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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倫多北約恩典福音堂主任) 

 

 

在不同的文化處境中，需要改變福音的資訊。但是如果需要改變，豈不是沒有

固定的福音資訊嗎？ 

福音的內容是以耶穌為中心 (羅一 1-5；林前十五 3-5)。 然而當宣教士向不同文

化的種族傳福音時，便要處理以下的問題: 聖經雖然是神的話語，但也是人的作品，

是特定文化處境所產生的作品。在不同的文化處境中需要改變福音的資訊。但是這

樣，豈不是沒有固定的福音資訊？福音是超越文化(supracultural)的嗎？是泛文化

(transcultural)的嗎？本文旨在指出福音是有固定資訊，雖然是特定文化的產品，不是

超越文化，但卻是泛文化。重要的不是超越文化，而是泛文化。 

 

超越文化與泛文化的意思超越文化與泛文化的意思超越文化與泛文化的意思超越文化與泛文化的意思 

超越文化是指一些不受文化限制的普世絕對的原則和功能，這些都是從超越文

化的神出來的。泛文化是指適合所有文化，在任何文化裏都有規範性。超越文化的

東西是泛文化，但是能夠適當有效的被翻譯于任何文化裏有規範性的東西也是泛文

化。福音的超越文化性通常包含以下兩個對比： 

1. 核心資訊與外面文化的包裝之對比 

 核心的意思包含深層和基礎。超越文化的福音是核心資訊，任何人傳的資訊都

是經過文化的包裝。 

2. 絕對規範性與文化相對性之對比 

 超越文化的是有絕對規範性的，但是經過文化包裝的是文化相對性的。 

 

Wittgenstein 維根斯坦維根斯坦維根斯坦維根斯坦 



上世紀有名的語言哲學家維根斯坦提出了兩點，對處理這個題目有很大幫助。

第一就是「不能說的便要以沉默略過」。這是說如果不能用人的語言來說明的事

情，雖然可能存在，但是我們不可以辨證它的真實性，所以還是以沉默略過。當然

有些屬靈的經驗是不能用人的語言來說明的，但是不能用人的語言來說明的，就不

可以辨證它的真實性了。  

第二點是「圖畫」的控制。「圖畫」是一個模型或類比。有時候我們用一個類

比來形容一些現象，但是這類比是不適當的。或者這類比是適當的，但是可能被這

些類比影響，跟著用這類比來說明其他相關現象，而對這些相關現象這個類比是不

適當的。這都是「圖畫」的控制。 

 

沒有核心沒有核心沒有核心沒有核心（（（（超越文化超越文化超越文化超越文化））））的福音資訊的福音資訊的福音資訊的福音資訊 

有些宣教學者提出福音是沒有核心資訊，也就是沒有固定的資訊。因此沒有超

越文化的福音，或是我們找不到超越文化的福音。 

人類學者盧雅各(Jacob Loewen)認為福音的內容不是狹窄，而應包涵整部聖經的

內容。因為在不同文化處境中需要傳合適的資訊，所以可以改變福音的資訊。他列

出四個原因： 

1. 聖經的資訊是多元化的。舊約和新約聖經的世界觀是迥然不同的，甚至在舊約

中可以找到不同的世界觀。不同文化的民族會被不同的世界觀吸引。 

2. 在信心歷程的不同階段中不同經文會有特別的意義。 

3. 在最初接受福音時不同文化會被不同的福音資訊吸引。有些人喜愛神是愛的資

訊，有些人則喜愛寬恕的資訊。 

4. 在不同文化的影響下同一資訊會帶來不同的理解。 

這四個原因只不過提出在傳遞福音時迎合接收者的信仰價值觀和需要之重要，

並沒有證實福音沒有固定內容或福音的內容包涵整部聖經的內容。對某些民族，先

從神是愛開始，然後引入福音。對另外民族，傳福音的救恩時則要特別著重罪惡的

饒恕。這些不同的傳遞方法並沒有影響福音的內容。 

也有學者提出福音像洋蔥的類比。我們以為洋蔥是有核心，但是一直削下去，

最後也找不到核心。聖經中的福音資訊全都是在特定文化（語言）裏的處境化資



訊，所以有很多處境化福音，但是像洋蔥，是沒有核心的福音，因此沒有超越文化

的福音，也沒有泛文化固定的福音資訊。 

這些學者其實是受「表面和核心圖畫」的控制，才有這結論。就是說在世上所

傳的福音（包括聖經所傳的）都是特定的語言和文化的產品，好像一個果子的皮

肉，深層才是核心，從這些福音我們可能找到核心。但是像洋蔥一樣，其實是沒有

核心的。引用維根斯坦，這些觀念是受「表面和核心圖畫」的控制，這圖畫不一定

是適當的。如果我們不接受這個圖畫的控制，放棄這個圖畫，就不需要找核心了。

有學者指出，這些核心觀念是受了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與西方哲學家笛卡爾的影

響，找尋恒久抽象的真理，這是不必的。新約聖經所傳的福音當然是特定的語言

（希臘文）和文化（巴勒斯坦或希利尼文化）的產品，這不是超越文化，但仍然是

神的默示，而且是固定的資訊。 

  

福音是泛文化的福音是泛文化的福音是泛文化的福音是泛文化的 

聖經的福音不是超越文化，卻是泛文化。我們受到「超越文化與特定文化的二

元化之圖畫」的控制，才會說只有超越文化的東西才是泛文化。不受這圖畫的控

制，便可以接受有些特定文化的東西是泛文化，因為能夠適當有效的被翻譯于任何

文化裏。從聖經來看，使徒所接受的福音是一個特定文化的福音，是有關在以色列

文化中孕育出來的彌賽亞（羅一 2-3）。使徒將這福音傳遍各國，使萬民作主的門

徒。這福音的能力並沒有因特定文化的因素而減少。從現實情況來看，這一個特定

語言和文化的福音，被傳到普世不同的民族，多人信主，教會被建立。這都證明這

福音是泛文化的。不是超越文化，而是泛文化才是重要的。 

 

希伯特的希伯特的希伯特的希伯特的「「「「在人的處境中的福音在人的處境中的福音在人的處境中的福音在人的處境中的福音」」」」 

有名的宣教學者希伯特( Paul G. Hiebert)在遺作「在人的處境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Human Context)中用以下三點來闡述福音與文化的關係： 

1.   福音對文化 



福音是超越文化，所以雖然聖經中的福音資訊都是在新約文化裏的處境化資訊，

但新約文化不是其他文化的規範。所有神學都是人在他的處境中對聖經的認識，

因此是文化的產品，不是福音。福音不可以在文化中顯現。 

2.    福音在文化中 

福音的顯現一定在文化中。 

3.     福音向文化 

福音改變人和社會，因此改變文化。 

從以上的觀點來看，這三點是有商榷的地方。 

 

「「「「在人的處境中的福音在人的處境中的福音在人的處境中的福音在人的處境中的福音」」」」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按著希伯特，福音是超越文化。既然如此，便不可以用人的語言來表達。引用

維根斯坦所提出，不能說的便要以沉默略過，因此我們便要以沉默略過，不談這超

越文化的福音。神給我們的是一個特定語言和文化的福音。 

按著以上的論證，我約略改寫了希伯特的三點如下： 

1.    在新約文化處境中的福音 

藉著語言的啟示一定有文化的色彩。這並不表示新約文化是其他文化的規範。

除了新約的神學，所有神學都是人在他的處境中對聖經的認識，是處境化的神

學，不是神的啟示。新約文化處境中的福音雖然不是超越文化，卻是泛文化，

可以適當有效的被翻譯到不同文化。 

2.     福音在每個文化中 

在不同的處境中，需要忠誠的翻譯新約的福音。某一情況下可用動態對等

(dynamic equivalence)翻譯，另一情況下可用雙重翻譯（接近原文，但備加注

釋）。 

3.    福音向文化 

福音改變人和社會，因此改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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