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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联盟是由许多不同宗派的教会和基督徒组成的群体。我们

能走到一起，不仅因为大家都相信圣经所教导的福音，还因为我们都

认为必须在当今这个时代巩固、鼓励并推动以福音为中心的事工。

几年前，我们当中的很多成员开始每年一起聚一次，这就成了

后来的福音联盟理事会。理事会成立后的头三年，我们一直在不遗余

力地推动两件事。

认信根基

首先，我们不遗余力地确认并巩固福音派认信的核心。我们坚

持历史上那种符合圣经的福音观，但我们认为这种福音观的很多方面

在当今的教会中都受到了威胁，很有可能被弄得面目全非，甚至遭到

丢弃。这其中就包括必须重生、唯独因信称义，以及借着基督的代死

和他献上的挽回祭才能赎罪等教义。我们不遗余力地坚持并巩固我们

在这些教义上的立场。我们不仅引用过去那些伟大的神学表述，还会

坚持不懈地重新研读圣经，以此制定《福音联盟认信声明》。

圣经 - 神学范畴

许多理事会成员后来告诉我，参与制定认信声明是他们一生中

最受启发和最蒙光照的一个时刻。总共有四十多名经验丰富的牧者携

手完成了这份认信声明。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使用圣经里的

用词，减少对系统神学用语的依赖。系统神学至关重要。虽然在圣经

中找不到“三位一体”这样的用词，但它对我们理解、表达庞大的圣

经教导不可或缺。然而，为了维持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合一并让读者信

服，我们选择尽量从圣经-神学的范畴来表达我们的认信，以减少对

特定传统中系统神学用词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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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开始

我们也觉得认信声明必须从神开始，而不是从圣经开始。这一

点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启蒙运动过于相信人的理性。有些启蒙运

动流派甚至认为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一些无懈可击的根

基之上，而这些根基人类无需借助任何外力、只用靠着自己的理性就

可以完全确立起来。尽管许多保守的福音派人士经常贬低启蒙运动，

但他们还是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其中一个证据就是许多福音派的认

信声明都是以圣经开始的，而不是以神开始的。他们借着严格的释经

从圣经中得出教义，从而建立起他们认为绝对可靠、完全忠于圣经的

神学。

问题在于，这基本上就是基要主义式的知识论。它忽视了文化

处境对我们释经产生的深刻影响，而且硬生生地将主观和客观区分开

来。它还忽视了历史上对神学、哲学和文化的反思。如果认信声明以

圣经开始，就会误导读者过度自信，让他们以为他们是基于释经得出

了一个完美的教义真理体系。a这可能会让人骄傲、刚硬，因为这样

的认信声明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人类理性是何等的堕落。

我们觉得最好先从神开始，就像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在

《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1章1节所宣告的那样：若不认识神，我

们就不能真正认识自我和周遭的世界及一切。而如果没有神，我们也

就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理性了。

福音派

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福音派’

一词到底还有没有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个词已经过气了。在教

会内部，这个词的神学内涵越来越匮乏。这个词基本上就等于“所有

愿意用‘重生’来描述自己经历的人”。而在教会之外，这个词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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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含义可能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负面。

然而这个词也很好地反映出了我们教会及福音联盟的特点。为

什么？我们来自不同的宗派和传统，比较大的有浸信会、长老会、圣

公会、灵恩派等。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在神学和教会论上的差异无关紧

要，我们完全没有这么认为。这些方面塑造了我们的事工，也在很多

重要的方面将我们区分开来。我们也可以说大家在这些方面是“彼此

互补的”，但那不属于我们在这里要讲的范畴。然而，我们都因一个

共同的信念而联结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共同点——福音教义的核心

内容——远比我们之间的分歧重要得多。一方面，这让我们跟某一群

人区分开来——那群人认为福音就是他们自己传统中与众不同的那些

方面，所以除了这些方面外他们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他们不认为他

们宗派的独特之处是“次要教义”。另一方面，这一信念也让我们跟

另外一群人区分开来，这群人认为只能从社会学或经验主义的角度来

定义福音派，因此他们不认为只有这种稳健的教义认信声明才是大家

彼此团契、合作的基础。

因此，我们要继续用“福音派”这个重要的词汇来描述我们自

己。不过我们往往会在前面加上“认信”二字，这样就可以显出福音

派更加丰富的神学内涵。

事工异象

然而，我们联结起来不只是为了捍卫传统的福音表述。我们还

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描绘、支持并活出以福音为中心

的事工。

世界的改变

我们教会中许多年轻的领袖都因世界的改变而深感痛苦。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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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美国人中，大多数成年人都有着类似的道德观。无论是重生的信

徒、例行去教会的人，还是挂名的基督徒和非信徒，在道德观上并没

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世俗主义越来越激进，越来越

敌视基督教；整个社会越来越粗俗，年轻人跟比较传统的父辈在道德

观上差别巨大。

许多人称这种新的状况为“后现代的转变”，还有的人称我们

的处境为“晚期”现代性甚至是“流动”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推翻了

传统、启示，以及自我的理性和体验之外的任何权威。然而，长期以

来，一些相对稳定的体系仍在主导着当代社会。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

将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家庭、地方社区以及工作或职业上。而这一切似

乎正在离我们远去。

现代原则所特有的“酸性”——追求自主、个体化的自我——

似乎已经腐蚀掉了一切稳定的身份。婚姻和家庭，工作场所和职业，

社区与公民群体，政治与事业，现在这些似乎都无法维持长久的稳

定，因此难以成为个体的依靠。人们现在过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

他们不再基于基督徒、父亲、律师等身份来看待自己。相反，当他们

经历一个又一个没有太大关联的人生插曲时，他们的身份往往也会随

之发生变化。他们随时准备调转方向，抛弃之前所委身和忠于的事

情，并且良心上也不会有任何的不安。只要成本和收益合算，他们就

会迈开步子去追求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那个机会。

回应世界的改变

在过去，许多邻舍虽然不认同或者不在乎传统福音派的讲道和

事工，但他们至少还是能够理解的。而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人们越来

越难以理解传统福音派的讲道和事工，他们对这些要么感到很惊讶，

要么感到很愤怒。美国福音派内部对这种新文化处境的回应也千差万

别，并因此分崩离析。一言以蔽之，有些福音派人士干脆将自己的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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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筑得更高，继续埋头做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比之前更加义

愤填膺罢了。还有些福音派人士则呼吁彻底改写我们的教义，好更有

效地传福音。我们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是错误的，而且更糟糕的是，这

样甚至会破坏福音事业。

讲道

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有人大力鼓吹放弃解

经式讲道，采取一般所谓的“叙事”讲道。他们的分析如下：

这是后现代时代，人们对启蒙运动的信心、对“真理”

的理性确认已经土崩瓦解。因此，现在的听众更加注重直觉，

而不太注重逻辑。相比于命题和原则，图像和故事更能触

动他们。而且他们对权威式的宣讲也非常敏感。我们必须

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越来越不注重理

性，越来越讨厌权威，也越来越渴望叙事。

我们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抛弃解经式讲道是极其错误的。但有

些福音派人士是这样回应的：“后现代的人越不喜欢我们这样讲道，

我们就越要这样讲。”他们不愿意承认，传统上的解经方法很多都已

经被刻意地弄得非常抽象，非常僵硬，而且远离生活。并且许多传统

上的解经讲道家喜欢讲使徒书信，而不喜欢讲旧约生动的图景和叙

事，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更“利索”。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解经讲道的

时候一定要将每一节经文，哪怕是看似最不切题的经文，都跟耶稣基

督伟大的福音故事和使命联系起来，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

公正对待穷人并服侍他们

另 外 一 个 例 子 是 公 正 对 待 穷 人 并 服 侍 他 们 的 问 题 。 许 多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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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于社会公义的年轻基督教领袖抱怨说，古典时期的奥古斯丁

（Augustine）、路德（Luther）和加尔文对《罗马书》的解读都被

人误解了。人们说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承受神的愤怒，他只是以身

作则地告诉我们要服侍他人、爱别人，不要以权力剥削别人。他们

认为耶稣这样做就“击败了世上的权势”。照他们的观点来看，称

义的福音强调的并不是让神与罪人和好，而是将边缘人士纳入到神

的百姓当中。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基督徒若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去服侍世上的穷人和边缘人士并为他们发声，就必须要解构传统的

福音派教义。

这所有的一切为许多保守的基督教领袖敲响了警钟，但也有些

人错误地以为那些非常看重服侍穷人的人，必定已经抛弃了传统的基

督教教义。这两类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不需要更改古典时期的传统

基督教教义，也可以强调服侍穷人是非常重要的。b很少有人会觉得

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自由派”，但他曾经说

过，“圣经中还有什么命令比施舍给穷人这条命令语气更强烈、更果

断、更急切呢？”c爱德华兹认为，圣经之所以吩咐我们关心穷人，

不仅是因为创造的教义以及穷人也具有神的形像（imago Dei），还

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并且我们也是单单因信称义的。

既然耶稣必须受死才能平息神的愤怒，我们便因此知道神是公

义的，所以我们也应当高度重视我们社区中穷人的权利。我们不能因

为他们缺乏经济实力就亏待他们。而且鉴于我们在属灵上都已经破

败，并且都从基督领受了我们原本不配得的丰盛恩典，我们就绝对不

应该轻视穷人，觉得自己比那些经济上破产的人优越。我们甚至应当

愿意捐钱给“不配的穷人”，因为我们在属灵上也是不配的穷人，却

白白领受了神的恩典。爱德华兹孜孜不倦地运用古典福音派教义来大

有能力地教导我们要服侍穷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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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以福音为中心的事工

将福音联盟各理事联结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不能忽

视自己的背景和处境，而是要认真反思我们的文化，这样才能让我们

的福音事工触及我们所处的文化，并跟我们的文化建立联系。所以我

们制定了“事工的神学异象”。这个异象的最后写道，福音应当

建立更多的教会，充满活泼和神学稳固的讲道，充满

有力的布道和护教，并带来教会的增长与植堂。这些教会

将强调悔改、个人的更新和圣洁的生活。同时，这些教会

亦将非常强调艺术、商业、学术和政府领域的文化参与，

以及为穷人伸张正义。有人会呼吁归正的基督徒群体分享

财物、资源和接纳贫穷与边缘的人。在每间地方教会里，

所有这些重点都将被结合起来，并彼此坚固。

因此，我们福音联盟认为，我们必须随时捍卫福音，而要想做

到这一点，就必须让这个世界和教会看到以福音为中心事工的大能。

定义并捍卫福音的最佳方式就是去爱福音，相信福音，活出并传扬福

音。在认信声明、事工异象和“全人福音”中，我们勾勒出了在当今

的西方文化中，以福音为中心的事工应当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

福音联盟成立的头三年，我们力图用这个福音中心来联结各

个群体的基督徒。我们的聚会很有启发性，也让人很激动，因为

我们不是被某一个神学传统或某几个重要人物所主导。当我们花

时间研究这些问题时，我们也就越发信任彼此，并在思想和内心

中更加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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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心发出预言

最近福音联盟进入了一个新的事工阶段，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我

们有了全国大会、网站和福音联盟网络。但这些都只是“从中心发出

预言”的途径而已。

福音派的“帐篷”比之前更大，也更割裂。我们已经提过，造

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西方文化

中。有的人可能觉得现在的西方比希腊罗马那个异教时期更难开展事

工，这主要是因为现在是后基督教时代，而不是前基督教时代。因着

这种挑战，基督教会正在分裂、破碎。针对这种情况，现在至少有

三种回应方式，詹姆斯·杭特（James Hunter）分别称之为“分别为

圣”“正面对抗”以及“建立关系”。e

坚持“分别为圣”式回应的基督徒和教会认为，我们无法真正

影响文化，而且为了影响文化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只会玷污我们，让

我们妥协。杭特说的“正面对抗”，是指那些认为我们可以透过政治

或透过掌控精英机构并利用权力来改变文化的信徒。“建立关系”是

指许多主流的“新兴”巨型教会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文化，但这要求我

们变得更有同情心，不再那么富有对抗精神，而是要更适应所处的环

境，这样就可以将足够多的人吸引到教会里来，从而改变文化。讽刺

的是，这三种方法仍然深受“整个基督教”历史的影响。就连强烈谴

责整个基督教的“分别为圣”派，也不过是像个一心要跟父亲不一样

的孩子，但最终这个孩子的行为界线依然掌控在父亲的手中。

从中心发出“预言”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的教会要以

福音为中心，借此达到其他方法无法实现的一系列平衡。我们在跟文

化的关系上既不能做分离主义者，也不能做得胜主义者。我们要以信

徒的身份（而不是让地方教会以教会的身份）竭力进入之前就已经存

在的文化机构，并通过创新设立新的机构和网络，最终基于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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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促进公众的益处。

在传讲福音时，我们既不应该忽视基本的文化叙事，也不应该

只是改变一下外包装，就将之称为“处境化”。我们应当坚持地方教

会的不可替代性，因为地方教会肩负着传福音和开展门训的重任。但

我们也应当鼓励基督徒在世上做工，去做光做盐。我们认为，要想平

衡这一切，就要深入理解福音对人生方方面面的含义。

我们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放在优先位置，而那些对“福音”的意

义持不同看法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我们。很多人在理解福音一词时，通

常都会加上两个限制条件。首先，有些人认为福音书非常重要，但在

整本圣经中却只占了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其次，还有些人认为福音主

要是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中，并叫我们“得救”，但圣经中

那些能改变生命的元素则完全跟福音无关，而是属于另外一些范畴，

比如智慧、律法、辅导、叙事范式和小组疗法等。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分两部分来回应。

圣经神学指向耶稣与福音

第一部分是，我们如果正确理解圣经神学，就会发现圣经神学

是源自整本圣经，又指向耶稣和福音的。圣经神学验证了它在形成过

程中所涉及的所有启示，而且网罗了各种圣经思想。当然，有的圣经

神学流派非常不负责任，也很容易误导人，正如有的系统神学流派也

非常不负责任，很容易误导人一样。我们绝对无意高举某一学科的优

点，而抓住另一学科的缺点不放。因为两个学科如果使用得当，都可

以大大帮助我们形成忠于圣经的世界观，并让我们过一种忠于圣经的

生活。f两个学科原本都想在处理圣经的过程中保持对圣经中不同文

学风格的敏感度，尤其是在这些文学风格发挥魅力的不同方式方面

（比如对律法、叙述和智慧文学进行比较）。

然而，大体上来说，系统神学所提出并解答的问题都是不受时



福音联盟小册子

10

间影响的问题。比如：神的属性是什么？十字架取得了什么果效？

什么是罪？鉴于系统神学是为了综合整本圣经，处理那些最宽泛的

问题，所以它所触及的范畴必定会超越每一卷圣经书卷或每一个圣

经作者的写作范畴。比如，系统神学家在提到称义的教义时，非常

清楚与称义相关的用词在《马太福音》和保罗书信中的用法并不完

全一样；而在提到神的呼召这项教义时，他们必须对“呼召”秉持

一贯的用法。

换句话说，系统神学里的神学用词和范畴经常在形式上跟圣经

的用法有交集，但其含义实际上可能主要只是系统神学家从一位圣经

作者那里得出来的。再进一步说，“神的属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清晰

简明却又极为重要，但事实上整本圣经中没有一卷书提到过神的属

性。所有读系统神学的人都清楚这些。

相较而言，圣经神学总体上所提出并解答的问题都集中在特定

圣经书卷和语料库的贡献及主题上，因为这些书卷和语料库横跨了整

个救赎历史。圣经神学所使用的范畴基本上都是从圣经资料中找到的

那些范畴。因此我们现在在提出并解答两类问题。（1）《创世记》

《传道书》《路加福音》或《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这卷书的组织

结构是什么？这卷书让我们对它所讲的主题有了怎样的认识？以赛亚

教导了我们神的哪些属性？（2）这些主题所处的救赎节点是如何跟

整本圣经的救赎主线衔接起来的，又如何继续推动救赎启示不断展

开，朝着耶稣基督发展？这种启示展开的模式或轨迹如何跟之前的创

造还有将来的耶稣以及最终的成全连接起来？

福音联盟理事会的成员们希望鼓励大家在阅读、传讲圣经的时

候，要从中找出上面这样的轨迹，从而叫基督徒看到原来忠心而又深

入地研读圣经是可以让我们顺着圣经的模式和应许走向耶稣和他的福

音的。比如，我们在看《创世记》中的创造时，不能觉得它只是一些

资料，或者只是赋予了人类维持生态环境的责任，或者只是指出了人



      以福音为中心的事工

11

的肉身是如何存在的，尽管这些都是正确的，而且也都挺重要的。

《创世记》中的创造部分奠定了有神形像的人应当向神尽的责任，

并为《创世记》3章的混乱和拜偶像——这又造成了整本圣经的戏剧

性——作了铺垫。

最后，被定罪之后的人类的盼望就在女人的那位后裔身上。这

位后裔要来开启新的创造，而新天新地就是这个新创造的巅峰。然

而，《创世记》1至2章对创造和伊甸园的描述，就已经象征了圣殿，

从而确立了一条贯穿整本圣经的轨迹：会幕和圣殿以及整个祭司和献

祭体系，还有第一次被掳时圣殿的沦陷，以及被掳几十年之后第二圣

殿的重建，一直到耶稣坚称自己就是圣殿，乃是神和罪人相会的伟大

场所（约2:19-22）。

从与此比较接近的一个轨迹来看，教会也是神的殿。而在最后

的异象中，“新耶路撒冷”并没有圣殿，因为全能的主耶和华神和羔

羊就是圣殿（启21:22）。与此同时，最后的异象中也提到了伊甸园

本身的一个象征（创2章），不过那时基督已经亲自经过了另外一个

园子（客西马尼园），因为他要将那更美的园子带给我们。这些线索

还有其他线索很容易把握，它们彼此交织，让我们看到了神一个个美

好的旨意，也将我们带到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面前。

这就引出了我们对那些将福音缩小了之人第二部分的回应。

基督徒的生活和思想都基于耶稣和他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囊括了圣经中的所有轨迹，而且用新约的

话来说，也囊括了基督徒的整个生命和思想，而这一切都源于耶稣基

督所成就的一切。这个好消息不仅宣告神让罪人称义，好叫我们在他

面前的地位稳固，而且他让我们重生，并将我们安置在他救恩的国度

里。福音不只解决了司法上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

位的问题，因为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罗1:18），它必定还会带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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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翻转。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更为我们确保了一切；耶稣赐下的圣灵

在凡事上都将加给我们力量；万事也都在依着神所命定的这个伟大的

救恩而展开。

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基督徒伦理观背后的动机。我们饶恕

别人，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主的饶恕（太6:12-15；可11:25；西

3:13）。我们谦卑前行，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舍弃了身为神的权利，为

我们而死，世上再没有比他更谦卑的了（腓2:3-8）。我们渴望活出

三一真神三个位格之间所显出的那种爱，因为父因着爱而决定让所

有人都要像尊荣父那样尊荣子，因为子因着对父的爱而走上十字架

成就了父的旨意（约5:20、23，14:30-31）。夫妻关系的终极典范也

在福音中体现了出来：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弗5:22-23）。我们渴慕

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而那位圣者不仅奠定了我们在父面

前的地位，同时也在不断地动工让我们成为圣洁（来12:14；腓2:12-

13）。

基督的福音征服了各种偶像崇拜和过犯背后那卑劣邪恶的图

谋，所以我们渴望像耶稣我们的主和救主那样生活——在我们的个

人生活中、家庭中、世界中活出另外一种生命（加5:16-26；弗4:17-

6:18）。我们因着受苦学会了顺服，因为我们的开路先锋也是这样行

在我们的前面（来5:8，12:1-4）。我们急需在讲台上和圣经学习中

详细解明这些主题和其他类似的主题。我们的生命是主的宝血所买来

的，所以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理应将焦点放在福音所带来的诸多

能改变我们生命的推论上。

简而言之，以福音为中心的事工是圣经所吩咐的。只有这样的

事工才能同时照着神的心意解决人的需要，又能跟其他时期、其他

文化中的福音事工无缝衔接，且将耶稣视为核心的那些事放在中心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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