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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圣经中对宣教的教导 

 

引言 
去年在宣教周特备节目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宣教的

6 篇信息。如今经过一年的操练之后，我们换个角

度再次来思想这 6个信息。这周节目将探讨： 

1. 圣经中对宣教的教导； 

2. 行动的宣教能力的来源； 

3. 行动的宣教最初的雏型； 

4. 行动的宣教当有的突破； 

5. 行动的宣教具体的实行； 

6. 行动的宣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一、宣教是什么？ 
首先对宣教下定义：大多数的简单观念与印象，会

认为宣教是差遣宣教士到远方去传福音，并且建立

教会。因此，一旦在教会中谈论宣教事工，教会想

到的是： 

1. 我们教会要不要做宣教工作？ 

2. 我们办个宣教特会，来教导信徒宣教的重要！ 

3.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例：钱财、人才，来供

应宣教工作？ 

4. 我们要支持哪个宣教机构？或哪位宣教士？去哪

里宣教？ 

事实上，宣教不单是口号，宣教也不是选项（选择

要或不要）。宣教不单是在教会办活动。宣教也不

单是交给宣教士的事。宣教是大使命，宣教是生命

的传承！宣教是要有所行动的生命呈现。 

 

二、旧约中有关宣教的信息 
1. 旧约圣经介绍神的救赎计划。虽然神一开始只显

示给他所拣选的人和分别出来的民族与国家（以

色列），但神最终目标是为所有的人预备救恩，

并要去传达所预备的好消息。因此，他也用不同

的方式显示给其他民族与国家。他照顾喇合和路

得，在以色列人中关怀这些“外来的陌生人”；

他差约拿去敌对的外邦人中，向尼尼微人传福

音。 

2. 神的作为都有其合一性和连续性。他在旧约的启

示与作为，与历世历代他在人间的作为是一贯

的。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旧约献祭与牺牲准确地

说明了救赎的意义，例：逾越节的羔羊预表“神

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和基督的死。认识旧约

所启示的基本观念，我们就更能了解神对当代的

宣教及传扬神救赎的计划。 

三、新约中主耶稣的吩咐 
A. 经文 

1. 太 28：19–20。 

2. 可 16：15。 

3. 路 24：47。 

4. 约 20：21。 

 

B. 主的吩咐 

宣教可说是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经文告诉我们几

件事： 

1. 要“去”：宣教传福音、作见证，是“去”到人

群中，活出生命。 

2.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是领人信主，不是增加聚会

人数。 

3. 施洗：宣告信仰的见证。 

4. 教训遵守：信徒必须经过教导学习，才能更认识

神。 

a. 教训，原文意思是告诉。 

b. 遵守，原文意思是保持、保守下去。 

 

结论 
当我们再次谈论宣教议题，应该要从圣经中的信息

正确看待宣教事工，并且参与其中。 

 

 

第二课 

行动的宣教能力的来源 
 

引言 
当我们思想如何完成大使命的吩咐时，需要讨论使

万民做主门徒的宣教终极目标，因为既然对象是万

民（万国、万邦、万族），那么地区自然就是全世

界了。因此我们常会将宣教与国外连结在一起，但

是主耶稣的吩咐是什么？下面分享徒 1：6–8。 

 

一、门徒关心的事：地上的国度，复兴以色列国 
徒 1：6“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

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主耶稣在复活后与门徒相处 40天之久，并且讲说神

国的事，结果门徒还在关心地上的祖国─以色列国

的事。这也可能是我们的心态写照─我到底关心什

么事？ 

 

二、日期不是门徒可以知道，事实上也不必太
关注这个日期 

徒 1：7“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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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1. 1948年，地上的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复国。 

2. 天国在耶稣再临时成就的时间，人子也不知道。 

 

三、重点在“但”与“在”（徒 1：8） 
徒 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

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

地极，作我的见证。” 

1. 等候圣灵的降临：五旬节约在主耶稣升天后 8–

9天。 

2. 得着能力：必须有神大能的赐下，否则无法完成

大使命。 

3. 得着能力是为要作主的见证。 

4. 主耶稣清楚说明了宣教的范围、领域。 

a. “在”而非“从”耶路撒冷开始。早期教会的盲

点让他们不肯离开耶路撒冷。 

b. 耶路撒冷：当时行政、宗教中心，对应现今我们

生活的城市或地区。 

c. 犹太全地：当时的以色列全境，对应现今我们所

处的国家。 

d. 撒玛利亚：当时相邻的地区，甚至是不友善的族

群，对应现今我们四周的邻国或敌对者。 

e. 直到地极：按当时的世界观而言，西边地极是西

班牙，对应现今我们的生活可说是每个角落（地

球村）。 

 

结论 
徒 1：6–8在宣教事工上的应用： 

1. 我的关注在哪里？ 

2. 宣教事工不是由近而远，乃是同时进行。 

3. 直到地极也绝不单是让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第三课 
行动的宣教最初的雏型 

 

引言 
初代教会，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在五旬节领受圣灵

能力之后，只在耶路撒冷城传福音，直到逼迫临

到，门徒才四散（徒 8：1），福音才藉此得以传

开，传向地极。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

冷以外的地区安提阿教会被建立，并且成为差遣宣

教的教会。下面分享徒11：19–26及徒13：1–3。 

 

一、安提阿教会的成员 
徒 11：19–21“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

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旧译“居比路”〕

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

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

向希腊人〔旧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

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1. 受逼迫的信徒四散。 

2. 信主者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3. 向非犹太人（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因而信

主。 

 

二、耶路撒冷教会（母会）的关怀 
徒 11：22–24“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

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

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

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

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1. 风声的处理、传闻的杀伤力。 

2. 打发巴拿巴的原因、文化语言习俗。 

3. 巴拿巴服侍的成效。 

 

三、安提阿教会成长的见证 
1. 徒 11：25–26“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找着

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

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首。” 

a. 巴拿巴找保罗当帮手，作同工（困难在哪

里？）。为何找保罗？ 

b. 被称为基督徒的见证，从安提阿教会开始。 

c. 回馈母会的需要。 

2. 思想：为何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而

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太本位观念，只关注犹太人

甚至忽略说希腊话侨民中寡妇的需要。其后他们

选立执事，管理饭食（徒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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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提阿教会顺服圣灵带领差遣宣教 
徒 13：1–3“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

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

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

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

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

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1. 核心同工经常寻求、祷告、禁食。 

2. 可以听到圣灵的启示。 

3. 顺服并差遣巴拿巴与保罗。 

 

结论 
安提阿教会的成长经历可以成为我们每个教会的楷

模。然而若神有这样的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安

提阿教会这种回应吗？ 

 

 

第四课 

行动的宣教当有的突破 
 

引言 
当巴拿巴和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奉差遣出外宣

教，在后续的宣教旅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透过保罗的

经历，学习宣教事工的推展及遭遇困难时的突破。 

 

一、第一次宣教行程（徒 13：4–14：28） 
1. 宣教士人选：巴拿巴、保罗、约翰（又称为马

可）。 

2. 地点：往居比路，之后向小亚细亚前进。 

3. 成效：有神迹奇事，有遭遇逼迫，有多人信主，

也有人反对。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另有人半

途而废（马可）。 

4. 汇报：见证主名，荣耀归主（徒 14： 26、

27）。 

5. 耶路撒冷会议（徒 15：1–21）：宣教成果的检

视与影响。 

 

二、第二次宣教行程（徒 15：36–18：22） 
1. 宣教士人选 

a. 保罗与巴拿巴分道扬镳。 

b. 保罗带着西拉，之后有提摩太、路加、提多等人

参与。 

c. 争论却不影响宣教。 

2. 地点：先小亚细亚，之后因着马其顿异象，蒙圣

灵引导进入欧洲。 

3. 成效：建立每个城市中的教会： 

a. 腓立比； 

b. 帖撒罗尼迦； 

c. 庇哩亚； 

d. 雅典； 

e. 哥林多； 

f. 路过以弗所（第三次专程去）。 

4. 汇报：徒 18：22–23。 

5. 思想：如果没有对马可的争论，宣教事工将会在

何种情形下发展？会扩张成两队？会去到欧洲

吗？ 

 

三、第三次宣教行程（徒 18：23–21：17） 
1. 另外一对信徒夫妇的服侍：亚居拉、百基拉。 

2. 在以弗所至少两年（徒 19：10），这是最有成

效也最具挑战的城市（徒 19章）。 

3. 在米利都向以弗所长老告别（徒 20： 13–

38）。 

4. 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保罗不断被提醒有锁链等着

他。 

5. 最终冲突仍是“律法之争”。保罗因为要上诉凯

撒而去罗马。 

 

结论 
1. 到了罗马，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年，

接待许多访问他的人，大胆地宣扬神国的福音，

并且教导有关主耶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拦阻。 

2. 两年之后，保罗是否被释放？有人说保罗被释

放，因为在保罗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中，有许多历史资料不在

使徒行传及保罗的其他书信之中，所以学者推测

保罗在罗马监禁两年之后被释放。 

a. 他由提多陪同去克里特（旧译“革哩底”）岛，

后来把提多留在那里照顾教会。 

b. 一段时间后，提多去了挞马太（提后 4：10），

而保罗自己则转往尼哥坡里过冬（多 3：12）。 

c. 之后他再去探望从前在小亚细亚和欧洲建立的教

会，包括以弗所（提前 1：3）、克里特（多 1：

5）、哥林多（提后 4：20）、米利都（提后 4：

20）和特罗亚（提后 4：13）。 

d. 有人推测保罗还去过西班牙（罗 15：23），完

成他长久以来的心愿。 

e. 后来又到罗马（提后 1：17）。 

3. 直到尼禄王的时代，他可能已经第二次被捕下在

监里（提后 1：16）。他初次受审时，在无人为

他申辩之下，顺利结束（提后 4：16–17）；然

而那些控告他的人越来越凶狠（提后 4：14），

保罗后来遭尼禄王定罪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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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行动的宣教具体的实行 

 

引言 
使徒保罗是一个很出色的宣教士和布道家，在短短

十多年间，他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和希腊半

岛（罗 15：19），甚至他能说：“但如今，在这里

再没有可传的地方”（罗 15：23）。保罗用什么方

法和策略来宣教，以致他能有这样的成就呢？虽

然，在保罗几次的宣教旅程中，我们都没有看到一

个很周详的计划，特别是第二次的旅程清楚显示是

圣灵的引导，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意思。但研究保罗

的宣教工作时，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原则，以及它们

对今天宣教事工的意义。 

 

一、注意受众背景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林前

9：22）使徒保罗的宣教策略因人而异，或者可以

说，他的策略就是没有一定的方法。他了解到福音

只有一个，但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传福音要用不

同的途径及方法。从使徒行传保罗所传的信息中，

我们看见他最终的目的是传讲主耶稣和证明他的复

活，但是在面对不同环境和不同文化的听众时，保

罗用不同的方法来传讲福音。例：在犹太人会堂

中，保罗就从犹太人的历史说起（徒 13：16）；在

雅典哲学家中，就以雅典人敬拜诸神的风气说起

（徒 17：22）。现代差传学常讨论福音本色化，其

实保罗早就体会到在不同的处境中，要用不同的方

法介绍福音。 

 

二、着重开荒事工 
保罗立志去福音未到的地区传道。他有这样的心

志，并不是出于骄傲，也不是不能与别人同工，而

是保罗确信福音要传给万民，使未曾听过基督福音

的人有机会听见。保罗在十几年的宣教生涯中不断

的巡回布道、建立教会，他在所到的地方逗留最短

的只有 3 周（徒 17：2），最长的也不过 3 年（徒

19：10）。 

 

三、运用会堂布道 
1. 会堂是犹太人被掳之后才产生的组织。在被掳时

期犹太人分散到各地，圣殿被毁，以致没有敬拜

神的地方；于是，他们在犹太人聚居之处，凡有

10 个犹太男丁的地方，便设立会堂，成为侨居

外地的犹太人一个敬拜神和保存犹太人文化的中

心。 

2. 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就先到会堂传讲耶稣复活的

真理。这除了是基于神学上的原因之外（“神的

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徒 13：46〕；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

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 1：16〕），也是一

个十分有利的策略。 

 

四、采取巡回方式 
保罗十多年的宣教生涯，都是马不停蹄的在罗马帝

国辖下 4 个省份巡回传讲福音。他在各地逗留的时

间不一，但最长的也不过是 3 年时间。他不断拓展

新的福音禾场，也把握机会回到建立了教会的城市

去坚固信徒（徒 15：36，18：23），又藉着书信把

真道指教和栽培他们。 

 

五、选择城市为主 
1. 除了在徒 14：6 所记载，保罗、巴拿巴被逼离开

以哥念，逃往路司得、特庇两个城市和周围地方

去传福音外，他们所到的地方都是一些重要的城

市。保罗到一个省份宣教时，并不是到处宣讲，

而是在两三处重要的据点建立教会，然后由当地

的信徒继续把福音传到周围的乡镇。正如保罗在

以弗所传道，使亚细亚全省的人都听了福音（徒

19：10）。又如保罗称赞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

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

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帖

前 1：8） 

2. 这些城市有几个特点： 

a. 他们是属罗马政府所管理的地区。 

b. 这些城市是希腊文化的中心。 

c. 这些城市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 

d. 这些城市中许多都是商业发达的地方。 

 

六、培养带领同工 
从圣经中我们看见保罗的性格很刚强和激烈，但他

却不是一个不能和别人同工的人。最初，巴拿巴找

他到安提阿一同领导教会；后来，圣灵又派他们一

同出去做宣教的工作。这些事奉的经历都使保罗认

识到同工配搭的可贵。因此，当保罗要出发做第二

次旅行布道时，虽然与巴拿巴分了手，却另外选了

西拉一同出去。到了路司得，见到年轻的提摩太很

有恩赐，便带他同去（徒 16：1–3）。 

 

七、本色化的原则 
我们可从下列几方面看保罗本色化的原则。 

1. 在教导信徒生活方面，保罗没有要求外邦信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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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犹太信徒的生活方式；他也没有要求信徒与不

信的人隔离。 

2. 在经济方面，保罗没有以母会的金钱资助当地信

徒；教会从开始就是一个自养的教会。他也从不

干预当地教会的财政，而是让当地信徒自行管理

他们的财务。 

3. 在教会管理方面，保罗在各地按立长老，让当地

信徒自己起来领导教会。他虽然有使徒的权柄，

却没有辖管教会，他绝对信赖圣灵会成全他所建

立的教会（徒 20：32）。保罗也没有一套硬性

的教会组织，要每个地方的教会都来跟从。 

 

结论 
1. 从保罗的宣教历程看出他的宣教策略：先是犹太

人，后是希腊人，但总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罗

9：1–3，保罗对同胞（犹太人）的心志也很清

楚。因此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宣教不单是出到

远方跨越种族语言文化的事工，更是不能放下对

就在我们生活周遭同胞的得救关怀。 

2. 任何的宣教策略与方法，其目的是使人听闻福

音，并且得到救恩。不是要扩张人（教会、堂

会）的影响力或聚会人数，乃是要高举主名，传

扬主名，荣耀主名。 

 

 

第六课 

行动的宣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引言 
宣教最终的目的─直到地极的挑战，几乎成为不可

能的任务。如何使福音遍传？ 

 

一、未得之民 
1. 近年来，大部份的宣教注意力集中在安顿一切没

有教会的族群。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

基督徒住在附近，可是他们造成的冲击有很大的

不同。譬如在南美洲，教会是非常普遍且增长快

速，但是信仰的核心却与传统巫灵教混淆；而其

他的地方如中东，教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到底怎

样才算是未得之民？何时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这

个国家或人民已经被福音得着了”呢？ 

2.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向邻舍做见证

（因为他们有同样的语言，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

生活），那么，为什么今天全世界还有一半人没

有听到福音？这些群体依然在福音之外，被称为

“未得之民”或“隐藏之民”，其中主要的是中

国人、印度人、佛教徒、穆斯林和一些部落民

族。他们成为传福音的最前线。 

3. 瑞士洛桑策略工作小组给未得之民的群体下定

义：是一个大而主要的个别群体，他们认为彼此

是同族的。如果从福音化的观点来看，在传福音

的时候，同族的人比较没有了解和接纳的困难。 

 

二、10/40 之窗 
另外有一说在北纬 10–40度之间的地区，有着为数

极多的未得之民，而中国、印度、中亚、中东等

地，都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因此宣教不单是将福音

传到地极，或有人说要传回耶路撒冷，更需要被提

醒的就是生活在我们四周围的人，也是未信主的群

体。 

 

三、城市：宣道的新前线 
当我们查考保罗传福音的历程时，看见他好像是从

一个城市旅行到另外一个城市。仔细观察便可发

现，保罗的 8 封信里都提到城市的名字。基督的福

音要在城市里传开。事实上，虽然人类的历史开始

于伊甸园，但是启示录预言人类的历史要在城市里

完结。 

 

四、海外宣教事工的推展必须面面顾到 
1. 差遣宣教士到海外宣教不是单方面的，不是宣教

士单打独斗，也不是教会独挑大梁，差会也不能

包山包海；每个角色都重要，不是非彼即此，而

是一种伙伴关系（传 4：9、12）。宣教士、教

会、差会是坚不可破的铁三角。 

2. “差传铁三角”一词几年前由华人教会领袖郑果

牧师倡导─由母会、差会、宣教士合成铁三角。

后来唐荣敏牧师又据此发展出“立体铁三角”理

论，就是加上了第四角：神学院。而龙维耐医生

继而强调这“立体铁三角”的第四角不单是神学

院，还有其他训练机构如宣教学院、关怀团体如

宣教团契、后勤支援如本地的差传办公室。 

3. 有些宣教士被派到异文化当中事奉，从呼召、甄

选、训练、差遣，到上工场，展开跨文化事奉这

一连串，每个阶段都要几方面的参与合作，环环

相扣。 

 

五、中国教会宣教的展望 
有差传学者说，主后 2020年，整体华人教会差出的

宣教士将超过英美任何国家，成为世界差传之第一

位。我们都盼望此语成真，那我们应该怎样来接受

这个挑战？ 

1. 劝勉没有参与宣教的华人教会开始参与。从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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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从少开始。这样必蒙父神赐福。 

2. 留心跨文化工作的机会：目前有 8,000 个群体未

闻福音，尤其在 10/40 之窗内的人。华人对他们

没有历史的包袱，他们对我们没有成见，这是我

们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要接受这挑战。 

3. 同文化工作的机会：同文化工作在海外的机会可

能越来越多（一带一路的扩张），但在中国大陆

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多，可能 5–10 年后，因工作

的关系有机会交流传递福音；也让内地爱主而能

受苦的肢体，被差到中东地区服侍主，参与福音

遍传的宣教事工。 

4. 华人教会要参与同文化和异文化的宣教事工，必

须同时留心教会的复兴。教会复兴是宣教的动

力，我们若研究西方教会的宣教历史，可以得到

一个结论，就是辉煌的宣教史是建立于灵性的大

复兴，在英国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 

5. 积极方面要留意教会的复兴，消极方面不能不顾

及五千年中华文化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特性。我们

的民族性有许多优点，也有许多缺点；缺点若不

除去，宣教工作必受亏损。 

a. 骄傲：我们自夸民族优秀，轻视别人，称他族为

“蛮夷”、“鬼子”等。 

b. 自卑：我们注重精神文明，碰到物质文明，发现

自己不如外国人，因而产生自卑感。 

c. 保守：好的方面是有道德、有纯正的信仰，坏的

一面是裹足不前、不敢冒险。 

d. 狭窄：国人以往因交通不便，又闭关自守，养成

狭窄的心胸，没有正确的世界观。 

e. 顾己：全世界的人都顾己，国人也不例外，更因

几千年来常有内战及灾难，使人不得不自私，不

得不顾己，以致“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

上霜。” 

（这些民族性的缺点，会拦阻差传的事奉，我们

必须靠主好好地对付，才能做好普世差传。） 

f. 缺少热诚：对灵魂的归宿不关心，没有抢救灵魂

的急迫感。 

g. 怕得罪人：传福音会伤害彼此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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