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会历史：基督教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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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唐朝

使徒多马、巴多罗买来华？

唐朝景教来华
背景：

汉代中国与波斯之间已经开辟了交通路线：丝绸之路

波斯与中国在政治上建立了亲善关系

1625年西安郊外出土制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
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石碑：

教义：三位一体、神造世界、原罪、救恩、道成肉身、福音使
命、新约圣经、教会、宗教生活等

历史：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士阿罗本来华至建中二年140
多年的历史

高宗时代，朝廷在全国各地兴建景教教堂：

“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全国信徒多达二十余万人

845年唐武宗消灭宗教

1899年在敦煌石窟发现景教文献

涅斯多留教派(Nes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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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元朝

元朝的景教复兴
11世纪，游牧于蒙古北部的蒙古族克烈部，及鄂尔多斯北边之土
耳其族的汪古部、雍古部，都归依了景教

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景教再次来到中国

“也里可温”教：奉福音的人
1300年，中国已有三万景教徒

朝廷专门设立“崇福司”管理宗教事务
天主教也开始传到中国

教皇依诺增德四世(Innocent IV)派专使于1245年到中国朝见元
定宗(信了天主教)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向罗马教皇请求派科学家和宗教专家一百人
来中国

1294年约翰·蒙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奉教皇差派来大
都传教，建起三座教堂，1305年为六千人施洗

“也里可温”教只在蒙古人及色目人(西域人和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
当中传播

蒙古人失去权力后，教徒被迫逃到边远地区或者回到自己的祖
国，基督教在中国又一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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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

明末天主教传教士来华
1583年，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来华
学习中文；攻读中国古典；译书、示范；介绍科学
和技艺给中国
编著了便于中国人理解的《天主实义》一书
得到神宗皇帝的器重
许多官僚和士大夫信教(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

耶稣会士得到清初统治者的重用
顺治皇帝与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称呼为“玛法”
鳌拜与“历狱”冤案
康熙皇帝：为汤若望平反；任命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主持天文历法事务；对基督教发生了极大
的兴趣
1700年，中国信徒达到三十万
“礼仪之争”：耶稣会士与道明会、方济会的争执
1704年教皇格来孟十一世(Clement XI)的文件与康
熙皇帝的圣旨
雍正皇帝严禁基督教 汤若望

利马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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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的诗作

《耶稣死/康熙十字歌》

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警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耶稣死/康熙十字歌》

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警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生命之宝》

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

国需宝正直忠臣，家需宝孝子贤孙。

黄金白玉非为宝，祇有生命一世闲。

百岁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

来时胡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

口中吃尽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

淡饭清粥充一饥，锦衣那着几千年。

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生命之宝》

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

国需宝正直忠臣，家需宝孝子贤孙。

黄金白玉非为宝，祇有生命一世闲。

百岁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

来时胡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

口中吃尽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

淡饭清粥充一饥，锦衣那着几千年。

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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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来华：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807年9月7日，英国伦敦差会的传教士马礼逊抵达澳门
多重的困难：清朝政府厉行海禁；东印度公司不欢迎；澳门不欢迎；
学习中文为非法
米怜(William Milne)1814年来协助；南洋传教
27年发展十名信徒（蔡高：中国第一位受洗的新教信徒；梁发：中国
第一位新教牧师，撰写福音小册
子《劝世良言》
翻译圣经：
六年时间译成新约，1814年在
广州出版
与米怜合译旧约，1819年于马
六甲出版
1823-1824年间，新、旧约合书
出版（《神天圣书》）

华英字典：《五车韵府》1823年
在澳门出版
兴办教育：英华书院
开办基督教医疗服务：中式医馆，
免费服务，眼科医院
1815年出版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马礼逊教育会”与赴美留学生(荣闳、詹天佑、唐绍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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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保护条款和民教冲突

不平等条约：
1842年《南京条约》及之后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没有关于
传教的内容
1844年《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准许洋人在五口
议定的界址内租贷民房或土地建立医馆、礼拜堂或坟墓
1858年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传教保护条款
1860年《中法续约》：“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后果:
西方传教士的增长
教会特色：西方色彩浓，绝大多数中国人排拒或不屑一顾，信徒
人数增长不快（十一万多人：0.25‰）
传教士们对不平等条约的不同看法
西方传教士=帝国主义侵略分子？

民间反基督教的浪潮
迄1900年为止，爆发教案四百多起
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传教士死亡241人，
中国信徒死亡达二万三千多人

内地会领袖戴德生(Hudson Taylor)：专倚
靠神，不借重传教保护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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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办教育
教会学校：新式教育机构
提供新式学校教师
女子学校
少数民族学校

办医疗
中式医馆
医疗传教
现代化医院

社会福利事业
孤儿院
盲人院
聋哑学校
麻风病院
赈济灾荒

科学技术传播
参与洋务机构
出版
报刊书籍
编译西方书籍

傅兰雅
(John Fryer)

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丁韪良
(William A. P.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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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非基”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不彻底
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
1919年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掠夺的利权转交给日本
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科学实证、唯物无神等反传统反基督
教思潮的影响

从“五四运动”到“非基”运动
教会学校的反应：政教分离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与非宗教大同盟
1924年国共合作
“争回教育权”学潮及“非基督教周”
1925年“五卅惨案”掀起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高潮
1926年北伐
1927年“南京事件”,五千名新教传教士逃离中国

“非基”运动的消弱
1927年国共分裂，内战大兴
国民党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学生从事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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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教会和复兴运动

十九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就认为中国教会必须是有完全自主权利、自
治和自传的教会
二十世纪初的独立中国教会
1902年中华基督徒会

“非基”运动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大多数西方传教士醒悟到应该把教会的领导权移交给中国信徒
中国教会的领袖们也意识到必须尽快建立中国化的教会
提出“三自”方针：自立、自养、自传

二十年代出现了“中国自立教会总会”和“中华基督教会”
由华人领袖建立的完全脱离西方教会传统的自立教会：
真耶稣会：张灵生、魏保罗
耶稣家庭：敬奠瀛
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
基督徒会堂：王明道

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王明道、陈崇桂、宋尚节、许志文、倪柝声、
王载、贾玉明、赵世光等
中国教会的复兴热潮

王明道 倪柝声宋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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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会

1949年后的大陆教会
吴耀宗等参与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
1950年六千名西方传教士开始撤离中国
1951年“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教会中开展了控诉运动和政治学
习
1954年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对教会的冲击
1979年后恢复三自教会活动
1980年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
中国神学自由派(“不信派”)：丁光训等
中国家庭教会

台湾、香港、澳门的教会
各地华人教会
海外留学生、新移民
宣教工作

《教会》杂志
https://www.church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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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西门《中国教会史》

http://c-highway.net/book/lishi3/zgjhs/mulu.htm

佚名《中国教会史讲义》

http://www.cclw.net/gospel/new/zgjhlsj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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