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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論 11 

現代靈恩運動 

 

甲. 靈恩運動鳥瞰 

 

1. 定義 (古德恩, 769頁) 

• 五旬節派 (Pentecostal): 指任何宗派或群體，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 1901年在美國開始的五

旬節運動，他們所主張的神學立場是: 

o 聖靈的洗是在歸正 (conversion) 之後普遍發生的事件； 

o 聖靈的洗之外顯標記就是說方言； 

o 以及新約聖經中所有提及的屬靈恩賜，在今日的信徒都應當追求並且使用。 

• 靈恩派 (charismatic): 指任何群體或一群人，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 1960年代和 1970年代的

靈恩更新運動；他們追求操練新約聖經中所有提及的屬靈恩賜 (尤其是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 

及神蹟式的 miraculous)；立場方面: 

o 關於聖靈的洗是否發生在歸正之後，以及說方言是否為靈洗的標記，他們則容許有不

同的觀點； 

o 經常避免成立宗派，認為自己是在更正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內的一股更新力量 

• 第三波 (Peter Wagner 稱之為  “The Third Wave”): 1980 年代興起於美國的更新運動；他們的立

場方面: 

o 鼓勵與裝備每一位信徒，使他們能在今日使用新約聖經中的屬靈恩賜 

o 主張福音的傳揚應當有 “神蹟、奇事、異能” 伴隨著，就像新約聖經的模式 

o 認為聖靈的洗應被稱為聖靈充滿 

 

2. 歷史略述 (“靈風起舞”, 26-36頁) 

• 第一波 (即五旬節宗) 

o 源自衛斯理約翰 (John Wesley) 的聖潔運動，由一些較激進的教會團體發起 

o 高舉方言和神蹟醫治，注重自由及非禮儀的敬拜，強調主再來的信息 

o Charles F. Parham, Bethel Bible College 院長, 於 1901年按手在學生 Agnes Ozman 身

上，她便說起方言來。Parham 推廣靈洗的道理，又方言成為靈洗最重要的印記 

o 五旬節運動的里程碑: 1906年春於洛杉磯 Azusa Street 312號的復興聚會 

 William J. Seymour 牧師主領的 Apostolic Faith Gospel Mission經歷到大復興 

 各處的人走來經歷聖靈的能力，然後將這經驗帶回自己的地方 

 這稱為 Azusa街的復興由 1906年延續到 1911年，點燃了不少的教會 

 運動蔓延至美國南部、中部及東部 

o 1914年，不少宣道會領袖接受了五旬宗思想，可是宣信卻與五旬宗劃清界線，於是

他們便離開了宣道會，與 Parham的追隨者一起成立了神召會 (Assemblies of God)，成

為五旬宗最大的宗派 

o 發展極快，傳至歐洲、中美洲、南美洲及亞洲 

o 1970年代以後，開始重視學術研究，一反以往的反智 (anti-intellectual) 路線 

o 今日的五旬節宗已漸漸擺脫以說方言作為聖靈的洗的明證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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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波 (靈恩派更新運動 charismatic renewal movement) 

o 沒有組成新宗派，主要影響到主流教會及羅馬天主教會 

o David duPlessis 與 Demos Shakarian 組成 Full Gospel Business Men’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透過各地分會的活動，分享靈洗的經歷，成為推動靈恩運動的跨宗派 

(inter-denominational) 組織 

o David duPlessis 牧師 (南非五旬節宗派傳道人) 利用文字工作將各宗派中有靈恩經歷的

人連結起來 

o 六十年代的靈恩運動可溯源於南加州 Van Nuys 的聖公會聖馬可堂。其牧師 Dennis 

Bennett在處理會友 John and Joan Baker的靈洗經歷時，他自己在會談中也經歷了靈

洗。四個月後，教區中共八位牧師及約一百位會友也經歷了靈洗。其後 Bennett 轉往

西雅圖的聖路加堂，也帶來教會的復興和增長 

o 由 Van Nuys聖公會興起的靈恩思想很快地得到北美主流 (mainline churches) 教會的接

納，也在不同的宗派廣泛流傳 

o 1960年代，靈恩運動思想傳到了天主教，很受到信徒的歡迎。北美天主教信徒組織

了許多讓神父和修女參加的大會，慶祝他們從聖靈所得的恩賜。 

 Vatican II (1962—1965年) 也在一些的程度上接納了流行在教內的靈恩運動 

 比利時區大主教Michelen 公開支持靈恩運動，使其在平信徒當中有著更大的

發展，很多參加不拘形式的祈禱大會、醫治大會及自由敬拜大會 

 衍生出: (1) 大型聚會；(2) 小型平信徒組成的教會 (如英國的 House churches) 

• 第三波 (葡萄園運動 Vineyard Movement): 1980年代開始 

o 主要影響到福音派教會信徒 

o 富勒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宣教學教授 Peter Wagner認為福音派對靈

恩思想太理性，故而一直抗拒聖靈的工作，而現在 (即八十年代) 則是 “聖靈向福音派

叩門的時候”。而他對葡萄園運動的主要人物 John Wimber有著至大的影響 

o John Wimber (1934-1997) 原為貴格會 (Quakers) 的牧師，後經歷到靈洗: 

 受到宣教士所說的 “Power Encounter” (權能接觸) 的影響 

 經歷到聖靈的大能，祈禱大有能力，多人 (包括他的兒子) 因著他的禱告得到醫

治。他也有一些特殊的恩賜如說預言、接受從上而來的啟示等 

 主張信徒開放自己，接受聖靈所賜的恩，主張佈道要有神蹟奇事跟隨 

 最主要著作有 Power Evangelism (權能佈道) 與 Power Healing (權能醫病) 

 葡萄園教會現已遍佈美、加及世界各地，人數多過二千萬 

 

乙. 堂上討論/功課 

 

1. 靈恩運動帶來的好處 

 

2. 靈恩運動帶來的壞處 

 

3. 福音派可以從靈恩派學到的功課 

 

4. 靈恩派可以從福音派學到的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