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有關基督教的中國化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課題，但也是當

前適合再討論的議題（這是基於中國現況和宗教政策而言）。

然而在進入較仔細和學術性討論之先，有兩個基礎性問題需

要先確立和釐清。第一是「基督教是否需要中國化？」第二是

「基督教該如何中國化？」茲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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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是否需要「中國化」？

甚麼是「基督教中國化」？

「基督教中國化」是指基督教傳到中國後的本色化過程。

那麼甚麼是「本色化」呢？「本色化」簡單來說，就是任何文

化傳播過程中都會遇上的「本土化」現象。當兩個文明或兩

種文化相遇（通過很多不同的形式），兩者便會互相碰撞、互

相影響，而較強或較先進的一方，便會向較弱或較落後的一

方（或沒有必要被吸收和沒有這種文化新元素的一方）滲透。

而強方的文化元素，也會漸漸成為弱方學習的對象。自此外

來文化那些新東西，便會成為本土文化的新元素（包括器物、

技藝、風俗、習慣、制度、思維、心態及理念等方面）。

同樣，基督教作為文化形式的一種，當傳至其他地方時，

都曾與當地的語言文化有結合的現象，其中基督教早期的希

羅化便是最佳的例子。因與希羅文化的結合根深蒂固，且持

續穩定，讓很多地方的人都以為西方宣教士傳來的便是基督

教的原型。

解釋這議題與過往用詞之異同。「基督教中國化」此詞

曾有人將之倒置為「中國基督化」，但無論如何，都是指基督

教傳進中國時之本色化過程。在宣教神學上有所謂「道成肉

身」、「移植」及「關聯法」等模式之說法，而過往亦有人將

之與「本色化」、「本土化」、「漢語化」或「處境化」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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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和理論作出區別；但在不同時期，這些名詞都有不同的界

定。因此為了論述之簡便，本文運用時暫不作區分。

「基督教中國化」的議題是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本色化

運動和五十年代的三自愛國運動後，再次被卓新平、唐曉峰

及張志剛等學者提出，這也與十八大以來習主席主政後，他

對宗教和文化的新視野和新政策有關。 雖然這議題過往在海

外（特別是港澳台）華人教會中，都一直有人在討論，但大

部分都脫離了新中國的社會和教會現實處境，且停留在宗哲、

理念層面上的對話，或就一專題作出比較。

「基督教中國化」的必然性

「基督教是否需要中國化？」筆者認為答案應該是肯定

的。現提出四項理據。

第一，文化傳播的必然規律。從文化傳播與社會變遷的

規律來看，基督教的中國化是必然的。文化傳播過程中，兩

種文化的相遇便會產生互動的影響，有時像漣漪泛開，其影

響可以是深遠的。英國殖民主義者若沒去印度，今天英國可

能不會有印度人做首相。美國不販賣黑奴來耕作農莊，今天

美國本土可能不會有持續不斷的種族糾紛，也不會出現黑人

的總統。印度和中國的宗哲經典若不被翻譯作德文，尼采和

萊布尼茲的哲學便會欠缺東方的元素。文化的改變除了天災

　  這些討論成果豐碩，被結集成為十巨冊的論文集：《宗教中國化研究叢書精選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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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禍等突變促成外，正常渠道都是通過「文化交流」、「內需

求變」及「吸納新知」等原因造成。外來宗教的傳播，是在

其「外在環境」和「當地內需」的條件都具備時，宣教型的

宗教（基督教、回教與佛教等都是）便會在其自身外展動力

的驅使下，進到宣教區域，成為滿足當地人心所渴求的信仰

新元素。如此，本色化的宣教歷程便開始了。

「文化變遷圖」2

吳宗文：《傳統與信仰續編》。基督教卓越使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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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世界各大文明區域都因自然環境之隔閡而各自發

展。後來通道被發現和打通了，於是因着軍事征伐、外交往

來、商貿互市、文化交流及宗教傳播等情況之需求下，各文

明區域的民族便因避禍、遷徙、通商或遊學等原故相互交流，

令種族、文化和地域之隔閡有所突破。現今交通和資訊發達，

各地人民和各類文化的頻密互動和相互影響，更是自然且必

然的了！

例如在政治方面，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在英國寫成《資本

論》，其思想被傳播到中國，但在採納和應用時，卻被改造及

本土化。特別在今天，更成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中國

古代固有的「小康、大同」觀念相互呼應。 去年十月的《求

是》雜誌發表了習主席一篇重要文章，談到「馬克思主義的

中國化」。我在想，連馬克思主義也要本色化，基督教怎會不

需要？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文化革新，便是迎接外來的「德先

生」（ ）和「賽先生」（ ）。後者很快被接軌，

但前者則被改造成為中國式的「全過程協商民主制度」。因此

從文化傳播及文化變遷角度來看，任何外來文化元素（包括

政治和宗教等）的傳播，其本土化是必然的。

今天除了部分回教國家仍逆潮流，持對抗態度鎖國自封，

堅守着中世紀以來的宗教生活方式外，其他各大宗教均不同

程度地因應外來文化的挑戰而作出了調整。所以伊斯蘭教可

 見電視節目《當馬克思遇見孔夫子》；另參《新時代中國文化自信之傳統文化底蘊》
與《中國文化的歷史流變與當今的文化選擇》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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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現時世界上唯一未有回應全球現代化潮流的一種宗教，

特別是在「女性地位」（蒙臉披巾、教育權利、就業機會、婚

姻保障等）與「政教合一」（教士當權、宗教警察、宗教法

庭、伊斯蘭法等）等問題上。其實任何地方的文化都會因「內

在需求」和「外在挑戰」，對外來文化作出回應和調適。

第二，基督教傳播的歷史經驗。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傳播

及生根過程中，都有很多與當地文化交接的例子。有些是正

面的，有些卻是負面的。剛才說早期基督教之希羅化現象便

是明顯的例子。希伯來文化、思想和語言本與希臘和拉丁的

很不同，但隨着基督教重心由耶路撒冷北移至君士坦丁堡並

西遷至羅馬，信眾族羣也由猶太裔轉為希、羅及其他族裔居

多時，這一切便要隨之作出調整；所以別以為基督教本質是

希羅化的。

其他如：基督教傳到泰國有「水牛神學」、在韓國有「民

眾神學」、在南美有「解放神學」、在菲律賓有「草根神學」、

在台灣有「鄉土神學」等。而馬來西亞的聖經公會則用「安拉」

（ ）來翻譯聖經中「神」的一詞，以此為本色化宣教之

策略，但卻引起當地伊斯蘭教徒的爭議和訴訟。

另外也有一些負面例子：天主教傳到海地，當地人將之

與原始宗教混合，產生了「巫毒」（ ）現象。傳至菲律

賓，也產生了「嬰孩耶穌」（ ）膜拜現象。基督教

傳至美洲、非洲及澳、紐等地，在原住民當中也有類似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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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化」表現。 在中國，除了有洪秀全將基督教政治化成為太

平天國，民間信仰的一貫道也將外來宗教與傳統結合起來，

除了有儒、釋、道三教，也將基督教及回教納進來，但其實

這只是紙糊或拼盤式的結合。無論如何，這些例子說明了基

督教傳進不同文化地域，都有被改造和融合的跡象。

第三，外教來華的中國化。外來宗教傳入中國時的本色

化例子，莫過於印度佛教來華的中國化過程。他們在中國產

生了大乘多宗的派系，而且中國僧侶無論在服飾、禮俗、生

活及理念等方面，都異於印度的原始佛教。犍陀羅佛像也正

說明了印、巴地區本具希臘和波斯畫風的塑像，如何經絲路

傳至中國過程中改變了膚色、臉容和手印等表徵，以適應中

國文化的土壤（去年在蘭州的甘肅博物館便有犍陀羅佛像的

展覽）。絲路上的宗教畫像傳入中國時，其形態也受着中國不

同時期藝術風格的影響而漸變，這也可看作外來宗教藝術中

國化之例證。

甚至來自中東沙漠，強調一神的猶太教和回教，當進到

中國後也有中國化的現象。宋代開封的猶太人被同化至體徵

都消失了；而回民和其他少數外來民族（李白、鄭和及元朝

一些著名文人都是外族人），他們不單樣貌與漢人相近，連信

仰和生活也某程度被同化。而且，他們投入漢人的世界，參

在以色列拿撒勒的天使報喜堂，牆上掛着各地繪畫的本色化聖母馬利亞圖像，正
是最佳的說明。

在敦煌除了看莫高窟，夜間也可觀賞《又見敦煌》一劇，劇中竟為出賣經卷的王
圓籙道士平反，讓他贖罪、懺悔，並獲得寬恕，這正展現了宗教理念的普及和深
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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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舉出仕，用漢文著述和創作，成為當時的翹楚與專才（其

他如摩尼教、拜火教或明教等，都在中國歷史中被湮沒）。

第四，中國基督教本身需要本色化。外國宗教傳至中國，

首先要克服的是語言的障礙。無論佛教、回教、基督教等外

來宗教，來到中國傳教的第一要務便是譯經和釋經。譯經和

釋經都是語詞和概念上的轉述。當要找相應的名詞來表達中

國本土未有的基督教概念時，便要借用其他本土類似的宗哲

理念。佛教初傳時，也有「格義」的現象，所以並非唐代景

教（古代敘利亞經波斯傳來的涅斯多留派基督教）才有。

講經是釋經的一種通俗且普及之傳播教義方式。佛教有

變文和俗講（例如講述佛陀事蹟的「本生譚」等），且用很多

故事來作說教的例證。而且他們善用優良的中國文化傳統，

例如藉推動背誦童蒙書籍《弟子規》，以吸引親子來參加活動；

又將教義編成《佛教三字經》，以收廣傳之效。基督教作為外

來宗教亦須如此。講道的生動活潑，因時說法（像耶穌一樣），

有時比現時純粹原文解經更能發人深省，因為中國人的說理

過程喜歡用類比、例證和體驗等來作敘事及說明。

其次要克服的，便是因接受新信仰後，信徒在生活實踐

方面有時會顯得特立獨行，與社會上一般人的風俗習慣格格

不入。信徒進教後，無論在人生觀、價值觀、倫理觀和世界

觀等方面都會改變，這對社會現狀一定帶來某程度的衝擊，

而且個人在生活和關係上都會備受壓力。因此，面對生活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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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的改變並與社會之矛盾，如何在次要問題上妥協，或藉

重新詮釋教義，以釐清誤會，這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重要的

教義方面，則要對本土提出的挑戰作出適當辯解和澄清，依

中國人的思維，多用類比方式來作說明。

異議者之憂慮、動機及背景

第一，害怕「中國化」實質是政教的結合。台灣、香港

及海外一些不認同新中國的基督教人士，他們的言論都一致

認為這是統戰伎倆或兩會的自動獻身。但其實不少台灣浸信

會背景的教牧是「藍營」的，長老會的信眾則多屬「綠營」。

他們同樣有他們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取向，只是自己不自覺而

已。

舉所謂「政教分離樣板」的美國為例：南部浸信會不少

教牧和信眾是共和黨黨員，而北部的教會則較多是支持民主

黨的。他們都會在教堂台上將美國國旗和基督旌旗並掛。每

逢遇上球賽，教會更會連崇拜也更改時間來遷就；信徒在球

場上觀看球賽時，很自然地會站立唱國歌。政黨進行造勢、

競選、辯論和投票時，有政黨背景的信徒都會參與活動來支

持己方政黨。在崇拜公禱，牧師會為被遣派前往越南、伊拉

克等地參戰的信徒祈禱。但這些政治舉動，美國信徒卻視之

為理所當然。

可參網上台灣牧者郭寶勝之回應：〈基督教中國化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是一回事
嗎？〉（ ）；另參楊鳳崗：〈基督教「中國化」並非
本土化而是政治化〉，《今日基督教》（ 年 月 日）。



出身潮汕美北浸信會的林子豐，於 年南下香港南北

行從商，出任廣源盛行英文書記，以其從廈門同文書院習得

英語、商科及科學教育的專業知識，遂於香港商場嶄露頭角。

來港後參加香港浸信會，熱心教會事工，出錢出力，遂成潮、

港兩地著名基督徒商人。日後且出任浸聯會主席，尤重教會

辦學，除促成培正及培道兩中學在港創校、復校外，進而創

辦浸會大學前身之浸會學院，對本港教育貢獻良多。論者謂

林氏與馬相伯（ ）創立復旦於上海，張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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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南開於天津，同為近代中國教育史上三大著名基督

教教育家。

林氏辦學，強調中西結合，認為傳統中國德育精神，最

為可貴，宜與基督教真理相結合，進而發揚。由此呈現其辦

學具有基督教教育中國化的特質。本文即就此探究林氏的辦

學及其理念。

一、生平

林子豐，原籍廣東揭陽縣金坑鄉。父為潮汕美北浸信會

林紹勳牧師（ ）。其父信教，頗為傳奇，早年曾參加

科舉，原為鄉中塾師。由於本鄉與相鄰鯉魚潭村械鬥，後者

村民信奉天主教，借外力而得勢。時美北浸信會傳教士至金

坑鄉傳教，林牧遂被推舉至汕頭，加入美北浸信會，藉此對

抗，由是受浸入教。繼而被送至汕頭礜石之耶士摩神道學校，

接受神學教育，從此獻身教會，以宣教為職志。其後回鄉建

堂，為潮汕美北浸信會華人教牧。 故林子豐即出生於基督教

家庭，自幼已熟讀《聖經》，至 歲受浸信主入教，期間先

後於美北浸信會所辦之揭陽真理中學（原為小學）、汕頭礐石

見章羣（ ）悼文，黃嫣梨編著：《香港浸會大學校史》（香港：浸會大學，
），頁 。

林紹勳因械鬥信教，並參
( ) ；又據李榭熙

的研究，指出 世紀下半葉潮汕地區鄉民集體信教與械鬥，具有密切關係，當
地鄉村信教乃以此維護本鄉本族利益，並以潮陽縣古溪村為個案說明之，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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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接受教會教育。 年至北京協和醫科大學習醫，惜

因於手術課觀察盲腸手術，見血昏倒，只得退學， 南下至廈

門，就讀駐廈美國領事巴詹聲（ ）與當

地商人開辦的同文書院。該校為一採用美國學制之預科學校，

研習中英文、商業及數理學科。

林氏於 年畢業後為同鄉李坤盛所聘，南下香港「南

北行」（文咸西街）廣源盛行任英文書記，從而成為南北行

潮幫商人， 年回鄉娶妻陳植亭（ ），出身礐石

名門，又為教會高材生，此後夫唱婦隨，生子女九人，夫婦

「互敬互愛」，以「基督之愛」教育子女，並同心事奉教會。

初於堅道香港浸信會聚會，擔任該會傳道部、財政部、慈善

部等要職。 年成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董事，至 年起

出任會長，連任 屆（ ， ）。至 年遷

居九龍城嘉林邊道新建住宅區，遂協助發展九龍城浸信會基

址，促成九龍城浸信會的立會（ ）及建堂。至 年，

又創設浸信會潮語堂於蒲崗山，成為今日九龍城潮語浸信會。

同年香港浸信會聯會成立，林氏被委任為首屆執行委員，兼

林氏學歷，見〈林子豐博士傳略〉，徐松石編：《華人浸信會史錄》，第 輯（先
賢傳略）（香港浸信會出版部， ），頁 ；〈 年駐港美國領事館申請旅
遊簽證（ ）表格〉，藏《林子豐校長檔案》（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長子林思顯謂其父習醫因見血昏倒以至退學，
( ) 。

施智源：〈略論近代廈門新式教育的發展─以 年美國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
上的廈門同文書為例〉，《鼓浪嶼研究》， 期（ ），頁 。

林子豐：〈半世紀前的南北行〉，李景新主編：《林子豐博士言論集》（香港培
正中學， ），頁 ；〈香港電台訪問記〉，《林子豐校長檔案》，香港
浸會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

；林子豐：〈我的見證〉，《林子豐博士言論集》，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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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委辦， 年繼劉粵聲牧師（ ）、王國璇（

）出任聯會第三任主席，至戰後 年再任至 年去

世而止。任內對浸信會的傳道、辦學及醫療事業，建樹良多，

尤以辦學最為突出。

與此同時，林氏於商界之發展，初於廣源盛行任職，辦

理出入口船務，以勤慎幹練，得以擢升司理。隨着其於商界

及教會的人脈漸廣， 時粵港浸信會的商人信徒，組設嘉華銀

行、新亞酒店，均邀林氏加入，隨着 年世界經濟不景，

波及香港，廣源盛行經營失利而結業。林氏遂與潮商同鄉創

立聚益輪船公司，經營船運。更創設四維公司，自立門戶，

從事煤炭貿易、米業及船務。其中煤炭貿易代理越南法國鴻

基煤炭公司（ ）的無煙煤，分銷至粵、

港、澳、上海、汕頭等埠，獲利尤豐。隨着林氏營商業務的

範疇日廣，得以累積貲財。 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香

港淪陷（ ），林氏被迫逃難澳門，然因煤炭貿易的需

求，低價購入越南法國鴻基之煤炭 噸而大獲其利。及至

戰後返港，一方面注資嘉華銀行，而成為其家族企業。另一

方面投資輕工業，與鄭植之、翼之兄弟合組香港捷和製造有

李金強：《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 》（香港：商務印書
館， ），頁 ；林子豐：《發刊詞》；譚希天：〈二十年來的香港浸信
聯會簡述〉，《香港浸信會聯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 》（香港浸信會聯會，
），頁 ；林氏任青年會會長，見趙曉陽主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會史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頁 。

賴連三：〈潮人聞名之采集：林子豐君〉，《香港紀略》（ ）（廣州：暨南
大學出版社， ，重刊），頁 ，記林氏為香港青年會董事，「提倡外務，
中外俱知」，並任旅港潮州八邑商會副會長，謂其回鄉建設水利交通及辦學，且
服務教會。並參〈林子豐博士行狀〉，《林子豐校長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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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從事拆船，生產鋼材、電筒和鐘錶等業務。其後退出，

自資經營捷和電筒廠，由是成為香港著名富商。

林子豐於營商及參與教會事工之際，初於 年忽染重

病，延醫治療，更蒙「牧師替我禱告」而病癒，由是感恩，

決定全心奉獻教會。香港淪陷時期，又於澳門煤炭貿易而大

獲其利。故林氏於見證中，表明神「從前醫好我的病，現

在又賜給我一筆錢財」，故奉獻教會及辦教育之志益堅。至

年在家庭感恩會中，再作見證，謂年事雖見已高，但「商

業上的責任可以擺脫，而宗教和宗教教育的事工，我絕對不

會一天的離開」。 而對教會事業之獻身，自訂為傳道、醫療、

教育三項。並因任職浸聯會主席，適於 年後美南差會傳

教士由於韓戰（ ）不容於新中國，遂南下香港，創設

港澳西差會，以香港為傳教「新工場」。林氏遂與西差會實行

「中西合作」，共同推動香港浸信會的發展，分別於傳道、教

育、醫療方面「投資」發展，成績斐然，促使 至 年代

間香港的浸信會，出現宗教復興的現象。 其中尤以教育的興

辦最為突出，此浸信會素重辦學的教會傳統，認為基督教教

育的推廣，有助造福社會。 而林氏於辦學一項，出錢出力，

林子豐：〈向世界浸聯大會作見證〉（ ），《林子豐校長檔案》， ；甘穎軒：
〈從商人到教育家─林子豐（ ）的生平及其事業〉，李金強、劉義章
主編：《聲教廣披─基督教與華南方言族羣》（香港：建道神學院， ），
頁 。

林子豐：〈向世界浸聯大會作見證〉，同上；〈我的見證〉，《林子豐博士言論
集》，頁 ；又林氏常在其嘉林邊道「植豐園」私邸，舉行家庭感恩會，見《華
僑日報》， 年 月 日（週四），藏《林子豐校長檔案》， 。

李金強：《自立與關懷》，頁 。

林子豐：〈浸聯會當前的任務和認識〉（ ），《香港浸聯會金禧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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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最多，從而促使培正、培道兩中學的創校、復校及浸會

大學前身浸會學院的創辦。

二、辦學

年林子豐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說明其先後出任香

港浸聯會主席（共 屆），及香港青年會會長（共 屆），

而其社團工作皆與此兩會相關，然日常大部分時間主要服務

於基督教教育。進而說明其本人為「一介商人，對教育本是

門外漢」，但由於多年來從商，和歐美人士多所接觸，了解文

化進步國家皆與振興教育相關，而「我國教育較之歐美先進

國家瞠乎其後，身為國民，自應奮起羣策羣力，共同促進」。

繼而說明 年香港淪陷避居澳門，時浸信會之培正及培道

兩中學，因戰時校長逗留國內，林氏為該兩校校董會推舉，

擔任義務校長，設法提供糧食，資源，使兩校得以繼續。辦

學竟然成功，且校務日有進展。林氏並說「經過這一次的嘗

試，益加強服務教育的信心」。自 年代起，由於其兒

子皆成長，「繼我經營商務⋯⋯使我得擺脫一切專心服務教

育」，故由 至 年擔任培正中學義務校長，至 年

香港浸信會聯會創辦浸會學院，林氏亦被推舉為義務校長。

至 年辭去培正校長後，專職服務浸會學院。 此外培道

》，頁 。

引文見林子豐：〈香港電台訪問記〉，《林子豐校長檔案》， ；林氏為國
辦學的理念，見林子豐：〈為清貧學生募捐免費學額出發時對全體募捐人員致
詞〉，《林子豐博士言論集》，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