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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斯理運動1
 

 

 

改教運動仍須改革、更正教會仍須更新；故此，神透過敬虔主義繼續去復興路德宗教會、透過

清教徒繼續去復興聖公宗教會及透過大覺醒運動繼續去復興改革宗教會。於 18 世紀末，神再透

過約翰衛斯理去復興英美的基督教會，這亦造就了循道主義的發展。 

 

工業革命（約 1780-1830 年）是人類一個重大的文化激變，除了導致中產階級的產生外，亦促

成了工人階層的出現。他們是貧苦的勞工、被嚴重地剝削、過著長時間工作的非人生活、住在

環境惡劣的貧民窟裡；城巿的急速膨脹，亦帶來了衛生及醫療等的逼切問題。可惜，那時的聖

公教會只注重教會的禮儀，而忽略了造就信徒的生命及回應社會的訴求。這時，神就在英國興

起了一些自由傳道去滿足民眾的屬靈需要，而其中一位就是約翰衛斯理。 

 

壹、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生在英國，在 19 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 15，爸爸是聖公會的牧師。他的家庭有強烈的清教徒氣

氛，父母非常注重兒女的屬靈成長，會每天教導子女聖經及祈禱；清教徒的家庭亦很重視道德

紀律，故父母對兒女的管教甚嚴格。衛斯理 6 歲時，牧師宿舍被火燒毀，他為一幫傭所救，故

他稱自己為在火中被抽出的一根柴。他在牛津大學畢業後，被按立為執事及被選為牛津大學林

肯學院的院士，後來被按立為牧師及在牛津大學任教。 

 

在衛斯理的成長期間，有幾本書對他有深遠的影響；首先是金碧士的《效法基督》，書中所強

調的自我否定、治死慾望及追求簡樸等，很影響他的屬靈觀。羅威廉的《呼召過聖潔生活》強

調信徒必須追求道德改造、要學習謙卑和自制及基督徒的生活旨在榮耀神等的教導。最後，泰

勒的《聖潔生活與死亡規律》也使他有追尋聖潔的強烈動機及願意把自己全然地獻給上帝。故

衛斯理視讀經、祈禱、主餐、禁食和聚會等為神促進人靈命成長的施恩媒介。 

 

當衛斯理在牛津任教時，他與弟弟查理（Charles Wesley）及懷特菲組成一個大學生團契，並定

期聚會、查經、祈禱、敬拜；此外，他們亦積極參與許多的慈惠工作，如：救濟貧民、開設義

學及探望犯人等。這以改善屬靈生命為目標的組織後來被人嘲笑循道主義者（Methodist），因

他們認真研經、注重紀律、循規蹈矩及全然委身。 

 

                                                           
1梁家麟著：《基督教會史略：改變教會的十人十事》，（香港：更新資源，2002年），頁 25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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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宣教事工的衛斯理，前往美洲的新殖尼地去向印第安人傳福音；在這次的旅途中，他

似乎正陷於屬靈的危機中。後來，他聽到有人讀出馬丁路德的羅馬書註釋之序言；他自述那時

他心中感到異常的溫暖，在聖靈的充滿下他有強烈的喜悅，並感到有內在的能力被釋放出來。

結果，他規律化、形式化及教條化的信仰受到了衝擊；衛斯理開始明白真正的基督教並不單在

於正確的信條或宗教形式的實踐，最重要倒是內心對耶穌的響往。 

 

在經歷了靈性的復興後，衛斯理去了德國探望親岑多夫及參觀莫拉維亞弟兄會之主的居所；後

來，他更在倫敦去實驗他所學習得來的小組模式。他為這些小組訂定了規則，強調彼此的守望

及認罪，並認為小組是進行屬靈檢視的群體；莫拉維亞弟兄會對他的影響可被總結如下： 

 

1. 強調單純的信心、對信仰的執著及對神恩典的親身領受（可 4:26-29） 

 

「又說：神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27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

曉得如何這樣。28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粒；29

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收成的時候到了。」 

 

2. 不認同極端加爾文主義，相信救恩是為所有人預備，神無預定某些人不得救（彼後 3: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

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3. 非常注重宣教工作，甚至主張宣教移民（太 10:7-8） 

 

「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8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

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 

 

4. 強調政教分離，但同時相信教會的社會責任，故看重關懷及慈惠事工（太 5:13-16）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

了。14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15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

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

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5. 因對啟蒙運動的過激反應，有些反智的傾向，故輕視學術研究和神學反省（西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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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

知神的奧祕，就是基督；3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4我說這話，免得有人

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5我身子雖與你們相離，心卻與你們同在，見你們循規蹈矩，信基督

的心也堅固，我就歡喜了。6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7在他裡面生根建

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8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

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 

 

 

貳、循道會運動（Methodist）2：在衛斯理的影響之下，循道宗教會的屬靈傳統有下列的重點： 

 

1. 成長小組：一個有規律、有組織去承擔彼此屬靈生命的支援系統，他們相信這種師徒制或

門徒制對靈命成長有很大的助益。他們將初信者及基督徒按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等編入小

組中去，為建立一種高度委身、互相守望、彼此信任及親密的屬靈關係。領袖會帶領這些小

組並貼身關顧每位成員的屬靈光景，內容包括唱詩、祈禱、學道及回顧一周的屬靈歷程等。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裡。14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

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15並給他們權柄趕鬼。」（可 3:13-15） 

 

 

2. 忠於教會：衛斯理一生都堅持要忠於英國國教及強調這運動不在於建立新的派別；故循道

主義者都一直沒有脫離聖公宗教會。因目睹聖公教會的種種積弊，他就設立小組去推動善行

及促進靈長，希望能從下至上地去改造教會。因秉承了聖公宗對聖禮的重視及清教徒對重生

的強調，衛斯理發展出一種兼顧禮儀和福音的屬靈傳統。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17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

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林前 3:16-17） 

 

 

3. 生命成長：衛斯理視得救為一個過程而不僅是一時的認信，後來他出版了他的名著《基督

徒的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指出基督徒要在神的恩典下去追求全心愛神、全然奉

獻、純正心思及效法基督；人不單客觀地接受一套教義（稱義），亦要親身經歷靈命的更新

（成聖）。他靈命成長的四支柱（Wesleyan Quadrilateral）是聖經、傳統、理性及經驗。 

 

                                                           
2周學信著，楊英慈等譯：《無以名之的雲》，（台灣：蒲公英協會，1999年），頁 206-214及郭鴻標著：《歷代

靈修傳統巡禮》，（香港：基督徒學會，2001年），頁 16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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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4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6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 1:3-6） 

 

 

4. 廣傳福音：衛斯理相信戶外佈道是接觸大批群眾的最有效途徑，並開始到城巿以外那些被

人忽略的工業區、煤礦區、貧民區去講道。他突破了當時教區的觀念，並抱著全世界都是我

們牧區的創新理念去四出講道。他那充滿生氣的講道帶領了許多人歸信主，循道宗亦出現了

不少具講道恩賜的信徒講員（lay preachers），採用巡迴的方式去推動靈命更新的運動。 

 

「過了不多日，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神國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個門徒.....耶穌

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病，2又差遣他們去宣

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在他前面，往

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2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

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 8:1；9:1-6；10:1-2） 

 

 

5. 回應社會：工業革命帶來了學生教育、奴隸制度、道德敗壞、窮奢極侈、貧富懸殊及鴉片

貿易等的社會不公義現象；而衛斯理則因受到古教父的啟迪而強調簡樸犧牲、服務窮人、反

對貪婪及社會公義，故社會服務是循道會中不可或缺的部份。他推行了禁酒運動、廢除奴隸

及改善童工待遇等的社會改革；他的名句是：若對罪惡保持緘默，就等於是認可犯罪。 

 

「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17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

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賽 1: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