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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

记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
（出 2:23-25）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

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

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甚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

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

知道么．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甚么意思。（雅典

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

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

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

中万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脉〕

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 神、或者可以揣

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

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

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

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

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

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徒 17:16-34）     

 

这两段的经文，笔者读过很多遍，引发我许多的思考。第一段经文是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

为奴，最终蒙神拯救出埃及，是以色列历史中首当重要的大事之一。第二段经文记述了使

徒保罗在雅典与当地的人分享神和耶稣基督。这一段经文常常被注重世界观的人引用，来

阐明保罗与雅典人的世界观的交锋。在近代西方基督的教会，有关世界观或圣经世界观

（Biblical	  Worldview）的讨论曾经（或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门徒成长和教会的建

造。华人教会关于这些方面的讨论相对少一些，虽然世界观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圣经，圣灵和圣徒”，包括讨论“三源”合流的必要性。本文尝试从

“三源合流”的角度来再思圣经世界观，重点不只是观念的探讨，而是如何建立和实践圣

经世界观。本文只是纲要性的提出三源合流是建立和活出圣经世界观的必经途径。 



（一）个人经历 

 

笔者比较认真接触和开始学习圣经世界观是在 2001-‐02年期间。一位美国的基督徒弟

兄（Bill	  Redmond，他曾是一位美国国会众议员）有一次问我：“你是如何看待你的信

仰与你工作的关系？”我当时在工作上刚刚经历了一些难处，他的问题引发了我许多的

思考。从那以后，我花了许多时间读有关圣经世界观的书，同时在 2005-‐06年期间我

与这位美国弟兄一起教了一门主日学的课程，持续了一年，用的教材是 Charles	  
Colson和	  Nancy	  Pearcey	  合著的“世界观的故事（How	  Now	  Shall	  We	  Live）”。回顾过

去这十五年来，笔者非常的感谢神。世界观的学习对笔者来说可以算是一个“模式转

变”（paradigm	  shift）。这些学习也非常帮助我有一个圣经世界观的“透视镜”来面对许

多错综复杂的现象，包括个人，家庭，工作，教会，和社会。	  
	  
（二）一些反思和挑战	  
	  

每一个人都具备一个世界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多重世界观）。曾记得有一个比方：

每一个人因为罪的原因都是近视眼，看不清楚周围的事物。那么每一个人都需要带眼

镜，眼镜就是人的世界观。它在尝试着帮助我们回答从根本（例如：我从哪里来？）

到日常（例如：我如何对待工作中与同事的不和？）的问题。描述圣经世界观比较常

见的方式是用四个关键词：创造（Creation），堕落（Fall），救赎（Redemption），

恢复（Restoration），或简称 CFRR。它使用以圣经为基础的基本理念来回答人常有

的基本问题，例如：人从哪里来？世界为什么出了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当

做什么？从这个角度重读本文开始引用的第二段经文（徒 17:16-‐34），大家就可以明

白为什么这段经文成为注重世界观人士的最爱。虽然中文的翻译“世界观”（英文

worldview,	  德文Weltanschauung）是直接的字面意思，但笔者认为中文的“心”所要表

达意义的更接近。箴言说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 4:23）	  	  
	  

但是当笔者过去这十多年积极在与华人弟兄姐妹们交流关于世界观的内容时，我发现

遇到许多的困难。虽然附上许多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西方教

会在这个方面也有很大的挣扎。（美国过去二十年的转变就是一个体现。）从 James	  
Orr（1844-‐1913），Abraham	  Kuyper	  （1837-‐1920）到	  Francis	  Schaefer（1912-‐
1984），Charles	  Colson（1931-‐2012）,	  到 James	  Sire,	  Nancy	  Pearcey,	  David	  Naugle,	  
等等，许多西方学者，神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牧者都在认识圣经世界观

上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从世界观的角度看待信仰，一方面帮助基督徒在错综复杂的现

代世界中明白和活出信仰，另一方面也帮助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思潮不断进行对话和对

比。但是据在 2000年进行的统计，只有约 10%的福音派基督徒知道如何定义圣经世

界观，只有 4%的基督徒认为世界观是重要的。（统计结果来自 G.	  Barna，也被 D.	  
Naugle	  在他的书	  “Worldview:	  History	  of	  a	  Concept”	  中引用。）	  
 

更详细的讲，笔者注意到几点： 



1）世界观给人一个注重理性的印象。常见的 CFRR	  架构首先强调创造（Creation）。

相反的，常见的华人形而上观念体系几乎从来不提创造。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不同

恰恰应当就是华人基督徒首先要改变的，但是这个反差常常造成足够的障碍，使得

许多人从一开始就不觉得有认同感。再者，大部分的人通常不从形而上的角度入手

来看待和决定他们的日常生活。基督徒哲学家 James	  K.A.	  Smith在他的近作

（“Desiring	  the	  Kingdom:	  Worship,	  Worldview,	  and	  Culture	  
Formation”(BakerAcademic	  2009）中强调：“We	  are	  what	  we	  love（我的所爱决定

我是谁）”。尤其华人背景和文化，许多人把重点放在“实际”解决问题和需要，而

不满足于形而上的思考。常见的华人知识分子的观念包括：远神论；信仰－工作－

生活可以分割来处理；事业，家庭，孩子，身体是最“实际”需要考虑的内容。	  
2）另一个挑战是圣经世界观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为他人和神的国度而活的世界观，不

是一个围绕自我的世界观。在 CFRR	  架构中，恢复（Restoration）是非常关键（也

是实际体现）的一步。由于神的心意是关乎全地的恢复（当然包括我们自己），我

们必须从自我／自家中走出来，进入群体，世界，领受和实践恢复的职分。	  
3）笔者认为建立和实践圣经世界观最具挑战性的是对圣灵的认识，经历和回应。大

陆华人背景对灵界有很深的怀疑（无神论）和惧怕（敬鬼神而远之）。对圣经世界

观，即使是接受了，也常常只停留在理性认知层面，有时因着失败和气馁反而加深

了对经历圣灵的怀疑。	  
	  
	  笔者曾感叹：圣经世界观就像一座极其美丽的庄园，却有极少的人搬进去住在里面。	  
 

 

（三）再思圣经世界观的重建和实践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基督徒活出圣经世界观，换句话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明白某个理

念架构的过程。这次论坛所讨论的“三源合流”，作为一个信徒生命成长的结合的模

式，笔者相信也是与建立和活出圣经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下面我们概要性的来讨论一

个方面：再思圣经世界观的定义。	  
	  

其实给世界观下一个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的学者，作者都曾做过尝试。

James	  Sire在他的书中“给大象下一个定义：世界观作为一个观念（Naming	  the	  
Elephant:	  Worldview	  as	  a	  Concept）”（IVP	  Academic,	  2004）给出了一个定义：“A	  
worldview	  is	  a	  commitment,	  a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of	  the	  heart	  that	  can	  be	  
expressed	  as	  a	  story	  or	  in	  a	  set	  of	  presuppositions	  (assumptions	  which	  may	  be	  true,	  
partially	  true,	  partially	  true	  or	  entirely	  false)	  which	  we	  hold	  (consciously	  or	  
subconsciously,	  consistently	  or	  inconsistently)	  about	  the	  basic	  constitution	  of	  reality,	  
and	  that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	  大概

翻译出来就是：“世界观是人内心的承诺和取向，通过一系列的理念前提来表达和判定

我们周遭的世界。虽然这些前提可能不完全，部分正确，或我们只在使用一部分，它

们仍然在决定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这个定义与保罗在使徒行传 17章所说的

有很密切的关系。）注意到他特别把“内心”提出来，不再仅仅只是一套“理念前提”。	  
	  



在 2010年，笔者有幸与一位基督徒神学教授（Robert	  Kurka）就世界观的话题在一起

有近一周的讨论和祷告。当时，我们提出两点：1）圣经世界观需要以认识神为中心

（God-‐Centered）；2）是从心出发：“人心重新定位的过程”（A	  life-‐long	  process	  of	  
re-‐orienting	  our	  lives	  to	  God	  and	  His	  will）。	  
	  
关于第一点，传统的定义所表达的内容虽然完全正确，但是它把神放进了一个固定的

形而上的观念框架。我们要注意，没有任何世界观（或神学系统）能代替神，代替圣

经，或代替圣灵的解释和工作。再者，传统的定义也没有把神在今天与我们活泼的

交流和参与体现出来。所以，这个貌似无妨的焦点转移，从神本身转到一个观念架

构，却大大削弱了基督徒学习凡事凡时到神面前寻求的根本态度和方法。这也妨碍了

基督徒进一步能真正活出圣经世界观。 

 

受圣经中出埃及记和启示录这两卷书的启发，也感谢 Robert	  Kurka教授的指导，笔者

尝试提出另一个圣经世界观的定义：圣经世界观是一个神与人互动的过程。它可以大

致分成四个阶段：1）神知晓我们；2）神显明祂的心意和行动；3）我们回应神；4）

神救赎我们并且带领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不断的重复，带领我们成长。 

 

把世界观定义为一个过程或许初读起来难以理解，但是这个“动态化”的定义希望强

调世界观不仅是一个理性的认知而是一个全人不断的参与。再者，“神与人”的互动

是为了强调神的主动和人的回应。 
	  
	  

（四）结语 
	  

如果圣经世界观被理解为神与人互动的过程，圣灵必须是关键。一个有效的互动必须

基于：1）我们对自己的认识；2）认识神；3）我们领受信心和能力来回应神。我们

急需在这个方面有全面深刻的发展。同时，圣徒群体的生活是塑造圣经世界观必不可

缺的环境。笔者相信，三源合流的结合模式对于重新来理解和建立圣经世界观，和

帮助这个方向的下一阶段发展，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