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教 (士) 的特性                                                                                         羅定獎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教會圈內對 ”宣教” 這回事, 都已經被提及到耳熟能詳, 朗朗上口的地步. 香港
如是, 國內如是, 國外也如是. 看來好像每一位都對宣教瞭若指掌, 都可稱為宣
教專家似的.  
 
知道是一回事, 支持是一回事, 參與是一回事, 講論是一回事, 積極地投入短宣
是一回事, 死心榻地的奉獻一生作宣教士又是另一回事. 
 
面對最大的困惑, 就是一些教會 (教牧同工) 把宣教定性為教會活動之一, 且安
排成立宣教小組 (或宣教部), 讓更多肢體可以或多或少的參與. 這麼一來, 宣教
自然而然成為了教會事工的一部份, 因而失卻宣教在天國事業中的獨特性和
重要性. (試想像一下, 一個國家竟然可以公開招募一般國民, 教導講論戰爭的
基本理論和規則, 之後容讓他們前往戰爭地區, 作個人參軍體驗, 來者不拒, 沒
有裝備的也無防, 沒有目標的也不重要, 沒有訓練的也不緊張, 拖男帶女一家
大小都可以, 反正讓更多人作親身體驗, 全民皆兵嘛... 總有一些人, 總會有一
天, 一些親身感受經歷過的人會全然投身, 成為屬靈戰場上第一滴血的 ”藍保”. 
可以這樣理解嗎?) 
 
看官諸君, 請不要以為我是在 “賣花讚花香”. 某角度而言, 巴不得基督麾下所有
信眾都是天國精兵, 一生委身天父, 願意活出基督生命樣式, 能跑遍全球都有
能力作使人成為主門徒的見證; 一次見證可以吸引 3千人聽信福音…多榮耀的
經驗.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請看一些 IBMR提供數據1: 2022年全球接近 80億人
口中, 口稱基督為主的佔三份一, 顯示還有 53億人還在救恩門外. 誰來關心他
們的永恆生命問題? 同年, 願意離開自己的安舒區前往異文化地區服侍的長期
宣教士只有 435,000人, 即平均每一位宣教士要承擔 12,400個靈魂. 你還要跟
我解釋什麼?  
 
究竟自初期教會成立以來, 迄今有多少肢體真的成為宣教士, 跨山越嶺, 前往
近處遠處, 他鄉異國, 什至付上生命代價, 為了讓不同民族的人有機會聽到唯

 
1 可登入 IBMR官網查看更詳盡資料, Read the IBMR — OMSC 



一使人得救的福音, 成為耶穌的門徒? 無從稽考. 以耶穌的門徒來說, 使徒行傳
除了記錄了一些彼得和約翰的事跡之外, 其他的, 我們只能在教會歷史, 或是
傳說, 或是外傳等資料中尋覓. 請看以下的資料比對 
 
 Patrick Johnstone2 郝安倫3 楊其耀4 

宣教的地方 可能事奉過 
的地方 

多馬 印度 巴基斯坦地區 帕提亞, 媒介, 波斯 (卡
曼恩, Hyrcani, Bactria),  
北, 西, 南印度,  
中國 (4個月) 

印度, 波斯,  
蘇哥多拉, 馬拉波, 
中國(?) 

馬提亞 埃塞俄比亞 蘇丹地區 Dacia, 上部馬其頓 埃提阿伯 
馬太 阿拉伯地區,  

近東地區 
  馬其頓, 伊提阿伯,  

敘利亞, 波斯 
馬可 埃及    
奮銳黨的西門 伊朗  北非(埃及, Cyrene,  

毛里塔尼亞, 利比亞),  
英國 

埃及, 米所波大米,  
非洲, 利比亞,  
不列顛, 西班牙 

巴多羅買 阿塞拜疆  帕提亞, 媒介, 波斯,  
西北印度 

海拉波里, 阿美利亞,
俄國南, 印度, 波斯 

達太 阿美尼亞  亞述, 美索不達米亞 敘利亞, 阿拉伯,  
米所波大米, 波斯,  
亞米尼亞 

猶大 土耳其北部    
安得烈  俄國南部, 

巴爾幹半島 
Cappadocia, 加拉太州, 
Bithynia, 西古提 

西提亞, 希臘 

腓力 土耳其中部  西古提, 亞洲,  
埃塞俄比亞 (興都庫什) 

辛治亞, 波義亞 
 

路加 意大利    
雅各  (亞勒腓
的兒子) 

 西班牙 耶路撒冷 (第一主教) 印度, 西班牙 

約瑟  英國   
西門彼得   帕提亞, 加拉太州, 

Cappadocia, 亞洲, 
Bithynia, 英國 

敘利亞, 米所波大米, 
巴比倫, 波斯, 羅馬, 
亞力山大城,  高盧, 
以弗所, 不列顛  

約翰   以弗所, 土耳其, 高盧 巴底仙, 小亞細亞 
保羅   南小亞洲, 意大利,  

可能去西班牙, 英國 
 

 
2 Patrick Johnstone,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Church, IVP, 2011 
3 郝安倫, 普世宣教史之研究, 活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 
4 楊其耀, 使徒們的傳說, 證主書室 



他們都出發了, 都付上生命代價了 (只知道唯有約翰能安享晚年, 其他都為真
道客死異鄉, 什至死無全屍). 在過去二千年, 福音是否已傳遍天下? 見仁見智, 
且看你如何定義. 除了使徒們的努力之外, 天父使用很多籍籍無聞的 “無名的
傳道者”, 為天國拋頭顱洫熱血, 成就今天的光景. 可以肯定, 宣教不是風花雪
月, 飲茶食飽, 談談說說, 出席宣教講座, 參加一兩次探訪性旅遊性的短期活動
那麼簡單了.  
 
宣教有幾個很重要的特性 
1. 談及宣教, 一定離不開 “神愛世人” 這重要的聖經真理. 神是愛的源頭, 驅使 
    他願意犧牲愛子耶穌的生命, 死在十架成就救恩. 拯救世人是他的永恆心意.  
    所以談宣教, 起點絕不是教會事工活動, 不是宣教士感人見證. 是神愛世人  
2. 另一點要強調的是 “世人”---世上所有按他形象和樣式被造的人. 不分男女,  
    不分種族, 不分國籍, 不分膚色, 不分尊卑貴賤, 不分社會地位, 不分出生背 
    景, 不分政治理念. 傳福音的觀念不可能單一民族, 單一國家. 福音要傳遍天 
    下, 對萬民作見證  
3. 宣教的另一個特性, 是它的實用性. 宣教不單是理論, 而是實際生活 (什或說,  
    宣教的理論也不可能在圖書館裡弄出來的). 如何把重要的真理演繹出來? 宣 
    教士的重要工作, 就是以當地民眾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方式表達耶穌的愛.  
    這就是一般我們所認識的 “跨文化” 表達. 神學院或宣教士訓練學院的責任 
    是提供理論基礎, 但工人若不能轉化並加以實踐, 那宣教士只可能傳達一個 
    老外的信息, 或是不到地, 不接地氣的論調, 跟當地人拉不上關係  
4. 第四個宣教的特性是變化. 基本上地球每天在轉動, 世局每天在變化. 今天  
    行之有效的傳福音方式, 明天已作古了. 在你家門手到拿來, 十分耍家的方 
    法, 在地球的另一端卻被認為十分笨拙, 毫無成效. 宣教士必須有推陳出新的 
    創新能力和手法來表達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 
 
讓我再畫蛇添足一下: 我認為還有一個特性才能完全宣教使命的, 那就是願意
一生委身, 過一個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的生活的肢體 (太 6:33), 意無反顧, 一往
情深的投入. 同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