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教會史(十一)抗戰和內戰時的中國教會 

由 1937 年至 1949 年，中國經歷了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時期，教會經歷了極大的

苦難。隨著國民政府遷移四川、雲南等地，許多西方宣教士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不得不離開中國，因此中國教會不僅在經濟上匱乏，同時也失去了成熟宣教士的

帶領。這時期外來資援都停頓了，中國教會不得不仰望神，負起牧養及傳福音的

重任，他們雖經過一段艱苦歲月，但這期間中國信徒的人數並未下降：1932 年

有 48 萬，1937 年有 56 萬，到 1949 年，人數增加到 83 萬。外在的苦難並沒有

使教會停止發展，雖然外來經援中斷，宣教士離開，禮拜堂被炸毀，但信徒人數

卻沒有減少。福音已在中國扎根，可以承受任何的苦難與逼迫，仍然屹立不搖。 

 

一. 抗戰期間的中國教會〔1937~1945〕 

1937 年日本侵華，逐漸佔據了沿海諸省。當時的教會、信徒及傳道人多半是在

沿海各處，在內陸者較少。但是戰火將很多人從沿海逼到大後方。在遷徙的人中

有不少基督徒及傳道人，他們在後方建立教會並見證福音。基督教學生運動也在

這時邁向成熟，許多學生歸主，獻身傳道，積極參加救濟工作和鄉村服務。 

1. 淪陷區：抗戰初期，華東、華北、華南各城市及其附近地區大都被日本佔領。

在淪陷區，教會產業多被日軍侵占，一些抗日立場鮮明的教會領袖和基督徒

被殺害。對於英、美等國的傳教士，日本人出於外交考量，並未明目張膽的

迫害，但是不許他們去農村佈道，只准在城市裡活動。當時城市裡還有少許

教堂在開放活動，鄉村裡的教會活動基本上停止了下來。1941 年，日本發動

太平洋戰爭，使淪陷區英美差會所屬教會都被查封，所剩教會都由日本軍方

派日本牧師領導。淪陷區的英美傳教士 1200 人，幾乎被關在集中營裡，其中

包括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不少傳教士在集中營裡飽受

煎熬而喪生，其中包括倫敦會傳教士、曾獲 1924 年巴黎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

四百米賽跑冠軍的李愛銳，在山東濰縣的集中營中受迫害後因腦瘤致死。 

2. 大後方：撤退到大後方的教會，除支持抗戰，從事救死扶傷和救濟難民工作，

也大力發展教會自身。雖然戰事不斷，教會仍持續增長，新增加的信徒人數

有十五萬之多；一些教會還開始在西南各省的少數民族中傳教，拓展了傳播

福音的新領域，使西南各省的少數民族得以聽見福音。中華基督教會還為此

專門成立了「邊疆服務團」。教會也積極進行內遷學生的救濟工作，並向他

們傳播福音；國民政府內遷時，隨之而來的難民以青年學生居多。他們離家

出走，生活接濟中斷，處境十分困窘。為了幫助這批國家的未來人才，世界

基督教學生聯盟和世界學生聯盟在英、美籌款，交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負責在

長沙、南昌、桂林等地分發，使他們能完成學業。由於戰爭脅迫，生活艱辛，

大後方許多青年學生精神空虛，一些佈道家與西方差會合作，在青年學生中

發起了奮興運動，辦佈道會、夏令營，有許多學生信主。回首「非基運動」

時期學生們對基督教的攻擊，基督教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有很大的轉變。 



3. 教會的發展：抗戰時期的中國教會沒有外國宣教士的幫助，沒有外國差會的

經費支援，教會並沒有因此萎縮，反而興起領袖，感動中國基督徒訓練自己，

把財產奉獻出來，支持教會傳福音的工作。在沒有外國傳道人幫助下，中國

教會產生許多蒙神揀選的領袖，帶領教會各種行政工作，並努力研讀聖經，

編寫合乎中國人所需要的聖經註釋和神學思想。當時產生幾個重要的牧者，

他們根據上帝所賜予的智慧，講出許多寶貴的道理，強調中國教會應當自立，

由中國人自己傳揚福音，擴展教會工作，不要太依賴外國人。1945 年，抗戰

勝利結束，教會開始全面復甦，在戰爭中被拘禁的西方傳教士絕大多數返回

原來的工場。中國教會配合抗戰勝利形勢，加強傳福音，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針對抗戰勝利後中國重建工作，發起了「三年奮進運動」；同時向遙遠之地、

未得之民傳福音的工作積極開展，許多基督徒青年加入邊疆佈道的行列。 

 

二. 國共內戰時期〔1945-1949〕 

1945 年日本投降，教會即投入戰後恢復的工作，當時許多人為錢財地位而忙碌，

但教會努力作重整道德和心靈的工作，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和生命改變之道。從

1946 年到 1949 年，有成萬的年青人組織佈道團到處傳福音，  

1. 神學上的對立：戰後的中國教會發生了神學上的分裂，從 1920 年始，美國的

基要派、自由派的神學衝突蔓延到全中國，致使原在中國的大宗派、大教會

都分裂成自由派和基要派。1940 年代，學生工作也發生衝突，「基督徒學運」

早期是福音派，這時信仰轉向新派，他們和「基督教青年會」都成為共產黨

滲透的對象，暗中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替共產黨宣傳。在此同時，中國

沿海大學校園興起屬靈復興，領導者有趙君影及宣教士艾得理、孔保羅等。

1945 年 7 月「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學聯〕」在重慶成立。在重慶

及南京的大專院校學生夏令會中，許多大學生靈命得著復興，並蒙召事奉，

約一百所大專院校有福音工作。這些基督徒大學生後來成為國內家庭教會的

中流砥柱和海外華人教會的領袖。「學聯」後來也影響台灣校園團契的發展。 

2. 教會面對的困難：由於通貨膨脹，使許多事工因經濟問題而受挫折，特別是

鄉村服務和文字工作方面。中日戰爭初期，留在中國的傳教士中有三分之一

被關進集中營，三分之一被迫回國，剩下的只有千餘人。當時西方傳教士的

情況︰1) 大批從西方國家回到中國來，2) 重視移交工作，外國傳教士退到

輔助的地位，3) 更加改善和中國人的關係，4) 傳教士知道留在中國的日子

已經不多。1949 年後，在新制度下，都全部離開了。在動蕩的局勢下，信徒

認為教會是「時代的先知」，必須伸張正義，作社會的明燈。許多基督徒發表

他們對時局的主張和宣言，呼籲同胞停止內戰；停止彼此殘殺；停止以武力

和暴力來謀求統一等等。這時的教會已經覺醒到，教會是有社會責任的。 

3. 三年奮進運動：雖然局勢不安，國家混亂，教會還是得到重建，並蓬勃發展。

當時教會的佈道會和奮興會紛紛舉行，得救人數增加。1946 年，教會推行了

「三年計劃」，使教會得以重建和發展，其目標是︰1) 增加熱心信徒的人數。



2) 加強教會的力量，使教會富有生命和能力。3) 再度促使教會合一與合作。

4) 提高社區和國家的精神生活。這些目標相當完備。不但注重佈道和栽培，

也注意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不但注重個別教會的成長，也注重教會間的合作。 

4. 福音的果效：到 1949 年，中國信徒人數有 83 萬人，較抗戰前增長了百分之

五十六，顯示教會的增長和進步，在面對後來的種種風波，教會仍站立得住。

在內戰期間，堂會從 5800 間，增加到 6500 多間，共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七。

這三年教會事工發展非常蓬勃，信徒的表現，也深受國人歡迎。 

 

三. 中國教會的海外宣教 

中國教會原本集中在沿海省分，因著日本侵華，許多人蒙召往中國內陸傳福音，

甚至到海外作宣教的工作。在個人佈道方面，最著名的是宋尚節，他不僅到中國

各地傳福音，也到東南亞和台灣。中國也建立向國外宣教的差會，其中最著名的

有五個，使海外的華人教會，在世界各地被建立起來，為福音傳遍地極作好根基。 

1. 中華國外佈道團：這是中國第一個向國外宣教的差會，由加拿大宣道會牧師

翟輔民 Jaffray 於 1929 年與王載合作，在廣西梧州創立「中華國外佈道團」。

翟輔民認為南洋福音工作應由華人承擔，西方宣教士只是從旁協助。 

a. 朱醒魂到越南，林證耶和練光臨到印尼。成立 8 年後，平均在工場上的

宣教士有 21 位。到 1930 年，共派出 64 位宣教士，在南洋各國設立教會。 

b. 1941年的統計，中國同工有 20人，西方教士有 30人，另有 140位本地

同工。分散在印尼、新幾內亞及附近國家和島嶼，共有 139個福音基地。 

c.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火逼近南洋，翟輔民為要照顧在印尼的

同工和事工，就留在印尼。日軍佔領印尼後，所有宣教士被關在集中營。

翟輔民被關押 3年半，於 1945年日軍投降前不久，在睡夢中安息。 

2. 靈糧世界佈道會：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堂會為基礎，創立中國人全球性的差會。

創辦人為趙世光，他原在上海宣道會守真堂牧會，1936 年及 1938 年，兩度

去南洋佈道後，深感「現今是中國教會給的時候了」，盼望中國教會能組織

宣教團體，按力量將人才和金錢獻與神，專爲國外佈道之用。 

a.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接受西方差會支持的事工陷入困難，趙世光

便決心建立不屬宗派的中國宣教差會。1942 年，他和五位同工成立上海

靈糧堂，開始主日崇拜，並開設訓練傳道人的聖經學校。上海靈糧堂便

成爲「靈糧世界佈道會」的母會。後來在南京、杭州、蘇州都有分堂。 

b. 1942 年 10 月，上海靈糧堂向來華的兩萬名德國猶太難民傳福音，教會

有許多人參與對猶太人的救濟，用英語帶領猶太人查經，趙世光每週都

帶領猶太人的會眾作崇拜，這事工一直持續到 1945 年大戰結束。這期間

趙世光也濟助被關在日本集中營的數位西國宣教士。 

c. 1947 年，靈糧堂差遣樂傳真到印度加爾各答，又派周主培到印尼雅加達

宣教，並設立分堂，向華僑和當地人傳教。1949 年後，靈糧世界佈道會

往海外拓展，在香港、臺灣、南洋、日本、北美、英國等地，設立分堂。 



3. 中國佈道會：計志文在 1927 年成立「伯特利佈道團」，十年間帶領多人信主。 

a. 1946 年，計志文離開伯特利差會後，在上海開始主日崇拜，兩年之內，

約有 500 人信主，乃於 1947 年成立「中國佈道會」教會。開始在別處植

堂，又在杭州建立中華聖經神學院，在江灣建兒童樂園孤兒院。 

b. 1949 年，中國佈道會在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美國、

泰國等地，建立了聖道堂及聖經學院、神學院、孤兒院，和教會學校。

這差會在 1949 年之前雖未差派宣教士到國外，但因計志文在國內外多年

宣教事奉的果效，到了 1949 年後，其事工在海外卻擴展開來。 

c. 1952 年，中國佈道會在瑪琅設立東南亞聖經神學院，其畢業生遍佈印尼

華人教會。直到今日，「中國佈道會」的事工在各地仍有深遠的影響。 

4. 遍傳福音團：「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異象始於 1920 代的後期，當時山東的

「耶穌家庭」之成員相信神要他們回到耶路撒冷，途中他們要向每一個城市

和民族宣揚福音，但他們當時未能完成這異象。直到 1940 年代，張谷泉弟兄

成立了「西北靈工團」和馬可牧師組織了「遍傳福音團」延續了這個異象。 

a. 1943 年，陝西鳳翔西北聖經學院的師生看見中國教會欠各國福音的債，

便由院長戴永冕和副院長馬可帶領，成立「遍傳福音會 The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此團只限中國人參加，不接受外國支持。 

b. 遍傳福音團的工作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將福音傳遍中國境內七省：

新疆、內蒙古、西藏、西康、青海、甘肅、寧夏，繼而延伸至七個亞洲

國家：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及巴勒斯坦。

第二階段是在宣講福音之地建立新教會，並牧養及復興當地原有教會。 

c. 「遍傳福音團」由馬可任團長，後來還出版《遍傳福音團報》。1944 年

起福音團的幾位同學先後差派去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西藏、新疆，

其中趙麥加和何恩證夫婦更南下至喀什。1950 年這事工便停滯了。 

5. 西北靈工團：1946 年，在華北，西北巡迴佈道、培靈的張谷泉，在山東濰縣

設立靈修院。學生約 40 人，每天上課，凡物公用，他們多半來自「耶穌家庭」。

1946 年，聖靈感動兩位學生要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他們便來到新疆的哈密

居住。1948 年，當全校禁食禱告時，聖靈感動張谷泉放下靈修院，帶領全體

師生及家屬，離開家鄉往新疆去。於是西北靈工團共 115 人到達新疆哈密。

他們的工作路線是：在哈密建立總站，於新疆各地設立教會，分派工人進入

西藏，再到中東，廣傳福音，直到耶路撒冷，迎接主來。凡加入靈工團的人，

必須有受苦的心志，撇下—切田地、房屋，和財産來跟隨主。各人必須學習

一種生計，收入完全獻入神家，凡物公用。兩年間，他們蓋建了八間禮拜堂，

信主人數約 300 人，其中大部分原是回教徒。1951 年起，逼迫來臨。喀什的

同工首先被捕，1952 年張谷泉等也被捕，1956 年死於獄中，事工也暫時停頓。

到了 1970 年代末期，有些靈工團的同工回到新疆，開始家庭聚會，當初傳向

耶路撒冷的異象和使命，又再點燃。直到今日，當年加入「西北靈工團」的

老同工們，仍有人堅守在西北邊疆地區，在當地事奉主，直到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