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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序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不单在武汉及其他城市爆发，造成许多人确诊和死亡，疫情更进一步

扩散至东亚以至全世界，直到今天。  Covid-19不单夺去超过 40多万人的性命，更造成多国医疗

系统崩溃，带来全球经济下行、裁员、失业和企业倒闭，更引致粮食危机。 

 疫情下，差联在 4月份举行了 4场线上研讨会，接近 600人次出席，参加者不单有美好的分享和

互动，我们也指出差传格局将面对巨大转变，是时候先作好心态的调整和作初步的计划。 期间，

我也为著名网站 Operation World（普世宣教手册）撰写疫情对港澳两地的影响和代祷事项，让各

处信徒更准确地为港澳两地献上祷告。 

 因为合作缘故，我也知道「普世宣教手册」刚出版了一本「适时」的免费下载电子书 Global 

Transmission， Global Mission （ 病毒传播与福音传播，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与契机 ）。 书中

指出我们已走进未知的领域中，对社会文化、经济、媒体、教会、差传和宣教士产生深远的影

响，作者将他的发现归纳为 80个现象，相信这对未来差传运动极具影响力、极重要的一本书

籍。 

 感谢香港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拔刀相助，总干事罗兆泉牧师及其团队协助翻译工作，让中文版能

在 7月初上架，让更多堂会、差会及信徒一起窥探差传乃至未来。 诚意推荐这书给大家！ 

 刘卓聪 

 香港差传事工联会 

 总干事 



鸣谢 

 

我满心感激。 

特别感谢普世宣教手册出版社（简称普宣）团队在我用许多时间埋首写这本书的时候对我的包容

和协助，你们孜孜不倦的努力，让编辑工作从不停滞，实在值得赞赏。 过程里整个团队的网上祈

祷会也是我珍而重之，铭感五衷的。 

感谢通过  新冠肺炎祷告网站  向我们提供代祷资料的所有人，以及为我们仓促地搭建网站的亚利

（Arley）和尊立顿（Johnathan）。 祷告网站真的很棒;我们能够和一众弟兄姊妹并肩同行，同心

把万国摆在施恩的宝座前，是我们的荣幸，更是恩典。  

感谢全世界许多给予我们各种独特见解和帮助的人，纵然我经常请求大家在短时间内回复。 如果

没有你们，这本书将会沦为只有我一人，以单一的角度、狭隘的观点来作的演绎。 在此我代表自

己和所有的读者感谢你们的付出。 

感谢万国宣教学院（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我的家人和朋友，让我在这段特殊的日子

仍然感受到归属感和社群的凝聚力，心得安慰。  

 

万杰森（ Jason Mandryk ） 

 

 

  

http://covid-19.operationworld.org/


前言 

这本书源于祷告。 因为普宣团队的队员身处的国家都在封锁状态里，于是我们开始了网上祈祷

会，为各国祷告。 我们起初运用《普宣手册》的万国代祷历  

 （http://operationworld.org/prayer-calendar）。 许多国家面临新冠肺炎的危急状况，我们觉得

这样祷告最适切。 所以我们寻找了身处各地的信徒：牧师、老师、研究员、代祷者、宣教士，从

他们口中知道各地的代祷需要;向来他们都是普宣所有代祷资料不可或缺的来源。  

收集了一众弟兄姊妹提供的代祷资料之后，我们发现这些珍贵又迫切的代祷需要理应广传，让更

多人加入祷告大军。 于是，我们开始把代祷数据分享到《普世宣教手册》的  Facebook专页  。 

后来越来越多人提出把代祷资料放到另一个更容易连结到的地方，于是我们的好友  亚利  

（Arley））（和  尊立顿  （Johnathan））很快地开设了（  http://covid-19.operationworld.org/  

网站，把代祷项目都转移到那里。  

因着这个新建网站的内容，我接受一家出版社邀请，为这次全球病毒大流行对普世教会和普世宣

教的影响撰写短文。 写作的过程里我接触到无数的新闻、文章、研究报告，还有见证和代祷请

求，给我带来了许多感受和想法。 

像许多人一样，我开始通宵达旦地研究人畜共患病、传染病学、公共卫生政策，以至量化宽松、

供应链管理等等的相关议题。 我虽然阅读大量资料，不再像从前那样对这些概念一无所知，却仍

然一知半解。 尽管这样，普宣所拥有的全球网络绝对是优势。 通过网络，我们可以跟全球各地

的基督徒领袖连结，在宣教、研究、祷告层面上一同参与。 众多弟兄姊妹所结合的智慧和资讯，

让我们拥有世界的眼光，全世界同为一体。 

我们跟国际祷告网络（International Prayer Connect）、洛桑运动、世界福音派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重特别是其中的宣教事工委员会有最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的交流能涉猎

全球。 这种跨国界的合作网挑战我们的固有认知，拓展我们的眼界，经历彼此间的文化冲击，建

立我们的信心。 普世一家，多么美好！  

我承认自己压根儿无法在截稿前完成写作，我想要囊括的内容实在太多，更别说要控制文章字数

在限制以内，于是我才想到以这个方式发布作品。 请注意，这些本来是专栏文章，不是学术论

文，最初也没有想过要结集成书，所以有现在这样的正文和注脚格式。 

我所写的内容并非全都关于宣教，至少不是直接有关。 普宣刊物不只关于宣教，还关于普世教会

的大环境，要把各个国家的宗教、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各方面的实况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祷

告和为神的国工作时，我们看到这一切都互相关联。 普宣向来都是祷告、研究、宣教运动的汇聚

点，所以现在我们尝试建构一个宏观视野，看基督教信仰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关系。 

http://operationworld.org/prayer-calendar
https://www.facebook.com/OperationWorld/
https://arleym.com/about/
https://missionaldigerati.org/
http://covid-19.operationworld.org/


我们得到的结果当然很不完整，而且很主观。 要清楚地表达我个人有限的见解已经很难，而普宣

是个机构，我的言论不一定能代表机构的立场。 而且这些言论或许会使某些人困惑，甚至感到被

冒犯;加上疫情的状况每天都在变化，书中很多内容在出版之际也许都已经过时。 在这众多不足

之中，我经常回想起其中一位代祷同工拜恩妙斯（Brian Mills）的提点，他教导我多去思想「神

想要通过这一切事情向我们说什么？ 」，还有「神要藉着这些事成就甚么？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1说：「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很能勉励我们。 近来我在读约伯记，也不断学习

避免经常问「为甚么」。  

于是，我把我对新冠肺炎疫情未来会怎样影响教会和宣教事工的观察和理解结集起来，小心翼翼

地呈上。 我肯定将来必定会有更多的研究和论文比我的整合更加完整。 我深信几天之后，我已

经会一边搧自己巴掌一边叫道：「我怎么会忽略了这点！ 」不过，不完美而完成了的作品，总比

虽然理想化而没办法完成的作品好。 

我尝试把所有信息串连在一起，编制成书，过程里我获益良多。 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帮助你们。 

 

 

 

 

 

 

 

 

 

 

 

 

 

 

 

 

 

 

 

 

 

 

 

除特别注明外，所有经文均引用和合本。 



走进未知的领域 

「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再一样。 」 

过去一段日子，我们大概都看到了这句话。 虽然确实有点夸张，但是 2020年只过了几个

月，我们已经看到微小的病毒怎样为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疫情的发展仍然不明朗，

政府、教会、宣教机构的反应不断在变化，在这时候，对于这么复杂的主题想要写点甚

么，可以说有点愚蠢。 然而，这个题目值得我们深思，以祈祷的心回应，不仅是一次，而

是恒常地。 既然政府机构每天都开会评估和制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那么全职事奉

的人大抵需要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经常留意新闻消息，作出应对，当作日常工作的一

部分。  

 

1) 我们所知不足。 对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和它所引起的 2019冠状病毒病，我

们所知的仍然不足够。 这种病毒之所以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正因为它是新的。 就在几周

前，初步的医学研究才首次提供有关这种病毒的科学事实和传播方式的确凿证据。   有相当

多的理据证明  ，这是一种使人困惑的病毒，出现在一个使人困惑的时刻。 甚至有  研究  

指病毒已经变种，然而我们离制成疫苗或寻得治愈方法还有很远。 我们可以尝试预测，但

是没有人能够肯定新冠肺炎疫情在未来十二个月会为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这么重大的变化来得这么迅速，预测和预言都有风险。 你读到这篇文章之际，相比我撰写

这篇文章之时，情况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然后又会再变化。 有些国家似乎已经度过了最

严峻的时刻，企业、办公室、教会逐渐重新开放。 然而，我们也看见报道说有  第二波  爆

发，有更强顽的病毒变种，而且这个病对康复者留下永久损害。 如果世界上最好的病毒学

家、流行病学家、经济学家尚且不知道几个月后的情况会怎样，谁会知道呢？  

 

2) 修正方向。 一向以来，西方思想认为人类在不停进步。 这个论述现在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然而大概不是致命的打击。 尽管新闻向来总是喜欢报道可怕的灾难和冲突，但是在过去七

十五年，世上大多数地区都蓬勃发展。 然而我们总是脆弱的，会遭遇挫折。 战争、极端气

候事件、自然灾害、疫症是最常见的祸事，有时会使人类的发展倒退好几代。  

但是必须记住，不受约束的「进步」经常使我们朝着非必要的方向走。 这样的挫折迫使我

们改变想法（也即悔改）。 新冠肺炎疫情会不会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促使文明的发展不再

不受控制，而按必要修正方向？ 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契机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

比较清洁、公平、仁慈的未来。 就连神也曾经愿意拆毁祂所建立的东西，拔出祂所栽植的

东西（耶  45：4）。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0/04/pandemic-confusing-uncertainty/6108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0/04/pandemic-confusing-uncertainty/6108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0/04/pandemic-confusing-uncertainty/6108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0/04/pandemic-confusing-uncertainty/610819/
https://www.sciencealert.com/yes-sars-cov-2-is-mutating-but-before-you-freak-out-read-this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health/coronavirus-come-back-second-wave-who-europe-hans-kluge-a9493286.html


3) 不可能回复正常，因为这次疫症前的生活根本不正常。 部分旧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根本不

应该希望重拾。 如果我们对过去的一切都感到满意，那就大抵需要认真自我反省。 眼下也

是真正的机会，可以利用当前的剧变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社区、社会。 这一切结束之后，

无论我们回到怎样的生活，都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可能变得更接近应有的样子。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群体免疫可能不会出现，短期内也无法制成有效的疫苗或找到治疗方

法。 一波又一波的病毒变种和经济灾难可能使我们在未来几年处于劣势。 如果这样，那么

人类文明的变化就可能比我们在疫情开始时所预期的更大。 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回复原

状，我们将为此感恩。 但是其他方面可能彻底改变，而且是永久地改变。 

 

4) 如果未来充满不确定，我们又怎能订立计划呢？ 多年来，企业领导者一直在提倡灵活、灵

巧、精简等概念。 打破「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这个迷思是痛苦的经历，但是可能有助

人得救，特别是对于北方世界。 这不仅适用于世俗社会，也适用于我们对待基督教事工的

态度。 随着周遭各项精心部署的长期策略瓦解，我们可能会陷入瘫痪，但是我们可以向南

方世界的弟兄姊妹学习。 （大致上，南方世界包括非洲、大多数亚洲国家、拉丁美洲，北

方世界则指欧洲、北美、大洋洲，然而也有例外）。 出于必要，南方世界许多国家早已实

践了精简和灵活的原则。 他们也知道怎样在波折之中求生，好好发挥。  

「基督教世界的思维模式常常假设我们能掌控一切，并且可以按计划

过完一生。 下一次当我们希望'比自己软弱'的伙伴能更有效地计划和实

践时，我们要记住，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拙于应对突发情况，正如他们

的文化使他们拙于计划。  」 

 

5) 事实和真相很重要。 我看过一些报道（包括公共卫生、教会事工、海外宣教等领

域），把个别事例说成是全世界的共同现象。 我们很容易假设，在自己的小天地观察

到的情况，在世上到处都存在。 说得宽容一点，这种态度是谬误的思维;说得严重一

点，这种态度显示了一个人以自己的民族为中心，像拜偶像一样推崇自己的民族，鼓励

这些心态。 而且，纵使我们希望、渴望某个情况是真的，甚至热切地为之祈祷，也不

会使那个情况成为事实。 我们除非知道一件事是真的，否则不应该把那说成是真的。 

属真理的人必须逃避这两个试探：把资料投射到过大的范围，以及为了传福音而操弄信

息。 自从在伊甸园发生的事以来，仇敌的职责一直是挑动我们伪造、篡改甚至隐瞒信

息，使我们觉得自己好些、伟大些、聪明些！ 主观愿望不等同基于圣经的信心，而福

音永远不会被真相危害到。 神的王国容得下事实，但是容不下语言伪术。  

 

 

6)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以不要试图强迫所有人做相同的事。 面对这些翻天覆地的变

化，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种反应和感受。 一竹篙打一船人是有害的。 有些人选择遵守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政府政策，有些会反抗。 有些人会感到恐慌和绝望，另一些人选择以钢铁般的意志坚

持下去。 有些人采取鸵鸟政策，另一些人大肆宣扬阴谋论，也有人饥渴地学习。 有些

人主动发起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社区关怀行动，另一些人则自私地囤积物资。 有些人视

封锁措施为奇妙的造就门徒机会，另一些人的信仰则翻了船。 拥有同等信心、同样敬

虔的基督徒也会把新冠肺炎疫情归因于南辕北辙的因素。 有些人会像星星一样闪耀，

另一些人将会失去所有美好见证。  

  



更大的视野：社会文化问题 

7) 全球化正遭受巨大打击，而原因不只一个。 实施出入境限制是最直接、显而易见的原

因，也是全球化减弱结果。 由于人觉得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等全球机构失败，所以

对他们幻想破灭，甚至感到愤慨，这也是全球化退潮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重大的经

济衰退。 在瘟疫等类似的危机之中，人类历来有一种明智的倾向，就是减少活动，因

此全球化陷入停顿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疫情造成的损害不只是轻轻地刮花了佛里曼（Friedman）的《  了解全球化：

凌志汽车与橄榄树  》;人开始认真审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基础本身。 全球化遭受严重

打击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基督徒之间的看法大概会有差异。 然而，就普世宣教而

言，似乎全球化通常加快宣教发展，而民族主义冒升往往阻碍普世宣教发展。 下文会

详述。  

 

 

8) 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扭曲的民族主义兴起。 有些少数族裔遭到  仇恨和暴力的对

待  ，另一些少数族裔的新冠肺炎  个案比例高于其他族群  。 反移民运动和反移民态

度也伴随着这些趋势。 无论在美国、欧洲、中东、非洲南部还是南亚，世界各地的新

移民几乎都在面对极大的难关。 在这些时刻，社区往往变得不愿意接纳陌生人，针对

新移民的怀疑态度激增，「外人」被妖魔化，歧视变得名正言顺，人心变得刚硬。 联

合国秘书长称之为仇恨  海啸  。   

  

 面对这些障碍，基督徒怎样向不同文化的人、也向未得之民分享耶稣的福音？ 我们是

不是愿意跨越这种偏见来证明福音的复和大能？ 这是多么宝贵的机会！ 可以说，最使

人不安的是，面对这一切，许多基督徒不只没有公开反对这种偏见，反而助长偏见，成

为其中一分子。 我们既然是基督的跟随者，就应该有清晰可见的立场，以回应耶稣

「谁是我的邻舍？ 」的提问，并且延伸这节经文的精神：「在基督里并不分希腊人、

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西 3：

11）） 

 

 

9) 矛盾加剧，越来越少人愿意作诚恳有益的对话，这情况不仅出现在国家之间，还发生

在国家内不同群体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 老实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已经有这个

情况。 有些人热烈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有些人则相信 5G手机网络传播疫症或 ID21阴

谋论，两种人对话不太可能达成共识，甚至不能友善地交谈。 在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

里，这也几乎不可能。  

 

在美国本来已经有很严重的分歧，而跟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使分歧加剧;我

们应该感到难过而不是惊讶。 我听过婴儿潮一代跟八、九十后互相指责对方的行为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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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态度自私。 可以看到，大城巿巿民和住在人口稀疏的农村的居民对封锁措施的态度有

巨大分歧。 穷人责怪富人把病毒带进国家，而且嫉恨富人在封锁期间还可以舒适地生活。 

富人对封锁感到不满，因为使他们损失财产。 那些想要如常外出工作的人讨厌那些想要留

在家里保障安全的人，反之也然。 人民对政府失去信任，民怨沸腾，特别是如果政府没有

采取及时和明智的行动。 

 

中国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些做法难辞其咎，所以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谴责迅速蔓延，尤其

是一些国家需要找代罪羔羊，以便使人不再注意自己应对危机不力。 中国的反应充满敌

意，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有人警告，中国民族主义变得高涨，可能不只影响贸易战，还

会使东亚地区军事局势更加紧张。 在经济衰退时期，民族主义和鹰派外交政策总是大受欢

迎。 其他国家都在紧张地观望，不只是台湾。 

 

 

10) 独裁者正抓紧机会巩固权力。 威权主义本已在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锁将会使威权统治

变本加厉，加速削弱健康的民主机制。 有些人会主张，在对抗疫情的过程里暂时放弃一些

自由是合情合理的，并且最符合人民的利益。 但是甚么时候可以取回来呢？ 过去，专制政

权成功说服人民以公民自由换取安全保障。 即使在自由民主政体里，也鲜有政府在取得对

人民的控制权后又自愿放弃的。 更何况那些能够轻易控制和压迫人民的独裁国家呢？ 在俄

罗斯，个人防护装备不足的医务人员  被迫承担低薪而高风险的苦差  。 在中国，  有关武

汉的社交媒体帖文  被清除干净，报道这种情况的人被消失或  受到死亡威胁  。 在香港，

执政者抓住了封锁的机会，  逮捕了一些支持民主的反对派领袖  。   一些独裁者  拒绝承认

病毒在国家里存在，甚至连提及「冠状病毒」一词都会被逮捕。 独裁政权利用新冠肺炎疫

情危机的剧变来改变法律，对人民的生活进行更精细的控制，并且消除政治异己，而  这些

情形会复制到其他地方  （即使程度非常轻）。  

 

 

11) 老大哥在看着你。 全球主义不断遭受重击，独裁者夺权，公民权利被剥夺，政府暂停向人

民问责。 政府越来越多监控人民，甚至严重得使我们应该警惕。 以前，监控是为了打击犯

罪，保障守法的公民安全;「你如果没有甚么见不得人的事，就没有甚麽需要害怕。 」今

天，我们看到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名义开展的电子监控。 在中国，政府用智能手机应用

程序来规限每个人的行动自由。 在西方，政府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来追踪接触过患者的人，

这样做所涉及的隐私问题引起技术方面和哲学方面的辩论，但是情况没有中国那么严重。 

现实是，我们已经把隐私售卖──甚至可说是割让——给那些管理我们网上生活的公司，只

为了方便。   

  

 试想象，一个事奉者的一切活动、和别人的接触，都被一家公司或政府追踪着。 如果他是

外国宣教士，或者是政府不认可的宗派的牧者，当他与某甲、某乙、某丙、某丁接触时，

执政者就会收到电子警号。 那四人继而也出现在监控名单上。 想象一下地下教会会众，他

们的电子设备不仅出卖自己的位置，更出卖他们和别人对话的内容。 其实这不是幻想，因

为这种技术已经无处不在。 使人担心的是，这也可能发生在有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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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我们身上。 想到敌对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可以怎样滥用这种权力，真是使人不寒而

栗。  

 

 

12) 利用援助物资作为武器不是甚么新鲜事，这很可悲。 长期以来，暴虐的政权收到国际援

助，都会扣起不给予少数族裔、政治上的反对组织、宗教少数，这是他们一直采用的手

段。 因为封锁造成了贫困问题和粮食短缺，这些事现在也发生。 有报道指那些不属于当权

集团的人索取食物援助被拒，或者须接受附带条件，例如改变信仰。 这些事真使人心碎。 

然而，这些地方的基督教慈善团体不分信仰教义或肤色，帮助每个有需要的人，这份仁慈

甚至连接受者也感到意外，这个画面又是多么美丽。  

 

 

13) 我们不能外出，这时候网上生活的基础逐渐打好。 这有很多好处，例如我们可以跟家人、

朋友、教会、不同的群体保持互动，前提是能支付通讯设备和宽带服务的基本费用。 网上

有大量基督教资源，也有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各式娱乐、各样恶事，多得惊人。 教

育、商业、政府，当然还有新闻领域，都或多或少成功地由线下转到了线上运作。 等到疫

症过去，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不太可能回到完全以线下为主。 反之，一众公司会争先恐后建

立更多基础建设来加速这种过渡。 数以十亿计的潜在客户和消费者都在等待更快、更便宜

的网络供应和看之不尽的内容，这样说并不夸张。  

 

 

14) 心理健康问题和相关的身体健康问题正在加剧。 几乎可以肯定，  患精神健康问题  的人数

将大大增加。 失业、经济危机、封锁的煎熬、家庭暴力、虐儿、自杀念头、焦虑、恐慌、

沮丧，全都需要得到富同情心和有效的回应。 数百万人都因为连续多个星期缺乏任何社交

接触而前所未有地痛苦，情绪低落。 此外，在家上学的孩子对家庭造成的精神压力;  全世

界九成以上的学生都没法回到学校  。   

  

 教会通常--虽然不总是--能让受苦者找到爱、关怀、支持、接纳。 当然，教会通常要正常运

作，才能有这个作用，但是目前教会并不正常运作。 虽然基督教事工可以满足人的各种属

灵需要，包括心理健康的灵性层面，但是信徒如果只是乐意助人而缺乏适当的训练，就无

法帮助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 良好的心理健康护理需要大量资源，而在这样的时势，整个

医疗系统已经不胜负荷，资源短缺。 教会以及整个社会将会不得不学习怎样满足这些不断

增长的需求，也要消除公众对精神问题的忌讳。  

 

 

15) 过渡疲劳是真实的问题。 事实是，我们的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无法想象

我们的生活失去了互联网会怎样，然而世上大多数人口都比互联网年轻！  2000年，彼得. 

凯柏尔在 Peter Gabriel ）  1     Downside Up（颠倒）里对用户，她对不说：「我确信惟一

 
1 译注：歌手，在七十年代是前卫摇滚乐队 Genesis的主音。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15/urgent-studies-needed-mental-health-coronavirus-lockdown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hi/article/PIIS2352-4642(20)30109-7/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hi/article/PIIS2352-4642(20)30109-7/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hi/article/PIIS2352-4642(20)30109-7/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hi/article/PIIS2352-4642(20)30109-7/fulltext


不变的就是事情变得越来越快。 」    

  

 假若你在 2000年向人解释 Uber 和   AirBnB、无人机和 SpaceX、无人驾驶电动汽车、降

噪耳机、FitBits、Strava  和支持 GPS 的智能手表、3D 生物打印机、可触控平板电脑和老

少咸宜的智能手机、人工智能、  CRISPR 技术和基因编辑、Echo、、Alexa、Siri、、

Facebook、、YouTube、、TwitterTwitter、Instagram、、Netflix 等的空前成功，他们可能

会认为你疯了。 你如果有妄想症倾向，千万别看波士顿动力公司（   Boston 

Dynamics）  ）机器人的短片，也不要看它们被用来监察社交距离的  新闻  。 熟悉电脑领

域的人都知道  摩尔定律  和微处理器技术的进步速度。 坦白说，这一切都使人眼花撩乱。   

  

 然而，到了 2020年，短短几个月之内发生极速的剧变，是我们在社会、文化、财政、哲

学等层面都没有准备好过渡的。 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学习新常态（「新常态」又是一个恼人

的词），但是适应这些新的日常运作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状况很快会再次改变，无可避

免。  

 

 

16) 胜利属于创新得最快最好的人。 在商业世界，这个概念并不新鲜。 但是现在这也适用于教

会、基督教机构、宣教机构、宣教工场的团队。 教会迁移到网上，基督教机构要回应时代

的需要，宣教机构招募、训练、差遣工人，宣教工场团队想要带来影响，都要创新。 有时

候这意味着你不需要有很大名气或者很多资源，你的事工也可以快速扩张，取得成效。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robot-reminds-visitors-about-safe-distancing-measures-in-bishan-ang-mo-kio-par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ore%27s_law


经济方面 
 

 

17) 全球、多数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增长都受到历史性的重创。 疫情所造成的破坏将大于 2008

至 2009年的经济衰退。 世界已经损失万亿美元，还会继续损失。 有专家估计，要花很多

年，可能是几十年，才能捡拾现在倒下了的所有骨牌。   有些行业  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

复。 印度  失业率超过 27%，  多于 1.2亿万劳动人口没有工作。 而美国仅在 2020年 4

月，就失去了  二千二百万个职位  。 这种规模的经济动荡和损失，只有大萧条时期能够相

比。 只有时间能证明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然而这敲响了警号。 这场全球疫症很可能引致

全球经济大衰退。 即使没有大萧条时期那么严重，全球大衰退将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

响，也大大影响我们在社会实践信仰，以及普世宣教。  

 

 

18) 富者愈富，其余的人被甩在后面。 财富和权力比以往更迅速地集中到最有特权的人手里。 

这个时代曾经成功减少绝对贫穷，值得赞赏，但是现在庞大的贫富悬殊正开始形成。 不只

在个人之间，更出现在企业之间、社会各群体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 新冠肺炎疫情打击

经济，人人都会经历困难，但是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家远比厄瓜多尔、肯尼亚、孟加

拉容易度过难关。 亚马逊、苹果、谷歌等财力雄厚的企业，股票市值正在加速上涨，而家

庭式经营的公司正在研究怎样保持偿付能力。  2020年，我们这一代人首次  在全球对抗贫

穷的战争中落败  ，因为全世界接近一半有工作的人面对「  生计即时受到破坏的危险  "   

  

 住在豪宅内的名人因为太苦闷而要我们看他们在自己的花园和游泳池的生活片段，而数以

亿计住在贫民窟的人则在寻找水和食物，挣扎求存。 企业和政治精英在镀金的笼子里隔

离，里面有私人豪华房车和私人飞机，让他们穿梭各处，继续累积金钱或权力。 即使我们

的文化向来热衷于看富人名人的生活，但是现在大众不能再忍受这个不断扩大的鸿沟，公

众的愤怒开始沸腾。 罢交租运动只是第一个征兆。  

 

 

19) 特别多穷人受传染病感染。 先看看北方世界采取甚么策略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社交距

离、在家工作和上学、一次过买一周所需的食物和用品、转向网上生活、勤用肥皂和水洗

手、商业贷款、纾困津贴、量化宽松，甚至是全民基本收入保障。 这一切是为了减慢感染

增幅，纾缓医疗系统的压力。   

  

 但是如果不能实施以上任何措施，怎么办？ 要是你和八个人同住只有两个房间的房子，当

中包括老迈体弱的双亲和祖父母，怎么办？ 要是你惟一一份收入来源是每天在拥挤的市场

做小生意，货源是面对面向熟人购买的，生意不足的那晚你一家就要捱饿，怎么办？ 要是

你住在简陋的房子，水要走到五公里以外的公共水井取，而肥皂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怎么

办？ 要是你的国家根本没有公共医疗服务，怎么办？ 传媒和基督教同工的报告说，南方世

界的饥荒加剧，人越来越绝望。 如果对付疾病的策略比疾病本身更差，我们就必须找其他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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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看利益比人重要，这种资本主义是道德破产的。 希望我们现在都可以

领略到「  這世上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事  」，无需由其他人告诉我们。 有些制度根本上不公

义，不是服务人而是奴役人，这是不对劲的。 不顾后果地追求利益，跟耶稣的福音无法兼

容，也罔顾每个人大得无可估计的价值。 社会上一些群体的反应使这个事实更加明显。 或

许我们将会从这个试炼明白到  经济增长是偶像  ，明白到人类真正的美好生活不是只看国

内生产总值或者标准普尔指数，还有更多更多东西。 有新闻报道，政府发给小公司的资助

和贷款，一些大公司却去领取（  洛杉矶湖人队  ，我在说你们）;一些企业向来利用税务漏

洞和避税港来致力逃税，现在要求从政府的振兴经济方案受惠;还有很多这类例子。 现在，

大家看出护士、清洁工、安老院工人、饮食业雇员、小食店东主、老师都是英雄。 大家对

非技术工人的错误观念瓦解了，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他们也是「必要服务人员」。  2  

  

 疫情过后，或许我们的经济制度会改善、改革了，根据这些英雄为社会增加的价值而奖励

他们，减少商业机构管理层的花红和薪金;那些企业专门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使少数人致

富。 坦白说，那些管理层现在领的花红和薪金多得荒谬离谱。 一位  很有智慧的新加坡教

会领袖  说：「人不应该被迫住在悬崖边缘，而应该得到足够的缓冲来应付预计不到而必定

不时来袭的危机。 全球经济需要修理，公平和怜悯应该是当中内建的价值观。 」  

  

 耶稣一再表明人的价值比金钱高。 一个女人用极贵的香油浇在祂脚上;马利亚在马大忙得不

可开交的时候安坐祂面前;寡妇奉献仅有的两个小钱;祂洁净圣殿破坏本土经济;祂间接使一群

猪死亡。 还有许多其他事件，让我们看见耶稣会怎样回答「经济方面又怎样」这个问题。 

经济重要，只因为人更重要。  

 

 

21) 有了以上的醒觉后，人可能会加快采用先进的科技和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

已经使某些国家加速引入洁净能源，而不再付大量金钱补贴高污染、非再生的化石能源系

统。 政府可能会重新审视避税港，那些避税港只让最富有的企业和个人得益。 向来，政府

的一些政策刺激逐底竞争 3 ，减低向企业的征税率，使自己的国家或省分成为财务法律最宽

松的地方，吸引多些公司搬迁来;今后，人可能开始抗拒这些政策。 另外，政府可能重新注

 

2 译注 ：essential workers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美的用语，原本指医生、护士等为了应付疫情而必需继续上班

的人;还有警察、银行、超巿等等，都是人民生活必要的，他们也可以继续离家上班;至于 non-essential 

workers，例如贸易、美容、娱乐等等，从业员就需要遵守 stay-at-home order或 shelter-in-place order，不准离

家上班。 后期，西方民间开始有人反对 lockdown，提出「所有行业都是 essential workers」，要求政府准许任

何行业的从业员都可以离家上班。 

3 译注 ：race to the bottom，指政府为了吸收资金投资设厂而竞相放宽环保限制、减低保障工人权益、减税。 

 

https://thehill.com/homenews/state-watch/493879-texas-lt-governor-on-reopening-state-there-are-more-important-things
https://www.allofliferedeemed.co.uk/Goudzwaard/BGAnnotatedBibliographyByBCW.pdf
https://www.latimes.com/sports/lakers/story/2020-04-27/lakers-pay-back-small-business-coronavirus-ppp-relief-funds
http://saltandlight.sg/service/the-post-covid-19-landscape-for-missions/
http://saltandlight.sg/service/the-post-covid-19-landscape-for-missions/
http://saltandlight.sg/service/the-post-covid-19-landscape-for-missions/
http://saltandlight.sg/service/the-post-covid-19-landscape-for-missions/


重公共医疗系统，使之为每个人的最大利益服务，包括贫穷和脆弱的人，而不是服务股东

的经济利益。 政府甚至可能会认真考虑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这个彻底的变革。 并非每个基督

徒都会同意这些是好的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是时候指出国王没有穿新衣。 这个制

度根本上就有严重错误，现在显露出来了。 无怜悯的资本主义引致巨大的破坏，曾经被这

个有缺陷的制度殃及的人民将会开始渴望采用更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这个渴望可能十

分强烈。   

   

 

 

 

 

 

 

 

 

 

 

 

 

 

 

 

 

 

 

 

 

 

 

 

 

 

 

 

 

 

 



全球瘟疫之中基督徒的见证  

  
 社会科学和市场研究指出，一个负面经历需要用  五个正面经历  来抵消，一个网上负评需

要用  四十个正面的客户体验  来抵消。 我们不可以认为神的王国所需要的只是区区的公关

活动，然而我们是神王国的大使，在这个岗位上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22) 世界在看。 我敢说，至少在西方世界，很多人观望着一些著名的基督徒会不会做出可以被

理解为愚昧或有害的事，会不会说这样的话。 他们的确在看。 疫症期间，世人会借着基督

徒怎样说话、怎样做事、怎样生活来诠释基督教。 人就是信息。 我们不能期望世俗的媒体

给我们任何恩典，而一些西方基督徒的言行已经羞辱了耶稣的名。 有时候，他们的动机其

实是好的，这使我们看着更加难受。 他们渴望牧养受苦的人，为受苦的人祷告，渴望相聚

团契，彼此安慰，靠着信仰对抗恐惧，这一切全都值得赞扬。 不过，怎样才是作盐作光？ 

怎样才是爱人如己？ 公然违背神所设立的掌权者预防疾病传播的措施？ 公开地拒绝相信有

知名基督徒认可的科学结论？ 世上许多人努力要我们失败，我们的行动怎样向这个世界有

效地表达耶稣的美善？   

  

 一位伊斯兰宣教领袖告诉我，一些穆斯林在新冠肺炎疫情里的不当行为带来了严重的破

坏，他说的消息是可靠的。 首先，很多伊斯兰教士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异教徒的疾病，不会

找上虔诚的穆斯林。 他们说，继续聚集祈祷吧。 于是，清真寺成了社区传播病毒的热点。 

第二，位于不同国家的很多伊斯兰宣教运动分子不理会政府的限聚令，继续聚会。 这些聚

会大量传播病毒，负责人受到审查、敌视，甚至  被控误杀  。 同类事情正在很多国家发

生。 我们不想要穆斯林生病，更加不希望他们死亡！ 我们也不想要堕入同一个陷阱，像这

些误导人的领袖一样。  

 

 

23) 政治和信仰的交集变得前所未有地敏感和惹人争议，至少在一些国家是这样。 感恩的是，

很多国家没有让基督教政治化。 但是不幸地，在危机出现的时候，政治通常变得更加两极

化，人的言行变得不客气。 教会里不应该是这样，然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在看来正常的

时期，我们要对政见不同的人仁慈、忍耐、有同理心、有爱已经够难;而现在，面对面的相

聚停止了，实体聚会暂停了，我们可以舒服地待在同温层和回声室，要实践彼此相爱岂不

是难上加难？ 基督徒可以做得更好吗？ 当然可以──耶稣的大能两千年来一直在转化人！ 

但是我们一定要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罗 12：1）。 圣灵可能会叫我

们改变政见，但我更肯定的是，祂会叫我们改变处理政治的方法。  

 

24) 基督徒与阴谋论。 耶穌說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麼為甚麼追隨祂的人非常  天真地相

信谎言  ，并且热衷于传播那些谎言？ 要相信看不见的事，这不是借口让我们忘记有责任成

熟地思考。 我们固然期待新天新地，然而这不让我们有权支持破坏现今的世界，认为现今

的世人理应受苦受难。 我们明白到，世界体系、执政者、掌权者并不只在物质世界里运

https://www.gottman.com/blog/the-magic-relationship-ratio-according-science/
https://www.inc.com/andrew-thomas/the-hidden-ratio-that-could-make-or-break-your-company.html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india-52306879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edstetzer/2020/april/christians-and-corona-conspiracies.html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edstetzer/2020/april/christians-and-corona-conspiracies.html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edstetzer/2020/april/christians-and-corona-conspiracies.html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edstetzer/2020/april/christians-and-corona-conspiracies.html


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狂想都是真的！   福音派联盟救济基金（Tearfund））  指出教

会在疫情里可以担任七个重要角色，首要就是传播正确和清晰的信息，第二是「对抗虚假

和有害的信息，以抵抗恐慌，防止歧视」。 我们如果遇到陷入了这个陷阱的弟兄姊妹，一

定要记住提摩太后书 2：24-26。   

  

 我们如果不加思索就接受虚假的教导，就没有用全部的理智爱主我们的神（太 22：37，

《简明圣经》），也没有「像蛇那样机警」（太 10：16，《环球圣经译本》）。 如果散播

谎言，就是作假见证，触犯了第九条诫命。 如果教导虚假的信息，就会受到更严重的审判

（雅 3：1）。 如果喜欢论断和指控别人，就离弃了基督的心肠，祂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用来量给别人的量器，也会用来量给我们（太 7：2）。 最后，我们如果「掩耳不听真

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後 4：4），就使基督的名蒙羞。   

  

 同样，我们也不应该不加思索就接受这个不信的世界想要我们采纳的主流论述。 我们知道

那也建基于谎言。 所以，我们一定该用其他方法理解新闻，解读时事。 不过更重要的是，

要显出我们是真理和爱的群体，这样作见证。   

  

 每逢有人向我讲阴谋论，我通常会回应说「那又怎样？ 」即使所有推断都百分之百正确，

那会改变耶稣呼召我做的事吗？ 会改变耶稣呼召我成为怎样的人吗？ 会改变耶稣呼召我活

出怎样的生命吗？ 不会改变啊。  

 

 

25) 圣灵的恩赐极其重要，而有圣灵恩赐的人不只要有能力，更要有谦卑、温柔、透明度。 这

些恩赐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而现在基督的身体极需要获建立！ 目前 YouTube先知和先

见激增，但是真正有先见之明，能让普世教会得着装备去回应时代的人在哪里呢？ 为病人

祈祷，见到神实实在在地在加护病房行走的人在哪里呢？ 我相信神绝对能够做超越科学的

事，使怀疑者相信祂;我也相信神正在这样做。 我们要祈求主赐下更多这些恩赐，也要祈求

神使我们中间不会出现不诚实地贩售属灵事物的人和神棍。 愿那些怀着那么大的信心走这

个方向的人也有智慧和正直去做好这件事。 愿那些行使属灵恩赐的人，尤其是那些自视为

使徒的人，「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么都不敢提，只提祂藉我言语作为，用神迹

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罗 15：18-19）。 慈爱的神，求祢使我们

教会里不会有假教师，不会有人用愚蠢的行为使耶稣的名在列邦变得可厌！  

 

 

26) 成功神学与关顾穷人。 希望这次危机会让所有人知道，那些肆意兜售成功神学的人是灵性

破产的。 新冠肺炎无情地蹂躏众教会（甚至是、尤其是五旬宗和灵恩教会），一些人就算

相信你说出想要甚么，就会得到什么，也同样染病。 这种信念声称在这个堕落了世界之

中，信徒能对病毒免疫。 一些这样的传道人证明了成功神学行得通，至少使他们自己金银

满屋。 但是他们专注看自己的收入，而最穷的人受着最大的痛苦，这显出了这些传道人非

常偏颇。 他们的问题，不只在于他们的声称有使人困扰的神学后果。 这些人宣讲说耶稣有

怜悯和爱，他们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   

  

https://learn.tearfund.org/~/media/images/tilz/resources/covid19/tearfund-covid-19-response-7-roles-en.png?la=en


 感恩的是，我们看见更多基督徒作出无私的服事和恩慈的行为，显出马太福音 25：40的

精神：「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

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雅各书 1：27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

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许许多多教会正在用

怜悯的行动向穷人彰显神的爱。  

 

 

27) 基督徒的慷慨是很强的见证。 这跟上一段开头所讲的情况相反。 西方社会的未信者很多时

候说基督教领袖是易贿赂的、贪婪的。 他们假设，几乎所有牧者或基督教公众人物的动机

都是贪财和贪权。 我们知道这不正确，至少不是常常正确，但是这种看法根深蒂固。 研究

证明，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乐意施予，而基督徒往往最慷慨。 当然，这类研究涉及

一连串复杂的问题。   

  

 不论是小教会、慈善食堂或是远处的宣教工场，不论是对朋友、对有需要的邻舍，还是参

与全球的行动，基督徒在这次经济衰退和全球危机里都有机会展示慷慨精神。 我们不是要

骄傲地炫耀，以满足虚荣心，而是要把我们的光照在人前，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

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太 5：16）。 我们当中多数人都乐意听耶稣的吩咐进内室祈

祷，然后把我们的灵性收藏在那里。 但是耶稣在这里明确地指示追随者应当清晰地把光照

在人前。 为什么？ 要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对抗自私的本

能，完全公开和诚恳地施予别人。   

  

 可能是我没有多加留意吧，但是我常常疑惑为甚么大家没有更多强调新约圣经里的教会多

么重视慷慨。 我们知道信徒从前怎样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

各人。 」（徒 2：44-45）和慷慨同时出现的还有许多神迹奇事，人人都敬畏神，大家在圣

殿和家庭里有热心的团契，基督徒得众人喜爱，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慷慨是复兴

的一部分！   

  

 再者，在使徒行传 11：27-30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怎样回应一场全球饥荒。 他们慷慨捐献

给住在犹太、没那么富有的弟兄姊妹。 保罗自己的事工其中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从外邦人

教会收集捐献，带给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次收集是不是成功，但是

保罗肯定非常重视。 普世教会应该实践慷慨，拥有较多资源的人分享给拥有较少资源的

人，然而这似乎是现今基督教的一个盲点。 或许不是盲点，而是尴尬的话题，最好不要提

起。   

  

 我深信基督徒如果极为慷慨地捐献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对不信的世人来说是强大的福音

见证。 这包括了捐献给本地的弟兄姊妹，但是绝对也包括捐献给海外最有需要的地方。 这

会打破很多未信者错误的观念。 这会证明我们的确是全世界基督教大家庭的一分子。 这会

证明我们没有沉迷追求财富，没有被玛门控制，像许多世人那样。 这会证明我们属于一个

比我们大的使命，为了这个使命我们放下安逸。 这会证明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耶稣已经

改变我们，以至我们可以自由地给予，喜乐地奉献。   



阻止期间的教会生活 
 

 

28) 对基督的身体来说，这带来机遇而不是危害。 基督教曾经忍耐过无数瘟疫和流行病。 基督

教捱过火灾、水灾、经济灾害、自然灾害、敌意沸腾的时期、有系统的迫害，生存下来。 

其他宗教兴起或者重新流行，有些宗教努力遏制或者泯灭基督教信仰。 世上几乎每一种坏

事，都曾经有人说是基督教引起的。 最近的挑战是享乐主义和放纵浪费，因为基督徒的财

富和空闲时间多得史无前例（不过这财富和空闲现正受着威胁了）。 很多时候，对基督教

最大的危害是基督徒自身的世俗化和偶像膜拜！   

  

 然而我们今天仍然站稳，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 教会面对过世界的仇恨、肉体的软弱、魔

鬼的暴行，经历了这一切一切，仍旧站稳。 甚至可以说，很多时候，基督的身体不只捱过

风雨飘摇，还借此变得更强壮。 新冠肺炎疫情绝不会使教会消失。 不过，我们如果把握眼

前的机会，跟随耶稣的爱和圣灵的大能来行动，就会受熬炼，蓬勃发展成长，传扬福音，

这些可以成为这章历史的主题。 选择在于我们。  

 

 

29) 基督的身体是一群行动的人，而不是暂时空置了的建筑物。 请看大多数地方，教会都正在

健康地增长。 由下而上每个信徒都参与的运动是最信实地传扬福音的途径，培育门徒也最

有效。 如果教会成为体制，越来越复杂的架构或许会拦阻人数增长，窒碍灵命成长。 毫不

意外，今日全球最有活力的植堂教会比较像新约圣经里的那些教会，而不是像拥有尖顶大

教堂或者巨大建筑物的超大型教会。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证明了，教会的本质不是建筑

物，而是一群遵主话语、蒙主圣灵充满的人。   

  

 在后基督教的西方，我们如果愿意听，就有功课要学。 人对于有组织的宗教越来越反感;教

会可以用的钱越来越少;年轻一代不愿意上教会;一些教会跟本地的群体脱节;这种种现象都可

能要求教会加快转型为关系为本的网络，而不再是一个僵化了的体制。 由下而上每个信徒

都参与的模式一次次在疫症、社会分化、经济危机、甚至持续的迫害之中成功。 说来好像

很可怕──在前面的日子，装备得最好的教会会像在伊朗或越南跟随耶稣的信徒，而不像在

美国或澳洲的信徒。  

 

 

30) 隔离与以色列被掳的对比。 教会在全球疫情期间的一个极大机遇，是打破教会里的众偶

像，并且改革生活方式。 十二支派没能放弃偶像崇拜，直到他们被掳流落异乡。 回归之

后，偶像崇拜似乎被连根拔起了，甚至偶像一词在四福音从没有出现过。 新约首次出现这

个词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的讲道，他明确表示被掳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断拜偶像。 我并

不是指，新冠肺炎疫情是神在惩罚今日神的子民拜偶像。 显然我们多数人的经历跟被掳恰

恰相反，我们被迫留在家里，而不是被带离家园！ 然而我们大概会认同，在大多数文化

里，各种形式的拜偶像是真实的问题。 现在教会里所有事物都被颠覆，受到强烈的摇撼，

我们就有机会校正我们一起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方式，使我们的优先次序反映天国的优先次



序。  

 

 

31) 超大型教会的终结？  有迹象显示  超大型教会时代已经告终。 在大部分国家总会继续有大

教会，  有部分  会力上加力，对社区带来正面影响。 然而基督徒的人口分布，或者说得准

确些，在基督教不再是国教的地方，基督徒的人口分布似乎显示，消费者导向的教会正在

快速没落。 一家超大型教会的教会理念模型如果不包含活泼的细胞小组，就可能非常难以

由新冠肺炎疫情恢复过来，因为会众不一定继续忠于这家教会。 本来他们参加崇拜的时候

就是隐姓埋名的，疫情之后他们很容易改为只在家观看崇拜，也可以轻易转为看其他教会

的崇拜直播。 有些教会公然违反封锁令，如果有理由，有多少是为了保住收入，包括什一

奉献、其他奉献（和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赠送给巿民的现金支票），从而维持楼宇和活动

的庞大支出？ 有多少是因为主任牧师想要体现权力，不愿意听从世俗政府的指令？   

  

 没有人能准确预测 2021年的教会生活会怎样。 可是我们差不多能保证，许多教会将会因

为尝试维持巨大教堂的开支而耗尽金钱;他们将不能再维持那种开支。 巨大教堂的时代已经

过去，那种教堂已经不再配合教会存在的目的。 当然不只超大型教会将会这样。 不过，新

冠肺炎疫情很可能加速超大型教会的没落。  

 

 

32) 武力抗争。 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享有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督徒享有的自由;我们当中一些人听见

这事，会很震惊，不过我希望只有少数人会这样震惊。 我们当中另一些人则可能震惊于很

多基督徒不知道别处的宗教迫害多么严重。 事实是，约  廿六亿信徒受逼迫、恐吓，或者崇

拜方式受禁制  。 在一些情况，这是因为政府藉立法和政策而设立禁制，在另一些情况，是

非基督教的主流宗教（包括无神论）在禁制基督徒。 在北方世界，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付

高昂代价跟随耶稣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次疫情里，我看着全球各地教会和政权的关系，有点担心，不完全确定应该怎样分

析。 一方面，有政府借此高调或暗中打压教会，使我忧心。 另一方面，有基督徒决意不理

会政府的政策和限聚令，也使我忧心。 我相信他们有些人曾经引用塞缪尔记上 15：23。 

此外，世俗化悄悄地造成影响，基督徒和教会在后基督教的西方日渐被边缘化，也使人不

安。 然而，信徒把这说成是别人「向信仰宣战」，彷佛他们身处朝鲜或沙地阿拉伯而不是

美国或英国，同样使人不安。   

  

  

  

 当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以公众安全之名禁止基督徒聚集崇拜，我们该怎样做，怎样说？ 大

麻店、酒铺、堕胎诊所被视为「必要服务」，教会却排除在外，我们应该怎样回应？ 我们

甚么时候顺服政权，像罗马书 13：1-5说的，甚麽时候要反对？ 我们可不可以说「  我们的

建筑物关门了，教会却仍活着  」，喊这样的口号，正确地肯定教会不是建筑物，却同时鼓

噪要求这些建筑物尽快获准重开，甚至违法在建筑物里聚会？   

  

https://mikefrost.net/coronavirus-could-set-the-church-back-25-years
https://www.ivpress.com/megachurch-christianity-reconsidered
https://www.opendoorsuk.org/news/stories/world-watch-list-2020/
https://www.opendoorsuk.org/news/stories/world-watch-list-2020/
https://www.opendoorsuk.org/news/stories/world-watch-list-2020/
https://www.opendoorsuk.org/news/stories/world-watch-list-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tll3mNj5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tll3mNj5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tll3mNj5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tll3mNj5U


 没有简单的答案。 不同种类的人、不同种类的教会、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处理这个问题的

方式都不同。 无论我们做什么，愿我们都按基督的性情去做。 我们如果做一件事的时候不

能按基督的性情去做，就大概不该做。  

33) 提高标准，别降低门槛！ 疫情期间大家迅速转向虚拟教会生活，这引致一个意外后果;这也

是教会生活网上革命的同一个后果。 是用市场推广技巧和营销策略来塑造崇拜经验的同一

个后果。 使人尽量容易参与教会生活，最初大抵有良好的目的，然而不用费力就能参与，

这让很多人习惯了属灵娱乐而不是积极做门徒，特别在大教会。

基督教信仰不是观看体育运动。 如果教会迁就灵性最低的人，如果人在众多会众之中轻易

隐姓埋名，如果人只是看单向广播，如果人轻易进出网上教会生活，被动的参与就会成为

常态。 市场学有个说法：「你用甚么吸引人来，就吸引了他们来做什么。 」这为今日响起

真实的警告。 我们的电子策略创造出怎样的门徒呢？ 在虚拟世界作稳健的门徒培训当然可

行，条件是我们的教会和事工想要走这个方向。 我的一位友人在封锁期间开始网上  圣洁会

（Holy Club），效法卫斯理兄弟的严谨门徒培训计划。

我们报告我们有怎样的教会生活和事工有什么成绩的时候，总是偏向降低门槛，把观看人

数当作教会崇拜的《出席率》，每次有人看我们的网站就当是我们已经向那人传福音。 别

人给个赞，我们就算作为基督赢得了一个灵魂。 我经常听见有人说无数、千百万人参加近

期大型基督教网上活动，次数之多让我难堪。

不要落入数字游戏，以为每次有人点击就是教会赢得了一个灵魂。 不要以为量等于质。 我

们总是很想要过于宽松地评估我们的统计数字，这个试探一直存在。 同样，我们总是很想

要把自己和自己的事工说得比现实好，这个试探一直存在。 这是世俗的不诚实态度，我们

不能让这种态度渗入我们的思想。 这永不能带来天国的果子。 在教会历史里，有明显增长

的教会一般是标准较高的那些。

34) 我们不该因为疫情而停止外展和传福音。若有任何影响，疫情有潜在加强传福音
力度的能力，若我们谨慎而行！ 无数的电子传福音资源帮助基督徒分享信仰，起始点很简

单，仅是与未信的朋友及家人分享具启发的故事、歌曲或电影。 而且还有更投入和有意识

地借电子媒介的接触未信者。

此外，有不少基督徒的家居或家人中亦有未信者。 有些基督徒所居住和工作的环境仍然可

以谨慎地传福音。 有些国家的禁足令有限度，或是开始放宽。 好资源有很多，非洲最有效

传福音的事工之一  非洲企业  （（African Enterprise）提供了如何做  居家传福音  的资

源。 一如既往，将资源裁剪成为更适合地方的情况会更加有效。

https://www.methodist.org.uk/about-us/the-methodist-church/history/the-holy-club/
https://africanenterprise.co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u/0/d/12apgCJNfXeT-E8HRlhxlo_MBt9BRNTY1/view?ts=5e973238


35) 重新思考活动为本的情况。 古老谚语说我们生而为人，而不是做甚麽才成为人，于我们因

禁足令及社交距离而感到不安的时候，更须谨记。 普世宣教机构（Operation Word）对  布

道的定义  是  贝宾顿的四边形  （Bebbington's quadrilateral），尤须注意，用贝宾顿自己

的话说，行动主义是四边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边。 因此，布道的基督信仰远超神学教义，

我们的信仰激励我们的生活方式及参与的行动均反映我们的信仰。 福音派教会生活忙个不

亦乐乎，反映对行动主义的重视，然而如此重视（或甚至是沉迷）经常走不出会众及本地

社群而走进更宽广的世界。 当我们的生活被迫守安息，我们的布道是否面临存在的危机？ 

若我们的宗教实践不能处理必须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的季节，或许，我们需

要重新校准焦点。   

  

  

 

  

  

  

 

 

 

 

 

 

 

 

 

 

 

 

 

 

http://operationworld.org/glossary
http://operationworld.org/glossary
http://operationworld.org/glossary
http://operationworld.org/glossa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vid_W._Bebbington#Bebbington_quadrilateral


宣教动员 
 

 

36) 新型冠状病毒的禁足变成宣教锁禁。 大使命仍然是未竟之工。 无论我们如何诠释或理解大

使命的范围，我们明显看见，并未使万国成为门徒，遵守所有耶稣吩咐的教训。 我们也知

道，至少在美国，「大使命」一词  对很多教友而言甚为陌生  。 我不期望其他国家的情况

有何不同。 明显地，宣教动员的工作仍远远落后。 然而，全球大部分教会在禁足的状态，

至少暂时如此。 网上的教会生活主要是单向地由教会领袖团队广播，结合由一部分会众群

体或细胞小组进行视像会议。 前者如无名氏般参与，而后者于组内有一定的紧密关系。 圈

外人对这样的状况会感到如何呢？ 这样的安排下，宣教动员者在哪里找到平台向会众分享

普世宣教异象呢？ 让嘉宾讲员在虚拟崇拜中分享全球的宣教情况，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

下极不可能。   

  

 在大部分教会，讲台的守卫森严，这是正确的。 不仅是为权力的制衡及守住门户，而且会

众有强大的责任感，要就每个向整个属灵群体宣讲的机会保障安全。 能够站到教会讲坛，

即使最好的日子，亦是极度稀少。 这需要耐心地建立关系及整体公众度，在现时而言，十

分困难。  

 

 

37) 一时不见，便告忘怀，再谈「隐藏的人」。 在未来的每周及每月，网上的会众一般会聚焦

于本地的外展，或是欠奉。 在教会努力迎向风暴的季节，她们也许容易会抛弃全球参与及

宣教异象。 固然，有很多地方工作可做。 面对新冠疫情而增加的牧养需要，以及社区的需

要愈来愈多，教会领袖将会感到重担的压力。 若我们门前的人们已经在受苦垂死，谁会想

到从神学而来，世界另一端的人和社群的需要呢？   

  

 熟悉全球宣教的我们，几乎全都熟悉「未得之民」。 当温德博士（Dr. Ralph Winter）于  

1974年洛桑大会  引入这个破天荒的概念，他使用  「隐藏的人」  这词语。 在其后的数十

年，族群思想成为普世宣教运动的规范框架。 由于迅速的全球化及城市化，有些人努力以

赴宣教的时候离开这个框架方式，根据地区的基础而不是散居的民族与文化而进行。   

  

 然而这  7400个独特的语言族群  再一次成为隐藏的人。 隐藏，不是因为他们不在可见范

围，而是我们的异象由远处的海外工场移向专注于本地的就近情况。 当家中有极度紧急的

属灵需要，要坚持基督徒的优先响应地球另一面的人在灵性上的绝望，似乎很自私。 当

然，自从有了普世宣教的呼召以来，一直有人用这个论据来说不必做海外宣教，不必看全

世界。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使这个论据更有分量。  

 

38) 差传大会停止了，正如体育赛事、音乐会、艺术节和几乎所有大型公众活动都停止了。 一

般而言，差传大会近年已经减少。 然而数十年来，这是招募新一代宣教士十分有效的方

式。 这样的大会，有些为年轻人而设，例如 Urbana（及世界各地国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

主持的其他大会）、、  Cross、、  The Send  ;有些为个别宗派而设，例如  神召会  或  圣

https://www.barna.com/research/half-churchgoers-not-heard-great-commission/
https://www.lausanne.org/gatherings/congress/lausanne-1974
https://www.lausanne.org/gatherings/congress/lausanne-1974
https://www.lausanne.org/gatherings/congress/lausanne-1974
https://www.ijfm.org/PDFs_IJFM/18_2_PDFs/AJmajor.pdf
https://joshuaproject.net/
https://urbana.org/
https://urbana.org/
https://ifesworld.org/en/
https://ifesworld.org/en/
https://crossforthenations.org/
https://crossforthenations.org/
https://thesend.org/story/
https://worldagfellowship.org/Congress/World-Congress-2020
https://newwineskinsconference.org/
https://newwineskinsconference.org/


公会  的差传大会;有些让所有基督徒参与，例如南美洲的 CIMA  、尼日利亚的 AWMC、英

国的 GoFest、澳大利亚的 ReachOut、加拿大的 Missionfest、北美华人的 CMC、韩国的

MissionKorea。 有些取消了，大抵因此损失很多钱，也失去了宝贵的动力。 我们不知道那

些原本计划下半年举行的差传大会将会怎样，因为不知道这种会变种的新型病毒对未来数

月和数年所有公共聚会的影响。   

  

 失去的动力，或许只能在多年后重拾，又或者不再恢复过来。 又或者，基督徒因为渴望为

这个宝贵的使命而聚集，所以更积极地一起崇拜、祷告、动员人去宣教。 可能会有新的形

式出现来推进大使命！ 但是现在，想想有多少人过去曾经在差传大会里蒙召宣教，当中有

孩童、青少年、初职青年、其他人。  2020年会有多少人因为差传大会和聚会取消了而失

去那样的经历？ 一些差传大会可能以后不再召开，有多少人会因此失去那样的经历？ 神必

然能够在这样的发展里工作，把现在看来是挫折的事转化为我们没有预期的胜利，但是前

景使我们深思。  

 

 

39) 我们的世界正在缩小（不是好的缩小），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之中许多人的实物世界

缩小到四面墙之内，我们在里面隔离防疫，而出行国外是褪色的记忆了。 我们的愿望缩减

至希望自己的身体能生存，情绪和财政不崩溃。 我们的身分同样缩小，由全球公民变为支

持部落主义，自己顾自己。 要说服人举目望向宣教工场，庄稼熟透有待收割，在顺境中也

有难度;而在我们身处的情况，要提倡把有限的资源、金钱、精力、注意力用于陌生人，在

全球疫情里十分困难艰巨。 或许这是疫情对普世宣教的最大打击;旅游警示或经济下滑不算

是严重的打击，严重的打击是基督徒闭上心门，不理会住在别处未闻福音者的灵性困苦和

迫切需要。 等到封锁期完结，教会重整启动，可能带着创伤的疤痕，可能有更新了的信心

和布道热情;无论如何，到时候要重拾失去了的宣教动员基础和动力，仍然是艰巨的任务。   

  

 面对这些景况，即使只是暂时的，我们怎样紧急而有效地动员基督的身体参与普世宣教？ 

关心大使命的普通基督徒可以做什么？ 牧师和基督教领袖继续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

怎样才能同时帮助他们所牧养领导的人举目看庄稼熟透的禾场？   

  

  
 

 

 

 

 

 

 

 

 

 

https://newwineskinsconfer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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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wmc.faith/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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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ssionkorea.org/


差遣宣教士  

  
 我们可能会看见传统西方差传模式瓦解，这样说并不夸张。 就算不是崩溃，也至少可能是

大幅衰退。 原因如下： 

 

 

40) 全球地缘政治和相关的经济情况大大影响普世宣教。 因为我们的差传模式需要资金，所以

显而易见，突然的经济下滑会使差遣宣教士有困难。 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的影响。 一般而

言，当世界和平繁荣的时候，利他主义、全球意识、筹款、签证、外游都相对易办。 当全

球处于冲突和经济动荡的时期，这一切就困难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自铁器时代晚期以来，每逢有庞大而稳定的帝国掌权，都往往为差传提供

良好的条件。 强大而稳定的帝国通常有很好的交通基建（例如罗马帝国铺设的道路）、标

准的度量衡、法治，遏止暴力犯罪和混乱，改善公共卫生和医疗基础设施，有共通的语

言，识字率提升，技术快速进步等等。 这些都有助加速福音传播。 在不列颠治世 4 或美利

坚治世 5 就确实这样。 然而，就算在强烈敌视基督教的帝国里，以上因素也助长了福音传

播，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增长就是明证。   

  

 世界可能即将陷入巨大的经济困境;而且，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下降，又越来越彼此仇视和对

抗，那么  接近无政府状态的情况将会增加  ，我们可以预期教会差遣宣教士到其他国家的

机会将会大大削减。  

 

 

41) 差传工作本来已经昂贵，至少某些模式的差传是这样。 差遣一个长期工人（别说是一个家

庭）全职受薪做差传工作，是昂贵的事，特别是如果宣教士期望有北方世界的生活水平。 

加上医保、养老金、儿童教育、定期回家等等，需要一大笔投资，但是不能保证有任何回

报。 不能否认以这种方式宣教是昂贵的！ 综观来说，这通常非常值得，但是并不便宜。 除

了维持宣教家庭的支出，大型项目尤其需要投放大量现金：盖楼、制作传福音或门徒训练

材料、挖井、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或教育，这一切有价值的项目，还有无数其他项目，只有

在基督徒乐意奉献时才能完成。  

 

 

42) 宣教奉献与经济繁荣息息相关。 感恩的是，这不是铁一般的定律。 许多基督徒即使在经济

困难时期也慷慨解囊，乐意奉献。 很多来自经济较不富裕的家境或国家的信徒，施赠的比

例可能比富裕的弟兄姊妹高。 不过一般来说，当经济受打击的时候，基督徒的奉献也会打

 
4 译注 ：Pax Britannica，指 1815至 1914年期间，大英帝国成为全球霸主，各国间的战争比之前和之后相对地少。 

5 译注 ：Pax Americana，指二十世纪下半，美国强大，世上各处的战争相对其他时期较少。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5-06/coming-post-covid-anarchy


折扣。 顺景时，呼吁人按圣经教导那样慷慨奉献，可能会违反人性倾向，更何况当我们自

身有经济需要时，我们怎样能为素未谋面的人慷慨付出呢？ 早期研究显示，  基督徒的奉献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头几周骤减  。 最近  美国一份有关非牟利机构的报告  指出，将

近一半机构预计会损失五成或更多收入。 这正在影响西方教会运作事工的能力，那么更可

以确定，这会更严重地影响宣教差传。 我听闻一些宣教机构因为西方捐献减少，不得不裁

减几百个在海外工场的本地同工。 另一个机构的宣教士也被知会，因为奉献减少，未来六

个月只能以一半的资助维生。  

 

 

43) 宣教更容易受财困打击，因为人通常把宣教排在最低的优先次序。 教会预算缩减的时候，

通常首先停止奉献给海外宣教。 他们通常优先把钱用于添置音响设备、多聘一个牧养儿童

的传道人、捐助社区食物银行，以及其他许多财政预算项目。 有些教会的预算是按种类划

分的，那样可以保障对宣教的奉献最少几个月，之后也会出现上述的情况。 在南方世界许

多地区，奉献跟生存的关系比较密切，直接影响教会每月、甚至每周的财政健康。 那么，

在全球疫情之下，众教会实际上只能接触当地社区，服事世界的规模大幅缩减，宣教工场

的财政岂不是更艰难吗？ 有些宣教项目没有可供宣传的一面，有些宣教岗位没那么英勇动

人，例如差遣国的行政岗位，他们收到的奉献也会减少。 普宣出版社的团队是研究员和动

员者，我们十分熟悉这个事实。   

  

 有些宣教士跟捐助者已经建立牢固的关系，较少受奉献减少的影响，但也不一定能幸免。 

然而，世界脱离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海外宣教资助会重新多起来吗？ 还有待观望，但是我

预期，众教会将会比过往捐较多钱给附近的项目，而这意味着宣教奉献受到打击。  

 

 

44) 在福音未传到的地区宣教，也许最受影响。   多年来都有研究显示  ，基督徒并没有按本分

慷慨奉献。 这些研究发现，用于宣教的奉献，等于所有基督徒收入的千分之一。 而用于宣

教的钱当中，只有很少用于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 对前线宣教士的奉献往往出于真正的

信心。 你无法保证这样奉献会得到可观的回报;宣教士可能要忠心服事多年以后，才取得突

破。 而且，人奉献金钱给福音未及之地的事工，支持宣教士接触最少听福音的人，碍于安

全考虑，奉献者很可能难以和那些宣教士联系。  

 

 

45) 在北方世界的宣教运动，宣教组织的结构通常耗用很多资源。 宣教机构规模很大，运作精

密，讲求专业，因此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 然而，在里面做行政的同工，由于岗位听来并

不英勇动人，所以筹务自己的薪金有困难。 要么他们支薪不足，要么机构不得不由宣教同

工筹得的资助调动部分来支付这些被认为是必要的日常开支。 当前奉献减少了，出发宣教

的人也少了，对未来的全球宣教造成后遗症，所以我们需要革新，重新组织完成大使命的

方法。 我们谈论新冠肺炎疫情怎样影响宣教的时候，立即谈财政损失和行政资源，这本身

就反映了宣教已经变得多么制度化！ 当然从前并非一直是这样的。 有些人会说，今天最有

效的宣教发生在机构主导的框架之外。  

https://www.christianheadlines.com/blog/higher-attendance-lower-giving-survey-shows-how-churches-are-responding-to-covid-19.html
https://www.christianheadlines.com/blog/higher-attendance-lower-giving-survey-shows-how-churches-are-responding-to-covid-19.html
https://www.christianheadlines.com/blog/higher-attendance-lower-giving-survey-shows-how-churches-are-responding-to-covid-19.html
https://www.christianheadlines.com/blog/higher-attendance-lower-giving-survey-shows-how-churches-are-responding-to-covid-19.html
https://www2.chooseust.org/2020/covid-19-report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center-for-global-christianity/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0/02/Status-of-Global-Christianity-2020.pdf


 

 

46) 宣教训练虽然没有完全停止，但是被打断。 这星期我在网上跨越大西洋见一个美国人，他

将会成为普宣的队员，已经完成三个月迎新培训，加入我们的宣教机构（  国际环球福音

会  ）。 迎新培训开头是面对面的，后来因为美国的社交隔离措施，转移到网上。 我们事

工的办公室在在英国一家  宣教学院  里面。 这个学年最后一个学期才刚开始，学院也已经

全面网络化。 西方所有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如果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没有开始提供网

络教学，将会面临生存的困难！   

  

 感谢神供应网上的替代方案，可以进行小组会议、使用图书馆的书刊、交功课等等。 尽管

这些灵活的措施使人赞赏，却不能完美替代人在群体里面对面接触，学生看见理论变成现

实，从中学习，受到真实的塑造。 更何况我们是装备人进入跨文化服事，做很费灵性力量

的事工？ 基督徒的教育和事工装备，就像生活其他层面一样，需要因时制宜，发展新的策

略来作有效的训练。   

  

 许多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财政已经岌岌可危。 新冠肺炎疫情对他们的存亡有多大影响？ 有

多少机构将被迫倒闭？ 多数神学院和基督教院校的学生人数下跌，这使许多宣教机构预期

长远来说招募到的人数会暴跌。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日常生活空间萎缩、经济下滑、全球

外游停摆、宣教动员活动减少，会使宣教机构有一段时期难以招募到新的工人。 我们当然

期望和祷告情况会相反，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情况是最可能的。  

 

 

47) 现在宣教士前往工场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 许多国家关闭边境，有些国家不准某些地区

的人入境，有些国家禁止任何人入境。 如果现在到海外去，很可能给人很差的观感，你本

身的文化会觉得这样做不好，你去的国家那里的人也会觉得你不应该这时候来。 就算你能

够进入某个国家，经费也比平时高得多，尤其是如果你抵达后首两周需要自费在政府指定

的隔离设施里度过。 旅游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也增加，而你筹募到的支持减少。  

 

 

48) 在滞留状态里的宣教士。 请特别记念那些已经从工场回来述职，或是准备出发的宣教士！ 

今天我从一位朋友听到，有位我和他都认识的宣教士试图返回服事的工场，他们本来在那

里服事一个很少听见福音的群体。 他们现今滞留在一个国家，不是他们自身的国家，也不

是工场的国家，在等待回到他们蒙召服事的地方，不知道要等到甚么时候。 我认识的另一

对夫妇已经准备好第一次出发，而封城和经济情况使他们受差遣的程序陷入瘫痪，使他们

无法去任何地方。 这样的事有数百或数千起;你会意识到影响多么严重。   

  

 很多宣教士在新型冠状病毒散播时，出于许多完全合理的原因，返回自己的国家，但对他

们来说这是痛苦的决定。 无可避免，其中一些人会因无法控制的因素，延期返回工场。 失

去支持、灰心、希望幻灭、被逼返回原有生活，意味着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将不会重返工

场。  

https://www.wec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wec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wec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wec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allnations.ac.uk/


 

 

49) 短宣团及短期宣教的价值，近年来备受争议，正反双方都能提出合理的论据（当然都有统

计数据支持！ ）大概十年前，教产业。 随着外游的终止，我们发现短宣团对大使命的庞大

贡献。 那些专靠短宣团服务带来收入的承办商，无法为生。 倘若大多数人是透过这些短宣

旅程，将来成为长远的工人，那么中期来说，对长远的工人装备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 短

宣团对长远的宣教服事，不论是后续的参与、奉献和代祷，都有不可或缺的影响。 故此，

着实是一个明显的损失。  

 

 

50) 成本计算将成为预工的必要。 不再像 2019年，宣教士享有教会的大力支持、筹款轻易，

往返工场的行程稳定又便捷、受欢迎且容易融入当地文化、又能快速见到果效。 这些因素

将变得困难。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神允许瘟疫、饥荒、逼迫、殉道;一般人的人生本来已经

够艰难，而事奉神的代价更大。   

  

 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说出圣经中记载的俄珥巴是谁，但是我们的选择更像她的选择，而不

是她嫂子路得的选择;路得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

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得 1：16-17）我们宣教，没有被要

求作出路得那样的宣告。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列出他为福音受了哪些苦，也许那张

清单是更好的宣教准备。 他在以弗所对朋友说的话也是很好的宣教准备：「我却不以性命

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

福音。 」（徒 20：24）  

  

 我遇过所有在事工上有非凡影响的宣教士，没有一位的生命不是非凡地顺服于「活着是为

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原则。 我写这句话的时候，非常清楚我的事奉使我处身英国这

个相对舒适和安稳的环境。   

  

  

  

  

  

  

  

  

  

  



宣教工場的現實 

 
 

51) 「西方比较优越」这个迷思（又再）被打破了。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如果曾经作

宣教服事，这应该不是新事。 当然，来自北方世界各个文化的人——例如德国人、澳洲

人、新加坡人、加拿大人，都带着他们文化的特长来一同服事，那些特长有助救赎计划实

现。 但是他们的恩赐并不比加纳人、巴西人、菲律宾人、印度人的恩赐更珍贵或重要。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一些地区例如台湾、韩国、香港等妥善协调，有效应对，甚至预先采

取积极的封锁措施，例如南非（还实行禁酒令）和沙特阿拉伯（甚至在斋戒月期间）。 相

比起来，一些西方国家杂乱无章的应对就显得笨拙，管理不善。   

  

 许多基督徒不会意识到，南方世界许多地区的人都把西方文明等同于基督教和耶稣的信

息。 在他们眼里，颇多美国人好战，颇多欧洲人纵欲，颇多澳洲新西兰人酗酒，这些都是

基督教的一部分。 对于数十亿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等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基督教看

来完全是道德沦丧。 他们读到的惟一圣经就是他们认为是基督徒者的行为。 现在，西方人

不只显得不道德，还显得愚蠢，因为一些所谓「基督教」国家浪费了数周可以好好准备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宝贵时间，然后为自己的懈怠自圆其说，现在还用渗透着种族歧视的藉

口来掩饰政策失误——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整全的政策。   

  

 奉耶稣之名而来的西方宣教士可能会发现，他们第一样工作必须是拆解人对他们信仰的许

多错误观念。  

 

 

52) 无论如何，全球宣教使命都不再是西方的事。 在南方世界跟随耶稣的人已经远远超过北方

世界。   多年前的研究已经发现  ，来自南方世界的宣教士多于来自北方世界的。 过去，西

方宣教事业和西方帝国一起发展，例如通过西班牙征服者、大英帝国统治者、美国媒体。 

现在西方的领导地位走下坡，无论在技术、财政、还是军事方面。 在宣教方面，西方也不

再是领导者。 十九和二十世纪差遣宣教士出去的那些国家，现在情况最好的只是保持固有

光景，而更多国家在经历急剧的衰落。   

  

 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东欧的宣教士增幅抵消了这个衰落。 北方世界信徒对全球宣

教的慷概捐输也在减缓，而南方世界教会的经济力量正在增加。 而且，就连在宣教的事

上，金钱也有影响力，即使我们有多不喜欢这点也好。 宣教事工的方针多数仍然由写支票

的人设定。 新冠肺炎疫情使西方人减少捐款支持宣教，加上西方国家的宣教差遣逐渐减

少，都将会直接而深切地产生影响，使人不再认为西方宣教界在宣教上是权威。  

 

 

https://www.ivpress.com/the-future-of-the-global-church


53) 「宣教的未来将是本土的」，  世界福音联盟宣教委员会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 Commission）执行主任马特加（Jay Matenga）的这句话简洁有力。 这句话适用

于「是谁宣教」的问题。 差遣宣教士的运动在南方世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服事那些

需要福音转化的本土社群，而且跨越地理、语言、文化障碍，向外传播耶稣的福音。 这句

话也适用于怎样怎樣宣教的问题。 将会盛行的是由平信徒由下而上发起，用有机的方式，

而不是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规模系统式操作和帝国主义式做法。   

  

 过往欧洲人、美国人、韩国人等犯过的错误将无可避免地重复出现。 但是，西方人因为新

冠肺炎疫情而（至少暂时）无法到达一些地方和群体那里，有谁能比已经在那里的人更好

地将基督教的信息本色化呢？ 基督教的追随者和使者身处一个多中心的宣教世界，代表的

是「  一种全球化的基督教信仰，不需要国家基督教的残余，尤其是权力和财富  」。 谁能

比这些由下而上的运动更好地证明，耶稣的信息关乎不一样的能力、不一样的财富？  

 

 

54) 不可持续的差遣模式和不足的宣教论将被放弃，这是出于必需多于愿望。 西方捐款突然减

少，不仅迫使西方宣教士离开或不能进入工场事奉，还迫使南方世界成千上万依赖西方资

助的工人离开工场。 另一个常不被看见的影响是，差遣西方宣教士的模式需要大量现金，

这种模式已经复制到其他地方。 这通常是由于没有其他明显的选择，但也是因为西方领袖

施压要求其他地区仿效他们。 富裕的捐款者支持专业受薪宣教士，这个宣教模式在西方也

要苦苦经营，试想象一下这对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很多地区的宣教事工带来多大压力！ 

就算营商宣教的模式正常来说比较灵活，然而，如果宣教是不是有效取决于营商是不是成

功，就会出现问题。 目前，全球各地的商业都在关闭。 对全球宣教的未来而言，发展出可

持续的模式是必要的，不仅为了在工场上进行宣教，也为了从较不富裕的国家差遣工人到

工场，并且让他们可以一直留在工场事奉。   

  

 如果有人认为宣教主要是在大型传福音活动里拯救灵魂，这其实是个懒惰的主张，并且对

大多数跨文化王国事工不公平。 但是这个标签已经深入人心，也并非全是偶然或恶意的。 

神的宣教使命从不只是在大型布道会里数数有多少人举手，而是要转化整个受造世界。 无

论怎样，大型活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至少现在是这样。 同时，借着家庭聚会和亲属团

体，有效地使教会增长，这从来不会不合时宜。  

 

 

55) 整全宣教日益受重视。 这是指整全地以福音服事全人和整个社群。 这不仅在全球疫病大流

行和经济危机之中正合时宜，而且也正属于宣教实践的核心。 自从 1974年洛桑大会以来

（  其实是之前  ），有前瞻远见的福音派人士已经大力主张整全宣教。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人的需要变得迫切。 这为耶稣的跟随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以证明福音

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也证明神渴望把医治和健全带到人类活动的每个范畴。 教会

要向世界展示神关怀弱势群体，包括穷人、孤儿寡妇、异乡人、难民;要展示接待人的属灵

恩赐;要展示慷慨和同情心是基督教的基本价值。 教会向世界展示这一切的舞台已经准备好

了。   

https://weamc.glob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0XFNU0sxv4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ecclesiastical-history/article/c-rene-padilla-and-the-origins-of-integral-mission-in-postwar-latin-america/0566D6A9D1D180A4F9FCC89340774E30/core-reader


  

 传闻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某些国家的政府看人民的宗教信仰来分配经济援助和食

物。 基督徒等宗教少数派的人，除非改变信仰，不然可能分不到金钱和食物。 同时，这些

国家里的基督教机构正在向任何有需要的人分发食物，不分信仰或肤色。 这是多么有力的

见证！ 我听说过有来自穆斯林背景的本土信徒，在一些需要最迫切和最少听闻福音的地方

参与分发食品和卫生用品。 在福音未及之地，社群的长老甚至政府人士都向当地的基督教

机构求助。 现在就有很多绝佳机会去分享和展示基督的爱。 我们会迎接挑战吗？ 我们怎样

在这类前线上和弟兄姐妹伙伴合作，使他们服事更得力？  

 

 

56)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没有机会得到帮助的地方。 他们缺

乏途径听耶稣的福音，也没法得到食物、住房、医疗保健、教育等等。 未得之民之所以还

没有被福音得着，正因为他们是最难接触的——在地理、文化、语言、灵性上都是这样。 

由于世上大部分地区的人都不能聚集，跨国出行几乎全面停止，传福音的活动几乎肯定在

急剧下降。 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前，我们就已经在战事里失利;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估计，全世界  未闻福音的人口每天增长约

七万人  。 也就是说，我们的现况是：世上未闻福音人数的增长超过了基督徒向之传福音的

人数，每年达到二千六百万！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锁措施，几乎肯定我们现在失利的速

度更快。   

  

 世界上最少听闻福音的人口也是最贫穷的人口。 尽管我们对穷人受苦通常选择视而不见，

但是在这个时候，最贫穷的人所受的苦不会有改善，只会变本加厉。 在拥挤的城市贫民窟

里的人、无家可归的人，以及数百万被困于移民营和难民营中的人  发现他们的困境雪上加

霜  。 即使他们不是难民而是受薪工人，他们也面临  比本地人更大的风险  。 这不仅可见

于  希腊  、  法国  、  土耳其  的移民营和难民营，也可见于  波斯湾地区  、  新加坡  、  

印度  的劳工宿舍。 有些基督徒（一些是宣教士，但大多数是本地人）正在尽一切努力来帮

助被困在难民营和移民营的人。 我希望和祈求看见，会有很多有宣教使命心志的基督徒向

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群奉献，并且在可能的时候尽快前去帮助他们。   

  

 基督徒应该优先传耶稣的福音给未得之民？ 还是应该优先对付世上的不公义（经济、社

会、种族、性等方面），视为王国使命的重点？ 两者有时候好像有冲突。 我相信研究表

明，最少听闻福音的地方往往是人类苦难最普遍、种种不公义最严重的地方。 两者没有冲

突，却有巨大的潜力发挥协同效应。  

 

 

57) 非基督徒有多种反应。 像前面说过，人在这时候对新冠肺炎疫情或对基督教事工将不会只

有一种反应。 在急难里的绝大部分人，无论是亟需食物、住所、饭碗甚至希望，都不会拒

绝接受援助，除非援助附带了无法接受的条件。 在许多情况下，基督徒的慷慨和恩慈会换

来敞开的心灵。 但是，我们不应该期望急难当前会自动转化为属灵的饥渴。 我有一位同

工，他是个非常得力的传道者和宣教士，曾经在许多未得之民中间服事。 他跟我说，有许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center-for-global-christianity/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0/02/Status-of-Global-Christianity-2020.pdf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center-for-global-christianity/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0/02/Status-of-Global-Christianity-2020.pdf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center-for-global-christianity/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0/02/Status-of-Global-Christianity-2020.pdf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center-for-global-christianity/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0/02/Status-of-Global-Christianity-2020.pdf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91-1/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91-1/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91-1/fulltext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791-1/fulltex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health/coronavirus-uk-migrant-workers-overseas-human-rights-covid-19-a9426086.html
https://www.euronews.com/2020/04/22/greek-island-migrant-camps-not-prepared-for-covid-19-human-rights-watch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0/apr/09/covid-19-spreading-quickly-though-refugee-camps-warn-calais-aid-groups
https://voxeu.org/article/precarious-lives-syrian-refugees-turkey-corona-times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research/2020/04/gulf-concerns-regarding-migrant-workers-rights-during-covid19-pandemic/
https://www.bbc.co.uk/news/av/world-asia-52379552/coronavirus-singapore-s-migrant-workers-living-in-fear
https://globalvoices.org/2020/04/23/covid-19-creates-more-uncertainty-for-migrant-workers-in-india/
https://globalvoices.org/2020/04/23/covid-19-creates-more-uncertainty-for-migrant-workers-in-india/
https://globalvoices.org/2020/04/23/covid-19-creates-more-uncertainty-for-migrant-workers-in-india/


多非基督徒，他一直尝试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他们的人生流露出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这

使他很悲伤。 许多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都可能这样。 人如果认为上主或众神的意志

不可阻挡和无可避免，就会觉得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或克服新冠肺炎通常没有意义。 他们

尽管可能会恐惧，但是经常会无奈放弃。 神学家自然会更仔细和复杂地解释伊斯兰教的预

定论（qadar）和印度教、佛教的业报（karma）概念，但是大多数饥饿或受感染的人不是

神学家。  

 

 

58) 在世上大多数地方，人们对基督教的敌意日益加剧。 不论是在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还是在

世界其他地方，政府支持的无神论、伊斯兰教、印度教甚至佛教都加剧了对基督教少数群

体的迫害。 近年来，宗教原教旨主义（包括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一直增长，部分是因为人

认为受到全球化入侵，传统身分受到侵蚀，作出反抗。 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合

作，那些人任意暴虐却能逍遥法外。 世界大国之间关系紧张，外交立场具侵略性、甚至敌

意，这些情况将会悄悄地、甚至明目张胆地鼓吹针对宗教少数群体。 基督徒往往比其他任

何群体更常遭受迫害，就算只因为基督徒遍布全球，人数众多。   

  

 西方世界失去了道德权威，也失去骨气，不为在海外受逼迫的基督教少数群体发声、辩

护，使政治和宗教势力更加胆大妄为地迫害教会，通常是零星的迫害，有时候是有系统的

迫害。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这个时期，每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集中关注自己的地方，人

就恐惧弱势少数群体，产生谣言、仇外心态、机会主义，群起针对他们，无论是宗教上还

是其他方面的少数群体。 在公正法治薄弱或封锁措施引发重大经济危机的地方，这个问题

将会最显著、最可怕。 愿神使我们中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暴力，不论信仰甚么的人都不

会被宗教暴力残害！  

 

 

59) 全球宣教停摆和差遣宣教士急剧减少将会是个挫折——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 收割的禾

场失去委身的工人将会是打击。 慷慨的奉献不只支持宣教士的工作，更支持许多本土教

会，失去了奉献也将会是打击。 我在前面写过这些慷慨奉献怎样支持着教会的宣教和事

工。 慷慨奉献也能向不信的世界作有力的见证。   

  

 但是，外人的金钱奉献也有可能造成不良的依赖，特别是如果处理奉献的方法不明智的

话。 这是在宣教界广泛讨论的问题，而通过宣教行动建立的教会也越来越多着手处理这个

问题。 正直、问责、信任，这些关键原则和基督徒的奉献息息相关。 这些原则必须双向运

作，而当彼此的关系跨越地理和文化界线的时候，更需要这样。 随着以机构为主的大规模

捐助减少，基督教团体之间将会需要大大发展有机的合作，重视关系。 有些人有能力捐

助，而其他人则有机会在患难里行善。 他们为什么不更直接地合作呢？   

  

 但是，正如过去所见，失去外国捐助者的资金虽然使人遗憾，但是也可能迫使事工转型，

变得健康自主和真正地创新。 对羽翼未丰的教会来说，外国宣教士突然消失几乎一定是惨

痛的经历，但是有时就是要把雏鸟从巢里推出去，它才真正知道可以自己飞行。 本地人负



责的事工和宣教运动能够找到有效、适当、可持续的方式开展王国事工。 而且，即使我们

大家都较喜欢一同服事，他们却往往比我们外人做得好！ 从高度依赖外援的宣教工场，过

渡到土生土长的教会运动自我维持、自我繁衍、自己发展神学，过程中转折点的出现通常

早于大多数外国宣教机构能接受的时机。   

  

 现在工人前往工场面临困难，资金也捉襟见肘，这样的时势正为由下而上的宣教运动发展

提供空间。 对神全然信靠成了家常便饭。 引用施达德（C. T. Sutdd）的不朽名言来说：

「资金再次不足了，哈利路亚！ 这意味着神信任我们，并且愿意把祂的声誉交在我们手

中。 」 

 

 

60) 基督徒群体是基督的见证。 在危机时期，社群往往会团结起来，为的是照顾自己人（这是

个好的动机），也有时为了抹黑和排斥外人（显然不是好的）。 现在，基督徒群体必须以

恩典、接待、慷慨、公正为可见的特质。 从使徒行传就开始可见，历史上有许多很好的例

子，基督徒群体成为传播福音的有力工具。 凯尔特教会（Celtic Church，起源于不列颠群

岛）和圣本笃修会修士（Benedictines，起源于意大利）是同一时代的，他们都从第六世纪

开始就在欧洲产生巨大的宣教影响。 这些宣教群体的网络在黑暗时代有效地传播了福音，

并且几乎无意地成为了文化和学问的重要保存者。 今天的人如果寻求有意义的信仰和群

体，就会跟这些古老的修道运动有强烈的共鸣。 这些群体对成员有严格要求，要他们委身

于群体的价值观，严格实践属灵操练，过舍己牺牲的生活。 然而，他们的功效显而易见，

我们今天有越来越多人尝试仿效他们。   

  

 彻底的个人主义并不足以反映我们对三位一体真神的信仰，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期——甚

至是时代——正突显出这点。 其实，受了洗却自私的人曾几何时反映过基督？ 彻底委身的

群体和紧密团结的事工团队提供了超卓的宣教机会。 一同生活，一同建立关系，并且活在

基督的主权下，这已经是有力的见证。 为了使耶稣在万国知名而这样做，是活出神的使命

的有效途径，历代的人都证明了这点。 如今，新冠肺炎的感染浪潮瘫痪了全球化和跨国出

行，并且在未来日子里大大削弱彻底的个人主义。 在这样一个世界，以宣教使命为中心的

群体生活方式可能正是最有效的宣教策略。  

 

 

61) 最强的基督徒群体是甚麽？ 就是多样化、多元文化的宣教团队。 在上文，我提到种族歧

视、仇外心理、恶性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而许多社会里不同时代、政治派别、经济地位

的人之间的鸿沟也在不断加深。 这些在天国里都不可接受，完全不可接受。 神对人类的愿

景恰恰相反，重点是要我们不同而合一。 这不禁使人想起启示录第五章和第七章的情景，

各国、各族、各民、各语言群体在羔羊的宝座前合一;这个意念启发我们。   

  

 《普世宣教手册》早已说过多元文化团队很有影响力，有助建立主的王国。 不同文化、性

格、性别、世代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和长处，都有助救赎计划实现，也各有弱点和盲点。 我

们一起事奉，可以帮助彼此看到这些盲点，找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文化包袱。 这可能会让



人觉得很磨人（因为事实是这样），但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会把我们粗糙的边缘打磨

掉。 这有时也称为成圣！ 更重要的是，多元化、多文化的团队能够传达出和好的大能，是

最终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找到的那种和好。 家庭、社区、国家如果破碎和分裂了，通常

自己会知道，即使很难承认。 如果  曾经互相为敌的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韩国人和日

本人、黑人和白人、男性和女性，甚至是利物浦和曼联的支持者──互相服事、尊重、爱

护，一起为收割庄稼而努力，这是多么大的力量！  

 

 

62) 工场的封锁使许多有效的宣教工作陷于瘫痪。 许多宣教士不顾自己安危，选择留在工场，

但是被迫自我隔离，虽然很接近却接触不了他们蒙召去服事的人。 试想象：你因为意识到

周围的苦难，和当地及国际的弟兄姐妹一起受感动去爱失丧的人，所以你决定留在工场，

结果却不可以走出去服事，你的挫折感会有多大。   

  

 因此，新冠肺炎不仅使许多人离开工场，就连那些能够留下来的人也发现他们的工作受到

严重限制。 在宣教工作中失去外籍同工有可能增加效果，然而只在某些情况下，而且效果

不是立竿见影的。 然而，这也减损了基督身体那种美丽而强大的多元化。 当地同工和被迫

离开的外籍同工一样，深深感受到这样的损失。 我见过本土宣教士分享他们多么怀念外籍

同工，没有了他们，觉得好像欠缺了什么。 然而，跟我们其他人一样，这次隔离提供了时

间来培养基督徒群体，无论在实体世界还是网上世界。 这让宣教团队能聆听神的话，重新

思考策略。 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为祷告开辟了时间和空间。 我们很快就会深入探讨这

个课题。  

 

 

63) 勇敢和牺牲的服事会通往开启的门，而最安全的路径则通往关闭的门。 我知道有一个很大

的宣教团队在一个未得福音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最好的时候已经够危险的了。 在那个国家

实施封锁之前，领导层就已经提议送他们回国。 在这个地方，受新冠肺炎感染致死的机会

要大得多。 结果，团队的每一个人都选择了留下来。 当许多其他的外籍人士纷纷逃离的时

候，当地人注意到这些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是为了奉耶稣的名去爱这块土地和其上的

人。 我想起了安得烈弟兄（Brother Andrew）的话：「没有门是对福音封闭的，只要你不

管进门之後可不可以再出来。 」  

  

 另一个机构的领袖告诉我，他们的一个工场为本土同工要求比正常双倍的月薪;这个工场所

在的国家里，主流宗教经常迫害基督徒。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结果听到一个使人惊叹的故

事。 那里有些主流宗教人士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失去家园或者被赶出家门，那些基督徒同工

就收留他们在自己的家里住。 在那个文化里，提供住所就要一并提供食物，因此需要更多

资金。 由于他们向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分享食物和住所，基督徒就成了众所周知的求助对

象。   

  

 这就是会引人注意的见证和委身。 早期的基督徒也以这种名声闻名。 罗马帝国曾经瘟疫横

行，富裕的精英和异教群众逃离那些城巿，基督徒和他们擦肩而过，却是往相反方向走，



到城市里照顾病人和埋葬死者。 他们为此付上巨大的代价，但是这样的行为使原本敌视他

们的人变得越来越同情他们，也使这个奇特的犹太教小分支变成了赢得一整个帝国的信

仰。 如果宣教工场上的工人接受风险，不惧死亡，爱那些被所有人抛弃的人，甚至去那些

连政府都不要去的地方，即使代价可能很高，普世教会却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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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网上事工成为主流。 尽管有些较精通科技的教会多年来已经有网络教友，多数曾经参加现

场直播教会崇拜的基督徒只在过去一、两个月才首次这样做。 有多少千万信徒曾经在过去

数星期学习使用 Chromecast数字电视设备、WhatsApp 通讯群组、Zoom 视频会议和怎样

把麦克风静音？ 科技大大协助教会，在教会关闭时提供权宜之计。 虚拟教会当然有一些优

势;我可以穿着睡衣，躺在长椅上，拿着咖啡参加崇拜。   

  

 现在多数会众这样参加崇拜，这个急速的演化不单帮助人在封锁时期参加崇拜，也使身体

太弱不能外出的人、在医院、卧病在家，以及那些像我这样渴望跟远方母会团契的人可以

跟教会联系，即时分享代祷事项，也分享神怎样应允。 我们可以用电话分享圣经经文、敬

拜诗歌，甚至基督徒网络爆红事物（虽然群组管理员会悄悄希望你不要对人疲劳轰炸）。 

细胞小组可以继续聚会，一次都不缺，而当基督徒发觉祷告毕竟不是太痛苦的活动时，周

日祷告聚会的参加人数甚至可能上升。   

  

 在英国，  平常的教会每周出席率远低于 10%，  而  据报道  ，25%，的成年人自新冠肺

炎疫情封锁以来，曾经观看或收听一次宗教崇拜，特别的是，包括 18至 34岁的人的三分

之一。 启发课程  （AlphaCourse）网上参加者增加一倍，而  课程创办人说  ：「我平生从

没有遇到一个时候，人[对福音]比现在更为开放。 」  

  

 不过我们仍然须要认识到，这次封锁和人因而对福音开放，是有时限的。 多数基督徒感激

在封锁时能够维持团契，而我预期他们恢复亲身一起聚集时会非常高兴;等到社区实在没有

问题，可以举行较大型的聚会时，教会出席率会逐步上升。 人向福音开放，多了人在网上

参加教会，我们可以庆幸，并且尽力继续促进这些情况。 可是，也必须要了解是哪些因素

促成这个光景：在危机时期，人总是感到迫切的灵性需要;新形式崇拜使人感到新颖;人缺少

其他娱乐》选项。 这一切都会过去。 愿基督的身体充分利用这个时机。  

 

 

65) 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也看见在南方世界虚拟信仰活动有所增加。   关于肯尼亚

的这个研究  只是众多例子之一。 可是一如在其他范畴，不是人人都拥有相同的条件。 北

方世界多数家庭里，每个人都有多部智能装置或电脑，很容易无线上网，价钱可以负担，

还有第四代甚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让我们一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保持联系。 

并非世界到处都是这样。 住在乡郊的人一般没有这么好的装置配合网上活动，这几乎到处

都一样，但是以南方世界为甚。 一位在马达加斯加的牧者友人说，他们那里多数人没有设

备，或者没有连接互联网，尝试办网上教会是很大的挑战，甚至不可行。 另一位在刚果共

和国的牧者说，尽管技术可行，但是上网的费用迫使穷人在观看网上直播和买食物之间作

选择。   

  

https://bsa.natcen.ac.uk/media/39363/bsa_36.pdf
https://www.churchtimes.co.uk/articles/2020/1-may/news/uk/more-people-praying-during-lockdown-survey-suggests
https://www.christiantoday.com/article/coronavirus-is-making-people-more-open-to-the-gospel-than-ever-nicky-gumbel/
http://athousandwatts.com/
http://athousandwatts.com/
http://athousandwatts.com/
http://athousandwatts.com/


 有些文化未能适应网上生活，这些文化都着重群体，高度看重面对面的关系，也主要使用

口述传统，很多时候并非因为他们不能阅读，而是因为他们不阅读。 在这些文化里，口述

故事、诗歌、口述诗是表达内容的自然方法。 幸好，如果有基督教电台和影音资源让他们

使用，内容又切合他们的文化，这些可以是布道和门徒训练的有效工具。 我们不可以只翻

译我们的社会里受欢迎的资源就给他们用，假设这些东西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会有理

想的效果。   

  

 大家已经推出许多形式和语言的材料给基督徒使用，内容优秀合适，配合多种文化背景;这

是很好的，然而我的信念是，媒体事工比较适合作门徒训练，鼓励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多

于跨文化宣教。 接触未得之民，向未闻福音的人布道，最有效是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可以让他们看见耶稣的信息在他们的世界变得真实。 网上资源是宣教的好仆人，加速

宣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可以完全取代人与人的实际接触。  

 

 

66) 网上事工有好有坏。 我们可以享受科技的好处，但是这也有随之而来的挑战。   

  

 首先，我们需要应付现时泛滥的大量内容。 我们需要问自己「有必要发布这些内容吗？ 」

（相信我，单单为了这本电子书，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一百次，最终只是勉强觉得有必

要。 ）单单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平台并不表示我们需要用自己的声音填满它。 人只有

容量吸收若干内容，实质地参与若干小时的 Zoom通话。 我们要重质不重量。   

  

 有一位匿名的宣教领袖说：「如果每个专家和他们的网络摄像机开始把他们『这件事应该

这样做』的意见放进大气之中，我相信网络和云端服务器忽然会有大量新的基督教内容。 

如果有一件事是西方人特别喜爱做的，就是告诉别人怎样做最好。 」  

  

 其次，当教会和圣职人员在学习怎样提供网上团契和内容时，娱乐世界在这方面已经大大

领先。 每有一则基督徒创作的动人有益内容推出，外面就有一百则 Netflix 串流平台作品、

一千个 YouTube 频道或网上有声节目、一百万则更低劣的信息推出，创作这些的人通常有

大得多的制作费和更丰富的经验来制作节目，吸引人注意。   

  

 第三，网上世界提供平台让虚假的教导和好的教导都能大量涌现。 假先知正在获得数以百

万计的 YouTube 点击。 以基督教作幌子的阴谋论极速传播。 人比以前更需要有辨别能力

和正确的圣经教导。 司布真（Spurgeon）写道：「当真理还在穿靴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

世界。 」这句话是司布真写的，不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   

  

 第四，要在网上领域生存，就要在某程度上受网上权势的摆布。 除非你精通怎样使搜索器

把你的网站列在搜索结果的最前面，或者已经有广大的分发网络或者很多忠心粉丝，否

则，控制谁看见你的材料的，是那些为搜索器写程序的人。 这些社交媒体巨头可以把他们

觉得跟自己的抱负和价值观不一致的网址和内容取下，或者降低排名。 这包括了劝人信主

和讲述自己信主的基督教内容，或者跟大众品行或政府政策唱反调的基督教价值观。 在高

度敏感的地区或环境，或是网页谈到高度敏感话题，这种情况就更有可能出现。 当然，我



们总有办法把基督教内容存放在网站，让人连结，只是别期望外面的世界会协助你推广和

分发这些内容。   

  

 最后，把教会带进虚拟世界促使这种媒体的消费主义元素加速出现。 一位拉丁美洲宣教领

袖向我表逹这种担心。 在他那个地区的教会生活一直以来极之着重群体，看重彼此结连和

亲密情谊。 现在拉丁美洲的信徒因为可理解的需要，好像走进有很多网上崇拜可供选择的

超级市场。 被动、抽离的参与成为常态，而就大量「购物者」而言，普世使命的教导甚至

不在购物清单上！  

 

 

67) 我们要好好选择放大哪些声音。 媒体事工和虚拟教会会在这时候兴旺，这已经很明显。 可

是，众基督徒能发现和参与的网上内容数量有限，所有内容提供者实际上在争夺他们的注

意。 其实在最近的大量内容涌现之前，网上基督教内容的数量已经远超我们能看的数量。   

  

 而且，我们并非全部由同一条起跑线开始这场新的赛跑。 名人牧者、最著名的那些教师、

附属于最高调教会的敬拜乐队、有最多订户的网播，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吸引人浏览。 我

恐怕这一切最终只会成为一场内容营销比赛。 这是有问题的。 有些网站最懂得使搜索器把

他们的网站列在搜索结果最前面，有些网站有最精明的摄影师、音效技术员、平面设计

师、营销团队，然而不一定是我们最需要听的声音。 他们只是碰巧有最充足的资源，可以

使用他们的网上知名度。   

  

 我怀着不安和最大的敬意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集中聆听富裕英语国家的成功

超大型教会白发白人男性行政总裁教导神义论，教导我们关于在瘟疫和迫害里受苦和忍耐

的神学，并且讲解我们对未闻福音的世界的使命、服事穷人的使命，或者以福音接触穆斯

林或印度教徒的使命？ 我并非主张要关掉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事工在祝福数以百万计的

人，我也很明白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但是这场全球危机提供了理想的时机让我们了解南方世界的声音，我们听了会获益良多。 

大部分宣教士来自南方世界，大部分基督徒和大部分未得之民在那里生活，人类的大部分

在那里受折磨。 非洲、亚洲、中东、拉丁美洲的声音。 女性的声音。 来自贫民窟和乡村的

声音。 传译为英语的声音，因为他们说英语不流利，英语是他们的第三、第四或第五语

言。 他们不一定能引述博许（David Bosch）、赫伯特（Paul Hiebert）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  ），却能从自己的文化框架和丰富经验，告诉我们宣教生活的历炼。 不论他们

是什么人，我都渴望能听见他们，向他们学习。 幸好我并非惟一一个。 希尔（Graham 

Hill）和  The Global Church Project  让这些声音有个平台！ 要不是互联网让我听见他们，

我可能没有其他机会。   

  

  

  

  

  

https://theglobalchurchproject.com/


祷告是最后一着？   

  
 这是基督的身体可以发光的一个范畴。 我甚至会说，在被迫减少这么多其他活动的情况

下，我们有责任深化自己的祷告，并且动员其他人这样做。 现在是完美的时候让普世教会

不单培养祷告的操练，更展示祷告的力量！  

 

68) 代求是无法遏止的。 为多国祷告是《普世宣教手册 》存在的理由。 可是在许多教会里，这

常常是不受关心和了解的课题。 我认为代求建基于四根支柱：    

  

 ·  祷告的责任（整本圣经都这样教导信徒）  

  

 ·  祷告容易进行（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点祷告）  

  

 · 祷告的效能（正如宣教有效，代求也有效，不过可能需要时间）  

  

 · 享受祷告（神把我们设计得喜欢神的同在，也喜欢履行我们身为祭司的代求责任）  

  

 第二根支柱对目前数以百万计被困家中的基督徒尤为适切。 霍尔沃森（Richard 

Halverson）在 No Greater Power（没有更大的权能）一书里写道：「代求是基督徒真正的

全球工作。 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代祷──在七大洲任何一个、任何国家、任何机构、任何城

市、任何办公室。 地上没有权势可以禁止代求。 」高克罗格（Stephen Gaukroger）就

说：「祷告不需要护照、签证或工作许可证。 就祷告而言，没有'封闭国家'这回事;⋯⋯大部

分的宣教历史，都是神回应恳切祷告而行动的历史。 」封锁和防疫隔离并不会对全球代祷

造成障碍;不会妨碍，而是有助代祷！   

  

 我们大多数人现在较平常多关注世界新闻;有什么更好的机会  把新闻变成祷告  ？  

 

69) 网上祷告活动倍增。 上月有些网上祷告聚会，让遍布世界的参加者举行虚拟祈祷会。 其实

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就有大量网上或网下祷告活动。 数十万全球各地的信徒在 5月 1日

加入  World Prayer Together  一起祷告，这是  Go2020  运动的祷告部分，跟  

International Prayer Connect  合办。  Go2020的目标是使今年 5月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布

道月份，敦促几百万基督徒走进人群，请另外几百万基督徒以祷告支持。 在世界多处封锁

下，观察 Go2020怎样影响多数国家的人改为在网上表达信息将会很有意思。 就算没有大

型布道活动，人也一定会祷告，会在自己的圈子分享。 可以说，从来没有时代像现在这样

好地让我们回答别人我们心为什么有什么有盼望。   Unite714  是另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大

型活动，呼吁基督徒基于历代志下 7：14来祈求新冠肺炎疫情结束。   

  

 就在上星期，我听见有些网上祈祷会在中国进行。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封锁，信徒在网上聚

集为中国和多国祷告，每天二十四小时，每星期七天。 这些并非小型聚会，每个都有数百

https://www.harvestprayer.com/resources/personal-2/praying-the-news/
https://www.worldprayertogether.com/
https://www.go2020.world/en
https://www.ipcprayer.org/ipc-home
https://www.ipcprayer.org/ipc-home
https://www.ipcprayer.org/ipc-home
https://www.unite714.com/


人参加！   

  

 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  Gebetshaus  （德语「祷告的殿」）是德国天主教灵恩运动

的一个美好活动。 他们热切敬拜和祷告的基因，跟德语世界较年轻的一代共鸣，以致他们

的 MEHR祷告大会扩展至远超德国天主教和灵恩运动的范围。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们

串流直播 Gebetshaus，进入高度世俗化的德国社会甚至政府圈子，影响远超预期。   

  

 24-7 Prayer是另一个很棒的全球祷告运动。 他们所做的众多事情之一是装备信徒开始自

己的祷告室。 基督徒不论身在何处、属于甚么传统，都可以在 24-7网站登记使用这些祷告

室，看到极好的资源帮助他们怎样使之成为充实和鼓舞人心的经验。 他们在 2020年 3月

和 4月收到的登记是一般一年收到的数倍！ 人肯定在祷告。   

  

 此外，似乎多了人开始祷告。 在英国，  一项最近的调查  指出，20个成人里有一个以前

从没有祷告而近日开始祷告。 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调查也有相似的发现。   

  

 例子还有很多。 以上提及的只是几个较为瞩目的活动，还有更多更多在地区或基层层面运

作，当中有些因为安全顾虑而不便分享。 一如以往，远远有更多事情正在进行而我们不察

觉！  

 

 

70) 有关祷告的网上搜寻增加。 一位丹麦经济学家由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开始，几个月来一直追

踪谷歌（Google）有关祷告的搜寻。 对热衷数据的人来说，  她的文章  非常值得注意。 

资料显示，除了在最不关注信仰的国家，所有国家有关「祷告」的互联网搜寻在最近数个

月显著增加，达到自 200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这个资料不一定表示更多人在

祷告或者人更多祷告，这最少显示了怎样应用经济研究工具来研究人灵性方面的情况。  

 

 

71) 祷告最好一起进行，而为全球祷告最好全球进行。 圣经的原则说：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

聚集，就会经历祂在他们中间;而全球祷告不只是在应用这个原则。 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

伙伴合作和彼此守望很重要;而全球祷告不只是看重这两点。 全球祷告，尤其是当我们跟来

自南方世界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时，解除我们的麻木不信。 我们这些在北方世界的人，自

从亚当和夏娃离开园子以来，一直享受最稳当、安全、富裕的生活。 既然我們已經擁有一

切，还需要祈求甚麼？ 我去年听见一位属神的人在一个宣教大会分享，他来自非洲，很了

不起。 他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服事世上一些最贫困的未得之民。 他说，在偏僻的

乡郊经常有人带病人到他面前，他为他们祷告，他们常得医治。 可是当他造访西方的时

候，有人带病人到他面前，他就送他们往医院。 原因是在西方很容易得到一般的医治、那

些人本身缺少信心，而且周遭气氛影响他自己的信心。   

  

 我在宣教方面的师傅邦克（Jonathan Bonk）博士在  Missions and Money  （宣教与金

钱）一书里说： 

https://gebetshaus.org/
https://www.24-7prayer.com/
https://www.churchtimes.co.uk/articles/2020/1-may/news/uk/more-people-praying-during-lockdown-survey-suggests
https://www.dropbox.com/s/jc8vcx8qqdb84gn/Bentzen_religiosity_covid.pdf?dl=0
https://www.orbisbooks.com/missions-and-money.html


「西方人在潜意识里相信不可知论，不是故意的，而似乎是人类有关物质

保障和人身安全的自然想法。 我们努力去相信，有些热衷者甚至去到出

席祈祷会的程度！ 可是我们的富裕使我们只在思考本体论的时候或在宗

教上才需要神。 我们如果研读圣经里有关祷告的经文，就很快会知道祷

告不是对生命有相当掌控的人所做的事。 祷告是软弱、焦虑紧张、极度

困顿的人的依靠，他们人生的景况使他们需要自己以外的力量。 一个'好'

的宣教机构会采取每种可行步骤，确保宣教士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得到照

顾。 这是自然的，值得称赞，从人看来是好的，但是这似乎留给神很少

空间在我们的生活里实际工作。 」 

西方人可能因为舒适和自信受挫，所以开始多祷告，就算只是短暂的。 南方世界的弟兄姊

妹在祷告里流露的热情、权柄、能力，可能会使我们悔悟，激发我们努力改进。 如果看见

神应允我们热切、合一的祷告，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进深。 

 

72) 代祷浪潮掀起新宣教浪潮。 这在新教向来的宣教运动里尤为真确。 莫拉维亚弟兄会

（Moravians）、威廉. 克里（William Carey）、耶德逊（Adoniram Judson）、学生志愿

运动（StudentVolunteer Movement）大大增加差派宣教士到禾田收割，全都在他们的各

个信仰群体在世界各地大大增加祈祷之后。 在这些例子里，以及早前提及的宣教修士群体

的事例里，是持续的祷告导致好消息传播至地极。  

 

 

73) 就算我们只把祈祷当作最后一着，祈祷也是我们最佳的策略。 我们把祷告当作最后一着，

这是「在潜意识里相信不可知论」的一个意外结果;上文谈过邦克（Bonk）说到这种思想。 

我们有这么多颇为有效的其他资源，我们的财富、知识、组织能力本身能成就这么多，为

什么还费心把祷告当作一回事，除了当作属灵橡皮图章？   

  

 二十世纪在中国的宣教和教会增长是一个真正不平凡的故事。 首名新教宣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抵达澳门之后约一百四十年，共产党控制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几

百位宣教士曾经忠心服事，当时那里有三百万天主教徒，还有可能多达一百万中国新教

徒。 中国共产党在 1948年胜利后不久就开始驱逐所有外国宣教士。 这造成很大的破坏;日

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内战、共产党革命带来破坏和苦难，之后教会就像从前一

样很需要宣教士。 在中国的教会怎可能继续存活？   

  

 不可以派宣教士去，普世教会就增加为中国祷告，尤其为中国基督徒，他们的国家支持无

神论，用高压手段使基督徒受苦。 恳切代求持续了多年，甚至几十年，而祈祷者几乎没有

办法知道神有没有回应。 但是消息开始零星传来，基督教其实没有在中国消失，而被迫主

要转往地下，受猛烈迫害，却出乎意料地增长！ 尽管中国弟兄姊妹在贫穷和迫害里的信心

和忍耐是教会增长的燃料，但是连他们也承认，持续的全球代求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美国和巴西以外，可能还有墨西哥，今日在中国的基督徒人口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他

们热爱圣经，大大委身祷告，越来越有异象差派中国宣教士往地极。 尽管我们可能不会在

历史里再次看见那种规模的教会增长，今日仍然可以在世界各地看见同一种动力的较小缩

影。 充满信心的宣教士栽种教会，跟着当地信徒忍受苦难和迫害，配以代求者持续的祷

告，近年在一些国家带来巨大的增长。 印尼、柬埔寨、蒙古国、阿尔巴利亚、伊朗、越

南、埃塞俄比亚是一些较明显的例子。 同样的因素也存在于一些有灵性突破的未得之民当

中。 富能仁（James Fraser）在傈僳族人中间的故事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有力例子。   

  

 重要是的，要注意我们不可能像做临床实验一样，采用一些简化了的灵性方程式，期望产

生相同的结果。 有数不尽的因素在起作用，包括仇敌的激烈敌对，它尽其所能敌挡耶稣的

好消息前进。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奉耶稣的名就有权柄，我们争战的兵器足以攻破坚固的营

垒，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耶稣的教会！   

  

  

 

 

 

 

 

 

 

 

 

 

 

 

 

 

 

 

 

 

 

 

 

 

 

 

 

  



盼望的缘由  

  
 在不肯定、不信任、绝望、沮丧之中，基督徒首先应该心存盼望，原因如下。  

 

 

74) 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群体。 我们知道整个故事：良善的神创造了美好的世界，慈爱的救主

启动了救赎，不单救赎人类，还救赎整个宇宙。 我们故事的高潮（但不是终点，因为没有

终点），圣经用以下两幅图画来形容：一座美丽的城市中心有个漂亮的花园;一场婚宴，出

席庆祝的众宾客就等于那位美丽的新娘。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在无可避免的宇宙热寂

（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之前很久，人类就会无可避免地灭亡。 从宏观宇宙到地上的

平凡生活，基督徒有很多理由庆祝数之不尽的喜乐欢欣，是神设计受造世界、设计存有的

时候就已经内建了的。 祂宣告自己的设计「非常好」。 我们可以乐在其中，并非偶然。   

  

 苦难的出现不是神的意图，但是祂为很多苦难赋予目的，让苦难帮助救赎计划实现;祂以耶

稣的身分进入苦难，并且应许有一天我们所有的眼泪都会被抹去（启 21：4）。 即使在逼

迫和敌意的环境里，彼得也写道：「常常作好准备，无论谁要求你们交代你们心里有盼望

的原因，就给他们答辩。 」（彼前 3：15，《新汉语译本》）圣经没有为所有苦难提供滴

水不漏的解释，但是在苦难之中确实给予我们意义和盼望。 这跟唯物主义者对苦难的反应

形成对比，我也敢说，这和世上其他宗教对苦难的反应也形成对比。 在封城的时期，我们

有机会分享这个盼望，许多人都迫切寻觅这个盼望。  

 

 

75) 我们已经得救脱离恐惧。 「不要惧怕」是圣经里最常出现的命令，共有 145节经文这样

说。 无论是因为将来未知还是现在动荡，我们都可以把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我们（彼

前 5：7）。 约翰在异象里看见耶稣显现时的荣耀，他很惧怕，而耶稣鼓励他，对他说祂是

那位首先的和末后的，是活着的，是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启 1：17-18）。 恐惧、甚至

死亡都没有权控制我们，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 世上许多人被恐惧支配，受死亡困扰，我

们现在是时候无畏地宣讲和生活。 第一批基督徒大胆无惧地宣扬耶稣的好消息，事实上这

是神回应他们自己的祈祷。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信徒面对逼迫和威吓，就祈求神使他们放

胆宣讲祂的话语。 让我们今天也这样祷告。   

  

 瘟疫时期基督徒的勇气更加明显。   罗马帝国时期的早期教会  显出这样的勇气;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在应对黑死病时有  广为人知智慧  ;伊亚姆（Eyam）村民在黑死病肆虐时

无私地  自我隔离  ;还有  霍乱爆发期间  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的事工;这些都显示

了，基督徒的回应既关心他人，又无惧死亡。 「因为神賜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

强、仁爱、谨守的心。 」（提后 1：7）） 

 

 

https://mailchi.mp/joelnews.org/cvbooklet
https://blogs.lcm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Plague-blogLW.pdf
https://www.bbc.co.uk/news/uk-england-35064071
https://www.spurgeon.org/resource-library/blog-entries/spurgeon-and-the-cholera-outbreak-of-1854


76) 我们有极好的机会展示基督里的团结。 有些人说，历史上最明显还没有获应允的祷告是约

翰福音 17：20：「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

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可以说，我们普世教会的分裂，不只是成千上万宗派

所显示的分裂。 政治在某些地方似乎加剧了基督徒之间的分歧，使他们不再互相团契，可

能比神学更甚。 然而，我们只是对彼此说苛刻无情的话，而多个世纪以来自称基督跟随者

的人热衷于屠杀对方，互相战争，血流成河，我们大概比他们好一点。   

  

 很有理由认为，在轻松舒适的日子我们比较容易借着妥协来合一，因为我们有空间辩论次

要问题，仿佛那些是福音核心的问题。 一位宣教领袖匿名分享说，新约里译作「同心」的

那个词出现了十二次，十次在使徒行传。 这卷书记载初期教会在饥荒、贫穷、假教师的教

导、逼迫之中怎样作教会。 在这次全球疫症大流行里，我们有机会展示合一，超越种族、

年龄、性别、国籍、经济地位，以及世界用来划分我们的任何因素。 这是永恒的真理。 英

国超过六十五家教会或宗派共同录制了  The Blessing（祝福）这首歌，非常有感染力  ，

最近发布，很美地表达了这个真理。 这部短片广传开去，不只在少许的英国信徒之间。 另

外，有一首更古老的歌，其中一句歌词说：「我们祈祷有一天我们能重新合一，别人因为

我们的爱而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愿这段史无前例的日子使这个祷愿成真。  

 

 

77) 在动荡之中，救主仍然拯救。 尽管人对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越来越敌视和嗤之以鼻，然而

人还是一如既往被人子耶稣吸引。 无神论者可能嘲笑基督徒，但是他们对耶稣所做看似最

坏的事只不过是质疑祂的历史性。 纵使教会里许多人似乎执意做一些事使无神论者对基督

信仰反感，但是仍然继续有来自这些背景的人开始相信耶稣。   

  

 全球基督徒所面对的迫害最多来自伊斯兰教，但是在伊斯兰教里，伊萨（Isa）） 6 被尊为

一位真先知，是「神的道」，并且没有罪。 我们目前在伊斯兰斋戒月里，同时也有跟斋戒

月配合的「  为穆斯林世界祈祷三十天  」这个美好的行动。 这个行动呼吁基督徒了解穆斯

林，为他们祈祷。 这个行动从二十七年前开始，从伊斯兰教有史以来，这二十七年是有最

多穆斯林跟耶稣相遇的。   

  

 同时，伊斯兰五大支柱的三根，教徒现在无法实行。 在大多数地方，穆斯林无法聚集祈

祷，守斋戒月也受到疫情引致的健康问题和封城规定而遭受严重影响，朝圣（2020年 7至

8月）之旅可能要取消。 这些在属灵上会引发甚么影响，带来什么结果？   

  

 难民危机在欧洲很严重，但不只是在欧洲发生。 数百万人不得不逃离家园，苦难难以言

喻。 虽然有许多悲惨的事件，但是许多  逃难者在途中  跟耶稣相遇。   Jesus in Athens  

（耶稣在雅典）是一部免费的影片，感人至深，讲述神在难民危机里怎样在人间苦难里工

作。 这只是一个例子。 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够解决别人对基督教的偏见和误解，介绍

真正的耶稣，人和群体就会改变。  

 
6 译注 ：Isa是伊斯蘭教對耶穌的稱呼，但與基督教聖經所講的耶穌並不相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tll3mNj5U
https://www.30daysprayer.com/
http://rhpeurope.net/
https://www.jesusinathens.com/


 

 

78) 我们有机会把生活和社会重新开机"。 我们可以趁这个时期认真探索安息日和禧年的概念。 

本书开头提到「修正方向」，那不仅适用于各种形态的文明世界、各个国家，还适用于教

会、机构、会众，甚至每个信徒。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快地看见了自己的生命累积了多少渣

滓，这些渣滓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害。 这段隔离时期可以让我们打破自己的偶像，修正自

己的道路。 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重新校准、重新发现、重新奉献，还有其他十几种「重

新」！ 但愿我们不会浪费良机。 关于宣教，我希望普世教会有更多人藉这个机会进深连结

于神，更紧密地连结于神的宣教和祂对万族万民的心肠。  

 

 

79) 现在人人都被迫要创新。 这可能严重破坏常态，但也可能是化了妆的祝福。 危中有机（一

些企业家肯定会利用这些机会，变得非常富有）。 思想一下在众多社区和教会里存在着老

一辈和青年人之间的代沟。 对年青一代来说，网上群组和全球意识是自然不过的事，而另

一代人（多数）需要参与速成班来学会这些事！ 常态被破坏，人就要创新，而创新推动人

进步。 另外两个例子是网上门徒训练变得关键;本地基督徒和本地教会突然需要领导宣教。   

  

 上一代人在履行大使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出色。 我们知道，在每个国家都有当地信徒

聚集敬拜耶稣。 我们比以前更加注意世界各个语言族群，更多和他们相交。 我们看见多元

文化的团队和多机构的合作已经成为常态。 南方世界的人不仅成为普世教会的大多数，也

成为宣教队伍里的大多数。 当南方世界的宣教领袖真正成为全球宣教的世界领袖时，我们

为他们喝彩（虽然有些人喝彩的时候仍有些微的担心）。   

  

 然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如常工作将无法完成任务。 以前，从根本上重塑宣教是纯理论的

想望，而到了 2020年初，这是现实世界必需的了。  

 

 

80) 神是庄稼之主，不是我们！ 我们无法单靠所有的策略、计划、资源、努力来完成神的工

作。 相反，没有我们帮助，祂也可以完全实现所有的目标！ 祂开恩邀请祂的孩子一同参与

这伟大的复兴，但是由始至终这是祂的宣教使命。 中国教会奇迹成长的例子显示，神并不

完全依靠宣教士来完成祂的救赎计划！ 越来越多未闻福音的人通过异梦和异象认识以前没

听过的耶稣，开启了信仰之旅，这显出好牧人正积极主动寻找迷羊。 明白到这个事实，我

们就会松一口气。 这使我们摆脱追求生产力和绩效的圈套。 我们栽种和浇灌，惟有神使人

成长（林前 3：6）。 祂邀请我们成为祂王国的使者，而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对实现祂的主权

计划有影响（彼后 3：11-12），这是奇妙的吊诡。 我们的顺服可能会加速祂的应许实现，

我们不顺服可能会延迟祂的应许实现，但是祂向我们保证，祂的应许必会实现，祂的宣教

使命必会成功。 你会担当什么角色？   

  

  

  

  



  

关键词  

  
 Operation World 普世宣教手册出版社  

  

 【现存的中译本名叫《普世宣教手册》，例如见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

e=GCCI001。  Google里找不到「世界行动手册」这个词（用开关引号搜寻）】  

  

 Global North 北方世界  

  

 【「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这两个词不及「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好，原因：1. 

「全球北方」，使人疑惑到底你想指全球还是指北方;如果你想要说「地球的北方」，就该

说「北半球」;2. 「世界」向来有比喻引申义，如「第三世界」、「书本的世界」;3. 

Wikipedia用「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  

  

  

  

 Global South                                                          南方世界  

 Culturally redemptive （gifts）                              有文化救赎力的（礼物）    

 Coronavirus                                                           新型冠状病毒   

 2019-Covid                                                            新冠肺炎疫情   

 Global mission                                                       全球宣教（使命）   

 Muslims                                                                  穆斯林   

 Indigenous                                                             本土 / 土生土长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世界福音联盟   

 C hristendom                                                         以基督教为国教   

 Business As Mission （BAM）                             营商宣教    

 Kingdom work （done cross-culturally）             （跨文化进行的）王国事工    

 Mission of God                                                      神的宣教使命   

 God                                                                       神  

 Created order                                                        受造世界  

 Transformation                                                      转化  

 （Mission） field                                                  （宣教） 工场    

 Mission                                                                  宣教    

 Christian ministries                                                基督教机构 / 基督教事工   

 The least reached / the unreached                        未得之民   



 The least evangelized                                            最少听闻福音（的人口/地方）   

 Unevangelized                                                       未闻福音（的人口/地方）  

 C. T. Studd                                                             施达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