， 亦唯有衪才能拯救我们。我们可以做的， 

是为神在基督耶稣中所彰显的特殊启之真理作见证， 去宣扬祂的荣耀。神是那创始者、

引领者、宣教的中心及审判者。这意味着单靠人道主义的宣教对话在现代的劝悔学中是

不可行的。我们需要回到以神为中心的宣教 理论去。在今天教会着重布道节目与程序却

轻视神主权的潮流中， 这无疑有当头棒喝的果效。 

其次宣教的目的不单在于政治、文化、社会及经济的改进(1961, 61-63; 64)， 又或单传

福音(1961, 65)。神必须是劝悔学的主旨(1960, 253)， 其他的宣教目的也是围绕这个主旨

而进行。神救恩计划与基督代赎的好消息之宣扬， 永不能被其他的目的所取代。 

再者，在劝悔学中永远少能缺不认罪及赦罪这两回事。在宣教工场上， 明白非基督徒的

世界观、改善社会服务、教导别人是需要的， 但这些都应该在“把各人引进到基督的面

前与祂联合”的愿望中而进行 (1961, 66)。换句话说， 神在基督里的拯救才是基本的宣教

目的。巴文克对神的主权的看法给宣教学定下了其目标及方法。没有认罪便没有赦罪， 

没有赦罪便没有称义。 

另一方面，巴文克把福音的要素定位于耶稣基督的救恩上， 这救恩能使人能与神和好，

也是劝悔学的基石。劝悔学绝不会把宣教事工偏移了救赎恩典的核心内容。虽然巴文克

以普世恩典作开始， 但他强调以神的救赎恩典为中心。在宣教的实践及理论里，这两种

恩典必须分别出来， 不能混淆。 

现代宣教理论趋向策略及方法学，把宣教的中心从神转移到教会、人、或方法 上。许多

布道大会标榜明星效应及音乐程序， 易误导人把神的荣耀转到人的身上。巴文克重新强

调神的拯救， 确实把焦点放回正确的基础上。没有神在基督里的特殊启示，人只是没有

盼望地寻找一个虚谎的宗教。 

有一些宣教学者很重视宣教布道的方法及策略，但巴文克却非常重视圣经在宣 教上的应

用， 特别是劝悔学。他认为宣教神学必须有其起始点， 这起始点就是圣经上神国度教

训， 这是需要仔细和有根据地查考而得出来的(1961, 64)。这样的肯定， 就巩固了基督

徒与各种宗教对话的基础。在多元文化处境中更需要对圣经有系统的查考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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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克认为其他宗教没有一套不朽曲或从神启示而来的真理，因此圣经就成了双方对话

一个重要的参考。今天当我们建设宣教的理论及实践时， 必须回到圣经。因为唯独神的

话能指引沈伦的罪蒙救赎的方法道路(1948, 122)， 我们有需要把特殊启示及普通启示分

别出来。 

巴文克认为圣经必须是宣教士的方法学及力量来源，圣经的权威在宣教事工上 必须被高

举。建立圣经宣教神学及宣教原理的基础必然是圣经。今天， 多元文化的思想认为没有

绝对的真理。部份人亦以其他宗教的文献亦能启示神的真理， 可以与圣经的权威并排， 

以致是非不分。我们需要重新肯定圣经在劝悔学的权威及其独特性，不然就很容易失去

立场， 落入混合主义的陷井里。今天多元文化主义者攻击基督教高举圣经权威是唯我独

专的表现。但巴文克的主张提醒我们， 没有圣经的独特启示， 我们与甚他宗教根本没

有分别，何来宣教的需要? 

此外， 宣教士的角色亦直接影响宣教事工的发展。在劝悔学中宣教士就是神的伙伴， 

是永活神的活生生的见证。宣教士或布道者不能以哲学思维取代神的见证。这提醒我们

口述的见证或劝说只是宣教事工的一部份，行为上的见证也是非常重要。宣教 士言语加

上行为的见证， 便构成一个整全的宣教实践。 

宣教士是神的器皿去完成神的旨意，他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履行劝悔学。因为他在

工场上是非信徒接受福音最重要的接触点， 他的生命必须显现他所传讲的真理。顺服神

的旨意是劝悔学的一个重点，人的筹算及策略必须顺服在神的启示及指引下。 

宣教士要明白自身所处的环境亦是劝悔学的关键， 这在跨越文化的宣教上尤为重要。明

白自身所处的环境， 能让我们在不同处境中协助寻求神的人消除障碍， 并帮助他们筑

起一道桥梁与圣经真理连接， 就是通过对耶稣基督的真理救恩的宣扬。在处理不同信仰

的时候，教会应当多体恤少批评；作见证但不妥协；有尊严但不骄傲。 

同样地，巴文克强调， 教会接纳“在挣扎中的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更理解他们对

人生的疑团、信仰的难处。这样， 对话是有价值的， 不单因为人有抗拒神的罪性， 亦

因为人有寻求神的渴望。所以， 谅解及不定别人的罪，便成为宣教士一个有力的传福音

接触点。 

总结 

巴文克的原理结合了圣经原则， 神的主权观念， 以及对启示的理解。他的原理在现代

的宣教实践是很可行的。今天，多元文化的社会对基督徒有很大的挑战。其产生的挑战

最少有三方面：相对主义、混合主义及泛 神主义(Choi 1991, 152-157)。相对主义挑战基

督教拥有绝对真理的宣称; 混合主义把救恩从基督教的特殊启示中转移; 泛神主义难阻人

寻求独一真神。巴文克的理论， 能帮助我们在宣教实践上面对这些问题。 

首先， 巴文克强调神的主权、普世救恩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劝悔学中的圣经权威， 给

基督徒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宣教， 有更正确的自我形像及坚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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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相对主义产生混合主义。面对这个挑战，巴文克强调圣经的权威是一切的基础。

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启示了衪自己， 救恩只靠耶稣基督， 别无他法。圣经权威并不容许

任何的妥协。 

第三， 相对主义及混合主义的妥协产生了泛神主义。巴文克的理论使我们能在神基督中

的特殊启示上站立得稳， 唯有透过主基督我们才能认识这位真神。 

在现今这个被后现代及多元文化影响的世界中， 宣教作为对非基督徒作见证这一课题， 

将会、亦是现代宣教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巴文克的劝悔学理论无疑值得我们去实践

及着重。 

撮要 

约翰巴文克(1895-1964)是改革宣教学者的先锋， 他向非基督徒作见证的理论及原则(劝

悔学)具有高度的评价。本文提供了他在劝悔学的理论与原则的个案， 目的有两个：提

供了一个巴文克之劝悔学原则的总结；二、在现今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重申其宣教的意

义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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