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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摘 要 

 
    衛斯理約翰（下簡稱衛斯理）是神在十八世紀重用的僕人，他前

後在英國所帶領的宗教復興運動超過半世紀之久（1725～1791），並且

其影響力至今仍遍及世界各地。 

    衛斯理所領導的宗教復興運動的發展過程及範圍，主要包括他的

信仰傳統與牧養組織兩方面。由於發展得當，結果使復興運動最終具

備了足夠的條件，能生生不息地在歷史上延續壯大。今天，有不少的

循道衛理宗的信徒和牧者，只熟悉衛斯理的亞德門街（Aldersgate）的

歸正、復興經歷，卻對他的靈命傳統認識不多。近年來，東、西方教

會對衛斯理信仰傳統的研究開始復甦，但有關的中文著述及翻譯卻很

少。本論文乃注重研究他的信仰傳統與神學觀，盼望藉著研讀、探討

他的原始資料及近代衛理神學家的著作，將他優良的信仰傳統風格發

揚出來，使其成為我們靈命更新和教會復興的典範。 

    在第一章緒論中，筆者敘述了撰寫此論文的動機與目的。筆者在

下緬甸衛理公會事奉了二十一年，看到緬甸教會增長緩慢，深感需要

重新來發掘衛斯理的信仰傳統和精神，重新撿視當今緬甸衛理公會不

能增長的原因，盼望能承傳衛斯理的復興精神，使教會能夠更新成長。       

    本文第二章，描述了衛斯理的信仰傳統是綜合性及多姿多彩的，

綜合了更正教、大公教會及初期教會傳統的源流。這是與他的原生家

庭背景、所閱讀的書籍及所接觸的人物有關。例如；他的父母及曾祖

父都是虔誠的清教徒1

                                           
1
參趙中輝，《英漢神學名詞辭典》（台北：基督教改革宗，2001），頁 550；「清教徒」（puritan）是指英國的復原教，欲淨

化英國教會，將天主教的腐敗一舉革除，最後脫離英國教會。在教義上屬加爾文派，大多屬長老會，於十七、八世紀移

民新英格蘭。他們對英、美兩國的宗教、政治及生活有深遠影響。 

，因此傳承了清教徒敬虔的風格。同時，他也從

父親牧養的英國國教中，秉承了重視聖禮、法規的習性。以後，他在

牛津大學期間，閱讀了肯培多馬（Thoma a Kempis）、耶利米泰勒

（Jeremy Taylor）、羅威廉（William Low）等人的著作及初期教父時

期的著作，在成聖觀方面受到很深的影響。因著這些人物的影響，於

（1727～29）年之間，他與弟弟查理在牛津大學一起組織了查經班，

一同查經、禁食、守聖餐及定期探訪病患、囚犯和過聖潔的生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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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譏稱為「聖潔會」（Holy club）及「循規蹈矩者」（Methodist），

因他們行事非常循規道矩的。他與弟弟查理一同乘船往美洲喬治亞

（Georgia）去宣教的途中，遇到了可怕的大風浪，在驚險的海浪中，

他認識了莫拉維亞弟兄會的信心，也意外地發現自己缺乏「得救的確

據」。在往後與莫拉維亞弟兄會的接觸交往中，他進一步得到了救恩的

確據，由以前的「宗教」信仰轉變為「福音」信仰，由傳講「道德」

的信息，轉而傳講「因信稱義」的信息。雖然以後因不同的見解與他

們分道揚鏢，但他承認莫拉維亞弟兄會對他的靈命塑造有很重要的影

響。此外，一些早期教父的著作也影響了他的信仰傳統和靈命觀。                    

    第三章描述衛斯理的救恩觀。他是一位認真、實踐的神學家，他

並沒有努力去建立一套空泛的神學理論。他對原罪、完全墮落、先備

的恩典、因信稱義及稱義的確據等課題有很清楚和獨到的見解。對他

而言，相信甚麼是次要的事，他最關心的是如何以信心認識神及如何

活出神的同在。他認為基督教不是一套信念，而是一種經驗方式、一

個過程、一個基於正統教義而有的「內在體驗」，並因而產生了「外在

的實踐」。 

    第四章所描述的課題是「基督徒的完全」或「完全的成聖」。 衛

斯理的信仰傳統是以「因信稱義」為根基，在其上建立成聖的教義。「完

全」或「成聖」是基督徒重生後繼續追求的目標和過程。成聖注重一

個純正的意念，就是「完全的愛」；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上帝與

愛人如己。成聖不是已完成的靜態，而是靠著聖靈的幫助不斷追求。

這個課題對今天的信徒仍然很重要。 

第五章所描述的課題是「在恩典中成長」。基督徒經歷重生後，不

能繼續停留在初信的階段，需要靠著上帝的恩典，繼續在恩典中長進，

以達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他的神學也稱為「恩典神學」。要在恩

典中成長，必須借助一些恩典的途徑。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基督親自

設立的，稱為「制定的途徑」或「敬虔的行為」，藉著這途徑能與神建

立一個親密的關係，從聖靈支取力量過聖潔的生活。另一種途徑是後

加的，稱為「恩慈的行為」，就是避惡行善，活出聖潔和愛人的生活。 

第六章描述衛斯理的教會觀。他對教會的定義是廣泛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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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稱教會是一群由聖靈所召集的信徒，聯合在一起敬拜和服事神的團

體，簡言稱教會是聖靈的團體。他相信教會基本上是使徒們作見證的

延續，所以傳福音是教會的重要使命。傳福音包括國內佈道與海外宣

教。他佈道的策略很注重宣講、門徒栽培及社會關懷的三結合。他在

佈道後，藉著開班會、小團及會社等小組來繼續造就信徒成為基督的

門徒。他的佈道也注重社會關懷服務，顧念全人的需要。他也有寬宏

的世界宣教觀，視世界為他的牧區。他的後繼承者，秉承這精神，將

福音傳向全世界各角落。他看教會也是大公性的，只要在基督的信仰

根基上，基督徒應放下各種的成見和不重要的細節，大家彼此接納、

相愛、聯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示在基督裡合而為一的精神。 

最後一章，第七章是筆者的應用。針對目前緬甸教會的需要，筆

者以在緬甸事奉二十一年的經歷，提出了實際可行的建議。當筆者重

返緬甸投入事奉時，盼望能將衛斯理優良的信仰傳統，應用在緬甸教

會中，使教會能經歷更新和成長，這是筆者撰寫本論文的最大目的和

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