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教隨筆宣教隨筆宣教隨筆宣教隨筆 

 

 

宣教隨筆十三宣教隨筆十三宣教隨筆十三宣教隨筆十三：：：：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概念（（（（一一一一）））） 

 

葉大銘葉大銘葉大銘葉大銘 
 

 

文化在宣教學中當然占很重要地位。本文是有關文化的概念在美國人類學中的演

變，與對宣教的影響。首先論到博厄斯傳統的文化概念，然後是後現代人類學的文化概

念，最後提出一個重整文化的概念。 

 

一一一一. 博厄斯博厄斯博厄斯博厄斯 (Boas) 傳統傳統傳統傳統 

 

博厄斯是美國人類學的鼻祖。他打破歐洲的進化論傳統，從兩方面來研讀人類學：

歷史和心理。在進化論中人類到處都是一樣的，只不過在進化不同過程中。博厄斯從歷史

方面提出歷史單一主義 (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來取代進化論所說的，指出不同社群的文

化特別性。從心理方面他提出文化特質接受外來影響，經過揀選，與其他特質整合而形成

文化系統。 

博厄斯有很多有名的弟子，繼續發展他的學說。其中一位是克羅伯 (Kroeber)，他發

展博厄斯的文化系統，提出文化的整合帶來文化型式，使文化特質互相關聯，有統一性。

其他弟子如潘乃德 (Benedict) 更發展不同文化型式的意義，例如日本文化、美國文化、酒

神文化等。從此文化成為很整合的系統，與其他文化系統分別出來。 

直到三十多年前，這個文化型式論說是北美人類學的主流學說1。從這學說，文化的

概念包括以下特徵2： 

首先，文化是全體合一 (homogeneous)。文化不是分裂為很多不同的次文化，而是一

個系統，一個架構。 

第二，文化是整合的 (integrated)。文化特質不是獨立存在，而是互相關聯，而形成

一個型式。當然文化演變不斷發生，但焦點不是放在演變，而在整合方面。 



第三，文化是有清晰的界線 (discrete)，和其他文化區別出來。 

 

宣教應用宣教應用宣教應用宣教應用 

 福音派宣教學普遍採納博厄斯傳統的文化概念，例如洛桑運動便接受這概念3。這

裏特別提出三個宣教應用： 

 

1. 世界觀 

世界觀是根基于文化的整合性。因為文化特質是互相關聯，有統一性，所以 

就可以找到一個核心。希伯特 (Hiebert) 認為這個核心就是世界觀4。儘管他認為文化只是

約略整合，但他仍然認為世界觀是很重要5。世界觀在福音派宣教學有很重要的角色。 

 

2. 處境化 

 有關處境化的宣教學作品都是根基於博厄斯傳統的文化概念。一個例子是希伯特的

有關處境化的文章， 都是按著文化是有清晰的界線。在他有名的著作中，批判性處境化

(critical contextualization)6和泛文化神學 (transcultural theology)7都是採用這個文化概念。 

 另一位有名的宣教學者克拉夫特 (Kraft) 的作品也根基於博厄斯傳統的文化概念。

他論到跨文化溝通和功能對等模式，都以每個文化有清晰的界線為出發點8。他論到世界

觀，雖然承認人是有主導的個體，但是世界觀是有關深層，所以他的文化概念仍然是全體

合一、整合、和有清晰的界線9。 

 另一本有名的有關處境化的書本也是採用這個文化概念。作者接納一個系統的文

化，和有清晰的界線，所以有日本、墨西哥、甚至亞洲的處境10。 

 根基于博厄斯傳統的文化概念，文化可以分為不同民族、國家、甚至洲文化。 所

以處境化神學也可以這樣分類，有中國神學、印度神學、亞洲神學、非洲神學等。 

 

3. 宣教策略 

 在應用于宣教實踐中，博厄斯傳統的文化概念影響到福音未及之民的概念，因為民

族的定義是根基於這個概念的。 

 



 博厄斯傳統的文化概念對宣教的影響的深遠由以上可見。但是在三十多年前，美國

的人類學有了很大的轉變，而且世界也經歷了巨大的轉變，這概念已經不再適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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