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恩運動史(十)靈恩第三波─權能事奉 

1980年代，五旬宗與靈恩教會的信仰與實踐更影響到福音派的教會，一如以往， 

產生了巨大的震盪和神學爭論。魏格納為擺脫五旬節運動負面的歷史包袱，避免

「五旬節運動」」或「靈恩運動」等字眼來稱呼這運動，故稱之為「第三波」。

這時的領袖為溫約翰、韋約翰、和魏格納，主要基地為葡萄園教會及福樂神學院。

當靈恩運動的信仰與經歷遇上福音派的宣教關懷，就產生「權能佈道」的主張。

所以這一波的運動又稱為「神蹟奇事運動」，或「權能佈道運動」，強調聖靈的

權能在佈道事工中的重要，並強調全人醫治、天國拓展，和敬拜更新，其中尤其

重視醫病趕鬼的職事，以天國神學作為神學系統的骨幹。同時，他們對聖靈的洗

有不同的理解，保留了福音派的神學註釋，把「靈浸」介定為悔改重生時已接受

聖靈，因此有別於傳統五旬宗教會的定義，也有別於被聖靈充滿。且認為說方言

只是諸般屬靈恩賜之一，不是必要的，也不是被聖靈充滿的惟一證據。換句話說， 

第三波的神學已從對靈浸的追求，轉移到對聖靈權能與聖靈恩賜的運用，從個人

靈命與事奉的提昇，轉移到教會整體的增長和宣教事工的需要上。第三波的學者

搜集了很多現實經驗與個案，把這些實證資料加以綜合和系統化，把聖經與現實

經驗結合起來，成了很重要的經驗寶庫。第三波影響了後來的靈恩運動，有了較

紮實、溫和、理性的神學基礎，使人對靈恩運動不再有強烈的排斥。 

 

一. 第三波靈恩運動的發展 

1980年代是第三波靈恩運動的發展時期，世界各地都有自發性的第三波運動。

這些運動與國外的宣教士或宣教機構無關，與第一波和第二波的靈恩教會也沒有

任何連繫，但卻繼承靈恩運動中注重和追求屬靈恩賜的影響，發展各自的特色。

古典五旬宗強調靈洗和說方言，但是第三波認為說方言並不是主要的靈恩彰顯的

特徵，甚至可以是不需要的。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把基督徒成聖生活聯繫到各種

「神蹟奇事」，包括先知預言、神蹟醫治、趕鬼、醫治釋放等等。認為今日教會

需要恢復使徒和先知的職分，與各多得著聖靈的能力。 

1. 自發的靈恩：第三波並沒有固定的神學信仰和實踐模式，其人數比第一、二

波人數為少。然而，在巴西卻是例外。雖然五旬宗在巴西具有極大的力量，

但是第三波教會的人數卻超越五旬宗。這些強調靈恩式恩賜和具有本色化特

徵的第三波運 動，在南美洲各大城市形成了很多超大教會，這些教會都是與

國外宣教機構毫無關係的。除了巴西，非洲、南韓、印度、菲律賓、印尼和

日本等，都出現第三波運 動。據 1988年的估計，世界各地的第三波追隨者

有 1,000萬到超過 2,800萬，大部分會眾在獨立的大教會或教會機構之中。 

2. 葡萄園運動：在美國本土，最為人熟知的第三波教會是「葡萄園教會」。基於

這教會的名稱，有些人稱美國本土的第三次靈恩運動為「葡萄園運動」。主要

領袖有温約翰、魏格納、狄積奇、奧的士、德新。葡萄園運動強調所有基督

徒都可藉著禱告，引發先知預言和聖靈醫治的發生。 



3. 多倫多祝福：葡萄園的約翰阿諾牧師帶領的多倫多機場教會，曾經歷喜樂的

復興，稱為多倫多祝福。温約翰不同意這團契在每週六天晚上說預言的聚會

經常出現「神聖的歡笑」和「動物的叫聲」，認為聖經並未記載這些靈恩現象，

希望停止這些不合乎聖經的靈恩現象。多倫多教會拒絕，認為神願意讓祂的

子民經常歡笑和快樂，強調歡笑並沒有錯誤。多倫多祝福在多倫多機場張貼

的標語中說明了他們的立場：「不要憂傷，因主的喜樂是你的力量。」結果，

温約翰在 1996年便把這團契從葡萄園教會中除名，彼彼分道揚鑣。 

4. 靈恩的發展：據 1988年的統計，五旬宗運動有一萬一千個宗派，靈恩更新運

動約有 3,000獨立的宗派，三波合起來佔了全球基督教的 21%。根據巴拉特

在公元 2,000年的統計，全球的第一波、第二波，及第三波的靈恩運動合共

有 523,778,000信徒。這數字讓全世界的教會認識到，必須要正視神在 20世

紀，這 100年來透過這股靈恩力量在全球所成就的工作。 

 

二. 溫約翰的經歷 

溫約翰原是個成功的搖滾樂師，可以寫曲填詞，監製唱片和演出。29歲信主，

1962年後，曾在工廠及精神病院工作，並在貴格會的聖經學院接受神學教育。

後來擔任加州約柏琳達貴格派教會的牧職，他的妻子則是教會長老。教會的教義

是不相信神蹟，聚會要有秩有序，但兩人都有特殊的屬靈經歷，使得他們不得不

離開原有的教會，不久，加入對聖靈開放的加略山小教堂，開始帶領聖靈充滿的

聚會，帶出極大的服事果效，他們的屬靈經歷和事奉的過程如下： 

1. 兒子得醫治：溫約翰第一個神醫成功的事例，其實可追溯至 1964年，他三歲

的兒子被蜜蜂咬，溫約翰爲他禱告，後來兒子入睡，醒來後，身上只有一塊

紅腫，他被醫愈了。但卡露不認爲這是神醫，並警告他不要隨便相信神醫。 

2. 妻子夢見神：1976年，溫卡露作了一個夢，夢中她對會友講道，講題是聖靈，

是警告會友不要與靈恩沾上關係。就在她講完道，一股熱流直轟她的腦袋，

然後漫遍全身，再度回流到口中，醒來時說起方言來了。於是她辭去教會的

管理職位，專心反省這個經驗，個人得到復興，與神有親密的關係，並相信

神是要在教會作新事。1977年，他們離開貴格會，到加略山小教堂服事。 

3. 事奉的能力：有一聚會，當他講到靈洗和聖靈充滿，會友請他爲他們禱告，

使他們也被聖靈充滿。當溫約翰按手為他們禱告，一種能力從他的手傳出來，

他手摸到他們，他們就滾在地上。對約翰來說，屬靈的能力就好比一股電流

從他的手傳出來，這是約翰第一次經歷聖靈能力是透過他傳遞。 

4. 失控的聚會：1978年，他本著路加福音來講解耶穌行神蹟和治病，自己沒有

期望神蹟奇事會發生在他身上。講完道後，他邀請凡想按聖靈大能來生活的

人到台前來，許多人到台前來，他作了簡短的禱告後，說：「聖靈啊，請來。」

立時許多人跌倒在地上，有些大聲呼喊，場面混亂而失控，溫約翰憤怒極了，

因爲他不能控制聚會。回家後，情緒仍不能平靜，那夜他失眠了，終夜讀經

禱告，仍不得其解。直到淩晨六時三十分，他接到一個住在丹佛牧師的電話，



說神要告訴他三個字的信息，溫約翰問：「什麼信息呢？」他說：「那是我。」

從那時起，溫約翰不再反對靈恩式的聚會，並且積極讓神來掌控聚會。 

5. 增長的教會：聚會中有許多神蹟奇事，吸引許多人到教會，1982年，人數達

2000人。溫約翰更加投入集中於「神蹟奇事運動」，並將教會改爲「葡萄園」

教會，溫約翰便成爲葡萄園運動的領袖。1983年，溫約翰將教會遷至安納罕，

人數很快就增至五千人，並建立分支教會，和吸引其它教會加入葡萄園。 

 

三. 權能事奉的觀點 

神蹟奇事有助於宗教團體的增長，這現象早爲教會增長專家留意，福樂神學院的

魏格納於 1982年邀請溫約翰在宣教院開一門科目，講論神蹟奇事與教會增長的

關係，該科編號為MC 510，題目是「神蹟奇事與教會增長」，立刻就成爲福樂

神學院最受歡迎和最具爭議性的課程，也吸引世界各地的牧者傳道人前來修課，

這課程不僅有課堂講授，也有實際的實習操練，讓學生們可以運用屬靈恩賜來作

「權能事奉」。當時福樂神學院院長哈柏眼見此課程引起的紛爭太廣太深，經過

多次開會討論，終於在 1985年停了這個課程。但權能事奉的概念，隨著這課程

和魏格納所著「靈恩的第三波」而傳遍全世界。溫約翰在福樂授課期間，也受了

同事的影響，使他權能事奉的觀念更有理論基礎。 

1. 神國的觀念：福樂新約教授賴德的神國觀影響溫約翰，賴德解釋這個世界是

伏在撒但的統治之下，世界一切天然的災害，人的生病，受罪捆綁，被鬼附，

以至最後的死亡，全是撒但的作爲。耶穌來了，宣告神的國已經降臨，爲此，

祂斥責風浪、醫治患病的、趕鬼和叫死人復活，就是與撒但作戰，凡跟隨耶

穌的人都要做祂所做的事，並且宣告這個世界已爲神的兒子所得；這個信息

對溫約翰有著啓發的作用。這正是他作品中不斷提出的「世界觀的轉移」。

這影響後來的「耶穌文化」、「城市轉化」等活動，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造。 

2. 三層世界觀：宣教學院的教授希伯特的著作「忽略中層的謬誤」，所謂中層，

即這個世界內種種聖靈和邪靈的力量，上層是宗教關心的信心、神蹟和來世

的問題，下層是科學家關心的感官知識和經驗。人們常忽略了中層。希伯特

本於宣教的經驗，發現受西方神學訓練的人常不能應付第三世界宣教工場的

屬靈問題，如敬拜祖先、邪靈、巫醫、被鬼附等等，皆因在科學發達及物質

豐裕的西方長大的人，不再相信神蹟奇事會在今日發生；從此，溫約翰決定

盡全力要與靈界及其能力接觸，相信只要人有足够的信心，聖靈可以叫任何

信徒有能力醫病趕鬼。他在宣教學院接觸到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他們亦常

報告民間宗教具有醫病趕鬼等能力，加深溫約翰的信念。 

3. 權能接觸：宣教學院的講師提普多年在所羅門群島工作，眼見當地種種邪靈

的工作，宣教士完全無能爲力，提普提出基督教宣教士必須學習「權能接觸」，

好應付工場的需要。「權能接觸」因而成了溫約翰常引用的話，就像以利亞

在迦密山頂與巴力爭戰一樣(王上 18章)，基督徒也要本著福音的大能，與世

上種種黑暗勢力宣戰，並且要得勝。 



四. 第三波運動的特點 

第三波靈恩運動的另一位著名推動者是魏格納，他曾經是富勒神學院宣教學院的

著名教授，也是因靈恩的經歷而投入靈恩運動，亦曾與溫約翰同工，魏格納認為

近代很多福音派教會抗拒靈恩的信仰和經歷，為了使這些教會願意推行靈恩方面

的追求，故此他認為這波運動不宜用靈恩派這個名稱。他主張用「聖靈第三波」

這名稱，一方面承認與第一和第二波有歷史上的關係，同時也與以前的運動有所

區別，因為他們不願接受被聖靈充滿後的第一個外在憑據就是說方言。他們持這

立場是為了要使靈恩的信仰能夠容易被其他福音派人士所接納。魏格納在五旬節

和靈恩運動的詞典中，寫了有關「第三波」的短文，指出第三波運動有以下特點： 

1. 一次聖靈的洗：相信聖靈的浸發生于悔改得救的時候(林前 12:13)，因著信，

就領受聖靈為印記(弗 1:13)，而非信徒身上聖靈第二階段的工作。 

2. 多次聖靈充滿：信徒可能在重生得救後得著多次的聖靈充滿，而這些經歷有

些類似「靈浸的經歷」。信徒活在肉身中，但要面對屬靈爭戰，世界、肉體

及魔鬼的力量正不斷挑戰世人，引導他們離棄神和不斷地犯罪。然而，靠著

聖靈，聖靈所賜超自然的工作可以幫助信徒，勝過仇敵撒但的工作。 

3. 聖靈恩賜之一：關於方言，不像五旬節派宣稱是靈洗的記號，而是聖靈恩賜

之一，所有信徒都可以得著。說方言並不被視作某種屬靈經歷的證明，而應

被視作信徒所得著的恩賜，目的是為事奉或作一種祈禱的語言。所以，鼓勵

聖徒追求聖靈的洗和「神蹟和奇事」的彰顯，特別是有關話語方面的恩賜，

如翻方言、先知說預言，還有發異夢、見異象、趕逐邪靈、神蹟醫病等等。 

4. 權能事奉表徵：蒙聖靈膏抹，並在祂的能力中事奉是第三波的入門，而非屬

第一和第二波所提倡的一種屬靈的經歷；事奉的範圍往往是一個信徒群體，

而不是一種如信心醫治的個人活動。信徒相信主必快來，所以須要積極傳揚

福音和讚美神，並且注重每天行在聖靈中，定期舉行聚會，見証聖靈在自己

身上的工作，說明信徒正在成聖和聖靈授予的權力上不斷前進。 

5. 致力追求合一：盡力避免教會分裂，爲了與非「第三波」的信徒維持合一，

一些特殊的行動如敬拜中舉手祈禱、公開聚會中的方言、爲病人祈禱的方法

等都是可以妥協的。避免提及「靈恩」或「被聖靈充滿」等用詞，以免被誤

爲倡導一種屬靈的階級觀，以爲沒有這種經歷的便爲二等信徒。 

 

四. 結論 

經過三波靈恩運動，人們對於靈恩的觀念已經漸漸改變，無論是傳統宗派或新興

教派，不再視靈恩為異類。但仍有一些傳統教派，或時代論者，他們基於他們的

神學教義，或傳統說法，不相信使徒時代之後還會有神蹟，或不接受聖靈恩賜等，

但靈恩教會的成長卻是有目共睹。第三波的影響不在於實際的事奉果效，而在於

人們對靈恩的認識愈加清楚。就如保羅第三次宣教時，不是到第一線去佈道，建

立教會，而是在推喇奴學房講學，使全亞西亞的人，無論是猶太人，是外邦人，

都聽見神的道。第三波運動的功效就是使全世界的人能正視靈恩，並且傳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