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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正如所有的世人一樣，我們因信福音承受了神

所賜的永遠生命；正如所有信耶穌基督的人一樣，

我們蒙差遣去完成祂的大使命，使人作主耶穌的門

徒。所以，我們要清楚知道：耶穌的生命是甚麼？

如何操練？耶穌的使命又是甚麼？我們今天的使命

又是甚麼？

《約翰福音》中有兩節經文可以提供答案：

「我(耶穌)來的目的是要使他們得生命，而且是豐

豐富富的生命。」和「耶穌說：『正如父親差遣了

我，我照樣差遣你們。』」(約翰福音十10，二十

21，經文採用《現代中文譯本》，以下同。)

一、耶穌的使命──耶穌在約翰福音

十章10節裏告訴我們三個真理。

1. 耶穌說：我已經來了

耶穌從天上降下來，成為人類的一員。如同任

何移民一樣，祂帶來了自己天家的文化、語言和生

活方式。祂認識天父，也知道我們人類的狀況，因

此祂位處一個最適當的位置，成為連接天、地、

神、人之間的唯一橋樑。所以，祂是神和人類之間

的連結紐帶；祂來與世人分享屬天的生命和生活，

也成了「神在人中間的帳棚」。「我已經來了」就

向我們顯明神極偉大主動的愛，提供世上每一個人

「道成肉身」的生命機會。

2. 耶穌說：我來的目的是要使他們得生命

耶穌來是要與祂的門徒分享一種奇妙的生命，

在四福音書中有很清楚的描繪，特別是《約翰福

音》中的七個「標誌」(或神蹟)，這是耶穌要賜給

人的新生命和新生活。當時的人看到和聽到耶穌的

言行為人，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了解，但耶穌指出

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現實。

讓我們以「生來是瞎眼的人」這事為例，因

為它結合了「標誌」(或神蹟)並人與耶穌相遇的記

載。這故事的要點是向我們說明了如何成為一個真

正的門徒，生來瞎眼的人代表我們每個人都要努力

跟隨我們所信的主。耶穌的話「我是世界的光」提

醒我們，生命中還有甚麼事情比瞎眼更危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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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相當簡單，耶穌接近這個瞎眼的人，用粘土膏

抹他的眼睛，告訴他到西羅亞池洗淨，然後他就恢

復了視力。唯一的問題是，這一切的事情發生在安

息日，法利賽人中因而有人不滿，就去審問該男

子，他的父母也都被召來查詢，最後那男子被逐出

會堂，但他卻信耶穌為主。這人相當有個性，他信

主並非沒有掙扎，卻是一步一步的邁向光明。在故

事中，這人的眼睛逐漸恢復視力，心靈也慢慢地開

放，迎向真光，這正與宗教領袖心靈中的盲目，形

成了鮮明強烈的對比。新生命新生活，是指身心靈

都因與主耶穌建立了生命的關係而得以更新；這不

是我們所擁有的人生條件，乃是信服主耶穌基督的

話而承受的生命。

3. 耶穌說：而且是豐豐富富的生命。

在《約翰福音》中有一段關鍵經文，是耶穌替

門徒洗腳(十三1-15)。這一幕指向耶穌的榮耀，意

味著祂將受苦難、死亡和復活。這個行動的目的是

為謙卑的態度和服務立下榜樣，作一個實例，並指

出祂在十字架上捨身的動機，是純潔的愛。這使我

們想起耶穌的誡命：「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要

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

愛。」(十三34)。主耶穌在上十字架受苦以前，與

門徒分享了祂向天父的禱告：「……使他們都合

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

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約

十七20-21《和合本》)。這樣，我們從主替門徒洗

腳所表現的服侍，也從耶穌祈求門徒團結合一的新

誡命中，看到構成作主門徒生活的兩個重要基本元

素。並由聖靈在門徒的生命中，充充滿滿地表現出

神的禮物，成為福音的見證、宣道的信息。《約翰

福音》中耶穌在十字架上，將愛的關係賜給馬利亞

和祂最愛的門徒，代表將祂將愛的生命賜給信心的

團體，就是教會，好讓他們分享主自己那豐盛的生

活，並且能夠繼續以彼此相愛的生命見證福音。

反思《約翰福音》十章10節的經文，可以默想

到有五種特質，成為基督門徒實行宣教大使命時，

必須操練的屬靈生活。當然首要的條件，是成為耶

穌基督的門徒。

(1) 常在神的話語中：門徒被邀請，去接受、聆

聽、默想，讓神的話轉化我們的生命，因為基

督的話，就是生命的糧。門徒會在這過程中，

經歷神愛的同在，成為一個見證好消息的生

命。

(2) 憑信靠神而生活：門徒被邀請，去持守在基督

耶穌裏的信心。信心經過各種生活挑戰和磨

練，成長和強壯，而主耶穌就逐漸成為門徒生

命的中心。

(3) 彼此相愛的挑戰：門徒被邀請，先去愛護和關

顧信主的肢體及其他的人。如此教會就遵守和

實現了耶穌的遺囑，對世人作出相愛的見證和

積極的貢獻。

(4) 準備背起十字架：門徒被邀請，天天背起十字

架，向世人提供神愛人的服侍，見證福音。這

樣門徒就在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中與祂聯合，能

夠結出生命的果實。

(5) 接受聖靈的充滿：門徒被邀請，開放心靈，接

受聖靈充滿。如此門徒將更有生命的能力，見

證宣告天國的好消息。

在反省耶穌的生命和門徒執行大使命的五種特

質和態度之後，現在讓我們專注於我們的使命。

二、我們今天的使命

作為耶穌的門徒，或是福音的見證人，我們被

基督差派繼續祂的大使命。我們讀到《約翰福音》

二十章21節說：「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和合本》)天父從天上將祂的獨生子

差到地上，建立天國，耶穌因此要完成神的計劃，

正如祂自己所說：「(主)的靈臨到我，因為祂揀選

了我，要我向貧窮人傳佳音。祂差遣我宣告：被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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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釋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

由；並宣告主拯救祂子民的恩年。」(路加福音四

18-19，《現代中文譯本》)主耶穌也將在社會參與

的福音大使命，交付給祂的門徒和教會。

我們必須清楚認識，自從主耶穌升天以後，因

為時代的轉變帶來了種類繁多的宣教模式，差傳活

動也多元化。宣教使命成為一個非常動態的概念，

它抓住了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的創意和想像力，並導

致幾乎每十年便有一次焦點轉變。這說明宣教使命

本身的生命活力，和宣教士的創啟精神。例如：

‧ 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重點是發展。宣教使命意味

著參與各類建設項目，例如培訓耕牛犁地、挖水

井或幫助安裝太陽能等。

‧ 在70年代則看重解放。宣教使命意味著投入公義

與和平等問題，組織參加反核遊行、和平靜坐或

抵制某些產品，寫信給國際特赦組織等。

‧	到了80年代，轉向了本色化的表現。宣教使命意

味著要活出與當地文化認同或融貫的福音，由禮

儀舞蹈到展示本色化藝術的宗教畫，或在教義聖

禮中混合當地傳統的文化元素等。

‧	在90年代，媒體開始受重視。宣教使命意味著正

確使用大眾媒體，出版各類雜誌，製作廣播和電

視節目或設立網站等視頻製作等。

‧	進入2000年以來，新禧年的宣教使命，是以對

話或相遇表達。現今的使命就是參與各種社交的

場面，與其他宗教信仰者或沒有信仰的人會面，

產生對話等。

筆者認為，只有神才知道在未來的年間，應以

何種方式推動宣教使命。我們會否從「網絡」使命

進入「模擬」使命，或運用任何外太空的資源來進

行宣教使命？這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無論哪種情況，所有這些宣教使命的表達方

式，都應是神的生命所表達出來的活力，招聚人來

作主耶穌的門徒，令神的國擴展。所有這些宣教使

命的表達方式，今天都可以運用來祝福人類的生活

需要，引導人們接受福音，跟隨耶穌，進入永生。

然而，筆者相信真正有效的宣教事工，並不在

乎我們做甚麼，無論是教會工作、青年事工、宣教

會議、講道團契、社會參與、維護和平、公平對話

等等，甚至是我們的生活或工作、也不在乎在美

洲、亞洲、歐洲、非洲和中東哪一個地方，真正重

要的是，我們如何活出從主領受而來的生命，見證

福音。這就把我們帶回主當日差派門徒，去活出豐

盛生命的宣教大使命，和需要深化靈命的生命見

證，而非理所當然的每天過日子。

1. 要活出豐盛生命

以下有十項指標，表現出活在豐盛生命的宣教

大使命中：

(1)  清楚知道自己的人生召命，專心活出人生的目

標。

(2)  憑著信心依靠神，不論安危，走一生的道路。

(3)  受神愛世人的激勵而生活、行事與為人。

(4)  生活簡樸，沒有甚麼今生負擔。

(5)  常有靈裏的同伴，正如基督差遣門徒是兩個兩

個一隊。

(6)  常常禱告，聆聽主話，倚靠聖靈。

(7)  只傳一個信息：耶穌基督今天仍然活著，祂活

在信祂的人生命中，直到永遠。

(8)  靠著那加添力量的主，凡事都能行。

(9)  以喜樂的心服侍，以服侍主為喜樂。

(10) 走出人生安舒區，擁抱挑戰和敢於冒險嘗試，

創啟見證。

(參Susan Hope, Mission-Shaped Spirituality: the 

transforming power of mission , Seabury Books, 2010.)

2. 如何操練這種大使命的靈命？

侯馬斯(Urban T. Holmes, III)研究了教會二千年

來的歷史後，總結了兩條靈修路線各有四種方式(參

氏著A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0, 第1-13頁)。請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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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路線就是：一條從理性思考到感情知覺，

理性思考
 (Speculative)道德主義

(Moralism) 

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負向神學
(Apophatic)

正向神學
(Kataphatic)

隱修主義
(Reclusivity)

感性主義
(Emotionalism)

感情知覺 
(Affective)

話說，就是操練耶穌基督生命的真理、感

情、行為和品格。

也許在未來的教會生活中，我們需要重

溫一些作主門徒的基本心態和靈命操練，並

仔細閱讀「時代的現象」，好叫我們認清楚

大使命方向的重點。而且，我們更應深信，

信徒合一團結的生活是不可破滅，強而有力

的福音見證是教會靈性成熟的最佳證明，叫

人看見，便將榮耀歸與天上的父神！

（作者為美國三藩市基督之家第一家主任

牧師，大使命中心國際董事。本文改寫自

作者文章<活出豐盛生命的宣道使命>）另一條是從正向神學到負向神學。而這兩條路線

交接就產生了四種靈命操練的方式型態：理性的操

練、關係的操練、道德的操練和獨處的操練。換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