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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的过程比较复杂和漫长，

与韩人探索新的思想文化，反抗殖民统治，寻求民族

独立等都有密切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基督教在

19世纪末传入韩半岛之后，采用了倪维思-罗约翰传

教法(Nevius-Ross Method)，该传教策略的成功实施，

是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的重要推力之一。

目前国内有研究者分别对倪维思 (John Live⁃
stone Nevius)和罗约翰(John Ross)各自的传教方法进

行了相关研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倪维思的生平和

他的传教方法及在中国的成效，①也对倪维思传教法

在中韩两国的不同发展命运进行了分析。②针对罗

约翰的传教方法目前国内的研究并不多，除了介绍

其传教法之外，更多着重于罗约翰对于韩文圣经的

翻译。③但这些研究并未深入涉及倪维思和罗约翰

的传教法对韩国基督教本土化的作用。实际上，韩

国教会特别是长老会，将倪维思传教法与罗约翰传

教法结合，形成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方法，对韩国基

督教的本土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④

一、倪维思、罗约翰及其传教方法

19世纪中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亨利·维(Henry
Venn)和美国公理宗传教士鲁福斯·安德森(Rufus An⁃
derson)等提出，要在传教地区建立起自养(self-sup⁃
porting)、自治(self-governing)和自传(self-propagating)
的本土教会(indigenous church)，即“三自理论”(Three-
self Theory)。该理论被在中国传教的倪维思和罗约

翰所接受，在各自的传教工场形成了相似但又不同

的传教方法，但大致的目标是期望能够建立自传、自

养和自治的地方教会。

倪维思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3年被派往

中国，先后在宁波和山东宣教，1860年在山东去世。

倪维思深刻认识到，西方传教士如果要在中国行之

有效地传教，必须要有意识地培养中国自己的信徒，

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并让中国人自己牧养，摆脱

对西方传教士在经济和精神上的依赖。他强调：第

一，注重培养当地的传教士，独立治理自己的教会，

不被西方传教士所牵制。因为当地人更了解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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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可以用当地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传教和治理教

会，更有利于教会发展。第二，重视教育，培养当地

的学生，使其学成作为教师，再培训当地的教会领

袖。第三，强调要对归信者进行真理教导，系统地学

习圣经，让受过培训的信徒回去教导本教会的信徒，

促进信徒对圣经的理解，而不主张在大街上对大众

布道。第四，教导当地信徒自己担负本地教会的发

展，比如负担本地传道人的薪酬和外出传教的费用，

自己建造教堂，开展慈善事业等。但是他的传教方

法在中国并没有获得成功。1890年 7月，在韩半岛

传教的 7位传教士邀请倪维思夫妇到汉城(今首尔)
分享其传教方式。经过两周时间，倪维思详细向这

些传教士介绍了他的传教思想和理念。尽管其在韩

时间很短，而且只有少数几位传教士受到了倪维思

的培训，但是倪维思的思想却被在韩半岛的传教士

普遍接受。

罗约翰是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1872年受差遣

到中国东北地区宣教。罗约翰在东北地区的宣教极

为成功，这与他的传教理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倪维思与罗约翰互相对对方的传教方式很感兴趣，

并交换过意见。⑤在传教方法上，罗约翰认同倪维思

的理念，他认为由于中西思维差异过大，让中国信徒

自己传教效果会比较好。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罗约

翰注重对中国信徒的教育培训，创办了奉天神学院

(即东北神学院前身)，并担任院长直至退休。他还在

营口和沈阳开办免费学校，旨在消除社会对基督教

的敌意，待使命完成即关闭学校。在教会自立和自

养方面，罗约翰与倪维思有些差异，他持一种顺其自

然的态度，认为只要有助于福音广传，传道人从何处

获得资金并不重要。当然能由本地信徒支持更好，

如果不能，从西方差会获得支持也可以。此外，罗约

翰对待中国文化比较理性和宽容，他努力找出儒家

和基督教相一致的地方，以此来吸引中国民众，让中

国人关注和接受基督教的观点。他将社会习俗与宗

教性因素相剥离，既剔除礼俗中的宗教性因素，又照

顾到中国信徒的文化认同，同时强调传教士要熟悉

和认同中国文化和道德。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同时，

罗约翰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通过教育逐渐改变其

中的陋习。他认为“基督教的生命活力可以进入到

尽管干渴，但受儒家道德形塑的泥土中，上帝的明媚

气息会在其中怒放出美丽的花朵”。⑥

1874年，罗约翰接触到韩人，并成功地使一些韩

人归信基督教。在这些韩人的帮助下，翻译出版了

整本的韩文《新约圣经》。罗约翰的韩人助手们将韩

文圣经带到韩半岛，并于 1883年在松川建立了韩半

岛第一个基督教教会。也就是说在西方基督教传教

士进入韩半岛之前，韩人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教

会。罗约翰及其韩文圣经译本对为韩半岛基督教的

传播影响极为深远，因而罗约翰也被誉为“韩国教会

之父”。曾深受倪维思影响的在韩宣教士墨非(Sam⁃
uel A. Moffett)等人于1891年春参观了罗约翰牧养的

奉天教会，对该教会的中国模式印象深刻，教堂是依

照中国传统风格建立的，礼拜由中国牧师主持，教会

的运行依照中国人的生活和风俗。他们认为这是罗

约翰给予他们的重要启示，使他们从事发展基于韩

人思想和风俗的韩人本土教会。⑦

由于倪维思和罗约翰二人的传教方法十分接

近，而且罗约翰作为第一位韩文圣经的译者，两人对

在韩的传教士影响深刻。美国北长老教会的元杜尤

(Horace Grant Underwood)曾说：“在认真和全面的考

虑后，我们接受了倪维思原则，这从那时起成为差

会的政策”。⑧1893年，宣教士在韩长老教公议会第

一次会议上正式采纳了倪维思和罗约翰传教方法

为传教策略，被称为“倪维思-罗约翰方法”，主要内

容如下：

1.传道目标，以劳动阶级之归道为主，其次才是

上层阶级；

2.鉴于母性对后代养育有重要影响力，因之须

以妇女之归道与青少年女子教育为特殊目的；

3.郡所在地设初等学校对基督教教育成果颇

多，因之，吾等旨在培养宣教部所属学校在学之男童

为教师，并派往各地执教；

4.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从事教会事业之人才辈出

之希望，亦可在吾等教育机构实现，这一点需时加

关心；

5.虽无万能的传教士，但上帝之言使人悔改，故

须早日以正确语言翻译圣经使之面世，至为重要；

6.所有文书事业，须脱离汉字之拘束，采用纯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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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吾等之目标；

7.进取的教会必定是自力维持的教会，吾等应

以减少教人中依存生活者之比例为目的，设法增加

自立教会与献金之教人比例；

8.韩人民众应由其同胞引导皈依基督教，因之

吾等将努力培养一小部分人作为传道师，而不是吾

等自己亲自去向大众传道；

9.传道医师之事业如欲获得更好之效果，应对

患者做个人病室或家庭之长期治疗，同时趁机传道，

创造使患者心存感激之机会。外来患者之诊疗所事

业，其成果较小；

10.来自乡村住院治疗而退院之患者，应寻访其

住所，因彼等在医院所经历之温情待遇，乃是传道师

接近彼等之法门。⑨

这个传教策略实际上是对倪维思和罗约翰传教

法进行了综合和变动，更着重于自养。⑩自此以后，

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就成为西方在韩传教士的传

教基本法。甚至当时还规定，每一位新入韩的传教

士，都会送一本倪维思的书，在第一年传教结束时，

不仅要检查韩语学习情况，也检查他们对倪维思-罗
约翰传教法的理解。

二、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与韩文圣经的翻译及

韩文的普及

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特别注重基督教的传播

要使用韩文本土文字，并促使韩文圣经的翻译，这是

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罗约翰

最主要的贡献是翻译了韩文圣经。韩文发明之后，

这种文字简单易学，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也能

很快掌握，但是这种文字被上层社会所鄙视，一直得

不到普及。圣经翻译成韩文之后，极大地方便了向

普通民众传福音。1886年韩文《新约全书》全部译

完，次年以《耶稣圣教全书》为名刊行，即著名的罗氏

译本。罗氏译本是在韩人学者帮助下翻译的，基本

上是从韩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来翻译的，因而使

福音的解释通过本土的视角进行。特别是一些词汇

的选择，更体现了罗约翰期望用本土的观点促使福

音传播的传教策略。比如，对“上帝”一词的翻译，就

采用韩人自己对至高神的称呼，翻译成哈那尼母

(Hananim)，这“在韩人基督教本土化进程中是非常重

要和关键的一步，也就是用韩人自己的语言构建起

基督教上帝的观念。”因而韩国研究者对罗氏译本

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这个译本是韩人教会建立的基

础……也是早期传教士教化韩人归信的唯一版

本……因为罗氏译本是用韩语(Hangul)翻译的，普通

人能够阅读并能理解基督教的真理”。

罗氏译本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韩文版圣经翻译，

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特别强调向下层民众传教，

促使了在韩西方传教士对韩文圣经的翻译。在罗

氏译本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多种韩文圣经译本，直

到 1977年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的韩文全本新

旧约出版。

当时在韩传教士们任命了很多劝书人销售和散

发圣经，这些劝书人本身也是圣经翻译的先驱，他们

散发圣经的同时，也向韩人民众传递着他们所理解

的福音信息，从而使福音带有强烈的韩人文化特

色。劝书人甚至协助乡村开辟教堂，很多乡村教会

就是在这些劝书人的努力下建立的。比如在传教士

入韩之前的松川教会，就是劝书人徐相伦建立的。

监理教的第一座教堂是劝书人白鸿俊于1887年建立

的。韩文圣经通过这些劝书人在韩半岛广泛传播

(参看表一)，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基督教

在韩半岛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

表一 1883-1906年韩文圣经在韩半岛的发行量

年份

1883-188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圣经发行量

198，658
38，006
16，814
28，716
28，751
52，003
98，498
127，269

数据来源：George C. Paik, A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Korea. Seoul: Union Christian Press, 1929, p. 334.

很多学者认为，基督教在某地传播是否成功，第

一步就是是否用当地语言来阐释基督教，就像是根

基一样。正是韩文圣经的翻译直接促进了基督教

在韩半岛的迅速传播，也大大促使了韩文的普及和

使用，为韩人的文化发展和凝聚韩人共同体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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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小视的作用。不仅使基督教迅速在韩半岛传播

发展起来，而且成为用韩人自己语言文字传达和解

释的宗教，为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三、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促使韩国教育迅速

发展

首先，特别强调圣经学习。当时韩半岛有很多

圣经学习班，不仅给予信徒真理上的教导，也促使了

韩文的普及，人们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就学习到了

韩文。当时这样的圣经学习班有四种主要的类型：

普通信徒学习班，教会管理和行政人才班，培养传道

人班。通常在冬天农闲或者夏季，进行一周到十天

左右的圣经学习。这为初期韩人教会培养了大量

人才，为韩人教会的自传、自治和自养提供了基础。

所以克拉克(Charles Allen Clark)博士认为圣经学习

班是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得以成就的关键因素。

其次，重视教育。在教会的主导下，教育在整个

韩半岛普及起来，建立了大量的小学和中学，乃至高

等教育体系。早在 1886年，北监理教就创办了女校

“梨花学堂”，和男校“培才学堂”；长老教也办有男女

大学校各一所。在以后的教会发展中，教会学校成

为韩半岛主要的教育机构。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学

校最早是为了打开传教的大门，一方面让韩人可以

识字阅读圣经，另一方面也培养传教人才。但毫无

疑问，教育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重要意义，带给韩人

新知识和思想，为韩人的独立运动储备了思想和人

才，也为韩国将来的民主化进程打下了基础。特别

是在日本吞并韩半岛的前几年，政治因素和宗教复

兴运动，使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位传教士曾

写道：“我们正处在一场教育革命之中。世俗的和宗

教的学校在一夜之间涌现出来。观察使开办学校，

郡守开办学校，面长开办学校，洞长开办学校。七个

学校董事会争相抓住一名穷困潦倒的教师不放。薪

水已经涨上去，平壤的毕业生成为抢手货……”这

场教育运动对于教会的影响极为重大，教会几乎垄

断了韩半岛的教育。而且传教士们逐渐认识到，教

育要跟随基督徒的发展而开办，凡有基督徒的地方，

基督教的教育就要跟上，而且这一类的学校如果不

是在实在无力经营时，都由韩人教会自己经营和维

持，传教机构只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帮助。传

教士和韩人教会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初等教育

由本土教会负责，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着力开展中高

等教育和实业教育以及神学教育。到 20世纪 30年
代之前，教会小学遍及韩半岛城乡各地(参看表二)，
尤以北部居多，教会小学规模庞大。一个拥有两、三

百信徒的教会就会有一所教会小学，似乎已经成为

规则。并且这些教会学校并不是象在其他地区和国

家一样使用英语教学，而是选择韩人自己的文字教

表二 1913年-1927年新教6教派所属教育事业一览表

年代类别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6
1927

初等教育

学校数

715
714
724
727
707
690
577
603
808
1129
920
766
527

教师数

1143
1191
1080
1070
1082
1198
991
1012
1404
1940
1870
1188
1180

学生数

18692
22520
22671
24160
23968
26121
21112
24400
40623
62027
58017
37767
35413

中等教育

学校数

33
32
26
35
31
33
33
39
36
50
54
48
44

教师数

186
186
191
252
222
268
206
254
274
302
373
458
374

学生数

3692
2709
2851
3144
3967
3636
2564
3966
6158
7583
7816
5107
6910

资料来源：Horace Grant Underwood, Modern Education in Korea，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p.102，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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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同时开设英语课程。

教育的迅猛发展为韩人培养了大量本土传教

士，为韩人教会的自传、自养和自立准备了大量人

才，使基督教以韩人的观念和模式发展，促使了基督

教在韩国的本土化。

四、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促使教会的三自运动

韩人的早期教会就有自传的传统，信徒每个周

日下午都会向邻居传福音。到倪维思-罗约翰传教

法施行之后，培养了大批韩人传教士，利用本土文化

背景进行宣教，形成很多独特的传教方式，传福音的

热情就更为高涨，也更为成功。在韩人教会刚刚建

立，自己还极端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向各地差派传教

士。1907年，大韩耶稣教长老会独立中会刚刚成立，

有了第一批神学毕业生时，就差派他们到济州岛传

教。还有一些传教士远到西伯利亚，日本和南北美

洲，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居住在世界各地的韩

人传教，后发展为向当地人传教。

教会的自养不仅仅在关注教会内部事务上，比

如建教堂和教会的日常运作，而是包括兴办学校、医

院、圣经印刷和发行机构等都由韩人完全独立自主

运作。只有在韩人资金和人力确实不足的情况下，

国外宣教机构才会予以一定的帮助，但伺时机成熟，

宣教士及其资金都会及时撤出。教会的自养，养成

了韩人良好的奉献习惯，使韩人教会在资金上不再

依赖西方宣教士。1908年韩国长老会一共有840座
教堂，其中只有不到20座在建立时接受了差会资助；

1052人在教会中领受薪酬，韩人负担其中的94%。

到1927年，韩国教会自养率达到75%。教会史家白

乐睿(George C. Paik)认为，自养是“韩人教会本土化

的房角石。”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自养也促使了韩人教

会的独立性，很快建立起教会的自治。基督教传入

韩半岛不久，就已经有了韩人自己的牧师。监理教

会早在1901年就任命了两位韩人牧师，1904年成立

了韩国北监理教宣教总会。1907年，在韩的美国北、

南长老教会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长老教会的33名传

教士和 36名韩人长老一起在平壤的章台岘教会聚

集，成立了朝鲜耶稣教长老教独老会，从此韩人也能

参与教会的治理。1912年成立韩国长老会总会，除

会议主席及司库之外，总会其他官员都是韩国人。

1915年以后，总会主席已经由韩人自己担任。1922
年，韩国长老总会通过章程，即外国传教士如果在韩

国触犯戒律，同样应受惩罚，韩国教会可以开除他们

在韩国的教职。从此，韩人教会走上了独立自治的

道路。1907年前后正是韩半岛“宗教大觉醒”时期，

大批韩人归信基督教，这也是促使韩人教会独立发

展的重要原因。白乐睿认为，宗教大觉醒在韩人教

会历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韩人自己教会出

现的标志。正是韩人教会发展迅速，并且有了自己

的组织，在三一运动时，韩人教会领袖在其中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而西方传教士几乎对此毫不知情。所

以人们也认为，这是韩国教会本土化的核心，也是其

力量和精神源泉。

五、结语

综上所述，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的采纳，使基

督教在传人韩半岛之初，就注重建立由韩人自传、自

治和自养的发展道路。首先，其传教法的一系列原

则和措施，培养了大批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教会领

袖人才，使韩国教会走向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其次，韩文圣经的翻译，使韩文文字得到普及，使普

通民众可以接受教育，也使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成

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韩文圣经的翻译是基督教通

过韩人自己文化进行诠释和表达的第一步，是基督

教本土化的重要环节。第三，对教育的极力推动促

使了韩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受过教育的韩

人逐渐成为基督教传播与发展的中间力量。这些本

土传道人竭力寻求通过韩人自己的文化来诠释和表

达基督教，从而使基督教从一个西方的宗教转换成

韩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具有韩国特色的基督教，这

是基督教在韩国成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是韩国基督

教本土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克拉克认为世界上

没有其他地方象在韩国一样，采用了倪维思传教法，

从而使传教获得了极大成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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