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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转型的三个条件 

周约翰牧师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教会转型的三个条件，我所在的教会经历了一个长久
的转型，至今也没有完成，所以有些体会想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条件是明确的提出跟教会转型相关的圣经神学的真理；第二个条件是
教会群体切实地活出相关的圣经神学真理；第三个条件是国际环境的配合。为什
么有这三个条件呢？首先，真理的普遍性和持续性是教会转型所需要的，如果没
有这个相关的真理，教会转型就不会有普遍性和持续性。其次，只有教会群体活
出了这个真理，才会有影响力，我特别强调这个群体的重要，只有个别人活出这
个真理不一定会有影响力。任何时代、任何领域都会有少数的人活出真理实践出
来，但是只有整个群体实践出来才会有足够的影响力。最后，周围环境的配合可
以使影响力扩大， 也可以使之缩小，我所说的配合就是扩大影响力使转型能够
成功。  

总结来说，没有与之相关的真理，教会的转型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持
久，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即使有与之相关的真理，若没有教会群体活出这真理，
教会转型也不会发生，只是放空炮，做白日梦；既有相关的真理，又能活出真理，
若没有国际环境的配合，教会转型也不会成功， 最多形成一个小流派，不会形
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教会的转型。 我用两个例子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三个条
件的重要性，一个是教会转型的成功范例，一个是教会转型的半成功范例。  

 
一、教会转型的一个成功范例：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基督教从犹太教脱颖而出  

 
根据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成员几乎是由清一色的犹太人，或少量归信犹太

教的外邦人组成。 基督教如何从犹太教脱颖而出，并且能够在希罗文化的环境
中站稳脚跟？实际上，初期教会成功的经历了一次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转型，它
满足了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一）相关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是基督教的特色，我们相信整本圣经，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一个真理。这

个真理在教 会转型成功里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它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
很多的挑战。教会初期遇到的 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福音与犹太教的关系，如
果这个挑战没有解决，基督教可能就不存在了。 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外邦人归
信基督之后，要不要守犹太教的规条？如：割礼、安息日、节期、 饮食条例等。
加拉太书二章记载了这次冲突的激烈程度。 

加 1：6-9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

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

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

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

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保罗教导信徒不要咒诅人，要祝福人，在这段经文里强调了两次，由此可见
这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那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信了耶稣的外邦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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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受割礼归服犹太教守律法的问题。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没那么严重，其
实在当时它却是�个教会转型能不能成功的关键。耶稣的福音有没有足够的超越
性，还是要跟犹太教的那些规条放在同样的层面，两个都要接受？这个就关系到
真理的超越性和纯正性。 

加 2：15-18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

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我们若求在基 督

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

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所以信了基督的外邦人不需要再去行律法，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超越
性。 

 
（二）教会的群体活出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福音传到外邦世界时，立刻碰到福音跟外邦社会文化习俗的冲突，新约书

信中许多章节都反映出这种冲突。如果要持守福音的信仰，信徒就要付出很大的
代价，甚至不能继续工作或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反之，如果信徒为了保住原有
的工作和生活，则要普遍的妥协福音信仰，如面临逼迫时就要否认耶稣、为了生
存就去拜偶像、吃祭拜偶像的食物等，这种的生活方式跟信仰是冲突的，如果一
个群体这样去做的话，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信仰，教会就不再是基督福音的教会，
这个新的群体也就失去了影响力，不会持续很久的。  

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在面临逼迫和社会文化的双重挑战时活出了信仰、站立
得住，他们只是一些草根平民为了信仰怎么能够抵抗住世界的诱惑又能扛的住逼
迫，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当时国际环境的配合，包括语言，文字，交通，法律等等，这些条件

都便于了当时福音的广传。 
 

二、教会转型的一个半成功的范例：宗教改革使新教从天主教分离出来  
 

我认为，说它成功是因为它成功地使新教从天主教脱颖而出；说它半成功是
因为它并没有完 成宗教改革，只是启动了宗教改革；它也没有真正超越天主教，
只是促进了天主教进行改革。下面从三个条件来分析它半成功的因素： 

 
（一）相关的真理：因信称义、四个唯独、信徒皆祭司 
这些 相关的真理都是救恩真理，都很重要，但它不是完备的新约救恩真理。

例如因信称义，它只是罗马书前八章救恩真理的一部分，称义之后，后面还有得
胜或成圣，和得荣耀。因信称义只是部分的真理，不是全备的。全备的救恩真理
不只是关系到救恩的入门，还关系到救恩的持续和救恩的目标实现，不仅包括信
徒的身份还要包括信徒的身量，最后还要迈向神的目标。此外，信徒皆祭司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它涉及到一个群体的生命，只有少数的精英活出这个真理不
算什么，路德虽然恢复了“信徒皆祭司”这个教义，却并没有真正把这个教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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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教会中。根据圣经，是以信为本，活出信望爱，这才是整全的真理。当一个
教会群体活出信望爱就能够抵抗住这个世  
界的诱惑能够抵抗住逼迫。如果只有信，缺失望和爱，就像三股绳子只剩下一股
就很容易折断， 所以部分的真理只带来了宗教改革部分的成功。 
 

（二）活出相关的真理。新教主要有四个教派：路德宗、改革宗、安立甘宗、
和一些小教派，如重洗派等。这些新教教派各有其特色，但都没有像初 代教会
那样激进地活出所信的福音。宗教改革阵营内部不和，甚至分裂。比如他们对圣
餐的解释分成两派，路德说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真实的灵在我们当中，另一派
则认为这只是个象征，并不是真正的代表耶稣的身体和宝血。仅仅因为对圣餐的
理解不同就导致新教内部第一次大分裂，后来新教的派别就越来越多。 所以他
们本身就没有活出圣经的真理，因为福音本身就是相爱，合一，跟神和好等等。 

 
（三）当时国际环境的配合。政治、经济、科技及印刷术的发明都起了很大

的作用。 
 

三、当今教会的转型 ？  

 
那么当今教会转型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只是把这

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讨论。我个人相信，首先，相关的真理必须是救恩真理，
福音真理。它一定不是教会的一种劝说，信徒可以自由选择；它一定是决定永恒
命运的真理，如果有人拒绝它，将要付出的代价更大。这一点非常的关键，以我
的经历为例。文革当中我在一个中学教书，当时毕业分配不是根据你的学习成绩，
而是根据你的家庭成分，所以当时的校风就是保证学生们不闹事。后来文革后恢
复高考，我带领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参加高考。结果只有我这一个老师考上了。从
此，这个学校就彻底的改变了校风，所有的家长都要求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这
个就是一个学校的体制决定了一个学校的校风。同样的道理，如果救恩的真理跟
你的生活表现无关，就决定了你能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我牧会的经历也让我亲身
的体会到劝说是何等的 软弱无力，反之，真理的力量又是何等的强大。 

此外，我相信跟现今教会转型相关的真理一定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而是一
个重价的恩典，这是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提出来的，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应该翻译成《做门徒的代价》，但是中文译本却
把它翻译成 《追随基督》，它是故意淡化了代价这个概念，缓和一下让大家容
易接受。但是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变卖了一
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这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耶稣，就需要付出代价来跟随祂。潘
霍华的一句名言：“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召他来为他死。”他恢复的一个的
真理就是作为耶稣的门徒要愿意为祂死，也要愿意为祂而活。福音书中那个富有
的少年官，耶稣要求他变卖所有的来跟随祂，最后他只能忧忧愁愁的走了，殊不
知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一个教会如果坚信了这个真理，那么它
的转型就会成功。它是重价的，因为它要求人付出任何的代价；它也是恩典，因
为主已经为它付上了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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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教会群体又如何活出有关的真理？有哪些主要的策略呢？我个人认为，
一个关键点是一定要恢复一个祭司的国度，圣徒皆祭司，就是要把马丁·路德恢
复的真理实践出来。这个真理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西奈山上提出来的，但是
犹太人没有活在这个真理当中，原因是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所以神给他们圣
徒皆祭司的真理在西奈山上就作废了，后来神允许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服侍
神，其他的支派都没有这个资格。旧约中犹太教的体制就是一个有祭司的国度，
不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在新约里祭司的国度恢复了。但是，除了初期的教会，天
主教后来又恢复了旧约有祭司的国度这样的宗教体制。而宗教改革并没有改变这
个体制，它只是用神学教育来分平信徒和祭司，大部分的会众并不是祭司。所以
现今的宗教改革要恢复这个真理，实践出圣徒皆祭司。 

那要怎么落实呢？我自己的想法是，建造一个行道教会文化的良性循环机
制。我们现有的教会到目前为止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行道的，只有少部分很认真的
信徒是行道的，所以需要建造一个大部分信徒行道的教会，像初代教会一样。使
徒行传记载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天天拜饼聚会，这是怎样的一个文化呢？
这是在一个母语的文化，导致这个群体大部分都是行道的，他们所有的语言就是
圣经，要遵行圣经才是这个母语环境。在这个母语环境中培育的下一代，就都会
使用这个语言。所以我们需要培养这样一个行道的母语文化，这样新的信徒或者
下一代进来就可以行道。如果教会文化在行道上是一个外语文化，那永远只会有
少数的精英会行道。 文革中还是有少数人在读书，可它是不会改变社会风气的，
只有大部人都行道才可能产生社会影响力，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个导向行道教会文
化的良性循环机制，不仅仅是教导一些行道的理论。 
 
 
 
 

讨论时间: 
Q: 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通常认为属于初代教会的诞生,请问你为什么从转型的
角度看初代教会? 你所说的转型跟我们说的中国教会正面临一个转型的需要是
同一个意思吗? 
 
A: 我觉得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站在我们 21 世纪的角度会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信仰,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背景就不同了。你会发现耶稣复活
升天之后祂的使徒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个记载在使
徒行传一章 6 节,它说明了初代门徒的理念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对耶稣是弥
赛亚的理解就是这样。即使是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仍然不是很清楚,接着就是
逼迫来了,把他们从耶路撒冷赶到四面八方。当时神使用了一个超自然的神迹，
才让彼得给外邦人哥尼流一家传福音,就是要改变他的犹太教观念。但是，他后
来还是不敢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由此可见 
彼得受犹太教的束缚是何等的严重。直到使徒行传第 15 章，在耶路撒冷大会上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脱颖而出,才有了眉目。否则,基督教
可能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已。耶路撒冷大会为基督教奠定了一个基础,也就
是转型成功了,当然我们通常不用“转型”这个词,但是你要认识这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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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请问今天教会在转型上面要突破的相关真理是什么? 
 
A: 我个人认为要恢复的是天国的福音,它涵盖了整本的圣经,也真实的反映了整
个新约所传的福音的全部。个人得救、因信称义是这个福音的入门,而天国的福
音目标其实就是神创造人类的那个原初的计划,就是要让人类成为神的代理人,管
理全地。天国的福音通过神拣选的犹太民族,通过耶稣基督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
地上,让全地都成为神的国。 
主祷文中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启示录 11 章 15
节：“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王，直到
永永远远”。整本圣经都涵盖在这个计划之下,最后一步就是要教会来承接,所以
要恢复的真理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与因信称义是没有冲突的, 因信称义是
让你进入天国，成为上帝的子民；但是进入之后是要求回应耶稣的呼召,像耶稣
的登山宝训，是要求他的门徒实践出来的。耶稣说听到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一
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反
之, 就是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 
 
Q: 现今的中国教会因为某些原因很多的聚会形式都已经改变,这也算是某种形
式的转型,而在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对文化的影响方面,有些教会就关起门来只关
心自己的事,那么这个与天国的福音在什么地方没有对接的上呢? 
 
A: 中国现在环境不能够公开的聚会,这跟当时的初代教会很类似,也是受到逼迫,
不能公开的聚会。初代教会是没有建筑物的,只能在家里聚会,而这个聚会模式挑
战的是宗教模式，就是一个有祭司的国度的模式。有祭司国度的聚会就是采用大
型聚会的形式,主持聚会的都是专业的祭司,会众只要来听就可以了。与此对照，
家庭里的聚会,实际上要求大部分领袖是平信徒, 不可能都是全职的。一个领袖只
是在一个家庭里负责, 负责一个小家,是一个带职的。而且，在这个逼迫的条件下，
要求所有的会众都能够活出这个信仰,才有可能在家里的形式发展下去。所以天
国的福音恰恰就是要求门徒都回应耶稣的呼召，真心遵行天父的旨意，使在家庭
中聚会的方式持续的扩展。社会参与所要求的条件是广大的信徒都能够活出信仰,
不仅是在教堂里活出信仰,还要在家庭、工作、岗位各个领域能够活出信仰,才可
以参与到公共的领域,否则只在教堂里做基督徒,在社会里却活不出基督徒的样
式。 
 
天国的福音恰恰能够涵盖社会文化,因为要把神的国建立在全球每一个领域,那么
它就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个人得救免去了永远的刑罚,可以得到永
生,这个真理关乎到灵魂的去向,但是它和社会、文化、政治没关系，就没有办法
去参与；如果接受的是天国的福音, 这福音本身就涵盖了参与社会、作盐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