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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文文文文  章章章章 

 

 

 

服侍服侍服侍服侍中國國內遷徙人群中國國內遷徙人群中國國內遷徙人群中國國內遷徙人群：：：：動機動機動機動機、、、、途徑與方法途徑與方法途徑與方法途徑與方法 

溫以溫以溫以溫以諾諾諾諾、、、、Joe Dow 

 

I.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1.1 目的和進路 

    本文與之前所發表的論文有所不同，既不是介紹散聚宣教學與傳統宣教學的異同，1

大範圍地一般而論華人的遷徙僑民，2也不是以美國城市中心為討論華人遷徙的範圍，而

是探討在中國國內城市的遷徙人群。3本論文研究的目的是：首先分析中國國內遷徙人群

所面臨的一些問題，然後思考教會對此可能作出哪些回應。 

    本論文將主要是從溫以諾教授(後簡稱「溫氏」)在中國僑民遷徙問題上長達數十年教

學/培訓中，以及 Joe Dow 與中國國內外來民工人群八年的個人經歷與親密友誼中所做出

的觀察，作出反思性的探討。每個部分都將包含以個人故事為形式的「個案研究」，以此

說明外來民工面臨的困境，以及在他們中間開展事工的潛力。此外，我們將查考馬太福

音，以此汲取亮光來明白基督的心和教會的責任。為了使其更有可讀性也更個人化，個人

故事均以第一人稱「我」進行敍述。 

    在服侍中國國內遷徙人群方面，我們將運用溫氏的「跨學科研究法」（Wan 2003. 參

附註）來處理這一主題性內容，從而思考教會在動機、途徑和方法這三個更廣的範疇內，

可能作出哪些不同方面的回應。 

  

                                                 
1
 Wan, Enoch. “Rethinking Miss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Exploring a New Direction.” Global Missiology, Research Methodology. 

October 2003. www.globalmissiology.net. 
2
 Enoch Wan, “Mission among the Chinese Diaspora - A case study of migration & mission” Missiology, Jan. 2003. 

3
 Wan, Enoch and Anthony Francis Casey, Church Planting Among Immigrants in US Urban Centers: The Where, Why, and How of Diaspora 

Missiology in Action. IDS-USA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 Portland, OR. 2014 



 2 

 

圖圖圖圖 1 - 服侍散聚人群的服侍散聚人群的服侍散聚人群的服侍散聚人群的“CORRECT”進路進路進路進路 

 

 

 

 

 

 

 

 

1.2 關鍵術語的定義 

為清楚起見，下面定義了兩個關鍵術語： 

•個案研究 —— 對某一從真實生活情境中所選擇的現象、項目、計劃等的深入研究。 

•中國國內遷徙人群 —— 遠離家鄉居住在中國國內其他地方的外來民工。 

 

II. 中國國內遷徙人群的背景中國國內遷徙人群的背景中國國內遷徙人群的背景中國國內遷徙人群的背景 

        2010 年，中國城市人口有史以來第一次超過農村人口。預計到 2030 年，農村 80％/

城市 20％的歷史性人口比例數字將被逆轉，這一切都完全順應中央政府積極的城市化戰

略。中國前所未有的人口分布變化與快速的城市化，一直伴隨著深刻的社會壓力，使全國

數百萬家庭分離，也使未披露具體數量的人口，被剝奪了完整教育和醫療保障。 

        從外部觀察來看，瞭解當今外來民工的政治和社會背景是有幫助的。 1958 年，毛澤

東建立了戶籍制度，作為追蹤中國所有公民，防止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的一種方法。所有

社會服務，如醫療和教育都與戶口相連；病人的治療、孩子的教育都將在他們的家鄉，也

就是戶籍所在地才能得到。 當 1979 年經濟改革時期在鄧小平領導下開始時，外資工廠和

企業成千上萬地湧現，所有這些都需要廉價勞動力來從事建設、生產和維護。未受過教育

的農村人口開始湧入沿海地區，尋找建築工地和工廠裝配線上技能簡單的勞工、保安員和

清潔工，廢品回收和水果銷售等等工作。 

        在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最初的外來民工浪潮 —— 似乎是一夜之間 —— 將沿海城市

轉變為特大城市；並使北京、上海、武漢和廣州等原本已經是大城市的人口進一步膨脹。

# 服服服服 侍侍侍侍 散散散散    聚聚聚聚    人人人人    群群群群    的的的的 進路進路進路進路 

1 Compassion憐憫 

2 Obedience順服 
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3 Relationships of grace恩情關係 

4 Reality of Community社群實情 

5 Empowerment授權 

途徑途徑途徑途徑 

6 Christian multiplication基督徒增長 

7 The full-circle完整循環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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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三十年後，有三億農村人口已經離開家園，到在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總體中尋找自己

那微薄的一份；並為世界上最火熱的經濟體提供引擎的動力。然而，外來民工為此付出的

代價卻很高昂。首先，中國尚未改變過時的戶籍制度（儘管許多人呼籲它的取消），使外

來民工家庭無法獲得教育和醫療保障，許多家庭是逼不得已彼此分離，一個三口之家（父

母和一個孩子）彼此完全地分開生活的情況亦屢見不鮮；而因為父母雙方都各自在不同的

城市工作，孩子在家鄉則由親屬照顧。此外，雖然農村的教育條件正在改善，但幼年時已

輟學到城市打工的孩子，幾乎得不到父母的引導，他們婚姻前景不佳的情況仍然很普遍。

許多農村本身已經成為只有老人和留守兒童的被遺忘角落；更有甚者，由於外來民工和城

市居民共同生活在城市中，大多數外來民工皆能道出他們被更富有和更「高大上」的鄰舍

歧視的經歷；還有無數的外來民工只憑口頭合同工作而得不到承諾的工資，卻無法訴諸法

律維權的故事。 

        外來民工儘管有著這些艱難，他們仍然被尋求更富足的生活和更美好未來的希望所驅

使，繼續來到大城市。目前尚不清楚「外來民工現象」將會持續多久。現在國家已經制定

了一項國家戰略，鼓勵在低層次城市發展工業，使更多的外來民工能夠在離家鄉更近的地

方找到工作。但是，「定居中國」的過程預計需要很多年才能實現，因此，外來民工社區

的需求和在他們中間潛在的事工機會，仍將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III. 服侍中國國內遷徙人群的動機服侍中國國內遷徙人群的動機服侍中國國內遷徙人群的動機服侍中國國內遷徙人群的動機：：：：同理心與順服同理心與順服同理心與順服同理心與順服 

        在馬太福音中，在耶穌預備祂的門徒接受最後的大使命的過程中（28:18-20），祂是

以同理心之道訓練他們。馬太在寫下導言（1:1 - 4:16）和呼召第一批門徒（4:17-22）之

後，就將耶穌的門徒訓練過程圍繞在祂對人群的關注上展開。 

 

� 關愛人群（4:23-25） 

• 門徒訓練，第一部分：登山寶訓（5-7） 

• 門徒訓練第二部分：十個神蹟（8-9） 

� 關愛人群及實踐（9:35-38; 18-28） 

• 門徒實踐，第一部分：大誡命 (22:37~40) 

• 門徒實踐，第二部分：大使命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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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自己的動機在這個段落末尾以 9:36 表達出來：「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這節經文描述了耶穌在人群中所看到、所感

受並瞭解到的一切。祂同理心的感受（祂所感覺到的）源於看到了人群，並瞭解他們的困

境。 

        要同感基督的同理心，就需要看到基督所看見的，瞭解基督所瞭解的。在第八章和第

九章中，耶穌或是通過與人交談，或是觸摸他們，來醫治人們的疾病，祂把自己近距離地

帶入與組成人群的每一個個體之間的交往之中。在這些個人中間，祂發現了無數的需求，

而這些需求使耶穌能夠看到人們實在是「困苦流離」（字面意思是「活剝皮膚」）和「無

助」（字面意思是「被拋棄」），是柔弱的羊群處在一個敵意的世界中。關於耶穌的最初

描述之一，是引自彌迦書第五章 2 節（見馬太福音 2:6）：「……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

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在馬太的敍述第九章結尾，我們看到這牧者之心，從祂體諒人

群中的廣大需求中表現出來。要同感基督的同理心，要求門徒實實在在地與窮人接觸，但

城市基督徒和外來民工之間的鴻溝的確很大，事實證明跨越這個鴻溝的確是不容易的。 

        中國的城市教會與外來民工教會很不相同。前者主要由中產階級和受過教育、有獲得

更高收入潛力的基督徒組成；後者則由更貧窮、沒有受過教育者組成，一般來說代表著農

村文化。雖然城市教會擁有能夠滿足城市貧民需求的資源，但很少能夠發現有城市教會的

基督徒與外來民工建立有意義的關係。阻礙這一鴻溝的跨越，是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

和神學的四個障礙。首先，自 1949 年以來，所有中國人都在一個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國家

的政治現實中長大，並被賦予毛澤東的「鐵飯碗」願景，保證國家會照顧他們。儘管中國

已經成為一個實質上具有某種資本主義色彩的國家，其貧富差距甚至與美國不相上下，然

而中國的大多數公民，包括富有的基督徒，仍然認為滿足窮人的需求是政府的職責。其

次，社會障礙也存在於對家庭的傳統理解中；歷史性地說來，中國人認為有責任幫助家

人，但對陌生人的需求卻不感到有甚麼責任。第三，城鄉之間存在極大的文化鴻溝。城市

基督徒告訴我，他們與其他國家的人交往，比自己國家的農民更容易。最後，在過去的幾

十年裡，有一個被稱為「福音中的盼望福音中的盼望福音中的盼望福音中的盼望」的資訊在中國被宣揚，這種傳揚福音的方式強

調靈魂的重要性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幾乎從不提及基督對人們肉身需要的關注。在這樣

一個福音滋養下成長的城市教會所面臨的神學障礙是，他們就是根本沒有任何激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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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學上的理由，來走向和擁抱貧窮的陌生人。作為基督徒，我們是住在上帝國度之

中，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解決神學上的障礙，並對上帝對全人的關注加以教導。 

        為此，城市基督徒的屬靈生命塑造，必須包含這樣的部分，就是通過進入外來民工的

世界，從而在基督的同理心中得到自身屬靈的滋養。在我個人的經歷中，正是通過與這些

來自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們建立友誼，使自己得以在分享基督的同理心中成長。在北

京，我住在一個相當豪華的公寓裏，來自香港的朋友們都很稱讚。大多數其他住戶都是駕

駛高級轎車的富商，但保安人員都是來自農村的年輕人，大多數都是二十歲出頭的。他們

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甚至就連這樣的工資也經常被管理公司以某些非常輕微的違規行為

為藉口隨意克扣。他們被安置在地下停車場旁邊的一個宿舍區：大約十二個人住在兩個混

凝土鑄成的、潮濕和沒有窗戶的房間裏。 

        在這些保安中，有一位來自附近河北省農村的二十五歲郭宏。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

住在他的家鄉，郭宏將他的每月大部分工資寄回給他們，儘管他經常抱怨他的妻子花錢比

他賺錢還快。我們花了幾年時間培養我們的友誼：我曾拜訪他們和他們宿舍裏的其他保

安；郭宏也會偶爾來公寓找我。雖然我們最終都要離開北京，但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

繫，並且總是把我稱為「哥哥」。他到過各地(包括內蒙古、福建和江蘇等不同省份)的建

築工地工作，通常住在每個地方一年或兩年，並繼續將他的大部分收入寄給他的妻子。然

而，兩年前，他發現妻子已經長期出軌，並一直用他的收入來供養另一個男人。郭宏現已

離婚，他的父母正在照顧他兒子。他現在是一個單身男人，繼續在建築工地工作，目前在

南京附近，每年看兒子一次。郭宏是三億「外來民工群體」中的一個，而他們每個人都有

一個值得講述的故事。 

        另一位年輕的朋友是來自河南省的小範，他在我家(北京)附近開了一家小麪館。最初

只是他店裏的顧客，但是當我幫助調解了他和十八歲的廚房幫工之間的糾紛後，我們便成

為了好朋友。在三十歲的年紀和單身狀況下，小範的收入足以維持自己的生活，並給農村

裏的退休父母寄回一點錢。三年前，他關了北京的店鋪，搬到南京住了兩年，開了另一家

麪館。一年前，他又關閉了那家店鋪，回到北京開了一家新的麪館。小範現在已經三十多

歲了，並且被他難覓妻室、婚姻無望的現實所困擾。他就像成千上萬外來民工中的年輕人

一樣，拼命想要儲蓄足夠的經濟實力使他成為「可嫁之男」，卻徒然無奈坐視青春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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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郭宏、小範等人的友誼讓我進入了外來民工的世界，並使我得以基督的同理心服

侍他們。通過進入他們的世界，我得到了一個機會去以基督的方式「看見和瞭解」，見證

他們所面對的壓力；並因此更加敏銳地知曉這些柔弱的羊是何等需要牧羊人。我們如何才

能跨越富裕的城市基督徒和外來民工之間的關係鴻溝？我們怎樣才能幫助城市裏的基督門

徒看到，並瞭解他們農村裏的同伴的困境，以便他們能夠學到基督的同理心呢？ 

多年來，我們一直致力於引導人們跨越社會 —— 經濟的鴻溝。動機有兩個方面 —

— 同理心和順服 —— 是以一種「二十二條軍規」的方式彼此相關，並列出二者在時間上

的先後次序。為了體驗基督的同理心，我們必須在對基督的順服中「過街」，並作出瞭解

我們的鄰舍的選擇。這最初的順服是走向同理心的第一步，而這同理心又將成為在進一步

的順服中堅忍下去的激勵與動力。 

 

IV. 服侍中國國內遷徙群體的方法服侍中國國內遷徙群體的方法服侍中國國內遷徙群體的方法服侍中國國內遷徙群體的方法：：：：恩情關係與社群的真實恩情關係與社群的真實恩情關係與社群的真實恩情關係與社群的真實 

        在溫以諾著的《恩情神學－跨科際研究與應用作者》4中，有下列數項關鍵詞介定 

� 「恩情」與「恩典」—「恩情」(ēn qínɡ) 就是「恩惠情誼」，是源自「恩典」 

(grace) 又具體地把「恩典」落實於有位格者的互動及相應關係中。 

� 「恩情運作」—有位格者互動的關係及連帶結果。包括可察覺或感受的現象或處

境，和、理解及連帶的結果。 

� 「恩情神學」—是系統性地探察、研究「恩情」的本質、現象及處境的系統性神學

反思。具體地以神向人顯出的縱向恩情關係 (gracious/unmerited relationship) 為軸為

首，及後橫向的受授過程，包括受恩者，把所領受(縱向上而下)的恩情，橫向傳授/ 

 

在馬太福音中，外邦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於第一世紀的猶太人來說，外邦人就是外

人，傳統的和忠誠的猶太人從來不會考慮與外邦人一同吃飯或訪問外邦人的家。當耶穌預

備祂的猶太門徒們承接，事實上就是要他們去到外邦人中的最大使命時（馬太福音 28:18-

20），祂必須以天國文化開啟他們明白天國之道，因為天國就是一個所有「外人」都受到

歡迎的地方。在馬太福音的前幾節經文中，在以色列君王的家譜中我們發現四位外邦女

                                                 
4溫以諾、《恩情神學－跨科際研究與應用作者》天道徒‧書館 eLibrary 2016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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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彷彿突兀卻毫無愧疚地進入了福音故事。第一批朝覲耶穌的人是一群外邦的東方博士

（2:1-10），而在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後第一個承認祂是神的兒子的，是一個羅馬百夫長

（27:54）。當耶穌責備祂最親近的門徒「小信」（8:26， 14:31）的時候，唯一被祂宣稱

擁有「大信心」的卻是一些外邦人：一個羅馬軍官和一個迦南婦人（8:10，15:28）。耶

穌在祂受難的那一週，在聖殿中所講述的三個比喻 —— 兩個兒子、葡萄園和婚宴

（21:28-22:14） —— 都指出外邦人將被歡迎進入上帝的國度。在整個馬太所講述的猶太

風味的福音故事中，外邦的「外人」是被積極地呈現出來的。 

        耶穌是在外邦宣教塑造門徒的過程中，而這樣的宣教使命需要門徒重新定位自己與

「外人」的關係。這種「我們對他們」的心態不僅在第一世紀的猶太教中佔有主導地位，

而且也不可磨滅地烙印在全人類的心靈中。然而在基督正在開啟的神國中卻將無處可容。

我們在每一個遷徙發生的地方看到這種思維方式， 事實上，就在撰寫本論文時，許多國

家正在思考如何應對敘利亞（穆斯林）難民。遷移到城市的中國農村人口實實在在地是

「外人」，他們正是神國子民必須對其敏感的人。作為基督的追隨者和祂的神國的百姓，

我們明白基督擁抱「外人」的渴望。 

        至於外來民工本身，除了缺乏醫療和教育等體制的資源外，能夠感覺到的最大需求可

能就是對社區和歸屬感的無形需求。在典型的中國鄉村生活中，幾代人是在一個延伸家庭

的關係網絡中共同成長。過去三十五年來人口的移動已經撕裂了這種家庭體系，將人們遺

落在城市中，過著孤立和疏離的生活；而留在村裏的老人則被剝奪了如同他們曾經照顧自

己長輩那樣被晚輩照顧的可能。 

        社區中心是教會可以藉此提供「恩情關係」和「社區真實」的一種途徑。Joann 出生

在北京（因此擁有一個北京戶口），在完成她在中國的學士學位後，便去了美國做研究生

工作。在那裏，她完成了三個碩士學位，更重要的是，她遇見了基督，並接受了良好的門

徒訓練。當她回到中國的時候，她相信實際上是基督把她帶著使命，被差遣回到她的祖

國。 Joann 已經瞭解到有數百萬外來民工湧入她的家鄉北京，並思想是否這可能就是基督

呼召她去服侍的人群。作為一名有三個碩士學位、英語流利、擁有北京戶口的成功女性，

她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份高薪工作。相反地，她選擇尋找貧困的外來民工學校，並為那裏

的孩子們教授英語，工資只及她真正有可能掙得收入的極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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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來，Joann 與一個原本是來自貧困農村家庭的外來民工約書亞結婚。2010 年，

他們在北京郊區一個約七萬人的外來民工群中開設了 Agape 社區中心。這個中心以多種

方式服侍家庭。首先，對於父母都在工作的學齡兒童來說，這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放學後可

以去的安全地方。來自附近大學的志願者每天輔導放學後的孩子，以微小的幫助彌補打工

子女教育品質上的不足。其次，它的作用如同社區共同的「家庭活動室」，有乒乓球桌、

檯球桌，閱覽室和遊戲室等，所有年齡的人，都可以找到脫離狹窄生活環境的去處。第

三，Agape 通過影視之夜、定期郊遊和特別慶典等，將家庭聚集在一起。此外，在中秋節

和聖誕節期間，該中心又會特別為家庭舉辦活動；每年，外來的志願者團隊會在中心舉辦

夏令營。在營會的最後一天，父母和孩子們會在某個地方度過難忘的一天，比如水上樂

園。 

        Agape 已經能夠招募一些穩定的大學志願者，但到目前為止，在招募城市教會的參與

中並不成功。雖然有幾位當地牧師表示有興趣，但在近六年的運作中尚沒有地方教會參

與。 

        除了以社區為中心的方法之外，外來民工教會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關係連結。這些年

來，我與許多外來民工教會植堂者成為親密的朋友，他們直到最近兩年，才能迅速地開拓

許多教會。最近中央政府的政策，使外來民工更難在城市居住，導致教會增長顯著地放

緩。然而，遍佈整個城市外來民工區的數百個教會，提供了流動人群建立人際關係的可能

性。 

 

V. 服侍中國遷徙人群的方法服侍中國遷徙人群的方法服侍中國遷徙人群的方法服侍中國遷徙人群的方法：：：：授權授權授權授權、、、、基督徒倍增和完整迴圈基督徒倍增和完整迴圈基督徒倍增和完整迴圈基督徒倍增和完整迴圈 

        馬太福音的目標是最後的差傳（大使命），基督的權柄和使命在其中成為普世範圍。

在最後的大使命中，「所有」這個詞使用了四次，以表達基督的立場（「所有的權柄」）

和同在（「常與你們同在」），以及他們事工的範圍（「萬民」和「凡我所吩咐的」）。

馬太福音的整個中心是宣教性的，是耶穌如何預備祂的門徒把祂的資訊和祂的國度帶到全

世界；相應地也讓這個世界做好迎接最後審判的準備的故事（第 24-25 章）。耶穌在祂被

賣和受死之前，最後所講的關於末世的比喻，啟示出神國的子民是以對「小子中最小

的」—— 就是那些餓了、渴了、赤身露體和在監裏的人們所施予的全人關懷為標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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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億萬人群的持續遷移 ——「流動人口」—— 是在今日之世界實現基督的全球性

使命最好的載體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將中國僑民描述為遍布全世界的沙子。今天的國內

遷徙人群就如散布在全國各地的沙子，而基督徒作為這些流動人口的一部分，更像是種子

而不是沙子，將神國的生命和光帶到他們所被散布的地方。 

斯蒂芬是一位四十歲的植堂者，原居河南，現居北京南部。八年前，他帶著妻子和

兩個孩子來到這個城市，找到了一份工作，供養他的家人，並開始分享福音。在此之前的

幾年，斯蒂芬曾就讀於家鄉一所聖經學校，從那時起，他意識到他的人生使命不僅止於以

工作來養家。在搬到北京後的兩年內，因著他和妻子為福音作見證的結果，斯蒂芬已經開

拓了兩個教會。他辭去了工作，集中精力建立不斷增長的基督身體，迄今已經建立了六個

教會。這些年來，他一直在穩步培訓同工，來協助他關顧不斷增長的羊群。 

        在過去兩年中，北京政府頒布了一些政策，迫使許多外來民工離開城市。有些人正在

轉去其他更歡迎外來人口的城市；有些人正在返回他們的原籍省份，選擇在靠近他們自己

家鄉的更小型城市裏定居。斯蒂芬發現這是一個差派他的群羊的機會。他花了數年時間裝

備他們，現在他將他們送到其他地方去植堂。今年，他的兩位最親密的同工已經被教會差

派，也已經在他們自己家鄉附近開拓了新的教會，一個在河南，另一個在湖南。從授權到

倍增，宣教已經成為了完整的迴圈。 

        中國國內遷徙人群的宣教潛力的另一個例子，可以兩位同工摩西和葛列格里的例子加

以說明。兩人現在都是三十多歲，都已在北京開拓教會十多年。他們青少年時期在河南和

安徽交界處附近的一所鄉村聖經學校裏彼此相遇，這所學校已經開辦了十五年。每年都有

年輕人從那所學校畢業，其中有些人成為了全職傳福音者或教會工作者，但大多數人都遷

移到城市裏去工作。數百畢業生已經分布在中國各地，從最西北的新疆到東南的深圳，和

其間幾乎每一個主要城市。有些人生活在貴州的少數民族中間；另一些人則在烏魯木齊附

近的維吾爾族穆斯林中。 

        在過去的一年裏，摩西和葛列格里到中國各地旅行，去訪問這些從他們家鄉來到這裏

的移民。他們目前正在組建領導團隊，並制定計劃，更好地裝備這些人，使他們在基督差

遣他們所去到的地方使人作門徒和開拓教會。作為同鄉，這些人大多彼此認識，共用同一

「身分」，並且非常願意成為這樣一個「宣教團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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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通過使用溫氏的 ”CORRECT” 為進路，我們嘗試將動機、途徑和方法與馬太福音的

宣教性主旨聯繫起來，描述往中國內部遷徙人群之中的宣教挑戰，以及來自這個人群的宣

教潛力。萬民的大規模流動已經為神國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並已成為傳揚福音的重要載

體。 如果城市教會被基督的同理心所培育成長，並願意接納外來人口，遷徙人群宣教將

會有更大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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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註註註註 ————温氏治温氏治温氏治温氏治學學學學五要五要五要五要5
 

 

温氏治温氏治温氏治温氏治學學學學五要五要五要五要： 由温以諾 (Enoch Wan) 教授倡導的跨科際综合研究法，按優先次序

排列，如下图一所列，共五有個步骤：聖、神、理、境、用（“STARS”）  

      图一 溫氏治學五要溫氏治學五要溫氏治學五要溫氏治學五要Wan’s Way of Integrative Research (“STARS”) 

 

五項條件五項條件五項條件五項條件 - 按優先次序按優先次序按優先次序按優先次序  CRITERIA – priority order 簡易記憶法簡易記憶法簡易記憶法簡易記憶法 

“STARS” 

1. 合乎聖經真理合乎聖經真理合乎聖經真理合乎聖經真理    Scripturally sound 聖聖聖聖   S 

2. 具備神學基礎具備神學基礎具備神學基礎具備神學基礎    Theologically Supported 神神神神   T 

3. 具有整全理論具有整全理論具有整全理論具有整全理論    Analytically Coherent 理理理理  A 

4. 適切處境適切處境適切處境適切處境            Relevantly contextual 境境境境   R 

5. 具體實用具體實用具體實用具體實用            Strategically practical 用用用用   S 

并且这五点考量的先后次序不能随意變化，一定是前以聖经為考量准则，也是最重要

的；其次再进行神學考量，最后才是實用性的考量。即以聖经為本、實用為末的考量，若

是本末倒置的實用主义，对基督信仰来讲则是后患无穷。所以，有下图二、图三作為“温

氏治學五要”的必要说明 

图二「出於聖經」與「合乎聖經真理」比較 

「「「「出於聖經出於聖經出於聖經出於聖經」」」」(BIBLICAL) 「「「「合乎聖經合乎聖經合乎聖經合乎聖經真理真理真理真理」」」」(SCRIPTURAL) 

聖經中記載/報導  聖經真理所要求 

聖經中的先例：  

非成肉身與默示的「道」所指定的 

聖經中的原則： 

成肉身與默示的「道」所指定的 

特定的時、空 超越時、空 

特定的文化背景或處境（特殊性） 無特定的文化背景或處境（普遍性） 

 

                                                 
5
 張軍玉、「综合性反思温氏宣教神學」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五十三期 Vol 1, No 16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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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出於聖經」與「合乎聖經真理」的研究方向 

 

 跨科跨科跨科跨科際際際際综合研究法综合研究法综合研究法综合研究法：此方法论的前设是：人類所處環境及所經歷的一切，既是多處境(包

括靈界、動物界、自然界)、多層面(個人及團體) 、多向度(知識、情感、意志) …等，既複

雜又混雜的存在實況，採用單一學科的進路，或採用單一種研究法進行，易犯瞎子摸象、

以偏蓋全的陋習。應該系統又學術性地，按步就班作跨科際綜合研究 (inter- 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及探討（investigation），善用不同學科的相異點及

銜接處，取長補短地進行研究。遠自 1993年溫以諾已極力宣導跨科際綜合研究法，始於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博士課程，講授研究法及指導博士論文八年，其後在現職

的 Western Seminary ，在跨文化研究博士及教育學博士兩項課程中，積極介紹及示範此研

究法十多載。由博士論文用中、英文成書出版的，亦已十多本。過去廿年來就此課題，出

版的中、英文的專文亦有多篇 

 

 

全文完全文完全文完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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