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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督王國（Christendom） 

 
一、地理：絕大部份人都自稱為基督徒的地區。 
 
二、時期：主後第 4世紀君士坦丁表示決志信主開始，到 12世紀為止。 
 
三、文明：深受基督教的信仰、語言、標誌、規律，所影響著的文化。 
 
四、政體：教會及政府互相支持，亦提供和提升彼此的合法性。 
 
五、思想：有關神在世界之作為的意識形態，並兼具正反兩方面的影響。 
 
問題：基督王國會否扭曲了福音、將基督邊緣化、並使教會未能回應後基督教
時代的使命和任務？ 
 

 
貳、後基督教時代（post-Christianity） 

 
一、由中心變成邊緣：基督教和教會不再是社會的中心，不斷被邊緣化。 
 
二、由多數變成少數：基督徒不再佔社區的絕大比例，反而是少數群體。 
 
三、由定居變成旅居：文化不再熟悉友善，深深覺得陌生、怪異、威脅。 
 
四、由特權變成多元：基督徒不再有特權，相反只是多元社會中的一員。 
 
五、由控制變成見證：教會不再控制社會，反而須透過見證去影響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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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由維持變成使命：不能再維持基督教現狀，反要在競爭中實踐使命。 
 
七、由制度變成運動：教會不能再是機構式的運作，倒要成為一個運動。 
 
問題：這到底是一個致命的挑戰或是一個難得的良機？ 
 
 
 

參、重浸派/信洗派的機會（Anabaptist） 
 
一、由下而上的策略：植根於貧窮及無能者耶穌，並能夠與弱勢群體同行。 
 
二、扮演先知的角色：向邪惡的制度發出天國異象，為受欺壓者帶來盼望。 
 
三、教會離開安樂窩：被擄過客式教會單效忠於神，亦能批判敗壞的文化。 
 
四、為弱勢爭取公義：不為自己利益存在，能脫離財富、地位、權力迷惑。 
 
五、福音見證的初心：不能再對付異見者，不得把自己意志強加別人身上。 
 
六、持續成長的群體：透過虛心的學習與嘗試，有更多亮光、創意及洞見。 
 
七、更適切回應時代：教會成為有活力、肯委身、能真誠、更勇敢的群體。 
 
問題：重浸派/信洗派能怎樣去祝福普世的基督教會及眾信徒？（箴 31:8） 
 
 
肆、回應疑惑 
 
一、律法主義：嚴格的門徒訓練必須建基於稱義的恩典，要兼顧靈性與德行。 
 
二、以偏概全：得救與成長必須要兼顧，新約和舊約聖經也必須同時被強調。 



 
三、反智傾向：進深的研習要配合實踐的智慧，公義與和平都是艱辛的課題。 
 
四、促進歧見：鼓勵所有信徒合一地閱讀及詮釋聖經，亦強調復和及愛仇敵。 
 
五、分離主義：雖然被迫害，卻仍努力投入政治、社區、經濟、文化等範疇。 
 
六、寂靜主義：勇敢地傳道、安靜中存活、謙卑地聆聽、親身的見證是美德。 
 
七、逐漸僵化：堅持成為一個活潑及徹底的更新運動，拒絕被動及時代同化。 
 
問題：如果要你投入在一個這樣的群體中，你可以怎樣去委身及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