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的影响力 
  
概观陈述 

每个人都有世界观。每个文化都有其自己的“故事”，也就是世界观。世界观对我们有

很大的作用，因为它们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它们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以及行

为，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将建立怎样的社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教会都已经离弃了

圣经中的世界观，结果使我们对于教会的性质和大使命的认识也不幸受到影响。 
 
基本概念 

1.   我们都有世界观。世界观塑造和解释我们所见的，以及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如何

运作的认识。最终，世界观决定我们要建立怎样的社会。 
2.   观念横向地传递，跨越时间代代相传，并且通过渗入文化而纵向传播。观念带

来结果。 
3.   教会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推动神国度的文化：真理，公义和美善。推动这

些对于实现大使命是必不可少的。 
4.   我们整个的生活，包括日常琐事和职业，都可以活在神面前 (coram Deo)。 
5.   教会不再按圣经中的世界观运作。为什么呢？因教会在世俗主义面前没有维护

圣经中的世界观。结果，教会面对世俗主义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回应：一方面是

自由派神学，而另一个则是诺斯底福音派。两派对社会都几乎不起作用。 
 

预期效果 

1.   目前： 
a.   能够全面领会并且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课程的主要内容。 
b.   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与一位朋友分享你在《故事的影响力》这个课程中

所学的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 
2.   将来： 

a.   分析你个人的世界观以及它对你的生活的影响，为那些分歧的世界观悔

改，并且定意调整这些部分使其与圣经中的世界观相一致。 
b.   对你自己所处文化的世界观及其具体的影响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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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影响力 
 

学员纲要 
 
I.          回顾 
 
 
 
 
 
 
II.        简介：典型例子的影响力 
 
 
 
 
 
 
 
 
 
 
 
III.       什么是世界观？ 

关于世界观的叙述

泛神论

圣经中的
一神论

世俗主义

高实质 人类 自然 历史

 
 A.        我们头脑中的地图 
 
 
 
 
 
 
 
 B.      我们头脑里的眼镜或电脑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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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观念产生结果！ 
意识产生结果

果子=结果

树枝=行为

树干=价值观

树根=信仰体系

 
 
 
 
 
 
 
 
 
            A.        罗马书 12:2 
 
 
 
 
 
 
 

B.         申命记 10:17   迷信=文化习俗 
 
 
 
 
 
 

 
V.         思想的传播 

 
A.        横向传播（在全地上的传播） 
 
 
 
 
 
 
 
B.         跨越时间的传播（从一代传至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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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纵向传播（渗透入文化和社会之中） 
 

            1.         知识分子 
 
 
 
 
            2.         民间艺人 (通过各类艺术形式) 
 
 
 
 
 
 
            3.         专业人士 
 
 
 
 
 
 

                        4.         普通民众 
 
 
 
 
 
 
 

VI.       社会转化 

转变社会

社会重建

文化改革

灵魂的得救与重生

福
音

–心
意
更
新
变
化

–使
万
民
做
主
门
徒 后

果
–
行
为

–
价
值
观

–
信
念

 
 
 
 
 
 
 
 
            A.        约翰福音 17:15-19 
 
 
 

1.         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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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法 

 
 
 

3.         影响世界 
 
 

 
 

聚集与分散

为敬拜和装备
而聚集

为服事和传福音
而分散

G-3d

B.         聚集与分散 
 
 
 
 
 
 
 
 
 
 
 
            C.        国度的文化和大使命 
 
 
                        1.         真理 
 
 
                        2.         公义 
 
 
                        3.         美善 
 
 
 

D.        大使命的三个方面 
 

1.         使徒行传 1:8 
 

                        2.         马太福音 28:19 
 

3.         马可福音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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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符合圣经的世界观的流失 
 

A．      圣经中的一神论 
 

 
 
 
 
 

 
 
 
B.        自然神论 
 

___  
 
 

   _____ 
 

 
 

 

? 
C.        世俗主义：现代主义或物质主义或无神论 
 
 

 
 
 

________  
 
  
D.        古希腊的二元论 
 古希腊的二元论

信仰

神学

道德规范

宣教

灵修生活

福音

推理

科学

商业/经济

政治

艺术/音乐

实质的部门

饮食

 
 
 
 

高的高的
是重要的是重要的

低的低的
是不重要的是不重要的

属灵的属灵的
((神圣的神圣的))

物质的物质的
((属世的属世的))

恩典恩典

自然自然

礼
拜

天
礼

拜
天

周
间

周
间

___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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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诺斯底福音派 
 

诺斯替福音派

道德上
*信仰
*恩典
*宣教
*道德

神圣的
* 神学
* 传福音
* 门徒训练
* 灵修 自然的自然的

神

物质的
* 工作
* 思考
* 商业
* 政治

世俗的
* 科学
* 经济
* 大众传媒
* 艺术

‘‘实质的实质的’’ 部门部门

社会公正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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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间周间

属灵操练
属灵争战

属灵的属灵的

礼拜天礼拜天

 
 
 

VIII.   三个方面的遗失 
 

A.        合乎圣经的心意 
 
 
 
 

            B．     大使命 
             
 
 
 

C．     好邻舍的策略 
 
 
 
 
 
 
IX.      应用：花一些时间来反思一下你的世界观。你个人生命、家庭、工作以及服事

中是否有哪些具体事例可以反映这种分割的世界观？求神帮助，采取一个可行

的具体步骤把这些事例带回到与圣经的真理相吻合的路上。 
 



故事的影响力 
课程叙述 

 

故事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塑造我们所看到的以及我们怎样生活，最终我们所共有的这些故事勾

画了我们生活的文化。在以下的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故事所具有的影响力。 
 

罗思 (Jose Kornega) 是个美国人，毕业于护理系。她参加了和平部队1前往非洲的塞拉利昂，在当

地的一所大学里教授微生物学。她的学生们十分聪明，学习也很努力。在课程结束之际，所有的

学生都通过了考试，罗思对此十分高兴。在最后一堂课上，她要求学生为她整个学期的课程作一

个评估，以至于她在今后的教学上能有所改进。从所有的反应来看，罗思认为自己这个学期的课

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但就在那堂课快要结束的前几分钟，当学生们都在为她教授这一课程表示

感谢时，一位学生举手说：“罗思小姐，谢谢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白种人认为人是怎样得病

的。”听了这话，罗思非常震惊和困惑，那个学生继续说：“你有兴趣知道人到底是怎么生病的

吗？” 罗思回答说：“想啊，请告诉我。”于是，她的学生向她解释说，在非洲大家都知道属灵世

界，每个人都知道巫婆们在人们身上施咒，到了夜晚恶魔就从窗户进入屋子，咬人的背部。这就

是人们得病的真正原因。罗思在她的授课中忽略了什么呢？那就是她的世界观以及当地学生们的

世界观。两种不同的故事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十四世纪有位人称为恩里克王子的航海家(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恩里克王子获此绰号是因

为他热爱探险。他雇了艘船，为要找寻从葡萄牙到印度的航海路线。所雇的船一周之后返回，向

他解释说他们无法前往印度，因为“他们到达了世界的尽头。” 恩里克很有耐心，并且很笃定。于

是他又雇了另一艘船，差派他们去找寻通向印度的航海路线。这艘船在数周之后返回，船长报告

说：“我们没有能够找到航海路线因为我们已经行驶到了世界的尽头了。”可是恩里克航海家没有

放弃这个念头。在此后的十年间，他为着同一个目的雇了十三艘船，但是每一艘都报回同样的故

事。随后，恩里克雇了第十四艘船。这艘船在刚启航的一周之内遭遇了巨大的暴风雨！！这场暴

风雨将他们完全吹离了原本的航道。当暴风雨过去之后，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已经越过了那所

谓的世界尽头并且继续地沿着东非的海岸线向着印度前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大西洋海岸线的某处被称为西属撒哈拉，那里沿着海岸有一个很大的

沙洲。当靠近它时，水就变得越来越浅而且水流也变得不同寻常。看到这情景后人们有了怎样的

结论呢？他们认为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什么是世界的尽头？其实是他们头脑中的地图告诉他

们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他们所学到的就是若一直向南或者向西航行，就会到达世界的尽头。于

是，当他们看到那块沙洲时，就断定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是什么限制了他们的发现呢？是他

们头脑里的那张地图。在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里，都有一个世界观或一张地图用来定义我们的现实

环境。虽然我们的那张地图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但当我们相信它时，它就显得真实了。 
 

同样，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所讲的故事勾画出我们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构架，并

且也构建了整个社会的架构。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一个大有能力的故

事，即整本圣经中的(救赎的)故事。它是一个能够改变个人、社会甚至民族的故事。我们需要以

这个故事为背景来看我们的生活、工作和职业。但在现今的世代中，我们已经遗忘了这个故事的

某些部分。为什么呢？ 
                                                 
1 Peace Corps: (由美国肯尼迪总统发起的)和平部队(将受过训练的志愿者送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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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世界观？ 

世界观就好像一副眼镜。它决定我们看到什么，而不是有哪些可看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带眼

镜。你摘掉眼镜后会怎样呢？世界看起来会有一点不同。世界观就好比是一副头脑里的眼镜。每

个人在他们思想里都带着一副眼镜，眼镜的镜片是由一个人所在的文化中那些主流的故事所设定

的。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让我们解释一下这副带在我们思想上的眼镜是如何产生效果的。你从

右边这副图片中看到了什么？有些人看到一位老妇人，其他人则看见

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事实上，我们都看着同样的事物，但看到的

结果却不同。这取决于你的观念。这表明了世界观是如何产生效果

的。世界观决定了你将看到什么，而不是所看的事物的实质。 
 
笼统地来说，所有的世界观都可以归类为三种文化世界观的原型：泛

神论，世俗主义和圣经中的一神论。这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相当不同

的出发点，即关于最高实在、人类的本性、自然以及历史的截然不同

的理解。每一种世界观都形成了一个故事。 
 
在美国，那副文化的眼镜就是世俗和物质主义。有许多基督徒灵魂虽已得救，可是却仍然透过世

俗的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人们可能有一颗“受过割礼的心”却“尚未受过割礼的意念。”作为信主

的专业人士，我们是否仍然通过我们未受割礼的心意来看待这个世界？ 
 
与世俗主义相反，泛神论对于现实的看法则截然不同。泛神论同样也有关于人类的本性、自然以

及历史的看法，但它却产生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世界上许多穷人都戴着一副泛

神论的眼镜，而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剧他们贫困的光景。世俗主义、泛神论，以及圣

经中的一神论都以一种迥别于其他的看法来看这个世界。他们在文化中产生了极具不同的价值

观，因此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社会与体制。 
 
我们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说，宇宙还没有存在之前，神就已经存在

了。神存在于祂的创造物之外，然后祂创造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故事的每一个阶段起

头，神都说：“这是好的。”在这个创造过程的最后阶段，祂说：“这是甚好。” 想象一下一位画家

在画一幅画。他画了一会儿说：“喔，这是好的。”然后又做了一些，说：“喔，这是好的。”当这

幅杰作完成的时候，他说：“喔，这甚好！”神存在，并且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 
 
思想产生结果 

以上所提到的每一种世界观都创造了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故事，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

接着就产生了影响人们、文化、民族、甚至历史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与一棵树不同部分之间的

关系相似：信仰就好比是树根：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物；价值观就好比是树干：是我们认为好或

者坏的标准；行为则是树枝，是来自我们价值观的行为；最后，结果就是树的果实：我们的行为

会带来结果。要改变一棵树的果子，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摘掉树上的果子，而是在要从树根处有

所改变：要改变信仰体系所形成的结果，一个人也必须改变他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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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世界观。若你不检视自己的世界观，多半是因为那不是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因为圣经

的世界观并不是现今世上主流的文化观点。你的世界观必须经过查验，因为它会影响你所做的一

切。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并这两样的结果）均来自我们对于现实的假定。意识产生结果。因

此，为了确保我们拥有正确的思想，我们必须检验这些意识背后的假定。我们必须评估来自这些

意识的价值观、行为、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惯例。我们必须仔细的评判这些思想并常问这个问

题：“它们是否真实？” 
 
 
思想的传播 

世界观并不停留在图书馆那些晦暗书籍尘封的书页里。它跨越海洋，遍布各地，通过代代相传并

且渗透入社会，从而塑造个人、文化、民族和历史。我们来探究一下思想意识如何在以下三种方

式中传播。思想在全球横向传播。从地理的角度来说，思想从一个人开始，传递给他的门徒，门

徒们又将这个信息传向了社会和民族，并且最终传向世界。例如，基督复活后告诉祂的门徒说：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8）思想在

全地上传播，从一个地区至另一个地区。思想在时间跨度上由一代传向下一代。孩子们在家中和

学校接受成人的教导，思想意识就通过一代人传递至下一代人。思想通过渗透文化而纵向传播。

思想意识通常是由知识分子以宗教教义、哲学抽象概念或是自然科学理论提出，随后通过民间艺

术以音乐、舞蹈、电影以及其他多种艺术形式，有创意地并有力地传达出来。随后，思想意识又

会通过法律、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专业人士制度化，从而进入通俗文化，影响普通民众的

行为及生活方式，进而“门训”一个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看到一个国家的转化？看到人们转向基督是开始，但还不够。人们必须心意更新而

变化，必须在思想上重生。我们建立教会，但是怎样的教会呢？当人的生命蒙救赎后，生命必须

更新而变化。当人们顺服神而生活时，他们所处的文化将反映出这一种全新的思考以及生活方

式。当一个文化经历了改革，我们就开始重建社会。我们服事和敬拜什么样的神会决定我们建立

什么样的文化。我们的神会带来公义，真理和美善。 
 
 
神国度的文化和大使命 

教会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要活出来，不只是外表敬虔，而是活在神的面前(coram Deo)。换言之，

就像道成了肉身体现在基督耶稣身上，也是藉着我们的生命活了出来。透过一些小的或不完全的

方式，我们应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彰显神的属性和品格。 
 
神是真理，良善和完美。这些神本质的要素是神国度文化的根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对那些谎

言和权势传讲真理。我们要用良善和公义来向所看到的邪恶和败坏挑战。要在家中、社区里、敬

拜中心以及工作场所创造美好的氛围。推广这些对于完成大使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大使命是全面的。许多年来，大使命被认为只是单一集中在 “到全地去，传讲福音并且为基督拯

救灵魂”上。通过对于大使命更深入的学习，我们会发现它实际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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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1:8 告诉我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

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是大使命在全地上横向方面的传播，也可以被称为

地域上的使命。 
 
马太福音 28:19-20 节说道：“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大使命纵向层面渗透文化的传播，也可以称之

为人口学上的使命。我们不但被呼召要在全地作见证，并且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凡我所吩咐

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神想救赎万族和列国归祂自己。向个人传道是这一切的开始，但非终

结。然后，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而，做主门徒不仅仅只是属灵上或是宗教上的，它将神

国度的好消息带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 
 
马可福音 16:15 节说到大使命的第三个方面：“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这一节经

文的希腊原文中有两个有趣的词语。kos·mos 这个希腊词语的原意指得是“宇宙”或是“地球。”（同

样的希腊原文也出现在约翰福音 3:16 节中）ktis·is 这个希腊词语的原意指的是“创造物”或是“生
物。”大使命的这个方面是源自于创世记 1:26-28 节中神将人安置在地上并且授权由人治理全地一

切的生物。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使万有都与神和好（歌罗西书 1:20）。这可以被称为是完整或全部

的使命，因为这好消息不仅是为了人的灵魂，也是为了列国和所有一切受造的。 
 
我们可以总结说大使命是全面的。这全面性在于它传讲福音并在大使命的三方面：即在全地上，

渗透入文化中和治理全地上来展现真理，良善和完美。这实在是好消息。 
 
 
 
符合圣经的世界观的流失 

现代主义侵入以先，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一个支配一切的

故事中，设定了一位至高无上的，有位格的神，祂在万有以先就已

经存在了。神创造了宇宙中所有的一切，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

命的，灵界的或者是物质界；与神有别但又不独立于祂。神是至高

无上的（在祂所创造的之外），同时也是无处不在的（与祂所创造

的同在）。祂无处不在，并介入从古到今的一切。宇宙不是一个封

闭的体系，神随时可以施行祂的意旨，行使祂的干预。这种世界

观，也就是圣经中的一神论，让物质界和灵界之间能够沟通和互

动。 
 
这张图中的线条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神与祂的创造物间有关系。祂从四个方面存在于宇宙万物

之中。祂以祂的真实/实体临在，祂现在就与你同在。祂在历史中临在。祂兴起摩西来解救以色列

人。祂兴起亚伯拉罕并对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多国的祝福。”祂做工兴起众先知，兴起各样的组

织。神在历史长河中做工。这位神也透过道成肉身做工。宇宙万物的神以人的形体显现并住在我

们中间。祂住在贫民窟中，也住在荒郊野外。祂住在我们中间。最后，祂以圣灵的位格住在信徒

的生命中。这就是圣经中的世界观，并且也是一直是西方的世界观，直到差不多 20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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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期间，在欧洲和英国，人们对于圣经的这一世界观的共识开始瓦解。其间的

知识分子寻求使人脱离神的掌权并建立了各种信条，使人能随欲自治。 
 
这个改变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自然神论的出现，该理论认为神是至高

无上，但并非无处不在的。自然神论认为神基于自然规律创造了宇

宙。就好比是一个钟表匠，神给整个宇宙上了发条使其自然运行。这

种世界观认为，神是一位远离我们的神：图中代表神与受造物之间关

系的线消失了。不出所料，启蒙运动产生了理性主义。人们将宇宙看

作是一台以人为中心的机器。因为在这种模式下，神并非无处不在，

特殊启示就被排除在外，因此人们也无法亲身认识经历神。然而，人

们可以使用理性来理解神的存在以及神创造宇宙时所建立的自然法

则。但这种观念并没有持续很久。 

GOD

CCoossmmooss  

 

  

NNaattuurree  

? 
无神论唯物主义或世俗主义迅速变成了主流的世界观。若神不与人类

交流，也不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神呢？也许根本就没有

神。关于人类是独立自主的这一逆反的观念在十九世纪末已近完善，

影响了欧洲和北美。这就成了现代人的世界观。这是查尔斯.达尔

文、现代教育以及现代消费者社会所持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

为：人类是单独地处在一个没有位格的，又机械的宇宙之中。灵界并

不存在，所有一切都是物质的。每一样事物都按着物质界的层面来定

义，因为物质就是一切。世俗主义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

物质主义已在西方占了主导地位。人们脱离了一切绝对准则，并且能

决定什么是真和假，什么是对和错。甚至作为基督徒，除非我们明白

这样的世界观存在，否则我们也有可能坠入这种世界观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中。 
 
正当世俗主义开始横扫西方文化时，教会中对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

的回应。一群人开始顺应这种新思维，于是产生了自由派神学。剩下

的却反对这种世俗的世界观。教会原本可以坚持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的，但是很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几个例外，基要主义者和福音派领

袖们决定退出这场辩论。事实上，他们与世界隔离，呼吁教会集中在

属灵的事物上并且“单单地相信”。信仰被从大众舞台上挪去了，变为

私人化了。教会不但没有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享的世界观作极佳的

辩护，反而认为它是“属世的”，完全没有参与，退到了一个叫做“神
圣的”狭隘地方。 

SSeeccuullaarr

GOD

SSaaccrreedd  

 
上百万的信徒持有这种诺斯底主义福音派的世界观。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古希腊的二元

论中。二元论将宇宙分为属灵和物质两个领域，并认为属灵的领域是神圣的，物质的领域是世俗

的。信仰、神学、道德规范、使命、灵修的生活、布道这些都归于属灵的领域并且被认为是首

要。理性、科学、商业、政治、艺术、音乐以及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占据了较低的、物质的领

域。不幸的是，当这种这种二分法的世界观在圣经学院和神学院被传讲时，也就奠定了教会的大

至性质，重新界定了大使命的概念。这成为教会中新文化，并在世界各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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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们的语言也反映了这种世界观。为了表达对于宣教事工或者牧会的渴望，许多基督徒宣称

要进入“全职事奉”时，常常显示出他们思想上的分割，暗指其他所有忙于“世上的事”的基督徒都

是“半职”基督徒。其结果导致了今天许多基督徒患有“人格分裂症”。他们的生活被分为“宗教的”
和“世俗的”两部分。宗教的方面指他们参加教会或查经班的时候；而世俗的部分则包括他们的工

作，消遣和教育。不再听到有关的教导，挑战他们有意识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做个基督徒，他们

就效法了这世界的形式，且持有属世的思想。 
 
诺斯底主义世界观产生的后果使我们失去三项至关重要的事物。首先，我们丧失了合乎圣经的思

想。基督徒不再被鼓励提问题，而只是要“单单去相信”。其次，我们已经丢失了大使命的意义。

当我们读到大使命时，我们就带着诺斯底主义的眼镜将其看作是完全属灵的事。我们把大使命减

少到只剩两件事：拯救灵魂和建立教会。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何为大使命。大使命内容的全部就

是指：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教导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大使命是全面的。最后，我们丧失了

撒玛利亚人的爱心。神要属祂的子民去服事这个破碎的世界。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照顾我们

周围人的物质需要，以次体现祂的爱。然而，这些都不是属灵的事，所以我们要么不去做，要么

只是为了传福音才去做。难道这就是耶稣为我们作的榜样吗？ 
 
世界观大有影响力。我们的世界观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一个民族的世界观确立了其文

化的最基本准则。而这最基本的准则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和制度。我们的世界观产

生了我们的文化。你的世界观是怎样的？我们必须根据由神的话所产生的世界观来察验我们的世

界观，使其与神的真理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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