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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會歷史看傳統與靈恩            神召神學院劉慈梧牧師 

歷史，乃是「祂的故事」（His Story），上帝是掌管歷史的上帝，人類的歷史不單是講述跟人有

關的事蹟，更應思想在歷史的進展中，那位主導歷史發展的神，因為歷史的發展往往超過人所能

預料的，所以在研究靈恩歷史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帶著謙卑的態度去探索它。「至高者在人的國中

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但 4:32），無論是亞述、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到羅馬帝國，

歷史總是朝向神所要它去的地方，因此基督徒的歷史觀不是以人本主義為中心的歷史觀，乃是以

這位宇宙真神為主宰、為中心來看人類的歷史，這樣歷史就不是無意義的，乃是神從古至今，甚

至到永世整個過程中一切作為的啟示，換句話說祂不斷參與在人類的歷史中，並且樂意與人類共

同創造歷史和寫歷史，研究教會歷史更可以看見這種過程的發生，因此真正寫五旬節信仰歷史的

那一位，不是任何歷史學家，而是這位三位一體的真神，祂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也是教會這個

新人類社群的建立者。 

教會歷史定義 

我們所謂的教會歷史是專門指耶穌以後的教會歷史所以又稱為基督教會歷史，教會的歷史也

是救恩的歷史，是上帝的信實不斷展現的歷史。2000 年來教會的驚人成長。可以用主的兩個比喻

將基督教會的性質以及特點描寫的很清楚：1. 領域的擴張，如芥菜種的比喻（太 13：31-32）這是

數量的增加。2. 革新社會強大的屬靈能力，如：麵酵的比喻（太 13：33）這是本質的改變。 

教會歷史分法 

1）通史：全體的教會歷史（1-20 世紀），中文本有華爾克(Williston Walker)著的《基督教會史》、

谷勒本(Lars P. Qualben)著的《教會歷史》等。 

2）斷代史：初代教會史(Early，1-4 世紀)、中世紀教會史(Medieval & Renaissance，5-16 世紀)、宗教

改革時期教會史(Reformation & Post-Reformation，16-18 世紀)、現代教會史(Modern，18-20 世紀)。 

3）專門史：教義史、教派史（神召會、循理會1、門諾會等）、殉道史、宣教史、地方堂會史

等。 

4）國別教會史：例如中國教會發展史、美國教會歷史、英國教會歷史、其它國家教會發展史。 

歷史的兩種極端現象 

今天許多的教會（包含教會歷史）不斷在極端的靈恩（charismatic，原意是恩賜）和極端

的基要福音派（反對靈恩）中間擺盪，靈恩教會評論基要福音派教會太過保守，以致死氣沉

沉沒有活力，基要福音派教會評論靈恩教會太過吵鬧沒有屬靈深度2，甚至於有人認為今天所

                                                 
1 衛理宗，又稱循道宗或監理宗。美國衛斯理宗是脫離聖公會而組成獨立的教會。其後教會分為美以美會、監理

會、美普會、循理會和聖教會等。於 1939 年，美以美會、監理會和美普會合併成現今的衛理公會。美以美會於

1908 年分出拿撒勒人會。 
2 朱植森，〈靈恩問題—分裂的危機〉，台北《國度復興報》第二期，二○○二年五月 26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85%AC%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4%BB%A5%E7%BE%8E%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91%E7%90%86%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91%E7%90%86%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99%AE%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A%E7%90%86%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6%E6%95%99%E6%9C%83&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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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神蹟奇事的恩賜已經停止了3，因為那是初代教會新約聖經尚未形成以前所需要的而已，

但事實上神蹟至今仍活躍地顯明在教會裡，例如癌症的人得醫治、已死的人得復活、生活中

的困境因著神的介入和祝福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由絕望變成希望，神的作為和聖靈的

工作仍是我們可以隨時經驗的。 

當然從教會歷史來看，對於聖經的解釋不就是在極端的字面意義與極端的屬靈意義之間

有所爭論，這是因為對經文不同的經歷和解釋，會帶來不同的神學觀，同樣，不同的屬靈經

驗，也會帶來不同的屬靈觀（就像觀看一個杯子，有裡外的不同、角度的不同、解讀的不同，

但卻是同一個杯子，神學的看法也是如此，有人從神的主權來看救恩，有人從人的自由意志

來看救恩，雖然角度不同，但同樣都是領受蒙恩得救的事實），因此在探討靈恩歷史的意義和

未來展望時，我們必須儘量以平衡的角度來面對彼此的不同，以學習彼此的長處，也就是在

運用恩賜的同時也必須好好的教導恩賜的意義、目的，也就是說我們看重「聖靈恩賜」的同

時也必須「教導真理」，如同聖經學者楊牧谷在《狂飆後的微聲：靈恩與事奉》所提到的4「聖

經認可的神蹟均是一個途徑，它本身永遠不是目的，神蹟的目的是啟示」、「神蹟是用一種容

易明白以及具體的途徑，叫人明白屬於上帝的事情。」。 

靈恩派的教會需要謙卑的學習傳統福音派對真理紮根的看重，傳統的福音派教會也應當

對靈恩採取更開放尺度的態度，彼此互相學習、互相欣賞，當教會有這樣認知以後，所謂的

傳統與靈恩才能對話，才能談合一與未來展望。 

運用屬靈恩賜 

聖經告訴我們應用屬靈恩賜的意思就是基督的各肢體要按它們所得到的功能或目的加以發揮

作用，但是我們知道有某些信徒在運用屬靈恩賜的時候會讓我們感到混亂的情形，特別類似哥林

多教會的情況，有時他們是以『自私』和『缺乏愛心』的動機來使用恩賜，這樣就容易造成彼此

對立。沒有愛的屬靈恩賜就像鳴的鑼、響的鈸一樣，讓人覺得刺耳和不舒服，這或許也是福音派

對靈恩派反感的原因之一，因為靈恩派有時會不經意的流露出屬靈的驕傲。因此，每一個信徒的

責任是要(1)按著各人所得的恩賜善加運用，和(2)以愛作為使用屬靈恩賜的最高原則，"愛"是有

效的運用屬靈恩賜的關鍵。離開了愛，屬靈恩賜就無法達成目的。「原來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

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纔有功效（藉著愛心所運作出來的信心才有能力）。」

(加拉太書 5:6) 

加強屬靈恩賜應用的知識（傳統福音派強調知識）是有效運用恩賜（靈恩派）最首要的一步。

我們獲得屬靈的知識和屬靈恩賜的運用是要有所平衡的，這樣教會才會越來越健康，有了健康的

                                                 
3 John F.MacAuthur/趙中輝譯，《從神學觀點看靈恩派》，頁 35-36，本書作者提到：「一旦神的話

完成了，神跡就終止了，神跡奇事不再需要。」，但五旬節信仰不贊成這種看法。  
4 楊牧谷著，《狂飆後的微聲：靈恩與事奉》，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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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教會自然會增長，如果沒有屬靈恩賜在教會中運行，教會就越來越冷淡，聚會越來越形式

化、屬靈知識越來越教條化。 

追求屬靈知識 

或許有人會說屬靈的知識不重要（反智主義），屬靈的經驗才重要，特別在我們華人的傳統

教會裡，過去有一段時間並不是很注重神學教育工作，它們認為神學教育只是一些人的頭腦知識

吧了！讀那些神學家的書有什麼用處呢？只要努力作佈道工作就夠了！但是事實上，讀神學就是

訓練我們擁有更多分辨信仰好壞的能力，幫助我們在信仰上有更多的反省，以免教會走向極端或

走向異端的傾向，第二世紀的孟他奴主義由於高舉預言和啟示的靈恩經驗，超過聖經的地位而被

判為異端。 

我聽聞有些牧師傳道人在講道時很強調個人的屬靈經驗，這是好的，我們應當努力追求屬靈

的經驗，但是在追求屬靈經驗的同時，千萬不能忽略屬靈的知識，比方說有的傳道人說：「聖經

知識不算什麼，重要的是經歷神。」這句話有再商確的必要！聖經知識不算什麼嗎？特別是在一

個教會裡面，無論它擁有多少信徒，若沒有聖經的知識成為引導，教會豈不亂成一團，我們千萬

不能夠用屬靈的追求來取代聖經真理的紮根（有些靈恩派認為基督教的信仰是以經驗為基礎，神

學只是用來解釋經驗的），但我們不要忘了耶穌曾說：「神是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

拜祂。」（約 4:24）。在這裡的『心靈』原文是靈（這裡的靈也可說是聖靈）而『誠實』的原文

就是真理，我們要怎麼來解釋耶穌所說的這句話呢？意思是：上帝是靈，如果有人要敬拜天父上

帝，上帝要求他們要用聖靈（心靈）和真理來敬拜祂。 

聖靈就是真理的靈，所以一個教會除了要追求屬靈的經歷以外，也要追求屬靈的真知識就是

真理。耶穌說：「你們必曉得（知道）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 8:32）今天中國大

陸有一些異端出現就是在這一方面出現問題，就是只追求靈恩，但沒有用真理來平衡，好像一部

車子，它必須有動力系統，車子才會跑，才會前進，但它必須同時也擁有煞車系統，如果沒有煞

車系統來控制車子的速度，或者停下來，那麼這部車子將要面臨可怕的後果，追求靈恩或屬靈的

恩賜，就像車子的動力系統，而屬靈的真知識就是車子的煞車系統，我們看見異端的形成往往都

是缺少了煞車系統，有一些弟兄姊妹信主以後，很熱切追求信仰，但沒有真理的教導，結果信仰

帶來了偏差，最嚴重的結果就是教會的混亂和分裂，但是相反的在教會裡也不能只有煞車系統（對

靈恩有恐懼症）卻無動力系統，若這樣教會就失去了前進的能力，這豈不也是另外一種極端。 

平衡的教導 

 無論是靈恩派教會和傳統福音派教會，若要在真理上有所對話，我們認為應當以：信、望、

愛成為對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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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偏靈恩重感性，有信心的人會看重神國度末日的實現，甚至我們現在就要

經驗全部國度的實現，這是靈恩派所常常強調的。但是太過於極端重視個人屬靈經驗的追

求和預言恩賜的引導，將會忽略在現實生活中「苦難神學」的信仰內涵，就是信仰不單只

有成功的概念，也有苦難的成分。 

2. 望：望的本質是偏向知識的，就是知道神國度已經實現，但將來才可能完全經

驗，以致對上帝大能的作為，例如神蹟奇事和恩賜的運行會趨向保守，當然知識會引發盼

望，有了知識，人才知道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知識的探索，是傳統福音派所看重的。但是

極端的發展就是高舉理性而貶低感性，盼望乃是基於對真理的認識而帶來，「從前所寫的

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 15:4）。 

3. 愛：是上帝的屬性，愛本身不是恩賜，「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

是愛。」（約壹 4:8），愛是事奉的原動力，愛也是事奉平衡的力量，雖有愛但也不能缺

少信心與盼望，信心與盼望有終止的一天（當主耶穌再來時），惟有愛將永遠持續存在，

這是愛的永恆性。以愛來平衡信「你們要切切的求那（些）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

道指示你們。」（林前 12:31），最妙的道就是愛；以愛來平衡望「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

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 8:1），因此若要過一個平衡的基督徒生活，這三種因

素缺一不可！斯托得 (Stott, John R. W.)在《平衡的基督教》中提到教會歷史經常走在鐘擺

的兩端，為了指出異端，反而陷入另一種極端。在書中他舉出幾種不必要的分裂與對立：

理性與感性的對立、保守與激進的對立、形式與自由的對立、佈道事工與社會參與的對立。

現在將以上所論述的圖解如下： 

 

 

 

 

 

 

 

 

 

 

今日靈恩派有部份特色像教會歷史上的「神秘主義」（優點是：重感性、花時間與神親近，

渴慕神的同在，以致帶來靈命的更新，缺點是：重直覺，重經驗，而有反理智、反知識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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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情感上的熱切、禱告上的追求靈恩經驗是值得學習的地方，但同時要避免屬靈驕傲的態度

以致帶來與基要福音派關係的對立和忽視聖經和神學的探討所帶來斷章取義的偏差。當然在某些

基要福音派信仰的團體裡，又讓人感覺冰冷、沉悶、枯乾、太注重知識理論使教會失去活力，類

似中古時期的「經院哲學」（受希臘哲學亞里斯多德所影響的神學，重分析與邏輯推理，神秘主

義的出現就是用來平衡經院哲學），另外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宗派主義」教條化的抬頭5，又

有一股反動的勢力興起，那就是敬虔主義的產生。 

十八世紀摩拉維亞大復興（Pietism敬虔主義，強調敬虔生活，十七、八世紀敬虔主義平衡了宗

派主義）的主角辛臣鐸夫（Zinzendorf）接納一些波希米亞（中歐古地名，位於現捷克共和國中西

部地區）逃來的難民，當大家住在一起的時候，問題就來了，因為長老會、浸信會、信義會各種

宗派都有，結果在聚會時就引起一些紛爭（如聚會的方式、敬拜的方式、受洗的方式、領聖餐的

方式都不同），這時辛臣鐸夫講了三句話就擺平了這種現象：在基要的事上一定要一致（In things 

essential,unity，只有一本聖經、一位救主、一個十字架、一種救法，這是屬於信仰核心的問題，不

能妥協）、在非基要的事，大家要有自由（In things unessential,liberty，如受浸的方式、聖餐的方式、

聚會方式、敬拜方式，這是屬於文化層面的問題，卻不是屬於信仰核心的問題）、在每一樣的事上

要以愛心對待（In all things, charity）。今日或許在面對五旬節靈恩運動與傳統福音派紛擾的問題

上，需要常常以這三句名言來協調，深信教會的主－我們的耶穌基督，祂也是賞賜恩典（提供能

力給我們）、恩賜（使我們彼此服事）和恩言（彼此安慰勸勉）的主，所以祂必能在教會徬徨無助

的時候，伸出祂大能的手引導祂的教會，使教會從疑惑中迎向肯定、從紛爭中邁向合一！ 

 

靈命與靈恩平衡的基督徒 

經文根據：約翰福音六、十五章；林前十三章、林前十二章（九種）、十四章、羅十二章 5-8 

加拉太書五 22（九種）；彼前四 7-9、彼前四 10-11 

靈命（真理、祈禱）＋靈恩（屬靈恩賜的發揮）＋正確方法（小組、分層負責6）＝倍增又健康的教會 

靈命與靈恩不只各有九種範疇，以下針對以加拉太書五 22 與哥林多前書十二 4-11 以圖例說明。 

 

                                                 
5 參蔡麗貞著，《主流與非主流》，台北：雅歌出版社，2001 年，頁 41-49。 
6 耶穌行五餅二魚的神蹟是個典型有靈恩（餵飽五千人）又有好方法（眾人一幫一幫、一排一排，可六 37-44）下成

功完成一個事件的例子，另外；摩西的岳父葉忒羅建議分層授權負責（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十夫長）的方

法亦是（出十八 13-2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C%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5%85%8B%E5%85%B1%E5%92%8C%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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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恩與靈命的四種教會模式 

        靈     恩（＋） 

                             
            只渴慕靈恩較不追求靈命         健康教會的模式（追求靈命又渴慕靈恩） 

         （混亂中的教會）                 （增長中的教會） 

 
 
            
             

           ＋  ＋ 
        

    靈    命（－）                                      靈    命（＋） 
 

 

 

不渴慕靈恩亦不追求靈命        只渴慕靈命較不追求靈恩 

                     （萎縮中的教會）              （枯乾中的教會） 

 

        靈     恩（－） 

 

     全人的狀態：靈魂體  

   靈：靈命、敬拜、恩賜、恩膏能力  

 

   魂：思想、意志、情感、人際關係  

 

   體：道德行為、言語、健康、感覺（五官）  

靈 

魂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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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三者的關係是 7：靈會影響心，心會影響身體，反之亦然  

按照上圖誠如《話說雙翼》作者所言8：「如果教會過於強調話語，可能會陷入理性主義或個

人主義，而容易忽略聖靈的作為。相反的，若教會過於強調聖靈的作為，便容易陷入恩賜主義與

神祕主義。」、「教會為了彰顯神—掌管萬物之主不變的話語，必須以真理作裝備，並且隨著聖靈

的引導去完成使命和異象，成長被聖靈充滿，達到均衡的健康教會。」 

復興有三大核心要素：回到聖經、聖靈充滿、聖潔生活，聖潔的生活是全人的狀態，「他必

興旺，我必衰微。」（約 3:30）是成聖生活的過程，那就是我的靈命與主連結（供應的關係），我

的心思被主充滿（取代的關係），我的身體由主管理（從屬的關係），主耶穌的豐盛使我的靈命增

長，主耶穌的能力使我的思想純潔，主耶穌的釘痕使我的身體得贖。 

以下此圖9乃是告知神召會靈恩的立場，是中間偏左，我們對聖靈和方言是開放的，但不是極

端的，我們在追求聖靈充滿和說方言的同時，是以真理來察驗的和以愛作為平衡的。極端（極左）

的靈恩派缺乏真理的察驗，以致容易混亂；而極端的保守基要派（極右）缺乏聖靈的活力與恩賜，

則顯得死氣沉沉，這兩者都不是我們所走的路。 

 

                                                 
7 參林國力著，《若沒有愛》，頁 319。 
8 金聖坤著，《話說雙翼》，台北市：道聲，p.40 
9 此圖由 2017 年劉慈梧牧師上課所授，由神召神學院黃伯彥同學所繪製，在此表示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