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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成為宣教的教會，中國成為宣教的中

國，這是中國基督徒從神領受的異象和使命。詩歌

「宣教的中國」已經頌唱了十多年，中國教會的宣

教事工也摸索、嘗試、進行了不少的年頭，筆者認

為當前已經到了中國教會參與普世福音事工的最佳

時機，當前是實現「宣教的中國」的最佳契機。

一、中國教會現況

1. 從弱小變為強大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教會的特點是「四多」

――老人多，婦女多，農民多，文盲多。教會大多

以家庭為聚會場所，規模不大，也多在農村，處於

社會的弱勢地位。進入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快

速發展及城市的急劇膨脹，城市教會也隨之壯大起

來。特別是進入千禧年以後，大批的海歸人士、知

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歸主，中國教會逐漸強大起來。

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位列在發

展中國家的強國，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

教會隨著國家改革開放30多個年頭，已經完成了

從農村到城市之轉型、事奉人力單薄到事奉群體龐

大、經濟捉襟見肘到財力豐厚的局面。特別是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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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屬靈書籍得到解決，課程設置開始具規

範，師資隊伍發展壯大，學院建制日趨成熟，神學

教育已經與國際接軌，並多有合作。

中國教會的「大」，尤指人數的龐大(4,000
萬、8,000萬、1億或3億)，但是「強」卻沒有太多

的可圈可點。事奉群體雖然很大，但事奉的裝備卻

明顯不足，屬靈素質也不夠強。教會經濟雖然不

少，但地區差距明顯，分佈不均，財力使用也大

多是在教會內部的建造上，宣教方面的投入少的可

憐。所以，中國教會對此需加以正視。

2. 從邊緣變為主體

中國最突出的問題是「三農」(農村、農業、

農民)。中國有9億農民，估計約有2億農民進入城

市「打工」，其中包括很多弟兄姊妹，因此造成農

村教會「老小守空巢」的冷落局面。但近年由於鄉

村經濟發展，很多人不再選擇外出打工，大批民工

「回流」，選擇返鄉發展。出現此種情形，中國教

會應當再次重新關注農村教會的發展，盼望再次迎

來上世紀80、90年代的大復興局面。農村教會的力

量不能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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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正從「社會邊緣」到「社會主體」逐

漸轉變，教會在社會的正面影響力正逐步增多、

增強。比如信徒數量和品質的平衡與提升，知識份

子、白領精英、公務員、企業家基督徒的增加，以

及在高層、政界等各個領域中影響力的發揮。而教

會在社會關懷方面也積極的投入與參與，已經向社

會公示，並帶來良好的社會反響。2008年汶川大地

震期間，數十萬基督徒的愛心參與，就是最好的說

明和見證。

3. 從向內變為向外

如上所述，中國教會多年來經濟的投入絕大多

數用在教會內部，用於宣教方面幾乎是空白。所

以，中國教會是「內向」的教會。教會雖然正面堅

持福音主義，卻不能踐行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雙

重責任。中國教會呈現固步自封、自我中心、屬靈

主義、教條刻板、缺乏生氣、東施效顰等形象。

30年來，教會從草墊，變為板凳，再變為椅

子，甚至沙發；從燒火爐到冷暖空調，從高聲宣講

到高級話筒音響，從風琴、二胡到管弦樂隊。教會

「硬體」蒸蒸日上，但靈性境況卻日趨降低，開始

享受安逸、舒適。

但上帝藉著諸多末世現象(地震、瘟疫、戰爭、

逼迫等)，也藉著韓國、新加坡、美國等眾多國家對

中國的宣教榜樣及鼓勵等，使中國教會開始蘇醒。

時至今日，蒙大恩、厚恩的中國教會正逐漸「外

向」，已經普遍認同並承繼普世宣教的異象，開始

向外拓展宣教事工了。事實上，有些教會已經積累

了不少的本土宣教經驗，不少的本土差會也相繼出

現。儘管制度還不完善，但有些開始積極面對中國

數百個少數民族，作近文化的宣教，甚至開始面向

跨文化宣教了。

4. 當前主要面對問題

1) 局部復興現象

中國教會的復興一直以來是都是局部的，東部

經濟發達地區較西部地區為快。這可能由於西部地

區偏遠、落後、生活艱苦，也可能因為當地人力資

源流失、缺少關注與關懷、沒有人願意前往事奉等

原因。導致此種狀態一直維持了數十年之久，這種

種的狀況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明白。

東部地區也有很多教會因為教會的方向和目

標，沒有投入宣教事工，出現了停滯不前的現象，

導致教會未能維持局部復興的局面，甚至停頓，需

要諸多關注和大力扶持。

政府在西部進行大開發已經十多年了，教會理

應關懷西部。東部地區眾教會需要更多關心西部，

向西部、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宣教，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中國西部的宣教工作需要

長期投入，有負擔的弟兄姊妹需要長期甚至終生駐

紮，更不能只追求轟動的效應，需要深入發展，開

荒、植堂、牧養、訓練、差傳等事工需要採取針對

本土本族之策略，才能穩定拓展神國。

2) 城市化世俗化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中國城鎮

居住人口已超過全國人口半數，報導認為「這表明

自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極大地促進

了城鎮化水準的提高」。城市快速增長，人口急劇

膨脹，城鎮化的同時，道德水準也在不斷的降低。

中國社會道德底線全面失守、顛倒。「以義為

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的文化傳

統，轉變為「以利為本，以義為末；以財為本，以

人為末」的慘局，社會愈來愈世俗化、功利化了。

中國教會面對不道德和世俗化的衝擊，也是破

口百出。教會的全面世俗化現象愈演愈烈，成功神

學大興其勢，拜金主義現象嚴重，領袖的失敗屢見

不鮮(主要是在錢、權、色三方面)。在教會裡，婚

姻、道德問題及離婚事件層出不窮，弟兄姊妹離婚

率直追社會，婚姻輔導應接不暇。

3) 理性感性平衡

從積極方面來看，筆者以為二十一世紀頭十年

的中國教會有兩個明顯特徵，即理性轉型和成熟平

衡。

首先，在理性轉型的特徵中，我們看到城市教

會的興起，大學生、知識分子、打工者、基督徒

企業家教會的發展，以及新文化衝擊下的後現代

(80、90後)牧養等挑戰。我們也看到宣教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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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從內地轉向西部，從漢族轉向少數民族，從農

村轉向城市，也從農民轉向農民工，從藍領階層到

白領、金領階層等的福音需要。

其次，中國教會趨於成熟平衡，有約翰三書中

的「信仰的平衡」，即指身體與靈性的平衡、真理

知識與真理實踐的平衡、堂會與普世聖工之間的平

衡、群體和個人之間的平衡。

中國教會有在歌羅西書一章28節中提到的「神

學教育的平衡」，即教會與社會平衡、知識與靈性

的平衡、技能與生活的平衡、本色性與國際性的平

衡、本教會與全教會的平衡、教育方式與地點的平

衡、神學與宣教的平衡。

中國教會出現初期教會中「宣教的平衡」現

象，即同文化與異文化的平衡、本地區與跨地區的

平衡、本民族與外民族的平衡、上層與下層的平

衡、差錢與差人的平衡、短期與長期的平衡、代職

與全職的平衡、福音預工與福音事工的平衡、教會

與差會的平衡。

但是中國教會也需正視不理性、不平衡的現

象；越是高級知識分子，越是理性的人，越是追求

感官刺激，尋求感性需求。注重靈恩經驗、內在醫

治等就是明顯的例子，盼望這些弟兄姊妹能回到聖

經，在神的話語上好好下功夫，建立穩固的信仰基

礎。

此外，面對政府的宗教政策，家庭教會應該更

加冷靜和理性地回應。神給我們擺上甚麼環境、甚

麼功課，我們就應當欣然接受，積極面對，樂於學

習。不需要以剛性面對，否則得不償失，虧損和負

面影響會更大，也得不到神的祝福。

4) 中國宣教亂象

據筆者觀察，當今中國教會之宣教事工，呈現

出諸多「亂象」特點。宣教觀念混亂者有，盲目投

身者有，預備不足者有，急進功利者有，好大喜功

者有，高喊口號者有，光說不練者有，動機不純者

有，假大空者有，人海戰術者有，腐化失敗者有，

策略匱乏者有，內容虛浮者有，浪費資源者有，搶

佔山頭者有，瓜分工廠者有，混亂工廠者有，重量

輕質者有，驕傲怯懦者有，重錢重物者有，重心偏

移者有，果效尷尬者有，如此等等之現象，形成中

國教會宣教事工之「亂象」。

面對中國教會宣教之種種亂象，宋朝詩人范仲

淹應該是中國宣教士當效法的榜樣。當建立「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應堅

持「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直言態度。

面對中國教會宣教之種種亂象，我們也需積極

面對；在亂中看到潛力，在亂中予以疏導，使之歸

正。20多年前，當中國教會神學訓練開始的時候，

也是一片茫然，一團亂麻；但20多年之後，我們

看到中國教會的神學訓練終於規範化、專業化起來

了。我們堅信，通過努力，中國教會宣教能衝出

「亂象」，步入正軌。

二、中國教會當前面對的重大挑戰

1. 城市教會牧養的挑戰

中國城市化、城鎮化的速度飛快增長，城市教

會需要大批的傳道人。訓練裝備現有的城市傳道

人，為城市教會訓練大批的能夠持久牧養城市教會

之合格傳道人，建立城市教會神學院都是當務之

急。求神興起更多有城市長大背景的基督徒，還有

更多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基督徒奉獻接受裝備事

奉。

2. 中國神學教育國際化的挑戰

中國神學教育隨著教會發展，也走過了二、三

十年的路程，神學院校已經遍地開花，但已出現停

滯的嚴重現象。神學教育的規範化、系統化、本土

化以及與國際神學教育的逐步接軌，已經迫在眉

睫。在亞太神學協會和加美神學協會等神學協會和

系統之外，成立「中文神學協會」已經開始提上討

論日程，這也是全球15億華人的心願和需要。

3. 少數民族神學教育全面提升的挑戰

中國少數民族有55個 (政府承認的 )，約1億
1,000萬人，大都居住在中國西部、邊疆地區，也

是中國相對落後、貧窮、閉塞和經濟不發達地區。

少數民族教會的神學教育目前仍然處在簡單、初

淺、不規範的層面。神學教育的教學品質之提高、

院校行政的規範化以及課程設置的系統化和本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