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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今天，宣教目標的確立變得更複雜，分工也越來越仔細(巴文克 1949, 115)，其結果就是

我們對世界宣教的責任也越來越重了。一方面，後現代主義世界對多元文化的容忍，使

我們在多元文化社會中推動宣教與建立教會的機會增加 了。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義觀

念對基督教宣教事工也構成重大的挑戰，我們必須思想如何能在多元文化處境中維護基

督教救恩的超然性與獨特性，並能推動宣教的 工作。約翰巴文克博士的勸悔學雖然寫於

20 世紀，卻對今日在多元文化處境的宣教工作有很大的提醒與幫助。 

約翰巴文克博士(Johan Bavinck，1895-1964)是一位改革宗的宣教學者，生於荷蘭的 

Rotterdam(van den Berg1996, 428).他以仁慈謙虛待人而著稱。無論對方是那一種族，性

別，年齡的人，他都能愛護與敬重(Verkuyl 1978, 36)。他對多元宗教對話與宣教的關

懷，促使他在這方面的研究非凡。他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念及理論就是勸悔學。 

  

勸悔學的前設與原則勸悔學的前設與原則勸悔學的前設與原則勸悔學的前設與原則 

背景 

巴文克以一種跨科際手法來處理勸悔學的觀念 (巴文克 1960, 233-239; ban den Berg 1996, 

432-33)。他對勸悔學的建構是受到於下列三方面的影響。 

第一，他牧養的經驗。巴文克曾在印尼當教會牧師，宣教士及神學院教授 (1919 – 

1939)。他大部份時間都在 Solo 鎮服事。那裡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 雖然受到印度教

與佛教的影響，爪哇傳統文化仍然以回教生活的形式保留著(van den Berg 1996, 429)。在

這小鎮裡，不同的信仰與宗教結合成獨特的當地文化。這除了影響了巴文克對不同文化

和種族接納的態度，也直接孕育了他勸悔學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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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他對普通啟示之影響的理解也構成了他勸悔學之理論基礎。在這方面， 巴文克

是受著名神學家巴特的影響 (巴文克 1948, 107-108)。他並因此而建立了自己對宣教與啟

示之關係的獨特見解。 

第三，巴文克曾經深入研究宗教心理學，他對心理學的興趣及訓練也是造就他 勸悔學理

論的基礎(van den Berg 1996, 429)。這心理學訓練的背景，不但可以使他確信基督教的救

恩與強調人類經驗為主的宗教有所分別，更可以幫助他分別基督教與別種宗教的分別。

同 時，這也使他認定基督教在世界宗教中的重要地位(巴文克 1956, 308-313) 。 

從巴文克選擇以「勸悔學」一詞來形容宗教對話可以看出他的研究進路。勸悔學一字源

自希臘動詞 ‘lengchein’，此字與定罪及定罪所帶來的羞恥及譴責有關(1960, 221-22)。

「勸悔學」的重點就是把人帶到神面前，使他在神絕對主權之下被定罪(1960, 227)。 

勸悔學的前設 

普通啟示 

巴文克堅信普通啟示的存在(1966， 119; 1960， 227-228)。他主張加爾文的學說，認為

神已經把信仰的種子存放在人心裏(1948， 91)。並認定神每天籍著祂自己榮耀的啟示向

人說話 (1948， 104-105; 1955， 49)。雖然普通啟示是賜予世上所有的人(羅馬書一章 19

節)(1955， 53)，可惜因著罪的緣故，人卻選擇逃避神的呼喚(1948， 105)，並藉著各樣

的虛謊幻想來壓抑及取代神的真理(1955， 53)，將不能朽壞的神變成可朽壞的人的形像

(1948， 101)。 

因此，巴文克認為其他宗教雖然聲稱擁有真理，我們必須謹慎看待研究這些宣稱。儘管

他們所用的字彙與基督教相同(1955， 54)， 我們必須按著其宗教處境及文化來細讀及理

解當中的意思。 

自然宗教 

巴文克認為; 不論是正面或負面， 宗教在塑造人類上古文化上皆有其獨特的功用(1966， 

25)。再者， 宗教是屬於「人類本性及其生活結構」的一部份(1966， 15)。因此，宗教

信仰是人類存在的源動力及其對自我生存的一種反應(1966， 18)。宗教信仰亦是人類生

存的重要基礎(1948， 81)。 

巴文克按著下列的假設來界定自然宗教的意義， 這就是「世界上不同的宗教都 

有一共同的根源」，它也代表著「人類精神上的本能」(1948， 87-88)。巴文克 

相信自然宗教代表了「人類對自我心靈中的超然直覺」。這就是確信宇宙間有一位超然

者存在(1948，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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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文克也把基督教與自然宗教作出截然不同的劃分。他指出自然宗教並 沒有宣講

基督教的獨特性， 反而把神及其啟示遺漏了 (1948， 88-89)。因此， 自然宗教過份看重

人及其特質，而少著重神的啟示(1955， 45)。換言之，自然宗教雖然保留著神的普通啟

示，而這啟示卻被自然宗教中的人所朽曲了。人雖然藉大自然知道宇宙有一位超然存在

者， 卻因罪的緣故未能認識獨一真神。 

宗教歷史 

巴文克相信在普通啟示及普世恩典的假設下，人皆有宗教的覺知; 此覺知代表了人有能

力去親近神。對他而言，這普世性的宗教覺知可歸立為五方面的探求(1966，32-33)。第

一、探求人類及宇宙之間的關係。第二、探 求人類及宗教常規之間的關係。第三、探求

人類及其存在意義之間的關係。第四、探求得救贖。第五、探求現實背後真相之意義。

顯而易見， 他認為人是宗教活物， 一直努力追尋神及真理。 

但另一方面，巴文克認為人亦往往想辦法逃避神，這從四方面可見 (1956， 309-312)。

第一、人將神置於一個遙遙的距離， 不肯與祂相接近。第二、人將神放在道德要求之背

後， 以實踐道德為先。第三、人將神融合於宇宙之中¸ 以神秘浩大的宇宙皆為神的化

身。第四、把神放在在這虛幻花花世界之中，高深莫測¸只憑感覺來接觸神。因此， 人

正活在一種矛盾的處境中: 一方面透過普通啟示意識到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卻拒絕神的

真理， 以謊言取代真理， 並設法拒絕真神的呼喚。 

巴文克的理解雖然著重宗教歷史及神學的論述， 卻非常切合華人的文化處境。他的理論

正正解釋了華人傳統宗教歷史的問題。在傳統華人的宗教哲學觀中， 人逃避神的呼籲是

顯而易見的， 無論是主動或被動的， 或正面式負面的。我們都可以察覺得到。暫在勸

悔學的角 4 而言， 這正好解釋了為何儒家學者著重人倫與道德秩序的倡導， 卻採敬鬼

神而遠之的宗教觀。 

以聖經作為權威 

巴文克對聖經權威的肯定予人一個深刻的印象。他認為聖經是勸悔學的基礎及資源

(1960， 231; 1948， 102; 120)， 並強調聖經是神特殊的啟示， 因而是勸悔學的一切基

礎。他自己便是從聖經中建立勸悔學的理論及原則。 

對巴文克而言， 聖經不單提供一切人生問題的答案，更是世上檢驗真理的工具(1955， 

48-49)。所以他反對以個人經驗及感覺來分析各種宗教， 強調應從神學的角度去理解整

個問題(1955， 48)。而聖經亦啟示了神在人類歷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48， 91-92)。

聖經一方面展示了普通啟示對人類的影響， 另一方面亦啟示了神透過主耶穌基督的特殊

恩典。巴文克透過主張回到神及聖經的權威與基礎， 替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築了一條互相

可以溝通的橋樑。 

人類與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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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克相信人是神所造的，他是宇宙萬物的核心、也是宇宙的一部份，因為他 是照著神

的形像而被造(1966， 151)。人可以透過三種途徑去認識神: 神的普通啟示、聖靈的引

領、和神透過耶穌基督的特殊啟示 (1959， 11)。無論人怎樣離開真理、以虛謊取代神、

遠離祂；全能的神卻能夠打破人類剛硬的抗拒。祂能夠征服人的反叛力量，賜予他們一

個新的心靈(1948， 105; 108)。人類實在沒有籍口拒絕造物主的呼召。因為人以罪來表

達他對神呼召的逃避 (1994， 51)， 所以認罪在「勸悔學」中佔非常重要的地位。 

巴文克亦探究宗教與個人的關係。宗教與每一個人的思想、盼望及感覺有密切 關係

(1956， 308)。因為神向人顯明自己， 絕對不能單憑理性去了解， 所以宗教就不單是頭

腦上的認知。人類歷史的本身在某程度上亦反映了神的本質(1948， 103); 但唯有透過主

耶穌基督， 祂就是道成了肉身的啟示; 使我們能聽到神的聲音、看見神的形像(19 66， 

205)。 

巴文克亦研究普通啟示與普世恩典對人的影響(1955， 49)。神對人生命與經歷的掌管，

實在是預備人心去尋求祂(1959， 10-12)。雖然人有罪性，但籍著聆聽神的聲音，人有

機會可以認識衪、與衪恢復和好的關係。簡言之， 巴文克對於神與人、造物主與受造之

物、救世主與罪人、真理與謊言、神滿有主權的救恩與人悖逆的擴拒的分別， 他都持堅

定的立場。 

對話的原則 

既然普通啟示對每一個人的心靈都有影響力(1955， 49)， 而普世性的宗教覺知亦存在

(1966， 13)， 則基督徒與各種宗教信徒的對話便有可能。在對話的過程中，巴文克肯定

了神絕對主權的重要性。對他而言， 神在創造上掌權(1959，10)， 在普世恩典及普通啟

示中掌權(1948， 103; 1960， 227; 1959， 10)， 在救贖恩典及特殊啟示中掌權(1948， 

122; 1960， 231; 1959，11)， 在對人的呼召中掌權(1960， 229)，在對人指導和引領中

掌權 (1948， 103; 1959， 10-11)。因為神擁有絕對的主權， 所以勸悔學是充滿了希望和

意義。與其他宗教對話便有動力。 

就在「神擁有絕對主權」的基礎下， 巴文克提議了兩個獨特的原則。一、以一個不存偏

見的態度去探究其他宗教所宣揚的真理(1955， 50-52)。二、以神的特殊啟示---聖經---去

判斷其他宗教所宣揚的真理(1955， 48-49)。 

雖然巴文克以普通啟示去開始勸悔學的理論及與實踐，他沒有放棄特殊啟示---聖經---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這樣說， 他的理論來自普通啟示 (1994， 44-52)， 他的原則及最

終權威來自聖經 (1966， 115-195)。 

他相信聖經與其他宗教文獻有所不同， 這亦成為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分別之記號(1955， 

48-49)。聖經啟示了神的工作及計劃(1948， 102)，它亦給非基督徒及宣教士提供了真理

(1948，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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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來說，假如沒有了特殊啟示，沒有聖經中所記載的耶穌基督，福音與其他 宗教就沒

有可相連之處。因為沒有這些， 非基督徒就不能得知神已為他們所成就的救贖計劃。所

以， 耶穌基督是把普通啟示及特殊啟示相連的中心(1966， 199)。在這基礎下， 宗教對

話便變得有意義。 

巴文克強烈反對在勸悔學中使用哲學思維的辯論方法。因為神是一位永活的 神， 哲學

思維的辯論並不是最好的佈道方法(1960， 231)。反之，在活出神真理的實踐中， 宣教

士生命的見証比哲學思維的辯論更為重要。用哲學思維的辯論去處理勸悔學有兩大危

機：首先這意味著勸悔學單純是人類的活動(1960， 229)， 傳道者可用理性去叫人悔

改。這樣， 以人為中心的辯論便會取代神的主權能力、神叫人悔罪以及神感動引領的工

作。這是以人為中心及以理性去取代神。其次，哲學思維的辯論在人的心中製造了一個

屬 靈的真空，然後再以抽象的慨念而不是以一位永活的真神來填補這個真空(1960， 

230)。這樣， 便妨礙了人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及知識的全面成長(1960， 231)。 

雖然巴文克強調在勸悔學中神的主權， 但他沒有忽視了宣教士或佈道者的角色。借用克

雷瑪的思想， 在基督教與非基督徒的接觸面中， 宣教士或佈道者是最重要的一環 

(1960， 229)。所以，宣教士或佈道者要順服聖靈的帶領，在其生活中處處表明神在赦

罪及救贖的恩典之工(1960， 229-230)。因為宣教士或佈道者通過生命來塑造的佈道信息; 

是否切合當地文化處境， 很大程度取決於他如何與非基督教宗教信仰鬥爭之態度

(1948， 105)。 

最後，他認為勸悔學的重點應是處理人與神的關係，而不是某些特別的文化背 景

(1960， 253)。福音的最重要部份就是神通過基督的十字架顯明了祂永恆而又神聖的救

贖旨意， 就是通過基督的受苦與死亡使我們與神和好(1959，27)。有了這個慨念，巴文

克提議了以下幾個實踐的重點: 一、明白處境 (1960， 253); 二、以神為重要的主題

(1960， 253); 三、聆聽衪的話(1966， 117); 四、從聖經中導出原則(1966， 118-125); 

五、從羅馬書第一章內所反映的兩個觀念開始：抑制真理及以虛慌取代神(1966， 199-

206); 最後便是不帶著驕傲與人相處、向人傳福音(1966， 198)。 

總結 

巴文克對勸悔學的前設是以神為中心， 重點放在神的主權。換句話說，因為相信神的主

權及祂的愛， 巴文克堅信普通啟示對世人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巴文克也強調主耶穌在作

為連接普通啟示及特殊啟示的角色非常重要。 

此外， 巴文克對聖經的角色及權威是非常尊崇的。雖然其他宗教可能具有某種形式的真

理， 但因著人的罪性， 真理被朽曲了、意義被改變了。所以在勸悔學中， 聖經與其他

宗教的真理具有很明顯的分別。 

巴文克認為人與神的關係不能離開神主權的愛。這種愛在祂以耶穌基督中的救贖計劃中

被反映出來。雖然人否認並拒絕祂， 欲以其他虛謊取代真理， 神對人的大愛仍給予人

機會， 使他們卻能透過大自然、聖經和聖靈的引導去尋找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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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雖然巴文克宣稱基督教的超然性， 他也關注宗教心理學的作用。他強調明白非

基督徒的重要性， 這使他既能持守神的真道， 亦同時更深的了解非基督徒， 進行宣教

佈道的工作。 

  

勸悔學的宣教應用勸悔學的宣教應用勸悔學的宣教應用勸悔學的宣教應用 

巴文克的勸悔學觀念對宣教帶來幾點重要的應用。首先、神有絕對的主權去掌 管萬事，

這顯示在宣教事工上神是掌權的主。人在宣教佈道的事工上永不能代替神的地位， 唯有

祂能改變人的心， 叫人認罪、呼召人悔改， 亦唯有衪才能拯救我們。我們可以做的， 

是為神在基督耶穌中所彰顯的特殊啟之真理作見証， 去宣揚祂的榮耀。神是那創始者、

引領者、宣教的中心及審判者。這意味著單靠人道主義的宣教對話在現代的勸悔學中是

不可行的。我們需要回到以神為中心的宣教 理論去。在今天教會著重佈道節目與程序卻

輕視神主權的潮流中， 這無疑有當頭棒喝的果效。 

其次宣教的目的不單在於政治、文化、社會及經濟的改進(1961， 61-63; 64)， 又或單傳

福音(1961， 65)。神必須是勸悔學的主旨(1960， 253)， 其他的宣教目的也是圍繞這個

主旨而進行。神救恩計劃與基督代贖的好消息之宣揚， 永不能被其他的目的所取代。 

再者，在勸悔學中永遠少能缺不認罪及赦罪這兩回事。在宣教工場上， 明白非基督徒的

世界觀、改善社會服務、教導別人是需要的， 但這些都應該在「把各人引進到基督的面

前與祂聯合」的願望中而進行 (1961， 66)。換句話說， 神在基督裏的拯救才是基本的

宣教目的。巴文克對神的主權的看法給宣教學定下了其目標及方法。沒有認罪便沒有赦

罪， 沒有赦罪便沒有稱義。 

另一方面，巴文克把福音的要素定位於耶穌基督的救恩上， 這救恩能使人能與神和好，

也是勸悔學的基石。勸悔學絕不會把宣教事工偏移了救贖恩典的核心內容。雖然巴文克

以普世恩典作開始， 但他強調以神的救贖恩典為中心。在宣教的實踐及理論裏，這兩種

恩典必須分別出來， 不能混淆。 

現代宣教理論趨向策略及方法學，把宣教的中心從神轉移到教會、人、或方法 上。許多

佈道大會標榜明星效應及音樂程序， 易誤導人把神的榮耀轉到人的身上。巴文克重新強

調神的拯救， 確實把焦點放回正確的基礎上。沒有神在基督裏的特殊啟示，人只是沒有

盼望地尋找一個虛謊的宗教。 

有一些宣教學者很重視宣教佈道的方法及策略，但巴文克卻非常重視聖經在宣 教上的應

用， 特別是勸悔學。他認為宣教神學必須有其起始點， 這起始點就是聖經上神國度教

訓， 這是需要仔細和有根據地查考而得出來的(1961， 64)。這樣的肯定， 就鞏固了基

督徒與各種宗教對話的基礎。在多元文化處境中更需要對聖經有系統的查考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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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克認為其他宗教沒有一套不朽曲或從神啟示而來的真理，因此聖經就成了雙方對話

一個重要的參考。今天當我們建設宣教的理論及實踐時， 必須回到聖經。因為唯獨神的

話能指引沈倫的罪蒙救贖的方法道路(1948， 122)， 我們有需要把特殊啟示及普通啟示

分別出來。 

巴文克認為聖經必須是宣教士的方法學及力量來源，聖經的權威在宣教事工上 必須被高

舉。建立聖經宣教神學及宣教原理的基礎必然是聖經。今天， 多元文化的思想認為沒有

絕對的真理。部份人亦以其他宗教的文獻亦能啟示神的真理， 可以與聖經的權威並排， 

以致是非不分。我們需要重新肯定聖經在勸悔學的權威及其獨特性，不然就很容易失去

立場， 落入混合主義的陷井裏。今天多元文化主義者攻擊基督教高舉聖經權威是唯我獨

專的表現。但巴文克的主張提醒我們， 沒有聖經的獨特啟示， 我們與甚他宗教根本沒

有分別，何來宣教的需要? 

此外， 宣教士的角色亦直接影響宣教事工的發展。在勸悔學中宣教士就是神的伙伴， 

是永活神的活生生的見証。宣教士或佈道者不能以哲學思維取代神的見證。這提醒我們

口述的見証或勸說只是宣教事工的一部份，行為上的見証也是非常重要。宣教 士言語加

上行為的見証， 便構成一個整全的宣教實踐。 

宣教士是神的器皿去完成神的旨意，他並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履行勸悔學。因為他在

工場上是非信徒接受福音最重要的接觸點， 他的生命必須顯現他所傳講的真理。順服神

的旨意是勸悔學的一個重點，人的籌算及策略必須順服在神的啟示及指引下。 

宣教士要明白自身所處的環境亦是勸悔學的關鍵， 這在跨越文化的宣教上尤為重要。明

白自身所處的環境， 能讓我們在不同處境中協助尋求神的人消除障礙， 並幫助他們築

起一道橋樑與聖經真理連接， 就是通過對耶穌基督的真理救恩的宣揚。在處理不同信仰

的時候，教會應當多體恤少批評；作見証但不妥協；有尊嚴但不驕傲。 

同樣地，巴文克強調， 教會接納「在掙扎中的個人」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會更理解他們

對人生的疑團、信仰的難處。這樣， 對話是有價值的， 不單因為人有抗拒神的罪性， 

亦因為人有尋求神的渴望。所以， 諒解及不定別人的罪，便成為宣教士一個有力的傳福

音接觸點。 

總結 

巴文克的原理結合了聖經原則， 神的主權觀念， 以及對啟示的理解。他的原理在現代

的宣教實踐是很可行的。今天，多元文化的社會對基督徒有很大的挑戰。其產生的挑戰

最少有三方面：相對主義、混合主義及泛 神主義(Choi 1991， 152-157)。相對主義挑戰

基督教擁有絕對真理的宣稱; 混合主義把救恩從基督教的特殊啟示中轉移; 泛神主義難阻

人尋求獨一真神。巴文克的理論， 能幫助我們在宣教實踐上面對這些問題。 

首先， 巴文克強調神的主權、普世救恩對人類的影響、以及勸悔學中的聖經權威， 給

基督徒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宣教， 有更正確的自我形像及堅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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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相對主義產生混合主義。面對這個挑戰，巴文克強調聖經的權威是一切的基礎。

神透過主耶穌基督啟示了衪自己， 救恩只靠耶穌基督， 別無他法。聖經權威並不容許

任何的妥協。 

第三， 相對主義及混合主義的妥協產生了泛神主義。巴文克的理論使我們能在神基督中

的特殊啟示上站立得穩， 唯有透過主基督我們才能認識這位真神。 

在現今這個被後現代及多元文化影響的世界中， 宣教作為對非基督徒作見証這一課題， 

將會、亦是現代宣教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巴文克的勸悔學理論無疑值得我們去實踐

及著重。 

撮要 

約翰巴文克(1895-1964)是改革宣教學者的先鋒， 他向非基督徒作見証的理論及原則(勸

悔學)具有高度的評價。本文提供了他在勸悔學的理論與原則的個案， 目的有兩個：提

供了一個巴文克之勸悔學原則的總結；二、在現今多元文化的社會裏，重申其宣教的意

義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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