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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於全球化趨勢之下如何實踐其宣教使命

阿斗弟兄

(現在普林斯頓教會帶職侍奉)

引言

隨著科技與交通的便利，突破了空間阻隔、與國界的屏障。人與人之間之

間的距離越來越近，全球各大城市都在飛機一日可以到達的範圍之內。地球上的

人類就好像生活在同一個村子裏一樣，彼此的關係緊密相連。這樣的趨勢被稱為

全球化（Globalization）。當全球各地的人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彼此的聯繫

不斷增強，帶動了各國人民在政治、經濟貿易、文化交流上互相緊密依存的關係。

有一本書叫做「世界是平的」 ，作者提到當他正在「睡大覺」時，一夕之

間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的階段。全球化的起源是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就開始，西

方國家為了擴張領土、奪取原料，向全球發起殖民運動。接著工業革命的來到，

商人也藉著交通的便利，建立國際行銷的管道、往世界各地輸出產品。一直到近

十年來，資訊技術的突飛猛進，為了勇於冒險的創業者提供了一個競爭平台。有

能力的人，可以運用他所掌握的資訊，整合世界各地的人力、物力資源，為他帶

來最大的利潤。



這對於我們基督徒有什麼啟發？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中，領受了基督對

我們傳揚福音的大使命。我們深信神是歷史的主宰，世界上政治、經濟的變化、

科技的發展全在神的手中。以弗所書一章十節說：「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

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歷史的結局最終

要完成在基督裏。所以我們應當細心觀察神所興起的浪潮，趁著現今僅有的機

會，把握一切可行的方法，向未得之民傳揚福音。本文打算從幾個角度，來探討

全球化的問題：

（1）全球化帶個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衝擊是什麼？

（2）全球化的浪潮中，什麼是教會宣揚福音的機會？

（3）教會當運用什麼樣的宣道策略，來回應當今世界的變局？

全球化的趨勢帶來的衝擊

全球化所帶給人類的改變是相當大的。不單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

家庭、生態環境，甚至人類心靈，都帶來了急劇的變化。

全球化對經濟、政治的影響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原本分布世界各地，互不相干的資金、技術、人才，

勞工，行銷管道被整合在一起。公司的組成不再限制於一國，而是可以跨越國家

的界線。只要掌握了這個整合的機制，就可以運用世界各地的資源，最有效的投

入生產，為投資者得到豐厚的利潤。這種高效率的跨國企業，足以打敗其他傳統

的競爭對手，形成強者獨占，弱者被兼并的形勢。雖然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勞工

被開發出來，但是他們所犧牲的是生活的品質。弱勢的群體只有出賣自己廉價的

勞力、生活在一個被污染的環境裏面。全球化帶給他們工作的機會，但工作的壓

力讓他們日以繼夜投入生產，卻犧牲了原本平靜的家庭生活。工業化的結果，生

產效率成為資方對勞工要求的指標。使得人的角色成為機器裏的一顆螺絲釘，每

個動作都要配合制定的規格。人性中的情感、想像力就被抹殺掉了。隨著資本主



義的擴張，西方社會的價值體系滲透到第三世界。在社會倫理方面，原本農業社

會以家族為中心的倫理道德被破壞，取而代之的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反對一切

權威體制、否定絕對的道德標準。有一句新世代的年輕人常聽見的口號：「只要

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拋棄了傳統的價值觀後，人並沒有得到更大的自由，

反而有種失去依歸的失落感，心中充滿了苦悶與空虛。

全球化帶動人類對加速開發自然資源，第三世界國家為了經濟犧牲環保。

生態環境因此被污染。大自然被破壞後帶給人類嚴重的反撲，許多新出現的病毒

和瘟疫蔓延。全球暖化效應，造成氣候失調。颱風、水災、地震、海嘯比以前發

生得更頻繁 。每一次天災來臨就造成多人罹難，整個人類不但不能享受全球化

帶來的幸福，反而陷入焦慮、抑鬱、絕望，甚至自我毀滅的病態情緒當中。

隨著經濟的發達，人類的接觸更加頻密，命運也相連在一起。但是原本在

隔離的環境中，暫時隱藏的種族、宗教的仇恨，不但未因接觸得以化解，反而因

衝突浮出枱面而針鋒相對。發達國家的強勢文化入侵，弱勢文化有被滅絕的危機

感。這種緊張的關係造成國際間衝突不斷。民攻打民、國攻打國的事頻頻發生。

哈佛教授杭廷頓認為，文化對民族的影響根深蒂固，他們之間的差異是不易改變

的。當世界變小、不同文明因接觸而產生摩擦。這將是未來國際間衝突主要的來

源 。911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全球化帶來的文明衝突。以英美為首的西方文明、

與保守的阿拉伯文明的積怨，藉這事件爆發出來 。人類住在同一個地球村，各

國的政治、經濟關係緊密連結，牽一髮而動全身。為了避免因誤解所引發的衝突，

國際間急需要有一個共同遵循的行為法則，與共同信任的仲裁機構。在工業界已

經組成制定共同標準的機構。如電腦、通訊規格的制定，不遵守的話就完全無法

與人競爭。國際貿易的領域，也出現各種合作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

亞太經貿高峰會（APEC），訂下合作與競爭的規範。在政治領域，因為經濟利益、

種族矛盾、加上意識形態的糾葛，世界各國處在複雜的利害關係下。誰能有權威

制定共同遵守的準則？就算強者可以用政經實力壓過弱者，向他們推銷市場經濟

價值觀，弱者在被宰制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心悅誠服。所以當全球化以萬鈞之勢



流行全球時，反全球化的勢力也正方興未艾的展開，反對者認為全球化只是已開

發國家利用政治和經濟的手段對他國的征服。積極推動此運動的多半是弱勢團

體、與環保團體 。

通訊的進步突破文化的樊籬

已開發國家隨著經濟實力的擴展到全球，同時也將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

觀推向世界。通訊科技發達，網路遍布全球、無遠弗屆，資訊的流通突破了國界。

就連開發中的中國，上網的人口已經達到二億八千萬，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

網人口最多的國家 。即使中國政府努力施行網路管制，監管網上活動，不讓人

民接觸政治或宗教敏感的網站 。還是有人突破封鎖，獲取外界消息。由於搜尋

器強大的功能，網路用戶可以透過輸入關鍵字搜索各類資料，包括宗教、社會的

各類議題。網民中絕大多數是二十歲左右、學生、或專業人士。他們對世界各地

新聞、各種爭議的問題極為好奇。互聯網實際上就是個思想的戰場，世俗主義藉

著聲光、影音爭取他們的注意力，目的是從他們身上賺取商業利益。各種宗教、

各家思想也在網路上，吸引大家的眼光。這是網路管制所擋不住的潮流。唯一造

成閱讀障礙的就是語言的隔閡，各國網民還是偏愛使用自己的文字。但是英文的

普及、以及網上翻譯的方便，讓外語不再成為獲取資訊的障礙。一個普通人所寫

的文字、所編輯的圖像，可以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傳遍全球，被網上想看的人用搜

索器找到。也就是說人人可以當記者、人人可以當評論家。只是寫出來的文字品

質良莠不齊、網上的消息真假難分、可靠度也需要考據。

教會在全球化趨勢下宣教的機會

人口遷徙與移民的增加

全球化所帶來的其中一個變化，就是人力資源的移動，廉價勞工主要來自

未開發的農村。他們在家鄉找不到工作的機會，紛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打工，這

就是中國民工的潮流 。他們居住在城市的邊緣的地區、過著艱苦的生活、憑勞



力賺得基本的工資。他們多半生活單調、精神空虛、對未來不存盼望，急需要福

音的安慰。

另一群離鄉背井的人，就是藉著合法、非法途徑移民海外的群體。非法移

民多半是靠著勞力打工的人。他們甘冒被遣送回國的危險，花錢買通蛇頭、偷渡

到西方國家。他們離家時欠了一大筆債，等於是把自己賣給了幫助偷渡的集團。

雇主貪圖廉價勞力，雇用偷渡客。蛇頭用黑社會的力量，控制他們打工還債。他

們多半來到國外後，對工作環境失望，當初幻想的移民夢破滅。但是回頭無路，

只有繼續作牛作馬。這群人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很需要基督徒的關愛，但卻是福

音不易接觸的群體。

合法移民多半是為了尋求更有發展的環境，來到外國求學或工作。在剛剛

離開家鄉的時候，常會經歷文化衝擊，不適應外國環境，這使他們願意尋求外界

的幫助。當他們離開了國內的人際關係，受到傳統信仰的影響減弱，因此對福音

較為開放。這是教會向他們宣道的機會。

資訊泛濫帶來精神空虛

互聯網帶來通訊的便利，吸引大量年輕族群在網上搜尋。他們或是想學習

新的知識、探聽最新消息、或是與人交談、發表個人心中感想。網上的虛擬空間

對個人身份的隱秘性，讓他們感到安全。他們平時不告訴人的秘密，反而願意在

網上宣泄。各類網站的內容呈現出人性真實的面貌，其中充斥著虛假、罪惡、色

情、仇恨的思想。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很容易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為了迎合大

眾的口味，信息的庸俗化是必然的趨勢，往往受歡迎的網站，就是投大眾之所好。

色情圖片、小道消息、造謠抹黑、聳人聽聞的文字，通常是網上點閱率最高的信

息。這種網路文化，只能帶來一時欲望的滿足、卻把人的心帶進一個更加空虛的

境地。犯罪集團利用網路，勾引人掉入陷阱。藉著網路的隱匿性，在網上進行毒

品、色情交易。網絡本來是中性的，可以用來發展正常思想的交流，但是罪惡的

勢力更加猖獗，利用人性的墮落，讓人陷入其中。



罪惡的勢力雖然囂張，卻不能真正滿足人心。人靈性的空虛仍然需要填滿，

心中疑惑仍然想要尋求解答。網路雖然各類信息充斥，想在其中找到有益身心健

康的信息確是不容易。許多人像無頭蒼蠅一樣，在網上閑逛，東看西看、消磨時

間。他們對網上低俗的信息並不滿意。正如你我一樣，他們也想在包羅萬象的網

路世界中，尋求人生的意義。他們何嘗不願意看到有益身心的信息。他們也是渴

望能看到觸動人心的文章。這真是基督徒傳揚福音的好機會 。

教會可行的宣教策略

交通的便利縮短的人際間地理的距離，互聯網的便利縮短了人際間思想交

流的距離。這樣的機會當如何被利用在福音的傳播上。

利用人際網絡關係聯合宣教夥伴

宣教不是一時的熱忱，必須經過縝密的計劃，積極的聯系。將熱情化作行

動。正如全球化行銷的企業，他們在世界各地尋求合作的伙伴、發掘可用的人才、

開發行銷的管道。教會也是一樣，我們想要把福音傳到地極。也是在尋找優秀的

宣教士、熱心支持的教會、以及未得福音的宣教對象。將各種力量整合在一起，

促使宣教的異象得以付諸實現。誰能作這整合的工作？一般是要靠差會。他們對

宣教的工場最熟悉，他們巡迴各教會推動異象、呼召有心的宣教人才、培訓宣教

士、最後還要將人差派到工場。這不是單打獨鬥能完成的事，需要建立差會在各

教會的信用，運用人際關係，聯系合適的宣教士，並持續支持他們在工場的服事。

華人教會在二十一世紀，逐漸重視自己在大使命上的責任。許多教會積極投入宣

教的工作，預備承接宣教的棒子。但是華人差會的建立仍然還在摸索的階段。原

因是華人的性格，常以自我為中心。喜歡自己發展獨立的事工，不習慣與人合

作 。要有效率的推動宣教事工，就要整合各教會的力量建立夥伴關係，單打獨

鬥是不可能成功的。尤其當今華人散布世界各地、第二代移民已經融入當地文

化，這是建立宣教據點、聯絡宣教管道的有利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各自



為政的觀念，建立正確的國度觀，真誠地與差會在宣教的事工上合作，以財力、

人力支持宣教的工作。

以短宣帶動獻身長宣的人選

在北美的華人教會不乏豐富的財力與人力資源。這些資源如何能運用在宣

教的事工上，教會的領袖就必須要有支持宣教的眼光。宣教的工作是需要犧牲自

己的利益，學習主耶穌道成肉身的樣式的。華人移民到北美，本來是為了尋求更

加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但是宣教的需要往往在尚未開發的地區，不可能有北

美相同的物質享受。甚至要冒險去到社會動蕩、治安不佳的地區。一般基督徒很

難跨出這一步，但是當主的愛激動我們，我們就能體會主對世人的愛。主耶穌能

放下天上的榮華，來到世間，與卑微的人住在一起。我們是祂的門徒，也應當效

法祂，繼續祂所交付的使命。

獻身長宣往往從短宣開始，要放下工作投入宣教是一項重大的決定。必須

宣教士自己有從神來的呼召、家庭的配合、教會的支持、差會的接納。許多的障

礙必須一一克服。短宣是跨入長宣的預備。一般北美的專業人士通常從短宣開

始，當更多了解宣教工場之後，就更清楚如何走將來宣教的路、也就更能堅持獻

身宣教的決定。短宣的主要目的不是對宣教工場的幫助，而是對預備投入宣教的

人選的體驗、與造就。為了要能從參與短宣的人中，發掘出投入長宣的宣教士。

所以推動短宣仍是教會值得鼓勵的事工。

其次宣教事工不只需要全職宣教士的投入，同時也需要廣大帶職信徒的支

持。短宣就是一種擴大異象的機會。讓眾多有宣教心志的信徒，分享宣教士在工

場面對的挑戰。可以擴展他們的眼光，看到神的工作在萬民中進行。加深信徒對

宣道的參與度，同時也讓宣教的異象普及全教會。

善用互聯網進行遠距宣教

媒體的力量在於它傳播的速度迅速而廣泛。今日網路媒體逐漸取代傳統的



報紙與電視的地位。因此海外的各個宣教組織，莫不將宣教從傳統媒體轉移到電

子媒體，紛紛發展網路事工。許多年輕的族群在網上留連，他們不只是尋找感官

的刺激，同時也在尋找心靈的滿足、與生命的意義。這是基督信仰與世俗文化征

戰的前線，是宣教事工決不能放棄的據點。可惜的是投入的人力、財力仍然不足。

近年來雖然建立了基督教網站，但是只是靜態文字的傳播，不足以達到該有的功

效。今日的年輕人沒有耐心在網中搜尋長篇大論的文字。他們需要朋友，需要有

人能帶給他們方向，將宣道的文字圖像呈現在他們面前，讓他們對基督信仰心生

共鳴。也需要有人一步一步引導他們，對信仰問題進行交流。並帶領信徒繼續追

求屬靈成長。這平常是在教會中進行的事，如今都移到網上來了 。

所以需要有能夠理解社會人心的基督徒作者，持續不斷地寫出感人的文

章。也要有牧養恩賜的基督徒能在網上論壇、或社群中與他們對談。這是很花時

間、精力的工作。有時候不能立即見到果效，但是卻是值得投入的工作。

今日教會界對網路事工的重視程度仍然不足。網上有個新興的群體，他們

在短短十幾年年的時間，建立了一個跨越多個民族、文化的事業共同體。包括了

報社、網站、電腦公司、音樂傳播機構、大學、宣教機構、以及教會。他們的信

仰被正統教會懷疑帶有異端成分，目前還在調查、關注的階段 。但是他們的財

力、人力卻十分雄厚。而一般正統的基督徒宣教機構，還未出現如此有實力的團

體。這是很引人困惑、也值得我們深切反省的事。為何正統的宣教團體，努力了

幾十年。仍然在慘淡經營。而新興團體卻能突破種種困境、集中力量、快速擴張。

一方面因為我們對時代脈動掌握已經落後，我們不關心這個時代的青年到底在想

什麼，教會只專注在自身的事工。宣教策略還停留各教會自行辦布道會、各自差

短宣隊的階段。遙遠的網上群體，不能帶來奉獻、不能看見果效，很多教會都興

趣缺缺。然而今日許多年輕基督徒每天上網，超過他們上教會的時間。有沒有人

在網上聯合他們，帶他們離開世俗的網站，利用網路的便利，帶領他們在屬靈上

有更深的追求？甚至長期下來有可能，從其中造就獻身服侍的工人。



結論

全球化的浪潮風起雲湧，勢不可擋。這帶給我們危機也是轉機。福音的內

容永不改變、傳統的作法必須因應時代的變化而與時俱進。我們深信歷史在神的

手中，神既然允許全球化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中，他必要掌管這一切，導引歷史的

方向，讓萬事互相效力，最終成就神要完成的事工。我們身為基督的門徒，活在

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也必須把握神興起的浪潮，順應聖靈的感動，利用一切有利

的條件，向世人宣揚福音。我們看到了全球化帶來貧富懸殊加劇，正是我們投入

福音濟貧事工的機會。我們看到在工作壓力下，心靈空虛的民工，這也是我們以

福音關懷他們的機會。我們看到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迷失在網上，這就是神所帶給

我們傳福音的機會。讓我們把握住一切機會，順服聖靈的帶領，讓神的手做工。

教會不會因全球化而衰弱，反而是能將神國度擴張到更大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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