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屬靈運動史(一)：聖靈行傳 

一. 教會誕生 

五旬節聖靈降臨，這一刻就是教會的誕生，聖靈普遍降臨在信的人身上。神應許

把聖靈澆灌在門徒身上，他們便得著能力，為耶穌作見證，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 

1. 聖靈的時代：神應許賜下聖靈，聖靈便從五旬節開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凡信的人都要領受聖靈(徒 2:16-21)。兩千年的教會歷史，聖靈不曾停止工作。 

2. 門徒添了三千人：當門徒被聖靈充滿，就得著能力為主作見證，他們傳道，

帶領多人信主。教會歷史中的大復興工作，也常帶來成千上萬的人信主。 

3. 同心合意聚集：門徒同心聚集，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只有聖靈才能

使人扎心，悔改歸正。也只有藉著聖靈，才能使人合一，成為一體。 

 

二. 逼迫臨到 

門徒開始傳福音不久，就面臨各方面的逼迫。有猶太人的逼迫，有外邦人的逼迫；

有宗教上的逼迫，有政治上的逼迫；有小逼迫，有大逼迫。教會歷史中也不斷地

重演逼迫的情況，然而在逼迫中，聖靈與門徒同在，使他們信心堅固，得以站穩。 

1. 殉道者的腳蹤：使徒行傳中敘述司提反和雅各殉道，殉道 martyr 的希臘文與

見證是同一字。要為基督作見證，是要付出殉道的代價。 

2. 逼迫時期：使徒行傳後，直到 312 年君士坦丁發佈米蘭詔令，這期間是教會

受逼迫的時期。神興起許多見證人為祂殉道，建立美好的榜樣。 

 

三. 個人復興 

除十二使徒之外，神又興起許多的器皿，就如七個執事中的司提反與腓利，後來

巴拿巴與保羅，他們都被聖靈充滿，也被主差遣、使用，成為福音的使者。 

1. 紅色殉道與白色殉道：殉道是一種捨己的工作，有的是流血犧牲性命，稱之

紅色殉道；有的是為主捨棄一切，把自己當作活祭獻上，稱之白色殉道。 

2. 曠野的經歷：聖經提到神要試煉祂的子民，是讓他們經歷過曠野，如摩西、

以利亞、施洗約翰、保羅。主耶穌也曾在曠野接受試探。 

3. 沙漠教父：當教會不再受到逼迫，就沒有機會實現紅色殉道。因此有人撇下

一切，到曠野尋求靈性復興，過一個完全捨己的生活，他們被稱為沙漠教父。 

 

四. 凡物公用 

教會建立的初期，神使許多人生活在一起，各自賣了田產、家業，過著凡物公用

的生活。人帶著私心，不能真正實行共產，只有藉著聖靈才能實現這理想。 

1. 共同生活：只有出於聖靈感動才能同心合意，若出於私心人意，如亞拿尼亞

和撒非喇，作了表面的工作，便是欺哄聖靈，神必要審判。 

2. 修道主義：中古世紀的修道院就是一個凡物公用的團體，他們的宗旨是守貧、

守貞，與完全順服，他們雖遠離世俗，卻過集體的生活，彼此操練敬虔。 



五. 以耶路撒冷為中心 

耶路撒冷是教會的發源地，耶穌要被釘十字架前，坦然走向耶路撒冷。祂受難、

埋葬、復活、升天，將來再臨，都是在耶路撒冷，是許多基督徒眼中的聖地。 

1. 耶路撒冷教會：耶穌吩咐門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應許的聖靈賜下後，他們

要得著能力，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作耶穌的見證，把福音傳給萬民。 

2. 保羅到耶路撒冷：保羅雖然蒙主所召，成為外邦人的使徒，但他經常上耶路

撒冷報告他在外邦人中的工作，耶路撒冷是各教會的母會。保羅對耶路撒冷

教會特別有負擔，即便知道自己到那裡會受逼迫，仍執意往耶路撒冷去。 

3. 十字軍運動：十到十二世紀末，兩百年來，教會共發動了八次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運動興起的因素很複雜，其中之一是教皇把人們對宗教的熱誠疏導到

奪回聖地的狂熱。這段期間的兩位重要領袖：聖伯納，聖方濟。 

 

六. 真理的追求 

基督教信仰是以聖經為根據，因為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且為耶穌作見證。聖靈

就是聖經的作者，要明白聖經，不是憑著人意，而是被聖靈開啟，才能進入真理。 

1. 使徒的教訓(徒 2:42)：大使命是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凡主所吩咐的，都要

教訓他們遵守。門徒從主領受教訓，也要把這教訓傳給人。 

2. 主開導他的心(徒 16:14)：就像耶穌復活後，開啟了門徒的心竅，使他們明白

聖經，同樣的，使徒在傳講福音，也需要聖靈幫助，才能讓人明白真道。 

3. 庇哩亞查經聚會(徒 17:10-11)：藉著考查聖經，來分辨這道是與不是。 

4. 推喇奴的學房(徒 19:9-10)：保羅在以弗所開設學堂，使各地的人來聽福音。 

5. 經院哲學：十字軍運動後，東西文化交流頻繁，促使回教文化與古希臘哲學

思想進到西方，也使神學思想被完整建立起來。這期間的代表人物是阿奎納。

另有一批人，如英國的威克里夫，他鼓勵人們讀經，從聖經中發現教會許多

傳統並不合聖經，有一群人受他影響，他們順從聖經，而不順從教皇。 

 

七. 分門別類的異端 

「異端」的希臘文 hairesis 在聖經中的意思是「教門、教黨，或分門結黨」，原來

被用於不同的派別，尤其被用在宗教派別，如撒都該教門(徒 5:17)，法利賽教門

(徒 15:5; 26:5)，或拿撒勒教黨(徒 24:5)。異端後來引申為與正統教義有所出入的，

就是異端【教會歷史中異端的認定，也基於此觀點】。一般人自認為自己的教派

就是正統，別的教門都是異端，包括猶太人看基督徒也是如此(徒 24:14; 28:22)。 

1. 異端的認定：門徒傳講的主要信息是：耶穌是基督〔彌賽亞〕，祂從死裡復活，

完成救贖。但猶太人不接受，仍靠律法稱義，把基督徒看作不守律法的異端。 

2. 谷中弟兄：自中世紀以來，正統教會認為教會之外，沒有救恩，所以把任何

脫離教會的團體定為異端。有一群人，他們不承認教皇和教會的權柄，因而

被定為異端。他們被冠上許多名稱，因受逼迫而流離於山谷之間，又稱谷中

弟兄。但後來的史料顯示，他們奉行聖經的教訓，並有美好的靈性。 



八. 信心與律法 

信仰的根基不是建立在人意或傳統，而是聖經與聖靈，回歸聖經，回復起初的愛。 

1. 因信稱義：保羅傳因信稱義的福音，但有猶太律法主義者，教訓弟兄若不按

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保羅與他們爭辯，因而召開耶路撒冷會議。 

2. 外邦人信主：保羅傳福音是靠聖靈的大能，門徒領受福音也是靠聖靈入門，

不是靠肉身成全。他認為律法是神給舊約的猶太人，且律法是屬肉體的條例，

而外邦人是因信領受福音，不須要靠律法成全，更不須要被律法的軛轄制。 

3. 耶路撒冷會議：這是教會歷史的第一次會議，由眾使徒和長老聚集召開的，

但聖靈也與他們同在。會議的結論中並加上：「聖靈與我們(徒 15:28)」，顯示

聖靈與他們同工，或他們同感於一靈，不是單憑人意作的決議。 

4. 改教運動：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的主要議題是「因信稱義」、「唯獨聖經」、

「聖徒皆祭司」，是他被聖靈光照，從研讀羅馬書中，明白因信稱義的真理。

影響所及，使許多中歐、北歐的教會脫離羅馬天主教，改變了教會的版圖。

在英國的改教運動中產生了清教徒，影響整個國家的屬靈和道德光景。 

 

九. 激進與妥協 

碰到不同的教派或宗教團體，基督的教導是寬容，不是硬幹。 

1. 大發熱心：保羅過去是激進分子，他為主大發熱心，卻不明白他在逼迫基督，

卻以為是在事奉神。直到他在往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主，才白明真道。 

2. 迦瑪列的忠告：當公會要下手害使徒時，迦瑪列本著屬靈的原則，對於不能

分辨的事持審慎的態度，寧可交在神手中，不要自己插手碰神的工作。 

3. 天主教的改革：羅馬天主教面對改教運動的聲浪，而發動改革與自省，當中

有用激烈的手段，以致造成宗教戰爭。也有因著反躬自省的改革，而使教會

內部產生靈性復興。這段期間產生著名的屬靈領袖：如羅耀拉，組織耶穌會，

成為天主教推動宣教的尖兵。其中沙勿略和利瑪竇把福音帶到東方。 

 

十. 門徒成為基督徒 

保羅說要操練「敬虔(提前 4:7-8)」。敬虔的原文是「好的敬拜」，也就是成為神的

樣式。成為一個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神的人，這也是聖靈的工作。 

1. 安提阿教會：保羅與巴拿巴牧養安提阿教會的門徒，使他們成為基督的樣式，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敬虔生活就是學習成為像耶穌。 

2. 成熟長大：保羅牧養哥林多教會十八個月，他們雖然各方面富足，知識全備，

恩賜豐富，但卻是吃奶的嬰孩，是屬肉體，不是屬靈的。沒有基督的樣式。 

3. 敬虔運動：宗教改革所帶來人們對聖經深入研讀，產生許多偉大的神學家，

如馬丁路德、慈運理、加爾文等。人們過於著重神學的結果是信仰成為理性

思維的產物，失去屬靈的新鮮生命，當人們對屬靈的景況不滿足時，一些人

開始追求信仰上屬靈的實質。他們被稱為敬虔主義者，主要的領袖有史賓納、

富朗開，他們影響了親岑多夫，也就是莫拉維亞弟兄會的領袖。 



十一. 福音跨越文化 

福音要傳到地極，必須要越過人種和文化的藩籬，必須靠聖靈的同在與印證。 

1. 住在硝皮匠家：彼得周遊四方傳福音，行了許多神蹟。他服事完後，沒有住

多加的家，而到硝皮匠西門的家，那是不潔的行業，不潔的地方。是神預備

彼得將來把福音傳給外邦人哥尼流，給他看見吃不潔食物的異象。 

2. 大復興與靈性覺醒：十八世紀的西方，人本思想與理性主義影響當時的社會，

人們普遍對信仰產生懷疑，傳統道德與價值觀受到衝擊，社會充滿各樣的罪

與邪惡。這時神興起約翰衛斯理與他的同工開始英國和北美大復興，聚會中，

人們有許多屬靈的外顯現象，卻結出悔改與生命更新的果子。大復興所產生

的宣教工作，許多是往異文化之地，如非洲、亞洲、中南美洲。 

 

十二. 教會的合一與分歧 

神造人沒有兩個是完全相同，一定會有不同，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身體只有一個，

卻有許多肢體。所以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1. 教會內有怨言：為著說希伯來話與希利尼話的分別，但藉順服與謙讓，聖靈

作使人和睦的工作，不僅教會得和諧，福音且更加開展。 

2. 保羅與巴拿巴分手：他們二人各有不同的使命與恩賜，看法不同在所難免，

只要忠於神所託付的職分，在靈裡仍能保持合一，彼此相助，使教會得益處。 

3. 宗派的興起、分裂、合一：十九、二十世紀是科學發達的時代，無神論思想

和唯物主義充斥全世界，神在教會興起聖靈工作，帶來多人信主的同時，也

摻雜人的作為與仇敵的工作。這期間，有許多宗派興起，也有類似初代教會

異端的宗派興起〔如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基督教科學會等等〕。有些宗派

因作法和觀念的不同，造成分裂。但也有不同的宗派推動合一的工作。其中

影響層面最大的是天主教推動的「第二次梵諦岡會議」，除了天主教的代表，

還邀請猶太教、東正教、基督教的福音派、五旬節派的代表參加會議。 

 

十三. 聖靈的恩賜 

主說在末後的日子，祂要將祂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這話仍然受用，直到如今。 

1. 屬靈恩賜：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祂要什麼時候給，用什麼方式給，就如風

一樣，不是人能知道的(約 3:8)。使徒時代有許多神蹟奇事，叫人歸榮耀給神。 

2. 五旬節與靈恩運動：1906 年的阿蘇沙街的復興運動，屬靈恩賜中的方言臨到

聚會中，並分散到世界各地，造成了所謂的「五旬節運動」。自使徒時代後，

教會歷史中很少看到普遍性的方言或屬靈恩賜顯在教會，因此初期許多傳統

教會並不接受〔他們普遍所接受的神學教育，認為屬靈恩賜只給使徒時代〕。

經過一百多年來的發展，聖靈的恩賜並沒有止息，反而更加興旺。除了方言

之外，還有醫病、行異能、預言、異象等恩賜，普遍降在靈恩的教會，並且

帶來宣教的工作，目前靈恩派教會已分佈在世界各地。根據洛桑會議估計，

靈恩教派的人數，已超過傳統福音派基督教會人數的總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