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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宗教大復興（上） 
 
I. 背景 

A. 有人稱之為第二次宗教改革（Second Reformation） 
B. 當時英、美社會和文化改變﹕啟蒙運動、工業革命（1780-1830 年） 
C. 當時英、美的屬靈光景﹕教會能否提供適切的牧養呢？ 
D. 敬虔運動﹕Nikolaus Zinzendorf（1700-60）& John Wesley（1703-91） 
E. 工業革命創造了兩種新社會階層﹕中產（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 
F. 工業革命還帶來甚麼的新挑戰﹕ 

-  經濟上﹕    
-  民生上﹕    
-  教育上﹕    
-  心靈上﹕    

 
 

II. 英國的大復興（The Great Revival） 
A. 在十八世紀，英國興起了自由傳道者（evangelists） 

-  他們並非受僱於主流的英國國教，他們自由的在各地傳福音，他們
的對像是普羅大眾，而信息多是基礎信仰、信仰與生活的觀係、屬靈
追求及成長等；其中最為人所認識的是約翰衛斯理和威特腓德 

-  因這個運動強調福音，後人稱之為「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 

 
B. 威特腓德  George Whitefield（1714-70） 

-  他受聖詩作家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的感動而信耶穌，後成為
英國國教的傳道人 

-  當他和衛斯理兄弟在牛津大學唸書時，他們組織了小組（Holy Club）
一同祈禱、查經、聚會、幫助窮人和探望監牢的囚犯 

-  他在英國多地傳福音，他的講道生動活潑，帶動英國1736 年的大復
興，據說他平均每星期講道二十多場；他七次到美國佈道，成績可觀 

 
C. 衛斯理兄弟﹕約翰和查理（John & Charles Wesley）﹕Wesleyan Awakening in the 

British Isles（1738-90s） 
-  約翰衛斯理（1703-91 年）和查理衛斯理（1707-88 年）的父親是英

國國教牧師，他們先後在牛津大學唸書 
-  約翰衛斯理在牛津大學畢業後在 1735 年到美國傳道，在船上遇到弟

兄會的人，很受他們的感化，在 1738 年回英國後在倫敦和他們接觸 
-  在 1738 年五月十七日，查理和朋友讀馬丁路得的「加拉太書註釋」

時心裏滿得平安和喜樂；而約翰在 1738 年五月廿四日讀馬丁路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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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註釋」中的序言時得到平安和確據；他們在以後的事工中強
調這個在阿爾德門街（Aldersgate Street）的重生的經驗（成聖） 

-  查理一生寫了約一萬首聖詩，在佈道會、培靈會、崇拜時用，例如
詩歌「怎能如此」（And Can It Be） 

-  約翰在 1739  年四月二日在英國的 Bristol 地方露天講道；之後五十三年
事奉，騎馬廿五萬英里佈道，講了四萬篇道（平均每天多於兩篇） 

-  他們到處傳道，尤以礦工為主，他們強調個人得救經驗的重要性、
崇高的個人道德操守、社會改革和教育的重要性 

-  因他們對道德生活的要求高，注重紀律和宣揚按法則而行的生活方
式，所以稱為「循道會」（Methodist），後成為英、美的循道衛理公
會（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他們除了崇拜外，有定時的讀經、祈
禱分享小組聚會和社會慈惠工作 

-  當約翰衛斯理死時，英國有七萬九千信徒、美國有四萬信徒 
 
D. 約翰衛斯理的成聖觀（Sanctification） 

-  約翰衛斯理支持亞米紐斯主義（Arminianism）﹕亞米紐斯（Jacob 

Arminius，1560-1609 年）是荷蘭改革宗的牧師，他不同意極端加爾文
主義的預定論，他認為主耶穌是為所有人死，但人需要接受才能得救
恩，他的思想在 1618-1619 年的多特會議（Synod of Dort）中被否定 

-  如何「稱義」（Justification）？如何「成聖」（Sanctification）？ 
-  不同的觀點﹕路德宗、改革宗、約翰衛斯理 

    
    
    

-  藉著聖靈的光照，人心經歷重生後，在成聖的路程上是可以到達
「完全成聖」（entire sanctification）的地步，這就是他說的「基督徒的
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因這不是人力的結果，完全是聖靈的恩
典與作為，所以他又稱之為「聖靈的第二次恩典」（second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 
-  約翰衛斯理對成聖的追求發展為後來的「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為以後的五旬節運動和靈恩運動鋪路 
-  這個「重生、成聖」觀念是我們中國信徒熟悉的，中國近代的一位

偉大的佈道家宋尚節就是循道會的會友 
 
 

III. 「平信徒運動」興起（Lay Movement） 



 近代基督教歷史  黃萬麟(Nicholas Wong)  
 

  
 17Q2 Page 18 

A. 它發展出跨宗派的「福音機構」事工推動各種社會改良與救濟事業
（如禁酒運動、解放奴隸運動等），此外它對青少年事工和海外宣教
有極大的貢獻 

 
B. 社會工作 

-  主日學運動 
� 始於 1780 年英國銳克斯（Robert Raikes）於主日為貧民子女開設的

學校，後來其他教會均辦有學校，以補正規教育的不足 
� 十九世紀以後，主日學運動傳入美國，費城首先設立主日學協會 
� 在 1850 年，英國勞工階層中介乎五至十五歲的子弟，有75% 就讀

於主日學 
-  1844 年在倫敦創辦的 YMCA 針對工人的屬靈境況，及後擴大為對人的

身、心、靈各方面的全面照顧；YWCA 也在1877 年建立 
-  卜威廉 William Booth（1829-1912）在 1878 年成立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原本會章乃領人歸主，後來推廣範圍，包括社會和慈善事業 
 
C. 海外宣教事工 

-  更正教大規模的海外宣教要在 1790 年才正式開始，其中一個重要人
物是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61-1834 年），他是浸信會信徒，他
因家貧而十二歲停學作補鞋匠，但自學後成為牧師，一生推動宣教，
他後來在印度傳道，也死於印度；他在 1792 年英國的一篇重要的宣
教講道中用以賽亞書五十四2-3﹕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
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
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  此外蘇格蘭出生的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 年）由倫敦

傳道會差到非洲傳道 
-  英國﹕例如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於 1795 年成立，並

派馬禮遜來華傳道；戴德生（Hudson Taylor）在 1865 年成立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成了日後那些信心差會的樣板典型；大英聖
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於 1804 年成立，致力將聖經翻
譯成各地方言語 

-  美國和歐洲也積極成立和參與海外宣教工作 
 
D. 海外宣教和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Imperialism & Colonialism）的情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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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主義的工具？文化侵略？經濟侵略？ 
-  這帶出一個重要的題目﹕本色化（Indigenization） 

 
 

IV. 思想 
A. 我們要醒察社會的改變和人的需要，不要落伍，要靈活的回應，在當

代社會中作鹽作光 
 
B. 學習在謙虛和同等的層面上為主作見證，不要墮入「必別人優越」的

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