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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經濟地位和影響力的提

升，教會似乎也隨之揚眉吐氣，許多「激蕩人心」

的想法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大多數教會的共識，比

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教會的世紀、中國將成為宣

教的大本營等。福音出中國固然是最大的夢想，但

正視當前的真實處境，則是實現這一夢想不可或缺

的前提。中國教會要想加入宣教的行列，還將要面

對漫長的曠野之旅。在進行討論之前，筆者要作交

代：本文中的「中國教會」特指在中國大陸的家庭

教會。

一、概念之思：中國的宣教不等於宣

教的中國

這是兩個常被人混淆的概念。「中國的宣教」

顧名思義就是中國教會所做的宣教工作，「宣教的

中國」則是指中國教會已經成為宣教的教會，中國

是福音的輸出國，相類於兩百多年前的歐洲，及當

今的美國和韓國等。

二、異象之思：讚美詩歌中的中國式

宣教

中國教會是有宣教意願的教會，這從所唱的詩

歌中可見一斑。

1. 《宣教的中國》一曲中的春蠶精神

林和成弟兄來自台灣，他憑藉這首歌在大陸教

會一舉成名。詩歌說：「有一種愛像那夏蟲永長

鳴，春蠶吐絲吐不盡；……我帶著使命向前走，要

喚醒沉睡的中國，縱然流血的時候，我也永遠不回

頭。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將福

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唐朝李商隱在《無題》一詩中寫到：「春蠶到

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這是犧牲、非我的

精神。一個被主呼召的人，一旦接受福音的使命，

就必須要做好背井離鄉的準備，直到力盡方休。這

是中國式宣教的特徵，有熱情，有精神，有異象。

因此，在大多數的聚會中，弟兄姊妹常常會唱這首

中國式宣教：

激情、現實與

未來之思
舍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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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很多人受到歌詞的激勵，從此走向傳講福音

的旅程。

2. 從《迦南詩選》看「中國情結」與宣教夢想

由河南教會小敏姊妹創作的大型詩歌集《迦南

詩選》，是中國教會最為本土化的詩歌。它是上世

紀90年代中國教會的寫照與縮影，只要你讀懂歌詞

的含義，你就差不多瞭解了那個時代教會的狀況；

只要你能頌唱這上千首的詩歌，你就會瞭解「河南

風」和「中國音」。而在這千多首的詩歌當中，有

關中國的、福音的和宣教的內容佔了相當大的篇

幅，這與在台灣和北美背景下創作的幾乎是全民普

及的《讚美之泉》系列音樂截然不同。因此，《迦

南詩選》不僅僅是詩歌，它在教會歷史、在傳福

音、在帶動人的服侍等層面上都涉足很深。所有的

歌詞都在述說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是一種活化

信仰的表態，是發自內心的呼求，也是發自靈魂深

處的陣陣吶喊。筆者選錄其中一些歌詞於下，以見

一斑，如：

福音要成為世界的火

鑄成一座座血的長城，福音的旗幟揚起來

共同興旺福音，共同去拼搏

中華之崛起要傳福音，中華之崛起要救靈魂，中

華之崛起要敬畏神，中華，中華，上帝愛你

只有福音的愛火，時時在胸中燒

走吧，走吧，我們走吧，踏上宣教的路

五湖四海手把手，一個異象從沒有回頭

沒有你的路，沒有我的夢，都在神的旨意中；

不怕崇山峻嶺，不怕重重疊峰，一定要完成大使

命。

海角天涯，天涯海角，我們同工，一人不能完成

大使命。

我們一同離開家，一同跟主走天涯。一同舉起

手，宣誓傳福音

看到一個個失喪的靈魂，豈能袖手旁觀

我們切切盼望中國教會復興，哪怕在世的日子被

你減少

求主復興我們的國家，求主差遣中國接過燃燒的

聖火

上述的歌詞乃出自不同的歌曲。總括來說，

《迦南詩選》的歌詞樸實而不華麗，激情而又淺

顯，它凝聚著基督徒「非我唯主」的十字架精神、

事奉者願傾其一生的滿腔熱血，以及福音使者甘願

把生命置諸度外、把使命奉為生命的超然價值觀的

體現；這一切都是中國家庭教會留給世界的一個個

烙印！

三、現實之思：尚未成型的宣教觀念

與體制

溫州、河南和北京是目前中國教會的三股重要

的力量，照此而言，這三地的教會應該成為宣教的

重地，不過，現實與理想總是有不少的差距。筆者

簡單分析如下：

1. 溫州忙於栽培

溫州被外界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教會的

傳統是重禱告、重栽培。所謂的栽培就是從事聖經

和神學的訓練。對於溫州教會而言，一位傳道人能

站上訓練傳道人的講台，就表示他在事奉上已有不

少的成就。在溫州，最受人歡迎的就是能帶領培靈

會、退修會、查經會的傳道人，教會常年打發傳道

人去全國各地作培訓，甚至有的傳道人到歐洲等地

作培訓，但是，溫州教會至今沒有正式長駐在外的

宣教士。

2. 河南忙於重建

上世紀末期，河南教會通過趙天恩的推介，被

推向了世界的舞臺，成為西方教會眼中的堅強的苦

難兒。當時人們所認識的中國家庭教會就是指河南

教會。2003年，神州傳播協會推出了《十字架在中

國》大型紀錄片，把河南教會推向了輿論的高峰，

小敏的個人見證和《迦南詩選》更成為紀錄片的一

個閃光點。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政治環境的因素，河南

教會的領袖一個個地倒下，或是被囚，各大福音團

契均受到致命的打擊，河南教會從此一蹶不振，各

處教會呈現一片荒涼的景象。如今，他們正嘗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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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教會，希望憑藉禱告和傳福音，把這倒塌的帳

幕重新建成大衛國。

3. 北京忙於找身份

北京教會是中國教會大家庭當中的後起之秀，

也是中國教會的一顆不可多得的閃耀新星。北京教

會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教會，信徒分佈在政治、

經濟、教育、藝術、法律、人文、學術等各個領域

上，因而讓教會走向公共領域，從而達到影響上層

社會；這是他們的一個願望。家庭教會合法化是最

近幾年最為響亮的口號，在此種思想的支配下，以

守望教會為代表的維權與正名的運動驚動了政府，

試圖以此獲得合法的身份。儘管不是每個知識分子

教會都有這樣的觀念，但在如此大環境下，「找身

份」將成為大多數教會不可或缺的戰略目標。

四、未來之思：共鑄長城，成就使命

雖然，中國在宣教工作上未有形成氣候，但神

的手已經在這裡運行。筆者有以下建議：

1. 普及宣教教育，促使宣教意識的覺醒

從大體上來說，中國教會已經具有宣教的異

象；但從具體的觀念、意識與操作來說，大多數教

會還沒有真正有宣教覺醒。因此需要在教會中普及

宣教的教育，加強宣教知識的傳播，讓每位基督徒

像認識「十字架」那樣切身地去認識宣教，從而改

變教會的總體面貌。

誰來傳遞這些資訊？是本土傳道人，或借助具

有海外背景的專業人士，或是結合兩者的優勢？筆

者個人認為，「結合論」比較適合目前的狀況。

2. 務要杜絕「大躍進」式的粗糙思維方式

走向中東，走進非洲是很多華人教會的熱門話

題，但不少人只從政治、經貿角度檢視中國與中

東、非洲的關係，結果便是匆匆忙忙出發，匆匆忙

忙回家。俗話說，欲速則不達，宣教不能成為一個

口號和一面旗幟，它需要有全面的考慮，如在語

言、文化適應、心志、經費等方面是否已經預備

好。

此外，目前也有牧者開始呼籲中國要向歐洲宣

教，去重新奪回教會曾經在歐洲的所擁有的輝煌。

這一切都是美好的異象，但是，我們不能只有粗糙

的思考，因為我們的力量不可能觸及世界每一個角

落，更何況我們自身的預備還甚是缺乏。

3. 保持教會現有的與宣教相關的積極因素

在本地宣教方面，一些教會已經具備某些積極

的因素。比如，河南教會有震撼人心的福音熱誠，

教會甚至會把一位剛信主兩周的信徒打發到外地傳

福音，為福音的緣故坐牢更是司空見慣。此外，

上世紀80－90年代，溫州商人在所到之處建立教

會，福音隨著商人群體的流動而走向全國。到了21
世紀，福音隨著學生群體的流動再度獲得很好的傳

播，溫州教會在不少地方建立學生團契，福音被帶

到不少的大學生當中。此外，在汶川大地震之後，

福建教會建立了全省統一的宣教行動，不同區域都

有專門的負責人，整體工作初具規模。

4. 吸納留學海外的神學生和專業宣教士回歸

人材是每個行業和領域的命根子，隨著各地教

會不斷成長，一批批神學生走進海外的神學院，他

們的足跡分佈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韓國、

泰國、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國家，在這些

神學生當中不乏熱心宣教的人，他們經過系統的神

學訓練，加上對靈魂的滿腔熱情，以及對中國教會

的負擔，這使得他們成為中國教會宣教領域的重要

人材。此外，也有一些受過專業訓練的宣教士，他

們的加盟將促使教會的宣教事業騰飛。

5. 建立具備獨立訓練宣教士的培訓基地

到底與海外合作訓練宣教人材還是由中國教會

自行訓練呢？這成為我們面臨的一個艱難的抉擇。

不少從事宣教研究的教牧人員都認為中國是宣教人

員資源的輸出國，但不是訓練宣教士的地方。筆者

以為，中國教會要想成為宣教隊伍的一員，務必要

建立屬於自己的培訓中心。筆者在上項建議中已經

提到要吸納海外神學生和宣教士回歸，他們的加入

必然會成為優秀的師資；從長遠的角度來說，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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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跨出的一步。

6. 各地教會取長補短，同舟共濟，成全使命

結合各地教會的特點，讓某些教會負責經費的

投入，某些教會負責人力的投入，把整體教會整合

在一起，以國度的視野共同完成先期的宣教事業。

中國教會的一個大前提就是所有宗派在1949年
之後都已蕩然無存，在此基礎上似乎更能形成合作

的氣候，特別是在大使命上，更容易讓各地教會手

把手、心連心。

7. 建立宣教機構，並吸引其它地區宣教資源

的注入

中國教會一定要有屬於自己的差傳機構。當年

有中華國外佈道團，也有遍傳福音團和西北靈工團

等，今日海外也有華人所創立的機構。

如何吸引外地資源的注入呢？筆者在此以香港

教會為例，來分享個人的心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

大都市，它同時也是當今世界宣教的重鎮之一。在

西方教會不斷走向疲軟、經濟不斷走向衰退的國際

背景下，香港這個城市將會吸引不少的福音機構和

宣教差會的留駐，這將大大壯大香港教會的宣教力

量。不過，筆者相信，香港教會的今天，就是大陸

教會的明天。筆者盼望有一天，中國向福音開放，

那時，眾多的華人宣教差會必然會從香港遷入大

陸，這樣，中國的宣教事業將會得到前所未有的進

步！

總而言之，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只有認

識自身的缺陷和思想上的不足，才能幫助自己勇敢

向前。因此，筆者相信，中國式宣教終將會掙脫激

情與口號的束縛，同時也將突破現實的困擾，到那

時，「宣教的中國」這一概念將不再是一個美夢！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現於美國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