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恩運動史(五)約翰衛斯理與大復興 

宗教改革的貢獻，是基督教擺脫一千多年來受大公教會的控制，而回歸到信仰的

本質，回歸聖經，回歸真理。帶領宗教改革的，多半是神學家，如英國的威克里

夫〔1320-1384〕、捷克的約翰胡司〔1369~1415〕、德國的馬丁路德〔1483-1546〕、

瑞士的慈運理〔1484-1531〕和加爾文〔1509-1564〕，他們是神學院的教授或是

聖經教師，他們都是本著聖經來反對天主教的許多錯誤。他們以經院哲學的思維

方式來闡明聖經真理，但由於各人對聖經的領受有所不同，因而產生不同的教義

與神學觀點，這些宗教改革者的觀念也不是都完全一致，至今還有一些神學論爭

尚未平息。又因他們過於強調信仰上的教義，而避諱說到主觀的屬靈經歷，因此，

在靈性的追求上顯得枯乾。宗教改革之後，過了約兩百年，由約翰衛斯理帶來的

大復興運動，使得教會不僅恢復聖經真理，也在屬靈生命的更新上，產生明顯的

果效。從歷史的軌跡來看，衛斯理繼承了宗教改革、清教徒、敬虔主義的腳蹤，

並開啟了後世的聖潔運動、靈恩運動，可說是教會史上承先啟後的人物。 

 

一. 復興的前夕 

1. 天主教的改革：1517 年宗教改革之後，天主教經過反省，在屬靈上有很大的

進步，在天主教中興起許多聖徒，他們追求內在生命，在教會歷史中被稱為

奧祕派。他們致力追求內在的靈命，在日常生活中操練敬虔。在西班牙，有

羅耀拉〔1491-1556〕、大德蘭〔1515-1582〕、十架約翰〔1542-1591〕。在法國，

有勞倫斯〔1605-1691〕和蓋恩夫人〔1648~1717〕等，有些雖然受天主教的

逼迫，但仍留在天主教裡。因信稱義是在更正教裡恢復的；但對屬靈生命的

認識，有些卻是在天主教裡恢復的。他們注重內在與神交通。雖然歷史沒有

留下多少記載，似乎被隱藏，但他們的著作對後來的基督教產生重大的影響。 

2. 敬虔運動：施本爾〔1635-1705〕被稱為敬虔主義之父，屬於德國路德教派。

那時路德派教會已被「死的道理」充滿，教會只強調如何保守教義的純正及

如何防備偏離路德派教義，既不能感動人，也不叫人信主，更不能勉勵信徒

過有見證的生活。只要求信徒知道信仰問答、參加聚會、聽教義式的講道、

參加聖禮。他們不參與教會事奉，也從不提及基督徒靈命成長或屬靈經歷。

施本爾在這種宗教氣氛下長大，但年輕時，他讀了德國奧秘派亞仁特的書：

「真基督教」，後來又讀了清教徒著作。1666 年，他成為牧師，在家中聚集

信徒，他們一起讀經、禱告，以及討論上週日施本爾的講道。這種小聚會的

目的在栽培信徒進入更深的靈命。這種聚會後來被稱為「敬虔小會」；因此，

在路德派教會中所開始的新運動就稱為「敬虔主義」。 

3. 莫拉維亞弟兄會：推展敬虔運動最重要的人是親岑多夫，他受敬虔主義薰陶，

渴慕聖經真理，力求活出聖經所要求的簡樸生活，對傳福音滿有熱忱。後來

他帶領莫拉維亞弟兄會過基督徒社群的生活，透過工作、讀經、禱告，操練

敬虔。他宣揚敬虔生活操練的重要，四處建立追求敬虔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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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國大復興〔循理會運動〕 

英國的復興是衛斯理兄弟領導的循理會〔循道會〕運動，後來被稱為衛理公會。 

1.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約翰的父親是聖公會〔英國國教〕的

牧師，自幼在母親的調教之下，敬虔愛主，從小就把自己奉獻，為主所用。 

a. 約翰 17 歲進牛津大學，他受本仁約翰、金培士、威廉勞的著作所影響，

嚮往過聖潔的生活。他在學校表現優異，碩士畢業後擔任講師，25 歲時

被按立為牧師。他與弟弟查理在學校組織聖潔會，領導團員實行紀律的

禁食、禱告、研讀屬靈書籍，他們也作濟貧和探訪獄中犯人的福音工作。

因他們過循規蹈矩的生活，凡事講求條理，就被人稱為「循理會」。 

b. 1735 年，衛斯理兄弟感到神的呼召，毅然離開牛津，遠赴美洲作宣教士。

在船上他們遇見莫拉維亞弟兄會信徒，他們生命的見證，屬靈的經歷，

面對暴風時的信心和平安，都給約翰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喬治亞州

努力工作兩年，卻不見什麼果效，且受中傷和排擠，灰心之餘相繼返國。 

c. 約翰回到英國之後，認識了一些莫拉維亞弟兄會信徒。1738 年，在一次

聚會中，約翰聽到有人誦讀路德《羅馬書注釋》的序言。他深受震撼，

神的靈在他心中工作，使他真實體會基督救恩的確據。他滿懷興奮地與

查理分享，而查理也在病中經歷同樣得救的確據。這次經歷之後不久，

約翰便前往德國，拜訪親岑多夫，與莫拉維亞弟兄同住一段時候，體驗

操練敬虔的生活。從此他生命的方向都改變過來，滿懷信心傳講福音。 

2. 英國大復興：衛斯理兄弟二人得到復興之後，信心更加堅定，在講道中強調

只要信靠基督，不是倚靠自己的行為和功勞才能使罪人蒙恩得救。他們四處

傳道，但很多的教會卻將他們拒之門外，對他們充滿感情的講道不太歡迎。

他們只好到教會以外的小組講道。1739 年，懷特菲德從美洲回到英國，說到

他在美洲露天佈道的經驗。於是約翰開始巡迴露天佈道，他所到之處，信徒

大得復興，帶領多人歸主。52 年來，他的腳蹤踏遍英國每個角落，尤其在各

城鎮、礦區，和新興工業區，共旅行了二萬五千哩。在他一生中，講道超過

四萬次。他帶領的復興運動震撼了英倫三島，使他成為英國一位家喻戶曉的

人物。他在屬靈方面的影響力，綿延數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 

3. 組織信徒：約翰不但擅長佈道，更有組織的恩賜。他沒有脫離英國聖公會，

卻很靈活、很有秩序、很有方法地把追隨他的人分成大小不同的團體組織，

團體的成員互相扶持激勵，並操練敬虔。對於不渴求屬靈操練的人，約翰以

嚴厲待他們，甚至將他們逐出團契，以維持團契的屬靈素質。約翰去世後，

他的信徒便脫離英國聖公會，自成獨立的教會團體，在美國獲得良好的發展。 

4. 宣教與關懷：因約翰衛斯理的復興工作，使本來冷漠的知識分子及那些迷惘

失意、對神也失去信心的勞工階級，突然掌握到生命的方向，有清晰的委身

對象。人們也開始關心社會中的弱勢團體，在英國國會推動廢除奴隸制度的

威伯福斯，就是循理會的信徒。約翰對傳福音的熱誠也感染後來的基督徒，

傳福音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因而成為後來普世宣教運動的基礎。 



三. 靈恩的經歷 

衛斯理的屬靈經歷是受敬虔主義的影響，莫拉維亞弟兄會的伯勒爾傳講三點信息

打動衛斯理：1) 因信稱義，2) 得救的確據，3) 勝過一切罪的把握。他認為是與

聖經，並且和許多見證人的經驗相吻合，從此開始傳講這道理，就是成聖的信息。 

1. 內心的溫暖：1738 年 5 月 24 日，衛斯理在聚會中聽到有人宣讀馬丁路德的

羅馬書註釋序言：「因著人對基督的信心，神將動工改變人心」。他覺得內心

「莫名其妙的溫暖起來」，他終於得這三樣信仰的內在確據：1) 因信稱義，

2) 得救的確據，3) 勝過罪權勢的把握。這個得救的經歷影響了他的一生，

就如馬丁路德經歷到的「因信稱義」，是他在神學院教書時才得著的。衛斯理

自幼就敬虔愛主，盡心事奉，他也擔任牧師多年，直到這時他才真正的重生。

由這經歷而生出熱心，帶出事奉的能力，帶下復興的浪潮。 

2. 特殊的經歷：他去德國拜訪莫拉維亞弟兄會，被信徒的生活表現所吸引，便

更加強烈追求「全然成聖」。1939 年，在一次通宵禱告會中，聖靈超自然的

能力降在他和他的朋友們身上。他的日記寫著：「清晨三點左右，當我們仍然

在持續禱告的時候，神超自然的能力令人驚奇地降在我們身上，許多人因著

滿溢的喜樂而哭喊，另外有許多人倒在地上，當我們稍微從全能之神奇妙可

畏的面前轉醒過來時，我們異口同聲地喊著：『讚美神！惟有基督是主！』」。 

3. 聚會的現象：衛斯理帶的聚會中，聖靈藉著醫治、使人得釋放來印証祂自己

的話，其中充滿了呻吟、顫抖、喜笑、哭泣等現象。衛斯理的日記記錄了在

新門的聚會情形：「人們馬上一個接一個地倒在地上，如同被雷擊打一般東倒

西歪。新門充滿著人們因著神的話語，心中如同被撕裂的喊叫聲。」 

4. 深入社會中：衛斯理所追求的成聖，不是只求個人的聖潔和完全，偏重靈性

追求，離群索居，與世隔絕，而是使人擁有「完全的愛」：對上帝和對人的愛

和「內在之罪的根除」，並且從此以後還要深入到社會的基層群眾去服事別人。 

 

四. 成聖的工夫 

約翰衛斯理認為「整個成聖」的工夫，基本上是人對神和對別人的愛，因此成聖

就是神無限大能的愛，在有限的信徒身上彰顯的過程；所以成聖不是一種「絕對

完全靜態的狀況」，而是一種不斷向前推進的動態狀況。約翰衛斯理強調信徒與

天父之間那種喜樂又個人的關係必須落實於人對上帝的敬拜，和人對人的愛。 

1. 愛失喪人：在傳福音時「把基督給世上所有失喪的人」。 

2. 愛貧窮人：社會關懷，為孤兒、寡婦預備食、衣、住之用，提供醫療和教育。 

3. 愛初信者：訓練他們成為門徒，藉著小組牧養；並為初信者預備聖詩與屬靈

書籍、研經材料、禱文、單張、兒童禱文、詩歌；出版成年人屬靈的作品。 

4. 愛基督徒：彼此相愛，真誠地放下偏見，為福音齊心努力，彼此合作，為要

得著失喪之人的靈魂，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5. 愛全世界：他能說︰「全世界就是我的教區」。他去過美國的喬治亞、德國、

英國威爾斯、愛爾蘭和蘇格蘭。後來又差遣循理會的宣教士去北美洲工作。 



五. 神學的立場 

衛斯理的神學立場受幾方面影響：原有的英國國教的天主教神學觀、馬丁路德的

因信稱義，惟獨聖經是最高權威，莫拉維亞敬虔派，加上個人的追求屬靈生命的

經歷與對聖經的認識。發展出神人合作的成聖神學觀，是動態的恩典觀，成聖的

過程就是救恩的進階：1) 預設恩典，2) 悔改，3) 稱義，4) 重生，5) 成聖之路，

6) 完全成聖。一般人通常把他當作亞米念派，因他辦過亞米念雜誌，用亞米念

來包括不贊成改革宗墮落前預定論〔極端預定論〕的神學立場。 

1. 動態恩典觀：衛斯理提出了動態的恩典觀，認為人的救贖意味著一種人內在

靈魂的醫治，是一種不斷持續的醫治，是動態地不斷地保持呼吸聖靈的能力，

才能持續地更新在人裡頭神的形象。衛斯理的成聖觀與加爾文、馬丁路德的

成聖觀不同，馬丁路德認為人在世時，不可能達到完全，他說：「基督徒同時

是罪人，也同時是義人。」但衛斯理認為基督徒在世時有可能達到完全的地

步，成聖是基督徒重生後，第二次的蒙恩。因著基督徒的渴慕追求，完全的

奉獻，單純的信心，以及聖靈的充滿，便可以除盡罪性，充滿神完全的愛，

是今生可以達到的境界，是瞬間完成的恩典，這是衛斯理在神學上與加爾文

主義不同之處。他強調人的追求與人的責任，成為今天循理會的特色。 

2. 第二重祝福：衛斯理強調「因信稱義」之後的「第二重祝福〔完全成聖〕」，

也就是基督徒的完全和聖潔；這並不是表示信主之後完全無罪，而是指可以

不喜歡犯罪、對犯罪不再有慾望，且透過徹底的悔改除去一切的罪，將自己

敞開，被神的愛充滿〔是一種完全的愛，愛神又愛人的生活實踐〕，進而打破

罪惡的權勢，在生活上分別為聖，活出完全與聖潔。「第二重祝福」這個觀念

影響後來「聖潔運動」與「靈恩運動」，他們把「受聖靈的火洗而潔淨」，與

「聖靈充滿」都視為「第二重祝福」。而這也是加爾文主義者所反對的。 

3. 成聖的過程：衛斯理說：「我們對上帝的敬拜，不同於異教徒與掛名的基督徒，

乃是用心靈與真理敬拜，基督教三項教義：1) 原罪，2) 因信稱義，3) 成聖，

是我們必須遵守的，也是基督教的三個層次：1) 門外，2) 門檻，3) 室內。

這項恩典猶如房屋的前廊，任何人都可以前來。但是要進到房屋裡面，還是

要經過稱義這個門檻。進了門檻還有許多的工作，要經過成聖的過程，方能

生活得更好。」衛斯理看重聖靈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因此看重聖靈的工作。 

 

結論 

衛斯理後來被稱為「五旬節的鼻祖」，因為五旬節靈恩運動吸收了他的聖靈觀與

成聖觀，他認為重生只是聖靈第一次恩典的工作，尚未完全，基督徒需要進一步

經歷所謂第二次恩典的工作。這第二次恩典的工作可以讓聖靈在信徒個人身上作

完全的工作。五旬節信仰借用這個兩階段的架構〔重生得救到進入完全成聖〕，

強調基督徒不但要重生得救，且要有聖靈充滿的經驗，並用聖靈充滿來代替完全

成聖。雖然受經哲學影響的傳統教會不接受這些觀念，並多方攻擊，但是聖靈藉

他們所做的復興工作卻是有目共睹，因為神的道和作為是不被人的神學所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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