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源合流”与灵命进深的群体事工 

-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的发展轨迹 

 

有一次，一个海外的福音事工机构找我谈，希望我可以考虑一下如何帮助大陆背景的信徒

开始一个门徒造就的运动。我当时的回复是：门徒造就可以成为一个运动吗？ 

 

当然，我的意思是，门徒的栽培与建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门徒建造的过程本身不太可能

是运动性质的。虽然在任何的一个福音运动或浪潮中，门徒是完全有可能成规模地被培养

和建造出来的！ 

 

灵命进深与群体事工的模式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以下简称使团)从 2000 年开始所发起的

每年一度的全国性培训大会其实就是在做这一件事情。这就是灵命进深的群体事工，也就

是一个有规模地培训和造就门徒的事工。如果从新墨西哥州开始的第一届大会算起，今天

使团这个门徒建造的事工团队已经一同走过整整 17 年的风雨历程了！ 

 

去年在 2015 年的香港大会上，华人教会德高望重的国际领袖王永信牧师作为大会特邀的

讲员，三次对所有参加大会的同工们说:“你们不是一个大会，你们是一个运动！”作为

这个事工的发起人之一，并且作为我们一起追求、一同服事、一路陪伴的团队成员之一，

我深知道王牧师这位老前辈在这句话里所表现出来的属灵敏锐和深刻含义。 

 

在以下比较主要的篇幅里，我将列举一些实例，说明在过往的重要决策关头使团作为一个

群体事工的团队无论在会议，在展望，或是在策略性规划上都十分明显地遵循了一条持续

不变的路线，即以“三源合流”的结合型建造发展模式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在中国大陆族群

背景中的信徒灵命进深服事。藉着对这些的回顾，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使团在其发展过程中

其实是在探索和实践一些从使徒行传中所揭示出来的初代教会的门徒建造的原则。这就是

回归主耶稣基督以及使徒的福音和门训模式。如果真的是这样，则使团这 17 年的历史就

真是有某种的基于圣经真理的价值了。这就像是今年 11 月将在香港举办的城市教会建造

特会的主题所倡导的那样：“活出属灵的真实”。 

 

“活出属灵的真实”这个主题似乎代表着使团在过去 17 年中一直持续不变的追求和服事

的主线。这或许意味着，使团作为整体一直在希望摸索和实践一种最本质和最本源的福音

及门训的建造模式。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使徒的模式。它可以理解为在以下三个方面的

表达和表现，我们在这里把它们简称为三个回归： 

1. 回归圣经真理的福音所带来的天国的异像； 

2. 回归圣灵大能的运行所带来的信仰在教会和社会中的时代性转化； 



3. 回归圣徒相通的合一所带来的群体性生命影响力及其建造与拓展。 

 

事实上，在使团过去的 17 年发展过程中，还有多次这样的以年度大会主题所表达的上述

三个回归，如： 

1. “愿你的国度降临”，2004年第五届年度大会(华盛顿 DC)； 

2. “建造荣耀的教会”，2005年第六届年度大会(洛杉矶)； 

3. “胜过世俗的挑战”，2006年第七届年度大会(奥斯汀)； 

4. “活出基督的生命”，2007年第八届年度大会(波士顿)； 

5. “进入命定-一代呼召，十年历程”，2009年第十届年度大会(温哥华)； 

6. “活出教会荣耀的见证”，2013年第十四届年度大会(香港)； 

7. “灵火相传，承接使命”，2015年第十六届年度大会(香港)。 

 

基本上，以前面所提到的三个回归来概括使团在过去 17 年中的大会及事工的方向是十分 

贴切的。这个方向也可以说明，使团一直在寻找一种途径和模式来探索和实践使徒行传中

所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与使徒的福音和门训模式，也就是灵命进深的群体事工模式。这种

群体事工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三源合流”的框架与属灵生态氛围。 

 

灵命进深与“三源合流”实践的 17 年 

可以说使团走过的 17 年，其实也就是在“三源合流”的框架和氛围中一直在摸索和实践

的灵命进深的合一性群体服事历程！ 

 

在过去的 17 年里，使团的年度性大会作为一个群体事工的灵命进深平台一直是沿着一种

的思考来把握方向的：即我们所念念不忘的大陆族群，以及由这种特殊背景所组成的各地

教会及同工弟兄姊妹，他们的属灵需要到底在哪里？他们属灵追求的脉博到底是什么？而

神在今天这个特定的时代或时期对我们这群人的托付和命定又是什么？神是如何在看我们

这一群人? 祂是如何一直在带领着我们这群人? 我们与所服事的对象群体又是一个什么样

的关系和彼此定位的角色？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事工的使命团队，从神而来的服事特质又是

什么？等等。 
 

以上的这些问题，无论在使团每年大会之前的筹备会上还是在大会结束后的总结会上，都

是所有的筹备和策划同工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决定每一届大会的主题和方向的前提！ 
 

但是，历史上华人教会的属灵传统与宗派之间一直是长期处在一个“分流”的教会现实

中。使团过去 17 年的发展历程事实上是一直在试图找出一条在“合流”中的结合与平衡

来彼此学习，并期望可以有某种的机会和途径来建造一个适合于各种不同的属灵背景成长

和进深的属灵生态环境。使团也是试图在一个属灵传统与背景“分流”的大陆族群教会中

营造出一个“合流”的成长途径，及“合流”的群体服事。根据圣经的真理和教会历史的



见证，虽然“合流”的追求与同工服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它可能带给人的灵命进深程度

和突破将是非常重大的！ 

 

虽然，使团过去 17 年的这种“合流”模式的追求与服事可能是非常的有限或浅薄，但它

毕竟是走出了这难能可贵的一步，也毕竟是以团队的形式集体走出了 17 年。这不得不说

是在实践一种以“三源合流”为特征的灵命进深。 

 

以下粗略地回顾使团过去 17 年发展过程，从中来看“三源合流”与灵命进深的群体服事

轨迹。 

 

1. 2000 年春天，一群发起使团的主要同工聚集在洛杉矶海边的一所房子里。当时这批人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寻求神在这一代人身上的带领。结果，使团作为一个国度性的全国

事工就成立了。其最初的理念是：基于教会，服事教会，拓展教会。在事工的定位上 

，使团决定所有的同工一年在一起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藉全国性的大会来服事和培训

各地教会的同工，使之灵命得到造就和坚固，并使之成为新的一代教会同工和领袖来

承接上帝的使命。在这个发起的会议上，超越宗派和特定属灵背景的国度性特征已经

明确在规划的蓝图里。 

 

同年夏天，第一次全国性的大会在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市举行，定名为 2000 同工培训

营。当年这个第一次的全国性培训营，其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大会中引进了三个

属灵传统和源流作为信息分享的内容及事工发展的策划方向。后来，“三源合流”的

特征也包含在使团正式起草并通过的使命宣言之中。 

 

这第一次的全国性大会就像一粒种子一样，包含着众多的从神而来的使命性发展元素

和内涵。这些元素和内涵在今后的近 17 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被孕育孵化出来，

成为今天启发、推动、及建立各地的许多国度使命性事工网络和平台的导向性参照。

对于使团本身来说，这些发展的元素和内涵无疑包括了“三源合流”的合一性特质，

即这种群体事工所探索和实践的方向、内容、和所涉及的群体。 

 

2. 非常奇妙的是，在使团发展历程的十年之后，上述这些在使团第一次理事会中所确定

的事工方向与原则一直没有改变。2009 年在一次理事电话会议上，使团对过去十年来

的发展有了一个下述的总结性回顾和展望： 

“使团十年的回顾: 

• 摸索阶段:使团早期是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尤其是神学思考上进行摸索； 

• 建立阶段:使团后来的发展有了一个转折，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命定； 

• 使命阶段:使团现今已经有十年的历程，应该进入其使命的阶段。 



  使团发展的展望： 

• 清楚命定:多年来使团的命定一直表現在三个方面，即连接、培訓、宣教； 

• 进入命定:不应该再讨论关于命定的定位问题，应该是进入命定的时候了； 

• 实施命定:使团理事会的工作大纲为进入命定的实施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3. 2010 年春，使团在年度性的理事会上又提出和讨论了下一个 10 年的发展纲要。其中

包括使团事工的发展策略、目标、及实施行动。根据使团理事会所讨论和通过的这个

10 年发展纲要，我们即可以发现使团理事会在其中所提出的事工目标、策略、和实施

方案是的确有相当的前瞻性的。并且这个发展纲要以及它的实施的确是卓有成效的。

虽然为了这个实施，使团至少花了 5年的时间才真正完成它的转型和启动。 

 

以上的回顾，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对使团的群体事工在关键性的问题上有一个回顾性总结，

即使团作为一个群体事工的整体，是否真的对神所托付的时代性使命有前瞻性的看见? 

如果有的话，这个看见是什么？在过去的 17 年历程中，神在使团这一群体事工上的旨意

到底是什么? 使团如果真的能给各地的教会和弟兄姊妹带来有实质性的灵命进深建造，它

的模式、途径、和特征又是什么？使团是否能够真的营造出来一个以“三源合流”为特质

的属灵生态环境，培养和建造出来一个“三源合流”的门徒群体，最终带出一个历史性的

“三源合流”的中国圣徒的见证？ 

 

“三源合流”与有规模的灵命进深前瞻 

在过去的 17 年里，使团最重要的发展在于国度的异像在各个群体和层面的分享，及国度

的事工在各领域中的实践。但是使团所缺乏的，也是需要所有的同工有同一看见并且为之

努力的是： 

1) 使团需要一个深度连接各地教会及同工领袖的属灵学习、成长、和同工合作的

社群，就像 17 年前使团走到一起仅仅是为了专注全国性大会那样的一个事工。

(Focus) 
 

2) 使团需要一个严谨而实用的领袖及同工的训练系统，使得使团所连接和合作的

广大神国资源可以落实在训练下一梯队和下一代领袖的训练中，以至于可培养

出神国训练有素的属灵争战的精兵。(System) 
 

3) 使团除了需要一个藉着整体所齐心努力来专注的那一件事，除了需要一套严谨

的训练系统，还需要来建立一个训练门徒的途径及其使命的拓展过程。(Process) 
 

十分可喜的是，使团及其所连接的教会、事工、和领袖已经开始找到了一种途径来开始下 

一个阶段的新的历程。甚至我们可以有信心地估计，使团下一阶段的群体事工将有可能把 



灵命进深的服事带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整体性、整全性、和整齐性的门训果效！ 

 

 

(本文是作者在论坛之后所递交的一篇相关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