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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隨筆 40 「使命導向」教會 

 

葉大銘 

 

 現在很流行用「使命導向」(missional) 這名詞，有使命導向教會、使命導向運動、 

使命導向釋經、使命導向人生等。本期簡單介紹使命導向教會。 

 

一. 使命導向教會的歷史 

「使命導向」的觀念的發起人是紐比根 (Newbigin又稱紐畢真)。他是英國人，出生

於 1909 年。在劍橋大學完成神學訓練後，去印度宣教，直到退休。在印度他開荒佈道，

也著重宗派聯合運動，幫助成立南部聯合教會，並成為該教派的主教。該教派是屬於普世

教協。紐比根和普世教協的關係對他的神學有很大影響。 

十九世紀被稱為普世宣教大世紀，西方教會開始差派很多宣教士到全世界。開始時

候主要是藉著差會來差遣的，教會是處於比較被動的角色，只是支持宣教。所以當普世教

協成立時，是由三個運動形成: 

1. International Mission Council (IMC) 

    成員是差會代表與基督教地區委員。 

2. Life and Work 

    成員包括差會與教會代表。  

3. Faith and Order 

    成員是基督教所有宗派聯盟所派的代表。 

1937年 Life and Work 在牛津的會議和 Faith and Order 在愛丁堡的會議決定成立籌

備委員會，合併成為普世教協（又稱世界基督教協會或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因為第二世

界大戰的阻礙，至 1948年才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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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因為由差會代表與基督教地區委員組成，所以沒有加入普世教協。到 1961 年

才在新德里的會議加入，成為普世教協的普世宣教與佈道部門。 

在這中間的時間很多教會開始認識到宣教應該是教會的使命，所以要主動的參與，

而不是被動的。由此在 1952 年 IMC 議會裏有詳細的討論，結果認為教會需要與宣教有緊

密的連結，就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探討，紐比根成為這委員會的主席。到了 1958 年出了

報告，提議教會與差會合一，因此在 1961年 IMC加入普世教協。1 

 從這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紐比根對教會與宣教的神學觀念的發展，直到後來的使命導

向教會的觀念。 

 另一個因素是他 66 歲退休後回到英國的經驗。回到後他看到英國已經離開基督

教，變為宣教工場，心裏很大震撼。同時很多以前是非西方宣教工場的人不斷的來到英

國，不需要跨洋渡海，在英國已經可以向他們宣教。所以他致力於將印度宣教的經驗應用

於英國和西方。他寫作豐富，呼籲英國教會在本土宣教，並首先將教會論和宣教整合，帶

來使命導向教會的概念。 

 因為紐比根的帶領，「福音與我們文化網路」(the Gospel and Our Culture Network) 

成立，帶來西方基督教很大影響，形成使命導向教會運動。1998 年出版的 Missional 

Church（Guder 編著）是這名稱的第一次出現。這書提出了西方已經不再是基督教世界(或

基督教王國 Christendom)。這網路的目的就是在這新處境裏復興西方的教會。2 

 紐比根的宣教學不單是針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沒落，也是針對社會現代化、世俗化

和宗教多元化，並且涉及揀選、處境化、教會論等。首先福音不單使個人與神複和，也使

信徒與文化、創造和宇宙複和。其次，福音不是幾條道理，而是以主耶穌為中心的故事。

紐比根鼓勵我們宣揚這故事。還有一點，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沒落，引致教會退出公眾場

所，在社會裏教會再沒有影響力。紐比根提出信仰的整全性，反對個人私有化信仰。教會

要謙卑但是勇敢的進入公眾場所，有說服力的傳主耶穌的故事。3  

 

二. 神的宣教與宣教導向教會 

神的宣教指出宣教是教會的本質，神不停差遣教會至世界，所以教會必須是使命導

向教會。其實因為教會本質就是宣教導向，她不可避免成為宣教導向。所以宣教不再是從

西方到非西方，也不是在海外或國外的事工，因為教會本質就是宣教導向，教會所有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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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宣教。在這方面紐比根指出一點重要分別，就是方位 (dimension) 與企圖 (intention) 

的分別。從方位看教會的每件事工都是宣教，但不是每件事工都有宣教企圖。使命導向教

會就是儘量使每件事工都有宣教企圖。4 

 

三. 使命導向教會的目的 

使命導向教會的目的包括以下： 

1. 明白教會存在於失喪的世界的處境裏。 

2. 認識教會的宣教目的。 

3. 認識教會要刻意藉著言行來宣揚在基督裏神國的來臨。 

4. 認識教會的角色是在當地和普世的處境中使人和群體得到醫治與複和。 

5. 認識教會在社會中要有聖潔的影響力。 

6. 認識教會包容不同種族和文化。 

7. 認識教會是要作鹽作光。 

 

四. 使命導向教會的特徵 

1. 使命導向教會的身份建立於聖經的故事與形象5 

 教會的身份很容易被社會文化濡化，例如：教會是大型商場、社區中心、企業、戲

院、學校、醫院等。使命導向教會的身份建立於聖經的故事與形象，例如神的子民、揀選

的族類、朝聖的非公民、神的殿等。 

 

2. 使命導向教會放棄君士坦丁教會模式6 

 自從君士坦丁王開始接納基督教，直到最後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教會就

與政府混合。同時著重以聖職人員為中心、和教堂裏舉行的節目，譬如崇拜、教育節目

等。教會的工作是吸引人來參加聚會，但是忽略了教堂外的社區工作。那些異文化的群體

要離開自己的文化來參加教會，教會不會走向他們。這是君士坦丁教會模式。馬丁路德帶

來信仰改革，但是沒有教會改革。現在需要第二宗教改革：教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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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使命導向教會的身份是朝聖的非公民，所以放棄君士坦丁教會模式。放棄追求

政治權力，同時走入社區來宣教。使命導向教會的基督徒適應文化，在社會裏用語言與愛

的行動來見證傳揚基督。 

 

3. 使命導向教會建立關係7 

 普世佈道根基於關係。關係帶來的歸信基督的人多過佈道會、傳媒、個人佈道和海

外宣教帶來的總和。因此使命導向教會著重建立親朋的關係。 

 

4. 使命導向教會對不同文化作回應8 

對不同文化作回應，教會要付出很大代價。首先會眾要聆聽，然後持續的向不同文

化作基督徒回應。 

 

5. 使命導向教會滿足需要9 

真正的宗教是照顧孤兒寡婦（雅一 27）。教會要向世界顯示愛（太五 46-47）。 

 

6. 使命導向教會是在社區道成肉身10 

使命導向教會不是內向，只照顧信徒，而是外向，並且道成肉身，認同社群文化，

進入社群服侍。 

 

7. 使命導向教會的架構是整全的11 

使命導向教會的架構是賦予基督徒能力，來進到世界見證。所以架構是整合愛鄰舍

和使人作主門徒。教會領袖的工作是裝備信徒、賦予他們能力來愛鄰舍，直至地極。有些

架構可能成為阻礙，例如西方很多大型教會的架構像君士坦丁化架構，將國家、宗教與文

化整合，造成公民宗教。今天西方基督教世界已不存在，所以這些教會不能再有效的使人

作主門徒。同時過分著重聖職人員，權力集中于領袖，阻礙信徒都是祭司的實踐，和恩賜

的運用。 

 

8. 使命導向教會的架構適合敬拜、相交和宣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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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導向教會的架構有利於敬拜、相交和宣教。這三方面都同樣重要。敬拜與相交

都應該是宣教導向，例如守聖餐不單賜福給信徒，也是宣揚基督福音的機會。相交是向世

界見證基督裏彼此相愛。這三方面都是必須，不可以缺少任何方面。只有敬拜和相交會使

教會變為崐蘭死海經卷的群眾。只有敬拜和宣教，便不能提供足夠肢體生活和培訓。只有

相交和宣教，便使會眾失去人生最重要的渴望，就是讚美神。教會要在這三方面保持平

衡。 

 

9. 使命導向教會的架構包括動的架構與靜的架構13 

 靜的架構是向內，請人來的。動的架構是向外，走向外的。靜的架構是地方堂會，

動的架構是宣教組織。使命導向教會的架構包括動的架構與靜的架構。 

 

10. 每個會友參與宣教14 

 使命導向教會的焦點不放在教會的機構組織，而在社群生活與相交。使命導向教會

裝備信徒來參與宣教。因此需要平信徒忠心的在他們的職場和社區作見證。教會要發掘和

培養信徒的恩賜，給他們多方侍奉的機會。領袖要作宣教榜樣，經常參與佈道和社會關懷

工作。 

 

11. 會友被培訓成為門徒15 

 單增加會友數字是不足夠的。需要培訓信徒跟隨主耶穌，順服神的話語。 

 

12. 使命導向教會領袖作榜樣16 

 聖經的領袖模式是僕人領導模式。僕人領導人是藉著榜樣，他們不是表演者或管理

人。他們注重從榜樣來的信服力。他們是坦誠，有透明度，讓會友看到他們的生命。藉著

生命的交流來影響會友成為門徒。同時他們會經常教導提醒會友有關宣教的願景。 

 

13. 使命導向教會是互相聯繫的17 

 新約的教會是互相聯繫的，所以地方教會都聯繫成為普世教會（即是大公教會）。

組織架構、網路、和個人都可以幫助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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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使命導向教會與宣教機構聯繫18 

 地方堂會容易犯的毛病是讓宣教機構負責全部外展工作，機構容易犯的毛病是覺得

教會太內向、太慢參與宣教，因而獨立的工作。他們都需要對方的。宗派和機構領袖要聯

繫牧者，彼此支持鼓勵。宗派之間也需要互相聯繫。  

 

五． 使命導向教會的弱點 

1.  很多使命導向教會不太明白「使命導向」的意思。 

2.  還缺乏客觀的研究。 

3. 使命導向教會的觀念需要處境化。 

4.  使命導向教會原本出自西方，針對後西方基督教世界。但普世大部分教會都沒有西方

基督教世界的背景，因此很多原則是不適合的。 

5. 使命導向教會提倡宣教是教會本質，是社區的宣教群體，但是很多使命導向教會便只向

鄰近社區宣教，而忽略甚至不參與海外或國外宣教。 

6. 信徒的宣教只針對自己的處境。 

7. 信徒忽略了大使命，眼光狹窄，不顧普世。 

8. 信徒只顧身心有創傷的人，卻忽略了失喪靈魂。 

9. 信徒只以生命作見證，卻不口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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