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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城華人浸信會主日學 

              《 從聖經正視靈恩與靈恩運動 》    教員：張傳華牧師 

 

第八課   靈恩第四波？ 
 

一. 靈恩第四波的開始 
1. David Pawson 大衛寶信。 

• 《第四波 --- 靈恩派和福音派：我們準備好合一嗎？》。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1998。 

• 1930-2020 
• 曾任 Guildford Baptist Church Pastor 

2. 第四波--- 靈恩派與福音派合一 
3. Peter Wagner 在第三波開始時已有此合一的意願。 
4. David Pawson 嘗試從兩派事工的合一層面提升到思想和神學層面的合一。  

 
二. 靈恩第四波是靈恩新浪潮 

1. 靈恩運動浪潮一波一波過後，沒有明顯的超自然恩賜的追求，教會生活變成和其他
福音派教會一樣。 
例：神召會 Assembly of God 
       神召會在第一波平息後，逐漸成為福音派教會的一份子。 
 

2. 福音派吸納了靈恩派的一些優點： 
(1)  發掘恩賜 
(2)  在敬拜上的熱誠和模式。 

 
3. 第四波 --- 強調對付「地域邪靈」Territorial Sprits (祈禱佈道運動) 

• 靈恩教會在佈道和宣教上，看重城市或社區佈道。 
• 聲稱要捆綁、擊倒、和趕逐管轄全城的邪靈，繪製屬靈地圖，最後以戰爭式

的禱告來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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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地圖) 
外圍：繞城祈禱、 
          洞悉那城的屬靈氣氛、 
          繪製屬靈地圖、 
          組織合一祈禱網。 
內圍：爭戰式的行軍禱告、 
          進行宣告撒旦的失敗、 
          和釋放邪靈已捆綁的事工等。 
例： 
 

• 靈恩派扯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經文來支持： 
(1)  摩西差派十二個探子前去窺探迦南地 (民 13:17-33) 
(2)  尼希米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前也是圍城窺探 (尼希米記二章) 

 
• 真正的屬靈爭戰，是聖靈藉著神的道在人心裡的更新。 

 
4. 福音派以這些沒有聖經根據、靈恩派難以放棄的作為：聖靈擊倒、神醫大會、內在
醫治及地域邪靈等。 

 

三. 「第二恩典」即靈浸經歷 
1. 我們相信成聖功夫是漸進的。 
2. 神重用的神僕，如司布真、葛培理，都沒有今日所謂的「第二恩典」。 
3. 今日靈恩教會興旺，不少福音派教會也十分興旺，甚至有可觀的增長。 

我們不能把某些屬靈經歷標準化。 
我們必須在基本的信仰上尋求共識。 

 

四.  釋放事工： 
1. 內在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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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恩第一波，靈恩派認為有方言的經歷是得救的確據。 
• 靈恩第二波，靈恩派較第一波溫和，仍以方言的經歷為第二祝福，也是得豐

盛靈性和有力事奉的根據。 
• 靈恩第三波，強調神蹟的經歷和操練，過程中，釋放撒旦在個人生命中的捆

綁，並藉此使生命和事奉的更新。 
 

2. 家族邪靈 
• 從「內在醫治」的靈命操練引申到「家族邪靈」的對抗，是近年靈恩派對

個人靈命更新的新趨勢。 
• 為何信徒不能經歷聖靈的大能？為何信徒屢屢被罪惡所勝？為何壞習慣不

能改變？靈恩派認為是撒旦的轄制。 
• 這些轄制不一定是個人的軟弱或罪惡所致，可能是源於「家族邪靈」的轄

制。 
(1)  首先要知道家族歷史。 
(2)  要知道現在家居中或家人，有沒有一些屬於假宗教或邪靈的物件？ 
(3)  要經歷屬靈爭戰，就要為祖先的罪禱告。 
(4)  求聖靈的能力勝過家族的罪或邪靈，並宣告撒旦的轄制必失敗。 

• 靈恩派引用以斯拉要百姓為祖先所犯的罪禱告，其實以斯拉是藉這
樣的禱告，針對百姓的軟弱和頑梗，求神感動百姓悔改，接受神的

道，重進他們的心靈，改變他們的屬靈光景。 

(拉 7:25-26；尼希米記 8 章) 

 
五.  敬拜更新： 

1. 感性敬拜 
• 靈恩派帶動了「動感和情感」的敬拜。 
• 靈恩派認為人在敬拜中，從被動 (受崇拜秩序表的限制) 轉為主動。 
• 不同文化自然有不同敬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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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讚美爭戰 
• 靈恩派認為「爭戰的讚美」是神賜給教會一項極好且有效的攻擊性武器。可

用來對抗邪術、撒旦敬拜、異端、新時代運動。 
• 究竟敬拜讚美的目的是為了爭戰，還是將榮耀歸給神？ 

 
結論：在靈恩問題上，我們必須分清楚什麼是基要的真理問題，是絕對不能妥協的；什  

麼是非基要的問題，兩派之間需要學習互相尊重。雖然不能有合一的機會，也
必須學習互相接納和尊重，健康的對話，可以尋求事工合作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