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课戴德⽣与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1）
•戴德⽣的宣教路线

Ø戴德⽣的神学观点
ü戴德⽣在神学观点上是趋向于保守的基要主义。他相信⼈死后，不是在地狱的⽕中
永远地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远地喜乐。他认为只有这两种结局，没有其他
的可能性。他这⼀种末世的观念以及对死后的看法，使得他觉得时间⾮常地重要。

ü另外⼀个就是他对祷告跟信⼼的观点。他认为差会是因为祷告⽽产⽣的，也靠祷告
来增长。所以应该单单借着祷告将所需要的告诉神，求神借着⼈来⾏事。他要坚⼼
地依靠神，不要仰赖个⼈，也不要仰赖政府。

Ø戴德⽣的事⼯原理（中国内地会的特⾊）
ü戴德⽣认为传教⼠不⼀定要有很⾼的学历，只要有爱灵魂的⼼，只要有献⾝的⼼志，
你就应该赶快去宣教，要抢救灵魂。

ü戴德⽣认为传教⼠⼀律没有固定的薪⽔，要单单仰赖神来供应。内地会不对外公开
募款、不贷款。

ü中国的事⼯由戴德⽣本⼈，或者以后继任的会长，以及在中国⼯场的领袖们来主持，
不是由远在英国的理事会主持。



第七课戴德⽣与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2）
•戴德⽣的宣教路线（接上页）

Ø戴德⽣的事⼯原理（接上页）
ü社会关怀的⼯作，⽐如办学校、办医院这⼀些⼯作，戴德⽣说⼀定要能够把福⾳、
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们才值得做。他认为直接布道，直接传福⾳才是最重要的。

ü重质不重量，传教⼠应该在民间深⼊地耕耘，扎扎实实地结福⾳的果⼦。

ü宣教⼠⼀定要尊重中国的⽂化，认同中国⼈民的感受。所以传教⼠的⾐服⾷宿要跟
当地⼈相同，他的⽣活⽔平应该尽可能地跟当地⼈⼀样。这就是所谓「道成⾁⾝」
的精神。

ü西⽅传教⼠应该训练中国同⼯，交棒给中国教会。当他们⼯作建⽴起来以后，能够
有中国当地⼈接棒，他们就交出去，再做其他的⼯作。

Ø戴德⽣的政教关系
ü戴德⽣采⽤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主张传教⼠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该向本国政府上诉。
如果遇到威胁，可以向当地的中国政府报告，请当地政府来处理。但是如果当地政
府不处理，你就准备忍受苦难，甚⾄殉道。这是他们当时的原则。



第七课戴德⽣与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3）
•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

Ø李提摩太的神学观点
ü李提摩太的神学观点倾向⽐较⾃由的普救论。

ü李提摩太对于神国的观念是，神的国不仅是建在⼈⼼⾥⾯，也建⽴在世界上⼀切的
机构⾥⾯，为要使⼈现在和将来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包括⾝体跟灵魂。

Ø李提摩太的事⼯原理
ü李提摩太强调宣教⼠的条件除了灵性以外，⼀定要有很优良的学术⽔平，⽽且精通
中国⽂化。

ü李提摩太认为宣教的对象要有所选择，特别是选择知识分⼦、精英⼈⼠，应该把福
⾳传给他们，由他们来影响民众。

ü李提摩太强调做福⾳的预备⼯作。他说设⽴学校、提倡教育、介绍西⽅的科学这些
可以为福⾳做预备的⼯作。所以他主张要多办学校，特别是办⼤学。在⽂字⼯作上，
他从1870年开始，全时间作⽂字⼯作。开始的时候办「时报」，后来负责广学会。
广学会中的「万国公报」跟「中西教会报」是两份很重要的杂志。



第七课戴德⽣与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4）
•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接上页）

Ø李提摩太的政教关系
ü李提摩太主张政教要合⼀。他认为应该要借着政治来推动传教的⼯作。所以他跟政
府，跟领导者建⽴关系。⽽且他认为应该要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让他们
定法律来保护传教，或者是有利于传教，让传教能够合法化，能够公开化。

•总结
Ø戴德⽣所代表的宣教路线，直接传福⾳、⽣根民众，跟李提摩太所代表的福⾳预⼯、影
响精英，各有优点跟限制。所以我们要因时、因⼈、因地⽽制宜。在不同的时代，在不
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策略。

Ø我们传福⾳时当然希望两条路线兼顾。但是，神给⼀些⼈做浇灌的⼯作，给另⼀些⼈做
栽种的⼯作，⼜给另⼀些⼈做培养的⼯作。⼀个⼈能够拥有所有的恩赐是不太可能的。
⼀个教会，甚⾄⼀个宣教团体，可能你要有你的注重点。

Ø哥林多前书⼗⼆章教导我们说，肢体要互相配搭。所以每⼀个团体按照神给你的不同路
线来各尽其职，不要彼此批评，除⾮对⽅所讲的在真理上有错误，否则的话，各个福⾳
机构，各个宣教团体，各个不同的传道者，每⼀个传播者，应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彼
此分⼯合作，彼此相辅相成。因为事实上每⼀种宣教路线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限制。



第七课戴德⽣与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5）
•思考问题

Ø戴德⽣与李提摩太的神学领受不同，这是否表⽰他们领受的不是真理，或
者⾄少有⼀个⼈领受的不是真理？什么是真理？

Ø我们是「⽂化性『基督徒』」吗？就是没有/不愿意委⾝的「基督徒」？
我们传递的取决于我们所领受的。

Ø如何与有不同领受的主内同⼯⼀同在教会⾥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