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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牧者团契是福音派教会牧者的团契。笔者属于福音派教会中比较保守的改革

宗长老会背景，属于卡森博士所说的“公开认信性的福音派框架”（the framework 

of confessional evangelicalism）。
1
 正如马斯登所界定的那样，“福音派的核心教

义是宣示基督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而救赎以及个人对其永恒救赎之信仰的必要

性。”
2
 因此，福音派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基督教内部的众多教派的联盟，“作为一种

风格和一系列有关《圣经》和基督救赎的新教信仰，福音派实际上触及了美国的所有

教派。这些教派，诸如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公理会、基督门徒派等等，都与

19世纪美国文化的形成大有关系。”
3
  

不管我们是否明确，我们都有自己的传统或宗派背景，正如以色列人都属于十二

个支派中的一个支派一样。我们不用讳言自己的宗派和背景，但我们在国度的联结上

确实应当具有超宗派的胸怀，要联合各个宗派，共同为基督赢得这个世界。正如马斯

登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福音派信徒的最好证明是，具有极为强烈的

超教派身份，无论他的教派关系碰巧是什么。”
4
 因此，笔者从改革宗长老会的角度

贡献自己对三源合流的看见，愿我们能够互相补充，彼此成全，一同荣耀主的名。 

三源合流就是以圣经、圣灵与圣徒三大注重为代表的三大属灵传统的合一。

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殊启示的结集，圣经本身的结集成典是在圣灵的默示下进行

的，目的就在于造就圣徒，使圣徒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塑造效法耶稣基督的品格，

完成上帝所赐给的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 

 1、圣经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三源合流”继承宗教改革和福音派神学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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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首先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

事”（提后 3:16-17）。在真道的传递和领受上，圣经是最重要的文本，是基督教信仰

和生活的最高标准。对于圣经真理最常用的最凝炼的总结就是《使徒信经》。 

  2、圣灵的默示性与光照性：要明白圣经，不仅需要个人的研究和彼此的交

流，更重要的是要有圣灵来光照我们，“只有上帝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

灵参透完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

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知道上帝凯恩赐给我们的事”（林前 2:10-12）。

加尔文和改革宗神学的一大特征就是：“特别以圣灵来取代了教会的地位。从前大家

认为教会是人认识神的唯一根据，是得救赎的唯一机构；过去人们认识神的可靠只是

与一切解经神恩的媒介都得仰望教会。但根据加尔文的教训，此两项功能并未托给教

会，乃为圣灵所保留，圣灵将认识神的指示和蒙神恩惠的方法随己意赐给人。”
5
 圣灵

做工的明确标记就是把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版上，因此《约法十章》（十诫）乃

是判断圣灵内住和引领的最好标准。 

 3、圣徒的带领性和器皿性：当然，圣灵也常常使用圣徒来教导他人，耶稣

基督在大使命中就是这样吩咐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

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基督圣徒最大的追求就是在这个

世界上和历史过程中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绝不是逃避到“融入上帝”的神秘主义

之中，也不是逃避到自我感觉良好的“属灵”之中，而是通过信心得见上帝的同在，

参与上帝在世界和历史中的计划与工作，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国度祷文》

的精义。 

 4、圣经、圣灵和圣徒的合一：圣经是上帝通过圣灵默示圣徒写成的，也是

通过圣灵光照圣徒来明白的。圣灵既是圣经的作者，也是圣徒的老师。圣徒手中拿圣

经—圣经为圣徒的教导和生活提供客观性的标准，心中有圣灵—圣灵为圣徒明白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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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圣经的教训提供内在的光照和引领。 

 5、改革宗、灵恩派与天主教的会通：华人牧者团契称此为“三源合流”，强

调三大属灵传统的合一，就是代表宗教改革的改革宗、代表新兴教会的灵恩派、代表

欧洲古老教会的天主教教会这三大属灵传统。圣经是超验启示的文本性本源，改革宗

强调“唯独圣经”，注重圣经的权威和教训；圣灵是神圣光照的主体性本源，灵恩派

强调“唯独圣灵”，注重圣灵的充满和恩赐；圣徒是真道传递的器皿性本源，天主教

强调“唯独教会”，注重使徒的统绪和传承。这种会通并不是抹杀彼此之间的差异，

但是面对世俗化和各种新兴宗教的挑战，基督教各大宗派之间确实应当放弃成见，求

同存异，共同对外。因此，我们在各自持受信仰良心并且彼此尊重的情况下，在合一

上确实应当突破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宗派性的小传统，回到初期教会奠定的

基督教的大传统，也就是初期教会五百年共同认可的“上帝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神

人二性”、“基督徒赖恩得救”这三大教义。笔者加尔文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恩师瑞

慕勒（Richard A. Muller）称之为“两个半”教义（dogmas）。前两大教义正统教会

一致认信，比较一致；而在“赖恩得救”上大家一致承认救恩出于耶和华，但在罪人

是否能够抵挡、拒绝救赎性的恩典上，则分为两大派别，一方认为得救完全是因为上

帝的恩典，上帝必拯救到底；一方认为罪人可以拒不接受上帝的恩典，接受之后仍可

抛弃。因此，称之为“两个半”教义。 

 6、改革宗神学内在的会通与圆融：真正的改革宗信仰乃是具有大公教会精

神和传统的信仰，改革宗信仰本身就是夸宗派的，历史上的长老宗和安立甘都是以改

革宗信仰为主，而浸礼宗、公理宗、循道宗都在神学上有极强的改革宗信仰成分。改

革宗神学不仅注重圣经文本和纯正教义的重要性，也注重教会传统、尤其是信经信条

的重要性，但始终强调教会的传统不能凌驾于圣经之上，只能是辅助性的权威和功用。

当然改革宗神学师承奥古斯丁的传统，非常注重圣灵的光照，圣经本身就是来自圣灵

的默示，并且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就无法明白圣经，当然也无法通过圣经而认识上

帝和耶稣基督。同时，在改革宗神学中，以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为代表的教会的传

统，乃是圣灵光照历代教会按照正意分解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之道道的结晶。更重要



的是，不管是圣经启示，还是圣灵光照，目的都在于造就圣徒的品格，使他们更好地

效法耶稣基督，自觉地降伏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之下。因此，在改革宗神学中，圣经、

圣灵与圣徒有完美的契合。 

 7、三源合流与教会的合一：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圣经的启示、圣灵的光照，

还是教会的传统，三者的目的都是为了造就圣徒，正如保罗所强调的那样：“为要成

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

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

子，中了人的轨迹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

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

合式，百节各按其职，按照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

建立自己”（弗 4:12-16）。雅和博经学在三源合流上强调： 

  （1）基督徒合一的根基：基督徒个人与教会之间的合一是“连于元首基

督”，关键不是组织和形式上的合一，而是真正认识独一的上帝，认识他所差来的独

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约 17:3）。 

 （2）基督徒合一的方式：合一的方式就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

用主的爱彼此相爱，用爱心去了解对方，用爱心去服事对方，而不是把自己的看见或

主张硬加在对方的身上。哪怕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也要看对方灵命的程度。因此，

基督徒的合一不是在神学上一同江湖，而是愿意彼此分享，一同成长。 

 （3）基督徒功用的合一：强调基督教各个宗派之间功用上的合一：“全身

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其职，按照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关键是发挥各自

的功用，各就各位，各尽其职，个人都要按照上帝赐给自己的恩赐和良心去行，这是

最重要的。不要因为非基要的交易问题而反目相向，甚至大动干戈，彼此相残。 

 （4）基督徒合一的目的：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

立自己”。基督徒要有国度的胸怀，关键不是个人的得益，甚至不是自己所在的教会

和宗派的发展，而是上帝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中的进展。在人的身体中，某个部分的细

胞快速增长，超出其应用的规模，造成整体的失衡，就会形成癌症。基督徒也当如此，



不能仅仅是凸显自己的确信和宗派，要有国度性的全局的观念。 

 （5）基督徒合一的关键：合一的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耐

心，“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此处的“真道”在原文中是指“信

心”。我们在信心的程度上往往大不相同，对于信心的对象的认识也往往大不相同。

但是，得救的信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用以称义的工

具。因此，在信心的程度和内容上，我们要学会等待，甚至一直等到我们见主的日子，

我们如此众多的个人和教会才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这个漫长的等待的过程

中，我们必须有耐心。 

 （6）基督徒合一的危险：合一过程中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中了人的诡计和

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基督徒的合

一不是不讲原则和真理的大混合，我们还是要在基要真理上达成一致的看见，特别是

那些带领教会的牧长和领袖们，更是要在真理上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否则，是非不

分，真假不明，这样的“合一”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往往也成为魔鬼撒旦和异端邪说

渗透和混乱教会的工具。 

  （7）基督徒合一的目的：合一的目的不是为了人多热闹，而是为了建立教

会，造就高素质的圣徒与英雄式的基督精兵，“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

督的身体”。圣经上帝上帝赐下造就圣徒的工具，圣灵是上帝赐下陪伴圣徒的良友，

基督徒的合一要始终以“成全圣徒”为方向，这种成全圣徒最终要落实在“各尽其

职”上，这就是国度事工的联结。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得上帝的

教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坚固。 

 8、教会的合一、特质与连接：在正统改革宗神学中，圣经、圣灵和圣徒三

源在真理的传递和见证上有着完美的和谐。 

  （1）教会的合一：在《使徒信经》中我们告白“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

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圣灵内住乃是教会合一的内在的根本保障；教会连接乃是教

会合一的组织体现；圣徒相通乃是教会合一的中心内容。 

 （2）教会的特质：圣洁是教会的本质，但爱心却是建立教会的关键。正如梁



家麟博士针对多纳派对教会造成的分裂和困扰所分析的那样：“奥古斯丁认为教会最

重要的特质是爱而非圣洁。圣洁固然是教会的理想，但却不可能成为教会的现实；教

会永远不该放弃对圣洁的追求，但它现实上却又总会存在着不洁不义的事情。倘若我

们不接纳教会有任何一丝的不洁，动辄以分裂为解决方法，那我们只会将教会不断分

裂下去。”
6
 教会是由蒙恩的罪人组成的，我们之间最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相爱，这恰

恰就是耶稣基督所重点教训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 13:34-35）。 

 （3）教会的连接：教会的连接是指教会在人员、组织和事工上的连接。我从

祝健牧师那里特别学会了“连接”的重要性。既然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的元首，既然

我们基督徒都是同意身体的肢体，要使得这一身体在整体性和有机性上发挥作用，各

个肢体之间的连接和配搭乃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作为基督徒，不管我们属于哪一个

宗派，不管我们属于哪一个地方教会，不管上帝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呼召，我们都当自

觉地彼此连接，互相配搭，各尽其职。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圣灵赐给我们悔改

与赦罪之工而在心灵上与上帝有内在生命的连接，让后我们根据上帝带领我们所到的

地步，彼此之间在国度的事工上展开一定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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