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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主題文章主題文章主題文章 

******************************************************************** 

 

差傳的定義及華人的路向差傳的定義及華人的路向差傳的定義及華人的路向差傳的定義及華人的路向 

 

 

 

鄭果鄭果鄭果鄭果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華傳華傳華傳華傳」」」」董事會主席董事會主席董事會主席董事會主席) 

「差傳」這個詞是從英文 Mission翻譯過來的﹐早期華人把它翻為「宣教」﹔後來有人

認為「宣教」一詞太籠統﹐易被認為宣揚宗教而不知是何宗教。近世以來有人使用「宣

道」一詞﹐此詞較合真道﹔但也有人以為不妥﹐恐被誤認為是「道教」或基督教宣道

會。近三十年來有人根據《羅馬書》第十章十三至十五節而翻譯為「差傳」﹐此詞雖合

《聖經》﹐但未表明傳甚麼﹔因此﹐華人教會仍未找到大家認同的譯詞﹐更談不上劃一

的規定﹐各人自由使用就是了。因筆者習慣了使用「差傳」一詞﹐本文就用此詞與讀者

見面。 

(1) 差傳差傳差傳差傳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要下一個定義不是容易的事﹔要替差傳正名﹐必須有《聖經》的根據﹐否則會引起爭

辯。 

A. 定義源於定義源於定義源於定義源於《《《《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主耶穌升天以前﹐曾經頒佈了大使命﹐這見諸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節﹑馬可

福音第十六章十五節﹑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六節至四十九節﹑約翰福音第二十章二

十一節﹑使徒行傳第一章八節。 

從上述經文我們可以明白﹕教會差人出去﹐用禱告及金錢支持他們﹐叫他們離開本地本

教會﹐在其他地區或其他國家﹐向未聽過福音的人傳福音作見證﹐叫人作主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予施洗﹐並組成教會﹔又根據《聖經》教導他們起來傳福音作差傳﹐使

福音遍傳﹐完成主的託付﹐這就是差傳。 

從上述經文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確定向少數民族傳福音﹐是屬於差傳。向各國各族作

跨文化的福音事工﹐也是屬於差傳。至於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同胞﹐尋找未聞福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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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向主耶穌﹐不能不叫做差傳﹐因為他們遠離了家國﹐幾十年居住在他鄉﹐習慣了當地

的文化﹐自成了一種「中間文化」的群體﹐是福音未得之民。 

B. 西方差傳的簡歷西方差傳的簡歷西方差傳的簡歷西方差傳的簡歷 

研究西方教會差傳的歷史﹐知道他們為了完成大使命﹐除了本地佈道之外﹐還有國內差

傳(Home Mission) ﹐就是差遣宣教士離開本地本鄉本教會﹐到其他城市鄉鎮傳福音建

立教會。又設有國外差傳(Foreign Mission), 就是差派宣教士前往國外﹐作跨文化的福

音事工﹐建立當地民族的教會。 

西方教會經過了二﹑三百年的努力﹐國內已經遍傳了福音﹐遍建了教會﹐是以不必留心

國內的差傳﹐讓當地教會負起本地佈道的工作﹔並讓差會集中人力和財力從事國外的差

傳﹐即跨文化的福音事工﹐特別以少數民族或都市中未聞福音的隱藏群體為對象。這完

全是對的﹐惟有如此﹐福音始能遍傳全球﹐讓主快快地再來。 

幾年前西方教會及差會的調查報告﹐全球尚有一萬二千個以上的群體未聽過福音﹐於是

發起了主後兩千年的福音遍傳運動﹐向福音未得之民還福音的債。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凡已經有了教會的地方﹐教會應當負起本地佈道的工作﹐使福音遍傳於本地。同時教會

應該奉獻人與錢﹐投入世界未得之民的福音事工﹐以至在主後兩千年能完成福音遍傳的

計劃。 

C. 溫特的看法溫特的看法溫特的看法溫特的看法 

溫特博士(Ralph Winter) 在 1992年一﹑二月號的Mission Frontier提及華人教會推行主

後兩千年福音遍傳運動的時候﹐應分辨甚麼是「佈道」﹐甚麼是「差傳」。凡不需要發

明新的字母﹑不需要學習新的語言﹑不需要翻譯新的語文《聖經》……只在已有的工場

上加以擴展﹐不是「差傳」﹐只是「佈道」。 

溫特博士的說法容易叫人誤會﹐只有向少數民族傳福音﹐向他們學習語言﹐替他們創作

文字﹐為他們翻譯他們的語文《聖經》﹐才叫作差傳﹐其他都不算﹐就是出國到不同文

化的國家中﹐向未聞福音的群體傳福音﹐也不可算為差傳。筆者推想溫特博士可能不是

這個意思﹐他的苦心是首先應關懷少數民族需要福音﹐如果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文

《聖經》﹐則福音比較容易遍傳。 

照筆者所了解﹐溫特博士發表上述論文﹐是因為台灣教會訂定了主後兩千年福音遍傳計

劃而引發。他認為台灣遍傳福音是好的﹐那是本地「佈道」﹐不可稱為「差傳」。筆者

認同這種看法﹐台灣的福音事工﹐應由台灣教會負起責任來﹐西差會不必太多插手﹐應

把西教士及財力移用於世界各福音未到之處及福音未得之民。同時﹐台灣教會也應差遣

華人宣教士﹐參與跨越文化的福音事工。相信台灣的同工做了本地佈道﹐是不會忘記海

外差傳的。 

(2) 華人特殊的路向華人特殊的路向華人特殊的路向華人特殊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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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華人的分佈與獨特之處華人的分佈與獨特之處華人的分佈與獨特之處華人的分佈與獨特之處 

世界上有兩種民族很特殊﹕一是猶太人﹐他們幾千年來散佈在世界各地。二是華人﹐華

人除了在大陸本土外﹐近幾百年分佈到全球各國﹐有海水之處幾乎就有華人﹐在海外人

口約在伍仟伍佰萬以上。 

華人到了那裡﹐就學習了那裡的語文﹐土生的華人與當地人幾乎很難分辨。因此﹐海外

華人有中華文化的背景﹐也學習了當地的文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中間文化」或稱為

「次文化」。 

華人第一個特點是﹐文同語不同﹐許多風俗習慣也不一樣﹐這是外國人不太了解的。第

二個特點是﹐華人達到他國﹐為了求生存與生活﹐必然學習當地的語文﹐久而久之﹐與

祖國的華人愈來愈有差距﹐形成了另一種文化的人。如在中美洲的華人﹐多說西班牙語

﹐到那裡工作的華人宣教士﹐應學習西班牙語文﹐這也是外國人不太了解的地方。 

B. 特殊的差傳策略特殊的差傳策略特殊的差傳策略特殊的差傳策略 

華人既然如此特殊﹐華人教會的差傳策略也應該是特殊的。它應該先是華人後是非華人

(這不是自私) ﹐正如使徒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

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希利尼) 人。」(羅一 16) 也正如往昔西方的教會﹐先有

國內的宣教﹐接著才有國外的宣教。 

華人既然分佈在世界各地﹐我們可以訓練並差派華人宣教士到他們中間傳福音建教會﹐

並教導他們裝備自己﹐向當地人傳福音﹐建立當地人教會﹐如中國信徒佈道會在中美洲

計劃進行的。或差遣華人宣教士﹐在不同文化中訓練傳道者﹐教導他們在本國本鄉中建

立當地教會﹐如畢玉書牧師在南美洲巴西所作的。這種做法﹐是以海外華人教會﹐或以

海外華人宣教士為橋樑﹐把福音帶入當地人群。如此特殊的策略﹐能使福音更易遍傳全

球。 

這樣看來﹐華人差傳的策略是﹕先作同文化的福音事工﹐繼作「中間文化」的福音事工

﹐最後作跨文化的福音事工。但在順序進行時﹐若有機會﹐又有華人宣教士對跨文化宣

道有負擔﹐就應介紹他們參加西差會﹐抓緊時機參與普世的宣教。因為華人差傳的歷史

甚短﹐不能一蹴而成﹐必須先從同文化差傳作起﹐並向西方教會學習﹐與西差會合作﹐

然後才能獨自進行跨文化的福音事工。 

現今民族主義抬頭﹐專職宣教士面對種種難處﹐應多多徵遣帶職宣教士。又因著超級大

都市的出現﹐應留心都市中隱蔽的群體需要福音。還有第三世界的興起﹐似應訓練並支

持當地人起來傳福音。我們必須認同福音不改變﹐但差傳的策略應因時因地而改變。 

C. 對華人未聞福音者之責任對華人未聞福音者之責任對華人未聞福音者之責任對華人未聞福音者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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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計全球未聽過福音者有三十億﹐其中華人佔了三份之一。如果華人教會向佔三份之

一的華人傳福音﹐則西方教會及西差會就可以專心全力於另外三份之二的福音工作﹐減

輕了他們對福音遍傳的擔子。 

照目前來看﹐海外華人教會已積極向當地華人傳福音﹐也差遣了宣教士到未聞福音的華

人群體中工作﹔但中國大陸十二億同胞中約有十億未聽過福音﹐除了由大陸教會作本地

佈道外﹐海外華人教會是責無旁貸的。如果五年十年後神賜下自由傳福音的機會﹐我們

是否預備好回大陸還福音的債﹖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2006。。。。 

（原載《今日華人教會》1973年 5月號, 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