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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
略談城市宣教
朱昌錂

依據2017年全球基督教狀況的數據 1，全球人口75億，超過半數居

住在城市，有41億。城市人口的增長率是2.2%，高於全球人口的增長

率1.21%。超過半數的城市人屬貧窮人，有24億，半數住在貧民窟，有

12億。貧民窟人口增長率是3.37%，較城市人口增長率2.2%更高。然

而，居於城市屬廣義基督徒的，有16億，只佔城市人口39%，增長率只

1.6%，趕不上城市人口和貧民窟人口的增長。

這些數字向我們發出城市宣教的挑戰。本文試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

談論這個挑戰。文化人類學將社會分為宗族、部落、鄉村、城市 2。這分

法雖嫌粗略，但已能幫助我們明白城市的社會結構與特點，以便進入城

市宣教的實務探討。

城市的多元特性

我們不能只看城市的人口數目。城市人口眾多，並且流動、多元。

因為不同的原因，城市吸引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屬不同的社會階層、不

同民族、不同語言和不同的背景，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和處事待人方

式。這些聚居一地的人，成為這城市的人，卻又是許許多多「不一樣」

類型的人。所以有人形容城市不是「溶爐」，倒像「雜菜鍋」，不是單

一和一致的社會組合。事實上，城市內各區的內部組合都是不相同的，

甚至可能同一區域的不同街道，已有極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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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中心」及「經紀」角色

不少城市的崛起，有其獨特的背景和因素，並

且成為該城市的特點。北京、華盛頓、莫斯科是政

治中心，麥加、耶路撒冷、梵蒂崗是宗教中心，澳

門、拉斯維加斯、芭提雅是旅遊娛樂中心，紐約、

上海、三藩市是商貿交通運輸中心。一些城市結合

多個因素，成為政經科技、學術文化、思想教育等

領域的中心。城市是「中心」，吸納權力、財富、

知識與專材，產生強大的資源與創新的觀念，並擔

負起「經紀人」(broker)的角色，將資源與觀念，擴

散到周邊，甚至更遠的地方，達於全國、全世界。

城市是「中心」，也吸引許多前來尋找權力、財

富、知識、工作和生活的尋夢者，這帶來新觀念的

交流，鼓勵創新，產生盼望，生發改變，引發文化

的悸動與更新。

城市的小社群組合

城市吸引各類的人前來。不同的種族、語言、

文化、階級和居住地點，凝聚成為自己的小社群。

他們不再像住在部落社會或鄉村中與每一個人交

往；在城市，他們只會與自己的社群緊密聯絡，與

社群外的其他城市人只有表面的接觸，街道、公

車、火車上，全是不往來的陌生人。結果不同的民

族、宗教、階級的社區出現在同一塊土地，彼此共

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霧又像花」，維持某程

度上的交流，卻又努力保衛自己社群的種族、語

言、文化、階級、居住等範圍，不被「異化」。

城市的網絡連繫

曾經有人描述城市生活如同孤島，非人性化，

關係疏離。這是因為不瞭解城市的結構，充滿「反

城市」的負面悲情 3。部落和鄉村，人際關係主要

建立在親族血脈關係上，沒有選擇的餘地；城市生

活相對性的比較自由、多元、著重個人選擇，住

屋、工作、婚姻、交友都是自己的選擇。城市人喜

歡與他們相近的人交往，討論個人問題，分享資訊

和娛樂；他們的人際網絡，多是有相近的職業、共

同的興趣、相同的階級和種族。他們往往透過五大

關係來建立人際網絡：親友、同事(同學)、隣居、

社團(包括宗教組織)。城市人通常會在這五大網絡

中重覆遇見相同的人 4，困難時，會在強而有力的

網絡中得到幫助。

城市宣教的挑戰

城市由多元組成，故不能將城市看成龐大人

口數目的一個單元來處理，我們必須從群體思想

的角度來看城市宣教，除去「群體盲症」(people 

blindness) 5，就能看見教會內外各階級、年齡、富

裕、貧窮、老弱、病患，並各行各業、各類特殊需

要的群體，能用憐憫的眼光看城市的群體，產生宣

教的動力，禱告、策略、奉獻和行動。

從群體角度看城市，叫我們眼睛忽然明亮過

來，看見許多我們每年短宣事奉的群體，原來已來

到我們的城市。這些不同的種族、群體，因為移

民、工作、升學、逃難、探親、旅遊等原因，就在

我們社區之中，甚至有些已好幾代與我們一樣生

於斯、長於斯，成為「隣舍」了。我們稱他們為少

數族裔，與他們素無來往。原來，短宣不只一年一

次，可以每月、每星期、每天都在本地作跨文化宣

教。

城市的「中心」和「經紀」角色，帶動新思

潮、新風氣、新主張，也帶來對傳統的質疑，對現

實的搖動。基督教會在世界，又不屬這世界(約十七

16)。在這兩難之間，如何面對世界的苦難、制度的

不義、民族的仇恨、社群的撕裂？我們如何作主的

見証，傳揚不變的福音真理？世人憑甚麼接受我們

的真理？

面對城市中不同的小社群組合，我們如何尋見

他們？資訊藉網絡傳遞，人際藉網絡建立，現代

科技也提供很好的幫忙；但真理的傳揚、信徒的建

立、教會的增長，人際網絡仍是基本。現時一般神

學院的訓練，是栽培牧者牧養已成立的堂會，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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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齡牧養的模式。如何訓練基督工人，尋找未得

之民中的和平之子(person of peace)，藉新生神子民

的人際網絡，建立新的基督徒群體，應是城市宣教

強調的其中一個方向。

城市中的貧窮人，是今天城市教會的挑戰。難

民、從鄉村來的勞動人口，擠住在惡劣的居住環

境，考驗我們如何將社會參與和佈道融合而能表達

基督的愛。

城市教會不少停滯不增長，只在維持，失去方

向與異象。城市中不少舊區在老化，區內教會如何

面對社區改變？如會讓聖靈工作帶來更新？這是今

天城市教會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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