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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 - 一種生命的態度》（The Message of Mission）一書是IVP《圣经在今天》（The Bible

Speaks Today）系列之一。本書的 位作者，一位是白思傑（Howard Peskett），出生于中国，父

母为宣教士。曾在劍橋研究神學，並在耶路撒冷學習希伯來文。之後，加入海外基督使團

（OMF）、接任艾得理（David Adeney）在新加坡門徒訓練中心（DTC）的職務。後來成為海外

基督使團的研究主任。回英國後，任教於布里斯托的三一學院。離開大學教職後，他仍深入參與

各種宣教事工，其中包括參與由斯托得（John Stott）所創立的國際靈風合作夥伴事工（the

Langham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他經常受邀主講和督導宣教議題和基督門徒訓練事工。而另

一位雷馬強佐（Vinoth Ramachandra）為斯里蘭卡人，他關心這世代的基督徒要明白並運用聖

經。在寫本書之前，他廣泛閱讀，以幫助他與許多不同背景與傳統的思想家互動。他十分了解其



他宗教，對宗教多元主義的議題十分關注。二位作者分析了聖經中與宣教相關的經文，並應用於

21世紀的宣教之中。二人多彩而豐富的背景，使本書具有一種全球性宣教應用的品質。他們對基

督教宣教的理解是建立在聖經中聖父，聖子與聖靈的啟示之上。對他們來說，宣教主要是上帝借

基督與聖靈而拯救世人的活動。

書中所引述的十五段與宣教相關的經文中，有七段出自舊約聖經。在作者的筆下，詩篇104

篇似乎對前千禧年派所認為世界越來越糟糕，因而忽視了對地球的愛護提出了質疑與挑戰。所引

述的創世記12章1-4節，一方面表現了創造與救贖的上帝對萬族的祝福的意願，但面對柬埔寨與

盧旺達的大屠殺，上帝的祝福似乎顯得很遙遠，對創造主與救贖主的宣教士們，也是一種巨大的

挑戰。而申命記10章12-20節吩咐上帝的子民要憐愛寄居的陌生人，是當今的基督徒所應遵循的

指示，藉此向懷疑與不信的後現代社會表明聖經的上帝原來是怎樣的一位。基督的兒女要藉著從

天而來的愛，在當今的世界之中，形成一個逆流而上，又多元化的社區，為上帝作美好的見證。

而選自新約聖綞中的八段經文，則從另一方面表明了上帝宣教使命的全部範圍。如果要落

實耶穌在路加福音4章16-30節的宣言，教會就必須走到人們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與不公正的排外

與欺壓同謀，而是去真切地關懷受欺壓的人們。約翰福音12章20-26節與13章34-35節告訴我們三

位一體的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上帝的聖靈也在教會之外作工，所以基督徒應與以負責的態度使

用世界資源的眾人一起工作。作者引述啟示錄21章1-22節的經文，說明基督徒的指望並不在於渴

望死後的另一個世界，而是盼望把現行的世界改變成上帝所指望的。然後，天國就會降臨人間，

上帝的使命就完成了。

如此看來，宣教就不是幾個志願者所愛的「些個玩意兒」，也不能以馬太福音中大使命來

簡單界定，也不是一套理論。作者認為以「傳福音」來理解宣教，顯得有些狹隘，因為宣教所需

要的，正是一種基督徒的生命態度，是一股動搖世界的力量。

若我們都配備聖經的真理與美好的靈性，以委身的態度來做好管家、科學、農業、政治、

教育與商業等工作，以此來履行上帝交給我們的使命，去醫治病患者，把安慰帶給傷心的人，把

食物分給飢餓的人，解救受欺壓的人，這就是上帝的宣教，是一股改變世界更深、更廣的力量，



將會開創一個神與人和宇宙萬物和諧的新天地。

《宣教—一種生命的態度》一書分為四個部分，共十五章。正如前新加坡三一神學院華勇

所推薦的：「本書為整全的基督教宣教神 提供堅實的聖經基礎。作者與21世紀紛雜世界觀的互

動，尤有幫助。不論對西方及非西方世界的讀者，本書都是極佳的資源。」

然而，讀者似乎可以看到，本書的作者們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當今世界的多元文化觀、社會

公義與環境保護運動的影響，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福音的本質與大能。作者們所提出的改變世

界讓其繼續的觀點，與啟示錄21章5節耶穌所說的「看啊，我將一切都更新了！」的宣告之間，

似存在 難以調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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