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灵的恩赐与方言－周广亮牧师 

 

热烈讨论的课题 

最近与内地传道同工讨论《圣灵论》的圣灵充满课题，我将重点和高峰放在属灵的果子，生

命的品质上面，但似乎属灵的恩赐更接近大家的教会的现实问题。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

何分辩真假方言？”课堂的 10几人中，有约 4人表示赞同私下用方言祷告，另有两人公开质

疑或者不赞成追求方言祷告，其他人没表态。 

 

 

我们热烈讨论了半个小时，下面是从一位同学的记录中摘要，我选了两位立场相反的分享，

但实际是互相补充的见证；最后我作总结。 

 

南方弟兄的见证 

甲弟兄，中年，50多岁，住在南方。他与韩过一牧师参加特会的过程中，有一周讲方言的经

历。在开始讲方言时，出现颈项僵硬，舌头僵直的现象，并发出自己不明白的声音；但发声

的时间长短可以在意志的控制范围以内，并非失控的胡言乱语。刚开始有喜乐，并觉得充满

力量，大有能力，也出现和平时大不相同的举手祷告，令身边的人也觉得惊奇，感觉变化巨

大。 

 

但到后来，心中的不平安日渐加增，觉得这种情况如果延续下去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随后

便祷告说：“奉耶稣的名宣告，如果这个讲方言的能力不是从那位道成肉身的，并在十架上流

血舍命的耶稣那里来的能力，我拒绝接受，请祛除这个能力。”随后这种讲方言的能力就消失

了，之后再没有出现过。 

 

甲弟兄表示如果想讲方言，跟着会讲方言的人，快的话 1 小时内就可以实现。但自身的把关

非常重要，魔鬼有时也是扮成天使来诱骗人，要谨慎是来自邪灵的能力，而误以为讲方言就

是神奇。 

 

北方牧师的经历 

乙弟兄是牧师，壮年，在北方事奉。他于 90 年代信主，在比他年长 10 岁的老师带领下，也

只是用悟性进行祷告。但当时本地讲方言和翻方言的信徒众多，形成一种风气；讲方言与不



 
 

讲的比例是一半一半。一次与老师一同祈祷时，对方开始用不明白的方言祷告，心中怀疑对

方是不是中邪或被鬼附，但并没有仔细询问缘由。 

 

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大家都是在私下祷告时才会采用方言。询问后被告知这是神赐的，

如果自身竭力渴慕的话，就求神赐予这种讲方言的恩赐。因着强烈的渴慕，在一次与老师一

同祷告时，突然可以讲方言，维持一段时间后又消失了，老师告知这是须要不断进行操练的。

于是再次求告神赐予讲方言的能力，直至今日，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空间的限制，自由讲

方言。 

 

乙牧师认为，方言须要正确的管理，有真有假。透过自身求讲方言和讲方言的经历，体验到

用方言祷告会带来的不同于寻常的喜乐，以及为某些事情祷告时，灵里有说不出的忧伤，在

祷告中也会唱方言的灵歌。方言能够帮助自己更深地进入到祷告中，心灵得到释放和安慰，

能感觉到与神更亲近，更能触摸到神。方言就是用于造就自己的灵命，而非在求神迹。 

 

《圣灵论》的要点 

我们的结论，是根据《圣灵论》讲义的第 9 至 11 课和哥林多前书 14 章等经文。基本要点如

下： 

1.方言是属灵的恩赐，但不是对人，而是对神。（林前 14：2） 

2.属灵恩赐的目的是“叫人得益”、“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彼此服侍”（林前 12：

7；弗 4：12；彼前 4：10），以此为尺度判别方言的真假。 

3.不需要每个信徒都说方言，“岂都是说方言的吗？”（林前 12：30） 

4.讲方言祷告的人，有属灵的渴望和追求。这一点是我所欣赏的。因为，冷淡的信徒连一般

的祷告都不作。在课堂上，支持讲方言的学员都给我敬虔可敬的印象。当然，全体上课的都

是优秀的传道人。 

5.保罗的教导是不要禁止方言，但更要“切慕作先知讲道”（林前 14：39）。所以，上文两位

分享的弟兄，都提到教导和操练方言是有问题的，不应该效法，而要多学习教导和操练传道，

这是使他人得益的工作！ 

6.滕近辉牧师还指出一个观察：“保罗故意把方言放在各种恩赐的最后。两次都是这样。”（林

前 12：10、28）【1】 

7.按规矩，按次序而行（林前 14：40）。聚会中讲方言，甚至情绪激动而倒地，是很有问题，

一切的混乱皆要禁止的。 

 



 
 

 

关于背景的观察 

我自己还有一个关于背景的观察。似乎讲方言的风气，在上世纪 80、90年代显得盛行，尤其

在农村。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人们渴望与主亲近的安慰和属灵的能力，但没有其他的资源

可依，包括神学教育、普世教会的知识和解经资料等。第二是在缺乏足够的表达词汇和教育

背景之下，方言是叙述内心感情的较佳方式；它跨越了阅历和词藻结构的造句修练，直接将

与主的关系用声音表示出来。 

 

我不否认这可以是圣灵的工作，也可归类在感情的圣灵充满。我也看到，在如同香港这类教

会资源丰富的地区，信徒追求方言的需要自然降低，而属灵品格的修养却一直是众教会的需

要。 

 

愿我们渴慕主造就人 

无论如何，在经济起飞、物欲狂飙的时代，能回归单纯爱主又渴慕祷告、亲近主的属灵追求

本身，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愿你能多多追求如何使别人也受益的操练！ 

 

注释 

1.滕近辉：《路标》（香港：宣道，1971），页 193。 

 

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https://lts38.net，或 https://lts33.net，电邮至

school@liangyou.net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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