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源合流与国度连接的异像  
 

祝健  
 
在以下的篇幅里，作者试图用比较简洁而明确的叙述来介绍和解释三源合流的概念，以供

各地的同工今后在此类的命题讨论和相关的事工规划中，可以有一个基础性的理念框架。 
 
1.  三源合流不是异像，国度连接才是异像。  
我认为我们这次三源合流的论坛，将有可能在华人的教会界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它

也很有可能为各地的华人教会、事工、和领袖导向一个观念性和实践性的重大突破！这是

因为这个命题事实上是各地华人教会长期以来的瓶颈症结，是许多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及

成长追求中处于混乱、困惑、和痛苦的原因之一所在。曾经有位姊妹把这种的痛苦和茫然

称之为“属灵传统的综合紊乱症”。 
 
三源之间的冲突，三源之间的张力，三源之间甚至彼此为仇为敌是华人教会长期以来内耗

的苦难。但是感谢神，终于我们有一批神家的工人、教会的领袖开始走到一起，愿意起来

承担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来谨慎地探讨和摸索，交流及表述，同时实践和分享这一重大的 
神学命题所将要带给各地教会的突破和祝福！虽然，在这其中我自认为是十分不配的人。 
 
但是，我们把三源合流作为一个重大的神学命题提出，并不是要让我们把这个作为终极的

目标来看。不然，我们就有可能误导人。我们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仅仅是为了我们可以

同心合意地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使华人教会可以继续和健康地往前走。 
 
所谓异像，就是从神而来的奇异的景象，是一种确实而以神的呼召作为标志的属灵看见和

托付。比如摩西荆棘的异像。但我们需要谨慎和警惕，因为在教会中我们对异像这个词是

已经用的太过于泛泛了。有的时候，当人在说异像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一种的热情和

某种潜在的需要，为的是去奋力争取一种成就的愿景。在下意识的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地

把一些人意的或是世俗和时潮的内容塞进了异像的概念之中。 
 
异像作为神使命性的呼召，是为了设定一个在祂旨意中的重大神国目标。这种目标或许我

们可以称之为时代性或阶段性神国发展的目的。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需要有各样

的策略和条件。三源合流就是为着达到一个时代性的目的而必须有的先决条件。国度连接

则是那一个其中要达到的时代性或阶段性的目的。国度连接就是异像。我本人作为领受这

个群体异像的承受者之一，是从 1983年开始的，一直到 2013年整整 30年。但我只是神
所赐的这个群体异像中的一份子。 
 
2.  什么是三源合流？  
三源合流是指在基督的教会历史中三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属灵传统源流；即圣经的传统、 



圣灵的传统、和圣徒的传统。若更进一步细致地描述，则可以说这三源就是以下作为代表 
的三个影响普世华人教会的属灵传统和源流： 

1) 强调圣经及神学的传统及群体 
2) 强调圣灵及恩赐的传统及群体 
3) 强调圣徒及生命的传统及群体 

 
若按照过去许多年间教会彼此的争执和冲突，这三个源流是通常被称作什么“派”什么

“派”的。而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国度连接的异像及其服事中不希望用“派”来产生困惑和
冲突。我们希望回到最本源和本质的地方，来讨论，产生新的认识和共识，来帮助华人教

会往前走。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三源合流”不应该与三一神的本体神论概念发生任何的误解。我们这
里所讨论的，是在教会的历史性发展中，在教会的历史性实践中所探讨的三个属灵传统的

来源以及它们在历史使命中的融合问题。 
 

所谓“合流”的问题，虽然这次的论坛未必我们可以来实际而深入的讨论，但这却是一个必
然的趋势。“合流”就我本人的看法来说，主要是指三个方面。第一，以结合的模式来探

讨这一神学命题。第二，以大使命作为方向和终极目标来进行在“三源合流”框架中的个人
的信仰实践和教会的发展拓展。第三，突破华人教会长期以来因“三源冲突”而造成的困境
和困惑，瓶颈和僵局。籍着可行的“合流”带出圣徒相通的见证，带下神更丰富的祝福！但
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还是专注在对“三源”的认识上。 

 

3.  什么是国度连接  
国度连接是指在神国的真理和神时代的呼召基础上，自觉自愿自发的一种富有创意和开放

性的联络、交接、及合作式的委身服事。 
 
国度连接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是对这一理念有启示性的认识。所谓启示性的认识，就不是

以讲清楚、听明白、做笔记为标志的。启示性的认识是籍着祷告默想，在所专注的问题上

得到圣灵的点拨、开启、和有亮光的引导去行，并且有热情去实践。 
 
国度连接不仅仅是牧师和传道人所考虑和有负担来面对的命题。所有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中，在自己的事业和事奉中长期处于或面对一种发散、无序、但又暗示着某种无限的机遇

的现实，这样的人都非常实际的有国度连接的需要。国度连接其实可以为今天每一位神家

的儿女带来丰富的资源和不可言喻的突破机会！ 
 
用今天通俗的话来借喻描述，国度连接就是要在每个人所关注的事情上建立和拓展上帝在

人命定中所托付的那个平台。你有了这个平台，事情就渐渐活了。没有这个平台，事情就



有可能长期陷入僵局。但国度连接的平台是指：上帝是你的平台的主宰，而你的平台只能

为上帝所用才会真正产生出超然和超越的能力和效率！ 
在我新近出版的“国度连接与未来中国教会的三件大事” 这本小册子中，我简略提到了 
国度连接的基本概念，或称之为较为稳定的实践模式。如果有人问我，用一句最简单的话

来概括性表述什么是国度连接？则我会回答说：“一、二、三”。一是指一个异像，即 
国度连接的异像。二是指二个使命，即福音的使命和文化的使命。三是指“三源合流”，就
是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 
 
国度连接的概念事实上是一个系列的属灵原则和理念的套餐。在实践中我逐渐摸索和明白

了这些理念彼此之间的关联性。通常我会把它们分成三组的理念。 
 
第一组的理念是指国度连接的模式，即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一、二、三”。 
 
第二组的理念是指国度连接的方式，即它是如何操作的，具体应该怎么做？在那本小册子

中我提到了平台、网络、和服务器这三个概念。这就是说，任何教会、事工、和同工领袖

只要是把神所托付事情根据以上的三个概念来建造，则会出奇地看见它所带出来的能量和

果效！ 
 
我在那本小册子的再版序里曾经提到过，我走访了一个农村教会领袖的家庭。这位领袖是

十分有智慧和能力的神家的使女。她几乎是从零开始，把自己的家奉献出来，仅仅几年间

就把这个被农作物环绕的土院子打造成为远近有影响力和祝福当地的神国平台！这个国度

连接的家庭让我大开眼界，知道神的作为奇妙！在远处或近处，在高处或低处，祂都预备

祂自己的道路，也让我们有份于祂在这个时代中的作为！ 
 
籍着这个不起眼的农村家庭，神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一个国度连接的平台、网络和服务器。

其中所连接和服事的有教会、农场、神学培训、爱心慈善服事、青少年夏令营、特别营会

的退修中心、小商贸事工、教育事工、国度代祷、和宣教等等。 
 
第三组的概念是指国度连接的方向，即国度连接，成全圣徒，进入命定，得地为业。也就

是说国度连接是为了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是为了帮助他们进入各自从神领受的命定。进入

命定是为了在大使命的宏伟目标中去得地为业。 
 
因为有这样一个崇高而神圣的大使命，所以我们不得不连接，不可以不连接。我们必须以

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怀着一个神国广大的胸怀去主动而有意识地连接。 
 
既然连接的目的是为了宣教和大使命，因此我们必须看见所连接的群体是在历史教会中神

自己所赎回、所宝爱、所托付的每一支祂的子民。这就是在本次论坛中我希望来讨论的，

国度连接与“三源合流”的关系。 
 



 
4.  圣经的传统  
我们特别把圣经、圣灵、圣徒的三个属灵传统及其属灵的群体提出来讨论，不是说在历史 
的教会中只有这三个群体。我们是希望籍着观察和实践，籍着这种的探索和讨论，把历史 
教会中特别是现代的教会发展中对华人教会有特别重大意义和影响力的三个源流提出来，

代表性地来看国度连接的教会发展和实践。 
 
以下为了方便具体的讨论，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和观察各个的源流：特征，优势，

和局限。 
 
对圣经的传统和群体，我们大致可以有以下的观察和认识。 

1) 特征：注重圣经的权威，看重严谨的神学性和教义性解经，以圣经作为一切信仰和
工作的真理根据，看重信仰对世界和文化变迁的务实性和宣教服事性的回应，看重

在上帝普世恩典中可接受的系统知识，积极正面地看待教会的组织性与工作性发展 
，强调传统道德及社会公义，祷告的特征主要以悟性的祷告形式，等等。 
 

2) 优势：圣经传统及其群体的优势是在真理的解释以及对真理性原则的把握和鉴别上
有比较严谨的体系。 
 

3) 局限：相对与其他二个源流来说，在对于圣灵的体验性认识和解释上有些时候显得
刻板和僵硬。 

 
5.  圣灵的传统  

1. 特征：看重圣经中带有圣灵启示性的话语，并把这样经历的神活泼的话语作为主要
的建造和服事的根据，成为个人或群体被神在现今时代引导的根据和证据，强调要

得着圣灵的恩赐和充满，并强调在圣灵的同在中操练和施行有恩膏和能力的服事，

果效的见证和奇妙常常是传福音和教会兴旺的主要原因，祷告的特征主要是以服事

弟兄姊妹的需要为导向，并在祷告服事中展现出具有某种先知性的果效，等等。 
 

2. 优势：圣灵传统的确一直以来为教会和圣徒的信心开了一扇蒙福的门！特别在服事
现时代信徒的各种疑难杂症中，这一传统的确给信徒群体带来了不少有显明见证性

的服事果效，为信徒认识又真又活的神奠定了基础。 
 

3. 局限：相对其他二个源流来说，在对于真理的客观性和系统性建造上有些时候显得
比较主观和随意。 

 
6.  圣徒的传统  

1. 特征：看重神在祂永远的旨意中对教会所启示的奥秘，看重生命的对付和十字架的
道路和见证，强调神的话语是生命的粮，强调葡萄树与葡萄枝的与主联合的关系， 



强调在神的面前和在守圣餐纪念主的属灵实际中来经历神的同在，实行圣徒相通，

圣徒相爱的交通服事和生活，以在基督身体里的群体服事为主要牧养和建造模式，

祷告的特征主要是认识和宣告神终极的心意，等等。 
 

2. 优势：圣徒传统对于生命道路的解说，实践，和属灵上的供应是有其特别的深度和
高度，为圣徒明白神自己的心意和神永远的计划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3. 局限：相对与其他二个源流来说，在对福音的时代性反应和大使命的宣教参与有些
时候显得比较闭塞和隔绝。 

 
“三源合流”这一命题的内容其实十分的丰富。但因篇幅而作为结束，我希望看到在这个
论坛中，籍着对“三源合流”的讨论和交流，可以实际来探索在华人教会中实践圣徒相通 
，圣徒合一，并籍国度连接的异像来同心合意实施大使命！ 
 
1983年，我火热而单纯，与在武汉的一小群爱主的年轻弟兄姊妹一同追求，亲历了神所
展现的一个奇异的景象：新一代的圣徒从一望无际的旷野中走出来，合成一群，进到上帝

的荣耀中… 
 
30多年过去了。籍着新墨西哥州的旷野，籍着这里的华人教会和弟兄姊妹，更是籍着 15
年来华人牧者团契的陪伴和这次“三源合流”的论坛，上帝将带下祂更奇妙的作为，祝福神
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