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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宣教隨筆」談論到神的宣教的意義，今期開始談論神的宣教與神的國。以

前說過因為神的宣教的目的與神的掌權有關，所以神的宣教與神的國是不可分開的。神的

宣教的焦點不是教會或信徒，而是神。因此教會或信徒的宣教是次要，首要是神的工作。

宣教的目的首先不是建立教會，而是建立神的國。有關這點，我們要面對有關神國的神學

問題。神國可以藉著教會顯現，也可以藉著世界顯現，今期討論這兩者的關係。 

 

神國神國神國神國：：：：神掌管世界神掌管世界神掌管世界神掌管世界 

 

 神國可以是對整個創造的掌管。這個掌管是普世的，與教會分開的，是在世界中實

現神的旨意。這個實現是不斷的，到將來會完全實現，所以帶給人類希望。 

 這個實現主要是發生在社會與政治層面，帶來社會轉化。教會可以參與和見證，但

不是唯一參與者。轉化是發生在人類歷史，不局限於教會歷史，因此這個立場被稱為歷史

終末的神國論(historical-eschatological)
1。因為是有關整個宇宙，所以又被稱為宇宙中心三

一神的神國論(cosmocentric-Trinitarian)2。 

 這個觀點認為神藉聖靈在人類與世界中已經工作，轉化人類社會。縱使教會不察

覺，或不參與，神的工作仍然存在。神的宣教就是神的工作，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3。  

 

神國神國神國神國：：：：神藉基督的救贖掌管教會神藉基督的救贖掌管教會神藉基督的救贖掌管教會神藉基督的救贖掌管教會 

 

神的宣教是三一神的宣教，三一神的內在本體包含聖父、聖子與聖靈相互的溝通與

契合。宣教包含溝通與契合，因此作為信徒溝通與契合的教會有很重要的角色。神國顯現

於基督裏的救贖，救贖帶來神在教會的掌權，而信徒歸主便成為教會的肢體。因此神國是

神藉基督的救贖掌管教會4。這個立場被稱為救贖歷史教會的神國論 (redemptive historical-

ecclesiological)5 或基督中心三一神的神國論(Christocentric-Trinitarian)6。 

 

兩者的關係兩者的關係兩者的關係兩者的關係 



 

1. 只接受歷史終末的神國論 

 

 這立場認為神國只是有關創造和人類社會，特別顯現於社會政治，帶來轉化，在人

類歷史上顯現神的掌權。在這立場下宣教不是教會或信徒作什麼帶來神國，而是教會辨識

並欣賞神的作為。教會不需要宣揚救贖的福音7。 

 多年來普世教協採取這立場，包括宣教學者 Hoekendijk8。 

 這個立場有幾個問題。主耶穌說藉著他的來臨與事工神的國近了(可 1:15)。沒有基

督與福音，便沒有神國。另外世界裏雖然有神的工作，但是也有虛假黑暗，只有基督是唯

一的救主，因此這個立場忽略了基督的唯一性。並且社會政治的傳化是一個滿有爭議性的

問題。 

 

2. 只接受救贖歷史教會的神國論 

 

 這是傳統的立場，就是聖子與聖靈被差遣來世上完成救贖的工作，並藉教會見證福

音。這立場不接受歷史終末的神國的宣教概念。 

 支持這立場的包括馬蓋文(McGavran)與哈斯格雷夫(Hesselgrave)
9
 。 

 這個立場是教會的傳統立場，也有聖經的支持。只是在否定宣教包括教會辨識並欣

賞神在世界的作為上，有些過分了。 

 

3. 整合的神國宣教論 

 

 這立場是接受救贖歷史教會的神國論與歷史終末的神國論，作為一個整合的神國宣

教論。這個立場是最適合的立場，但是至今還沒有詳細解釋這兩個立場的相互關係與優先

次序10。 

 從聖經的教導來看，救贖歷史教會的神國宣教論應該是最重要和優先，然後加上歷

史終末的神國宣教論。下期將會更詳細說明。以下是將這些神國的宣教論應用到一個個

案。 

 

艾華樂宣教士的個案艾華樂宣教士的個案艾華樂宣教士的個案艾華樂宣教士的個案 

 

艾華樂(Daniel Everett)是美國宣教士，前往巴西的亞馬遜的 Pirahã 原住民作聖經翻

譯工作。他原本是福音派保守信仰的宣教士，畢業於有名的慕迪聖經學院。從事聖經翻譯

中，他發現那些原住民的語言和文化信仰很特殊，違背了語言學的正統定理，即是所有語

言都是從一根源而來。如果是這樣，便否定了聖經的從巴別塔事件裏單一語言變為多語言

的教導。並且那些原住民沒有歷史觀念，很快樂滿足的生活於現今情況。他們也沒有罪惡

的觀念，對基督救贖完全沒有興趣。這些特殊的語言和文化情況帶給艾華樂極大的衝擊，

使他放棄宣教的工作，甚至放棄信仰，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他回美國後成為大學教授，並

被認為最重要的語言學者之一11，但可惜是失去最重要的信仰了。 

 有些學者提議遇到這些民族，艾華樂可以從一個宣揚福音的宣教士變為一個道成肉

身的宣教士，住在這民族中，認同他們，肯定他們，找出神在他們當中的作為，參與這些

作為12。這個是典型的歷史終末的神國宣教論。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找出一個更適合



的回應，就是整合的神國宣教論。這民族有很多優點，可以肯定是神在他們當中的作為，

但是更重要的是救贖歷史教會的神國宣教。我們沒有在這民族中生活過，沒有直接的經

驗，但是從艾華樂的形容中，已經可以窺見他們並不是完美的民族。譬如有一個女人在她

男伴侶不在時與另一男人私通，後來被發現後，男伴侶很大打擊，只是民族社群沒有採取

什麼行動13。這裏已經看到他們的罪惡與後果，仍然需要主耶穌的福音救贖。整合的神國

宣教論是符合聖經很重要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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