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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前言

對於教會存在的意義，萊特 ( C h r i s t o p h e r 

Wright)有很精闢的解說：「與其說上帝為祂在世

上的教會設立了使命，不如說是：上帝為了祂在世

界的使命設立了教會。使命不是為教會而造的；

相反地，教會是為了使命而造的——這是上帝的使

命。」1 教會需要不斷反思的問題是：怎樣讓未信

者看到一個屬靈的群體應有的特質？這正是教會要

向世界展示的特質。

教會是差傳佈道的群體

「歷世歷代的教會，給我們一個經驗：傳福音

好像教會的汽油，失去這大使命叫教會好像洩了氣

一樣。全教會的力若不放在傳福音上，必會轉而彼

此攻擊內爭，消耗能量。」2 教會要努力實踐大使

命，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真實的情況是：在不少教

會，差傳、佈道只淪為各項活動的其中一項。

司徒德(John Stott)指出，教會有兩個錯誤的形

象，是使差傳、佈道被冷待的原因。「第一是把自

己當作宗教俱樂部(religious club)或內向的基督教

(introverted Christianity)。依此觀點看，地方教會有

點像本地的高爾夫球會，分別只在於成員的共同興

趣是神，而非高爾夫球。他們把自己視為宗教人

士，喜歡一起做宗教的事情。他們繳納會費，認為

自己享有若干特權。說實在話，他們關注身為會員

所擁有的地位和利益，卻似乎忘記了(或從不知道)

威廉湯樸(William Temple)大主教那句精闢的格言：

『教會是世界上唯一為了非會員利益而存在的社

群。』」3 這類教會將差傳、佈道變成眾多宗教活動

其中一個點綴，不著重差傳、佈道的策略與成效。

與宗教俱樂部處於另一極端的是世俗宣教(the 

secular mission)，或稱無宗教的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司徒德指出：「因為他們認為，教

會只沉溺於瑣碎的內部事務，已達無可救藥的地

步，於是他們決定離棄和退出教會。他們改變聖職

事奉的範疇，以世俗城市代替教會。這些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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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對『崇拜』(worship services)感興趣，而只關

心『服事』(worship service)。他們嘗試發展一種

『無宗教的基督教』，把崇拜重新闡釋為宣教，把

愛神重新闡釋為愛鄰舍，把禱告重新闡釋為與人相

遇。」4 這類教會漠視與神的關係，也忽略操練敬

虔；重視社會行動、差傳佈道，但卻忽略了屬靈內

涵這個重要的信仰部份。例如認為愛鄰舍比崇拜更

重要，故此因為佈道可以放棄合一敬拜的生活。

司徒德認為，教會應當是道成肉身的教會

(Incarnational Christianity)，或稱為雙重身份的教會

(the double identity of the church)。「教會是一群蒙

召的人所組成，他們從世界中被召出來敬拜神，又

受差遣回到世界中去作見證和服事人。這其實就是

教會的兩個經典『記號』。」5 這觀念與耶穌的禱

告十分相似：「我已將祢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

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我不求祢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祢保守他們脫離那

惡者。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祢

用真理使他們成聖，祢的道就是真理。祢怎樣差我

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我為他們的緣

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我不但

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

求。」(約十七14-20)。

蘇穎智在這方面也有清晰的提醒：「健康的教

會，一定有火熱傳福音的牧者、長老、執事作『火

車頭』，以身作則，此外，健康的教會一定以訓

練信徒為作見證者、傳福音的使者為教會優先事

工。」6 現今教會，要明白神對人靈魂得救的心，

愛主又順服主的帶領，熱切履行大使命，叫人得著

救恩，與神和好；這觀念要成為信徒向主表示愛、

感恩與尊崇的具體行動。以此作為差傳、佈道的核

心動機，教會差傳、佈道的力度才可以持久。

教會是抗衡文化的群體

耶穌教導教會，要在身處的世代發揮為鹽為光

的作用。司徒德指出：「我們的意思不是說教會的

召命是要仿效這個世界──剛好相反，教會蒙召要

培養一種基督教的抗衡文化。與此同時，我們也必

須聆聽世界的呼聲，以求能敏銳地回應，卻又不至

於妥協。」7 對此，比爾海波斯(Bill Hybels)也有清

晰的洞見。他說：「要是在二十世紀能建立起真正

屬神的團體，對世界會產生甚麼影響？要是在耶路

撒冷發生的事(筆者按：指耶路撒冷教會成立之初對

社區的影響)同樣也發生在芝加哥，世事又會怎樣改

觀？像神這樣的運作必定會改變當今的世界，並引

領人進入永恆的國度⋯⋯教會最美之處在於它改變

人心的能力。」8

教會要勇於以合乎真理的方式去回應敗壞的世

界。事實上，今天教會確實面對很多不同的思潮，

道德律與價值觀也不斷改變。教會要學效保羅的教

導：「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十二2)抗衡文化是今日華人教會很重要的屬靈戰

線，教會正面對同志運動、自我提升、性開放、鬼

靈崇拜、信仰被邊緣化等問題的挑戰。司徒德提醒

教會，回應社會的改變，抗衡文化，基督徒可以有

六種兵器，就是：

1. 祈禱。

2. 傳福音。

3. 作榜樣：向社會展示我們堅定不移地追求公

義、竭力建立基督化的群體見證。

4. 論證：「在民主社會，立法須經大多數同

意，同意之前需有共識(即公眾輿論)，而共識又端

賴論證，確切地說就是進行公眾辯論，憑論據取

勝。我們要禱告懇求神興起更多具有良好品格的思

想家，他們不但攀上西乃山，頒布十誡，還與人辯

解，力陳神設立的標準是最好的。」9

5. 行動：所指的是作負責任的公民，履行民主

權利，以和平的方式表達，並見證我們為鹽為光的

生命特質。

6. 受苦：我們要為抗衡文化的行動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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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蒙召參與事奉的群體

司徒德提出：世世代代的教會都迫切需要學

習，就是「沒有人是萬能的」，也沒有人是蒙召去

做每一件事。讓我用三句話來表達這原則：

1. 神呼召所有屬祂的人事奉。

2. 神呼召不同的人承擔不同的事奉。

3. 神期望蒙召擔任話語職事的人專心他們的召

命，決不容許他們因為管理社群而分心。10

耶穌成為我們最好的榜樣：「因為人子來，並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

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可見，參與事奉，彼此

服事，正是耶穌給信徒的命令；也是信徒對救恩應

當有的回應行動。「我們這些跟從基督的人，生命

中若沒有事奉或服事，是難以想像的。」11

這同樣是今日教會很大的挑戰。現代人其中一

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人人都很忙，教會的信徒領

袖甚至教牧同工，不少都被擠得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壓得透不過氣。有時候，忙碌的日程會成為現代人

尋找存在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代替品。這危機在教會

之中，豈不也在出現！蘇穎智在他的作品中，提出

「教會不增長的十個因素」，12其中也曾提到，問

題往往出現在傳道人不務正業，只花時間在次要的

事情上；經常筋疲力竭地參加會議，淪為開會專

家，在會議桌上耗盡精力，因此再沒有能耐去做真

正重要的事。這樣的表現，算是在工作還是在事

奉，實在值得深切思量。

總結

廿一世紀的教會，要向世界宣告一個怎樣的信

息呢？或許就是在現世的洪流下，成為勇於逆流

而上的濁世清流。讓我以路八16-17作為本文的結

束：「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牀下，乃是

放在燈台上，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因為掩藏的事

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

的。」讓教會成為差傳、佈道的群體和抗衡文化的

群體，以及切實蒙召事奉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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