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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二十世紀的發展(二) ︰靈恩運動的興起 
 
I. 廿世紀以前 

A. 新約時代﹕哥林多教會（林前十二至十四章） 
B. 公元第一世紀﹕孟他奴主義（Montanism）維持了大約五十年 
C. 宗教改革運動時的狂熱份子﹕部份重洗派人士 
D. 宗教大復興時英、美兩地的福音聚會 

 
 
II. 二十世紀的靈恩運動 

A. 背景 
-  除天主教外，不同的五旬節（靈恩）教會是如今最大的基督教群體 
-  在 1900 年至 2000 年，人數由零成長到五億（half a billion） 
-  由起初的美國到現在的亞洲、非洲和南美洲 
-  在拉丁美洲，靈恩運動可以說是取代了比較理論化的解放神學 
-  在華人教會裏，靈恩運動也曾牽起紛爭和沖擊，如「第三波」運動 
-  美國富勒神學院的Peter Wagner 教授把廿世紀的靈恩運動描繪為三個時

段，稱為「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 
 

B. 第一波︰五旬節運動（Classical Pentecostalism） 
-  Charles Parham（1873-1929） 
� 1900 年時，他在肯薩斯州（Kansas）開辦伯特利聖經學院（Bethel 

Bible College） 
� 他教導聖靈的能力和堅持聖靈澆灌（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而

說方言就是被聖靈充滿的必然表現 
� 他的基本信念﹕ 

� 憑信得救、憑信得醫治、按手禱告、憑信成聖、基督再來（前
千禧年）、聖靈和火的洗 

� 他也相信 British Israelism、「白人」是消失了的以色列十個支派
（Ten Lost Tribes of Israel）、和種族分離 

-  William Seymour（1870-1923） 
� 第二代的人物，他是黑人，在1900 年參加了Evening Light Saints

（radical holiness theology : second blessing entire sanctification, premillennialism, 

and the promise of a worldwide revival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before the rapture）  
� 他在1905 年認識 Parham ，之後宣講「說方言」的信息，在洛杉磯

的Asuza Street 開了使徒信仰福音教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他們
的聚會引來美國社會和傳媒的關注與懷疑 

� 教會在他死後五年結束，但其信徒把五旬節信息帶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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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波的小結 
� 因其表現過於激烈和有「搶羊」之嫌，多不受其他教會接納，也

沒有成為主流 
� 也因沒有成熟的神學基礎，影響力不能持久 
� 他們強調「說方言」的恩賜 
� 這個運動誕生了神召會（Assemblies of God）；據調查結果，廿六個

現在的神召會可以追溯到Asuza Street 的事工 
 

C. 第二波︰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新五旬節運動（Neo-

Pentecostalism） 
-  南加州開始，蘊釀在五、六十年代的祈禱會 
-  Dennis Bennett（1917-1991 年） 
� 英國出生，美國加州長大 
� 1959-60 年，在加州 Van Nuys 市的 St. Mark Episcopal Church 
� 他首先有靈恩經驗，後教會中另外七十個會友也有靈恩經驗，教

會後來有很大的發展 
� 到1960 年代末時，屬靈恩賜也在其他宗派教會出現（例聖公會、信

義會、循道會、長老會等）；而天主教在 1967 年也有靈恩的現象
（1967 年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movement in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 他著作有 9 o'clock in the morning  和 The Holy Spirit and You 
-  第二波的小結 
� 沒有「搶羊」之嫌，多鼓勵信徒留在自己的教會繼續復興的工

作，開始被主流教會接納 
� 除了說方言，他們也教導醫治和其他的屬靈恩賜 
� 其影響及至非洲、亞洲和南美洲 

 
D. 第三波︰葡萄園運動（Vineyard Movement）╱神蹟與奇事運動（Signs & 

Wonders Movement） 
-  John Wimber（1934-1997） 
� 他原本是一位音樂師，1963 年在加州洛杉磯的貴格會信主，後在

教會中事奉 
� 他後來有靈恩經驗，在 1977 年離開貴格會；先在他家裏聚會，後

因地方不夠用而參加 Calvary Chapel；但最後因屬靈恩賜運用上的分
歧而離開，1982 年在 Anaheim 成立葡萄園團契 

-  Peter Wagner（1930-2016） 
� 他在 1956-1971 年在 Bolivia 為宣教士；從 1971-2001 年在加州富勒

神學院世界宣教部（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School of World Mission）
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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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一班叫「神蹟與教會增長」（Miracle and Church Growth : MC510）
，請了John Wimber 作神蹟實習助教，但因各種原因在數年後停止 

� 他寫了很多有關宣教、趕鬼、神蹟、方言、和使徒恩賜等書；
「權能佈道」（Power Evangelism）不單在迷信落後的地方出現，也
在現代的大城市中間流行 

-  其他人物﹕ John White、Jack Deere、Wayne Grudem 
-  第三波的小結 
� John Wimber 說﹕“Through the Spirit, a new wave of supernatural power had 

been unleashed upon the churches to enable healing, victorious living, and the defeat 

of evil spiritual powers.” 
� 影響很大，包括︰葡萄園運動、權能佈道（power evangelism）、權

能醫冶（power healing）和崇拜的更新（renewal of worship） 
 
 
III. 靈恩運動的特徵 

A. It is possible to encounter God directly and personally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B. 表記﹕說方言、說預言、醫病、趕鬼 
C. 平等﹕個人經歷上帝的權利、信徒皆祭司、減免聖俗之分 
D. 靈恩運動接受基督教更正教的信條 
E. 靈恩教會對不同的時代、文化和地區有很大的適應力；在差傳中，他

們很快把教會的領導權轉到本地信徒教牧當中 
F. 五旬節運動的名字來自使徒行傳二4﹕聖靈在五旬節降臨，使徒們說方

言的事件 
G. 「終止論」（cessationist）認為使徒行傳二4 的事件是代表上帝建立普世

教會的開始，方言只是當時的需要；但靈恩教會卻有不同的了解 
H. 「方言」﹕xenolalia（speaking in foreign languages，徒二4）、glossolalia 

（speaking in tongues，哥林多前書） 
I. 「靈洗」﹕（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  in: a special divine anointing, gift, or blessing subsequent to conversion, which is 
demonstrated by speaking in tongues 

-  of: recognized as the “second blessing” mentioned in the holiness movement, but there is 

no suggestion that it leads to speaking in tongues; it is all about empowerment and 
encouragement  

-  Charles Parham 是第一個在 1901 年把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和speaking in 

tongues 連上關系，這也成為五旬節教會的一個普遍信念 
J. 「四重福音」（foursquare gospel）耶穌基督和信徒現在生活的重要關系 

-  救主﹕Savior – the one who delivers individuals from their sins 
-  醫治者﹕Healer – the one who delivers from illness and the power of Satan 



 近代基督教歷史  黃萬麟(Nicholas Wong)  
 

  
 17Q2 Page 45 

-  安慰者﹕Baptizer in the Spirit – the one who empowers ordinary people to bear 

witness to the gospel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  再來的王﹕the coming King – the one who is preparing the way within the church for 

his coming return in glory 
K. 靈恩運動不是美國的產品 

-  在廿世紀初的頭十年中，阿根廷、智利、加納、韓國、菲律賓、南
非和南印度也有類似的五旬節運動；但它們卻沒有明顯的關系 
� 1903 年﹕韓國平壤 
� 1905-1907 年﹕Pandita Ramabai’s Mukti Mission in Poona, India 
� 1908 年﹕滿洲 Manchurian revival 
� 1909 年﹕智利 
� 1914 年﹕象牙海岸、黃金海岸 the Gold Coast、利比里亞 
� 其他﹕挪威、中國、委內瑞拉等 

 
 
IV. 靈恩運動的思想 

A. 如何在一個disenchanted world 看靈界的事情？ 
-  太多？ 
-  太少？ 

 
B. 個人在經驗上興上帝同行 

-  日常生活 
-  敬拜生活 

 
C. 要合乎中道 

-  主觀、客觀 
-  個人、大公 
-  真理、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