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廿世紀基督教
在中國的發展（一） 

1895-1949



背景：遠因

承接上一次內容：

福音得到廣傳（戴德生－內地會）

教會本地化

信仰影響到知識份子（李提摩太－廣學會）

青年會成立



全盛期（1895－1927）

信徒的數目由三萬增至四十五萬左右

中國信徒擔起了教會的責任

教會在質和量方面增長



全盛期（1895－1927）：背景

政治上

甲午戰爭（1894－1895）

“戊戌維新”運動失敗

“馬關條約”

庚子之亂（1900）

「臨時約法」肯定了公民信仰自由

第五款條文： 中華民國
人民一律平等，無族
種、階級、宗教之區別

第六、七款條文都有：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全盛期（1895－1927）：背景

文化上

科舉制度終於在1905年9月被廢除

有識人士都研究西方的文明

這時一般有學問的人士，已開始看出傳統的
偶像崇拜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如何的不相同

傳教士在過去幾十年含
辛茹苦建立起來的學校
‥小學、中學、大學已
經證實它的價值



全盛期（1895－1927）：背景

信仰上

教會探討彼此間的聯合，使教會事工更事半功倍

基督教青年會的成立及其發展

第一發展時期(1902-1912)北美協會領導人穆德來華，
組織和推動了青年會的發展

第二發展時期(1912-1922)總幹事余日章提出“人格救
國”



全盛期（1895－1927）：教會發展

教育：“中華教育協進會的成立

醫療：宣教士多是醫生，一邊傳道一邊治病，開辦了中國最早
的醫院

文字出版：廣學會季理斐續李提摩太

強調廣學會的出版宗旨是“專出基督教書籍，以為播道之用"

聲明廣學會是一個“文字佈道”機構，不過問政治

社會服務：教會裡很多社會精英，如國會裡有六十個成員是基
督徒



全盛期（1895－1927）：福音佈道

建立佈道的機構和基地（如禮拜堂、醫院、
學校）

公開佈道

學校發生了悔改歸主的運動

“宣教工作”的開始：1918年成立“中華國內佈
道會”

例如‥1913年時，美國著名的佈道家來中國
旅行佈道，到達十四個不同城市。據統計顯示
共有十三萬七千多人聽道，次年佈道家再來中
國，在十二個大城市講道，聽道者有十二萬一
千多人，平均每個城市都有萬人去佈道會



全盛期（1895－1927）：生命、見證

醫院和學校的服務代表基督教對人民的貢獻，也為國
家的進步帶來幫助

庚子之亂

使教會明白到信徒的素質不夠高，因而需要注重栽
培和教導

基督徒表現出不屈不撓的殉道精神

庚子賠款用在中國的教育經費上
因此民國政府，便
順理成章接納基督
教為合法的宗教



全盛期（1895－1927）結束：反教

背景：

軍閥割據

軍隊、黨部，政治部都佔領了教會、學
校及醫院房屋

知識份子高舉科學主義(Scientism)

1927“南京事件”
北伐成功後，國民軍進駐南京並
定都於此，教會的信徒都一團高
興，以為和平的日子終於來臨
了。豈知軍隊來到後，對教會大
加摧殘，並將傳教士殺死



全盛期（1895－1927）結束：反教

非基運動：

學生發動的“反宗教識案”和“非基督教同盟宣言”

教會的反思：

刊登了衛道性的文章，來答辯非基督教運動的抨擊

“自立運動”和“本地化運動”：教會合一、自立

這時期神興起的僕人：佈道家宋尚節、奮興家倪柝聲及神
學家和解經家賈玉銘

1919和合本 第一是1819年馬禮遜的譯本。
第二是1853年由各差會派代表
合作翻譯的“代表譯本”。第三是
1919年完成的“和合譯本”翻譯



抗戰／國戰時期（1929－1949）

日本抗亂時期(1929至1937年)

中日全面戰爭時期(1937年至1945年)

內戰時期(1945年至1949年)



抗戰／國戰時期（1929－1949）：背景

北伐成功以前的反教壓力

教育政策的反教壓力：收回教育主權

訓政時期約法的反教壓力：修改信仰
自由



抗戰／國戰時期（1929－1949）：經過

教會的回應：“五年奮進佈道運動”

佈道事工的擴展

改進宗教教育

基督化家庭的提倡

識字運動

受託主義

受託主義

“求主奮興你的教會，
先奮興我!”



抗戰／國戰時期（1929－1949）：經過

淪陷時期（1937－1945）：

日本為了監視和控制教會，為教會設立了“教團”

教會的回應：

增加了救援工作，救濟難民和救護傷兵

對農村全面的關懷，招募和訓練鄉村教會的信徒，
希望在鄉村教會中樹立基督教的服務中心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



抗戰／國戰時期（1929－1949）：結果

戰後背景：

內戰危機

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

人民的失望‥反饑餓和反內戰的“示威”興起，
學生集體活動，掀起好幾次示威和暴亂的場面

政府失去民心



抗戰／國戰時期（1929－1949）：結果

教會重建

1946－1949“三年運動”‥

增加熱心信徒的人數

加強教會的力量，使教會富有生命和能力

再度促使教會合一與合作

提高社區和國家的精神生活



抗戰／國戰時期（1929－1949）：結果

教會重建

1946－1949“三年運動”‥

增加熱心信徒的人數

加強教會的力量，使教會富有生命和能力

再度促使教會合一與合作

提高社區和國家的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