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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ul專題報導】曾受派至新加坡基督長老教

會（PCS）宣教，現為PCS社區發展事工顧問的牧

師李孝忠在「宣揚福音」專講中，指出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PCT）總會於1993年宣教會議起，便

積極探討處境化的宣教模式，提出「基督福音救

台灣」的精神：對內造就信徒；對外佈道和社會關

懷，盼建立「上帝國」。

李孝忠提及，21世紀新台灣宣教運動基於上述

理念，進一步提出「營造共同體，落實上帝國」，

期望上帝的公義與和平在台灣實現。他認為，現今

談論的宣教六面向，重點並非六個面向本身，而是

活出上帝國，將信仰融入社會，成為祝福與幫助。

李孝忠指出，15世紀起，基督教宣教以教會為

中心，目標是使非基督徒歸信入教會。然而，20世

紀末出現新的思考，以「上帝的宣教」為出發點，

強調上帝透過耶穌和聖靈差遣教會到世界，使世

界被轉化為上帝國。他說，牧會過程中，應思考宣

教目標究竟是教會制定，還是遵循上帝旨意。

李孝忠提及，若將宣教視為上帝拯救世界的行

為，則宣教的可能性將變得多元，例如正義、和

平、解放、陪伴、處境化等方向。他以PCT總會與

台灣教會公報社合作的「特色教會」紀錄片為例，

說明教會在不同社區和部落中，與當地居民共同

生活，發展出各具特色的宣教模式，並進行神學反

思，這是向世界眾教會分享宣教的寶貴紀錄。

李孝忠表示，過去宣教往往從神學出發，但在實

際處境中未必適用。「特色教會」則展現如何從參

與經驗開始，分析和了解宣教場域的狀況和需求，

從中找到神學反思和宣教的契機。例如，探討台灣

人信仰媽祖的原因，思考基督信仰如何與其連結。

本土神學研究中心主任黃伯和牧師的研究指出，

齊心同行 整全宣教再進化
2024年度宣教會議  聚焦宣教六面向  激勵信仰生命  邁向家園豐盛

【Dalul專題報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21世紀

新台灣宣教運動推動中心於9月2至4日在新竹聖經

學院舉辦「2024年度宣教會議」，幫助第一線牧長

同工深化整全宣教的理念與實踐。會議以「宣教六

面向」為主題，以專題演

講、分組討論和事工發

想，引導牧長同工思考如

何在自身服事環境中落實

整全宣教。

整全宣教是在六個面向

中全面實踐，而非擇一執

【Dalul專題報導】七星中會濟南教會神學與教

育牧師鄭仰恩在「社會改造」的專講中表示，上帝

國的福音不僅關乎個人靈魂得救，更涵蓋生活的

各個面向，包括身心靈、信仰團體、社會、政治和

經濟等。他引用〈主禱文〉的精神，期盼基督徒在

上帝主權的實現過程中，應破除神聖與世俗的二

元對立，認同教會與世界共為一體，致力於在現實

世界中實踐上帝的旨意。

鄭仰恩引用美國社會福音運動主要發言人華

特‧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的名著

《社會福音的神學》，談到結構性的惡與社會性的

罪。饒申布士認為，基督徒面對世界問題時，不應

只追求個人信仰的造就，更應從公共利益的角度

追求公義、實踐信仰。

鄭仰恩解釋，福音並非狹隘的「個人靈魂得救的

保證」，而是整全福音的實踐，教會應關心公共利

益和公義的實現，包括經濟不平等、種族歧視、環

媽祖是移民橫渡黑水溝時，在恐懼中陪伴他們的

信仰。在過去白色恐怖時期，PCT也同樣陪伴政治

受難者和家屬，才讓宣教與社會產生連結。

李孝忠說，在社會環境不斷變化下，宣教策略和

處境化思考也必須隨之調整。普世宣教的拓展、台

灣社會和解的使命，甚至是人工智慧科技的議題，

都將成為未來宣教的挑戰以及分享福音的契機。

宣揚福音不只是信仰造就，更是在上帝拯救世界

的精神下，使教會和信徒成為社會不同處境的祝

福和幫助。

【Dalul專題報導】近年來，普世教會界日益重

視關懷受造界的議題，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

所教授林益仁在「關懷受造界」專講中，以「基督

徒如何面對生態『壞』消息：一個生態宣教的芻

議」為題，探討如何從生態學與信仰的反思出發，

發展現代宣教的觀點和實踐方向。

林益仁指出，早在1967年，歷史學家林恩‧懷

特（Lynn White）就在《科學》期刊發表文章，示

警工業化對環境的危害。懷特認為，若不修正「上

帝創造萬物都是為了人類」的觀念，環境將持續惡

化。這個論點也促成了生態神學的發展，進而促使

基督徒反思：上帝是否僅是為了人類創造？

林益仁提及，生態哲學家霍姆斯‧羅斯頓三世

（Holmes Rolston III）提出「生態即是家園」的

觀點，認為人類是上帝創造的一部分，被賦予管

理的責任，但並非世界的主宰。林益仁表示，從信

仰角度來看，「關懷受造界」並非可有可無的宣

教選項，因為上帝創造萬物，視其為美好，所以生

態關懷與基督教信仰核心直接相關。作為地球的

走進生態 活出信仰

關 懷 受 造 界

管家，維護生態環境是基督徒的重要職責。

另外，羅斯頓提出「找家」（homing）和「故事

居所」（storied residence）的概念，認為人類根

據歷史和地理條件在特定地區生活、耕作，並在其

中發展出群體的歷史，與環境產生連結。對此，林

益仁強調，所有生命都需要在自然中找到居所，而

人類則透過述說與環境互動的故事，來建立與自

然的連結，這也是最能引起共鳴的方式。他以耶穌

和宣教師馬偕為例說明：耶穌在傳遞福音時，選擇

海邊、山上等自然場域作為場景；馬偕在台灣創辦

逍遙學院時，也鼓勵學生在大自然中生活，透過學

習聖經來理解上帝的旨意，並與環境建立連結。

今年3月，普世教協（WCC）氣候正義與永續發

展委員會成立。林益仁表示，該委員會的成立不僅

促進關懷受造界的討論，也為宣教提供生態宣教

契機。他說，宣教不應局限於在教會舉辦特會，更

需要面向世界和生態。生態宣教期望基督徒走入

生活周遭，看見上帝創造的美好，並採取行動。

林益仁強調，若基督徒認同生態環境是上帝的

創造，就應擔起責任，重新述說環境中蘊含的故

事，並從地方教會出發，探索教會歷史與土地、環

境的關係，讓每個故事與上帝的創造呼應，使人們

在生活中感受上帝的恩典，並將對環境破壞的反

思化為行動，在關懷受造界精神中傳揚福音。

行，六個面向分別是宣揚福音、培育上帝兒女、愛

心服事、社會改造、關懷受造界、福音與文化。透

過分組討論，激發多元思考和互動，發展適合自身

牧會場域的宣教模式。（本專題攝影／Dal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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