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度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261號
台北誌字第122號

主後2020年5月3日            ■每週日出刊           ■網站 krtnews.tw          ■電話：02-23673003          ■傳真：02-23675443  

919期

發行人／楊寧亞　社 長／劉群茂　發起人／ 戴紹曾、陳濟民、周神助、徐 鎮　地 址／10602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4號10樓
主後2002年5月19日創刊      客服：service@krtnews.com.tw      新聞／投稿：news@krtnews.com.tw 

歡 迎 索 閱
奉 獻 支 持

　【記者魏麒原連線報導】中華福音
神學院主辦的「林道亮博士紀念講座
」，於4月20-23日舉行Zoom線上研
討會，邀請姚西伊博士（美國戈登康

威爾神學院副教授）主講「中國教會的十字路口
─從歷史看今日」（左圖，擷取自華神Zoom線上
會議）。姚博士從歷史文化研究角度，探討基要
主義如何形塑中國教會、神學教育體質、教會現
狀及未來展望。

中國教會神學教育的過去與今日
　姚博士（右圖）於22日的講座表示，他從神學
與歷史的角度，探索中國教會過去神學教育的幾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世紀草創階段，馬禮遜宣
教士最先在麻六甲創辦英華書院，書院後來搬到
香港，為中國教會培育人才，書院採通識學徒式
教育。而創辦中國內地會的戴德生宣教士，則以
帶學徒方式，帶學生邊學邊做，讓貧窮子弟學得
一技之長。第二階段是20世紀初，學院式神學教
育逐漸興起，跨宗派學生一起學習，注重學術水
平提升，神學思想傾向開放的自由派。直到1925
年後，在強烈民族主義社會氛圍，反帝、反殖民
主義，伴隨反基督教運動，要求收回被歐美國家
掌握的教會大學教育主導權。第三階段是20世紀
20年代後，傾向開放自由的教會大學神學教育逐
漸式微，由差會或宗派教會辦的獨立神學院（金

陵神學院、華北神學院）、聖經學校網絡
（湖南聖經學院、天津聖經學院）取而代

之，由保守的基要派主導，逐漸形成華人神學教
育的傳統。
　「21世紀美國神學教育受社會世俗化的影響，
已進入後基督教時代。」姚博士說，教會不再吸
引新一代年輕群體，規模日漸變小，神學教育人
數銳減，逼得神學教育必須突破創新，運用科技
遠距教學、網上修課，滿足學生需求。美國、香
港及台灣的華人教會應未雨綢繆，盡早預備未來
的出路。
　面對新的社會現實及日新月異的科技，姚博士
認為，在新冠肺炎疫情過後，仍處在1949年之前
基要主義神學教育傳統的中國教會，可看看中國
教會史不同進路的軌跡，思想華人神學教育的未
來，做必要的調整。譬如19世紀馬禮遜師徒式教
導，邊學邊做的教育方式，就跟現在教會強調門
徒造就、靈修、動手能力不謀而合。

中國教會命運 受政府宗教政策主宰
　從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宗教政策決定教會的
命運及教會生活樣貌，使得中國教會跟海外華人
教會發展漸行漸遠，其中最具影響力是教會三自
運動及從農村發展到城市的家庭教會。
　21世紀初迄今，中國教會因著家庭教會、三自
教會呈現多元化發展格局，隨著內外因素變化，
不管是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發展均趨於緩和。姚

博士認為跟政教管控緊縮脫不了關係，壓縮了教
會生存的空間。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教會，思想
適合中國處境模式時，應不忘跟歷史傳統對接，
讓宗派接地氣，確實服事弟兄姊妹。受到普世教
會關注的中國教會跨文化宣教，中國宣教士走進
宣教工場，不應帶著經濟大國心態，應學習1949
年以前無名傳道人的謙卑服事精神。而中國的家
庭教會，則跟中國教會基要主義運動傳統息息相
關。
　展望未來，面對生存空間的緊縮、突如其來疫
情的衝擊，姚博士認為對中國教會是危機也是轉
機。韓國超大型教會經驗在中國走不下去，原汁
原味的西方宗派也無法引進中國，中國教會或許
可以思想在過去歷史進程，調整體質，找出一條
適合中國教會體質的出路，迎接未來的挑戰。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
我，我就應允你們。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
尋求我，就必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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