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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呼召我們歸信祂，祝福我們，又差遣我
們前往祝福仍未認識祂的萬民萬族（參創十二
1-3），這就是教會祝福萬民的使命。活在二十一
世紀的我們，能以甚麼取向從事祝福萬民的工作
呢？按筆者的意見，可以把全球粗略地分為三個
世界：開放世界、創啟世界及後蘇東世界。分界
線就是當地人民（指主要的民族）對基督教的信
任和接納的程度以及各國宗教法律和政策給予基
督教的空間。這些態度、法律和政策往往決定哪
些祝福萬民的取向，能在當地行之有效，哪些可
能面面碰壁。以下簡單介紹這三個世界中使萬民

蒙福的不同取向。（請參圖一、圖二、圖三）

開放世界的佈道植堂取向

在開放世界中，一般人民對基督教接納及信
任，其中有些國家的文化傳統更是植根於基督教
信仰，在這些國家的歷史中，基督教是社會建設
的一股主要力量。自然地，當地的法律支持和保
護基督教，例如給予教會的捐獻可獲免稅優惠、
牧師免繳薪俸稅、教會學校可獲優先撥地、信徒
可以自由佈道傳福音、教會可以自由植堂等等；
這些可稱為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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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開放、創啟和後蘇東三個世界中祝福萬民取向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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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國家及地區，其文化雖非植根於
基督教信仰，但其歷史發展受到基督教積極的建
設，當地有許多基督教學校、醫院、出版社、慈
善團體等等。人民接納基督教，甚或積極信任，
並期待它繼續貢獻社會及改善民生，當地的宗教
立法也倣效基督教國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曾受
基督教國家的殖民政府所影響之各國或地區，香
港就是其中一個。香港的名校大部分都是基督教
和天主教開辦的，也有多所基督教團體設立的醫
院和診所，並有許多教會和基督教慈善機構正積
極服務市民。

今天的開放世界大約包括了西歐、北美、中
美（古巴除外）、南美、澳紐、非洲撒哈拉沙漠
以南的國家，以及亞洲一些深受基督教國家殖民
歷史影響的地區。住在這世界的人口佔全球人口
約35%；在全球的非基督徒中，居住於開放世界
的佔了其中15%。雖然現今北美和西歐、北歐的
反基督教傾向漸漸明顯，但其宗教法律以及一般
人民仍是接納基督教信仰的，社會對信仰持開放
態度。

在開放世界中，祝福萬民的工作得到最有利
的外在條件，最自然的取向就是佈道植堂了。我
們關注信主人數與堂會數目是否都順利增長。若
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下，教會仍然不增長，我們就
必須問為何。上世紀50、60年代，一生在印度
宣教的馬蓋文(Donald McGavran)提出了這個問
題，而且成為了開放世界祝福萬民事工最關鍵的
問題。馬氏也為此提出了答案：顯而易見，最有
效的祝福萬民的取向是教會增長，多多植堂。最
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佈道，讓未信者有接受福
音的機會，並且在社會內不同的階層社群中拓植
各自的堂會。為此，教會需要培養更多能佈道植
堂的宣教士，差派他們出去專心佈道和植堂。

使徒行傳記載使徒保羅使用這個取向，他在
不同的宣教旅程中，拓植了多間教會。當時羅馬
帝國的宗教政策較為寬鬆，猶太人能合法地拓植
會堂，所以保羅也合法地拓植教會。今天，身處
開放世界的華人教會也喜愛以佈道植堂為祝福萬
民的取向。

創啟世界的整全祝福與生命見證的取向

創啟世界的客觀條件恰巧與開放世界相反，
他們的人民與領導人對基督教懷疑，甚或敵對，
其宗教政策與立法皆嚴控基督教的傳播。究其原
因，絕大部分由於歷史上的不幸事件，傷害是真
實的，誤會是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
宿怨始於千年多前，十字軍東征帶來連場血腥殘
酷的戰事，兩方犧牲皆不少；近年間，英、美常
被指控偏袒以色列，強硬對待伊斯蘭教國家，以
不成立的理由攻打伊拉克等等；2008年迦薩走
廊的以哈之戰，更顯出伊斯蘭教徒敵視基督教美
國的傾向；恐怖主義的興起，是有其根源的。中
國對基督教的懷疑，也是始於百多年前西方強國
對積弱滿清所作的一切。西方列強都是基督教和
天主教國家，其持勢欺凌，蹂躪搶掠，意圖把中
國瓜分的一切行動，都使中華民族的自尊深受打
擊，並以為國恥。稍後，又加上一段日本侵華的
慘痛歷史，激發中國人民在二十世紀作出一連串
的反應、反省，閉關意圖自強。縱然西方宣教士
為中國人作出了極大的捨己之愛和多方的實質貢
獻，也難抵消西方軍事的侵略；更有人誤認宣教
就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工具，華人信徒為帝國
主義走狗。此種種數以千百年計的歷史心結，一
時難以化解，創啟地區的領導人很難相信基督教
是以愛以誠地把神的祝福帶給他們。

此外，有些植根於佛教和印度教的國家，文
化宗教歷史源遠流長，國民也安於生活。他們對
基督教認識不深，也不認為需要。民心視基督教
與己無關，宗教法律很理所當然地保護當地的傳
統宗教信仰。

圖二：全球萬民分佈的情況

開放世界 15%

創啟世界 80%(10/40之窗)

後蘇東世界 5%



27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81  August 2009

今天，創啟世界內的主要是處於「10/40之
窗」地區的伊蘭教國家、中國、佛教國家和深受
印度教與佛教影響的國家，這視窗中的開放世界
只佔極少範圍（參圖二）。目前全球人口中，
約有56%住在創啟世界裡，但這世界內的非基督
徒，卻佔了全球的80%。因此，二十一世紀內，
最主要的祝福萬民工作應該在創啟世界中開展。

在創啟世界從事祝福萬民的關鍵問題，不是
「教會如何增長」，乃是「教會如何化解這長達
千百年的歷史心結」。創啟世界的人民必須看見
基督教的真神是存在的，並且，祂是一位慈愛、
公義、大有能力的神，不但關心大的社會，也關
心弱小的社群，以及個人。祂重視每個人和每個
家庭的幸福，祂不是要侵掠和破壞，乃是要關愛
和建設；並且，聖經的真理能切實地為國家和社
會帶來更高尚的價值，並引導人民有更幸福和諧
的人生。他們今天必須從眼所見、心所感的重新
為基督教定位，使人民的心態對基督教更友善，
領導者對基督教更信任，並在立法上給予基督教
更寬闊的空間，共建和諧均富的社會。

在創啟世界中祝福萬民的取向，最自然的是
全面性愛心及真理的接觸，以化解誤會，軟化文
化的土壤，把神整全的祝福，包括身、心、社、
靈及工作職業之福，帶給人民。最自然的方法是
以愛以誠的態度，從事各項有關民生建設、民心
建設、社會道德建設的專業服務和經濟服務，並
且顯出真理的元素。此外，在創啟地區的工人也

要活出優美的靈命，讓神的真實和慈愛、真理的
光輝和基督的救贖彰顯出來，叫人看在眼裡，羡
慕及佩服在心裡，就會作出智慧和幸福的選擇。

創啟地區內祝福萬民的取向，恰巧與耶穌在
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教導完全吻合。創啟工人
栽培優美的靈命，作優質的投資，把各人的恩賜
資源獻上，以真誠的愛心和謙恭的態度對萬民作
出整全的服侍。

後蘇東世界的異中求真的取向

後蘇東世界是指二十世紀第二世界中的蘇聯
和東歐地區。這是個頗為特殊的世界，完全是有
異於開放與創啟兩世界。由前蘇聯演變出來的15
個國家中，有8個國家的人民主要信奉基督的，佔
了人口的60%。然而，他們的基督信仰根源卻是
拜占庭傳統的東正教，並且源遠流長，其中有世
上歷史最悠久的教會。他們敬拜神，注重聖禮，
尊敬聖人，對耶穌和十架的故事全不陌生，對東
正教會的歷史也有一定的認識。當中信奉更正宗
基督教的人民不多，而且各國的宗教政策多屬自
保性，對外來團體建立另一個信仰會嚴加控制。
對華人教會來說，要前往這些國家祝福萬民，的
確是一項挑戰，我們必須正視當地強大的東正教
會的影響力，並與之對話。關鍵性的問題是：我
們如何在雙方基督信仰的差異中，尋得有關福音
救贖，作主門徒最基本的共識，以及祝福當地人
民最有效的途徑，既不背乎聖經真道，又為當地

圖三：三個主要的世界在哪裡？

其餘：開放世界

創啟中的開放地區——
韓國、日本、港澳台、
菲律濱、新加坡等

創啟中的半創啟地區——馬來
西亞、印尼、泰國、印度、
緬甸等

後蘇東世界

創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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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傳統所接納？故此，除了熟悉福音派的聖經
信仰、神學思想外，更要求我們熟讀東正教的神
學和敬拜的傳統、兩千年來的發展史以及對當地
文化的貢獻和影響。這個途徑是異中求真的取
向，需要資深的神學家和牧者參與，共同開發一
條祝福之路。

至於由前東歐集團到目前為止演變出來的
11個國家，除了波斯尼亞外，人民最主要都是信
奉天主教，其次也是東正教，共佔了當地人口的
80%；就算是波斯尼亞的人民，也有46%為天主
教徒（其它為穆斯林和東正教）。福音派的教會
若要在東歐各國祝福萬族，也必須正視天主教的
存在、貢獻和影響，同樣要以異中求真的取向，
把祝福萬民的事工推向新的台階。

至於後蘇地區中的6個伊斯蘭教國家，穆斯林
佔該地區人口18%。這些國家經歷了前蘇聯管治
數十年之久，對東正教的存在有起碼的認識，但
獨立之後，多希望保存伊斯蘭教傳統，並深化其
影響力，宗教政策亦反映著這一點。在這些國家

中，祝福萬民的工作宜採用整全建設，及生命見
證的取向，就如創啟世界一樣。

今天，後蘇東世界的人口佔全球人口約6%，
住在其中的非基督徒只佔全球非基督徒的5%，但
伊斯蘭教的勢力正在擴張，不容忽視。

結論

祝福萬民是每個基督徒的使命。神呼召我們
歸信祂，享受神的賜福；但祂也差遣我們祝福仍
未認識祂的萬族萬民。我們需要學習以不同的取
向在不同的世界中從事祝福的工作，不能一成不
變地只採用慣用的取向。今天，金融的海嘯仍在
翻騰；然而，海嘯過後，全球的經濟版圖將會重
整，許多信徒可能因工作的緣故，需移居或奔走
於創啟或後蘇東的世界。讓我們準備學習，無論
何往，我們都能採用當地合法、合民情的取向，
把神的祝福帶給他們。

（作者在創啟地區從事社區服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