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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华北社会研究（1927-1937）》书评 

高新慧（上海大学） 

本书着重关注华北各教会在遭受非基督教运动的沉重打击之后的复兴措施，如扩

大布道、五年运动等，并且对一系列措施施行的状况、效果进行考察，除此之外本书

还对华北基督教会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对教会的激烈冲击、社会福音思潮影响下的

华北教会与华北教会学校进行的乡村建设、教会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表现及华北的民

教、政教关系等问题进行细化探究。 

1927-1937 年的华北基督教为了从非基督教运动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在全国基

督教协进会的领导下采取了培养布道人材、提倡个人布道、进行群体布道等措施扩大

布道，以求增加入教的人数、提高信徒的质量。华北基督教会为扩大布道做出的努力

还是有回报的：大多数教会教徒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且人数增长比率实际远高于非基

督运动时期。但是基督教作为西方外来宗教，实际在中国民众信仰体系中属于小众宗

教，在各地宗教信仰统计中仍然低于佛教，道教等宗教。因此，五年运动虽取得一定

的效果，但是对于中国总体的宗教格局影响不大。 

此时期恰逢世界经济危机肆虐西方世界，导致各差会母会对华北基督教会的拨款

大幅度减少，华北基督教会为了减少对西方拨款的依赖，通过提倡受托主义、义务劳

动、裁员减薪、从事副业等措施开源节流，华北基督教创办的学校、医院等社会事业

也通过提高收费、取得政府财政支持等方式来应对经济危机，最终大部分教会及教会

的社会事业得以保存，教徒依赖西方的心理也被破除，此外还自行培养了大批教会的

义务传道人员，强健中华教会发展的能力，有利于中国教会本色化。对普通信徒而言，

增加了自身为教会服务的意识，使中国的基督徒有强烈的受托意识，进而增加了教会

的各项捐款，当然这也与此时期中国经济状况改善有关。同时，教会在应对经济危机

过程中，也加强了各教会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加强同地方政府及官绅人士的交往，教

会学校、医院等社会事业也获取了地方的经费支持，说明社会人士对教会事业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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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特别是教会为了减少对西方的财政依赖，也进行了基督化经济关系方面的积

极探索，实行工业改良与工读教育，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但也确实对中

国经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工的生活生产环境。而且各教会从事

副业，增强了教会收入，工读教育的进行，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业技能。但就总体而言，

中国教徒受限于经济能力，捐献款数有限，华北教会的资金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外国差

会的拨款，能够真正达到自养的教会少之又少，教会的领导权因此依然是牢牢掌控在

外国传教士手中的，华北教会的本色化任务还远未完成。 

当时在美国的农业传教思潮影响下基督教认识到农村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于

是将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农村。教会的乡村建设虽然以传教为最终目的，但是并不

急于发展教徒，而是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找到农民最迫切的需要，以此为指向和参照

构建针对乡民的服务体系，很有针对性与计划性，涉及农业改良，乡村卫生，农民生

活等问题。华北美以美会、中华基督教会、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及教会学校都

在华北地区为乡村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其中燕大清河实验区、齐鲁大学龙山实验区

都在乡村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华北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力量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知识的

普及，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优良农产品、禽畜的引进与推广，普及教育等方面，同

时也都重视宗教活动，通过改良活动来吸引农民入教，这也是在建设所谓的“乡村牧区”，

但在实际成效上却不尽人意。教会实验区确实改良了农民的生活环境，将先进的知识、

技术介绍到了落后偏僻的农村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由于

乡建活动人才接济不充足，导致虽热情满满却无力实行。再加上乡村建设实验区土地

狭窄、人烟稠密，农业发展困难甚大。并且当时华北农村民智不开，迷信太深，风俗

不良，民情太坏，又逢频发的战乱，来华传教士并未认识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根结所在，

只寄望于通过简单的改良改变中国社会现状，是过于天真的，中国农村的凋敝与落后

非改变社会体制不能解决。 

在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初确立政权，虽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由于基督教

的外来性质、与西方国家的紧密关系等原因，依旧视基督教为威胁，不断通过法律法

规加强对教会团体的管理和控制，还试图通过对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排挤宗教的影

响，并淡化教会事业中宗教的色彩，使之受政府控制，利用其为中国社会服务。这一

理念的具体表现为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法律法规强制教会学校立案，把教会学校纳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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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的管理体系之中，各教会学校立案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学校中对学生推行三民

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企图以此来代替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通过

改订新约运动，企图逐步削弱外国人在华特权，也使基督教在华特权的根基受到动摇。

而教会在此时期经历非基督教运动冲击后也开始内部反省，教会意识到时代环境的变

化，更加重视参与国家建设，与政府的合作加强。总之这一时期的政教关系为：政治

对基督教既利用又打压，基督教为了缓和与政府的关系，积极寻求与政府的合作。 

在对此时期民教关系的探讨中，作者着重通过对德福兰案引起的中美政府交涉、

中外舆论激辩、教会内部反应三个方面来对当时的民教关系进行考察，在此案中，南

京国民政府意图借机废除领事裁判权，美国态度强硬，坚决使用领事裁判权处理此案。

中方多次要求惩处德福兰未果，于是借舆论大肆批判基督教，美国舆论出于民族情感

坚决主张德福兰无罪。中外舆论发生激辩，教会内部虽有不少传教士认为应该处置德

福兰，但总体来说外国传教士仍是出于国家立场支持德福兰无罪的。本书认为中国由

于国弱且希望寻求美国的帮助导致在与美国就德福兰案进行的博弈中失败，地方民众

在舆论的影响下掀起反外浪潮，但这次并未演变成暴力性质的反外运动，而是以较为

温和的方式进行，显示出这一时期虽然民众对于基督教还有警惕防备心理，但民教关

系相对于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已经有明显缓和。 

本书还通过探讨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华北女子生活的影响来考察当时的民教关系。

这一时期社会动荡，灾荒及战乱频发，政府无力悉心救济，而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

社会救济则成为民间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女青年会在华北地区的救济区域、人

数有限，但其不顾危险，运用西方的救济模式对灾民、贫民的热心救济，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困境。尤其是女青年会组织的抗战救济，更是激发了华北妇女抗日

救国的积极性。当然女青年会的救济也带有传播福音的功利目的，其社会救济活动也

赢得了部分民众的好感，为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女青年会也认识到在国事日蹙，

民生日困的现状下，特别是随着日本的步步侵略，紧靠单纯的社会救济无力改变社会，

非改革旧制度，建造新社会不可，开始将工作转向以适合于实际的人生和改造现社会

为目标。 

1927-1937 年间，日本侵华加剧，华北地区更成为中日交涉的前沿地区。教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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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国难当头的关口一改 1930 年代之前对中国政治运动的回避态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华北教会与华北教会学校通过募捐、支援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货等措

施表达爱国情感，其中燕大学生的表现最为激进，除上述行动外还组织与参与了一.二

九学生运动，推动了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民众的觉醒。然而，由于教会

学校师生长久在校园生活，脱离社会实际，未能认清社会状况的复杂性，他们所提的

部分建议，也很难在实践中落实，故也有人士认为他们坚持做好教学与学习的本职工

作，才是救国的正道。 

当今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的侧重点多在基督教外围，围绕基督教与社会、政治、文

化、中外关系等多个方面展开，这样的情况也使他们必然会忽略教会内部的许多东西，

如不经常会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人或物往往难以进入其研究视野（如保守派教会），

甚至多属于教会本身的资料（如神学著作）也不大引起其注意。研究内容也多侧重西

方差会与精英传教士，对中国本土教会、信徒、农村教会的关注度较小。并且当前研

究成果多重视单项叙述基督教的在华活动，对政府、民众对其活动的反应的探究较为

薄弱，而这些对于基督教本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则在清楚把握当代基督教研究

的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努力完善对 1927-1937 年华北基督教的研究，不仅考察了华

北基督教的外围事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内容，还对基督教来华的根本目的——

传教活动做出了细化探究。针对当今学界对农村教徒。教会关注不够的缺陷，作者也

力图摆脱，在第四章基督教与华北乡村建设与第五章基督教与华北政治、社会生活中

都对农村教会及下层信徒的活动进行详细探讨，并且全书在叙述基督教在华活动如五

年运动、乡建运动时，都注重对政府、民众对活动的反应的考察。 

南京政府前十年的基督教史在当今的基督教研究中的也是一个薄弱点，对此时期

“五年奋进布道运动”、“基督教救国运动”的考察也较微薄。本书则对这些薄弱点进行详

细的探讨与研究，弥补了学界对此关注不足的缺憾。 

本书资料丰富，利用基督教协进会、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英国伦敦会及

齐鲁大学等教会机构的英文原始档案及年度报告，并结合大量的民国基督教中英文图

书、各种中英文基督教期刊及华北各教会学校所办期刊，还利用了上海、北京、天津

等地档案馆所藏资料，资料多样化且多为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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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界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经历了从单纯的“文化侵略”范式到“文化交流”再

到“现代化”范式的演变，本文则是力图摆脱单一研究范式的束缚，试图汲取各个研究范

式之长处进行研究，同时还借助其他学科方法，如文化传播学，社会学的统计与应用

知识。教育学，宗教社会学等方法，多角度全方位的对问题进行分析。 

但是本书也有一些缺点，作者在书中第五章基督教与华北政治、社会生活中对华

北基督教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到这一时期除了政府的限制政策外，各教会学

校，医院在经济紧张下，也得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支持，这也是政教关系缓和的表现。

而中央及地方政府帮助教会学校、医院度过经济危机的内容在第三章华北基督教对

1929 年经济危机的应对中已经探讨过了，同一史实反复提及，有拖沓重复之感，类似

的情况在 184 页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书中提起 1946 年的报纸在批评美国士兵在华行凶

时特意提起德福兰案，批评德福兰的行为称“一个强国的国民，不知自爱，不知自重，

处处暴露些卑鄙的态度给人家看，如何能使人瞧的起呢？”这一部分引自《青岛民言报》

1946 年 10 月 9 日刊载的《德福兰杀王国庆案》，在前面对德福兰案引起的中外舆论之

激辩中已经引用过了。 

除此之外个人认为女青年会与华北女子生活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放在第五章基督

教与华北政治、社会生活这一章节并不合适，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华北地区所作的识字

教育、家庭教育、技能教育、社会救济与第四章基督教与华北乡村建设的内容更为贴

近。 

本书错别字较多，如 256 页：“因当时政府对教会学校的管理比较松散，很多进步

组织也利于教会学校内的青年会或团契等宗教团体来从事革命运动”中把“利用”错写成

“利于”，260 页“更有学生认为政策政策本末倒置”中多余了“政策”二字。类似的情况在

书中的其他章节也有出现。 

总体而言，作者全面考察了 1927-1937 年华北基督教的扩大布道、应对经济危机、

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的政府之间关系、民众之间的关系、抗日救国运动，具有全局

意识的同时也较为注重细化探究，清楚的在读者眼前呈现了这一时期华北基督教的努

力与挣扎，政教关系、民教关系的缓和，华北基督教会在抗日救国的积极作用，也深

层次的揭示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两难境地：福音派重视社会事业却对传道没有太大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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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基要派重视传教并取得显著效果却不受社会欢迎。读完本书不仅对此时期的华北

基督教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当时华北社会、政治、乡村状况也有更深层次的思

考。本书在附录中还详细列出山东、北京两地的基督教相关史料的分布与馆藏，无疑

对于学界的研究与后辈的入门起到帮助作用。虽然书中有一些小的缺点，但是瑕不掩

瑜，本书仍可以称得上是一本难得的基督教研究著作，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