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课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1）
•庚⼦教案及其影响

Ø1900年6⽉，民间组织「义和团」在慈禧太后的⽀持下，打着「扶清灭洋」的⼝号，烧教
堂，杀传教⼠。

Ø这⼀次教案是历代教案⾥⾯殉道的⼈最多的。天主教有主教五⼈，教⼠四⼗⼋⼈，教友
⼀万⼋千⼈殉道。更正教有传教⼠⼀百⼋⼗⼋⼈，教友五千⼈被杀。特别是在直隶跟⼭
西这两个省份，因为这两个地⽅的官员特别反对洋⼈。⽽内地会更正教的传教⼠死的很
多，因为他们深⼊到内地去。

Ø这⼀次的教案，对基督徒、对教会来说，本来是⼀场很⼤的浩劫，但是殉道⼠的⾎反⽽
让福⾳更加兴旺。

Ø西⽅传教⼠反省庚⼦教案：1）反对⽤保护条约来保护宣教⼠；2）培养中国本地的传道
⼈是很重要的；3）反对本国对中国的⼀些不合适的做法；4）⼀部分庚⼦赔款⽤于建⽴
清华⼤学，⼀部分钱来兴建铁路。

Ø中国的基督徒跟教⼠们知道⼀定要让中国的教会尽可能的⾃⽴、⾃传、⾃养。这种三⾃
精神早在⼗九世纪末叶的三次西⽅宣教⼠的宣教会议⾥⾯，就已经不断有宣教⼠提出来。
经过义和团事变，本⾊化的教会就渐渐地建⽴起来。



第⼋课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2）
•从民国初年到对⽇抗战

Ø五四运动是知识分⼦的⼀个⼤觉醒的时期。他们对传统、对思想、对伦理都觉得应该重
新来评估。这⼀个新思潮的领导者者很深地受到西⽅⽂化⼏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19世
纪所渐渐产⽣的⼀些西⽅的反基督教的思想的影响，像⾃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化论、
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陈独秀提倡唯物主义，胡适之提倡实验主义，钱⽞同提倡疑古主
义。他们这⼏个⼈的思想影响⾮常的⼤。这个时期反教的思想对后来知识分⼦的影响是
⾮常⼤的。

Ø1922年3⽉9号，北京⼤学发起了⼀个⾮基督教学⽣同盟，宣称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先锋，
基督教反科学、束缚思想、⿇醉学⽣，基督教是⽂化侵略。他们的宣⾔发表以后，很多
⼤城市⾥很多⼤学的⼤学⽣都来响应，所以就⼜形成另外⼀波的反对基督教的运动。

Ø在五四运动、新⽂化运动、⾮基督教运动这⼀时期⾥⾯，当时的基督徒因为⼤部分都闭
关⾃守，都只注重个⼈传福⾳的⼯作，教会只注重直接的传福⾳布道⼯作，所以在这样
的⼀个时代思潮⾥⾯，基督徒的学者太少。当教外对基督教有很多攻击的时候，基督徒
却很少对外⾯有回应，或者在⾯对这些攻击的时候回应太慢、太少、太弱。



第⼋课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3）
•新⽂化运动时期⽂⼈对宗教的四种看法

Ø第⼀个叫否定论，也就是全盘否定宗教的价值。它认为宗教是理解服从信
仰，信仰宗教的⼈就不需要理性。所以宗教是反科学、反理性的。因此，
信仰宗教的⼈就没有办法来真正认识世界。

Ø第⼆个叫取代论。蔡元培提倡⽤美学教育来代替宗教。胡适之提出以⼈⽣
三不朽「⽴德、⽴功、⽴⾔」取代这种所谓灵魂不朽的的观念。

Ø第三个叫选取论。陈独秀提议应该选基督教对中国有益的部分来相信，⽐
如说耶稣宽恕、博爱、服务、牺牲的精神。他说这是中国⼈所需要的。他
建议放弃基督教那些超⾃然的教义，认为那是迷信。但是基督教当中的基
督精神是我们可以选取的。简⼉⾔之，不要基督教，但要基督精神。

Ø第四个叫⼆元论。很多⼈认为宗教跟科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宗教是
主观体验的，宗教是神秘的；宗教是直觉的、是超⾃然的，科学是客观分
析的、是理性的、是抽象的研究。所以宗教有宗教的价值，科学有科学的
价值，两者应该和平共存。



第⼋课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4）
•基督徒如何回应知识分⼦对基督教的疑难

Ø基督教的客观性的事实：圣经预⾔的实现，考古的发现。
Ø个⼈的主观性的经历：⽣命的改变。

•⼀个信主的⼈
Ø在理性上愿意认同：圣经的客观性，信仰的真实性。
Ø在情感上愿意降服：对罪的认识，对⾃我的厌弃。
Ø在意志上愿意⾏动：依靠神的恩典，离开以⾃我为中⼼的⽣活，尊主为⼤。

•思考问题：
Ø五四运动时期，基督徒⾯对教外的攻击⼏乎无⼒回应，这带给我们什么反
思和提醒？「单纯的信⼼」与「简单相信」相同吗？

Ø知识分⼦⽐较重理性、轻感性。这使得我们在信仰的见证上「头重脚轻」。
我们当如何找到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