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教會史(十四)21 世紀中國教會的展望 

耶穌給門徒的大使命，是要他們把福音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馬利亞，傳直

地極。對耶路撒冷而言，中國就是地極，福音經過近兩千年的傳播，終於在中國

生根，都是靠著各地宣教士犧牲奉獻，把福音傳給中國人。就某方面而言，中國

教會欠世界各地福音的債。21 世紀的中國教會，經過血淚的洗禮，已漸漸成熟

茁壯，有能力承擔大使命，把福音傳到地極，也要傳回耶路撒冷。 

 

一. 中國教會的現狀 

隨著寧波百年堂恢復禮拜，中國全面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方面，政府恢復

基督教傳道人的名譽、補發「文革」期間的工資、邀請部分傳道人回到教會工作；

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各級「三自」組織，使其發揮正常的管理功能，與政府配合，

研究逐步償還並修復「文革」期間被佔用的教堂、教會房產。這個時期，政府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使文革期間被打擊的教會得以復甦。 

1. 改革開放：新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路線，國家落到一窮二白的

地步，隨著四人幫倒台，1978 年鄧小平上台，中國走向改革開放路線，實施

市場經濟，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是在經濟上，而不是在

政治上和宗教上。共產黨對宗教的觀念，仍堅持以「馬列主義」觀點，認為

宗教必然消失，所以仍然堅持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不得信仰宗教，但在改革

開放的浪潮下，基督教不再受逼迫，中國向世界展示國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a. 平反與恢復：在文革期間被扣上「投降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帽子的

統戰部和宗教事務局，都予以恢復，並且認為可以利用宗教來進行統戰。 

b. 1978 年開始，經過二十多年的關押，少數倖存的傳道人，如王明道夫婦、

林獻羔、袁相忱、謝模善、曾約安、俞崇恩等，陸續獲釋。 

c. 三自教會復會：1979 年後，各地的「三自會」重新運作，寧波的百年堂

成為全國第一間在「文革」後恢復崇拜的教堂。其它如北京的米市堂、

上海的沐恩堂、清心堂、廣州的東山堂也陸續開放。此外，福州、廈門、

杭州、重慶、天津、瀋陽等大城市也重開教堂，恢復崇拜，參加的人數

不斷增長，其中不少是青年人。到 1980 年，在全國各省、市的登記教會

基本上都恢復聚會。1991 年，全國約有 7 千多所教堂，3 萬多個聚會點。 

d. 金陵協和神學院復課，接著各省、市的神學院也紛紛恢復上課。1991 年，

全國已有 13 所神學院，在校神學生約 700 人。同時，聖經的出版工作也

得以恢復，新印刷的聖經超過 650 萬冊，其中包括一些少數民族語言的

聖經譯本，此外還出版讚美詩 300 多萬冊和教義性的小冊子。 

2. 兩會的運作：三自會的基本使命是保證信徒愛國，為了推動教會本身的教務

工作，1980 年 10 月又成立了「中國基督教協會」〔簡稱基協〕，會長丁光訓。

協會不設會員，最高機構為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代表由各省、市、自治區

協商產生。每 4 年「基協」和「三自會」聯合召開全國會議，制定宗教政策。 



a. 「三自運動愛國委員會」的章程中說明其宗旨和目標，是政治引導教會：

1) 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督徒，熱愛祖國，保衛和發展三自運

動的成果；2) 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3) 開展國際友好往來；

4) 把中國建設成爲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貢獻力量。 

b. 「中國基督教協會」的工作的大綱在做好教牧工作，栽培傳道人，出版

聖經、詩歌集，和靈修書刊，加強和各地教會和信徒的聯繫。而「協會」

與「三自會」的關係是「分工合作的關係」，但細節並沒有詳細規定。 

c. 丁光訓領導的「三自會」和「基協」兩會〔簡稱兩會或三自兩會〕，作了

很大的努力去恢復教會。按兩會統計：「1986 年全國有禮拜堂 4 千多所，

1991 年達 7 千多所，至 1996 年，全國教堂已有 1 萬 2 千多所，聚會點

有 2 萬 5 千多處。自 1979 年 ，平均每天有三座教堂成立。到 2004 年，

全國有近 5 萬所教堂和家庭聚會，其中七成在農村。」兩會把家庭聚會

也算進去，看出丁光訓也正視家庭教會客觀存在的事實，並試圖團結。 

d. 因著經濟「對外開放」，許多海外教會、機構大量湧入中國，有些偏激的

教導，造成中國教會的混亂。又因各地有異端，如呼喊派、東方閃電、

三班僕人等的崛起，促使「兩會」 制定了「規定、條例」，在各地公安

當局配合下，強令各地教會登記。另一方面，「兩會」加強對外統戰互訪，

交流，使海外不少主流教會相信中國教會「信仰自由」，便倒向三自。 

3. 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中國家庭教會一般是指沒有向政府記的基督徒群體。

從他們的登記問題、對三自教會的態度，及信徒如何面對政府的拘捕、鎮壓，

可反映出他們和政府的關係。在過去歷次政治運動中，家庭教會遭到嚴重的

迫害。即使在 80 年代，三自會為了要把家庭教會納入控制管理範圍以內，

對家庭教會也採取高壓方式，使家庭教會和三自會間形成對立衝突的狀況。

這種狀況也影響到家庭教會對在三自會豋記的教會的觀感，認為他們與世俗

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在信仰上妥協和偏離真道。至於三自教會則視家庭教會

為非法活動。然而，經過差不多二、三十年對峙局面，情況已有改變。現今

家庭教會有些也不排斥登記，目前家庭教會可分爲三類：登記派，中立派，

和抵制派。大致上，今日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間的關係有下面幾種形態： 

a. 互相敵對：家庭教會和登記教會之間一直存在着對立和衝突。雖然這種

狀態近幾年在一些地方有所緩和，但是這種情況還是最普遍的現象。 

b. 互不干涉：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存著「井水不犯河水」的心態，冷漠而

平静地共處。在這種關係中，雙方没有合作，但也没有對立。 

c. 信徒層面的往來：在一些地方，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並不分得清清楚楚，

雙方的信仰立場也十分相近。因此在這些地方，家庭教會的信徒和三自

教會信徒之間互相來往，甚至到對方的教會参加聚會。 

d. 同工層面的往來：近些年来，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在同工層面上的來往

日益增多，甚至一同參加培訓和聯合禱告。雙方不再以教會的社會形態

來區分朋友或敵人，而以信仰為標準，來彼此認同和接納。 



二. 中國家庭教會的發展 

中國家庭教會經過數十年來的成長，至今具體有多少會眾，還是有爭議的

問題。根據「基協」的統計，2006 年時，基督徒已超過 1600 萬，2010 年，

中國社科院公佈「宗教藍皮書」中國有超過 2300 萬基督徒。佔總人口的 1.8%，

卻佔了宗教人口的 73%。國際基督教研究機構認爲中國基督教信徒已經達到

一億。2008 年，BBC 和芝加哥論壇報指出，中國基督教人數將近 7000 萬，

超過總人口的 5%。改革開放後，家庭教會利用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快速發展，

就今日大型跨地區的家庭教會而言，二十餘年來的發展約可分為六個時期。 

1. 文革之後〔1976-7979〕：早在文革之前，家庭教會就已秘密存在。在四人幫

倒台後，政治氣氛略為寬鬆，家庭教會開始積極活動。這時期多為個人領導

成立家庭教會，活動範圍以鄉村為主。教會的領袖往往是平信徒，沒有受過

多少神學訓練，但神蹟奇事經常發生，在浙江、河南一帶發展較快。 

2. 跨區發展，建立教會〔1979-1984〕：雖然官方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大

城市三自教會的教堂雖已恢復公開聚會，但各地多半著重於重建組織，無睱

顧及家庭教會，因此家庭教會發展快速，開始跨區傳教，到鄰縣，甚至鄰省

遊行佈道。1983 年，隨著打擊「呼喊派」運動展開，許多家庭教會受到牽連，

然而政府的打壓使得家庭教會成員被迫逃亡，他們四散到各省，後來分別在

當地發展教會。福音較興旺除了沿海省份，內陸省份也開始發展起來。 

3. 全國發展，建立培訓〔1985-1989〕：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引進海外資金，

1985 年，愛德基金會成立，藉著海外資金及先進設備印刷「三自會」的聖經

〔到 2010 年，出版超過 5000 萬冊〕，並邀請海外知名傳道人，如葛培理訪華。

此時中國採取溫和的宗教政策，因此家庭教會發展極快，且開始有全國性的

佈道。此時家庭教會也開始建立全職傳道人的培訓系統，也有不少海外華人

教會的傳道人幫助培訓，訓練傳道人，開始向偏遠的省份作差傳的工作。 

4. 知識份子，城市教會〔1989-1996〕：六四之後，對於政治意識型態的失望，

使得大批知識份子轉而尋求宗教信仰，因此，新型的城市教會和校園團契等

興起。信徒的素質也漸漸提高，對聖經和神學知識作更深入的研讀。城市的

教會不再只是三自教會而已，城市的家庭教會也普遍被建立起來。 

5. 教會鞏固，牧養關懷〔1996-2000〕：由於異端的興起和政府對「邪教」打擊

的升溫，家庭教會覺得有必要整頓和鞏固已建立的教會，因此，1996 年後重

點由拓荒佈道轉到教牧關懷。此時家庭會也將之前的培訓體系作得更完善，

建立 1 到 4 年不等的全職傳道人培訓中心，並且有教會發動屬靈合一運動，

不同系統的教會開始進行合作，不只重視傳福音，也著重屬靈生命的建造。 

6. 遍傳中國，海外宣教〔2000-〕：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普遍富裕

起來，中國教會也隨之富足起來。一般而言，三自教會將錢用於建造宏偉的

教堂，家庭教會則將金錢用於造就傳道人和信徒，並放眼世界，作異文化的

宣教工作。此時，有許多海歸學人回國創業，在他們所住的大城市，如北京、

上海、武漢等建立教會，為正在發展中的城市家庭教會注入新鮮的活力。 



三. 中國教會宣教的方向 

19 世紀的英國和 20 世紀的美國，曾經歷教會的復興，使國家蒙福，得以富強，

影響全世界。當他們強盛時，也是差派宣教士最多之時。有跡象顯示，21 世紀

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在經濟、外交、軍事上，漸漸邁向大國，在宣教方面也是

如此。隨著宣教意識的增長及異象的拓展，華人教會普世宣教大業也扮演重要的

角色。目前在大陸有更多知識份子和社會菁英進入教會，而且經濟的力量也日漸

壯大，估計十年後，大陸及海外華人教會將成為世界宣教主力之一。中國宣教的

負擔主要是在家庭教會的身上，中國教會普世宣教的方向大致如下： 

1. 向大陸邊陲：隨著中國開發大西北的計劃，以及「南水北調」，「西電東輸」

等巨大工程之推展，中國沿海省份的教會便積極的抓住機會向內陸邊區省份

大力推進國內宣教，如新疆、雲南、西藏、青海、廣西、貴州、江西、四川

等，有些家庭教會已經採用福音移民的方式向邊區宣教。也藉著向邊區移民，

可以把福音帶到邊界國家，如越南、老撾、緬甸、泥伯爾、印度、巴基斯坦、

阿富汗、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俄羅斯、蒙古、朝鮮等國宣教。 

2. 向東南亞：東南亞是海外華人最多的地方，早在十九世紀初，福音尚未進到

中國之前，就有西方宣教士向那裡的華人宣教，並作為向中國宣教的根據地。

有些國家的華人教會十分興旺，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其它地區仍需

努力。在已有的華人基礎上，向當地的非華人作宣教的工作。 

3. 向回教國家：回教徒較多的北非、中東、和南亞地區，一般稱為「10/40 之窗」，

也是世上未信基督人口密度極高之地。與華人世界相比，回教世界是更抗拒

福音的地方，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堅強的福音硬土，也是最反基督教的一個

宗教與政體。今天回教勢力在普世蔓延，回教徒正大量進入西方國家，估計

美國約有五百萬回教徒，歐洲許多基督教國家，教會勢力日衰，回教卻日漸

興旺。福音要傳回耶路撒冷，一定要碰回教徒，這是目前最艱鉅的宣教使命。 

4. 向耶路撒冷：中國教會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異象，早在 1920 年代就有了，

現今在新疆的烏魯木齊及喀什一帶，仍有「西北靈工團」及「遍傳福音團」

的元老們。他們都已高齡八十歲以上，有的仍然健在，有的仍可講道，有的

臥牀不能講話，有的已經被主接去。他們是七十多年前從山東、河南等地，

蒙神呼召，發起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目標是傳福音到中國的西北，然後經過

中東及近東，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現今許多的中國家庭教會，也傳承這個

異象，要運用各種的方式，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使以色列全家都得救。 

5. 向世界各地：根據 2005 年統計，海外華人以亞洲最多，有 3600 萬人，美洲

約有 900 萬人，歐洲有 170 萬人，大洋洲約 100 萬人，非洲約 10 萬人。加上

非法移民，其數字難以數計，據保守的估計，海外的華人超過了 5000 萬人。

21 世紀的中國人散居世界各地，這情況和初代教會的猶太人相似。初代教會

傳福音，先是猶太人，後是外邦人；而今福音在中國已經生根、發芽、結果，

復興也臨到各地的華人教會中。在末後的世代，中國教會不僅要承接福音的

最後一棒，也要像當時的猶太使徒和教會，要把福音傳給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