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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虔派運動 

 

 

壹、敬虔主義：路德宗的復興運動1
 

 

信得正確未必活得精彩，信多於行、講多於做的信仰是無意義的；敬虔主義（Pietism）的出現正

好是要回應這樣的弊端。當時，三十年戰爭剛完結，教會仍糾纏於彊化的認信中，但變得十分系

統化的改教思想並不能為基督徒帶來任何屬靈上的幫助。敬虔主義是始於德國的更正教復興運

動，著重恢復教會及個別信徒的更新。那時，神透過下列各人興起了一個追求敬虔的運動： 

 

「那時﹐ 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2 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3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

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4 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

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太 23:1-4） 

 

一、阿恩特（Johann Arndt）：敬虔主義之父，他認為單有正統的信念並不足以完全反映基督教

的本質，還須加上道德的淨化、公義的生活及與神的相交（彌 6:6-8）。阿恩特出版了他著名的

《真基督教》（True Christianity），書中指明真基督教的本質是藉真正的聖潔去證明我們活潑的

信心；他亦鼓勵基督徒放棄信仰的爭辯，並專注愛和相交。阿恩特的屬靈教導可被歸納如下： 

 

1. 悔改與委身：碓信基督徒的屬靈更新始於神的恩典，基督透過聖經和聖靈使人藉內外更新

去參與這真正的悔改；信心是靈命成長的重要部份，我們要絕對相信耶穌及委身予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

人。」（來 11:6） 

 

2. 新生命核心：基督徒要在美德中成長，直到在主裡達致完全的境界；新生命包括：向世界

死、向自己死、全然向神委身及愛神愛人。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3. 靈長的途徑：美好的品格是神的恩賜，但人亦要主動去配合神施恩的作為；所以，基督徒

要恆常定睛仰望基督、配合向內的自省、每日默想靈靈的爭戰及恆切祈禱。 

 

                                                           
1彭順強著：《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香港：天道，2005 年），頁 313-333 及祁伯爾著，李林靜芝譯：《歷史

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台灣：校園，1991 年），頁 3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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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2 你們要

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 3:1-2） 

 

 

二、施本爾（Philipp Jakop Spener）：他立志更新信徒的屬靈生命，他聚集了一群有心成長的基

督徒，定期讀經、祈禱及討論他上主日的講道；這聚會後來被稱為敬虔小會，或教會中的小教會。

為建立更熱誠及更屬靈的教會，施本爾和清教徒一樣，強調基督徒要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要節制。

施本爾出版了他的名著《敬虔的願望》（Pious Longings），並在書中列出了六大敬虔的要素： 

 

1. 認真地研經：牧師要宣講整本聖經，主日以外要去研讀聖經，父親要在家中宣讀聖經。 

 

「再者，傳道者因有智慧，仍將知識教訓眾人；又默想，又考查，又陳說許多箴言。」（傳

12:9） 

 

2. 信徒皆祭司：將信徒和教牧的區別減到最低，每個信徒要活出聖潔、教導責備和私下安慰。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

的。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出 19:5-6） 

 

3. 屬靈的培育：單有信仰的認知是不夠的，實踐才是最重要，要不斷教導愛神及愛人的信息。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18 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

19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20 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太 7:17-20） 

 

4. 免神學爭論：正確的教義不單靠爭辯而建立，更是藉悔改及聖潔生活而建立。 

 

「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在主面前囑咐他們：不可為言語爭辯；這是沒有益處的，只能敗

壞聽見的人。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

後 2:14-15） 

 

5. 教牧的培育：教牧受教於神比滿有才幹更重要，神學教育更要重視屬靈操練及靈修文學。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的。2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

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3 不因酒滋事，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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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5 人若不知道

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提前 3:1-4） 

 

6. 講道為轉化：講道的目的旨在喚醒會眾去結出屬靈的果子，基督教的精髓在於內心的轉化。 

 

「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會中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都是一個牧者所賜的。」（傳

12:11） 

 

三、富朗開（August Francke）2：他強調重生是生命的突破，故基督徒要放棄舊我及追求靈命的

更新。除了個人的敬虔之外，他亦兼顧到社會的更新；他為窮人及被剝削的人建立了學校、孤兒

院、寡婦之家、訓練教師的機構、聖經學校、醫院關懷事工、文字出版社及藏書庫等。富朗開亦

很注重海外宣教的工作，他挑旺了學生的宣教熱誠，至少有 60 位學生到海外去從事宣教的事奉。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21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22 就要脫

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 4:20-24） 

 

四、親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他在同學中組織了一個名為芥菜種的團契，旨在追求個

人敬虔及促進普世差傳的事工。後來，親岑多夫把部份地業送給因信仰而遭受逼迫的莫拉維亞弟

兄（Moravians），並成立了「主的居所」（herrnhut）。他們強調基督是信仰的中心，亦注重情

感的講道和聖詩，並往世界各地去宣教（太 28:18-20）。 

 

貳、敬虔運動的屬靈教導可被歸納如下： 

 

1. 活出信仰：救恩不只是法庭式的稱義，更是人與神一個有意義的親密關係；而真正的信心，

必能在生活中反映神的性情及結出聖潔的果子。故要重視聖潔的生命，多於追求純正的教義。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虛的。27 在神我們的

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 1:26-27） 

 

2. 堅持理想：敬虔主義強調全然完美的進取表達，他們極反對人滿足於信仰的現況；除了要全

然離開舊日的生命，亦要全然委身於在基督內的新生命及隨之而來的種種改變。 

 

                                                           
2郭鴻標著：《歷代靈修傳統巡禮》，（香港：基督徒學會，2001 年），頁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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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腓 3:12） 

 

3. 著重聖經：強調聖經必須要能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故聖經可反映在我們的衣著、裝飾和娛

樂上。他們相信聖靈將聖經的真理傳遞給每個信徒，故信徒被容許作勸勉甚至講道。 

 

「你們不要以外面的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為妝飾，4 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

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彼前 3:3-4） 

 

4. 另外聚會：他們在崇拜以外，將認真的基督徒聚於一處，為要激發更深的敬虔；除了祈禱和

研經之外，他們亦會討論崇拜中的講道，以作進一步的生活應用，實用和德行是他們的重點。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67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麼？68

西門彼得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69 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

者。」（約 6:66-69） 

 

5. 佈道宣教：更正教會一直忽略宣教的事工，因當時的精神力量都耗費在宗教戰爭及與天主教

會之間的爭鬥上。直到敬虔運動的出現，基督徒才開始真正火熱佈道和外展宣教。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19 這就是

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

們。」（林後 5:18-19） 

 

敬虔運動的確為靈性冷淡的路德宗教會帶來了很大的復興，但這運動本身也有一些的缺點；為了

回應理性化及麻木了的路德宗教會，敬虔運動出現了反智及禁慾的極端。他們稱非敬虔派的人不

屬靈，並不承認不會講自己得救經歷的人為基督徒。他們只強調生活，不關心教義，故低估了教

義的重要性；結果，這運動反倒為後來的自由神學主義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