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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大會 

 

 

九月的共鳴: 洛桑大會扎記 — Lindsay 

 

2024年金秋 9月，第四屆洛桑大會（Lausanne Movement）在韓國仁川松島隆重

舉行。自 1974年首次舉行以來，洛桑運動已走過半個世紀。今年恰逢 50周年慶，

來自全世界 200多個國家的 1萬多名與會者齊聚一堂，其中 5000餘名通過線上

方式參與。大家共同見證了上帝在過去與當下的奇妙作為，並一同展望未來，為

福音事工注入新的動力。  

  

姊妹們的見證和故事 

”主發命令，傳好資訊的婦女成了大群。” (詩六十八 1) 

筆者作為一名在宣教和牧會領域服事 20 年的姊妹，自然會特別關注本次大會中

女性代表的發言和見證，其中深深觸動筆者心靈，留下難忘印象的是：  

1．悔改是復興的鋪墊  

大會第一天，Sarah Breuel 姊妹領袖的分享感人至深：  

她強調上帝是復興方面的專家。為此， 她盼望全球教會在復興和悔改中齊心努

力，因為個人和群體的悔改是屬靈更新的基礎。她呼籲全球教會，無論是北方的

還是南方的，都要聯合起來克服分裂，呼求聖靈帶來轉變。她鼓勵教會積極參與

福音的宣講和實踐，提醒北美教會不要失去宣教的勇氣，呼籲歐洲教會將當今的

挑戰視為復興前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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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讓筆者感動的是她勇敢地指出今天的基督徒會為了政治正確， 會因為懼怕人

們視宣教為殖民主義，而在傳福音和宣教方面縮手縮腳。她呼籲與會者為未能表

現出來的憐憫、沉默、不公正而悔改。不僅每個人當省察自己的生命，尋求聖靈

的光照，除去一切攔阻復興的因素；教會和國家也要為集體的罪惡悔改。  

在筆者看來， 儘管政治正確在不同國家的表現形式各異，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基

督徒在傳福音的時候，在接觸那些對基督教信仰有抵觸情緒的人時，儘量使用不

具冒犯性的語言和方式；但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覷：基督徒在表達信仰和

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時，會有意識無意識地進行自我審查，以致失去在公共場合傳

福音、作見證的勇氣。  

耶穌基督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太廿二 2） 

1）。 ” 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 27）眾

人眼裏一向溫柔的耶穌基督進入聖殿的時候竟然一反常態，憤怒地趕出殿裏一切

做買賣的人，又推翻兌換錢幣之人的桌子。（太廿一 12）因為聖殿——禱告之殿、

神的居所，人們卻把它變成賊窩了。  

神的國根本不存在雙重標準。悔改轉向神意味著屬靈優先次序的調整。教會和基

督徒需要正確地理解屬靈的權威，對地上的掌權者尊重但不盲從，靠著主所賜的

恩典、智慧、力量和勇氣，在公共領域積極地發揮屬靈的影響力，活出神的心意。  

2. 逼迫不是故事的終點  

大會第四天，成功逃離伊朗的 Sara Akhavan 姊妹分享了她的見證。她曾因在伊

朗國內傳福音，於 2010年耶誕節期間被員警逮捕，關進了單獨的牢房。那時的

她身穿骯髒的囚服，內心感到極度的失望和沮喪，甚至無法進食和入睡。四天后，

她聽見上帝對她說：“不要哭泣難過，好像我死了一樣。”  

“不要哭泣難過，好像我死了一樣” 仿佛一道光射向筆者的心靈深處。在筆者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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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宣教征途之前，知道這條路上必有逼迫。但當逼迫真正來臨時，當看到遭受逼

迫的，不得不匆匆道別，將來在天家才能再見的是親愛的肢體時，筆者才意識到

其所帶來的痛和衝擊遠比想像的更加深刻。雖然記憶中的點滴會被已逝的歲月悄

悄掩蓋，然而每當舊事重提時，情感的閘門還是會瞬間打開，淚水無可抑制地傾

瀉而出。  

是傷痛未愈，還是未得安慰？是難過、無奈，還是憤怒？不管怎樣，逼迫不是故

事的終點，不是神國的最終結局。因為耶穌基督已從死裏復活！  

“不要哭泣難過，好像我死了一樣！” 我們所信靠的神是活著的神。真正的盼望

不是源自你和我為主做了什麼，或你和我擁有什麼。屬天的盼望之所以不會消

逝，是因為與我們同在的主，對我們不離不棄的復活的主！永恆的盼望只在祂那

裏！  

3. 小人物大影響  

大會第五天，在韓國教會歷史的回顧中，筆者聽到了文俊卿（Joon Kyung, Moon）

姊妹的故事。她是 20世紀早期韓國基督教發展的重要人物。  

在男尊女卑的韓國社會，她打破了性別上的傳統限制，堅定地跟隨神的呼召，前

往當時韓國西南由眾多小島組成的偏遠地區——新安郡傳福音。那裏曾是高麗、

朝鮮王朝的流放之地，生活在那裏的人們貧困而又孤立無援。一個單身姊妹在此

傳福音，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她不僅做到了，還為當地人設立學校、提供醫療，

幫助他們解決許多生活上的問題。 

1950年南北韓戰爭期間，文俊卿姊妹（Joon Kyung, Moon）為堅守信仰而殉道。   

當筆者上網查閱有關她的資料時，發現已故“愛之教會”的主任牧師玉漢欽曾對她

評價道：“受文俊卿傳道的影響，金俊坤牧師（註：韓國 CCC 團契的創始人）以

及他的門徒們——洪正吉牧師（原“南首爾恩典教會”主任牧師）、李東元牧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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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教會”主任牧師）、河用祚牧師（已故“大地教會”主任牧師）等都成為了

韓國教會的偉大人物。主一定會對文傳道說，‘我親愛的女兒！因著你的犧牲，

我的門徒被建立起來！你真是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1  

在韓國基督教 140年的歷史中，不知有多少像文俊卿這樣甘願犧牲、無私奉獻的

肢體，使福音在韓國深深紮根，並向四面八方廣傳，不斷彰顯神的榮耀。   

除了以上談及的，引發筆者內心共鳴的見證外，本屆洛桑大會在兩個全球議題上

的關注，也吸引了筆者的注意：  

「未來」已經來到 

當前，全球教會正面對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人工智慧系統將會在人類的各個領

域得到廣泛的應用。所以，無論你我接受與否，未來已來！全球教會該如何面對

已來的未來？  

感恩本屆洛桑大會能夠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重要議題，向所有與會者呼籲：“善

用 21世紀的工具，才能與 21世紀對話” 。這一呼籲不僅是對當代教會的提醒，

更是對其在數位化世界中塑造對大使命未來的關注與責任的強調。正如《以賽亞

書》43章 19節所言，“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這句話激勵神的子民在快速變化的環境

中，尋求上帝所賜的新機會。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大會不僅設立了全天候的互動展臺，向與會者推薦為大使命

研發的數位產品，還在每天下午的討論中安排了關於阻礙大使命合作的 25 個短

板議題的小組活動。這些議題涵蓋了與數位時代相關的多個方面，包括數位時代

的教會、數位時代的教會形式、數位時代的門徒訓練、數位時代的福音傳播、數

                                            

1 

http://www.mjk1004.org/sub5_4_detail.asp?CatNo=5&PSize=10&PageNo=1&

Ind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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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社區等。  

筆者參加了其中一個專案的小組討論。起初，筆者以為每個討論問題都是有標準

答案的。後來才知道，討論的真正目的在於引導小組成員循序漸進地找到適合自

身處境的解決方案。因此，各小組的討論結果呈現出顯著的差異，反映出來自不

同背景的與會者的獨特視角。討論的過程不僅帶來了很多思考，也促使每位成員

在未來的事工中持續關注相關議題的進展。  

這些議題與教會接下來的發展息息相關：在面對數位化時代的挑戰時，全球教會

不僅需善用現代工具，更應共同探尋實現大使命的有效路徑。這也是主對教會和

基督徒在新時代背景下能夠與時俱進的期望。  

我們需要彼此互聯網時代，全球教會的合一是重要且緊迫的。洛桑運動全球執行

總監兼首席執行官吳英錫（Michael Oh） 在大會首日就指出，當今全球教會最

危險的 5 個字便是：“我不需要你。” 正如《哥林多前書》12 章 21節所言，“眼

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全球教會必須意

識到，任何孤立競爭的心態都會削弱我們在基督裏的合一，妨礙大使命的實現。  

筆者在帶領神學教育和宣教訓練時也發現，當教會過於關注“自己的教會”或“自

己的事工”時，往往會忽略神國的整體拓展。事實上，神國的” 蛋糕“是可以做大

的，而且理當如此。大使命的核心就是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太廿八 19），將

福音傳至地極。這一重任並非某位屬靈領袖或某間教會可以獨自擔當的，而是普

世教會在聖靈的帶領下共同完成的。  

跨越 50年，每 14年一次的洛桑大會為全球教會提供了一個跨文化交流的寶貴平

臺。在這裏，全球教會共同禱告、分享資源、增進宗派間的相互理解與合作，共

同面對世俗化的挑戰、回應當代社會問題、守護信仰的純正、培養年輕一代的領

袖。這一平臺提醒全球教會：我們不僅需要三一神， 也需要彼此的支援與鼓勵。  

第四屆洛桑大會雖已閉幕，但洛桑精神仍在延續。在幾天前剛剛結束的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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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宗派、跨族群、跨地區的服事中，筆者看到了洛桑模式的果效：開放的交流、

明確的分工、經驗的分享、積極的合作。弟兄姊妹相互尊重、彼此欣賞、共同歡

慶。沒有人因自身微小而退縮，也沒有人因挑戰而輕言放棄。大家靠著復活之主

的大能，繼續勇敢前行，在復興的浪潮中彰顯神國的榮耀。願這種精神代代相傳，

直至神的國度完全降臨。  

 (編者著：本文並非獨家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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