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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风的必不撒种 

约伯 

从浙江拆十字架到山西炸教堂，从贵阳抓捕判罪活石教会牧者到成都反颠罪指控拘

押秋雨之福教会众位带领者，从北京守望、锡安教会被强行驱散到上海万邦、厦门巡司

顶教会被无端取缔，从广东多地逐家查封教会到河南大规模上门清查教会信众家庭——

这些现象无一不让人意识到，一场要将中国教会逐离社会公共空间、置教会于死地的反

基“清零”运动，正由酝酿到实施、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进、从小心谨慎的边看边做演

变为肆无忌惮的疯狂打压。 

几年前，中国教会还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相信前途一片光明。转眼前，这种乐观

就被愁云惨雾所替代，教会中充斥着茫然、不知所措、沮丧灰心、疑惑和愤慨。以前教

会领袖们在一起开会大多讨论宣教植堂，数点教会人数规模，彼此激励，分享经验；现

在电话联系时却大多在交流各地被打压分散的情况，互相问暖问寒，从彼重己轻中找点

儿安慰。 

在被滥用的强大公权力面前，当以往的内部矛盾、群众问题如今被当成敌我矛盾、

政教问题时，教会及其领袖一时间除了被动挨打、分散隐藏外，似乎找不到有效的、有

策略的、联合性的抗争方式——这与中国教会中相当一部分牧者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与

中国民间社会相同的观念不无关系，那就是寄希望于明君！牧者们也不由自主地将社会

甚至教会的未来寄希望于明君、明相。几年前的一首小诗“仰望星空”，就让好一批人欢

呼雀跃、兴奋不已，一时间某高官、某官太、某大人物信主的消息成为热谈。后来又出

现一些神秘直通渠道，不断让人感到光明就在前头，“快熬到头了”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于是，关乎国度合一连接、生命建造、社会关怀的话题不断地被搁置，大家开始“手洁

心清”地等候天亮时分！现在社会环境一下倒退回到四十年前，这就更让人不知所措、

不想所为，明君名相废除苛政、出台廉政的期待也更加强烈。 

殊不知将希望寄托于行恶者弃恶从善，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尤其是这一心

态所导致的无所作为、观望等待，使人难以体会到上帝借着患难、困苦加诸于教会的美

好心意而坐失教会建造、炼净、发展、合一的良机。正如当年先知耶利米告诫以色列民

在国难当头时不去求告神、省察神的心意，却转而去寻求外邦强国的援手，如此做无异

于随从虚无，也必将成为虚妄。 

中国教会要寻求的不是上层开恩，而是上帝开恩。若是上帝开恩，谁能抵挡呢？当

然，若是有一天中国的君士坦丁出现，我们也相信那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旨意，但那

时的中国教会是否已经预备好承受这样的恩典呢？是否也会像四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

难以适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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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教会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一，生命建造的问题。尽

管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教会内部的灵性培训学习、神学教导等越来越规模化、系统化，

留洋的、科班的传道人越来越多，人才倍增、领袖辈出，但不得不说，大多数教会的训

练、教导还是基于知识层面的，大多数新生代领袖的装备还是学术重于生命。委身的多，

献身的少；所蒙的恩典多，活出的见证少；理性思辨的多，生命翻转的少。许多人文章

讲道很出彩，世界观却与世俗社会毫无差异。这也就不奇怪，国内几个信主人口比例较

高的所谓福音大省，同时也是盛产骗子假货的地方。 

其二，受基要、敬虔派神学影响颇深的中国教会，大多不注重福音的文化使命和社

会关怀。过去逼迫较重时，生存问题居首位尚且说得过去，但即便到了教会已然进入社

会公共领域、争取到较大生存空间之后，也鲜有进行社会人文关怀的，更少有深入社区、

帮助贫困人群、照顾孤儿寡妇的。可圣经的教导明明是：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

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 1:27）。 

在这一点上，神若追究，谁能站立得住呢？如今，王的质问犹如在耳：我饿了谁给我吃？

我渴了谁给我喝？我赤身露体谁给我穿呢？！中国教会在社会空间影响微弱，难道不与

这种“自绝”于社会有关吗？ 

其三，教会存在于社会之中，却又超然于社会之上，她是代表上帝主权的天国大使

馆，其 大的使命就是宣扬天国的真理和上帝的爱，领人悔改归主、罪得赦免、得永远

的生命。福音宣教的使命从来都是教会的要务，即便在遭受逼迫打压之际，教会也不能

有丝毫松懈。相反，在社会空气高压状态下，人心思变，这正是宣扬福音的大好时机。

相比于中国 14 亿的总人口，几千万基督徒还不足以产生巨大的、主导性的社会影响。

尤其是长期以来，中国大地上福音传播多半分布在广大农村及城市底层民众之中，很少

进入到社会精英阶层。这种状况虽与教会的处境及政体有关，但与教会未尽心尽力向精

英阶层传递福音信息不无关系，甚至许多教会在有社会精英阶层人士进入其中时感到难

以适应或无法牧养。 

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教会整体上对一些特殊阶层或群体的信仰需求，是采取不回

应或选择性忽略的态度。然而，在圣经中我们却看到，耶稣对夜访的犹太人高官尼哥底

母详解永生的要义，著名的约翰福音 3:16 经文便是耶稣对尼哥底母关于永生的答疑。

我们也看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之后，正是这位领受了永生教训的犹太人高官将其

安葬！而将耶稣死后埋葬，正是其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的必要前提！

在三年半的时间里走遍加利利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在会堂里教训人、医治各样

病症的耶稣，却在日理万机中夜见尼哥底母，悉心教导、讲解永生之道，对其牧养、教

导、关怀和保护之心非同一般，令人不得不钦佩主耶稣的眼光及其策略之高远！若祈望

上帝天恩泽被中华万民、基督福音浇奠华夏大地，深入社会各领域、阶层的福音启蒙运

动和“尼哥底母式”的关怀策略不可或缺！ 

其四，同样由于历史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教会长期以来各自为阵、独立发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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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社会空间开放扩大以后，大家还是习惯独来独往。在大逼迫时期，这是一种不得已

而为之的谨慎之举，但在之后却因为国民性特质和人性中的软弱，成为占山为王、画地

为牢的痼疾。同为基督肢体的教会常常老死不相往来，非但没有国度性的合一、连接，

反倒时常出现不良竞争、互相贬损的情况。近年来教会生存空间一再被压缩，这也逼着

教会领袖们思想合一连接问题。若教会借此契机，从被动消极的抱团取暖走向国度性连

接，岂不美哉！一个有着共同信仰、价值观、异象、使命的千万群体，若是能够连接成

为一体，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任何政府、社会都不敢小觑的！ 

后，教会在处理政教关系、面对政府的政权时，既要对在上掌权者给予应有的尊

重，又要在真理上顺从神、不顺从人。圣经中耶稣和保罗等使徒对官长的尊重，以及初

代教父们给当时执政掌权者所写信函中的谦卑、尊敬的口吻，实在是为当今中国教会树

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对神和真理的顺服是前提。这样，对在上掌权者有礼有节，又

在真理上毫不妥协，对于在遭受逼迫和委屈中的教会实在是难能可贵，而这也正是基督

信仰的力量所在！耶稣所教导的“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饶恕他们，他们所

做的他们不晓得”，这种爱的风范正是我们战胜一切仇敌的不二法宝！一方面效法基督、

爱到牺牲舍己，另一方面持守真理、信仰上绝不动摇——如此，谁能与敌呢！ 

正值中国教会面临寒风凛冽之际，若是单看环境，则必灰心丧气、无可作为，正所

谓“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若是仰望耶稣，则必刚强壮胆、大有可为，

岂不知“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