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课福⾳进中国出中国（1）
•西⽅来华传教⼠的宣教策略

Ø唐朝景教（公元635∼879年）
1) 本⼟化（本⾊化），把圣经跟信息套⼊佛教跟道教的术语⾥⾯，过分的依附本地
的⽂化，因此他们失去了福⾳的特⾊，被同化了。

2) 结交权贵，依赖朝廷的⽀持。所以随着政权就衰弱了，不能扎根，也没有培养本
地的⼈才。

Ø元朝也理可温教（公元1029∼1368年）
1) ⾃然发展，他们没有⼀个特别的策略，也没有⼀个特别的原则。

Ø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公元1538∼1724年）
1) 耶稣会对中国⽂化采⽤迎合的态度。结果他们在合儒⽅⾯做得很成功，但是补儒
这⽅⾯就做得很有限，超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贡献。

2) 道明会跟⽅济各会，对中国⽂化跟习俗是采取对抗的态度。因为对抗的态度，最
后遭到政治⼒量的⼲涉。



第⼗⼆课福⾳进中国出中国（2）
•西⽅来华传教⼠的宣教策略（接上页）

Ø清朝及民国时期的更正教（公元1807∼1949年）
Ø在预备时期当中，更正教的宣教⼠翻译圣经，遍字典，做⽂字的印刷，做福⾳的预
⼯，从基层来做起，⽽且培养本地的⼈才，结果他们扎根结果。

Ø五⼝通商跟⾃由传教时期，宣教⼠设⽴宣教中⼼，有社会的关怀，建学校、医院，
出版书刊。

Ø戴德⽣的民众路线，李提摩太的精英路线，采⽤改造的⽅式，就渐渐地有成效。

Ø义和团事变以后，中国⼈才渐渐被栽培起来。宣教⼠觉悟到，他们在中国的政策，
要渐渐做辅导性的地位，就是他们不应该做领导者，他们应该是做辅导者。



第⼗⼆课福⾳进中国出中国（3）
•中国教会的国外宣教⼯作
1. 中华国外布道团（1929年，广西梧州）

ü1928年王载去了南洋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泰国东南半岛）旅⾏
布道。回来以后就决定成⽴⼀个南洋布道团，后来在广西那边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
团。这是中国第⼀个对国外的宣教团体。

ü开始的时候，他们派林证耶牧师、练光临牧师，到印尼、越南去宣教。这是⼀个很
重要的华⼈对外的宣教⼯作。这个布道团成⽴⼋年以后，平均在⼯场的宣教⼠有21
位。到1955年的时候，已经有30⼏位同⼯。他们在南洋各地设⽴教会，带领很多⼈
信主。

2. 遍传福⾳团（1943年，陕西凤翔）
ü西北圣经学院副院长叫马可牧师成⽴了⼀个祷告会，为边疆地区，特别是宣教的⼯
作来祷告。他们觉得中国信徒应该有⼀条福⾳的丝路，把福⾳再传回到耶路撒冷。

ü 1947年这个福⾳团，有⼏位同学就先后差派去西北的⽢肃、宁夏、青海、西藏、新
疆，这西北的五个地区，这五个⽐较偏远，⽐较没有福⾳传到的地⽅。

ü可惜1950年以后这个事⼯就停了。



第⼗⼆课福⾳进中国出中国（4）
• 中国教会的国外宣教⼯作（接上页）
3. 西北灵⼯团

ü张⾕泉牧师在⼭东潍县设⽴的灵修院，在那边栽培了许多⼈。他们也是⽴志要把福⾳传
回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叫西北灵⼯团。

ü西北灵⼯团准备到西北这五个省，⽢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他们主要从新疆的
哈密开始，到南北各地。但是，他们虽然在新疆⼯作了⼀段时间，1951年开始，喀什的
同⼯被捕，1952年张⾕泉在哈密被捕，这事⼯也就暂时停顿。

4. 当今中国宣教新动向：宣教移民
ü 21世纪开始，中国家庭教会⾥⾯开始有这样⼀个信息，就是我们应该有移民的宣教。

ü家庭教会在最近这段时间⾥⾯开始⿎励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年轻夫妇，或者是全家到不
同的地⽅去做移民宣教。不是随⾛随传，⽽是有计划的到近⽂化，或者异⽂化的地区去
落地⽣根，向当地⼈传福⾳。

ü在99年9⽉的时候，家庭教会的系统当中，有⼀个教会系统的同⼯们向神求三个凭据。神
预备30对夫妻，移民所需要的费⽤，求神预备培训的地点跟教材。后来神垂听他们的祷
告，就有30对的夫妇受到造就训练，就开始出去。他们⼤部分去的是中国⽐较边疆的地
⽅，但也有⼀些⼈到城市⾥⾯去，他们就在那个地⽅设⽴了这个教会系统有关的家庭教
会。后来他们渐渐的也开始到少数民族，到边疆的地⽅去做这种移民的宣教。



第⼗⼆课福⾳进中国出中国（5）
• 1949年以后海外华⼈教会的宣教团体

ü1950年在英国，王⼜得牧师设⽴了基督教华侨布道会。他们主要的宣教对象是欧洲的华
侨，也有机会对当地的⼈做⼀些福⾳的⼯作。

ü1954年，台湾的浸联会就成⽴了国内跟国外的布道部，开始差派宣教⼠。

ü1960年代时候，菲律宾的林惠堂是⼀个很⼤的华⼈教会，他们有很好的差传计划。所以
郑果牧师及许书楚长⽼，他们在那边也开始了差传部。这个差传部就在菲律宾开始，然
后渐渐的扩展到其他的国家。除了在华⼈当中以外，也⽀持其他的宣教团体，其他宣教
地区的需要。这是⼀个海外华⼈教会的⾥程碑，⼀个很重要的榜样。

ü1961年，中国信徒布道会在美国开始，是王永信牧师开始的。

ü1963年，基督使者协会在宾州那边开始的。

ü1964年，中国内地会改名海外基督使团，主要在海外的华⼈当中做传福⾳的⼯作。后来
海外基督使团也对⼀些东南亚地区的当地⼈也做传福⾳的⼯作。

ü1968年的时候，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在台北成⽴。他们的异象是做异⽂化的宣教⼯作。他
们宣教的⼯场主要是在泰国北部的地区。

ü1972年，⾹港希伯仑堂设⽴了差会。



第⼗⼆课福⾳进中国出中国（6）
• 1949年以后海外华⼈教会的宣教团体（接上页）

ü1973年，⾹港差传事⼯联会成⽴。⾹港很多的教会联合起来，把资源，⼈才，培训，以
及教导各⽅⾯联合起来，然后差派宣教⼠到不同的地⽅去。

ü1975年，中华福⾳使命团在⾹港成⽴。

ü1976年，世界华⼈福⾳事⼯联络中⼼举办第⼀届华福会。五年⼀届，到现在已经有好⼏
届。世界各地的教会的代表⼀起来参加，估计每⼀次到将近2000⼈左右，分别在⼏个不
同的地⽅。

ü1978年，台北地⽅教会有⼀个联合差传⼩组。

ü1990年，⼤使命中⼼也主要是做差传的⼯作。

ü1995年，华⼈福⾳普传会也是以宣教的⼯作为主。

ü1998年，台湾也有⼀个中华基督教联合差传事⼯的促进会。



第⼗⼆课福⾳进中国出中国（7）
•林安国牧师在98年⼀⽉「华传路」的⼀篇⽂章的统计：

ü全世界有四千⼀百个差会，四⼗⼆万五千个海外的宣教⼠，本地宣教⼠⼤概是五百⼀⼗
五万四千⼈。差传事⼯的⾦额，每⼀年⼤概是⼀百六⼗亿美⾦。

ü华⼈在宣教⼯作上，在九⼋年那时候有将近⼀千⼈左右。华⼈的差会有五⼗个，但是只
有⼀部分是完全华⼈⾃⽴，⾃传，⾃养的华⼈的差会。另外⼀些所谓华⼈差会就是西⽅
的差会，但是有中国的宣教事⼯部，⽐如像内地会有中国的事⼯部。

ü华⼈⽬前应该很谦卑地好好去考察，好好去学习，然后渐渐来承担福⾳的⼤使命。我们
不是接福⾳的最后⼀棒，⽽是跟世界各地的宣教⼠，共同来接传福⾳的最后⼀棒。

• 思考问题：
Ø「传福⾳」对基督徒来说是⼀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还是无可推诿的使命？
Ø天主教宣教⼠利玛窦的「合儒，补儒，超儒」传教策略是否带给你⼀些传福⾳的启发？
「合儒」中如何保持⾃⼰的根基稳固，并避免陷⼊混合主义？

Ø「传福⾳」不是在传递⼀种宗教⽂化，⽽是在传递主耶稣那⼜真⼜活的新⽣命。你如何
避免在传福⾳时「头重脚轻」（理论多实践少）呢？

Ø我们如何预备⾃⼰来⾯对传福⾳时未信者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