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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格夫：福音派在二十一世紀的前景與挑戰（中譯） 

今曰的主題是福音派在二十一世紀的展望，這是一個重要而又令人雀躍的 

題目。除了探討這個課題外，亦會探討我們目前的挑戰。 

我的講演將會分三部分：（1)首先是探討福音派何以這麼吸引’這將有助 

我們前瞻二十一世紀的神學課題；（2)福音派現今面對的挑戰；（3)福音派於 

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挑戰。 

-、福音派成功的原因 

某程度而言’這樣問是非常危險的°如何衡量一件事成功呢？無疑，福音 

派人數不斷增加，但這是否成功呢？從某一角度來說’這是成功的。然而，福音 

派也有隱憂’福音派運動雖然受歡迎’但也有可能失去其本分’例如，可能會不 

再強調作門徒的代價，或只將福音演繹為個A0勺改變及胃。我ff儒要提醒自己’ 

十字架的真理是受苦及豸^>辱的象徵’是基督教的中心。福音要求我們背起十字架 

跟從基督°福音派之所以成功’正正因為忠於十字架的真理°我要從兩方面來引 

證這個論點： 

第一方面，福音派是正統的基督教’福音派的基本信仰內容與傳統基督教 

的中心信仰相同。很多福音派的作^^虽調’福音派信仰是正統基督教的基本信仰， 

福音派與其他基督教教派的分別，主要在於福音派強調聖經的權威，這不單是神 

學立場，也是個人委身。 

福音派特別強調基督受死的意義’也特別強調個人的改變’及傳福音的重 

要。在六十年代，正統的基督教受到多方面質疑’很多新派（自由派）學者認為 

福音派需要改變’才能適切這個世紀°當時的想法是傳統、歷史的基督教已失去 

適切性’因此有重新為信仰定義的壓力，甚至將福音的內容改變來適切時代的要 

求’但福音派極力抗拒這個試探°福音派認為不一定需要將信仰內容適切化“因 

為基督教本身具有吸引力’我們的工作是去確保其他人明白其吸引力。很多主， 

教會回顧六十年代新派（自由派）的實驗’發現他們是走錯路°這一點正是福音 

派的強項’福音派認為信仰本身已包含神所賜下的適切性及吸引力°我們的責任 

是揭開其適切性及吸引力，讓人知道° 

第二面，福音派強調傳福音的重要°瑞士神學家卜仁納(Emil Brunner)曾經 
這樣說，教會是靠傳福音的使命而生存’正如一把火要繼續'$燒才有生命°傳福 

音是與教會的身分緊扣著的’對福音派來說，傳福音是將福音的本質彰顯出來。 

因為福音既是如此適切’我們就要把它發掘出來並向其他人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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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穌以名貴的珍珠來比喻福音，這顆珍珠是非常貴 

重及有吸引力，得著這珍珠比得到任何寶物更好，而福音派認為福音是非常可貴 

的，能改變人的生命。我們必須強調，我們不能務求福音更具吸引力而改動其內 

容。對福音派來說，新派（自由派）的實驗就是將福音內容改變以致其更具適切 

性。但改變福音內容，就是將福音吃值。 

為何福音派更具吸引力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福音本身很吸引人，而福音派堅決要向每一個世代宣講’ 

及讓人們發現福音的吸引力及適切性。 

為何福音派強調傳福音？ 

因為我們知道耶穌基誓與福音是非常寶貴的，以致我們不能單單自己享受。 

每一個人都願意將福音與家人及朋友分享。,福音既是如此寶貴，若單單據為己有, 

實在是自私的行為°因此，要宣講福音，以致改變其他人的生命，讓他們有盼望 

及生存的意義。 

就福音派的成功，^！出的答案可謂沒有創意。其實並音派有吸引力， 

而是福音派所堅持要傳開的福音具有吸引力。福音派的成功直接由於福音派讓福 

音自己彰顯其信仰。前瞻二十一世紀福音派的前途’我認為福音派過去的成功是 

因忠於福音，未來的成功也應如此。 

關於福音派在現時及下一世紀的挑戰’剛才提到吸引力的問題，同樣是未 

來的挑戰。福音派的成功可能會導致我們自滿’我認為我們要經常反省自己是否 

忠於福音，是否忠心及有效地傳講福音，不容有一刻自滿。 

關於未來的挑戰，有兩個層面：（1)來自自己、內部的挑戰，這是真正的 

挑戰；及（2)外來的挑戰。 I 

第一個內部挑戰就是我們應如何處理福音派運動的內部分歧。例如在英國 

的福音派’浸信會及聖公會在某些問題上有一些友善的分歧，這些分歧雖然不是 

紛爭的源頭，但若處理不當’就可能引致嚴重紛爭。 

我 近為巴刻寫了一本傳記’回顧福音派在1967年爆發的一次嚴重的意見 

分歧’當時的爭議是福音派應否在個別宗派內等待改革，抑或是離開自己的宗派 

另起爐吐，英國的福音派因此分裂為兩派近二十年’鍾馬田主張iiS自己的宗派’ 

史托得f巴刻則主張留在宗派內，嘗試進行內部改革。現時雙方的緊張局面已緩 

和，福音派人士仍然為此有分歧，但他們已懂得虔誠及友善地處理這些分歧。因 

此互相體諫是很重要的，要聽取對方意見，更重要是為對方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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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的內部挑戰是個人崇拜。這個情況往往出現於一些領袖容許其他 

人將自己過分抬舉。 

有人認為這是比較近期的現象，有人則歸咎於電視佈道家的財政問題及傳 

媒過分渲染的影響，這是非常危險的情況。很多福音派領袖發現自己已陷於試探 

之中，他們渴望被仰慕、別人聽命於自己及得到非常多的尊重，而更大的危機是 

令會眾信任他們過於相信神，他們寧願會眾相信他們對聖經的解釋，也不願會眾 

親自讀聖經。這種危機已經減退了，很多福音派的領袖已學懂謙卑及負責，很多 

福音派平信徒亦對自己的信仰有更多信心，以致懂得對抗一旦興起的個人崇拜之 

風，例如葛培理是一個非常謙卑的模範，他避開一切個人崇拜。 

現時福音派要警覺的危機在於很多信徒對領袖失去信心，而且因而對福音 

失去信心’因此福音派領袖要謙卑’並對所牧養的信徒予以 大的愛與尊重。 

第二世紀時’羅馬一間教會發生這樣一件事：教會的領袖為羅蘭士，羅馬 

皇帝得悉該教會非常富裕，皇帝召見羅蘭士，並命令他將教會的財富交出來°翌 

曰，羅蘭士帶同四位會友見皇帝’並對皇帝說：「這就是教會的寶貴產業°」皇 

帝當M高興’羅蘭士後來為此狗道0羅蘭士是對的’信徒就是教會的寶貴產業’ 

我們在神面前是 寶貴的資產’每一個人對神都是無價之寶，福音派領袖必須謹 

記所牧養的群羊是何等重要，這樣就可以避免對領袖個人崇拜。 

至於福音派外來的挑戰： 

西方福音派有來自宗教多元化的挑戰。在報章及電視節目中經常有類似以 

下的說話：「所有宗教都導人歸向神。」「這句話對你可能是真實的’但對我卻 

不是。」我們需提防這類說話所反映的文化價值觀° 

「所有宗教都導人歸向神」這句話’其含義是所有宗教都有效，而不管你 

怎樣選擇也無相干’這尤如另一個慣常被人使用的比喻：山上所有的路徑都引向 

同一山峰，縱使路徑不同。這是一個真實的挑戰’挑戰基督教福音的獨特性，挑 

戰耶穌基督是我們救主的獨特性’我們要針對這種文化假設的根本來應付” 

首先’我們要強調，並非所有宗教都相信有神’並非殊途同歸。其次，我 

們要挑戰山峰的比喻。我們可以用迷宮的比喻來對付’迷宮內有很多路，但只有 

一條是出路。我們必須強調基督教福音、救主及關乎救贖的獨特性°除了耶穌以 

外’別無其他的名叫人得救；除了基督’無人從死裡復活’無人可以除去我們的 

罪，無人予我們永生的盼望’因此我們要有兩方面的堅持：（1)基督教福音的 

獨特性；（2)福音獨特的力量可以改變人及讓人在絕望中得到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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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在西方文化中經常被提及的觀念’就是真理乃個人及私下的事情， 

而非關乎眾人，進一步推展’就是各人有自己的真理標準’所以一些事情對某人 

有說服力，對其他人卻不然’這觀念在年青人中尤為普遍。雖然這種觀念很有影 

響力’但卻站不住腳，完全漠視證據。例如我宣稱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說德語’就 

算我信以為真，我仍然是錯°若我自以為是，只不過表明我的真理標準是錯的。 

我們需要強調有一個公開的真理標準’我很欣賞紐比金(Leslie Newbigin)這位作 

家’尤其欣賞其著作《在多元文化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Culture)， 
作者在書中挑戰大家重新發現基督教真理的公眾性。 

我們需要提出我們的信仰有卓越、歷史及智慧的基礎’我們要宣講基督復 

活的歷史性，要強調福音所帶來的個人改變。簡言之’我們要堅持福音的真實及 

適切性。 

福音派其中一個的成功原因是將福音置於首位’福音既適切也真確，是可 

信的’今日有很多吸引人的哲學’但卻是基於錯誤的根基。 

福音能改變我們的生命’我們也充滿情感地相信這是真確的，但我們仍要 

處理福音的適切性，我們誤以為福音的適切是不講自明的’我們應向受眾解說清 

楚’解釋基督教為何這樣美好及令人雀躍’這正是令人非常興奮及強大的挑戰’ 

每個人要將自己當作使人信主的催化劑’或將自己當作一道開啟的門’引領人發 

現福音的奇妙°我們要明白每個人都有一個特殊的角色去領人歸主——我們是令 

其他人活得更精采的一位。 

在英國’我們對自己的家譜很有興趣’追溯自己的祖先家世。大家可曾想 

到自己原來有一個屬靈的家譜：你是因為別人的引領才信主’這個人又是因為另 

一個人的引領而信主，若追溯下去’就是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大使命：「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由這個使命開始，一個接一個的信徒，至終與 

你接連起來•’這是否一個令人振奮及富挑戰的想法’想到誰人領你歸主。福音派 

經常強調個人悔改認罪、相信主及個人佈道，所以想到我們可以領人歸主，實在 

令人振奮，也提醒我們在面對困難時要倚靠神。 

關於將來要面對的問題： 

第一，就是西方文化對基督教的影響。我來自西方，我無須為此致歉’這 

是事實，而西方歷史有成功、也有失敗之處。下一世紀要思索的問題’是如何確 

保西方^式的基督教不會破壞亞洲的基督教。亞洲的福音派人士無須理會美國、 

英國福音派人士的想法，關鍵在於返回聖經，並將聖經應用於自己的處境’因為 

惟有你明白、知道及愛這個地方。韋爾斯（David F . Wells)說：「神學的責任是 

去發現神在聖經及藉聖經所說的話’將其本色化’而福音是有需要先經過非處境 

化，從而發掘其超越環境、文化的價值，然後重新在不同文化、處境中應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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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我們今日要重新讀聖經’並找出聖經的真理’然後應用。馬丁路得及加爾 

文的說話可能對我們有幫助’但他們始終是在過去的時空應用聖經，他們的應用 

未必完全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所以亞洲福音派人士有一個挑戰’就是將聖 

經與自己的處境關連起來’無須走到英國、美國去問別人的意見。可能有很多人 

對你說’基督教是由西方輸入’你可以對抗自彌？法就是表明基督教對你是真確的。 

我們要前瞻未來，並為未來建設遠象。福音派向來成功地將福音清楚地向 

別人說明其適切性，及一向成功地傳福音，我們並不是要停止，而要更努力。此 

外，我們也要在其他方面做得出色，就是加強平信徒的神學教育。 

在上一世紀的德國，保守派基督徒陣營取得政治優勢，兩位具領導地位的 

德國自由派神學家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及哈納克（Adolf v o n Harnack)對當前 

形勢感到憂慮，立敕爾就忠告哈納克說，不要擔心政治問題，只要專心寫作，就 

可改變人的思想，長遠來說，這些著作就會發揮決定作用。直至第一次大戰，德 

國自由派神學的成功告訴我們，立敕爾的忠告是對的。要長遠成功，就要向新一 

代的思想下功夫。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如何影響下一代？如何教育平信徒基 

督教的思想模式？諾爾（Mark Noll)所寫的一本書《福音派思想的醜惡》(Jhe 
Scandal of Evangelical 功指出，福音派信徒不能將信仰與生活結連。這就是 

教育的問題。香港有出色的神學院訓練傳道人，但宗教改革提醒我們，平信徒的 

角色非常重要。 

如何令福音派平信徒對信仰有充分的認識？如何建立其信仰？如何令他們 

看到神在他們身上的異象，好讓他們在生活的不同層面見證神？我們要認定，每 

個人在神面前者暇重要，神要在我們身上做很多工作，也要透過我們做很多工作。 

要如何深化你的信仰，以致你能夠廣傳信仰？ 二十一世紀所要面對的重要 

課題就是如何讓平信徒及傳道人提供神學教育。 

後一點是關於社會參與。福音對個人及社會都是好消息，有一些福音派 

人士主張傳福音是令個人改變。我要強調該論點是整全及重要的。任何人傳福音 

若不圍虽調福音對個人改變的能力及奇妙，這種做法是有缺憾的。但若忠；&顿昌音， 

就要指出福音對社會也是好消息。過去’十八世紀時，福音派曾積極參與廢除奴 

隸制度。今日，福音派卻擔心社會參與，因為他們害怕社會參與會將福音對個人 

的適切性遞減。我尊重這個意見，但我們不能只顧及福音改變自己朋友的生命， 

而忽略福音對社會的影響。 

總結而論，我預料福音派在下一世紀的發展繼續蓬勃。但我們絕不能自滿’ 

過去我們有任何成功，全因為有人對福音忠心。福音派將來的前景完全視乎我們 

的忠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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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鼓勵你積極面對將來’但在坐每一位要問自己如何促進這個前景？神又 

要我們做甚麼’以致神的國度向前發展呢？我們不可將此責任交給其他人，而是 

每個人都要參與’發揮獨特影響力°我鼓勵你在離開前都問自己這個問題：我該 

做甚麼？我要為甚麼事祈禱？神要透過我做甚麼？ 後’傳福音是重要的’因為 

讓其他人相信基督’但傳福音也可深化個人的信仰。傳福音就是因為自己所信的 

是寶貴，因此就向親友傳講’這樣也就有助我們反省。我們有沒有首先發現福音 

的可貴，然後傳福音呢？讓我們謹記福音在亞洲有很多影響力’並對神有信心。 

蔡 揚 眉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