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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會人物素描

十九世紀中國對外開放以後，

美國長老會在山東地區開展了很

多工作，醫藥、濟貧等方面的貢獻

甚大。教育方面，除倡辦西式的男

女學校外，中國第一所大學「文會館」

(Tengchow College)也是由長老會所創立的。

文會館後來與英國浸禮會在青州的廣德書院合

併為廣文大學，再後遷往濟南稱為齊魯大學。宣教

士努力幫助中國人提升教育和生活水平外，也積極

傳福音，建立教堂，開辦神學院培訓本地傳道人。

丁立美就在這樣的栽培下，受神使用，成為其中一

位出色的奮興佈道家，也是全中國最早的佈道家(蔡
蘇娟語，參曲文)。他也很早便主張中國教會要自

傳。1908年，山東長老會各地牧師約20人，共同設

立「遠方佈道會」以自立、自養、自傳、不接受西

方資助為號召，並制訂了章則，是為山東中華基督

教會，即自立會之雛型。丁立美為其中一員。

自幼便是「小牧師」

丁立美是山東膠州人，本名立瑂，生於1871年
(清同治十年)。山東是孔子的家鄉，儒家學說在這

裡很受到尊崇。丁立美的父親丁啟堂，原本崇奉

儒學，後受感於長老會宣教士，是當地最早的基督

徒。丁立美幼承庭訓，與弟立介(立玠)自少便認識

基督教，兩人俱為牧師。在登州文會館附屬的學校

就讀時，丁立美已無心於名利之場，受宣教士老師

所啟迪，已崢嶸頭角，有「小牧師」之雅稱，其佈

道心志此時已形成。

22歲畢業，回到濰縣教會所辦學校擔任視學，

並帶領查經班，又在山東半島各地

從事鄉村佈道。26歲(1896年)時回到

文會館任職，深感對聖經認識不足，

開始修讀神學。按謝扶雅所編的《丁立

美牧師紀念冊》中所載，「是時神學為流

動式，無固定校址，時而煙台，時而濰縣，蓋分

別就指導教授實地研習，因人因事而遷也。」(第3
頁)因此，中途退學者甚眾，與丁立美同班入學有20
人，最後能畢業的只有7人，丁立美是其中一人。

他受到各位師長的感召與訓誨，奠立了一生的信仰

和西方知識基礎。也在這一年，世界青年會的總幹

事穆德( John Mott )來華，呼召了76位學生決志終身

傳道，丁立美是其中一人。

中國的慕迪

丁立美神學畢業後，於1898年受按為牧師，在

萊州今掖縣牧會。當時山東有大刀會反對基督教，

後來更演變為「義和團」。1900年，丁立美遭暴

徒襲擊，並被羈留獄中40日，受笞杖二百，皮開肉

綻。適逢袁世凱上任山東巡撫，與赫士牧師(Watson 
M. Hayes, 文會館第二任校長)有交情，始得開釋。

丁立美並未因此而退縮，歷任山東各地長老會

牧師，和四處佈道，每次講道都坐無虛設，每每達

千人以上，在北京有一次更達2千人。除了東北，

丁立美的足跡遠至河北、江南一帶18省，被稱為

「中國的慕迪」。他也曾東渡日本，向留日學生佈

道。

當時的佈道工作也伸展到軍隊。1921年冬天，

丁立美在西安為馮玉祥部隊佈道，使130人決志慕

遊行佈道家丁立美
陳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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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還成立了一個有59人組成的軍人立志傳道團。

(趙曉陽引述應運濤所言，見《基督教青年會在中

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第258頁)

學生立志傳道團

宣教士明白，要使基督教能在中國真正紮根，

需要知識界和教育界的投身。1909年，廣文大學教

師路思義( Henry Winters Luce )在學生中「發動一個

奮興運動」，請畢業於廣文大學的丁立美牧師來主

領奮興聚會。原來每天只有20分鐘的晨更崇拜延長

為1小時，在300學生當中，竟有116人決志走上傳

道之路，佔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以上。

1907年來華傳教百年紀念大會特別決議將青年

學生的傳教事業委託給「青年會」。1909年，青

年會的華北會議在北通州的協和大學舉行，決議成

立「中華學生立志傳道團」。1910年，在「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協助下，成立「義勇傳道

團」，推丁立美為遊行幹事，1914年改稱「中華學

生立志傳道團」，添聘王善治為幹事，遊行各地，

向學生們演講佈道工作的重要，喚起一般基督徒學

生的熱心，立志終身佈道，每年有百餘人簽名。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第249頁) 1922年，該

團在江西牯嶺召開第一次全國大會，當時已有48
個學校支團，約1,600名成員，其中130人加入教會

作傳道。儘管佈道團的經費主要來自西方差會，但

也標誌著中國基督徒開始承擔向本土宣教的責任。

(應明〈使萬民得福〉刊《大使命》2009年2月號)他
們當時的口號是：「在這一代裡，祖國和世界福音

化」。(《中國與福音學刊》2008年1-6月號〈學生

福音運動在中國〉，第207頁)
丁立美一直在學生立志傳道團中服侍，直至

1926年。丁立美離開了傳道團後，此事工就無疾而

終。然而，傳道團的事工在普世宣教方面由後來的

「國際學生福音團契」所繼承，在中國則由抗戰時

期所起的「中國基督徒學聯會」(簡稱「學聯」)所
承襲。(〈學生福音運動在中國〉《中國與福音學

刊》2008年1-6月號，第122頁)

中華國內佈道會

在邊疆佈道方面，丁立美也是最早的推動者之

一，首位往雲南苗族中間傳道。他以內地民眾未聞

福音者眾，中國人理應承擔向國人傳福音之責，於

1918年，在江西與余日章、誠靜怡等人發起組成雲

南佈道籌備委員會。次年春，丁立美夫婦等7人受差

往雲南調查和佈道。每日乘馬出入山林草莽之間，

常連人並馬陷泥穴，丁立美有詩紀其事云(1919年7
月12日)：慰勞休想從人得，最好艱難向主提(《丁

立美牧師紀念冊》第16頁)。1920年，中華國內佈道

會正式成立，誠靜怡任會長，在雲南、西北、東北

等邊疆地區進行佈道，建立教會。其中雲南是該佈

道會的主要工場，女教士陳玉玲是其中的代表。(應
明〈使萬民得福〉刊《大使命》2009年2月號) 

得力在於禱告 

丁立美具備卓越生動的口才，但另一方面又諄

諄善導，故其巡迴佈道結果纍纍。然而，丁立美常

常與人聯禱。據賈玉銘所寫，丁立美、賈玉銘、孫

喜聖三人有一夜在青島海濱通宵祈禱，求神在中國

興起像衛斯理、慕迪等奮興佈道家，這一晚的祈禱

果然應驗。再有一事：1911年，丁立美到沂州帶領

奮興會後，與賈玉銘及數位弟兄姊妹為以下三件

事祈禱：1. 出版《靈光報》，2. 成立一自由佈道

團(靈修院之初步萌芽)，3. 聯絡各地同工成立聯禱

團。(《丁立美牧師紀念冊》第42頁)這三件事最終

都能成就。

而為人所樂道的是他由1916年便開始使用的代

禱冊，冊上「列記中外友人之應為代禱者，無論識

與不識，共達三千人以上。」至於他所發起的聯環

祈禱運動，參加者分佈於各地。「據牧師1916年某

月之通函稱『時下與余聯禱者共計2,005位』。」其

中包括牧師、校長、教員、醫生、商界、軍人、外

國人等，有男有女，有年長至60、70歲的，也有10
餘的，藉著「聯禱函」彼此親愛體恤，記念聯絡。

(《紀念冊》第13頁)
丁立美重視禱告，得知自己患上肝病後，朝夕

代禱，熱切為教會及來訪者和在外領會者祈禱，常

至午夜。

晚年任教席

1923年因赫士牧師相邀，重歸山東，在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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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神學院任教。講學授徒，誨人不倦。1932年9
月，蒙神默示，創辦聖經學院於天津，任副院長。

除授課外，更常到各堂帶領奮興會，組織查經班

等。

1936年，丁立美因肝病辭世，回到天家。

謝扶雅在《丁立美牧師紀念冊》中如此寫道：

「牧師之所以能感召青年學生而贏得其心，甘願決

志傳道者，其原動力與其謂牧師暢達之口才、豐湛

之經學、精闢之神學思想，毋寧謂牧師自身之活經

驗與宗教情緒，最能彈動青年人之心弦也。」(第10

頁)丁立美對神的委身，他生命的見證，是成就天國

事工的重要元素，足為後人所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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