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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主題文章主題文章主題文章 

********************************************************************* 

    

對溫州教會對溫州教會對溫州教會對溫州教會““““關係神學關係神學關係神學關係神學””””的處境化探討的處境化探討的處境化探討的處境化探討    

    

潘勝利潘勝利潘勝利潘勝利傳道傳道傳道傳道    

 

 

        溫州地處浙江東南部，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溫州人敢為天下先，成為中國

改革開放的先驅，故被譽為“東方的猶太人”。 

        溫州教會在中國教會歷史上一直有著重要的地位，是中國最為復興的地方教

會之一，並被譽為“中國的耶路撒冷”。 

        本文以“關係論”為進路來探討“關係神學”在溫州的實踐，這可以幫助讀

者從另外的角度來認識溫州教會。 

 

一一一一、、、、溫州教會是較典型的熟人群體溫州教會是較典型的熟人群體溫州教會是較典型的熟人群體溫州教會是較典型的熟人群體    

        溫州教會是比較典型的熟人群體，具有強烈的地方性，信徒就近在一起聚

會，彼此之間是熟悉的，或是家人，或是鄰居，或是親朋好友。在一些較大的教會

中，人際關係更為複雜，中國社會非常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在教會中都有，如六

親、九族、宗親、鄉親、同學、同事、同行等（參圖“中國人複雜的人際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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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中國人複雜的人際關係）
1
 

 

        福音在溫州本地的傳播有不同的管道，主要分為“聖靈主導”和“處境化考

量”兩種類型，在每一種策略中，“關係”所佔的比重都不輕。 

種類 具體策略 註解 關係 

 

聖靈破碎的佈道策略 

注重聖靈的工作， 

注重悔改認罪。 

 

與神要有親密關係 

 

 

聖靈主導  

神蹟奇事的佈道策略 

彰顯神的大能， 

不同病徵得痊癒。 

 

與神要有親密關係 

 

群體分流的佈道策略 

商人潮， 

學生潮。 

與溫州母會有密切

的關係 

 

連續佈道會的佈道策略 

連續多天， 

不同主題。 

 

聽眾以熟人為多 

 

 

 

 

處境化考量  藉著節假日， 去有關係的地方演

                                                        
1 曾仕強、劉君政著：《人脈關係課》，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1 年，頁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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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演出的佈道策略 配合文藝演出。 出、佈道 

 

三元福音的佈道策略 

教會遭災時的傳福

音工具， 

個人佈道的形式。 

 

先關係，後福音 

 

（圖二：溫州教會重要佈道策略） 

 

        比如，“神蹟奇事佈道策略”常常會關係到一個家庭，病人一旦得蒙神的醫

治，那麼，就會產生全家歸主的奇效。個人佈道更需要有朋友介紹，才能登門佈

道。 

        隨著中國教會不斷向前邁進，教會的格局逐漸從農村轉向城市。當然，儘管

城市教會的興起打破了以往的群體格局，但溫州教會從農村到城市仍然有著強烈的

地方性。在溫州城區，所有教會歸屬於不同的片區，有不同的總會來管理。一個信

徒除非搬家遠離母會，不然，他不會隨意轉換教會。 

        對於流動性較大的外來民工基督徒群體，隨著工作地點的轉換，他們大多會

被介紹到就近的教會聚會。溫州教會有較為健全的民工教會網絡，只要在這個網絡

內轉動，基本上都是安全的，既不用擔心遭遇異端，也不用擔心不融洽。到時，準

能讓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溫以諾教授在《中色神學綱要》一書中將“教會論”解讀為“家庭神學”，

基督徒在主內互相為肢體，是手足情深的兄弟姐妹，這個理念與溫州教會的情形是

吻合的。
2
 

 

二二二二、、、、福音外展是福音外展是福音外展是福音外展是““““家家家家””””與與與與““““天下一家天下一家天下一家天下一家””””關係的延伸關係的延伸關係的延伸關係的延伸    

        教會不僅是一個大家庭，教會的擴大也是家庭的壯大。因此，溫教授將對外

擴展福音理解為“家庭延伸神學”，屬靈家庭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拓展，就是救恩傳

                                                        
2 溫以諾著：《中色神學綱要》，加拿大恩福協會，1999 年，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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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過程。3溫州教會在這一方面的表現特別明顯，“家”和“天下一家”如此完

美地結合在福音工作上，這在全國來說是少見的。 

        中共在《改革內參》中將溫州家庭教會的外展與“關係論”聯繫在一起，這

篇名為《從家庭教會的興起看心靈危機》的內部文章對此有如下的描寫： 

        “以溫州家庭教會為代表的開放性、擴張性家庭教會是當代中國教會發展的

重要現象。這類教會組織網絡正積極向各地擴展。就我的調研來看，這類家庭教會

充分挖掘與結合了中國傳統的‘家’概念，利用‘親親’與‘天下一家’的傳統觀

念迅速傳播。”
4
 

        可見，溫州教會的“家庭關係論”已經成為福音外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

連政府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 

        在 20 世紀 60 年代創立的溫州教會，在對外傳福音的行動上經歷了三個重要的

階段， 從“橫向關係論”的角度來看，分別有“商人福音潮”和“學生福音

潮”，從“縱向關係論”的角度來說，有“差傳潮”，這三種方式至今相互交叉，

繼續向前推進。筆者在拙作《溫州人的群體性分流與宣教的關係》一文中為前兩種

福音潮做了分析，在此簡述如下： 

 

 本地教會（家庭神學） 福音外展（家庭延伸神學） 

小圈子 大圈子 橫向關係 縱向關係 

鄉村教會 城市教會 商人潮 學生潮 差傳潮 

 

 

 

成員狀況 

老人多、 

兒童多、 

婦女多、 

病人多。 

青年多、 

學生多、 

白領多、 

能者多。 

農民、 

草根、 

暴發戶、 

創業者。 

富二代、 

優等生、 

精英、 

逃離者。 

神學教育、 

建立網絡、 

輸送體制、 

宣教士。 

發展次序 後建立 先建立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3 同上。 

4 潘建雷著：《從家庭教會的興起看心靈危機》，刊於《改革內參》，第 17 期，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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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情況 逐漸萎縮 發展壯大 建立教會 建立團契 引領時代 

 

（圖三：溫州教會福音外展“三潮”） 

 

1111、、、、商人潮商人潮商人潮商人潮    

由於溫州離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較遠，所以，商機有限。改革開放後，精明

的溫州人看到“流動攤販”無法形成大氣候，於是開始做大事，辦企業。1987 年 9

月 18 日，中央政府給溫州批了一個“溫州試驗區”的名號，溫州人的創業正式走

上軌道。 

        這時期出現了大量優秀的基督徒企業家和商人。無論是紮根在溫州，還是

“遊蕩”在全國各地，他們幾乎都成了贏家，積累了不少的財富，用當時的話來說

就是成了“暴發戶”。值得欣喜的是，這些基督徒在創業的過程中從沒有忘記過主

耶穌的“大使命”，就算在擁有了財利、名譽和地位之後，他們仍然熱心於福音事

業。更甚者，有商人放下了商務，成為全時間的傳道人。筆者在西安就遇到了一位

來自樂清的商人，他也是一位全時間服侍當地教會的傳道人。這位弟兄非常愛主，

他願意撇下很有前途的電器批發工作，讓太太在家裡接電話，並請人把貨物送到客

戶手中，而自己則成了走南竄北的福音使者。 

        80 年代也是溫州人移民歐洲的高峰期，他們大量進入巴黎第 10、11、19、20

區，形成了“溫州村”，他們多數為里安麗嶴鎮人，鎮上除了老小，幾乎全部去了

法國。這相當於溫州人把一個鎮都搬到了法國。 在義大利，溫州人的餐館開遍每

一個小鎮。在荷蘭，有 2400 多家飯店是溫州人開設的。 這些飄洋過海的基督徒同

時也把信仰帶到了所到之處，非常有趣的是，已經定居歐洲的一些年輕姊妹會特意

回溫州物色郎君，然後帶到歐洲結婚，而物色的對象 90%以上為傳道人，這些傳道

人到歐洲成婚後就加入當地教會的服事之中，成為教會的領袖、牧者。 

        這一輪運動的特徵如下： 

    （1）所建立的教會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規模，甚至都會有一間漂亮的聚會點。 

    （2）教會成員大多是家人，親人，老鄉，朋友。 

    （3）在有需要的情況下，這些商人建立的教會會回到母會聘請一位全職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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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會建立初期都是以溫州話為聚會和崇拜時所用的語言，而非溫州人就難

以融入教會的群體之中。但隨著教會的拓展，在當地人加入教會之後，普通話就會

取代溫州話，教會也就變成一間跨群體的教會。 

    （5）溫州人在各地建立的教會與溫州總會有切不斷的“親情”。溫州傳道人每

年定期去各地教會探訪、領會，而在全國各地的那些教會領袖（大多是溫州人）則

每年回溫州“述職”，或是接受裝備，以及計劃新一年的工作目標。特別是樂清教

會，年底或年初的教會“大議會”吸引了分流在全國各地教會的領袖，這些領袖往

往都是企業家，他們大都選擇自己駕車回溫州，因此，在“大議會”現場，各類國

際名車雲集，場面蔚為壯觀，令人驚嘆不已。 

    （6）海外的溫州教會被戲稱為“溫州搬”，意即這些教會完全把溫州的模式搬

到了海外。比如，用溫州話講道，這很像在美國的粵語教會。還有，很多教會實行

“派單制度”，即一個教會沒有固定的牧者，而是由多位傳道人在多個教會之間流

動講道，一切服從總會的分派。 

 

2222、、、、學生潮學生潮學生潮學生潮    

        高收入帶來價值觀的改變。曾經白手起家的商人大多是農民，等他們積累了

財富之後，便將希望轉向下一代身上，於是，20 世紀 90 年代溫州的“學生潮”應

時而生。 

        “學生潮”是一場鋪金運動，近則要從溫州“鋪錢”到杭州、寧波、上海，

遠則要從溫州“鋪錢”到北京，甚至國外。這些天之驕子帶著“地父命”，同時也

帶著“天父命”，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歸主運動”在全國展開。 

        這一輪運動的特徵如下： 

    （1）學生團契成員大多是溫州人。 在杭州，筆者曾經去幾個團契講道，其成員

有 90％以上是溫州地區來的學生。這些團契之後都會向其他地方來的學生開放。 

    （2）對福音有強烈的熱情，不少人成為團契的領袖。 

    （3）溫州母會是這些新生團契的靠山和供應者，儘管他們不能完全接受母會的

部份傳統觀念。為此，溫州各處教會紛紛成立“大學生組”，目的是負責幫助在外

的大學生，包括每月定期差派講道人，且在經濟上支持他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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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學生畢業後，或繼續建立“畢業生團契”，或回溫州加入事奉行列之中。 

    （5）最近幾年，不少團契轉型成為教會，並從溫州聘請牧者來帶領教會。 

 

3333、、、、差傳差傳差傳差傳潮潮潮潮    

        如果說前兩種方式具有“家”的性質的話，那麼，差傳潮就具有“天下一

家”的性質。這種潮流首先體現在神學教育的外差工作中，然後體現在宣教事業

上。 

        溫州教會有系統性、有規模性的神學教育始於 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在 2000

年趨於成熟。溫州各片教會常年差派優秀傳道人到全國各地帶領傳道人訓練、家庭

教會神學院授課等，有長期的，也有短期的。培養人才、導師是該階段重要的目

標。以安徽省為例，在上世紀 90 年代，安徽教會基本上有河南教會來牧養和帶

領，之後，隨著河南教會的衰落，溫州教會接替了河南教會的位置。到目前為止，

安徽各處教會的行政管理模式幾乎複製了溫州的模式，無論是派單制度、兒童主日

學制度、神學院制度、同工訓練制度等都與溫州教會相同，甚至連溫州的“講道

學”在那裡也相當風靡。這種狀況也正體現溫州教會“天下一家”的關係神學觀

點。 

        隨著溫州教會的不斷成長，宣教事業被納入了日常的安排之中，各片教會在

原有的部門上增加了“宣教部”，或“宣教組”，或設立“宣教中心”。儘管到目

前為止溫州教會並沒有差派多少宣教士，但它已經踏出了跨文化的宣教之旅，從面

向少數民數到阿拉伯世界，溫州宣教士的身影已經在廣袤的福音禾場上流動。筆者

相信，差傳潮在 21 世紀將成為溫州教會重要的發展趨勢，這種“天下一家”的使

命感對於有強烈“家”的觀念的溫州人來說是可以被認同的，也是值得付諸實踐

的。 

        總之，溫州教會屬於典型的熟人群體，會眾之間關係密切。在福音外展方

面，家族性的企業不僅把商機帶到了外地，而且也把教會建到了外地。同理，學生

潮把福音帶到了各地大學，而在外地建立起來的教會或團契與溫州之間始終有一條

紐帶，把“家”和“天下一家”的理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就是溫州教會獨特的

“關係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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