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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談論到神的內在本體論等同外在職分論，這帶給宣教一個很重要的含義，就是

神是宣教的神，宣教是三一神的本質。宣教不單是神的工作，而是神的本質。宣教既然是

神的本質，教會是按著神的形象的新創造（弗 4:23-24），宣教也是教會的本質。這兩點

構成神的宣教的意義。今期談論這個意義。 

 

神的宣教神的宣教神的宣教神的宣教1111的神學意義的神學意義的神學意義的神學意義    

 宣教是三一神的本質。正如愛是神的本質，神不會是沒有愛的神，同樣神不會是不

宣教的神。同時，神的宣教指出宣教的真正意思。神的宣教是有關神以外的，是他的向外

啟示發展，所以教會的宣教就是向外顯現（或見證）發展。另一方面，神的啟示內容中心

是三一神自己，而教會是神的居所（弗 2:19-22），所以教會的向外見證是見證教會的生

命。這幾點帶來以下神的宣教的數點意義。 

 

1. 教會的一切生活都是宣教  

神的宣教不是說神是差遣的神，只有差遣，沒有其他。而是說神是宣教的神，宣教

是他的本質。父神差遣聖子是出與他的本質2。道成肉身，意思就是神在主耶穌裏活出他

的生命。主耶穌的生命是按著神的本質活出來，宣教既然是神的本質，所以主耶穌的生命

本身就是宣教。他不單在工作上顯現宣教，他的生命就是宣教。同樣，教會不單在工作上

顯現宣教，教會的生活就是宣教。如果不是，教會就沒有生命了。因此教會生活中，不可

以將群體相交敬拜與宣教分開。宣教不是從相交敬拜出來的另外事工，宣教更不是次要的

事工。教會的相交敬拜與所有一切生活都應該是宣教3。 



 另一方面，我們要回到宣教的意思。神是宣教的神，意思是他出於本質，不斷的向

外啟示發展。他的啟示，不單是在他的外在職分中顯現自己，而且克服他與人類的隔閡，

與人複和
4
。 所以當我們說到教會的一切生活都是宣教時，意思就是所有一切都有這向外

顯現發展的企圖。教會必然刻意的向外顯現發展的相交敬拜和過任何生活。如果不是， 

就不是真正的教會了
5
。 

 神的宣教帶給宣教一個廣闊的定義，同時也有一個範圍與企圖。一方面，教會的一

切生活都是宣教。所有培靈與外展、佈道與社會關懷、同文化與跨文化等二分化，都是人

造出來，在神的宣教裏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缺乏向外顯現發展的企圖，使很多教會的

生活變質，失去神的豐滿生命，因為宣教就是神的本質，所以教會要作宣教的反省。 

 

2. 教會的宣教是參與神的宣教 

 神的宣教的另一個含義，就是教會的宣教不是效法神，而是參與神的宣教。效法神

的宣教帶來的問題，一個就是教會很容易著重人的模式、方法、策略等，使宣教變為單單

人的工作。但是參與神的宣教就不同了，因為是神的宣教，所以首先就要跟從順服神，並

且從神得力。其次的問題就是著重人可以作的事情，忘記了三一真神。參與神的宣教是回

復到宣教的根源，宣教從始至終都是神的宣教。還有，效法神的工作只注目於神以前的作

為，欠缺了神現在和將來的作為。參與神的宣教則不同，不單是效法神以前的工作，也留

意神現在和將來的工作，是對將來有一個開放與有希望的態度
6
。 

  

3. 神在他創造的世界裏的作為 

神的不斷的向外啟示發展，很重要的是在他創造的世界裏、差遣聖子裏、與救贖複

和中經歷得到。 

對世界的看法，福音派教會很容易只看世界為宣教物件，而忽略了神仍然在世界有

作為。很容易在屬靈上看世界是失落的，所以只要傳福音拯救。在日常生活方面，則看世

界有很多災難、貧窮和不公義，所以需要救助、扶貧和秉承公義。但是神不是在世界中仍

有美好的工作嗎？家庭的溫情，社群的和諧，道德的觀念，藝術的美感，理想的追求、公

義的追求等，都可以顯示神的工作。宣教也應該包括認識、明辨與欣賞這些作為7。 



 普世教協最初的神的宣教觀念，就是著重察看神在世界的工作。但是普世教協的錯

誤是只著重這點，結果是教會不再是被神差遣到世界作神的工。相反，福音教會只著重對

世界作神的工，而忽略了察看神在世界的工作。我們需要兩方面的平衡。 

 

4. 神在道成肉身的作為 

 道成肉身是神對人類宣教的終極顯現。在這方面路德派神學有特別詳細的說明。 

聖子進入人類，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林後 5:21）。基督取了奴僕的形

象，並卑微，死在十字架上，使我們得自由豐盛（腓 2:5-8）。這個犧牲引發教會也需要

犧牲性的認同，認同語言文化、世界的痛苦，負起世界的重擔，參與神的宣教
8
。 

 

5. 神在救贖複和的作為 

 神的啟示不單是顯現自己，而且克服他與人類的隔閡，就是救贖複和的作為。巴特

說神的複和工作是向外的表現，在與人類相遇中顯示自己是複和的神。所以教會不可以掩

眼不理會世界的需要與痛苦，而是在世界中對複和的神與人類相遇作適當回應
9
。這是進

入人群，放下控制與施捨的心態，參與神的複和，建立複和的社群
10
。  

 

6. 神的宣教是整全的宣教 

從以上可以看到神的宣教是多方面的，是整全的。這包括佈道、扶貧、醫療、社區

發展、秉行公義、建立和平和諧、保護環境、保護文化、宗教對話、和建立夥伴關係
11
。 

 

7. 神的宣教與處境化 

 道成肉身，聖子完全認同人類，這是教會宣教處境化的根基。道成肉身與犧牲是付

出最大的代價，同樣教會宣教的處境化也要付出大代價。宣教不單是宣傳一個資訊，而是

活在人群中，使福音具體化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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