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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嶺

剛於開普敦閉幕的洛桑大會將會是中國教會的

一個分水嶺。

雖然普世教會拭目以待，要看到國內同工與世

界級領袖歷史性的會晤，卻未能成事，令全體與會者

深感不安。不過，在掌管歷史的神大能的手中，洛桑

大會引出幾個對中國基督教發展進程有深遠影響的要

素。當然，這一切都不能完全歸功於洛桑；某些要素

是源於國際大趨勢，特別是中國於世界舞台上所扮演

的角色日益重要。但神按祂的旨意親手推動世界局

勢，祂也使用洛桑大會引進更新性的發展。更重要的

是，這些發展將為中國教會參與普世宣教打下穩固基

礎，將「福音出中華」宣教運動發揚光大。

中國教會領袖的聯絡網

在中國教會發展的過程中，全國各地的教會領

袖們從未有機會廣泛交流、互為同工。不是缺乏共同

的話題，就是家庭教會常面臨極大的安全問題；這些

因素都阻礙了建立一個真正的中國教會領袖網。

在普世宣教的旗幟下，面對當前這個歷史性的

時刻，洛桑大會為建立上述網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回看是次洛桑大會於開普敦召開前數十年間，神於各

領域的工作清晰可見。80年代，先是中國農村教會爆

炸性的增長；與此同時，大量於西方求學的中國留學

生、訪問學者歸主。90年代，「第三教會」繼而在中

國知識分子中間興起；邁入新世紀，這類城市教會的

發展速度更突飛猛進。當時的大環境是：中國加入世

貿、推出宇航計劃、成為G20成員國、成功承辦2008
奧運會、在挽救世界性金融風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生產C919之「大飛機」計劃。這一切都標誌著中國已

為世界所矚目，並已佔據世界舞台中心位置。與此同

時，中國教會亦以驚人速度發展；特別在非典疫症爆

發後，各地信徒在各大城市與大學校園中彼此聯絡，

積極服侍周圍的人。四川地震更提供了讓全國信徒萬

眾一心地參與賑災工作的機會，教會在當中道成肉

身，提供了各項實際服務，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洛桑大會素以普世宣教為宗旨，它成功召集了

一批重要的中國教會領袖，他們廣泛地代表了基督信

仰內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事工。會議召集期間，這些

領袖們除有機會互動與同工外，還建立了夥伴關係，

超越原來各大教會網絡、城市 / 農村教會的界線，在

各項專門事工上合作。更重要的是，這些領袖以行動

證明他們的召集能力，這是前所未有的；一個中國教

會領袖的名人榜由此產生。

中國教會參與普世宣教的第一關鍵要素是領袖

的浮現與他們之間的連接網。

第三屆洛桑大會特輯（一）

第三屆洛桑大會對

中國教會的影響
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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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中的基督徒群體

正當全球福音派領袖因中國參加者未獲准出席

洛桑大會而深感遺憾時，各種跡象卻讓我們看到一個

正在成熟的基督徒群體。

當赴開普敦會議受阻時，參加者的反應如何？

我們想當然的以為他們會用十架神學來回應。為主受

苦是中國教會長期以來的功課，特別是在60、70年
代；由此而引發情緒是自然的。

然而，相關事件發生後，幾乎沒有一個同工有

苦毒、怨恨的反應；相反，他們憑著對主的信靠與交

託，按照聖經的教導，順服在當局的權柄下。他們不

約而同地有這樣的表現，事前並沒有經過投票或先取

得共識；更加沒有產生任何行政架構，或由任何領袖

協調，要求大家有適當的反應。這是離開十架神學邁

向順服神學(羅十三1-5)的轉化過程；當中的同工彰

顯了個人信仰的成熟度。

整體來看，我們更可從其他方面看到中國教會

是一個邁向成熟的信仰群體。當同工們預備赴開普敦

開會之前，許多領袖受感動，認為必須與會眾分享他

們出席洛桑會議的意向，以及教會可能因此而遭受的

壓力。會眾聽後大發熱心，予以全力支持，包括資助

他們的牧者出席洛桑大會所需的全部費用。他們對洛

桑會議興致高昂，普世宣教因此成為不少堂會廣泛討

論的話題。

中國教會參與普世宣教的第二關鍵要素是一個

由成熟的信徒所組成的信仰群體。

基督的身體

在洛桑大會召開前以及會議期間，中國教會的

定義是重要議題之一。表面看，這是一個簡單的主日

學的課題：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但就當前中國

的情形來看，這個問題與政府的宗教政策緊密相連。

當官方只承認三自教會的合法地位時，何為完整的中

國教會呢？在此起彼伏的討論聲中，最顯著的觀點之

一是「教會在主裡的合一」。然而，對某些參加者而

言，「合一」是指彼此完全接納；而另一些則認為，

「合一」建基於一致的信仰，要去除三自教會裡的某

些新派神學(如「因愛稱義」)。《洛桑信約》為相關

的討論提供了神學架構，透過討論，也清楚界定了不

同事工的可行性。

在洛桑會議的籌備期間，這一問題對中國參加

者的名單有極大的影響；而在大會期間，大家討論中

國同工被禁出境的問題時，相關議題再次成為爭論的

焦點。

對這一議題，普世福音派教會一向採取實用主

義態度。目前投放在到中國教會的資源，大部分(粗
略估計約80%-90%）用於家庭教會，三自教會只分

享少許。若以涉及的單位來計算，差距似乎未有如此

大，但至少也是3比1，即約70%是投入了家庭教會。

基於此，洛桑大會在會前邀請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的

同工出席，也是依據類似的比率。普世福音派教會對

三自教會的基層領袖(以福音派為主)和高層的領導人

(以自由派為主)也加以區分，對前者熱情歡迎，而對

後者的接納則有保留。

然而，一個重要趨勢正日益顯明。近年不少中

國社會學家紛紛發表文章，建議政府接納家庭教會正

常化，使之成為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有代表

性的提法包括：「指向北方的風信標」、「家庭教會

脫敏問題」。這表明公開討論家庭教會問題不再是禁

忌。然而，若政府承認家庭教會，並制訂出一套可行

也為大多數家庭教會接受的管理政策，情況會怎樣？

我們期待中國教會能正確地反映中國信徒的真實面

貌，這有助於進一步消除各方對中國的「基督的身

體」定義方面的紛爭。

中國教會參與普世宣教的第三個關鍵要素是正

式被接納並融入中國主流社會。

全新宣教契機

倘若「福音出中華」宣教運動在中國教會得以

實現，情況又將如何？

我們將看到中國教會直接連於普世「基督的身

體」，在未得之民的福音工作上緊密合作。我們也將

看到活躍在亞洲與西方世界的海外華人教會扮演一個

全新的仲介角色。

我們將看到中國宣教士被差派到待收割的禾

場。神的國度在未得之民中彰顯，教會得到堅立。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