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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源合流与基督徒的灵命 

王志勇 牧师 

 

改革宗神学强调教会在真理和爱心上的合一，特别是在圣经、圣灵和圣徒三大源

流或传统上主张“三源合流”。“三源合流”乃是北美华人牧者团契的异象，这一异象

强调圣经、圣灵和圣徒三大属灵传统和源流的联结。
1
 雅和博经学强调以“仁教心学，

法治德政”为综述的基督教文明。仁教强调圣经的权威，心学强调圣灵的工作，法治强

调圣徒的责任，德政强调圣徒的品格，而文明所强调的则是真理的传承。 

 

一、雅和博经学五大特征与三源合流 

雅和博经学的使命就是帮助基督徒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使教会重新归回圣经，

归回古道正统。因此，我们向读者所介绍的改革宗神学乃是正统基督教神学。这主要

体现在五个方面： 

1、圣经的权威性：我们深信圣经都是来自上帝的默示，是上帝无谬的圣言，是

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不仅要强调福音信息的重要性，也要强调律法的

必要性；不仅强调新约圣经的重要性，也特别强调旧约圣经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对圣

经的权威性的强调，使得基督教为中国文化提供了超验的真理标准，使得我们在价值

评判上摆脱历史的羁绊和党派的迷宫，直接以上帝所启示的天国文明来转化地上的文

化。此处我们强调三源合流中对圣经启示的教义的强调。 

2、心灵的经历性：圣经启示和教会正统始终强调心灵经历的重要性。真正重生

的人是上帝赐给我们新心，同时我们的心灵中也有知罪和悔改的经历。我们的心灵必

须经历圣灵的充满和圣爱的浇灌，必须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是各样的善行和美德。

正统神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心灵的经历，这种经历包括罪中的挣扎、认识基

督的甘甜、分别为圣的喜乐。这种心灵的经历乃是基督教落地生根的内在根基，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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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在人的心灵深处做工，使得上帝的真理直接在人心灵深处产生共鸣，跨越民族与

文化的壁垒。此处我们强调三源合流中对圣灵的大能及其恩赐的强调。 

3、传统的正统性：我们反对私义强解圣经，必须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这种

正意从方法上讲就是严格的文法性与历史性解经，从内容上讲就是以《使徒信经》、

十条诫命和主祷文三大文件为标记的“信仰类比”。对这三大文件的权威解读则体现

在《尼西亚信经》、《迦克顿信经》、《亚塔纳修信经》三个大公教会的信经、以及

《威斯敏斯德准则》、《比利时信条》、《多特信条》和《海德堡教理问答》等为标

记的宗教改革时期正统信条中。这些信经信条不仅是前圣古贤解经的结晶，也是我们

今日正意解经的指南。对于教会正传的继承，使得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信仰与历代大公

教会的认信联系在一起，这样我们的信仰也就摆脱了私有化的倾向。此处我们强调

三源合流中对圣徒及其所认信的真道的强调。 

4、时代的相关性：真正的基督教不是让我们逃避世界，逃避问题，而是让我们

靠着上帝的恩典积极地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作用。因此，我们所传讲的改革宗

神学不会仅仅局限在“救恩神学五大要义”，也不会仅仅停留在西方宗教改革宗时期

的改革宗神学，而是本于圣经，立足传统，发自本心，积极地研究、学习、改变周围

的世界。这样，基督教就能够自觉地积极地促进中国文化在哲学上从人本主义转向神

本主义、在宗教上从偶像崇拜转向敬拜独一真上帝、在法律上从人的恶法恶俗转向上

帝所启示的圣约律法、在政治上从帝制转向民治。此处我们强调基督徒的世界观和

文明论，三源合流的方向就是首先追求上帝的国度，其次就是福音宣教的使命

和文化更新的使命。
2
 上帝赐下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内住都是为了成全圣徒，

完成上帝赐给我们的时代使命。 

     5、未来的领导性：雅和博经学不仅归回圣经、访问古道、立足现实，并且积

极地走向未来。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宗教会既不要像西方许多正统教会那样抱残守缺，

因循守旧，丧失积极进取的精神；也不要像众多自由派教会那样数典忘祖，离经叛道，

从根本上背离圣经和教会的正统，而是始终以圣经启示为根本，以教会传统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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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现实为落实，以拓展天国为导向，继往开来，成为改变中国文化，重塑国民品

格，建立基督教文明的主力军。正如章力生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基督圣徒，应当效

法使徒保罗，在希腊罗马之所作所为，起而为真道竭力争辩，争取文化的领导权，发

展上帝的国度。”
3
 基督徒深信这是天父世界，深信自己是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深信自己在上帝里的工作不是徒然的。这种对于未来的积极、乐观、勇于承担的心态，

使得基督徒能够在真理、爱心和服务上发挥仆人领导者的角色。因此，真正的三源

合流绝不是放弃基要真理原则与体系的大混合，而是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

切真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基督徒致力于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作用。 

 

 二、雅和博经学文明论与三源合流 

 因此，雅和博经学之宝贵就在于这四大领域的打通与圆融。“仁教”、“心

学”、“法治”和“德政”，各自都能贯穿其余的三大领域。因此，这种打通和圆融

首先体现在整体上的打通和圆融上，当然也体现在每个部分的涵摄与互动上。哈耶克

强调把政治问题转化为律法问题，通过制度、规则和程序来解决政治争议。
4
 我们可

以说，真理的问题必须转化为宗教的问题，因为没有心灵的更新和价值的取舍，我们

始终在真理的问题上无法达到真正的沟通和认同；同样，宗教的问题必须转化为真理

的问题，因为没有真理的启示和标准的明确，我们始终在宗教问题上无法分清何谓正

统正传和异端邪说。哲学、宗教、道德和政治四大领域都可以如此互动和转化，作为

文明的四大部分，这四大领域并没有截然二分的疆界，这四大部分综合在一起共同组

成了人类文明的基本框架。 

 1、“仁教”强调上帝之爱及其以爱主爱人为综述的启示。我们以“仁教”

部分强调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下的救赎大爱，然后从这种大爱出发强调人对上帝之

爱的回应，就是爱主爱人，然后以“爱主爱人”打通、融贯哲学、宗教、律法与政治

四大领域。在哲学上，基督徒所追求的智慧不是一般性的智慧，乃是敬虔的智慧，而

这智慧乃是以敬畏上帝为根基，以遵行上帝的律法为标记的，而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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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的精义就是爱主爱人（太 22:37-40）。在宗教上，基督徒所信的基督教不是一般

性的宗教，乃是上帝所启示的独一的将拯救与生活的真理全面地启示给人的宗教，并

且唯独基督教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是上帝和罪人之间独一的救主。基督的救赎向我

们显明了上帝拯救罪人的大爱，基督也教训我们爱主爱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

里复活乃是基督教独有的历史性的信息和真理。在律法上，我们强调圣经中所启示的

宗教的核心教训就是爱主爱人，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律法的精义和综述。在政治上，

我们强调上帝的圣约和律法、上帝的主权和个人的治权，最终则是以“爱上帝”来强

调上帝的主权，以“爱人如己”来强调个体的人权。一切问题最终都是真理问题，当

然也都是标准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基督强调：“你们必晓得真理，真

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 8:32）。我们在仁教部分强调“仁道与圣经”—阐

明爱主爱人乃是圣经启示的核心教训，以圣经为基督教信仰的最高权威和标准，

三源合流的第一大要素就是对圣经的强调。 

 2、“心学”强调人当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我们以“心学”打通、圆融

哲学、宗教、律法与政治四大领域。在哲学上，哲学是心灵的求知和追问。对于基督

徒而言，我们理性的能力更是得蒙圣灵的光照，能够明白非信徒不能明白的上帝的奥

秘。在宗教上，我们强调宗教是人心灵的渴慕，宗教的核心不是献祭，也不是机械性

地遵守上帝的律法，而是用心灵来爱慕上帝，明白上帝的律法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得福

之道，正如耶稣基督所强调的那样：“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

立的”（可 2:27）。在律法上，我们强调律法是心灵的尺度、自由的疆界。律法不

仅是表面的仪文，更是圣灵刻在我们心中的准绳，使我们能够明白如何爱主爱人。在

政治上，我们强调政治的核心是心灵秩序的和谐，也就是“心正”！我们的心灵若不

归正，我们就一直处于罪恶的辖制之下，也就处于撒但的暴政之下。在基督里就有真

自由！那些不愿意在基督里顺服“上帝”的约法的人，就必然落在形形色色的“皇帝”

的暴政铁轭之下！不愿意顺服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约法之轭，我们就会落在人的各种铁

轭之下。当然，任何律法和制度都不是自由的最终保障，因为再好的律法和制度都会

受到罪人的扭曲、污染和滥用，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自由的真正保障。信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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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为个人和社会的救主，人就得大自由；“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

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耶 17:5）。一切问题最终都是宗教问题，当

然也都是心灵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圣经强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

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 4:23）。因此，在心学部分强调“仁

学与圣灵”—阐明唯独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才能使我们真正转向

爱主爱人，以圣灵在人心灵中的光照和引领为基督徒重生和成圣经历的根本。

三源合流的第二大要素就是对圣灵的强调。 

 3、“法治”强调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标准和工具。我们以“法治”打

通、圆融哲学、宗教、律法与政治四大领域。在哲学上，我们强调寻求智慧，而真正

的智慧就是所罗门所强调的：“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传 12:13）。在宗教上，我们强调宗教的精义不在于探究上帝本体的奥秘，更不是

沉浸人的学说和解释之中，而是研究上帝已经显明的旨意，也就是上帝的律法：“隐

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

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申 29:29）。在律法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

教会与国家，都必须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超验、绝对、普世性的最高规范：“不从

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

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 1:1-2）。在政治上，我们强调基督徒的政治就是把

上帝的律法落实到个人、家庭、教会与国家各个领域中，建立以爱主爱人为特色的基

督教文明（太 22:34-40）。一切问题都是制度问题，当然也都是律法问题，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圣经空前强调律法或制度的重要性：“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

使律法为大为尊”（赛 42:21）。上帝的律法显明上帝的性情，表明上帝的旨意，

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 119:105）。因此，在法治部分强调

“仁治与圣徒”—阐明圣徒在圣经和圣灵的装备下追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就

是圣徒要把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律法应用到具体的时代促进中。三源合流的

第三大要素就是对圣徒的强调。 

 4、“德政”强调以爱德为枢纽的心灵的美德和国度的侍奉。真正的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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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圣灵在人心中的作为，体现在人在社会领域中的善行上。我们以“德政”打通、

圆融哲学、宗教、律法与政治四大领域。在哲学上，哲学所考察的是人生的目的，就

是幸福，而培养美德乃是臻达幸福的唯一途径。在宗教上，宗教所强调的就是通过圣

灵的感化之工和个人的密契灵修来培养个人的美德。在律法上，律法所强调的不是外

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爱主爱人的美德，善行是这种美德的自然流露，否则就是假冒

为善。在政治上，我们强调政治乃是把个人的美德落实在各个领域中，不仅要自己修

德，还要帮助别人在美德上不断长进，一同享受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当然也是道德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圣经中强调上帝拯

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通过行善来彰显上帝的美德：“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因此，在德政部分强调“仁政与圣洁”

—阐明合乎上帝的旨意的政治的核心是培养爱主爱人的品格，就是圣徒在个人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通过治服己心、攻克己身来践行真理，塑造圣徒的品

格。三源合流的中心并不是任何神学体系或宗派体系，而是造就圣徒内在的生

命，也就是圣徒当具有的效法基督、分别为圣的品格。 

 5、“文明”强调哲学、宗教、道德和政治四大系统的圆融。文明的根基

首先是哲学或科学所注重的真理和智慧，我们所提倡的宗教、道德和政治都是建立在

上帝所启示的客观真理和基督教教育所培养的个人智慧的基础上。也可以说，宗教、

道德和政治乃是真理和智慧的分支与落实。首先，真理和智慧落实在我们与上帝的关

系上就是宗教，落实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上就是道德，落实在宗教与道德的圆融上就

是政治。因此，我们所见的政治乃是遵守上帝的所丰富的爱邻如己的吩咐，这种遵守

或顺服不仅体现在家庭、教会和国家的治理上，更是集中体现在我们个人的美德和品

格上。没有敬畏上帝、守约守法的内在美德和品格，我们的宗教、道德和政治都是假

冒为善，自欺欺人。这种美德和品格的成全不仅是在当今世界中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根

基，更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根基。当然，我们不是靠我们的修行

和功德得救，但我们真正得救的人确实但具有圣徒的美德和品格，而因信称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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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是变来变去的个人感觉或决定，而是上帝通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的美德，就是

信德。上帝不仅赐给我们信德，也赐给我们望德和爱德，并且以此三大圣德更新、提

升我们在社会上所培养的明智、正直、勇敢和节制四大公德，使我们真正成为上帝的

荣耀的儿女，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那荣美的生命。因此，在文明部分强调“仁者与圣

传”—阐明基督徒乃是在基督里按照上帝的约法而爱主爱人的仁者，也只有这样的仁

者才能代代相传，得蒙上帝的祝福，建立爱主爱人的基督教文明，这是上帝明确应许

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 20:6）。真正的

圣传不仅在于来自圣经启示和教会传统的文本与教义的传递—“文传”，更在于来自

圣灵内在开启与光照个体心灵所带来的生命与觉悟的传递—“灵传”，最终所凝聚的

乃是教会之中师傅与门徒之间通过言传身教而进行的传递—“人传”。不管是文传、

灵传，还是人传，最终都落实在德政与文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