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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論(三)聖靈的時代 

當耶穌得榮耀，聖靈就被賜下來，使凡信祂的，都得著聖靈為印記，作神的兒女。

耶穌升天之後的第 10 天是「五旬節〔舊約稱七七節〕」，門徒在耶路撒冷聚集時，

聖靈從天降臨，澆灌在門徒身上(徒 1:3-8; 2:1-4)，從此開始了聖靈的時代，或稱

末後的日子。當聖靈降在聖徒身上，不僅有神蹟奇事隨著，聖靈的恩賜也不止息，

直到世界末了(徒 2:17-21)。基督徒稱那天為「聖靈降臨日」，也就是在「復活節」

後的第 50 天〔第七個主日〕。兩千年來，聖靈一直在教會中，人們對聖靈的認識

雖各有不同領受，但不因此攔阻聖靈的工作。以下是聖靈在教會歷史中的工作。 

 

一. 初代教會〔AD~30-500〕 

五旬節聖靈降臨，門徒在耶路撒冷被聖靈充滿，開始教會的時代。他們得著能力，

把福音傳到地極。到公元 500 年，福音不僅傳遍整個羅馬帝國，也持續向外宣教。 

1. 使徒時代：耶穌升天之前，給門徒大使命，叫他們把福音傳到地極，但不是

靠自己的力量，而是等候聖靈降臨，使他們得著能力，才能為基督作見證。 

a. 傳道：五旬節門徒被聖靈充滿，彼得講道，就有三千人信主。之後門徒

四處傳道，叫人除了信而受洗，還要領受聖靈(徒 2:38; 8:4-17; 10:44-48)。 

b. 聚會：信而受洗的人聚集，教會被建立。聚會時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他們聚會時，被聖靈充滿(徒 4:31)，放膽傳神的道。 

c. 見證：耶穌應許信的人能有神蹟的見證(可 16:17)，不僅使徒，就連執事

和一般弟兄，都能靠著聖靈行神蹟奇事(徒 3:1-10; 6: 1-8; 8:4-8; 9:10-18)。 

2. 教父時代：使徒凋零之後，神興起曾跟隨使徒的主教、長老、監督、執事，

成為教會領袖，他們稱為「教父」，同感於一位聖靈，把福音的真道傳遞下去。 

a. 正典編成：新約各卷約在 50-100 年時寫成的，但被定為 27 卷正典是在

四世紀末期。在寫成與編成的過程，都有聖靈啟示和指引(彼後 1:20-21)。 

b. 教義確立：教會第一次會議討論外邦人信主原則(徒 15 章)，後來的會議

定出三一論、基督論、救恩論，三個正統教義，這些會議都有聖靈引導。 

c. 主教治會：教會是「蒙召的人」，並非人為組織或建物，基督是教會的主，

聖靈在各個教會設立權柄、職分(徒 20:28)，教會領袖領受呼召治理教會。 

3. 國教時期：初代教會受逼迫時，基督徒靠著聖靈，得以信仰堅固。四世紀末，

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享受優渥的待遇，同時帶來墮落與腐化。但修道

主義興起，使教會的靈性生命得以傳遞，特別是顯在宣教和傳福音的事上。 

a. 教會制度：教會受政治制度影響，產生統制階級的聖品人與平民百姓的

平信徒之間的區隔。帝國首都羅馬教會的主教，漸漸以教會領袖自居。 

b. 修道主義：當沒有逼迫，不再有殉道，仍有清心愛主的聖徒，作隱修士，

到曠野沙漠操練捨己和苦修。後來發展成修道院，成為屬靈的薪火相傳。  

c. 宣教熱忱：修道院的修士奉獻一生為主，甘心被派到四處傳福音，他們

把福音傳到英倫三島，和羅馬四圍的蠻族和異教之地，有神蹟奇事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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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古時期〔AD500-1500〕 

在教會歷史上，中古時期是靈性黑暗的時期，在羅馬教宗的領導下，教會的權力

有時會超越國家政府，但信仰生活卻成為僵化、腐敗，沒有屬靈的活力。教會在

屬靈的事上沒有長進，神卻興起一些屬靈偉人，建立修會，讓靈性火苗得以傳承。 

1. 屬靈偏差：中古時期的教會對屬靈事物的看法趨向兩極化，有的全盤否定，

或對屬靈的事敬而遠之；有的接納所有屬靈的事(約一 4:1)，以致陷入謬妄。 

a. 理性主義：初代教會的教父、護教士等領袖，有許多哲學家，他們學問

淵博，說理清晰。但過分強調理性，對屬靈和奧秘的事不免排拒或忽視。 

b. 異教影響：有些異教背景的人信主後，喜歡追求屬靈的事，如行邪術的

西門(徒 8:9-24)。但若沒有真理的根基，容易產生偏差，落入錯謬的虛謊。  

c. 靈恩衰微：二世紀中葉的孟他努派，強調預言與神蹟的事奉，曾經興旺，

但因教義偏差，被定為異端，到六世紀時銷聲匿跡，從此少有靈恩教派。 

2. 政教合一：西羅馬帝國亡於蠻族後，形成無政府狀態，由於教會組織類似封

建制度，便形成穩定社會的力量，羅馬主教逐漸站上政治的舞台，影響世界。 

a. 聖品制度：羅馬教會採中央集權，金字塔式的治理體系，由聖品人來管

屬靈事務。平信徒必須透過聖品人才能與神交通，以人為組織取代聖靈。 

b. 人間遺傳：羅馬教會摻雜了許多異教的習俗，發展出許多傳統和儀文，

他們雖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提後 3:5)，如新約的猶太人。 

c. 靈性枯乾：中世紀基督教信仰成了宗教儀文，教會失去活潑的靈性生活，

聖靈的工作只在少數個人和修道院中，也在受逼迫，被定為異端的團體。 

3. 靈恩止息：教會曾有一段時期，因著靈性低沉，以致沒有聖靈的工作。雖然

教會接受三位一體的教義，相信聖靈，卻認為聖靈恩賜止息，也不對人說話。 

a. 不讀聖經：中世紀的信徒不能自己研讀聖經，以致不明白真理，不曉得

聖靈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祂過去做工，現在做工，將來也要做工。 

b. 沒有經驗：信徒都受嬰孩洗，不是憑信心，沒有受聖靈和重生的經歷。

信仰只是宗教儀文、理性認知，和刻板的教條，沒有活潑的靈性生命。 

c. 錯誤認知：教會的教導不是根據聖經，而是根據傳統，或教廷的會議。

教會領袖的說法和教訓，成為權威，取代聖靈，代代相傳，以訛傳訛。  

4. 屬靈偉人：神會不斷做新事，讓新酒裝在新皮袋中。過去所建立的修會，如

奧斯丁會、本篤會漸漸成為傳統，神又興起一批屬靈偉人，帶來靈性的更新。 

a. 伯納：12 世紀的法國貴族，從小才智過人，敬虔愛主。20 歲時立志棄絕

世界，專一事奉主，成為修士，將熙篤會發揚光大，影響向時的世代。 

b. 方濟：又稱法蘭西斯，13 世紀蒙召撇下一切，效法基督，創立方濟修會。

他有許多屬靈經歷，其人格和服事感動許多人加入修會，改變社會風氣。 

c. 道明：與方濟同時期，成立道明修會，強調「講道」，到各地宣講真道，

攻擊異端，並行神蹟奇事。道明要求其修士要研讀聖經，發揚神學教育。 

d. 阿奎納：道明會最著名的修士，建立天主教系統神學，又稱「天使博士」，

他用亞里斯多德思想體系重新創立神學，對後來基督教神學有極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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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教時期〔AD1500-1700〕 

1517 年，馬丁路德領導宗教改革，讓人從天主教的束縛釋放出來，帶來屬靈的

更新。自此，聖經被廣泛流傳，當真道被顯明，聖靈便做工，帶來教會的更新。 

1. 馬丁路德：路德是奧斯丁會的修士，努力苦修，仍不得赦罪，直到讀羅馬書，

才經歷赦罪。他看出天主教許多問題，便提出以下三個觀點，作改革的依據。 

a. 因信稱義：路德被聖靈光照，從聖經明白因信稱義的真理，並經歷赦罪

之恩。從此教會擺脫靠人的行為尋求赦罪的途徑，而是單單因信稱義。 

b. 惟獨聖經：路德明白聖經的可貴和權威性，便將聖經譯成德文，讓廣大

信徒能研讀。路德否認天主教的遺傳和教宗的權威，以聖經為信仰根據。 

c. 聖徒皆祭司：天主教的聖品制度，限制信徒直接到神面前。但路德強調

聖徒蒙召要作祭司，不需藉著別人，而是直接可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 

2. 神學論爭：宗教改革帶來流血戰爭與革命，死亡超過千萬。宗教改革的領袖

多半是神學家，聖靈開啟他們，將真道闡明，但因觀點不同，產生一些論爭。 

a. 天主教與更正教：許多國家隨路德脫離天主教，激發天主教改革，天特

會議中把改教家們定為異端，更正教視天主教和教皇為大淫婦與敵基督。 

b. 保守派與改革派：在宗教改革陣營中，有的是保守和部分改革，有的是

激烈和全面改革，如路得、慈運理、加爾文，和重浸派，各有不同觀點。 

c. 加爾文與亞米念：在加爾文派中，因預定論的看法不同，產生加爾文派

與亞米念派，在救恩論中，神的主權和人的意志，各堅持著不同的看法。 

3. 修道革新：更正教〔後稱基督教〕跟隨路德，放棄修道主義。但天主教中，

卻興起修道革新，不僅靈命更新，也積極事奉，比更正教更早發起宣教運動。 

a. 耶穌會：當宗教改革讓天主教失去半壁江山，神興起伊納爵創立耶穌會

帶動宣教。隨西班牙、葡萄牙的航海殖民，將福音傳到中南美洲和亞洲。 

b. 聖衣會：神興起以大德蘭與十架約翰為中心的加爾默羅修會改革運動，

用靈修神學的理解和生命內在的體悟，將信徒帶到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c. 其它：天主教中還有勞倫斯弟兄與蓋恩夫人，他們不被主流的天主教所

接納，但他們主張的靈修操練，卻在更正教中被發揚光大，廣泛應用。 

4. 敬虔主義：在德國的路德教派中，經過一百年的發展，由於過分強調神學與

因信稱義，聚會變得僵化。神便興起敬虔主義，追求靈命成長和屬靈經歷。 

a. 施本爾：受奧秘派的影響，在固定崇拜之外，還帶領讀經、禱告的小組

聚會，讓人藉著團契與神相交。帶動日常靈性追求，使信仰落實生活中。 

b. 親岑多夫：自幼受敬虔主義薰陶，渴慕聖經真理，遵主命令生活。後來

讓莫拉維亞弟兄會的信徒住在他的領地，過社群生活，透過工作、讀經、

禱告、敬拜，操練敬虔。並派人到非洲、亞洲，和美洲，展開宣教工作。 

 

四. 復興時期〔AD1700-2000〕 

復興是指屬靈生命重新活過來，乃聖靈的工作，帶來生命的改變和事奉的熱忱，

並有許多人歸主。大復興是從英國開始，經過美國東岸、西岸、亞洲，和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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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大復興：英國的威克理夫比路德更早主張信徒要讀聖經，那裡宗教改革

做得比其它地方更顯著，不僅有英國國教與長老宗，還有其它靈命更新運動。 

a. 清教徒：17 世紀，許多信徒不滿教會殘留天主教遺傳，因脫離國教而受

逼迫，許多清教徒到美洲新大陸追求宗教自由，成為美國立國的基礎。 

b. 貴格會：由福克斯帶領的教派，在聚會中顫抖而得名 Quaker。他們主張

和平，恪遵聖經教訓而受逼迫，後來大都移居到美國賓州，又名公誼會。 

c. 衛理會：約翰衛斯理原是英國國教的牧師，從小敬虔愛主，受莫拉維亞

弟兄會影響，靈性得著更新，從此帶著能力傳道。衛斯理和同工不僅將

復興帶到英國，也帶到美國。衛斯理創建的教會注重靈命，也看重事奉。 

2. 美國大覺醒：早期到北美的移民，許多是為尋求信仰自由，美國獨立運動的

領袖，絕大多數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美國立國的前後，都充滿敬虔的氣氛。 

a. 殖民覺醒：18 世紀中期，北美殖民地因愛德華滋和懷特腓的服事，帶來

復興，數萬人歸主。社會風氣也隨之改變，為美國獨立打下美好的根基。 

b. 帳棚聚會：19 世紀初，在肯塔基州由傳統宗派發起帳棚聚會，多人歸主，

靈性更新。各地興辦神學院，和主日學、宣教機構，激發事奉的熱情。 

3. 聖潔運動：19 世紀的中期和末期，在美國興起聖潔運動，就是衛斯理所提倡

追求成聖的經歷。這運動在全美各地展開，後傳到英倫三島，影響全世界。 

a. 腓比帕瑪：美國循理會的姊妹，曾在異象中見到耶穌，激發她渴望追求

聖潔。後來在各地舉行追求聖潔的聚會，這運動持續 50 年，影響全國。 

b. 開西聚會：在英國的開西每年舉辦的培靈會，追求更豐盛的生命，每年

吸引數千人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參加。許多人因這聚會，生命被激勵更新。  

c. 威爾斯大復興：神使用年輕的礦工伊凡羅伯滋，1904 年 11 月開始聚會，

帶下持續 8 個月的復興，有 10 萬人歸主。影響社會風氣，激發事奉心志。 

4. 靈恩運動：靈恩運動的領袖起初追求聖潔，而得著聖靈的恩賜，先是方言，

後有其它恩賜，使生命改變，事奉有能力。至 2000 年，靈恩信徒超過 5 億。 

a. 領受方言：1906 年 4 月，黑人牧師西默帶領洛杉磯阿蘇沙街持續三年的

復興聚會，人們被聖靈充滿，說方言。復興傳遍世界，帶來五旬節運動。 

b. 宗派復興：許多傳統教派的人因說方言而被趕出教會，1960 年代，許多

傳統教派也開始接受聖靈的恩賜，包括天主教，也興起聖靈更新的工作。 

c. 權能事奉：20 世紀後期，人們領受聖靈的恩賜不限於說方言，而是各種

恩賜，只要聖靈同在，生命和事奉彰顯大能，翻轉城市，大批的人歸主。 

 

結論 

聖靈是神所賜的恩典和應許，兩千年來的教會歷史，聖靈一直在其中。真理雖在

聖經裡，但時常被蒙蔽，使教會失去活潑的生命。因此，神不斷做更新和復興的

工作。神的原則是聖道和聖靈並進，當人從神的話語中得著亮光和啟示，便得著

信心，而信心使人與主連接，得著聖靈的能力，能為基督作見證。歷史不斷重演，

而原則總是不變，聖徒既然因信領受聖靈，就當靠祂隨時活出更新和復興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