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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神学和华人教会的历史角色 	  
	  

Robert	  C.	  Kurka	  
	  
	  
前言 	  
	  
在学校教书的教授们常常目睹一个熟悉的场面：一个满心兴奋的年轻研究生提交一

个论文主题，按他自己的预计会大幅度的改变他所研究的领域。问题是：这个“崭

新”的提议一点都不新颖。更可悲的，这个“杰出的新见解”早在多年就已经被证

伪。这样的教训让人痛心的认识到：这个好意的研究生没有完成他应当做的，包括

好好研究这个课题的历史。任何一个从事研究的专业人士都知道，若想叫同僚来听

取你的见解，你必须对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背景有足够的认识。若没有做到这一

步，你很可能就会丢面子，被人认为过于天真，或更糟的，被人认为傲慢。	  
	  
近代华人教会的迅速增长－－不仅是在大陆而且在世界各地——使得华人教会处在

一个历史性的位置并可以在本世纪来显著影响全球基督教的发展。但是，就像我们

前面提到的那位研究生，如果华人基督徒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划时代的机会

（kairos）1	  是如何来到的，他们是很难真正抓住这个“以斯贴时刻”（贴 4:12）。
华人教会是过去两千年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一个体现。这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从

东方开始，对西方文化有了根本性的影响。但是，随着信仰在西方的衰落，基督教

在东方正经历一个大复兴。这就给东方（包括非洲）的神学家们一个独特的机会来

帮助全球的基督教教会重新调整来回到圣经的根本，包括排除那些败坏了西方教会

的世俗“附加物”。换句话说，东方的教会的基督徒们被赋予一个历史使命来解释

和推动一个真正的圣经世界观，不成为文化的俘虏，反而更新每一个文化。华人教

会只有必须把自己放在整个基督教会的发展历史中才有可能来承担这个历史性的使

命。这就是本文的中心要点：华人教会若想要抓住这个“历史时机”，甚至更

好的服事这个时代，她必须明确了解她与众教会所共享的教会历史。这将帮

助华人教会不仅掌握和运用纯正基督信仰的优点，同时也避免过去痛心的错误。同

时，认识“教会历史”可以保护华人教会抵挡异端邪说，或因一些非主要的教义分

歧而产生分裂。历史显明，这两个因素都严重损害了西方教会的健康，使其失去见

证。最后，认识“教会历史”也可以帮助亚洲的基督徒对全球基督教共同体做出贡

献，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一主，一信，一洗”（弗 4:5）。	  
	  
	  
历史神学的定义 	  
	  
在神学家们的观念中，“教会历史”和“历史神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教会历史

通常被认为是注重从五旬节教会成立以来基督教发展中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人

	  	  	  	  	  	  	  	  	  	  	  	  	  	  	  	  	  	  	  	  	  	  	  	  	  	  	  	  	  	  	  	  	  	  	  	  	  	  	  	  	  	  	  	  	  	  	  	  	  	  	  	  	  	  	  	  
1	  kairos	  是希腊语，意思是一个特别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机会。它是另一个希腊词语（chronos）的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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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等。2	  简单的讲，多数人认为教会历史是关乎与教会有关的历史事实。相应
的，“历史神学”被认为是注重理解和解释两千年来基督教教义和操作的由来与发

展。3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宗背景的学者认为他们的主要责任是叙述过去发生的事
情（“教会历史”），但是天主教背景的学者则认为圣灵一直在启示教会，所以他

们常用“历史神学”这个词。4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用词都可以，它们就像一个铜板
的两面，“教会历史”强调大公教会的实际生活和操作，而“历史神学”强调大公

教会的思想。5	  事实上，这两方面必须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够完整来看待教会的过
去。因为基本教义和操作是基督教的根本标志，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必

须把他们与教义和操作的发展相结合。同时，教义和操作的发展也绝不仅仅是读圣

经就够了（虽然这听起来很虔诚），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受前人和过去事件的影响

的。一个“纯粹依靠圣经文本的基督教”而不理会教会历史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更

进一步讲，历史显明，基督教发展到今天，使徒时代以后的人和事从根本上影响了

我们的解经，看待历史，哲学，文化，教会理念和操作，等等，甚至比新约本身对

我们的影响还大。简单的讲，教会的实际生活／操作和思想是在研究基督教历史过

程中不可分并且互补的两个方面。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使用“历史神学”来代表

这些综合的涵义。	  
	  
	  
学习历史神学的益处 	  
	  
我们先来看学习历史神学的益处。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我们信仰基础的来源。

当然福音派的人强调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但是历史神学帮助我们看到基督教神

学的发展是包括了圣经，传统，人的理性思考，和属灵经历，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定

这些因素的次序和各占多重要的比例。例如，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曾在他
的教义分析中提出这著名的四大要素。历史事实证明，当我们把这“四边形”的顺

序颠倒或减除一些边，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6	  从另一个角度，Richard	  
Niebuhr	  认为历史神学也体现了教会与文化的关系，从完全的对抗到完全的接受。
7	  以上所描述的是两个具代表性的方式来看待历史神学。就本文来说，我们更关心
一个实际问题：为什么华人教会需要关心历史神学？	  
	  

	  	  	  	  	  	  	  	  	  	  	  	  	  	  	  	  	  	  	  	  	  	  	  	  	  	  	  	  	  	  	  	  	  	  	  	  	  	  	  	  	  	  	  	  	  	  	  	  	  	  	  	  	  	  	  	  
2	  参 Earle	  E.	  Cairn	  在他的“基督教历史”书中所给的定义。出版：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6,	  第 18页。	  
3	  参 Grena,	  Guretzki	  和	  Nordling	  在他们编辑的辞典里对历史神学所下的定义。“神学简易辞典”，	  出版：
Downers	  Grove,	  IL:	  IVP,	  1999,	  第 59页。	  
4	  著名天主教神学家 Richard	   McBrien 把历史神学定义为“借助历史上多种的资料，包括圣经，教父们的著作，
信经，和神学上的重要讨论，来理解和解释我们的信仰”（取自“天主教教义”，	  出版：San	  Francisco:	  
Harper,	  1981,	  第 59页）。同时，他指出圣经神学只是历史神学的一部分。	  
5	  Robert	  Rea	  提议一个综合的方法，就是把教会，历史，神学，传统，等等，都放在一起来研究。（“为什么
教会历史如此重要”，	  出版：Downers	  Grove,	  IL:	  IVP,	  2014,	  第 19页。）	  
6	  参	  Albert	  Outler	  所著的“约翰。卫斯理”，	  出版：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Outler	  根据卫斯
理在神学研究中所提倡的这四大方面，提出了“四边形”这个概念。自由派神学的发展可以被视为把人的理性

思考摆在了“四边形”的最上方。	  
7	  参	  Richard	  Niebuhr	  所著的“基督与文化”，出版：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51.	  当今，大部分的神
学家们认为已经不能够像 Niebuhr	  当年那样把福音与文化分开的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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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Rea教授是我在林肯大学的同事，也是一位历史神学家。他给出三大益处：
8	  

1）正统教义：从教会一开始，信徒们就有通过历史来理解神的真理；	  
2）身分：当我们与不同文化和时代的信徒对接，我们就能更清楚的认识我们

与历代圣徒所共享的身分，也能让我们信仰成为超文化，地区和时代；	  
3）	  服事：我们与历史的圣徒“同工”一起来提供模式，方法和资源来帮助

我们更好的完成神呼召我们做的。	  	  	  	  
	  
另一位著名的福音派学者 Mark	  Noll，在他写的一本广为使用的著作“转折点”
（Turning	  Points）中给出四个研究历史神学的重要原因：9	  

1）它能多次并且具体的体现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性；	  
2）它能帮助我们如何来理解圣经；	  
3）它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实验室来检验基督徒如何与社会和文化来互动：	  

a.	  	   我们当今所面临的绝大部分的挑战在历史上都发生过；	  
b.	  	   当年的信徒们常常做出了正确的回应；	  
c.	   纵然当年的信徒们出错了，神仍然是信实的，保护了祂的子民	  

4）它能提醒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基督徒应当不断的更新。	  
	  

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原因之外，我想再加一个理由，这也是我在本文前面所提及的。

我盼望华人教会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她在全球基督教共同体所共享的历史，以至

于她能够认领神在这个时代所赐给华人教会的一席之地。华人教会应当在神的救赎

总计划当中有她独特的看见和适时的贡献。	  
	  
	  
如何来应用历史神学：识别教会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神学发展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通常，教会的历史学家们会按时间顺

序，从后使徒时代，一一考察重要人物，事件和教义的发展。10	  这个方法的确很全
面，但是同时比较容易使得学生们陷进大量的信息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

我们容易许略教会历史中最关键的：神的大使命的展开。	  
	  
在 Mark	  Noll	  教授的书“转折点”	  中，他提出可以用耶稣升天前所宣告的“使万民
作我的门徒”这个大使命（太 28；徒 1）做为一个总体架构来理解教会历史。11	  
耶稣所宣告的内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

的门徒。。。”成为了历代教会和基督徒们有目的和有计划对万民传福音的蓝图。

对于当今的华人教会，一方面我们需要理解我们是大使命的果子，同时我们又要对

	  	  	  	  	  	  	  	  	  	  	  	  	  	  	  	  	  	  	  	  	  	  	  	  	  	  	  	  	  	  	  	  	  	  	  	  	  	  	  	  	  	  	  	  	  	  	  	  	  	  	  	  	  	  	  	  
8	  参	  Robert	  Rea	  所著的“为什么教会历史如此重要”，出版：Downers	  Grove,	  IL:	  IVP,	  2014,	  第 191-‐193页.	  
9	  参	  Mark	  Noll	  所著的“转折点”，出版：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2,	  第 5-‐9页.	  
10	  参许多广泛使用的名著，例如 Jaroslav	  Pelikan	  的“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5	  卷，出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还有 Justo	  Gonzalez	  的“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2	  卷，出版：New	  York:	  Harper	  One,	  2010.	  	  
11	  	  参 Mark	  Noll	  所著的“转折点”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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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的教会和大使命作贡献。Mark	  Noll	  教授特别强调关于大使命的四个方面的真
理来帮助我们学习教会历史：	  

1）基督掌完全的主权。不论教会遭遇什么，没有任何一件事在神的主权之外；	  
2）基督教的历史始终包括两个相关的行动：“去”把福音传到还没听过福音
的地方，和“教导”信福音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	  

3）神信实的应许：纵使教会偏离了神，祂仍扶持教会，保证大使命的实现；	  
4）基督的信仰将在不同的文化中生根，而且“将从根本改变民族，地区和国
家。但是基督教从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和国家。”12	  换句话说，
福音是可以对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说话的，就像在五旬节（徒 2）所清楚体
现的一样。	  

	  
Mark	  Noll	  教授进一步提出，使用实现大使命做为架构来研究历史神学的最佳方法
是抓住教会历史中一些“关键的转折点”。13	  当然，确定哪些事件和时刻有一些主
观性，不同人的选取可能不同。尽管如此，Mark	  Noll	  教授在他书中所选取的 14
件大事是众所认可，对教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把

我们带到当今这个时代，就是“华人教会的机会（kairos）”。	  
	  
Mark	  Noll	  教授所提出的研究教会历史的方法还有几个好处。第一，它要求我们从
全球的角度来认识基督教，而不仅仅是基督教在欧洲和北美。“转折点”这本书中

收录了基督的教会在各地，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等，它是教会全体的历

史。从地理上，它从中东开始，然后向西，向北，向南发展，现在又转向东方。第

二，它收录了受迫害的和地下教会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对华人教会重要。这个与

Mark	  Noll	  教授的经历有关。当时，他拜访在奇奥塞斯库专制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的
地下教会。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教授教会历史的课程，但是却不能带自己的书和笔记

过边界。所以他就简单的写下了几个关键日期－公元 70，325，381，451，等等，
做为他讲课的“大纲”。结果他发现这样讲解教会历史，不仅在罗马尼亚地下教会

给弟兄姐妹们上的密集课程当中，而且也在他回美国后在惠顿學院的美国学生一学

期的教课当中，都收到的很好的效果。14	  根据这些经历，他写了“转折点”这本书。
对教会历史的认识对罗马尼亚地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了很大的启发，也帮助他们

在当时政党统治的最后阶段来抓住一个历史时机。联想到中国教会所面临的处境，

这将是更大的一个局面。	  
	  
那么当华人教会逐渐跨入全球教会的大场面，应当注意哪些历史的转折点？Mark	  
Noll	  教授有以下的建议：15	  

	  	  	  	  	  	  	  	  	  	  	  	  	  	  	  	  	  	  	  	  	  	  	  	  	  	  	  	  	  	  	  	  	  	  	  	  	  	  	  	  	  	  	  	  	  	  	  	  	  	  	  	  	  	  	  	  
12	  参 Mark	  Noll	  所著的“转折点”第 1页.	  
13	  Mark	  Noll	  教授认为他所建议的方法有几个长处：1）比较容易建立基督教历史的架构和连贯性；2）使得我
们专注在重大历史事件来详细体会教会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当教会经历大的架构调整的时候；3）帮助我们
掌握关键的技巧来识别和解释教会历史发展中的分水岭和新运动的雏形。	  
14	  Mark	  Noll	  在近作“From	  Every	  Tribe	  and	  Nation:	  A	  Historian’s	  Discovery	  of	  the	  Global	  Christian	  Story”（出
版：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4,	  第 80-‐81	  页）有描述他写“转折点”的背景。	  
15	  在这里我有总结“转折点”一书中从第 13-‐306页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加进一些我认为与华人教会紧密相关
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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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城被毁。伴随者这个悲剧，基督教却成为了一个独
立的宗教和世界观。尽管基督教始于犹太教（特别是旧约），基督教拥有

了自己的正典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独一神论。在今后的 200多年期间，
基督教成功的扩展到外邦人的世界，进入多文化，但同时又团结在早期的

大公信条之下。	  
2）公元 325	  年：尼西亚会议。教会为了抵挡异端，对三一神的位格达成一个
正统的共识，特别是耶稣的神性。同时也号召众教会在基督教的基本认识

上保持一致。这个概念在日后对基督教的发展极具影响力。虽然教会内部

因着许多“次要”真理而多次分裂，但是在最根本的基要真理上仍保持了

一致。	  
3）公元 451	  年：迦克墩会议。教会确立了耶稣的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
并且基督只有一个位格。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被定为异端的聂斯脱里派

后来是他们第一次正式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唐朝景教）。	  
4）公元 530年：修道主义的盛行（特别是本泥狄克）。虽然基督新教徒不见
得赞同修道主义和修道院的盛行，但是当时的修道士们是最有效的方式来

保持信仰的纯正，不受社会世俗化的影响。当时的教会为社会所接受，且

有相当高的地位。这个特点很值得当今中国教会思考。我们一方面感恩中

国的教会遭受的迫害在减小，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教会被世俗同化，产生

腐败。	  
5）公元 800年：查理曼皇帝的加冕和基督教世界。这是政教关系和谐互惠到
顶峰，或称一个“基督教帝国”。教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等都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圣经世界观强调每一个方面都应尊基督为主（林

后 10:5），但是“基督教帝国”其实过多的把权利放在人和政权身上，而
不是神。联系到当今的中国教会和美国的福音派，特别是有一个基督教的

政府的愿望，基督教两千年在欧洲的过程是我们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6）公元 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希腊正教与罗马教会的分裂给我们一个
痛心的提醒分裂所带来的对基督身体几乎无法修复的伤害。多年在神学，

文化，教会操作上的不同带来积累，溃烂，权利斗争，怀疑和远离。东西

教会分裂后，伊斯兰教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区有更大的发展。大分裂的后果

应当成为华人教会的警钟。	  	  	  	  	  
7）公元 1521年：马丁路德和沃木斯议会。路德拒绝放弃他对当时罗马教廷
的批评，这可以算是基督教新教的诞生。我们身为新教的一员，一方面感

恩，但另一方面也看到这第二次大分裂所带出的后果，包括现在基督教有

几千种不同的教派。但是，路德所强调的，福音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人

的努力，必须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石而且需要清楚的来传讲。	  
8）公元 1534年：英国至尊法案。这标志了英国的宗教改革和英国圣公会的
成立，虽然整个过程掺杂了各种的原因。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一方

面帮助教会复兴，但另一方面带出更多的分裂。更进一步，英国不承认罗

马天主教的权柄成为一个不承认教会权威的范例。这对当今世俗主义流行，

自我权威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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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元 1540年：耶稣会的成立。在天主教内部，耶稣会的成立体现了修道
士的精神和教会能更纯洁的盼望。虽然耶稣会被视为过于拥护教皇的权威，

他们却对天主教的宣教运动有根本性的贡献，传福音到北非，南非，印度

和中国。1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15-‐16世纪的宣教士在处理基督教信仰
与当地的文化的关系上有突破。例如，利玛窦在中国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

传统道德教育的结合。我们当小心：由于天主教本身就注重圣礼礼仪，这

比较容易与中国传统的仪式相融，造成一种融合的信仰，有基督教和世俗

的观念混合在一起。	  
10）公元 1738年：卫斯理兄弟的更新。卫斯理兄弟所带领的灵性大复兴是
新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强调信仰中经历神与理性同等重

要，并且带动了信徒们在社会中活出他们的信仰。这帮助了英国废除奴隶

制度，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同时看到许多社会败类信基督。这个大复

兴也定义了福音主义，使之成为过去一百多年全球教会最大的一部分。	  
11）公元 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推翻了法国贵族阶层，
同时也标志基督教在欧洲的思想界和生活界的主导地位告知完结。攻占巴

士底狱体现了教会的权威被世俗思想所代替。自然神论和自然主义严重影

响甚至代替基督教世界观，导致信仰的内容由流行的哲学和科学理论来决

定。自由派神学应运而生，虽然它起初有挽救基督教的意图，但是到 20
世纪末，欧洲已经进入完全的后基督教时代。美国也在步欧洲的后尘，在

21世纪初，人的权威在迅速的代替圣经和教会的权威。（马克思主义就
是在这个时代背景诞生的。）	  

12）公元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西方教会认识到
基督教的全球化。大会代表们不得不面对其他宗教在全球所带来的挑战，

同时也要学习如何在西方教会四分五裂的现状中一起来进行全球宣教。或

许是过于天真或是受殖民主义心态影响，与会者们觉得全球基督教会的发

展将类似西方教会的模式。	  
13a）	  公元 1962-‐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这次大会代表罗马天主教
认识到他们已经与时代脱节。大会做了很大努力，创建了一个“社会精神”

（ethos），借此号召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信徒们进行神学对话并一
起为共同关心的问题来努力	  ，例如：生命的尊严，传统婚姻和道德观，等
等。这次大会也体现罗马天主教庭开始愿意听取其他教派对真理的看法，

虽然在这以前他们一直是持拒绝态度的。	  
13b）公元 1974年：洛桑世界福音宣教大会。这次大会（包括之后的马尼拉
和开普敦大会）体现了新教教会全体充分认识到基督教会的全球性，并愿

意来听取欧洲和美国以外的教会的建议。历届洛桑大会的文集表明了福音

派的信徒们越来越认识到福音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性，而且更多

的认可了发展中教会的贡献，例如中国的教会。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清楚的

表明亚洲教会承接更重要历史角色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16	  参“转折点”一书中第 210-‐211页。Noll	  指出，在 1659年，罗马教廷指示三位法国耶稣会宣教士不要“要
求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习俗，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对基督教和好的道德规范。。。。基督教不需要拒绝或去

除当地的习俗和民族习惯，只要他们不是邪恶的。相反，基督教希望能保存这些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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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一段的历史重大转折点的小结，我希望重申 Mark	  Noll	  教授几个结论性的
观察。首先，他承认他所挑选的 14个重大转折点很可能根据基督教在 21世纪的
发展而有改变。17	  几个新的重要近代转折点的“候选”包括：	  

1）1906：灵恩运动的兴起和遍布全球。这个运动显然对华人教会有很大的
影响。	  

2）1980年代：姐妹们在教会的角色更加突出。与华人传统文化不同，越来
越多的华人姐妹们在教会使用她们的讲道，教导，敬拜和祷告的恩赐。	  

3）1934：威克理夫圣经翻译联会成立，大力推动圣经的翻译事工。不仅有
中文圣经，同时也将圣经翻译成各种在中国的方言。	  

4）1917-‐89：在专制统治下，东欧教会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教会的近代史也
有类似的经历。	  

5）1980年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我个人的看法，如果当今华人教会能
健康成长，日渐成熟，她将会成为一个全球基督教的领导。那么华人教会

的成长很有可能成为 Mark	  Noll	  教授所列举的第 15件大事。	  
	  
总体来说，我们当如何看待这些基督教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每一个事件都让我们看

到一些利和敝的混杂。例如，我们一方面看到信经对教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另一

方面我们也看到伴随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教会领袖（特别是主教）制度，对教会的成

长就不见得那么有利。迦克墩信经在神学上对教义有极大帮助，但是教宗利奥一世

所播下的帝国主义的种子最终带出东西教会大分裂。亨利八世在英国至尊法案和圣

公会的成立中所怀有的动机是不洁的，但是圣公会对全球福音运动产生重大贡献，

包括好几位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路易斯，斯托得，赖特。所以这些重大事件体现

了教会不断的向前走，但同时也在圣经的权威和教会合一上产生新的障碍。根据这

些观察，以下是我想强调的五大要点：	  
1）我们认识到我们信仰的根本要点，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虽然
次要的部分可能在各自的宗派占很重要的地位）。正如路德郑重的提醒我

们：神藉着基督所鲜明的恩典是福音的中心，不论何人，何时都不能偏离

这个要点。（相关的转折点：1，2，3，7）	  
2）我们认识到犹太教在基督教的起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耶稣基督和他
所成就的使得基督教区别于犹太教。我们的正典包括旧约和新约，特别是

新约教导我们要把福音带到全地和不同的文化中（包括华人）。这个信仰

对全人类说话，但不为任何一个民族所拥有。（相关的转折点：1，2，3，
4，8，9，12，13a，13b）	  

3）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世界观，包括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的每一个
方面，从我们的敬虔（敬拜，读经，祷告，等）到政治，经济，教育，社

会公义，等等。但是，基督教不是一个政治王国。当我们的信仰普遍被社

会和文化接受时，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被“世俗化”甚至成为一种高举

人而不是高举神的统治。基督徒必须保持信仰的圣洁，我们在世界却不属

于这个世界（约 14	  －	  17章）。（相关的转折点：4，5，10，13b）	  

	  	  	  	  	  	  	  	  	  	  	  	  	  	  	  	  	  	  	  	  	  	  	  	  	  	  	  	  	  	  	  	  	  	  	  	  	  	  	  	  	  	  	  	  	  	  	  	  	  	  	  	  	  	  	  	  
17参“转折点”一书中第 287-‐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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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认识到基督教信仰虽然提倡人的理性思考，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人的认
知是有限且被罪所污染。纯正的信仰帮助和带领我们的理性来荣耀神。与

神隔绝的知识让我们骄傲，进而让我们的信仰变质。同时，我们也要明白

基督教不只是背诵“正确的教义”	  。（相关的转折点：2，3，10，11）	  
5）我们认识到基督教起源于中东，先向西扩展，现在又转回东方。到了二十
和二十一世纪，基督教已经遍布全球，而且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信徒

占很大比例。所以，东方的教会的确处在一个独特的地位来把福音传到地

极，包括“后基督化”的西方。但是东方的教会需要又相当的神学和生命

的成熟度来带领这个运动。单纯的热心是不够的。深刻的认识历史神学将

会大大的帮助东方的教会，特别是防止华人教会只是成为西方教会的一个

翻版，陷在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泥潭。	  
	  

我深切的盼望华人弟兄姐妹们会发展他们对历史神学的认识来预备华人教会和帮助

基督教大家庭。毕竟，教会历史是我们同享的历史。我相信东方教会一定会新颖的

看见来与西方教会的认识互补。如果东方的教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抓住这（kairos）
机会，我仍然相信，正如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6）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大使命一定会实现，不论祂的子民是否预备好了。正如
Mark	  Noll	  教授所说，神是信实的，必定会保守祂的教会。使徒约翰描述
了一个将来的聚集：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启 7:9）	  
	  

我恳切的祷告华人教会能够及时抓住这个神所赐的历史使命。同时，请允许我重申

使徒约翰所看见这个意象：从五旬节到基督再来，神赐给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

的历史机会，一定是与祂在历史和全地作为的一部分。愿神继续谱写祂在中国教会

的篇章。	  
	  
	  
结论 	  
	  
我想在结束时再举一个例子。每一次我参加华人基督徒聚会的敬拜，歌曲中几乎一

定有我会唱的，虽然我是用英文，我周围的人用中文。这是因为许多中文的敬拜歌

曲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就如我在本文所描述的，从 1910年起，基督教越来越全
球化，正如多次的洛桑大会已经体现的。我相信时机已经到了，西方的基督徒们要

向东方的基督徒们学习。我非常赞同富勒神学院的美籍华人神学家，Amos	  Yong，
所强调的“美籍华人基督徒的经历和看见可以对福音运动做出许多的贡献”。18	  他
进一步提出：	  

美籍华人基督徒不要轻看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观点。相反的，当他们跟随耶稣

的脚踪到世界各地，领受圣灵充满和浇灌，活出基督的生命，继承属灵前辈

	  	  	  	  	  	  	  	  	  	  	  	  	  	  	  	  	  	  	  	  	  	  	  	  	  	  	  	  	  	  	  	  	  	  	  	  	  	  	  	  	  	  	  	  	  	  	  	  	  	  	  	  	  	  	  	  
18	  Amos	  Yong,	  The	  Future	  of	  Evangelical	  Theology:	  Soundings	  from	  the	  Asian	  American	  Diaspora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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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心志，美籍华人基督徒们可以对当今全球福音运动（euangelion）做出重
要的贡献。19	  	  

	  
Amos	  Yong	  教授所说的非常正确。学习历史神学让我们明白历史的功课，帮助我
们避免以前的错误。华人教会准备好了吗？华人教会的神学在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

上需要更成熟。当华人教会被放在了领导的位置，历史教导我们要防止把基督教变

成东方的基督教。教会历史一次又一次的显明，福音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文化但是是

为了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所以，华人教会千万不要落入福音自我中心主义

（evangel	  ethnocentrism）。当我们理解华人教会关键的角色是促进全球基督教互
动，对话和合作，我相信 Mark	   Noll教授将看到下一个教会历史“转折点”是什么。	  
	  

	  
	  

	  
	  	  	  	  	  
	  

	  	  	  	  	  	  	  	  	  	  	  	  	  	  	  	  	  	  	  	  	  	  	  	  	  	  	  	  	  	  	  	  	  	  	  	  	  	  	  	  	  	  	  	  	  	  	  	  	  	  	  	  	  	  	  	  
19	  Amos	  Yong,	  The	  Future	  of	  Evangelical	  Theology:	  Soundings	  from	  the	  Asian	  American	  Diaspora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4),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