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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面向未来：当代的基督教 

1. 自由主义与新派 

1) 《物种起源》与科学主义 

1859 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1871 年，他发表了《人类的由来》 

上帝创造的信念收到了巨大的挑战 

神对世界的主宰地位被科学所质疑 

科学主义成为人们的新信仰。科学主义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即：自然科学是最权威的世界观，

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识，其高于所有一切其他东西对生活的诠释。科学不再是一种工具，科学成

为生活的中心 

进化成为一种哲学，被一些教会的人士接受 

 

2) 高等圣经批判 

历史批判被应用在圣经研究中，神在圣经中的启示也遭到质疑 

“高等”圣经批判要在历史的背景中来评判圣经，圣经如同其它古籍一样并不完全可信。

“低等”圣经批判主要解决文本问题，通过比较不同的手稿来找出最可靠的文本。“高等”批判

质疑传统的认识，要通过找到经文的写作时间、作者等来“正确”理解圣经。 

他们要寻找“历史上的耶稣”，将抹去神迹的“真实”的耶稣发现出来，其结果是质疑圣经

是信仰和生活无误的权威 

 

3) 自由主义神学 

自由主义者认为科学和历史已经摧毁了传统的教义 

为了调和高等圣经批评与信仰的矛盾，一些德国神学家开始试图以新的方式诠释信仰 

他们认为神在进化中展现自己 

他们以“基督徒体验”来代替被科学和历史摧毁的教义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和阿尔伯雷希特·里奇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4) 施莱马赫和里奇尔 

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是对神的体验。宗教建立在直觉和对宇宙的依赖感上，耶稣是拥有最高

“神意识”的人，他对神有完全的认识，在灵性和道德领域，耶稣是“我们伟大的先行者，他传

递这种意识给人，人就可以与神建立永活的关系 

圣经是向个人的，批判不能损害个人的体验，因为圣经是向个人言说的，批判使人更好的理

解圣经，圣经就可以更清晰地向人言说 

里奇尔以人类的价值观为基础。神是解释人心中价值感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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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神性与我们无关，他是创造价值的源头，引导人类认识价值之神。耶稣的一生表明他

是伦理理想的最高楷模，是激励我们去过如他一般生活的最高成就。耶稣能为我们做一切神能做

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他有神性。 

 

自由主义的新派神学不过是古老的异端披上新的哲学外衣 

借助于宗教体验似乎可以避免与科学的冲突，但缺乏终极关怀使其自身失去了根基 

自由主义在欧美的很多神学院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2. 教会的回应 

1) 天主教会的回应 

面对现代的挑战，天主教重拾教宗制，他们希望无谬的教宗能领导教会度过危机 

1854 年，庇护九世发布马利亚无玷受孕教条，这个教条以 ex cathedra 的形式，是由教宗而不

是公会议宣布的教条 

1864 年，庇护九世发布《错误举要》列举现代社会的罪恶，向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宣战 

1870 年，在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上宣布教宗的权威性（ex cathedra）决定是绝对无误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适应变化的世界，公教不得不做出调整 

1962-1965 年，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 

接受平信徒可以阅读《圣经》，鼓励神学的本地化和多样化，不再坚持只有圣经和传统才是

启示的来源，接受圣经批判的成果，人们可以在更广泛、灵活的意义上接受圣经为启示的权威 

教会礼仪也本地化，采用当地民族语言 

教会为一个服务性团体，为信徒工作，全体主教和教宗组成“主教院”来管理教会，扩大地

方主教的权力 

宣布宗教自由是个人尊严的核心资源 

撤销 1054 年对东正教的绝罚，寻求教会合一。宣布公教会只是诸多教派中的一员。甚至认为

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中的信徒，只要严格按照伦理道德生活，都有可能获得“永生” 

 

2) 基要派和福音派 

“基要派”得名于 1910 年开始出版的一套护教丛书《基要》。这一系列的小册，是要回应自

由主义的高等批评学；驳斥进化论；确定摩西是五经的作者；坚持以赛亚书的统一性；保卫默示、

童女生子、神性、基督的赎罪，及其他种种信仰。 

基要派为一批为基本信仰战斗的教会人士，他们积极维护正统的信仰抵抗新派神学 

但是基要派发展出的狭隘态度、反智主义和缺乏社会关怀使其渐渐失去影响力 

斯科普斯审判使基要派受到很大打击。斯科普斯审判使人们将基要派看成一群愚昧无知、死

守教条的人。它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基要运动渐渐式微。 

 

福音派的名称久已有之，这里指从上世纪 40 年代基要派分出去的一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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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反对基要派的一些做法，他们关注社会，注重合一，追求信徒与基督的关系 

福音派以媒体、布道大会、著作、神学院等方式扩大影响 

福音派的主要人物有卡尔·亨利、卡内尔、葛培理及兰姆 

福乐神学院是这运动的大本营，而《今日基督教》则是这运动的出版喉舌。 

福音派内部也有分歧，一些过于宽大的态度引起争议 

 

3) 卡尔·巴特和新正统主义 

人物介绍：卡尔·巴特 

 

卡尔·巴特 （Karl Barth，1886 年 5 月 10 日-1968 年 12 月 10 日），生于瑞士，在德国求学期

间受威尔汉·赫尔曼的影响倾向自由主义神学。一战中看到新派神学家们对战争的支持而对自由

主义神学产生怀疑。巴特 1916 年开始写《罗马书注释》，1918 年初稿完成。此书一出版造成欧

洲神学界震撼。二战中反对纳粹而回到瑞士，定居在巴塞尔。卡尔·巴特建立了新正统主义神学 

 

巴特强调神的至高主权和超越性，他以基督为神学的中心和出发点 

巴特要求回到圣经，但他否认圣经的默示和无误性，强调圣经研读的主观性 

一批神学家跟随巴特开始了新正统神学 

新正统神学打击了自由主义神学，但也遭到了福音派的批评 

 

4) 灵恩运动 

“五旬节运动”开始了第一波灵恩运动，主要的领袖是道威约翰，他开始改变牧养的模式，

把重点从讲道转到神医，会友人数激增，他亦开始周游列国，宣传他的“完备福音” 

1906 年，西摩在亚苏撒街 312 号讲道时会友说方言、倒地，引起震动 

六七十年代，第二波灵恩运动席卷欧美。六十年代的灵恩运动也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大体

上说，说方言、唱灵歌、圣灵充满，及神医仍是他们强调的 

八十年代，“葡萄园运动”开始了第三波灵恩运动 

葡萄园运动基本上是指由温约翰在加州安娜埃姆带领的基督徒葡萄园团契发展出来的。在一

九七七年四月初，会友开始经历圣灵充满，说方言，行神医等事，立刻吸引大量年轻人参加聚会，

人数由立会时的一百二十五人增加到七百人 

 

灵恩运动是对沉闷的传统教会的反动 

灵恩运动往往给教会带来活力和增长 

它使信徒重新认识圣灵的能力和恩赐 

灵恩运动往往过分强调神迹奇事 

对圣经真理的了解缺乏 

追求一些奇异的现象会引起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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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教会 

1) 世俗化的西方 

在福音运动的努力下，欧美教会人数曾有很大增长 

特大型教会在美国的数量在增加 

但是，神在人们的生活中被边缘化，教会成为提供服务的场所 

以政教分离为借口，以圣经为根基的道德观不再指导社会和人们的生活 

 

2) 世界各地的教会 

① 中南美洲教会 

拉美的教会曾是天主教会的天下 

二战以后，新教在拉美有很大的发展 

解放神学曾一度在拉美兴盛。1971 年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发表《解放神学》一书，开始了解

放神学运动 

解放神学接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以社会的公义和平等为天国的实现 

90 年代后，解放神学渐渐失去影响力 

拉美教会现在受灵恩运动影响很大 

 

② 非洲教会 

非洲是教会增长最迅速的地区。在上个世纪，非洲教会增长了 30 倍。在所有福音派信徒中，

非裔占了 30.8% 

具有非洲本土特色的独立教会迅速增长 

但是，民族问题、贫穷、腐败等问题影响非洲的教会 

本土化的过程中很多传统宗教的成分混杂进来 

 

③ 亚洲教会 

亚洲的基督徒人数有很大的增长，但占人口比例仍然很低 

印度的基督教虽然受到限制，但仍然拥有 2 千 4 百万信徒 

韩国教会在韩战后经历了高速增长（1945 年 2%，二十一世纪初达到 29%）。韩国首都首尔是

全国基督新教的大本营，教堂林立。韩国成为世界第二大传教士派出国 

④ 中国教会的发展 

1807 年，马礼逊到中国 

1842 年，鸦片战争，传教士进入中国 

1854 年，戴德生第一次到中国 

1860 年，《北京条约》，中国全面开放传教 

1865 年，戴德生成立内地会；次年，内地会进入中国 

1876 年，内地会传教士前往山西、甘肃、四川、贵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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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 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Rev. Charles Robert Hager）为孙中山、陆皓东等人施洗

（1884 年 5 月 4 日在香港必列者士街的布道所）。 

1900 年，庚子教难。基督教教士有一百八十八人，教友为五千人，天主教主教五人，教士四

十八人，教友一万八千人，合计受难教士、教徒达二万三千余人。单内地会被害者就有 79 人（成

人 58 人，孩童 21 人）之多。戴德生放弃索赔。 

1906 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 1078 万从 1909

年 1 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

来清华大学的基础。其他收款各国也都陆续模仿这一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来进行指定用途

的在华文化事业，如英国政府从庚子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建立西学专斋，也就是后来

的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 

1900-1919 年，中国宣教大发展 

1919 年，出版了中文“和合本圣经” 

1919 年，五四运动；李大钊等发起“反基督教运动” 

1922 年，倪柝声开始地方教会（聚会所） 

1927 年，王明道创立“灵食季刊”，后建立基督徒会堂 

1931 年，计志文、宋尚杰等开始奋兴运动 

1945 年，赵君影发起第一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1947 年召开第二届夏令会。参加

那两次大会的学生，不少献身传道。有的去读神学院，许多成为日后家庭教会的支柱。有些到边

远地区传福音，有些在以后的岁月中饱受苦难和逼迫，却仍能守住对神起初的爱心和忠贞。有些

则到了海外参加事奉。 

1949 年，大陆政权改变 

1949 年，吴耀宗返回大陆；1952 年，丁光训回国 

1954 年，“三自爱国教会”成立。1951 年 4 月 16 日至 21 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

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成立了“三自革新运动

筹委会”（全称“中国基督教会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吴耀宗出任

主席。1954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6 日，三自革新运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

共有 232 位代表参加，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为第一任主席。 

1955 年，王明道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 

在三十年中，中国教会遭到极大逼迫 

1980 年后，中国家庭教会大发展，信徒爆炸性增长。目前，大陆信徒人数估计在 6 千万以上 

中国教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逼迫 

 

人物介绍：戴德生 

 

戴德生（1832 年 5 月 21 日—1905 年 6 月 3 日），原名詹姆斯·哈德森·泰勒（James Hudson 

Taylor），戴德生出生于英国，青年时就决定奉献为传教士去中国宣教。1853 年戴德生前往中国，

在传教过程中他开始改换中国装束，与当地人认同。1860 年戴德生返回英国，经过思考和祷告后

于 1865 年成立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原则是呼召愿意到中国内地的宣教士，他们最初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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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国每一个省份都至少有一对宣教士驻点。1866 年 5 月 26 日戴德生带领 16 名宣教士前往中

国。内地会以“信心原则” 深入中国内地宣教。内地会的“信心原则”（Faith Principle），就是

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呼召去做要做的工作。经费上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公开向人募款，而让神感

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戴德生和内地会成为西方宣教史的分水岭。内地会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

宣教差会。19 世纪末，内地会已经发展成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传教差会。戴德生去世前，内地

会的宣教士已增至 828 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北欧国家，散布在中国十八个省份，北至蒙古，

西北到新疆，西南至云南。信而受浸者达 2500 人。在义和团之乱中内地会受到很大损失，但戴德

生放弃赔偿，借此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1905 年 6 月 3 日戴德生在长沙去世。戴

德生的后代继续在中国的宣教事工。 

 

4. 普世教会合一运动 

20 世纪开始出现了一股教会合一的运动，称为“普世主义” 

各教派从传教、教育、服务的联合，发展到信仰与教会组织的联合 

1948 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成立 

同时，欧美也出现了宗派和地域性的联合 

福音派则倡导以传扬福音为目的的联合 

 

教会联合有利于事工上的合作和资源共享 

联合也有助于各教派的对话和国际的和平 

但是，为追求联合避免神学争论而出现还原主义的倾向，将信仰还原为一两句话，使信仰简

单化和空洞化，使各教派失去本身的丰富内容及其系统、深刻的理论基础 

普世运动使教会转向社会关怀以实现联合，教会成为一个慈善机构，导致教会失去其灵性内

容和内在力量 

 

5. 还不是历史——后现代的挑战 

世界进入了后现代时期 

人们不再有绝对的“对”、“错”概念 

真理也不是绝对的，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 

人们不再高举理性，开始追求灵界的体验 

机遇与挑战并存，教会将如何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