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源合流的十四件历史性回顾与总结 

祝健 

 

每一次的论坛，我第一个讲，是最难的，也是最枯燥的。今年，我再加一个特点，也是最有风

险的，因为它加上了一些新提出的展望性的设想。作为论坛的开头，这里我想回顾一下这十七年是

怎么走过来的。其实不单是十七年，而且是过去的三十年，神是怎么样托付我们这样的一个异象。

我们实在是一群不配的人，是非常有限的。就包括三源合流这个题目，我不知道讲了多少年，至少

最开始的前五年,没有什么人听得懂的。讲了五年之后，慢慢开始有些人明白了，事实上我也开始

学习讲得清楚一些了。实践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对这个题目，或这一类的系列性题目有很多的人,

比较困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感谢神，现在对这个题目很多人是越来越清楚。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一个体系。

它的确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现在我们不少的人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层面，开始

借着一点点的,部分的,侧面的分享，使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教会和事工领袖

开始接受这一观念。因此我们今年再一次以三源合流的命题来举办这一次论坛，它可能是一个转折。

换句话说，我们明年还办不办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明年我们会完全转型或转向，因为它的传递信息

的历史使命结束了。但也有可能它的新的一段使命又要开始了，它需要提升了，需要深入性建造了。 

我们在这里来参加这个论坛的，都是一些相当资深的教会领袖，专家学者，都是在属灵的前线

冲锋打仗的。我们当中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教会领袖，是在神面前被托付作为各种属灵事务的牵头人，

是来打开局面的。我们其中也有很多在北美的教会及事工领袖，是在各个领域作为前沿开拓者的。 

所以，我想非常浓缩的来把这段历史介绍一下，可以使初次接触这个题目的与会者，有所较为

从过去发展的历史回顾角度来了解和认识这个论坛的思路及意义。 

关于三源合流在其事工的建造内容及发展上，我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它的题目比较长，叫做

《国度连接与未来中国教会的三件大事》。那基本上是一个抛砖引玉的目的。它对今天华人教会的

时代需要，对于将来中国教会的走向，有一些速写一样的勾画。这个小册子的要点，已经在过去的

几年当中，在很多地方讲过或提到过这个题目了，也跟很多人有过这些有关的分享。我们现在来看，

这到底是不是，或者如何来真正进入三源合流的建造？这样的建造会有哪些具体的方面？这些我们

都需要来思考。所以，在这里我很快地把这一段历史给大家回顾一遍，把这样一个线索勾勒出来，



会对大家进入论坛的主题与氛围有帮助。 

基本上，我们来看过去在这一条发展路线上所发生的大事，一直走到今天，其实是讲不完的。

我们只能是把最重要的事件列举出来，表明我们怎么会开始做这件事，怎么会走到今天。最开始，

我们这个群体，是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叫做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后来它改名为华人牧者团契。

在这个三源合流的事工异像及理念的发展历程中，我大概可以总结有十四件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在 2000 年。我们在洛杉矶成立了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当时在一成立的开始，

就确定了我们应该专注的几个方面。其中包括，确定了使团的建设性方向，即基于教会，服事教会，

和拓展教会。第二，当时确定了应该启动的工作内容，就是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培训大会。  

第二件大事也是在 2000 年。在成立之后的同年，我们根据发起时的决议立即做了一件大事，

就是在同年的秋天召开了第一次的全国性的大会。这就是我们在过去 17 年当中每年举办一次大会

的由来。第一届是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即 Albuquerque。当时参与的教会，在本地就是

Albuquerque 的华人基督教会和这个山上的 Los Alamos 华人基督徒团契。在那次的会上，就正式

正式提出国度连接的异象，也初次尝试了三源合流的理念。怎么实践的呢？我们就是把三种不同的

讲员放在同一个大会上。当时很多人非常的震撼！因为他们说这三种人在常见的大会中一定是彼此

排斥和打仗的。 他们怎么可能会走到一起的呢？ 

第三件大事，是在科罗拉多举行的全国性大会。那是在 2001 年，是跟一个国际宣教机构 ISI

合作。在那个大会上，我们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讲员，向中国教会的领袖

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全世界的教会领袖向你们发出邀请时，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他当时告诉我们，

你们没有准备好。他还不等你回答，他替你回答了。 

第四件大事，是在 2002 年。那年我们在葛培理布道中心继续举办了全国性的大会。那一次的

大会，葛培理本人本来是要出席的，但是他的夫人当时病危需要陪伴，不能出席。在那个大会上，

他后来就写了一封欢迎信在会上宣读。在邀请信里，葛培理正式宣布，西方教会的福音接力棒从此

传递给中国教会。 

第五件大事，是使团在华盛顿 DC 的理事退修会。那是在 2004 年。在理事会上，全体理事正式

在口头上认同三源合流的理念，就是圣经、圣灵、圣徒。但是理事会有意暂时不成为会议的文件，

即不希望这个共识成为一个正式文件。只是说，我们都在口头上承认这一个根基性的核心理念。 

第六件大事，就是在 2006 年于奥斯汀举办的全国性大会。在这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里，正式

肯定了华人牧者团契不仅仅是一个牧者的团契，而它也是一个大陆事工的平台和网络。 



第七件大事，就是 2009 年在温哥华召开的全国性大会。那次大会决定了以后继续进行的年度

性大会改在香港举行，靠近圣灵大手笔工作的第一线。 

第八件大事，是在 2010 年于香港举行的全国性教会领袖的大会。至那以后直到今天，差不多

每年都有近千人的各地教会牧者、长执、小组长、及事工领袖参加。并且至那以后使团改名为华人

牧者团契。这个改名是根据国内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的提议。事实上，华人牧者团契（简称华牧）

这个名称就没有北美这个地域性的概念限制了。 

第九件大事，就是 2014 年，同样也是在温哥华的华牧理事会上，一致通过决议，正式将圣经、

圣灵、圣传确定为华牧发展的核心理念。这是根据徐志秋牧师发表的一篇论文和他的建议，将三源

合流解释为圣经圣灵和圣传。从此，三源合流的理念正式载入华人牧者团契的历史文献。 

第十件大事，就是在 2015年，华牧开始举办这个在 Los Alamos 的信仰论坛，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论坛。它正式将圣经、圣灵、圣徒的理论性研究提到一个议事的日程。 

第十一件大事，是在 2016 年与科罗拉多州举行的华牧理事会上，正式提出并通过决议，开始

在华牧的事工发展方向和内容上引进和植入安提阿的神国教育计划。全面接受安提阿的培训系统，

作为华人牧者团契的领袖和门徒的培训计划。 

第十二件大事，也是在 2016 年的论坛上，正式将三源合流的神学研究提出来，成为一个重要

的华牧事工的战略规划，并且将这一神学的建造工程命名为曼哈顿计划。现在大家可能明白为什么

要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是曼哈顿计划的发源地。这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我就不解释了。但大家

可以看到，这就是十七年来华牧一直在走的路程。 

第十三件大事，就是王志勇牧师的大作，圣经圣灵圣徒的神学著作出版。 它并且已经在国内，

在世界各地，如东南亚包括北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这部著作是三源合流的深度神学研究。 

第十四件大事，就是三源合流的培训计划正式在香港启动。这里面又有很多的内容，也是神国

教育计划正式开始实施的一部分，也是与安提阿的培训系统有关。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十七年里，

华人牧者团契，或是她的前身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事团，其最强的是它高举的异象的旗帜。但是同时

它的弱点或劣势是，它没有一个真正的系统和培训建造的途径，没有一个整套的发展计划。所以，

它越往前走，就可能越没有凝聚力。越往前走，它有可能越会让人觉得是一个空泛的理念或异象。

其实异象不是空洞的，只是但在人的体验上，特别是在今天的后工业化的“实证为先，实体为王”

的时代，三源合流会让人感觉她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口号性理念。但是，今天我们借着安提阿就有

可能把这样一个经过锤炼和实践，经过历史性发展的异像和理念踏踏实实地落实到门徒与教会领袖



培训的实处上。这第十四件大事的确是，也绝对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性见证发生在我们这些当事人

的当中。 

所以，最后我对以上的回顾来做一个总结。这个回顾性的总结，其实就是回到华人牧者团契所

长期以来所确定所坚持的方向。这个方向最初是周小安牧师总结并提出来的三个内容。周小安牧师

提出，华人牧者团契的三个最核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坚持国度连接的异象，这是个愿景。第二

件事就是一定要有培训。没有培训就没有根基的建造，就没有事工的延续和发展。第三件事情就是

要有宣教。国度连接的结果是必须培训，培训的结果是必须宣教。而宣教就必须有三源合流。合流

也就是建造和维护圣徒相通合一的这样一种氛围，这样一种的共识。从此不是也不再彼此竞争纷争，

占地为王，彼此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有一个完全和伟大的异象。这个异象今天也跟中国教会的

2030 的宣教运动相结合。 

最后作为结束语，即是说华人牧者团契这过去十七年的实践，是根据 1983 年神所赐下的这个

异象。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全面的，同时希望众人大家都共同参与的国度事工平台。

这一个从最开始发起的七个人，一直到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个人的理事会，加上许许多多的教会领袖、

事工机构、以及众教会的介入，参与、和连接联盟等等，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神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

恩典和怜悯。 

那么，藉着这样的回顾与总结，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前瞻或展望呢？我们在未来应该如何来建造？

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感谢神！我们还是得着了一些的启发和看见。接下来最重要的几件事，

第一，就是三源合流，即包括三源合流的神学研究计划。包括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论坛，也包括我们

所说的神学研究的曼哈顿计划，来打神学的这一个美好的仗。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这一仗，

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这里我是用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来要点性提示的。我并没有进入任何的解释。

对这点我们应该不难明白，如果你要打赢这在思想和文化上的这一个属灵的仗，就必须要在神学上、

文化上、哲学上、甚至在文明的系统上来规划和实施曼哈顿的计划和工程。 

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类似这样一种的前瞻性，并且各位其实都是处在各个领域的前沿

和前端。我们必须要打赢这一仗。 

第二，我们必须要借助于一个系统，以至于我们能够培养出门徒，活出这样的使命，而不仅仅

是倡导这样的使命！我们需要带出这样的门徒和领袖。 

第三，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必须应当思考和尝试与众教会

来合作，并推动在新的时代有需要、对现在的教会瓶颈有突破性影响的立体性教会和和网络性教会



共同植堂。这个计划的出来，不仅仅是为了华人牧者团契的发展。它也是去建造一个公开的开放性

教会的网络和平台。这将会是华人牧者团契三十年异象之后的发展愿景，这也是过去十七年的实践

从来没有违背过的。我们不是在建造一个自己的王国，不是在建造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是建造一个

地盘性的团队或自己的宗派。在接下来我们需要继续发展和建造的，完全是一个开放的，与所有的

教会都产生连接的，同心协力来推动神国的福音不断往前发展的宣教使命。而这一切，都会也必须

藉着圣经圣灵圣徒的合流性建造，来推动和完成这三件事情。 

 

郭昶弟兄：我就接着祝健所提到的三个前瞻，来稍微报告一下。从去年开始，我们有了这个曼

哈顿计划。今天我的报告会讲曼哈顿计划的研发。再往前走，我们就会提到第二件事，就是神国的

教育计划。我第一次听到安提阿计划的时候，就认为它是一个神国的全民教育计划。这个计划，我

们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两年。所以过去的这一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

在讲三源合流的建造。它是怎么破土的，景象又会是怎么样。至少我会跟大家用非常粗线条方式来

报告一下。过去的一年当中，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有一群中国教会的领袖，包括几位大团

队的奠基性领袖，每个星期都和我们在一起，像小学生一样大家一起学习。这是神所给与的一个很

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来说，这是一个神迹。 

这个计划就是从最高层领袖到最基层的同工同时一起学习，并且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学习系统。

所以我们说安提阿是一个教育系统。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三十年，如果神有这样的恩典，而我们有

这样一起的众圣徒的更新，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在这一年里，当在我们在学期结束的时候问大家，

是否还愿意继续地每一个星期这样学下去。其中很多的领袖（他们当中有些人要预约他们去讲道是

需要等两年以上的），表示仍旧希望和愿意一起来花时间学习。其实我发现，这才是最基本的一个

条件！要想改变一个时代，我们需要领袖们像小学生一样，每个星期上课，一同来学习。这也就是

安提阿计划。在安提阿的教育和学习系统中有这样特别回应和转化这个时代的教育系统和教学材料。

这个理念或愿景就是，让中国教会的领袖们，一起学习，一起对话，一起建造。这个群体的学习的

计划若是真能够开始，则可以粗略算一下，它有可能至少达到中国家庭教会的 10%以上，甚至 10%

到20%。 而在将来的几年当中，所有的教会都有可能参加在同一个的计划中学习。这不是在梦想，

这个我们已经开始在实施了。所以在将来的数年当中，可能参加安提阿神学及培训学习的会有成千

上万。他们会同时的开始，同时学习，同时作业。这真的是一个神国的全民教育计划。最后，关于

立体教会和网络教会的概念。这也是我们在几个星期前，在第一年的这个安提阿学期结束的时候，



跟大家提出来的。我们说我们就是一个教会，一个大公教会。这本来就是在圣经的里面，就是这个

真理。具体的来说，我们众教会就是往一个大公的国度连接性的教会方向发展。在这个时代，运用

现代先进的科技视频，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来一起尝试着往前走，陪伴往前走。我们是同一个教会，

我们也在一块儿成长。虽然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地域，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名称，但我们都在同一

的异像和愿景中一同来学习。借着这个网络，就把原来地域性的不可能的连接，变成可能的连接。

请注意按圣经来讲，以前圣徒们的交通就是靠写信，所以以前是用写信来交通。而现在，我们可以

及时的或同时的用网络来交通。总的概念就是说，圣徒们虽然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历史承传和形成了

不同的服侍，但他们可以同时来一块儿学习，彼此造就和更新。并且这种的学习是有计划的，很有

系统性的。 

	
	
	
	
	
	
问答交流	
	
	
王永忠弟兄：最后提的“立体网络教会”。我一开始想到的，是通过互联网。实际上，互

联网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各个不同区域性的教会之间构成的一个网络。 如何理解

“立体”？ 

 

郭昶弟兄：它首先不是从网络这个工具来想。首先是想着（在两个不同地方服侍）。比如

说，祝健是我的属灵导师，但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服事。所以过去的这十七年，虽然

我们也会常常到同一个地方，一起飞到一个地方去服事，但是我们本来是不在一个地方。

而现在我们还是在两个不同的教会。而我们之间的教会的网络性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从圣经来看，同时我们也是现在来看，我和他之间的教会，本来就是要突破地域的。

然而从三源合流的角度来看，这个过去长期的和现在固有的华人教会长期的瓶颈中，因为

有很多的墙垣，分割或分裂了很多的教会。这些的分割，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有的是历史的，有的是灵界的，有的是属灵风气、习惯、和概念的。 

所有这些墙垣，都需要靠神的恩典来打破。因为如果你想靠自己打破，那你只是会



找麻烦。但是如果神的恩典临到，如果是神把我们往这方面来带的时候，在这个时代我们

可以用这样的工具来建造。所以我讲，与不同的一群人在一个网络性的氛围里一起学，则

有可能超越地域，超越因各种的原因所造成的华人教会建造与发展的瓶颈。 

 

祝健弟兄：还有一种的解释这个立体教会，就是中国教会在美国植堂，北美教会在中国植

堂，共同来努力投入、配搭、和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