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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大陆的城市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知识分子基督徒作为城市教会

的主要力量，其灵命成长的特征以及挑战是什么？教会是基督徒属灵的家，也是基

督的身体。以弗所书 4:16非常明确地描述了教会和基督徒的关系「全身都靠他联
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

建立自己。」大陆的城市家庭教会大多还很年轻，知识分子基督徒在年轻的教会里

面如何成长而成为教会的祝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北京 XX城市教会建
立和发展过程为例，展现知识分子在 XX教会中灵命成长的特征以及挑战的点滴，
并提出大陆城市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展望未来可能帮助他们成长的途

径。 
一、XX教会发展历史与特征 
XX教会成立于 2003年 3月，成立时共有五人，分别为牧师夫妇和三位大学

生。聚会地点在传道人家里，到 2004年 9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除了牧师夫妇，其
他全部为在校大学生，规模在 20-30 人左右。聚会地点移到中关村的一个居民区内。
2004年 9月，某大学的教师基督徒一家三口回国，加入 XX教会，开始有工作人
士参加教会。到 2008年教会发展到 300人左右，聚会地点移到中关村附近 200平
米的写字楼里。2009年部分同工建议财务的支出应该由一个委员会来管理，此前
一直由牧师夫妇管理。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四分之一的人离开了教会，在海外教

会的帮助下，建立了另外一个教会 YY。XX教会从 2009年到 2014年，固定聚会
的人数发展到 500人左右，中间聚会地点搬了 2次，受空间限制，聚会的时间也变
成了 3堂，分别是周六下午，周日上午和下午。 
教会的发展过程展现了以下特征： 
1.人员组成年轻化。教会起初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现在以在校大学生、刚毕业

学生和高校教师为主，80%以上的成员年龄在 35岁以下。大多数学生是在国内信
主，部分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学生原来就是基督徒，最近一年教会接收了部分守望教

会的基督徒。 
2.年轻人数增长幅度大。感谢神兴起年轻一代，同时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大学生

面临的就业压力、学习压力、经济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促使他们愿

意来教会寻找平安喜乐的教会生活，另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是独生子女，

成长过程中经历中国的经济改革，父母给他们的关怀较少，因此渴望家庭的温暖，

教会在某种层面可以满足年轻一代对家庭关怀的渴望。 
3.教会繁殖迅速 



XX教会从 2003年到 2014年，在全国 13个城市设立分堂，一般是在 XX教
会聚会的基督徒大学生毕业后，到外地就业，他们在当地城市建立 XX教会，教会
也呼招传道人去分堂服侍。 

4.教会组织管理扁平化明显 
最初教会所有事项都是由牧师和师母负责。后来成立同工会、核心同工会，实

际决策依然是牧师夫妇负责。核心同工也都是年轻人，中年的同工大多因不满教会

的组织管理体制陆续离开教会。 
 
二、教会人数增长的经验 
教会的人数过去 11年增长了 100倍，有效传福音的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是传福音的主力军，教会举办大学生布道会，首先用丰盛的爱宴招待学

生，然后破冰游戏，最后分享见证，传道并呼招，每次都会有数十人决志信主，同

时教会举办的节日庆祝活动（如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等）和赞美诗音乐会等传

福音的效果好。 
2.小组彼此关怀有利于人员稳定。 
3.丰盛的爱宴也是吸引年轻人的途径。 
如果简单从教会人数的变化来看，过去 10年教会人数增长了 10倍，也成功在

国内其他 13个城市植堂。但是根据每个主日的新朋友登记人数估算，教会成立以
来，到访过教会的人超过 1万，但留下来的只有 500人，占 5%，流失率在 95%左
右。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讨高流失率的特征及原因。 

 
三、教会人员流失分析 
XX教会人员流失的特征： 
1.中年知识分子流失严重。原因是教会对牧养重视不够，对已经信主多年的人

喂养不足，另外是基督徒本身的骄傲在对管理模式不满的情况下离开。 
2.海归知识分子流失严重。一方面国内教会和海外的教会差别较大，这一类人

不能适应；另外有些海归人事回国，希望寻找服侍的机会，而 XX教会不能提供服
侍的平台。 

3.年轻人流动性大。伴随每年的学生毕业，会有部分学生离开北京。 
 
在 XX教会教会这种 95%流失率下，教会人数依然在过去 11年由 5人增长到

500人，我们可以有以下思考：“庄稼熟了”。神一直在中国预备人心，在堕落悖
逆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渴望寻找真理，渴望寻找心灵的平安喜乐，他们愿意来

教会寻找。但是究竟什么原因使他们不能留在教会？他们的灵命成长的挑战是什么？ 
1.神的话语在讲道中被传讲不足。只有神的话语才最有能力，神让我们吃喝耶

酥，真正让知识分子留在教会并委身成长的不是爱筵，而应该是神的话语。XX教
会牧师的讲道常常花时间渲染现今的丑恶社会现象，一些事例来自手机报，宣讲的

事例大部分会众并不知晓。这样的讲道没有把耶稣的话放在首位，其原因可能是教

会的管理占用了牧师主要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亲近神，准备讲章。讲道

的内容多是传从别人听来的，缺乏考证，断章取义，与知识分子要求严谨的风格不



相符。因此这样的讲道能吸引慕道友和初始的信徒，并不能有效地喂养成熟知识分

子基督徒。 
2.知识分子基督徒真理装备欠缺。大多属信徒对真理的认识模糊，在日常工作

和生活中缺乏智慧和信心。例如：基督徒对“顺服”、“让弟兄跌倒”、“论断”、

“服事神”等概念的真正含义不清楚。例如：把“顺服神”与“顺服牧师”画等号，

牧师严禁会众参加教会以外的任何培训，有的同工就不敢听其他机构举办的任何福

音讲座。师母反对核心同工的婚姻时，同工盲目顺从。 
 
四、大陆知识分子信徒灵命成长的挑战  
目前，面对中国大陆日益悖逆的社会背景，知识分子基督徒往往陷在内忧外患

中，其中内忧是工作，生活以及教会；外患可以是竞争压力和繁忙的工作等。信仰

没有应用到工作生活中，例如科研人员在申请课题以及经费使用中遇到极大的来自

世俗的挑战，不清楚如何处理。“内忧外患”使得知识分子信徒忽视了神起初的呼

召和自己身上的使命。因此如何解决诸多的内忧外患？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核心问题内忧，外患不过是环境。解决了“内忧”，“外患”

就会土崩瓦解了。 
 
五、可能促进大陆知识分子成长的途径 

1.完善教会的根基建造和复兴 
教会是知识分子属灵成长的家，家庭氛围影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国内处于信

徒人口表面爆炸时期，常常使得牧者骄傲自满，忽视教会根基建造、生命成长、管

理制度等，因此牧者的培训和属灵遮盖尤为重要。海外的教会已经趋于成熟，可以

帮助大陆的城市教会完善。但是目前家庭教会尚不被承认，部分教会不敢公开；近

年来国内异端猖獗，为屏蔽干扰，很多家庭教会采取封闭的管理模式，以至于拒绝

海外资源，或者有选择地与海外联系，教会的根基完善还需要很多努力。 
2.知识分子信徒的培训 
知识分子生存压力大、工作繁忙，加上教会的牧养不健全，生命成长缓慢。因

而培养知识分子信徒“以国度心胸为起点，以作主门徒为目的，以基督心肠为动

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忧外患中，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教会的理解与鼓励，笔

者团契的朋友来自北京 ZZ教会，在大学任教，教会要求同工参加每周三的通宵祷
告，他孩子小，白天还要上课，没有参加祷告会，遭到教会的公开指责。 

 
六、总结 
从北京 XX教会的发展来看，教会的成员趋于年轻化，流动性大，过去 10年

到访教会人数超过 1万，固定聚会人数从 5人增加到 500人，表明大陆城市知识分
子对真理的渴望；而高达 95%的流失率背后透露了教会根基建造，管理模式等有
待完善以及门徒培训有待提高。 

林前 3:6-7：「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
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只有神的话

语才能将知识分子基督徒留在教会，只有神的话语才能让知识分子生命成长。



尽管大陆的城市教会还处在建设初期，知识分子成长也遇到一些瓶颈，但是

相信神的大能，只要教会和信徒都把耶稣作为房角石，在基督里合一，大家

所期待的教会的“身体强健”一定会来到。 

 
 
 

问答和讨论  
 
郭易君弟兄：特别谢谢姊妹的分享，我突然觉得自己又接地气了。我很想念国内

的弟兄姊妹。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目前国内城市教会知识分子性的教会，一个最

根本的问题是工人的问题，就是工人本身的装备不够，工人素质不够，工人荣耀自

己、自立山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北京教牧联祷会我与众多的牧者有过交流。在

北京有神学博士的牧者只有杨天道一个人，在美国读完神学、正统的装备过、回国

在北京牧会的不超过十个人，这是我们的现状，工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另外我来

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姐妹讲的海归团契的问题，我想提两个我的看见，希望跟弟兄

姊妹分享，如果谁有负担可以来做：第一个就是海归团契，我有这样的想法，在现

在的政策和法律的框架下，有没有可能在北京建立英文堂。第二个，有没有可能把

海归团契和国际人士的事工(international ministry)连在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

眼光是不是不要只关注华人的海归，还要关注很多在北京讲英文的北大、清华留学

生，把他们拢在一起建立一个 International Ministry 或者一个独立的堂，这个

在美国已经做了上百年的历史了，但我们的华人基本上还没有人做。这是我的两个

看见，谢谢！ 

 

周传初弟兄：刚刚听你讲到，不少海归进到国内教会，常常对讲道的内容和水平

不满意，又觉得教会对他的注意不够，对教会的环境和文化不习惯。虽然这里有适

应的问题，教会本身也可能有它的限制，但当事人要先查验自己是否有消费者的心

态。我们在北美牧会的时候，须要帮助将来可能的海归有心理准备，有健康的态度，

祛除两种心态。第一是消费者的心态，碰到事情就批评、埋怨，态度负面，不肯用

心了解、体谅别人，也不愿投入、参与，从基本的贡献做起。另外一个是找麻烦的

心态，像你刚刚讲的，把自己当上帝的调查员，动不动就去问牧师“你们的财务是

怎么处理的？”，不是说这种问题不能问，但是先要扪心自问，自己问的动机是什

么？我们要从这些方面着手，培养弟兄姐妹有健康心态，教会有健康的文化，远避

消费者或找麻烦的心态，人人有彼此为伙伴的心态。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人，有一

天做了海归，去了当地教会以后，会认定那里是他的家，以谦卑的态度投入。我其

次的回应，是对于你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弟兄姊妹回到国内以后，在价值观和处理

日常事务方面，有很多的疑惑和混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七嘴八舌，甚至你刚刚

讲的有师母给他一个建议、牧师给他相反的建议，他到最后变得父子骑驴，不知道

该怎么办。他的良心知道这些好像都不对劲，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想在这

里的教会也要培养弟兄姐妹依据圣经的原则和起码的逻辑，有分辨的能力。听了新

环境里的各种意见，不致落到父子骑驴的光景。分辨的能力和动力肯定要基于圣经



的伦理和原则，同时要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平衡，不然分辨到最后，有可能变成困

扰、愤怒、论断、和批评，这样也不好。所以要有分辨的动力，还要有谦卑的态度。

你刚才提到的另外一点，有关信仰的原则跟生活的伦理怎么结合、调适。具体来说，

为私人的事坐计程车、吃饭，跟公家的经费是不是能放在一起用？人家上班，在公

事上作假你怎么办？有些问题是你可以控制的，有些情况是你不能控制的。圣经里

的但以理，在蛮横霸道的尼布甲尼撒王的朝廷作重臣，很多事情他也只有听命盖章

的份。有些事情他有职权作决定的，他可以去改变，其他他不能改变的事，他需要

去接受，但以理显然处理得很好。我们的问题是怎么去得到分辨两种情况，所需要

的常识和智慧呢？我们也许可以平时收集一些生活和工作上，可能碰到的个案或实

例，做些讨论分析，并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求问主，之后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给

要成为海归的弟兄姐妹作参考。我想最后提的一点是降低海归在信仰上的流失率。

有一点我们可以试着做的，就是收集足够的资料，在他们回国之前帮他们找到同是

海归的伙伴，事先建立联结。另外我不晓得在各地有没有做的，就是几个主要的城

市，每一季办些海归的联谊活动，把重点放在欢迎新回国的海归，在这个过渡时间

对他们稳下来特别有帮助。海外校园杂志编辑的海归手册，内中有很多实用的资讯

和材料，此间的机会可以主动索阅，作准海归的培训使用。 

 

清心姐妹：Lydia姐妹在推动一个一对一的计划，就是海归回来以后，给他找相

同专业背景的人跟他去相识，我就接触过一个和我同专业的海归，她在一个研究所

工作，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刚回国，我跟她谈了一次。 

 

范学德弟兄：姐妹讲的很不错，很受激励。其实关心三个问题，一个是你提到牧

养不够，是不是因为个别的关怀不够？国内的牧者很容易有一个大家长的身份。另

一个我很关心的是，中年知识分子分流比较多，分流之后他们到哪里去了，彼此之

间怎么牧养？第三个是考没考虑将来在网络上建立一些空间的教会，这样就可以把

两岸沟通。 

 

清心姐妹：其实那些中年（知识分子）虽然在教会流失了，我们小组活动的时候

他们还来。就是说不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 但是小组查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还来。

有人自己在家里敬拜和聚会，没有人能讲道的时候，就看一段讲道录像，然后祷告。

也有人建立起了一间新的教会。 

 

可瑞安弟兄：谢谢你分享。我想问的是您如何去接触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学生中的

天之骄子这一代人，因为我自己不是好学生，但是我出国后发现我周围的人都是好

学生，我想多去了解他，接触福音之前，到接触福音之后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东

西会让他产生兴趣，让他觉得这个是他人生中需要的东西？ 

 

清心姐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就讲我的学生吧。可能第一点是他们看到我跟

其他导师不一样，引起他们思考。最重要的是看圣灵什么时候做工吧。我的学生有

三个人决志，都是郭老师去的时候呼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呼召他们信主，我

就常常带他们查经，但就不知道怎么呼召，我也不敢呼召，我们教会说我不能呼召。



后来刚好郭老师来讲课，就把学生召到我家来，说组会在我们家举行，然后他们就

哗一下都到我们家来了，就把他们都骗来了。然后两个小时组会完了，中午请他们

在家里吃饭，吃完饭郭老师就到了，然后郭老师就开始给他们布道，布道完了就呼

召，然后就举手站起来。 

 

拉吉姐妹：海外校园其实很早就开始做海归事工了。海外校园杂志的主要读者本

身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海归，所以我一直和他们有较密切的交流。刚才听了两位姊

妹讲的，我觉得我们教会都有一个定向思维，就是希望海归进入当地教会。其实说

句非常实在的话，在我具体和他们交往的时候，发现，只有那种最优秀的或者说灵

性很好的海归基督徒，他“咬着牙”进入了当地的教会，并坚持留下来，并得到了

祝福和成长。但大量的流失是正常的，因为他无法在那里面生存。所以发生这种情

况，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传统。我们就是这么几种教会，就是一切不会改变，

也不想有所改变的，现有的教会，教会有思维是“你来！”而没有“我去！”。海

外校园早期是成立那种海归团契的，因为我们也有这种主导思维，所以就希望我们

能从大陆退出来，不要做团契，而让他们进入当地教会。最后，我们是退出来了，

他们也去了教会，但最后也有不少人又从教会流失。所以我现在在想，是不是像北

美、海外的华人教会，其实我们有很大的教导的余力和资源，目前也有教会在在国

内开分堂。我们海外教会去开分堂的时候，大多是有延续性的，包括教会的神学、

仪式等，其实也是有一个传统，对此较为熟悉的在海外信主的人就比较容易接受。

同时海归和国外的教会有这个延续性的时候，这种教会能吸引很多将要出来留学的

人，以及和海归靠近的慕道友。所以教会的理念可以从实际情况来调整，而不是让

他们来适应我们，我们也许也可以适应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