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源合流”与“宣教中国” 
 

李圣风 
 
引言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圣经、圣灵、与圣徒”，简称“三源合流”。本文是将此主题与

“宣教中国”所做的关联性的思考。 
 

一．对“三源合流”的理解 
在进入关联性思考之前，先简单整理一下对“三源合流”的理解。祝健在华人知识

分子第一届信仰论坛中发表的文章“国度连接与未来中国教会的三件大事”中，对此有

一些说明: “三个属灵的传统，即圣经、圣灵、和圣徒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三源合流’”，
并且说“当今影响全世界教会和影响历世历代教会，以及海外华人和国内教会的三大属

灵传统，很多的时候是彼此不兼容的。”  祝健也在文章当中，谈了个人的经历。就是

在传递“三源合流”概念的时候，因着包容性而被一些人所不理解、不接受。但他认为

“三源合流”的努力对华人教会彼此之间的合一及国度性的联结，非常重要。 
 

    二．对“宣教中国”的界定 
接着想界定一下“宣教中国”的概念。我常听见人们对“中国宣教”和“宣教中国”

混淆着使用，将海外教会对中国的宣教称为“中国宣教”，将中国教会向海外宣教也称

为“中国宣教”。其实，“中国宣教”是 China Mission，是福音进中国的概念；“宣教中

国”是 Mission China，是福音出中国的概念。当我提到“宣教中国”四个字的时候，旨

在描述参与普世宣教运动的中国教会的一种景象，也可以是一种时代性的特征，同时也

是体现出中国教会的宣教性本质。“宣教中国”更多侧重在少数民族宣教及海外未得之

民宣教的跨文化宣教运动。对“宣教中国”的界定方面，我个人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

教会还完 2 万名宣教士的债，才配称为进入“宣教中国”的时代。因此，未来的十五年

是“宣教中国”兴起的最关键的期间。 
 

三．宣教神学的多向度研究方法论 
在进入关联性思考之前，先提一下方法论的问题。我想用“宣教神学的多向度研究

方法论”来思考这个课题。这个方法论是富勒神学院宣教学教会范荣真（Charles Van 
Engen）所提倡的方法论。他认为宣教神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要以主耶稣基督及宣

教为中心，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探讨。他用一个花朵来做形象化的说明，中心的花蕾是

耶稣基督及宣教，每一个花瓣可以代表一个学科，如圣经神学、历史神学、系统神学、

处境神学、领袖学、社会学、宗教比较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教会增长学、心理学

等等。宣教学研究则是以耶稣基督及宣教为中心，进入各个不同领域去进行往来思考，

最后回归到核心进行综合归纳总结。宣教学促使中心与周边学问之间不断往来思考，在

这样的过程中，发展出统合的宣教观点及神学。在利用相关学科的学问与技术时，要规

范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包含以下的几个要素：（1）基于圣经的指导规定范围；（2）基

于信仰共同体的经历提出轮廓；（3）随着宣教实践过程中的需要带来发展；（4）随时接

受宣教现场处境的挑战；（5）宣教学的范围不断在发展与更新；（6）虽然不能明确划分

界限，但它是有一定范围的。按颜色来代表的话，离中心近的白色的部分，是指已经有

明确的圣经的教导、可以确认的神学立场部分；之后的浅灰色地带，指的是一些模糊的

有一定分歧的神学立场部分；最远的深灰色的部分，指的是不能够接受的观点及立场（参



考下图）。 
 

 
 

图一  多向度宣教神学方法论 
 
四． 圣经、圣灵、圣徒三向度的思考 
笔者基于上面的方法论，对“三源合流”与“宣教中国”的课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1. 圣经与“宣教中国” 
“宣教中国”与圣经有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圣经提供“宣教中国”的理由。整本圣

经都贯穿着神对普世万民宣教的热情及计划，神对祂的百姓的心意是成为外邦人的光，

并将上帝的真理传扬到列邦。圣经清楚指明，中国教会负有普世宣教的使命。例如，旧

约代上十六 24 说：“在列邦中述说祂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祂的奇事”，诗六十七 2 也

说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在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八 18~20 也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神对中国教会的心意，也是兴起传扬福音、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圣经

的话语就是“宣教中国”的理由。 
其次，圣经树立“宣教中国”的内容。“宣教中国”事工具体包含哪一些内容？通过赛

十一 9-10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可以知道“宣教中国”
必须以全世界作为事工的对象，通过可十六 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

音给万民听。”可以树立布道事工的使命，通过太廿八 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可以树立植堂事工的使命，通过太廿八 19“凡我

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可以树立教

导事工的使命，通过约廿 21“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可以

树立差传事工的使命，通过太廿四 14“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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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才来到。”可以树立普世宣教的使命。 
    再次，圣经启发“宣教中国”的策略。在圣经中，可以发现很多宣教事工的策略。例

如，强化宣教基地的策略、选拔宣教士的策略、差派宣教士的策略、分散与招聚的策略、

奔向骨肉之亲的策略、回归策略、侨桥策略……北京海归团契喜欢用“尼希米团契”这

个名称，就是隐含着一种回归的策略。 
    最后，圣经揭示“宣教中国”的路向。例如：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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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廿四 14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诗二 7-10 “将列

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启七 9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

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

树枝”等经文，揭示“宣教中国”的方向是本地布道、近邻植堂、少数民族宣教及海外

跨文化宣教同时并进的方式来进行。并且带着神的应许参与末后时代的普世差传运动。 
    因此，圣经传统的教会认真遵行圣经启示的真理，会在“宣教中国”的道路上走合

神心意的道路。当然，在圣经领域思考的时候，也要有一些范围的界定：如高等批判，

否定圣经权威的自由派；将圣经与圣传视为同等权威的天主教；律法主义/教条主义，

用圣经来定罪异己的极端保守派等都是需要摒弃的观念及立场。 
 

2. 圣灵与“宣教中国” 
    首先，圣灵带领“宣教中国”的运动。“使徒行传”也可以说是“圣灵行传”，因为是圣

灵带领初期教会宣教运动的历史记录。圣灵不单是初期教会宣教运动的主宰，也是今天

“宣教中国”运动的主宰。 
    其次，圣灵呼召“宣教中国”的工人。圣灵呼召巴拿巴和保罗去宣教，圣灵呼召彼得

向百夫长传道，圣灵呼召克里威廉、马礼逊、戴德生，今天也呼召“宣教中国”的工人。 
    再次，圣灵提供“宣教中国”的能力。徒一 8 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

着能力”,圣灵是宣教运动的能力来源。“宣教中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依

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最后，圣灵建立“宣教中国”的团队。圣灵将各样不同的恩赐赐给祂的工人，同时圣

灵赐下灵里真正合一的恩典，从而形成配搭得合式的团队，承担宣教的使命。 
笔者在思考圣灵与宣教事工之间关系的时候，有以下的总结： 
1） 宣教事工离不开圣灵的工作 
2） 宣教事工需要渴慕被圣灵充满 
3） 圣灵恩赐的发掘和善用是宣教事工的条件  
4） 圣灵能力的彰显会带来宣教事工的发展  
5） 宣教事工是圣灵带领与祝福的结果  
6） 要让圣灵成为宣教事工的元帅  
7） 宣教事工要渴慕圣灵的恩膏  
8）用圣灵所赐的恩赐彼此配搭，带来合一事奉的果效 
当然，在思考“圣灵”与“宣教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也需要为“圣灵论”定出一

定的界限：例如认为当代没有神迹与方言的恩赐终止论；认为每个基督徒必须讲方言，

甚至视方言为圣灵充满唯一标志的极端灵恩派；唯灵路线，否认理性功能的神秘主义等

等都是需要小心及摒弃的。 
 

3. 圣徒与“宣教中国” 
   首先，圣徒是“宣教中国”动员的对象。圣徒与“宣教中国”有不可分的关系，因为



“宣教中国”的主体就是中国教会的圣徒们，特别是愿意领受上帝的呼召、背负十字架、

走门徒道路的圣徒。中国的基督徒正是“宣教中国”需要动员的对象。 
其次，圣徒是“宣教中国”训练的对象。“宣教中国”始终要关心的一个课题是：中国

教会要差派怎样的宣教士？中国的圣徒与其他国家的圣徒们相比，能够做出怎样独特的

贡献？中国的圣徒有怎样的信仰传承的特点？这些跟宣教训练也有密切的关系。“宣教

中国”不只要动员和差派宣教士，而且要差派装备精良的宣教士。否则，去到宣教工场，

不只是不能胜任宣教事工，反而会给宣教事工带来累赘。 
再次，圣徒是“宣教中国”差遣的对象。“宣教中国”要差遣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孕育

出的宣教士。在当代中国的独特处境中，接受各样的训练、挑战，并在其中成长、蒙召，

并被差派到宣教工场。 
最后，圣徒是“宣教中国”支援的后盾。中国教会的圣徒在后方，要持续的支持前方

的宣教士。为了一个前线的战士，通常需要九个后方的支援兵，才能打出一个漂亮的仗。

“宣教中国”也是同样，为了前线的宣教事工，需要后方厚实的支援。 
 中国教会基于在独特的处境中跟从主的经历，发展出中国教会的“成圣观”及敬虔

传统。这些都势必影响“宣教中国”的方向及事奉的果效。在寻索成圣路线的时候，也

需要对一些观点进行范围界定，如对忽视神在宣教运动中之主权的人本主义、灵魂体等

级化三分的成圣观念、属灵伟人的偶像化等错误立场进行扬弃。 
 

五． “三源合流”与“宣教中国” 
上面对“三源合流”与“宣教中国”作了初步的关联性思考。“三源合流”对“宣教

中国”的路线方面，会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例如平衡的路线、尊重的路线、合一的路

线、相爱的路线、成全的路线等等。前面提到，未来的十五年是“宣教中国”关键的时

期，而在“宣教中国”兴起的几个重要因素，如强壮的宣教基地、清楚的宣教异象、整

全的宣教体制、普世的宣教网络等方面的事工，都需要各个不同属灵传统的教会之间的

合流配搭，才能带来最美好的成就。圣经传统的教会、圣灵传统的教会、圣徒传统的教

会，在三一真神的带领下合一配搭、共同参与普世宣教，这是“宣教中国”运动最美的

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