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课 1949年前后的中国教会（1）
•教会⼤事记
1. ⼟地改⾰时期

ü 50年「三⾃⾰新运动」开始。

ü 51年4⽉，「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新运动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成⽴。这个筹备委员会
就开始接管教会办的⼀些医院、学校，⽽且教会的领袖也开始遭到⼀些控诉。因为朝鲜战争
爆发，「三⾃⾰新运动委员会」在这个时期就取代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西⽅的传
教⼠全部都撤离中国。

2. 第⼀个五年计划时期
ü 54年7⽉22⽇到8⽉6⽇，第⼀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成⽴「中国基督教三⾃
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会」）。 55年10⽉的时候政府宣布，「三⾃会」以外的任何
基督教的活动都属于⾮法，不参加「三⾃会」的教会领袖就会被捕。

ü三⾃会成⽴以后，只要你不参加三⾃会就只好转⼊所谓地下的家庭教会。

3. 第⼆个五年计划时期
ü 58年1⽉到59年5⽉这段时期，所有教牧⼈员被送去政治学习班，到⼯⼚农村去参加政治劳动。
那时候很多教会没有⼈牧养。⽽「三⾃会」那时候开始组织了联合崇拜，把教会合并起来。

ü到59年的时候，「三⾃会」完全控制全国的教会，⽽且压缩在⼏个⼤城市⾥⾯的⼏间教会⽽
已。



第⼗课 1949年前后的中国教会（2）
•教会⼤事记
4. ⽑、刘两条路线⽃争时期

ü 61年7⽉30号的时候，「三⾃会」的机关报「天风」批判⼉童主⽇学，以后⼉童主⽇学就不再
有了。

5. ⽂化⼤⾰命时期
ü 66年⽂化⼤⾰命开始。六⽉开始造反运动，⼋⽉红卫兵开始到各地去关闭所有的公开教会。
那时候圣经要烧，属灵书籍也被烧。很多教牧跟信徒被批⽃，被打成⽜⿁蛇神，被监禁或是
劳改，这是全国的⼤浩劫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仍然有很多信徒私藏，或者⼿抄圣经。

ü那时候⾹港有福⾳的广播，因为全国各地⼤家都要有收⾳机，可以随时收听中央的指令，所
以听收⾳机的同时，就有机会可以收到福⾳的广播。在那⼀段时期⾥⾯，信主的⼈数不断地
增加，神迹奇事依然很普遍。⽽且在⽂化⼤⾰命的后期，虽然禁⽌，但是农村的家庭教会却
更兴旺。

6. 改⾰开放时期
ü 76年⽂⾰结束了，国务院属下的宗教局⼜开始恢复⼯作。

ü 79年4⽉9号宁波教会⼜重新开放，这是⽂⾰以后第⼀间重新开放的公开教会。从那以后，很
多的公开教会就渐渐地在不同的城市开放起来。



第⼗课 1949年前后的中国教会（3）
•教会⼤事记
6. 改⾰开放时期（接上页）

ü 80年10⽉6号到13号，第三届的全国会议的时候，成⽴了⼀个全国性的教会机构，除了「三⾃
会」以外，另外⼀个全国性的教会机构，叫「中国基督教协会」。以后，「中国基督教协」
会跟「三⾃会」就合称为「两会」。

ü⼋⼀年开始，省级的三⾃组织恢复了，⼋⼆年以后县级的也恢复了。82年九⽉的时候，在北
京召开的⼀次会议⾥⾯，宗教局肯定了在云南「三⾃会」的⼀个「三定政策」。「三定政策」
就是：定⽚、定点、定⼈。

ü 85年⼀⽉「中共问题资料双周」41期报导，中国内部⾥⾯传达了宗教的七个禁⽌。第⼀个是
禁⽌家庭聚会，第⼆个是禁⽌秘密祈祷，第三个禁⽌政治涉⼊，第四个禁⽌跨县传教讲道，
第五个禁⽌跟外国教会秘密联系，第六个禁⽌私⾃转让圣经书籍，第七个禁⽌私建教堂。

ü 86年11⽉的「天风」刊登了「中国基督教三⾃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章程。在这个章程⾥⾯说
明了「三⾃会」的宗旨跟⽬标。第⼀个，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
保卫和发展三⾃运动的成果；第⼆，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由政策；第三，开展国际友好
往来，跟国际之间的教会友好的往来；第四，为把中国建设成⾼度民主，。。。⽽贡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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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济发展时期

ü 89年「六四事件」以后，在中国跟海外的知识分⼦⾥⾯掀起的所谓基督教热，所以很多的学
⽣学者对基督教产⽣很⼤的兴趣。因为「六四事件」的缘故，那时候就有很多很严格的⼀些
审查，所以半公开的家庭教会⼜纷纷的转到地下去。

ü 97到2003年，中国经济起飞，加⼊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经济政策上跟对外的关系上更加的开
放。⽬前（2004年时的评语）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对家庭教会的政策有时松有时紧，但是
基本上会朝着更加开放的⽅向来⾛。

ü赵天恩牧师跟庄婉芳姐妹合著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提到了过去这50年来，影响社会
主义中国宗教政策的四个主要因素。
1) 第⼀个是官⽅的正统思想，跟政府控制宗教的传统。

2) 第⼆个就是1920年代的新⽂化运动对知识分⼦的宗教观，也很⼤的影响了社会主义中国对宗教政策，
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政策。

3) 第三个马克思、列宁的宗教理论。马克思、列宁认为，宗教是⼈民的鸦⽚，是弱者的拐杖。

4) 第四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跟⽑泽东的⽭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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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会

Ø优点
1) 第⼀个是注重祷告。很多组织性的东西，无论⼤⼩，都通过祷告，通过沟通，⼤家来决定。
2) 第⼆个是渴慕真道。在家庭教会⾥⾯，从同⼯到信徒都很可渴慕读圣经。很多⼈在圣经⾥
⾯都⾮常的下功夫，很认真地读、认真的背。

3) 第三个是⽕热地传福⾳。近⼗⼏年来家庭教会很积极的投⼊传福⾳的⼯作，即使在很困难
的时期，还是有很多⼈愿意向朋友、向家⼈传福⾳。

4) 第四个是⽣活简朴。传道⼈或者是很多的信徒，居无定所，来去匆匆，不求名利，清贫淡
泊，像以利亚⼀样，随时仰望神的供应。

5) 第五个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家庭愿意做接待的⼯作。很多的家庭愿意把全家奉献给神，作为
聚会的地⽅。很多的家庭愿意接待传道⼈。因此这些家庭是很重要的教会基础。

6) 第六个是有为主受苦跟殉道的⼼志。很多⼈愿意为主⾛⼗字架的道路，愿意为主摆上⼀切
甚⾄牺牲⽣命。

7) 第七个是家庭教会没有来⾃教外的束缚。家庭教会直接顺从神，直接听命于神，顺服基督，
基督是教会的元⾸，因此没有任何的势⼒可以操纵，或者控制教会。因此家庭教会会受到
逼迫，家庭教会会受到⼀些困难，但是愿意把基督放⾸位，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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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会

Ø问题
1) 第⼀是神学的基础薄弱。虽然很注重读圣经，很渴慕听道，很渴慕地追求，但是因为在神
学的训练上不够，或者是圣经的⼀些参考书，或者背景、资料、原⽂这⼀⽅⾯的资料⽐较
缺乏，所以在教会当中难免出现⼀些不平衡的现象。

2) 第⼆是⽂化⽔平⽐较低。当⼀般的信徒⽂化⽔平⽐较低的时候，会影响整个教会的素质。
3) 第三是教导跟牧养跟不上。⽺有很多但是牧⼈很少。⼯⼈培训是家庭教会最普遍的呼声。

4) 第四是⽣命的程度参差不齐。因为牧养跟不上，所以圣徒的⽣命程度会有不⼀样。

5) 第五是教会的管理不完善。因为不能公开地聚会，所以就没有⼀套完善的组织，在管理上
难免会有疏漏的地⽅。

6) 第六是家庭教会⽬前的问题是缺少合⼀，常常各⾃为政。
7) 第七是超脱世俗，或者是消极处世的倾向。

8) 改⾰开放以后，遇到的另外⼀个很⼤的困难就是试探。另外⼀个危机就是海外各种宗派思
潮，包括异端，或者很多极端的教导进到国内去，还有很多经济上的⽀持，也进⼊到国内
去，往往会造成属灵的道路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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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会

Ø展望
1) 第⼀个是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截长补短，在主⾥⾯的合⼀。

2) 第⼆个圣经的真理上要加强训练，避免那些极端的教导，让神学可以平衡，特别要抵制异端邪说。

3) 第三个是要提⾼教会领袖的素质程度，建⽴青壮年的领袖群。

4) 第四个是教会的经费来源，多向内看、少向外看，尽可能的⾃⽴，不要依赖外来的⽀持。

5) 第五个是注重⽂字的事⼯，培养写作的⼈才。

6) 第六个是提倡爱⼼关怀，关⼼社会，影响、改变政府对教会的态度。

7) 第七个是抓紧对青年基督徒的训练。

8) 第⼋个是少数民族的地⽅，应该尽可能地把福⾳传给他们。

9) 第九个重视在⼤城市⾥⾯的发展。

10) 我们知道中国教会⼀定要承担普世宣教的⼤使命。中国教会绝不能闭关⾃守，我们除了在国内宣教以
外，我们也要到世界去，把福⾳传给万民听。

• 思考问题
1. 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三⾃教会是否仍然被神所使⽤？

2. 中国家庭教会在逼迫下的成长带给我们什么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