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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组织的建立与兴起，与教会

自立运动(也称本地教会运动)密切相关。20世纪初，

上海长老会华人牧师俞国桢等人呼吁成立“中国耶

稣教自立会”，提出收回教权，不再受西方差会的控

制。中国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倡导建立本色教会，改

变“洋教”形象：“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

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

号。”这一时期亚洲和非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提出了

建立本色教会的倡议。①

西方传教差会对中国境内的教会自立运动也有

所回应，专门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与讨论。据《1901-
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在自传事业的进步方

面，国内布道事业颇为活跃。1906年，东北的长老会

信徒组成东北三省国内布道会(Manchurian Mission⁃
ary Society)。稍后，圣公会信徒也组织开展了国内布

道活动，由中国人领导，在陕西进行工作。再后，则

有作为全国性组织的中华国内布道会 (Chinese
Home Missionary Society)在云南开展工作。据全国基

督教调查报告记载，中国教会至少有25个国内布道

会，全部由中国人领导，是真正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

教会。②关于教会自治问题，“尽管全国教会事业的

领导权有2/3仍握于传教士之手，但中国领袖对教会

的影响已经完全可以和传教士相抗衡。中国领袖的

影响，不论是在大会上、教区会上还是在董事部中，

都能通过委员的职权而大显身手，发挥前所未有的

作用。”要求自治的结果就产生了自立教会运动，这

个运动产生的教会同时也是自养教会。③本土教会

组织的活跃，表明中国基督徒已开始承担向本土宣

教的责任。

在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的推动下，由中国基

督徒组成的本土教会在福音传播方面开始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内地各基

督教组织纷纷派人赴新疆传道，其中以李开焕和翟

明霞夫妇所立“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影响最大。④至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疆的基督教团体主要有“新

疆中华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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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家庭”等。⑤

一、新疆中华基督教会

中华基督教会正式成立于 1927年，诚静怡任会

长，“代表 12个大会，51个区会，529个教堂，2091个
布道所，按立牧师 333人，传道士 2405人，受餐信徒

120175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三分之一，占地21行省，

融化16个宗派”，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教会自

立运动所结出的最大果实之一。⑥中华基督教会全

国总会具备“本色化”特征，最具说服力的是中国本

土基督徒始终占据主要领导地位，诚静怡、张伯怀等

人均是教会的领袖人物。⑦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开创者为李开焕牧师，早

年在河南开封教会学校读书，后至云南昆明邮局工

作，同时协助当地教会开展传道工作，在云南期间，

结识女教师翟明霞，结为夫妇。1945年，李开焕被调

至迪化(今乌鲁木齐)邮局，于是夫妇二人往赴新疆。

途经兰州时，曾和胡进洁牧师 (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英国内地会传教士，1906-1938年在新疆传

教)相遇，胡进洁告知李开焕夫妇在乌鲁木齐有内地

会的福音堂，可以供给他们开展教务活动，但李开焕

夫妇致力于创办“自立、自传、自养”的教会，不愿依

赖外国教会，因而谢绝了胡牧师的提议。夫妇二人

抵达乌鲁木齐后，借到省药房两间会议室，工余之

暇，传扬基督福音，并在星期天举行大礼拜。1943-
1944年间，一批河南难民迁至新疆，被安置到沙湾、

玛纳斯、阜康、乌鲁木齐等地务农，其中乌鲁木齐的

垦民中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来参加大礼拜。由于

星期天聚会人数日增，空间不敷使用，时任西北行辕

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先生建议李开焕夫妇在

乌鲁木齐购置房产。1946年，教会买到明德路 1号

平房一院，“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正式挂牌成立。李

开焕辞去邮局工作，担任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教牧专

职，并在教徒中选出12人为委办，办理教会事务。这

一时期信徒从原有的十余名，逐渐增加到一百多

人。李开焕牧师创办了刊物《江河》，对新疆各地教

务活动进行报道，并刊登一些讲解《圣经》的稿件。

《江河》在上海印刷出版，共出版一百余期，发行全国

各地。⑧1950年时，乌鲁木齐有基督教活动场所两

处，即明德路1号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和大西门基督教

会，有教徒200余人。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经费全由信

徒自愿奉献，并坚持不摊派、不募捐、不劝助。⑨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在乌鲁木齐挂牌成立后，绥

来(玛纳斯)、阜康、哈密、昌吉、奇台等地的教会，都愿

与之取得联系，成为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分会。

绥来绥来(今玛纳斯) 据亲历者张心清的口述，1945
年在绥来县即有基督教活动，由于没有活动场所，当

时还没有成立教会。每逢星期日，教徒们多自发聚

集在私人家中念经祷告，当时从陕西、山东、河南迁

来的移民中信仰基督教的人较多。1946年冬季，教

徒已发展至50余人，约1946年年底，“绥来县中华基

督教分会”成立，并向迪化基督教会备案。绥来县中

华基督教分会的经费均系教徒自愿募捐。教会遵循

“自立、自传、自养”的原则，当时英国传教牧师何仁

治打算捐款相助，被教会谢绝。⑩

阜康阜康 1938年因遭受黄河水灾，河南省邵陵、扶

沟等县难民流落在西安附近，1943年盛世才将这些

难民招募至新疆，1943年 12月至 1944年 3月，陆续

安置在阜康北六运湖定居，从事垦荒种植。垦民中

共有基督教徒14人，初入垦区，没有教堂，暂在教徒

家中聚会礼拜。1946年秋，阜康基督徒与迪化基督

教会负责人李开焕取得联系，得到了李开焕的支持

与指导，在阜康县六运湖正式建立了“中华基督教阜

康分会”。至 1949年，教徒由原来的 34名增加到 93
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督教会倡导自养、自

治、自传“三自”爱国运动，阜康基督教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在六运湖河南庄子修建了第一座教堂。

哈密哈密 1944年国民党遣送一批河南难民至哈密

县，其中有部分难民是基督教徒，基督教随之传入哈

密县及镇西县。这些难民在哈密老城南城壕边平出

一段地方，修建了简易平房，称为河南巷。1945年，

在河南巷45号建立教会，后又集资修建了一座教堂，

当时有信徒 40余人。1947年，迪化“新疆中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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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负责人李开焕派人至哈密，向教徒们宣读了

《中华基督教会组织章程》，教徒们即以《中华基督教

会组织章程》为原则，成立了“哈密县中华基督教

会”，牧师为赵梦久(1944年从河南迁至哈密)，教徒

100余人。河南巷基督教堂 1946年修建，1986年 7
月维修，占地562.63平方米，其中教堂面积360.63平
方米。

昌吉昌吉 1943-1944年，河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部

分灾民流转至新疆。随着一些信奉基督教的灾民定

居昌吉，基督教在昌吉开始传播。1948年 6月 3日，

迪化中华基督教会牧师李开焕、长老王金铭，从乌鲁

木齐到玛纳斯视察基督教会的活动情况。昌吉境内

基督徒裴锦标邀请李、王两位在昌吉停留，“用真理

浇灌初信之果，按灵恩培育新苗。”李、王二人至昌

吉，领聚会、讲道、祈祷，并应裴锦标请求，协助建立

基督教布道所。1948年11月28日，昌吉基督教会布

道所正式成立。此后，又从乌鲁木齐教会获得许多

经书和布道单张(福音卡片)。

除在玛纳斯、阜康、哈密等地设立分会外，新疆

中华基督教会还与居住在伊宁、塔城的俄罗斯族基

督教徒保持联络。伊宁俄罗斯族教会，大小有三

处，一是浸信会，人数约有400多人；二是五旬节会，

人数100左右；三是东正教，人数有数百。新疆中华

基督教会举行聚会礼拜时，经常有十余名俄罗斯族

基督徒参加，他们的亲友多是基督教徒，居住在伊

宁市。伊宁市俄罗斯族教会写信邀请新疆中华基

督教会来伊宁访问，1950年 5月中旬，黄清治、傅雅

各牧师应邀到达伊宁，经多方询问，才在西沙河子

找到了俄罗斯族教会。这个教会属于“浸信宗”

(Baptists，也称浸礼宗，笔者注)，礼拜堂能容纳 300
人左右。黄清治等人将带去的十本俄文《新旧约全

书》赠送给对方，他们将之视为珍贵的礼品。塔城

的俄罗斯族教会听闻此事，也写信邀请教会人员来

塔城访问。1950年 8月中旬，黄清治去塔城访问。

塔城俄罗斯族教会也属于浸信会，有三间小房作为

礼拜堂，信徒人数 30余名。黄清治赠送给他们四本

俄文《新旧约全书》。

二、西北灵工团

西北灵工团，是20世纪40年代在新疆哈密地区

成立的一个由中国籍信徒组成的基督教社团，创立

者为张谷泉牧师。张谷泉青少年时期在山东省潍县

乐道院广文中学读书，1939年到山东滕县的华北神

学院学习，194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冬，张谷

泉带领十余名华北神学院的学生至潍县灵修院，在

此地大致形成西北灵工团的雏形。1947年，张谷泉

被按立为牧师，并在山东一带做巡回布道。在此期

间，他创作了一些诗歌，如《安提阿》《西北灵工》等

等，这些诗歌鼓舞了一批到西北传教的人。从 1946
年至 1948年秋这段时间，潍县灵修院和乐道院先后

派出六批神学院学生，共计 62人到新疆传教。1948
年，张谷泉带领潍县灵修院师生及家属抵达新疆哈

密，形成一个基督徒团体，实行凡物公用的公社生活

方式，取名为“工人之家”，后正式定名为“西北灵工

团”。1949年 6月 5日，“西北灵工团”挂牌，内设总

务、文字、医药、劳工、妇幼、灵育、布道7个部门，团长

为张谷泉、副团长李石瑛，成立后并决定向耶路撒冷

迁移。随后，派人去喀什等地设出国招待站。成立

之初，有成员 100多人。1949年 4月，西北灵工团创

办了不定期发行的《西北灵工》、《灵工通讯》刊物，在

上海、南京、西安、山东、新疆等地发行，中国内地教

会团体得以了解到西北灵工团在新疆开展的事工，

引起内地基督徒对边疆布道的关注。此外，西北灵

工团还组织了第一期圣经班。为谋求自立、自传、自

养，西北灵工团成员形成共识：“不诉苦，不借贷，不

谋求中国教会的固定资助，更不会向西方教会募

捐。”由于没有任何经济资助，在到达哈密初期，生活

非常艰难。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西北灵工团在哈

密得以稳定，之后即以哈密为根据地，在南北疆各地

传福音，发展教徒，建立聚会点。短短两年多时间，

西北灵工团在乌鲁木齐、七泉湖、巴里坤、吉木萨尔、

吐鲁番、焉耆、和田、阿克苏、喀什等地开展布道工

作，先后建立了十六处地方教会。教徒人数达至约

300人，成为新疆地区组织最庞大的宣教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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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灵工团成员全部过集体生活，日常宗教活

动之外，还负责培养教会人员，同哈密中华基督教分

会信仰一致，关系和睦。除宣传福音外，西北灵工

团还兴办各种手工行业，如木工、白铁、压面、缝纫、

印刷等，以达到自传、自养的目的。

三、耶稣家庭、遍传福音团

“耶稣家庭”是 20世纪 20年代产生于山东泰安

的一个本土基督教社团。1949年 9月 27日，甘肃天

水“耶稣家庭”的家长巩守仁带着10余名教徒和药品

至哈密县。1950年，在哈密新城中华路 90号开设

“仁爱医院”。后又在阿牙桥北路买房院一所，作为

教徒的住所和礼拜聚会处。“仁爱医院”是一个综合

性医院，院长巩守仁毕业于山东济南齐鲁医科大

学。“仁爱医院”从天水迁来时，带来了显微镜、手术

台、手术器械包、消毒器等先进医疗设备，在哈密开

展了腹部手术，同时开展了骨折外伤、五官科、内儿

科、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1950-1951年深入农村

为儿童种牛痘，为哈密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耶稣家庭”既是一个教会团体，又是一个有着

严格制度的组织，同西北灵工团彼此支持。全体成

员集体生活，共同劳动，过着一种极端贫困、禁欲的

所谓“使徒时期”的生活。仁爱医院后改名为“哈密

人民诊所”，1953年合并于哈密地区人民医院。

遍传福音团是民国时期活跃在新疆的另一个重

要的本土基督教组织，发端于陕西凤翔的西北圣经

学院(Northwest Bible Institute)。西北圣经学院的创

立者为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1894-1978)牧
师，1940年，戴永冕夫妇至陕西凤翔，1941年2月，与

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合作，创立“西

北圣经学院”，戴永冕担任院长，马可(原名马培萱，

1909-2008)牧师担任副院长。“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

团”正式成立于1943年5月23日，成员主要为西北圣

经学院的师生。遍传福音团希望将福音从中国的西

北，穿过被视为福音硬土的中亚各国，最后传回到耶路

撒冷。欧美教会团体称遍传福音团为“福音传回耶

路撒冷使团”(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
马可牧师任遍传福音团总干事兼任《遍传福音报》主

编。“遍传福音团”完全由中国本土基督徒组成，为求

自立，不接纳国外基督徒为组织成员，也不接受国外

差会的经济援助。遍传福音团成立后，积极在西北

地区拓展教务，其成员黄清治、戴彦中、赵麦加、何恩

证等人先后至青海、甘肃、新疆等地传教。1948年，

赵麦加经由甘肃至新疆，最后到达疏勒。何恩证(西
北圣经学院女教师)则带领数名学生从西安出发，途

经平凉、天水、甘谷和兰州等地，直至1948年9月抵达

乌鲁木齐，后何恩证又南下至喀什。遍传福音团在乌

鲁木齐未建立自己的教会，以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名义

进行活动，其成员赵麦加、何恩证、路得、黄清治等人

先后在乌鲁木齐协助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工作，对

中国西北地区的福音事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国时期，新疆境内本土基督教会的发展，是在

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

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本土基督徒

的成长，基督教进一步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现实相

结合。

近代以后，伴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基督教大

规模传入中国。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可避

免的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关联，被冠以“洋

教”的称号，并被视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众民族意识

不断觉醒，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社会

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 20年代，在中国社会掀起了

一场反对洋教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

促成了基督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在中国境内大规

模展开。为应对这场“非基督教运动”，爱国基督徒

意识到基督教若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适应中国的

社会现实，维护中国民众的利益，建立中国本土的基

督教组织，从而去除基督教“洋教”的丑号。

“本色化”一词英文表述为 Indigenous，意为“本

地的、本土的”。中国教会“本色化”意味着基督教不

仅要融合中国文化，还需要置身于中国社会的现实

问题之内，同时教会需要具备“自治、自养、自传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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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会自立运动，秉持爱国主义精神，强调独立

自主、民族尊严，杜绝外国传教差会的控制，是基督

教在中国本色化的具体实践。教会自立运动促进了

本土教会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发展。由中国基督徒发

起建立的本土教会组织，在教会领袖及人员组成方

面，均力求本土化，由中国本土基督徒构成，不吸收

国外基督徒为组织成员。

本土基督教会组织，经济上需自立，不再依赖西

方传教差会，从而实现“自传、自治、自养”。前文已

述，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创办者李开焕牧师，力图建立

“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不愿仰赖外国教会势力，

因而拒绝使用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胡进洁牧师为其提

供的福音堂。1948年，李开焕牧师创作了《新疆中华

基督教会会歌》：“新疆、新疆，一块美丽园地。有无

数花木待植，有无数原野待辟……自立、自立，自养

自传自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新疆中华基督教

会所秉持的自立精神。遍传福音团亦是如此，该

团体完全由中国本土基督徒构成，不接纳国外基督

徒与宗派加入团体，亦不接受国外教会的捐助，从

而达到教会自立。西北灵工团在哈密开拓福音事

工时，形成的共识亦是：“不诉苦，不借贷，不谋求中

国教会的固定资助，更不会向西方教会募捐”。西

北灵工团兴办实业，从而达到经济、组织上的自养、

自传与自立。

民国时期，“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

“耶稣家庭”“遍传福音团”等本土基督教会组织在新

疆开展的福音布道工作对新疆地区基督教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当今新疆地区基督教的直接源

头。这些本土基督教会组织，在爱国主义、民族主

义、反帝国主义思潮中，努力谋求教会自立、自传、

自养、自治，为促进中国基督教本土化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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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comprised of Chinese Christians in China bega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ristian affairs, so were in Xinji⁃
ang. In the 1940s, "Xinjiang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orthwest Spiritual Group", "Jesus Family", "Gospel
Group" and many other local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actively carried out evangelistic work in Xinjiang. This had a pro⁃
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Xinjiang which has become the direct source of Christianity in Xin⁃
jiang today.

Key words：Church Self- reliance Movement; Xinjiang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Northwestern Spiritual
Group; Jesus Family; Evangelism

发行)，第 197～198页；哈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密县

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460页；郑成加主编：《哈密

地区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0页；付欣：《走“自传、

自治、自养”道路，是促使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的有效形式——乌

鲁木齐基督教会明德路教堂调研》，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

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9～150页。

哈密地区档案馆藏：《关于哈密地区基督教情况的调查

报告》，案卷号1-23-77F。
刘朝遴，刘德胜：《哈密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仁爱医

院回忆录》，《哈密市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97页。

哈密地区档案馆藏：《关于哈密地区基督教情况的调查

报告》，案卷号 1-23-77F；《关于哈密地区基督教基本情况的

调查汇报》，案卷号60-1-8；刘朝遴，刘德胜：《哈密基督教会、

西北灵工团、仁爱医院回忆录》，《哈密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第 197～198页；《哈密地区民族宗教志》(内部发行)，第 198～
199页。

陈鼎亮：《荒原上的葡萄园——西北圣经学院》，http://
www.gospeltimes.cn/index.php/portal/article/index/id/10454；《乌

鲁木齐市志》(第一卷)，第290～291页。

杨剑龙：《论非基督教思潮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

《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7～11页。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第5、46页。

黄清治：《乌鲁木齐基督教史谭》，《乌鲁木齐文史资料》

(第七辑)，第136～138页。

刘朝遴，刘德胜：《哈密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仁爱医

院回忆录》，《哈密市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97页。

·· 10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


	�ýö˜°ƒúcY,˜Yˆ�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