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课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1）
•布道及⽂字教育事⼯

Ø国内布道⼯作
§ 1910年⼭东潍县的「中华学⽣⽴志布道团」，这是⼀个学⽣励志布道团。
§ 地⽅性的布道团：湖南的「逐家布道团」，广东珠江以南的「河南布道团」，上海
的「车夫听道团」，福州旗族布道，回民布道团。

§ 1918年联合全国基督徒⼒量的「中华国内布道会」。从云南开始，然后向东、向西、
向北把福⾳传到中国边区的地⽅，特别是很远的蒙古、⿊龙江最偏远的地⽅。

§ 1931年设⽴的⼀个很重要的「伯特利布道团」，有各种恩赐的配搭，是当时中国影
响⼒最⼤的布道团。三年之内到中国13个省，聚会1000次以上，听道的超过40万⼈，
信主的将近18,000⼈。

Ø⽂字⼯作
§ 圣经的翻译：1919年出版圣经和合本
§ 出版机构：当时更正教的出版机构有69个。广学会当时还在。后来宣道书局、青年
协会、圣教书会、浸会书局，这些当时都渐渐的出现。

§ 书报刊物：「基督教⽂社」，「⾦陵神学志」、「圣经报」。所以有⼈统计说，
1936年中⽂基督教杂志有211种，英⽂27种。书籍在1936年那⼀年就出版了549种。



第九课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2）
•布道及⽂字教育事⼯

Ø教育
§ 更正教办有⼗三所⼤学，天主教办有三所⼤学。

§ 那时候更正教的统计：1934年的时候，有⼗三所⼤学，三所医学院，七所神学院。
男的中学有⼀百⼀⼗五所，⼥的中学⼀百零⼆所，男⼥同校的中学有四⼗三所，⾼
年级的⼩学⼀千所，初⼩，也就是说到三年级左右，⼤概是⼀千所。

§ 推⾏注⾳符号，普及平民教育。

Ø社会事⼯
§ 教会当时在社会救济、孤⼉院、还有难民的收容⽅⾯有⾮常⼤的贡献。



第九课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3）
•⾃⽴教会的设⽴

Ø中国较早的⾃⽴教会
§ 1862年厦门的闽南⼤会。

§ 1881年席胜魔在⼭西也成⽴的福⾳堂。

§ 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设⽴的中国⾃⽴教会。

Ø真耶稣教会（顺服圣灵的带领，活出⼤能的⽣命）
§ 1917年在北京成⽴的。初期的时候，魏保罗、王彼得、张灵⽣集体领导。 1926年的
时候把总部设在南京。

§ 这个教会是⽐较接近灵恩派的五旬节会，也就是说⽐较接近第⼀波灵恩运动的教会。

Ø教会聚会所（脱离宗派，回归信仰根基）
§ 1922年在家庭开始聚会。初期有王翟、倪柝声、李渊如这⼏位同⼯。
§ 初期的⼝号是「⾛出教派，归回圣经」。

§ 他们的⽂字⼯作早期是「复兴报」跟福⾳书房。



第九课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4）
•⾃⽴教会的设⽴

Ø中华基督教会
§ 刘寿⼭在⼭东组成的中华基督教会，他主要做医疗传教。

Ø耶稣家庭（放弃⾃我，为主⽽活）
§ 在⼭东马庄开始，主要是集中在农村。他们效法初期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的精神。
§ 他们提倡：「破家出世，参家⼊世」，「换⼀个⽣命，耶稣为家主」，「打倒⾐⾷

住，成全⾐⾷住」，「存⼼为主活，⽴志为主死」。

§基督徒会堂（⼜真⼜活的新⽣命）
§ 1937年王明道在北京设⽴了基督徒会堂。

§ 王明道要求每⼀个要受浸⼊会的⼈，要能够带⼈信主才能够受浸，所以他的会友很
少。神给他的恩赐不在于建⽴教会，神主要给他的恩赐，是建⽴⼀个教会的模型，
建⽴⼀个传道⼈的⽓节跟榜样。



第九课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5）
•本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国传道⼈

Ø⽯美⽟（1873∼1954年）
§ 江西⼈，从美国的密西根⼤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医学院毕业。回国以后就成为⼀

名很著名的⼀个⼥医⽣、教育家，同时也是布道家。

Ø丁⽴美（1871∼1936年）
§ ⼭东⼈，他是⼀个奋兴布道家，特别是他对学⽣的影响很⼤。那时候组织的「学⽣
励志布道团」，他是第⼀任的巡⾏⼲事。后来过了⼀个阶段，以后他到「云南布道
会」去，开始⼀个拓荒的⼯作。

Ø贾⽟铭
§ ⼭东⼈，是民国时代很杰出的神学家、解经家，出任过很多神学院、灵修院的教授

跟院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6年10⽉创⽴的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

§ 他写过很多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五卷「圣经要义」。另外他主编的「灵光报」
也是⾮常有名的，影响很⼤。



第九课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6）
•本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国传道⼈

Ø刘廷芳
§ 浙江⼈，集多种恩赐于⼀⾝的⼀个⼈。他是教育学家、⼼理学家、⽂学家、神学家、
教会⾳乐家、牧师。祷告良⾠就是刘全芳翻译的。

§ 他曾经出版了「⽣命杂志」、「真理周刊」，后来合并叫做「真理⽣命」⽉刊，这
在当年的教会⾥⾯是很重要的⼀份刊物。他⾃⼰也办过⼀份基督教⽂艺季刊叫「紫
晶」这个⽂艺季刊。

§ 在1922年那⼀次中国基督教全国⼤会⾥⾯，他说「我们同意见解相岐，但决⼼彼此
相爱」。这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精神。

Ø王载
§ 福州⼈，国内的所谓⾃由传道⼈。他有将近40年的时间在中国第⼀个差会「中华海

外布道团」担任负责⼈。

§ 他早年传道的时候有⼀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不读圣经，不进早餐」。



第九课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7）
•本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国传道⼈

Ø宋尚节
§ 福建莆⽥⼈，是三零年代最有影响⼒的⼀个奋兴布道家。

§ 1926年在美国的University of Ohio, 就是俄亥俄州⽴⼤学得到化学博⼠的学位。1927
年11⽉的时候，他就回到中国开始在闽南传教。那时候以「⼗字架、重⽣、宝⾎」
来作为他的主题。 1931年他加⼊「伯特利布道团」，以后就开始讲罪，讲罪的对付。

Ø倪柝⽣
§ 福州⼈，他很长于讲道、解经、祷告，⼜有建⽴教会的领导跟培训同⼯的恩赐，所
以他也是集各种恩赐于⼀⾝的⼀位传道⼈。

§ 1922年开始跟同⼯们在家庭聚会，后来就渐渐建⽴了基督徒聚会所。神当时给他的
信息是教会的建造，灵命的建造，所以像基督的奥秘，⼈的破碎，灵的充满，基督
的得胜，像这些信息是他当时⽐较强调的，⽐较着重的信息。

Ø王明道
§ 北京⼈。中国教会基要派神学的发⾔⼈，是以他作为代表。

§ 神给他的恩赐，就是让他有⼀个很坚强的意志，还有很严格的、圣洁的⽣活跟⽓节。



第九课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8）
•教派合⼀运动

§ 那段时期⾥⾯也实⾏教会的合⼀运动，很多教会就联合起来，把名称统⼀起来，所以象
全国的信义宗就叫「中华信义会」。浸礼宗就成为「中华浸信联会」。圣公会就成⽴
「中国圣公会」。监理会、美以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后来就合称「中华卫
理公会」。

•校园事⼯
§ 1945年的七⽉，重庆就举办了全国各⼤学基督徒学⽣第⼀届的夏令营灵修会。夏令营要
闭幕的前⼣，他们就成⽴了⼀个联合的组织，就是中国各⼤学的基督徒学⽣联合会。那
时候推举赵君影做第⼀位任总⼲事。然后这个学联在中国很多学校发展，⽽且有分会。

§ 1947年学联会就在南京举办第⼆届的夏令会，300多位参加。这两次的夏令会在当时的青
年的学⽣当中影响⾮常的⼤，主要是灵命的复兴。

• 思考问题
§ 先⾏的圣徒们按着他们从主所领受的，在我们⾯前活出⼀个复活的⽣命的样式。马丁路
德改教时的主张，不仅有「因信称义」，也有「信徒皆祭司」。这些如何帮助我们检视
⾃⼰的信仰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