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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日本宣教困難的背景因素日本宣教困難的背景因素日本宣教困難的背景因素日本宣教困難的背景因素 

 

（一）日本本土基督教逼迫歷史簡述   

i. 戰國時代：1549 耶穌會傳教士方濟·沙勿略成為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天主教傳

教士。年底，鹿兒島已經有一百五十人、附近地區有四百五十人領洗入教。但

是沙勿略當時並未取得天皇的召見和傳教授權便在 1551 離開日本前往中國。當

時信徒約一千人。 

ii. 織田信長：織田信長統治時期，對各宗教持相對開放的態度，並在安土城設立

教會，容許基督教傳教，因為織田信長的支持，在安土桃山時代基督教發展的

十分蓬勃。 

iii. 豐臣秀吉：豐臣秀吉時代開始後基督教勢力不斷擴大，當時的基督徒被稱為吉

利支丹，1甚至當時有不少大名歸信基督。但是由於佛教、神道教與基督教產生

宗教上的矛盾，並因為當時葡萄牙商人參與販賣日本奴隸的貿易。西元 1587 年

豐成秀吉頒佈《伴天連追放令》2，定天主教為邪教。因此天主教轉入地下教會。

1598 年，豐成秀吉第二次頒佈“禁教令”並展開對基督徒的迫害，其中殉道者最

著名的即“日本 26 聖人”。 

iv. 江戶時代：德川3幕府進入第三代德川家光的時候，開始了閉關鎖國的政策，因

此日本的對買貿易收入減少，從而對民眾的賦稅增加，因而應發了叛亂。當時

的起義領袖為天主教徒天草四郎，因此日本當局認為叛亂與基督教的傳播有

關，便開始大力禁教，鎖國，屠殺天主教徒。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江戶時代結

                                                 
1
 “吉利支丹·切支丹”是葡萄牙語“cristão”的音譯，指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的意思 

2
リシタンリシタンリシタンリシタン史史史史    秀吉秀吉秀吉秀吉のののの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追放令 https://www.collegium.or.jp/~take/christi/rekisi2.html 

3
德川家康和豐成秀吉，織田信長，並稱日本“戰國三傑”並由德川家康結束了戰國時代，一統天下。開始了幕

府統治，日本實權便掌握在幕府將軍手中，而非天皇，德川家統治時期，被稱之為江戶時代，江戶也就是東京。直

到明治維新之際，德川家被迫還政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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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德川家族還政于天皇為止。 

v. 明治維新：1868 日本明治維新後，對宗教也採取一系列的改革並於 1873 取消基

督教在日本傳教的禁令。但因為神道教是憲法規定的國教，因此基督教並無太

大影響力。二戰時期日本軍政府為了更好控制宗教避免發生基督教受美國的影

響和操控考試，組織了“日本キリスト教団”（日本基督教團）。4因此關閉不少

教會，不加入教團者會遭受監禁。 

vi. 二戰後：1947 制定的日本國憲法，完全保障宗教自由，日本逾四百年打壓基督

教傳播的政策才正式終止。 

 

（二）江戶背景下的日本文化對基督教的影響 

約書亞計畫（Joshua Project）指出，以人口計算，日本人是全球第二大的未得之民，

超過一億兩千萬日本人不認識福音。5而日本對基督教的排斥的文化淵源，我們可追溯

至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本人是佛教徒，他是日本人最著名的一位大名，因為他結束了日

本的戰國時代，一統日本。但是德川本人卻有一個心病，便是最恨惡背叛者，德川家康

的父親松平廣忠，他曾經的君主織田信長，都是因為家臣的背叛而被殺死。德川家康本

人也受到自己基督徒部下岡本大八和有馬晴信的背叛，這讓德川對自己的基督徒部下極

不信任。6在這整個江戶時代德川家族不斷的堅持對基督教的打壓，其中以“五人組鄰保

制度”、“訴人報償制”、“檀家寺請制度”
7的效果最為顯著。 

五人組鄰保制度：把五個家庭合成一個單位，所有的成員都要相互監督制約，確保

他們當中沒有人信奉基督。這一政策從豐臣秀吉時代開始，在德川幕府時代發揮著巨大

的效用。 

訴人報償制：“訴人報償制”是“五人組鄰保制度”的一個規則，但是因為其重要性筆

者將其單獨拿出，因為其規則稱，如果當中有人歸信基督教，而其餘家庭隱瞞不報，則

其餘的家庭會受到連坐的懲罰。但是如果舉報則會受到嘉獎，這一制度極大的限制了基

督教在日本民間的傳播。甚至，教會因此只能以地下教會的形式存在。 

檀家寺請制度：江戶時代由於德川幕府大力鎮壓基督教，老百姓被規定必須作為檀

                                                 
4
 日本キリスト教団：該團體類似於中國的“三自”。為防止西方教會對本國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操控和影響。 

 

    
5
〈2014香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差聯 Link》2015年5-7月號,第3頁。  

6
 羅兆麟，《德川幕府蔭下的日本文化》，往普天下去，2016 年 1-3 月號，總第 181 期。 

7
羅兆麟，《德川幕府蔭下的日本文化》，往普天下去，2016 年 1-3 月號，總第 18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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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施主）歸屬某一寺院，從而得到非天主教徒的證明。這個制度稱為寺請制度。8每

一個家庭都必須在某特定的佛教寺院註冊,家中一切的葬祭交由寺院代理。註冊後會得到

一份“寺請證文”,而每個家庭必須安放“寺請證文”在家中作為認證。沒有“寺請證文”者會

失去一切的社會權利。9
 

 

德川幕府的社會影響： 

日本有一句成語:“出る杭は打たれる”, 意思是與別不同的人要受到社群的制裁。 

這成語正道出德川幕府在政制上的精髓。“五人組鄰保制度”使日本人非常看重別人對自

己的看法。他們很害怕給別人帶去麻煩，此外，他們也會監督別人遵守社群眾因該要保

持的同一性。正因如此,日本的地鐵總是安靜的，街道總是清潔的。日本社會這樣的文化

都是德川幕府控制政策的產物。10時至今日，雖然“檀家寺請制度”早已不復存在，但是

日本的“神前式”婚禮11的儀式以及喪禮，還是沿用神道教儀式。這就類似於中國的“祭祖”

制度一樣，成為日本人歸信基督教的一大阻礙。因為他們不想表現出和其他社群人格格

不入的另類表現。 

 

（三）在日本本土宣教事工的現狀 

日本本土的宣教工作：我們必須承認在歷史的遺留因素以及日本的社會文化的影響

下，日本目前的宣教事工一直處於艱難的拓荒時期。費用高，效果低各種因素導致額差

會並不會把日本當做是一個可以快速收割靈魂的土地，而願意將宣教資源投放在已經成

熟的泰國、中國等地。而日本本土教會也分成三個類別，一種是純日本人教會，他們的

聚會一板一眼，比較含蓄，也相對沉悶。第二種是宣教士創建的日本教會，並且可以大

聲的敬拜和禱告，相對純日本人教會顯得更加活躍，也會積極參與海外宣教工作。第三

種是由華人，韓國人常見的教會，在聚會上更加的活躍。 

日本散聚宣教工作成果受到破壞：與日本本國信主困難相對應的是不少日本留學

生，和海外勞務者在海外信主的人不在少數，但是讓人覺得可惜的是，他們在海外信主

時經歷的是活躍火熱的教會氛圍，而當他們回到日本本國時，含蓄的聚會模式使他們不

能夠很好的適應日本本國教會。因而產生大量的無處聚會而流失的信徒，以及快速冷淡

                                                 
8
成春有 汪捷．日本歷史文化詞典．南京：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3 月第一版：61 

9
羅兆麟，《德川幕府蔭下的日本文化》，往普天下去，2016 年 1-3 月號，總第 181 期。 

10
羅兆麟，《德川幕府蔭下的日本文化》，往普天下去，2016 年 1-3 月號，總第 181 期。 

11
神前式婚禮，一種神道教的婚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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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 

 

 

二二二二、、、、日本人湧入長三角的原因日本人湧入長三角的原因日本人湧入長三角的原因日本人湧入長三角的原因 

筆者認為長三角作為日本在華人士宣教的試驗帶，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人在華的

側重點便是長三角，根據日本外務省的報告顯示，日本駐華的領事館一共七處，分別是

北京、上海、廣州、瀋陽、重慶、青島、香港，其中上海註冊的日企高達 22355 間位列

全球第一，並且和第二大國泰國 3857 相比相差六倍。且在過去的數年的統計資料中，

日本海外領事館註冊公司總數前五名一直是由上海，中國大使館（背景），大連，青島

以及廣州全攬。12因此以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為主導的長三角經濟帶，擁有大量的

日本人口。是一個優良的“福音港口”。 

 

（一）長三角為外企投資重心 

各個港口貨物吞吐量占全國的 39%；上市公司 1219 家，數量占比接近全國的 1/3；

全國 211 高校有 23 所聚焦在這裏，長三角國土面積在全國只占 3.74%，但 GDP 占比卻

接近了 25%。作為我國實體經濟的引領區，其發展一直令人矚目。在政府最新 2019 年

長三角經濟規劃中，計畫使長三角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亞太門戶，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

的世界級城市群。“一帶一路”計畫中的“一路”中從長三角的浙江義烏火車可以直通到馬

德里僅需要 17 天，這不僅意味著巨大的貨物的吞吐也代表著大量的人口流動和福音契

機。長三角的鐵路，陸路以及海港一直是長三角各城市的重點發展專案，無論從日企落

地的數目和潛力，以及政府所開出的優惠政策，長三角對日企的吸引力是任何一個經濟

體無法替代的。 

日本六大財團三菱、三井、富士、住友、三和以及第一勸銀。有四間財團在長三角

落戶，富士通、三洋、日立、住友、富士膠捲、索尼、東機、松下、三井、久保田、佳

能等等品牌千餘家，廠家上萬間。從精密的電子設備到鋼鐵，汽車等各個行業，日企在

長三角可以說生存的非常舒適。因此也聚攏了大量的日本勞務人員的進入。 

 

（二）地理及文化上的優勢  

從地理上來說，從東京飛往上海僅需三個小時，平均每小時都會有班機，日本的文

                                                 
12
 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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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中國文化又非常的相近，雖然中日曾經發生過戰爭，但是這並不能斬斷雙方對彼此

文明的晌響往和好奇，相對於日本苛刻的生活條件，高度緊繃的生活壓力，嚴肅的社會

氛圍以及日益嚴重的養老問題，不少日本人寧願選擇來到中國就業甚至居住。而上海作

為中國的大都市，是日本人最喜歡的中國城市，常駐上海的日本人口甚至超過五萬人，

而蘇州和無錫以及南通作為日企最多的城市。長三角面積只有國土面積 3.74%，但是日

本人口卻超過全國在華日本人的 60%以上。 

 

（三）日本人在華養老的優勢及比例增高 

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關於按 25 歲至 64 歲人口與 65

歲以上人口之比算出的“老年撫養比”，2019 年全球最低數值為日本的 1.8(1.8 人撫養 1

名老年人)。這反映出受少子老齡化影響，日本繳納養老金的勞動年齡人口負擔正在增

加。13雖然日本是一個社會福利制度頂尖的國家，但是事實上，日本的老人生活並不是

人們想像的那麼悠閒，如今因為養老金問題，14日本人的退休年齡已經提升至 70 歲。日

本人即便從年輕時開始存錢，如果計畫活到 95 歲那麼，日本政府機構的金融廳（FSA）

在最新報告中給出的答案是：2000 萬日元的資產（約合 128 萬元人民幣）！然而在中國，

對於日本空巢老人而言，他們的養老壓力卻可以大幅度的減少。甚至不少日本夫婦會出

租或者售賣自己的房子，來中國持永久居住簽證，在華養老。  

 

（四）中日關係緩和及修復 

事實上，日本在華投資以及留學生，旅行者和居住者一直逐年增加，但是因釣魚島

問題等爭端，中日關係有六年時間落入冰點，日本外務省的報告顯示增長比出現緩慢的

趨勢，15但這一現象在 2018 年得到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後，中美分別展開了貿

易戰爭以及華為的 5G 紛爭。而對於日本安倍和特朗普在鋼鋁進口關稅，開放農貿市場

以及伊朗石油問題和日本汽車關稅問題上引發緊張關係，導致中日抱團，兩國關係相互

回升。 

                                                 
13
日本連年獲得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的美譽男性平均年齡 81 歲，女性 87 歲。1963 年時，日本百歲以上人口只有

153 人。而在 2017 年，已經增加到約 6 萬 8000 人，最長壽的已經有 117 歲，日本已經開始了“百歲時代”。 
14
上世紀 60 年代制訂養老金制度時，國民長壽年齡是以平均 75 歲設計的，而現在平均年齡已經 84 歲，比原先

設計的多出了 9 歲。領取養老金的年數越來越長，社保基金年年虧損。養老問題已經成日本的社會問題，甚至政黨

之間也因此相互攻擊，淪為政治把柄。 
15
 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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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日兩國領袖的地位都很牢固，16可以在外交領域有所作為。這樣的合作可在

相對較長的時間內使兩國關係得到較好的修復。這對日本在華人員而言是一個好消息，

這意味著，政府不會允許在蜜月期內使民眾產生強烈的反日情緒。促進中日兩國人民友

好交往。 

 

三三三三、、、、對在華日僑的宣教事工的契機對在華日僑的宣教事工的契機對在華日僑的宣教事工的契機對在華日僑的宣教事工的契機 

 

(一) 對日本在華勞務人員的宣教契機 

眾所周知，日本人工作素來嚴謹認真，因為他們的民族性格低調含蓄，因此日本人

在中國生活但並不會像歐美人那般張揚，而是報以收斂的態度，因此在中國的公共場

合，我們並不容易認出日本人。而日本人則只能自己抱團，彼此以聚餐，運動，旅行等

活動打發業餘時間，並不能夠很好的融入中國社會，也沒辦法和中國人建立友誼。而教

會的日語團契，工商團契卻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切入，增加日本在華人員對中國人的接

觸，使他們能夠感受到我們的善意。並且團契的建立也可以幫助日本人過度剛從日本來

到中國的陌生時期。在日本的文化中男人下班之後，聚餐等團契生活是他們生活中是他

們的文化生活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藉由團契和他們建立接觸點。只要他們結交

了基督徒朋友，他們就有機會接觸到福音。 

 

(二) 對日本在華養老的人員的宣教契機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你的鄰舍，筆者的鄰居就是一位日本旅華養老的一對老夫妻，兩

夫妻每天兩人結伴出行，常常會在社區裏看到一個穿著米色馬甲，頭戴漁夫帽的日本老

人，帶著妻子來來去去。看起來是一幅電視劇裏的白頭偕老，事實上是因為他們沒有朋

友，沒有辦法融入社區。甚至在電梯裏相遇他們也只會微笑而不敢開口打招呼。因為他

們受語言以及歷史原因並不會主動接觸華人。從而十分孤獨。 

倘若社區裏有日本人可參與的教會便會大有不同。日本人在華養老一般會選擇日本

人多的社區作為居住的地方，若是建立一間有華人有日本人的社區教會或是團契。這對

在華日本人建立信仰，以及養老生活而言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可以嘗試的一種宣教方式。 

 

(三) 對中國文化感興趣者的宣教契機 

                                                 
16
習近平他通過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只限兩任的任期限制，可以再執政相當長時期。安倍則以高票連任自民

党總裁，將成為戰後日本在任最久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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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日本人群一般分成幾類，駐華企業的員工，旅華長期居住者，留學生以及旅行

者。不少人喜歡中國文化，特別是一些中國的傳統工藝，如宣紙的製作、陶藝、茶藝、

國畫、古樂器以及廚藝等。而這興趣就一定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透過文化上的交流，

也可以作為一種向他們傳遞基督教信仰的方式。在中國和日本會有一種特別的文化，就

是從萬物中感悟世界的真理和規律。不要誤會，這裏我並非特別指向“禪意”但是我們可

以對一些的事物賦予意義。在中國福建，盛產武夷山紅茶，就有賣茶的弟兄請牧師幫助

透過茶文化向人傳福音，在浙江溫州，有位弟兄是一位武術家，他除了精通各家拳法外，

另外自創了一套拳法，而拳路包括“博士獻禮”、“聖子降世”、“罪鎖脫落”、“榮耀升天”

等招式，其實這些招式是一些拳法裏的路數，但是稍加修改加上一個新名字。這位弟兄

在早晨的時候在公園裏打拳，不少人就想去學拳，這拳未必有實戰能力，但是可以強身

健體。在學拳的過程中，福音就被傳遞出去了。因此，透過興趣文化交流之際，也是一

個傳遞福音的方法。 

 

四四四四、、、、宣教工作的神學思想以及事工方向宣教工作的神學思想以及事工方向宣教工作的神學思想以及事工方向宣教工作的神學思想以及事工方向 

 

(一) 恩情神學與關係實在論 

中國人，日本人和古羅馬人筆者認為有一個方面是非常一致的，就是男人們常常會

一起泡澡來建立關係。在中國大陸，男人們如果約起來一起去澡堂浴室，那他們的關係

就是非常好的。日本也是這樣，非常注重關係和感情，上司常常會和下屬一起去泡澡。

日本人往往喜歡天然溫泉，因為泡澡可以讓他們感受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日本人把人

和自然的關係也體現在他們的料理使用——天然的味道而不願加以多餘的烹飪。因此想

要想日本人傳遞福音，我們也需要讓喜歡尋找關係的日本人明白什麼是真正的關係論。 

關係 (relationship) — 具位格者間的互動聯繫，有別於“關係性”(relationality)指有聯

繫的性質。就“實存”而言， “關係實在論”是系統性地認識神是自有而永存，是萬有的根

源，恩典及智慧泉源(徒十四 14-17；十七 24-31)就“認知”而言，“ 關係實在論”是系統性地

認識“實在”是基於神與被造一切“縱”的關係。 “實在”及“真理”的認識是基於神與三界

(橫)的關係：就是“靈 界”天使、“ 人界”人類及“世界”被造的自然一切萬物 。 

而 “恩情神學“是由溫以諾教授，結合東方處境而從聖經和教牧原則中總結出來的。 

“恩情神學”是在“中色神學”神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他認為西方的社會過於分析性、理

性化和方程式及定義化。並且受“二分法”的影響，強調“非此即彼”的觀念，這對解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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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論”“基督神人二性”等造成困擾。而華人的“恩情觀念”更加適合詮釋“上帝救贖”，“基

督的中保身份”以及“三位一體的內在關係”等。“恩情神學”是三一神論與中色思維綜合的

“異同契合”。西方神學的“互異相斥“容易產生偏差，但“恩情神學”有助於解脫西方神學

的思維枷鎖。這是開闢了一條東方特色的神學路徑，以橫向關係（人與人，人與萬物）

到縱向關係（神與人，神與萬物）闡述了整個上帝的救贖歷史。 

我們透過和日本人之間關係的建立，一方面讓他們明白這方面基督徒的優越性，一

方面也透過關係，讓他們明白人人與神，神與人，神與萬物之間的關係。從關係的角度，

向他們詮釋福音的真諦。明白在他們的理解之外，還有這麼一份極大的恩情。 

 

(二) 關係式的門徒訓練 

在筆者採訪的日本留學生之回饋中，有提到在海外，特別是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

家，卻實有不少日本留學生信主，但是回到日本之後的他們卻沒有能夠繼續保留在教會

裏。因為日本文化是含蓄的，使他們覺得自己和教會格格不入。我們針對這個問題或許

可以拿出很多的方案來做一般性的處理，但是當我們回到耶穌基督的教導的時候，我們

卻要明白今天我們的工作只是邀請人：“接受耶穌基督做你個人的救主”，“請求主耶穌

進入你心中”，“邀請耶穌進入你的生命”或者“向耶穌決志”。當你瞭解到，原來這些就並

不是根據聖經的話，我們會嚇一跳，因為這些臺詞都是已經被稀釋過的福音產品，而不

是耶穌所傳的福音。耶穌所宣講的福音是呼召人來成為他的門徒，呼召人跟隨他施徹底

的順服他。17因此，筆者認為關鍵不是我們使用多少的技巧去解決這些海歸日本人回到

本土之後，如何面對自己的同胞的含蓄；而是，首先要成為基督的門徒。明白回到日本

之後，是要成為服侍基督的工人，而不是一個教會的消費者。 

若要達成這一目標，門徒訓練就一定是對症下藥的良方。門徒訓練是使信主者成長,

作主耶穌基督門徒的培訓。關係式門徒訓練,是以關係論為基礎,縱橫關係作導向的門徒

訓練。18
“關係式門徒訓練”有別於時下流行的事奉模式、及對門徒訓練的誤解。門徒訓

練不應誤作一種宗教活動或事工模式,“關係式門徒訓練”是藉用生命影響生命,使信徒成

長的過程。不僅為一種宗教活動,猶如時下流行的兩種事奉模式:事工導向或是企業管理

導向。19
 

當下海歸者不適應日本本土教會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他們的思維方式，處理事工

                                                 
17
約翰·麥卡瑟，《耶穌所傳的福音》，蔡麗芬譯，美國：麥種，2010 53。 

18
溫以諾，《關係式門徒訓練》奧宣培訓中心 2018 年六月，第十七期半年刊。 

19
溫以諾，《關係式門徒訓練》奧宣培訓中心 2018 年六月，第十七期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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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已經傾向前面兩種的方式，歐美不少教會可以把教會弄的十分適當前衛，教會的

制度也貌似公司制度一樣，主人牧師像 CEO，牧區傳道像專案經理，小組長像員工，信

徒像消費者。且不說這樣的模式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至少在日本是行不通的。日本的

公司非常在乎人際關係，日本企業員工入職之後，即便他是在渾水摸魚，但是公司也不

會開除他，因為絕大多數的日本人進入一間公司之後、就可以在一間公司工作一輩子直

至退休。這樣的情義文化的背景下要避免用事工導向的文化帶領教會，關係式門徒訓練

及教會牧養,極度著重與神、人縱橫關係的體驗及深化,強調三界(即有位格者:神、天使、

人)的互通及互動 。其運作是著重關係:先縱後橫、既縱又橫。互動模式, 包括三一真神

(正向)、敵神的(魔鬼、黑暗權勢、世界潮流、 肉體情慾)(負向)。 無論是門徒訓練及教

會牧養,其評估並非時尚流行量化(即 財政、人數、效率等因素而已);卻是個人(受訓門徒

的屬靈素質與生命的內涵)及整體(即關注的是:會眾是否同尊基督為元首為主、領袖是否

由聖靈設立、屬靈生命實質是否討神喜悅? )
20。 

 

(三) 日本海歸者的本土宣教 

根據筆者的訪問，日本宣教士不能在日長久宣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日本的生活費用十分高昂，但是傳教效果卻不佳，因此許多差會無力為宣教士長期提供

經費支援宣教士在日的生活。但如果這佈道者本身就是一位日本國民，這個問題相對就

輕鬆許多。 

前面筆者有提到過日本在江戶時代大力的打壓基督教，其中除了 1641 年著名的禁

教令——《伴天連追放の文 》之外在《破提宇子》 和《顯偽錄》中,敍述傳教士一般會

假裝愛心的使者,但當人接受幫助之後,他們會顯出原來的動機,那就是“布教“,並且要求

信眾完全接受他們的管轄。這就不難明白為什麼基督教在江戶時代被視為邪教!
21因此，

若果我們以某些事工導向的如幸福小組，細胞小組等模式，假意示好，待人入教之後就

進行“細胞分裂”爆組，實現教會人數倍增。或許在某些國家這樣的模式可行，但是在日

本，這個全球出名冷靜、理性、專一、專注的“大和民族”面前，一定是一件不理智的舉

動。因此我們要避免事工導向的拉人入教的行為，而是需要長期的和日本人建立關係，

用恩情神學，關係實在論，關係式門徒培訓為思路，讓他們本民族的人將福音帶回去，

或許是一個值得教會嘗試的宣教路徑。 

                                                 
20
溫以諾，《關係式門徒訓練》奧宣培訓中心 2018 年六月，第十七期半年刊。 

21
羅兆麟，《德川幕府蔭下的日本文化》，往普天下去，2016 年 1-3 月號，總第 18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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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日本基督教的關鍵問題,有研究指出日本基督徒參加教會的平均年日，只有三年

半,這顯示可能有很多人在受洗後便不再來教會。按照聖經教導,我們在基督裏就當不斷

成長,但在日本有一種說法叫“畢業基督徒”(graduated Christian) ,他們認為畢業是功能性

的。同樣,有人覺得完成了洗禮班,接受水禮就已達至基督徒的目標。這是地方教會並沒

有好好作門徒訓練,以致屬 靈嬰孩容易把洗禮看為畢業,而非屬靈生命的開始。22因此我

們需要在中國本土完成日僑的門訓工作，考慮他們回國之後的處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如今，我們一些教會似乎陷入一個迷思，認為只有出國，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

幾經磨難，挑戰文化的融合最後艱難的把福音傳出這樣的宣教才是宣教，事實上，我們

能否嘗試讓他們自己對自己的民族傳福音呢？佈道工作本就因該從自己的身邊開始，然

後延伸至“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如果可以選擇，我們為何不用一種更加有

效率，更有轉化率的方式呢？以恩情神學與關係論作為思想指導的佈道方式，從文化的

角度來講，的確是適合日本這個民族的。如今我們不應該想著怎麼有效率的在日本開拓

福音，而是，如何讓福音在日本紮根，不要讓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覺得基督教是洋人用

大炮打進日本的思想武器，外族文化，而是日本人自己帶回來傳播的優秀文化，崇高信

仰。 

筆者非常認同羅兆麟對如今對日宣教的首要面對的：今天在日本宣教,最重要的是建

立真誠與信任。當宣教士住在人群中,以自己的行事為人成為活生生的見證,基督的大愛

就能 夠解開歷史和文化的糾結。這樣,相信總有一天福音能植根于日本人心中。23
 

                                                 
22
吉 田 隆(Takashi Yoshida)，《日本宣教的挑戰》洪胡雪儀譯，往普天下去，2016 年 1-3 月號，總第 181 期。 

23
羅兆麟，《德川幕府蔭下的日本文化》，往普天下去，2016 年 1-3 月號，總第 18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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