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 近代中国研究 >> 专题研究 >> 思想文化史 >> 文章正文

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与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            【字体：小 大】

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与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

作者：赵晓阳    文章来源：《中华本色：近代中国教会史论》，（香港）建道神学院，2007年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3-31

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直接影响而产生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是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历史上产生于学生界和知识分子界、面向学
生和知识分子布道，唤起一般基督徒学生的热情，立志终身传道，为教会工作的布道团体，是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相当的影
响。但多年以来，只有在论述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时略微提及[1]，没有专门文章论述，本文试图探讨这两个学生传教团体的关系和历史，分析
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一  

作为以传教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想要使全世界各民族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和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19世纪后期，美国基督教神学家约翰逊·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和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对千禧年的
描述激发了美国对外传教运动的觉醒。千禧年论是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教义之一，相信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上帝将在世上实行千年统治。但异教国
家缺乏福音力量，正在遭受魔鬼撒旦的统治，派遣传教士在耶稣复临之前拯救异教徒是每个教会的职责，在基督第二次在世界上出现之前，福音
必须传遍全世界，这个结论清楚地要求到海外广布基督教福音成了教会最急迫地任务之一。著名布道家戈登（Adoniram J. Gordon）、皮尔逊
（Arthur T. Pierson）和穆迪（Dwight L. Moody）的布道，加强了千禧年观念在现实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此时的对外传教活动还
局限在教会内部，传教人员也都是受过神学训练的职业牧师。 

 在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的引导和帮助下，1886年，100名立志到海外传教的青年联合发表了“普林斯顿宣言”，形成了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
为基础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提出了著名的传教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
on）。为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协调，青年会北美协会组建了“学生立志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很快成为北美地区影响最大的学生运动机
构和传教机构，连续不断地存在了60年。它初期附属基督教青年会、后期附属于世界学生基督教协会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促使将传教范围从美
国国内扩大到国外，传教人员从教内扩大到教外，成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学生立志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在整个传教
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它举办宗教演讲，促使学生对海外传教发生兴趣，填写申请卡；鼓励他们参加相应的传教教育计划，包括神学训
练、将到国家的知识和语言、文化背景，以及成为一名传教士的一切内容。1886年至1936年的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活动中，有5万名大学生参加，
其中1万3千人到国外传教，占美国全部海外传教士数目的一半[3]。1886至1918年，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派往外国的传教士达8140人，其中三
分之一，即2524人被派到中国[4]。曾9次来华、对中国基督教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艾迪（Sherwood Eddy）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中国就是目
标，就是指路星辰，就是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巨大磁铁。”[5]20世纪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员－乐灵生（Frank J. Rawlinson）、巴乐
满（Fletcher S. Brockman）、鲍乃德（Eugene E. Barnett）以及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赖德烈（Kenneth L
atourette）、卜凯（John L. Buck）、宓亨利（Harley F. MacNair）等都是加入了学生志愿传教运动队伍来到中国的。  

学生志愿传教运动还开始关注本土化人员传教能力的可能性，1889年的费城大会决议加强“培养本土的领导和人员”[6]，虽然不意味着放弃在
华外国传教士的任务，但它的确是从直接传教到培养本土人物的改变[7]。他们首先培养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基督徒，即在美国迅速增加的中国
留学生的传教潜能[8]。1910年在纽约州罗彻斯特会议上，耶鲁大学学生、留美学生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强烈表示，中国人应对使中国基督化负
有更多的责任，应该到国外、尤其是美国受几年专业训练，增加合作机会[9]。1913年，肯萨斯州大会为155名中国留美青年会成员召开特别会
议，谈到他们在拯救中国和使中国基督化方面所负有的任务，有61人立志归国后终身服务基督教事业[10]。  

 

二 中国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世界传教的范围，西方基督教会不仅要到中国来传教，而且基督教的发展和深入也要求基督教必须在中国本土化，
在中国培养本土化人材是必须的任务。1895年，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派遣出生于中国、并在学生志愿传教运动工作过的来会理（D.Willard Lyon）
来到中国，在天津成立了第一个城市青年会。1896年9月21日，北美协会总干事、使“学生志愿传教运动在中国产生影响”[11]的穆德来华，他
几乎访问了中国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很快产生了22个学校青年会[12]，促成中国青年会第一届全国大会的召开，随即以团体会员参加世界基督教
学生同盟，使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序列中。他还对中国学生立志传道计划提出了建议[13]，鼓励76位中
国学生决志终身做服务基督的工作，由此“产生了中国的学生立志传道运动”[14]。  

1907年来华传教百年纪念大会特别决议将青年学生的传教事业委托给青年会[15]，希望在短时间内，能够赢得中国被称为“不可攻破的要塞”－
学生阶层和知识阶层[16]。1909年3月，山东济南广文学堂教师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认为应该在学生中“发动一个奋兴运动”，请毕
业于广文学堂的丁立美牧师来校主领奋兴聚会。原来每天只有20分钟的晨间崇拜延长为1小时，在300学生当中，竟有116人在丁牧师富有挑战性
的布道下，决志走上传道之路，如刘光照、孙永泰、张思敬等人，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初名“中华学生义勇布道团”，旋改为“中华学
生立志传道团”[17]，题名为“当趁今世传道于祖国以及天下”[18]。 

 讲到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就必须重点描述被誉为“中国的穆迪”、清末民初最杰出的基督教奋兴布道家丁立美（1871－1936）。他出
生于山东胶州大辛疃村，父亲丁启堂是当地最早接受基督教并受洗的人，他与弟弟丁立介（1877－1954）均为牧师。丁立美擅长口头布道，充满
说服力，尤其喜欢在学生和知识界里布道，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成为基督徒[19]。“周行各地，开布道会，”足迹遍及中国18个省，甚至远至日
本。他在冯玉祥部队使130人决志慕道，还成立了59人组成的军人立志传道团[20]。仅1916年就到过13个地区，使立志成为基督徒达9千余人[2
1]。他一直为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工作到1926年[22]，离开原因不明。晚年一直在山东滕县的华北神学院和在天津圣经学院工作，培养了
许多基督教人才[23]。 

  20世纪初期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临时约法》规定公民信教自由，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1900年全国教徒8
万人，1906年增加到17万，1914年达25万，1920年达36万，增加了4.5倍[24]。中国教会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布道会、奋兴会，掀起了广泛的复
兴运动。具体而言，有教堂布道、乡村布道、街头布道、学校布道、露天布道大会等；还有布道周、主日布道、新春布道、圣诞布道等；有个人
布道、家庭布道、文字布道等；还有面向特殊群体，如军队、人力车夫、监狱犯人等的布道，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1910年基督教青年会安排丁立美到天津、北京、河北通州等地布道，又激发了200学生签名参加。1910年5月，将传道团隶属于青年会学生部[2
5]，成为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一个机构，其执行委员由全国协会来任命[26]。1910年6月23日，在通州协和大学举行的华北区学生夏令会上，正式
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27]（The Chines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the Ministry）[28]，“鼓励学生于青年立志之
时，以传道为终身职志。”[29]丁立美辞牧师职，受聘为第一任游行干事，“以推广普设支团于全国各学校”。  

青年会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已多年，直到近年才开始接近“思想界者”，如果要使中国基督教化，必须要有德才灵兼备的人材不可，那么学生立
志传道团“诚当务之急矣”[30]。传道团的主要事工是促使基督徒学生能立志传道，立志后则“训练之，联络之，勉励之，辅助之，”使其能坚
持信仰和决心，成为一名“理想中之牧师”[31]，一切都是“以美国学生海外布道运动为楷模”[32]，青年会北美协会对此也是鼎力支助。学生
立志传道团发展迅速，“10年前，毕业大学而立志传道者，洵属寥落”[33]。1913年14个城市的布道中，超过7千人填写志愿卡，愿意了解基督
教和学习圣经，其中约有4千多人参加圣经班。在学习的人当中，有1300人受洗[34]。1915年已有支部39处，1916年发展至42处；1915年进入神
学学习的人仅105名，1916年就达222名；1915年任专职传道人员54名，1916年就达126名，团员约共千名[35]。到1926年，证道团由89处增至113
处，团员由585人增至1370人，内有女校分团5处，团员92人，读神学的团员有35人，教会传道人43人，教会任教职者88人，宗教机关干事5人，
教会内担任医药事业者3人[36]。中国基督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全绍武、宝广林、李荣芳、鲍哲庆、钟可托、浦化人、赵紫宸、刘凤山等都是
从这里走上为教会服务的道路[37]。  

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逐年募工成绩表 

资料来源：《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十二年的一览》，上海档案馆U120－0－395[3]，第8页。  

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收支经费表 

资料来源：《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第九次全国大会书》，1923年，上海档案馆U120－0－5，第123－116页。  

基督教是从西方传来的，要使它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就需要一批知识广博、灵命丰厚的青年为它献身。那时，基督教是作为一种进步思想在中
国传播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也因此吸引了不少青年[38]。本色化提倡和实践最为炽热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教会对它也寄于“与从前盖
有绝大之不同”希望，能有“改造精神之青年，为教会别开生面，”“惟以本色教会是否实现为念”[39]，能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有所作
为。 学生立志传道团的各位干事不仅游行布道、宣讲福音，而且著书立说促使学生们接受并从事基督教事业，丁立美著《立志传道阻碍解决
法》（1916年）“增其灵力”；《立志传道团之连环代祷录》（1916年）“抒其困难”；裴德士编《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已入神道职传道者之团
员录》（1916年）“厉其勇锐”；万国同辑《立志传道团之研究课》（1916年）“资其教会之知识”；王善治著《传道团详解》（1916年）“指
其立志之迷津”[40]。 除丁立美外，王善治、梅赞文、温朝勋、衣与林、彭长琳、都立华（M. Gardner Tewksbury）、沈嗣庄、刘咸有、陈钟
声、王有（192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程宗洛、王揆生（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等曾任专职巡回干事外，江长川、张伯苓、陈金镛、钟荣光、
朱友渔、王正廷、李仲覃、胡稼农、张永训、司徒雷登、伊文思（Edward Evans）、海慕华（Egbert M.Hayes）、路崇得（James W. Lowri
e）、吴德施（Logan H. Roots）、裴德士（William B. Pettus）、魏馥兰（F. J. White）、芮毕（C. G. Raby）、骆爱华（Edward H. Lockw
ood）等中外教会人士都热心参与，“襄助本团一切事宜”[41]。 

 

三  

1922年8月在庐山牯岭召开了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第一届全国大会，出席代表150人，拟定了传道团宪章，选举全国委员30人，其中三分之
一为学生，这时各学校已成立48个支部，团员1579人，其中136人已在教会里担任传道工作[42]。过去都是传道团中年长的领袖人物讨论决定事
工，这是首次由学生推荐代表，“在学生中显出一种自觉心和责任心”[43]。首次“主动”地讨论了“教会问题，及在华传教等问题，”“在中
国传道应采用何种方法”，对过去的“循例抄袭”深感不满。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在可否让女士参加学生立志传道团，此问题没有引起异议；
二个是对立志传道团团员有狭义和广义之论，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狭义者认为“团员应以牧师职为唯一目标”；广义者则谓教会当均齐发
展，“医药教育社会服务均是传道，无可歧视。”[44]如果没有更多的青年男女作各种服务的工作，督教会也不可能有更大发展，“中华归主亦
不可能”[45]。虽然最后狭义观点占了优势，然而讨论始终没有停止[46]。这些都是自由主义和基要主义之争在中国的具体反映，作为输入性宗
教，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将西方基督教会一直存在的基要派与自由派之争也带进了中国，争论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4
7]，许多来华传教士以中国为思考和实践对象将西方的宗教理论在中国教会重演[48]，深刻影响了“仍操纵在西方差会手里”的中国基督教会的
本色化理论和实践。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会议时，正式提出了“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49]。1926年8月4日至10日，学生立志
证道团第二届全国大会和青年会第十届全国大会同时在济南召开[50]，详细讨论了证道团的主要任务：1、提倡苦修与团契之精神，以养成青年
学生健全之宗教生活；2、研究各种宗教事业，如宣教、文字、教育、医药、社会服务等，均齐发展，建立巩固之基础；3、提倡殖民运动与农村
运动，以建立基督化社会于穷乡僻壤之中。同时认识到证道团的范围扩大，与青年会的校会组学生事业多有重复[51]。学生立志证道团与青年会
在组织上的关系，也到1926年中止[52]。会上还决定由男女青年会与立志证道团各派代表13人，详细讨论组织中国基督教学运的问题[53]。 

 1927年7月，男女青年会与学生立志证道团三个机构的代表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集会，提出了《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意见书》，成立了中国基督
教学生运动筹备委员会，规定运动的目标为：“本耶稣的精神，创造青年团契，建立健全人格，实行革命，谋民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就是要
建立“统一的、自主的、不分宗派性别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54]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已开始，证道团在组织上，是否有独立存在之必要，
逐渐成为问题[55]。经费困难，各干事或回国，或调往其它岗位，都是证道团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 1928年又创办了《微音月刊》作为基督教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04人 165人 215人 43人 38人 149人 276人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共计

144人 56人 61人 54人 146人 128人 1579人

年 度 收  入（元） 支出（元） 结余（元） 

1910年 6000.87（北美协会捐款1800元） 4298.17 1710.53

1911年 7820.64（北美协会捐款1800元） 3851.54 15942.95

1912年 15942.95（北美协会捐款2000元） 14278.5 1664.45



学生运动的机关报，各地学生联合会普遍地组织起来，而立志证道团在这段时间“就无形中消灭了”[56]。虽然当年热情支持并参与的司徒雷登
认为是它“失去其原来的宗旨而衰微了”[57]，但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为潮流所激荡，“对宗教的传统的解释及权威产生怀疑，而转移其
努力于‘思想解放’及‘重新估定’价值方面”[58]。经历了产生和影响都在知识界的非基督教运动，在民族主义逐渐觉醒的中国，基督教在中
国知识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以成为牧师、从事教会圣职为唯一目标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证道团究竟还在学生界中具有多少号召力？离开
了基督教青年会这个稳定庞大、又与青年人有直接接触的基督教组织，它如何与基督教会保持联系并取得支持？它又如何与学生和知识分子发生
联系？证道团内部关于“广义”与“狭义”团员之争反映出的传教政策和工作宗旨的不同究竟怎样影响了传道团的团结和工作？在瞬息万变的历
史条件下，证道团有多久的生存能力的确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1933年8月，在上海沪江大学举行了基督教学运团契大会。出席大会的13个区联合会的男女代表150人，自动发起组织一个中国基督徒学生全国
临总会，主要讨论了乡村改进、国货运动以及和平运动。之后，总会更提出鲜明口号，要求“大家参加救国运动”，基督教学生运动“已经从自
身的组织与训练，转到社会服务和国难的应付。”[59]从此，基督教学生运动进入了以救亡和牺牲为主题的新时期。 受美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
直接影响而产生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唯一产生于学生界和知识分子界、面向学生和知识分子布道、劝导他们成为教
会神职人员的团体，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影响颇大，“是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主力之一”[60]。丁立美也以其雄辩的口才、扣人心弦的祈祷，
“感动学生献身传道最多”[61]而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1922年10月，当时影响极大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进行的“中国当今十二位杰出人物”问卷调查中，丁立美在全国包括政治工商学术各界的171位被选举人中，居142
位，影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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