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教會史(八)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 

自 1860 年，到 1900 年的 40 年間，不僅是中國西化運動的年代，也是中西文化

衝突最烈的時代。首當其衝的便是基督教，發生了千餘起的大小教案。這期間，

也是戴德生和他創建的內地會在中國發展的時代。戴德生和內地會的宣教士們為

中國教會歷史寫下偉大又沉痛的一頁，他們熱愛中國，為中國犧牲奉獻，正說明

神愛中國。中國人的心門終究被神打開，從此福音傳遍中國，再也不能止息。 

 

一.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 

戴德生在英國循理會的家庭長大，常聽父輩講論海外宣教，自幼就有到中國

宣教的志向。17 歲時經歷重生，從此積極準備來華，除了學中文，還學醫學，

不斷運動鍛鍊身體，在體力、信心、生活等各方面操練自己，以期適應中國的

艱苦環境。爲了來中國，戴德生不惜與不願與他同來中國的未婚妻分手。 

1. 初到中國：1852 年，郭實獵的「中國傳道會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成立，戴德生成為該會的第一個宣教士。1853 年，該會力促戴德生及早來華，

他便放棄即將得的醫生文憑，動身來華。經五個多月的航程，於 1854 年來到

上海。正逢清軍與小刀會在上海對峙的時期，戴德生的住處飽受戰火威脅，

所幸有驚無險。1855 年戰事稍歇，便開始醫療及傳教工作。他聽從麥都斯的

建議，穿上中式服裝，並且剃頭、染髮、結上辮子。他和英國長老會在華的

宣教士賓威廉 William Burns 同工，到鄉間傳福音。1856 年到汕頭，後來到

寧波，承接一間診所。1857 年脫離中國傳道會，開始過信心生活，完全仰賴

神的供應。1858 年與宣教士戴爾之女瑪利亞結婚。婚後夫妻同心同力，事工

也漸顯果效，他對中國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在給妹妹的信中寫到：「若我有

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若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2. 返回英國：1860 年，戴德生因操勞過度，肝臟和消化系統受損，便返回英國

養病，這期間，他一面完成醫科學業，取得醫師資格，一面修訂寧波語聖經，

一面到處奔走疾呼，期能喚起英國教會對中國宣教的重視，成效甚微。 

3. 中國內地會：1865 年夏天，戴德生友人邀他到英國海邊城市伯萊頓度周末。

他一邊看著上千名基督徒歡喜快樂地崇拜，一邊想到中國隨時都有成千上萬

的人在屬靈的黑暗中沉淪，他無法忍受這個反差，便離開禮拜堂到海灘去。

最終他決定憑信心投入中國宣教事工。他以獻五餅二魚的信心用十英鎊開了

一個賬號，中國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 便在「十鎊英金加上神所有應許」

的根基上成立了。同年 10 月，他寫了一本小册子：「中國屬靈需要的呼聲」，

指出中國每天有 3 萬 3 千人死亡，每年有一百萬人死亡，他們沒有基督救恩

而滅亡。初版三個星期內售罄而再版。1866 年，各地紛紛邀請戴德生演講；

許多申請作宣教士，結果，錄取了 18 人，於 5 月 26 日起航到中國的上海。

後來從水路南下，經過許多城鎮都無法落脚，最終在杭州租到舊院子，建立

內地會的第一座教堂「崇一堂」〔近年復建，為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禮拜堂〕。 



4. 連串挫折：杭州事工卓有成效後，戴德生帶著家眷和一些同工沿運河北上，

繼續拓荒，不料在 1868 年的揚州教案中險些遇難，又因「教案」上升爲清廷

與英國的外交事件而倍受誤會和指責。但在 1869 年，他經歷了靈命的更新，

有史家稱，那是「戴德生和內地會的五旬節」。 藉這次靈命的復興，戴德生

才承受得住比揚州教案更可怕的人生風浪。1870 年，他接連失去兩個孩子和

愛妻瑪利亞。1871 年，帶著稚齡孩子返英，並與女宣教士福珍尼結婚。婚後

返回中國，繼續帶領宣教事工。1874 年，內地會的經濟最拮据時，戴德生也

不氣餒，他曾說：「銀行帳戶只有二十五分，加上神全部信實的應許。」 

5. 傳遞異象：此後數十年，戴德生頻頻奔波於西方和中國之間，除英倫三島外，

還陸續在北歐、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建立了內地會的籌募機構，

發展成當時尚十分罕見的跨宗派、跨國界、甚至跨語種的全球性宣教差會。 

a. 1875 年，戴德生因傷返英修養，但他奮力寫作，為中國內地一億五千萬

靈魂請命。因當時各國的宣教士有 262 人，都集中在沿海九省，內地的

九省卻沒有一個宣教士。戴德生祈求 18 名宣教士，結果得著 20 名。 

b. 1882 年，戴德生向神求 70 名宣教士，戴德生和內地會的名聲漸漸興起，

1883 年，邀請演講的信，紛至沓來。倫敦大都會會幕堂的司布真，也請

戴德生去講道，到 1884 年，竟招募了 77 名宣教士，其中包括劍橋七傑。 

c. 1887 年，戴德生向神求 100 名宣教士，他並應邀，擔任開西聚會的講員

〔賈艾梅因而到印度宣教〕。結果有 102 名宣教士加入內地會宣教陣營。 

d. 到 19 世紀末，內地會發展成中國規模最大的一個傳教差會，1905 年，

戴德生去世前，內地會的宣教士已增至 825 名，分別來自英國、美國和

北歐國家，散布在中國 18 個省份，北至蒙古，西北到新疆，西南至雲南。 

 

二. 中國內地會的特質 

內地會成立的宗旨是要把福音傳遍中國內地，戴德生定意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

地方傳福音(羅 15:20)。在事工上，則完全仰賴神的供應，他說：「神的工作若照

神的吩咐去做，絕對不會缺少神的供應。」中國內地會有以下的特質： 

1. 深入中國：內地會的目標是將福音盡快傳遍中國內地，每進入一省，即建立

傳教站，再向四周傳教。栽培中國同工，使他們管理教會，達到自治、自養。 

2. 尊重文化：注重適應中國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習俗，傳教士學習在生活、語言、

起居和衣著上，盡量中國化，認同中國人的感受，使福音能以本土化。 

3. 不藉勢力：傳教不借政治勢力，而是憑愛心。在教難中〔揚州教案，義和團〕，

他不要英國庇護，更拒絕人命賠償，而用無價的生命來見證基督的愛和寬容。 

4. 不靠才能：著重宣教的心志多於其教育程度。內地會認爲教育程度並不重要，

只要在宣教心志和其它方面符合做傳教士的條件，內地會都接納。但內地會

也有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如︰「劍橋七傑」和美國著名大學畢業生等。 

5. 不分宗派：內地會是沒有宗派的宣教團體，所以沒有限制和屬於任何宗派，

只要是信仰純正的基督徒，有宣教的負擔，條件合適的人都可以加入內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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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宣教經費：內地會在經濟上完全憑信心仰望神，戴德生認為神的事工必定有

神的供應，所以神的僕人當憑信心生活，不借貸、不募捐、完全仰賴神供應。

內地會的宣教士一律沒有固定薪水，收入不是歸個人，而是歸公，然後一起

分配，同工同酬。內地會的宣教士必須有堅定的信心，並能吃苦耐勞。 

7. 宣教使命：宣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救靈魂。其他以文字、教育、

醫療等方式去影響中國，均屬次要。從 1866 年至 1905 年，因內地會的福音

工作而信主的人數約有兩萬，他們都是很認真的信徒，重視屬靈生命的培養。 

 

三. 中國內地會的發展 

最早提出把福音傳到中國內地的構想是郭實獵，1844 年，他創立了「福漢會」， 

僱用華人深入內地佈道、發聖經和福音單張。他也在倫敦發行「海外佈道雜誌」，

戴德生一家從創刊號就開始訂閱。1850 年，當「福漢會」中國傳道員欺騙事件

傳到歐洲，許多人感到失望，戴德生反倒意志堅定，寫信鼓勵他們，自己並加入

郭實獵所創「中國傳道會」，成為該會第一位宣教士。日後他創立「中國內地會」，

他稱郭實獵為中國內地會之祖。雖然郭實獵領導的「福漢會」和「中國傳道會」

有許多錯誤和經營不善之處，但深入中國內地的異象已深植在戴德生心中。後來

「中國內地會」的建立，基本上便是以「福漢會」和「中國傳道會」作為藍圖，

在外招募宣教士，向著中國內地傳教，把這個異象落實出來。 

1. 扎根建造時期〔1865-1875〕：1866 年，第一批宣教士 18 人抵華，他們大多是

20 幾歲的年青人，戴德生本人才 34 歲。因他們作中國人的裝扮，被人戲稱

「豬尾佈道團」。他們以巡迴佈道進入五個省，所建的教會規模都不大。 

a. 浙江：先以杭州為基地，在浙江發展，建立六個教區，由外國教士負責

拓展教區，訓練中國教牧同工，使教會本色化，成為自治、自養的教會。 

b. 江蘇：先後在南京、蘇州、揚州、鎮江，建立佈道所。後來在揚州設立

宣教士語言訓練學校，使江蘇成為內地會的教務發展中心。 

c. 1869 年起，內地會依次進入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在江西建立 11 個

據點。進入湖北後，以武昌為中心，到附近周圍地區作巡迴佈道。 

d. 截至 1875 年 4 月的統計，「中國內地會」第一段在五個省份建立根據地，

建立了 28 個教會，56 個傳教站與佈道所，宣教士 36 人，中國同工 76 人，

其中以浙江省的事工推展最好，並有華人同工王來君負責浙北教牧事宜。 

2. 內地拓荒時期〔1875-1885〕：戴德生為中國內地九省，向神求宣教士，結果

陸續有 24 名加入，其中 6 位為女宣教士。1876 年，中英簽定「煙台條約」，

准許英國人由緬甸或沿海進入雲南和西藏，並且自由在內地傳教。 

a. 1875 年，內地會宣教士進入河南，1876 年，到山西、陝西、甘肅、四川，

後來在山西作賑災工作，在太原建立醫院，並在漢中、重慶設立據點。 

b. 1877 年，內地會宣教士進入廣西、貴州，開始作苗族、彝族等少數民族

工作。又有宣教士從四川徒步走到雲南，再到緬甸的八莫，歷時七個月，

隨走隨傳。另有從重慶徒步，直到西藏的巴塘，把福音傳給偏遠的內陸。 



c. 1876 到 1879 年，中國發生飢荒旱災，山西災情尤為慘重，多人餓死。

內地會與其它差會合作，全力投入賑災工作。戴德生的妻子福珍妮率領

女宣教士到山西，長期駐在那裡，除了建佈道所，並在太原成立孤兒院。 

d. 截至 1885 年，內地會共建立了 45 個教會，141 個傳教站或是佈道所，

學校 16 間，宣教士 137 人，中國同工 106 人，受洗的中國基督徒人數有

1764 人。相較於第一階段的扎根建造時期，進步確實可觀。 

3. 邁向世界時期〔1885-1895〕：內地會在本階段開始邁向國際化。先是有劍橋

七傑的獻身在英美造成轟動，後來有北美內地會之成立，差派宣教士來華，

又有歐洲差會加入成為伙伴差會，其間並在各地成立諮詢委員會，包括中國、

蘇格蘭、美國和澳洲等地。使內地會不但成為不分宗派，且是國際化的宣教

機構。截至 1895 年底共有：宣教士 604 位，中國同工 417 位〔支薪 309 位，

不支薪 108 位〕，福音站 121 個，聚會點 233 所，教堂 149 所，學校 46 所，

中國受洗基督徒 7173 位。更重要的是組織上的擴大與堅固，不僅有北美分會

〔費城、多倫多〕，澳洲分會〔墨爾本〕，更有挪威、瑞典、芬蘭、德國伙伴

差會加入，使中國內地會成為不分宗派國籍，在基督裡合而為一的國際差會，

齊心為億萬華民信福音而努力。對中國內地會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十年。 

4. 世代交替時期〔1895-1905〕：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憤怒的浪潮

釀成仇外反教的暴動，朝政瞬息萬變，孫中山創立「興中會」，中國面臨世代

交替。戴德生為各處宣教士的安危時常焦慮，身體也因長期透支而日益衰退。

1895 年，戴德生任命年輕的顧正道為助理主任，協助處理行政及巡迴探望。 

a. 當戴德生在瑞士休養，發生「義和團事變」。顧正道首先殉道，他在山西

巡迴探望宣教士，在回程路上被拳民所阻，在保定與同工貝格一家三口

一起被斬首。在太原宣教士 47 人全體殉道，整個事件中喪生的宣教士共

189 人，光是在山西，就有 126 人，蒙古 22 人，而內地會就佔了 79 人

〔成人 58 人，孩童 21 人〕，中國基督徒殉道人數更高達兩千多人。 

b. 戴德生得知消息，悲痛萬分，他說：「我不能看書，不能思想，甚至不能

禱告，但是我能信靠。」1901 年，他委任何斯德為代理主任，並與同工

商量，本著不索賠、不懷恨、不報仇的原則，即使中國要賠償亦不接受。 

c. 1904 年，福珍妮因癌症逝世，葬於瑞士。1905 年 2 月，戴德生起程前往

中國最後一次歸家之旅。途經上海、揚州、鎮江、漢口、河南，所到之

處深得愛戴。6 月來到長沙〔湖南是抵擋基督教最強烈之地，是內地會

最後打進的地方，於 1897 年才在常德，1901 年在省會長沙建立據點〕，

受到熱烈歡迎，兩天後在長沙逝世，他的遺體埋葬在鎮江的墓地，他的

妻子馬利亞和四個孩子，也都被埋在他服事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土地上。

戴德生的後代至今傳到第五代，都繼承他心願，一直在中國教會服事。 

d. 當他離世時，宣教士由當年的 24 位增至 825 位，中國同工增至 1152 位，

中國受洗基督徒已達 1 萬 8625 人，有組織的教會有 418 個，宣教站、

佈道所與會堂合為 1424 個，學校 150 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