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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

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使徒行傳 8 章 1 節）初期教會經歷了聖靈降臨的

大復興後，逼迫隨之來臨，中國教會也不例外；逼迫過後，海外華人基督徒

遍佈全球。 

    

1111 1949194919491949 年以後的中國教會年以後的中國教會年以後的中國教會年以後的中國教會    

1.11.11.11.1 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教會大事教會大事教會大事教會大事記記記記    

1.1.1 土地改革時期土地改革時期土地改革時期土地改革時期（（（（1951951951950000 年到年到年到年到 1951951951953333 年年年年）））） 

�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迫使教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切斷國內教會與國外教會的一切聯繫，西方宣教士被迫開始撤離中

國大陸，跟隨中華民國政府前往香港、台灣、東南亞等地或回到母

國； 

� 1950 年，中國基督教界吳耀宗等人發起了三自愛國運動；起草《中

國基督教宣言》，提出自治（self-governing）、自養

（self-supporting）、自傳（self-propagating）的三自方針；  

� 1951 年 4 月，「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

會」成立並開始接管教會辦的一些醫院、學校，一些教會的領袖也

遭到了控訴。西方傳教士被全盤否定，中國各教會和機構的領袖和

傳道人多遭批判和整肅。這個時期「三自會」取代了「中華全國基

督教協進會」。 

 

1.1.21.1.21.1.21.1.2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195319531953 年到年到年到年到 1957195719571957 年年年年））））    

� 1954 年 7 月 22 日到 8 月 6 日，第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北京

召開，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 1955 年 10 月，政府正式宣佈三自會以外的任何基督教活動都屬於

非法的，教會正式被控制，不參加三自的教會領袖被捕； 

� 1956 年，大部分的信徒轉到地下，以家庭教會的形式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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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31.1.31.1.3 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1951951951958888 年到年到年到年到 1962196219621962 年年年年））））    

� 1958 年 1 月到 1959 年 5 月，教牧人員被送到政治學習班、工廠、

農村去參加政治勞動，導致很多教會沒有人牧養。三自教會開始組

織各種不同信仰禮儀背景的教會實行「聯合禮拜」，又進一步將全

國的三自教會大幅壓縮合併，如上海的兩百多所教會被縮併為十五

所，北京的六十四所被縮併為四所，幾乎摧毀了中國有形的教會。； 

� 1959 年，三自會完全控制了全國的教會，並壓縮成為幾個大城市

裡面的幾間教會而已； 

� 1960 年第二屆基督教全國會議召開。 

 

1.1.41.1.41.1.41.1.4 毛毛毛毛、、、、劉兩條路線的鬥爭時期劉兩條路線的鬥爭時期劉兩條路線的鬥爭時期劉兩條路線的鬥爭時期（（（（1961961961961111 年到年到年到年到 1965196519651965 年年年年））））    

� 1961 年 7 月 30 日，中國基督教會的機關刊物《天風》分別批判《荒

漠甘泉》、兒童主日學等，企圖以共產理論取代基督信仰；以後，

主日學事工幾乎在中國大陸停頓了 20 年。 

 

1.1.51.1.51.1.51.1.5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時期時期時期時期（（（（1966196619661966 年年年年到到到到 1919191977776666 年年年年））））    

� 1966 年 8 月，紅衛兵開始關閉所有的公開教會，燒聖經、燒屬靈

書籍，那是屬於教會的大浩劫時期。雖然遭到禁止，但是農村的家

庭教會卻更加的興盛； 

� 1975 年 1 月 17 日，新憲法規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

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1.1.61.1.61.1.61.1.6 改革開放時期改革開放時期改革開放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宗教局宗教局宗教局宗教局恢復工作恢復工作恢復工作恢復工作（（（（1978197819781978 年年年年到到到到 1919191989898989 年年年年））））    

� 1979 年 4 月 9 日，三自會恢復了浙江寧波百年堂的崇拜，成為文

革以後第一間重新開放的教會，中國大陸基督教出現了顯著的復

興； 

� 1979 年 9 月起，中國大陸實行開放政策，一些官方批准的教會得

之重開，這給華人教會的基督教教育工作帶來了新的希望； 

� 1980 年，第三屆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南京召開，成立了一個全國性

的教會機構「中國基督教協會」，其主要任務是按三自原則辦好中

國的基督教會，推進神學教育、文字出版等基督教事工，以後基督

教協會和三自會就合稱兩會，丁光訓擔任兩會的會長； 

� 1981 年，省級三自組織恢復工作； 

� 1982 年，縣級三自組織恢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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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 1 月，《中共問題資料雙周》報導，中共內部傳達了宗教的

七個禁止： 

� 第一、禁止家庭聚會； 

� 第二、禁止秘密祈禱； 

� 第三、禁止政治涉入； 

� 第四、禁止跨縣傳道； 

� 第五、禁止跟外國教會秘密聯繫； 

� 第六、禁止私自轉讓聖經、書籍； 

� 第七、禁止私建教堂； 

� 1985 年 4 月 19 日，愛德基金會在南京成立，旨在促進中國的教育、

社會福利、醫療衛生、社區發展、環境與發展、災害管理等各項社

會公益事業，後來成立了愛德印刷廠，是世界最大的聖經印刷廠； 

� 1986 年 11 月，《天風》刊登了三自運動愛國委員會的章程，說明

三自會的宗旨和目標： 

� 第一、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督徒熱愛祖國，保衛和

發展三自運動的成果； 

� 第二、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第三、開展國際友好往來； 

� 第四、把中國建設成為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貢獻力量； 

 

1.1.71.1.71.1.71.1.7 經濟發展時期經濟發展時期經濟發展時期經濟發展時期（（（（1919191990909090 年年年年後後後後））））    

� 1990 年後，中國興起了「基督教熱」； 

� 1996 年 12 月，第六屆基督教全國會議召開，丁光訓辭去兩會職務，

但是仍擔任金陵神學院院長。 

� 1998 年 8 月 22 日，十位家庭教會領袖發表公開聲明，呼籲政府停

止逼害，並與家庭教會領袖對話。 

 

1.21.21.21.2 形勢分析形勢分析形勢分析形勢分析：：：：影響中國宗教政策的影響中國宗教政策的影響中國宗教政策的影響中國宗教政策的四個主要因素四個主要因素四個主要因素四個主要因素    

1.2.11.2.11.2.11.2.1 官方正統思想官方正統思想官方正統思想官方正統思想、、、、政府控制宗教的傳統政府控制宗教的傳統政府控制宗教的傳統政府控制宗教的傳統；；；；    

1.2.21.2.21.2.21.2.2 1920192019201920 年代知識份子的新文化運動年代知識份子的新文化運動年代知識份子的新文化運動年代知識份子的新文化運動、、、、宗教觀宗教觀宗教觀宗教觀；；；；    

1.2.31.2.31.2.31.2.3 馬克思馬克思馬克思馬克思、、、、列寧的宗教理論列寧的宗教理論列寧的宗教理論列寧的宗教理論；；；；        

1.2.41.2.41.2.41.2.4 中國共產黨的統戰論中國共產黨的統戰論中國共產黨的統戰論中國共產黨的統戰論、、、、毛澤東的矛盾論毛澤東的矛盾論毛澤東的矛盾論毛澤東的矛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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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國基督徒的人數估計在公開教會約有二千萬人、家庭教會約有五千萬人，

但無法確定。天主教約有一千萬人。 

 

1.31.31.31.3 形勢分析形勢分析形勢分析形勢分析：：：：中國的家庭教會中國的家庭教會中國的家庭教會中國的家庭教會    

1.3.11.3.11.3.11.3.1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 注重禱告； 

� 渴慕真道、下功夫讀聖經； 

� 火熱傳福音； 

� 生活儉樸； 

� 願意做接待的家庭、全家都奉獻給神； 

� 有為主受苦、殉道的心志； 

� 沒有受來自教外的束縛，直接以耶穌基督為元首。 

 

1.3.21.3.21.3.21.3.2 不足與危機不足與危機不足與危機不足與危機    

� 神學基礎薄弱，同工傳道人的訓練水準不足； 

� 文化知識水準較低； 

� 教導和牧養跟不上，羊很多，牧人很少； 

� 由於教導不足，信徒生命的程度參差不齊； 

� 教會組織管理不完善； 

� 教會之間各自為政，彼此缺少合一； 

� 超脫世俗、消極處世、脫離實際； 

� 經濟起飛後，信徒貪愛世俗； 

 

1.3.31.3.31.3.31.3.3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 彼此相愛、取長補短； 

� 加強聖經真理的教導，抵制異端邪說； 

� 提高教會領袖的（素質）程度，建立青壯年的領袖群； 

� 注重文字事工，培養寫作人才； 

� 提倡愛心關懷、關心社會； 

� 抓緊對青年基督徒的訓練； 

� 盡可能傳福音給少數民族的地方； 

� 重視在大城市裡的發展； 

� 承擔普世宣教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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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 評論評論評論評論    

中國大陸基督教會六十年的歷史，時間雖短，是段落分明，而其間的

曲折變化，更是血淚交織、水火交加，整段歷史實是一部長期處在苦難與迫

害中的悲慘旅程。 

 

總結這段約六十年的基督教會歷史在整個中國基督教會歷史之中的地

位，有幾點可以歸納出來： 

 

1.4.11.4.11.4.11.4.1 成全了基督教會本色化的路線成全了基督教會本色化的路線成全了基督教會本色化的路線成全了基督教會本色化的路線    

過去整一百五十年中國教會皆受西方差會的影響和扶持成長。但是1949

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全面排除了與西方的聯繫，使中國基督教

會在歷史中成為最具本色化傾向與有本色實效的一個時代。 

 

1.4.21.4.21.4.21.4.2 維持以政府控制教會的局面維持以政府控制教會的局面維持以政府控制教會的局面維持以政府控制教會的局面    

六十年來，在政治與教會關係上，始終維持在政治全面控制宗教的局面

之下，把政治置於教會之上。教會更受政局的演變而起伏不定，使中國基督

教會在歷史中，成為承受政治壓力最大而時間最長的一個時代。 

 

1.4.31.4.31.4.31.4.3 醞釀並產生醞釀並產生醞釀並產生醞釀並產生了了了了「「「「家庭教會家庭教會家庭教會家庭教會」」」」的獨特教會模式的獨特教會模式的獨特教會模式的獨特教會模式    

「家庭教會」的模式充分表明基督教會可以不是西方教會的產品，也表

明在任何的社會制度與環境之下，基督教會仍能生存下去，這是中國基督教

會歷史中最承受得起考驗的一個時代。 

 

1.51.51.51.5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 過去六十年來（改革開放之前與之後）中國大陸教會的發展和第一世紀的初

期教會有何相同之處？請從社會、語言、水陸交通、思想（信仰）、教會本

質等多種角度分析。 

2. 本課列舉了過去家庭教會的七項優點。你認為我們聚會的地方在這七項優點

中有哪幾項？ 

    

    



廿世紀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 
 

7 

 

2222 海外華人教會現況海外華人教會現況海外華人教會現況海外華人教會現況    

2.12.12.12.1 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時代背景：：：：華人學生事工華人學生事工華人學生事工華人學生事工    

2.1.12.1.12.1.12.1.1 第一波第一波第一波第一波（（（（1945194519451945 年年年年到到到到 1950195019501950 年年年年））））    

� 神在沿海地區藉著學聯會的工作產生復興。 

    

2.1.22.1.22.1.22.1.2 第二波第二波第二波第二波（（（（1950195019501950 年後年後年後年後））））    

� 在台灣、香港和東南亞地區，宣教士秉承內地會精神積極培養本地

人才。台灣成立了校園團契、香港成立了學生福音團契。 

    

2.1.32.1.32.1.32.1.3 第三波第三波第三波第三波（（（（1960196019601960 年年年年到到到到 1970197019701970 年年年年））））    

� 大量留學生出國之後在海外開始華人查經班。70 年代之後，查經

班漸漸成為教會，這是北美教會的基礎。 

    

2.1.42.1.42.1.42.1.4 第四波第四波第四波第四波（（（（1978197819781978 年後年後年後年後））））    

� 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留學生到海外接觸福音並紛紛信主。 

    

2.1.52.1.52.1.52.1.5 第五波第五波第五波第五波（（（（1989198919891989 年後年後年後年後））））    

� 1989 年後，大批學生和學者信主。這是中國學人事工的重要轉捩

點。到 2000 年為止，海外學生學者人數超過 70萬人，在美國已有

500人以上獻身進入神學院，大批知識分子在海外信主並委身事奉。 

    

2.1.62.1.62.1.62.1.6 第六波第六波第六波第六波（（（（2001200120012001 年後年後年後年後））））    

� 進入 21世紀後，中國各個方面都不斷發展，海外學人有機會回到

國內。這些人就將福音從海外帶回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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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形勢分析形勢分析形勢分析形勢分析：：：：海外福音運動的經驗海外福音運動的經驗海外福音運動的經驗海外福音運動的經驗    

2.2.12.2.12.2.12.2.1 海外教會的優勢海外教會的優勢海外教會的優勢海外教會的優勢    

� 海外宣教比較自由、資源比較豐富、學習的機會有很多。 

    

2.2.22.2.22.2.22.2.2 國內教會的優勢國內教會的優勢國內教會的優勢國內教會的優勢    

� 通過受苦學習走十字架的道路； 

� 在苦難中依靠神、在簡樸中建立教會體系。 

    

2.32.32.32.3 形勢分析形勢分析形勢分析形勢分析：：：：海外中國學人教會海外中國學人教會海外中國學人教會海外中國學人教會    

目前，大量中國學人和新移民移居海外，在海外正在形成中國學人為主

體的教會。學人指的是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知識份子，中國學人為主體的教

會是指該教會的固定成員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數已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教

會。海外中國學人教會大概有四種發展模式。 

 

2.3.12.3.12.3.12.3.1 在華人或西方教會增設普通話堂在華人或西方教會增設普通話堂在華人或西方教會增設普通話堂在華人或西方教會增設普通話堂    

� 優點 

� 可以使用現有教會的資源、設備、制度、規章； 

� 在資訊、牧養、聚會方式上比較有針對性； 

� 中國學人比較有觀摩並參與事奉的機會； 

� 可以體驗不同群體在教會中的合一。 

� 難處 

� 中國學人容易有依賴性； 

� 不同語言的堂會間溝通不容易，在看法、做法、神學立場上可

能有分歧； 

� 因為附屬於現有教會因而比較缺少自主權； 

� 因為只有少數有負擔的人參與，所以通常比較缺乏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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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3.22.3.22.3.2 華人教會對外拓植新的分堂或認領一個已華人教會對外拓植新的分堂或認領一個已華人教會對外拓植新的分堂或認領一個已華人教會對外拓植新的分堂或認領一個已有的團契有的團契有的團契有的團契    

� 優點 

� 中國學人教會初設立的時候可以獲得母堂的支持； 

� 這種教會因為親自經歷了植堂的過程，故可以成為自立後去國

內或海外的參考； 

� 在這種教會中，學人比較有自立的責任感和自主權。    
� 難處 

� 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傳道人和負責同工； 

� 這種教會可能長期依賴母堂，令；母堂須投入額外的人力、物

力來支持分堂。 

    

2.3.32.3.32.3.32.3.3 原以海外華人為主體的教會變為以中國學人為主體原以海外華人為主體的教會變為以中國學人為主體原以海外華人為主體的教會變為以中國學人為主體原以海外華人為主體的教會變為以中國學人為主體    

� 優點 

� 在轉變過程中，可以傳承華人教會的優點，並避免其缺點； 

� 是逐漸轉變而非爭執後分裂，避免了大陸背景的學人與海外華

人間的隔閡； 

� 在設備、財力上較輕省，中國學人可承擔責任； 

� 信徒對教會有認同感。    
� 難處 

� 變為中國學人為主體的教會後，原先海外華人信徒常被忽略； 

� 缺乏有經驗的傳道人和負責同工； 

� 在轉變過程中容易承襲原先華人教會模式，缺乏突破和創新。    

    

2.3.42.3.42.3.42.3.4 中國學人查經班或團契成立為獨立教會中國學人查經班或團契成立為獨立教會中國學人查經班或團契成立為獨立教會中國學人查經班或團契成立為獨立教會    

� 優點 

� 最有自立感、認同感、責任感和自主性，最少依賴性； 

� 可以從探索、失敗中學習成長，獲得寶貴的教訓和經驗； 

� 最有事奉操練的機會。 

� 難處 

� 會友背景相同，缺乏與其他背景的群體交流、學習的好處； 

� 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人力物力缺乏，孤軍奮鬥，獨力苦撐； 

� 信徒（或傳道人）缺乏海外教會生活經驗，常有爭執和分裂； 

� 缺乏有牧養經驗的傳道人和負責同工，事奉起來相當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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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2.42.4 評論評論評論評論    

2.4.12.4.12.4.12.4.1 先有人先有人先有人先有人，，，，再有事工再有事工再有事工再有事工。。。。    

無論是這四種中的哪一種，都應該優先建立同工，不要太快開始節目和

活動。（路加福音 3 章 14 節，門徒要先和耶穌同在才去傳道。） 

 

2.4.22.4.22.4.22.4.2 如何建如何建如何建如何建立立立立同工同工同工同工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靈命的培育上包括：基要真理、靈命塑造、靈修生活、品格和價值觀的

建立。事工的培育先要到教會觀摩，並有同工禱告會，建立同工團隊。 

 

2.4.32.4.32.4.32.4.3 如何建如何建如何建如何建立宣教基地立宣教基地立宣教基地立宣教基地？？？？    

過去十幾年海外中國學人教會佈道有成，惟根基尚淺、牧養不足。但願

海外中國華人教會不僅僅停留在佈道、團契、崇拜的功能，而是建立全方位

的福音、真理、宣教的基地。莫忘中國、胸懷普世！ 

    

2.52.52.52.5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 海外華人教會已遍及全世界，這對於華人參與普世宣教事工有何幫助？ 

2. 你認為中國學人「從神州到普世」的過程中，應特別學習哪些事項？（例如：

認識自己的恩賜、跨文化宣教體驗、靈命塑造……）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1. 中國教會史 VCD 修訂版講義（蘇文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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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神託付給家庭教會的異象神託付給家庭教會的異象神託付給家庭教會的異象神託付給家庭教會的異象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太

福音16章24節）「走十字架道路」正是主耶穌所託付給家庭教會的異象。過

去二千年來普世教會和五十年來中國教會都見證了這一異象。這「十字架道

路」在中國的處境中是如何走的呢？ 

 

1111 「「「「無論得時不得時無論得時不得時無論得時不得時無論得時不得時」（」（」（」（提後四提後四提後四提後四 2222））））    

五十年代起，教會漸受逼迫，許多傳道人被控訴、監禁、勞改，信徒們

只好自己在家中聚會。十年文革時期，教會的外在聚會幾乎全停止了，但仍

有信徒聚集。文革後至今，宗教政策時鬆時緊，但基督徒無論得時不得時，

仍然聚會、傳福音、事奉。因為教會是屬靈生命的有機體（organism），不

是組織（organization）；神的道不受教堂形式的限制，無論局勢如何都會

傳開。 

 

2222 「「「「一粒麥子一粒麥子一粒麥子一粒麥子……………………結出許多子粒來結出許多子粒來結出許多子粒來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約十二約十二約十二 24242424））））    

正如第二世紀的教父特土良（Tertulian，160-240年）所說「殉道者的

血，是教會的種子。」許多神僕及信徒都如麥子埋地死了，他們的生命見證

卻為福音禾田帶來豐收的子粒。 

 

3333 「「「「神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神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神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神揀選了世上軟弱的」（」（」（」（林前一林前一林前一林前一 27272727----28282828））））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看似無能的能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正是神彰顯大能的方式（羅一16）。使徒行傳的教會是由一群「無知的小民」

發起的，今日的家庭教會也是靠神的大能而非高言大智。 

 

4444 真實的敬拜真實的敬拜真實的敬拜真實的敬拜（（（（約四約四約四約四 21212121----24242424））））    

神將西方宣教士來華後所建立的宗派、組織、活動完全拆毀，使中國教

會簡樸化；不以教堂和節目為中心，而是以基督為中心，用心靈誠實敬拜主。 

 

5555 依靠聖靈與禱告依靠聖靈與禱告依靠聖靈與禱告依靠聖靈與禱告（（（（徒一徒一徒一徒一 8888；；；；亞四亞四亞四亞四 6666））））    

一切事工的進展和面對逼迫所需的智慧是全靠聖靈的能力和禱告的果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