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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时代的教会与宣教 

安 平 

 

2019 年，5G 成为热点中的热点。虽然到目前为止，人们对 5G 即将带来的改变还不能清楚
的描绘，但是大趋势是可以基本看到的。虚拟实境、增强实境、全息投射、自动驾驶会进
入实际应用，AI、深度学习突飞猛进，人类将进入物联网时代。这对于传播而言，影响也
将直接而重大。智能手机将不再是新媒体的主要平台，或许将更成为导引和连接其他平台
的遥控器，或像音响、眼镜、手表等其中一种。可想而知，相关个人的数据信息更会几十
倍百倍增长，或许对这些数据的控制权也正是当今各国政府围绕 5G 展开大战所争夺的真
正关键。而笔者认为，5G 对于教会与宣教也将会带来重要的影响，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
讨。 

传播与 5G 

500 年前，印刷术的发展使宗教改革从技术上成为可能。人类也因此进入文字传播下理性
思考的时代。基督教也开始更多系统化的教义研究，宏观的神学讨论。有人说“阅读走脑，
广播走心”，如果说理性思考是文字时代的标志的话，那么情感交流则是广播的鲜明特色，
阅读圣经和收听圣经则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而电视、电影的视频传播则作为集合了文本、
音乐和画面的综合艺术，则给观众带来更为直观的体验。到了互联网时代，受众的自主选
择性和互动性大大加强，而当进入以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时代，我们
都已经觉察到阅读变得日趋碎片化、图像化、影音化、游戏化。5G 的发展可能将带来另
一个突破点，对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改变。 
如前所述，5G 将会使很多新的媒体和通讯技术进入民用阶段，也会进入到物联网时代。
人们可能会脱离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来获取和交流信息。从传播的角度来讲，我将其成为
“新新媒体”时代。就是对新媒体的又一次的颠覆性发展。可以想见的是，人们将会更多
透过“产品体验”来认知世界。这种“产品”集合文本与视听的艺术创作，以虚拟与现实
叠加的技术手段，凭借对用户生活模式的数据性深刻了解，使用户体验 不仅“身临其
境”，而且“感同身受”，从而深刻影响决定用户的判断及行为。用户与产品之间的相互
塑造更加明显。产品生产者的价值观、道德水平也就更加重要。所谓媒体或科技更加不中
性化、不工具化。从教会和宣教的角度上讲，人们将会从理性思辨到更多透过“产品体验”
来认知福音。而我们能不能生产出优秀的 “福音产品”呢？这对 5G 时代的教会和机构将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教会即媒体 

华人教会对新媒体事工或者说对媒体宣教一直以来都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第一种是
保守派，对媒体基本抱持负面的态度，认为即便有些效果，也很有限，弊大于利，不如不
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第二种是 常见的工具派，认为媒体
是中性的工具，无所谓好坏，“管它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第三种是辩证派。
认为媒体于教会有好处也有坏处。 既不能用其好处否定其负面影响，也能用其不好之处
否定其好的地方… … 各派都有一定道理，也有实例举证，但不管哪一派，基本上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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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宣教是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事，教会可以支持，但能参与的地方有限；自己教会要
不要搞新媒体事工，则要看教会里面有没有搞 IT 或者学新闻的人才。其实，这正是对新
媒体的误解和认识不足所在。也正因如此，华人媒体事工一向开展有限，也没有形成足够
的影响力。 
新媒体对当今社会和新一代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谈。如果说 4G 使得“人人即
媒体，”那么 5G 就会使“万物即媒体”。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同时每个人就是
信息。正如我们所效法的基督既是信息本身，也是信息的传播形式。这种观念的改变带给
我们对媒体宣教事工的一个全新的、回归本质的认识：基督徒即媒体、教会即媒体。媒体
是教会的天然属性，也是教会的功能体现。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教会是世界上 大的
媒体机构！教会需要特别重视、了解这一属性，在观念转变的基础上，重新检视定位自己
的各项事工。 
新媒体更使每个信徒都成为宣教士。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遍使用，朋友圈更真实地反映出
人们的关注、爱好、性格特征，乃至生命质量。我们所发的每一张照片，更新的每一个动
态，甚至每一则转发，每一个点赞都描绘出我们的生活和价值观。新媒体提供了别人认识
我们，我们认识自己的一种令人无处遁形的“上帝视角”。每个信徒都需要有宣教士的心
态和心志，以及必要的训练和装备。新媒体也为基督徒打开了向非信徒亲友同学，乃至陌
生人分享福音的宽广空间。 每一位基督徒都应领受时代的呼召，道成肉身在新媒体，以
生命影响生命。卫斯理曾说过: “这世界乃是我的牧场！”过去，牧场 PARISH 代表的是
基督徒和教会对所在社区的一种属灵责任；今天，朋友圈就是你我的牧场，宣教要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 
 

走进公共 

新媒体不但激活了教会的媒体性，也激活了教会的公共性。新媒体的应用使基督教传播扩
展到了巨大的公共空间，使教会在话语权的层面上，可以进入主流，发挥更为广泛的影响
力。 同时，教会内部的事物也很容易并被拿到公共空间讨论，引发社会关注，特别是一
些负面事件。教会则必须积极探索新媒体时代与社会的对话与沟通模式。否则就很容易就
丧失了新媒体所带来的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对自身事务、身份、理念和信仰
的解释权拱手相让，甚至让异端乘虚而入，影响败坏基督教的社会观感和形象，使福音的
土壤更加坚硬。牧者长执需要学习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教会的 PR（Public 
Relations），也需要教导信徒如何在多元社会的公共空间里，分享信仰，对话沟通，见
证信仰。 
2014 年 12 月，我在《颠覆·重生·回归：新媒体时代的福音传播》一文中提出“基督教
的公共传播”这一概念。在 2016 年 1 月的话语论坛上，我发表了《调适·平衡·见证：
当代基督教的公共传播》一文。对时代背景、其上的公共神学、定义特征、内容方向和策
略，以及指导原则等做了相对详细的阐述。认为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就是在各样的社会环
境和公共语境中，主动调适，积极回应社会有感需求，精准把握尺度禁忌，以高度处境化
的形式传扬真理，见证基督，荣耀上帝。其传播对象是公共，既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
督徒；面向包括教会在内的整个社会。基督教的公共传播是传统教会传播面对新媒体兴起
所带来生态改变的一种必然回应，是福音预工、文化宣教在当今时代的发展，是公共神学
重要的应用和体现。 

 



 3 

深入处境 

一般而言，“处境化”是指使福音和教会尽可能符合既定文化处境的过程。我们生活在特
定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与宗教的时空处境, 基督教的传播和学术研究、神学教育、
讲道崇拜等等一样，也必须适切处境。在新媒体时代，只有“高度处境化”的传播才能带
来 有效的传播。“高度处境化”体现在内容处境化、传播处境化、技术处境化和文化处
境化四个方面。 
 “高度处境化”既是针对受众群体的文化处境，也要针对个体受众的具体处境；需要传
播者自身不仅生产提供优质的内容，也要掌握传播工具和技术，更要对所在社会文化环境
非常熟悉，不断思考学习，培养谦卑包容、调适平衡、积极超越、道成肉身的精神。 
高度处境化的传播重视传播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整体性和相关性。正如我们认同基督教传播
“内容为王”的表述，但要真正“为王”，则需要有领土，有人民，需要有效的治理和外
交，才能真正为王。同样道理，好的内容需要有受众，有平台，有与社会的对话能力，并
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畅通有效的传播，方能更新生命和文化，形成真正的属灵影响力。“高
度处境化”体现在内容处境化、传播处境化、技术处境化和文化处境化四个方面。简单地
说，高度处境化的传播就是要在对的时间，向对的人，说对的话，达到对的效果。 
同时我们也要谨记，基督教传播“高度处境化”不是目的而是策略；不是“迁就”而是
“俯就”；不是“迎合”而是“调适”；不是“效法世界”而是“效法基督”；不是“讨
人喜悦”而是“荣神益人”。所有的事工和策略, 都需要并 终仰赖圣灵的工作和指引。 
 

都在一条船上 

2018 年，我们对主内的优秀的微信公号了一次调查跟分析，总结出来，新媒体传播需有
三个成功的要素：第一个是神学语言，要有适当的、优秀的神学语言，特别体现在可以面
对每天实际生活的公共神学。第二个，要有适当的、优秀的形式语言，就是说你的内容要
好，表达也必须漂亮，设计必须吸引人，必须时尚才行。还有一个是社会语言。换句话说，
你的内容必须要是他所关心的，中国大陆叫「接地气」（down-to-earth），你要跟他的
生活相关，说他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也就是“高度处境化。” 
2018 年 8 月出现了一个可能是微信公众号传播上前无古人，可能也会后无来者的案例。
基督徒律师张凯，对当时众人都所关注的假疫苗的事件，写了一篇文章叫“都在一条船
上”，创造了新媒体传播的一个记录：在 17 个小时中，这篇文章获得了超过 1000 万的阅
读，和 140 万人民币的打赏。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有生命的，高度处境
化的传播。这件事情其实对基督教传播也有一个启发，就是说其实公共性，不仅仅是所谓
的公共性，也应该是有位格的公共性。特别是在新媒体上，需要的是有血有肉，不是血气；
也需要有情有义，不只是情怀；而是真实的、有生命的，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的表达。新
媒体强调公共性，同时也有强烈的位格性，是有位格的公共性。 
基督教的公共传播需要相应的神学支撑和指导，有什么样的公共神学，就有什么样的公共
传播。基督教的公共传播没有公共神学，或者说把公共神学意识形态化的时候，就会带来
社会的混乱和分裂。不但没有积极的影响，反而会有负面的影响，也会带来教会内部的混
乱和割裂，使人们以标签来代替思考。教会的领袖、神学院、智库，还有学者需要特别的
关注，也特别的需要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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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币驱逐良币 

新媒体激活了教会的公共性，教会作为群体的基督徒是无法隐藏的，当然，新媒体时代，
现在作为个体的基督徒也是无法隐藏的。我们如果不重视教会的公共性的话，其实就是对
教会宣教使命本身的认识不够。不重视公共性，基督徒在新媒体的表现上就缺乏公共的意
识，也缺乏公共的关怀，更不会有公共的语言。如此，基督徒在新媒体上的表现，整体呈
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2017 年我们对中国基督徒微信公众号做了一个大数据调查，发现短短的五年时间，基督
徒的微信公众号从无到有，现今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很大一部分是行销号，乱七八
糟、耸人听闻的东西成为主流，成为了人们日常吸收的养分。反倒把信仰比较纯正的这些
公号挤到了一边，劣币驱逐了良币。 
这也正是新媒体给教会和基督教传播带来的巨大挑战。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使从过去的资
源匮乏变为如今的过剩。 但其中很多信息良莠不齐、来源不明，受众难以判断。人的阅
读时间和吸收能力有限，吃了太多的垃圾食物，再美的大餐也没有了胃口。新媒体稀释了
有公信力的媒体机构的影响力，而自媒体的大量兴起,，跳过了编辑专业的审核，品质难
以把握。特别是朋友圈取代权威媒体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人们关注的不仅是信
息传播的速度与内容，更是传播者的态度与观点；不只是传播者的专业水平，而是其风格
特质。新媒体也带来同温层效应，人们很容易重感受轻反思，重立场而轻事实。而因著作
者神学理念甚至政治观点的不同，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导致促使人们只以立场好恶决
定判断，罔顾真相，“假消息”满天飞，拉低群体智商，破坏社会观感，甚至造成分裂和
对立。对彼此并 终对我们共同的信仰造成伤害。 
 

第四次工业革命 

新媒体的这些特质，恰恰反映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性特质：颠覆。第四次工业革命冲
击 大的就是传统的、实体性质的、权威型组织机构。教会可谓首当其冲。5G 的到来是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大突破，又会使新媒体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持守真道、
尊重传统的同时，我们需要有神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思考和响应；教会乃至宣教的一些
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都必须改变更新。特别是在大多数华人社会, 教会还处在
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很多社会环境中还仍然被误解、歧视，甚至被敌视、逼迫。同时，基
督教在华人社会生根时日尚浅，真正本土化的神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等远未形成，优秀的
资源匮乏，新媒体则提供了整合的机遇和可能。 
另一方面，我发现其实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核心理念和基督教的思想非常接近或相似。
比如“物联网”形象地体现了“万事互相效力”，“共享经济”则可以说是“凡物共用”
的绝佳实践。“人人皆媒体”对应“信徒皆祭司”，“万物皆媒体”岂非“诸天诉说神的
荣耀”？！以新媒体为例，新媒体时代所强调的互联网思维的核心特征是 Online 2 
Offline，即所谓的 O2O。O2O 不单是指从线上到线下，更是指连接与融合。对于福音传播
而言，“连接”其实就是生命影响生命。这是传播的本质、更是福音传播的本质。而人类
史上 伟大、 成功、 能体现传播本质的新媒体传播案例， 动人也是 有效、 值得
我们效法的传播模式就是：道成肉身。基督从天上降卑到人间，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恢
复连接，不就是 经典的 O2O 吗？ 
 
 



 5 

道成肉身的启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 
3:16)  神为我们示范了 动人也是 有效、 值得我们效法的传播模式: 道成肉身。正
如加尔文所言：“以人的思维人决无法理解上帝。但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就调适自己来
俯就我们，祂以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启示自己，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自己 好、 完美的
彰显。” 
今天当 5G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再从这个意义上思考，更体会“道成肉身”实在是一个
奇妙的启示。 约翰没有用其他的哲学观念或者是用抽象的概念来呈现，而是用了能够彼
此交流思想传播的一个媒体“logos”来表达、刻画耶稣和人建立关系的事实。 “道”作
为精神的、抽象的存在，竟然变成了一个客观的肉体。“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
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之后又升天，圣灵作保惠师，使线上与线下结合，虚拟与现
实迭加。福音是宣教的内容核心，也是传播模式；不只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道理或思想，本
身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有“售后”，有互动的“产品”！ 
新媒体激活了教会的公共性和媒体性，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
方式。 同时对宣教学、教会论和基督教哲学提出了挑战。 而“道成肉身”则给予了 好
的答案和 美的诠释。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教会、宣教机构和每个基督徒仍然且必须可
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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