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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自古以來，上帝曾多次多方的在中國彰顯他的

愛；就在近一百年來，也藉著校園事工，將他的愛

傾注在青年學生身上。當我們回顧前瞻時，看見每

一個時代都有內外的危機和挑戰，也有上帝奇妙

的轉機和大工。主愛在中國，藉著海內外的校園事

工，不斷彰顯。

一、百年來的中國學生事工

1. 青年會時期(1876-1922)

1876年，基督教青年會(YMCA)在上海成立。

這是最先傳入中國的西方基督教學生工作團體。最

早在學校成立青年會的，是1885年的福州英華書

院和北通州潞河書院。接著在許多學校成立校會，

1896年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會議，建立了全國性組

織。

這段時期的青年會，藉著查經、禱告、夏令

會、學界佈道會、文字工作(如《學生青年報》、

《青年進步》等書刊)，帶領了許多學生歸主。1905

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後，教會學校和青年會的活

動，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吸收西學的主要管道。青年

會所舉辦的哲學、科學問題討論會，吸引了許多學

人的興趣，進而指出基督是解決當前中國困境的出

路。

青年會的西方傳教士也致力栽培本地人材，並

交出管理權給華人。這一連串的本色化運動和中西

接軌的格局，催生了1910年成立的「中華學生立志

傳道團」，推丁立美為幹事。這是中國基督教歷史

上，第一個產生於中國學生界和知識分子界，面向

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佈道團體。他們喚起一般基督徒

學生的熱情，立志終身傳道，為教會工作，以「在

這一代裡，祖國和世界福音化」為口號。至1922

年參與的團員共有1,750人，其中加入傳道的有136

人。

「中華學生立志傳道團」的目標，可說是五四

運動前後那段激情澎湃的大時代中，基督徒知識分

子另一種救亡圖存的努力。這一條「中國福音化」

的救恩路線，一百年來與無數愛國青年撒頭顱、

拋熱血的救國運動並行，成為兩條尚未交流的平行

線。

2. 非基運動到抗戰時期(1922-1937)

1922年4月，第十一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預備在清華大學

召開，由青年會的顧子仁籌備。北京大學的一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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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得知此消息，乃於3月9日發表「非基督教學生同

盟宣言」，稱基督教為資本主義先鋒，認為基督教

反科學、束縛思想、麻醉青年，是文化侵略。宣言

發表後，各大城市大學生紛紛響應，其影響力極深

廣久遠。

由於非基同盟的刺激，教會界發起了「本色教

會」及「自立運動」，其目的是中國人自治、自

養、自傳，為教會消除西洋色彩。而這時期青年會

提出「人格救國」的口號，其原先學生工作的性

質，漸由直接佈道轉為社會服務。

但是，「主愛在校園」這段時期卻以另一種方

式展現，就是基督教學校的建立。幾乎每一個來華

宣教團體都設立了各級學校和女子小學，包括中國

最早的殘疾人學校。在這段強烈反教的氛圍中，胡

適卻肯定基督教的貢獻：「我們焚香感謝基督教的

傳播，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

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新文化侵略者』提倡『天

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

開設婦嬰醫院⋯⋯他們是中國新教育的先鋒，他們

是中國『慈幼運動』的開拓者，他們當年的缺陷是

我們應該原諒的。」

1921年全中國公立大學只有3所 (北京大學、

山西大學、北洋大學)，私立大學5所，而著名的教

會大學卻有16所，大多以中國人為校長，成績斐

然 (例如1904年中國第一所現代化私立學校天津南

開中學，及1919年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更正教

在1934年有13所教會大學 (學生5,718人，約佔全國

15%)、3所醫學院、7所神學院；男中學115所、女

中學102所、男女同校中學43所；高小約1,000所、

初小約6,000所。

上帝藉這些基督教學校不僅帶領了極多學生信

主，也為民國前後的中國社會培育了現代化所需的

人材。當時，傑出的奮興佈道家丁立美對青年學生

影響極深，教會學校的學生因他講道而決志獻身宣

教者不知凡幾。1909年3月，山東廣文學校請畢業

於該校的丁立美來校主領奮興聚會，在那次奮興會

中，原來每天只有20分鐘的晨間崇拜，延長為1小

時。在300學生當中，竟有116人在丁牧師富有挑戰

性的佈道下，決志走上傳道之路，成為「中華學生

立志傳道團」的開始。

丁立美的佈道足跡踏遍十餘省，帶領了許多大

學生信主，並鼓勵了不少人獻身，形成強大的學生

福音隊伍：他有時更在一個月之內帶領千餘大學生

信主，在幾十間大學中設立支團。團友達1,600人之

多，獻身終生傳道者甚多。

中國近代著名人物的傳記中，也常提到他的影

響力。史學家簡又文說：「丁立美牧師由北方來校

(廣州嶺南中學)宣道，情辭動人，聲淚俱下，誠懇

之情，感我至深，我自此決心學習宗教、哲學、神

學，立志獻身，畢生以服務為目的為職志。」著名

學者謝扶雅回憶說：「他的祈禱，詞句和聲音真是

美麗，『立美』名不虛傳。」

1927年到1937年這十年大復興時期，神藉著許

多佈道團點燃了福音燎原之火。由伯特利差會在

1931年組成的「伯特利環遊佈道團」，被認為是

最有代表性的一個。計志文任團長，宋尚節、聶子

瑛、林景康、李道榮、時約翰為團員。伯特利佈

道團在1931-33年三年內足跡達13省，聚會千次以

上，聽道40萬人，決志信主約18,000餘人。後來他

們成立10個分團，走遍全國。抗戰期間在西南大後

方對大學生的佈道也極有果效。

伯特利佈道團和後來的宋尚節佈道團，都有許

多學生參與跟進探訪，並到城市周圍佈道。

3.抗戰及勝利時期(1937-1949)

1938年冬，趙君影到昆明，向西南聯大的學生

作見証。中國內地會傳教士孔保羅夫婦也同時作學

生工作，有于力工與他們配搭。

1944年，趙君影在重慶大學和中央大學的佈道

帶起了靈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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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在重慶南山舉辦全國各大學基督

徒學生第一屆夏令靈修會，來自42個大專院校，共

169人，以國立大學學生為主。趙君影以「幾乎全

體奉獻，流淚哀禱，彌滿全堂」來形容聖靈在早禱

會的工作。7月22日夏令會閉幕前夕，成立了「中

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會」)，

趙君影任總幹事。事工迅速發展，各院校的分會有

的每主日聚會多至200人。

1946年1月學聯會在重慶舉行第一屆冬令會。

之後參加的學生很快在華東各大學成立小組，並在

校際之間有聯合會，如北平基督徒學聯會等。6月

中國內地會傳教士艾得理(David Adeney)加入學聯

會，內地會其他傳教士也受邀到大學工作。

1947年7月，學聯會在總會所在地的南京，舉

辦第二屆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夏令會，約

350位參加，楊紹唐、趙君影、計志文和內地會的

華福蘭會督擔任講員，約100位願獻身事奉。學聯

會的事工，帶動了許多大學生靈命復興，委身事

奉，約在100多所大學院校有福音工作，也遠至內

地邊疆佈道，邊雲波《獻給無名的傳道者》就是這

段時期的寫照。這些大學生後來成為國內家庭教會

的中流砥柱和海外華人教會的領袖。「主愛在校

園」藉著這些營會，擴散到全國及海外。

1951年各大學學生仍可聚會，但僅限在教堂

內。後來因規定不許參加註冊教會以外的任何活

動，學聯會的團契轉為不公開小組聚會，成為家庭

教會的先驅之一。

北京的學聯會因未正式加入全國學聯會組織，

所以到1955年還有每年一次的「學生福音祈禱大

會」，直到王明道及一些基督徒學生被捕，學聯會

的事工才暫告一個段落。

4.海外的校園事工(1950-2000)

1950年代。中國大陸政權改變後，許多深受

校園復興運動影響的西方宣教士、中國信徒和傳道

人移居香港、台灣、東南亞，直接促成了香港學生

福音團契(FES)和台灣校園福音團契(CEF，1957成

立)的校園福音工作。

1960-80年代。北美的華人查經班(或稱團契)

在60年代蓬勃興起，主要源自台、港、新、馬學生

工作的果效。許多基督徒留學生出國後成為校園福

音事工的創導者，畢業後落地生根，成為北美華人

教會的牧長和講員。1957年美東開始了第一屆華人

韓偉等四人在松溪會議

學生夏令會，後來賓州松溪(Pinebrook)夏令會成為

全美各查經班每年一度的造就、分享盛會。張紀德

回憶說：「松溪夏令會通常是四天，每日以晨禱開

始，而後有主題講道、小組查經、專題、見證分享

等，都是豐盛的屬靈宴席。我們先後聽過許多神重

用的僕人──于力工、林道亮、沈保羅、唐崇榮、

滕近輝、吳勇、韓偉、王守仁等的講道及見證。

70年代初，參加松溪夏令會的人數，從100餘人

增到400多；有來自北美很遠很多地區查經班的領

袖。」(《使者雜誌》2013年6月刊)

1963年蔡錫惠和周主培在賓州成立基督使者協

會；王永信在中西部、林三綱在東部經常到各查經

班巡迴講道，他們無形中成了各查經班的導師。

這段時期王永信領導、由中國信徒佈道會召集

的「中華聖樂合唱團」，由華人留學生組成，用

暑期到北美各地的校園和中西教會獻詩、佈道、見

證，留下了佳美的腳蹤。對參與者和聽眾，都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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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的復興。

到1970年代中期各地查經班漸漸轉型為華人教

會，讓我們看到這時期「主愛在校園」的方式是：

整合各類人材，裝備百般恩賜，事奉經驗成熟，迎

接下一波來自大陸的新浪潮。神在北美、歐洲、日

本、海外各地預備了福音據點和人材，在國內的知

識分子中則預備了心田。

1990年代。1978年中國大陸開放留學政策

後，一些訪問學者到達海外，可自由接觸福音。在

國內家庭教會受過造就的留學生和事奉多年的老傳

道人也有機會到海外，與華人及西方教會同步投入

學人事工。許多基督徒外國教師在國內興起了中斷

約30年的校園事工。

1989年以後，海外及神州大地均掀起「基督教

熱」，大批中國學人歸主、獻身，許多針對中國學

人的福音機構(如1992年《海外校園》雜誌、1997

年《生命季刊》及學人團契、教會成立，這是中國

學人事工的轉折點。至2000年止，海外大學以上

學歷的中國學人已超過70萬，估計單在北美就約有

10%中國學人信主，500人以上全職事奉，約50人

牧養教會，其餘在西方宣教團體或華人福音機構事

奉的，也有一部分回到中國。

5. 近十年的校園事工

2000年代。近十年中國財富增加，歐美經濟

衰退，出現了新一波的自費留學潮。若你走在今天

的北美各地校園，你會看見近年本科生正快速增

加，並且加上高中生，目前這批年青的中國留學生

已與研究生總數相同。根據國際教育協會(IIE)的報

告：美國的中國留學生，2012年底有194,029人；

2012-2013學年有235,597人。其中本科生人數增長

了26%。

這些看來青春好動的新面孔，內心深處仍像所

有老中青的學生學者一樣，同有喜怒哀樂，同需理

解關愛，同具罪性情慾，同慕真理恩典。他們當中

有許多福音的好土，是未來中國教會和社會的接班

人。他們的家庭大多非富即貴，他們畢業後絕大多

數必須回國。因此他們生命的改變，不僅是改變

個人，更將改變他們的父母和整個社會、教會的面

貌。過去百年來不同年代的經驗，肯定可以應用於

這些 世代的新一代。

目前越來越多的基督徒帶著傳福音的使命感長

期或短期歸國事奉。這些「海歸」和國內原已興旺

的城市校園福音工作互相配搭，成為國內新興的福

音工場。「海歸潮」是2013年榮登國內「史上之

最」話題榜的熱詞之一。根據《中國留學發展報告

2012》預測，到2017年，海外留學生回國人數將

增長到66.6萬人，累計回國人數將達到332.55萬人

次；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則估計，未來5年內，中

國回國人數將大於出國人數。這些海歸中如有1%是

基督徒，其影響力將何等巨大。校園和海歸事工已

經是一體的兩面，密不可分。海外校園機構的新媒

體產品和「橄欖社區計劃」、基督使者協會及其他

機構舉辦的研討會，都正聯合面對這新一波浪潮的

挑戰。

結語

「主愛在中國」一百年來薪火相傳，早已從

國內延伸到海外各地校園，又將藉著新海歸帶回

國內。海內外各地、老中青三代，再一次在上帝

的大計劃中交流接軌。誠如David Howard在Student 

Power In World Missions一書中曾說，在教會歷

史中，「當(基督徒)學生開始行動，必有大事發

生。」我們深信上帝在近百年的海內外校園興起華

人學生事工，必有奇妙無比的旨意要成就。

我們拭目以待，我們衷心盼望！

（作者為榮休海外校園同工，長期從事文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