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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宣教學複雜宣教學複雜宣教學複雜宣教學(一一一一) 

葉大銘葉大銘葉大銘葉大銘 

 

在宣教隨筆 24 全球化與宣教 (二) 文章中我指出全球化有一個特徵， 就是複雜性 

(complexity)。從今期開始我會討論複雜理論。這個理論是比較新穎的，特別是從宣教學

立場來詳細討論，以我所知，是沒有宣教學者嘗試過的。1
 

 複雜現象的一個好例子就是現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雖然病毒的源頭不清楚，但

是第一個中心點是武漢。開始只是些少個案，但是藉著很多預料不到的因素，很快的就傳

到全球。我們就是活在這個複雜不可預測的世界裏。這樣來說，是不是完全混亂，我們無

可適從呢？或是在混亂中仍然有些秩序？複雜理論指出仍然有些秩序，複雜是介乎完全可

預測與完全混亂之間： 

      複雜情況 

                         完全可預測                     完全混亂 

複雜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應對複雜情況，但不能預測和控制。 

 

複雜科學複雜科學複雜科學複雜科學 (complexity science)與牛頓科學與牛頓科學與牛頓科學與牛頓科學 (Newtonian science) 

複雜理論起源於上世紀的複雜科學。之前，牛頓科學控制一切科學理論數百年。牛

頓科學有幾個基礎前設如下：2
 

1. 牛頓力學的系統是孤立系統。在研究中系統之外的因素會被排除，因為只要這樣才可以

找到普遍原則。 



2. 這個力學系統是機械式，每部分是分隔的(discrete)，有清晰界線，與其他部分分開。例

如物質是由分子(molecule)構成，每分子與其他分子清楚分開。 

3. 因為是機械式系統，每部分獨立，不會自主的與其他部分互動。 

4. 每分隔部分都遵守原則。這些原則不會在不同時間改變，因此時間不是考慮因素。3
 

5. 這些原則是跟隨線性原則。以數學來表達，就是   Y=a+bX 

起因 X(cause)的數量改變帶來同等比例的後果的改變。因此如果知道 a和 b與變數

(variable)X，就可以準確預測後果 Y。這點是牛頓科學的主要基礎前設。4
 

 牛頓科學在上世紀受到幾個大衝擊。首先是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量子力

學的宇宙不是機械。按著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Heisenberg principle of uncertainty)不可以精

准的測量變數。最小的粒子可以是物質，可以是波浪，又可以是能力。因此所有部分不是

分隔的，互相聯繫成為網路，關聯是很重要。5
 

 另外一個衝擊是來自諾貝爾化學得獎者 Prigogine對熱力學的研究。熱力學第一定

律說孤立系統的能量永遠守恆，因此系統內部雖然隨著時間轉變，但最後還會恢復原來情

況，即是說時間是倒流的 (reversible)。熱力學第二定律表述熱力學過程的不可逆性，因此

能用的能力是不斷衰退。Prigogine的理論研究證明在衝擊中系統可以重組內部阻止能力

的衰退。這重組是每部分的互動帶來的。6並且甚至小衝擊也可以帶來大轉變，因此系統

不可以恢復原來情況。Prigogine繼續的研究帶來複雜科學的開始。複雜科學與牛頓科學

有幾方面重要分別，包括時間的不倒流 (irreversible)、系統不會還原、系統內部的部分互

動並與外面環境互動、互動帶來非線性的轉變、因此轉變是不可預測的。7
 

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複雜科學的形成，包括Mandelbrot 的分形(fractality)，控制論 

(cybernetics)，遺傳學 (genetics)，混沌理論 (chaos theory)，網路分析 (network analysis) 與 

資訊理論 (information theory) 。8
 

 

複雜社會學複雜社會學複雜社會學複雜社會學 



 傳統社會科學是根據牛頓科學的模型。按著社會學者 Abbott，在傳統社會科學中

社會是由社會動力和資產（例如種族、性別、人口密度、社會架構等）形成，這些動力和

資產互動，帶來社會現存狀況。研究社會時，稱這些動力和資產為變數。一個變數影響另

外變數而帶來轉變，就構成起因。設定起因，就可以成立模型。整個過程是機械式的，可

以預測的，所以可以稱為科學。9
 

 複雜社會學是應用複雜科學於社會現象的研究。因為複雜科學是與牛頓科學不同，

所以複雜社會學與傳統社會科學有分別，包括變數是不分隔的(nondiscrete)，沒有清晰界

線與其他變數分開。也包括變數與其他變數互動，變數與系統外的環境互動，帶來非線性

的轉變，轉變是不可預測的。10
 

 因為全球化，全球的聯繫，加上領域的快速流動，全世界變為越來越複雜，所以複

雜社會學越來越被重視，已經被應用于傳理學、教育、公眾衛生、組織和城市計畫。因為

向來宣教學是按著牛頓科學發展的，所以複雜社會學直接影響宣教學的基礎。在這系列中

我嘗試發展複雜宣教學，作為拋磚引肉。 

 

複雜宣教學範式複雜宣教學範式複雜宣教學範式複雜宣教學範式 

 複雜宣教學與傳統宣教學有分別，以後在這系列中我會詳細的說明。以下列出複雜

宣教學範式的特徵： 

1. 不分隔的部分（變數）自主的與其他部分互動 

2. 自我組織 

3. 非線性因果 (non-linearity) 

4. 不平衡 

 平衡的系統不是停頓的，而是有回復原先狀態的傾向。複雜的系統是不平衡的，傾

向演變的。這解釋為什麼社會系統有秩序也有混亂，在這兩張力中演變。 

5. 興起 (emergence) 



6. 混亂與吸引因素 (attractor) 

 在線性系統裏可以預測在轉變中什麼時候會有什麼後果。在混亂 (chaos)裏沒有人

可以預測會發生的事情。在複雜的系統裏，雖然不可以預測什麼時候會有什麼後果，但是

會發生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不同情況之一。這樣雖然不可以準確預測，但仍然可以為所有

可能發生的情況作準備。能夠知道這些不同的情況，是因為吸引因素的存在。 

7. 分形 （fractality） 

8. 不可預測的因果關係 

 

複雜宣教學的應用複雜宣教學的應用複雜宣教學的應用複雜宣教學的應用 

 複雜宣教學可以有很多不同應用，包括以下: 

1. 分形、道成肉身與宣教歷史 

2. 因由與宣教歷史 

3. 對主要宣教學模型（例如教會增長論、未得之民、門徒和教會倍增、希伯特的集合

論與三維福音）的批判 

4. 宣教組織 

5. 宣教領導 

6. 社群轉化 

以後的期刊將會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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