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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見本刊第一零七期)

普世教會協會的興衰

3. 普世教會協會的成長期(1950-90)

自從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於1948年成立以來，特別藉著國際宣教協會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IMC)與Faith and 
Order的事工，迅速的擴展。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
以來，更正宗各宗派經歷許多分裂，給許多基督徒

領袖與平信徒帶來失望與迷惘。

美國著名的基要派人士Carl McIntyre博士先
後創立了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ACCC, 1941)與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ICCC, 1948)，嚴厲批評普世教會協會為
「一個撒但的組織」，給全球的基督教會帶來很多

混亂。在韓國長老教會(Prebyterian Church of Korea)
與韓國福音派基督教會(Korean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分裂的事上，McIntyre博士扮演重要的角
色。筆者在Concordia Lutheran Seminary的博士論文
(1969)是以“Division and Reun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Korea”為題，寫1959年韓國長老教會因
信仰上的分歧而分為合同(Hap Tong)和統合(Tong 
Hap)兩派的事。8 筆者對教會分裂在基本的層面造

成的許多可悲後果，著實感到震驚。普世教會協會

利用更正宗的這些分裂來提倡基督徒的合一，並擴

張事工。1950年代，普世教會協會在更正宗各宗派
不合一與衝突之中，強調教會合一，並在普世擴展

事工，結果使348個宗派代表了5億成員參加了普世
教會協會，9 許多福音派也因此參加了普世教會協

會，直到如今。

普世教會協會運動迅速成長的另一個原因是藉

大量的文宣項目，在來自德國、英國及北美主流宗

派的大量財力支援下，出版了數以噸計的期刊與書

籍，分送到世界每個角落，遂導致1960與1970年
代期間，自由神學在歐美的神學院與教會中非常流

行。另一方面，當時筆者正在美國修讀神學，看到

美國福音派神學院相對於主流宗派的神學院數目為

少。所以，我們肯定稱1960至1980年代這個階段為
「普世教會協會時期」。

然而，一度迅速成長的普世教會協會開始衰落

韓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協會、

世界福音派聯盟及洛桑運動──

我的個人體會(下)
盧鳳麟(Bong-Rin Ro)著  金繼宇譯

第十屆普世教會協會大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General Assembly)於2013年10

月30日至11月8日在韓國釜山(Busan)舉行，支持與反對其神學立場的教會均有，也曾公

開辯論。本文作者特別寫出他自己的體會，供有心認識的信徒參考。本刊在一零七期已

刊出作者所寫文章的第一部分，陳述了普世教會協會的發展及一些歷史事件，特別對太

平洋及亞洲地區教會的影響。今會議雖已結束，但文章的參考價值仍在，故本刊仍繼續

刊出闡述普世教會協會的發展及世界福音派聯盟的發展部分，其餘部分將不予刊出。有

意閱讀者請參考英文原稿，刊《大使命》英文季刊 (可從大使命中心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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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因它強調的宗教多元論、普救論、自由神學

與今日救贖神學的種種自由神學問題。宣教神學的

靈魂得救信息被改為社會得救信息，使主流宗派的

國外宣教運動隨著會員數目的縮減而大大衰落。今

天的普世教會協會與1970年筆者開始在亞洲神學協
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ATA)工作時，已大
不相同了。

4. 普世教會協會面臨的問題：會員減少及財

務危機

歐美主流宗派有關的普世教會協會的會員持續

減少，給合一運動帶來財務危機。大多數第三世

界基督教會的經濟情況與西方教會相比，仍相當貧

窮，而且亞、非、拉丁美洲的基督教會一般仍維持

福音派信仰。換言之，第三世界的福音運動較西方

的基督教為強大。許多第三世界的福音派教會仍屬

於普世教會協會，但亞、非、拉丁美洲教會的情況

與西方主流宗派教會的衰落現況和神學議題卻有所

不同。

a)會員減少

《時代週刊》 (Time Magazine )曾刊文報導
美國的主流宗派從1965到1989年的人數下降比
率：United Church of Christ, 20%；Presbyterian 
Church USA, 25%；Episcopal Church, 28%；United 
Methodist Church, 18%；Disciples of Church, 43%。
而宣教士人數則從1965年的4,059減少到1987年的
1,246，10 並且至今仍在減少。

過去30年，英國有超過9,000間教堂關閉。因
為會員減少，教會缺乏經費來維持堂址而將之出

售，所以每年有220間的教會結束。主日到教堂崇
拜的，2009年只佔基督徒人口的5%。11 Callum G. 
Brown 在他The Death of Christian Britain一書中說，
英國轉向基督教需要數世紀之久，而離棄它卻只費

了不到40年。12

每年有15萬多德國人離開德國路德會(ETK)，
也不向國家繳付宗教稅。在德國，許多數百年前所

建造的龐大歌德式教堂，在主日早上聚會時幾乎是

空的，因為參加崇拜的基督徒很少，這些教堂已變

得像博物館一般。可見，西方的文化在唯物論、世

俗主義、人本主義、道德敗壞及無神論的影響下，

把西方傳統的基督文明掃除了。然而，在歐洲和北

美的國家教會及主流教會持續衰落的情況下，有一

正在成長的福音運動為西方的基督教的未來帶來盼

望。

b) 財務困難與活動減少

1980年代後期開始，普世教會協會的財務已
出現困難。從1986年起，普世教會協會已入不敷
出；1990年，普世教會協會的19個部門約有300個
職員，全年預算為$2,600萬，不敷為8%；1995年，
326個宗派中只有155個繳付會員費，為組織帶來
財務危機。13 普世教會協會大部分收入來自German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EKD), Netherland 
Reformed Church,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Canadian 
United Church,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SA與
Canadian Anglican Church。一個小宗派所付的最
少年費是美元$100。14 普世教會協會總幹事Conrad 
Raiser博士強調，必須重組整個普世教會協會的架
構。15

導致普世教會協會財務困難的基本原因有二：

第一，世界經濟普遍下滑；第二，普世教會協會各

會員的宗派也正面對自己財務需要的壓力，故必須

結束或減少對日內瓦普世教會協會的付出。

座落在紐約市的美國基督教議會(NCC)辦公
室也面對財務危機。2001年，NCC向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申請緊急基金  $500,000美元的援
助，也向United Methodist Church 以7%利率貸
款  $400,000美元來維持經費所需，還向兩大福
音派教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和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及羅馬天主教會請求合
作。NCC更裁員17位人，使職員人數降至47人。
其實，這種財務壓力仍持續存在於普世教會協會與

NCC，所以整個合一運動的前景並不樂觀。16

世界福音派聯盟運動

世界福音派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WEA) 是在1864年由歐美10國的代表於英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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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今，有132國家的福音派聯盟及團契代表
參加，如韓國福音團契(KEF)。參與世界福音派
聯盟的是來自不同國家的福音派，人數估計約4.5
億，17 是不參與NCC的福音派，其在亞洲的區域機
構，稱為亞洲福音派聯盟(Asia Evangelical Alliance, 
AEA)，與亞洲各國的福音派聯盟有聯繫。火炬三
一神學研究院(Torch Trinity Graduate University)校長
與前Hallelujan Church的牧師金三伯博士(Dr. David 
Kim)，在2008年10月的世界福音派大會中被選為主
席，他將是2014年10月27-30日在韓國舉行的下一屆
世界福音派大會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編按：大會將
延期舉行。)
除了許多國的福音聯盟以外，世界福音派聯盟

還有不同範疇的委員會，如宣教、神學教育、青年

事工、婦女事工、網絡及宗教自由等。每年一次約

有10個主任委員與其他的關鍵領袖在歐洲與北美匯
聚一起，提出事工報告與未來工作計劃。在1990至
1996這六年筆者參與期間，把上述神學委員會的
辦公室設在首爾的亞洲神學研究與宣教中心(Asian 
Center for Theological Studies and Mission, ACTS)
內，每年約有3-4個月的時候在外，探訪各大洲的
神學院及出席諮詢會議，因此得知各國的神學議

題及神學教育的一些問題。透過這個委員會，筆者

也遇見第三世界、歐洲、北美、澳洲與紐西蘭的

許多神學家，並收集普世神學教育的資料。在首爾

出版了一個份季刊Theological News (每期8頁)達五
年之久(1991-96)；也有一份神學專著(共出版了十
一期)，分送給普世許多福音派神學家。筆者又經
由委員會出版了1995 World Directory of Theological 
Institutions一書，內含六大洲4,000所神學院的地址

與788所神學院的詳細資料，如學生、教員、圖書
館、學位及立案的統計數字等，共213頁。18

筆者也透過這委員會組織了四次神學諮詢會

議：首次諮詢會於1990年6月在伊利諾州惠頓市舉
行，主題是「1990年代的神學議題」；第二次是在
1992年世界福音派大會期間，委員會與亞洲神學協
會(ATA)在馬尼拉合辦的大型神學諮詢會議，主題
是「在我們多元社會中之獨一無二的基督」，紐西

蘭著名神學家Bruce Nicholls博士並在1993年出版彙
報 The Unique Christ in Our Pluralist World，廣泛
被用為神學教科書。19 第三次是在1993年10月於印
度新德里舉行，主題是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Poor”。第四次諮詢會議在1994年9月，委員會與

Kore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KETS)在首
爾Torch Center 合辦，題目是 “Prosperity Theology 
and Theology of Suffering”，主要的文章已刊於世界

福音派聯盟1995出版的神學刊物Evangelical Review 
of Theology。

洛桑運動

葛培理牧師(Rev. Billy Graham)和葛培理佈道
團(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與英國聖
公會的司徒德牧師(Rev. John Stott)合作啟動了洛桑
運動。葛培理於1950年代開始他的佈道大會，不僅
在美國，也到世界各地。1973年，他在韓國首爾
Yeouido Plaza舉行的佈道大會，吸引了超過100萬的
聽眾，是基督教會歷史中空前的盛事。

葛培理於1950年開始其每週一次的主日廣播節
目「抉擇時刻」(The hour of decision)，並於1956
年開始出版《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期刊，發行量超過合一運動的《基督徒的世紀》

(Christian Century)，1947年又創辦富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培育福音派的牧師。
他組織並以財力支助了幾個國際會議及福音大會，

如：柏林大會(Berlin Congress, 1966)、第一屆洛桑
大會(Lausanne Congress I, 1974)、芭堤雅洛桑福音
會議(LCWE Pattaya, 1980)、馬尼拉的第二屆洛桑
大會(Lausanne Congress II in Manila, 1989)及阿姆斯
特丹2000(Amsterdam 2000，有1萬人參加)。在退休
之前的50多年中，葛培理成為普世佈道與宣教的先
鋒。筆者除了沒有參加柏林大會外，曾出席所有的

國際會議，並且有幸遇到許多國際性的教會領袖。

洛桑運動聯合世界福音派聯盟與普世教會協會

中的福音派教會，目的在提倡佈道與普世宣教。與

世界福音派聯盟不同，洛桑運動並沒有在各國、各

洲設立基本的組織結構，每一次洛桑大會都是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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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福音派領袖組成臨時委員會來統籌。2010年
10月在南非開普敦成功舉行的第三次洛桑大會，有
4,000人參加，是由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LCWE) 與世界
福音聯盟(WEA)合辦的。在該會後，洛桑委員會委
派了幾個地區主任來繼續洛桑運動的工作。20

亞洲洛桑運動(Asian Lausanne Movement)於
1978年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會議，有來自25個國家
的280個參加者，未幾，即成立了普世福音遍傳亞
洲洛桑委員會(ALCOWE)。筆者也成為督導委員會
(Steering Committee)的成員，與Isabelo Magalit博
士(菲律賓)、黃銳覺牧師(Rev. James Wong，新加
坡)、趙鐘男博士(Dr. John Chong Nahm Cho，韓國)
及詹益三牧師(臺灣)一同服侍。

（下略，請瀏覽英文本，刊Great Commission 
News季刊，或在大使命中心網頁下載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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