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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提到天涯咫尺化（glocalization）的觀念。今期更詳細談論天涯咫尺化與文化

的關係。首先說明天涯咫尺化的意思，然後天涯咫尺化帶來的三種文化反應，就是抗衡全

球化文化、統一全球化文化、與不同程度的文化混雜。因為文化混雜比較複雜，所以留待

下期才談論。 

天涯咫尺化天涯咫尺化天涯咫尺化天涯咫尺化 (Glocalization) 

 天涯咫尺化可能是前索尼總裁森田首先提出，原意是兩方面看，1即是看天涯（全

球）和咫尺（地方）兩方面。羅拔臣 (Robertson) 為了適合全球化現象，用這名詞來取代

人類學常用的文化散播。這名詞符合全球化的現象與地方文化的互動，2說明個人和社團

對全球化的理解。 全球化帶來地方化，也被地方化影響。兩者是相互影響，全球化包含

地方化成分，地方化也包含全球化成分。天涯咫尺化不單有關地域，也與天涯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 和咫尺的獨特性 (particularity) 有關，並且與全球化的同質化 (homogenization) 

和地方性的異質化 (heterogenization) 有關。3 

 天涯咫尺化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名詞，也是複雜容易誤解的名詞。本身是說明全球

和地方的互動與共生 (symbiosis)，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但是有些人誤解了，將這名詞作為

一個地方人群吸納全球符號、行為和產品的過程，甚至提倡現在的地球已變為平了，每處

都是一樣，再沒有地方文化的獨特性了。地球已變為平的名詞首先由 Thomas L. Friedman

提出，
4
他的原意是世界各處的人都可以有同一平臺來連接、競爭和合作。

5
事實上

Friedman 認為地球變平更能帶來多元文化。
6
但是很多人卻誤解以為這概念帶來各地方的



文化都變為相似了，每處都是一樣，再沒有地方的獨特性了。這是個錯誤，7但是地方的

文化色彩的確可以藉著全球化影響全球，這樣就帶來三種文化反應，就是抗衡全球化文

化、統一全球化文化、與不同程度的文化混雜。8以下談論首兩個反應。 

抗衡全球化文化抗衡全球化文化抗衡全球化文化抗衡全球化文化 (Differentialism) 

 抗衡全球化文化的觀念， 是說當地方文化藉著全球化散播至其他地方時，可能後

者阻礙這散播，因為文化有頑強持守力。這並不是說文化完全不受影響，但是只是外表的

影響，文化的核心不會受全球化影響改變。9因此縱使有全球化的情況，重要文化仍然持

續。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0他提出文化是有

獨特性，互不相容、彼此敵對的，最後只有帶來文明衝突。這是出自文化基要主義，是錯

誤的理論。
11
另一方面，抗衡全球化文化的確可能會出現，例如以前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抗衡西方影響。當然這裏所說的全球化文化不是一個文化系統，而是一些文化特質，越來

越對全球有影響力。有關這方面在以後的宣教隨筆會更詳細談論。 

統一全球化文化統一全球化文化統一全球化文化統一全球化文化 (Convergence) 

  如果地方文化沒有抗衡全球化文化，或是抗衡全球化文化的阻礙力弱，而全球化文

化的散播力強，便帶來統一全球化文化。在這情形下，各地方的不同文化被改變，越來越

變為相似。12提倡這論說的學者並不是說地方文化完全改變了，或是全球的文化都是同

一，因為每個地方文化都仍然保存一些特質，只不過各地的文化越來越相似。13
 

 這些全球化文化特徵可以從國際非牟利組織看到。它們都有相同的特徵，例如普世

價值的接受、個人主義、組織理性化（在全球用有目的和有理性的步驟來組織）、理性化

進展（藉著經濟發展、公義與個人實現）與世界公民概念（有人權和對世界的義務）等。

14
 

 統一全球化文化的一個顯著例子就是李澤 (Ritzer) 提出的麥當勞化 

(McDonaldization) 。這是麥當勞公司的營業延伸佔領全球的步驟。不單指全球每個角落都

有麥當勞店鋪，並且它的營業原則延伸至全球。15共有五個原則如下。16
 

1. 有效率 (efficiency) 



 有效率就是用最省錢和最快的方法達到步驟的下一點。對顧客來說，就是從肚餓到

飽足。對員工來說，就是有效的按著預定的步驟來作。 

2. 可以計算 (calculability) 

 賣出的產品可以用數量計算，例如容量、價錢與用的時間。數量與品質同等，快速

的賣出產品表示良好質素，越大越多就越好。 

3. 可靠可測 (predictability) 

 無論什麼地方或什麼時間產品和服務都能夠保持水準，就是可靠可測。顧客喜歡麥

當勞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可靠可測，不需要顧慮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 

4. 控制 (control) 

 控制的物件包括顧客和雇員。藉著排隊、有限的食品供應與不舒服的座位使顧客儘

快食完離開。雇員接受同一的訓練，要嚴嚴跟著有限的步驟。經營者和檢查員是使雇員就

範。 

5. 理性制度的非理性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rational) 

 第五個原則其實是負面的，就是整個理性制度卻可能帶來非理性的後果。麥當勞化

可以帶來效率差、計算錯誤、不可靠可測與失去控制，也可以帶來虛假的友善、不衛生和

環境破壞。麥當勞化可以令雇員成為機械，失去人性與創造力，也使顧客的胃口千篇一

律，不能享受到豐富美食。 

 麥當勞化可以帶來無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無是沒有內容的形式。如

果有特定內容，其他群體可能拒絕這內容。因為沒有內容，所以比有內容的形式更容易傳

遍全球。一個好的例子是大型商場，本身沒有內容，由每地決定商場內有什麼店鋪。李澤

指出全球化中的四種無。第一是無地方 (non-place)，即是沒有內容的地方，例如大型商

場。第二是無物件 (non-thing) ，例如信用卡，所有信用卡都是同樣功能與運作方法，沒

有獨特色彩。第三是無人 (non-people) ，是無地方的雇員，例如電信市場推銷員，對任何



顧客都用同樣推銷方法。第四是無服務 (non-service) ，例如銀行提款機，由提款人服務自

己。17 

宣教含義宣教含義宣教含義宣教含義    

 天涯咫尺化帶來抗衡全球化文化與統一全球化文化。這引起至少三個宣教應用。 

1. 面對天涯咫尺化 

 天涯咫尺化帶來的一個誤解就是地球已變為平了，上文已經指出這是錯誤的觀點。

因為這個誤解，宣教士可能以為全球各處都很相似，特別是城市。全球城市的確有很多相

似的地方，特別與鄉村比較，
18
但是每處的城市都有她的文化特色。因這誤解，宣教士以

為不再需要處境化了，用同一方法宣教就有效了，這是錯誤的。 

2. 面對抗衡全球化文化 

 在這全球化世界裏，宣教士不要以為全球各地都接受全球化文化的影響。有些群體

可能拒絕甚至攻擊全球化影響，特別是西方的影響。他們可能敵視西方人，抵擋宣教士帶

來的西方基督教，甚至逼迫教會。所以宣教士要小心留意，儘量擺脫西方文化色彩，處境

化福音與信仰。 

3. 面對麥當勞化 

 李澤在理性制度的非理性中指出麥當勞化的弊處，例如虛假的友善、不衛生、環境

破壞、使人成為機械、失去人性與創造力等。 

 德仁 (Drane) 論述美國（或其他現代化）教會的麥當勞化中有精闢的批判。他針對

麥當勞化的首四個原則，指出當中的弊病。 

 第一是有關有效率。教會喜歡理性化系統，應用到教會生活每部分。教會以節目為

主，精心安排每個節目如崇拜，將大部分資源放在節目上，信徒的事奉只限於參與節目。

節目都是一律的，好像麥當勞食物一樣。但是速食只提供有限種類、有限營養，並且失去

新鮮感後信徒便會離開到別處尋找另外新鮮的。預定的屬靈操練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每個

人的靈程都是不同的，生命不是有條理的，預定的答案不可以滿足所有人。19 



 第二是有關可計算。教會避不開數位的 誘惑。數字有它的作用，可以作為衡量屬

靈光景的一個指標。但是數字的作用是很有限的，甚至可能指錯了東西，隱瞞了真正問

題。教會是以人為對象中心，不是人數、錢財數目、教堂大小、節目多少等。人數增長需

要更大堂址，為了增建要籌募更多錢，因而要用更多行銷方法，這樣教會的資源和精力都

放在這些事情上，忽略了人的建立、關係的建立，並且形成一個循環系統，擺脫不了。在

屬靈成長上，過分數位化只有帶來阻礙。門徒訓練不是一個節目，而是透過人際關係，需

要時間、操練和冒險，數位不可以表達這些。20 

 第三是有關可靠可測。很多信徒的確是追尋可靠可測，但是也有很多非信徒不喜歡

千篇一律，並且這可靠可測可以阻礙冒險嘗試，教會失去創造力。可靠可測可能使教會事

工一律化，門徒訓練和生活方式都同一化，用同一標準來量度屬靈成長是錯誤的。可靠可

測也驅使教會採納別人的成功模式，沒有思考明辨就全部採納，忽略了自己的特殊處境，

結果只有失敗。21
 

 第四是有關控制。神的工作與屬靈成長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如果佈道方法都是千篇

一律，呼召方法也是一律，在不同處境是無效的。另外，過分控制帶來尊權獨裁的領導方

式，破壞了不少教會。
22
 

兩期前的宣教隨筆提到很多美國的基督教事工方法全球化，例子包括三福佈道方

法，柳溪協會 (Willow Creek Association)，與標杆人生 (Purpose-Driven Ministry)。並且主

要世界的一些超型的教會也輸出他們的方法。一方面，因為全球化這些方法可能適合一些

群體。無可否認，這些方法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被接受，並且有相當的效果。另一方面，這

只不過是片面看法，並不表示不需要跨文化事工和處境化事工了。因為這些方法只適合少

數人，大部分人可能不明白或不接受。他們可能抗衡全球化文化，或者是接受不同程度的

文化混雜。 

最後，德仁對教會的麥當勞化的批判適用於普世宣教。因此宣教士要小心採用這些

方法，明辨什麼情形下用這些方法，什麼情形下要處境化這些方法，甚至不用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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