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礼拜六上午  

 

报告：  张志刚弟兄：  三源合流在教会牧养中的一点实践  

 

祝健弟兄：就是谢谢志刚牧师在华人牧者团契这么多年，作为主要的创会的同工， 一直
地这样的守望，一直地这样的支持，一直地这样的参与，这是第一点。第二，在北美能不

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又不是创会牧师，谈何容易。特别是一个教会已经有这么多的需要，

张力，甚至问题。今天上午的题目是：北美的教会。北美的教会是非常不容易的。能不能

够走出一条路来，我看到张志刚牧师是一个爆炸性的，这一种的火热，而且是实践带出来

的果效。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牧者，对于我们的地方性教会，对于我们服侍，这样具

体的牧养，建造，是个非常重大，而且艰难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今天上午我们会有许多人

这样。但是谢谢志刚牧师这样六十二岁还能够承担这样的威力，爆炸力，火药味，并且有

智慧。 

 

王志勇弟兄：谢谢志刚牧师的分享。我觉得你像灵恩的源流，有很多的开放和鼓励，当然

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在福音派的教义的注重上，甚至包括我们聚会所背景的，内在生命，

或者属灵生命，属灵美德的操练上，在这些方面你是如何思想，如何把握起三源合流中神

的那种平衡之美呢？这是我的一个讨教，谢谢。 

 

张志刚弟兄：我想其实这么多源流都有好的。我的想法是说：神现在量给我多少，我现在

做多少。神现在量给我可以做到这一步，我就做这一步。有很多东西是我所没有的。所以

很多事情不是我不想做，而是说我没有。我现在需要圣灵源流这方面的恩膏，也需要有好

的内在生活，这样可以更好地带领教会。所以每次来到特会，我都会从众圣徒的身上看到

自己的不足，我也一样感受到这个会议带给我的祝福。我只能回答到这里。我还没有想很

多。 

 

蔡国文弟兄：感谢主！罗马书讲的，服侍是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 

 

祝健弟兄：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论坛是很特别的，有事工性，思想性，牧养性，因为思想

性的人和事工性的人跟牧养性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点是：一旦是真正在牧养的人，

他的首要考虑是不一样。他每天要见这些人，他每个星期要去服事这些人，这是非常不容

易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论坛是多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所谈到的，像今天上午

谈妮所谈的三源合流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她从来不觉得这是个命题，她觉得她一生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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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现，哦，原来我们这个论坛不是讲到自己系统类的三源合流，是跨系统的，我们讲

到华人教会更大的一个使命，更大的一个在神国的里面的一个给普世教会，甚至社会带来

的祝福，是要来研发跨系统的三源合流，这个是不容易的。感谢神！ 

 

张志刚弟兄：我稍微讲一下。我这两天来开会，我也在整理。一个层次，我觉得祝健牧师

讲的是对的，三源合流其实源头是从耶稣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实行起来三

源合流最重要的。第二个，不管你多少的源流，大家都承认圣经的权威和真理，这也是我

们最终可以走在一起的。第三个，如果你是一个三源合流的人，你才能真正来推进。所以

这三个层次，我觉得我们要做到的，这样一来就通了。 

 

周小安弟兄：我听到张志刚牧师分享，你是先通过敬拜把圣灵的元素引到你们的教会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另外你能够掌握这一个尺度，不要太快。像舞蹈，先暂时缓一

缓，这也是很有智慧的。另外你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你在家里面招集小组长来你家

里，来招待他们，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给你提两点建议。第一，你要想一想

你对家里的小组长聚会，如何能够持续火热，不能热了一阵子它就给冷淡下来了。这是第

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以后能在祷告的事情上面特别加强。 

 

张志刚牧师：我称之为“组长早茶”，在我第二个开拓的教会中，我曾经与长执同工之间

的张力比较大，但小组长都是我的朋友。我走底层路线。我们组长早茶有三个内容：一是

吃喝；二是交流，因为组长们彼此之间也很陌生。他们彼此需要交流， 我提供他们平台；
第三就是培训。我大概每次用三个小时来做这件事。一个月一次。 

 

谈妮姐妹：我在这儿就想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我是台北出生，长大，在台北灵粮堂长大。

我是属于老灵粮堂，在还没有发展之前的。那时我记得我在大学时，我们参加校园团契。

那时我们有一些很愉快的经验。比方说台北灵粮堂，它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在教会管理方面，

治理方面。我记得从我一个年轻女孩子的眼光来看，我们就会觉得锡安堂的很会祷告，我

们就跟锡安堂学祷告。然后聚会所出来的，那时叫作基督之家，他们很会读圣经，圣经背

得很厉害。我们那时有些弟兄就跟他们学，就带大家一起背圣经。那么灵粮堂成人主日学

很强。我们有一个长老教会叫和平长老教会。那礼拜天他们教会一批弟兄姐妹跑来，他们

来参加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因为当时我们有很多教授。我们有开放基督徒家庭。七零年末

那时我们就开放基督徒家庭，他们会来上这些课。像这一类的，我就举这个例子。那么他

们上完了课后，他们就回去参加他们自己的主日崇拜。灵粮堂也不会觉得不高兴：你们这

些人怎么跑来用我们的资源。那时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是，我的解释，教会也可以像人一

样它有不同的恩赐。每个教会有它的一个特长的地方，然后我们彼此互相学习，彼此互相

鼓励。可是我来到北美以后，我发现教会之间帮助不是很强的。有的时候牧师很怕说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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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来抢我的羊，或是你来做什么事情，我们很难有彼此分享。昨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弟兄

姐妹在一起谈的时候，就是一个教会很难所有的都有。但是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常常说

有些人，比方说比较注重圣经的，有些人比较注重圣灵，我不太喜欢用灵恩派，或者福音

派，我觉得灵恩倾向也在福音派里面（比如说从洛桑会议的定义来讲）。那如果有灵恩倾

向，他们有另外的聚会和教会的话，不一定要分裂，我们还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可以彼

此激励，彼此学习。 

 

报告：罗新宇弟兄：  敢问路在何方？  

 

祝健弟兄：这是我的反应。非常感谢神借着罗牧师可以看到在北美有很多的教会陷在这个

瓶颈里面。这个题目叫“教会的路在何方？”。其实一半以上的北美的华人教会都在问这

个问题。所以，感谢神借着这样一个个案可以来探讨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很多华人

教会的借鉴。华夏教会一开始，十五年之前，我就是他们的顾问牧师。他们就面临这个问

题。那我想讲的就是说：昨天我们所讲的曼哈顿计划，其实罗牧师就在提出神学的更高点，

我们的教会文化体制的更高点。我们虽然在基督的圣徒的里面，我们达成了一个一致，但

是我们还是要解决思想的问题，体系的问题，认识的问题，实践的问题，这是非常重大的。

我可以说是历史性的问题，可以带来整个普世华人教会历史性的突破。谢谢！ 

 

蔡国文弟兄：我先回应一下。我觉得华人牧者团契有一个使命，既然是牧者团契，要担负

起这一些很孤单的牧者的遮盖。而且如果教会正在进入一个冲突期，要成为这些牧者的一

个帮助和扶持。 

 

祝健弟兄：我们华人牧者团契有一个规矩，谁提议谁负责。昨天迦南弟兄讲到要开始大学

生的事工，那他就来负责。 

 

蔡国文弟兄：我们现在一起为罗牧师祷告，先祷告一下。我请现任的主席，张志刚牧师来

为他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 

 

张志刚弟兄：我们在座位上举起我们的手。 

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里面彼此连接。罗牧师教会所经历的其实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他所

经历的孤单，难处，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主，你把我们连在一起。但是谢谢你，让我们因

着这样认识你更多，也依靠你更多。主啊，我们为着他们教会从这个难处中走出一条路献

上我们的感谢。主啊，谢谢你，求主让我们走在前面一步的，能够更多地领受你的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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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能够成为众教会的祝福。特别求你赐福给罗牧师。我们看到华夏教会他们因着你自己

里面的爱，他们彼此连接在一起。他们一同在主面前领受的共同的在爱里面的约可以成为

我们今天的帮助和祝福。谢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

的圣名，阿门！ 

 

卧恩姐妹：谢谢罗牧师，那我就是想肯定的一件事，感谢主，你们没有从这个华夏出来。

我想你是真正进入三源合流。因为最后一支就是圣徒相爱，借着十字架，伏在圣灵的管制

下面。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个见证。所以尽管你今天看到教会好像在一个困惑当中。但

是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昨天我非常阿门汪浩弟兄讲的一句话， 就是“根是出于干地”。
所以十字架的路也不是那么感觉恩膏的。十字架的路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把我们带入死地。

所以我非常地感恩，我真正觉得你们真的进入三源合流的时机。谢谢。 

 

郭昶弟兄：就是非常感恩听到两位牧师。我认为刚才张志刚牧师讲的遮盖，非常的重要性。

安提阿的系统就是首先是教领袖团队。在实际的情况下，你们都在进入三源合流的尝试。

安提阿系统就教整个团队怎么看。保罗啊，历代圣徒，他们怎么是用基督和使徒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把我们自己的牧养转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神的心意在这个时

代是要成全三源合流，那你说你面对艰难的时候，它其实是不是面对一件事情，是面对全

方位的一个文化，全方位的一个制度，全方位的一个人心，对神各方面的真理的反应。但

是这个怎么样能够胜过得了? 那安提阿就教我们，它说，使徒信徒们当年怎么做的，每一
代都该怎么做的。它是借着神自己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来改变这个。如果不是，我们

就当在某一个点一生忍耐。但是如果是的话，就是借着上帝的异象到时候的时候，形成使

徒性，或者领袖性的团队。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讲的神学是一个方面，就是神国是一个政

权。当一个时代改变的时候，是上帝的政权的更新的改变。无论从每一个时代的运动，包

括宗教改革，它是一个整个转移，才可能成就另外一个文化，或者另外一个心。我把文化

就叫作群体的心，文化就是看不见，但像一个人心一样，它是一个群体的心，教会整个群

体的心。所以只有等到整个改变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才会改变。但是在每一个区域

的时候，就像卧绿讲的，其实它是有很多的艰难。我们在里面学顺服，学十字架。但是我

们在这个地方讲到爆炸性的时候，就是说要整个改变这个风气的时候到了，至少那个开始

的时候到了，也是为了国内许许多多的教会。你看，我们讲的是在已有传统里面的挣扎。

我就问大家一句话：那个没有那个传统，新生的，下一代的，是不是还要受我们这一代的

同样的苦呢？他们有他们的苦，他们干吗要受我们这一代的苦呢？所以我们这一代有责任

要为他们开路，开破原来的僵局。这个不是要毁坏神任何的工作，就是不该有的，不合理

的，不合真理的那个，既然我们这一代已尝了那么多的苦，我为什么要留到下一代呢？所

以这个就对我们这一代人，不但有解决自己问题的责任，还要为下一代开辟那条路的。到

下一代，至少我们说，十年以后，这种分割的文化应该让他们觉得不正常的，而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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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在说，我们是个异类。按圣经讲，我们不是异类；按真理讲，合流不是异类，不合

流才是异类，才是不符合真理，只是现状。现状不是真理，现实不是真理，是不是这样？ 

段自成弟兄：就郭昶弟兄刚才所提的，其实也是我心里面想说的。我觉得个人在這次會上

所学到的不仅仅是关于三源合流的异象，不仅仅是一个梦想，不仅仅是一群可爱的弟兄姐

妹，我觉得学到最多的是諸位的挣扎、痛苦，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有一个盼望：我们能

不能在未来几年的会议上有一个集體的案例分析。大家把难处提出来，我們也探討一些解

决的方案。这个东西发表了，希望传统的教会會看到他们的做法有哪些欠缺：在不知不觉

中，在维护传统的理念下，其实給神的工作造成一种他们不知道的拦阻和伤害。有一个案

例的集結會成为許多正在挣扎的牧长的答案。就如刚才郭昶弟兄所提的，这些传统教会所

做的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否透過一種案例集結，可以让大家看到問題所在? 

 

谈妮姐妹：刚才郭弟兄讲到那个传统的问题。其实我九十年代时候对农村家庭教会有些接

触。他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团队，不太跟外面随便接触的。那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特

色。第一，他们非常重视读圣经。圣经滚瓜烂熟，一直讲神的话语。第二，他们有很多神

迹奇事的经验。因为对北美来讲很激动。他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觉得这个是生活的

一部分。他不会特别强调这个东西，但是重要的还是神的话。然后当然他们的生活品格，

为主的摆上都有。所以我在想这个三源合流其实是正常的基督徒一个样式。 同时又是我
做编辑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我们很多的所谓福音派的长辈们，他们都有神迹奇事的经验，

包括林道亮院长他是赶鬼的。但是也是一个很受尊敬的学者。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传统，我

觉得这不见得是传统，只是我们短短的几十年，我们有的一些可能误导，或怎么样我不知

道。这是我的一点回应。 

 

彭加荣弟兄：谢谢罗牧师在牧会方面的分享。我自己也在这个路上面思考了很久。我十六

岁时就感觉灵恩跟福音派不该分，圣经跟圣灵不该分。我找到了神学出路是从加尔文，乔

纳森·爱德华兹, 托马斯·沃森, 约翰·欧文这些人的属灵经验里面，也就是传统中认为改
革宗保守的那些人，比如乔纳森·爱德华兹他在散步时突然会感到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忧

伤这一种的过程里面。我提出来让弟兄姐妹们知道。你们的福音派和改革宗经验有缺陷。

在你的经历中缺少点东西。这是你们前辈巨人有的经验，你们没有。你们只拿到他们的神

学，没有拿到他们的经验，因为生命的传承你们没有拿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弟兄姐

妹，我也觉得他们也在听，但是我还是感受到那个落差。在推神学也好，在推任何事情也

好。我今天早上跟张牧师也说，牧会六年，其实背上都是刀疤。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就是进入另一个灵命进深。我从托马斯·沃森对我们鼓励里面看到，就成了另一个

内在生命的学习过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痛苦流泪的过程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

面的鞭伤。他的伤心为我这个愚蠢的罪人而有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受到医治。所以我对自

己的期望也是尽量保持赤子之心。我自己也有忧郁症，我还在吃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

觉得神给我刺，也给我恩赐。我也有医治。祷告时候也看到异象，比如有人来到教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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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觉得这个人不太对，跟别人讲人家也听不懂这种东西。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直是一个互

相鼓励。当一群孤独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我不孤单；你也不孤单，就是一个彼此鼓励。

很高兴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彼此代祷。 

 
蔡国文弟兄：给罗牧师一个鼓励。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盼望华人牧者团契里面没有孤

单的牧者，阿门？  我们要彼此的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走过风风雨雨。感谢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