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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歷史人物是具爭議的吳耀宗，1895 年出生在基督

教家庭。由於「三自愛國運動」在中國推展，他的積極
參與和親政府的政治取態，被人質疑其基督徒身份！然
而，吳教授認為他的政治取態跟自少尋求「宗教」以解

決各種實存問題的成長背景有關。故此，吳耀宗的「宗
教信仰工作」焦點，同樣放在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並
十分關注教會與基督徒對社會的實質貢獻。亦因如此，

吳耀宗早年更著眼於基督教與當時政府共同關注的事
情，如：建立公平的社會制度，以締造更美好的社會。  

第三位歷史人物是王明道，生於 1900 年。一位廣為信徒認識，具有廣泛影

響力的基要派教會領袖。只是，王明道接受高等教育及神學訓練的機會一再
擦身而過，後憑他對聖經的渴慕，以及上天賦予自學能力，讓他成為廣受歡
迎的講員。亦因如此，他招聚為數不少的信徒於 1937 年創立「基督徒會

堂」，並真正落實「三自教會」的本色化方針。然而，他從聖經研讀得出
「在世而不屬世」的信仰觀念，雖然對信徒群體有一定影響力，並帶來心靈
安慰。只是，這種信念缺少對社會參與的意識，揚棄了關心社會的信仰面向。  

第四位歷史人物是徐寶謙，生於 1892 年。出生自儒家傳統的書香世代，曾
接受深厚的學術與神學訓練。亦因如此，他傾向尋求基督教與儒家的共通價
值，並運用其共通價值作為建設國家的「倫理基礎」。徐寶謙重視「神學思

想」與「信仰實踐」並行，故此，他曾經親身下鄉參與農村重建工作，藉此
實踐信仰價值。                     

第五位歷史人物是吳雷川，生於 1870 年。燕京大學第一位中國人校長，同

樣期望帶來中國社會改變的基督徒領袖，亦是基督教本色化的重要推動者。
然而，吳雷川的出發點有別於趙紫宸與徐寶謙，更傾向務實的信仰路線，從
中國社會的問題作起始，以尋求基督信仰作為解救出路。並非從「儒家文化」

與「基督教價值」尋求對話共融的倡議者。 

教會正值 60 週年，正準備開辦裝備課程「來華宣教史」，讓弟兄姊妹認識
來華宣教、認識本堂歷史。亦因如此，我盼望以文章呼應課程，認識來華宣

教與本堂歷史的同時，也認識「來華」與「本堂」的漫長歷史間距之間，一
些中國基督徒領袖的事蹟，認識他們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福音工作，在
「本色化」與「救國心切」的雙重關注下，他們如何回應一個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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