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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会对“润, 非润, 再润”

的牧会性反思1 
作者：保罗牧师 

1 解题：润学 

因上海疫情和解封后出现的“出逃”现象让该用语再次爆红，成为继“内卷”，“躺”平之后，

在中国年轻一代广为流行的最新用语。 

   “润学”和“最后一代”是许多二三十岁的中国年轻人对国家和未来感到绝望“无声的呐喊”。  

    关于中国大陆逐步凸显出来的现实（后疫情时代的超级控制型社会），下面的两个例子也许

可以帮助我们管中窥豹，稍见一斑。 

    一是2022年5月25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报道：“最后一代”和“润学”：中国年

轻人的绝望与幻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工程和建筑专业闻名的上海同济大学曾对如何使用基于手机的厕所和盥洗室排队系统发

布了详细说明，《纽约时报》看到了有关该系统的文件。根据这份说明，为了避免两个人同时出

现在走廊里，每个学生离开宿舍去卫生间时需要在手机应用上按“开始”，回到宿舍后再按“结

束”。每次上厕所的时间最多10分钟。8分钟过后，如果厕所里的学生还没出来，等着上厕所的

学生可以在手机应用中“拍一拍”他。10分钟还没出来的话，该学生需要向排队的人解释为什

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第二个是2022年8月0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中的一篇文章：“过去三年约120万中国人入

境马国后没有出境记录”。 

  “马来西亚移民局记录显示，从2018至2021年共有约120万名中国人入境后没有出境记录。

吉打伊斯兰党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 

据伊党党报《哈拉卡》星期三（8月3日）报道，伊党吉打州主席阿末耶耶星期二（2日）发

布声明表示，上述数据是根据内政部最近在国会下议院的答复。他说，根据总审计署2018年的

报告，当时共有超过10万名来自中国与印度的游客入境马国，但没有出境记录。” 

    因着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重新认识，许多中国人选择了“用脚投票”，也就是“润（runing）”，

 
1 本文原为 2022 年（疫情中）在某次会议中发表的 PPT 文件，如今（2024）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我认

为文本中的看见和领受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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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大陆，逃离中国。 

 

2 北京教会对“润”的认识 

   这样巨大的社会震荡和危机同样在北京教会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2022年上半年的时候，

关于疫情，中国和教会的未来，北京教会牧者之间有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索多玛，还是罗马”？ 

有牧者相信今天的中国大陆是将要承受上帝震怒的“索多玛”，必然会遭遇到从天降下，不可避

免的审判。他用了六个词描绘了大陆将经历一场漫长痛苦，令人绝望的历史：“明日之后， 祸不

单行，接踵而至，伊于胡底，鳞次栉比，不绝如缕”。更多的牧者相信如今的中国大陆（特别是

北京）更像奥古斯丁时代的罗马城，虽然内忧外患，危如累卵，但毕竟罗马城同时兼有“上帝之

城”和“地上之城”的奥秘，和“索多玛”大不相同。 

   相信大陆将成为“索多玛”的牧者们对大陆社会和教会的未来作出了一系列的推测。 

未来的大陆社会很可能遭遇： 

1. 企业大规模的缩减和倒闭，影响开始到整个社会可以感受，也引起企业界的反弹 

2. 人民生活普遍地受影响，生活困顿，社会秩序出现动荡  

3. 后疫情时期世界各国的去华阵线 

4. 美国实施新的对华政策 

5. 国家大规模的货币投入可能产生有效的影响，是否成功取决于如此暂时的刺激和缓解期间，

是否产生产业升级，是否恢复经济活力，外贸重新放开产生新的大宗需求等。如果失败，经济就

会万劫不复。 

6. 俄罗斯，后普京时代开启  

7. 中国换届，有围绕换届产生体制内较大的冲突而且扩大为民众抗议和风潮的可能性。 

8. 台海危机，可能的演进模式是在“去中国化”當中不断地接纳和扩大台湾的地位和空间，

无需表态独立，就会让局势完全不同。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陆教会必须要有如下神学和牧会的自觉： 

1 十字架神学的自觉，必须同时有十字架神学作为神学内容，作为神学方法，作为伦理抉择

这三个同时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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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末世论的自觉：轻看今生，非常自觉于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属天的归宿。有实感地意 

识到结局近了，有敬畏和紧迫感。对于神整体的救赎计划的积极的委身。 

3 对于教会的委身要更有实感。不只是参加聚会，更实质性地属于属灵共同体。 

4 教会积极的大使命意识。从大使命的角度积极追问和回应现实，不是仅仅度过危机的权宜

之计，而是更本质和自觉，深思熟虑地回应。 

5 对于形势有基本贴切的判断。 

6 需要有整体性的系统的应对决断。 

 

具体来说，大陆教会大概率会实际会遇到许多重大的困难： 

1 生存空间压缩甚至取缔，小区管理严格难以出入，线上聚会可能常态化 

2 会友们和教会本身的财务压力 

3 会友离开教会或着所在城市 

4 教会内部纷争，如雅各书所说一般，一旦动荡必会纷争 

5 长期线上会友灵性低落，牧养无力，委身感弱 

6 很多培训停止或改为线上 

7 很难得到新人 

8 学生隔绝于教会牧养 

9 风声和引诱，在变化的世界中有教会以为好的东西和主张，教会容易错认自己欲望和理念

的声音为主耶稣的声音，热切地跟从。 

10 教会的分裂和教会间关系的疏远和破裂，跨教会的联合事工会艰难。 

11 跟海外的关系可能也有许多变化。 

 

大陆教会需要考虑极为严峻时刻的可能性，聚焦于个人布道，小组牧养和高度委身的少数献

身者团契。整个教会生活在境内转为内向和个人化，如同当年50-60年代一样。这种情况下教会

对于世界的反应只剩下个体性信仰道德的自守和随机发生的个人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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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教会很可能长期处于冰冻冬眠和软弱萎靡，但仍然存留的可能性很大。真正的危机是

牧养成长得人拓展相关的难处。对于多数信徒和教会，未必会直接是人身意义上的生存和安全的

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注意到大陆教会在“润，还是非润”的问题上，有几个重要的案例。  

   第一个是深圳圣道教会。众所周知，2019年底和2020年初，来自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SHRC，

牧师 潘永光）60名中国基督徒离开了他们在中国南部城市深圳的家，来到韩国济州岛寻求宗教

庇护。最终在许多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移民美国。 

第二个是北京某教会的大规模移民宣教。从2019年起，该教会就开始将教会的神学教会和基

督教学校教育的核心人员转移到东南亚某国；突如其来的疫情大大加速，甚至改变了这个过程。

如今，该教会800多教友当中绝大部分教牧，同工，家庭都来到了该国。但若深入了解该教会的

历史和神学，合宜的结论却是该教会令人瞩目的改变本质上并非“润”，而是在于宣教，使命，

和上帝的呼召。 

 

3 历史的启发 

   教会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润”？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

教会历史中得到一些启示。 

   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教会，面临着几乎同样的问题。有一些人（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

了“润”，比如：计志文，赵世光（包括藤近辉）。1949年稍早，计志文牧师与赵世光牧师都应

邀到美国领会，当他们要回中国时政局已改变，返家之路已阻断，他们来到香港，不约而同地租

借戏院传福音。1951年计牧师在香港九龙成立迦南堂，同年赵牧师也建立了九龙灵粮堂， 

    但也有人选择了“非润”，比如倪柝声2弟兄。1948年6月，倪柝声恢复职事后，立刻在福州

鼓岭举行了一次成功的同工训练，第一期参加的有八十几位弟兄姊妹。倪柝声为此制定了一个

“二十年福音传遍中国”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有五条大路线：一是从天津、北平进入绥远; 二

是从烟台、青岛到陇海线，进到西安; 三是从上海顺着长江一直到四川; 四是从福建厦门经过江

西，进入内地; 五是从香港进广州，至西南。1949年（过长江的炮声已经清晰可闻的时候），倪

柝声相信：神将全中国的福音工作都交给了地方教会，而地方教会这时候所缺的就是工人，所以

他要加紧时间培训工人，在全国各地效法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建立地方教会，实现他从主来的托

咐和启示。  

 
2 值得注意的是：倪柝声弟兄虽然留在大陆，选择了“非润”；但在地方教会的整个策略当中，李常受被

教会差遣，“润”，离开大陆，在台湾，东南亚，美国开拓植堂，对地方教会成长为具有普世性影响力的基

督教宗派，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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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份名为“倪柝声弟兄最后的劝勉”的书信当中，他这么说：“最后，除了信徒基本操练、

传福音的灵、权柄的原则和别的教训外，别的东西请你们不要提。你们要分给那些能领受的人。  

    我感觉到我们前面的路是相当黑暗，但是我相信对于一个奉献的人是没有什么难题的。主是

在万有之上的主，让我们学习倚靠他，让我们既爱神又倚靠神，神是满有怜憫和荣耀的神，我们

喜欢能爬到他面前来事奉他。不要惧怕，也不要担忧。虽然我们不过是灰尘，然而我们却蒙了怜

怸，被准许有份于这一个荣耀的事奉，让我们感谢神。在神召我们事奉他的这件事上，神是把最

大的荣耀赐给了我们。没有比这个还更大的恩典了。阿们。” 

    我们看到：在历史的转折点，在“润”和“非润”的选择时刻，倪柝声弟兄关注的永远是：

神的呼召，神的旨意，神的引导。 

 

4 圣经里的“润”，“非润”，与“再润” 

   关于，“润”，“非润”，“再润”3，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得到一些教训。 

亚伯拉罕是“润族”的祖先。我们看他“润”的路径：迦勒底的吾珥- 哈兰- 迦南（示剑-伯

特利）- 埃及- 伯特利- 希伯仑；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亚伯拉罕在两河流域和埃及

文明之间，润来润去。虽然他从伯特利“润”到 埃及是时局所迫（饥荒，创 12:9-10），但根本

上来说，亚伯拉罕从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迦勒底的吾珥大城“润”到不毛之地的希伯伦，根本

原因是因着上帝的呼召和应许（创 12:1-4）。 

   雅各看起来和我们今天许多弟兄更加相似，因着个人利益最大化选择了“润”的路径。从迦

南- 巴旦亚兰（拉班）- 迦南 - 埃及- 迦南（骸骨归还）。他第一次离开故乡是犯罪后逃避哥哥

的报复，第二次离开故土，以耄耋之年而下埃及是因着期待家族团圆。但真正一路引导他“润途”

的其实却是他在伯特利夜间与神相遇，被神引导路途的信息（创 28:10-16）。 

摩西之“润”史无前例，波澜壮阔，光耀史记。他带领整个民族（希伯来人）集体“润”离

法老之地（Exodus正是离开，“润”的意思），经十灾，过红海，徘徊在旷野，砥砺于试探，历

经艰难，百折不挠，“润”以成功，终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而这一切的滥觞，

在于伟大的“荆棘异象”（出 3:1-21） 

    耶利米的例子非常独特，他竭力鼓励以色列人（被动性地）“润”到巴比伦地（耶 24:5-7），

他自己却拒绝了在最佳条件下“润”到巴比伦的建议（耶 40:1-6），最后，却似乎以一种极其悲

惨和失败的方式“润”到了埃及（耶 43:6-7）。但我们相信：耶利米的“润”途，从头到尾都这

句话语的权柄之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设巴萨（所罗巴伯）的“再润（归回）”是因居鲁士策令（拉 1:1-4），以斯拉的“再润（归

回）”是因亚达薛西策令（拉 7:11-20），尼希米“再润（归回）”是因神的呼召，感动和亚达薛

 
3 或者说“逆润”，已经出去的人重新回到大陆。这样的例子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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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诏书（尼 1-1章）。所有这些，以色列人都相信是源于上帝的护理和奥秘。 

    司提反殉道后教会大遭逼迫，除使徒外，门徒都分散(润)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腓利“润”

到撒玛利亚传道，他和四个女儿后来定居于该撒利亚。这正好成就了大使命的奥秘：“在耶路撒

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保罗的一生，奔忙于罗马帝国的东部，爱琴海周围。他生在大数，长在耶路撒冷，完全改变

在大马色路上。大马色后保罗辗转于亚拉伯，大马色，大数，安提阿，一生有五次耶路撒冷之旅，

三次宣教旅行，后来被解押到罗马，不断阐明他的“异象之行（从耶路撒冷到西班牙，直到地极）”。

他一生的“润途”，都是因为保罗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 26:19） 

    

5 结论 

   圣经当中的“润”，“非润”，“再润”的理由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个人原因，逃避苦

难、灾祸。比如罗得离开亚伯拉罕而迁往所多玛，以利米勒从伯利恒移居摩押，雅各逃往巴旦亚

兰等事例。第二，非己所愿，被迫移居的，比如约瑟被卖往埃及，以色列人被掳等事例。第三，  

认识并顺服神的心意主动移动。比如亚伯拉罕离开吾珥，雅各全家下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

埃及，被掳的余民归回以色列等。 

    但事实上，所有的“润”，“非润”，“再润”都在上帝的手中。第一，重要的是明白神的旨意，

明确天上的异象，看清环境背后的奥秘。第二，重要的不是“润”，而是“死”。无论是选择“润”，

“非润”，抑或“再润”，都应该选择的是十字架的“死”路。第三，“至我们终将要润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渴望“润”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顾之益之，导归斯土，我必建之，不

复毁之，我必植之，不复拔之（耶 24:6 文理本）”，“斯土”非地上之“斯土”，而是天上之“新

城”。 

    最后，殷鉴不远，教会历史上关于“润”与“非润”的争论，交锋，冲突令人忧虑。尼希米

记5章1 -19节反映了归回之后，“再润”派和“非润”派之间激烈的纷争和冲突。韩国教会史上，

“润”到中国东北的“独立”派，1945年后从平壤逃亡（“润”）到汉城的“北方”派，以及一

直留守在南韩本土，苦苦熬过日本殖民统治的“非润”派教会之间发生的一系例矛盾和历史，希

望不要在中国教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