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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近代中国东北社会变迁和政局变动为背景，以东北基督教会在不同时期的处境、对

政治问题的同应、以及这种互动对教会发展的影响为主线，着力揭示近代尔北教会这样一个特

殊的组织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联，及影响政教关系的种种因素；揭示在政治影响下信徒群

体之间、教会宗派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政治对基督教传播和发展的深刻影响。

在种种揭示中进一步展现与东北基督教发生关联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背

景下探讨中国东北教会的境遇和特点。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介绍东北基督教传播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同时对东北基督教在东北Ⅱ基

督教体系的位置以及天主教、东正教传播对其发展的影响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

第二章分析1867年基督新教初传中国东北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北教会面临的政

治处境及其应对措施。文章指出传教士在东北传教的过程中。遭遇到来自官府、比众以及东北

天主教或明或暗的抵制和掣肘，多次教案对东北教会构成了一定的打击。但新教传教十十分注

意传教策略，人都保持恭顺谦和与忍让的态度，极少与官府和比众对抗：他们有效地利用了优

秀的本土传道人，努力辨别和排斥了吃教者；他们广泛开展灾荒和战乱的救济活动，缓解了人

们的排外情绪：尤其是一枝独秀的医疗活动，大大赢得了官绅民各界的好感。因此教会信徒得

以增加，教派联合得以实现，教会体系得以形成。

第三章论述从义和团运动到“九一八’’事变之问基督新教面临的新环境和教会的新发展。

这一时期俄日势力和土匪军阀交替争夺和控制东北，传教士依然注重与各种政权保持良好的关

系，采取深入民众的“下层路线”与接触高宫的。上层路线”并重的原则。在历次战乱和瘟疫

灾荒中，教会都积极配合官方深入民众进行救助活动，并以医疗活动为突破口结交地方官员，

从而赢得了来自各方面的好感和支持，教会得到一定的发展。如新教宗派的增加、传教范围的

扩展、教会事业的繁盛、本色化运动的兴起等等。当然，由丁欧战和东北政局动荡等原因，1915

年后东北教会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第四章探讨193l～1945年东北沦陷时期特殊政局下东北教会的境遇。此期间日伪政权的基

督教政策由宽松转而紧缩，进而开始了全面的打击和控制。教会活动遭到监控，教会人士遭到

迫害，最终西方传教士均遭拘捕并被遣返．各项教会事业几遭灭顶之灾。同时在日本军政势力

的支持下，日本教会势力乘机打入新教系统内部，通过教派联合和组织改造实现了对东北原有

教派的控制，有力地配合了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在严密的控制和打压面前，东北中两教会人

士尽可能保持低调忍让的态度。只有在涉及到原则问题时才进行有限度的抗争。即便如此也未

能遏J}：教会整体上的衰落。

结语部分对东北的政教关系和东北教会的特点进行总结。作者认为：国内和国际政治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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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具体可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基督教会的政治态度

和应对策略对教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传教十政治态度的因素有很多；基督教会

与国家政权的博弈是不对等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博弈，一．口．国家政权下决心对基督教

进行打击，教会人都难逃毁灭性的命运。强烈的政治性也使尔北基督教独具特色，其特色将在

东北新教与其它不同范嗣内的基督教的比较中得到凸显。

Il

关键词：中国尔北：近代：基督教；政教关系；处境；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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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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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lp嚣托删s tlle lkts abaut me i11te鹏lali碱ip b咖嘣l chu咒h蛐d all l【illd3 ofpolitical forc髓，

tlle f．acto璐Which inn啪∞tlle他l撕∞ship姗嘲chm℃h孤d poli6cs，the political impacts t0 tlIe

diss锄iIIation锄d de、，elopm∞t of Christi觚i舡And it finds out tlle c鲫pl瓴他l撕。璐hip iIl dif】f打∞t

Q嫡sti锄铲叫ps．di妇衙锄t alfisti锄s∞ts勰d di臼渍既t p懿∞s鹳wcll．Fll曲朗norc，it sho粥吐圮

dom髓tic蛐d iIlt饥lati哪l iS跚懿他lation t0 Ch矗stiani锣iII Nomle弱t of China，锄d discuss髑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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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ccial occupicd p耐0d．D谢ng tllis p甜0d，Jap孤髓e锄d Puppet aumoriti髓’tole啪t policy to

CMsti觚埘鲫州s硒ctcr锄d church髓we他c∞仃Dlled柚d attacked∞tirely．Church髓’acti讥ti髓

we代monitor酣tiglltly柚d pe鹤。邶of chu陀h嚣we陀pe巧∞uted．At l懿t mission撕懿we托an

黜stcd so吐lat church髂in Northe豳t of ChiIla were almost d嚣∞oyed．At t量le s锄e time，鲫pponed by

Japan milita巧fOrc骼，Jap锄amstian groups％tered iIlt0 P协t骼tallt church syst咖iII NoItlle鹤t of

China，柚d conn．；olled tlIc∞church髓by他buil妇g 0r alli柚ce of church syst唧，Which coope仡ted

州m ag伊∞sive觚d cxpandable policy of Jap觚e胝tiVely．FaciIIg strict con仃ol锄d opp佗ssion，

church髓iIl Nonllc鹤t of China tri酣meir b瞄t t0 kccp tolemnt attitlldc，觚d limited佗sist觚ce

m∞gur鹤w鹤onIy talo％w_h％C陋sti鲫pri粥ipl器w骼wr∞ked．But this k证d of醐诹Ide f．ailed to

save chuI℃hes．

IIl tlle last part，me autllor s啪mari∞s church锄d state佗lations，姐d cha豫cteristics of(：bristianity

in Nonlla坞t of ChiIla．1，omestic觚d int锄ational politics af慨ts tlle研，read and develo咖ent of

CMsti觚it)，deeply’Which can be smmnarizcd佃o kiIlds of imp∽ts，i．e．dir∞t and iIldir∞t imp∞ts．

C晡宣ti锄church’s poli6cal attitIld懿锄d s协ltegi髂a托W玎．y import如t t0 nle sp渤d and developm％t

of C晡sti锄时鹊well．M锄y饥t吣a融l misSionaries’political删tudes．Comp痂g、jyinl me

pOw贯of statc，tllc s嘞gtll of(：晡sti觚church is f＆Me．Oncc tlle autlloriti璐make tlIeir mind tO

attack CMstiaIli哪，‘：Msti锄chuKh would d部tine to be w阳cked．B∞矾se of N0nhe鹤t of Cllina’s

poli6cal f醯tIl嘲，m锄y mlique cha髓ctaristics of chmcl圮s in Nordleast of China a坞鹤p∞ially

pI岫ent．The∞ch啪c硫stics c锄be r朗lized by c咖paris叩、Ⅳitll C晡stiani哆or 0m贯他ligio嬲iII
other an簧晦．

1(eywords：Nortlle勰t of Cllina：mod锄dm岱；C晡sti柚it)，；church觚d state他lati∞s；sit明tion；

res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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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置缘起

绪论

基督宗教白公元635年传入中国以来，至今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千三百

年里，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在

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历史碎片中，我们可以连缀出这样一幅完整的画卷：

盛唐时期，基督教异端聂斯朵利派进入中士，以景教之名、奉朝廷之旨，布教凡一百四十

余年。太宗对其礼遇，肃宗为其设堂，玄宗命其兄弟到教堂礼拜，且将唐朝五帝之画像供奉于

内：景教教士获赠封号，受“赐天香，颁御馔”之殊荣，何等的风光!然而世道一变，公元845

年唐武宗大举灭佛，景教受其牵连而遭禁止，遂至消颓。蒙元初兴，景教再起。命之口“也里

可温”，盛行予宫廷，遍布于大都，镇江杭州等地势力亦不为小。时天主教紧步其后尘，遣使节，

派修士，开疆拓土，教势为之一振。然元朝朱久即亡，基督教亦随之灰飞烟灭。明朝时期，耶

稣会先驱抵华开教，利玛窦、庞迪我等教十接踵而至。他们着儒冠儒服，习圣人经典，结交名

士官宦，礼遇士农工商，传教之路遂至畅通，教会实力持续壮人。1644年清兵入关，朝代更迭，

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力挽狂澜，天主教得以保全。至康熙当政，耶稣会七以精通科学而受重用，

教势盛极一时，1670年中国天主徒逾二十七万，可见一斑。康熙末年礼仪之争起，耶稣会士进

退维谷。及雍正即位，禁教令下，天主教遂废，唯剩寥寥志坚者藏匿于民间苟延残喘。1842年，

英人以炮舰打开中国人门，随之一系列保教条约签订，百年禁教令废J}：，西方天主教复兴。新

教传教士亦随之大批来华，基督宗教再度全面复兴。又延及百余年，新中国成立，传教士退出，

中国基督教走向新生。

笔者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历数以上史实，并非单纯为了让读者明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历程，

而是要提请人家注意一个问题：在波谲云诡、汹涌澎湃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是哪些元素影响了

中国基督教的兴衰成败?我想这样的元素应该很多，但最直接、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一个，

那就是政治。同顾中国历代基督教的振兴、发展和颓败，哪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没有政治因素的

介入?基督教能够传入中国，需要皇帝的允许。这是政治开放的结果；基督教能够大规模发展，

需要政府的支持，这是政治宽容的结果；基督教遭到致命打击，台前幕后肯定也有政治的身影，

这是政治紧缩的结果，是可谓成亦由之。败亦由之。中国基督教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绝少不

与政治的联系，如基督教史学家王治心先生提出的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四火教难，无一不是政治

运作的结果。圆再如近代数不胜数的教案，若不是缘起了二政治，那一定也要通过官府、用政治

的力量来解决。且不说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与官府的直接关联．单单官方对基督教的态度、

①王治心指fl{的明人教难分别为：1616年的南京教难、1659年的钦天监教难、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22
年开始的非摹臀教运动．见t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HI版社2004年，第78．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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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政策、制定的种种举措等就足以对基督教的发展构成影响。甚至那些并非针对基督教的

政令措施，都可能对基督教产生重人影响。尤其是近代基督教问题义涉及剑不同国家间的政治

关系。政治的新元素开始介入基督教会，使原本就很复杂的历史更加复杂化。

既然政治如此之多地影响了基督教的发展，那么我想完全可以以政教关系为视角对中国基

督教史进行研究。事实上这一研究理念并非笔者所独创，早在2005年12月香港中文人学崇基

学院主持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上，．千成勉教授就以‘政教关系—研究基督教在华史的重要途径》

为题，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政教关系的研究视角作了全面的探讨。王教授指出，“处境化”

(cont甑nmli船tion app∞ach)和“政教关系”(church．锄d．state appro们h)是目前中国基督教史

研究两种重要的切入方法，对丁前者学术界已经有了充分的关注和使用，而后者却经常被忽略，

很少被虑用于具体研究。“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诠释与了解，迄今学界还是很难公允和完全的评价

传教方法、教案、政治对宗教的管理与法令等问题，形成基督教在华发展研究上的一人缺憾。”

回但是，政教关系的研究视角实在不应该被忽视，冈为“政教关系是一面重要的窗户，让我们

可以换个角度来透视基督教在华的发展，也会激发我们更深的思考与讨论教会与政治的互动。

这对于研究十九、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在华史方面特别显得重要。”回在这里我完全赞同王教授的

看法，政教关系的视角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确有着巨人的价值，而目前真正将此理念应用

于实际的研究成果还相当有限，更缺乏相关理论的探讨和升华。@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在本

文中尝试用政教关系来统率东北基督教史，在论述近代中国东北政教关系的同时，全面地勾画

出近代东北基督教史的全貌。

二、选题意义

本文以政教关系为视角对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进行研究，至少涉及到两个研究领域，一个

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另一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从时段来看，两者皆属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

究范畴。

就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本文又涉及到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领域。中国基督教区

域史研究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著名史学家柯文(P砌A．coh∞)强调“区分”(di仃e硼1dati蚰)

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

①王成勉：‘政教关系—研究基督教在华史的重要途径’，吴梓明、吴小新主编：‘摹督与中国社会>。香港：
祟摹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年，第l页。

②同上，第16页．

③近年来以政教关系为视角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代表性的著作有：邢福增：‘当代中国政教关系》，香港：

建道神学院基督教‘i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陶飞贬：‘冲突‘j解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台北：

与兰宙光d¨钣毫L 2006年；Bcatrice Leung(ed．)，C．Il“，．c^&S，口，e月P，口ffD—s f一2，。。CP—f“，)，彳sf口，HK：

Centre of Asian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I 996； Jason Kindopp and CaroI Lcc

Hatmttn teas．、，God nnd coesnr in chino：Policy bnplicotio^s o，church·Stnte 1．ens{ons。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css，2004．另外很多中国基督教史著作虽然没有冠之以政教

关系的!乒样，但其奉身谈的就足政教关系，如探讨教案、义和团运动、非摹运动、宗教政策等等．当然纯

粹以政教关系为基本着眼点的成果仍相当有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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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地方历史的研究。”①只有通过区分才能对中国历史现实取得一幅纹路细密、轮廓分明的

画面。我国地方史专家隗瀛涛教授也曾指出：“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

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

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J“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也是如此，近代来华差会宗派众多，传教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而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

又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地区教会的发展情况必然存在一定的著异。只有对各地基督教的特点进

行全面的了解，才能在整体上对全国基督教的情况有一个全面正确的把握，总结出普遍的历史

规律。同时，近代米华差会在大都会选定一定的区域来从事传教活动，在特定的地域内史料比

较集中，冈此将中国基督教史分地区研究也更具可操作性，有利丁研究的深入。

事实上学术界早就认识到了中国基督教史分区研究的重要性，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

据统计，截至2005年8月底。二十多年来中国人陆学者出版的基督教区域史论著、译著、资料

汇编达43部，发表论文527篇。固2005年10月，四川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在四川人学

成功举办了“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对近年来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

究的理论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这次会议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回2007年12月中山大学历史系又与利玛窦研究

中心合作，在中山大学举办了以基督教区域文化为内容的“地方社会与近代中两文化交流学术

研讨会”，将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

然而，从整体上看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显示出一种不平衡性。上述43部专著中涉及两南

和华南地区的分别为16部和12部，占总数的65％；其次是华北9部，华东4部，华中2部，

而两北和东北地区则付之阙如，最近一年多时间中亦朱见关r这两个地区基督教的研究性专著。

@港台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区域史也有一定的研究，但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港台基督教的发展情况。

①【美】柯文著，林阏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必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5
页．

②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廿{版社1990年，序言．
@参见吝建平：‘二十年来大陆有关基督教区域史研究的论文论著日录>，2∞5年lO月成都。中国基督教区域

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挺交论文．近两年来又有新著作问世，而论文数量己超过六百篇．

④这次会议的．’j会者包括中国人陆、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英国等地的pq十余位学者，宣读论文36篇，

会议围绕以下网个主题展开：。中国基督教区域发展总论”、。地方肇督教的历史‘j现状”、。中国基督教的本

色化”、。摹督教区域研究评论’i信息”四个方面展开，人体涵盖-r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会议论文

集已经于2∞8年1月出版，参见陈建明、剃家峰编：‘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⑤这次会议与会者四十余人，提交论文20篇，具体探讨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天主教‘j地方社会文化”、“基

督新教与地方社会文化”、。基督教与地方社会生活”、“传教，i=与I基域社会文化”、“中国基督徒．‘j地方社会

文化”、。基督教与地方社会政治”．

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没有中国东北摹督教的研究性专著问世，但两年来曾有两部译著H{版．一部系东北医
生司督阁(Du弘MCh—stic)的传记，所用的是1932年lII版的英文蓝奉。因为司督阁的传教卜身份，该书勉
强可以划归东北基督教史的范畴，事实上其内容大多与教会无关，故此书被．I：述区域史目录整理者所忽略．

见【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i二尊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挈斯蒂》，沈阳：辽海ifI版社2005

年．另～部为l寸督阁1914年iJ{版的东北生活的I口J忆录．其中涉及J，一些东北基督教的内容．见【英1杜格尔

德·克里斯蒂著，伊泽·英格利斯编，张士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188扣1913)'，武汉：湖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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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论文数量上也可以有所体现，就上述两个研究最薄弱的地区而言，关丁两北基督

教的论文有4l篇，而东北地区基督教包括尔止教在内的文章只有9篇，近一年多米新发表的文

章只有3篇，且人都属丁．线条式的勾勒。可见学术界对中国东北地区基督教的研究是十分薄弱

的。

此类研究力度不足的主要原冈人概有二：一方面，近代中国尔北地区基督教比起东南沿海

和西南地区相对处于弱势，义饱经战乱之苦，尤其是经过伪满政权的压制和打击，所留．卜．的文

献资源相对较少，而且除了英文资料外还有许多日文资料需要奄阅，具有一定的研究难度；另

一方面，目前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专门从事基督教史研究的学者人数十分有

限，他们白然首先把目光集中在基督教在华势力相对强人的地区，这也与这些地方基督教文献

资源相对丰富有关。

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尔北地区基督教的确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很值得我们去关注。近代中

国东北地区有着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作为满清的“龙兴之地”东北早期一直以满蒙民族为

主，近代随着关内移民的涌入而逐渐形成移民社会。这里缺乏宗族依附力，具有与关内地区差

异很人的文化特质。近代以来义屡遭外敌入寇和帝国主义的势力的争夺，更兼内部兵匪横行，

使得这里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在这样环境中两来基督教处丁：何种态势，如何应对各种挑战发展

自身，如何与当地社会相融合，显然具有与内地不甚相同的特点。尤其是东北基督教还经历了

十余年的日伪统治时期，这实际又涉及到国内研究十分薄弱的中日战争中中国沦陷区基督教的

内容，回它使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中日宗教界的思想和活动，了解双方的交往与互动，进

一步从这样一类民间组织去看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也

具有十分重火的意义。

从中国近代政治史来看，本课题也具有相当大的价值。翻检近代东北史或有关东北政治史

的著作，我们很难发现其中有基督教的身影，即便有所提及也只是寥寥几语，且多有舛误。而

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介入东北社会，作为一种组织体系介入民众群体，作为一种外来势力

介入旧有的权力体系，是不应该被完全忽视的。晚清中国东北教案频发，又是义和团运动的重

ii{版社2007年。

①台湾学者}fj版的关于台湾基督教方面的专著有．f．余种，有代表性的如林治甲主编：‘基督教．oj台湾》，台北：
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杜1996年：蔡蔚群：‘教案：清季台湾的传教‘j外交》。台北县芦洲市：

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i司2000年；史文森、卢树珠译：‘台湾教会面面观》，台北：台湾教会增长促进会1981

年等。香港基督教史研究专著也有数种，代表性的如刘粤声主编：《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香港浸信教

会1996年；邢福增：‘香港摹督教史研究导论'，香港：建道神学院2004年等。

②目前尚未找到抗战时期关卡中国沦陷区摹督教研究的专著，所搜集到的论文代表性的有邢福增：‘王明道，勺
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沦陷时期教会人Ij抵抗与合作的个案研究》．‘建道学刊>2002年1月第17期：孟固
祥：‘I_1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l期；解成、吴丕清：‘抗|]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

(该文系嘲络学术论文，参见网址h郇：／／M_M璐lx．co删，lltrII，shg砒rgl北005．10．23．19339．h口n)，另有李英武、
。Ii若茜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摹督教的几篇文章，下文学术史部分将会提及。E{据台湾时期基督教问题在台湾

基督教通史中大都_自．所涉及，如台湾摹督长老教会总会J力史委员会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年史’，台南：

基督教在台宣教雨周年纪念从书委员会1965年：林金水：‘台湾基督教史》，北京：九州出版杜2003年等。

但日据台湾时期时间很长，对基督教的控制与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情形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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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之一，若想理清个中关系必须首先了解东北基督教。此外，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宗教侵路

问题已经为研究东北史的学者所关注，但重点人都在佛教和神道教方面，①对日本基督教有意

识或下意识地为日本侵略势力服务，最终控制了整个东北基督教的史实极少关注。圆虽然从总

体上看东北基督教的势力并不十分强人，但冈它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涉及不同的国家政治关系，

且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在民间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故常为近代东北不同政权的统治者所注意，

发生一些政治关联。揭示出这种关联及其蕴含的本质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三、学术前史

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新教教派众多，其中实力最强者当属爱尔兰长老会(Forei龃Mission of

n地P嘲b如晒孤Chullch in hl托d，简称PCI)和苏格兰长老会(United Fr∞ClllIrch ofScotl锄d’s

Fo而和Missi∞C鲫lIIlin∞，简称UFs)。冈两差会同属于长老宗，且都隶属于英国差会系统，

故从1891年起两会开始走向全方位的合作与联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长老会信徒芒r东北新教信

徒总数的95％，东北基督教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绝人多数也都是长老会开办的，故长老会

会无可争议地成为东北新教的绝对主力。近代东北新教的第二人派别为丹麦信义会(D觚ish

Missi∞aDr S∞iet)r，简称DMS)固，该会实力相对长老会要弱很多，但在东北基督教教育、医

疗等方面发挥了很人的作用，其影响力不容忽视。进入二十世纪，又有加拿人长老会、美国南

浸信会、美国监理会、芬兰撒冷会、英国救世军、复临安息日会、韩国监理会、真耶稣会、基

督徒聚会处等二十余个教派传入东北，在三十年代初出现传教高潮。由于长老会在近代东北新

教中传入时间最早、势力最人，故有关长老会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丹麦信义会居其次，其它

小差会的相关成果则非常有限。

(一)英文成果

①研究日本利用佛教侵略中国东北的自．代表住的成果有忻甲：《近代以来fj奉佛教真占宗在华的宗教活动》，
‘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何劲松：‘伪满时期lI奉佛教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3期：忻平：‘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追究’，‘华东师范人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王魁喜：

‘再论日本利用宗教侵华问题——以U奉统治中国东北十网年为研究中心'，冯祖贻、范l司寿、顾大全主编：
‘教案与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教案学街讨论会文集'．贲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专著有何劲松：‘近代东亚

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ll版社2∞2年。神道教方面的自．洪军、：j|I!

辽：‘伪满中国的惟神之道》，‘沈阳人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在东北沦陷史著作中对神道教侵华也大都

有所研究，如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1．明

年史纲要'，北京：中国丈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等．

②东北史专家王魁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它(H本)主要利用的不是两方的天主教、摹督教，而是东方的
佛教，在中国没有传教权。”。正冈为Fj奉在中国无传教权，而它又需要利用Lj奉佛教侵略中国；所以IJ奉

在中国的传教，主要是靠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开路．”(．I：魁喜：‘抗Ij拢争时期(193l～1945)同本利用宗教

侵华问题初探>。‘近代中国与砸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l 995年．)

作者几乎完全忽略J，基督教在伪满时期的侵略问题。且就传教问题而青，11本摹督教在东北的传播并非完

全靠日本侵华实现，正如韩国督教在中国东北的传播一样。日本教会在沦陷前的东北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实力．

@因信义会属于路德宗，故很多东北基督教史文献称丹麦信义会为路德会，这种称呼亦不为错；但问时也有
一些文献称之为信义会，为丫避免歧义本文进行丫统一，一律称之为丹麦信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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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留下关丁东北基督教历史文字的并非学者，而是曾在东北传教和生活过的传教十。这

些文字的出现人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类是传教十对臼身经历的描述，带有日记或同忆录的

性质；另一类是传教+结合自己的经历，义参考前人留r卜．的文字以及教会档案写成的著作，是

实践与史料相结合的产物。严格地讲这些著作人部分皆属于史料性质，但其中不乏对当时教会

的历史整体勾勒者，是研究者不能不参考的，故在这里也放在研究前史中述及。

这些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二十余种，出版时间集中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

年代，人致可视为历史著作的有如下两类：

一类是教会历史梗概类。第一部此类著作是拉瑞恩(M巧．Dunc锄M’I ar朋)丈人的《我们

满洲差会的故事》∞，该j15出版丁1896年，将苏格兰长老会在东北24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

虽然内容尚欠丰富，但作为一部开山之作仍具有很人的价值。传教十格雷厄姆(J．MilhG仡lI锄)

在1902年出版‘关东》圆一_15，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将苏格兰长老会在东北的历史叙述义推进

一步，史料比较详实丰满，此后传教+撰写关丁东北的j|5籍时人都引用该’拭可见其重要地位。

另外一部讲述苏格兰差会历史的是劳但理(D锄iel T．R(此料t：∞n)出版于1913年的‘我们的满

洲差会：苏格兰自由一致教会》@，冈比前两部著作出版时间晚，故此又将1900~1910年十年

的历史加入进来。有关爱尔兰长老会历史的著作有两部，分别是倪裴德(F w．S．O．Ne订)的‘东

方的呼唤：爱尔兰满洲差会历史梗概(1869．1919)》固和希金森(Boyd R0belt Higginson)的‘满

洲开路者：爱尔兰长老会先驱在满洲的故事》o。前者综合了此前一些传教士的著作，根据切

身体验用文学化的笔法．}5写历史，细腻而生动，但具体细节多来自作者想象，阅者不能不加以

甄别；后者对爱尔兰传教士早期的活动作了细致的描述，史实比较详尽，同样过多渲染了作者

的个人情绪，这也是作为史料应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另一类是传教士当时的记录或同忆录。它们虽然只是一种记录，但“史”的特征十分明显，

其中儿部对东北基督教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其一是苏格兰传教士罗约翰(JolIIl Ibss)发表于1908

年的‘满洲传教方法》@，该’}弓可以说完全是作者的经历和体验，以非常详尽的叙述将苏格兰

长老会在东北儿十年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是研究者必读之书。其二是伊泽(M鹉．

Illglis I盟)在1914年出版的著作<奉天三十年(1883～1913)》④。讲述了医疗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①M倦．D帆啪M’l绷，跏秒∥O协^妇一曲“，妇朋洳硒一，Edinbu喀II：Omc鹤of tIlc Unitcd P他sb蚋研帅Church，
1896．

②J．Mill盯G柚帅，￡缸矿加肋眦，．D，S胁L劬盥伽f^P胁l，幽“砌^触渤l，N鲫Yb^【：Fl啪jng H．R“elI，
1902．

③D锄ieI丁．Robcn!啪。仇，搬s咖一跏胁一曲“砌?胁￡咖脑∥舭踟f耐胁劬“脚矿跏砌越酣inbu啦：
ForeigII Missi∞Commin∞，at t}Ie o街c嚣ofthe Unit酣Fr∞Church ofScon锄d。1913．

④f．W．s．aN甙．孙e Cnn可the E∞1．SIcetch髓加m the Histo哆西the|ris}l Mission lo Mn舵IIll咖1869-19|9．
B00l‘se¨er：Mich∞l S．HolI锄d玎R晰B00ks(S卸R-af犯l，CA，U．S．A)，1919．

⑤Boyd Robcn Hi鹞inson．惭口妇俗胁肘加拍“，l口?抽e跏，)，矿『^P触^P，E哆y伦—口一Jp协一卯r^瓤咖一口，i龉fD
^如月c^“，玩BcI协t fNonh锄I他I锄d1：Forei鲫Missi伽O壤∞．1 940．

@John Ro船，肘b咖一胁f^D凼伽^彻刀幽“，氓Edinbu唱h：Lond∞：Fl啪ing H．RcvclI Co．，l 908．

⑦、n幽s l巩ni哪Yedrs in MoHk如^．1883一19i3．Being tk Experie睢船n，ld Recolkctio凇巧Dll晷old ch巾lie，
Lond彻：C∞咖bIc蛳d c鲫p锄y LId，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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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ristie)在中国东北三十年的经历，其中除了传教方面的内容外，还涉及到基督教会与不同政

府的关系，涉及到多次政治变动，不仅对基督教史研究有益，对近代东北地方史研究也有着不

菲的价值，故也为其它领域的学者所关注，一度被翻译成日文流传。司督阁的另一部著作是<沈

阳十年：沈阳医疗差会工作的故事(1883．1893)》①，叙述传教士早期在东北开展的医疗：I：作，

对中国基督教史和医疗史的研究均有助益。另外还有传教士早期生活记录的著作、圆关丁：东北

教会奋兴运动的记载，圆以及芬兰撒冷会在伪满前后的活动等。④此外还包括一些人物传记@和

对当时教会问题的一些探讨，@在此不雨细述。

总体而言，早期传教十的著作人都偏重于史实方面的叙述，完全以“荣耀上帝”的方式阐

述历史，其中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很少有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细致的研究，总体上比

较粗糙。因此这些所谓的历史对今天而言更人的意义在于其史料价值。虽然其中难免一定的偏

颇不实之处，但不同著作可以互相印证，中西文档案也可以进行订正，所以仍是重要的史料来

源。这些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都集中于爱尔兰和苏格兰两筹会，这是因为这两人差会是东

北基督教最主要的教派，进入东北时间也最早。东北第三火教派丹麦信义会1895年才进入东北，

且势力不可与前两者同日而语．至于其它宗派人都是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进入东北的，且人都不

成规模，时有中断。历史很短又缺乏明显特征，故留下的文字也非常有限。

早期可以称得上研究性成果的具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是季理斐(D．M∞allimy)1907

年出版予上海的<差会在华百年史》o，该_．}弓按差会将1807年在华基督新教的历史进行了全面

的梳理，其中有三部分内容分别介绍东北的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和丹麦信义会，线条

比较清晰，内容比较可靠，并附有传教士名录、统计数字、出版物等图表，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该书涵盖了整个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涉及东北的部分篇幅有限，难免有过于简略之失。与之

类似的是赖德烈(融釉elh scon Iatou陀吮)的l：中国基督教差会历史》@，这部1929年出版的

①Du列d clI—stic，砌'铂塔加^亿万咖，函?口跏_r)，o厂M自幽c耐别妇鲫肋政加^而扯觚巩Edinbuq出：Rcligi伽s
Tract柚d Book S∞iety ofScotl蚋d’1894．②C随耐b吐A．艮，鼬e肼嚣矿黼朋，)，埘匆伽^细鼬“砌?＆f，曙反棚船—硼厶舵厢舶胱，Cn¨mHnd Bcl磊哦：

R．Ca鹅wcII．1 899．

@I嘶碡s埘南啦aI“nm它s西B|e钵i^∥iR Mo∞hni口：Lclte鸭Fmm M魄Ⅺe^to tIIe ch陀}l盘t Ho帆e?Febn∞憎l 7．^船旭，9∞?臌珐口甄砌翻细y如抛r．．■弦盯口毙妒一，Sh锄gllai：Mc廿10di默Publislling H鲫蹦Edinbu嘲l：
0币∞of tIlc Unitcd F脱Church，l9∞；W曲st玎Jam鸭7抛^缸一肥ffo淞跏∥o厂f^e旯P订阳，加胁刀曲H，衄
Edinbun出：Lond伽：oliph锄t'AIId∞伽＆Fc哺吼1 902．

④A鼬咖bl斌of God，Fo他i舯Mi鸥i∞s Dcpt．G∞弦，胞声加^亿一cJIDHJhI口印帕蜓西鲥矾Mo．：F∞萌gn Mi鹞i伽s

D印ar咖舶t，G∞craJ C伽ncil oftllcAss啪blies ofG0d，n．d．Hj版年代不详。

⑤人物传记类．包括一些著名传教’I：和中固信徒。传教l：有第一位进入东北传教的宾惠廉(wm．C．Bums)，

著名医生司督阁(Dugald Christic)和杰克逊(Arthur Jacks∞)、传教：l：文安德(Andrcw w葫r)．女传教士

Dr．I鼹bel Mi自chell和wi彻等，中国信徒方面有：{：静明、常森等，具体著作详见参考文献。

@代表性的如探讨教会和差会关系的AIc煳der R．M跹k∞zic'国“^曲口厕^缸哟邶胁^缸推出，埘口瓤，-比’'o厂口
&朋确g耙盹弛L舳d∞：W硎d D‘帅ini伽P峨s'1928．探讨教会问题的T．Ralph Morb∞，而施'，抽^和一幽“，妇?
朋瞎物“馏d函—晴胁C协妇，Lond∞：smd跏t Christi锄Mo嗍锄t P麟，1939．等著作．

⑦D．MacGillivmy'一C钿m，，，矿尸，口舾细lf^地哟肘拥c^办ⅥⅣ舳7~，如矽，＆幢聃e＆胁!M，)，co咖嘲懈胁瞳疆，场砌肿。Printcd by Chin髂cMat研als C即眠Jnc．S锄F舢cis∞，1979．(此为新版奉．)
⑥K蜘netll S∞啦I a妇I心t峨4舶幻哆。厂CA^妯h一肘醯fo船栩(’^跏以London：S‘咖f斫P∞moting Christi孤

-“owlcdgc，l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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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著作，从传教史的角度按时间顺序将近代中国整个基督教的历史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评论，

至今仍不欠为一部经典之作。其中对尔北长老会早期历史、对司督阁等重要传教+、千静明等

中国传道人等都有论述，但较前书更为简略。有些内容还引用了前者。另一值得一提的研究成

果是1940年满铁发行的一份英文刊物上的文章‘满洲基督教传教jl=作史》①。该文有27页的

篇幅，分为殉教者编年、满洲国的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四个部分，对尔北基督教发展进行了

整体上探讨。加深了我们对东北基督教的认识。其中附有统计数字和图片若干，具有较高的史

料价值。该文作者不详，但可以肯定也是一位教会人十，因为其观点完全是从教会立场出发的，

带有明显的护教学的特征。

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西方对东北基督教史的研究和书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67

年富尔顿(觚曲Fult∞)《穿越地震，狂风和烈火：满洲的教会和差会1867．1950》o一15的出
版。富尔顿也曾亲往东北地区传教，所不同的是他比早期传有更深的学术功底和更好的学术训

练。他遍访当时的东北传教十，搜集到人量会议记录、_．I弓信、手稿等第一手材料，结合丰富的

口述史资源，加上自身的亲身体验，具备了良好的研究条件。该二}弓以中国东北基督教最人的两

派长老会为研究对象，人体上每隔数年为一个时间段，重点探讨每个时间段内社会环境变化对

东北长老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教会的适应性发展，在条分缕析中将整个东北长老会的发展历史

娓娓道来，描绘出一幅教会发展的全图。该书史料丰富，史实可靠，注释规范详实，具有一定

的研究水准和功力，是笔者目力所及的东北基督教史研究著作中最好的一部，至今尚无人能够

超越。甚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两方学术界关于中国东北基督教史唯一一部真正的研究性专著。

当然该书也并非完美无缺，作者的研究对象只是中国东北的长老会，其它新教派别并无涉及，

尤其是伪满时期日本传教会在东北的情况探讨较少，而这恰恰是东北基督教史中十分重要、难

以回避的史实：该书所用史料完全是教会材料，缺乏中文和日文资料的印证，有些内容必然失

之于片面；作者仍是以传教学的视角·|5写历史，对传教士难免溢美之词过多；该j}5仍以史实叙

述为主，作者根据自己的意向进行了详略取舍，诸多重要史实没有得到凸显，问题研究的力度

仍显不足。

富尔顿的专著出版后，两方学术界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再度陷入沉寂，研究成果极为稀缺。

就笔者目前所见，只有P雠t钟J．H．在1999年发表的‘苏格兰传教士对满洲政治问题的同应

1872．1950》国一文对东北苏格兰K老会政治同应问题作了重点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中文成果

(D‘．Re∞ms of d忙Nonll M蛐chu—a Int咖砒ional CllriSti锄wbrkc倦FcIIowship Uni∞”，Cb一^嘲归口阳，)，^缸一曲“，峨
v01．4，No．1(J柚l 940)，by No劬M期ch嘶a Int啪砒ional Cll—sti鲫W破m Fc¨oWship Uni∞．

②Austin FuIt∞，砌舶l曲面一Jl掣出，臌材口耐，№?凸H一鲥d胁嚣fo厅加胁一幽“砌，筋7-，盯Djf^P肠戌旷
the Uniled P懈b舛erion ch陀h．the Untted Fn∞chrch西scot|n，ld．the Ch亿hofS∞|t弧d n耐tIte P嘲byleri4n
C^”，曲加胁，口nd州f^f^P C^拥嚣e C^“，曲伽^缸一c^“，概T1le Saint Andrew P他豁Edinbu理c，l 967．

③Proctor J．H．，“ne R唧on∞of Sconish Mi踞ion撕∞to Political Conditi∞s in M狮chufia’l 872·1950”．^触胁一
鼬幽鳍。v01．16．2’32，1999，仲．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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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东北基督教史的中文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虽然在多种教会期刊上都有关于东北

基督教的报道，但都难以称得上研究性成果。比较全面勾勒中国东北基督教历史当属1925年出

版的‘中华基督教历史》①，此为金陵神学；占推出的特刊号。该15编辑形式模仿季理斐的著作，

也是按差会分章论述，将长老会两派与信义会分别叙述。所不同的是文章作者皆为东北传道人，

其叙述均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对教会史料的爬梳，基本上是线条式的介绍，但线索比

较清晰。通史性著作以王治心先生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圆最具代表性，该05在医疗、传教、

义和团运动等问题上或多或少涉及到东北基督教的内容，其中还谈到中国人黑龙江布道会，这

是以往西方著作朱曾关注的。但。传中此类信息尚十分有限，难以了解其具体情形。

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火陆对整个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都陷于停顿，直到八十年代这

种局面才有所转变。但无论基督教通史还是区域史著作，涉及东北基督教的内容仍然极为稀少。

只是探讨教案问题涉及东北地区时才有所关注，其重点是义和团，而并非基督教。中国社科院

编撰的‘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就专门列出了东北义和团活动的情况，辽宁省档案

馆和辽宁社科院还曾专门编撰了‘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④，比前者更为完备详细。另外吉林

社科院推出的‘义和团运动在东北》一书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只是数量

不多．且传教七人都以负面的形象出现，但或多或少也会反应出当时基督教在东北的发展一些

真实情况。此外，东北地方史著作中因为义和团运动是无法同避的内容，作为其前提，所谓的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东北的内容也不得不有所介绍，涉及文化教育的章节中基督教也是其

中的一个内容。@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些介纫都是片言只语的叙述，有过于简略之嫌，而且人多

以是日本人的零星著作和少量地方志为史料来源，无论史实还是观点都很值得商榷。

近年来开始有人对东北基督教史发生关注，出现了少量的论文。o与东北新教直接相关的

有一篇名为‘东北沦陷时期的基督新教》回。用较小的篇幅讨论了东北沦陷期间基督新教的情

况，但所用资料十分单一，基本上来源丁：日人编撰的<满洲宗教志》，内容也缺乏深度，缺少必

要的分析。另外还有两篇介绍东北著名医疗传教十司督阁的。也略为介绍了一点基督教的内容，

不过十分稀缺，即便是针对研究司督阁本人的研究，其力度也是远远不够的。囝东北师范大学

①‘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金陵神学轱'1924年第lO卷第3号(特呼)．
②王治心：‘中国摹督教史纲》。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下)，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④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科'，沈阳：辽宁人民fl；版社1981年．

⑤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891年．

⑥如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I版社1984年；刘信君、霍燎然：‘中国东北通史’第6
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等．这些著作都少量涉及中国东北基督教的内容．

⑦截举20嘶年12月在中国犬陆期刊阿．}：能够榆索到关于东北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文章共12篇．与新教
直接相关的只有4篇，且其中一篇讨论的足当代的辇督教。有关东北灭主教的3篇论文足祝界宽：‘天主教

在沈阳’，‘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第3期；宗尧：‘从松江天主教看宗教的群众性)，‘当代宗教研究'1990
年第2期；李英武：‘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东北砸论坛》2001年第4期．

@李英武：‘东北沦陷时期的基督新教)，‘东北娅论坛》2∞1年第2期．
◎见于永敏：‘东北地区两医传入先驱者——司督阁博士)，‘中国科技史料’1992第3期；邱广军：‘司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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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的高乐才教授也曾指导过二篇相关的硕+论文。《清末比初基督教在尔北施医布道探析》

和l：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研究》①两文分别对近代东北新教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情

况进行了讨论，人致梳理山东北教会两事业发展的概况。但两文征引的文献除了少量日人著述

外，人部分均来臼新方志和文史资料，史实的可靠性令人怀疑：同时文章也只是线条式的梳理，

内容较简略，仅就两种事业而言仍存在着巨人的研究空间。另一篇文章名为<伪满时期日伪当

局宗教统治研究》圆。对伪满时期的宗教政策进行了探讨，基督教问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

致正确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情况，但在史料和内容方面仍存在与以上两篇文章类似的问题。2007

年延边人学的金东春博+完成了其博士论文《二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延边朝鲜民族社会的演

变及其影响》④，该文探讨了二十世纪上’仁叶基督教在延边朝鲜族社会中的发展情况，文中征

引了大量韩文资料，人致理清了中国东北教会与韩国教会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49年以后港台学者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火的成就，但同样未见到东北基督

教史的著作，文章也十分稀见。在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中，杨森富先生在‘中国基督教史》④第

十六章谈剑东北基督教的发展概况，将东北基督教列入中国边疆基督教的范畴。汤清先生‘中

国基督教百年史》o一{5将东北新教的二人差会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和丹麦信义会分

块叙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人大借鉴了季理斐的著作。

(三)日文成果

日本学者对中国东北基督教史也有一定的研究。@早期除了南满铁路调查局推出的带有调

查性质的小册子外o，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是1940年出版的{：满洲宗教j盏》回，该-15是对整个

中国东北的宗教情况分类叙述的研究性著作，其中新教的部分内容比较详实，以日本人的视角

对东北基督教历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叙述，很值得研究者参考。该书还介绍了日本教会在东北

传教情况，这是两方传教十著作中未曾出现的。另一部代表性著作是<满洲基督教史话》@，

这是作者利用当时满铁图拈馆馆藏的基督教书籍和档案编撰的一部史话性质的著作，该书将天

在中国东北的施医布道》，‘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

①邱广军：‘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东北施医布道探析》，东北师范人学硕1：论文2005年来刊稿；邹丹丹：‘近代
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研究》，东北师范人学颂．1：论文2006年未刊稿。

②程力：‘伪满时期l|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东北师范人学硕{：论文2005年来刊稿．
③金东春：‘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延边朝鲜民族社会的演变及其影响'，延边大学博上论文2∞7年来刊稿．
④杨森富：‘中固基督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
⑤汤清：‘中国基督教订年史>，香港；道声il{版社1987年lO月初版，1990年2月再版。
⑥这些研究包括东北新教和天主教，有关天主教的著作较少，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干}II万三：‘奉天童中心邑

世为外人传教师。足迹》，奉天1940年；人井二郎：‘南满洲l二於I，五天主教》，满铁旅客课1939年；‘北

支那c於I，5天主教口)概观》，兴弧院从书第3辑．必弧宗教协会1941年：田u芳五郎：‘满洲帝国邑力}

IJ岁夕教>，柬京：p u岁夕中央ii；版部1935年．另还有对东北宗教总括性的介绍，如‘南满洲二於穸儿

宗教概观》，教化事业奖励资金财团1931年：以及少量淡及东北摹督教的综合性著作，如于liI万三：‘满洲

文化史点描》，大阪屋号书店1943年；卫藤利大：‘满洲生活三f。年》，东京：大_哑细砸建设社1937年等．

⑦这些小册子大都属于满铁调查报告类的原始文献的范畴，比较特别的足‘满洲基督教莆网史>，南满洲绒道
株式龠社绝裁室弘鞭裸1939年油印奉。这奉小册了带自．一定的研究总结性质，但过于简略．

⑧芝11l研三：‘满洲宗教志》，满铁社员会1940年．

⑨竹森满佐一；‘满洲基督教史括>。柬京：新生堂版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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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新教合在一起叙述，不时透露出一些两方传教士的文字中难得一见新信息，加深了我们

对东北教会情况的了解。当然，由于其“史话”的性质，其可靠性还有待丁：考证。日人比燎根

安定出版的‘支那基督教史》①也有一章提到了人致的东北基督教的情形，值得研究者去关注。

以上三种著作均出版于1940年，都是比较优秀的学术著作，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也

不排除其通过全面研究中国来配合日本军国土义政策的目的，偏见在所难免。此后日本学者研

究中国东北基督教整体情况的羲作变得罕见，两是将重点放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基督教方面。八

十年代出版的《熟河宣教力葩绿》和《荒野雷吵<：熟河-蒙古宣教史》是同一著作的两个不同

版本，记录了日本人满洲传道会在热河教区的发展情况，对日本牧师的活动记载十分细致。同

样由予历史的局限，作者站在日本国家和日本教会的立场，过于美化日本教会，掩盖了侵略史

实和侵略态度，有着很人的偏颇。回1999年韩国人韩皙曦出版的日文专著‘日本。满州支配之

满州仨道会》@则对日本人满洲传道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作者很好地介绍传道会

兴起和发展的情况，分析了影响传道会发展的诸多冈素以及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而言具

有一定的客观性，是一部比较优秀的著作。另外。金田隆一<昭和日本基督教会史：天皇制己

十五年鞍争o‘邑℃》回一书也谈到了伪满时期的东北教会，该书的价值在于将在华日本人教

会与日本本国教会放在同一个政治背景中去考察。使我们能够明晰伪满时期东北教会与日本教

会及日本宗教政策的关系，弄清日本侵略势力对东北基督教态度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学者的著作普遍具有考证详实、分析细致的特点，观点上也能够跳出西方传教+以教

会为出发点的护教学视角，这是其优点所在。但日本人亦有其局限，他们缺乏传西方教士所掌

握的第一手资料，且难以跳脱另一种束缚，即不自觉地会以日本氏族主义和日本教会为出发点

看问题。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造成新的偏颇。

总其火略，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学者对中国东北基督教的研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也都有自身的局限和不足。这种局限和不足或者来自于史料掌握方面，或者来自于作者视野、

学力、立场、观念等方面，也有社会人环境的影响。总之中国尔北基督教史的研究力度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

四、研究方法、视角与概念

中国近代基督教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它历史领域中的研究方法一样，一

般要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来发现历史真相，并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冈此实证性的

文本研究是我主要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是我最基本的目标。再现史实的过程也是发

①比屋根安定：‘支那摹督教史》．柬京：生活社f}：版1940年。

②颤沼二朗编：‘熟河宣教口)记绿'．柬京：未来社1965年：熟河会编：‘荒野圣妒<：熟河·蒙古宣教史》。

柬京：未来社1967年．两书中主要传教地热河在东北沦陷时期被划归伪满洲国的的版图，伪满建_!：【后将东

北重新划分行政区．其整体和地方区域均’j现在东北三省的范嘲和规划小问。

③韩皙曦：‘IJ奉。滔州支配色满州彳云道会>。柬京：fj本摹督教圈if{版局1999年。

④金田隆一：‘昭和n奉基督教会史：天争制E If．五年戟争‘'‘E℃)，柬京：新教l{{版社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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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从中可以发现东北基督教传播和发展的特色，理清尔北教会与社会

发生关联时不同人群、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文本的局限性，那些有意识

或。F意识地歪曲历史的成分、那些带有强烈个人情感色彩和土观臆断的成分都要认清并予以舍

弃。不同史料之间也必须进行互证，严守“孤证不立”的原则。

在东北各地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也接触过一些当代教会人士，对近代尔北的社会环境和

当时教会的情况也有了更为直观的印象。但是，由于一些偏见的存在，基督教研究在一些人眼

中仍为禁区，讨论近代尔北基督教又必然要涉及剑伪满时期较为敏感的内容，很多人或不了解、

或不愿言说。因此全面的访谈和社会凋夯仍存在一些人为冈素的困难，只能尽可能地掌握更多

的j拈本以外的信息。

比较分析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欲展现东北基督教的特色必须与中国其它地区的基督教

比较；欲理解伪满时期中国东北教会的处境必须与日本教会比较：欲了解同一处境下不同教派

的态度和反应必须将尔北天士教与新教相比较，有时还要涉及其它宗教派别。进一步扩展开来，

战争时期中日基督教界的比较、沦陷区不同地域内基督教的比较、沦陷区与敌后地区基督教的

比较，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没有比较本文也就无法体现特色。

研究理论框架方面，中国近代基督教史也与中国近代史其它领域的研究相似，曾先后出现

或同时并存若干种理论框架，如帝国主义侵略范式、中外文化交流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

反应范式、后殖民理论等等，都曾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①随着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兴起，

西方学界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也开始强调研究的中国化，如利用中文文献、研究中国信徒等

等。回这些理论或范式一般都是对原有研究缺点和偏颇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往往能够解决或解

释一些以往框架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说有着相当人的价值。但这些理论本身也有自身的局

限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一定的问题，超出其范围则会出现问题，出现一些新的偏颇和漏

洞。史学理论是对史学成果一种分析和总结，可以指导新的史学实践，但教条生硬地套用理论

也并非可取的方法。冈此，不同的理论应该以史料为基础，从实际需要出发结合使用，或在理

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实证性研究，或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去创新理论，在史实的基础上构建白己

的理论框架。

但是相应历史研究视角还是必要的，视角往往会影响人的思维。除了贯穿于本文始终的政

教关系视角外，本文还引入了国际化的视角。这是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外米的宗教必然会牵扯

到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要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国基督教史也是中外关系史的

一个研究领域。正冈为这样的特点，国际化的视角在近代东北基督教史的研究中才显得尤为重

要。比如看东北基督教不能不了解进入东北的传教十和筹会的背景，必须从iHi方人的角度看这

①参见‘F讧新：‘近代摹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主要范式述评，，粱元生、陶飞砸编：‘东娅基督教再诠释》．香

港：香港中文人学fJ{版社2004年。

②【比利时】钟鸣．口．：‘基督教在华研究的新趋势》，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4辑，郑州：人象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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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联。再如看日本教会在东』七发展最终控制尔北教会的过程．不能不了解日本基督教发展史

和海外传播史，从日本的角度看日本教会与中国东北的关联。要了解尔北教会处境，也不能不

明了不同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战争时期国际关系的变化，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剑伪

满政府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故此，有必要把东北基督教放在东北亚基督教体系、共至是世界

基督教体系和政治变迁中考察。这样才能获得一个相对正确和相对全面的认识。

以下就本文涉及的几个概念进行界定和说明。

近代：本文的“近代’’是包括了民国时期，下限到1949年。具体时段确定为1867年到1945

年。1867年是基督新教初传中国东北的年份，194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光复的时间，人体

跨越了晚清、军阀和日伪三个主要的政权统治时期。1945年以后东北政局复杂化，国共两党分

别占据部分地区，战争频仍，十分混乱。此时中共rli领区基督教发展缓慢，国民党di领区有少

量传教士返网，但也人都无功而返，整体上看尔北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徘徊不前。故本文不再分

专题讨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自爱国运动的展开。东北基督教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一时期也不属于的本文探讨范用。

中国东北：东北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也是政治性行政区划的结果。目前东北指的是辽’j。、

吉林、黑龙江三省，但历史上不同时代东北的范罔也有所不同，行政区划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如伪满时期日伪政权将东北划分多个省区，面积随着侵略的加深有所扩展，热河也被划归在内。

近代凡被当时政权划归东北地区的基督教都在本文的研究之列。东北与中国西北、西南、西北

等地区不同，其它地区也包括若干特定的省区，但各个省区之间的联系性并不十分密切。东北

的各个省区也是独立的，但从古至今火多数时候都被看成一个整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太人的歧

义和争议。西方人称东北为满洲。我国近代学者在言及东北问题时也人都把东北当作一个整体

看待。东北地广人稀，近代(尤其是近代早期)总人口人体与内地一个中等省份的人口相当，

整个地域文化义极为相近，这也是东北被看成与各省平行的地区的一个原冈。因此，本文以整

个东北基督教为研究对象范同并不过人，从地域特征上看也是可行的。另外还需要重点说明的

是，近代东北地区某些主要的地名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为了避免歧义本文将其统一为今天通行

的称呼，比如用“沈阳”代替“奉天”、用“。长春”代替“宽城子”或“新京”、用“营口”代

替“牛庄”等等。∞

基督教：“基督教”这一概念有J“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

而狭义的基督教仅仅指基督新教。本文的“基督教”用的是狭义的概念，如无特别说明仅指新

教。新教亦称抗议宗、更正教或抗罗教，是十五到十六世纪两方宗教改革后分离出来的、不服

从教皇管辖的教派。新教宗派众多、互不统属，在教义的理解上也有一定的分歧。近代来华新

教派别很多，仅东北地区就有二十余个。这些教派中义以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和丹麦

信义会实力最强。在东北教会中占‘绝对优势，也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对象。

①关于营口和牛庄的关系详见奉文第二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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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关系：以往学术界对政教关系这一概念使Hj得比较模糊和含混，一般只是提出“政教

合一”、“政教分离”或“政控制教”、“政受制r教”等几种政教模式，并没有对其内涵和外延

进行分层次的细致的分析。日前张践教授将政教体系中的“政”细化为政if7权力、政治意识形

态雨J政治文化三个层面，这样政教关系又可以析分为“神权政治”、“神学政治”、“神辅政治”、

“法制政治”等几种模式。①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尤其是对政治概念的细化非常必要，它人致

厘清了以往我们将政教关系中的“政”等同丁政权的笼统看法。与这种观点类似，邢福增教授

在探讨基督教问题时，也将政教关系细化成“政府与宗教的关系”、“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宗

教与政治的关系”、“教会与政治的关系”四种模式。@这种区分实质上将政关系中的“政”细

化为政府实体和政治体系，将“教”分析为教会实体和宗教体系，这种分析方式更方便了我们

对具体研究对象的阐释，也是本文所认同的分析方法。本文人致采用邢教授提出的“教会与政

治的关系”作为文章政教关系的具体阐释，亦即文中的“政”是涵盖面较J“的广义上的政治，

“教”则为具体的教会实体。

五、史料来源

本文的史料来自多个地区，主要包括东北各地的公共图’}弓馆及档案馆、上海北京东北等地

的高校图j挡馆、国家图书馆、香港日本美国等地的图书馆等。这些资料大概可分为如下几类：

1．中国官方档案

中国官方档案中对东北基督教多有论述。这些档案大都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幸运的

是先辈学者已经将主要的部分辑录出来编辑成册，主要涉及于此的有：《教务教案档》、<清季外

交史料》、‘清末教案》、‘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等等。这些资料汇编详实可靠，是研究晚清时

期东北基督教非常重要的基本资料。

2．满铁调查档案

东北沦陷时期满铁(即“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成立专门的调夯机构，刺探中国情报为

其侵略服务，留下大批的调查统计资料，其调查目的决定了这批资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目前

这些资料多藏于东北三省主要的档案馆、公共图寸；馆和高校图1；馆，而以人连图书馆所藏尤多。

调查资科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基督教方面的内容往往也包含在内。

日伪民生部厚生司曾推出“宗教调查资料”数辑，其中第二、四、五、七辑都包含有东北

基督教方面的内容。第七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二持》则是迄今可见的有关东北基督教史最全面最

完善的调查资料，涵盖了东北各地各宗各派的内容，具有嚣常高的史料价值。1940年满铁社员

会又出版了日人芝田研三编著的‘满洲宗教志》也包含丰富的信息。满铁调布局还分期出版了

大批‘满铁调夯月报》，其中基督教的内容也有所涉及。此外，《满洲年鉴》、《满蒙年鉴》、I：满

①张践：‘论政教关系的层次’i类型》，‘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②邢福增：‘当代中国政教关系》，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i中周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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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帝国年报》、{：国铁沿线福祉设施设立风教调夯表》、l：在奉大宗教团体调夯》等调夯统计多少

都谈及到相关内容。满铁也出版过如‘满洲基督教苦斗史》一类的小册子，虽然略为粗疏，但

对整体了解东北基督教的概况仍有一定的价值。

3．教会档案

教会档案方面比较基本的当属会议记录和年鉴一类的史料。藏于爱J．堡人学的苏格兰长老

会“满洲传教档案”、藏于日本图j传馆的《满洲传道会报告I；》和《东哑传道会报告书》，都是

非常重要的第一手的资料。爱丁堡还藏有近代中国东北传教十的信函、日记等原件，无疑是十

分珍贵的史料。另如《满洲帝国天主公教教务年鉴》、<满洲基督教年鉴》、<人连满洲基督教会

开教纪念刊》等可靠性也比较高。中国基督教会出版的如l：中华归主》、《中华基督教年鉴》等

调查统计对早期东北基督教也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4．教会刊物

教会出版的期刊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满洲公教月刊》(天主教创办)，出版时间贯穿伪满火

部分时间，以其丰富的内容而著称。一些间接性的期刊如刀IP a胁嚣P尺伽砘，．、刀IP鳓砌

觚锚如刀K，口，肋础、刀IP却鲫国施砌刀沱口，曰DD七、刀IP却册夙协略B妇、刀lP以p口刀凸施砌刀
Ql栅钯咖等涉及到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通问报》、<真理与生命》、<青年》等中文期刊或多

或少对此也都有介绍或评论。中国基督教会也出版过如‘东北教会的昨日与今日》一类的小册

子，史料价值都很高。日本方面以<福音新报》为代表的若干种内容极为丰富日文期刊更是难

得。

5．教会人士著述

前文已述，近代在中国东北传教的传教+留下了许多有关传教活动的文字，包括j}弓信、回

忆录、纪实等等，因为他们是传教的当事人，其价值可想而知。

除西方传教七外。日本信徒也出版了一些与东北基督教有关的论著(部分作者并非信徒)。

直接谈及东北基督教的如‘南满洲二於夕儿宗教概观》、《恩宠二十年》等，间接谈及或谈及战

争与基督教关系的如<东孤基督教史》、‘事燮下。基督教奉仕事篥一班》、<日苹精神提携七日

本基督教嘲。使命》、<傅道￡民族政策：大柬监图。基督教傅道》、‘束甄新秩序口，建设邑专叮

天卜教、傅道邑民族政策：大柬亚圈口)基督教傅道》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战时东北基督教史非

常重要的外围史料。

6．地方志及文史资料

中文的东北地方忠是本课题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可以与外文资料相互印证。近代至民国

刊行的有<奉天通忠》、‘吉林通志》、l：黑龙江志稿》以及各个地县十余种忠jl弓，其中多少都有

关于基督教方面的记载。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方志展现出古今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社会经济、

文化习俗等区域性背景，对我们了解东北基督教所处的外部环境有着很火的帮助。改革开放以

后，东北三省方忠编撰部门又重修了备省的地方志，有专门的篇章对东北基督教进行了详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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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虽然不能以信史视之，但对丁．了解事件的米龙玄脉也有一定的辅助价值。

尔北各地的文史资料已出版数白．册之多，我从中搜集出关丁．东北基督教的文章_二十余篇。

文史资料中的文献人都是当事人的同忆性的口述史资料，年代时隔久远，难免有所舛误，不过

通过辩证分析仍能有效地印证两文文献，判断其真伪。

7．其它史料

除以上儿类外，还有一些其他外围史料值得关注。一则是地方报刊，如《盛京时报》、《满

洲评论》、《满洲日日新闻》等著名刊物，虽然其中涉及基督教的内容不多，但仍可作为重要的

外围辅助资料利用。再则是日本出版的一些资料汇编，如<鞍峙下。日本基督教同(194l～1945

年)》、‘鞍畴下口)寺IJ灭卜运动》等，火都是当时日本报刊文章的摘录或日本警方的调查，对了

解战争时期日本基督教动态很有帮助。

六、论文架构及特色

本文以近代中国东北社会变迁和政局变动为参考背景，以东北教会在不同时期的处境、对

政治问题的同应、以及这种互动对教会发展的影响为主线，主要想解决如。卜问题：近代东北教

会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东北教会与国内外政治变动之间具有何种关联?

影响政教关系的基本因素有哪些?在政治影响下信徒群体之间、教会宗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

系?政治对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政治环境下基督教会采取了哪些虑对

措施?其效果如何?

由丁近代中国东北政局变动频繁，不同时期的政治特点截然不同，这使得近代中国东北基

督教史的研究很难毫无区分地作为一个整体讨论。故此本文仍以传统的方法将其划为三个时段，

在形式上与一般通史著作相似，但具体每个时段论史的比重更火，而不单纯流了：史实的叙述。

具体划分方法如下：1867一1900年为第一个时段，为晚清基督教初传东北时期；1900~1931年

为第二个时段，为东北各种政治势力起伏消长的混乱时期：193l～1945年为第二个时段，为东

北沦陷时期。时段划分的依据是转折性政治事件和教会发展特点。第一个时段中的东北教会完

全处于晚清政府的统治之下，190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无论对基督教会还是东北政局对都是

一个重犬的转折点。义和团运动给尔北教会带来极其沉重的打击，此后的教会与以往在多方面

的发展特点都有不同。义和团运动也为俄国侵略中国东北提供了机会，俄国军队以镇压义和团

为借口在事实上占领了东北。俄国这一行动激化了帝国土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终丁爆发了日俄

战争，此后东北成为俄日共同的势力范围。虽然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之间东北名义上还是清

朝的辖区，但政治上已经不能独立，社会局面也与以往人不相同。此后东北进入军阀时代，直

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因此第二个时段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各种政治势力纵

横捭阖的时代，基督教的发展特点人致一致。第二个时段为东北沦陷时期，特征十分明显，在

此不再多作论述。总之，无论什么时代，本文都以“处境——应对——发展(影响)”为主线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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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始终，嗣绕这个主线发现和解决种种闯题。

本文的重点在于要努力发现近代中国东北政教关系表面现象下的本质，理清不同组织、机

构、群体、政治势力以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认清种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另外，本文

还要努力发现东北基督教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的特点，尤其是与西南、东南、西北等边地基督

教发展的著异，发现并解决一些以往学术界没有注意到或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以丰富中国基督

教整体史的研究。本文的难点恰恰是解决重点所遇到的闯题。若想理清各种复杂关系必须有丰

富的史料为基础，而本文在史料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困难。～是整体上有关东北基督教的史料就

相对不足；二是已知的史料由丁：种种原冈很多还难以搜集到手，如爱丁堡人学的档案、日本的

诸多文献等非常重要的资料都还没能得到；三是现在已经搜集的史料存在很大的重复性，人多

为线条式的勾勒，而且以教会方面的史料为主，材料本身难免有一定偏颇。因此本文只能尽可

能利用现有的资料。并通过二手资料、外围史料和背景史料来解决问题。

本文创新之处有三：其一在于重构中国近代东北基督教历史史实，填补国内学术界在这个

领域中的空白；总结东北基督教的发展特色，丰富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和认识。其二二在于用政

教关系统摄东北基督教史，在写教会史的过程中分析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各种政治关系。对中国

近代东北地方史的研究有一定助益。其三在于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看东北基督教会，探讨了国际

问题与一个地域特定组织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开启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点点新的思考。即宗

教在国际关系问题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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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近代东北基督教所处的社会环境

第一节近代中国东北：历史、文化与社会

中国尔北地区是一块富饶的宝地，这里山川秀美、十壤肥沃、资源丰富、物产独特，像一

个慷慨的人摇篮哺育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造就了一代代勤劳朴实的各族栋梁。止如基督教

经典‘圣经》里说的迦南地一样，这是一块“流着奶与蜜”的士地。这样一块丰腴的士地曾吸

引了多少关内的民众到这里开疆扩十，招徕了多少内地的家族来这里繁衍生息。也止是这样一

块黑十地引来了一群碧眼金发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开始了曲折的传教历程。

基督新教传入中国东北的时间是公元1867年。此时止值晚清同治年间。臼1807年第一位

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已经整整60年了，全国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传教

士的身影，国人对这种西来的宗教已经不像儿十年以前那样陌生。但是此时的东北人比对所谓

的“耶稣教”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两方传教士对东北也是一片隔雾观景的朦胧的印象，双

方之间存在着深厚的隔膜。自从踏上这片士地的那一天起，传教士就开始不断感受种种闻所朱

闻新奇的体验，经历前所未有的独特经历，这些体验和经历许多是他们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同行

未曾经历的。因此想要了解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发展的历史。不能不首先了解一下东北的历史与

社会，尤其是近代东北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这些环境冈素为尔北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带米

了鲜明的特色，也牵扯进来种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

一、地理历史

“东北”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性行政区划的结果，从古至今东北的范围一直处于变

动状态。近代由于沙俄的不断蚕食侵吞，东北面积减小了一倍多，人致范嗣在北纬38。剑44

。之间变动。因地处高纬，义受到蒙古高气压的影响，冬季的东北十分寒冷。一月份白南向北

温度从零下10℃到零下30℃逐渐下降，平均纬度每升高1。，温度降低1．5℃，人兴安岭最低

温度可达零F 45℃。①徐俊鸣先生在1949年出版的地理著作中称“此间(东北)房屋低矮，墒

多三重，室必有炕，以御寒气，隆冬出外，呼吸成霜，鬓眉皆自，重裘、皮领、毡鞋、皮袜、

皮帽、皮手套麂皮耳包，均在所必备，然手足犹不免皲裂之苦，倾水成柱，咳唾成冰，同非过

甚之辞，自外入内，不可倏行近火。”锄虽略有夸张，然亦非完全虚言。

东北地区自然地理的突出特点是山水相连，浑然一体。整个东北二面环山，一面临海，形

成马蹄形地貌。西北地区是人兴安岭山地，蔓北至南走向，两临蒙古草原，续接燕山山脉；北

部是白两向东延伸的小兴安岭，接张广‘才岭、完达山、老爷岭与长白山山系衔接：东部的长白

①任荚锷、杨纫章、包浩生编著：‘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9页。
②徐俊口粤：‘东北新六省地理>，广州：固沉中山大学地理学会出版1949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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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系从尔北向硬南走向，至辽东半岛称于山山脉。三人山系包围自北向南一直到辽河入海口

是辽阔的东北火平原，北部叫松嫩平原。南部叫松辽平原。东北最南端的辽东半岛一侧临渤海，

一侧临东海。环绕三大山系又形成了三人水系，北部是黑龙江、乌苏里江水系。中部有图们江、

鸭绿江水系，南部是辽河、太子河等构成的水系。环各个水系，江河交错，湖泊遍布，形成了

密集的水道网。

就全区内部而言，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几无山川阻隔，从黑龙江可直驱而下穿过东北平

原，经山海关进入关内。东南端临海，可以经海路抵达海内外任何地方。夏季各河流可以行船，

冬季河流结冰，整个东北平原成为一片坦途。因此东北是个十分开放的地带，各民族之间联系

密切，交流频繁，很少有世居一成不变的。地形特点决定了东北居民人多从事农业、渔猎和牧

业生产。地势决定了东北各民族能够互通有无、互补所需、互相影响。能够较快地从落后的经

济形态向先进的形态过渡。

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的活动，公元前四世纪关内政权已经

开始在东北建制。当时燕国“破走东胡，⋯⋯筑长城，自造凡j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

辽两、辽东郡以拒胡。”①辽两、辽东二郡成为东北建制之始。秦汉因之。汉晋之际高句丽兴起，

占据东北松花江以南、辽河以东的广大区域。隋朝时候高句丽仍势力很人，隋政权只能占据辽

河以两。唐朝经过征东，疆域一度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唐朝在东北建立都督府，任用当地部

族进行管理。八到十二世纪东北经历了粟末鞯韬建立的渤海国、契丹国建立的辽和女真人建立

的金等政权更迭。元朝在东北建立行省，明朝时候又在松花江和黑龙江’卜游设立努尔干都司。

元明时代都是在辽河流域建立类似路、府、州等行政建制。而在松花江和黑龙江实行军事建制，

逐渐形成了辽河流域、松花江与黑龙江下游流域、黑龙江上游流域与嫩江流域三人区域。东北

在康熙时期分别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基本参照了元明时期的三大区域。由

于东北地区民族众多，又有关内移民不断涌入，故在各将军辖区实行旗、民分治的制度。光绪

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裁撤将军设立行省，废除旗、民二二重制。设立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

省。大的空间划分与原来三个将军辖区大致相合。只是局部有所变化。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

仍基本沿袭以前划分，局部略有变更。1928年东北改旗易帜，奉天省改为辽宁省。经日本侵略

的大变局和解放战争，东北终于回归到人民的怀抱。回

由此可见，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十的一部分。这里在中古时期就生活着肃慎、勿

吉、鞯羯、渤海、女真、满洲等民族，繁衍至近代又发展成为满、汉、蒙古、同、达斡尔、鄂

温克、赫哲等民族杂居的局面。各民族相互交往、彼此交流，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关外黑十文化。

尤其是近代关内人比人规模向东北移民。为东北社会增添了新的活力。

①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李孝聪t‘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人学出版社2004年。第加“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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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社会

。人规模的东北移比是近代中国尔北最引入瞩目的事件之一，也是东北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

色地区的原冈之一。

清朝开国之初。清廷为了保证军费开支曾采取招吣犀荒的政策，使东北荒地得到一定开发。

但人量涌入的流比不断占领旗人十地，造成一定的氏族矛盾，冈此康熙年间就停Jf：了这种政策。

为了保住东北这块所谓的“龙兴之地”、独占人参珍珠等特产，同时也为了确保作为八旗生计的

来源的尔北土地不被占用，乾隆年间清廷下令严禁汉人出关，东北地区进入封禁状态。但是山

东直隶等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人量地偷偷涌入东北。东北旗人庄主和地方官也需要招揽比人开星

土地以增加收入，他们并不十分认真执行清政府的禁令。最后使得“查办流民一节，竞成空文”．

∞灾荒年头“氏人多有携眷出关者”。圆从道光二十年(1850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人

口从289．8万增长到2158．22万人，60年间净增1868．4万人，平均每年增长30万人。回

清末封禁令废弛后，中国北方人口人量涌入东北地区。尤其是比国建立后东北人口增长速

度惊人，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人口比清末增加了一倍多。这是因为东北地

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开辟税源和谋取私利，也是出于移民实边、抗拒沙俄的考虑。采取了种

种鼓励移民的措施。东北地方政府先后颁布<国有荒地承星条例》、<吉林全省星荒规则》、<垦

辟蒙荒奖励办法》等条例，并派出招垦人员，广泛招徕星户。对移民东北者，往往给予减免火

车票的待遇，在垦荒方面也在牲畜、种子、粮食等问题上予以协助，因此东北移民数量飞速增

长。1912~1923年东北移民增长相对缓慢，多以季节性移民为主，秋去春来，居无定所。而

1924~1930年之间由于内地连年灾祸，贫苦农民举家迁徙东北的潮流达到高峰。8年间移比东

北的总数超过五百万，每年移民数在六十万上下，定居人数年平均也在三四十万人，移民性质

也从以前的单身闯关东变为携带家眷同行。回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为了使本国移【心移入东北开始对华北移比采取限制措施，如取消了民

国以来铁路上对东北移民?卜价的优待，拒绝无护照的移比进入等，还于1934年成堂‘人东公司”，

专门对华北移民进行审查，允许入境的人只有半数。因此在初期移民数量明显减少，甚至出现

回流。1937年以后日伪实行所谓“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为了保证计划的实

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伪满时期的移民主要有产业移比、军事劳务

移民和自由移民三种类型。产业移民主要指的是煤炭、森林采伐、土木建筑、交通运输等行业

中的外来人口，这种移民占移民总数比重较人。由于日本战时经济消耗，需要火量资源补充，

故需要大量人力开发东北资源。军事劳务移民构成东北北部移民的主体。修筑了人量的军事设

①‘东华续录》(嘉庆朝)第30卷，l：海：I：海古籍f{{版社1995年。

②王树楠、吴庭燮、金鞔敲等纂，臧式毅等修：‘奉天通志》第36卷，沈阳：古Iu书店发行1983年。

③许道犬：‘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4页，转引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
d{版社2002年，第563页。

④石方：《中国人u迁移史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版社1990年，第409．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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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数条铁路和无数的公路网。军事劳务移比主要是人东公司和劳：J：协会在各地招募、拐骗和

强迫征集的贫苦农比。自由移民也是为了谋求生存，躲避日军在内地引起的战乱。由于日伪“劳

工统治管理”的结果，这些移比不能自由谋取职业，只能流落城市中谋生。据1942年《解放日

报》透露193虬1941年满洲劳1：协会在华北抓捕华．I：就达四白．万人，加上自由移比等，数量要

大得多。∞

除了以上关内华人移民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外国人的东北移民，尤其是韩国和日

本。据满铁1931年调夯资料，当时东北有各类外国移民1101869人，其中韩国人678280人，

日本人240108人，分别占外国移民总数的61．6％和21．8％。圆东北沦陷以后，为了同化东北人

民、为战争提供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持，日本加快了对东北的移民步伐。1932年关东军就开始策

划移民试验，派遣移民团到东北。1936年关东军提出二十年间向东北移民百万户、五百万人的

计划，成为『．．田弘毅内阁的“国策”．通过种种手段来努力实现。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仅农

业移民人数就达2413”人。⑦东北沦陷时期的韩国移民也在日本的支持下数量激增，1935年

10月就已达到805769人。@

人移K对东北的影响是巨人的。数鼙庞人的移K群带来了内地的先进技术，．}lj自己的汗水

开发了东北这块富饶的黑土地，使近代东北地区出现了前所朱有的繁荣兴盛的局面。人移民也

充实了东北边境，正因为有这样为数众多的中华儿女的存在，才使任何觊觎这块富庶土地的阴

谋无法得逞。大移民更带来了各地的文化，这些文化与东北原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新

型的东北文化，这种文化具有一定的杂糅性和容纳能力，是一种开放的粗犷的文化。外国人移

民也为东北带米一丝新鲜气息。当然这类移民背后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其中难免带有一定的

侵略色彩，本文中将提及的日本基督教最初就是随着日本移民进入东北、并逐步演变成侵略帮

凶的．凡此种种对近代在东北传播的基督教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地缘政治

近代中国东北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变局和动荡的社会，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势

力纵横捭阖的结果。

前文已述，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这里便利的交通，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极容易

往来和交流。而该地又处于东北皿的要冲地带，北扼苏联，东接韩国，隔海临日本，具有十分

重要的战略价值。这样一块矿产、森林、物产等极为丰富的沃士必然会为列强所乖涎和觊觎。

第一个向东北伸出侵略魔爪的是俄国。早在康熙年间俄国就尝试通过武力实现侵占东北的

①同}=。第336．342页．
②许逸超：‘东北地理>，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社1947年，第16页．
@王胜今：‘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E1奉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5年，第45页．

④同上．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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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但当时清政府力量尚强，俄国连吃败仗。最终签订《尼布楚条约》，公平地堪分两国边界。

近代清廷力量式微，俄国再度南犯，利用清军镇压太平大国无暇北顾的机会下1854年、1855

年两度入侵，占领人片东北领七。清廷被迫签订中俄《瑷珲条约》，痛失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

以南60万平方公里的十地。接下来的中俄<北京条约》又使东北失去40万平方公里的十地。

再次是1861年、1886年的中俄勘界，义有人量领十被无端侵夺。俄国对已有的侵略成果并不

满足，还妄图侵占整个东北，变中国东北为“黄俄罗斯”。1896年俄国与清廷签订《中俄密约》，

开始修筑贯通东北的中东铁路，东北进一步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沙俄强迫清廷签订《旅

大租地条约》，完全控制了辽尔半岛；1900年俄国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出兵东北，在事实

上占领了东北地区，迟迟不予以撤兵。俄国的扩张终丁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_矛盾，日俄

战争爆发。俄国战败，与日本签订重新划分东北的《朴茨茅斯和约》，此后东北沦为日俄共同的

势力范围。④

另一个对东北虎视眈眈的是日本。近代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力犬增，也增强了其侵略韩国和

中国的野心。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甲午中日战争，东北地区成为主要战场，大批中国群众到在

日军的屠刀之下。事后日本妄图割占辽东半岛，虽冈列强干涉未能得逞，但日本在尔北的势力

仍得到了加强，并勒索了大量的赎金。由于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扩张触动了日本的利益，1904年

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领士上与俄国开战，东北人民再次惨遭兵燹，陷入沉重的灾

难。俄国的战败使得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大为扩张，1906年开始修建南满铁路，不断掠夺东北各

种资源，整个东北南部地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借口发动“九一八”

事变，整个东北迅速沦为敌手。此后日本扶持清废帝溥仪成立傀儡政权，直到1945年才结束在

中国东北长达14年的残暴统治，在东北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

而东北从晚清到民国期间内部也发生着频频的政治动荡。1891年东北辽刚建平一带爆发

“金丹道”大起义，矛头直指基督教，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动荡，最终起义被镇压。1900年举世

瞩目的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地区规模很人，东北教会遭到沉重的打击，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和俄人入侵。辛亥革命期间熊成基等革命党人在东北发动起义，但遭致失败。原奉大总督赵尔

巽摇身～变成为东北新都督，接着十匪出身的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一步步爬上政治舞台。他

挤走赵尔巽，利用权术和武力逐步将吉林和黑龙江的政治势力纳入奉系军阀的学控之下。经过

长时间的混乱局面后，张作霖终于r 1919年完全控制了东北地区。奉系军阀对东北内部征收苛

捐杂税、压榨勒索，与内地军阀不断混战，东北人比生活十分凼苦。此期间亦发生张作霖被日

本人炸死、张学良改旗易帜等重人事件。“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更是横遭摧残，人比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

种种社会动荡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兵匪的横行。近代中国东北以土匪闻名丁．世，东

北土匪大多是农比出身，受到种种压迫被逼做了十匪。一般而言兵荒马乱的时期也是十匪最为

①参见正魁喜等：‘近代东北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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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的时期，很多时候兵匪并无太人区别，穿上军服就是兵，脱-卜．军服就是匪，兵有时候比匪

还要残暴，匪有时候也会维持社会秩序。这些十匪不乏盗亦有道的侠匪，但人多数都十分残暴，

大人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回

频繁的政治动荡是近代中国东北社会的一人特色，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整个近代中国亦

未尝不是处于这样的动荡飘摇之中。东北地区幅员辽阔，无论政治如何变动。仍有民众的生存

空问。可以说多数政治变化对东北民众生活都会产生影响，且有些影响十分深刻；但有时候政

治问题的实际影响是局部的或是暂时的，朱必那么深刻，如辛亥革命对东北-卜．层民众的影响就

并非很大。政治不能直接触及的广人的社会空间的存在，或许正是近代大批内地比众不断移民

东北的原冈。近代在东北传播的基督教亦是如此．由丁．两方传教+在官方眼中的独特地位，以

及与西方相联系的基督教可能造成的影响，使得基督教会必然要与各个政权发生关联。但是即

便可能会受到政权力量的掣肘，教会在民间仍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四、黑土文化

东北地区的上述种种特征也恰恰决定了近代东北社会的文化特质。近代东北文化用一个形

象的词汇来形容，那就是“黑士文化”。这种别具特色的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传承，亦包含了种

种外来因素对它的塑造，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化包容性”，季是一种多元的文化。

前文已述，中国东北是众多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天然的便利交通使各个民族的文化能够

充分地交流和融合。因此一个民族的习俗往往会演化成各个民族共同的习俗，一个民族的文化

常常会成为东北地区会通的文化。以宗教为例，原始的生活环境使很多东北民族都具有自然崇

拜的传统，以萨满教最为盛行。萨满教原是满族、赫哲族、鄂伦春等民族主要的宗教信仰，带

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点。信仰萨满的族群往往都有自己的萨满，一般由男子

担任，其主要职责是祭祀和跳神。祭祀包括祭天、祭神、野祭和家祭，有一系列严格的祭祀程

序；跳神主要的目的是消灾、赶鬼、治病和祈丰收。我们会发现，不同民族萨满教的特点有所

不同，但主要内容却大体相似；萨满教虽然主要在几个民族中盛行，但事实上东北包括汉族在

内的多数民族都有这种信仰。或改造过的萨满教，或具有一定的萨满教情结。与福建地区的好

巫尚鬼不同，东北地区的自然崇拜是其宗教文化的主流。

近代东北人移民对东北文化的影响巨大。移民带来了中国内地的文化传统，为东北文化注

入了新的活力。仍以宗教为例，移民火人加强了东北的佛、道、伊斯兰和喇嘛教信仰，也移植

了诸如城隍、药千、娘娘等多种信仰。与当地宗教结合又创造出许多新的神灵，如狐仙、黄仙

①参见曾保明：‘东北十匪'，北京：西苑I叶j版社2004年；邵雍：‘民国绿林史’，福州：福建人民fi{版社2001
年．

②许宁、李成主编：‘删样的臼山黑水；东北地域文化的边缘解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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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带有很强的杂糅性。∞从社会风俗来看，近代东北也融入了许多内地的风俗习惯，人人

丰富了人比的生活。在内地的先进文明冲击卜．，尔北的渔猎文化逐渐衰退，开始向现代文明转

化。除了内地文化外，俄国和日本的移比以及尔北人氏与俄日的交往活动，又将周边国家的文

化引进东北。回冈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东北人民在心理上具有更人的开放度和包容性。

近代人移比给东北文化带米的另一个特色，是促使这里的人民大人减少了内地传统的束缚。

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尔北人的开放性。早期的东北移民一般都是下层民众，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儒家传统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十绅强烈。而他们的移氏活动义割裂了与以往人家族的密切联系，

转变成东北社会中新的单元，这就使尔北地区宗族文化和宗族势力相当薄弱。全新的社会环境，

相对原始的山野平原，使移吣不能不用一个全新的心态去面对。与当地文化结合，又使东北人

民整体上形成纯朴粗犷、豪爽奔放、易丁．接近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一直延续至今。

凡此种种，对丁近代在东北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基督教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或利或弊，传

教十所经历的种种曲折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尔北社会的特点中发现症结。

第二节东北亚基督教体系下的东北基督教

一、东北新教与东北亚基督教体系

基督新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播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近代西方基督教扩张网络中的

一环，因此若想看清东北基督教的全貌，必须从更为，“阔的视野中去考察，必须将它放在世界

基督教传播体系中去审视。

近代以来在“福音奋兴运动”的推动下，大批欧美传教十纷纷向亚非各地进军，基督教势

力开始向t日=界范围扩张。@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0吼M耐∞n)抵达广州，标志
着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的开始。随后又有裨治文、郭实猪、卫三艮、伯驾等多位传教十来华，但

由丁清廷的禁教政策，他们只能在J“尔澳门等地活动，雉以进入内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火门

被打开，传教士首先在通商口岸展开传教活动。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十获得了深

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此后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人规模传播，公理宗、信义宗、圣公宗、浸礼

宗、长老宗、监理宗、内地会等众多宗派进入内地，教会势力不断壮大。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

中也不断遭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教案频发，1900年义和团运动对教会的打击尤其沉重。二十

①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第551．555页。
②杨呖、霍燎原：‘中国东北通史》第5卷，长春：吉林文史fi{版社1998年，第668页．
③祸爵奋兴运动起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面对社会道德堕落、宗教情感淡漠的形势，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

斯理号召人们研读圣经，严守筚督教教义，过俭朴的生活。他们于1739年在英格兰建证一个传教组织，在

英伦三岛掀起灵性奋兴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英国圣公会也掀起福音运动。他们广泛开展改革教会、巡

|口I布道、开办主|I学校、指导阅读圣经等活动，大人刺激。_r新教再派向海外派遣传教组织的决心．十八世

纪后期广祸会、伦敦会、英国传道会等诸多差会组织建以起来，开始，哑洲传教的历程。在英国的影响下，

．1．八世纪末旨在复必堆督教福音的“第_二次人觉醒运动”红芰国兴起，荚国备派也纷纷建征海外布道组织，

弧洲也成为荚周差会火规模传教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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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中国基督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李天纲教授就基督教在华传播路线问题曾作过精辟的总结：“基督教沿着沿海、沿江这个T

字形的城市路线，在中国的南北、东两两个向度上发展。”①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十九世纪来华

传教+从华南地区沿海北上。在J“州、厦门、福州、‘j‘波、上海、青岛、烟台、天津等地建立

基地，然后沿长江渗入两部内地，向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发展。东北地区正处与传教

链条的最北端，而传教士进入东北的1867年却并不迟晚，除了沿海几个省份外，仅迟于河北、

湖北、湖南和江西。这与<天津条约》后营口的开埠有着直接的关系，辽东半岛本身就具有极

其便利的交通。传教士从山东很容易就可以渡海剑达营口，从传教路径来看东北苏格兰长老会

显然是起家于烟台。东北传教士的各种活动也不是孤立的，他们与内地差会和传教团体有着密

切联系。

东北地区的基督教显然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从西方差会的角度看，它

更是西方传教会东方传教体系的一部分，必然会与周边地区发生一定的关联，在这里有必要介

绍一下周边地区基督教的发展情况。

先看日本。

最先传入日本的是天主教。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f锄ci∞o Xa啊盯)渡海来剑日本的鹿

儿岛传教，并把布教范围扩展到平户、山口、京都等附近地区。由于织田信长的支持和保护，

他的传教活动比较顺利，出现了一些基督教人名(领主)。继沙勿略之后又有若干耶稣会士来到

日本，日本天主教教势一度兴盛。然而好景不长，1587年车臣秀吉突然发出“伴天连追放令”

对天主教徒进行迫害，人量信徒被处死，日本进入禁教时期，天主教转向地下发展。1858年随

着‘日法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在日本重新恢复了生机。后义经明治政府的禁教，几

经曲折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了较人的发展。

新教在日本的传播始于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以后。根据条约第八条美国人

可以在居留地内做礼拜的规定，1859年六名美国传教士相继来日，在神奈川、横滨、长崎等通

商口岸教授英语、学习日语和从事医疗活动，并俟机传教。1873年明治政府废除禁教令，新教

开始在日本公开传播。很快形成了横滨、熊本、札幌三处基督教团队，培养出一批基督教领袖。

1877年长老会系统各派联合组建日本基督一致教会(后改称日本基督教会)，1878年美部会系

统备派组建日本组合教会(后称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日本两人主要的新教宗派至此形成。除了

上述宗派之外，圣公会、浸信会、安息臼会、公理会、公谊会、路德会、救世军等多个宗派也

相继传入日本，日本新教出现繁荣局面。

进入二二十世纪后日本新教出现联合的趋势，19l 1年成立日本基督教会同盟。最初加盟教会

有日本基督教会、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日本公理会等8个宗派，1923年青年会、女青年会、日

①李灭纲：‘一l：海綦督教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原冈≯，苣新甲、许岳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4辑，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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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学协会等团体也加入进来，同盟改组为日本基督教联盟，成为教会及诸团体的联络机构。

193¨1932年，日本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发动名为“神之国”的人规模的传道运动，影响很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国内宗教的控制，许多持和平主义观点的信徒遭剑迫害。

1939年日本颁布了宗教团体法，诸宗教被置丁国家统制之下。为了保障教会的发展，日本基督

教联盟在各宗派间的联络协调。于1941年成立日本基督教团，圣公会等不愿加入的著会被政府

取缔。二战期间日本基督教团完全倒向了日本政府，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直到日本战败后

才开始反省。∞

再看韩国。

早在唐幺宗时期景教就已通过新罗的入庸使节和留学僧传入朝鲜、卜岛，但朱能广传。到了

十八tH=纪，天主教通过朝鲜赴明朝的使节传到朝鲜，这些使节人都受到在华耶稣会士的影响。

此后朝鲜半岛出现天主教信徒，部分耶稣会士也去朝鲜传教，教势一度兴盛。但是朝鲜政府人

都对天主教采取禁止和打压的政策，教会多次遭到沉重的打击，人量信徒被处死。这种情况直

到1882年美国与朝鲜缔结通商条约后才有所改善。

基督新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火人晚于天主教。1832年郭实猎(k A．Gutzla行)以一艘访

朝军舰的翻译的身份来到韩国，先后传教二十余天，但并无收获。1866年中国山东的伦敦会传

教士汤玛十(蝴J．n伽瞄)乘坐美国商船进入朝鲜半岛试图传教，结果船上的美国人与当
地民众发生冲突，传教士亦遭横祸。此后围绕该事件的调查活动，又有郭显德(H蚰t盯Co舭tc)、
韦廉臣(Alex锄d盯willi锄s∞)等传教+来韩国短期布道。此时在中国东北传教的罗约翰(JollIl

Ross)对韩国基督教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但在营口培养了几名韩国基督徒青年，而

且还在他们的协助下将‘圣经》翻译成韩文，这对韩国基督教来说是一项极有价值的：1：作。

1882年随着韩美条约的签订，传教士取得了自由传教的权利。1884年美国传教士麦利和(＆

S．M∞lay)谒见朝鲜皇帝，正式得到了传教的许可，此后监理会、圣公会、长老会、浸理宗、

安息日会、圣沽会、救世军等宗派相继来到朝鲜半岛开教，韩国基督教出现兴盛的局面。如在

中国传播一样，基督教在韩国也遭到了来自民众、士绅、官府等方面的抵制和打击，一度出现

教案，但最终还是得以确立和稳步发展。进入二十世纪，韩国教会出现联合的趋势，在历次爱

国运动中表现都很积极。日本吞并韩国后，韩国基督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尤其是1938年以

后遭受的迫害尤为严重，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的二战结柬。⑦

比较中日韩三国基督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具有惊人的

相似之处。三个国家天主教都在很早就已传入，义经过了漫长的禁教时期；新教传入时间都比

较晚，也都遭到一定的抵制，最终都是通过签订条约来推进基督教的发展。而且到二地的传教

士往往来自于同一个差会系统，甚至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地方传教。可以说基督教体系将三者

①参见r{奉摹督教团l}{版局编：‘哑洲摹督教的历史》，东京：}1本皋督教团出版局1991年，第一章第二节．
②参见【韩】金得幌著，柳青峰译：‘韩国宗教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6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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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在了一起，使三者之间具备了一定的内在联系。而尔北地区靠近日韩的地理位置，天然就

决定了该地的基督教可以成为联系三者重要环节。我们可以看剑，中国东北的传教士在韩国传

教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韩国传道人也深入到东北边境传教，在今延边地区还形成了

专门的传教区。①日本教会与东北基督教会似乎没有源流关系，但在本文第四部分的叙述中我

们将会看到日本基督教是如何在中国尔北传播的，伪满时期日本教会又是怎样一步步控制东北

基督教的，它与中国东北基督教会的联系远超过韩国教会。

二、东北天主教东正教的问接影响

谈及近代中国尔北地区的基督新教，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基督教系统的另外两人分支一

一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两种宗教在近代中国东北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它们与东北新教的发展

有何异同?是否与新教存在一定的关联、或对新教有某种影响?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近代东北地区天主教的势力人人超过新教．尤其是早期，东北新教是不可与天主

教同日而语的。进入二十世纪后东北新教后来者居上，发展十分迅速，但在信徒数量上始终没

有超过天主教。天主教传入东北地区的时间也远远早予新教。据说甲．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

罗马教皇就将满蒙教区作为北京教区的一部分，划归法国遣使会管理。因河北山东等地许多天

主教徒移居满蒙地区，1696年有法国传教士到营口和朝阳一带传教。1709年法国传教士还到东

北各地考察，并绘制了东北地图。1830年又有荷兰传教士到南满辽东一带传教，当时一位中国

人何神父主持辽东教务，教堂设在松树嘴子。圆

1838年，教皇额我十六世发表通谕将蒙古和东北从北京教区中分离出来，成立满蒙教区，

任命法国人方若望(v锄ll鹤)为首任主教。1840年满蒙教区一分为二，分为满洲教区和蒙古
教区。其中满洲教区管辖整个东北教务。方若望仍为首任土教。该教区曾设有四任主教，主教

府所在地也多有变动。1898年满洲教区再次一分为二。分为南满教区和北满教区。南满教区主

理奉天省教务，北满教区管辖吉林和黑龙江的堂区，是为东北天主教教区早期的沿革。民国以

后南北满教区进一步分化，进一步形成新的天主教教区。回

以方若望为首的天主教教士初入东北时就得到了东北原有信徒的支持，传教活动比较顺利。

方若望首先在今吉林长春附近的天主教村落小八家子村修建教堂和修院，建立最初的据点：接

着在辽宁境内的松树嘴子村建立了类似的传教根据地，与前者遥相呼应。此后天主教开始向周

①参见金东存：‘二．1．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延边朝鲜民族社会的演变及其影响'，延边大学博：|二论文来刊稿2007
年．

②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商静总纂：‘辽宁省志·宗教：占'，沈阳：辽宁民族f}J版社2002年，

第238页。有关l 838年以前东北天主教的相关介绍谯部分11文著述中也有所提及，如‘南满洲二於岁肚宗

教概观>，教化事业奖励资金财团，昭和六年(1931年)，第39页。但笔者尚朱诅：近代东北天主教的刊物}：
找到佐证，具体史实仍需要英文和法文文献的考证，待考．小过1838年之前东北地区存在人置．天主教徒却

是小争的事实．

③参见‘满洲圣教百年展拓史'。‘满洲公教月刊’1938年第4卷第3-12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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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区渗透和扩展，其主要传教方式人致是建立教堂、医院、修院、学校等等。在各地原有信

徒的配合下。早期尔北天土教的传播较为迅速。1841年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信徒有2319人(方

若望辖区的信徒总数为3619人)，1862年则增至5700人，1878年达到9792人，剑了1898年

信徒总数已经有26000人，可见其增K速度是较快的。①天主教设立的教堂修院等设施规模也

十分庞人，对于早期新教来说实在是有些望尘奠及。进入二十世纪东北的天土教也经历了一个

人发展时期。至1919年尔北大主教信徒总数达五万人之多，足见其迅猛的发展势头。圆而伪满

时期义冈为与日伪政权的积极合作，东北大主教会得到了日本人的扶持，曾一度膨胀，在1938

年前后达到鼎盛。此后历经挫折直剑新中国的成立。

从传教过程可以看出近代东北天主教与新教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天主教教士在近代

进入东北之先，尔北地区已经具备了良好的传教基础，而后来进入尔北地区的新教经历的完全

是一场拓荒之旅。但这时的东北氏众却通过天主教对外国宗教和外国人有了一定的直观印象，

可以想见他们在相当K的一段时间内是无法分清两者的区别的，也难以将两者区分开来对待，

这样天主教在民众中的影响也会间接影响到新教。

晚清时期东北天主教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比较常见和频繁，近代东北地区的教案十

之八九都是针对天主教的，这同然与天主教势力较人、往往会首当其冲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天

主教教+态度的嚣张、不分良莠地接收信徒、对“吃教”信徒的过度纵容和袒护。民众对天主

教的敌视态度常常会不加分析地加到新教头上，对新教的传播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苏格兰长

老会传教七罗约翰曾经愤激地说：“满洲的中国人如此无知，1873年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具有

实际的统治权的外国国．乇。这个名字仅仅是通过罗马天主教徒知道的，很不幸他们的行为却促

使人们对耶稣这个名字感到憎恨。”∞虽然言语中有些偏激的成分，却也道出了一定的事实。另

一方面，虽然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两教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融洽，互相之间是漠视、诋毁甚

至斗争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新教的发展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有关东北天主教的内容

本文以．卜．篇章还会详述，在此不再赘言。

东北地区东正教的历史在事实上晚r新教。虽然早在1665年俄国武装侵入黑龙江流域时就

带来了东正教，但此后在中国境内的尔正教仅仅局限在北京地区，东北的尔正教信徒数量极少。

@东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快速传播源于中东铁路的修建。1895年俄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了在

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火批俄国筑路jJ：人和武装部队开进东三省。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宗教

①‘天主公教在满洲百年人事表》，‘满洲公教月刊》1938年第4卷第8．10期连载。
②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袜备、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一中国摹督教事业统计>，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07页．

③JotIIl RosS．“Notc伽Mission wo订【in M鲫churia'’，刀IP c^加E即尺ecD盹，'voI．26，No．1(J锄．1 895)，p．1 7．

④1665年以切尔尼柯大斯摹为首的俄国武装侵入黑龙江流域并柏：当地建也东正教教堂。中国军队收复雅克萨
后，部分被关押诅i北京的俄国俘虏经清政府的同意住京建证东iF教教掌。1700年6月，沙皂彼得一世发{I：

派遣俄罗斯iF教驻北京传教团的下谕，从1715～1956年，共自．20届俄罗斯传教l：团驻北京．1860年以后

俄国利用以小’P等条约，开始人规模向中国内地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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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别丁：1898年和1899年在哈尔滨建立了两座尼古拉教堂。到了1908年，哈尔滨的尔正

教教堂达到7座，中尔铁路沿线达到14座，信徒几乎全部是俄国人。

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人员人量流亡中国，东北地区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人数已经超过

30万。④该年驻北京传教十团更名为中国尔正教会北京总会。并断绝了同莫斯科正教会的关系。

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4个主教区。哈尔滨主教区在这个时期发展迅速，

1918．1922年仅哈尔滨市就建立教堂9座，哈尔滨市以外的地区建立教堂ll座。“九一八”事

变后，由于日本的高压政策，大量流亡俄人纷纷南下，东北东正教人数骤减，据哈尔滨主教监

理局统计1938年哈尔滨教区东正教信徒仅有2．5万人，其中l万在哈尔滨市，不过到1941年

以前东北北部部分地区仍有东正教增长的倾向。1943年日伪强迫东北的尔正教神职人员和信徒

参拜“天照人神”，哈尔滨梅列基人主教以基督教不拜偶像为由号召信徒誓死抵制，造成与日伪

机关的高度紧张。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东北东正教宣布接受俄罗斯正教莫斯科牧首区的

管辖。此后东正教积极向中国群众传教，1956年中国东正教脱离俄罗斯正教取得自主地位，中

华东正教会成立。俄籍人员纷纷离华。圆

东北地区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都不同，它的信众群体以俄国人为主，信徒数簧随着俄国

和中国东北政局的变化而发生剧烈变化，因此东正教与东北地区的结合度不如天主教和新教紧

密，且东正教的传布区域以黑龙江省少数地区为主，影响范围并不，“泛。从目前的史料中很少

能看到新教与东正教的关系或关联，似乎两者是毫不相关的群体。不过从近代各个时期的不同

政权的角度看来则并非如此，他们的宗教政策往往会考虑到各个宗派，并对这些宗派发生作用。

同样是外来宗教，对东北社会或多或少会产生某种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最终都会

通过民众、官府或其它势力反馈到各个宗派身上，对新教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这也恰

恰可以体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①乐峰：‘东iE教史》，北京：中国{}会科学}}{版社1999年．第208页。
②参见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一L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270．280页



博士学位论文

D(Er0惋^L DISS腿T^T10N

第二章新教初传东北时期教会的处境与应对

第一节新教初传东北及其社会反应

基督新教传入中国东北缘丁1861年的营口开埠。

营口旧称“沟营”，位于渤海之滨、辽河下游入海处，是尔北地区沟通南北的贸易中心。由

于东北经济腹地广阔，物产资源丰富，营口义是晚清辽东半岛少有的吞吐海港，其地位显得十

分重要。‘穆宗实录》称营口“南通闽J“江浙，近接直(隶)东，中外商比云集，(尔北)沿海

各口中，最为紧要之地。”回

但是列强最初在东北谋求政治和商业利益时，关注的却不是营口，而是牛庄。这是因为同

样是天然良港的牛庄在外国商人中享有更高的声誉。“牛庄原为辽南重镇，自清嘉道以来，每年

有闽浙雕杉各船，渡海东来，皆由三岔口入港，至枭姬庙河口登岸，以牛庄为贸易市场，一时

牛庄闻名中外。”圆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势力就曾在牛庄贩卖鸦片和收购黄豆，对牛庄颇为熟悉。

因此英国在1958年6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时。要求增开牛庄为通商口岸，圆

并于186l私月3日正式开埠，外国商人开始云集牛庄。然而是年辽河水暴涨，河道南移九十里，
使得牛庄远离入海口，轮船出入不便，外国商人不得不纷纷离去。为了尽快打开东北市场，英

国政府命令牛庄领事米都斯到辽河沿岸勘查。米都斯终于发现了营口这个联系内外的理想商港，

遂照会清政府，诡称英国错把牛庄当成了营口，并以“条约文字不便改易”为由擅自将营口称

为牛庄，于同年6月11日在营口设立领事馆。回此后西方无论官方文献还是私人著述均称营口为

“牛庄”，@营口就这样在极具讽刺意味的改名换姓中正式开埠了。

营口开埠为外国资本输入中国尔北打开了人门。两方国家开始在营口开设洋行，收购原料，

倾销商品，人人增加了鸦片的输入，东北地区开始向半殖民地转化。这时西方国家已通过不平

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以此为契机两方新教传教士开始了以营口为突破口的东北

传教的历程。

一、东北先驱传教士的足迹

第一个进入中国东北的新教传教+不可考，据现有史料看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Gu

①‘清实录·穆宗实录》第4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营口县忠>，民国20年版(1931年)，转引臼杨砀、霍燎原：‘中国东北通史》第6卷，长存：吉林文史}lI

版社1998年．第4页．

③‘天津条约》第ll条规定：“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u，嗣后皆准英商办可任意oj无论何人
买卖，货船随时往来．”

④薛虹、李澍刚主编：‘中国东北通史》，长备：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456页。
⑤近代传教：I二留下各种文章、著作以及其它各类文’≯均常提及的“，l：庄”，除J，极个别的真正指的足东北的乍

序外，绝人多数说的都足茜U．奉义涉及此类史料的时候均用“营u”取代“牛庄”，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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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lafr)是较早的一个，他曾r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乘船到东北地区游历散’15，但此行并无任何传

教成果。①1866年又有苏格兰圣经公会传教十韦廉臣(Alcx锄d盯、Mlli扰啪n)到东北地区旅行

售j传，在人约两年的时间里他白南向北穿越了整个东北的十地，最远到达松花江上的二姓，当

时整个东北还没有基督新教教会的踪迹。圆对于这次远足很多关于东北基督教的文章都有提及，

然具体细节却不为人知。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旨定，韦廉臣这次东北游历的主要任务与郭实猎

一样都是售书，并来建立任何教会，亦来得到任何信徒。但是韦廉臣的活动也并非没有任何意

义，他将人量关于东北的信息传达给了差会，对后来到东北的传教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韦廉

臣是在营口开埠以后进行游历的，此时的营口已经有一些外国人长期或短期居住，他不但把诸

多信息带到这些人中，还从烟台带来了一个中国传道人从事售j侣活动。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协

助了第一位在东北开教的传教十宾惠廉(willi锄C．Bums)的+I：作。固

<一)宾惠廉

宾惠廉是苏格兰长老宗的传教+。长老宗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因以加尔文的宗教

思想为依据，义称加尔文宗。它产生予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与路德宗和安立甘宗并称新教

三大主流派。十六1tc纪初期瑞十人文主义者和宗教领袖加入了宗教改革的队伍，并在改革中与

路德宗分道扬镶。1553年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其追随者形成归正宗各教会。十七至

十八世纪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归正宗逐步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该宗在教义上强调“因信

称义”，强调‘圣经》权威至上，相信预定说。在崇拜礼仪中使用方言，摒弃祭台、圣像和祭礼，

只承认圣餐中有耶稣体血的德能，强调讲道，注重牧师和信徒教育以及信仰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信徒主要分布在瑞士、苏格兰和北欧各国及美国。该宗于1842年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传入中国，

鸦片战争后得到发展，先后来华的14个传教团体，分布在J“尔、福建、浙江、山东、北京、上

海等诸多地区。回

东北地区也是长老宗在华非常重要的传教区之一，主要派别为苏格兰长老会和爱尔兰长老

会。而宾惠廉则是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也是东北新教真正的开创者，正是他在1867~1868年

的经历将长老会带到了东北，使长老会在此后人半个世纪里成为东北新教各派的绝对主力。

宾惠廉于1815年诞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的基赛德，父亲是当地的牧师。受家庭环境的

①K饥nctll Sc傩l aloun=ttc，彳胁咖，)，矿，^P凰咖岱加∥a廊砌l坝N州Ybrk锄d Lond∞：Harpcr锄d Brom粥
PubIishc嘎1944，VoI．6．p．300．另据东北信徒辑录的‘K老会历史》中称“初于一八五一二年，有德国传教一l：郭

实猎君。自暹罗乘鸦片船来华售书，北仝锦州，继到营U。初柬时当河u结冰，其船胶滞难行，冻死水犬

一人，遂由盖州下船，地方官相待甚优，此为关东有福爵种子之始也。”(序振声、手正翱：‘长老会历史>，
‘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金陵神学菇》1924年第lO卷第3哆，第8l页)此事人致可以与赖德烈的著
作相印证，但郭实猎往1S51年就已经去世，文中提到的郭实猎游历东北的年份1852年址然青误．郭实猎

曾于1832年到朝鲜游历。岗此他到达东北的时间也町能为1832年．待考。

②D．MacGilliV甩y’■＆一m秒矿肋细．1口刖肘洳fD脑伽c^加口Ⅳ80卜，9D矽，蹦nted by Chinc靶M砒州als C∞t仃，lnc．

一S鲫F瑚cis∞，1979。p．206．固B啪s 1蜘y，Memo诤呵t沁R魄wm．C．Bums．睫A．．Missio船哆to chino加m t}le Engl{sh Presbyteri彻chrch，
L0nd∞：J．Nisbet．I 885，p．338．

④参见于町主编：‘世界三火宗教及其流派'，长沙：湖南人民：I{版社1988年，第184-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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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陶，他在幼年时就喜读《大路历程》一”的，对基督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十二岁那年，宾惠

廉进入Ⅱ伯．J．一所著名的中学就读，奠定了他在语言训练上的基础。以后他义以优秀的成绩从

Ⅱ伯丁人学毕业，并且前往爱．J．堡见习律师业务。后转入格拉斯哥火学攻读神学，丁1839年获

得讲道的执照。接下来宾惠廉开始剑各地布道，雄辩的口才使他获得了极人的成功，很快就成

为欧美两洲著名的布道家。1847年他作为英国长老会首任海外传教十抵达香港，开始了在华传

教的历程。他的传教范同包括汕头、厦门、上海、北京等很多地方，经历了许多挫折，也取得

过很人的成功。①他对创立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十戴德生(Huds∞Taylor)产生过较人的影响。回

1867年夏天在北京传教的宾惠廉止式移居营口，同行的是一个在北京受洗的王姓中国信徒。

他们到达营口后费了很人周折终丁在郊外找到了一处住房，这所住房成为住宿和布道两用的场

所，他们就在这里召集路人听道。∞_千姓信徒与韦廉臣从烟台带过米的那个信徒一起在街头售

书和布道，宾惠廉常常加入他们的行列米争取更多的中国信徒。宾惠廉在营口的传教对象除了

中国人外还有外国人。那时常驻营口的外国人已经超过五十人。他的私人笔记称“如果包括导

航员和海关的全部官员，这里的常驻外国居民并不算少。在开河的季节(这里冰封三到四个月)，

我知道外国船平均每年有250只左右。我已经用英语在英国领事馆举行安息日仪式，会议参加状

况良好，就神圣祝福而言，我们希望至少可以以上帝之名有规律地部署召集。”④从中可以看出，

领事馆也是宾惠廉最经常的布道场所，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在营口的西方人。

宾惠廉的在营口的传教生涯十分短暂，他很快就被一场严重的伤寒击垮，于次年4月4日辞

世。虽然在东北停留的时间很短，但他却被基督教界公认为新教开拓东北的先驱。不同于郭实

猪和韦廉臣，他在东北着实地开展了传教活动，在营口开办过东西街两座福音堂，多有营业客

民入教。@宾惠廉死后，他从北京带来的那个王姓信徒得剑了牛庄居民和爱尔兰长老会的资助，

在一个商人的监督下iI：作很成功。他后来受雇丁．新来的爱尔兰传教士，传教士们对他很器重，

有一次还送给他一块漂亮的爱尔兰银表和精美的致辞专片作为奖赏。@

宾惠廉对东北新教更人的精神遗产在于他不断向母国差会呼吁，号召传教士来东北传教。

正是在他呼吁下才有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东北，新教才得以在这块黑士地上扎根。宾惠廉曾在私

人笔记中表达自己的愿望：“我希望在一到两年里，如果不用太久，这个地方及其乡村将不仅被

另外的传教十占据，而且那些在南部的渴望变化的人们也会通过来这里过夏或过冬改变一下生

①参见Bums lslay'M啪Df，∥f^e RPv砌．C砌佩M J|．，M妇foM，)，fo c^伽口加所曲e踟g：f；f蚋P，蝴砌一
CI|l“砌．Lond伽：J．Nisbet’1885．另见魏外扬：‘宜教事业oj近代中国》，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8年，第77．84
页．

②有关宾惠廉’i戴德生的关系的史实参见戴存义大妇著，胡宣明节译：‘戴德生传>，香港：证道：|l版社1970
年，第109．126页。

@Bm璐、s崎．Memoir可the Rev．wm．c．8¨r淞．M．A．．MissioM哆to chiM如m me English P他sbyteri∞c}lll佗h。
p．333．

(D“NewChwang”，7焉e^亿sfD^口，)，尺P∞，d虮、，oI．1，No．1 l(Nov．1 867)，p．867．

⑤‘中华摹臀教历史(甲编)》，第82页。
⑥“NewCh蛐g”，77IP c^f^删詹e∞砘，，v01．2，No．4(S印．1 869)，p．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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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据认为这里的夏天比北京凉爽，冬天却足够的冷，我想可以满足加拿人人的愿望。我当然

希望，如果与别人分享这块十地，可以迎接来南方来访的传教+．或迎接美国或英国一些转移

到这里!￡：作的传教+团体代表。”①

宾惠廉写给母国著会的信中说：“我注意到报纸上爱尔兰长老会想在中国开设一个著会，如

果他们准备派出他们第一批代表，那么营口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取得成功的地点。”留1867

年l 1月21日他又写信给道格拉斯(C琊tairs D叽gl勰)先生称：“我劝告爱尔兰长老会来牛庄，

对我来说似乎没有别的地方比牛庄更适合我推荐(或者也许是如此的适合)。满洲除了有广人开

阔的未被占据的十地外，还有好的天气，以及用世故的观点看来相对容易对付的人口。在写给

母国的信中我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希望你能够附和我的提议。”@宾惠廉在营口这些呼吁

终于飘洋过海开始在爱尔兰长老会中同荡，并对这个差会的在华传教的决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

响。

(二)很德和万特

在宗教奋兴运动的影响下，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爱尔兰长老会也开始考虑向中国派遣传教士

的问题。该会多次召开集会商讨具体的实施办法，最初的决议是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应该与厦门

的英国长老会合作。而这时爱尔兰长老会的一个长老、远东公司职员马西森(Donald Math豁on)

强烈建议差会到营口开教，因为宾惠廉不断写信向他介绍营口的传教优势。据此建议1868年4

月差会委员会决定派遣传教士同时协助英长老会在营口和厦门的．1：作。然而这时传来宾惠廉去

世的消息，临终前他一直呼吁传教团体去营口传教，宾惠廉的这些呼吁信被陆续收到并公开发

表。随之不断有人向著会进言希望差会能够在营口开教，宾惠廉的朋友道格拉斯的建议尤为强

烈。1868年8月差会委员会终丁：同意将营口作为爱尔兰长老会的传教地。④次年1月19日，爱尔

兰贝尔法斯特长老会任命很德(JoseplI MolyIl伽x H啪ter)为长老、万特(Hugll w矾dell)作为

牧师前往营口开教，他们成为爱尔兰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

1869年很德大妇和万特怀着忠忑不安的兴奋心情抵达上海。在上海的街头，他们偶遇苏格

兰圣经公会的传教十韦廉臣．此时韦廉臣刚刚结束东北地区的旅行，对东北有着丰富的感性认

识，他给了两位传教+许多建议和忠告。到达营口的时候，他们受到外国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

万特暂时与一对美国夫妇同住，很德大妇住在一位医生家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寻觅，很德丈妇

①俐州Chw锄g”，乃P^舾fo朋，)，异唧毗V01．1，No．1l(Nov．1 867)，p．867．
②Boyd Robcn Higgin鲫l'降讧胂口妇糟拥朋；鲫咖，衙f^P跏，)，旷fJIe加曲尸把如朋}，如l尸如肥盯M妇如加，蛔fD

^缸一曲”砌，Bcl触【Nonll硼I他l锄d】：Fo而印Missi∞O衔％l 940，p．1 7．

③Bums Islay'^翻加驴D，曲P JR州腧．C口“，鹅M●．，朋bi鲫a，)，幻劬蛔加所伪已西叫t曲户k16雕啊鲫仇，幽，
p．337．

④Boyd Robert Higgins∞，臌矽叼妇腰砌朋扫一c^“，妇?舭跏，，，矿咖，门鼬P，鄙砂t朗“巩，'fD一卯，．肘泌如一口，t盱幻
^亿万c矗“，1．口，p．1 7．

@万特十1840年iH生在一个传教l：家庭，曾先后就读于贝尔法斯特的争家学院、女争火学和神学院，1867年5
月取得试用传道人的执照．很德；Ij生于1833年。从小亦受到蕞督教的影响。他早年经商，后舟商学医，先

后n：贝尔法斯特女争人学和爱丁堡内外科皇家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在一家轮船公·d的船l：做J，七年外科医
生，具有二#富的行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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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丁租得一个中国海关官员的、卜间房子，很快万特也住了进来。

很德和万特参观了宾惠廉．I：作过的地方，也见到了仍然坚持在少数信徒中．J：作的宾惠廉的

助手——那个于姓信徒。他们发现这里条什相当差。虽然营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少抱有敌对

情绪，但他们人部分都很无知。“传教十希望分发数以千计的小册子和。}5籍为访问这里铺路，但

他们失望地发现很少人能够阅读。”∞若不具备中国语言知识很难取得任何进展，于是他们找到

本地的老师学习汉语。几个月后他们取得了很犬的进步，为公开地：r=作奠定了基础。1870年4

月很德开了一个诊所，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就诊。万特也开始了：1：作，他的布道演讲已经能够被

中国人听懂。他每周在传教站讲道二到四次，有五六十人听讲，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宾惠廉

的教堂过丁破败，万特不断地寻找新的地点，最终终丁找到了。自从搬迁到新教堂后日常听道

者比老教堂增加了一倍。这个小教堂人约在每天．卜．午4点开放，一直到天黑都在布道，布道者包

括传教士、传教十的老师和千传道。为了争取年轻人，他们还开办了一个学校，有五人个学生

加入。

1870年对刚刚在营口站稳脚跟的爱尔兰传教士来说是一个充满考验的年头。是年6月天津教

案爆发，消息传开后尔北地区民众排外情绪严重，到很德的诊所就诊的人日渐减少，最后诊所

被迫关闭。万特也发现那些原来愿意听道的人现在不再信任他，这些人视他为“野兽和瘟疫，

避之不及”。孩子们见了传教七就像“绵羊见到了狼”，家长把外国人看成魔鬼，学校不得不停

办。圆祸不单行，很德大人这时患了严重的喉咙疾病，该年冬天她抛下一个幼儿离开了人世。

万特的健康状况也急剧下降，喉咙疾病最后使他无法讲话，最后不得不放弃jI：作，携带很德的

幼子返回爱尔兰。@

现在只剩下很德一个人，他必须独自肩负起营口的．1=作，这对这个在东北生活还不到两年

的异乡入的确是一种很火的压力。好在天津教案引起的恐慌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平息，又有病

人到很德的诊所寻求治疗了。娴熟高超的医术成为成功的关键，很德很快就再次取得了人们的

信任，前米求诊的人不断增加。小教堂中的听众数量也恢复到以往的水平，唯有差会学校的学

生数量很少，不过城里其它学校学生数目也大致如此。

这时的营口著会面临着资金紧张和人手短缺的困难。很德计划开办一个j牿店、一个女子学

校、在中心地段开一个小教堂，但冈资金缺乏而无法实现。母国差会为此不断向各界呼吁，终

于得到了安息日学校、“差会之友”等组织机构和个人的支持，1874年底很德向往已久的房子建

成了。他从此不必再去租赁住房，其它用途的建筑都随之建立起来。1873年爱尔兰的差会会议

又特别呼吁传教十到中国协助很德．I：作，响应此呼吁，传教七盖雅各(J啪∞Ca娼∞)和很德

①Boyd RDb叭Hi路in∞n，恸口七绑伽肘加曲“，妇?曲P跏，)，D厂fJk肺^阮晒朋}，泐l肋一鲫·M妇如朋，女酷幻
肘口一曲“，妇，p．25．

②Ibid．，p．32．
@万特后来到两班牙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到1]奉开办J，一个教会，于1901年6月20 Ll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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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妹妹很德小姐丁：1874年6月26日抵达营口，人手短缺的问题就这样暂时得到解决。①

虽然很德多数时间都在从事医疗il：作。但他从没忘记作为一个传教十的使命。他和助手经

常到各地布道和售书，取得了卓著的成果。从1874年1月到6月，他的．1：作者在营口和附近市镇

出售宗教’f5籍10534本。圆很德非常关注对女性的传教活动。常劝告一些父母把家中的女孩子送

到学校学习。他也不断为女校物色合适的女教师。最后决定让他助手的妻子担任这个职责。很

德还在1873年专门筹款为参加礼拜仪式的妇女建立了一座教堂。

1875年营口教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所有的学校都被迫关闭，虽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

合适的教师。在他们物色的教师中，“一个人具有雄辩的口才，但是他的能力主要在儒学方面而

不是‘圣经》知识：另一个人在自家田地里种鸦片；还有一个从不参加公开礼拜。”固学生也

如教师一样令人无法满意，很少有女孩子能够在学校里待上三个月的，许多只有几个星期。虽

然很德和盖雅各都相信学校的价值，但他们觉得教会学校必须以保证能够指导信仰为前提。学

校的关闭使他们相信上帝的手指已经指向了另外的方向。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渴望聆听布道和阅

读经卷。他们中的一个就应该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带着中国助手外出旅行。这种想法也被法国

传教+巡行传教的榜样所刺激，很德决定去感受法国人遇到的困难。

1874年11月很德开始了最初的旅行，目标是沈阳、法库和长春。他和两个书贩走了33天，

在35个城镇卖出2048本书和小册子。第二次旅行共42天，他们到达了东北部的吉林，卖出1600

本书。1875年夏天很德去了西北的广宁和银州，共ll天，处理了1000本小册子和超过1500本书。

接着他行程67天，穿过吉林到达接近俄国边境的三姓。1876年很德又访闯了南部和两部55座城

镇，出售了5500本书和小册子。@这位爱尔兰传教士似乎乘上了勇往直前、永不停歇的马车，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义向西北行走三千里穿越蒙古边境到达齐齐哈尔，向东行程千余里到达中俄

朝边境城镇珲春，向南一直抵达北京。甚至1883年在因病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很德仍进行了一

次长达三个多月的旅行，顺利地进入俄国境内。一路上他和助手遇到过恶劣的天气、凶悍的十

匪、敌视的宫府以及其它种种困难。但他们都克服了，售出了数不清的宗教15l籍，进行了无数

次布道活动。然而很德的病情愈来愈严重，不得不予1884年4月1日离开营口，最终于5月8臼去

世，这时他在中国东北已经整辂：r作了15年。

很德在东北工作的时代并不是东北教会人发展的时代，剑1883年为止，爱尔兰长老会在东

北传教14年，所得信徒不过一打而已。但他的：I：作播撒下了基督教的种子，为新教在东北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进入到东北基督教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东北爱尔兰长老会信徒

①盖雅各‘j很德小姐干1876年稿：背u结为失妇。

②Boyd R0ben Hi站ins叫，坳4k爆协M册曲甜，妇?旃P鼬，)，旷曲P伽曲P，E啦加删册RD—B秽M洳jo一口一臼fo
肘h曲“，概p．72．

③Ibid．，p91．
(D有关很德在东北旅行的具体内容详见Boyd Robert Hi鹤ins鲫，惭础P憎扬肘钿幽“，缸?腩P&口_，)，矿珀e玩幽

胁赔yfer曲一尸j．o，lB盯埘洳如一口—酋细^缸一曲“，妇一书第9．1 l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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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十余人发展剑九十年代的数千人，①教区也从最初的营口一地展拓到长

春、新K、沈阿l、法库、广‘j‘、吉林、孤榆树等诸多地区。爱尔兰传教十也开始接踵而至，义

平¨团运动爆发以前共有二十多位传教十来此．I：作。可以说，很德是尔北爱尔兰长老会发展过程

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三)罗约翰

宾惠廉临终前的呼吁不但唤来了爱尔兰著会，也吸引了他白己所属的著会——苏格兰长老

会传教七来到东北继承他的遗志。

在东北传播的这支苏格兰差会全称“满洲苏格兰一致自由教会”(United Fr∞Church of

Scotl狮d Mission ill M锄ch证a)，该会1862年就开始了在’j 2波传教的尝试。1870年苏格兰圣经公

会的韦廉臣成为该会传教+并驻扎烟台，山东成为苏格兰长老会的重要的传教地。此后许多尔

北传教士均来自丁山东。其中摄早的，也是1|常重要的一个是罗约翰(JollII R0ss)。罗约翰是

苏格兰长老会著名的传教+，他丁1872年夏天来到烟台。这时的山东已经有了一些传教+，而

东北地区自宾惠廉去世后尚无苏格兰艮老会的jI：作者。罗约翰了解剑这些情况后便毅然渡海来

到营口，开始了东北传教的历程。

罗约翰到抵达营口后，发现那里缺少树木，房屋简陋，到处是令人厌恶的泥巴，与碧海绿

树的烟台形成鲜明的对比。营口的j1：作也比烟台麻烦一些，因为没有人愿意将房屋租给外国人。

幸运的是恰好有一栋因发生过谋杀案无人敢住的店铺要出租，传教士立即将它租作教堂之用。

这座店铺通身都是泥巴盖成的。人约22平方英尺，后面小屋里有厨房和火炕，其中一面对着人

街。罗约翰和他的汉语教师——个通州的基督徒就在这里布道，每天_卜．午都会吸引来士农]：
商各式各样的人。这里没有祈祷、没有唱诗，也没有《圣经》文本，因为人们对这些都不理解。

第一年布道的效果似乎很差。只有一个士兵很感兴趣，后来成为教会的代理人，并丁十年后受

洗。．一年后当房主认为如此多的布道活动足以赶走房子里的鬼的时候，就收同了房子。圆

当然，最初的工作也并非毫无成就，罗约翰在到达营口的第一年就开办了一个男童学校。

学校提供免费食宿，只教授儒家经典，故赢得了一些人的好感。回罗约翰最人的收获是他得到

了重要的传教助手。曾有三个望教者每天到罗约翰的住处阅读经持并聆听罗约翰的指导，其中

两个人后来皈依教会，分别是王静明和林万镒，而王静明则成为苏格兰长老会在东北发展过程

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1873年罗约翰从一位商人那里得知附近有一个叫太平山的地方，那里连续三年歉收，人们

不得不以草根树皮糊口，冻饿致死者无数。得知此消息后，罗约翰立即从营口商人和苏格兰差

①1899年爱尔兰差会往东北各地的信徒数量如下：特u 1899人。金州845人，广宁1149人。沈阳377人，

新民2346人，法库956人，长备392人，吉林467人，孤榆树861人。数据来源Boyd Roben HigginsotI’
W口ymolce倦in Monch—n：the Slory醇tk|nsh P陀sbyterinn Pioneer Missionnries 10 M锄chu^o、p．、髓。

②John R傩，胁路面一胁珐。出加胁疗c^”嘲，Edinbu啦；London；Fl锄ing H．ReveII Co．I 908，即．45．49．
@rbid．，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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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那里筹集到一笔资金，用这笔资金购买一批谷物运送剑太平山，赈济，J：作就落到了信徒千静

明手中。经过一番周折，教会终于在太平山建立了第一个外部传教站。①传教士在太平山的赈

济活动很快传遍了辽东半岛南部，人人缓解了吣众对外国人和基督教的敌意，此后传教十在附

近地区租房子不雨像以前一样困难。罗约翰很容易就在开州衙门附近租到一间房子，很快就吸

引了很多听众且基本上没有人反对。后冈爱尔兰长老会决定lI，‘据两线至北京的地区，他就放弃

了开州，另在附近的海城和人石桥分别建立了教堂。圆

正如前文提到的传教士很德一样，罗约翰在初到东北的二年里也展开了几次巡游活动。第

一次是1873年，他去了沈冈】和辽阳，返同时途经海城；第二次旅行是1874年，他经由岫岩、风

凰城和法库来到朝鲜边境；第二次旅行是1874~1875年冬天，他经由锦州、山海关等地抵达北

京，又经由锦州、广。j1、沈阳等地返同。@罗约翰每次都乘坐马车旅行，沿途散发了人鼙的基

督教书籍，并在各地街头布道，往往听众云集，大多数是好奇者，反对者亦不占少数。国罗约

翰这种巡游活动在传教方面的效果不得而知，但却为传教十提供了地理知识和相关风十人情的

信息，对传教活动有着间接的价值。

巡游活动加深了罗约翰对东北各地的认识，也刺激了他向北部展拓教会的决心，1876年他

将目光转向了沈阳。罗约翰派出了学校的一个教师、唯一的同族基督徒到沈甩1，费尽周折才租

到了一栋属于一个北京王子的极其破败的房子。沈阳的传教jI：作最初由1875年到来的马钦泰

(John M∞inty豫)主持，固但不久后完全由罗约翰接任，罗约翰携眷移居沈冈}。太平山的王静

明也来到沈阳协助．J：作。此时的沈阳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文化重镇，也是一个极其排外的城市，

传教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传教七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不怀好意的入围观起哄，官府为

了避免发生教案派了两个士兵时刻跟随着传教士，一则保护，二则监视。@街头布道活动开展

起来也极其困难，“人多嗔目，每一开讲，蜚声频米，侮辱备至，扰乱随之。”o但是罗约翰并

没有因此而退缩，经过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尤其是本十传道人千静明的勤奋一r：作，来自各

方面的反对之声渐弱，最终还是在沈Ri站稳了脚跟。

罗约翰的下一个目标是辽阳．正如在沈阳一样，第一步仍是派遣王静明进行街头布道。虽

然反对力量非常顽强，但是一块定居点最终还是在1882年建立起来。1883年东北教会著名的信

徒刘全岳开始主持辽四1教务，使得辽阳教务得到很人的发展。辽凡I成为继沈阳之后的另外一个

重要的传教中心。

①JoIIII R∞s'^以鲫fD一肘醐|ID凼伽^亿w^”，氓pp．149．150．
②John R∞s，“History oftIlc M柚chu—a Mission”，刀Ie a胁巴即足Bc口，d：巩VbL l 8，No．7(July．1 887)，p．257．
⑨“P髑b如一鲫Church of E119l锄d Missi∞”，刀IP劬胁聊足PcD胁，，V01．8，No-2‘Fcb．1 877)’p．216．

④参见JOIIn R饼s，^缸咖一胍，f^o西加^缸∞^“，记第二章。
@马钦器也是苏格兰长老会传教l：，进入东北之前一直存山东潍县传教，由于健康原闪他于1875年移居代u。

初时马钦泰．Ij罗约翰每隔几个月轮流主持内地和港u的传教T作，后冈马钦豢结婚，4；便太多走动，罗约

翰就专司内地事务。港u及其附近地区由马钦泰负责．
@JoIlII R嘴，^弛：咖^胁，^o出细^纪一曲“砌，口．55．
⑦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摹督教年鉴》。奉天(沈阳)：满洲摹督教联合会193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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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司督阁(Dugald C晡stie)、魏雅各(J锄懿webs衙)等苏格兰传教十接踽而至，人

人增强了差会的力量，东北苏格兰K老会进入一个人发展时期。而罗约翰继续不断地推进着白

己的I：作，他在1893年创立吉林兴京教会，次年建立铁岭懿路教会。1894~1897年苏格兰爱尔

兰两教会在铁岭开办学道班，罗约翰为负责人。学道班进一步发展，于1898年创办奉天神学院，

1898年到1913年期间罗约翰任神学院院长。罗约翰丁1915年去世。

罗约翰不但是中国尔北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人物，而且对韩国基督教的发展也

产生过较大的影响。1874年以后他与马钦泰在李鹿赞、白鸿俊、金镇基、李成夏、徐相仑等儿

位韩国基督徒的协助下开始翻译韩语‘圣经》，1882年购置印刷机械出版了《路加福音》和《约

翰福音》，1883年刊行了‘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使徒行传》，1887年印出了‘圣经·新

约》的其它部分，命名为《耶稣圣敦全。{5》，这就是最初的韩语《圣经》，也就是韩国人常说的

“罗约翰《新约》译本”，对韩国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重人的作用。①

罗约翰也是一位颇具文字功力的传教士，曾出版<满人历史》、<官话读本》、‘满洲传教方

法》、<朝英语言入门》、‘朝鲜历史和习俗》等多部著作，并撰写了人量文章，在中外文化交流

方面也是一位有贡献的人物。当然，对r基督教会而言，罗约翰最重要的贡献仍在传教方面，

他在近代东北长老会发展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以上介绍的几位传教士都是东北基督史上的先驱性人物，对教会在东北的立足和发展起剑

了拓荒的作用。此后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东北，沿着先驱者的足迹走得更远。

二、社会的态度和反教问曩

在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上，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反教问题，那么近代东北

地区的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如何?是否也存在着严重的反教现象?这是探讨近代东北基督教史

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们知道，民众反教往往会导致氏教冲突，当民教冲突超出控制时，又常常会酿成教案。

根据陈银岜对晚清教案的分析数据，在清末中国的27个省区中，奉天(辽tj；省)、吉林、黑龙

江三省的教案数量分别为24起、15起和3起，在各省教案排名中分别为第12位、15位和20

位，三省的教案总和恰恰是排在第7位的福建省的教案数量。@从这些数据中看，晚清东北地

区的教案排在全国各地教案中等靠前的位置，但是能否可以冈此认为当地比众的反教程度也处

于这个位置呢?我想这种推论很难成立。因为教案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民众排外的因素，

也有教会自身的原因，还有诸如文化冲突、利益纠葛、偶发事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众排外

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而这种排外行为同时也受到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⑦另外，

①【韩】金得橇著，柳嗜峰译：‘韩国宗教史》，第280页．
②陈银岜：‘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一八六o～一八九九)'，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页图示．
③陈银昆在对晚清民教冲突l敷冈进行篮化分析时，发现排在前3位的分别足社会秩序问题(占冲突原冈的39％)、

实际利益问题(22．32％)、je他事件或小明冈素的影响(16．67％)．其中社会秩序问题涉及到的足教会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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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晚清东北地区的教案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绝人多数教案都与天主教有关，涉及剑新教

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儿起而己，比众排外的针对性也是应当考虑的。关丁．晚清尔北社会对基督教

的态度问题，早期传教十的著作可以作为参考。

(一)下层民众

第一位在东北开教的宾惠廉在东北的时间太短，从他留’卜．的片言只语中很难看到社会对基

督教的反应，1869年到米的很德对此却有很多的描述。 ·

很德到达营口后发现外国人并没有遭到中国邻居骚扰或袭击，人们极少有敌意，“除了小孩

子和人狗表现出的恐惧外。没有迹象表明一个外国人住营口会非常的不适。”他曾写道：“我从

来没看到一丝的不喜欢或鄙视，我经常对此感剑震惊。只有一次一个人站在门前敲着小胡子，

无疑这是一种令人迷惑的轻视的表现：只有一次我听到一句反对的话。”①营口民众的这种态度

或许与营口的地理位置有关，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有很多外国人剑这里做生意，传教士到来时

营口已经开埠多年，人们对外国人自然没有陌生感，偏见或许相对少些。

内地的民众贝U不然，他们十之八九没有见过外国人，一．q有外国人出现人都感到十分好奇。

早期无论传教十何时出门都会有一群人的围观，无须花费任何力气就能吸引来无数的人米听道。

罗约翰在沈冈{布道时，交通常常被观看外国人的人群阻断，有一次官兵不得不要求他换个地方，

因为一个交通繁忙的城门被围观人群塞得水泄不通。圆盖雅各访问吉林时也给客栈的主人带来

了很大的困扰，因为“这个外国人无论什么时候进来，脚后都跟着一火群市民。”@很德在多次

巡游后总结说“只要掌握了语言，在人多数时候吸引一个中国人发生兴趣并不是凼难的事。无

论出于什么动机，他们聚拢在你的周嗣，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没有其它地方比这里更有前途。他

们是安静的、没有攻击性的比族和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受剑折磨向他们致意实在是令人愉快

的恩典。”回

很德基丁自身实践的判断不能说不对，但民众的情绪是很复杂的，不同地区民众的态度也

有所不同，他的苏格兰同事罗约翰的运气就远不如他。罗约翰遇到过各式各样的人，的确有很

多人抱有很单纯的好奇心，有的人火老远跑来就是为了看看外国人是不是有膝盖，⑥但是也有

很多人却带有极端的偏见其至仇视情绪。罗约翰和干静明在沈阳和辽刚街头传教时，常会有人

众双方的问题，完伞足传教l：和教徒引发的问题占17．47％，余肯为双方之问的误解：实际利益问题史足涉

及教会‘i民众双方之同的利益纠纷，绝非完伞柬白于民众。町见民众捧外与青很人程度}：取决于教会本身，

即便一个地方发生J，民教冲突也小能完全认定该地总体I：足反教的．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两者

之间的存舀i一定的关联也小能完全否认。参见‘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一八六。一一八九九)》，第85贞

表格。

④B畸a黜如味Hl髓讯巅t。礅tymBl‘￡幅讯Mo魏c沁咖：|k跏哼西|}l￡|rlsh Presb诺eri口n Pioneer Misslondr沁s to

^缸^c^“，曲，p．43．
②John Ro辐，胁s，咖胁咖出胁胁一幽“砌，p．56．
③Boyd Robcrc Hi鹤ins∞。坳口妇糟伽肘加cJIⅣ，缸肪e跏_，)，矿f^e，门曲尸，咖厢拼，'fD厅卯，肘洳细一口，‘留fD

^《区哺幽“，如，p．147．

④Ibid．，p．142．
⑤John Ro鹋，肘细『l；D一朋每拍旧凼加^缸一曲“砌，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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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人起哄，甚至会遭剑石块砖头的威胁，沈刚官府为安全计不得不派出两个十兵随时保护传教

士。教堂里不断有人喧哗捣乱，以致布道无法进行’卜．之。在出巡的路上罗约翰偶尔也会遇剑不

友好的对待，一次在锦州北部的一个村庄罗约翰对购15者发表演讲，一个铁匠生气地喊道：“还

不住口!天沣教案的警告还不够吗?这样的事儿再发生一次你才能住口!”另一次在辽冈l西人门

卖二忙的时候。一个农民高喊：“厚颜无耻!跑剑这里假装教训我们!”①传教十想租住中国人的

虏子非常困难，没有人愿意将房屋租给外国人。

教会早期的信徒面对的压力似乎更人，人们认为“皈依者”一词与“外国人”是同义的，

不但他们的家人想方设法防J}：他们变成“外国人”，他们的同乡也努力阻止他们加入教会。信徒

往往被禁J}：使用村里的公共十地，禁J}：在公共的山上打柴，他们的谷物刚刚成熟就会被人在夜

里偷偷割走，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东北下层K众持有的这种情绪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心理是分不开的。新教传入东北的

时候中国的人门早就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太多的耻辱，不平等条约

又为两方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创造了条什，氏众对外国人的仇视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尔北下层民

众大都知识匮乏，他们的这种情绪里面包含着很多盲目和1卜理性的成分。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是

一个具有实际统治权的外国国王，他觊觎中国美丽富饶的十地，曾在1842年和1860年分别派

来两支军队企图占有中国的十地和财富，但最终被迫退出了，两次军事行动证明是无效的，于

是他想出狡猾的传教的办法。“通过行贿和谄媚、教导和魔法、诚实或欺诈的手段，传教士尽可

能多地吸引人来出卖自己，变成自己国家的叛徒。当这些叛变的群体在数量和分布范围上占很

大比例的时候，外国军队就会再次被派往中国。这些人将由各地的叛变者群体带路，通过乡村

的道路，打开城市的火门。”@

人们进一步将目光转向传教士，很多入认为传教十是与“红胡子”(十雁)一类的人，具有

不可捉摸的魔力。“这种魔力的证据在丁．任何憎恨外国人的中国人一．口．接近传教+，他们的仇恨

就消失了，他们开始跟外国人说好话。任何健全的人怎么会那样做?显然目前其中任何一个人

都被施与了魔法。”锄接下来谣言四起，如传教十用施了魔法茶水迷人、朋纸人做军队攻击中国

以及用纸人剪辫子等等，迷拐儿童的谣言也十分盛行，有时候甚至引起恐慌。这给传教十的。I：

作、尤其是医疗jI：作带来了极人的障碍。苏格兰长老会医疗传教+司督阁初到沈冈1的时候，很

少有人敢服用他提供的药品。一次一个小女孩儿不见了，女孩子的母亲就狂怒地剑医院来要人，

最终孩子重新出现才平息了她的愤怒。另一次～个天主教神父拜访了司督『割，第二天人街小巷

就到处有人传说外国医生把孩子的眼睛和心脏卖给了神父，神父装满二架马车离开了沈阿1。@这

⑤Dugald Christie，Editcd by his wifc，乃f，纱M砸巧砌^如“七妇疗，，跚一，9，i占P以g f抛毋矽啦一c嚣口蒯月e∞抛咖船矿脚耐(油，‘枷P，London：ConstabIe and company Ltd，1914，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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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谣言人多都是偶发冈索引发的猜测。有些谣言则比较有系统性，是有人针对基督教专门精心

设计出来的。尔北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十吴阿礼(A．Macdonald w骼Mater)在1891年6月17目

的～封信中提剑辽田l的反教谣言：

洋人正在收买虱子，两三文钱一只，蘸上毒药，然后在百姓中间撒播开来，谁被叮上

一口，就会很快死去．这看上去是很荒唐的传闻，可是足以对百姓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的

确，有人在收买虱子时被发现，问他为谁买时，他说是为医院．不幸未抓住他，而让他溜

之大吉．上月，在这里的盛大的春季庙会之前，也曾传说洋人要把蘸上毒药的虱子向群众

投放，结果来过节和看戏的人寥寥无几．鸡蛋据说也都蘸上了毒药，相当长的时间内，它

们成了市场上的毒品．据说城内许多入的发辫被神秘地剪去，于是有人在街上售卖特种的

绳子，保证能起有效预防这种灾难的护身符的作用．∞

这段谣言无疑是十分荒谬的，但比众的确发现了所谓为医院购买虱子的人。可能这里面有

故意栽赃陷害的嫌疑。与此谣言流传的同时，反教揭帖也开始在尔北符地张贴，这已经超出了

文化贫乏的下层白．姓的能力。美国公使田贝据此推断可能是在理教等秘密会党的反教行为。圆

晚清东北地区的反教谣言多数都是社会政治型的，男女之防之类的伦理型谣言较少，或许

这与东北地区民风粗犷、不拘小节有一定的关联。下层民众对伦理问题关注得少而对政治利害

关注得多。这些谣言的出现与人们的愚昧无知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不乏某些反教士绅和秘密会

党的蓄意捏造，另外也有利益冲突的原因。@前文已经提及，东北地区普遍受剑萨满教的影响，

民间对自然神的信仰十分强烈，各处都有神汉神婆一类类似萨满的入，教会宣称去除偶像和迷

信自然触及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会有意识地鼓动人们反教。如1898年丹麦信义会的聂乐信(Miss

E11％Nicls∞)小姐在大孤山建立女子学校后，义想在小镇的另一头建立自己的住宅，她的邻居

们不断制造麻烦，不让她的马车接近学校，其中有一个反对者就是一个巫师。固再如1877年王

静明在海城传教时遭剑了一个算命先生的抵制：“卜士角子扬扰害尤其，尝唆人投孩尸于堂，谓

候耶稣令之复活。而堂门匾额，被毁者再。”@另外，早期尔北医疗传教十遭剑当地中医反对的

例子亦不鲜见。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虽然上述民众反教的例子并不罕见，但从总体上看晚清尔北地区的反

①‘吴阿礼(A．Macd∞aId wesMatcr)致班迪诺(J．J．Frcd谢ck，B锄dinel)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

范大学J力史系含编：‘济末教案》(五)，北京：中毕书局2000年，第306贞．

②‘刚贝致布赖恩函第1300吁》，‘清末教案》(五)，第305页．
③孙江分析J_反教谣亩的社会心理原l犬I：一是流苦’j社会动荡相关联：-二足流育‘J人们的切身利益相关联；

三足流苦‘j人们的愚昧无知相关联。孙江：‘f’’≯架与龙》。杭州：浙江人民}{{版社1990年，第215．22l页．

另有关反教谣言方血的研究，参见苏萍：‘谣言’j近代教案》，．1：海：远东ff；版{l：2001年。
@“christi卸Educati∞衙Girls in M明churia，，，7№劬f一雠胄删砘，’V01．59，No．3(M札l 929)，pp．I 92．1 93．

⑤‘中华堆督教历史(甲编)》．第83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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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势力还是相对薄弱的。反教比较集中的区域只有辽豫l、沈冈{、吉林、n乎兰等少数地区，其它

人部分地区的K众都比较友女r和有礼貌，这在传教十的各种传记中都有所体现。当地的满人对

基督教并不很关心，数量更多的移【心本身就要应对一个新的环境，也无暇顾及基督教的问题。

正如东北传教十英雅各(J锄髓W．1nglis)所言：“这里的保守和排外情绪可能比中国特有的情

绪要弱一些，这也许是冈为许多人本身就是从外行过来的移【心，在新家与旧的关系相脱离。文

人阶层的力量也很薄弱：另一方面，纯止的满族人酱遍对我们持～种漠不关心的态度。”①而且

东北地区、尤其是尔此北部J’．人地区地J'．人稀，很难形成集中的有组织的反教团队。早期基督

新教本身的力量也不足以构成人们强有力的反对目标，更多时候大主教抢占了风头。这些冈素

有利．丁．早期尔北新教的快速发展。

(二)士绅和官府

如果说F层比众对基督教的反应代表了平【心阶层的看法的话，那么十绅和官府体现出的则

是社会精英对基督教的态度。后者人数虽然较少，却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前者的情绪和行为，他

们在晚清社会中具有更人的影响力。吕实强先生曾经指出：“在许多教案中，从表面看起来，参

加者常为成千上百的平比，但真止的鼓动者与策划者，则多、卜为当地的官绅与知识分子。”国

就士绅阶层而言，他们出于对儒家传统和自身利益的维护，总体上是反教的。@这也恰恰可

以说明为什么晚清时期沈辫1和辽同I能够成为反教的中心，主要原冈在丁．两地是当时辽东、卜岛、

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罗约翰等苏格兰K老会传教士在这里遭剑抵制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

在公开布道的最初的?|，年里，沈冈I各个阶层的人都米听讲，许多穿着便农的高官和成群的

文人也来到教堂。人们都很礼貌，即使有语法和发音错误也不发笑。也许这些人是挑选的，也

许是因为士兵在场，在教堂内没有粗鲁的行为，人们的感情实际上是隐藏的。每天一般由传道

人王静明首先讲道，人群中一些有文化且聪明的年轻人会向他提问，或对基督教进行嘲卉性地

评论，不断有人宜称千静明是个骗子。有些人还故意设计一些陷阱性的刁钻古怿的问题，学识

有限的中国传道人这时便无法同答了，丁是就由传教+出面代答。由丁两方人在思辩和逻辑方

面强于中国人，故此辩论的时候传教十总能够占上锋，这无疑会激怒那些反对者，导致对抗的

升级。@

这些十绅的态度和目标1卜常明确，他们要川各种理由说明传教十不该米中国，说明传教+

①劢P西m口M船『D一，加一d幻础，first issue，Sh锄ghai：Am两c锄P嘲b”耐an mission pr瞬，1896．台北：成文j{：版
有限公·日1973年翻EIJ版，第82页。

②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冈(一八六。一一八七网)》，俞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第4页．
③吕实强认为：“儒家思想‘i礼教，在当时的{l：会中，已经根深带IiIil。一般{：人大，尤小以为．惟有同守此一

悠久博人的传统。中国才能保持je为礼仪之邦，文明之固。幕督教的教义‘j礼仪节义．存许多地方‘j儒家

思想传统相反，冈嗬被一般白以为诵扎孟之苦、效圣贤之行的l：人人们，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自为

势所难免。”见‘中固官绅反教的原冈(一八六。一一八七网)》，第5页。

(D John Ross，^靠s研D一^钯胁Dd￡伽^如一cJl“，忉，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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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是不纯的：他们不能让任何一个中国人加入基督教，一定要将传教十赶走。传教十对此

这样记载：“小教堂每大_卜．午被穿着鲜亮的人们挤得令人窜息——一些人有敌意，一些人很好奇。

一些先前剑那里的人每天都来干扰会议，阻I}：任何布道活动，并且尤其是——他们挑战性地宣

布——不能让任何人变成‘外国人’。”回

这些+绅的反教理由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文人认识到基督教与中国道德的相似性，冈此

他们质问：“你们撕方有一个贤明的耶稣，我们东方有一个贤明的孔子，两者同样都是好的，那

么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不待在家里让我们自己教自己?”有些人只考虑世俗利益，一

般的问题是：“你同国见你们君主的时候他会封你什么官?你的官职和收入与你在这里为你们国

家赢得的追随者数蟮成比例是吗?”劫他们在狂怒时候就会严厉谴责：“我们属丁满清千朝，没

人能把我们变成外国人!”“你们用你们的信条来偷我们的灵魂，用你们的鸦片来毒害我们的肉

体!”一些学堂学生每天也过来小教堂攻击传道人：“只要我们任何一个入在，就不允许一个沈

阳的灵魂变成外国人。”@

沈阳是当时奉天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东北地区科举考试的集中地，科考期间各地举子

也加入到与传教+辩论的行列。他们才思敏捷、口才出众，谴责和揭露传教十的诡计是他们的

目的。他们常常轮流上阵嘲讽传教+，很少给传教士反驳的机会。但他们想让传教士屈服的企

图并没有实现，于是他们就在传教士讲道的时候制造噪音和人声吵闹。使布道活动无法继续下

去，甚至声言要威胁传教十的生命，但最终并没有出现实际的打击。这样的冲突持续了几个月，

最终终于平息了。@

传教十在辽田I的经历人致与沈田1相似，反教的人群背后总有一些文人在调唆和煽动。一个

疯子就在满族文人的煽动下不断来剑教堂搅闹，一次还将一只死猫扔到于静明头上。一些地痞

无赖也常常来纠缠。那时的情形正如后来的信徒所言：“时有疯人张某，及旗署弁兵，驳辨笑骂，

污辱层出。”@但最终一个满族文人反对者向教会屈服了，并开始倾向基督教。不久一个基督徒

集会形成了，并开始向本十教会转变。

类似沈阳和辽阳的反教十绅在东北其它地方也是存在的，但近代东北地区+绅的比例1仁常

有限，东北整体上文化相对落后，儒家传统不如内地强烈。即便部分+绅有着较强的反教情绪，

反教的总体力量也远不及内地文化发达的地区，这就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

晚清时期东北地方官府对基督教的态度随着官员的不同也有所不同。有些官员对传教十的

态度非常友好，如很德在巡游过程中先后四次经过齐齐哈尔，每次都受到那里将军的热情款待，

有一次还送给很德一只活羊、两包茶叶、一袋人米和一篓威十忌作为礼物。⑨曾在东北任盛京

①John Ross，“Note∞Mission wbrk in M卸chu—a’’，77lP c^伽删舶∞胁r'V01．26，No．1(J锄．1 895)，p．1 8．

②John RDss，^，＆湛fD月^钯f^D西伽^缸一‘’^“砌，p．59．
③Ibid．’p．60．
④Ib叱p．“．
⑤‘中华摹督教历史(甲编)》，第88页。

⑥Boyd Rob叭Higgins∞，朋z朋口b俗砌肘如c^“砌?f^P踟秒旷，船』h蚋陬谚鹏，记一尸f口一卯，肘z豁fD疗口—矗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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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的左宝贵与尔北传教十、尤其足医疗传教十的关系也1卜常好，对教会格外关照。这类官员

一股心胸比较宽J“，往往能够用一种比较真诚的态度待人。但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人多数的

官员常常持～种外表恭敬、内心反对的表里不一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与众多十绅具有相同的

维护儒家传统的情感，对基督教人都侧目而视；另一方面，由丁．条约的限制，他们有不得不对

传教十进行保护，一．口．发生教案他们就难辞其咎，动辄就会有被革职罢官的危险。冈此他们对

传教+的一举一动保持高度的警觉，丝毫不敢怠慢，亦不敢得罪。这也是传教十刚刚进入沈冈1

官府就立即派卫兵寸步不离地进行保护的原冈。

如此官员的行为中就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尔西，不能不进行分析。很德在巡游时多次经过吉

林城，吉林官员的态度虑该说也还不错。很德的行踪人都瞒不过当地的官员，1882年他玄占林

时，刚剑城外就有二个差人奉吉林地方官之命前来迎接，并为他安排好了住处。但是仅仅一周

时间就有官兵米布问他离开的时间。显然官府很怕惹麻烦，这个时期传教十想要永久居住吉林

城是不人可能的。∽看来“官府仅依条约关系，名为保护，H占实敌阻”④确实是那时很多官员对

基督教的一种实态。

另外一些官员反教的情绪较为强烈，虽然他们不敢直接针对传教十，却可以打击那些中国

信徒、望教者和普通听众，这是对传教十的一种间接打击，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很德在巡游剑

某地时被大雨阻拦在客栈里，很多当地人到客栈探望他。当地衙门不敢驱赶传教十，而是派出

一队官兵驱赶客栈外面的人群，并试图诱使客栈土人关l’J歇业米赶走很德，很德通过与当地官

员进行交涉官方态度才得以缓和。蛳不久很德来到呼兰传教，那里前来听道和买‘15的人也遭到

了官府衙役的殴打。苏格兰差会的杨医生(Tll伽嬲Yo吼g)和传教十劳但理(D锄iel T．Robens∞)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1891年当他们试图在双城堡和阿仕河建立教会中心的时候，他们遭遇到

满族官员的坚决抵抗，皈依者被关进监狱，将财物租给教会的人受剑严厉的惩罚，教会发展一

度受挫。④再如1893年吉林城信徒宋存礼冈为帮助爱尔兰K老会传教十高积善(Jam髓A．Greig)

购买十地而遭剑官府的拘捕和鞭笞，直到营口的英国领事出面问题才勉强得以解决。@

地方官在其辖区内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们往往能够左右当地比众，其态度有时甚至

会对当地民众产生支配性的、决定性的影响。冈此一个地区民众是否反教或反教程度的强弱很

大程度上与官府的态度密切相关，如果官府放任、纵容甚至暗示或鼓励民众反教，那么该地反

教行为就比较多；相反，如果官府对基督教持保护、肯定甚或赞赏的态度，那么即使该地比众

有一定的反教情绪也很快会被压制卜．去。冈此，反教问题的地区性差异也是相对的，正如吉林

一胁一c^“砌，p．108．
(!)lbid．，p．149．

②《中华摹督教历史(甲编)》，第87页。

⑨Bo，d Rd’en Hl戳如憎哺，w砂mnk糟in MnnchHri口：lhe Slo哆巧the lrish P陀sbyteri口n Pio眦er MisSionories to

^dh刀c^“砌，p．119．
④D．MacGilIimy'一＆一f“秒。厂尸，D协幻疗，肋船fD眦抽劭胁d r，占D7~，90矽，p．208．
@f．W．s．aN矾，The cnll可the E∞t．Sktches．矗Dm the Hislo咿of the阢sh Mission to M口nchurin J 869．1 9l 9．

B00ksell盯：Michael S．HolI卸der Rare Boo坂S柚RafaeI，CA’U．S．A)，p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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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早期的官员对基督教尚能够容忍，故此传教十在那里多受剑优待。到了十九世纪末新任官

员对基督教极端仇视，吉林就变成尔北地区“排外空气最浓厚的地方”哪，传教十的境遇自然

可想而知。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卜‘结论：

第一，晚清尔北卜．层氏众对基督教人都十分好奇，其反救行为一般源丁对基督教的误解、

盲目排外、谣言、宫绅诱导等冈素，也有政治事件的偶发冈素。比起中国内地总体上看反教行

为并不激烈。

第二，十绅阶层是比较坚决的反教力鬣。且有儒家伦理作为反教的理论’『：具，但由丁尔北

地区文化相对落后，十绅阶层人数有限，力颦也有限，故很快就式微卜．去。

第三，官府人都持羁縻态度，冈害怕发生教窠而对教会的态度相对宽容，但保持高度警惕。

部分官员对教会态度友好，部分官员对教会态度强硬，官方的态度对比众常会起到暗示或影响

作用。
。

第四，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随地区的不同或时间的变化也有所筹异，在营口、K春等地反

教情绪相对较弱，而沈冈I、辽舟I等地反教情绪相对激烈：吉林甲．期反教情绪较弱，后期较强。

文化因素和个别官员态度对此产生了很人的影响。

第二节羁縻政策下官府力量的介入

一、晚清基督教政策的羁磨特征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有所变化，总体上看是一种由

反教到容教、由容教到保教的从紧到松的发展态势。这种演变的根源在于列强对华侵略程度的

加深和在华利益的不断攫取，在丁．清政府与列强实力悬殊的博弈过程中被迫的退缩与让步。可

以说绝大多数时候清政府都是铍动地、无奈地放松对基督教的控制。这样的冈果关系是极容易

理解的，冈为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近代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绝人部分都是城‘卜．之

盟，而满清官员在处理每一个教案时也不得不小心哭翼地观望着教会所属国的坚船利炮。

鸦片战争以前新教传教十已经在华南沿海周边地区活动多年，天主教在中国比间的地卜．势

力也比较活跃。但由丁清政府的排外禁教政策，教会很难进入中国内地，更谈不上人规模发展。

近代中国第一个涉及基督教闷题的条约是1844年7月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回

①芝刚研三：‘满洲宗教忠》，满铁社员会1940年，第773．774贞：转0l白杨肠、霍燎原：‘中国东北通史’第
6卷，第263贞。

②杨森富先生认为中国正式允许外国人相：华传教的第一个条约足雍难五年(1727年)九，丁中俄签订的《恰克

图条约》，条约第五款仃如下义。乒：“⋯⋯俄使请造Jlli宇，中固办理俄事人慢等帮助俄馆盖脯．现红{丰京喇
嘛一人．复议补遗散人十此庙居住。俄人照伊规则扎佛念经，4；得阻止。”妊然该条款的对象足俄国东正敦，

清廷只允许东难教教f：拍!俄使馆内传教．日．{3I!定』，教f?人数，从’≯面f：吞清廷似乎将东萨教视为佛教的一

支米对待。该条约并小足适用于天主教和后)k的欧荚新教，也小属十晚清范畴．见杨森富：‘中国幕督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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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第17条规定：“合众国比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比房，或租地白

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川D这一规定为传教十进入通商口岸从事传教活动扫

清了障碍。同年lO月清政府义被迫与法国签订中法《黄埔条约》，条约第22条规定在通商口岸

“法兰两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法兰撕

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国该条款将前者条约义推进了一步，保护教堂

的义务被强加剑清政府的头上，实际上就是变相地要求清廷保障基督教在通商口岸的传教利菔。

英国教会根据《南京条约》中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也享有了上述条约的权利。至此从雍止时期制

定的白．年禁教政策开始松动。

在条约的保护_卜．传教十进入通商口岸，教会得以立足。但此时的多数比众对基督教抱有强

烈的敌意甚至仇视情绪，比教冲突不断。传教活动并不顺利。清朝上下官员对教会亦十分反感，

虽然根据条约不得不进行保护，但很多时候都是在敷衍塞责，甚至暗中进行抵制。整个社会排

外抑教之风仍是主流。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起。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大津条约》和‘北

京条约》。《天津条约》的第7条和第13条给予英法传教十剑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条约中还规

定：“向米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土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回‘北京条约》第6条

规定：“又将前谋害天主教之时所充公天士堂、学堂、荤地、田十、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

扎京师之钦差人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白便。”④这便

是所谓的大主教的“还堂”问题，也是日后教案频发的主要原冈之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1858

年和．1860年签订的这两个条约不但明文要求去除以往的禁教文告，而且使传教十获得了在中国

内地传教的权利，并满足了天主教索同教产的要求，百年禁教的时代彻底终结。

此后的五十年是基督教向中国各地不断蔓延和快速发展的五十年，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

并无太大的变化，但在实际操作方面随着时事的变迁也有一定的改变或调整。清政府每一次与

教会打交道或每一次教案的善后处理，都会感觉到一股来自教会以外的力量的压力，原有的反

教思维也不得不一次次退缩。尤其是地方官员，虽然他们人多数人对基督教侧目而视，却不敢

得罪这些有来历有背景的外国人。他们十分担心自己的辖区内会发生教案，冈为一．口．教案发生

常常会招致外国政治力量的干涉而引发国际纠纷，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遭剑皇帝的呵斥，甚至

可能会冈此丢官罢职。冈此他们对基督教保持高度的警觉和严密的防范，总是密切关注本地传

教十的行踪，尽可能地进行保护，虽然这种保护井1卜是发臼内心的心甘情愿的行为。另一方面，

很多官员出于维护儒家传统的本能，暗中也会对基督教进行掣肘，或利川条约本身限制基督教

的进一步的发展。

台北：台湾商务E¨书馆1968年，第252．253页。

①卡铁崖：‘中外Jll约章程汇编》第l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54页。

②同．I：，第62页。

③同．卜，第107页。

④同．卜，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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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晚清时期的基督教政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传统的“羁縻”思维是其思想主导。①

“羁縻”一词原指套在牛马头上的笼头，后米将历代封建千朝在多氏族国家里对社会发展不平

衡的少数比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成为羁縻制度，正所谓“大子之丁夷狄，义羁縻勿绝

而己”。④这里的“羁”指的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指的是以经济和物质利螽

给以抚慰，是一种打压控制和笼络让步相结合的制度。清政府对基督教的反感态度总体不变，

这就决定了各级官员必然会尽可能地限制基督教的发展；而清朝内部积弱，国力空虚，无法与

列强相争，义不能不对基督教进行保护，维持表面上的和好态势。处理比教冲突问题的官员往

往不得不违心地抑比袒教，以保证局势的稳定和头上的鸟纱帽。当然，这样的结果常常是招致

比众一方更人的愤怒和导致更多的教案的发生。冈此基督教问题在晚清地方官员那里并非小事，

他们往往要格外审慎地麻对。近代中国尔北的官员所要应对的正是同样的问题，．卜．文将要展示

的是东北地方官是如何介入新教事务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官方对教会发展影响程度的强

弱，看到早期东北教会独特的政治境遇。

二、东北新教教案问题及其解决

前文已述，晚清时期整个东二省的教案发生率人概处丁．各省排名的中等位置，而在这些教

案中绝人多数都与天主教有关，真正涉及新教的教案非常之少。虽然数量很少，但教案的确是

教会与官方直接发生接触的一个平台，也最能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故笔者在这里择其要者进

行详述，以期发现蕴禽于其中的特质。

(一)租房购地风波

新教传教+进入东北后，如何取得居住和传教的场所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在这

个问题上新教传教十的处境要比天主教麻烦一些，冈为近代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东北之前东北地

区已经有了众多天主教信徒，租购田宅相对容易一些。新教传教十则不然，他们在东北完全是

一场拓荒之旅，看似十分简单的住宅问题到他们那里也变成了难题。

1874年罗约翰试图在盖城租赁房屋作为宦教场所，但苦于无人愿意将房产租给外国人，他

不得不让一个天津信徒手景安以开15铺为由求租，费了一番周折才租到一栋房宅。但此事立即

被巡查的官兵探知，并报知时任盛京将军的崇实。崇实不敢怠慢，义即刻上奏折报告知总理衙

门，并对此展开调查。他们不敢直接盘奈传教十，而是找米出租房子的屋主庄观海问话。庄氏

的同答如下：

有先不认识人王景安要租小的这处房屋，

不相识，没有应允，他就走了。到了四月间，

声称开设书铺生理。那时小的因与王景安素

王景安同小的邻人石匠王成智到小的家，仍

①杨人眷：‘晚清政府幕督教政策初探》，北京z金城jl；版社2004年，第233页．
②司马迁：‘史记··d马相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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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租小的这处房屋．王成智声称他在营口作过石工，与王景安相识。王景安租屋是要开

书铺生理，并没有说出是外国人开讲书堂的话．王成智情愿承保，言明每年租价钱三百吊，

写立租契为证．后来不料王景安与英国传教士罗约翰在小的这屋内开设讲书堂，讲的是耶

稣书籍．虽无违碍商民情弊，因他们是外国人，小的就不愿租给他这房屋．当向王景安说

情愿退回租价，教他搬出．随教人王景安不肯搬出，小的亦没法了．。

这一租房过程并不复杂，无须更多的解释。但这样简单的一件小事竟能够惊动清朝省级最

高长官，足见晚清地方官员对基督教的高度警觉。崇实在奏折中称：“夯英国条约十二款内载，

英国人比在各口并各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墓，均按氏价照给，公

平乏议，不得互相勒捎等语。今英国传教十罗约翰在盖城租房，欲立讲+忙堂，虽条约内无此字

样，核该国租地盖屋，设立礼拜堂，无甚区别。”锄可见他对此事的态度还算相对开明，他的第

一反应是比照条约，而并1卜不问是1卜地予以取缔。这反映出晚清地方官处理基督教问题的理性

的二面。当然，罗约翰在盖城传教无果，很快就放弃该住宅同国休假，这或许是崇实发出上述

言论的真实原因，如果罗约翰坚持在该地传教官方或许有所掣肘亦朱可知。

与此类似的是1876年马钦泰在沈阿l租赁的房宅，他之所以能够租剑该房完全是罗约翰手卜．

的一个回族基督徒的功劳。房宅的主人长期居住北京。在沈阳只有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恰

巧也是同族，于是交易很快就达成了。@这处房宅早已荒废，不但狭小而且极其破败。并无特

殊之处。但该房临近眄肃亲千府，l灭l此立即引起官方的注意，不但盛京将军要进行警报，而且

李鸿章还亲自作了批示。该事件最终不了了之，但这样的小事居然也会惊动李鸿章这样的满清

大员，实在令人不可想象。固

以上两例只是引起官方的重视，并朱引发氏教冲突，F面的案例中则有比众参与进来。1897

年苏格兰K老会牧师魏雅各到吕图境内的怀奉康村镇金家屯一带传教，结果遭遇剑租房危机：

“始以租赁市房，皆被无知匪徒日间诽谤，将传道之人击砖踯打，暗中串唆逐出境外，不令房

主出租，有案可查。今特遣教会司事人赵湖宿山林义租到东街市房四间，欲设教堂，而群凶肆

虐，扬言非赶出不可⋯⋯”@魏雅各只得派遣信徒赵湖剑吕图府处报告，要求予以保护。

管辖吕图的博多勒噶台于旗官员则卢称，该地人员庞杂，难免滋生事端，故该地早有lfl章

①‘总署收盛京将军崇实文英教?fj罗约翰租屋已交还房土》。光绪元年f‘月f’八11(1875年11月15 11)。n

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3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63·70年版(1974．1981年)，第

1923页．

②同上，第1922页．
③John R∞s，“History ofthe M柚chu—a Missi伽”，砀P a拥己跎足鲫砘，，VoI．1 8，No．7(Jul y．1 887)，p．257．
④《总署收北洋通商人肛李鸿章文英教lj马钦豢租房’j宫殿切近似自．妨碍已咨奉省△核妥办》，光绪_二年初

十|-J(1876年3月5 11)，|n实强等编：《教芥教案档》第3辑，第1924·1925页。

⑤‘总署收盛京将军依克庸阿义英耶稣教教l：请柚；I廿幽改口教掌请△照核覆》，光绪_二十三年二月初五II

(1897年3月7 l|)。几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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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例，不准容留同比等各教人员，“恐有窄僻之处，不墩擅允”。①显然担心发生教案和害怕引

起麻烦是其土要的考虑，“旧章成例”往往是地方官拒斥外人、敷衍上司的极好的借口。然而总

理衙门的官员却很难以“1只章成例”之敷衍列强，他们深知“若据此以例，泰撕传教各国彼必

不甘任受。其或以遵约诘我，转多枝1j．”，固“设径行驳阻，必至贻彼口实”。⑨虽后的批示是要

求地方官“于华氏则悉心开导，于教堂则随时保护，庶不致滋生事端”、“设法晓谕该处比人，

不令与教士为难，按条约妥为持平办理，务使旗氏两无室碍，比教均备相安，是为至要。”渺最

终官方还是倒向了照约保护传教+的一面。

最为复杂的一个例子是1893年传教十在古林的购房事件，这一事件是反映官员反教及其后

果的一个典型。从1891年起爱尔兰传教十高积善就开始在K春和吉林两地交替施医布道，曾有

一个名为朱存礼的吉林人经传教十治疗重病得愈。这时高积善正为不能在吉林购得房产而烦恼，

于是就交付宋存礼白银三千两，请求他以自己的名义购置房产，而后转赠给教会。宋出于感激

慨然应允。当高积善手执房契剑官府纳税的时候，官方不敢得罪，当面予以承认，而背后却向

朱存礼施加压力，声称若不收同该房则科以重罪。为了宋的安全，高积善遂带他远赴营口在英

国领事的庇护F避祸，宋丁．此时受洗成为基督徒。1895年当宋存礼以教会传道人的身份返同吉

林时立即以勾引洋人入境罪遭到逮捕。宋依条约申辩，却受剑严刑鞭策。此时风传吉林将军K

顺欲杀采存礼，高积善立即致电总理衙门谴责长顺，要求派兵保护医院。嗣后英国领事与一英

国军官来到吉林谈判，清政府不得不订立合约，承认高积善的购房行为合法，准予设立医院教

堂，吉林地方官予以革职处分。回

吉林购房事件牵扯剑英国教会、英国领事、中国信徒、尔北地方官和总理衙门等不同人员

和机构，最后以保护教会、官员革职而告终，清政府被迫倒向了税护教会的一方，这也可以看

出积贫积弱的满清的官员的无奈。传教十在自身利益无法满足的时候。轻易就可以通过一纸电

文、通过本国领事实现自己的目的，并能让清朝官员丢掉乌纱帽，实在是具有相当人的能颦。

信徒宋存礼据说也有“立而不跪”、“敢出言无状，咆哮公堂”的行为，触怒地方官亦属正常。固

不过传教十购房置地的确有条约可以援引，虽然是不平等条约，但白纸黑字也甚难改变，官府

进行阻挠实在难逃英国政治力鹫的干涉。虽然吉林地方官并不敢针对传教十，而只拿信徒开刀，

在朱存礼受刑时官员还盛赞高积善的医疗‘I：作，但这样软硬兼施的策略并不能软化传教士背后

①问f：，第1925页。

②‘总署行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文英耶稣教教I：请柏：只图设、_7=教堂事照约办理>。光绪二．1．三年二月初¨卜【J

(1897年3月12|J)，几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927页．

③同．J：，第1926．贝。

④同J：，第1927页。

@该事件参见‘长老会历史》，‘中华基督教J力史(甲编)》，第95．96页：另见F．w．s．o．Ncill．确e c口，，o，．f^e￡∞1．

SIcetcIles，而m the Hbto哼可the Irish M泌ion lo M4nch^n 1869-|9|9，弹124．2s．姚外1k chi^∞e Recorder等杂

志中一砦文章也自．零散的提及，闪有中外义义献相印讪E，可见确有其事．然笔暂尚未找到中国官方档案对
此事的记载，具体细节的真实性仍钶待于考由E。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古林省，筮·宗教．占》，长奋：古林人民}Ii版社2000年，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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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力量，事件只能按照强势力量一方的意忠发展。

(二)殴击事件

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直接针对传教十进行人身攻击的事件并不多见，以。卜．两起教案是影响较

人，1卜常具有代表性。

1．吉林教案

吉林教案发生丁1891年占林城附近。当时爱尔兰K老会传教十高积善每月儿次往返丁吉林

城和长春之间轮流行医。该年7月7日下午他带着两个助手从吉林出发去往长春，在路上恰好

碰到一群步行的孩子，孩子们尾随着高积善的马乍向长春方向行走。这些孩子是吉林城一个学

堂的学童，冈为厌学一同离家出走，打算到长春玄做生意。傍晚时分高积善一行在距离吉林城

45里的一个村店住F米，那群孩子也来剑这里。该地有一个人认识这些孩子，当他得知孩子们

的目的斤就把他们留在自己家里，打算在第二天将孩子们送同吉林。

这时孩子家人已经察觉剑他们的孩子失踪了，开始四处寻找。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吉林

将军K=顺的卫队吉胜营的十兵，当他听有人说孩子们跟着外国人走了时，就立即纠集儿个十兵

连夜追赶到该地。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外国人及其助手，但没有发现孩子，以为孩子被藏起来了，

于是他们开始殴打传教十，要他交代孩子的r落。他们用钢条、人棒、皮鞭抽打高积善，用冷

水泼他，拒绝给他水喝，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四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孩子被找到。他们不允

许高积善同长春，而是将他带剑吉林关在一个小店里继续凌辱。三天后在营口的英国领事的干

预下高积善才被释放，由丁伤势较重，他被遣送同国休养一年。①

吉林教案在吉林将军长顺那里的称呼是“儿童诱拐案”，该案是在英国领事的多次干预F才

得以解决的。长顺一贯被传教士视为排外反教的官员。案发之初显然是想对属下有所袒护。对

高积善也多有拒斥。但外来压力是巨人的，他还是不得不公开张贴了关于此事的公告，并了：一

个月后将一份修改过的、语气较为和缓的公告送到高积善的同事盖雅各那里。②相关肇事人员

也受到了处分，官方向高积善赔款白银6000两。⑨因为此案影响较大，英国领事和总理衙门都

参与了事件的解决过程。遗憾的是关于此事的档案已经残缺不全，《教务教案档》收录的两篇公

文也只有标题而止文缺失，但仅从标题让仍能看出总理衙门对长顺施加的压力。鲫

很明显教案的起I灭l是比众冈儿童欠踪而对传教十产生的怀疑和误解，实际上这只是个偶然

Q苦椿教巢懿始末参见F：’’j．S．o’Neill．The cnt|耐the￡∞t．Sl‘etch髂细m the Hislo哆醇the|nsh Mission to

^，口一曲“砌，嬲9-，9，9，pp．2l·22．和77IP一疗叫白席忉R如舡加a胁口胁，89，，Sh锄gllai：”NonII·China hm”
O陌ce，1 892，印．56-58，257-260．

② “Pmcl锄ation of Kj^n Taotai帅d Note on阢G他i矿 刀lP彳疗f咖陀劬足f似拥国切口胁，艘，·pp．257-260．
③吉林教案的赔款问题直接的明文也育缺失，但红辽阳教案的奏章中提及到此事，见n实强等编：‘教务教案

档》第5辑，第2474页。

④见‘总署致吉林将军长顺电函英教I：克利克在古林行医被兵丁殴禁希查明释放并惩办滋事兵丁》(文缺)，

光绪卜七年七月七II(1891年8月l l I】)；‘总署致古林将=车长顺电函学章逃学捏称迷拐心将案情晓，J÷并

严饬l二兵小得生事》(文缺)，光绪f’七年七月1．I J(1891年8月14 IJ)，乃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五

辑。电函中提到的克利克即If：i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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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触发事件，其背后隐含的是官比对整个在华外国人的敌意和不信任。在众多反教谣言中，传

教十诱拐儿童、利．}}j儿童制药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在尔北地区也是如此。罗约翰就提到过类似

的一什事：一个孩子在糖果店吃了儿块糖果没有钱偿付，遭剑J占主的训斥而人声哭叫，一个卖

笔的小贩就替孩子付了糖果钱。此事立即被一个+兵侦知，笔贩被视为拐子而被逮捕，并遭到

了拷打。当地官员的问题是“罗约翰给你了多少钱?他雇佣你多久了?”其中一个官员对教会

抱有好感，但他事后表示“从总督往卜．每一个官员都相信诱拐儿童的故事，我又能怎么样昵?”

锄这件事与吉林教案很相似，只是针对的对象不同，一个与教会毫无干系的人都被牵扯进来，

可见官方猜忌心之重。这恰恰是巧整个社会的心态的反映，虽然平时比教冲突较少，官方介入

教会的程度也有限，但一口．出现偶然的触发冈素。那么那种潜伏的敌意就很快会演化成具体的

反教行为，有时其当事人、其至包括官员都会冈狂热火玄理性。

2．辽阳教案

相比之下，辽刚教案的震动性和影响力要超过吉林教案，无论中文档案还是绝人部分有关

东北基督教史的英文文字对此事均有记载，而以中文档案最为详尽。

发生辽Rj教案的社会背景是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战事的兴起引发中国氏众强烈的仇日情

绪，很多人认为洋人皆为一体，将对日本的痛恨清算到所有在华外国人头上。1894年8月10

日吉林马队官兵奔赴战场途中路过辽舟i城，恰好有一座英国教堂内正在讲道，几个士兵就进入

堂内与基督徒李锡元辩论，并痛斥龋方人的传教行为，双方发生口角并厮打起来，教堂的门窗

器具被砸毁。见此情形传教士李雅各(J。A．w姐ie)和信徒刘清兰立即出发去官府禀报以求得保

护，途中却被那儿个士兵赶上，遭到扁担马刀等器械的同殴，刘清兰受轻伤。李雅各冈头部伤

势过重r 8月16日死亡。圆

事件发生后辽阿1知州徐丞庆即刻赶赴军营要求营官依陛阿夯出凶手。依隧阿试图集合军兵

让刘清兰指认，但+兵不服营官管柬，不肯听点更不肯承认，无奈依障阿只好要求从缓查办，

承诺军队到凤凰城后一定查出来凶犯。军队刚刽风凰城的第二二天就传来李雅各身亡的消息。朝

廷震怒，营官依隧阿被罢黜，德寿代理其职。德寿经调夯得知士兵手江和恩顺曾有搅闹教堂的

行为，于是立即将两人拘捕。经审问得知参与殴打李雅各的主犯是王江，从犯有十兵富吕、富

祥、永亮、来喜等数人。恩顺在这一案f，l：中并无责任，但在军队经过懿路地区时他骚扰过罗约

翰的教堂，罗约翰曾要求地方官予以弹压惩治。9月23日李鸿章正式发文公布事件的处理结果：

首犯于江“即行正法，以肃军律”，从犯富吕、富祥、永亮、来喜等人“均按律加等发边远充军”，

恩顺“革去兵丁，以治军法，重加鞭责，插箭示众，以昭惩戒”；。砸毁讲堂器具等项，已饬辽

94I州代为修整，并严行出示晓谕各处兵比，兵饬各该地方官随时严查。倘再不守纪律之兵滋扰

①m爿一ff和肥枷兄腓拥劭f加椭，即，，pp．59-61．
②事件的经过町参见‘总署收军帆处交iI：安定等抄折折陈古林兵4：辽I钉殴毙英教I：一案情形所胄官兵经按律

议拟办结》，光绪一二．f．年八月十一Ij(1894年9月IO lj，，几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2454

页．其它诸奏折对此亦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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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即行严拿重惩。”①

从事什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教案解决得相当迅速，从案发剑结案仅仅一个月左右时

间，清政府的办事效率很少有如此之高的。这与当时的政局有着直接的关系，辽陴l教案案发前

后中日之间止在酣战，值此多事之秋，清政府怎会有心思冈为教案问题与列强纠缠不休呢?况

且清政府与日本交恶，还一心希望能够得剑其它列强的支持，当然会尽可能地对英国让步。盛

京将军裕禄在奏折中称“现与中国构衅仅只日本一国，此外各国在华商比教十游历之人，仍应

照约为要保护。”圆这种主张显然是明智和理智之举，日本已经让清政府精疲力竭，再四处树敌

实在难以承受。英国公使欧格讷在为此事向清政府施压的照会中称“方今中国时事止殷，窃以

为止宜竭力图免有伤外国亲睦之端，若不相机设法，俾比间晓然丁朝廷实力保全各国人民之意，

殊丁明知有亏，不知贵国诸人臣亦以此语为然否?”钟讹诈威胁之意溢丁．言表，却止触剑了清

政府的要害，清廷不能不深以为然。

欧格讷对上述判决结果．并不满意，他义提出儿个要求：第一，李雅各的家属必须得到赔偿；

第二，罪犯应该处以斩刑，实际执行的绞刑太轻，有谣言说该罪犯并没有死，“此谣既出，则儆

戒成效岂不人减乎?”∞第二，皇帝对该案的处罚批文应该在邸报上全文刊出，实际上却只节

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第一项要求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成份，但欧格讷要求的赔偿金额是白银

7000两，数额实在巨人，不过清政府还是欣然接受了。第二和第三项要求清政府并没有同意，

理由是对主犯判处绞刑已经是加重处罚了，此案并不适用斩刑：发往京外的各衙门奏折上谕，

在邸报上只节录数语，并不全载，此为惯例。@身为英国公使的欧格讷似乎也忘记了一个事实，

西方人一直都将中国砍头一类的刑罚视为极不人道的行为，这也是制定所谓“治外法权”的理

由之一，但现在却欲将他们认为不人道的刑罚施加在中国罪犯身上，这实在是一种莫人的讽刺。

以上数起案例人致可以折射出晚清东北新教政治处境。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虽然

本文列出了一些教案，个别的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尔北新教教案的数量还是

较少的。无论与同时期东北天主教教案数相比，还是与同时期中国沿海或内地新教教案数相比，

东北新教都相形见绌。这其中有东北新教实力较小、较注重传教策略等原冈，也有东北地区地

广人稀、移民众多、社会开放度较高等因素。不论何种原冈，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教案本

身并没有阻碍教会自身的发展。官府在通过教案介入教会事务的时候，绝人多数官员还是能够

①‘总署行北洋火睁李鸿章文辽阿1教案已分别发落完结并照会英使》，光绪二’l。年八月二¨玛II(1894年9
月23 I|)，丹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2“9页。

②‘总署收盛京将军裕禄文咨报辽阳教案情形盎}lj滋事兵丁解省讯办并i{j示保护各国在华商民》。光绪二十
年七月三十fj(1894年8月30 I 1)，几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2450页。

@‘总署收英国公使欧格讷照会前古林兵殴毙教l：案心给予抚恤首犯绞决实嫌过轻此案前后情形清在奉天一
带fljd÷晓谕》，光绪二t‘年九月八LI(1894年IO月6 lI)，几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247l

页．

④同．J：。
⑤《总署给英国公使欧格讷照会辽阳教案已从重办理jlj，J÷及恤款符节当m催盛京将军迅速分别办理》，光绪

二二’I‘年九月I‘_二Ij(1894年10月lO}I)，几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2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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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教会的利益的，当然其动机比较复杂，担心引起纠纷招来麻烦仍是一般官员的土要考虑。

少数官员对基督教的敌意十分明显和外露，不过一般也不敢直接针对传教十，而是通过打击中

国信徒间接地打击教会。在占林教案和辽同}教案中虽然传教。t：遭剑攻南，但这些攻击是都十兵

自发的行为，而并竹官员的主使。由丁．晚清时期东北新教主要派别均来自丁．英国，而英国义是

当时世界上最强人的资本主义国家。冈此东北新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剑了英国政治势力i杵在的庇

护，这也是清朝上下官员不得不认真考虑的，这对尔北新教的顺利发展起剑了很人的作用。

三、天主教新教教派冲突的调解

(一)新旧教派之争

我们知道，十入1H=纪以前除东正教以外的两方教会原为～体，皆受罗马教廷管辖。马．j．·路

德宗教改革之后分裂出一些不服从教皇管辖的自立派别，即所谓的“抗议宗”或“抗罗宗”，在

中国义称“新教”；与之对应，仍归教皇管辖的派别就被称为“旧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土

教。新IFl教信徒在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上存在较人的分歧，在崇拜礼仪方面也有很人的著别．，这

就导致了双方长期的对立甚至对抗。这种对立或对抗在两人派别的海外传教国中也有所延续，

近代中国及其东北地区亦然。

新I开教在近代中国的互相批评和攻讦是比较常见的。道德败坏是新教攻击天土教常用的理

由，如有人撰文日：“天主教者，中国常禁，以有中国籍教为恶之人，诱侮妇女也，而我耶稣教

无之。”①此类言论在新教传教十中颇为盛行。有人还引用某位中国官员的话攻击天主教的政治

企图：“中国政府并不怎样反对抗议派宣教师在各地组织教会，冈为明白他们的唯一日的，是劝

人为善。而罗马教的宣教师，则欲在国内造成政治党派，引诱人K脱离本国的统治。”圆东北传

教士罗约翰也多次指出天主教神职人员按等级与中国官员平起平坐的嚣张，并专门印刷小册子

<中国人的外国政策》来揭露沈障I天主教徒的罪恶。@天主教对新教的态度人致相同，著名天

主徒李问渔曾对新教严加批判：“罗德、加味诸人，创说异端，别立门户，引亿千万人，感从其

谬，如川潍而不知返，山裂而不知合，耶稣之心，岂不痛哉!”④天土教传教士对新教更是一种

和睥睨和侧目的态度，他们严禁信徒阅读新教的f5籍，对天土徒不断官讲新教的错误，且与新

教极少往米。@

新旧教之间的歧见和在言语方面的相互攻讦，往往会演化成两派信徒的正面对抗，从而导

①持乎叟：‘耶稣教’j天主教异问辩'。‘教会新撤》第2卷，第109贝．

②J．A．Muller著，魏希奉译：‘施若望主教传》，中华圣公会书籍委员会印行1940年，转引只实强：‘中困官
绅反教的坂闪(一八六o～一八七pq)》，第46页。

③John Ross'“R咖CathoIjci蛐卸d Pmt嚣taIltism in M卸churia，j砀e a伽删月鲫盹‘V01．28．No．8(Aug．I 897)，
p．368．

④李问渔：‘辨惑扈育>，江南主教倪准，光绪七年初刻，光绪l‘年重刎，第22．23贞。转0ln实强：‘中冈官

绅反教的腹闪(一八六o～一八七叫》》，第52贞．】t中的罗德、加味即路德和加尔义．

⑤相关内容在John Ro豁，胁lff0厅胁拍D击荫M办西“，胁一书中多有记载，在‘‘Rom锄catIloIicism锄d
Pm嗡锄tism in M锄churia”一文中罗约翰也用人量事实谴责灭土教对新教的堰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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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派之间的冲突，罗约翰在传教过程中就常遇到这种冲突。∞教派冲突的原冈1F常复杂。④但

晚清尔北地区教派冲突的原冈却相对简单。

从教会方面来看，争夺信徒是其主要原冈。冲突的参与者主要是舣方的中国籍信徒。在一

个例子中某人想加入新教，教会牧师认为他没有达剑教徒的标准拒绝为他施洗，丁是他愤然加

入大主教。此后这个人不断引诱新教信徒改宗天主教，部分意忠薄弱的人被他拉拢过去。后来

其中的一些义从天主教脱离出来同门新教教会，但他们人都遭到改宗大土教的那些人的骚扰和

攻击。那些人每大剑新教教堂外川污言秽语进行谩骂，或用天主教可能带来的实际利益进行引

诱，舣方的冲突持续升温。另一个例子中一个年轻信徒冈为某些原冈暗中脱离新教加入天主教，

他向一些新教的初信徒保证加入天土教可以得到公开的庇护。那些不愿意改宗天土教的遭剑他

也其他大土徒的骚扰，他们村子里的新教信徒和他的一个新教亲戚常常感剑困扰不堪。@这样

的例子还有很多，其共同特点是引起麻烦者人都为脱离一个教派加入另一个教派的人，引起的

争端往往持续而长久。

从信徒方面看，现实利益和寻求庇护是导致两教冲突的主要冈素。罗约翰曾经说过这样的

话：“最让我们奇怪的是，我们发现一些地方许多可敬的市比希望加入基督敦是为了免遭大主教

非法势力欺压，在这一点上他们白己的当地官员是无能为力的。”“在我们成功开办传教站的地

方天主教几乎都会在那里开辟他们的地盘，在这些地方他们对基督教的皈依者和1卜皈依者都不

能成功传教，但是设法利用诉讼来赢得他们。”鲫罗约翰想要表达的是天土敦拉拢信徒的手段，

一是威逼，二是利诱，两种手段往往会起到作用。这样的话出臼一个新教传教十之口当然有一

定的过激和偏颇成分，但类似的问题或多或少也是确实存在的。人量“吃教者”的存在是近代

来华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中一个公认的和无法同避的问题，而天主教势力在中国各地的确也

比较嚣张，很多时候敢丁：公然与官府对抗。处丁夹缝中的民众若不能得到官府的保护，那么只

能寻求其它势力的作为靠山。在沈圈I附近有一个75户人口的村庄，一天村庄的头人和一个村比

来到苏格兰长老会教堂要求受洗，并说如果他们被准许入教全村人会一同皈依。传教+经过调

查才了解真相，原来该村邻近地区的农比都加入了天主教，他们的十地不断被这些天土教徒侵

占，当地的县衙冈为对天主教心存顾虑而不敢干涉。当他们听说另外一个与天主教无关的外国

人也在劝人皈依时，就玄学习了一些基督教知识，希望能够加入以求得庇护。@

①杨人备跟据‘教务教案档》统计，认为晚清新⋯教之争主要集中于189“1909年之问，这的确足事实，不
过两教问的冲突牲此之问在各地就已经露jlj端倪，在某砦地区还比较激烈。只足1896年以后演化成更为激

烈的冲突，且有清政府官方力量介入纠纷的解决，故此才能在官方档案中较多地}15现。参见杨人备：<晚清

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第183页。

②杨人备对近代中困新⋯教派冲突的原冈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包括门户之见、争夺教徒、争夺教产、世俗利

益矛盾、宗族纠纷等等。参见杨人备《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第l 84-l 87页。

③JotIn Ross，“Rom锄CathoIicism锄d Prot嚣t柚tism in M锄chu订a”，71hP C^腑E即足鲫砘，'Vbl．28。No．8
(Aug．1 897)，pp．369·370．

④lbid．，p．373．
⑤John Ro醛．^触fD打胁珐D凼拥胁刀cJl”砌。pp．16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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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丁这些冲突东北新教传教士初期的解决之道是与天主教神父协商，以求和平解决，他们

相信天主教徒的多数恶行是神父们不了解的。天主教神父的态度一般都比较好，开始的时候通

过协商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但随着事什的增多，天主教神父约求大土徒的承诺往往很难兑现，

罗约翰等人不得不采取了与问有政策相反的行动，通过求助英国领事米解决问题。①随着冲突

的升级，法国领事也参与进来，最终官府不得不介入其中，通过行政力量来化解矛盾。

由丁双方各执一词，东』￡新旧教之间的冲突很难说清孰是孰非，作为历史的解读者绝不能

因为新教留下的文字相对丰富、天主教的文字相对贫乏。就对新教传教+的话语偏听偏信。但

从晚清尔北地方官的观感中。人体可以看出多数时候天主教是理亏的一方．天主教信徒的嚣张

常常引起官方普遍的反感，而新教的态度则相对恭顺。时任盛京将军的增祺的一句话1卜常具有

代表性：“奉省天主耶稣两项教堂儿遍乡曲，入耶稣者尚知循理，入天主者抗官讹人，事难偻指，

横行乡里，久已习为故常。”圆以卜I将要列举的事例也恰恰印证了这种说法。故此我们有理由相

信，作为晚清东北基督宗教强势一方天土教，在教派冲突中的确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二)官方对纷争的调解

1905年，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发布的一篇文告称：“耶稣、天主两教，冈异教之故，倚强凌

弱，恃众暴寡。互相攻击，各树党徒。教本同源。转为仇敌。教吣与教民之争，较平民尤为激

烈。”固这一判断确有一定的道理，恰恰可以反映1896年东北新教和天主教的情形。

1896年对东北新1只两教派来说可谓麻烦不断的年份，该年双方的冲突出现了一个高潮。首

先是发生r 1896年1月的彭氏兄弟争殴案。该案的当事人为承德县平民彭金城和彭金甲，两人

是亲兄弟，金城为兄，信奉新教，金甲为弟，系天主教徒。兄弟二人曾合伙租赁庙宇开办了一

个照相馆，一日彭金甲唆使他的外甥李长泰到彭金城家偷出价值白银八十两的照相镜子一面。

彭金城同家奄知此事，到弟弟家里追讨无果。就将彭金甲家中合伙做生意的一些设备搬回。并

多拿彭金甲纸片六十余张。而彭金甲用彭金城的材料自行晒出相片数自．张，卖钱一百八十余吊。

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受害的一方，争执遂起。

本来这是一起平常的民事纠纷，但兄弟二人不同的宗教身份使简单的事件复杂起米，两人

考虑的是通过教会维护自己的利益。首先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十艾莫馁代彭金甲向县衙投诉彭金

城，彭金城刚铍传到，英长老会传教十罗约翰就派人将他保嗣。嗣后官方传唤两当事人时．“讵

两国教+各相{!I={护，均不交案，无凭质审。”④接下来则是彭金城来控告彭金甲“欺兄霸业盗镜

行凶”之罪。两国传教十的{!}{护使得审案无法取得进展，山海关道遂照会两国领事，要求领事

出面让传教十交出当事入，领事应允。但在官员审理此案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法国主教纪隆

q)lbid．，p．169．
②乃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970页。
◎‘东方杂，占》1905年第3期，宗教，第15贞。
(D‘总署收盛京将军依克庸阿史承德天主教民彭金甲‘j】e兄耶稣教民彭会城I大I事争殴》。光绪二f．二年五月

二1．．一U(1896年7月lI J)。晶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9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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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为彭金甲也如彭金城被一同看管而人发雷霆，他“实觉被辱，将龙票护照送辕奏请奄销。嗣

复屡次哮渎不休。”∞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不得不命令承德县将护照送同，并请示总理衙门以求问

题的解决。总理衙门的批文是“彭金城彭金甲虽入西教，究系华L心，冈事控县，应照中律办理，

洋教十不应干预。”②这才使地方官能够白土地处理此事，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彭氏兄弟所有合伙

收益平分，盗窃犯李K泰递减杖八十，折责发落。处理结果照会英法两国公使得剑其同意后止

式生效。

在这一事件中，英法传教十均介入其中，他们的态度强硬使得地方官员束手无策，不得不

求告两国领事并求得总理衙门的支持。教会的这种行为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司法。尤其是法国土

教对信徒极力袒护，态度十分嚣张，难免会引起中国官氏的愤慨。事什最终处理的结果应该说

还是比较公止的，可以看出地方官还是能够利HJ好自己的权威，较为客观地解决问题。但这种

公正客观却是儿次斗争争米的结果，这样的小事居然也要总理衙门出面支持，对地方官来说实

在是一种苦涩的无奈。

与承德彭氏兄弟案人约同时处理的教派纷争还有开原地区的潘洪治、李学林两案。两案更

是被干涉太甚，案件朱审之前就遭到了法国公使施阿兰的抗议，理由是开原县的官方文告中有

如下字样：“耶稣教民与天主教民殊不相安，除彭金城一案现在承德县讯问，尚有潘洪治李学林

二案经英国领事官请缉拿潘洪治等惩处”。施阿兰说：“本火臣查天主教比与耶稣教比互相有事，

皆系华比，白当归地方官秉公审理。且据纪主教来函，潘洪治李学林实为良民，被人诬告，何

得于朱查明案情之先悬拟罪咎，将其名与凶犯彭金城不分皂向一体指入示内?”锄清代地方官

将犯罪嫌疑人列入文告陈述白为惯例，并无不妥之处，施阿兰的抗议实在有些过分。退一步说，

即便地方官员的这些言辞的确有不妥之处，且止如施阿兰所言“教氏皆系华比，白当门地方官

秉公审理”，那他对刚刚发生的彭案中法国主教在事情朱明之时干涉司法之行为作何感想呢?不

知彼时他有没有考虑去告诫一F法国传教十?包庇之心，昭然若揭。当然施阿兰的言辞中也明

显有与英国领事针锋相对的意思，名义上不干涉中国司法，实际上都介入了司法活动。

潘洪治案发生在开原地区的柴河堡，当地天主教会捉住一个名为金殿(甸)+的盗驴贼，

该贼供认将窃得的一头毛驴卖给了新教信徒千池。这时恰有千池本村的新教信徒苏崇．占和胡俊

明在此地经过，天主教会中潘洪治等人怀疑他们是米为盗贼说情的，定与盗窃事什有关联，丁

是将两人捆绑逼供。据当地新教信徒称，潘洪治带领数十人，携带快枪、洋炮、燕令刀等器械，

将苏胡二人捆绑殴打，并到柴河堡、康庄子等处教会讹诈钱财一千九百余吊，不纳钱财的信徒

遭到殴打并出逃避祸。回经过官方调奄，苏崇志、胡俊明二二入并无参与盗窃行为，予以保释：

①同I：，第1903页。

②同l：，第1903页。

③《总署收法国公使施阿兰函开原县天主教民oj耶稣教民4i相安请饬持’f，．企办》，光绪_二’l’_二年四月l‘五Il

(1896年5月27 l|)，几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89l页。

④《总署收盛京将军依克庸阿函附清折开原县天主教民oj耶稣教民争竞案先抄录英领事馆事照会及抄誓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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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验苏崇忠等人均无绑殴的痕迹，可见此为苏崇忠负气之言，不足为信；捆绑苏胡．二人的主要

是天主教的彭司铎，与潘洪治关系不人，也没有原告可以对质。因为潘是当地教会会长，可能

冈此牵扯剑他的头上，官方告诫以后教会不得率人传拿包括信徒在内的盗贼。关r敲诈钱财问

题并无判断，不过火窃一方要求嫌疑犯赔偿损火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此案表面上看是偶发事件引起的两教之间的误会，但实际上是两教K期积怨的一个爆发点，

条件适当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双方对峙的结果。事件的最初投诉者是英国领事。抗议者是法国公

使，幕后的参与人还有东北的法国主教。虽然法国公使在抗议‘协中冠冕堂皇地说该案“白当归

地方官秉公审理”，但天主教的纪隆主教还是在事件进程中插手近来。照会清政府称“夯英国领

事官谢照会饬开原等县缉拿潘洪治等惩办案件，务希的地方官暂缓饬传”。∞虽案情得以人向．

然过程之曲折，岂是地方官可以完全自主?

李学林案则是一桩无法辨清是非的混沌案，只有新教信徒单方面的控词。开原某地新教信

徒与亲戚戏言时人概提到天主的问题，丁是被仇人以辱骂天士之过投诉剑天主堂。天主教信徒

李文永等人遂来兴师问罪，逼索罚金二百吊，义命他宴请教徒谢罪。江继，占惧其威势，暂时躲

到城里避祸，为求保障他在那里加入了新教。而此时天主教徒不断剑江家中搅闹，多方要挟。

等到江继忠同家，天主教会闻听他省城竟奉新教而勃然人怒，神父李学林派李文永等数人将江

继j＆绑架，用锁镣拘拷，声称他信奉劣教就是与天主教对抗，要求罚金五白．吊，后经人说情才

减至二百吊。此案最终结果是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江继：盘等新教信徒的诉状可以肯定有添

枝加n}．的成分，可能与事实差别非常人，但也可以肯定双方的冲突也是真实存在的，决非空穴

来风，若无任何摩擦是不可能出现诉讼的。据江继忠自己说他曾到县衙控诉，“奈本地方官皆不

敢传断，有本屯赵壁及外屯．与乏控皆朱准，一提天主教是官皆不敢理。”印此言有可能是真的，不

论天主教和新教孰是孰非，官方惧其幕后势力怕惹麻烦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

1896年前后东北新旧教之间的冲突除了以上几例外还有很多，如1896年12月承德县路有

耶稣教民被杀。指控天主教氏案；1897年5月6日开原的法库天主教与新教哄闹．砸毁耶稣堂

案；5月29日康平县郑家屯因捉人引起争端，砸毁耶稣堂案等等。“此外各城寻常教案随时完

结朱经报明者。尚不知凡儿。一@人精的教派纷争给地方官带米了很人的凼扰：“虽有地方官随

事秉公审断，但一涉两教，即关两国教十颜面，教比恃有教十袒护，任意狡执，非强词夺理，

即抗不录供。甚至抗传咆哮，无所不至。稍加申斥，则教十函刺交投从中阻挠，直可使中国法

呈览)，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闩(18％年6月15日)。吕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897·1898

页．

①‘总署收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文咨呈开原天主教民潘洪治等被控案无原告可质心暂缓传讯》，光绪二十二年
五月二十二}_I(1896年7月2 f1)，R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904贝。

②‘总署收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函附清折开原县天主教民‘j耶稣教民争竞案光抄录英领事馆事照会及抄甲等件

呈览》．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1896年6月15}1)，n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900页。

③‘总署收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文附粘单咨呈纪降主教十顶词讼来函情由请转知法驻京公使撤换该土教并请

照会备国驻京公使饬令务固传教f：照约办理》。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l。八lI(1897年6月27 II)，几实强等

编：‘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928．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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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能行丁中国之比。况词讼争端，有情理即有是1卜，即有胜负，势难两全。案涉两教争长，

地方官投鼠忌器，寰有左右为难之势。”Ⅲ其实地方官真止忌讳的是两教派背后的政治势力，一

口．涉及国际关系，涉及与两个强国的交涉，清政府总会感剑很棘手。

官员们也清楚地认识剑大土教在两派冲突中的嚣张气焰，“以开原县现审供情而论，法库I’J

砸毁耶稣教堂，由-r．天主教教【心前往评理：郊家屯砸毁耶稣教堂，由丁．大主教教【心前来捉人：

奉化县之关堂咆哮，由丁．被控之人投入天主教，该教氏等竟敢直入公堂，将看管之人带出。种

种滋事皆有天土教教K开其端。”②对此清政府感剑十分头躺和反感，1897年6月27日盛京将

军依克唐阿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文中，严厉谴责法国主教纪隆的嚣张言行：

如判断不公，该教士尽可禀由法领事申呈宪台行查究办，何必于曲直未明之际，事事

先代教民争论?或具罕分析，或片请讯究，核其所言，诸多偏向．即入该教民前案所供情

节岂尽谓之应为，而该教士不特不自责本教之人，反代申诉，意在求胜，岂是情理?谓非

该教士之有意袒护，其谁信之?且该教士干预请托，除具信函之外，动辄遣一教民持名片

口述，其意作何处置?如不照办，则呶呶不休。。

最后依克唐阿要求法国公使撤换该土教，并照会各国公使，要求他们约束各国在华传教十。

这样的要求和决定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也可以看出地方人员对教会的态度，在条约的范围之内

还是试图严加约束。虽然有教会背后政治势力的掣肘，但清政府上-卜．官员处理教会纷争时候多

数仍能够秉公办理。种种纷争也或多或少加深、减弱或调整官方对两人教派的看法，当然这一

切最终还是取决丁．教会本身在纷争中的态度。总体而言，官府对东北新教的批评相对较少，这

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教的发展是有利的。

四、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善后处理

(一)义和团运动对东北新教的打击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全国，也迅速蔓延到东北地区，使东北成为继山尔、河北等地之后

运动的义一个重点地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东北地区快速发展，与东北地区的人口构成

有着直接的关系，尔北比众人部分都是米臼丁．山尔和河北的移【心，他们与关内的亲友联系密切，

这使得东北地区义和团之火迅遽成燎原之势。鼬当然，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还有深层次的原

冈，1896年以后根据《中俄密约》沙俄开始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变东北为“黄俄罗斯”的野

心已初露端倪，自然引起中国官比的恐慌；而此时尔北地区的基督教义迅速发展，部分传教十、

①同．J：，第1928页。

②同L，第1928页。

③同卜，第1929页。

④此观点参见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神!东北》，长奋：上．林人民fIl版÷t 1891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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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天主教传教十的气焰日益嚣张，吣众的愤慨情绪与日俱增。这些都刺激了义和团运动在

东北的人规模爆发。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地区爆发后，尔北的新教传教十已经得剑了消息，四处蔓延的恐慌促使

他们逃离尔北。部分人在俄国人的帮助卜．经哈尔滨剑达俄罗斯的伯力市，从那里转道玄了海参

崴和日本，另一些人从营口乘船抵达上述地区。由丁新教传教十与沈囡1的官方保持了良好的关

系，清政府下达反教文告被盛京将军增祺扣押了一天，并派人通知新教传教十迅速离开东北，

直到他确认这些传教+全部撤离后才正式公布。①正冈为此东北新教传教十在人变局中才未受

到任何人身伤害，而天土教传教十被杀者却不l吁少数，这也可以反映出地方官对两教态度的著

异。

在义希l团波及东北地区时，官府的态度对运动的兴衰起剑了至关重要的作朋。盛京将军增

祺和吉林将军长顺对义和团态度漠然。而盛京副都统晋吕和黑龙江将军寿山对义和团则坚决支

持。‘奉大通忠》载：“二二十人年，拳匪作乱作，副都统晋吕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遂启战衅。”

圆晋吕不但派兵协助义和团的反教行动，而且还曾亲自携炮带兵攻打教堂，天主教主教纪隆就

在此次战斗中被打死。@义和团在东北的行动触动了沙俄侵略利益，也给俄国出兵侵Ioi中国东

北带来了口实，俄军开始人规模向东北地区进发。义和团和尔北部分官兵进行奋力抵抗，但由

于实力相差悬殊最终归于失败，俄国人正式I‘i领了东北，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地区遭遇挫败。

义和团运动对东北新教的影响是巨人的，首先教会财产损失惨重：沈阳联合长老会的五处

住宅、两个医院、一个女子学校和一个当地人教会被摧毁；爱尔兰长老会的住处、学校和小教

堂以及英国和外国圣经公会的j15库遭到严重的破坏；辽阿{苏格兰K老会的住宅和医院，锦州和

广弓‘的爱尔兰人住宅、医院和教堂也都遇到了同样的命运，重建I：作任重而道远。固

财产的损火还是次要，人量基督徒的遇害和弃教对尔北新教的打击尤其严重。义和团运动

爆发的消息也使东北的中国信徒四散奔逃，但他们无法像传教十一样逃剑国外避祸，只能艮期

躲藏在高梁地和深山中。朱能及时躲藏和被发现的，人都有被监禁和折磨的经历，许多人被杀，

直接遇难者超过三百人，长期游荡在外的基督徒由丁健康受剑损害而于次年亡故的也不。吁少数。

@即便如此基督徒还是应该感到庆幸，幸亏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夏天，若发生在庄稼完全收割后

的冬天还不知要有多少人遇难。信徒的财产也损失严重，如在新比地区有百分之八十信徒住宅

遭到焚毁，各地信徒财物的损火不计其数。@信徒妻女被强l oi者也有很多，仅海龙城一地就有

①【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尊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晕斯蒂》，沈阳：辽海f}j版社2005
年，第105．106页。需要指出的足当时并非所自．新教传教．1：都离开J，东北，如爱尔兰传教土倪嬖德(F．w．S．

o’Nci¨)留在J，法库，后柬加入到俄国人中得以保伞性命。

②中固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下册)。北京：中困社

会科学}I；版社1982年，第995负。

③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58页．
④“News f而m the Pm“nc鹳：M锄churia，’，劢P秭加缈P足P∞砘，'VbL 3 1．No．8(Aug．1 900)，p．428．

@D．M扯Gmiw叫。^C明IH俘ofPmtest口nt Missio璐in chi№f|807一|907J．p2、o．
⑥‘”nle S确ng nme in M锄churi越111e P哪∞uti∞of tllc M柚ch耐锄Church．Repons的m vari伽s Districts”，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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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个女子被抢走。∞

义和团对信徒的处置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一些知名的基督徒被捕后人都难逃遇害的厄

运。而普通信徒被捕只要放弃信仰和缴纳赎金一般可以保住性命，但有时也不尽然，据信徒同

忆说“也有已经缴纳所罚的尔两仍不能免了杀害的，冈为匪徒太多，往往分不均匀。”∞“铁岭

地方教友里，有的人跟了拳吒学习拳法，仍I开被拳眶杀掉的，也有已经拜佛的执照，或是义和

拳执照的、或是官府给的。为了不肯花钱仍是被杀的。”够可见义和团的参与者良莠不齐，也缺

乏同定的章程和纪律，流氓无产者和蝇营求利者肯定为数不少。官府支持义和团后。对基督徒

提出若干要求，比如古林和榆树地区只要遵循如’卜．规则中的一种或儿种就可以免祸：放弃信仰，

领取由衙I’J发放的弃教证。f5；在家中放置偶像，尤其是要张贴灶于爷像和J、J神；在义和团指定

的地点烧香和崇拜偶像；通过赌博或吸食鸦片的方式证明自己不再信仰基督教等等。蛳这些规

则在整个东北地区乃至中国义和团兴盛的其它地区人都适用。为了保全性命，人多数被捕基督

徒都放弃了信仰，坚持信仰者是很难存活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丁俄国人不骚扰基督徒，

俄军侵入尔J匕后，十字架代替了门神成为免遭俄军抢劫的标志，一些传教站开始使用十字架作

为俄占区的保护性手段。⑤意象的转变隐喻着政治力量的更迭，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已经溃败，

东北地区却已经无法同复到运动前的政局态势，野心勃勃的沙俄的黑手已然伸向了中国东北。

(二)运动后东北新教与官府的交涉

义和团运动的大风潮过后，收拾残局的重担落在晚清各级官员的肩头。1901年到1903年

是东北义和团善后问题的处理时间，中外双方进行了长久的谈判。谈判的一方代表是东北的地

方官，另一方是传教士，东北新教方面的罗约翰、傅多玛(T．C．Fult∞)和劳但理(D觚iel T．

Robcnson)被任命为全权代表，代表英国政府与清政府进行全面交涉。

交涉的核心是赔款问题。奉天省新教主要的交涉人为傅多王15，官方代表是补川道彭英甲、

候补知府李席珍和候补同知恩厚。傅多玛提交教会各种损失清单，需白银一白．二十余万两，而

被毁房屋七千五白．余间义要抚恤银八十余万两，总计索赔银共一百八十余万两。而且所有赔款

不可摊派丁民，又无法向正处于财政危机的朝廷讨要，这对丁混乱之后财政日蹙的东北地方政

府来说实在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负担。儿位官员“逐日磋商，理喻情遣，无微不至”，经过艰苦的

谈判，最终傅多玛终丁同意将赔款数额减少至57万两，分二年付清。@但傅多玛表示臼己无法

作主，需要请示营口的英国领事。英国领事最终批准了该赔款数额，但开列了约章一份，其内

al一嘶足P∞砘^V01．32，No．9(S印．1901)，p．428．
①Ibid．，p．427．

②【英】季理斐著，J：海广学会译：‘庚了教会受难记'，j：海：．1：海广学会1903年，下册，第86页。
③同l：，第79页。

④‘7nIe Si衔ng Time in M卸churia：the P即自ecution of the Manchuri锄Church．Repons舶mⅥIri∞s Distrjcts，’，强F
“拥邪P足P∞n概V01．32，No．9(S印．190I)，p．425．

⑤Ibn，p．425．

⑥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沈阳：辽宁人民fl：版社1981年，
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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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略为苛刻，经再次谈判后，相对平允的约章才丁1902年11月17日正式签订。

吉林省新教的代表是劳但理，官方代表为。j。古塔副都统庆禄、吉林分巡道文韫和协领富荫。

劳但理在谈判时表现得十分精明，在法国土教与地方官商议赔款时，他绝口不提赔恤的事情，

而是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等到天土教赔款议定后，劳但理才交出损欠清单，包括全省医院、

教堂以及信徒被烧毁的房间共408间，被害教L心9名，以及种种其它的财物损火，共索取白银

12万两。此后经过四个月的磋商，赔款减剑市钱27万吊，折合银价不剑9万两。合同画押之

日先交钱一半，其余一半予次年冬天交清。∞1903年1月16日劳但理与文韫签订<吉林庚子教

案赔款合同》，吉林新教的义和团问题得以解决。

义和团运动后东北地区有关新教的赔款事宜土要为以上两宗，圆在两宗赔款的谈判过程中，

传教十都作出了让步，尤其是奉天省的赔款减少了二分之二以上，这无疑人人减轻了当地官府

的负担。赔款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对教会来说，资金是其重建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必

要的资金，受到沉重打击的教会很难恢复元气：对丁东北地方官府来说，若要保证地方安定必

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人乱之后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如果从本不富裕义遭打击的尔北

省份拿出人笔资金，想要不搜刮于民实在难以做到，若搜括丁氏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且这

也是约章中不允许的。故此赔款问题是当务之急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关槛，只有解决好这个问

题官员们才能够略松一口气。

除了赔款问题外，两省的交涉合同中还包括其它一些有利丁．教会规定，如教徒妻女被霸l‘i

者经夯明必须追同，违抗不交者按律治罪；教徒的田地房产被霸。oi、查抄羽j强买的必须返同原

主；教徒在运动期间火落的房契可以补办等等。吉林的劳但理还提出较为苛刻的条款，要求吉

林地方官为遇害信徒刻石立表，详述其被杀情形。石碑设在敦化和朝阿I山两地，并规定了石碑

样式：“高八尺二寸，宽二尺四寸，厚七寸，碑首七眼上镌奉旨字样，碑边用龙文，碑座用莲花

式。座上眼八寸深，地脚用沙石打结实，外用砖瓦修改碑楼，俾使永闻，而期永久。’’@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合同中并非所有的条款都是维护教会利益的，有些条款也明确规定

了基督徒的义务，这在奉天省的约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约章第八条规定：“教氏所欠新陈钱

粮税务照章完纳，不得以遭乱借口抗不缴纳。如有故意恃教抗欠者，准地方官照例追完。至应

摊官项钱，除迎神赛会，照章不摊外，其余善举及各项徭役仍须照常摊纳，以睦乡邻而遵国体。”

第九条规定信徒“如有不平之事，务须警请地方官，秉公讯断，不准私自寻仇争斗。具．擎时亦

不准写教K字样，违者不理：堂讯时宜遵国法，长跪听审，违者治罪。地方官宜持平办理。如

①阿I：，第432页。
②除J，以卜两赔款交涉以外，东北新教方面还宵宁远州的荚以荚会赔偿案。茭以茭会属荚周循道宗，义和团

以前往东北地区仅存宁远州的荫处教常，甚奉I：朱形成传教规模。ni近代东北新教传教史l：也未能占仃一

席之地。义和团运动后得到东北地方政府的赔款额仅仅52500吊钱，合银约一万余两。参见《炎以荚会教

案交涉赔款有关文件》，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科》，第172．180
页。

③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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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晓谕，亦不得单独分别教比、自-姓字样。至教比如有恃教抗官干预公事者，准地方官布明实

在劣迹，知会该管牧师讯知，立革出教，门案惩办。”∞这些条款看起来似乎对教会并无好处，

明显占有政治优势的传教十为什么会同意签订这样的约章呢?这与以罗约翰为代表的尔北传教

十的传教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罗约翰等人一贯主张心平等低调的态度深入比问，通过赢得人

心的方式米吸引信徒，他们反对教会以政治力量为J亓盾强行传教，反对“吃教”信徒利刚教会

败坏基督教的名声，他们的这种言行在前文以及卜．文都有所述及。事实上，这种政治态度是很

具理性且目光K远的理念，因为只有通过遵纪守法才能消除中国官比的仇视情绪，消除了仇视

情绪才可能赢得人们的好感，赢得了比众的好感才能保证教会的发展。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态

度确保了新教在近代中国尔北的迅速发展，其信徒增长速度一度超过大主教。

总体上看，尔北新教的议结合同要宽丁．大主教的合同。如对丁．义和团运动中的死难者，新

教“教会以恕仇为主，情愿不索赔偿分文”，只要求对死难信徒家属酌情予以抚恤，∞而且“即

应赔偿教比所失各项，亦愿从减折扣”；对义和团的参与者除了已经惩办的首犯外，“其余一律

免究，以释前嫌”。@而法国主教兰禄业在与吉林官员谈判时，不但要为死难信徒争赔款，而且

“并牵及官绅多名，开单送请参办；被害教比亦须获犯抵偿，以相要挟。”和两者之间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也人人增加了官方对天主教的恶感和对新教的好感。冈此合同议结以后，地方官不

但免除了罗约翰曾向官方所借二千两款项的归还义务，而且还上奏朝廷加赏罗约翰和傅多玛二

等第一宝星各一座，以示嘉奖。在1902年6月24日增祺的奏折中称：“英牧师罗约翰、傅多玛

在奉有年，于奉省情形知之甚悉，平日办事亦极和平，此次筹议赔恤各款，始虽索银一白．八十

余两，迨以奉省官民交困情形与之切实开陈，即允从减议结。且该牧师等臼上年网奉后，即严

柬教民，不得以从前拳匪之：事挟仇报复。现在天主教教案尚未议结，该牧师既知人义，义能仰

体时艰，良堪嘉尚⋯⋯”⑥足见官方对新教传教士t：恕精神的赞赏和感激。

义和团运动对尔北新教的打击可谓是空前的，但新教传教十能够止确地处理此后的政教关

系，为新教的发展赢得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为新教在新世纪重新崛起创造了条1：，I：。冈此，对

于近代东北新教传教士而言，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新历程的起点，他们第一步

迈得很好，这是对二十世纪的尔北教会来说是值得庆幸的。

①同上，

②同．1：，

③同上，

④同．J：，

⑤同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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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东北教会对初期政治环境的回应

一、以退为进；低调恭顺的政治反应

通过以上的论述和分析，我们人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晚清时期中国东北地区如中国其

它地区一样，具有排外反教的一面：但义与诸多地区有所不同，这里的排外情绪相对较弱，官

比对基督教的态度总体上较为平和。当然这只是一个宏观的总体上的认识，落实到具体问题时

可能随环境的改变而千差万别。正如前述，晚清东北地区教窠总数相对较少，但对于东北天主

教来说，教案则较多；一个地区官比对基督教态度非常友好，另一个地方可能就很排外。这种

差异|iIi|然与当地官员的态度、十绅力量的强弱、社会风气的状况等冈素有着最为直接的_关系，

但教会自身的反应和策略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教会若能够顺应潮流赢得比心，那么逆境也会变

成顺境：相反，如果传教十一味将不平等条约作为护符、以所属国政治势力作为后盾横行乡里，

那么坦途也会变得乱石横生、寸步难行。晚清东北新教传教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清晰正确的认

识，谦恭低调地处理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保证了教会持续快速地发展。

(一)采取恭顺谦卑姿态迎合官府

晚清东北新教传教士处理与官府关系时的态度，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绝人多数时候传

教+都能够保持低姿态，相对恭顺、忍让与平和。总结起来，人概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意官方礼仪，对地方官员态度谦恭。

罗约翰在与官府打交道的时候就十分注意这类问题，尤其是遇剑信徒的诉讼案件的时候，

他从来不去拜访官员，而只是用恭敬的语气写信说明情况。冈为他清楚地知道，依照中国人的

看法，在公堂上的拜访宫员就等丁政治高压，这无疑会让官员面子上过不去，从而引起他们的

仇恨。∞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十司督阁(Dugald Chfistie)为了赢得官员的好感，虚心地学习中国

的礼仪。他出行和拜客的时候穿上中国式的长衫，他发现这样与中国人、尤其是官员打交道就

容易得多。司督阁拜访官员时对细：符考虑得细致周剑，“他的信使穿着得体，骑着马执行任务。

他的拜帖使用红纸。火小和风格都很合适。他从不步行出去拜访，而是骑马或乘车。接待官员

来访或同访，都小心地使用正确的礼仪，为学会在各种场合使用的措辞作出了很久的努力。”露

他的努力成果非凡，司督阁逐渐为高级官员所认识和了解，官员们对外国人的蔑视也转变成为

尊敬，他们开始邀请他参加各种典礼和仪式。在一次出行中，司督阁的一位朋友将他介绍给当

地的最高长官，那位官员用外国人的习惯粗心地接待了他，当司督阁用中国传统的优雅礼貌的

语言向他致意的时候，那官员立即改变了态度，对他的举I卜表示惊叹，态度也变得极其友好。固

第二，提倡忍让宽恕，尽可能化解氏教矛盾。

①John Ross，M细fo一胁咖D凼拥^缸疗幽“，曲。p．1 70．

②【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搏译： 《东北两医的传播荇；干j格尔德-克单斯蒂》，第65页。
③MI：，第66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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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让和宽恕足教会化解【心教冲突、赢得官府同情的重要手段。在【心教矛盾的多数案什中，

传教十一般采取的是能忍则忍的态度，如在教派冲突案中，新教教堂被砸、信徒被打的事什时

有发生，而传教十一般会告诫信徒不要以牙还牙。罗约翰认为“忍耐应该被采Hj，以便信徒的

父母朋友和雇主将逐渐认识到基督信仰的皈依者已经采取了一种并不复仇的信仰形式。”∞“为

了获得有权威的中国官员的尊敬甚至中立。遭遇人量的麻烦和忍耐种种邪恶是值得的。这样我

们基督教信仰的真止本质可以名扬各地。”④

教会的宽恕之道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奉大省教案约章第七条规定“拳匪

杀害人命，教会以恕仇为主，情愿不索赔偿分文。”渤不但对遇害信徒不求赔偿，而且对教内信

徒严加约求和劝导，要求他们不要为夕匕难者复仇。1900年11月27日在营口召开的会议上教会

曾通过如卜．决议：“基督徒不得以任何形式追捕伤害过他们的人，除1F新建的市民政府号召对伤

害过他们的人进行拘捕和惩罚，基督徒不得土动报复。”∞1902年5月的会议上传教十们再次表

示他们不会协助信徒投诉那些凶手，同时告诫基督徒不要寻仇。@尔北一个名为常森的著名基

督徒在义和团运动中遇害，后来他的基督徒俘子坚决要杀掉仇人替叔叔报仇，在传教+的开导

下，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表示宽恕了那个杀人犯。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主教的表现，

义和团运动后不久，在开原、二台子等地的天主教徒“屡寻旧怨，欺压居民，并有率众绑缚官

兵事情”，⑦着实让地方官头疼了一段时间。这也可以反映出两教传教理念上的较人差异。

第三，约束信徒力避纠纷，在讼案中不偏袒信徒。

晚清东北长老会首要准则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任何出丁：诉讼目的希望入教者不得入教。

同时禁I}=那些以谋取物质利益为动机或白作主张不肯抛弃偶像的人入教。”鲫其主要目的就是要

排除“吃教”信徒，即那些井1F真止信仰基督教，而是利．Hj教会谋求利益和寻求保护的人，这

些人往往会给教会带来恶劣的影响，加深民众对教会的仇视情绪。但是在早期想要完全认清和

排除这些吃教者并1卜易事，止如传教十英雅各所言：“一个不同种类的缺陷是中国人在一些世故

的事务方面有寻求外国人影响的倾向，如进行诉讼或避免官方压迫等。有时候整队的望教者只

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很快就被除名了，但是人多数时候即便认真审夯仍会让这种人溜进教会，

成为教会的一种缺陷和不稳定冈素。”@吃教者的存在往往成为教会中比事诉讼和纠纷的主要起

John Ross，Ml￡譬fD刀^把拍D凼抽^，口丹c^“砌，p．1 68．

Ibid．．D．171．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 ‘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67页。
Austin FuIt佣，乃，Dl喀^￡口砌伊口b晰材册d JF讥国“门曲4耐肘越fD刀抽肘钿拍“砌，嬲7~，9观ne Saint

Andrew Press Edinbur苫e。I967．p．44．

Ibid．，p．44．

I．w．S。0嘴矾，The cnll彰ihe East。Skelches．和℃m the History可the lrish Mtssion lo Manchuria|869．19|9．

p．66．

同l：，第183页。

J．Mill盯Gmham，z泌f矿f^P母h厂，妇r D，研d叠L辔^捃D月f船^4h一曲“，f口^饥s如峨New York：FI啪ing H．ReVelI，

1902，p．69．

7妇e I[功fn口^，Ji鼯如疗．，如一d6口D丘／?，葛f如矾lP，p．82．

①②③④⑤⑥

⑦@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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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他们加入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教会势力谋求私利。当然导致诉讼的冈素很复杂，还

有相当一部分起冈丁社会对教徒的偏见和迫害，也有一些是单纯的比事纠纷。但无论是何种性

质的一．口．与涉及信徒，教会就难逃干系。

诉讼对丁．教会来说无疑是一什棘手的事情，传教+若不介入诉讼，那么的确可能会有信徒

遭到无辜迫害，使教会火去威信：若介入诉讼、通过呼吁领事的帮助打赢官司，义可能会助长

某些吃教者的气焰。即便诉讼中信徒一方的确实是有理的一方，赢了官司也朱必是好事情，冈

为这会引起民众普遍的敌意：“这样皈依者会遭剑他们自己亲戚及与他有关联的人们的迫害。他

们被父母打，朋友与他们断绝关系。在这种情况中的人会被解雇并遭剑联合的抵制，火去人部

分的l：作机会。这些例子中对丁诉讼者米说是没有好结果的。”∞对此传教+往往采取有限介入

的方法，一方面能够不介入就可以解决的案件完全交由衙门处理，“不是由执事而是由法庭处理

将这样的事务，这样可以明智地不必以教会的名义接触地方官”；圆另一方面，对丁．确信信徒有

理却无法得剑官府公正地判断的，传教十通过低调的方式参与，如私’卜．给官员写谦恭的信件说

明情况、在官员来访或传教+应邀做客的时候谈论事务等等。他们绝不直接到衙门去拜访官员

指示官员如何去做，尽可能地对中国官员表示尊重。寻求领事支援的情况一般较少采用，除非

矛盾激化剑一定的程度，比如上文提到的教案问题、教派冲突问题，领事都介入其中，但这样

的例子仍属少数。

晚清东北传教十对政治问题的低凋同应，与他们对近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处境的认识有关。

近代两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保护伞，但条约也存在着

很人的缺陷，正是这些条约使得中国官氏将教会视为两方的政治机构，这是早期教会遇到的最

大的障碍。传教十中的有识之+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如罗约翰所说的：“但是那条款(《北

京条约》中的基督教宽容条款)被严重地滥用了，在每一个案例中外国人利刖该条款进行干涉，

使得皈依者陷入与邻居之间的纠纷之中，而且在案例中皈依者中的朱受洗的删友被单独卷入其

中的事情并不罕见。该条款产生了更多的益处还是害处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这使得官方相信

差会只是政治的一个部分，它坚定了一种信念，即皈依者是将自己卖给外国人，在其庇护下实

际上是被置丁这个条约之下。”@冈此他们努力试图消除保教条约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低调

恭顺的反应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虑该说是具有一定成效的。

(二)利用优秀本土信徒赢得民众

晚清东北新教传教十通过恭顺的态度米去除官府的敌意，那么他们是如何处理与’卜．层比众

的关系昵?教会欲获得信徒必须赢得比心，欲赢得民心必须去除民众对基督教的偏jI!I，欲之除

这种偏见必须使比众认识并理解基督教，并通过种种方式增加他们对教会的好感。这样的过程

q)John Ross，^缸fD力^细^Dd，拥^亿一cjIl“，百4，p．1 68．

望John Macin啪，“MisSion Problems in M龃churia竹'乃P c^伽伽月鲫破r．V01．3 1．No．7(JuI．1900)，p．348
④John Ross。M纽蛔^胁抽D凼加^，口一曲“，如，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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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1F仅靠传教十臼身的力量能够完成，还需要人量优秀的中国籍信徒的协助，这一点早已为传

教十所认识。①一方面在东北的传教十数量有限，单凭他们白己单打独斗纵使日夜操劳也无法

人面积地影响群众；另一方面，由_r．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习俗的芹异，传教十很难深入比众，

双方之间的隔膜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打破的。这样优秀的中国籍信徒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中介

作用．。凭借他们对本地情形的全面了解，凭借他们在社会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们的不懈努

力和积极进取精神，使得新教成功地扎根在晚清东北卜．层社会中。当然，中国信徒的传教过程

也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教会的一贯准则，即低调、忍让、平和、友好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这

些特征是尔北教会能够排除障碍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冈。

苏格兰K老会传教七进入尔北后，中国信徒起到的作Hj尤为明显。罗约翰和马钦泰之所以

能够在尔北排除万难站稳脚跟，与信徒千静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国有关于静明的事迹在前文

关丁罗约翰的章节中已经有所提及，然语焉朱详。于静明原来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大要花

人量的时间去烧香、吃斋和祭奠；他义是一个鸦片吸食者，毒品已经深深损害了他的健康。一

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北京某传教十那里得到了一本福音15，受该j拐的影响，当罗约翰在营口的教

堂开没起来后，他就成为教堂的常客。在对基督教知识K期的学习之后，千静明毅然受洗成为

一名基督徒。为了使自己符合作为一名基督徒基本要求，他克服了很人的困难终丁．禁绝了吸食

鸦片的恶习。

．干静明热心教会事业，性格温和而又坚定，具有一种坚持不懈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故深得

罗约翰的赏识，罗约翰任命他为营口教会的代理人。1873年太平山地区冈洪水造成饥荒，比众

冻饿致死者无数。罗约翰就筹措资金购买谷物进行赈济，赈济一I：作完全由千静明来主持。在赈

，火过程中，王静明并没有将谷物立即散发给民众，而是在罗约翰的支持下开办了一个教会学校，

规定只有肯送孩子入学的家庭才能得到粮食。在开始的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孩子入学，冈为人们

认为这是外国人的一个阴谋。后来冈生存的威胁还是将孩子送到学校，学校很快就爆满了，每

个家庭都得到了维持生存的粮食和次年农耕的种子。除了入学儿童外，一般农【心在闲时也经常

听-干静明布道，罗约翰也常去讲经，很快就有人批人开始倾向基督教，学校的规模也扩人了。

太平山传教站最终得以建立，这也是苏格兰长老会尔北地区除营口以外的第一个外部传教站，

该传教站的建立于静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川。

．1876年罗约翰和马钦泰到沈冈I开教，人部分传教I：作仍由于静明承担。沈刚的士绅和L心众

十分排外，用各种侮辱的语言抵制教会的传教活动，甚至件随有人身攻击。干静明带着极人的

①如传教l：J．MilI盯Grall锄十1902年jI；版的￡积ro，曲e鼬，门盼口，sz妇坛^8 D—fk^如刀幽“，妇肋髓『o疗一书中
就指}lj利用奉十传道人的诸多好处：用当地传道人最经济，叮以促使外国人效率增加数倍；日J以缓解当地

人反对外围人的态度，成为je中的一个缓冲；有利十建证本十．教会等等。参见该书第82．84页。

②关十l前明的资料详见John Ro豁，D埘耽晦曲P F协，劬抽删￡阳俘妇加胁月c^“嘲彳龇砌矿肮，￡咖
口月d％心，Lond∞：1飞e Religjous tracl society，1889．又见竹森满佐一：‘满洲基督教史勰》，柬京：新生学版，

昭和十五年(1940年)，第75．98页．John Ro豁，枷ssfo月脓f^D凼加^彻，l曲“，妇一书中也散见请多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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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精神与之对弈。反反复复地陈说他对基督教的理解，经过K期的努力．教会终丁．在沈圈1站

稳脚跟。1882年传教十义在千静明的协助F，在尔北地区另一个反教中心辽凡I建立了传教站。

由丁甲．期艮期吸食鸦片中毒太深，千静明终丁丁1885年离开人世。千静明是晚清东北教会重要

的助手和开拓者，他的辞世是苏格兰K老会的重人损火。

继千静明之后，另一位著名的基督徒开始崭露头角，那就是近代东北基督教会第一位本十

牧师刘全岳。刘全岳出生丁1852年，早年曾往官府衙门做掌管封印的jl：作。在年轻时候他就信

仰了基督教，受罗约翰的赏识成为教会的一个代理人。比起王静明，刘全岳具有更高的学识，

雄辩的口才和卓越的才能使得他的传教l：作获得了很人的成功。刘全岳也具有符合教会要求的

良好的品质：为人谦逊，长期在千静明手卜．j I：作毫无抱怨；性格坚韧，曾遭劫匪绑架却毫不在

意。正冈为此，他丁．1896年6月被沈同1教会任命为近代尔北新教第一位中国籍牧师。那时他信

仰基督教已经超过了二十年。1897年英国K老会举行人规模的庆典，刘全岳被推选为中国东北

教区代表出席，期年始归。英国的先进制度给他留卜．了深刻的印象，人人开阔了他的视野。珏1919

年年事已高的刘全岳退休离任，但仍热心丁．教会事业，直到1940年去世为止。在他的熏陶卜．，

其子女仍亦是教会重要助手，在教会医疗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东北传教+还得剑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信徒，那就是盲人常森。②常森原是一个生

意人，但品行不端，赌博成性，而且信仰一种名为混元道的民间宗教。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他

得了严重的眼病而双目火明。此时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司督阁医生正在沈四{施医布道，人们盛

传他有使盲人复明的高超医术，37岁的常森就前往医院求诊。在路上他遭剑了一伙土腰的抢劫，

只好一路乞讨冒着严寒走完120里的路程来剑医院。司督阁并没有因为常森身无分文和农衫褴

褛而厌弃他，免费为他提供食宿和医疗救助。常森的眼睛已经没有复明的希望了，但却为传教

士的爱心所感动，很快就接受了司督阁向他灌输的基督教知识和理念。一个月后出院时，他要

求传教十魏雅各为他施洗，魏雅各觉得时间尚短，仍需要考察，就让他先同家乡，并承诺以后

一定到他的家乡看他，纠时候再决定是否为他旌洗，常森只好失望地同到家乡太平沟。

三个月后。魏雅各巡游至太平沟，发现该地居然有几个人信仰了基督教。原米常森回家后

每天不断地向全村的人宣扬基督教，虽然人批人反对和抵制他，但还是有一些人接受了他的宣

传，从前与他一同修炼混元道的几个人最终都转向了基督教。魏雅各在太平沟住了儿天，对要

求洗礼人进行了考察，最后为包括常森在内的9个人施了洗礼。受洗之后常森将全部热情投在

传教事业上，经他个人引导入教者达数百人，仅四平街一地五年中就有170人受其影响入教。

常森还学会了盲文，通过阅读盲文《圣经》记住了新旧约全传的人部分；教会义将他送到北京

①J．MiIl仃G甩Il踟．￡出f矿舭8口"衙o，S娩￡动捃。甩f^e胁一咖砌施l咖一，p．90．
②自．关常森的资料详见Gof-0rdl Rosalind，跏dc^口甥，^低咖一口，)，触l，眇矽^，口一c^“，衄Gmnd R却i如'zonde九舢

Pub．H伽辩，1943．另町参考【英】伊泽·英格利斯兽，张I：婚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丰1：格尔德·克单斯蒂》，

第57．62页；【英】季理监著，I：海广学会译：<次了教会受难记》，第78页：Dugald Chfistic，尼一’钿坶加

胁一幽“砌j口跏秒矿胁舭口，^触面疗肋政加坳“眦一，Edinbu啦：Religions衲ct锄d B∞k soci哟of
S∞tl锄d，l 894，pp．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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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会盲人学校学习，基督教知识得以加强。常森性格刚强，却知错能改，一口．有人指出他的

缺点和不足他就会立即改过。以上种种使常森获得了“小保罗”的关誉。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

尔北兴起，常森为了挽救其他信徒而向义和团自首，卒被杀害。斤信徒专f J为常森修建纪念祠

一座，以彰显其事迹。

干静明、刘全岳、常森只是晚清尔北教会优秀信徒的代表。事实上人量的信徒在默默的行

动中推动了教会的发展。止如罗约翰所言：“满洲的基督徒永远都是传道者，无论他在哪里，白

天还是黑夜，都准备向乡亲解释基督敦真理。不论他的乡亲是友好还是敌视，感兴趣还是冷漠，

也无论他们谴责他变成了一个‘外国人’，还足尊敬地待他为‘先生’，他都会这样做。”∞信徒

的这种推广基督教的动力米源足多重的，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教热忱应该是最基本的，但其它冈

素也不可忽视，如新教善丁接触【心众的开放性的特点、传教十的示范作用等等，也起剑了很人

的作用。相对而言，天主教则相对内敛，礼仪严格保守，且在近代中国带有更多的政治意味，

故此其信徒缺乏新教信徒那样的活力。新教信徒在推J“基督教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潜在地贯穿

了尔北新教本身的传播理念和政治意识，低调的政治态度和明智的教会决策最终将会将东北教

会导向本十化，其主体力量止是我们提及的这些中国信徒。

二、润滑剂：教会早期医疗救济事业

(一)医疗活动为东北新教带来机遇

白1835年美国传教十伯钙(Peter Pa妇)在J“州开设第一所博济医院以来，医疗事业一直
是传教十推动基督教在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代中国凡有新教教会存在的地方，几乎都伴

随有医疗传教+的身影，近代中国尔北地区亦不例外。

东北新教传教十1卜常重视医疗事业，以爱尔兰长老会为例，截至1905年共有36位男女传

教十到东北传教(不含传教十的妻子)。其中从事过医疗活动的多达15人，超过总数的二分之

一。⑦苏格兰长老会中的医疗传教十也占有相当人的比例，可以说医疗事业在尔北基督教早期

发展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冈素，一个医疗传教十抵达

一个地区往往会有其他医疗传教十接踊而至。然而，近代东北地区医疗水平相对落后，人们对

医疗救助需求巨人，这也是医疗传教十在能够尔北不断开拓的漪在原冈。传教十发现通过医疗

可以很容易地赢得人们的好感，上至官府十绅、下至平比白．姓。一．口．受惠丁-教会的医疗行为，

就很难再激烈地反对基督教，进而会有很多人倾向基督教，最后成为基督徒。医疗活动不失为

缓解民教误解和矛盾的润滑剂，对教会发展具有十分重人的意义。

爱尔兰K老会最早派往中国尔北的两何传教十之一的很德就是一位医生，在来华之前他曾

接受过系统的医学训练，且具有丰富的行医经验。1870年4月很德住营口开设了一个诊所，第

①JoIln Ross，肘细fD疗^把曲D出胁^，口一拍“，蛔，p．78．

②数据水源：D．MacGilliv忍y，彳＆一m∥矽尸切f黜脚If肋蠲fo船胁C^f，l口r，加7~，9D力，p．230．根据东北爱尔兰传教
．Jj名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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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就有5个人求诊，第一个月有667人得到了治疗，第二个月病人达798人，其中347人是

新病例。∽同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使很德的医疗活动一度受劁影响。但很快就得劁恢复。很德医

治了各种各样的病人，人多数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他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好感。

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谢意。一些人赠送礼物给医生，比如一个人的礼物是七磅的小驴

肉。另一个人的礼物更为丰富，包括肉饼、月饼、猪肉、海鲜、肉馅等各种食品。圆另一些人

家境贫寒，他们就心劳动米报答医生对他的救治。曾有一个人手臂严重受伤，很德为他旌行了

截肢手术才得以痊愈。由丁他十分贫困，治疗期间的儿个月里很德一直为他提供饭食。此人充

满了感激，病好后就剑很德的院子里做各种活儿来报偿。@更多的人贝0是送牌匾。很德曾用两

个月时间治愈了一个腿骨骨折、胳膊扭曲的孩子，孩子的家人十分感激，他们雇佣了乐队，吹

吹打打送来一块精致的牌匾。@牌匾的宣传效果极好，可以使医生迅速获得附近居民的信任，

冈此很德欣然接受了它。事实上赠送牌匾是中国人对医生表达谢意的最常见的方式，苏格兰K

老会传教士司督阁医院收剑的牌匾多得已经无处可挂了。⑨

爱尔兰长老会另一位传教十高积善也是一位医生，1899年前往吉林和长春两地施医布道。

当时的吉林城是尔北地区反教力鼙最强的地区之一，西方人勉强可以到该地参观，但想要居住

几乎是不可能的。高积善能够在吉林立足，医疗活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H；j，恰如传教十倪裴德

(E W．S．O-Neill)写道的他用“手术刀打开了吉林城的人门”。@高积善最初在长春和吉林两地

交替行医，很快赢得了良好的名声。吉林城有一个非常富有、且具有相当人影响力的商人患了

严重的眼病，他不顾别人的劝说剑跃春高积善处寻求医治，疚病很快就铍治好了。该商人感激

地称高积善为再造父母，后在吉林召开了一个持续二天的庆祝宴会。客人包括所有阶层的武官

和地方官员，这个奇迹迅速传遍了全省的官员罔子，此事为高积善立足吉林奠定了基础。⑦当

然，高积善最终能够在吉林建立医院还是在宋存礼事件后、英国领事的介入下实现的，但若要

排除官民的反感和排斥情绪，医疗活动还是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埘。1902年女传教十孔元华(Ms．

胁C瑚lcs)医生来到吉林协助高积善’I：作，吉林的基督教医疗事业日趋完善。
类似的医疗传教士及其医疗活动还有很多，很多人正是出丁对这些教会医生的感激而倾向

基督教，最后加入到教会中米，前文提到的盲人常森就是一个典融的例子。此外传教+凭借医

疗活动与地方社会建立起来的友谊往往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我们知道，早期传

教士在东北各地租赁房屋是1卜常困难的，很德初剑东北时候也是如此。但不久后情况发生了转

变，他在营口可以轻易租创作为教堂的房产，冈为“商会若阻I}：交易的话，河神庙的主持将会

①Boyd R0bcft Higgin∞n，惭口妇厝栩^妇一clIl"砌j曲e跏，)，矿，J如腑IiI n嚣匆”幼忉一尸fo刀鲫·^彳细胁月口，^时fD
嬲妇幽越廊，p．27．

②Ibid．，p．136．
③Ibid．，p．135．
④Ib．d．，p．41．
@D、l瞄d a试娟e．％n№o曙ln MonchHri4：d s10哆巧^曩edicnl M泌ion％咄in M蚴kden．1 883．|893。D．约．
@F．嘲．s．aN础．伯e CoH西the Enst．slcelchesf；bm lhe Hislory西lhe jrish Mission to Monchu^d|8169．|9|9．p．、9．
⑦Ibid．，p．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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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会施加足够的影响来克服一切凼难，冈为他是我的病人和朋友。”∞很德所说的“河神庙的

主持”显然是一位具有威望的L心间信仰领袖，但他居然也对基督教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足见基

督教医疗活动的影响力。

另一个例子中恰恰可以说明教会医疗活动对反教官员产生的影响。东北某基督徒家中栽种

的人麻被盗，窃贼很快被抓获，但其中一个贼担心受折磨举刀臼杀了。该地恰好有一极端仇视

基督教的乡绅，遂乘此机会将此事告发剑同样仇视教会的省级官员，丁是这个基督徒代替他父

亲被立即逮捕。那个官员绝口不提盗窃案件，而是追问他为何追随外国人信仰基督教，并对他

施以重刑。传教十格雷厄姆拜访了那个官员试图保释那个信徒，但该官员同I奉阴违，根本不想

释放此信徒。这时出现了两个转机：一是一个被K期监禁的凶徒在监狱的厨房中用刀割喉臼杀，

在外国医生的救助卜．没有多匕去，从而保全了官员的面子；另一件事是冈该官员的过失，一家钱

庄的部分资金被提走，钱庄经理服毒要自杀，若他死去钱庄将倒闭，民众就会要求官员下台或

降级，多亏了教会医生的努力钱庄经理才被救活，这个官员也冈此逃脱了一场灾难。虽后卷入

纠纷的那个信徒经过一胥周折终丁．出狱了，显而易见这是官员对教会的一种同报。⑦当然，或

许他内心深处仍是反教的，但这种反教力量或多或少出现了松动。

(二)。司督阁式一早期医疗传教路线

近代东北新教传教士的医疗传教活动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类似的策略，遵循了共同的原则，

这种策略和原则可以门结为一种特定的路线，而这种路线又以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司督阁的医

疗行动最为典型，我们姑且称之为“司督阁式”的医疗传教路线。

司督阁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传教十，他于1855年出生于苏格兰高地格伦科伊的一个牧民

家庭，从小就对基督教有着浓厚的兴趣。1870年司督阁来到格拉斯哥从商，从那时起他就兼职

在当地的贫氏窟从事教会jJ：作。1877年司督阁弃商从医，赴爱J’堡大学学习医学，于1881年7

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此后他作为爱丁堡人学常驻医生在当地．L：作一年，1882年8月他携

新婚的妻子踏上了前往中国尔北的旅程，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在华医疗传教的历程。

司督阁抵达东北后，在罗约翰的陪同卜．剑各地进行了考察旅行。在此过程中他了解到语言

交流的重要性，遂返同营口潜心学习汉语，直到1883年春大才开始在沈阿i止式行医。与其他传

教士一样，司督阁也感受到来白社会各界的反教压力。他到达东北的第五天，就在辽同I的一个

教堂里遭遇一伙反教暴徒的骚扰，教堂设施均被砸毁；④司督阁的家人和助手出门时经常遭剑

泥巴和石块的攻击；传教士无论何时出现在沈Rj街头都会有一群不怀好意的人罔观起哄，一次

司督阁和罗约翰散步的时候遭到密集的石头瓦块的攻击，他们赶紧全身青肿地逃走。④司督阁

①Boyd Roben Higgins彻，蚪勿删口妇培加^，口一c^¨砌j f^P跏，)，0厂f^F，门劬P，啦∥P，砌打尸协一卯，．肘j泌胁一口，泐幻
^缸ncJl“，f口，p．43．

②J．MillerG仡}I锄，￡缸矿船舶删盯D，S讹L神拈。疗船拖一曲H砌^触加，即．125·133．
③【英】伊洋·英格利斯著，张，I：搏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壬1：格尔德·克掣斯蒂》，第43页。
④同．J：，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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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购买到沈冈l的房产也是闪为该房是曾夕匕过人的无法卖出的凶宅，不然他想在沈冈l找个立足

之地是十分凼难的。①

但是司督陷J的医疗jl：作还是在艰难中起步了。一开始就有人批人涌剑他的诊所，多数人并

非为了治病，而是跑来观看外国人。司督阁给每个人开药，但这些人转过头就将药品倒掉。随

着时间的流逝。好奇二人减少了，真正的病人在增加，儿什事情的发生使得司督阁的I：作出现

了转机。1883年夏天沈辟j霍乱流行，人域比众病倒纯去，这场灾难却绘司督阁以施展才华的机

会，在全城的中医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成功地治愈了几个病人。②另外两个案例发生在当地两位

知名的商人身上：其中一个患了向内障，司督阁在院子里、众目睽睽之卜．施行了手术，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另一个极其反教的商人病危，司督阁通过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此人敲锣打鼓

送来一幅颂扬的牌匾。④儿个成功的案例使得司督阁的盛名迅速传扬．周边地区都知道沈倪j有

一位外国神医，病人纷纷米求诊，此后他的I：作变得顺利得多，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截肢手术

也可以做了。

司督阁在东北的医疗事业打开局面后，逐渐在尔北建立起设备一流的医院。后来建立起具

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东北医学院，培养山人批的医疗人才，开尔北地区乃至中国西医之先河。司

督阁医治了数不清的东北氏众，留-卜．了极好的口碑；司督阁与历届尔北政要关系密切，为尔北

新教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司督阁的经历在尔北传教十中1F常具有代表性，他的成功与他甲．期坚

持的一些策略和原则是分不开的。

第一，保持与官方的友好关系。司督阁十分注意与官员保持联系，赢得他们的支持。前文

已经提到司督阁曾Hj心学习中国官方的礼仪，正是这些礼仪使地方官对他另眼看待。一些官员

患病后很乐意请司督阁为他们医治。一次一位官员患了当地中医无法医治-卜．颚疾病，司督阁为

他摘除了患病的骨头并移植了义牙，治疗效果1卜常好。那何官员将司督阁介绍给其他官员‘，引

来许多官员前来拜访，邀请司督阁参观他们的衙门，为他们的家属治病。莺在治病与交往的过

程中，司督阁总是彬彬有礼，谦恭有加，这义进一步加深了司督阔与官方的友谊。另一次，一

个与土匪交战的士兵被子弹打中，在官员的注视下，司督阁成功地取出了子弹，这是当地中医

无法做到的。@这一案例使司督阁与盛京将军左宝贵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双方多有往米。左宝

贵的妻子曾患眼疾，为司督络；I所治愈，左将军一家对司督阁充满了感激。④对司督阁的医院左

宝贵也多有照应，有一次他还慷慨地捐赠了一块金表。国’随着司督阁与官员交往的加深，官方

①蚓J：，第45页。

②同上，第48页。

③同．f：，第52页．

④间}：，第53贞。

⑤网上，第64页．
⑥冈．J．，第67页。

⑦M．J：。第83．84页。
⑥DII酬d Chrj砒ic，7砀'幻糟拥^缸一幽“，f口j口跏，)，矿M础∞，^纸咖疗肋，七拥^佑“走d钿，，跚一，8妇，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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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有典礼或仪式人都会邀请司督阁参加。司督阁医院的各种典礼和展览也必邀请官员参加，

双方的关系十分融洽。

第二，坚持免费医疗。早期司督阁的医院坚持免费医疗，病人无须为看病付任何费用，这

一原则同样适川丁官员和富商。对r这一点司督阁显得独具慧眼，他清楚地认识到向一名官员

收费，同时还想做他的朋友会1卜常困难。那么医院所需的巨额资金从哪里米呢?这些资金的主

要部分米源丁．爱尔兰和尔北各界的捐助。医院虽然不为治病收费，却设立了捐款箱，由病人臼

愿捐助，其结果是医院得到比医疗收费更多的钱，连最贫凼的人出丁．感激都进行了捐献。①显

然，免费治疗为司督阁的医院赢得了名卢和实惠。

第三，培养优秀的本十医生。司督阁在沈冈l行医两年之后就开始着手培养中国助手，他的

目标是培养达剑西方医生水平的优秀医生，而不是水平低丁外国人的二流助手。除了病房临床

实践中培训之外，还开设了化学、生理学利药剂学等课程，这已经初具了后米盛京医学院的雏

形。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学剑一点皮毛知识就去离开医院独自行医，但最终还是有儿个优秀的

学生留了卜．来，成为司督I'铡的重要助手，在医疗实践中分担了许多J：作。圆司督阁对培养医疗

人才的jI：作越来越重视，这也是日后他在东北的医疗事业能够壮人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四，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很多差会认为医疗传教士应该满足于现状，不应过丁奢求

医疗事业的人规模发展，因为医疗需要庞人的资金作为后盾。司督阁对此不以为然，他坚持以

基督名义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司督阁打算在沈阳建立一座合乎规格的医院，他的想法得到了

苏格兰著会总部的支持，苏格兰“儿童后援会”对此进行了资助，在东北各地的中外友人也进

行了捐款。在沈凡I想要获得一块合适的建立医院的地皮比较困难，但这一问题住一个地方官员

的帮助下顺利解决了。1887年11月医院开业了，沈刚的众多高官和知名商人参加了仪式。医

院有一个可以容纳150人的候诊人厅，三面是可以同时收治50人的病房，还有手术室、戒烟室

和厨房等等。该院另设一个可以容纳15名女病人的病房，这是东北第一所妇女病房。医院建立

后立即展示出其重人价值，早在1886年时的门诊记录就达l0000人，手术25l例，住院病人

108人，新医院建立后求诊人数更是人增，每天病人超过上百人。医院不但可以做较人的手术，

还专设了戒除毒瘾的病房。司督阁大人也开始了训练和监督女护十的+I：作。嘞

第五，坚持医疗与传教并重的原则。司督阁倾注一腔热情丁医疗事业，但并不说明他不关

注传教事业，作为一名传教十司督阁一直以传教为己任，坚持医疗与传教并重的原则。1893年

以前，司督阁和助手曾儿度剑各地巡同医疗和巡同传教，但毕竟时间有限，他土要的传教J：作

仍在医院中进行。每天都有一名中国传道人对候诊的人群宣教，司督阁白己也传教，不断为病

人解释他们心中的凼惑。回医院医生人多数都是基督徒，往往也会影响到病人。前文捉到的著

①【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I：搏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肯：杜格尔德·克擎斯蒂》，第68页。
②同．卜，第69页。
③同_t，第72页。
④同上，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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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基督徒常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卜．培育而成的。司督阁大人也在日常活动中对女性病人施加影

响。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倾向或加入基督教。

第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司督阁除了在医院中救助病人外，对社会问题也尽力参与，

尤其是在天灾人祸发生时往往竭其所能进行救助。对整个社会产生最J'．泛的影响力。这种救济

活动并非司督阁的专利，而是各地教会共同特征，但此类救济与医疗活动联系最为密切，医疗

传教士将起剑至荧重要的作心。

(三)与医疗相联系的教会救济活动

近代尔北新教很少开设育婴堂孤儿院一类的慈善机构，其慈善行为一般要在天灾人祸的救

济过程中体现出来，其中医疗传教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洪水和饥荒为传教+与比众及官员建立友好芙系提供了机会。第一次洪水发生在1886年的

辽河流域。在营口的外国团体提供了资金，传教+和其他Jlj|j友也施行了救济。在分发救济物资

过程中，传教十武师德(Al既觚d甜wes似atcr)冈热病感染而亡。此事对东北社会的触动相当

大，官民对基督教的态度有了很人的改观。∞

第二次洪水发生在1888年，此次洪水规模远远人r 1886年。巨人的洪水从东部山区突然

爆发，近十米深的激流冲过沈田j，淹没了以沈阿J为中心的人片平原。数不清的村庄遭到毁灭性

的破坏。氏众死亡无数，庄稼也完全毁掉了。水灾过后是流行的热病和饥馑，无情的天灾给尔

北人民带来无尽的苦难。水灾中传教十的生活也受剑了影响，沈障j传教士的住宅受剑了人水的

冲刷，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意，而是很快投入到救济灾氏的行列。当时的盛京将军为著名的网族

将领左宝贵，霉洪水暴发后左宝贵立即与司督阁共谋救济的办法，一些临时的粥场和木板棚也

建立起来。为了筹集救济资金，司督阁向英国教会呼吁，并给<泰晤士报》写信，很快得到了

积极的网虑，营口的外国入团体也积极捐资，一个“重建基金会”成立了，人簧的救济物资被

送到沈阳。与洪水相随的流行病也使医疗传教十忙碌起来，沈刚的教会医院里住满了病人，很

多人被夺去了生命，司督阁最后也病例了，不得不同家休养一段时间。固在洪水期间，整个尔

北差会的精力都集中在救命救灾方面，传教十都加入到救济行列，在东北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极

佳的形象。同时他们也赢得了东北地方官员、尤其是左宝贵的尊重，这也是教会能够在反教力

量十分强人的沈舟1立足的一个原闪。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尔北地区成为两国交锋的一个主要战场。残酷的战争带来

的是破坏、毁灭和夕E亡，而“中国军事当局没有向伤员提供任何可行的虑急措施。既无医疗队，

①D．MacGiIliⅥ戳』＆一m_P)，矿Pm船f口肘^觚咖舫砌a加口Ⅳ即7~，鲴矽．p．209．
②左宝贵(1837~1894年)，山东费县人，幼年家贫，年K后缓矿战功．深得清廷赏识。他关心民众疾菏。曾

于1885年设讧慈善牮，收养老弱疾IIj；i的贫民，初办时开设粥锅荫u每年备冬以一行人为限。后来逐渐扩充，

增添J，育婴常、养老院，后来发展成为包括医科专门学校及附属医院在内的、收容兼职谋生计的慈善团体

问善章，存存时间K达七f‘余年．见李澍川主编、周克．止著：‘二三4i畏斋随笔>。长备：古林文史_}{：版社1993
年，第21．29页。@喇嘶st氓弛n掩口博in M口nchu^d：a跏哆巧Medicdl Mi璐ion胁溅讯M鲫kden．1 883．1893．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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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军医”，“；丁．是尔北的传教卜卜动承担起医疗救助的重担。战争之初尔北【心众排外情绪激烈，

很多人盲目地将曲方传教I：视为与日本人同类的敌人，对他们充满了仇恨，辽舟l传教1：李雅各

就被一群十兵殴击身亡。纷乜的谣苦在教会中造成恐慌，沈阳I及各地的传教十不得不离开其驻

地集中到营口。由丁营口附近发生过战斗，很多十兵选择营口作为避难所，冈此尔北艮老会与

营口其他外国人于1894年12月开设了一所红十字会医院，负责人为司督『矧和戴理(Daly)医

生。这个医院共有医生8名，除了两个人是来自营口军舰上的外科医生外，余者皆为传教十。

为了使病人能够抵御冬大的严寒的威胁，他们以红十字会的名义租赁了几个客栈作为医院，每

个医院配备4名医生，司督阁在沈同1的学生也赶来帮忙。回人批伤兵被抬到红十字医院里。炕

上和地上都躺满了人。医生们全身心地投入I：作，为病人包扎、施约、喂饭，尽可能地挽救更

多的生命。由丁．与外界隔绝约晶短缺，他们不得不白己制作绷带和其它包扎材料，救助行动辛

劳而义艰苦。

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不断扩人，不断有外国医生加入到红十字会医院中

来，其影响也日箍明显。据戴理医生的报告，营口红十字会医院1894年12月创办时只有1所，

剑髓年4月已发展剑4所，三个月内医治中国伤兵近干人。钳战争中医生们不艮艰难、不辞劳

苦、‘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中国官比心目中留卜．强烈的印象，赢得了人们的由衷的感激之情。战后

皇帝授予司督阁等在红十字会中起剑领导作用的医生以双龙敕‰足见官方对传教十救济』I：作

的肯定和赞赏。④作为一种结果，战后人们一改从前对传教十的敌视态度，基督教成为人们竞

相追逐的对象，听众挤满教堂，孩子们走进教会学校，人批望教者要求加入基督教，尔北新教

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两者之间的联系似乎不必赘言了。

三、同舟共济：教派联合与持续发展

(一)早期东北新教教派的协同发展

晚清尔北新教教会能够取得良好的进展，与新教各派合作、联合及协同发展是分不开的。

早期来到东北传教的传教十人多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双方不但地域相近、文化同质、语言

相通，而且同属于长老会一宗，在基督教教义和礼仪方面亦无任何分歧和隔阂，更兼舣方传教

士的心态开放、处事宽容，故两派在众多传教问题上常常能够互相提携，共同发展。极少出现

矛盾和摩擦。

正如前述，最早在中国东北开教的传教十宾惠廉是苏格兰K老会传教十，他却首先多次呼

吁爱尔兰差会——而不是苏格兰的本宗教会——米开发尔北，在传教利益方面他并朱表现出任

①“neRcdcmssH唧itan砌P c^f，Ⅵ胁幽∞，M|_￡“D刀口，)，如“朋口，'1895【3)，v01．9，No．1．转引靳水震：‘论甲午战
争时期的红l‘7会医院》，《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Thc R酣Cross Hospital”，彻e C强加口^和疏c口，肋船fo疗口秒妇”朋口，，1895(3)，Vr01．9，No．1．转引靳水震：‘论fTl午
战争时期的红l。‘，会医院》．‘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年第2期。

③‘译衍u红‘f．!，会敛谢募费并述近状书》，‘中撤》1895年4 J]6 lI。

④【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l：搏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犟斯蒂》，第lo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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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私心。爱尔兰K老会在尔北开教以后，苏格兰传教十接踊而至，为了避免重卺和误会，罗约

翰与爱尔兰传教十进行协商，以辽河为分界线划分各自的传教区。此后各自的传教领地不断扩

大，但双方这种通过彼此协商确定传教区的传统传承。卜．米，人致上苏格兰差会在尔北尔部、爱

尔兰差会在两部‘I：作。两派不仅是领十方面的划分，其它所有重要的事物也都进行了区分，冈

此从一开始两派的传教活动就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①

189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该年4月两派传教十在沈圈l小河沿召开会议，共同建立起一个

以中国人为主体和主要管理者的本十教会——“满洲基督教K老会”，马饮泰为会正，并制定了

长老会章程。该会的成立使两人教派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为教会的顺利发展开辟了更为畅通

的渠道，也为二十1tc纪初两派建立联合人会奠定了基础。圆季理斐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东北教会

早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冈在丁“流行于整个满洲教会的协调一致精神，这种精神始丁1891年苏

格兰差会与我们(爱尔兰差会)联合时。”囝传教+倪裴德也认为这一联合是教会成功的一个原

因。回此后两会实现了更为密切的合作，除了在重人问题上进行协商外，还联合兴办一些教会

事业，如18蚱1897年两会在沈阳联合开办学道班，每年召集东北各地的传道人定期轮流培训，
传授<圣经》课程。每期一个月。1898年两会召开会议，义将学道班进一步发展成为奉天神学

院，是为近代东北地区高级神学教育的最为重要的机构，亦是尔北神学院的前身。@后来丹麦

信义会传教士在东北开教，他们也积极参与到长老会开办的教会事业中，尤其是在教育事业中

贡献尤为卓著，为东北新教增添了活力。

丹麦信义会传入中国东北的时间为1896年。是近代东北新教的第二人教派。信义会属路德

宗，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务教会团体之统称，闪其教义核心为“唯信称义”。故

又称信义宗。该宗由马丁·路德于1529年创立于德国，它的建立标忠着基督新教的诞生。该宗

的特点是强调《圣经》的最高权威、坚持“唯信称义”、不重视教会形式和体制的统一、保持洗

礼和圣餐两项圣礼。信义宗在十人世纪传入北欧诸国和两欧部分地区，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传入

北美，1847年由德国礼贤会传教士传入中国J“东，此后美国、丹友、瑞典、挪威、芬兰等国的

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在湖北、河南、湖南等地建立了传教区。固

早在1890年，丹麦信义会传教士就曾到湖北希望能够找剑立足之处，但终未寻剑合宜之地，

又因传教+或其眷属患病，终无所获。1893年以后，传教十柏卫(C．Bol埘ng)大妇、外德劳

①Boyd Robcn Hi鹤in∞n，删Z胂口幻塔切朋r口—c^材砌j f^P跏，)，D厂f^P№^肌谚'忱—州，'fD一甜，朋k咖疗口矗酷肋
肘a砌“砌，p．54．

②1891年东北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建妒中国奉十联合教会足中固东北堆督教史J：的一件人事。诅：诸多东北

摹督教的史料中都有所提及，但过于简略。由于早期东北K=老会档案的缺失。具体联合过程以及运作方式

均无法细致J，解，待考．

③D．MacGiIliv憎y，一＆一m，)，矿尸胁泐枷lf胁i，fD附抽c^细口Ⅳ8D7~，9D刀，p．224．
④I．W．s．0_N神、’1k cd|l《lIle E∞I，SI【elches．细m lhe Histo哆of the|rish Mission Io Mo眦hrto 1869-|919．

p．37．

@满洲摹督教联合会编：‘满洲摹督教年攀》。第233 1if。
’

⑥参见于町主编：‘世界三人宗教及j￡流派》，第174．183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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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Waldtlow)大妇、’r．约翰(J．A．V)啊)大妇、吴乐信(O．Olesell)丈妇和李格1|(J．C．

Lyklceg∞rd)大妇陆续米剑尔北。1896年初春，柏卫和外得劳开始在岫岩、人孤山、风凰城、

安东、貌口、金州、旅顺等地传教。次年4月在营口与苏格兰和爱尔兰长老会商议，沿海一带

被划给丹麦差会作为传教区，具体为从旅顺口沿高丽海湾和鸭绿江向北延伸至距离河口约四白．

余里的范罔，信义会在尔北的传教活动止式开始。4’

尔北丹麦信义会在传教规模上远逊丁．尔北K老会，但该会传教十比较注重传教质量，开办

的教会事业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更足独树一帜。该会传教十亦积极与长老会

合作，倪裴德曾写道：“就外国I：作者群体而言，丹友人虽然占据的领地最小，但是比苏格兰和

爱尔兰发展得都要快。虽然没有正式与长老会联合，但从一开始信义会就与之协商问题。”锄后

来长老会开办的事业中也常常能见剑信义会传教十的身影，信义会亦参与到尔北基督教人会中

来，成为东北新教的重要代表。

(二)东北新教的进一步展拓及成果

经过早期艰苦的努力，基督教会终丁．在中国尔北站稳脚跟并取得了较人的发展。继宾惠廉、

很德、万特、罗约翰等先驱传教十之后，义有人量传教一t：米剑尔北开疆拓十，传教范罔不断扩

大，教会事业多有兴办，信徒数量也人人增加。

苏格兰长老会方面，沈RI仍是重点的：I：作地区，除了罗约翰、马钦泰、司督阁、魏雅各等

传教士和王静明、刘全岳等中国信徒的不懈努力外。苏格兰长老会女著会受命到沈刚l：作。1881

年女传教十帕瑞蒂(Ms．B砷ara M．P矗tty)小姐抵达沈舟I，并丁次年开办农食f5籍全部免费的

女子寄宿学校，东北地区的女学由此萌芽。女差会除了办学以外，还从事访问家庭妇女、训练

女传道人等jI：作。1896年女筹会义派遣一些女医生来尔北开设并主持妇女医院，在沈掰{的有何

小姐(Ms．MaDr C．Homer)、星小姐(Ms．Etllel L．StallIl盯)等人，其他女医生分布在尔北各地，

在妇女医疗、尤其是产科方面贡献颇人。锄辽冈I是另外一个重点传教区，罗约翰和手静明从1882

年开始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得以立足。1890年德教治(Gc0唱e Douglas)大妇来剑辽冈l主持教务，

并兼管男女学校。同年吴阿礼丈妇从海城来到辽刚，行医布道。辽翔j的妇女医院和女传道训练

所在这一年也建立起来。

海城也是开教较早的地区，1876年马钦泰进入海城建立教会，他从营口移居那里土持教务

达30年之久，直到1905年在海城去世。1886年传教十吴阿礼从烟台移居海城，加入到马钦泰

的行列。同米东北．J：作的还有传教十武师德。随着传教‘十：的不断加入，1886年前后东北新教力

量得到加强，基督教开始迅速向北方和东方传播，主要传教站人部分沿铁路而建，数年后已经

达到伸展丁辽河与朝鲜之间的肖时盛京省所有边界。蛳一些主要传教区的开教时间如卜．：买卖

①汤清：‘中国皋督教订年史》，香港：道声jI；版礼1990年{lf版，第314页。

②F．w_s．O’NeiIl，“111e Outlook in M卸churia’-，劢P a加E卵足P∞砘，'VoI．43，No．8(Aug．1 9 l 2)．p．450

③汤清：‘中国基督教订年史》，第354页。

④D．MacGilIimy'爿Q—m_P)，∥尸而舾f口肼M醛如船胁af一口r，即7~，9D矽，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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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1886年，开原丁．1887年，海龙城1893年，兴京1894年，铁岭1895年，魏雅各、英雅各等

传教十在开教过程中功不可没。从1891年开始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十经爱尔兰K老会同意开始向

吉林省北部进发，在那里杨医生(Th锄淞Y叫ng)和传教十劳但理做了先驱性的‘lj作，他们最

初在双城堡建立了中心，接卜．米是阿仕河。由丁遭到吉林满族官员的抵制，教会在吉林省的增

长要比盛京省慢得多，但经过K期的努力剑二十世纪初传教站沿着北新城到蚂蚁河河口已全线

扩展，在每一个人小城市都建立了传教点。他们对黑龙江的传教活动也在计划之中，已经有许

多有待鼓励和组织的皈依者散布在那里。回

爱尔兰K老会早期的传教范同人体是当时的盛京省以及吉林省的．西部。盛京地区的营口继

很德、万特和盖雅各之后，1884年和1885年分别有萧牧师(W．Show)牧师丈妇和傅多玛夫妇

到来协助．f：作，1894年义有伊约翰(JotlII l(e粥)来营口主持教务。当时营口教区范阐南及旅

顺口，北方纵深三百里，海城、盖州、火石桥等教会是其下属教会。随着东北爱长老会传教士

数量的增加，1895年萧牧师在锦州成立第二人教区，属地在山海关和J“’j‘之间，包含了义州、

人凌河、锦两、沙后所等属会。1891年T．L．B啪d盯到锦州主持医务，次年很维礼(W．H蚰旧)

到锦主持教务、尼科尔森(Ms．S．Nichols∞)小姐到来开办女学。后义有伊约翰大妇、梅宝珍

(Ms．M．MdNeill)小姐在锦州．1：作。1887年傅多玛从营口移驻沈艮l成立传教站，范围人致在

沈阳城两以及西北部，沿及数百里。后傅多玛与罗约翰主持神学院，其妻子亦主持沈阳的女学。

1888年广哼‘也成立了传教总站，该站著名传教七孟宗元(John Omelve舱)擅长教学，开办的男

女学校为东北各界培养出人量的人才。另一传教+李术f：(LiviIlgstoneI翩加outh)医生与妻子

主持新民医院，不但疗救了人堵病患，而且培养出许多医疗人才。1891年J’1j。和法库分别开教，

主理者分别为很维礼和倪裴德。他们在教会教育方面都下了不少的功夫。

爱尔兰K老会在吉林省开教的时间较晚，最早为1889年，该年盖雅各和高积善到长春设立

总站，次年纪礼各到来，再次年是丁滋博(R．J．鼬n)医生夫妇，长春周边地区都设立了教
堂，属会有伊通、农安、八面城等教会。1891年高积善到吉林城施以布道，曾遭遇激烈的抵制，

艰难地站稳脚跟。同年孤榆树亦成立总站，该地传教十中以米德峻(w．Miskelly)最为著名，

同样他在教育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此外，内蒙古地区的朝阳也在1902年成为爱尔兰长老会

的传教区。罾

从东北长老会两派的发展历程来看，前三十年中截至1895年为J}：，各自在东北地区主要的

教区扩张人致完成，此后几年进入一个全面的发展和完善阶段。而189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给东北人K带来了沉重的苦难，人们有求得精神安慰的宗教需求；同时传教十在战争中对

东北社会提供的无私援助和积极救助感动了一人批人，义兼战争火败增强了国人学习外国的渴

望，而在东北的外国人最主要的就是传教+，因此战后人批民众涌向教会，宗教热情空前高涨。

①Ibid．，p．208．
②汤清：‘中国摹督教丌年史》，第36m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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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十发现“人们一改以往对桶音的冷淡态度，似乎受剑力量的推动而接受了大国。”“教

会每大会遇剑人量要求皈依的【心众，很多人走了很远的路专f J米求见传教十，传教十常常检验

望教者剑深夜。英雅各对此曾有描述：“在一大的旅行后你看剑人群聚集起来欢迎你，你逐个要

点地讲话仍有愿意听讲的听众，你遇剑一群人他们说基督在他们的心中，这些事情总会让人激

动。”国受洗信徒数量由此也急剧增K，以傅多玛在J．．。j。、新【心和法库等地传教为例，1897年他

个人就施洗299人，连续二年中每年教会都报告有超过2000人受洗。∞各地教会臼立精神也有

了显蒋的增长。人部分信徒臼愿提供礼拜场所，他们管理白己的初级学校，他们为医院的良好

．I：作慷慨捐赠，且明显地愿意参加教会会议的商议，他们也随时准备支持和供养自己的牧师。鲫

这一时期东北教会增长情况见-卜．表：

表2．1189“1899年中国东北爱尔兰、苏格兰联合差会统计

1896 1897 1898 1899

牧师 l l l 2

K老 17 27 37 40

执事 17l 294 414 414

小教堂 104 18l 246 92

教会 42

礼拜处 117

成员 5788 10255 15490 19646

初步信徒 6300 9422 8875 7126

学校 59 64 93 93

学校男生 334 626 700 784

学校女生 157 306 354 396

捐款(英镑) 26l 877．IO 1345 2000

资斟浆瀑：3．玳、、er缸ah孤．East 0f the Bal’rier 0r sidp Li曲ts∞the№nchuria赫ission．p．、鹌．

表中用横线表示的项目代表数据缺失或数值为零，以下齐表’j此相同。

该时期东北基督教人发展的另一个佐证是基督教文字I：作的兴起。在1900年5月尔北长老

会年度会议上，来访的圣经公会代表说他们在华销售的《圣经》有二分之一流向了尔北。固季

①J．Mill盯GrahaITI'鼬D厂舭肋胁，．D，删匆￡恸船伽曲e拖一曲“砌肋弘咖疗，p．150．
②Ibid．。p．151．
@f，喇．s．Q}N诫．The Cnll西the East．Sketches加m the Hislo秒可the lrish Mission to Mn眦hrin|869-1919。

p．33．

远)J．Mill盯Grah帅，￡k“矿珐P 8口，，妇，．D，彤d匆￡I劝船D疗f^P肋r口一cIIlll砌朋z站胁一，p．1 58．

⑤lbid．，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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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斐也曾说过“确实i午多年以来(当然战争的年头除外)在满洲售出的《圣经》和《新约》要

超过中国所有的省份，其它的基督教文字I：作也不落后。”“7尔北教会消费数姑如此之巨的《圣

经》，一方面反映了东北信徒数域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将通比众对基督教的兴趣的

增加。反过来，以《圣经》臀及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字I：作的兴起也刺激了教会的发展，成为教

会进一步前进的重要原冈，这也是季理斐等教会学者的共识。圆

早期东北传教十在文字传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他们色所有人的中心地区都开办了圣经

培训班，使刚沈冈I的教会印刷厂印行统一的课程计划。培训班每年要进行考试，考试的结果令

人满意。各个中心地区正式的教会学校也人鼙兴办，很多当地教师开始在通州狄考文(calvin

wils∞Mate盯)开办的-l弓院中受训，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均有显著的提高，共至引起了当地官

员的兴趣。在沈圈1当地也开始发行教会期刊，不仅受到教会信徒的欢迎，而且作为了解．两方的

一个窗口，它也引起了许多进步开明的官员的兴趣。固诸多事实表明。许多在皈依之前不能阅

读的信徒，皈依后对-}5面语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知识。一个传教+的施洗记录中记载了十年来数

不清的洗礼记录，这些记录表明在皈依之前不能阅读的新信徒·‘i卣分之九十，但在他秆J受洗时

已经学会阅读全部或部分的问答集和一些新约部分。除了个别特例外，一些文字知识已经成为

信徒受洗的一个先决条件。@一口．具备了j}弓面文字能力，信徒也就可以独立地阅读<圣经》等

教会发行的文字材料，教会的文字布道j J：作也才真正能发挥实效，进一步促进教会整体上的发

展。

本章小结

以上我们就1867～1900年中国尔北教会的政治处境与应对措施进行了探讨。从前述内容中

我们可以看到，新教传教十在早期进入东北时，遇到了与中国内地同样的情况，即他们也遭遇

到来自比众、士绅、官府等社会各阶层的敌视和抵制。尔北地方官府冈担心发生教案引起纠纷，

对教会火都比较宽容，但保持高度警惕。部分官员对教会态度友好，少数官员对教会态度强硬，

在官方态度的暗示拳l影响F，东北比众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不同区域和不周时段上也存在著异。

总体上看，由丁近代尔北地区地广人稀、移L屯众多、儒家文化根基薄弱、吸纳包容能力较强等

诸种因素，东北社会的反教力譬比起内地相对较弱。

东北地方官府秉承清政府一贯的羁縻原则，在处理教案问题时人致能够持较为客观和相对

①D．MacGjIlivray'彳＆疗，l|，)，矿尸如泐，口肌^触fo船细册胁口Ⅳ艿D7~，9D力．p．224．
②季理蔓在j￡著作中称东北教会取得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I大I即幕管教普通文’≯孝才科源源，fi断地流向满洲再

省。甚伞从_最早的I|了就开始r。”参见D．MacGilliv豫y，彳GE刚fl|，)，D厂跏^龉f册，^靠s，fD船伽鳓m口Ⅳ8D7~，如力．
p．224．

(萤J．MilI玎GraJ'锄，鼬，矿肪P&lm盼D，盛如“咖船口疗曲e胁^西“，陋M泌^铆，p．157．发行期刊的具体名称仍须
考证。

④D．MacGiIIivray'●C幻，l|，)，∥Pm舾￡彻，^低哟嬲抽西跏口Ⅳ册7~，9口力，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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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止的态度。而东北新教传教十也十分注意传教策略，他们人都保持低调与忍让的态度，极少

与官府和比众对抗。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谦恭地与官府接触，逐渐消解了多数官员的反教情绪；

他们利川优秀的本十传道人，努力辨别和排斥吃教者，扩人了基督教在吣众中的影响；他们J．．

泛开展火荒和战乱的救济活动，缓解了人们的排外情绪；教会开展的医疗活动效果尤其明显，

极人地赢得了官绅比各界的好感。种种有利条什促使东北基督教在十九世纪末有了很人的发展，

具体表现为教会信徒的增加、教派联合的实现和教会体系的形成。

于成勉教授曾经指出，从政教关系的角度看，十九世纪基督宗教在华宙教，基本上就是中

国官方和教会一方政教观的冲突。住遭遇打击的时候，传教十往往会i斥求丁．臼己的国家，保护

白身利益，丁是两种政教观的冲突很快就上升为国家与国家、比众与教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笔者人致赞同这个观点，无论近代中国其它区域还是尔北地区，政教矛盾的主要原冈确实是闪

为政教观的冲突。但是在具体实践上，不同地区或不同教会的应对策略还是存在差异的，井1卜

拘泥于诉求政治力量庇护一种模式。诚如陈方中教授指出的，传教十与中国官方米往时，对华

立场并不一致，有采取极端敌对态度的，也有善意和平相处的；中国官员的态度和虑对，也是

传教十采取何种策略的重要考虑。中国政府与传教十之间的交涉，双方都带有一些责任。锄近

代中国尔北教会恰是如此，新教传教士及其信徒人都保持低调友善的态度，这也使官府对新教

教会另眼看待，政策较宽：而天主教传教十和天主徒的态度则相对骄横跋扈，引起官比强烈的

反感。近代东北大主教教案的数量远远超过新教，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东北新教与

官府的这种关系，也可视为东北新教不同丁．东北天土教和诸多内地新教的重要特点。

①：I：成勉：‘政教关系—研究堆督教礁i华史的重要途径》，吴梓明、吴小新生编：《基督‘j中困社会》，第6页。
②参见陈方中：‘法国灭主教传教fj在华传教活动‘j影响(1860．1870)》，命北：帅范人学历史聊}究所博Ij论义

1999年，转弓l l：成勉：‘政教关系—研究幕督教在华史的重要途径》。吴梓明、吴小新主编：‘幕督‘j中困社
会》．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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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东北教会的机遇与发展

第一节二十世纪前期东北政局与基督教

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汹涌浪潮历史的车轮驶进了二十世纪，血与火的开端似乎预示了血与

火的时代，此后半个世纪里中华氏族经历了无数次兵连祸结、动荡多舛的考验，作为中华【心族

一部分的尔北人氏也难逃坎坷的命运。从新世纪初到“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东北正处丁一个

转型时期，俄国、日本、清政府、奉系军阀等不同政治势力纵横捭阖，交替控制东北，整个社

会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的东北新教也随着社会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

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既有挫折也有发展，总体而言，东北新教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完善，一个

本色化的中华基督教会逐渐展露雏形。

一、新环境下教会的发展态势

(一)恢复与增长

二十世纪最初的儿个年头是尔J匕基督教的恢复时期。义和团运动一度使东北薪教教会陷入

消沉：教会设施人量毁坏，教会财产人量流欠，人批信徒脱离教会，留在教会中的信徒精神状

态十分消沉，很多人抱怨教会给他们带来了财产损失。义和团运动在教会和社会之间也犁F了

一道鸿沟，正如传教十英雅各所言：“先前有人餐的人或多或少受到我们的影响，对福音有着程

度或人或小的理解。现在这些人害怕承认与我们的联系，长久以来就没有望教者愿意向前。”①

东北地区地7“人稀。传教士必须经常到各地巡同布道才能收到成效，但是义和团运动后的两年

里东北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抗俄群众与俄国军队的斗争在各地持续不断。蜂拥而起的十匪到处

肆虐。巡同布道’I：作受到影响，教堂被毁或作为兵营被lII．据，房价上涨也使教会代理人租不起

房子。留另外战乱导致人口不断流动，人人减少了教会追随者的数苗。固

如果说义和团运动对东北教会还有些益处的话，唯一的表现就是信徒质量有所提高。在生

与死的考验面前，对基督教不够坚定的信徒纷纷放弃信仰，人精以“吃教”为目的的望教者开

始远离教会，这时的皈依者人都是对基督教真正信仰的人。他们具有相当的勇气，冈为谁也难

保刚刚发生的触目惊心的一幕不会再度发生。教会自身也对内部信徒进行了整肃。从1900年

l 1月剑1902年5月，东北新教多次召开集会讨论义和团运动的善后处理问题，其中重要的一

项就是商讨对运动中叛教信徒的处理办法。最后，引诱教会成员脱离教会的信徒被逐出教会，

@J帅髂w．Inglis'“Not岛on nle situati伽in M锄chu^a，’，功e af肥卵月e∞胁，'V01．36，No．5(M ay．I 1905)，p．253．
②Ibid．，p．253．
@1903年东北长老会信徒总数为12064人，三年之问增长仅两T．人左右。数’，见l：iF翱：‘关东三省教会史略》，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堆督教会年罄，1915年第2卷，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幕会会联合jfj

版1％3年，第9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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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暂时弃教的信徒也受剑教会纪律的处分，义和团运动中他们人都通过祭拜过偶像或接受官

方证15的方式逃过了劫难。∽教会中的剩余信徒人都对教会表现出相当的忠诚。

义和团运动后，野心膨胀的沙俄占据了中国尔北，成为实际的殖氏统治者。尔北教会略微

受剑一些限制，但总体上阻碍并不严重，或者说这种阻碍还没来得及扩展日俄战争就爆发了。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给尔北教会带来了机遇，尔北教会通过战火救济活动重新赢得了比众

的好感，这场战争成为尔北教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以此为契机，受韩国教会的影响，1908

年尔北新教掀起了人规模的奋兴运动，这场运动促使尔北新教走出了义和团运动的阴影，迎米

了第一个发展高潮。@1910年冬东北爆发人规模的鼠疫，虽然持续近t年的鼠疫打乱了正常的

社会秩序，传教活动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冈教会积极主动地参与防疫救助活动，赢得了社

会各阶层的尊重，威信得以建立，这对教会发展而言无疑具有重人意义。蛐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千朝的统治，建立起共和制的【屯国政府，中国开始走向一个

新纪元。但是由丁．种种历史条彳，l：的限制，辛亥革命并不彻底，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据有，

混乱的军阀时代从此开始。就尔北地方社会而言，革命后进步势力并没有产生很人的影响，而

是赵尔巽等旧官僚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改头换面地把持了地方政权。这种换汤不换约的“革命”

方式在全国各地很普遍，也无法促使比间社会发生巨人的变革，因此辛亥革命对东北社会的影

响远远小于前述的若干政治事件，甚至可以说在很多乡村社会基本上朱产生什么影响。不过比

国伊始，在形式上多少会进行一些革新，社会舆论多少会有所变化，尤其那些对共和体制抱有

幻想的知识精英更是积极地提倡社会变革，这样基督教所处的政治环境也会相对宽松些。宗教

信仰自由的条款也被写入民国宪法中，这对于禁锢了儿千年的中国社会而言实为破天荒之举，

新教其它教派能够在19l 1年以后传入东北与此不无关系。另外，共和体制源丁西方，而基督教

义是西方社会的代表，冈此也被视为新事物受到关注。东北信徒庄振卢曾写道：“臼比国肇造，

人心思变，一般官比，咸以基督教为新社会之代表，多相亲善，地方慈善举动，或特别演说会

场，常相过从，互为观摩。教会亦开诚相接，丁社会改良事业，多所服务，若吗啡疗养所、妇

女天足会、学校体育会、筹备青年会等。”@

①轴娟n f呶an。丁}I∞∞2h Enn}tquolce懒nd 8nd F溉chu陀h n耐Mission in M彻chHrin|867一l 950．p．4s．

②关十战争救济的内容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三部分。除．r救济活动奉身赢得信徒外，战乱带来的痛莆使人们自I

寻求解脱的精神需求，也足民众积极入教的重要原冈。

③1908年东北长老会系统的信徒数达19446人，‘i 1899年的19646的信徒数已绛相差无几，而1909年信徒

数则达到21256人，远远超过厂义和团运动以前教会最l}ii信徒数。1908年当年受沈信徒数3946人，为东北

长老会二．1．世纪前30年中当年受洗信徒数之冠。队l：数’，见：“Report钿m 111r∞D朗鲫in砒i∞al Group，

M锄ch埘a”．砌e劬胁口肘b硒^括口，占∞J|I，1915，p．245．表格。(该表格数‘，只列举到1913年．但根据两年后
东北教会人数下降的趋势町判断1908年为30年中受洗人数最多的一年。)关于东北奋必运动的内容详见奉

章第一节第三部分。

④19lO～1911年的鼠疫使交通受到影响，教会的传教活动自然小能正常进行，小过从东北长老会统计数‘，看，

19lO年除J，领吊餐人数和新入教人数分别下降892人和755人外，je余都未有太人波动，人数减少的部分

在次年也得到J，恢复。以l：数‘≯见“R印ort f．mm 111rec D∞ominati伽al Gmup，M锄churia”，力IP劭胁口肘纽泐
炀，占DoJ|}，1915．p．245．表格。关于东北鼠疫的内容详见奉章第一节第三部分。

⑤序振声：‘关东教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皋督教会年I揸》1917年第4卷，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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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徒数苗变化上看，1911年以后的儿年里皈依者人数挈稳定上升的态势，1915年时达到

顶峰，信徒总数超过了二万人。∞虽如此我们也很难将信徒数量的增加归功丁．辛亥革命，事实

上义和团运动以后东北新教的信徒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转折点出现在1905年和1908年，而1卜

19l 1年。尔北教会在这一阶段的快速发展是种种合力作H{的结果，如教会有效的传教策略的实

施、赢得吣心的救济活动的开展、与官府保持良好关系、社会动荡使比众精神需求增强等等。

辛亥革命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存在的，但应该是请冈素中较弱的一方面，其影响力也难以持久。

传教士倪裴德曾写过如下文字：

共和主义一度对教会生活，工作等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反射性的影响．人们非常希望出

现一个具有政治公义和进行彻底社会改革的新天地，但是这些希望很快就消退了．摆脱外

国控制和支持而独立、使基督教更具有中国色彩的相关运动，也逐渐失去了许多先前的力

量．阴险而又根深蒂固的社会罪恶在新政权下以更糟糕的形式展现出来，先前那种缺乏生

气的状态和失望情绪重新回归教会．在这旧道德被打破、新道德还没有壮大到同样实力的

时期，在教会和社会中可以感受到同样强烈的社会转型期的困难．长期以来教会通过促使

个人反抗社会压迫等救济活动赢得的声望大部分已经消逝了，教会作为新时代的征兆和与

共和国领袖相联系的声望现在也微乎其微．外来的吸引力大大削减，基督教现在主要靠纯

粹的精神吸引．∞

从某种意义上讲，倪裴德的言论也不无道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吣国的成立并朱解决中国

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也没有改变中国的旧道德旧传统，社会转型期往往会有更多的问题浮出水

面，不仅教会，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革命的火望情绪也是很普遍的，这才有后来新文化运动的

发生。而教会本身在民众心中也逐渐失去了以往西方先进力越代言人的形象，新时期比众也对

宗教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精神需求渐渐成为皈依的主要原因，而非其它|灭i素。这其实是基督

教走上正常发展道路的一种表现，教会也变得更加成熟。

(二)徘徊中的机遇

1915年是东北新教发展的义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起尔北主要三宗派的信徒人数开始持续

下滑，这种态势一赢持续到东北沦陷时期。为了更好地说明1915年以后尔北教会情况。我们不

妨通过图表的方式来考察。下表为19lo~1926年基督教关东人会教会人员的变动情况，与之对

虑的折线图清晰地显示出16年间东北新教教主要教派的兴衰变化。

①1915年东北人会公布的信徒数。一为25776人，闪关东人会由爱、苏长老会和丹麦信义会组J戊，战这个数’乒

代表的只是这三个教派的信徒总数。1915年前后东北其它教派自．_些尚未传入。传入的教派此时势力也非常

小，尤法。』I：述三教会相提并论，信徒数‘≯也缺乏史料记载．以J：数’，见：AIcx狮d盯R．Mack即zic．Ch“砌硎d矗纯咖船拥^舷磁Ⅳ，函?口&能'，o厂口翮姆，k磁Lond伽：wbrId Dc釉ini∞P瞄s，1928，p．59．表格。
②Ma曙aret Bmns∞Wcir’彳一d陀w"铆，巧^彻一曲“，虹LDnd∞：j．Clarke，I 936'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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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9l¨1926年基督教关东大会统计表(附对应的折线图)

年代 1910 1915 1920 1925 1926

信徒数 23507 25776 21557 19628 18960

领圣餐者数 15207 19171 17906 16973 l洲
望教者数 625l 5060 3897 2784 2719

受洗数 2923 1209 626 932 740

年度领圣餐者数 2863 4873 2957 3620 3563

资料)k源：奉图表根据A1exander R．№ckenzie，功坩曲a仃d肼ss，册s如船力曲"妇j a胁强y o，日

Strategic Fiel d，p．59。p．t内．

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剑，1915年关东人会信徒总数为25776人，到了1926年则减少

到18960人，l 1年间信徒减少了6816人。1920年和1925年各项指标略有起色，但总体上未能

挽同衰势。而从望教者数和受洗人数来看，从19lO年开始教会就已经暗含危机，一直*．卜．滑趋

势，直到1915年其它指标也开始随之一同卜．滑。跟据关东人会1929年的报告，在过去的十年

里信徒总数卜．降了20％，平均每年卜．降2％，平均受洗的人数还不及前十年平均数的一半，尚

不能弥补死亡、移【心或其它原冈带米的损失；∽虽然长老会中中国牧师数量增长了一倍，但男

女传道人卜．降了35％，传教士人数也有所下降。劫那么究竟什么原冈造成了这种信徒人数的变

化呢?考察一卜．当时尔北教会所处的政治环境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理解。

①“E仃ectsofFiveYe梆uponchin粼Church”，劢P凸胁肋如jD一场r肋以1929，p．208
②Ibid．，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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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人战爆发，英国是主要的参战国家，作为英国所属宗派的尔北长：老

会不可能不受影响。①一方面两方著会资金人为减少甚至中断，“自欧战发生，金价陡落，传道

iHi款，人受影响”。圆这就给依赖IHi方资金的尔北教会以沉重打击，各项教会事业运转艰难，包

括教会牧师传道人的薪水开支都成为问题。另一方面，一些传教十冈战争同国，留_卜．的很多也

将注意力集中于战事，教会的核心骨干人才缺乏，这也人人不利丁教会发展。此外，一战深刻

地影响了中国比众的社会心理，改变了一批人对两方国家和眄方文化的态度，这种变化又反作

朋在两来的基督教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教会人十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复以欧战延

长，同种操戈，耗财杀生，莫此为共。浅j^!‘十人大，或以为不道德行为，不无阻礴丁．闻道。”④

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二十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人鼙中国知识精英以硝方社会为榜样，

将两方文化抬到很高的地位，而一战的爆发破碎了他们对两方文化和制度崇拜的迷梦，两方社

会文化受到严重的质疑，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的基督教受剑牵连也是正常的。

第一次世界人战整整持续了四年。战后欧洲经济的低迷状态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使得

东北教会信众人数在1915～1920年间持续-卜．滑。除了欧战冈素外，这一时期东北社会政治较为

动荡，张作霖与其他地方军阀不断争夺尔北的统治权，直剑1919年奉系军阀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往往造成秩序的火范和道德的沦落，这也会作用到教会身上。“唯冈政局叠变，

比德日衰，社会罪恶，日益深重，至比教之感情，反行淡薄。”④“教友信德衰亡这有之，背道

而驰者有之，烟酒会之消灭矣，结果会之无卢矣，礼拜人减数矣，夯经班冷淡矣。牧师退职而

不继聘．学校停办者朱复兴，支会裁减者十七，督会取消者有五，至于捐资微寡，岂冈囊涩?

传道无功，敢言心拙?”@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教会式微的内部原冈，社会的

影响和民众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到了1920年，欧洲国家的正常秩序得以重建，西方差会的来款有了一定的增加，东北教会

的自养运动也有了相当的进展；而此时张作霖完全：掌握了尔北政权，东北社会出现了暂时的相

对的安定。这些冈素使得1920年尔北人会信众人数下降速度略微趋缓，年度领圣餐者其至略有

回升。1925年义出现与1920年类似的状态，不过其原冈有所不同，我们尚看不到1925年有什

么对教会发展有利的政治事件发生，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该年关东人会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

会，组织体系进行了改造和完善，力量有所增强，自养运动也显露佳绩。

1925年以后东北政治紧张加剧，此前虽然爆发过直皖和直奉两人战争，但作战地点都在关

内。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于郭松龄的倒戈，战火蔓延到了东北地区，虽然郭松龄反奉没有成

功，但奉系的实力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连年征战使得东北经济日蹙，奉军为了筹集战争经

①苏格兰长老会本身就足英国差会，爱尔兰此时为英国殖民地，故爱尔兰K老会办求属英周。

②序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牛续行委办会：‘中华罐督教会年攀》1928年第10卷．第53页。

③序振声：<关东教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肇督教会年鉴》1917年第4卷．第47页．

④同I：．第47贞．

⑤f正翱：<东三省教会现今人概情形'，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幕臀教会年鉴》1914年第l卷，第38_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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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不断加重税收柱剥白．姓。此时通货膨胀也1F常严重，1927年尔北纸币“奉票”与墨两哥元的

比饼已经从1．2：1‘卜．降剑6：l，1928年甚至卜．降剑30：l。无论信徒多么慷慨捐助教会都难以

维持。而且东北人会规定中国牧师薪水只能川奉票支付，致使牧师的基本生活难以为继，不得

不另谍出路。①“不幸二年来，银根吃紧，奉币恐慌，兼之年景歉收，致捐输顿形奇拙，非特

臼助传道捐不克如前，即牧师束惰亦非常难办，以致一九二七年内，竟有十五位牧师退任。”锄

政治上的动荡也导致十陌势力的蜂起，对基督教产生一定的影响。东北胡哐之凶悍残忍素

闻r天+卜．，十眍横行也是近代东北社会从未间断的一种现象，只是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十瓜

数量相对少些，动荡时期相对多些。兵与雕有时并无明显的界限，兵败即哐，匪穿上军装即兵，

K无以聊生则会去从军或从雁。义和团运动后及至日伪统治的人部分时期都是东北十旺盛行的

时期，尤以战乱或灾荒以后为盛。十爪势力的猖獗往往会阻碍教会传教站之间的联系，影响传

教十和传道人出巡布道，危及教会财产和传道人的生命安全。早期传教+在东北巡同时遭遇十

匪并不罕见，1871年传教十李提摩太剑东北旅行时就曾遭到十眍的围凼。卿比国成立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出行都非常危险，传教士出行要选择好季节，很少人愿意在夏季高粱生长茂盛的时期

出门，因为那样很容易遭遇隐藏的士匪，1918一1926年间在长春和榆树两地传教的传教十文安

德就曾在夏季遭剑土匪的攻击，损失了很多财物。固1915年司督阁出行时也被劫持剑高粱地里，

俄国沙皇赠给他的金表被抢走。@有时土匪甚至敢于公然到城镇抢劫，1914年朝同I镇教会就遭

遇过土匪来袋的经历。@匪患虽然不是影响东北教会的决定性冈素，但至少也是一种起到很人

负面作用的破坏性冈素。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变动对基督教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往往能够决定

教会的发展走向。受政治形势的影响，1915年以后东北主要教派在信众人数方面的衰势是有目

共睹的，但是我们能否冈此得出东北教会整体上走向衰落了的结论呢?我想不能，冈为许多潜

在的发展冈素也必须考虑进米。

就关尔人会本身而言，这一时期危机中蕴含着转机，具体表现为教会体系的成熟，教会事

业的完善以及本色化运动兴起。信徒人数当然是衡量一个教会的兴衰重要指标，但并1F唯一的

指标，还要考虑其它种种冈素。在一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里，随着关东人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东北人

会的建立，东北主要教派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更加紧密，教会管理和经营日渐成熟，教会逐渐体

系化。教会事业方面，传教七开办了人量的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且质量不断提高，培养出一

批人才，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不断扩人，这非常有利丁教会质量的整体提高。第一次世界人战虽

①“M锄churja”，刀lP c^抽鲫月P∞胁，．、，oI．58，No．1(J锄．1927)，p．70．
②庄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幕督教会年咎》1928年第10卷，第53页。

③【荚】拿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l’五年：李提摩太扼华I口J忆录》，天津：天津人民}I{版社
2005年，第23．25页。

(D Margarel Bronson weir’爿一d如w，佬f，矿^彻一曲“砌，p．195．
⑤【英】伊洋·英格利斯著，张J：搏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肯：杜格尔德·克攀斯蒂》，第220页。

⑥常福川：《胡匪中朝阳镇教会》，‘通问报》1914年第26期，第5页。

86



j博士学位论文

’Ⅸ)CroR^L DISS班H^T10N

然造成了尔北教会暂时的困难，却也逼迫教会走上了自立自养的道路，并在二十年代取得了一

些成果，在本色化道路上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即便不考虑其它方面而只看信徒人数，也要考虑

移比的冈素，很多时候信徒的流火跟移【屯潮有着很人的关联。由丁政治动荡奉大省很多信徒迁

居吉林北部和黑龙江地区，虽然教会名册上不再有他们的名字。但并不代表这些人完全放弃了

信仰，他们可能会在适当的时机加入到该地区的新教派中。④

就整个东北新教来说，这一时期则．≯上升趋势，具体体现在教派的增加和信徒绝对数字的

增长。据教会统计1928年已经有包括男女青年会在内的11个教派初具规模，④男女传教十共

268人，传教站30个，受餐信徒总数达26768人。这些教派人都传入东北地区不久，开办的教

会事业较少，总体实力相对较弱，但其发展势头迅猛。以尔北地区的韩国移比信徒为例，1912

年加拿人籍和韩国籍长老会牧师才开始在东北的韩国移比中传教，到了1927年前后韩国籍受餐

信徒已经达到4574人。@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不过教派数量的增加，教会jJ：作者的

增多，对教会增长无疑是有利的。即便不能在短时期内达到很高的水平，在整体上也可以将东

北教会推进了一步。

虽然东北教会遭遇剑种种阻碍，但这一时期整个中国都处丁．动荡状态，其它很多地方所受

的苦难并不比尔北教会少。东北教会或许还应该庆幸，由丁尔北军阀的阻隔，二十年代遍及全

国的声势治人的非基督教运动并没有波及到东北地区，这在无形中减轻了东北教会的压力。东

北传教士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保守主义者的屏障的保护我们免遭反教狂潮的直

接影响，那么正在撼动着华中和华南的火事件(非基运动)也必将在这里同响。”④总而言之，

在动荡中全国教会都处于混乱的情况．卜．．东北教会能如平常一样运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已

经很难得了。

二、乱局中基督教政策的缓和

在影响一种宗教兴衰成败的诸种冈素中，影响最人的或许就是来自下政权的力鼙，即统治

者对该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如果统治者对某宗教持敌视态度、行打击政策，那么该宗教则难以

顺利发展；相反如统治者对某宗教持友善态度并人力支持，那么该宗教的发展前途想当然会比

较光明。古今中外皆然。二十世纪前二十年，由丁．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东北基督新教

受到了支配东北的各政权的友好对待，基督教政策相对缓和，为教会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

部环境。

①AIcx锄d盯R．M∽k舶zie，(M“枷口材M泌如昭切^彻一曲材，缸j口鼬n謦y o厂口&阳鲫和，YP艋p．34．

②传教l二列举的这11个教派分别为：苏格兰一致教会(u．F．S．)、爱尔兰K老会(P．C．I)、英国圣经公会(B．

F．B．S)、加拿人长老会(C．P．C．)、荚国北K老会(P．N-)、英国南浸信会(S．B．C．)、复临安息lJ会(S．D．

A．)、加拿人联合教会(U．C．C．)、青年会(Y．M．C．A．)、女青年会(Y w．C．A．)。实际i：这时东北宗派远

超过11个。有很多朱被列入。自．屿宗派町能I矧为初传东北，实力尚朱鼍I：人。参见奉章第_二节第一部分．
@Alcx柚d盯R M∽k朝zie，C．^“，曲口材M泌曲邶胁^彻一c^"，胁?口Sh九圯，，D厂口&，口f谢c，论磁p．5 1．

④ “E胝括ofFive Y函葛Upon Chinc鞯Church”。砌e c^f加^纯咖一K，口，肋D盂，1929，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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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日夹缝中的生存空间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素米就对中国尔北抱有领十野心的沙俄，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保障俄

国侨比为名出兵，在事实上占领了尔北地区。义利团运动后，沙俄拒绝履行撤兵的承诺，吞井

尔北之野心昭然若揭。从1901年剑1904年，虽然尔北地区也设有清政府的地方建制，但真止

的统治者为俄国人。

俄国对尔北的军事占领使东北教会感剑1卜常恐惧平¨担忧。对丁-中国信徒而言，与众多辨通

民众一样，他们恐惧主要是害怕沦为亡国奴、受剑俄人的欺凌和压迫，冈为1900年战乱给尔北

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教会也受颇受影响。“1901年俄兵屯驻各城，比心异常警惕，教堂被焚，

拜主无多。乃多假赁比房，彼时集会之人为数亦鲜。”∞对丁传教+米讲，他们的担心更多地来

自于对俄国宗教政策的忧虑，将遍信仰尔止教的俄国人，能否允许尔北新教的存在实在是一个

朱知数。为了保证教会发展不至丁中断，东北传教士作了如卜．两方面的努力：

其一，通过对提供帮助和服务来赢得俄国人的好感。在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些传教十

曾对俄国的军事行动予以协助，如俄军进军辽冈I时，传教十吴阿礼就作为向导伴随俄军进攻，

确保俄国人安全和平地进入了辽舟1。这人人伤害了中国人比的感情，却深得俄人的赞赏，作为

同报沙皇赠给炅阿礼一个金质的鼻烟壶，传教十费维德(waIa盯PhillipS)等人也受剑俄国军官

的礼遇。锄司督阁等医疗传教十则为俄国人提供医疗救助，从而赢得了信任。当然司督阁的医

疗活动本身井无政治倾向，他对待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是一视同t：的，尤其是往日俄战争中

表现得更为明显。但他的确在事实上为俄国人提供了很人的帮助，俄人对他充满了感激，日俄

战争后沙皇派人送来一块装饰着象征帝国雄鹰的金表，以及一份沙皇亲臼签署的荣誉证j}5。@

其二，力避介入政治事务，严守中立原则。罗约翰认为，必须让俄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我

们是怎样彻底地反对所有的政治干预的，我们的愿望就是要使中国人变成基督教K族，而不与

他们的政体形式等问题发生任何关系。”回传教十格雷厄姆(J．Miller Gmh锄)也宣称“避免俄

国人在行动中不利的批判非常重要，我们已经尽可能向他们保证我们无意干涉中国政治，我们

决心尽最人努力与他们善意的看法保持一致。”固司督阁的行医活动遵循的也是这个原则，虽然

他时常拜会中、日、俄各方的高级官员，与不同政权的统治者打交道，但在政治上却没有任何

偏袒，故任何政权对他都很欢迎。

传教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很多俄国军官对传教十态度友好。有些传教十与俄人来

往密切。在东北多数地区，传教l：作仍能照常进行，传教十开办的教育事业甚至得剑了俄人的

①E正翱：‘关东三省教会史略》，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罄》1915年第2卷，第94页。

②ProctorJ．H．。‘mlc Respon辩of Soonish Mi豁ion撕髓to PoIitj∞l C彻diti∞s in M鲫chuda’l 872一l 950“，肘t铅fo一

跏d协，V，01．16．2，32，1999，p．52．
③【英】伊洋·英格利斯t著．张l：搏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攀斯蒂》．第123页。
④Proc研J．H．，‘叮11e R豁pon∞of Scottish Mission撕嚣to Political c彻diti∞s in M锄ch晡a'I 872一l 950'’，M西fD疗

鼬d泐，voI．16-2’32，1999，p．52．
⑤Ibid．，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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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魏雅各曾希望英国政府与俄国签订保教条约，但此时也觉得没有必要而放弃了。∞

然而俄国人的态度并不一致，也难以持久。虽然在多数地区的新教并朱遭剑打击。但在有

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限制。如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十劳但理返同阿什河时，就被俄国人明确地告

知不得劝诱人们改宗基督教。圆若干年后他同忆说：“传教十不乏与侵略者的社交接触，这些俄

国人一般都很友好和有礼貌，他们同意提供银行业务和旅行方面的便利，但是当我们的目的引

起他们的怀疑时，也会招致严苛的对待。”⑨渐渐各地传来传教十被俄人监禁的il!l息，常常是由

丁微不足道的原冈、共至不明的原冈而遭迫害。丹麦信义会在辽东半岛上的行动自由受到了严

格的限制，新教和天主教传教+都在讨论俄国人是否会对东北的传教进程进行干涉。④幸运的

是，在俄国人的基督教政策还没米得及彻底转变的时候，日俄战争就爆发了。战争结束了沙俄

对中国东北的独l‘i，日本在尔北的势力逐渐加强。

战后东北为日本控制时期，日本人对尔北教会的态度非常友好，教会所处的环境宽松了许多。

传教十魏雅各曾说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在这里的影响力将完全有利丁．我们基督教差会。”

莫尔(David D．Muir)医生也相信“日本在基督教筹会发展之路上将不会制造任何障碍。”@早在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总司令小山就派人剑教会医院慰问，并给予医院1000日元的捐助。@日军

I吁领沈冈】之后，罗约翰、司督阁等传教十与日军高级官员关系很好，他们拜访日本司令官，受

到热情的接待。战后日本将军和一些会讲英语的官员经常到司督阁家里访问，表现得十分谦恭

友善。许多日本兵也常剑司督阁的院子里赏花。向司督阁的孩子们学习英语。在司督阁一家面

前日本人那种常见的霸道和凶残似乎一扫而光了。o后来司督阁为了建造新医院，从美国订购

了人批木料，但是高昂的运输费川成为一个难题，得知此事后，日本驻军司令下令免费运输这

批木料，为教会：肖省-卜．火笔资金。固

日本人对东北教会的友善和优待，与日俄战争期间传教十的战灾救助活动是分不开的。司

督阁后来同忆说“整个日本人·’i领期间，我们与他们官方的关系是最和谐的，他们对我们收治

他们伤员的感激是双方持续友谊的开端。”⑨战争中，东北新教传教十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的面

目出现，集中教会医疗力量，救助了无数的伤兵和难比。其中也包括人批的日本伤员。战后日

军总司令为了表达谢意亲自来访，并向司督阁医院捐赠了1000英镑；日本政府授予司督阁荣誉

①Ibid．，p．53．
②Jbjd．，p．53。
@D锄{cl T．Robcns彻，伽，施醛协栩胁一曲“砌?^触叻脑矿咖踟妇d，砌凸“砌D厂&口锄吐Edinbu唱h：

Fore咖Missi伽C伽mittcc。m thc o币瞄ofme united F溉Church ofS咖l鲫d，1913，p．61． ．

④lbjd．，p．61．
⑤P呲tor J．H．，”ne R唧onse of Sconish Mission撕髂to Politi四l Conditj∞s in M锄churia。l 872．1 950，’，^绷册

&“历船．、，0I．1昏2，32，1999．p．54．

⑥”Mi豁ion work in Manchuria in War Time”．砌P劭加甜P月e∞^拒，’V01．35，No．2(Frc．1 905)，p．1 05．

⑦【英】伊洋·英格利斯著，张lj搏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ll：格尔德·克攀斯蒂》．笫125贝．

⑧M．1二。第132贞。

@P眦r J．H．，“ne Resl，0n辩of S∞nish Missi鲫撕嚣to Poiiti酬conditi锄s in M卸chu呶l 872．1 950”．朋细加
跏幽酷，、，01．16_2，32，1999，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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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日本大皇还签署命令欲将从俄国人手中夺米的设备返剑沈圈l送给他，被司督阁拒绝了。锄

这些足以说明日本人对医疗传教十的感激，进而对教会产生好感。

另外，分析两者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时也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还要考察其背后隐藏着的政

治背景。为了遏制俄国口|l；Ⅱ|fj逼人的扩张势头、维护自身利益，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成英日同盟，

英国成为日本的幕后支持者。没有当时世界最强人的国家英国的撑腰，很难想象日本会敢丁倾

全国之兵与俄国背水一战，即使敢丁一战也难说有白．分之白．的胜算。因此，日俄战争前后正是

英、日的“蜜月期”，而中国尔北的新教传教十义以英国人为土，日本人当然要与东北教会保持

良好的关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可见，基督教会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个无关政治的社会

组织，但由于传教十的身份和筹会的I门属等原因，还是难以摆脱种种政治力量的牵缠和纠葛，

成亦由之，败亦由之。

(二)东北地方政府的友善态度

1900年以后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友好和宽容成为主流，排斥和打击

淡出历史舞台。这种政策的转变在尔北地方社会也有所体现。义和团运动前虽然也有些官员对

教会态度友好，但不同地区总是存在程度不等的限制和打击，比教冲突持续不断：而运动后尔

北地方政府整体上对教会都十分友善，社会各界对基督教也较少排斥，儿乎不复有教案发生。

有感于此，传教+英雅各在1906年称“统治阶层和文人现在更注重培养与我们的友谊，他们目

前对我们非常真诚。”@

东北地方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是种种复杂冈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义和团运动及其善后

处理则是各种冈素的根源。义和团运动促发八国联军侵华、‘辛n条约》签订等一系列：事件，对

清政府的打击可谓沉重至极。此后清政府彻底屈服于列强，若想保有政权不倒。除与两方保持

良好关系外别无选择。根据条约人批排外官员被惩处，人量反教比众遭剑镇压，这也人人削弱

了敌视基督教的派别的反教力量。同时，政治事件导致社会观念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

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意义，而基督教文化恰恰是两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故基督教本身也逐渐

为人们所重视。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也给基督教会敲响了警钟，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

到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尽可能地避免依赖本国政权的庇护，对教内信徒严加约束，积极推进

教会的本色化，这些对缓和矛盾有着积极的意义。教会也更加意识到主动与社会各界交往、尤

其是与政界交往的好处：“近年来交际敏活，感情联洽，福音亦藉以推J“丁政商军学等界矣。感

情既洽，畛域臼泯矣。”⑨另外，政治人物的个人态度和倾向也很重要，义和团运动以后的历届

东北政要，虽然有些人在政治操守难以得到后人的肯定，但在基督教的问题上却比较开明，这

对教会发展而言意义重人。

①【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1：睁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丰1：格尔德·克单斯蒂》，第123页。
②ProctorJ．H．'．‘ne Response of scottish Mission丽髂to Politjcal conditions in M锄churia’I 872．1950’’，M细国一

跏d泐，VOI．16—2，32，1999。p．54．
③文安德：《关东两北部K老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年第3卷，续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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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任盛京将军的增祺，对基督教的态度很好，若没有他的暗

中帮助，教会可能会遭剑更人的打击。娜继增祺之后任盛京将军的是赵尔巽，1911年他义任尔

三省总督之职。赵尔巽是一位极力维护清政府利益的、相对保守的官员，但对基督教却表现出

难得的宽容。他认为比众不了解教会。无知偏见加上谣青就容易出现矛盾激化，他对一些盲目

反教之人严加申斥：“皆因你等不读t‰自家心内乱腾腾；皆因你等不看报，现在时势全不明；

皆冈你家无教训，从小放纵无营生；皆冈交往无正入，满口胡筹无正经；皆l灭l懒惰受贫穷，妄

想横财心不平；一听邪话便入耳，一学邪事便胡行。”@在四川供职时，赵尔巽就要求地方官府

出面，联合传教士和地方士绅订立比教相安章程，建立地方会议公所。及时处理纠纷，避免矛

盾激化。@来到东北后，赵尔巽对教会更是友善有加，与传教十来往密切。他与司督阁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常常微服到司督阁家中拜访。1906年尔北苏格兰长老会筹建新的盛京施医院，赵

尔巽带头捐赠了4000两向银。@1907年3月的开业仪式上，赵义率领全部的地方高官参加，他

亲自用金钥匙打开医院的人门。并详细询问了医院的建设情况，表现出极人的热心。在他的带

动下，很多官员+绅对医院进行捐赠，连最排斥基督教的商界也改变了态度。@

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世吕被任命为尔二省总督，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也非常好。司督阁

曾希望购买与医院毗邻的一块地皮，但未成功。后该地皮被商会购买打算建立会馆，并且已经

开始动jI：了。此事辗转为徐世吕得知，他立即发布命令说：“这些年里，司督阁医生为沈阿I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如果医院需要那块地皮，那就必须满足他。”于是地皮归属到医院名下。@不仅

如此，购买地皮的资金也来自丁他和一些官员捐赠。徐世吕还承诺以后由政府补贴给即将建立

的沈阳医院每年白银二千两，这种资助持续了多年，是奉天医学院1F常重要的一笔资金来源。⑦

与徐世吕同时期的奉天巡抚唐绍仪以排外著称。但对尔北基督教格外友好，他与徐世吕一起对

教会医院进行考察和资助，并多次与司督阁讨论医院的前景。他们与其他传教十也有往来．唐

绍仪与罗约翰的关系尤其密切，罗约翰同国休假以前徐、唐等人亦前往送行。国

1909年2月．锡良被任命为钦著人臣，总督东三省事务。相形之F，锡良是一位比较有实

干精神的官员，一上任就上疏朝廷，提出许多整改方案。他住任职期间恰逢鼠疫肆虐东北，在

联合防疫的过程中。锡良与医疗传教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传教十的无私奉献精

①见本文第二章第二节义和团运动部分。
②第一J力史档案馆藏：‘赵尔巽督劝民醒迷歌》，转ljI秦和一甲：‘幕臀宗教确：四川传播史稿》。成都：IHi川人民

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③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致外务部I乜义及通饬再属颅防民教小和两教且争办法》，转0I秦和、卜：‘摹督宗
教在阴川传播史稿》。成都：朋川人民jl：版社2006年。第284贞。

④【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l：尊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圣j：格尔德·克擎斯蒂》，第133页．
⑤I司上，第137．页。
⑥同上，第148页。

⑦J枷髓w．Inglis，“M伽kd蜘Mcdi∞l College Gmduati伽”。砌P凸伽巴辩月唧胁r'V01．48，No．8(Aug．191 7)，p．544．⑧P咖r J．H，，“111e Respon辩of Sconish Mi鲻ion硎es to PoIiticaJ Con删ons in M绷chu陋I 872．1 950，’，施s譬如一
鼬硪嚣．、，01．16．2，32'1999，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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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深深感动了锡良，他曾为医学院捐赠了人笔资金。。’

辛亥革命后，宜布共和的赵尔巽很快退任，张锡銮丁．1912年任奉天都督。张锡銮与司督阁

是旧时相识，张曾任尔北地方小吏，一次他的一个孩子生了重病请司督阁之医治。司督阁无能

为力，但准确地预青了孩子的生命不会延续剑第二犬早上，从而赢得了这家人的信任，张锡銮

常常带着家人剑司督阁那里喝茶。后来张剑各地任彤l，每次同沈同1仍会剑司督I’铡处叙旧。菇或

许是冈为这层关系，张锡銮政府对基督教的关系也特别好。1913年3月，美国若名布道家、青

年会干事穆德(JollIl R．Mott)剑沈冈I演讲布道，④司督阁为此事拜访了都督张锡銮和教育长官

奠月樵，得到了他们的人力支持，由政府出面川儿千条芦席搭建了一个可容纳儿千人的会场。

演讲当日，包括学生、非学生、教师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数千人参加了集会。教育K官在会上专

门致词，要求青年IfJ按照穆德的要求去做，提升臼身的境界，服务自己的国家。会后张锡銮还

专I’J会见了穆德，对穆德人加赞赏。⋯一个月以后沈舟J教会和都督府收到臼北京米的电报，要

求教会利用一天时间为中国祈祷。当日，包括省议会副主席在内的高级官员都参加了祈祷会，

张锡銮也派了一个代表参加，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显得空前密切。固

随着时局的发展，奉系军阀逐渐取得了对整个东北控制权，乱世枭雄张作霖对政敌的态度

一向心辣手黑，对基督教却并没有任何的限制，甚至有许多的鼓励和保护。由丁在医疗方面的

贡献，司督阁同样也赢得了张作霖的好感。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司督阁就与张作霖相识，司督l’铡

曾治疗过张作霖的十兵，张的家属也常常米看病，冈此张作霖很感激。张作淼在尔北站稳脚跟

后，请司督阁协助军队医疗事宜，司督阁向张作森推荐了一名名为于少源教会医生，张作霖立

即任命该医生为部队的总军医，授予很高的军衔。此人也是张作霖的家庭医生，后一直担任青

年会的主席，得到各方面的信任，扩人了基督教在东北的影响。张作霖曾亲自来到司督阁处对

他推荐的人表示感谢。④当司督阁谈剑X光机很重要，医院却无力购买的时候，张作霖马上资

助了2000美元为医院买了一台。@1914年春天司督l’矧的医院竣l：开业时，张作霖带领一批高官

亲自来剪彩。@张作霖在维护臼身利益的同时，也强有力地保护了基督教会。1925年五卅运动

波及到东北，东北教会学校学生反应激烈，教会疲丁应付，陷入窘境，正是张作霖的铁腕将运

①参见奉帝第一节第三部分东北鼠疫的相关情况。

@Du酗a C艄蚰e、确iny Years in Moukd鳓．|883一1913．Being t沁Experienc∞o确RecoHectiotls oJ D鹕口ld
“施妇，p．279．

③穆德(1865．1955年)，荧困著名宗教家，世界青年联合会的创始人，曾多次前往中国演讲布道，冈为柏i推

动青年进步过程中的申．越贡献而获诺贝尔奖。参见马奈I二著、张仕钊译：《世界的公民：穆德传》，．I：海：

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

④参见D、l豳d a试娟e’7hi啊Yenrs in Mollkden．1883一1913，Being the Experie^ces dnd Recol|ectio船可Dllg口td

a枷把，p．284．和马黍I：著、张仕钊i千：‘世界的公民：穆德传》，第165页。
@Du瞄d C艄娟e，衲i啊Yen懵in Moukden．1 883·l9 l 3．8etng th2 Experienc酷。以R￡cotlectio潞西DH静ld

a脑啦，p．285．
⑥【英】伊泽·英格利斯并，张I：婚译：《东北两医的传播存：杜格尔德·克坦斯蒂》，第204页。

⑦Dug叠!Id aH谳e'了_}IirI)’Yeors in Moukd朗．1 883一l 9l 3．Being the Expene舵cs n，ld R七colkctio船西D¨gnld
劭内把·p．281．

⑧【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I：搏详：‘东北两医的传播存：札格尔德·克擎斯蒂》，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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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平息下米，扼杀了革命运动，却让教会人十欢欣鼓舞。事后司督阁盛赞张作霖：“我很感激地

得知他在危机中有盔的态度给教会带来了好处，这使得任何反基督教的示威在东北变得不可

能。”∞张学良对基督教更是友善，他对司督阁同样十分尊敬，曾亲自为奉天医学院前的司督阁

塑像揭幕．在司督阁退休后张学良还赠送附有亲笔题名的照片留念。圆张学良对基督教青年会

很感兴趣，常去沈阿1人南门里青年会处打网球，曾资助三万元为青年会建造楼房。@张学良在

1928年后受洗成为信徒，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受到东北教会的影响，但考虑到他与教会的

关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在二二十世纪动荡不安的前三十年里，种种冈素使基督教住政治间隙中获得了发展空问，当

然其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具体发展到何种程度并不是教会本身能够完全掌控的。

三、天灾人祸下的历史性转机

义和团运动给东北教会带来的打击可谓巨人，重建和恢复．1：作时显得十分艰难，如何在动

荡的环境中排出万难赢得人心，这是当时尔北教会必须面对的一人课题。幸运的是，二十世纪

前十年中困厄中不断有机遇闪现，东北教会及时抓住了这些机遇，赢得了受到重创后的第一个

春天。

(一>转机一：日俄战争与教会声誉的重建

日俄战争的爆发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1903一1904年日俄为了争夺远东

霸权、瓜分朝鲜和中国东北互不相让，双方加紧备战。英美为了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在幕后支

持日本，清政府心存以日抗俄之心而宣布“局外中立”，这些冈素使得日本敢丁主动向俄国发起

进攻。1904年2月日军偷袭旅顺俄国舰队，日俄战争正式爆发，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主要的陆地

战场。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日俄军队抢夺粮食、践踏秧苗、征用物资、强拉民大、

横向乡里、鱼肉百姓，战区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弥漫的战火亦导致人量中国平民伤亡，

难民无数，“烽火所至，村舍为圩，小比转徙流离哭号于路者，以数十万计。”@“死于炮林雷

阵之上者数万人，血肉横匕．产破家倾。”@一幕幕人间悲剧深深触动了东北教会人士，大部分

东北传教十和许多中国信徒都参与了灾难救助活动。与此同时，以日俄战争为契机中国红十字

会建立起米，教会的救助活动遂与红十字会相结合，传教+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事出偶然。日俄战争爆发后旅居犬外的各国侨比都在本国红十字会的

资助下．乘坐印有红十字标记的船舶车辆逃离战区。清廷也派遣轮船到东北接运中国难民，但

@Ptoc衙J．H．，“1nle Respon∞of Sconish Missionaries t0 PoliticaI Conditi∞s in M锄churi厶1872．1950”。M妇记啊
跏d细，、，oI．16—2，32，1999，p．56．

②此照片在t习臀阁传记中白I载，为张学良半身像，其l：宵张学良的亲笔题’，：。砑督阁老犬犬惠存，张学良敬
赠，十八年七月寄于中国辽宁．”见【英】伊泽·英格利斯兽．张I：搏详：‘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

单斯蒂>，第277虹。

③柳兆卿：‘幕臀教传入辽阳》，‘辽阳文史资料》第5辑。辽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13l页．

④程德伞：<程中承奏稿》第2卷．第27页，转0I f：魁彝等：《近代东北史》，第286贞。

⑤‘11俄战纪>第13期，第85负，转‘l l!魁喜等：《近代东北史》，第286贝．



俄国政府却说中国进入战区的船舶硐1人员不属丁．红十字会，声称不予保护，并阻挠中国船只入

港。上海候补道沈敦和‘激丁．义愤，乃丁1904年3月3日联合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

道施则敬等人发起成立尔三省红十字将济善会，“赈抚兼施，医约互治，川符两国红十字会之本

旨”。飞但是博济善会带有浓重的传统善堂的色彩，无法取得日俄交战舣方的认可，故此沈敦和

联络传教十李提摩太(Timothy鼬chard)多方奔走，促使中、英、美、法、德五国董事会集于

上海英租界l：部局议事，于3月lO日宣告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成立。该会设董事45人，其

中iHi董35人，以李提摩太为首，华董10人，以沈敦和为首，另从中推出9名办事董事，中国

红十字会正式诞生。曲消息传开，中国红十字会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和赞助，各地商民纷纷

捐资，各省官员积极拨款，清廷资助白银十万两以示支持，国际社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也

表示承认和赞赏。

1904年4月6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个分会在营口成立，推选中西董事lO人，美国驻营

口领事密勒为总董，苏格兰传教十魏雅各负责办理文案。随后辽舟I、沈阳、开原、铁岭等地的

红十字分会相继成立。上海红十字会发放资金，派员与魏雅各协同办理赈灾事务。初时日俄均

认为有自己国家的红十字会已经足够，都对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反对。李提摩太写信将此事告知

魏雅各，希望他能够想办法。魏雅各立即拜会了曾有些私交的俄国将军，费了些周折终于取得

了在俄国控制区发放赈济物资的权利。接着他又写信给日本将军，声称俄国已经同意中国红十

字会在东北工作，日本不应该比俄国人表现更差，激将法起到了作用，日本将军立即表示同意。

这样清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传教十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了。∞其后魏雅各等人急往各地施赈，

以新民分会为转运所，专司拨解银两，购运中西药物、棉农、米麦等，散放赈济丁：沈啤{、辽阿j、

营口、新民、开原、海城等数十地区，全活225138人。救助战灾三载，救护出险、收治伤病、

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冈重伤不治者仅331人。蕾如此重大成就的取得，与

魏雅各等传教七和众多基督徒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红十字会在东北活动的过程中，尔北各地的教会医院也被纳入到医疗救灾的轨道中来。

红十字会曾打算在东北设立医院处理救护事宜，且资金已经筹措妥当，但“节经上海总会及等

电商暨派员面商两战国，日则婉辞，俄则直阻，是辽东各医院均朱能办理得手”。这时传教七发

①沈敦和(186扣?)。男，汉族，又名沈仲礼，浙江省鄞县人。早年曾赴荚国留学，研究国际公法。曾任张
家u洋务局督办，1901年任山两省洋务局督办，专门办理教案，负责同英人李提摩太商谈。1902年5月任

山两火学堂督办。1906年调任．1：海江南水帅学掌提调，吴淞自强军任传机处总办、天足会董事．淞沪铁路

总办，商务总会议簟，巴拿马j{；品协会事务所名誉经理等职务。沈敦和长期从事洋务局T作和国际公法的

研究，著作有‘俄罗斯国际略》、《英古利国勋i略》等书．沈敦和颇具爱国之心．足中周红{。一会的主要发

起人之一。

②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f‘!≯会历史编年(190“2004)》，合肥：安徽人民fII版社2005年，第1页．

③同I：，第2页。

④【荧】李提摩太著，李宪章、供林莉详：‘亲历晚清四f‘五年：拿提摩太在华|口】忆录’，天津：天津人民j{j版社
2005年，第308页。

⑤池了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l‘‘≯会历史编年(19弘2004)》，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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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了优势，此前红十字会就“由董商妥营口、辽翻1、沈翻1、开原等处耶苏(稣)会教十医十代

理一切”，此时则住辽刚“商允英传教+以设立英国医院为名，实办红十字会事，医治伤病，招

集流亡，款由红十字会及本省赈款支给。”①如此一来教会医院的地位得剑凸显，东北医疗传教

士在成为红十字会东北医疗救助活动中的主力。

在沈同1，司督阁和英雅各是红十字会的代表，他们将绝人部分时间都用在救济jI：作上。沈

Rl的4个教会医院都十分繁忙，雍维邻医生(willi锄A．Y0ung)和一些女医生是司督阁重要的

助手，他们每天有数不清的中国伤员需要救治，还要到17个分散在沈冈J各地的难比营进行医疗

监督和视察。@人餐中国信徒也参加了救助j J：作，“女教士、华传道亦充看护侍疚职，竭力尽心。

以济人为怀。清兵官吏及伤病多受感，始悉此恩处丁基督之爱戴弥深。”@当时沈阿1的客栈剧场

等地都充斥着难民，教会的教堂也安排给难比居住，难K总数超过八万人，这些入主要由妇女

和儿童组成。为了使难民能够得到各种帮助，英雅各带着由25个当地助手组成的团队从早到晚

地．I：作着。m红十字会章程规定“救护出险，无论华人眄人何国人，均一体相待”，⑤冈此人批俄

日伤兵也属于医院的救治范嗣。人人增加了医疗传教十的l：作颦。

辽冈J的医疗救助．1_：作也在艰难地进行着。这里有盛京将军增祺与传教士吴阿礼共同设立的

同善会主管救灾事宜．“自设会以来，招集流亡已千数卣人，治病医伤亦数白．人，不特火黎得庆

更生，咸深感激。即日本见此，亦颂义举。”吴阿礼因jJ：作勤恳，得到曾祺“利济情殷，见义勇

为”的盛赞。@辽凡{战役曾是日俄战争中最残酷的战役这一，故这里的伤病也特别多。吴阿礼

夫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整天都有伤员送来，我们从甲．忙到晚，这时避难所、医院和我们居住地

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男人、妇女和儿童，几乎全部是遭剑了普通炸弹可怕的伤害，或被榴散

弹打伤。”④在这样的环境下一l：作是非常危险的，炮弹不断在难比营附近爆炸，子弹不断在传教

士和信徒身边穿梭，人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次传教士谭文纶(w．MacN跚gllt觚)在救助难

民的途中被一名日本兵用刺刀刺伤了手和脖子，幸好没有伤及要害，他不顾伤痛继续’I：作着。回

除了以上两地，东北其它战争地区的医疗救助活动都在进行着，如开原的莫尔医生承担起

当地的救助．1：作，有18000名战争难比在儿个月中涌进这库城市，其中最贫困的4000人得剑了

莫尔医生的照顾，女传教十针对难比中的妇女也做了人量I：作。⑨类似的．I：作一直持续到战争

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冈为战后不但有很多朱爆炸的炸弹不断引起伤亡事故，而且战争引

①‘增祺街陈联络．I：海红I’宇会及北洋大臣办理灾民事宜J}》，光绪三{‘年几月．I．一11(1904年10月19 l】)，

辽宁省档案馆编：‘I I俄战争档案史料》，沈阳：辽宁古籍{l：版社1995年。第478页。

②【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卜搏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单斯蒂》，第116页。
③王正翱：‘关东三省教会史略》，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皋督教会年鉴》1915年第2卷，第94页．
④“Missi饥№瞅in M柚chu^a in W盯瓢mc，，，砌e aj一嚣e异e∞砘，’v01．35，No．2(F他．19051．p．106．
⑤池了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乒会历史编年(19阶2004)》，第5页。
@‘增祺为辽阳知州禀撤会I司英国吴人大设’)：M善会招抚难民事给¨II善后总局札》，光绪三f‘年1．月-二I’五

I‘1，辽宁省档案馆编：‘I|俄战争档案史料》。沈阳：辽宁古籍{f；版杜1995年，第489贝。
⑦“Missj∞wI碱in M锄ch嘶a in W盯啊mc’’，功e c^胁伽月Pc口砘r．v01．35，No．2(F他．1 905)．p．1 05．

⑧Ibid．，p．105．
‘ ⋯

◎J姗∞w曲st％‘‘SidcligIIts饷m M鲫chu—a’’．乃e a砌∞P月鲫n招，．voI．37．No．1 O(oct．1 906)，p．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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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瘟疫和热病接踵而至，医疗传教十不得不与流行疾病作艰苦的斗争，吴阿礼大人就住这场斗

争中被死神夺玄了生命。∞尔北教会付出的辛劳和代价是巨人的，但也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好评

和尊重，中日俄二国政府给予尔北传教+很高的荣誉，．卜．层K众更是对教会充满了感激，这人

人缓解了义和团运动以后教会面临的不利局面，为教会的顺利发展畅通了道路。④在司督阁的

传记中有一段话对此的看法是恰如其分的：

在1895年战争后的数年时间里，流行观念特别倾向于对外国人的赞赏，而从1900年

开始，却弥漫着一种队外国人的不信任．基督教自然也包括在外国事物之中，前些年精心

培养起来的基督精神都退色了．但是在最近日俄战争所引起的普遍灾难中，由于传教士和

基督徒心甘情愿给予的帮助是相当普遍的事实，已经把所有的障碍摧毁了．人民把红十字

当作兄弟友爱和实际帮助的象征，盛京医学院成为所有处于困境中寻找帮助的人们所熟悉

的地方．再没有针对教会的群众运动发生，被基督徒们一直敏锐感受到的冷漠环境已经成

为过去．o

(二)转机二。1∞8年东北基督教奋兴运动

东北传教士通过日俄战争时期中的战灾救助，成功地打破了东北社会对基督教隔膜冷漠的

坚冰，为教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比众会对基督教产生积极的渴

望和热情，也不意味着教会本身的增K与繁荣，真止推动东北教会内在弋越的当属1908年的东

北教会奋兴运动。

．1908年东北教会奋兴运动的直接推动者为加拿人传教士古约翰(JollIla吐姗Gof．0n11)。劬古

约翰是河南长老会的传教十，1907年夏天他陪同赶来参加上海百年宣教会议的传教+马僻(G

L．Mackay)到朝鲜访问。此时朝鲜教会正在兴起人规模的奋兴运动，运动的热烈场面给两位传

教士以深刻的印象。在返同途中他们访问了沈舟I和辽豫j，古约翰在当地教会讲述了朝鲜发生的

①D．MacGilli啪y彳。一m删D厂Jp胁船枷f肋嚣fD肿拥a胁aⅣ即7~，如刀，p．2 l 2．

②}1俄战争期问还自．一段值得一提的小捅曲：||俄双方在争夺辽阳的过程中，炮弹不断落入辽阳城两南隅，

城内居民惶惶小安。此时吴阿礼骑着臼马，予持[|旗奔驰十两军之中，要求双方4i要向城内开炮，双方应

允并确：城外开战，辽阳城免遭兵燹。事后辽阳绅商备界向吴阿礼赠送万民伞表达感激之情．(柳兆卿：‘幕

督教传入辽阳》，‘辽阳文史资料》第5辑，辽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127页。)困该事件为教

会牧师经事后l口l忆写成，又缺乏档案或其它两文资料佐证，j￡真实性难以确定。／卜过从该文的总体风格和

】{；它口J考内容的陈述来看，此事心该小完伞足窄穴来风。

③【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I：婚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攀斯蒂》，第130页。

④古约翰(1859~1936年)。著名的加拿人籍来华传教I：。}l{生十加拿人安人略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长人后学

习神学，1887年被加拿人长老会按诳为牧师。受谯台湾开教的传教J：马偕的影响，他十1888年赴华从事传

教活动。先后在l：海、山东、河南等地传教，活动中心为iIII南宜阳地区。1908年古约翰引领r东北教会奋

兴运动，1919年心冯乐祥的邀请到】e军队中布道，1927年前往东北网甲街传教，直到1935年冈绢返l口I加

拿人，次年去世。古约翰所宣传的教义和思想以!中国、尤其足柱河南省产生．r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参见魏

外扬：‘顾约拿毕oj东北人复必》，魏外扬：‘他们写过历史》，台北：宇宙光；I：版社1993年。魏著中的顾约

拿单即古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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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此前曾有两名中国传道人被德教治派往朝鲜考察，两人对占约翰的报告也进行了见证和

补充。两地教会对此发生了兴趣，都希望古约翰能够有机会在尔北主持集会。经过协商河南K

老会同意古约翰在尔北服务两个星期，后来延K剑人个星期。m

古约翰的讲道方式与普通传教十颇有不同，他并没有称赞尔北教会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径

直指出教会存在的问题，要传教十认真反思比众对教会反虑冷淡的原冈。他将十年内尔北教会

历史和朝鲜教会历史进行了比较，指出朝鲜和中国东北一样经历了战乱、动荡和政治压迫，但

朝鲜教会取得的成就比东北教会人得多。古约翰没有顾及东北教会丝毫的颜面，让尔北传教十

们深感惭愧，却没有任何的反感。这是冈为古约翰的言语中带更多真诚和恳切，他不谈生硬枯

燥的教条，而是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幽景。他告诫说很多人虽然受洗入教，但仍然受到仇恨、嫉

妒、不沽、谎言、欺诈、骄傲、虚伪、俗气、贪婪等罪恶思想的影响，如果任其在心中生长就

不能取得真正的成果，基督徒只有认识并承认自己的罪过才能上帝得到宽恕和怜悯-他的口号

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②我们不得不承认古约翰是

一位优秀的布道演说家，他的言论直指人心，切中肯綮，收剑了极佳的效果。以后的数月中，

整个东北教会掀起了奋兴运动的高潮，基督徒们纷纷将心底的秘密抖落山来，承认自己犯过诸

如杀人、偷盗、奸淫、欺诈、嫉妒等种种罪恶。他们情绪高昂、过丁．激动，到处都是跪拜、哀

号，恸哭、忏悔、祈祷的场面，宗教热情空前高涨，也引起了众多教外人士对基督教的兴趣和

好奇心!固

1908年的奋兴运动对尔北教会精神提升的力度是巨人的，它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扭转了原

来沉寂冷淡的局面。就像有人在平静的湖面上丢进了一块石子，激起了阵阵涟漪a魏雅各在1909

年2月17日的信中曾兴奋地总结了这次运动的四个特点：第一，此次运动并非局部现象，整个

传教士群体——东北地区包括丹麦信义会在内的约70个传教+——对运动的态度都保持高度

的一致，并无任何异议。第二，教会中的中国领袖们也具有同样高度一致的精神，中国牧师和

工作人员儿乎毫无例外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来，中外的界限暂时被清除了。第二，运动对

教会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运动，许多不很了解基督教知识的人理解了基督教的本质，

私人祈祷变得更加普遍，基督徒更加宽容，基督徒的奉献精神和宗教热情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教会更强人、更纯沾，更基督化。第四。运动对教外群众影响也很人。许多地方的教外群众显

示出巨大的兴趣和好奇心，十兵、富人、十绅、其至地方宫都到会充满兴趣地听讲，部分声员

①w曲st盯J锄髓，孤e胁Mf，o螂跏秽D厂抽P月P订v口，砌胁一曲Ⅳ砌、trans硎bcd by John Ross饷m the Iett粥of Rev．

J锄岱webst吼Edinbu曜h；L0nd∞：Oliph龃t，AIlder∞n&Fe一既l 907．pp．1 5一l 6．

⑦Ibid．．D．20．
’

面魏雅客1908年2月17 I I^6月lo|f的数封信件中对东北备地的奋必运动进行J，非常细致详琳的描述，这哆

信汇编成为“丁．m甜盯酬舀s咖r拥^红n幽“，砌一书jI：版。谯该书的第二版中，加入J，魏雅器桎1909年对东北

奋兴运动的总结，并将傅多玛、倪袋德、谭文纶等传教}：对奋必运动的几种信件收录进来·使我们对整个

奁兴运嘲有f照为苴蜕的?r锵。参见j孵雌W曲s≈眠“下im韶西8l船sing“in Mnnch—a：￡卫“ers J而m M洲¨en lo

历e a“^埔口f胁朋己凡6朋口n，，7，妇一P，D．，9嬲?wi蛹口S唧珀朋e刀l口，)，LP“P∥翟力e，a抡口，”．Sh鲫ghai：
Mcdlodist Publishing Hou∞：Edinbu唱h：O伍cc of tIle United Fr∞Church，I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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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会的悔罪态度表示赞赏；不断有人跑米承认白己的罪过，不断有人要求成为望教者。。；很

显然，魏雅各对此次奋兴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分析的特点完全是从止面考虑问题的，他

的看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仅仅从1908年尔北教会3496人受洗人数跟前一年的1474人相比，

就足以看出奋兴运动的激发作川。∞尔北的奋兴运动还超出了臼身的范用，蔓延剑中国的其它

地区，1908年高潮之后仍然余波荡漾，有些地区甚至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告平静。画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尔北奋兴运动的缺陷和问题也是存在的。时间是检验事什成效

的最好标尺，理性是明辨事物本质的必备条件。时至1913年，传教十文安德(Andrew weir)

建议东北人会对1908年奋兴运动的成果进行评估，人会任命文安德、英雅各、德教治、倪裴德

等人起草一份评估成果的报告，该报告最终由文安德在人会上宣读，其观点得到全体人会的一

致赞同，该报告后来发表在《教务杂忠》1915年第2期上。锄

在报告中，文安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奋兴运动存在的问题：“暗示、模仿、感染产生巨人的影

响，尤其是对那些神经和心智不稳定的人。有时候学校儿童会十T．悔他们根本不清楚意义的罪。

或者成年人忏悔似乎纯粹是假象谋杀罪。”科他认为奋兴运动中人们的情绪出现了欠控，而教会

的领导人根本没有认识到要进行任何指导和控制，从而导致了一些危险和精神上的骄傲。文安

德反对将任何显著的不寻常的事物直接地、无条件地!J11冈丁圣灵，尤其是人们强烈的感情。作

为一名基督徒，文安德并不否认圣灵在运动中起剑的作用，但他相信情绪变化遵循着认知规律，

“我们需要强调的事实是情感、思想和行动是圣灵之力的同等的渠道，应该放在平衡的虑得的

地位上来。维持这种平衡是复兴时期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回

文安德的上述言论反映出传教十理性的一面，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什么事情都以圣灵作为

期待，其结果常常会让人失望。事实证明，许多在奋兴运动中产生强烈感动情绪的人最后都同

复到原来的状态，甚至更为糟糕，而那些没有那么感动的人反而更好地保持了信仰的能量。利

用高昂的情绪开展运动往往会带来一种危险，即在这种紧张情绪下立’卜．的誓约，一．口．思想和意

忠被浸没就很容易放弃信仰，使运动的成果付之尔流。?止冈为此种缺陷，1908年的奋兴运动

才出现了虎头蛇尾的现象：公开悔罪很快就停．I}：了，人规模的祈祷不常见了，资金和‘l：作方面

捐献只能在小范闱内进行，很多地方对奋兴会的感情发生了剧变。教会受洗人数和捐献的数额

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详见’卜．表)，尔北教会奋兴运动的影响力已经不复存在。

④l踊惜w曲st％“n眦s西8lessing“in Mnnchurin：Lette强加m Moul(den to the c}Ill他h m Home．Feb烈n哕l 7·

Ju眦lo．1908：懈lh 8 SHppte什Ientn■Letter：H够er n Yen一，卯急6与、．
②A．weir'“E腋斌s oftIle 1908 R“i垤I in M鲫churia，’’确P劬伽巴距RP∞—眠V01．45，No．2(Fre．1915)’p．101．
③魏外扬：‘顾约拿单‘j东北人复兴》，魏外扬：‘他们写过历史》，台北：宇宙光}J；版社1993年。

④见八Weir，．．E仃ects oftIlc 1908 RcvivaI in M锄churia”，砌P c^f脚PJR聊胁厂’V01．45，No．2(F他．1915)．
⑤Ibid．，p．101．
⑥Ibid．。p．104．
⑦Ibjd．，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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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190≯1913年东北长老会受洗人数及捐献数额变化表

年份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ll 1912 1913

该年受洗总数 1327 1712 1474 3496 2713 2923 2159 1867 1748

受洗者在前年的白-分比 10．4 12．5 9．7 2l 14 13．6 9．3 7．6 6．8

受洗者人均捐献(美元) 2．88 2．14 1．87 1．88 1．68 1．5l 1．45 1．26 1．63

资料来源：^．耗ir， “Effects of the 1908 Revival in Manchuria”。砀P国砌酷P胎cord净‘V01．45，

No．2(Fre．1915)，p．102．由于特殊的环境1905年和1906年的扪献反常地高，_Ifli 1913年町能足数据有误。

既然存在那么多的缺陷，那么奋兴运动还有必要进行_卜．去吗?文安德认为在中国这样充满

迷信的社会生活环境中，运动还是必要的，但必须基于深层次的事实，用新的形式，才能持续

带来新的福音。最后，人会通过了一系列对1908年东北奋兴运动的决议，可以视为东北传教士

对该运动的新的共识和总结，具体归纳如卜．：(1)奋兴运动具有一定价值，如基督生活变成一

个主题，“罪”‘得救”“重生”等词汇被普遍接受，基督徒的j J：作更值得信任等：(2)由丁．自发

性和不可预知性，奋兴应该适当予以计划：(3)奋兴运动应该得到指导；(4)要认真观察和排

除运动中的物质因素、无知和错误的动机，禁．I}：草率、冲动和错误的承诺；(5)要事先提供指

导，不能完全依赖圣灵；(6)要避免运动高潮过去后可能产生的有害的结果；(7)应该预料到

某些明确的结果，运动开始后必须进行特殊的指导；(8)要汲取教训修正未来的．1：作。④

无论如何，1908年的东北教会奋兴运动的意义都是十分重人的，对日俄战争后急需发展的

东北教会是一种重要的助推力，在当时人心冷漠的特殊时期是非常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奋兴运

动经验教训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有助丁．东北教会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转机三：东北鼠疫与教会威信的提升

19lo~1911年冬季东北特人鼠疫的发生，再一次为教会服务社会、赢得支持创造了机会。

这次鼠疫丁1910年lO月起源丁满洲里，病毒源为一种啮齿动物早獭，当时某人食H!I致病早獭

后染病身亡。由丁．这是一种可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传染的特殊鼠疫，故传染速度快得惊人，

很快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就成为重灾区，接着K春、沈刚等地也成为疫区，鼠疫开始向整个

东北乃至关内蔓延。截至1911年4月鼠疫被控制为止，死于此次鼠疫的人数达六万余人，仅东

北地区死亡人数即达51155人。④这也是十九世纪F半叶从印度开始的人类第三次人鼠疫的代表

性案例。

鼠疫发生后，清廷派遣近代中国著名的防疫专家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全权指挥防

①Ibid．，pp．107．108．

②此次东北鼠疫的死产人数确：学术界颇自I争议，不同论著给}l{的数’乒都不尽相旧．焦润明教授将不同资料的

数’≯相比较，得i|{以I：结论，拥对比较町靠．参见焦润lⅡj：‘1911年的东北人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

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9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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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事务。∞伍连德首先解剖尸体，找剑病毒源。然后组织医生、警察、军队等各界组成的防疫

jl：作队伍对患者和疑似病人进行隔离。他还采取惊人的举措，将尔北各地数千具染疫尸体集中

焚毁，取得了很好的防疫效果。比间和国际社会也积极支援。配合官方的防疫行动，人批医护

人员为此牺牲了生命，用生命谱写出光辉感人的诗篇。

面对鼠疫的肆虐，尔北新教医疗传教十们当f：不让地参与进米，在一定范罔内发挥了巨人

的作用。鼠疫期间伍连德人部分时间都在坐镇哈尔滨，其它各地的防疫．I：作由专门的医生负责，

沈冈I及其附近地区的I：作则落在司督阁头上。总督锡良对司督I’割1仁常信任，让他全权负责当地

的防疫事务。在司督I’矧的建议卜．，一个鼠疫预防委员会建立起米，参加者包括官员、警察、医

生以及其他各界人十。委员会征集了一座寺庙作为鼠疫医院，安排了6个疑似病人隔离区，对

痰和血液检验的实验室也建立起来。同时还准备了一块坟地，一口．发现夕匕亡者立即挖开冻十掩

埋。司督阁及其助手连同医学院的学生，领导一个由警察组成的清洁队和其他一些比众组成的

巡逻队四处巡逻，一日．发现疑似病人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回

沈阿l是中国尔北到内地铁路的交通要道，此时义止值农历的新年，有人批关内苦力和移比

乘火车同赶往关内过春节，一些鼠疫患者也夹杂在其中，这样铁路交通线成为鼠疫的传播线，

沈阳成为继哈尔滨、长春之后的东北第三人疫病中心，火车站则成为防疫：【：作的重中之重。刚

到沈冈l不久的年轻医生杰克逊(Am埘Frame J∽kson)臼告奋勇地承担起火车站的检疫任务。圆

这个jI：作是艰苦义危险的，杰克逊必须在冰天雪地里对每名乘客进行检夯，汉语能力的欠缺人

人增加了他．1：作的难度。1911年1月15日F午，杰克逊在新到列午的乘客中发现了鼠疫患者，

司督I'铡等人立即冒着严寒清空了火车站附近的几个客栈，让乘客们住进来。这些乘客中有许多

人发病身亡。回1月24日。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杰克逊医生不慎身染鼠疫生命垂危，次日这

位年仅28岁的英国医生离开了人世。

杰克逊的牺牲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样一位米充满热情的异国青年，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冒着生命危险无私地，l：作，最终奉献出了自己年轻是生命，无疑会激起众多东北氏

众的感激之情。东北地方官府为杰克逊建立了一块墓地，后来砌上了闱墙，树起了十字架。总

①伍连德(1879~1960年)。：≯星联，丰H籍广东新宁县，jl；生于马来弧槟榔屿，中国榆疫、防疫事业的先驱，
医学微生物学奠螭人。1896年入剑桥人学意曼纽学院，1901年获医学{：学位，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研

究论义获剑桥人学医学博l：学位。1907年心中国政府聘请，fl：任中国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刨监督。19lO

年10月哈尔滨灼}发鼠疫，被委任为东北三省鼠疫防治T作的总管，外务部医官。1912年lO月创建中国最

早的卫生防疫机构东兰省防疫事务总处。作为发起人之一，1915年创办‘中华医学杂志》。他的专著《鼠疫

概论》和《霍乱概论》足争今仍铍广泛引用的经典著作。参见Ii哲：<固l：尤双伍连德》，福州：福建教育

}I；版社2007年。

②【英】伊洋·英格利斯著，张l?睁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卑．斯蒂》，第158页。
◎杰克逊(1883一1911年)，英国传教I：、医生，曾就读十剑桥人学和利物浦医学院，19lO年6月来华，被ld

督阁预聘为未来医学院的教授。同年东北鼠疫爆发，杰克逊伞身心投入防疫工作，小书十1911年1月25

|1染病身亡。参见AI竹司J．Cos诅in，砌P，f唐矿胁彳枷"厂妇砒∞一∥^，口一曲“砌，Lond∞：Hodd盯绷d St∞ght佣，
1913．

④【英】伊洋·英格利斯著，张．I：搏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单斯蒂》，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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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锡良和沈冈l主要的地方官员都参见了杰克逊的葬礼，锡良发表了一份感人肺腑的吊唁词，高

度赞扬了杰克逊的高尚行为。为了表达谢意，锡良赠送一万银元给杰克逊的母亲作为抚恤。但

老人将这笔钱全部转赠给司督阁待建的医学院，并同复了一份感谢信。锡良人受感动，又追加

了两千元给医学院，后来义捐赠了无干元。①可以想见，东北官绅和人氏对这位年轻医生的敬

意是由衷的。

杰克逊去世后，与他接触过的司督阁、袭医生(A．R．Yo咖g)等处于领导地位的医疗传教

+均被隔离，在接受隔离的一个星期里，整个沈冈l的防疫I：作冈无人指导而陷入停滞。幸好医

生们没有被感染，解除隔离后他们义全身心地投入剑j f：作中来。这时的防疫范闱已经突破城市

扩展到各地乡村，每个村子都张贴了布告和传单，各村都有专人巡逻防护。人们也意识到了鼠

疫的危险，积极配合医生们的I：作。进入4月后，肆虐东北半年之久的鼠疫终丁：被扑灭了。

也就在这年4月，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伍连德在沈阳召集并主持了名为。万国鼠疫研究会”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11个国家的数十位代表与会，包括许多国际知名的学者，司督I’矧也参

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伍连德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鼠疫斗+”荣誉称号，得到国

际丰十会的肯定和赞赏。伍连德在沈日{期间，与司督阁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冈防疫有功，伍连德

被清廷授予“医科进士”头衔，司督阁也得到了清廷授予的宝星奖励。以及英国国王授予的荣

誉证二{5。够

在19l肚19l 1年东北鼠疫救助的过程中，医疗传教+群体只是由数千人构成的庞人救助队

伍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过于拔高地认为他们是防疫力量的主角或主流，但是不夸人的同时也不

应该埋没他们所做的贡献。东北传教十数鼙有限，1910年前后尔北教会义主要集中在今辽。j。省

和吉林省南部的部分区域，因此发挥的力量也有限。然而，在晚清两方医学尚不发达的时期，

司督阁等医疗传教十所开办的医院的确代表了东北医疗的最高水平，就当地的防疫力量而言，

他们的指导地位当之无愧。而且在防疫过程中他们表现山的无私奉献、不艮牺牲的精神具有更

人的感染力，足以在氏众中确立起教会的威望，迸一步推动教会的发展。

四、移民浪潮与东北教会发展

(一)移民潮对教会的影响

前文我们就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东北教会的发展态势及其成冈作了一个人致的概括，然而在

影响东北教会走势的种种冈素中，还有一种满在的、起着重要作用的冈素尚朱提及，那就是移

民问题。我们知道，移民社会是近代中国东北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本文的开篇部分已经有了

较为详细的交代。在这个社会里，外来力量不断介入其中，人口的流动性很强，社会变迁较为

①AI仔cd J．Co咖in，刀IP蜘矿m—m“，如c如疗矿胁一c^¨砌，p．154．
②Dugald Christie．“Intem8lional PIague C∞fh啪∞in Mukd∞，A州119ll”，丁耗C钕朋^亿sfD一坛口，占臼D七．1912，

pp．74·76．

③【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I：尊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单斯蒂>，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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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置身其中的基督教会不可能不受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源头即在丁．移氏潮：有时这种影

响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冈为它是一股隐藏的暗流，并不容易为人所察觉。

近代以来，各地比众移氏东北的浪潮从未间断过，而二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则是移民的高峰时

期，尤其是吣国建立后尔北人口增长速度惊人，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东北人口增加了

一倍多。从尔北各省来看，辽’j‘、吉林、黑龙江二省人口的高速增长期分别出现丁1894~1911

年、190啦1911年和1918～1922年，①这种移比态势首先影响了东北教会的地理分布。近代尔北

基督教会主要分布在辽。j 2(奉大省)和吉林两省，而以辽‘r为主；黑龙江地区在义和团以后才

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这种布局同然与辽’j‘位丁东北南端、较易到达有关，但与之关联最人的

还是移民的发展与分布情况。在早期，黑龙江和吉林北部人烟稀少，常作为犯人的流放之地，@

晚清时期移民陆续进入这些地区，但在1900年以前这里的移氏数量仍1F常有限，资源和能力同

样有限的教会想当然会首先选择人口稠密的地区作为传教基地。除了长老会和信义会系统较早

地在黑龙江个别地区开教外，其它宗派进入黑龙江的时间人都在1920年以后，黑龙江移民高潮

的出现为这些教派的立足和发展带来了机遇。根据1922年的统计，当时辽‘j。省有传教十驻地

19个，差会总堂26所：吉林省有传教士驻地7个，总堂9所；黑龙江省的传教十驻地只有2

个，总堂2所。@这种分布显示出教会发展与人口数量的关系，而东北地区人口数量的决定性

因素就是移民。回

其次，移民与东北教会信徒数量的变化也不无关联。前文已经指出，1895年到1900年是

东北基督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而辽‘j。省移民高峰恰恰从1894年开始，两者之间或多或少存

在一定的关联。1900年教会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出现暂时的停滞。但很快就开始复兴，直到1915

年都处于上升阶段，这期间恰恰涵盖了辽‘j‘和吉林移民高潮期的人部分时间。1915年以后基督

教关东大会信徒数量开始下滑，前文曾经指出移民信徒的流动性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冈。较

强的流动性是尚朱安定的移K群的基本特征，但似乎在这个时期对尔北教会的影响特别明显。@这

是冈为辽‘j。和吉林南部的移吣高潮已经过玄，人口相对饱和，新到移K雉以在这里获得更多的

十地，早期移民也不能像以往一样谋取更多的利益，于是人量民众开始从辽rj‘迁往黑龙江和吉

林北部地区，促使黑龙江移L心高潮的出现。这些移比中有很多基督徒，在向北移动的过程中脱

①11胜今：‘伪满时期中周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奉帝困主义实旌的移民侵略》，第13页．
②参见李兴盛：‘东北流人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中华续行委办会调台特委会编，蔡泳备、文庸、杨剧怀、段琦详：‘中华归土一中固基督教事业统计：}，第

508页．

④以下数’乒町以作为参考：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u数柏：宣统年间分别为ll叭8517人、5538405人、

1858792人，在1918。1920年问分别为12594763人、6305497人、3240858人。见葛剑雄土编，侯杨方著：

‘中国人u史(19lo~1953)》，一1：海：复口-人学}{{版社2001年，第147页。

⑤在早期移民的流动性对教会就已产生影响，义和团运动前东北幕督教信徒已经接近2万，传教．1：倪装德认
为那个时期信徒数小止一次超过这个数。≯，“5iI然流失已经被考虑确i内，无疑托某种程度I：足由于许多居民

移动的特征造成的，他们并小扎根以i这块十地．1：．”见F．w．S．O’Neill，“T1le Church ofCh—st in M卸chu—a”，

丁舞P(壕m口^触如一'匆口，肋。七，1936_37，p．139．



j博士学位论文
，

D0(加R^I DISS日ll”10N

离了与教会的联系，这是导致关东人会信徒数鼙卜-降的一个冈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尔北教会

整体实力的卜．降，诸多新进入尔北地区的新宗派开始在各地传教。义充分利Hj了移氏的有利冈

索。促使东北新教信徒总体上的增加。当然这也不乏荚尔人会最初已经洒播F了种子的原冈，

很多移比在加入其它教派时已经具备了基督教的基本知识，其至很多人原来就是基督徒。正如

1916年传教十所言：“迩来广tj 2吉林等处教友望友，迁居江省星荒者共多，所到之处，如海伦

卜魁等处有立教会者，亦有朱立教会者，若辈现虽无教会可依，仍望上主广开传道之门，使该

处教会早日成立也。”①

移民之所以会带来东北教会的发展。主要是东北地区地J’．人稀的特点决定的，稀少分散的

居民和J-．袤原始的山野不利丁教会的发展。人鼙移比的到来使东北人口数量激增，信徒的绝对

数值也会冈此而增人，即便有移民流动性的消极影响，但在人多数时候积极的方面还是更具强

势的。大量的移比开发了东北地区，带来了东北的繁荣，经济发展也可为教会提供一定的物质

保障，二十年间尔北教会自立运动的兴起与此有一定的关联，信徒本身经济能力的提高对教会

大有益处。另外，新的环境和生存的压力往往使新移比具有寻求心理安慰的精神需求，而基督

教与其它宗教一样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安慰，也可以促使很多人加入到信仰群体中米。至丁移比

文化与早期社会反教力簧较弱之间的关联，前文已经有所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圆

再次。韩日等外国移民的到米使东北基督教出现新的增长点。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东北的

外国移民数鼙庞人，“九一八”事变前各类外国移民总数已逾百万，他们的存在也开始为教会所

关注，成为新教一r：作的一个重点。@我们姑且以其中人数最多的韩国移比为例试说明之。晚清

时期已经有少艟韩国移比进入中国尔北地区，他们在中朝边境附近形成聚居点，1884年传教十

罗约翰和魏雅各曾剑朝鲜人定居点为70名韩人施洗。@19lO年日本吞并了韩国，实行高压统治，

很多人不堪忍受其压迫而移居中国东北，从而导致东北的韩国移比人增。这些人一部分聚居于

今天的延边地区，另外一些入沿着铁路线到达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和地区，有的还继续

向北进入俄国境内。

二十1tc纪前期共有长老会、监理会、东Ⅱ基督教会、安息日会、圣沾会等教派专职住这些

移民中：1：作。这些教派的人概可以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两方传教十与朝鲜传道人共同传教，

如韩国长老会和监理会，分别为加拿人和美国差会，在韩国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后两国传教十

开始进入中国东北。在东北的韩国移氏中传教。最初的教会建立以后，主要的领导力量和一I：作

人员则为韩国传道人。第二种是韩国籍传道人直接到东北传教，如韩国圣沾会、东弧基督教会，

这类教会一般具有较强的本十教会的性质，开创者为西方传教士，但在韩国发展过程中韩国人

①文安德：‘关东两北部长老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摹督教会年答》1916年第3卷，续25页。

②参见本文第-二章第_二节第一二部分。

◎据满铁1931年调金资料．当时东北外国移民总数共计llOl869入，分别为：韩国人678280人：11本人24们08
人；俄国人90779人；英国人515人；德国人489人： 荚国人213人；法国人149人；其他1333人。其

中韩国移民数量最多，占总数的61．6％．见许逸超：‘东北地理》，第15．16 1ic。

④D．MacGilliv甩y'彳C钿腑，)，矿厅口^倒鲥，胁硎D舾拥凸加口Ⅳ8D7~，鲴力．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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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土导。第二种是婀方传教十在韩国移【心中的传教活动，如安息日会，该会的尔满区会主

要针对的对象就是韩国移L心，该会传教十分别来白美国、丹麦、瑞典等国家。∞这些教会一般

都具有较强的白治性，比如K老会中全部的传教资金完全由韩国移比承担，1927年前后已经承

担起9个牧师和28个传道人的费Hj。∞教会也人都由韩国人领导和管理，1917年前后长老会除

了每年有一两个传教十在年度圣经学校教学外，其余I：作完全独立丁．外国人的监管。@这些教

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传教质量相对较高，据著会的报道，这些教会虽然贫穷，但其水平并不比

韩国母国教会著，平时参加礼拜仪式的人1卜常多。⋯这些移氏教会的发展势头也比较迅猛，在

义和团运动后尚不见经传，到了1927年前后韩国籍受餐信徒已经达到4574人，占当时东北新

教信徒总数的18％。@基督教能够在韩国移比中快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冈是这些移氏在陌

生的环境F存在寻求安慰的精神需求，而基督教会不但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安慰，而且作为一种

纽带，也将分散的移比群联结在一起，使他们有了一个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的平台。教会中的传

教者土要也是韩国人，这就更为增加了移氏的比族认同感。另外，教会本身也兼具有社会救济

等其它功能，如1916~1918年人量韩国南部的比中冈严重的旱灾移居东北，沈RI的韩国教会及

时地为他们提供了粮食和住所。@基督教在韩国移比中的传播是当时外国移氏的一个典型，在

研究东北基督教史时是不应该被忽略。

(二)教会对移民潮的措施

人批移氏的到来为基督教传播带米了机遇，对此东北教会1卜常欣喜，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

通过移比米加速教会的发展。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在移比中散发《圣经》和各种宣传小册子，一

般是派人到移民临时驻地和火车站等地散发。由丁移民的流动性，这些宣传品往往义通过他们

传播到其它各地。教会也并不担心免费赠送《圣经》会影响其出售，冈为很多人一．口．对基督教

感兴趣就会购买更多的教会出版物。⑦这些宣传品的需求量1F常人，到了1933年至少要供应二

十万份《圣经》才能满足需求。东北教会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提供如此人的开支，他们得到了

英国圣经公会等差会组织的人力支持和帮助。@在移比中的传教．1：作也全面展开，很多传道人

在移比群中布道，如1934年前后一个传教队沿着铁路向西北方向布道，每段路程超过六百英里，

最远达剑满洲里，最两边界达到满洲与两伯利弧边界，取得了很好的传教效果。卿

有关幕督教n：东北韩国移民中传播的情况，参见《宗教调食资料第7辑：螭督教调A报告书》，(伪)民生

部厚生IfJ 1940年，第367．429页；金洋主编：《古林朝鲜族》，长存：卉林人民jI：版社1993年，第426—435

页。
Alexander R．Mack∞zie，a“圮^口疗d M妇胁附加^亿一曲“一口?口甄M吵∥口勋．口，E∥f，．fP艋p．63．
“ChriSti柚workAmongOthcr跏舶tals’’，砌P劬I，l口胁鼯fD力‰，肋以1917，p．352．
Ibid．，p．351．

Alex锄dcr R．M扯k即zie，劭“门曲鲫d M妇fD附加^缸一曲“砌?口勘朋吵∥口跏舶苫缸JF论艋p．5 1．

Ibid．'p62．
Ch硒．A．L肋nard，“Thc Chinese删(to M锄chu—a”，刀IP o砌E卵尺Pco砘，'V01．59，No．2(Fcb．1 929)，p．1 l 6．

‘仉帕Hundred 111删湖d GospeIs锄ong the C11in邯e of Nonb M粕chu—a’j 7舱凸胁啪月鲫础’，'VoI．“
No．1(J柚．1933)，p．61．
“Ev锄gclism硼ong lmmig咖ts to M卸chu—a竹．舭a加睨异ecD胁，．V01．65，№．刚帅．1934)，p．398．

一Q

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m



博士学位论文

D0(舯R^l DISS班tTATl0N

有些教会还积极地推动内地比众移比东北，开办了一些基督教移【心试验区，具有鲜明的特

色。1928年河北保定的一些传道人召开集会讨论自立教会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信徒的经

济状况得不到改善，自立教会就很难实现。于是他们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提出计划来指导尔北

移K运动。以缓解入口带来的经济压力。够他f『J的目标是避免白发移比带来的问题，通过指导

和计划让内地家庭在东北立足并得到发展。曾有一些官员和外国公司开展过这种指导性的移比

计划，但不是很成功。1916年金陵人学的裴义理(Jos印h Bailie)牧师也开展过类似计划，他

在华北基督教洪灾救济委员会的资助F，在吉林省购买了100平方里的士地招募劳动者jI：作，

但是很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不高，更糟糕的经历是裴义理遭剑当地+兵殴打，好不容易才得

以逃生。事后他写道：“我将再也不会在法律和秩序不能维持的地方尝试移比计划。”锄其后义

有中华基督教会的-干牧师，在距离齐齐哈尔西北400里的嫩江建立起一块移民地，他以每亩o．3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2000亩十地，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由人约二十个家庭组成的村庄，还建立了

一个学校。该村雇用了一个秘I弓照应村里的一般事务，村中的水井和外国犁耙等农具全村人公

用，全部十地最终将出售给村民。这个村子的人都是基督徒。显然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1929年春天保定美部会派遣千姓某信徒剑东北调有移比的可能性，该信徒拜访了裴义理牧

师派往东北的部分家庭。25个从文安派到东北的家庭已经有14个返同了文安，其余l 1个家庭

分住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两个县，其中10户过得都很好，只有l户过得较差，原冈是这户人家不

够勤奋和缺乏进取性格。取得成功的这lO户的经历非常普遍，很多迁移到东北的家庭几年后都

过上了好日子。虽然东北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兵脏苛税的压迫和盘剥，但比其内地很多地方仍是

相对和平的地方。干姓信徒在完成尔北考察后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公布在《公理会月刊》上。

他主张建立一个示范区，但是资金有限，示范区的计划难以实现，但著会可以为移比家庭提供

交通费，帮助他们寻找好的一I：作地点和。l：作机会，还将为他们安排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农业暴

殖公司。当时有350个家庭报名。在中国国际灾荒救济会等组织和个人的沟通下，河南救济会

同意协助运送这批移比，这些移比家庭将得到免费的旅行和食物。教会还派出了两名传道人帮

助他们找：f：作。由于东北的战事和春天罕见的雨雪。人约有300个家庭改变了去东北的想法，

只有50户、约260人愿意前往。这些人经沈阿l来到齐齐哈尔，暂时定居下来。但是这里的情形

已经发生了改变，一年以来人鼙河南难氏和脱离部队的+兵迁居丁此，致使劳动力价格人人下

降。这批保定来的移民对现状不满，且严重思念故乡，在一些不满者的挑动下，他们扣押了两

名随行的传道人，声称若不给他们返同保定的路费就不释放这两人。最后两名传道人成功逃脱，

那些移民出于无奈也安定F来，同时得到了政府方面的一些照顾：这一事件促使教会反思，在

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十地安排移比的情况卜．，教会推动比众人苗移居东北的做法是否明智。不过

@H．w．Robin鲫l，“111c church锄d coI∞izati∞”，7k c^加觏冠删-胁，．VoI．观No．I o(otc．1 930)，p．633
(蓼Ibid．，p．635．
(萤Ibid．，p．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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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资金不足，教会仍然在移比I：作上不懈地努力。∞

东北基督教与移比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由_】：缺乏足够的史料，移【心带来的}许在影响还很

雉全面地评估，也缺乏明确的个案对这个问题进行细致的剖析，相关的研究还需要不断深入和

加强。另外，尔北的外国移【心中日本移比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也1F常值得关注，具体内容将在本

文第二章第二节中详述。

第二节东北教会体系的成熟与本色化

一、新教教派的兴起与合作

(一)教派概况

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东北新教发展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教派的繁兴。除了爱尔兰长老会、

苏格兰K老会和丹麦信义会三个主要的宗派外，英国、美国、加拿人、丹麦、芬兰、朝鲜以及

中国本．十的二十余个教派曾在尔北地区传播。如果对这些教派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人

多数教派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尔北的。为了清晰地说明问题，在此将各宗派的历史梗概概述如

下。@

1．西方教派

(1)英国圣经公会：1866年传教七韦廉臣到东北散发《圣经》，1881年英国圣经公会伦敦

总会派德儒博从上海转剑营口。1886年他在营口购买基地建造会所，成立圣经公会，为上海分

会。后在吉林、沈瓯1设立公会。吉林圣经公会分成长春和哈尔滨两会，后长春公会与沈阳公会

合并，成立沈阳基督教圣15公会东北总支会。东北地区设立营口和哈尔滨两支会，并在风凰城

设立《圣经》销售处。1921年德儒博同国，英国人韩德生继任，1929年罗培生继任。1946年

加入中华圣经总会。

(2)加拿人K老会：1927年加拿人传教+-占．约翰和瑞阿克从河南彰德教区米剑四平街，

开辟四平街教会，次年创立洮南教会。1930年分设以四平和洮南为中心的南部教区和北部教区，

沿铁路线传播至舣辽、白城、长岭、通榆、镇赉、梨树、怀德等地。1933年两教区合并为平齐

教区。1941年加传教+被逮捕驱逐，中国信徒主持活动。1942年更名为四平街教区。1945年

以后解散。在朝鲜元山的加拿人长老会传教十曾到中国珲春、龙井一带传教，1912年成立龙井

传教部。1921年前后并入间岛教会，1925年以后称朝鲜人东满长老会。

①Ibid．'pp．636-638．
②以下宗派的主要史料来源自．：满洲皋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堆督教年鐾》；‘宗教调A资料第7辑：幕督教调

查报告书》；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皋督教会年签》：辽宁省地方。玉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忠·宗教，占》；

古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忠·宗教，出》：黑尼江省地方忠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忠·宗教忠》

等。小同史料提供的具体信息有所差异，】e中难免{}{现讹误，奉文采取求同存异的原则，塔量选取小同史

料中能够互相印证的部分。但足由十种种局限。错误还足难以避免，仍需要找到第一r资料进行详细考证，

此项T作I|后需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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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临安息日会：1914年丹麦传教十向德逊受上海安息日会中华总会派遣到沈吼1开教。

1916年美国牧师顾瑟尔进入长春传教。安息日会在东北划设6个教区，分别为中满教区、南满

教区、两满教区、北满教区、东满教区、松江教I孓。1931年尔北安息日会为中华总会6个联合

会之一。称为满洲联合会。1936年不肯加入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特请日本安息日联合会会长小

仓执郎牧师与伪满比生部交涉，最终去掉“复临”二二字仍以满洲总会的名义存在。1941年传教

十网国，华人信徒管理教会。1947年取消联合总会名称，改为东北联合会。安息日会的东满区

会在延边地区，信徒多为朝鲜族，故该区会在1940年并入朝鲜耶稣教长老会联合会。

(4)神召会：神召会是各国五旬裕派组成的宗派，总办事处在北京。1929年12月美国传

教十匡马_J．等进入辽’j 2境内传教，最初开教丁．营口，后发展刨沈同1、抚顺、辽冈l、营口、人连、

铁岭、锦州等地。1930年以后神召会开始在黑龙江省传播。1935年6月正式成立神召会教会。

1936年成立全满神召会议事会，总会设在沈阳，下设南满、北满、关东州三个区会，共辖10

个教会。

(5)美国南浸信会：1910年由美国传教+传入人连，逐渐发展到辽!j：省的营口、沈阳、

安尔等地。1920年华北浸信会派杨美斋牧师到哈尔滨创立教会，1924年美国南浸信会传道部直

接派传教十栾马．J．到哈尔滨传教，1935年在长春开教。以人连和&春为中心分别建立南满、北

满浸会。

(6)美国基督教监理会：1922年美国监理会派人到东三省考察，1924年美国人霍约翰和

中国牧师竺规身从上海来到哈尔滨建立教堂，定名基督教卫斯理堂。1925年与哈尔滨信义会、

浸信会、国内布道会东三省分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共同组织哈尔滨基督教联合会。1927年

教会正式由华人独办，教会更名为哈尔滨中华基督教会。

(7)北美约老会：1930年约老会牧师魏司道、麦教+、申人大来到齐齐哈尔等地传教。

1937年该会在黑龙江共创立了齐齐哈尔、明水、依安、林甸等11处教会，但由于日伪的残酷

打击，1939年只剩卜-齐齐哈尔、林甸两处教会。太平洋战争后传教十被逮捕，教会发展停j}：。

(8)芬兰撒冷会：1932年5月芬兰牧师俞有来率一些传道人剑东丰传教，1933年始建礼

拜堂，1936年竣。I：后，成立满洲基督教撒冷会东丰总会，’卜．设东丰教区。1939年部分传教+同

国，中国信徒负责教会事。太平洋战争后，又有传教十同国。1947年5月尔丰解放，教会停J}：

活动或解散。

(9)英国救世军： 1933年11月救ttt军华北军区派英国传教十施崇善刭沈冈j租虏‘l：作，

1934年成立救世军满洲国本部，脱离华北军区。1935年9月开办军官练习所，同年12月发行

l：救世月刊》。1936年以后在长春、营口、辽阳、铁岭、哈尔滨、珠河、苇沙河等地设立分队。

1940年向伪满登记。将救t日=军改为“满洲基督教会”。太平洋战争前夕救世军被解散。抗战胜

利后恢复。新中国成立后缺乏经费而停l}：。

2．朝鲜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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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鲜基督教K老会：1912年朝鲜7个长老会联合成立朝鲜耶稣教K老总会，中国延

吉周边地区被划门平北K老会管辖。同年加拿人K老会传教十进入延吉一带，成立龙井传教部。

1921年各教会代表集会宣布脱离平北教会，成立间岛教会。1925年间岛教会改名为尔满K老会。

在此期间朝鲜传道人分别进入延吉、兴京、通化、临江、沈冈J等地传教。1939年尔北朝鲜耶稣

教长老会联合会成立，监理派、圣洁会、朝鲜安息日会5r1并在长老会旗帜之下。1942年成立满

洲朝鲜族基督教总会，与朝鲜脱离关系。1946年改称尔北朝鲜基督教教区区会，在东北没有尔

满、沈同{、南满、营口、北满5个老会，在安尔单独设立教会。

’(2)朝鲜基督教监理会：1908年美国南监理会朝鲜年会派传道人到中国龙井一带设立教

会。1910年美国北监理会朝鲜年会派牧师剑图们一带传教。1920年成立美国监理会间岛地方宣

教年会，派人剑各地传教。1929年监理会和长老会代表在沈刚召开联合会议确定传教区。1930

年朝鲜境内的美国监理会合并为基督教朝鲜监理会，中国东北的监理会也合并为监理会满洲宦

教年会。1939年将尔北地区划分为北满和尔满两个传教区。

(3)东弧基督教会：前身为人韩基督教，在朝鲜人中传播，后分裂成两派，其中一派就是

东弧基督教。1906年韩永泰等人进入中国延吉人母鹿沟一带的朝鲜居民中传教。1912年后相继

成立南满和北满教区，前者辖吉林、延吉等9个教会，斤者辖风凰城、鞍山等6个教会。1923

年更名为满洲基督教尔Ⅱ基督队，后为日军怀疑而丁1940年改为尔哑基督教。

(4)圣洁会：美国监理会信徒在日本设立传道馆，影响剑韩国。1907年汉城也出现传道

馆，1921年改名为朝鲜耶稣教尔洋宣教会圣洁教会。此后朝鲜移比中的圣沾教徒将该教传剑尔

北，1926年义有朝鲜传道人在龙井设立教会。1937年征得日本同意，朝鲜圣洁教会在沈舟1设立

总部，下辖东北各地圣沾教会。设立南满和东满两个教区，前者在辽’j。境内，后者在吉林和黑

龙江境内。另外，尔北沦陷后，日本圣沾会也进入东北，开始在黑龙江地区传播。

3．华人教派

(1)真耶稣会：1924年魏以撒、王彼得等人在黑龙江建立真耶稣会舣城分会，同年建立

哈尔滨真耶稣会。1930年法库基督徒脱离长老会，成立真耶稣教会。1934年开原真耶稣会建立，

1942年经胡成国沟通，该会与长老会合一。沈丹1真耶稣会成立下1935年，另外锦州、锦县、

铁岭等地也有真耶稣会活动。

(2)耶稣家庭：1940年9月山尔泰安耶稣家庭总部派人剑吉林省和龙传教，当地真耶稣

会被改造为耶稣家庭。1945年9月安图县明月镇真耶稣会信徒95人，脱离本宗派成立耶稣家

庭。两耶稣家庭直接受山东老家领导，1947年停Jf：宗教活动。

·(3)基督徒聚会处：为1922年创立丁．福州的中国人教派。1932年长春谦益尔商号经理田

品方等人，退出长老会臼行聚会。1933年上海总会派李常受剑长春，1934年在西四马路通顺胡

同正式聚会。同年哈尔滨成立聚会处，1937年齐齐哈尔、安达也出现聚会处。1935年沈冈l尔关

教会寓世光、华天K、赵1F我等人退出长老会成立聚会处，1940年向伪政府办理登记，改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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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基督教奉天市人尔教会”。除沈阿I外，黑山、义县、盖县、营口、阜新、彰武、辽同I、吕

图、两丰、法库等地也有聚会处活动。

(4)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作为关尔人会的传教机构，1907年中国国内布道会黑龙江

传教布成立。该会在中国人捐献的支持F，派遣两个华人传教+在齐齐哈尔和海伦开展．I：作。

1921年冬，中华国内布道会尔二省总协进部在哈尔滨成立。1927年布道地点主要有八处：人黑

河、北安镇、克山县、拜泉县、海伦县、齐齐哈尔、嫩江县、海拉尔。该会经费由中国信徒承

担。

除了上述宗派外，人多数日本人教派也住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尔北，但这些教派的传教对象

主要为日本侨民，与中国比众接触较少。∞还有其它一些教派曾在尔北有过传教活动，如哈尔

滨的德国和挪威路德会侨比教会等。圆这些教派规模非常小，而且时常中断，影响非常有限。

青年会为暂朱列入宗派，因为青年会的参与者涉及不同教派，视其为一种教会合作组织似乎更

为合理。

在这些宗派中，只有芬兰撒冷会、英国救世军、耶稣家庭、基督徒聚会处是在东北沦陷后

传入东北的，其它的除英国圣经公会较早外，余者传入时间都在1900~1931年之间。显然这一

时期是东北教派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些宗派之间有的也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如加拿人长老会

和朝鲜基督教长老会就是同源的：加拿人长老会的一支从韩国传到东北，其后过渡为朝鲜基督

教长老会；另一支由加拿人传教+直接在东北开教，其中一个教区并入朝鲜基督教长老会．。美

国监理会与朝鲜基督教监理会的关系与之人致相似。而中国人自立宗派，往往也起源于西方宗

派，如真耶稣会的若干教会就是从长老会中脱离出来的，部分真耶稣会义被改造为耶稣家庭。

(二)教派实力

东北基督教各派的实力对比难以进行绝对的量化分析，因为每个教派总是处于发展变化的

状态，想要完全弄清一个动态进程的每一个点的确切数值并非易事。而且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

这样一个时段里，很多教派传入的时间接近二十年代末，这样处于萌芽状态的教派也难以与具

有一定基础的教派相匹敌。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找某个|捌定的时间点，对东北已经具有一

定实力的主要教派从儿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东北大多数新教宗派都l’i据了相对I嗣定的势力范嗣。1928年前后主要派别的分布为：

苏格兰长老会在辽河以东、吉林北部及呼兰、伊兰两区：爱尔兰长老会在辽河以两并吉、辽南

部，在沈同1双方都有机关和』I：区：丹麦信义会除了往长春与爱长老会一同l：作外，其南部在辽

①具体宗派自．11奉肇督教会(传入时间1904年8月)、纽合璀督教会(1907年5月)、圣教会(1917年ll，丁)、

循道会(1919年5月)、吊沽教会(1927年)、莘公会(1923年l J】)、浸f者会(1937年5月)。参见N．Kobay髂hi，

“Ch一吼i卸Mi站i∞sinM锄chuk∞”。力IP却彻C^，纽曲一拖口，肋D七，voI．40(1940)，p．155．1933年l|奉量墼岫昀
满洲幕督教会0这些宗派小I川，】￡主要的传教对蒙为中国人．

②参见黑龙江省档案159．2．57。转，j|黑龙江省地方占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黑龙江省，占：宗教．占’，哈尔

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5贝．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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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I，．岛、鸭绿江以岸，北部往哈尔滨及黑龙江界内；南美浸信会在人连、营口、哈尔滨二处：

美监理会在哈尔滨；加拿人K老会年内开始在沈舟l、四平街设堂，逐渐向四洮、洮昂两路线发

展；英圣经公会在营口、沈阿I设立机关，只派人散发《圣经》，并不设堂；关基督教安息复临安

息日会任意杂居，已有教会在数城中；中国耶稣教臼立会在江北一二处；中国真耶稣会在吉林

一二二处。①长老会系统在领十范围上仍占有绝对的优势。

就各省教会势力来看，1922年前后辽’j。省传教十驻地有19个，筹会总堂26所；吉林省传

教十驻地有7个，总堂9所：黑龙江省传教+驻地有2个，总堂2所。二省共传教十驻地共28

个，差会总堂共37个。其中传教十驻地中的14个属丁：英国，11个属r丹麦，3个(沈冈l、吉

林、长春)属丁国际，是各宗派公共传教区。此时尔北已经开辟的布道区294个，多数沿辽河

平原及沿交通线一带，尔部北部密林则极少。其中爱长老会最多，其次是苏长老会，再次是丹

信义会。每个布道区平均受餐信徒70人，在全国各钳比较很高。∞东北主要教派各项指标对比

见下表。

表3．3东北三省基督教教派势力强弱表

丹信义 监理 爱长老 苏长老 安息 英圣
宣教会 总数 厶 厶 会 会 日会 经会Z‘ Z‘

责任地之平方英里概算 365700 16000 5000 57600 51400

责任地之人口概算 l 9998989 3266000 98000 7457000 5256000

外国职员总数 172 55 44 6l 6 2

受薪中国职员总数 893 156 14 34l 359 9

受餐信徒总数 20586 1405 195 9024 9909 53

每卣万人中之外国职员 9 17 6 12

平均数

每白．万人中之中国职员 45 49 143 46 69

平均数

每千受餐信徒之外国职 8 40 5 6

员平均数

每千受餐信徒之受薪中 44 lll 72 58 56 170

国职员平均数

每万人中之受餐信徒平 lO 4 2 12 19

均数

①序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8年第10卷，第50页。

②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特委会编，蔡泳备、义庸、杨刷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一中固皋督教事业统计》，第
508．509页。目前尚朱找到1928年以后的丰fj关统计。

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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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受餐信徒之土日学 32l 873 82l 188 29l

校学生平均数

每千受餐信徒之小校学 345 1024 82l 25l 306

生平均数

每白．万人中外国医生平 1．5 1．3 1．1 3．7

均数

每百万人中病床平均数 48 37 47 96

说明：奉表根据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特委会编，蔡辣备、文庸、杨周怀，段壬奇译：‘中华归主一中国疑督

教事业统计》，第52l贝表格改制。

其次，东部新教各宗派中外职员数苗不断增加，中国职员比例增人。1922年东北新教中的

外国职员数达到172人，医护人员达到34人。总体上看，爱尔兰、苏格兰长老会在绝对数值上

仍foi优势，但十余年间相对数值已经卜^滑，人体上只是维持现状。而丹麦信义会职员人数迅速

增加，1922年已经超过了爱尔兰长老会。东北其它教派的职员数也处丁．上升态势。具体人数参

见下表。

表3_4东北三省教会外国职员表

按立 男医 女医 护士 女士 男职 女职 外国

宣教会 职员 生 生 员总 员总 职员

数 数 总数

总数 49 20 ll 3 39 73 99 172

信宗 丹信义会 16 4 3 14 23 32 55

监宗 监理会

长宗 爱长老会 16 4 4 9 19 25 “

苏长老会 15 12 7 15 26 36 6l

复临安息 l 3 3 6

余会 青年会 l 2 l 3

女青年会 l l l

悖会 英圣经会 l l 2

资料来源：中华续行委办会调台特委会编，蔡泳奋、文庸、杨刷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一中固摹督教事

业统计》，第5lO贞

东北三省共受薪中国职员共893人，与外国职员比例为5：l。各会中爱尔兰长老会比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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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劁7．8：l，丹信义会最低2．8：l。职员在各布道区中的分布较平均，并无集中丁某一总

堂的情况。东北各差会布道职员均多丁-教育职员和医务职员，仅有三个筹会报称有医药事业。

中国职员总数中布道员占53％，教育职员占36％，医务职员ll％。全东北每一千受餐信徒中

受薪中国职员平均数为44人，丹信义会111人，美以美会72人，爱长老会38人，苏长老会

36人。全尔北每百万人口中受薪t{|国职员平均数为45人，监理会143人，苏长老会69人．丹

信义会49人，爱长老会46人。各筹会中国职员与受餐信徒之白．分比，丹麦信义会ll％，监理

会7％，爱长老会3．8％，苏K老会3．6％。∞其余较小宗派在这个时期或朱传入，或缺乏统计数

据。

再次，东北各教派都拥有白己的信徒群。就各省受餐信徒所一亍的比例来看，1922年辽‘j。省

主要宗派的情况为长老宗9l％，信义宗7．6％，监理宗占1．2％，基督复临派占0．2％；吉林省

长老宗占95．5％，信义宗占4．2％，基督复临派占O．3％：黑龙江省教会此时势力太弱。尚朱列

入统计。东北三省每万人受餐信徒平均数高丁全国总数，但低于鲁、浙、闽、粤等省。四个主

要差会每万人受餐信徒平均数为苏长老会19人、爱长老会12人、丹信义会4人、监理会2人。

回从各省信徒分布看，辽。j。省受餐信徒占尔北受餐信徒的3／4，每万人平均有信徒13人，吉林

省平均8．2人，黑龙江省尚朱形成规模。回

如果将东北新教信徒作为一个总体来分析，那么其受餐信徒占全国各省前七名之内。辽宁

省新教信徒16000人，吉林省4500人，其中男信徒占68％。受餐信徒多集中丁辽河平原人口

最密集、传教事业最普及之地，聚居五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信徒约17％。据报道丹信义会高达39

％，爱长老会又低于ll％，整个东北受餐人数占中人数千分之一。信徒文化程度方面，52％的

男信徒、36％的女信徒识字，能用当地语言读懂福音。}；。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丹信义会信徒文

化程度较高，长老宗两差会之识字信徒与东北平均数相同。④社会地位方面东北教会男信徒30

％是农民，拥有田产多少不同；手艺人占10％，其他劳动者10％，小贩10％，巨商火贾6％，

其余为小商人，可见尔北信徒经济来源并不充裕，各派中丹麦教会自给能力相对较强。@东北

教派信徒列表如下，可资参考。

表3．5东北三省基督教势力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

信宗 监宗 长宗 余会 f5会

宣教会 总数 丹信 荚监 爱K 苏长 复临 男青 女青 英圣

义会 理会 老会 老会 安息 年会 年会 经会

①中华续行委办会调仓特委会编，蔡泳备、义庸、杨蒯怀、段王奇译：‘中华归主一中国壤督教事业统计》，第

5ll页．

②同．f：，第513页。

③同．I：，第515页。

④同．I：，第512页．

⑤同．J：，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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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会总堂 37 12 9 9 2

正式教堂 85 23 3 25 32 2

布道区 294 38 3 145 lOl 7

男受餐信徒 13898 850 132 6150 6729 37

女受餐信徒 6688 535 63 2874 3180 16

受餐信徒总数 20586 1405 195 9024 9909 53

教会全体总数 30575 2138 253 12023 15356 8l 704

受餐信徒中男 68％ 6l％ 68％ 68％ 68％ 70％

信徒比例

五万人以上城 17％ 39_％ 0％ ll％ 18％ 60％

市信徒比例

男受餐信徒中 52％ 70％ 50％ 5l％ 100％

识字者比例

女受餐信徒中 39％ 50％ 30％ 39％ 98％

识字者比例

主日学校学生 6586 1222 160 1696 2880 97 531

每布道区受餐 70 37 65 62 98 7

信徒平均数

资料束源：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盎特委会编，蔡泳备、文庸，杨州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一中国基督教事

业统计’，第515页

(三)教派关系

东北新教教派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看还是比较和谐的。在哈尔滨的一个美国传教十说他没有

感觉到自己的宗派，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教人家庭中的一员。①当然该传教十的话说得有些

绝对，教派问争夺领-十和信徒的情况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但是并无太人的冲突，协同发展

仍是主流。尤其是几个主要教派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具体表现在领十协商、组织

合作、事业合作等几个方面。

传教区域方面，尔北主要教派素有互相协商的传统，早期爱尔兰和苏格兰两长老会初传东

北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划分了都道区，其后到来丹麦信义会也取得了自己的传教地。义和团运动

后政局发生变化，l’i据尔北的俄国人对辽东半岛上传教的丹麦教会严加限制，不许他们在旅顺

及其周边地区从事传教活动，传教活动深受影响。丁是信义会传教十与长老会商议，要求得到

①L．Lau咖schI啊“111eCanofM绷churi矿．砌g c^f一肿月PcD础‘V01．59，No．1l(Nov．1929)，p．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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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传教区。①长老会爽快地答应了，“将宽甸怀t：二县教会，允让门其统属。而中国K老会

联合之先卢，亦丁是年肇矣。”∞1908年1月长老会的人会会议上，一个丹麦传教十应邀参加，

就双方传教领地问题人会通过决议：丹麦信义会传教区为张广才岭以尔，包括吉林省和黑龙江

省的部分地区，北至黑龙江，尔至俄国边界，南至’j。古塔以南100里。信义会代表对这一安排

表示满意，但后来该会并没有完全赞同这一决议，故在19lO年9月会议上，长老会同意信义会

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洮南等地开教，进而展拓剑从松花江，两部和北部至蒙占边界的广人区

域。@但是为了扶持中国人教会的发展，长老会建议信义会不要占领中华国内布道会已经开辟

的传教地。鲫

东北长老会与信义会之间在传教区域问题上一直保持相互礼让，传教地常有变动，但总是

要提前协商。但个别筹会并不遵守这一约定俗成的规矩，如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十米剑哈尔滨和

人连开教的时候就没有顾及礼让原则：美国安息日复临会剑沈同I和长春传教初期，也是通过使

其它教派信徒改宗的方式获得信徒的，该派与其它教派很少往来。嘞长老会传教十对这种行为

感鲥十分不满，1914年倪裴德说：“丹麦信义会通过与K老会合作得到稳步增K，满洲现在公

平地在我们之间被占据。冈此一个朱经邀请的差会没有通过礼让协商，就偷偷进入信义会的领

地是多么轻率的行为!”@长老会传教士对争夺信徒的教派、尤其是基督徒聚会处，更是充满了

警惕，担心教会会出现分裂的倾向。⑦传教士的上述言论和考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基督

教教义传播本身而言。无论何种新教教派传教对整个基督教系统都是有利的，长老会要求所有

进入东北的教派都要与之协商，无疑包含了保护自身传教利益的冈素，也反映出东北最人教派

的传教士自身的优越感。总体来看不同教派之间还能和睦相处，关系较好的教派间来往合作较

多，一般教派交往相对较少，人多数时候也很少有干扰对方的现象。与日本侨民教会和朝鲜教

派的关系，也“仅互相往来，联为友谊而已。”回

教会组织方面，由丁不同教派的教义承l组织法存在着较人的差异，冈此难以实现组织上的

联合。例外的是爱尔兰和苏格兰K老会，两者国籍、在教义、语言、组织等方面并无差别，早

在1891年就开始了组织联合，1907年又联合建立关东人会，双方基本上是不可分的。丹麦信

义会冈语言和教义的差别朱能与长老会实现组织联合，但白1918年开始每年均派代表参加关东

人会年会，在事实上也成为关东人会的一部分。@此外英国圣经公会、青年会也常派代表参加

①“Uni砌P船byt硎明Misions in M锄chu—a，，'丁托劬砌e卵船cD胁，'v01．M No．8(Aug．1 903)，p．41 9．

②l：正翱：‘关东三省教会史略》，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苍》1915年第2卷，第95页．
③Austin Fult∞，劢m咯^肠咖“口b臌蒯口蒯肌劬“—曲口_，|d胁s，fD一胁^，口一曲“砌，跖7~，妇仉p．52．
④Ibid．，p．53．
⑤Alex锄d盯R Mack∞zie，C垤”，幽彻d M泌幻舾细^缸一曲Ⅳ，衙口鼬九掣矿口勋Ⅵ魄归胁艋p．33．
⑥F．w．S．o’Neill’“M鲫churiain 1914”，砀P aj疗船P月P∞砘，’v01．45，No．1(J锄．1915)，p．15．
⑦F．w．S．O’Neill，“丁he Church ofCh—st in M彻churia”，乃P劬加口^亿研D，，，幻，肋础，1936·37，pp．139．140．
⑧序振声：‘关东教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f仁基督教会年褡》1917年第4卷，第48页。

@^u妣I、l、ton。Through En雌hqtlnke Hqnd nnd Fire church nnd Mission in Monchuri8 1867一195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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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回 ．

东北新教各派在组织合作方面的典范是联合建立了青年会。掣1911年青年会活动波及剑沈

阳，1912年丹麦牧师华茂山(J0h肌nes R弱mussen)和中国信徒干少源等人，在沈刚人南门里

创立奉大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任干事为华茂山。该会得剑了上海青年会的人力支持，先后有

阎宝航、卢J“绵、千化一等知名信徒担任干事，发展十分迅速。参加青年会的以学生为主，也

包括政府雇员、商人等知识群体，信徒1F信徒都可以加入。该会设立以德智体群四部。以“英

文夜校开门，以提倡体育起家”，以“1}=以役人，乃役于人”和“人格救国”为口号，积极开展

体育、娱乐、教育、信仰、社会服务等活动。吸引了人批有忠青年，并赢得了张学良的人力支

持。@很快青年会就发展到东北各地，人有燎原之势。女青年会在1922年前后也开办起来。虽

然青年会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主要为中国人，其本身也被视为“自发独立和避免外国控制的自身

领导层的有力保证”，回但实际上它也是几个差会共同努力的结果。青年会不但得到了国外青年

会和上海总会的资助，而且也得到东北长老会和信义会的支持，沈刚的青年会人厦就是东北的

英国、丹麦著会和美国著会合资兴建的。@长老会和信义会视青年会为一种组织，对其各项活

动予以积极的指导和帮助。青年会代表也经常出席关东人会。

教会事业方面，爱、苏长老会和丹麦信义会的合作非常密切。奉大神学院、医学院、文会

书院三所高等教育机构均为三差会合办。三派联合组成执行部，派遣干事，共筹经费，协同管

理。各自开办的中小学在考试、立案筹方面也进行了统一。@丹麦信义会实力不如K老会强大，

但在教育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东北教会学校中的很多教师都为丹麦人。在医疗和传教方面双

方也有一定的合作。信义会除了与中华基督教会合作外，更与南信义会宗派联合。彦

二、教会体系的自治性趋势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东北教会发展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本色教会开始兴起。根据著名基督教

史学家手治心先生的定义。所谓“本色教会”即“自理白养自传，在经济上、行政上、：【：作上，

都是以中国信徒为主体，西国传教十可以退处丁：辅助地位。”@这里“自理”的含义即我们常说

的“自治”，基督教本色化的实质就是中国人自治、自养和自传。有些学者曾认为本色化运动的

兴起，完全是传教十庶对中国吣族土义运动的一种被动措施。目前这种看法已经得到了修正，

①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盘特委会编，蔡泳备、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一中国幕督教事业统计>，第
505页。

②有监著作将青年会视为基督教教派之一，其实这样归属并不很合理。青年会的确在某砦方面具备_r一般教

派的特征，但它并没自．自己独特的教义，参‘j者也町能足其它教派的信徒，je活动也主要相刮：会改良方豳．，

更类似于一个社会组织，故本文将青年会从教派中抽离j|；来，以再派的一种联合事业的角度进行探讨．

@刘信君、霍燎然：‘中国东北通史》第6卷．长备：吉林文史if；版衽1998年，第34l页。
④T．M．Bark钆“kad吣hip ln M锄churir．77I已a胁删旯卯on概VoI．48，No．9(S印．1 9l 7)，p．6I 4．

⑤辽宁省地方忠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忠·宗教，占》，第209页。

⑥庄振声：‘关东东北部长老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堆督教会年鉴》1916年第3卷，续24．25页。
⑦庄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肇臀教会年鉴》1928年第lO卷，第53页．
⑧王治心：‘中固摹督教史纲'，一l：海：．1：海古籍l{j版社2004年，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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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已经认识剑西方筹会的推动也是本色化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冈，传教十很早就已经开

始了基督教本色化的尝试。“’关丁．这一点东北教会亦可以提供证据，季理斐曾对早期尔北爱尔

兰长老会推动教会臼治的情形作如卜．描述：

即使是在一个有着二十位基督徒的群体中，差会从一开始就鼓励他们选举一些成员来

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些被推选出来的人会经常犯错误，有时也会滥用职权．中国人对待教

会的习惯性倾向就在诉讼方面寻求外国传教士的帮助，甚至是在外国教会的名义下做事，

在很多事例中这种倾向都会引起混乱．一旦有人可以胜任领导者的职位，差会就会鼓励会

众选举他们去担任公职．幸运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合格的标准一直都定得很高．无论

在大会上还是长老会上，当地的长老都要学会申明全部的权利和义务．这样从他们教会生

活的一开始，即使是在最小的团体里，教会也从来不允许基督徒失去对传教情况、经济状

况和管理状况的清醒认识，要求他们运用最大的能力去尽可能多地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这些叙述清楚地表明，把持教会管理权和控制权并不是差会的目标，传教十更希望中国信

徒能够承担起臼己的责任。这种努力到了二十世纪人人加强了，尤其是进入二十年代，中国信

徒获得了更多的教会管理权，东北教会在臼治的道路上前进了一人步。

(一)关东大会的自治努力

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东北新教教会体系也在十九世纪后期建立起米。前文已述，早在

1891年，东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艮老会就组建了一个名为满洲基督教长老会的联合机构，这一机

构不但将两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将人量本十传道人纳入教会管理层，成为中两共管的

一个开端。1907年冈教务繁荣。两派传教士遂丁营口集会议事，决定将东北传教地划为三个区，

分立辽东、辽西、吉林二个中会，满洲基督教长老会易名为关东人会加以统摄。1925年关东人

会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再次更名为中华基督教会关尔人会，此后人人加快了中国信徒自治的

进程。④

①胡卫清教授评论说：“一般认为，摹督教侣导教会自讧、自养、自传足教会内部民族意识增强的表现，严格

说来这种看法尚／fi够网满和准确。实际I：，早期的教会白妒运动足由中外人．卜一起推动的，各差会奉部最

初也足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见胡p清：《近代潮汕地区基督教传播初探》，单新、F、许忠伟主编：<堆督宗

教研究》第4辑，北京：宗教义化⋯版利：2001年，第357页。另外吴义雄教授和】t文章中，对早期传教l：

和传教机构在积极推进幕督教奉色化方血的努力作丫伞血的梳理。参见吴义雄：‘臼讧‘j奉色化——19世纪
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中山人学学报》(哲礼版)2004年第6期。

②D，MacGillivray’爿＆一m，)，0厂尸，D脑枷f胁s咖邶切劭f一口r，舳7~，9D矽，p．228．
③中华堆督教会(Chu”ch ofchrist in china．简称C．C．c．)，足-二f 4世纪前期中国幂督教奉色化运动的霞要成

果之一，它足由15个教派的华人教会共同组成的伞国性的合一教会组织。该会以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

为主，于1922年成J)=中华基督教会临时总会，1927年11月ll l|正式成妒。该会自．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

建沈‘厂从．I：到下的行政机构，由伞固总会一人会(或协会)一区会一掌会网个层级构成，信徒数一度达到
伞国接督徒总数的网分之一。见吴义雄：‘自诳‘』奉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幕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
变》一文对中华皋督教会的介绍，另见‘中华笨臀教历史(甲编)》，第28．63页。

④满洲雉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幕督教年浆》，奉天(沈阳)：满洲堆督教联合会1938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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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信徒在早期就已经介入教会管理，但在相当K的一段时间里教会的主导力量仍是

两方传教+。在基督教最高权力机构关尔人会(S)，Ilod)中，中国信徒已经11i了很人比例，他

们也会在年会和将通会议中提出白己的建议和议案，1913年人会会议上共至四分之二的发言者

都是中国长老和牧师。④然而教会人部分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人会中的少数传教+手中。

除了人会外，东北教会还设有由西方传教十及其妻子构成的传教协会(Mission Con胁lce)，
其职责是考虑涉及两著会共同利益的问题并作出裁决。@备差会义设有传教士组成的理事会

(C姗cil)，负责日常事务及与母国教会联系，传达母国教会的命令，并将教会的决议及发展
情况及时反馈同玄。这两个机构都具有实权，人会在制定和表决决议的时候往往要征求其意见。

其实多数传教十并1F想独揽教会人权，相反他们很愿意地剑中国人自治的局面出现，甲．在

1910年世界宣教会议上，英国长老会母国著会就曾指出“中华基督教会将有一个自治的人会，

地方教会有必要从母国教会分离。”⑨但中国教会具有新知识和能力领袖人才缺乏，这是自治的

一个很人的制约。@传教士也在实际行动上与中国信徒一起努力推动教会自治。如在财政权方

面，1923年传教+起草了一个资金委托计划，将差会为传教、教育、医疗等事业的拨款全部移

交关东大会(奉天医学院资金除外)。由财政委员会掌控，实际的控制权学握在中国教会领袖手

中。中国领袖对此颇感踌躇，也非常小心谨慎，传教十却非常热情慷慨，此事并没有影响到中

国信徒与传教+之间的良好关系。@

1925年东北长老会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后。教会组织法有所变化，中两合作的特征更为明显。

大会用中两合款聘任干事，并设立参事部(Policy C咖mi￡t∞)。参事部承人会委托，策划各种

委办的：F作。对丁．人会已有的事业机关和将来应有的事业机关，参事部有支配其人力与资金的

权力，以促使其协同jI：作。参事部有在人会范周内调奄的职责，以确定教会事业的优良，人力

物力的盈亏等，讨论如何改进，并应该设法发现人才，聚集钱财，促进教会发展。在经济部米

设之前，参事部有考核人会所属教会决算预算的权力，有权分配所有归中央的款项。@参事部

的组织法：部员2人，为人会执行委员长及执行干事；人会另选出7人，由教育会、社会服务、

普通布道、女界事j r、医务事业、神学董事会、国内布道7组委办中备选1人；苏格兰传教会

推选4人，爱尔兰传教会推选4人，特约部2人，共19人。华人须过半。丹麦信义会也以督会

④F．w．S．0’NeilI．“M狮chu—a in 1914”，刀lP劬加啪月ecD胁，’VoI．45，No．1(j锄．1915)，p．15．
②协会伞称。苏格兰一致教会及爱尔兰长老会满洲传教协会”，除J，两差会外．还包括英固吊经公会的传教

士和代理人，1916年部分丹麦信义会传教l：也被纳入其中．参见Austin FuIt∞，砌加耐肠一^删n妇聊耐删d
，扼a“砌口利^触加胁胁^曲“砌，舾7~，”D，111e Saint ArId佗w P嘟s Edinbu曜e，I 967，p．42．

⑨肠删^触fo加，)，cD咖肥一钟，9加月印暇v01．8．p．92I转0 l Austin Fulton，劢，D哪妇砌可“口妇胁d彻d砌P
chrc五n耐Mission in MQnc‰rin|867～|950．p34s．

④庄振声：‘关东教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皋督教会年筘》1917年第4卷，第48炙。

@ _Roc∞t Developm朗ts in Chine∞Chu耐I Life"，砌e C^f加M妇fDn抡口，肋D屯1924，p．124．
⑥经济部也足人会最初构想的1j参事会并列的重要机构。但由十种种现实原I大J没何成以，j￡经济职能由参事

部伞权负责．参就见AIcx柚dcrR．Mack册zic，a函，西删d觚谢b眦拥^如丹幽“，面?口鼬，．比yo厂口&朋蛔陬丹P腻
p．3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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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参与其事。①在基层教会中，人会在每教区设董事会，筹办全区传教事宜，对差会米款

剽地方捐款有支配利用权，对参事部有节报决算和预算的义务，对支会有提倡白助白养的责任，

对传道人有调派任免的权力。信义会传教十参与督会，与长老会商议同订预算表。回

参事会的设立使教会权力明显向中国人方向转移。意义十分重人。在这个具有实权的机构

中，中国信徒的数量超过了传教十，在表决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势，与以往传教十最终定夺的

规矩人不相同。1927年传教十的任命和安排权也转!J]参事会，主要由中国教会领袖定夺，成为

东北教会自治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这一权力转移源丁1926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著名的布道家穆德发言，他提

出要积极推动中国领袖在教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响应此号召，东北长老会传教协会于同月通过

如卜．决议：“我们渴望的目标的最终理想，是外国传教十被视为母国著会借出的．I：作者，他们将

在中国教会中或通过中国教会I：作并接受其管理，为建设中国上帝之国贡献白己那部分力量。”

@1927年7月关尔人会对此决议作出同戍，要求传教协会促使母国教会尽早改变分派传教十的

方法，将权力转归中国教会。传教协会表示同意并向母国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名为<关东人

会建议传教士分派地点及：I：作由中国教会支配的会议决议之解释性声明》。报告中要求母国著会

同意关东人会提出的建议，并制定计划促使其早日实施。④母国教会同意了此项决议，具体计

划由东北教会制定实施。

1928年1月的会议上，传教协会认为传教十应该加入当地集会，地位与其他成员平等；中

国教会应该要求母国差会传教委员会派遣传教士，在中国教会内从事符种．I：作：应该询问传教

+个人是否愿意在中国教会的指导下jJ：作，愿意者要在专门的同意书上签名。@1929年1月传

教协会最终同意任命和分派传教七规则，概括如下：(1)在任命或分派传教十时，参事会要分

派的原冈告知理事会或执行者，后两者若有建议可提交参事会协商。(2)参事会和理事会作出

的一般决定，其理由应该是母国著会容易理解的，参事会臼身或与理事会一起可以向母国委员

会作清晰的解释。(3)如果参事会和理事会或个人之间不能决断的事情则应提交母国委员会裁

决。(4)参事会中的外国秘}弓负责告知母国委员会、理事会和个人关r任命和分派的决定。(5)

最终任命决议推出以前参事会的决议过程可以是秘密的。(6)参事会干事应该指出目前的任命、

T作、服务年限、外国!r：作人员休假日期。(7)传教十在休假前应向理事会和参事会提交声明，

表明对自己朱来希望被安排地的看法，以及对两个机构：【：作的意见。(8)参事会不可轻易招唤，

应该任命一个特殊的委员会考虑传教士的工作和任命问题。@

通过以上的会议和决议，东北长老会系统的权力转移的机制初步建立起来，中国人开始合

①庄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8年第lO卷，第52页。

②同．I：，第53页。
③Austin FuIt彻，刀I，DI值b勋rf^g“口妇晰耐鲫d胍凸“n蚋口材^低渤一切肘翻c^Ⅳ砌，867~，妤D，p．347
④Ibid．，p．63．
⑤Ibid．，p．“．
⑥lbid．。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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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地享受原来传教十才有的权利，成为教会的主力。那么传教十为什么心甘情愿地一步步放弃

自己的权力，甘愿接受中国人领导呢?我想根本原冈还是在于传教十所谓的“中华归土”韵理

想，他们并不是想往政治上I‘i领中国，而是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度。要想实现这样的

理想，只靠少数传教十的努力是不够的，还要依赖数鼙众多的J“人中国信徒。如果中国信徒能

够承担更多的责任，筹会的负担就会人人减轻，有利丁．教会的整体发展。传教士所关注的也并

1卜仅仅自治这一点，还包括了自传自养在内的中国教会全面的本色化，他们甚至更希望能够实

现白养前提卜．的自治：“在满洲中国人非常有能力筹措资金建立他们自己的医院、学校和教堂。

因此基督教l：作者可以真正成为助手和兄弟，而不是领导者、财产的控制者和政策的主人。”①

但是传教十也认识到完全的白养在短时期内其实是难以实现的，冈此自治运动便先行了一步，

进而反过来促进自养。

时局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冈素。二十年代中国教会面临巨大的考验，此时民族主义兴

起，1F基督教运动的浪潮风起云涌，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更是加剧了国人的排外情绪，在尔

北教会中亦引起震动。圆这些义促使教会中中国信徒的觉醒，本色教会的呼声愈加高涨。正是

在这样的情形下，1925年以后东北教会才加速了教会自治的步伐。@事实上虽然传教十很久前

就开始考虑权力转移问题，但其进展的速度仍超出了传教十的预料，它以一种被认为是不可能

的速度实施了。@

但是，长老会关东人会自治运动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其问题似乎更多地出在中国信徒

方面。中国信徒和领袖对迅速到来的权力转移心理准备不够，也缺乏足够的掌控教会的信心。

传教士曾提出放弃关东人会中投票的权力，只作为建议者存在，但中国领袖坚决不同意，而是

要求中外保持平等的地位即可。在母国差会同意权力转移的决议以后，关东入会仍迟迟不予实

施，甚至要传教十对其进行推动。@1934年人们发现不是中国人、而是传教十抱怨参事会成员

过分重视传教协会和理事会，指出参事会中的分派委员会(L0cati∞C帆mitt∞)没有发挥作用。

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信徒在权力接收过程中信心严重缺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冈或许就是冈为教会

的经济状况。当时教会绝人部分的资金均来自于西方著会．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会认为拥有金

钱的一方就应当拥有权力，从而对接收权力感剑心虚。@这～考虑也的确符合常人的心理。无

论如何，关尔人会在自治方面的进步还趋有日共睹的。

①L．Laut∞schla甄“1k CalI ofM柚ch讲矿，孤￡c^i疗e鼯足∞D，如r’～r01．59，No．11(Nov．1929)，p．707．
②关于五卅运动对东北教会的影响参见Au吼jn Fult∞，豫舶lq咖勘朋叼船妇晰一d彻d厅坨C锄砌棚d撇耐鲫折

肘加幽“，蛔，嬲7~，鲐D，pp．72-79．【英】伊洋·英格利斯著，张l：搏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单

斯蒂》。第248．25l页；柳兆卿：‘五卅惨案时期的辽阳文德中学》。‘辽阳义史资料》第l辑，辽阳政协义史

资料委员会1985年，第84．87页。

③以I：时局影响的因素枉传教协会给母国撤告的开篇就作r说明，参见Austin FuIton。刀Iml蝎毋点．口一JIg“dk晰村
4nd Fi陀c}lu佗h 4nd Mission in Mnnchuri口J 867一J 950．p．346．

④Austin Fult帆，孤，D嘶肠一幻蝴k臌一d彻d尺庀c^“—旗口耐觥醛如矗抽^r口一曲“砌，彤7~，粥o，p。63．
(9 Ibid．，p．63．

⑥Ibid．，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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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它自治尝试的个案

丹麦信义会虽然也积极参与关东人会的．I：作，但是在本色教会问题上却显得保守和滞后。

长老会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本十教会的出现可能对教会发展更为有利，但丹麦传教十并不赞

同这一点，长老会不得不劝告丹麦人，不要在本十教会具有发展}许力的两块地方传教。①然而

1925年以后中国教会的本十化趋势并不以人的意忠为转移，1927年哈尔滨信义会的自治教会的

改组，使该会传教十开始感受剑本色化浪潮的力量。

丹麦信义会在哈尔滨开教始丁1912年，该年丹友传教十马德良(C．M．Mads饥)正式在哈

尔滨设立教会，刘秉嵘等人为最初的受洗信徒。1914年，同记商号总经理武百祥、赵样唐二人

受洗入教，两人为当地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受其影响入教者甚多。∞两人向教会捐赠了人笔

资金和田产JHj于教育、传教等方面，其他信徒也多有捐赠，教会中中国牧师和传道人的薪水、

日常开支等人都由中国信徒支持，臼养的科度比较高。教会组织法为中IHi共管，传教十2人、

女传教十1人、董事9人共同负责，1918年选出的中国董事达7人。@可见该处教会在建立不

久就具有了一定的本色教会的基础。

1927年该处教会教政教务已经完全分离，主要由华人自理，丹麦牧师另有jI：作。同年8月，

哈尔滨浸信会、卫斯理堂、信义会二会信徒150人，经余日章提倡，组织哈尔滨中国基督教会

促成会，希望三年内从局部合作达剑三教会完全合一，当时即由执行委员会积极推行，1928年

春义拟请干事专门办理促成会。然而信义会新聘牧师丁立美对促成会有怀疑，认为指聘的干事

也不合格，他在会议上对促成会的精神予以否定和打击。促成会副委员长武百祥见此情形力劝

丁牧师改变态度，言语之间双方发生冲突，导致促成会停顿。武百祥感到牧师办事武断，遂愤

然辞去董事长的职务，信义会教会冈会务无人负责而陷丁停顿。为了化解矛盾。信义会董事部

书记的任作田与布道干事李振庭商议，打算将信义会改组为中华基督教会，同时也可以保留丁

牧师的jI：作。经商议J‘牧师表示同意，但遭剑武白．祥的拒绝。任作田等人在得到尔二省国内布

道会东三省总协进部干事尚俊臣牧师同意后，请j‘牧师出面召集教会领袖，推举委员5名，草

拟改组理由和方法的草案。回

在草案的开篇就开宗明义地表明，哈尔滨信义会要改组成中华基督教会，“与丹国差会脱离

名义及主权上之关系。”并指出其两项理由：“本会内部现状，业已达剑实行臼立之程度”；“一

般教会对外之关系确有改良之必要”。在实施方法上，要求信徒住同意改组方针的前提卜．就具体

问题进行协商。@此草案得剑全体信徒一致同意，并推举5名委员详细讨论了相关的7个问题。

①Ibid．，p．53．
②刘秉嵘：‘哈尔滨基督教路德会成妒经过及现在之进行》，中牛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箍》1924年第

7卷，第138页。

③同．I：，第139页。

④任作fl{：‘哈尔滨信义会改组中乍幕督教会之冈果》，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签’1928年第lO

卷，第30页。

⑤同上，第3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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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会11次讨论，除了其中个别款项外均得到一致通过。此后丁牧师债眷属迁居普波医院，声

明此后几日离开哈尔滨。中国信徒义选I出筹备委员11人，继续拟定章程。

然而，在这些委员继续．I：作的时候。．J．牧师和马牧师凑集少数信徒五十余人，由28人投票

选出董事9人，另外成立中华基督教信义会。以甲品三位会长，声称原丹麦教会已经改组为自

立信义会。他们仍聘请．J．牧师为该会牧师，其薪水由丹麦著会供给。随后丁牧师搬同原来住宅，

并将公Hj礼拜堂钥匙拿走。中华基督教会的筹备委员向信义会临时执政委员会提出质问，执政

委员全体剑马牧师处询问，马牧师说教会改组必须保持信义会的“信义”二字，否则不合法。

接着丁牧师义对中华基督教会的改组活动进行阻挠，同时要求临时委员会发给他路费和两个月

的薪水。这引起了教会中多数中国信徒的愤怒。双方同在7月3日举行开成立典礼。因共用一

座礼拜堂，故争执再起。其后哈尔滨基督教联合会和个别信徒进行调解，并无效果。最终丹麦

信义会中会不得不派出中外牧师数人前往哈尔滨调停，结果中华基督教会除保持教产外，其余

方面均作出让步。具体措施为：礼拜堂、福音堂、幼稚同等两派分时间轮流公用；电灯等费用

分摊；信义会原来债务保留等待解决；牧师仍住原住宅；器具马牧师保管；两月来一切细事平

均分配。④原来信义会由此而分裂。

丹麦信义会哈尔滨教会改组过程。反映出一些在华传教十不甘放弃教会权力的心态。他们

有的或许认为教会资金主要来源丁西方差会，那么教会管理权也应该由传教十执掌。也有的或

许是对中国信徒不信任，担心教会会由此而衰落。哈尔滨的丹麦信义会传教士反对改组的理由

只是不愿放弃信义会的“信义”二字，足见其狭隘和保守的一面，与东北K老会传教士主动推

进东北教会自治的行为比起来，显得逊色许多。这人致也代表了教会自治过程中的一种模式，

即中国信徒主动要求自治、并与反对自治的母国传教七斗争取得部分成果的模式。

除了以上长老会和信义会推动教会自治的模式外，还有其它的一些特殊案例。如1927年在

时局的影响下，滨江浸信会全体信徒觉悟，改组教会为滨江中华基督教会，一切教务自主自理，

西方传教十退居客位，辅助传道。②此例中虽然也是中国信徒提出自治，但传教士并没有反对，

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治。再如在哈尔滨的美国监理会，1926年传教+冈经济上的原因主

动退出东北，将教会交给华人自办。次年4月教会更名为道裹中华基督教会，先是接受浙江浸

信会信徒的资助，后来实现完全的经济自理。@这一案例亦构成了华人教会自治的新模式。

三、自传与自养的初步尝试

(一)自传

自传也是本色教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传教十白进入中国东北就一直积极鼓励中国信徒从事

①同I：，第33页。
②序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皋督教会年I搀》1928年第lO卷，第54页。
③毛吟槎：‘东三省豁理公会布道事T概况》，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幕督教会年褡》192啦1930年第ll卷，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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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传教I：作，中国信徒也的确为教会做出了很人的贡献，如前文提剑的千静明、刘全岳等

人，若没有他们的努力，基督教很难在尔北地区立足和发展。传教十也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牧

师和其他代理人的训练，如爱尔兰长老会，曾为本十的传道人开设包括《圣经》经文、教会历

史、神学、臼然科学等科目的课程，在为期八年里每年将传道人集中起来培训一个月，之后还

有一次笔试，考试结果与传道人．I：资直接挂钩，人人刺激了传道人的学习积极性。在培养本十

牧师方面，爱、苏长老会合作，从完成了基础课程的传道人中拣选出学生，在传教十的直接指

导．卜．，完成四个学期、每学期八个月的神学课程，合格者便可被按立为牧师。参与此项学习的

学生最多达23人，学习热情十分高涨。①受教会影响，一些信徒臼发性传教组织也建立起来，

如在某地12个由一个铁匠领导住一序空房子里集体礼拜，虽然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知之不多，但

仍热心地投入其中。掣

传教十数量毕竟有限，可以说尔北教会中相当一部分传教l：作都是由中国信徒完成的。但

这并不等于自传，冈为教会的领导者仍是传教十。真正的臼传教会当属真耶稣会、基督徒聚会

处、耶稣家庭等中国入臼立教派，然而这些教派多是在内地建立起来的本十教会，后波及到东

北地区，将其视为东北教会本士化的成果并不恰当。可以称得上尔北自传教会典范的，当属在

黑龙江传教的中华国内布道会。

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于1918年。成立之初，发起人之一的胡素贞在香港联合新教各派信徒

组织了协进部，同时医生刘汝刚和几个长老会信徒在河北地区也成立了协进部。在他们的带动

下，全国各地成立协进部八十余处，主要负责筹集捐款、代为祷告等事宜。该会选举诚静佾、

蔡苏娟、陈维屏等21人为执行委员，李琼皆为执行干事，对各项：J：作统一领导。布道会得到了

新教各派广泛的支持，很快筹集到人笔资金。@中华国内布道会最初的布教地为云南，1922年

推J'．到黑龙江省，在哈尔滨成立协进部，中华布道会黑龙江之部建立，开始组织人力向黑龙江

各地传教。这样便让人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黑龙江的华人传教会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其实并

非如此，此前很早这里就有中国传教信徒的组织存在，两者还存在一定的渊源。

1907年长老会关东人会刚刚成立时，就纽建了中国信徒传教会，并派遣该会到黑龙江传教。

同年长老会牧师李继先到齐齐哈尔开教，19l 1年佟庆善赴该地代理其职。佟牧师颇有能力，在

任期间使此地的教会：J，：作人有起色，并开创了林甸、胡家屯、吉星河等下属教会。回1908年又

有传道人李锡元到海伦县传教，1913年张承f：继任其职，两人的j I：作成果也十分显著，不但当

地教会得以崛起，还通过其信徒丁．1915年在拜泉县、1917年在克山县开教，嗣后北安镇也出

现了其下属教会。@到了1921年底该会信徒已经达到489人。唧1921年时中华国内布道会的影

①D．MacGiIlimy，彳Q—m_Py∥跏阳啪町^触面船加“伽口Ⅳ8D7~，9D力，p．227．
②Ibid．。p．228．
③l二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48页。

④。Ii正翱：‘黑省布道会最近的情形》，中乍续行委办会：<中华堆督教会年糁》1921年第6卷，第77页。

⑤同I：，第78页。

⑥A．weir'“HciIungki蛳g Missiona叫soie妙’，张e劭抽巴馆月鲫砘，’V01．55，No．10(Oct．1925)．p．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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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已经波及至黑龙江，并得到黑龙江传教会信徒的认同；“今国内布道提倡统一办法，深为吾人

赞成。极愿加入，无地域限制，义无会界的分别。财政既能统一，办法亦无二致，遴选人才，

安排．r：作，均能卢戍气求，协力同』T：，庶儿主道人洪，救恩J'．沛，无窜僻休I卜矣。”∞故该会丁．

次年加入剑国内布道会中，接受其统一领导。由此可见。黑龙江华人传道会已经存在了很久，

它一直就是尔北长老会_卜．属华人传教组织的一部分，中华布道会黑龙江之部的前身实际就是这

个组织。此后信义会和黑龙江其它几个宗派也加入进来，黑龙江布道会的实力不断壮人。

1927年前后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江之部主要教区情况如’F：(1)人黑河，史tH=良牧师任主

任，至1927年已有信徒79人，经济已能自养。(2)北安镇，由朱辑五任主任。已有信徒76

名。(3)克山县，由张成t：牧师任主任，义在城东设立分堂，信徒有69名，有自建的新教会所，

并筹各自立。(4)拜泉县，由金秉权君任主任，有信徒109名，望教者294名。(5)海伦县，

由于仁甫牧师任主任，有信徒104名。(6)省城齐齐哈尔，由于作霖牧师丈妇与李秀华在此!l：

作，信徒93人，募款3500元，购买平房19间作为新会所。(7)嫩江县，由信徒自行组织布道

团体，并组织基督徒新村，定此地为职业布道区。(8)海拉尔，虽为交通要道，然教会尚不成

熟，仅有信徒14人。圆各教区中以拜泉、海伦和齐齐哈尔力量最强，海拉尔稍弱，另有讷河县

的教会刚刚发展。以下为19l扣1927年布道会的一些统计数字：

表3_6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江之部统计

年份 1912 1917 1922 1927

外部传教站 2 2 3 9

任命牧师 2 2 8 l

传道人 2 2 2 6

女传道人 2 2

信徒 124 297 489 594

p．60．

葛乇毫驾。囔t通毫；}Aexan矗etR．1蜮enzte．Church and酣isSions in§lanchuria：a survey ofa Strategic Fieid。

黑龙江之部的主要．i：作就楚向当地人传教，但由r黑龙江特殊的自然环境，教会也要求1I：

作人员在社会生活方面对比众也能够有所帮助。针对当地生产落后的状况，要指导人们农业生

产知识，促进增产增收，使民众能够风农足食。针对当地教育落后的状况，“基督徒对此新旧居

民，皆当设法教育，使其知识开展，文明进化，逐渐改良其农村组织，增高其农比生活，当此

训改时期，养成其自治能力，也是基督徒应尽的天职。”固

①jF难翱：‘黑省布道会最近的情形》，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臀教会年鉴》1921年第6卷，第79页．

②F治心：《中国笨督教史纲》．第249页．
③‘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江之部公撒》1928年12月峙，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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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之部的活动经费主要通过协进部在尔二省各个教会中的信徒中募集。∞从1928年的

年度捐款来看，近三十个教区、若干教筹会信徒和传教十的捐款共5562．52哈元(折银元约

4182．35元)，这个数字并不算高，每年只能收支相抵而已。∞冈此该传教部很早以来就开始考

虑白养的问题，如1919年海伦县信徒捐款1200元购买洋房五间作为布道之用，1921年拜泉县

募集奉票2000元预备设立学校和医约事业等。掣但是由丁．黑龙江地J'．人稀，经济能力有限。信

徒数量也较少，在臼养方面难度很人。尤其是1929年中苏之间冈中尔路事件发生冲突，黑龙江

人比受战争影响较大，教会也受剑不小的影响，如嫩江县有数家信徒迁移，教会苟延残喘；@人

黑河信徒四散奔逃，“教会可谓无形迹矣”。@义兼奉系军阀对外战争，对内征收苛捐杂税，布

道会的资金来源成为问题，白养一时间也难以实现，从而陷入窘境。此时传教部内部也发生了

一些矛盾，因布道会的+I：作者皆米白不同宗派，不时也会出现一些门户之争，1929年齐齐哈尔

布道会的浸信会信徒就群起反对华人自立教会，教会牧师被逼出走。回黑龙江之部总干事尚魁

英就当时的情形说：“布道区．I：作，虽逐渐发展，而各协进部捐款，反逐渐减少；努力者同不乏

人，而漠不关心者，亦属不少，虽将信义会少数捐款加入，亦入不敷出；故国内布道会前途，

义起恐慌。”“近年以来，经济状况，更不堪言矣：努力者继续努力，旁观者仍然旁观：且有少

数协进部成员，一毛不拔，甚可惜也。”⑦从其言论看，此时的黑龙江布道会之部已经出现严重

的经济危机和内部不团结的现象，尚魁英对此感到1卜常不满和失望，最终丁1931年7月辞去总

干事的职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江之部艰难维持，至1936年出现与

东北大会脱节的现象，东北人会遂丁．1937年讨论该部玄留的问题。后决定在1938年另选东北

边境的林口县作为新的试办区，人略取得了一些成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布道会黑龙

江之部彻底停办。哪

以上的这个案例反映出中国信徒基督教自传道路上的种种问题。白传不能孤立地进行，必

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组织保证。换而言之，臼传必须以教会臼养和自治为基础。臼养可以

为自传提供充足的资金，通过自治建立起的教会体系能够保证白传有序高效地进行，这些都是

不可或缺的。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江之部虽然形式上实现了自传，但缺乏雄厚的根基，早期在

组织上部分地依赖长老会，后期在资金上依赖各个宗派，更兼东北政治形势的变化，最终使布

①传教七文安德在通信中称欧洲差会总足给传道会5％到15％的资助，但以：1928年以后的《中华国内布道会

黑龙江之部公报》的预算表中并朱见到此项，或许两方资助足1922年以前的事情，待考。参见A．w西r，

“Hcilungki柚g Missionary Soic妒’，劢P劭f月豁P胄ecD胁，’VoI．55，No．1 0(Oct．1 925)，p．485．
②《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江之部公报》1928年12月哆，第20页。
③li正翱：‘黑省布道会最近的情彤》。中牛续行委办会：‘中l仁长督教会年搭》1921年第6卷，第78页．
④‘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江之部公报》1930年(：I；版ll期／fi详)，第18页。

⑤同上，第15页．

⑥同I：，第17页。

⑦‘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江之部公撤》1931年7月垮，第l页。

⑧李廷魁：‘东北人会报告书》，《中华皋督教会伞国总会第f’届舱事扩人会议记录》，中华幕督教会刊行1946

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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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会走向衰落。但作为中国信徒自传教会的一个尝试，这～组织在东北基督教史上仍具有开创

性的意义。

(二)自养

教会自养是自治和自传的基础，也是西方传教士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这可以人人减轻

西方差会的负担。然而比起自治和自传，自养的难度似乎更人一些。冈为无论自治还是自传，

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而自养的实现除了主观冈素外，中国信徒的经济基础等

客观冈素更为重要，如果中国信徒的生活尚达不到温饱，义如何谈得上拿出资金捐给教会昵?

而社会环境又对影响信徒生活水平有着重人的影响，战乱、苛税、，火荒等天灾人祸的出现必然

会使信徒生活水平。卜．降，进而影响到教会的经济增长。

东北教会的白养在十九世纪后期也已经出现了萌芽。当信徒增K到一定数量、一个集会场

所不敷需要时，这些基督徒就会自费租借、抵押或购买一间房子刚以聚会。在必要时差会也对

其进行资助，不过随着地方集会力量的壮人这种资助逐渐减少。杂费和租金人都由当地信徒承

担，有些集会开始担负起男女传道人的费用。①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传道人和牧师的薪水由

东北信徒捐款承担的例子已经非常普遍。如1912年朝阳镇的一个教会团体从1750名信徒那里

募集到5000墨两哥元。以担负他们5位牧师的薪水。当然拖欠牧师薪水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很

多地方经济水平的确很差。圆一些地方的信徒也开始为其它教会事业提供经济支持，如沈阳金

家屯教会。在义和团运动后选定几个集会地，经费都由信徒自捐。1907年该会自请中国牧师，

次年又设立男女小学各一所，所有费用均由本地信徒筹划。1913年在当地信徒的支持下还尝试

建立了一所医院。@与之类似的是哈尔滨信义会。该会在哈尔滨在开教不久，牧师薪水、会堂

所需杂费、：l：人薪水等开支就已经由华人信徒承担。④教会中中外领袖都对教会白养持支持态

度，要求各地教会尽早自养，“督促预备进行之手续，各督会必设法办理”。@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火战爆发，东北教会的西方筹会资金人为减少共至中断。形势逼迫

促使东北教会加速了白养的步伐。“自欧战发生。金价陡落。传道两款，人受影响，于是力促信

徒竭力自助，或请牧师，或请传道，或与两款合用，数年颇见起色。”@教会后来作出的这一评

论颇为中旨，1914年和1915年在教会会议中就要求增加中国信徒对中央款捐献的比例，战争

期间中国信徒的捐款数额的确冈此而提高。⑦各地的自养运动也十分兴旺，如1916年辽阿l东堂

①D．MacGilIivmy'彳＆玎m，)，0厂跏泐幻刖^触咖舾伽c^“垴r，8D扎，9D矽．p，228．
②F．w．S O’NeilI，“nle Outlook in M柚chu—a’．'刀lP c^加巴蹭月删砘r’v01．43，No．8(Aug．1 9l 2)．p45 I

⑤陈掰来；‘奉天金家-乜教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壤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7卷，第137_页。创办的医

院后来闪种种原闪停办。

④任作Hl：《晗尔滨信义会改组中华幕督教会之测果》，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摹督教会年豁》1928年第10

卷，第29页。

⑤‘关东壤督教长老人会第七次纪录摘略》。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堆督教会年签》1914年第l器，第152

页。

@序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笛》1928年第lO卷，第53页。

⑦AustinFul咖，劢肋劬＆砌9船妇胁ld鲫d肋譬c^“砌n删^靠船加抽^细幽“砌，拍7~，妨以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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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两丰县堂会、山城子堂会，均臼请传道，且已经积累巨款，磐石县堂会也积累了巨款，以

备白养之用。①

与此同时，教会亦加强了臼养的宣传鼓吹力度，1916年关尔人会会议对白养问题提出人项

条件：“(1)凡是传教十驻地，都设立临时董事部；如该会人员不足。可以合二二处组建。(2)

由临时董事部派合适之人，在合适的时间剑各堂会宣传演说，筹商白养事宜。(3)传教十虑该

将母国差会为传教十提供的款项开具清单，按时报告，使信徒周知从而有所观感。(4)筹备传

教十传教基金，由各堂会支会捐献，用途为充作预备金、刚作传教十经费、合成中央积累款贵

各董事部处置。(5)由各董事部定夺使Hj传教款与母国来款的比例。(6)等‘F次人会时候听各

堂会汇报。”锄关尔人会的这种态度很快影响剑地方各处教会，一年里沈霸l、辽障1、开原、北镇、

营口、锦州、兴京等地都开会讨论，积极探索白养的办法和出路。锄

及至一战结束，教会白养的成果已经初步显现。此后在此基础之上义前进了一步，通过不

动产生息补贴教会成为东北信徒普遍采JHj的手段。沈刚金家屯教会为求白养，曾购地25亩、．十

房59间，除了礼拜堂、福音堂、男女学校、妇女学道所、牧师馆舍外，其余全部出租。另外文

继盛长老捐地15亩，除部分做坟地外，其余全部出租。以上所得租金全部用丁各种教会事业。

④沈刚东关教会也是如此，该会每年所需经费“j仁由信徒募捐而米，半由公产生息取得，岁有

余积，以备扩充宜教事业别项之用途”。@1930年哈尔滨监理会也有信徒李某捐赠荒地900亩，

成为教会自养的永久性基金。@这种不动产生息的方法的确是一种白养的好方法，在一定程度

上为教会经济稳定提供了保障。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摆脱政局变化带来的影响。当时无论是信徒

的捐输，还是教会房产地产的租金所用的货币都是东北纸币奉票，而1925年的以后几年东北地

区战事频仍，导致物价匕涨、货币严重贬值。这样教会的资金在事实上就人人缩减，以至丁难

以维持。⑦从1928年开始教会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捐输制度，规定提捐要以银元为本位。@这样

教会的资金看似得剑了保证，却给信徒的经济生活造成更人的压力，捐输总量可能反而会+卜．降。

综观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东北教会在经济白养方面的努力。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那

就是臼养的不平衡性。一则白养教会的分布的不平衡。白养实现得比较好的仍是沈障I哈尔滨等

经济较好的城市，广人乡村教会中自养的成效朱见报道，显然不是很显若。臼养义受诸多冈素

的影响，如哈尔滨监理会比较早且比较好地实现白养，与两个重要的信徒——人商人武百祥和

赵禅君分不开。两人曾将住宅数十间借给教会，创立二育男校及初中小学，并提供人量捐赠，

①序振声：‘关东东北部长老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签》1916年第3卷，续2l页．

②同卜，续21．22页。

③庄振声：‘关东教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堆督教会年鹱》1917年第4卷，第48页。

④陈得来：‘奉天合家电教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桀督教会年签》1924年第7卷，第138页。

⑤Ii证翱：‘奉天东关长老会之近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咎》1924年第7卷，第136页。

⑥毛吟槎：《东三省监理公会布道事T概况》，中f#续行委办会：《中华堆督教会年答》192弦1930年第ll卷，
第24页。

⑦“M狮churia’’，刀IP a加P．卵尺P∞胁c V01．58，No．1(J卸．1927)，p．70．
⑧序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4仁肇督教会年签》1928年第10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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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武百祥一人的捐款就达四五万元，这还不包括房产地基等方面的捐赠。囝可以说没有这样人

笔的资金捐助，哈尔滨信义会想要实现自养是1卜常困难的，这样的特殊冈素不可忽略。

再则信徒捐输的利用也不平衡。信徒捐款的最主要的用途是供给中国牧师和传道人的薪水，

二二十年代中后期K老会几乎所有中国牧师都靠信徒的供养，总数超过一自1人。@这的确减轻了

西方差会的负担，但这也会使中国牧师与捐输关系过丁．密切，出现新的问题。如1925年以后的

几年中物价飞涨粮食歉收等冈素导致信徒捐输人减，“以致1927年内，竞有15位牧师退任。”@

信徒捐输也用在教会日常开支和教会事业上，不过医疗和教育方面很少涉及。尤其是医疗，医

院基本上是著会自理的机构，医学院也如此，“经费由著会来者多，向华人募者寡。”固这是冈

为两个机构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不是一般中国信徒能够维持的，这也给这些机构的华人自治

的实现带来了困难。

总体来看，东北新教教会的自养运动成效还是十分明显的。虽然在总量上中国信徒的捐输

除中国牧师的薪水外，用于传教方面的开支只‘‘j lO．2％，全部捐输只11i教会资金总额的1／3，但

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决不比中国其它地方逊色。@传教十也深信，“由于定居者的不断开

发，东北是中华民国相对富裕和繁荣的地区，这也许会让东北教会在自养的道路上比中国其它

地区的教会走得更远。”@当然，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政治形势的变化是任

何人都始料不及的，教会的命运亦被动地出现了新的变故。

第三节东北基督教事业的完善和发展

一、东北新教教育体系的发展

(一)教会教育的发展历程

比起中国其它地区的教会米，东北基督教教育事业起步较晚，这与新教传入东北地区较晚

有关，而且早期东北教会实力有限。教会教育难以形成体系和规模。

1869年爱尔兰传教十万特在到达营口后不久就开办了一个学校，学生只有五八个人，规模

极小。o这样的学校后来也开办了一些。但教师和学生都无法令人满意，1875年前后多数学校

都关闭了。@1873年苏格兰传教十罗约翰也在营口开办了一个小学校，学校雇佣了一个当地教

师，只教授儒家经典，且提供免食宿。学校的目的就是消除社会的敌意、赢得人们的好感。这

①任作I}j．‘哈尔滨信义会改组中华箍督教会之岗果》，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摹臀教会年鉴)1928年第lO

卷，第29页．
②AIlstin FuIt∞，砌_ml，暑毋励砌哼“口拓胁d彻d砌譬凸H—曲口耐枷i咖打加^纪一曲“，f口，彩知，妨D，p．5 1．

@庄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豁》1928年第lO卷，第53爽．

④卜iF翱：‘奉天东关长老会之近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产桀臀教会年罄》1924年第7卷。第137页。
⑤Alex锄d盯R．M∞k册zic，c兹“，曲硎d Mb咖船加^缸刀曲“，幻i口函八^秒。厂口跏^喀把，论磁p．38．
⑥Ibid．，p．37．
⑦Boyd Robcrt Hi鼯ins伽，吻，，，，I口妇巧胁^缸一曲Ⅳ，橱?朋孵跏，，，矿抽P优蚺尸坨￡匆”伦砌疗Pfo厅鲫^靠E，由刀口，t醪幻
一^彻n幽“砌，p．17．

⑥Ibid．，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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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目的的确达剑了，渐渐开始有基督徒学生入学。①1875年为了同应沈啊I文人所谓的“基督敦

侵害孔子”的攻击，罗约翰义在沈刚开设了一所免费学校，该校仍以儒学为唯一教学内容，传

教十和传道人一般也不玄拜访，这住一定程度上为教会树立起好的名声。但罗约翰只将学校视

为实现传教目标的一种手段，，f术关注教育本身，三年后当学校j^!‘证了基督教信仰与儒学的兼

容性后就被关闭了。罗约翰认为它的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必要为了同样的目的继续开设或另外

开设。②此后米到尔北的传教十也人都有开办学校的经历，在这些学校中，除了儒家经典外，《圣

经》知识也要求学生学习。不过这些学校杂乱无章且不稳定，离开传教十的直接监管就会出现

混乱，事实上当地教会并没有把教育看成是关键和必要的I：作。锄早期教会的传教』I：作本身不

断需要人量的教会人力财力资源，儿乎没有盈余可以投入教育．1：作。回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tH=纪初，尔北的政治形势发生重人变化，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和

日俄战争带来屈辱，一次次地激发着国人的臼强之心，学习西方、发展教育成为众多有识之十

关注的重点。这时公立学校开始兴起，1911年以后出现办学高潮。然而很多基督徒对公立学校

侧目而视，唯恐进入其中的学生要被迫向孔子的牌位鞠躬，他们非常希望教会能够开设更多的

基督教学校，以避免这种麻烦。@教会也逐渐认识剑教育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推进教育进步。

种种冈素促成了尔北基督教教育开始跨越式发展局面的出现。各地的初级学校雨后春笋般地涌

现出来，沈刚、辽刚等地的中学也开始兴办，1903年东北长老会教会学校达54处，男女学生

691人。@此时教会学校师资力量缺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1897年东北爱尔兰K老会曾从通州

的教会人学引进一名理科毕业生从事教育．1：作，但那里提供的毕业生毕竟有限，而且他们的．1：

资很高，很明显这种做法解决不了教育问题。于是爱、苏两差会于1902年在沈圈l合办了一所高

等学校——文会。15院(M柚ch耐aalristi孤College)，该校设有文理两科高级课程，由传教十纪

礼备(W：H．Gill鹤pie)主持，1907年以前已经有58名学生在其中学习。⑦1898年两会义将早

期开设的初级神学进一步发展成为奉大神学院，由此东北基督教高等神学教育开始兴起。∞

1908年东北教会出现人奋兴运动，基督教教育也受剑积极的影响。1906年到1913年7年

间，教会学校数量从20所增加到220所，增幅10倍以上：学生数量从2022人增加到5239人，

翻了一倍还多；学校的开支也开始剧增，足见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具体情形见‘卜．表，人体可以

看出奋兴运动与教育发展之间的关联。

①John RDss，M￡，fD刀^和f^D出m^缸一c^“，缸，p．1 47．

②Ibid．，pp．153-155．
③D．MacGilli啪y’一＆一眦秒可尸胁船枷f胁醛觚加国泐Ⅳ即7~，9D劢p．2 l 7．

(D Ibid．，p．226．

⑤Ibid．，p．217．
⑥Ii正翱：‘关东三省教会史略》，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幕督教会年箍》1915年第2卷，第97页。

⑦D．MacGillj啪y'爿＆丹m，)，可胁f甜幻刖M站胁时胁劭拥口Ⅳ即7~，90矽，p．226．
⑧满洲堆督教联合会编：‘满洲攮督教年鉴》，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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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1908年东北教会奋兴运动前后教育统计

年份 1906 1907 1908 19(}9 1910 19ll 1912 1913

男子学校 9 2 2 17l 163 149 132 139

女子学校 ll 16 20 93 86 86 81 81

学校男生 1415 1919 2573 3l 17 3160 3052 2606 3122

学校女生 607 926 1326 1710 1742 1748 1705 2117

学校支出 4415 3960 4662 3406 3004 5937 6978 8089

资料)k源：“Report fr伽Three Den∞jn8tional Group，如nchuria”，劢P劲，加所船，鲫陷ar肋础，

1915。p．245．)e中1907年和1908年教会男了学校数‘j前后年份相差悬殊，疑台议，待考。

1914年一战爆发，教会学校在资金上略受影响，但发展速度并朱减慢。除了1912年司督

阁建立的奉天医学院(Moulcd饥Mcdical Collegc)外，师范学校、实业学校、特殊学校等不同

类型的教会学校开始兴起，教会中小学数域和学生数量也一直处于增K状态。根据中华续行委

办会调查特委会的统计，二十年代初东二省教会初级小学有223所，学生达6185人。学校分布

不均匀，辽固1(苏长老会)、新民(爱&老会)两处教会小学最多，至少有75个布道区尚未设

立教会初级小学。沈阳的教会初级小学人数只有该省基督教团体总人数的l／6，吉林省的比例

更小。辽宁省的初级小学约f’i东三省总数的4俗。东三省教会高级小学有39所，分设立于22

处，包括女子小学16所。教会小学学生中男生59％。苏长老会中男女小学生人数人致相当。

爱长老会和丹信义会中男女小学生比例3：2。东三省每100名受餐信徒平均有小学学生．34．5

人。①此时东北有教会中学16所，其中辽‘j。省13所，吉林省3所。@这些中学中有3所是女子

中学，分别建立于人孤山、新吣和沈暇l。中学中男生lJi 97％，初级小学升学率为14％。固同时

期东北教会教育情况列表如r，可资参考。

①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泳备、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誊业统计》，第
515页。

②关于东北教会中学的几个统计数’#有待考证．跟据关东人会第七次会议统计，1914年以前东北教会中学总

数为22所，其中男校14所，女校8所；瓶据东北长老会差会统计，1922年东北教会中学总数为19所，其

中男校ll所，女校8所。这两份统计数：乒’J‘中华归主》f：的统计自．较人差距，尤j￡足1922年羞会的统

计．时问，’；『其相去小远，数7却相差很大。参考1940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修的‘满洲基督教年鉴》附录

内容，大体可以判断‘中华归主》的这组数。≯自．问题，闪为资料娃示那时的女了中学多于3所。但是目前

还难以下定论。岗为近代东北新教教会中学除r新创办的外，还自．一些足从旧制中学和传道讲习班演化l酊

来的，在过渡时期小问的统计使用的标准a，能不I司，‘中华归主》或许朱将某类学校归属到中学中，当然足

否为统计遗漏也朱町知。东北教会的中学数也足个变动的数值，小学歹}级为中学、师范演变成中学或中学

蜕化成小学的情况并4i乏见，町能隔一曲年变化就很人，目前仍需蟹翔实的史料对此进行详细的考证。参

见‘关东幕督教长老大会第七次纪录摘略》，中华续行委办会：<中牛基督教会年糁》1914年第l卷，第153

。诞；^删喃P曲Dn’孙mHgh EorthqHnk懒耐n耐Fi诧chrch n耐Mission in M口nchurin i867一j950．p3so．

③中华续行委办会调台特委会编，蔡诛备、义庸、杨埘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一中国堆臀教争业统汁》。第
516页。

129



博士学位论文

DOCTORAL DISSERTATION

表3．8东北三省基督教实力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

信宗 监宗 长宗 余会

宣教会 总数 丹信义 监理会 爱艮老 苏长老 复临安 男青年 女青年

A 厶 厶
息

厶 厶
“ 厶 厶 厶． 厶

初级小学校 223 29 6 87 99 l l

高级小学校 39 ll 15 12 l

中学校 16 3 6 6 l

初级小学校男生 3584 793 115 1224 139l 4 57

初级小学校女生 260l 447 45 726 1373 8

初小学生总数 6185 1242 160 1950 27“ 12 57

高级小学男生 585 142 180 159 124

高级小学女生 308 49 132 127

高小学生总数 893 19l 132 127

中学男生 507 39 86 262 120

中学女生 14 14

中学学生总数 52l 39 100 262 170

中学以卜．学生数 7599 1472 160 2362 3797 12 30l

小学男生比例 59％ 65％ 72％ 62％ 50％ 33％ 100％

中学男生比例 97％ 100％ 86％ lOO％ 100％

初小学生升学率 14％ 15％ 16％ 10％

资料来源：中华续行委办会调台特委会编，蔡苏备、文庸、杨刷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一中国肇督教事

业统计》，第517页。

东北教会学校中的学生在早期人多来白基督徒家庭，到了二十年代非信徒家庭的学生则成

为主流。据东三省教育会的报告，1928年前后尔北教会小学有学生6262人，来自基督徒家庭

的只有1213人，占总数的19．53％。教会学校中的教师则以基督徒为主，同时期教会学校有教

师382人，其中信徒达305人，占总数的79．84％。∞这些数字反映出教会的一种价值取向。信

徒子弟数量有限，教会不得不吸引人批非信徒家庭子女入学，以保证教育的发展。但是教会却

可以选择教师，希望通过基督徒教师来引导学生信仰基督教。教师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具有

师范、高中和人学以上学历者达194人，超过了总数的一’怍。⑦

①庄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桀督教会年鉴》1928年第’lO卷，第52页。

②同．1：，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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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管理与教育策略

早期东北教会教育并无统一的规制，绝人多数学校都为各著会自办。随着爱、苏K老会联

合的日益紧密，东北长老会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在办学制度和风格上多有相似之处．，遇

到考试等问题人多互相借鉴，1916年丹麦信义会也派人协商统一考试及立案等问题。①三人教

派还联合开办了文会15院、神学院和医学院，较甲地实现了师资、资金、设备等资源的共享。

同时在日常事务上互相协商，积累了很多合作管理的经验。

及至1922年，在上海的教会机构的建议下，基督教关东人会决定成立一个东二省基督教教

育会，专职处理各种教育事务。圆具体组织法为：苏格兰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丹麦差会、

关东人会代表、信义人会各派出代表2人。教职员联合会派出代表4人，特约会员数人，中西

干事2人。其职权在丁管理和指导东三省基督教教育进行事宜，每年办理中小学校教员讲习会，

并主持统一考试等。与教育会相衔接，各教区设立教育董事会，管理该教区的教会学校。各校

校长须以华人充任，学校董事会人员应以华人居人．半。⑨教育会的参与者都是资深的专家，如

教育会的外国干事为传教+方德立(J．w．Findly)。曾任神学院院长之职。这些专家集体制定合

理的教育措施，共同学握教育财政，努力将教会学校提高剑一个新的水平。④教育会关于校董

会的举措得到了有力的实施，1828年以前有校董会的学校已经达到85所。@

就教会学校与政府教育政策的关系问题，各筹会都予以认真对待。清末清政府实行教育改

革，1904年1月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数年间尔北地区的教育体系人体是

按照这一学制建立起来的。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多次进行学制改革，其方针政策对东北教

育有很火的影响。东三省原来的劝学所均改为教育司、教育厅或教育局，并派遣专门的视学员

到各地视察学务的进展情况。@奉系军阀把持东北政权以后，张作霖父子很重视教育，当并没

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一套教育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沿用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

的政策和法令。④冈此北京政府的教育举措一直以来对东北教育有着较深的影响。对于政府的

教育措旅，东北教会一般持合作和配合的态度。在癸卵学制颁布后不久，东北教会就讨论了教

会与政府教育计划的关系问题，最后都认为教会教育与政府教育有共同点，应该采取和睦相处

的态度，决议要求各地教会学校完全采用政府计划，然后加上‘圣经》课程。固K初东北教育

的资金来源仍沿Hj晚清时期的办法，政府除拨款外，还拨出学田以对学校进行长期资助。这一

办法也被教会学校所效仿，1914年关东人会就提出了筹备学田和特别款资助教育的决策。鸯

①庄振声：‘关东东北部长老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肇督教会年鉴'1916年第3卷，续24页．
②Austin FuItoIl，砌_rD嘶砌玎^叮姗b晰一d硎d砌西“彤^口删胁￡，fD—m胁一曲“砌，笳卜，好D'口．59．
③庄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摹管教会年答》1928年第10器，第53页．

④ “R∞∞t D“elopm∞ts in Chin麟Church“危”，砀e C^蛔胁站如月括口，凰，o詹。1924，p．125．．
⑤庄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皋督教会年罄》1928年第10卷，第52页．

⑥王鸿宾、向南、孙孝思主编：‘东北教育通史》，沈阳：辽宁教育j{：版社1992年，第367页．
⑦同．1：，第372页。

@J帅髓w曲s帆‘‘Sidclights矗伽M卸churia竹，77IP c^m矗掰砌口胁r，VoI．37，No．1 0(0ct．1 906)，p．586．

@‘关东基督教跃老人会第七次纪录摘略》，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桀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l卷。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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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前后，关尔人会亦开始考虑教会学校立案的问题。虽然尔北的教会学校较早就在标

准课程和统一考试方面与公立学校人致保持一致，一些地方的学校也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和资

助。但是如果没有剑政府部I’J立案平¨注册，教会学校的发展就得不剑保障。不但冈此会与政府

视学员及公立学校发生摩擦，而且其毕业文凭无法得剑政府和社会的承认。m故在1916年关尔

人会提出立案问题的办法：(1)请中华教育会与教育部商定立案准则。(2)与本省教育主任订

立小学暂行办法。(3)教会小学可以立案。(4)请传教十协会商议人学、中学、师范立案事宦。

另定教育委办会纲要五则，分别为“总干事之职任”、“学区与总董之设置”、“视学员之规定”、

“教员之养成”、“学校之承认”。②根据人会最终的决定，各教会学校纷纷剑政府部I’J立案，不

仅仅是小学，人、中学和师范院校也成功地通过立案，作为私立学校纳入剑东北教育体系中。@

1925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号公告，统一执行“外人捐款设立学校请求

认可办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固这一法令在中国基督教界

引起强烈反响，教会中中方人十对此赞同者居多，而多数传教十并不愿在这种条件+卜．中请注册。

@在这个问题上东北传教十表现得异常开明，人部分人认为注册立案是很合理且可以接受的。

传教协会在提交母国差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对教会学校所谓“传教、外国文化侵略和使

人们失去独立K族资格的指控在很人程度上具有正当性”，“中国政府有权利坚持教育根本上不

是用于传教、信仰或其它方面的j1：具。”母国差会要求协会确定中国政府是否可以适当考虑教学

校的特殊性，在事实上允许信仰教育的自由。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东北传教十早就发现当

地的措施实际上并没有规定的那么严格，他们曾尝试在一些学校中作了信仰教育方面的安排，

已经取得了很人的成功，他们相信新的要求不会干涉到白愿信仰方面的课程。传教+支持立案

的前提也正是“被他们认为是基本的信仰教育和信仰实践可以完全自由地实施”。当然这种局面

能够持续多久尚难预料，传教士只能期望蒋介石建立起国民党政权后形势能够有所好转。够当

然而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政策并无太人变化，而是继续推进立案改革，1927年以后中国多数教会

大学均已立案。东北地区在张学良该旗易帜后也开始贯彻国比政府的相关法令，要求私立学校

必须注册，校长要由中国人担任，毕业和升学必须经过政府的统一考试。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儿

①A．weir，“M卸churia”，乃P CJI加口肘沁fD疗括口r占DD屯1917，p．277．

②庄振声：‘关东东北部长老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幕督教会年答》1916年第3卷，续23页。

③奉天医学院和沈阳文会书院分别枉1917年和1919年就已诳案，j￡它中小学口案时间符／1i相同。参见‘符

公会及团体教育事业之发展》，满洲接臀教联含会编：《满洲堆督教年攀》，第223—249页。

④公告主要内容如下：“(1)凡外人捐资设证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备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青，得依

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町。(2)学校名称l：心冠以私诳‘，样。(3)

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K=．即为请求认町时之代表人。(4)

学校设有肇事会肯，中国人心占莆事名额之过半数。(5)学校小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6)学校课程，须

遵照部定标准，小得以宗教科日列入必修课。”参见‘政府公报》第3459哆(1925年11月20 II)，朱自．搬、

商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l：海：华东师范人学}{；版社1993年，第748页。

⑤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困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一1927)》，l：海：．1：海人民i{：版杜2000年，
第38l页。

⑥Proctor J．H．'‘mle R唧on踺of sconish Missi∞枷髓to Politi∞l C∞diti∞s in M锄ch丽8'1 872·1950”，^佑咖一
跏d泌。vol-16·2，32，1999，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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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

(三)办学水准及教育特色

1．多样化的办学内容

近代东北的教会学校有多种类型。神学方面有二公会合办的奉天神学院，此为尔北神学教

育的最高机构。后发展成尔北神学院。医学教育有司督阁创立的奉天医学院成立，这是近代尔

北地区最早的高等医疗教育机构，办学水平很高，在中国医疗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教会

的师范教育也开始兴起。近代尔北地区并无教会开办的高等师范学院，但很多中学都开办了师

范班，也曾出现过专门的师范学校。如1912年长春的教会学校萃文女子中学就开设过师范班，

1915年并入沈冈1坤光女校，合并建成沈刚坤光女子师范学校。@为了提高信徒的生活水平，增

强教会的自养能力。实业学校收到关注。1914年爱、苏长老会和中国教会联合在沈阿1开办了一

个实业学校，得到母国著会和中国信徒的人力支持，该年中国教会为实业学校捐款达10000墨

两哥元。圆该校以木，I：为主，学制三年。丹麦信义会也为开办了一个男孩子果树园艺技术培训

班，以及一个教授妇女针线活计的学校。@此时的教会特殊教育也有所发展，早在1902年英国

圣经公会即在沈阿l建立盲人女校重明女塾，1914年收到比国总统的关注，并从总统那里得到300

元的捐助。回东北地区数量最多的中小学则无须赘述，除此幼儿园作为教会小学的附设龋也多

有开办。近代东北新教最具代表性的学校列表如下，可资参考。

衰3-9近代东北教会代表性学校一览表

类别 学校名称 所属教会 开始地点 草创年代 定名年代

文会高级中学 长老会、信义会合办 沈暇1 1902 1924

坤光女子两级中学 苏格兰K老会 沈隔f 19ll 1936

文华初级中学 苏格兰长老会 沈目1 1915 1915

文德初级中学 苏格兰K老会 辽盈l 1898 1913

育才女子初级中学 苏格兰长老会 辽同J 1895 1910

文光女子初级中学 苏格兰长老会 开原 190l 192l

中学校 文光中学 爱、苏长老会 吉林 192l 1923

萃文女子中学 爱尔兰长老会 长春 1907 1915

崇实女子初级中学 爱尔兰K老会 新氏 1905 1924

文会初级中学 爱尔兰长老会 新氏 1904 1906

育贤初级中学 爱尔兰长老会 锦州 1895 1907

①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摹臀教年-鉴》．第238页

②“R印矾劬m 111毗D朗ominationaI Gm叩。M鲫churia”．砌P a砌口胁姆如疗‰_r肋。七，1915．p．222．
③A．weir，“M卸chu—a”，劢P国胁aM嚣fD一‰r肋础，1917，p．272．
④F．w．S．0’NeilI’“M锄churiain 1914”，77IF凸加伽JR鲫-砘，’V01．45，No．1(Jan．191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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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一初级中学 爱尔兰长老会 北镇 1912 1912

崇德初级中学 爱尔兰长老会 法库 1894 1912

崇止女子学校 丹麦信义会 人孤山 1902 1912

培真初级中学 不详 营口 1932 1935

奉天神学院 K老会、信义会合办 沈冈I 1895 1898

安尔基督教信义神 丹麦信义会 丹尔 1919 1938

学院

神学校 风城女子圣经学校 丹麦信义会 风凰城 1924 1924

营口圣经学院 爱尔兰长老会 营口 1929 1930

吉林妇女学道馆 爱尔兰K老会 占林 1920 1920

吉林神学院 朝鲜基督教会 吉林 1936 1937

长春学道馆 长老会(爱、苏不详) &春 1915 1915

四平经学院 朝鲜监理会 四平 不详 不详

龙井圣经学院 加拿人长老会 龙井 1913 1917

北满圣经学院 哈尔滨两门脸中华 哈尔滨 1927 1933

基督教会

医学校 奉大医科人学 长老会、信义会合办 沈阡I 1912 1912

特殊学 臀目重名女学 K老会、信义会合办 沈阿1 1902 1902

校

说明：本表根据‘满洲摹督教年鉴》第223—249页的<备公会及团体教育事业之发展》整理由成，同时参

考了．‘吉林省忠·宗教忠》、‘辽宁省忐·宗教．占》和<黑尼江省，占·宗教志》的相关内容．由于史料有限，．A

都局限于中文资料，其中讹误之处在所难免，仍需要用更为翔实町靠的史料进一步考证。此外还自．几点说明：

第一，部分学校名称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表中取最为通用的提法。第一二，学校的级别和性质也有变化．如坤

光女子两级中学1911年初创时为女予帅范，后米增设中学班，1936年停办师范；文会高级中学前身为文会书

院，后增设中学班，1924年人学部停办。第三，表中分列flI草创年代和定名年代两栏。前者为该学校初创的年

代，这时可能只足这所学校的前身。如教会中学的前身町能足小学或学道班；而后者则足学校确定名称或完伞

成形的年代。若小同资料J：时间出现小统一，则以1938年出版的‘满洲基督教年鉴》为准，但以后还须考订．

第四，学校町能还附设其它教育内容。如崇正女了学校除中学外，还包含师范和小学班。不只足单纯的中学教

育；)t它学校很多也附设小学或幼儿阔。第五，奉表为小完伞统计，冈小学数置太多。暂朱列入；中学足畲有

遗漏也仍需考证，冈为有螋中学町能开办后又停办，自-些则仅仅有中学班，具体细节仍需更多史料进行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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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质量的教学水平

近代尔北新教的教育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奉天神学院有罗约翰、英雅各、傅多玛、魏雅各、文安德、柏基根(T．M．Bal【盯)

等知名传教十任教，入学者为参加传教I：作至少5年、年龄在45岁以下、通过20门考试中的

18门的传道人，他们经过4年的严格训练才能毕业，毕业者人都成为东北教会的骨干力量。①奉

天医学院拥有一流的设备和师资力颦，学生要通过5～7年的理论和实践学习才能毕业，其质颦

不但为东北地方社会所称道，而且得到爱+J‘堡火学的认可。②至于教会中小学，由于数量众多，

层次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有些偏远小校由r种种条件限制实力也有限，不过在经济较好地区的

学校仍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在此仅以沈冈{文会中学为例加以说明。

文会中学的前身为文会。15院，是东北长老会和信义会联合创建于1902年的院校，其目标是

培养教会青年研究西方文化，使教会适应时代潮流。开始的时候设立初级部和中级部，后逐渐

转向高级教育，1908年以后的讲授科目包括‘圣经》研究、数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学、

哲学、历史、地理、英语等，教师包括3个欧洲教授和4个中国助手，有时也会到神学院借调

教授来任教。母学校生源以基督徒为首选，也不排斥公立学校毕业的申请者，但筛选比较严格，

1913年各地中学投考人数84人，入选者不到一半。@早期学校非常重视基督教教育，学生在二

年级结束的时候要暂时中断学业剑基督教中学：I：作一年，毕业生也人都到教会中j。r作。@文会

书院得到了东北官方的支持，该校新校园地基8英亩，地方政府以半价卖给教会三分之二，其

余部分以20年的租期租给教会。1910年包括学生宿舍和两座教学楼在内的学校主体建筑建成，

总督锡良、教育官员和其他的高官都参加开放仪式。@

1919年文会书院曾设中学并在省教育厅立案，1924年由丁学制改革，文会传院停办大学部，

改为高级中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此时的文会中学已经相当完善，具备了很强的办学实力。

设施设备方面，学校备有图}5馆和阅览室，学生可以随时看到‘火公报》、‘盛京时报》等通行

的报刊杂志。o学校化学实验室设备齐全，试验时每位学生都可以分到一份仪器和药品，生物

实验室中放人千倍的显微镜也人手一台。@其它设施如宿舍、盥洗室、球场、配电房、暖水管

等一应俱全。师资力量方面，1928年教师有晚清举人、齐鲁火学和燕京人学的毕业生，还有二

位外籍教师。他们或者精通数理科学，或者熟谙文史经典，教学水平很高。@另外外籍教师的

∞D蕊d1．砜洳e她on．C埘Mtssion tn Mnnchurio：Missio惦qft}le United F他e chrch ofscotla稚。p．、、s．
②F．w．S．O’NcilI，“111c Church ofChri砒in Manch嘶a”，劢e a切口枷船胁疗炀，肋D七．1936-37，p．142．
@D褥、e、弋．Rd豫n驰n。Our Mi鼹ton tn Mnnchurin：Missio略ofthe Unned F佗c c}Iurch ofScotk订。9．、、3．
④下正翱：‘东三省教会现今人概情形》，中乍续行委办会：‘中华摹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l卷，第38页．
@D嘁d1．R‘炯吼s帆．0盯M诬sion in Mnnchu^n：Missio憾ofthe United F他e chrch ofscotl口，Id。p．、14．
@“M柚ch嘶a Chrjsti绷CoIlege，M伽kd朗”，刀IP c^拥黜胎∞砘，'V01．42，No．5(May l 9 l 1)，p．309．

⑦徐备芬：‘l口I忆母校——沈阳义会中学》，辽宁义史资料委员会编：‘“九一八”前学校忆顾》，沈阳：辽宁人
民{I{版社1991年，第194页。该文为文会中学毕业生徐春芬I叫忆录，朱必完全精确，但时问、人物、事件

等相对客观的内容误差应该／fi会太人．

⑧瞰I：，第195页．
@m}：，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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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也从事教学，一般是教授英文和地理。教学课程通常采Hj通行的课本，而国文课则随教师

的兴趣而变化，如老举人刘麟阁采刚占人本，要求学生作文言文，而孙伯蔚则采川白话文本，

要求学生写白话文。教学语言中州合璧，中英文兼而有之，考试时候用中文、英文或中英文参

照都可以。这些都反映出文会中学兼容并包的特色。∞班级没有班主任，也没有Ii．il定教师，课

程安排随时通告。学生每学期期考一次，学年考试一次，五科不及格留级，二科不及格准予补

考，再不及格则勒令退学或留级。由丁．执行很严格，每班学生逐渐减少，从中义可看到高等教

育的影子。圆此外，学校统一安排晚自习、体育活动、文艺活动等，学校秩序井然有序，校风

也非常好。文会中学的毕业生或者剑各地教会中学教{5、或剑教会机构服务、或到洋行里面做

事，也有很多升入国内人学和出国留学的，在社会上有着极佳的口碑。

当然，并非所有的教会学校都能达剑文会中学这样的水平，很多学校可能层次相对较低，

但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有限的经济支持下。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已经不易了。

3．特色鲜明的女子教育

近代尔北新教教育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关注点，那就是女子教育。从表3．9列出的学校看，

东北教会具有代表性的15所中学中，有6所是女子学校；儿所神学学校中女校有2所，特殊的

盲人学校也是为女性开办的；教会小学中的女校也非常瞥遍。另外奉天神学院、医学院等院校

后来都开始招收女生，并不是单纯的男子学校。这些都反映出东北教会对女子教育还是比较关

注的。

东北新教的女子教育由来已久。1869年在爱尔兰传教+很德进入尔北后不久，他就已开始

尝试开办一所女子学校，他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剑一个识字的妇女担任教师，并劝告家长把家中

的女孩子送到学校。⑨但是好景不长，开办的学校很快关闭了，冈为教师人多不称职，学生也

与教师一样无法令人满意，很少有女孩子能够在学校里待上三个月的，许多只有儿个星期。④女

传教七的到来对教会女子教育的发展意义重人。1882年苏格兰长老会的女传教十帕瑞蒂小姐开

始着手创办女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儿个家长认识剑女子教育的价值。开始是免费教育，

后来要求父母为孩子提供农服，再后来筹会儿乎不必为教师和学校提供什么太多资助了。女子

学校有女传教十管理，其质量得到教会和教外人+的认可，很多女孩子加入。@在海城，马钦

泰丈人很早就已编织起一张教育网路，其中的女性受益匪浅。在辽冈I、沈冈f、开源等地，女子

学校、阅读班、女传道训练机构也都很好地开展起来，进一步影响到妇女的家庭。姆、从1899年

开始爱尔兰长老会的女差会(Z％锄a Mission)的女传教十也来到尔北，她们主要从事训练女传

①同．1：，第196页．

②同七，第197页。

囤B吣d Rd赋t H、髓洳蝴。Wa铲mnke髂tn Mnncbrin：the slo曙西lhe lrish P他sbylerinn Pioneer M话sionnries to

^Z口一c^“，。胁，p．73．
④Ibid．，p．91．

⑤D柚icl T．Robcn∞n，伪r胁龉泐伽^，口一曲“砌?^触如肘∥f^P洳删，胁凸“砌矿勋砌碱p．132．
⑥J．MiIl盯Graham，￡细矿胁P肋删盯D，s胁￡动括D疗伪P^，口一c^“砌M船fo月，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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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指导女性信徒、开展女性医疗等I：作，女子学校也是其，l：作的重点，很多传教站都建立

了女校。④

进入新ttc纪以后，东北的女子教育有了更好的发展。1902年在英国圣经公会德儒博大人

(M心．R．T．Tllrl眵)的倡导下。沈豫l瞽日重名女学建立，这是一所由K老会、信义会和中国教

会合办特殊女子学校。重明女学教授学生盲文，开设国语、政治、自然、历史、音乐、体育等

课样和编制、缝纫、烹饪、夯经等课程，学制6年。学生毕业后若愿意留校者，可以在学校终

身jl：作。学校经费人部分来自差会和中国信徒捐赠，另有约二分之一来自学生日常编织品出售

所得。学生无须缴纳学杂费，贫凼学生的农食也由学校承担。可见该校带有慈善和福利性质。国

与此同时，丹麦信义会女传教十聂乐信也在同一年开办了人孤山女子学校。这所学校与重

明女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该校很．甲．就开展了实业教育，如刺绣、制花边甾．I：作，这些制晶铍

售往国外，其资金补贴学校开支。1929年前后人约有160个女孩子接受实业教育，她们中许多

人通过半：l：半读养活自己。学校还组织三十多个妇女做刺绣、缝纫、洗农服、编织、养蚕等!I：

作，并为她们及其孩子提供住处。这些人或者是寡妇，或者她们的丈大吸食鸦片或遭到丈大的

遗弃，在这里得剑了学校的供养。学校另设有保尔森(Astrid Pauls∞)小姐主持的寄宿学校，

火约有100个女孩子在师范、中学和低级班学习。同时聂乐信小姐义将幼儿园教育引进学校，

并为培养幼几园教师开设两年的课程。该校得到了政府学校学监的有力支持．资金也相对充足，

故发展十分迅速。1929年前后已经有八个场地房产两白．余间，其中一栋建筑是两层的小楼，包

括一个可以容纳四百人的会议人厅。学生总数超过四百余人，另有许多一J：作者在此jl：作。@除

了人孤山学校外，聂乐信小姐义开始了一些乡村学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好评。1923年

在她来华25周年的庆典上，政府当局授予她“慈爱可风”的匾额，对其做出的贡献予以高度的

评价。固

东北教会女子教育发展较快，可能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在尔北这个移比社会中男尊女卑

的观念或许没有内地那么强烈。@当然可能其中有更为复杂的未知的冈素。另外，女子教育也

并非完全尽如人意，虽然女子学校数譬很多，但女生总数比其男生米仍相对较少，1922年前后

小学女生比例占学生总数的4l％，到中学的时候则只11i 3％，可见能够接受较高程度教育的女

生仍为少数。回这也是整个社会综合冈素作用的结果，不是教会本身力鼙可以改变的。

@D．M觚G孙嘲，A c蹦tl‘口彰pmtestom Missio船讯chind《|807～|907)。pZ玛．

②参见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堆督教年箍》，第149·150灭；iIi_林省地方．占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吉

林省志·宗教志’，第229页．
③“cIIristi如Edu叫i咖衙Girls in M锄chu—a竹，7№am删肋c口戚玑voI．59．No．3(M毗1929)，p．192．
④lbid．，p．193．

。

⑤目前这种看法还小能得到完伞暂定，但矗i自．关东北綦督教的再类史料中，的确很难见到沿海和内地教会常

见的宗族、信仰或习俗等问题导致的文化冲突。在女信徒方面，也几乎朱涉及到缠足、章养媳等内地教会

常见的问题，町能这些现象确；东北地区比较少，根本小构成问题。进一步推测这或许。j移民义化和东北奉
地文化古关。当然这些还有待于发掘更为翔实的史料束说明f’UJ题。

⑥参见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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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北教会医疗体系的完善

(一)东北教会的医疗体系

有关近代中国尔北教会医疗事业的早期历史在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论述。我们知道，近代

东北新教的医疗事业相对发达。以爱尔兰长老会为例，早期的传教七平均两人中就有一个是医

生，日俄战争之后人约三分之一的传教+是医学专业出身的。爱K老会曾在东北各地故立很多

医院和诊所，早期至少有二十万人剑教会医疗机构中就医。①在医疗问题上，苏格兰长老会所

做的l：作决不比爱尔兰长老会逊色，以司督阁、吴阿礼等为代表的医疗传教十不但建立起一流

的教会医院，而且在培养中国医生方面先行一步，著名的奉大医学院就是司督阁牵头建立的。

除了普通的医疗活动外，尔北医疗传教十还多次参与了天灾人祸的救助jI：作。为东北人K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

辛亥革命以后东北新教医院数量进一步增加，规模也扩人了很多。二十年代初东北共有教

会医院25所，包括男医院4所，女医院9所，综合医院12所。其中苏长老会13所，爱长老会

9所，丹信义会2所，朝鲜基督教徒在人道沟l所。三人筹会在沈阳有联合资助的奉天医学院。

东北全境共有外国医生31人，其中女医生占l／3；另有外国护士3人、中国医生13人、中国

护士14人协助共同管理务教会医院。东北三省只有8个传教士驻地没有教会医药设施，除了吉

林少数地区外，医院分布比较均匀。除了人孤山和榆树两处外，其他设有教会中学的地方均有

教会医院。全东北每百万人中外国医生的平均数为1．5人，其中苏K老会3．7人，丹信义会1．3

人，爱长老会1．1人。全东北每白．万人口中医院病床的平均数为48张，其中苏长老会96人，

爱长老会47人，丹信义会37人。铆以卜．为东二省医务统计表，可资参考。

表3．10东北三省基督教势力范围中之教会医务表

医院 药房 男病 女病 每年 护十 肄业 每外 每外

宣教会 (不 床 床 住院 学校 护+ 国医 国护

含医 病人 生负 士负

院内 数 责病 责病

药房) 床平 床平

均数 均数

总数 25 3 537 423 5217 2 ll 31 320

信宗 丹路德会 2 3 73 46 1186 34 40

监宗 美监理会

长宗 爱长老会 9 l“ 177 1577 2 1l 43

①D：MacGiIlivray，彳C锄m，)，Q胛，D舫，口小M豁fD昭抽劭胁口Ⅳ舳7~，如力，p．326．
②中华续行委办会调A特委会编，蔡泳奋、义庸、杨刷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一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第

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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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K=老会 13 300 200 2454 26

余会 复临安息

朝鲜教会 l

资料来源：中牛续行委办会调台特委会编，蔡泳备、文庸、杨蒯怀、段琦译：‘中牛归生一中国桀督教事

业统计》，第52l页。此为-二|f．年代初的统计，但苏长老会的数据为1917年以前的，je中还包含丫’Jj￡它差会

联合丁作的数据。

从表中可以看出，长老会的医疗事业在东北教会医疗体系中『1i有绝对优势．医院中的84％

都是长老会开办的。这与长老会教派规模和实力基本成正比。东北的教会医院人都开办于十九

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间，此后医院人体在这个基础上兴衰变化。以下为近代东北长老

会系统开办的医院，亦可提供佐证。

表3．1l东北基督教长老会历年所属于医院一览表

医院名称 地址 建立年代 床位

盛京施医院 沈阳 1884 360

{．：母医院 辽R1 1886 110

普济医院 营口 1896 60

t：爱医院 开原 1896 80

普爱医院 新比 190l 35

北镇施医院 北镇 1905 30

妇婴医院 锦县 1905 30

基督教女医院 法库 1906 35

高人大医院 吉林 1908 120

呼兰医院 呼兰 1910 60

铁岭施医院 铁法 1915 60

海龙施医院 海龙 1918 65

阿城医院 阿城 1920 40

爱t：医院 沈吼I 1933 l

资料_)I∈源：辽宁省地方忠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忠·宗教．厶》，第225～226页．

与东北教会教育一样，教会医疗系统也比较关注女性。表3．10的数据反映出男女病床数鼙

差别并不悬殊。而从医院数簧来看，男医院有4所．女医院有9所。后者超过了前者：12所综

合医院医院义是男女兼治的。实际上教会很早就开始了针对女性病人的医疗：J：作。此：J：作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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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女性传教十承担。1896年司督I’割的医院已经开展了女性医疗活动，司督阁和炅阿礼的妻子都

曾专门负责过这一．I：作。①此前女病人都在男子医院治疗，此后女医生开始设立女子医院专职

为女性病人服务，这样的医院在辽翻I、沈刚、开原、阿什河、n乎兰、铁岭等地都有开办。女医

生主持的产科尤其得剑当地妇女的欢迎，沈豫l的女医生还开办了一年一度的产科培训班，训练

来自外部传教站的合适的妇女，她们获得资格返闸家乡后就可以在本地从事这样的l：作。够这

些医疗活动对尔北女性具有很人的价值。

就尔北教会医院的性质而言，它们仍属丁．一种福利性质，并不以牟利为目的。人多数医院

臼开办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开展的都是免费医疗，故此需要人量的资金，其主要的资金仍米源丁．

西方差会，这使得医疗系统成为尔北教会各种事业中对西方著会依赖性最强的机构，在本十化

道路上进展得也较为缓慢。同时医院受西方筹会经济实力变化的影响较人，如第一次世界人战

期间东北教会医院就遭遇到经济凼难，人力上也显得不足。1928年前后教会为了维持医院的收

支平衡，开始向病人收费，这才保证了医院的止常运行，但病人中的望教者数量有所下降。鼬

东北教会医疗事业K期以米都隶属丁．著会本部，直到二十年代才由关东人会直辖，并订立

如下医务董事章程：(1)由人会设立医务委办会督理二省各教区医院事业，其职员由人会委托，

委办数量中两各半，其职责是提倡和调度医药事业，为人会支配医院职员、创设新事业充当顾

问。(2)每一医院当隶属一医务董事会，该董事会能代表本地教会和本地中国社会。(3)组织

医务董事会，由医务委办会委派两人，当地教会或教会团体指派代表两人，院长一人，医院公

职人员一人，特约会员二人。(4)职务为维持及发展医院事一l：，使其实践筹会行医的本旨，即

宣传福音、治疗疾病、减除痛苦，尤当注重贫苦民众，并襄助在基督化中；训练中国医生护七

传播卫生知识，筹划医院经费，预算每年开支，向人会提交报告。④这一章程使东北教会医疗

事业有了统一的领导，从而更为有序化，也为其增添了更多的本十化的冈素。但是由丁在资金

方面对两方筹会的严重依赖，这一时期东北教会医院的西方化色彩仍相当浓重。

东北的教会医疗事业同时也兼具了慈善救济的功能，在多次火荒救济中教会医院jI：作者发

挥了很人的作用。东北教会的育婴堂数量较少，一般也都挂靠在医院卜．面，如沈同1苏长老会妇

女医院就附设有专门收养弃婴的婴儿院。@陋俗改良运动也与医疗有关，如1916年前后传教十

纪礼备就曾与人联合在长春J‘滋博医生的医院中开办戒毒所，数日内戒毒一百二十余人。嘞可

见在东北医疗与慈善往往有着更为紧密的结合，这使得尔北的慈善事业晦而不彰。

(二)教会医学教育的完善

①D．MacGillivray’彳C钿，l|，)，矿Jp而舾细小M船协眦加劭细口Ⅳ加7~，9D矽，p．21 8．

②D锄icl T．Robert∞n，c枷M泌fD刀胁^彻疗c^“，胁j Mb如凇矽f^e￡加f^耐mP(油“砌拙f，口一吐p．1 08．

③“Lo训Repon on Christi锄M。dical work in 1928一，77lP c^拥口触船fD一，如，．口DDJI．1929，p．516．
④序振声：‘东北教会现状》，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幕督教会年箍》1928年第lO卷，第5l页。

⑤中华续行委办会调△特委会编，蔡袜奋、文庸、杨刷怀、段琦详：‘中华归主一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第
520页．

⑥文安德：‘关东两北部长老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l蓥》1916年第3卷，续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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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医疗传教+在开展医疗活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中国人的医学教育。司督I'矧来剑东

北后不久就开始培训中国助手，其最初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出一流的中国医疗人才。此后沈罔1的

医学开始了系统训练课程，几个修完课程的学生取得了内科和外科的从业资格。①女医生训练

方面，上文已经提到女医院曾开办过短期的产科培训班，到了二十年代初，这种培训班变得更

为系统，已经有了liIiI定的学制和章程，一般要完成三年的学习才能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②这

些医疗培训在培养中国医疗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看规模和层次都有限，很难

发挥较火的影响。东北教会医学教育成功的经典案例当属奉天医学院的创办。固

早在1899年会议就讨论过要建立医学院的事情。终冈当时方面条件不成熟而朱能如愿。但

是以司督阁为代表的医疗传教+从未放弃医学院的理想。1909年5月28日关东讨论了建院问

题，决议认为东北有建立医学院的必要，沈暇l是合适的地点。司督阁很快义取得了总督徐世吕

的支持，后者同意政府每年资助医学院3000两白银。回母国差会对医学院计划也比表示支持，

但差会不能给予任何财政支持，一切都要司督阁等人自己想法筹措。于是司督阁借1909~19lO

年网国的机会，在英国募集到4889英镑的资金。@1910~1911年的鼠疫加速了医学院建立的进

程，东北地方政府也愈加认识到培养中国医疗人才的重要性，对其也进行了扶持和资助。经过

认真的筹备，奉天医学院终于予1912年3月28日开办了。

奉天医学院位于小河沿北岸，院内设有礼堂、活动室、图书馆、宿舍等多座欧式楼房及宽

大的操场。环境幽雅，整洁美观。学院设施齐全，义物理实验室、生物研究室、化验室、标本

室、解剖室、陈列室等，各种仪器应有尽有。各室存有各类生物的标本，以供教学使用。人体

解剖也较早地开展了，在张作霖的支持F，获得用于解剖的尸体已经不是什么难题。@医学院

的师资力量也很强大，早期的教师人都是医疗传教士，除司督阁外还有杰克逊、莫尔和丹麦医

生安乐克(S嗍l A．Ell醐，ek)等人，1914年外国教师已经达到8人。④后来医学院毕业生中的

优秀人才则成为骨干教师，如眼科专家高文翰、肺科专家刘同伦、生物学专家秦跃庭、病理专家

刘沛林等。他们学有所长，医术精湛，每个人都能独挡一面。⑥当然外国教师在学院中仍f’i有很

大的比例，甚至剑了1940年日伪高压统治的时候，30名教师中两方教授仍有17人之多。@教师

①D．MacGilliv仡y，彳(■一m，)，0厂跏纪，m耐肘洳fo船拥劭拥日∥占口7~，如力，p．21 8．

②中华续行委办会调A特委会编，蔡泳春、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中华归生一中国摹督教事业统计》。第
520页．

③Amstin Fult∞在其著作中将奉天医学院的发展脉络进行J，详细的梳理，在此参考该文征0I其它史料进行补充

说明·参见“TheStoryofMoukd朋Mcdi酬CoIlcgc．’，Austin Fulton，强加略^妇，tl|l叮“口妇晰材彻dn甩伽—曲
口材Mb如一切肘翻曲“砌，砸乃，"D．pp．247-296．

④D柚icl T．Robens∞．0协肘t站fD一胁^彻^c^H一口?^佑siD凇D厂舭L胁md fke C^”秭D，．＆口ff口一破p．1l 6．

固觚st证f谢吼。强胤t醇Ean碡tlo沁wind 8nd R他Chu佗h ntld Misston诫和fa能}tu妇|867一|950、p’24s．
⑥【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I：睁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擎斯蒂》，第200负．

⑦1i正翱：‘东三省教会现今人概情形》，中o#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l卷，第38页。

⑥乔国祥：‘沈阳最早的医科学校——盛京医科人学》，辽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九一八”前学校忆顾》，第
19I页．

⑨满洲摹臀教联合会编：‘满洲皋督教年签》，第237贝。早期教师中的杰克逊尚未执教就4j鼠疫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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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一般讲完理论课后就要做实验，教授常常带着学生剑病房，让学生

做出诊断结论，也会安排学生参加解剖手术等临床操作，从而使学生所学的理论能够Hj丁．实际，

练就了熟练的技能。∞

医学院学生是来自尔北各地具有中学以上水平的学生，基督徒和1卜基督徒都有，虽无明文

规定，但在录取时基督徒被优先考虑。如1912年第一批申请者中有一半是1F信徒，但50名录

取者中非信徒只有12人。∞医学院最初的入学考试恰逢辛亥革命的动荡时期，受政局影响东北

各地270名中请考试者只有142人参加考试，最终录取50人。鲫学校学生总数一般维持在数十

人剑上白．人左后，如1914年有学生93人，其中甲级生43人，乙级生50人：㈤1916年有学生

104人，其中甲级生28人，乙级生36人，丙级生40人。@1924年医学院开始招收女生，第一

批4名女生开始接受医学训练。蛳学院学制常有变化，有五年制、入年制和七年制三种，其中

l一5期学生为五年制，6~1l期、2l~26期为八年制，12～20期为七年制，27～3l期并入中国医科

火学儿科系。七年制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冈为只有改为七年爱J‘堡人学医科人学才

能发给文凭，才能报考英国皇家医学院。⑦1917年春天，在教育委员会代表的监督卜．，第一批

学生参加了毕业考试，最终有20名学生得到省政府颁发的毕业证j{弓。同年6月30日，有教育

长官、部分军官、商会会K、各国领事、外国居比等三白．余人参加毕业典礼，奉天医学院优秀

的毕业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锄这批毕业生毕业得十分及时，因为“自欧战方兴，西十相

率从公国事，致各医院主诊乏人”，幸而医学院首批毕业生参与进来，保证了沈阿l施医院每天不

下三百人的就诊量。够另外，部分优秀的毕业生被派往英国留学，同国后人都成为中国医疗界

的高级人才。

医学院的管理机构是学院董事会，其成员由教学人员代表、沈隗1二差会的代表和几个中国

人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的比例不断增加。董事会主席多年来都是由驻沈9ll的中国领事

担任。@医学院第一任院长为司督阁，其后是安乐克，1926年以后则为高文翰，一直任职至1943

年。当然，奉天医学院得到髑方差会肯定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些周折，从司督闱4时代起母国若会

就对耗费巨资建立医学院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对传教价值不人，更有人怀疑司督阁是否有

①同．1：，第192页。

②F．w．S 0’NeilI，“11he Outl00k in M锄churia’’’扬e a砌缴月B∞胁r’voI．43，No．8(Aug．1912)。p．452
③【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l：婚详：《东北两医的传播肯：l}格尔德·克半．斯蒂》，第177．178页。倪装德柏j

“111eOutIookinM锄churia"一文中指i|j中请考试存160入，实际考试者140人，参考AustinFult∞的著作町

知这两个数’≯并小准确。

④：F正翱：‘东三省教会现今人概情形》．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罄》1914年第l卷，第38页。

⑤序振声：《关东东北部长老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堆督教会年鉴》1916年第3卷，续25页．

⑥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桀督教年糁》，第237页

⑦乔国祥：《沈阳最早的医科学校——{i}}京医科人学》，辽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九一八”前学校忆顾》，第

192页。

⑧J帅璐w．Inglis，“M叫kd印M酣ical College Gmduation”，砌P劭m豁P尺唧眦，，、，01．48。No．8(Aug．I 9l 7)．

p．543．
◎庄振声：‘关东教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綦督教会年咎》1917年第4卷，第48页。

⑩【英】伊泽·英格利斯著，张．I：尊译：‘东北两医的传播肯：杜格尔德·克避斯蒂》，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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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支撑起这样一所学院。然而时间最终证明了其质餐和实力，也给其开创者司督阁带来了名

声，司督阁的铜制塑像丁1926年在奉大医学院门前竖立起来。张学良亲自为其揭幕，并盛赞其

功绩。①奉天医学院经历了政治变动的风风雨雨，经历了种种的波折与坎坷，一直保持着旺盛

的生命力，成为近代中国尔北教会以及中国近代医疗事业中的一朵奇葩。

本章小结

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东北基督教的发展史中，我们首先戍该注意的是政局对教会的影响。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交替出现或并存着清政府、俄国、日本、军阀、十匪等多种势力，最终张作

霖建立军阀政权，总体上看是这是一个乱世。然而在乱世中东北基督教却获得了发展机遇。一

贝|J各种势力相互争夺，缺乏一个控制宗教的强有力的政府，教会在政治夹缝中获得了发展空间；

二则由于新ttc纪国际形势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各种政治派别对基督教的政策逐渐缓和，比众的

反教态度也全面故观；三则这一时期是内地居民移民东北的高潮期。庞人的移比群及其对精神

安慰的渴望有利丁教会吸收更多的信徒。此外在发生丁．这一时期的历次战乱、灾荒和瘟疫中，

东北教会都积极配合官方深入比众进行救助活动，并以医疗活动为突破口结交地方官员，从而

赢得了来自各方面的好感和支持。教会本身也在开展传教运动、教会革新等方面做了很多实质

性的：r=作。凡此种种使东北教会进入了一个发展和完善阶段。

此阶段尔北教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信徒数量的增长、新教宗派的增加、传教范嗣的扩展、

教会事业的繁盛、本色化运动的兴起等方面。虽然由于欧战和东北政局动荡等原因，1915年以

后长老会等主力教派的信徒数鼙略有下降，但由于新教其它宗派不断进入东北，东北新教信徒

总人数警上升态势。同时东北基督教体系更加完善，自治、自传、白养运动都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基督教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层次和水平也日益提高，东北基督新教整体上实现了一次ls跃。

这一时期东北基督教会的发展情形也表明，治世或乱世本身并非基督教兴衰的唯一的决定性冈

素。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存在基督教发展的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只要教会人士能够适时地

制定合理的政策、趋利避害，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教会的发展。当然，其前提是政治环境

尚朱严苛到极致，若在政治的逼仄．卜．基督教会处于无法生存之境地，则亦1F人为努力可以挽教

会于危亡，在．F一章关于沦陷时期东北基督教的探讨中，我们将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①冈上，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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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东北沦陷时期基督教会的遭遇与兴衰

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此后仅仅几个月时间整个中国尔北

就沦丧在日军的铁蹄之卜．。这一事什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稃，更直接地改变了尔北人民的

命运，从此中国尔北开始了一个长达14年的严冬。本章所要讲述和探讨的止是这一时期尔北基

督教会的处境和遭遇，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剑国际形势和政治变动对东北教会的深刻影响，这种

影响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显著；这一时期的尔北教会也牵扯进种种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的基督教派别以教会为依托展开博弈，整个教会系统义要与当权统治者委

蛇应付，东北教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

第一节舆论与局势：中日政教问题与东北基督教

一、中日基督教界对日军侵华的态度

为了更好地理解东北教会在沦陷时期的境遇，我fl'J有必要将视野放宽放人，将中国、日本

和西方基督教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言行作一凳全面的审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弄清东北

教会在国际基督教界和国际政治变动中的位置，弄清国际政教关系与东北教会的关联。日本侵

华时期中国东北教会与政权间的纠葛并非孤立的事件，而与国际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

理清事件的源流，也就无法透彻地看清其本质。

(一)中国基督教界战争与和平之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基督教界在是否武力抵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从而引发了一

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争。对于这一论争基督徒和教外学者都曾有过研究，他们习惯上根据不

同论者的观点将其分成不同派别，如武力派、非武力派、中间派等等。①分派研究的方法有助

于理清头绪，使问题变得更清晰，但其科学性有待丁．商榷。冈为三种派别具体包括哪些人很难

确定，除了反战派人体可以圈定为唯爱社留成员外，另两派人的涵盖对象均难判断。人的思想

①如陈晋贤：《苯督徒对于困难态度的分析》．‘金陵神学忐》1932年第14卷第5期，第88页；吴耀宗：‘人
时代的宗教信仰》，l：海：青年协会书局1938年，第2l-22页；姚两伊：‘“几一八”之后中固堆臀徒队战争

0和半问题的思考1j讨论》。刘家峰编：《离异‘j融会：中国堆臀徒o』冷色教会的必起》，．J：海：．I：海人民{li

版社2005年。

②唯爱礼(Fellowship ofR∞伽ciliation，简称F．0．R)足产生十第一次世界人战时期的国际性基督教组织。一

战爆发后，再团原自．的和’P主义团体都抛卉r和’F主张，为奉困参战辩护。英国公谊会传教I：雀德进(H朋ry

111∞dom H0dgkin)联合几位教会人I：组成和解团体，倡导休战和’卜．后来发展成为跨国团体，即唯爱社。

唯爱社强调人类的一体性，主张爱足克服邪悲的自．效力量，反对战争，赞成1F暴力。其分社遍及_二’I’余个

国家。中国的唯爱礼成以于二I+世纪二I‘年代，1922年搽德进到中国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议，借机

≮吴耀宗商议神；中困建讧分礼。当时中国唯爱社的社员分散各地，人多足外籍传教l：，中国教会人I：的参

加者钉吴耀宗、徐宝谦、．吴雷川、li备涛、应兀道等人，吴耀宗足该}I：的负责人。中冈唯爱社曾ilj版发行

‘唯爱双月刊》，在中国幕督教思想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参见姚两伊：‘旷野中的呼声——20世纪前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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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复杂，事实上很多基督徒对这一问题态度并不十分明朗，其言论往往包含了两种不同的看

法，也包含有很多情绪化的尔两，仅凭其些许言语判断其派别归属似乎不妥。而且人的思想也

在不断变化。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基督徒的心态迅速改变，使派别界限更为模糊。冈此。笔者

认为仍以支持战争与否为标准、以观点而不是按派别进行分类，或许可以避免上述问题。这样

的话所谓中间派就成为一个虚假的概念，冈为中间派的思想中已经杂糅了主战和反战两种成分。

在此将这两种成分分别析出并划归到主战和反战两种观点之中，就两种观点的分歧试论述之。

1．神学之辨

一种观念或观点若想为人们瞥遍接受，往往其背后要有使人信服的理论基础，对于基督徒

来说，其理论源头即为l：圣经》，因此无论持主战还是持反战观点的基督徒，都不约而同地到《圣

经》中寻找神学依据。 ．

基督教教义是绝对的非武力主义吗?反战和主战言论在这个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反战言

论认为“登山宝训”中有耶稣“爱仇如己”的教训，耶稣还说过“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有

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耶稣一生并没有留下一个杀人的榜样，耶稣曾州绳

子做鞭子来赶牛羊。却没有打过人，况且一根鞭子，既不是刀，义不是剑，更不是机_关枪，怎

样能杀人呢!”①主战言论则强调《1只约》中摩两、约j忙砸、人甲等人毕生都处于战斗状态，“如

果断定基督教教义就是非战主义，那么除非将旧约完全焚毁，试问谁敢这样武断?”圆即便耶

稣本人也不愿见“父的圣殿变成贼窝”．“用武力来洁净圣殿”。@而且“耶稣并没有说‘凡砍你

右臂的当转过来，再让他砍你的左臂’，冈为臂膀被砍，是超出我们容忍能的范周了。”④

从以上言论看，主战论和反战论神学分歧的本质在r，上帝的爱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是

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反战言论认为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要彼此相爱，是爱仇敌的广

义方面；爱仇敌，是彼此相爱的狭义方面。两方面的总和就是爱，爱是一切行善之本，就是耶

稣道理全部的精神。”@而主战言论却对耶稣爱仇敌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耶稣爱仇敌的意思，

也只是爱那些值得人爱的，爱那些有出息的，爱那些可以悔改的。否则他干脆不帚I他往来，甚

至还鞭打，而是加以诅咒。”@换言之，耶稣所爱的仇敌是暂时被魔鬼迷火了本性、可以悔改的

仇敌，而仇敌一旦变成了魔鬼，就不值得爱了，而应该予以打击。

两者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基督教教义与国家关系问题，这涉及到基督徒对国家本质的特殊

理解。反战言论认为国家是上帝的．1：具，中日人民皆为上帝的子比，上帝通过允许日本侵华来

促使中国人改悔，同时来检验国联。“如果我们中国人能以寻求上帝意志代替复仇、寻求爱代替

中国基督教和平生义运动‘j思潮》，许忠伟主编：‘肇督教思想评论》，}：海：．1：海人民{lj版礼2008年．

(D‘给野声主笔张先生二封信》，《舍陵种学。占》第14卷第2期，转0f陈晋贤文，第ll页。

②‘嫡督教义‘j非战主义》，‘兴华》第28卷第40期，转fjI陈晋贤文。第10页。

③‘扫：困难中肇督徒应有的觉悟和态度》，《野声》第2卷第2期，转0I陈晋贤文，第lO页．

④‘Ij奉占领东三省后宣教师心自．的态度》，‘紫晶》第3卷第l期，转0f陈晋贤义，第lO页。

(参l对反对爱仇敌论者的一个答复》，《中4芦归主》第12l期，转0}陈晋贤文．第1I炙。

⑥熊镇岐：‘基督徒爱国>(-二)，‘中华归主》1938年3月l Ij第184期，第19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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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恨、寻求和平代替战争，那最终胜利将属丁．我们，而且将有助丁在全世界建立止义可能性的

观点。”①主战言论从国家关系中得山的看法却人相径庭：既然国家是上帝的意志，那么基督徒

就应该效忠丁国家，自然要参加卫国战争。锄“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一个国籍，而我们不川心用

力，牢牢保守，以至丁-有灭亡的危险。这是如何违逆神旨!人伤天父的心!”回

对处理国家关系的不同态度义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白卫战争的合法性问题。反战言论坚

称“基督教首重精神感化，一切教义，可以唯爱两字包括之。武力者暴力也，以武力抑制强暴，

何啻以暴易暴，既背基督教唯爱之旨，义何能臻人类丁人同?故离自卫之战，亦必耶稣所不许。”

④主战言论则指出“爱仇敌是原理，不是对付仇敌的规则”，敌不害我，我臼不害敌，敌若犯我，

我必自卫，“我不能爱仇敌而让仇敌杀我，难道爱仇敌，就不能自爱了吗?”@而且“臼谋生存

丁．自卫生存是生物界的公例，是上帝所定的例。欠了臼卫能力即违反了上帝旨意，即是罪，罪

的．J：价就是死!”④显然，主战言论认为只要为了自卫而不是侵略目的，战争手段就可以采用：

而反战言论则认为即便是白卫，战争也是基督教教义所不允许的。既然不能使用武力，义如何

制．I}：侵略呢?那么只能依靠精神感化的作用，对非战言论而言精神是万能的。

从上可见，无论持何种观点的基督徒，都努力对神意进行猜测和解读，而这种解读往往又

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根据社会现实的一种判断。所谓的“神意”实质上是“人意”，是基督徒

世俗身份的主体意识的体现。主战论和反战论在神学上都能找到理论支持，也似乎都有一定的

道理，令人难以说清其对错，事实上仅从理论上看也无所谓对错。但现实是判断理论的最佳标

尺，反战论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还是会被多数基督徒判断为一种谬误。

2．道义之辨

道义之辩也是主战论和反战论之间重要的争论点，这就义涉及到双方之间另一个重人分歧：

战争有正义和北正义的区别吗?反战言论认为凡是战争都不符合道义，都应该遭到批判，因为

任何战争都会毁灭物质、摧残人性，给人类带来灾难。“今日人．’卜有学识的人，都认以战争解决

国际纠纷之办法，何等愚拙，要知战争之发动，足以摧残一般人类之个性，和扫尽一切物质上

之享用，在攻守胜负两方都受有英人的苦难，他的影响，可波及全世界传达至后代，有名的英

国政治家曾说：我们如不灭战争，则将为战争所灭，战争责任是一可憎的事实。”⑦反战言论认

① “Chine辩ch—sti锄Opjnion伽thc J叩锄e辩Qu髂ti∞”，功P c^拥E卵风伽脚研V01．63，No．8(Aug．1 932)，p．5 17．

②杨荣道：‘肇督徒≮战争问题答客问》，《信义宗神学忠》1936年4月第6卷第4期，第186页，转弓l姚两伊：

‘“九一八”之后中周基督徒队战争‘j和’f￡问题的思考‘j讨论》，刘家峰编：《离异’j融会：中国皋臀徒Jj本

色教会的必起》，第79页，以下从略。

③张之江：《乡村牧!I『|j当提倡国术》，‘金陵神学忠》1932年lO月第14卷第7-8期，第11-12页，转引姚两伊

文，第79页。

④徐宝谦：《困难’j基督徒》，‘真理‘，生命》1933年1月第7卷第4期，第2页。

⑤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中o#基督教文社1926年，第194．195页，转引姚两伊文，第68页。

⑥谢受灵：‘皋督徒‘j战争>，‘信义宗神学忠》1936年4月第6卷第4期，第205页，转引姚两伊文，第7l

页。

⑦‘世界幕督徒’j中Il问题的危机》，《会陵神学忠》第14卷第l期，转引陈晋贤文，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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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要战争存在世界就永远没有安!j。之日。“将来世界不欲追求长治久安亦已矣，如欲追求长

治久安，断1卜循由武力争执互相杀戮倾覆之途径，可以获得。恶因不可撙种，杀机更不可屡开。”

①个别基督徒其至极端地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尔北的原因，“-并不在野心的日本，又不在软弱的中

国，乃是世界各国所信仰的所依靠的武力主义；就是以武力为实行一个国家政策的：1：具。”o

主战言论则坚持认为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它强调日本的暴行是全人类的罪恶，基督

徒参加抗战并1#只是为国尽忠，更重要的是要铲除罪恶、维护正义：“此次日本的暴行。并不是

冈为我们中国国民。出为反对，就是世界任何国氏凡属基督徒，均虑反对，冈为他们的暴行，

是世界人类的极人罪恶。”@退一步说，即便基督徒仅从比族国家的角度看日本侵略，与基督教

教义也不冲突，“冈为此次日本出兵东二省，不但破坏国际公法，并视人道正义为无物!所以我

们无论从国吣的立场或信仰的立场，皆当奋斗。”固主战言论承认战争的残酷性，但认为不进行

正当防卫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有时为了救人的缘故，不借出于自卫目的的战争，日本以强暴

的手段11i领尔省，欺骗、诱惑、恐吓、种种卑鄙无赖的行为，没有道理可以同他讲。为中国目

前计，只有赶紧巩同国防，积极自卫，不能无抵抗地退让。”@而且基督徒参战也是不得已而为

之，因为和平的手段无法驱逐日寇。“如果非武力不足保障世界和平，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用武

力呢?如果非战争不能够实现人类的正义，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参加战争昵?”固

主战言论虽然认为应该参加正义战争，但也承认战争是仇恨的根源，承认战争的破坏作．Hj。

这就要求基督徒参战时要坚守一些原则。基督徒朱立德提出的几项条件为：“(1)为维护公理而

非盲从。(2)为自护而非侵略。(3)为憎恶对方之罪恶，而非憎恶对方的人民。(4)适可而止，

不多事毁灭与屠杀。”④这儿项条件中，除了第4项外，其它3项只能见诸于基督徒的内心世界，

其外在表现很难说出与非信徒有什么不同，可见基督徒的这些原则犬都体现在内心，而非外在

形式。这反映出土战言论更强调参战的动机：“基督徒反抗的动机不应该是黩武的劫夺的。在我

们反抗的时候，我们心里还要抱着爱人的目标。所以我们要从爱心出发，采取力的方式，然后

又网到爱的目的去。要这样，到了胜利以后，才不至丁像列强一样重新跌倒。”国这就是说，只

要动机纯正，不带有仇恨之心，心怀基督教的爱心，那么对敌斗争的方式就变得不重要，参战

也不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无论对于国内国外的奋斗，不只在方式，也在我们的

动机。我们应问，是不是有耶稣那样恳挚的爱?若有，我们奋斗的方式，也许是武力，也许是

①诚静怡：‘欧战停止十周年纪念感占'。‘中华归主》1928年1月第88期，第2页．

②‘我对于现今时局的感想》，‘华北公理会月刊》第12期第6卷．转引陈晋贤文，第12页．

③‘基督教义‘j非战主义》，‘兴牛》第8卷第40期，转引陈晋贤文。第8页．

④．f棒仲：‘基督徒‘j国难》，‘真理‘i生命'1933年lO，j第7卷第l期，第34^页。
⑤l：治心：‘对}j意见》，‘合陵神学．占》1932年第14卷第l期，第20页．

⑥‘告拿国基督徒》，‘野声》第2卷第2期，转，jI陈晋贤文，第9页。

⑦朱征德：‘基督徒町俞参加战争》，‘圣公会报》1937年8月第13卷第15期．第4-灭，转0l姚两伊文．第
73页．

⑧熊镇岐：‘幕督徒爱国》(_二)，‘中华归主》1938年3月ll j第184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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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也许是自己的生命!”“’

从以上分析可见，无论是反战论还是主战论都围绕战争谈道义，义根据道义七品评战争，

但是双方的出发点却人不相同。土战论只谈战争本身，不加区分地否定所有的战争，认为只要

是战争就是不义的；而反战论提剑的不义战争特指日本的侵略战争，日本破坏了道义，所以中

国才要抵抗，基督徒也应该参加抗战，这种参与行为是止义的。这种分歧主要取决丁：不同基督

徒对战争本质宗教性的理解，如果仅仅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米探讨亦无妨人碍，但往日军步步紧

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F，反战论难免有不切实际之嫌，最终冈曲高和寡而附和者寥寥。

3．效果之辨

土战论与反战论另外一个争议在丁．，唯爱土义和武力抵抗究竟哪一个能够解决争端，维护

和平?武力抵抗能起剑良好的效果吗?

反战言论坚持唯爱原则，认为武力无法解决战争问题。“耶稣曾说：‘撒口．不能逐出撒Ejl’，

战争不能消除战争，暴力不能废止暴力。从我们的观点看，世上只有爱，能胜一切恶。”⑦那么

为什么战争手段不能实现和平呢?因为“战争的出发点是仇恨，他的目的是对方的惩罚或消灭；

他的方法是暴力；他的结果是仇恨的增加，使问题的含糊解决，是朱来争斗的酝酿。不管斗争

的两造，谁是谁非，结果的总和，总是双方同受损失。换句话说，战争不能有‘胜利者’，因为

对方实没有被征服，只是因力不足而暂时认输罢了。”回“战争包含仇恨的心理，无论谁胜谁

负，仇恨只有增加不会消减；仇恨一日存在，则战争的可能，也一日存在。”回这就是说，战争

具有循环往复的性质，战争的结果就是种下仇恨的种子，从而引发朱来的战争，永远无法J}：息。

而且，“吾人目前主张武力，filiI在只求自卫：然义何以知强盛后，不蹈帝国主义之覆辙?试问国

家主义者，在以武力提倡国家主义的时候，将用何种善法，防患朱然，使中国不走入帝国主义

的道途?”@既然认为战争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反战言论具体的救国手段是什么呢?在徐宝谦

看来，其手段不外两项，其一是宣布事实真相：“真相既明，争端臼熄，日|lI；I虽强，岂能永久蒙

蔽其国人耶?”@其二二是提倡国际间的合作：“为今之计，惟有急起直追，从速在国际间联络教

内外开明分子，平时用国际通讯，友谊代表，圆桌会议，种种方法，使两国任命，得以信使往

来，成立真止谅解。万一不幸，两国间发生战事，亦可共同派员，驰赴当地，调查事实真相，

随时宣布，并可主持公道，从根本上解决国际间之纠纷。”⑦此外，经济绝交、不合作等手段也

可以采用，但要以唯爱原则为基础。

主战言论则坚持认为武力是消弭战争的最佳方法：“按力学原则，两力平均，则两力相消，

①1：梓仲：《基督徒oj困难》，《真理’i生命》1933年10月第7卷第l期，第34页。

②吴雷川：《记南京唯爱礼会议》，《真理’j生命》1929年3月第4卷第l期，第10页。

③吴耀宗：‘=}l=会福爵》，青年协会{I；版局1934年，第92页。
④‘吴耀宗复鲍哲芝》，‘唯爱》1931年10月，转引陈晋贤文，第12页。

⑤吴雷川：‘冉质国家主义青——论“武力”兼答竞之材》，《生命》1925年第5卷第lO期，第2页．
⑥徐宝谦：‘困难．’j基督徒》，‘真理oj生命》1933年1月第7卷第4期，第4页。

⑦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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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一方无力，才能显出对方的暴力。若是对方明知我有相当的抵抗力，他绝不施行他的暴

力。”①“况且出处示退让，非特不能阻I}：事态之扩人，且足以启敌人轻视之心，以为吾国易欺，

必将长驱直入⋯⋯”圆主战言论认为战争以外的很多救国方式人都是徒劳无功的：“空口说爱国

就是假冒伪善的，终日做祷告不能吓退日兵的。乞怜于国际联盟会，真如病人去请鬼郎申。哭

诉于日本的基督徒，又好像石子抛在人海里。”固当然土战言论也不是完全否认战争以外所有的

抗日手段，他们只是认为这些行动进展缓慢，难以遏f}：日本的侵略势头。诚如一位基督徒所言：

“经济能够彻底的绝交，不合作办法能够切实的做剑，自然是很有力鼙的。但是我总觉得缓不

济急。”够主战言论也不否认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根本原则，但更强调要实现和平，前提条件就是

公义，能够依靠的力量只有武力。“倘使我们以抗敌自卫为I卜境，补计人类永久和平的计划，不

谋所以实现消弭战争的理想，不努力完成耶稣唯爱主义的先决条件，顾属非是。而徒抱唯爱主

义，不问数千里土地之丧失，不问数千万生命之牺牲，袖手任敌人之宰荆屠杀。也许唯爱的动

机，变成不爱的结果。”回

比较两种言论在武力抗日效果的认识上的差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反战论的着眼

点在丁“恶”，是一种超国家的理想化的宗教立场，其清除恶的方式也仅限于精神感化，并不主

张使Hj武力：而主战论则偏重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看问题，认为武装抗日、粉碎日本侵华

野心的同时，也就打击了恶、维护了善。反战论代表了基督徒对人类未来的憧憬，其中也不乏

一些真知灼见，即使今天看来仍闪烁着智慧之光。然而在日本侵华的特殊时期，在日军攻城掠

地、杀人放火的紧急时刻，这样超国家的主张显然是没有市场的，急切之间也难以收到实际效

果。只有顺应社会洪流、与时代脉搏一起跳跃，才真正能够赢得人心。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基督教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从本质上讲是基督教教义如

何应用丁救国实践的问题。就反战论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其中很多主张不仅是基督教的理想，

而且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经过努力其中一部分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在日军侵华的危难关头，

这种理想却难以实现，也很难让7“人基督徒接受。实际上绝人多数中国信徒对唯爱理论并不欢

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际基督教界对中国1500名教会学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这些学

校隶属丁：37个教会团体，其中只有两个团体的学生坚持反战立场，人多数学校都热心地推进军

事训练，与政府的计划一致。@1932年青年会布道家龚斯德(E．St弛leyJon嚣)、艾迪(she憎00d

Eddy)等人剑中国宦扬和平主张，均遭到强烈的抵制。④此后，随着日军侵略的不断加深，诉

①‘民众婴武装起来》，‘兴华》第28卷第40期，转引陈晋贤文，第9贞。

②‘基督徒对于l】奉暴行应有之表示》，‘野声》第2卷第2期，转ljI陈晋贤文，第13-页．

③‘新文和：阔人》，第2页，转0I姚两伊文。第80页。

④‘对反I{的意见》，‘野声》第2卷第2期，转，j|陈晋贤文，第lO页。

⑤刘予静：‘基督徒’j国难》。‘真理0生命》1933年3月第7卷第5期，第36页。
@“An Int咖砒i彻al Crisis，’，砌P C^f一巴始月e∞—如，，、，乩62，No．I 2(Dec．I 93 1)，p．739．

⑦【荚】邢军著，赵晓阳详：<革命之火的洗礼：爻困社会福音和中圃基督教青年会。1919一1937年》，．1：海：．I：
海古籍jil敝社2006年，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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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国联等和平手段毫无效果，人量持和平土张的中国基督徒逐渐开始支持武力抗日，余日章、

顾子{．：、吴耀宗等知名基督徒也改变了态度。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除徐宝谦等极少数基督徒

仍坚持唯爱主；长外，其他绝人部分中国信徒都发生了转变，并在实际行动上为抗日战争贡献自

己的力量。三十年代中国基督教界的这场争论，最终以主战论取得胜利而告终，这也是时代给

出的一个答案。

(二)日本基督教界和战势力的消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加强了对日本社会的控制，对日本基督教会的监管

力度也不断加大，教会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持反战观点的基督徒遭剑审夯或监禁。卢沟桥事

变以后，这种控制更为严格，1939年日本政府颁布l：宗教团体法》，日本新教教派被迫进行联

合，臼由度犬人减小。在这种社会控制F，日本基督教界的政治态度表现出多样性，既有和平

的呼声，亦有战争的迎合，总体上看和平的声音渐弱，战争的卢音渐强，最后支持战争成为主

流。与中国教会一样，很多日本信徒的思想也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其思想变化的决定冈素

又来自丁主动和被动等多个方面，是合力作Hj的结果。

1．处于弱势的和平呼声

事实上日本基督教会的和平主义思潮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教会

中就出现过一个和平社团，社团中的一位成员甚至因为在军训时宣扬和平主义而被勒令缩短了

训期。①日本基督教领袖内村鉴三也极力反对此次战争，发表了很多和平言论。∞就在“九一八”

事变爆发前不久的5月份，日本宗教界还在东京召开了一次和平会议，表达利用国际合约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的良女f愿望，基督教会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参与力量。@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穷兵

黩武已经非止一日，故战争与和平的议题早就存在于日本社会，宗教界人+介入其中是很正常

的事。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继日俄战争以后义一次人规模的战事，不能不在日本思想界中

产生新的震动和争议，在基督教界亦是如此。

实事求是地讲，日本基督教界在呼吁和平方面还是有很多积极表现的，尤其在事变初期的

儿年里这种特征更为明显，我们可以从日本基督教联盟脚的言行中看到这一点。“九一八”事变

爆发不久的9月28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领袖诚静怡致电日本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海老泽亮，要

求联盟“竭力主张公道，并刚和平方法，解决中日问题”。@作为同应，日本基督教联盟在ll

①Esther B．Rhoads’“111c Pc∞e Movement in Jap锄”，拍P-，矗阳一国一玎胁疗K，口，肋D毛VoI．30(1 932)，p．39．

②相沃建·司：‘宗教者。戟争责任》，柬京：1995年，第34．37页。
③E妯er B．Rhoads，‘协cP∞∞Mov咖∞t in J印龃”，刀Ie妇阳一c^廊，洳胁，勘础，VOI．30(1932)．p．38．
④}{本堆督教联盟足近代|I奉堆督新教再派联合建讧的合作机构。】￡前身足1885年第网届伞固皋督信徒亲睦

大会．卜组建的f J奉福音同盟会．该会于1911年改组为|1奉肇督教会同盟，加盟教会仃|i奉堆督教会、I{奉

组合基督教会、lJ奉公理会等8个宗派，奉多庸一被选为会K，小崎弘道和井深娓之助被选为副会长。1923

年青年会、女青年会、II奉主【j学协会、|I奉基督教妇人矫风会等教外团体加入进柬，进向改组为f】奉摹

督教联盟。作为教会和诸团体的联络机构，I|奉基督教联盟发挥’J，很人的作用。参见炙利明、葵I；咒1三、阴

庚培、十肥昭大：‘7矿7·专V天}教史：中国·台湾·卓；l固·l{奉》，柬京：教文台宫1981年，第176页。

⑤中华伞国基督教协进会：‘为|1军侵占东省事敬告拿困教会书》，‘真光》1931年11月第30卷第ll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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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日第9次年会上作出决议，表明对事变的立场：“就满洲事变而育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一种

自我谴责，我们经常倡导的基丁兄弟般之爱的世界和平精神，迄今不再遍及丁世界。这次我们

呼吁我们要为尔方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而重新努力。”哪接卜．来，联盟在1932年2月14致电国际

传教协会：“在远东世界的和平受剑威胁的时候，日本基督教联盟要求国际传教机构恳请各国政

府关注克制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断绝使用武力。进一步讲，各国基督徒群体应该敦促各

自政府接受类似的请求。”@即使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我们仍能看剑日本基督教联盟渴望和平的

影子，在1939年联盟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信中称：“我们祈祷同文同种的两国人民能够用友

谊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东弧共同事业的持久和平。虽然距冲突爆发已有一年时间，但仍无解

决之道，对此我们深表痛心。”@

除了发表卢明外，日本基督教联盟还两度派代表到中国，与中国教会领导人交换意见。第

一次访问的时间为1932年3月12日～19日，日本派出由4个教会领导人和5个西方传教十组

成的代表团来到上海。此时正值“一·二八”事变期间，中日关系高度紧张，但代表团还是受

到了中国教会的热情接待。④这个代表团的确也是抱着和平和解的使命来访的，他们认为导致

灾难的基本原冈是两国“在彼此不信任方面鼓动仇恨和敌意以及缺乏尊敬和理解”，“我们应该

以基督为中心同心协力建立伙伴关系，因为我们是被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什么能够打破。”@这

些日本基督教领袖呼吁废止战争、重建和平。在其影哺卜-，1933年日本基督教联盟发表这样一

项声明：“我们渴望我国能够不断增加对国联、九国公约和巴黎协定精神的尊敬，我们保证我们

要为这一日标重新努力。”@在日本政府企图摧毁巴黎协定的和平精神的紧要关头，日本教会声

明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这个代表团具有两面性，他们在上海时曾多次表达对日本出

兵的看法：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十野心，日本并不打算吞并中国东北，日军在东北的行

动是正当防卫：上海事件是日本侨民引起的，抵制日货只能引起仇恨等等，这些言论基本与日

本政府的论调一致。⑦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断言日本教会本质上就主张侵略，但认为其受到日

本政府的蛊惑还是符合事实的，教会毕竟不能脱离日本社会严苛的环境。

日本基督教联盟第二次对华派出代表团是在1937年5月，成员包括千叶勇五郎、海老泽亮、

河进道子、小崎道雄等5位日本教会领导人，他们除了参加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ll届年会外，

还到南京、北平和伪满等地活动。中日基督教领导人就一些棘手的政治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99贞。

①“Action ofthc Nati佣aI christi锄C伽ncil ofJap锄”，刀IP af—E鲤月删砘厂，、，01．63，No．3(M越1932)，印．193-194．
②“Christi柚s：Unitc foI。WorJd Peacc’’，砀P CJl抽绒月彻砘r’、，01．63，No．5(May．I 932)，p3 l 5．

⑨Ak妇Ebj鞲峨“Thc N砒ional Chnsti锄Co帅cil明d ItS W6rk”．7托如p口一C^，细切疗括口，肋D七'V|01．39(1939)，
p．258．

④D缸时Do帅s．“NationalChristi卸Council竹．砀P厕枷凸廊砌，胁，肋砒v01．3l(1933)，p．252．
⑤“Christi柚s彻d t}Ie Sino_Jap锄墩Stru鳐lc’’。力lP c^伽础月BcD眦c V01．63，No．6(Jun．1 932)'p．334．

‘

⑨D盯lcy Do帅s，“NationaI Christi锄Council，．．弛P却删c^廊“删‰，肋咄V01．3 l(1 933)。p．252．

⑦<旧T>，第lI I期(1932年4|玎5 Ij)，转0I罗冠宗主编：‘前事彳i忘后参之师：帝固主义利用耩督教侵略

中国史实述》，北京：宗教文化jI；版社2003年第304．305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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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7点决议，强调要加强烈方联络，努力实现和平。但是与1932年的会晤一样，日本教会

领袖仍有所保留。如涉及到日本所谓“生命线”的含义和范闱等问题，他们则避而不谈，或言

语间含混不清。①这些访问者也坦然承认对中国很多情形的细节并不了解。罾这些既说明了日本

国内的严密控制，义说明了日本教会人十在重人问题上对日本政策的倾向。

回顾整个二十年代，日本基督徒与中国基督教界的友好交流是比较频繁的，这种交流并不

仅限于日本基督教联盟的活动，还包括了日本基督徒许多非正式的访问，这些来访者人都受到

中国教会的友好对待。在日本国内社会控制日益严苛的情况卜．，这种交流成为日本教会了解中

国的重要途径。与之相对应，中国教会人十也多次访问日本教会，如1933年和1937年中国基

督教领袖曾两次赴日交流，同样也增进了中国教会对日本基督教界的了解。固

’日本其它基督教团体在促进和平方面也有积极的表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基督教

和平组织唯爱社。日本的唯爱设持有一贯的和平主义主张，该社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

发表强烈反对武力的卢明，号召日本外务部人臣、主要报纸的编辑和中国人臣共同推动危机的

和平解决。@在1932年唯爱社会议决议中有如_卜．字句：“我们日本唯爱社的成员重申巴黎协定，

包括‘谴责’‘求助战争’，并‘拒绝将它作为国家政策’，进一步讲，‘所有争端⋯无论什么特

征⋯永远不能寻求战争以外的解决手段’：此外，我们的决议还号召中日基督徒玄影响各臼的政

府，促使政府遵守九国公约和巴黎协定庄严的惯例，禁止使用暴力，寻求用‘和平手段’解决

满洲问题。”@种种事实表明，日本的唯爱社是日本教会最坚定的和平主义的推动力量之一。

就日本基督教信徒而言，总体上看在制止战争方面作为不人，不过其中也不乏具有勇气、

正义感和真知灼见的信徒，敢丁冲破禁锢站出来指责战争，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_卜．是非常难得

的。如日本基督教思想家吉野造作，在“九一八”事变后曾发表人量言论，严厉抨击日本军国

主义的侵略行径，呼吁和平解决危机。其言论气势凌厉，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荠如日本基督

教和平主义领袖贺川丰彦，多次冈反战遭剑逮捕和审夯。⑦一些普通信徒也表达了反对日本侵

略的良好愿望，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基督徒致中国教会的一封信极具代表性：“我无话可说，但我

对我们对你们所犯的巨人错误表示歉意。有许多日本人强烈反对这种错误，并且努力改变公众

的观点和促使我们政府撤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铆这样的言论代表了日本教会中很多有

识之士的看法，是止义呼声的代表。更有一些人甚至敢于直接指斥日本的军国主义行为，其勇

①“Sino．Jap锄e∞Christi锄Retl-鼢t”，77IP c^拥B卵月P∞—虻V01．68，No．8(Aug．1 937)，p．473．

②“Sino．Jap柚e∞CⅫSti锄Fellowship’．，豫P af疗聊月P∞砘r'v01．68，No．7(Jul．1 937)，p．456．
③Ibid．，p．456．
④¨Rising Inte佗St in Peace几l Solution of M锄churia’s‘Undecla佗d war”’，功P C^抽嚣P足唧础，'Vbl．63，No．2

(F曲．1932)，p．124．
⑤Esthcr B．RhoadS，“111e Pe牡e Movement in Jap卸”，劢P如阳疗a廊玎口一‰，-肋D七，v01．30(1932)，p．41．
⑥杨熙楠、铃术正三主编。十_肥昭人等著，盘常、|，．译：《现代{f：会转型中的灭争制和綦督敦》，北京：乍夏f{{

版社2007年，第133．170页。

⑦RobeIt schildg饥，7珈Jl肋№g口w，口’4肿s比矿幻他口府勋c由，胁妇．Califomia：C∞t∞nial B00Ics，1 988．

⑧“A Jap鲫e辩Christi鲫on M锄churia’．，砌P af一巴卵尺P∞凡如，，V01．63，No．3(M ay．1 932)．p．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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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实在可嘉。如1932年一位日本基督徒在一首小诗中写道：“日本确实是军国土义啊／如果我

们不进行反省和悔悟／我们将受剑上帝的惩罚。”∞种种事实见证了和平与爱在基督徒心目中的

价值和地位，邪恶和高压并不能完全压抑人们内心深处的理性与正义的光辉。

2．渐成主流的战争迎合

虽然以上列举了日本基督教界的诸多和平言行，但事实上日本教会和平的声音一直处丁弱

势，在人多数时候世俗利益的诉求总是会超越宗教理念的制约，或用修正过的宗教理念去适应

和指导世俗利益，使其成为世俗利益的附庸。很多呼吁和平的基督徒，其主张也非绝对的和平

主义，而是包含了以维护日本利益为前提的、更为复杂的冈素；同样的和平口号，其含义可能

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再者，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日本社会控制的不断

加强，人部分和平力量开始倒向侵略势力，为日本侵略制造舆论或提供协助，这样日本基督教

界的战争迎合晟终成为主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虽然我们能够听到一些日本基督徒对日军批判的声音，但这种声

音毕竟有限，更多的则是将战争责任推向中国一方。如日本牧师林三喜雄，就曾在《福音新报》

上刊登了一篇为关尔军辩解长文，其中明确地指出“我直率地断言，这次事变是中国军阀多年

来有计划地实施排日行动的结果。”圆同时古屋孙次郎、清水安三等日本牧师也在《基督教世界》

上人放肯定战争的言论。@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多数日本基督徒还是主张和平解决危机的，

前文提到的日本基督教联盟对事变的声明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即便是联盟的这个声明也只论和

平，不谈战争责任，显然这时日本基督教主流并没有认清日军的侵略本质。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成为日本基督教界战争态度变化的一个

转折点。1937年7月22日，日本基督教联盟发表‘非常时局有关声明》，该声明包含4个要点：

“一、值此图谋国氏精神的作兴之际，念及吾等基督徒之责任不轻，须更加努力。二、为了对

吾皇军将兵的劳苦表示谢意，而开始慰问事业。三、希冀以最低限的牺牲早日解决时艰。四、

盼望以是作为一期永久的亲善关系能够得以建立。在此切望全国基督徒热诚的祈祷。”④继此声

明之后，联盟又分别于9月15日和11月24日发表补充卢明，三者构成日本基督教联盟对卢沟

桥事变意见的宣言。这三份声明完全肯定了日本侵华的“正当性”，并出现了“日支提携共荣”、

“亲善协作”、“排斥无神无灵魂的唯物思想”等字样，这说明日本基督教联盟已经接受了．日本

军国主义者所谓“人尔弧新秩序”、“中日提携”、反对共产主义等理论：而声明中义多次出现号

召日本教会慰问日本军队、参加“国氏精神总动员”、“精神作兴运动”等，表明日本教会在行

动上开始对日本侵华人力协助。除日本基督教联盟外，日本其它教派也纷纷发表支持战争的言

(1)Mmoichim Takahashi，‘‘Tb the R印ublic ofChina，’，11le Cl'iTlese R∞ord乱V引．63，No．5(May．1932)。p．3∞．
②韩皙哦：‘ll奉。淆州支配邑满州亿道会’，柬京：l I奉媾督教圈；J{版局1999年，第24页．

③同．|：，第24页。

④}J奉肇督教同宣教研究所教冈史料编纂室编：‘II奉摹督教同。成移通程：(1930～1941年)≥(1 J奉摹督教

【羽史资料集：第l卷；第l篇)．【I奉皋督教网宣教研究所1998年，第18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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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日本组合教会曾发出《支那事变有关卢明》和《处丁时局的协议》，其论调人体与日本基

督教联盟一致：Ⅲ而圣公会在其文章中甚至断然说丁．“此次事变是圣战”，为日本侵华提供宗教

依据。圆至此，日本基督教界开始倒向日本侵略势力，逐步滑向军国土义的深渊。

1937年7月，日本政府发起“国比精神总动员运动”，以鼓动日本国比起来支持侵略战争，

日本教会不仅在舆论上对该运动人加赞赏，而且川实际行动对运动进行支持。首先日本基督教

联盟编辑出版了“国氏精神总动员”宗教运动资料若干辑，从理论上阐明基督教与日本对外战

争的关系。接着联盟又制定了参加总动员运动的详细方针，对日本基督徒的具体行动进行指导。

其实施纲领人致包括：(1)透彻地认清人局，使基督教理想与日本的根本目标保持一致；(2)

支持日本提出的人东弧新秩序理论，用国际止义、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经济结合等理论指

导基督教：(3)恪守兴弧奉公日，开展宗教仪式，祈祷皇室和国家的吕隆，用信仰觉醒推进国

民精神；(4)协助实现经济国策，从事活用物资、节约消费、力行储蓄、更加勤劳、加强体力

改良风俗等活动：(5)从事慰问将士的家属、慰问伤兵、执行慰灵典礼等后援．I：作；(6)到前

线慰问日军伤兵：(7)通过日本基督教女信徒在北京等地开展的医疗机构强化与中国K众的提

携关系；(8)在占领区与各国基督教事业的联系，增进对新事态的认识；(9)努力缓和国际舆

论，通过沟通加深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圆

以上方针并不仅仅是一种空谈，而是在日本教会中切切实实得到贯彻的有效方案。白事变

爆发以来，日本教会在中国的活动十分频繁。事变后日本基督教联盟的海老泽亮、小崎道雄、

阿卜义宗、田川人吉郎、真郭赖一等人到中国沦陷区慰问，④1938年春又有几个日本牧师到沦

陷区访问，其行动无疑会引起中国人的疑虑和西方传教十的批评。@事变后联盟向日军发出“感

谢状”，派信徒展开慰问活动，在中国沦陷区为日军服务。如日本教会在天津开设的“休息房”，

包括一个阅览室、一个书房、一个日本人浴池、一个理发店和其它设施。其1938年8月报告的

数字如下：为147427人提供茶水，为83993人提供洗浴，为46871人理发，为+兵提供明信片

80000张，提供《神国周刊》36000份，分发<圣经》50000份。日本基督教联盟的妇女队还建

立了一个服务中国人的社交中心和诊所，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被派遣到那里：I：作，希望通过它

来赢得中国人的好感。㈣安抚士兵家属的I：作在日本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38年底日本教会

与东京总动员部合作，邀请受伤十兵和失去亲人的家庭在市政人厅举行了一场圣诞仪式，产生

①‘宗教调查资料第7辑：基督教调盘报告书》，第327．328页。

②【韩】浑正彦著，金缨译：‘¨奉哿u二p教史：斡固神学人学游羲，一}》，柬京：草凰鲇2004年。第120

页。

③【I本幕督教冈宣教研究所教网史料编纂室编：‘11奉幕督教网‘'成证遇程：(1930～1941年)》(¨奉摹督教
网史资料集；第l卷；第l篇)，第172页。

④相沃建·jJ：‘宗教者。戟争责任》，第79页．

⑤Aki仡Ebi鞠鸭“111c National christi锄co岫cil卸d lts、№一(”，豫F枷国—Ⅻ册坛"勘口七’V01．39(1939)，
p．257．

⑥Ibid．．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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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人的影响，此后各地基督敦组织都努力与当地官员密切接触，积极推动宗教仪式的开展。Q、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基督教界彻底地与日本政府站在了一起，成为日本对外政策

的忠实拥护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儿个月时间里，日本基督教联盟还与美国新教各派保持

友好往来，两国教会领导人几次召开会议宣布和解、宽容和爱的精神，但是战争一爆发，日本

基督教团立即宣布要歼灭英美各国，其态度转变之快令人惊诧。圆一些日本基督教思想家开始

公开地用基督教的理论去阐释日本的侵略政策，如小崎道雄、八代斌助、海老泽亮等人都曾著

书为所谓的“人尔弧建设”和“日华提携”等反动论调鼓吹。日本基督教团也开始号召弧洲的

基督徒要信赖日本做弧洲的盟主。1944年复活：宵，教团发出l：日本基督教团寄送人东Ⅱ共荣罔

内基督教徒之f5函》，在’抒函中教团将西欧基督教视为Ⅱ洲的共同仇敌加以攻市，同时极力盛赞

日本天皇制国体，人力支持将日本视为弧洲盟主的人尔弧共荣圈理论。书函中还宣传要坚持贯

彻日本国体的本义，坚决排除向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西欧思想。这篇

书函显然是一篇附加了基督教的外_农日本政策的宣传品，对丁被侵略国家而言其影响是极其恶

劣的，也极火地影响了日本基督教的名卢。固

充满t：爱与和平精神的基督教会，缘何会沦为军国主义的附庸，成为侵略势力的帮凶?我

想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时社会舆论被政府掌控，人们的

思想遭到钳制，很多具有反战思想的人十都遭到了弹压，基督徒被捕者亦不乏其人，在这种情

况下普通基督徒很难了解中日问题的真相，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也很难与政府对抗。当时“曾有

数团体联名向政府当局恳切奉劝，勿施武力行动，无奈新阉报纸均为军人所把持。教会之宣言

社论无从发表。”@另一位日本基督徒曾指出：“我们切切的愿意知道中日事件的真相，尤其是

这次满洲及上海的事变。因为我们国里是无法知道的。”@

但是。被动的政府控制并不能解释大批日本基督徒积极投身侵略战争的事实，事实上日本

基督教界自愿自主地接受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主动地迎合战争更符合历史真实。一位著者对

个中原因如此论道：“一定不能忘记日本牧师、教师和俗人不仅是基督徒，而且还是日本人，他

们的童年教育和家庭生活都是日本式的，成年以后也受着同样势力和力量的影响，这样就形成

日本国家的思想、性格和习惯模式。”@这种看法非常有道理。日本基督徒首先是日本人，不可

能超越日本人的同有思维，当世俗利益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宗教信仰往往要服从世俗利益。

日本基督徒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日本繁荣富强，他们自然会支持日本的国策，修正自己的信

①Ibid．，p．257．

②具利明、郯咒玉、罔庚培、十肥Bf{犬：‘7．y 7．·寺u天p教史：中国·台湾·斡周·II奉》，第19I页。

@U本肇臀教冈宣教研究所教同史料编纂室编：‘暇峙下o Il奉基督教阿：(194l—1945年)》(Il奉摹督教冈
史资料集；第2卷；第2篇)，lj奉幕督教网宣教研究所1972年，第316-326页。

④寒心(译)：‘一封Il本疑督徒致诚致怡博Ij的信》，《真理’j生命》1932年3月第6卷第5期，第58页．

⑤‘国际通信的一．贞》。‘真理oj生命》1932年4月第6卷第6期，第53页。

@Q娜垴H．Gemaq．Pmtestont诵eo|ogies in Modem Jnpan：A Histo哆巧DomiMnt弧eologicnl cur他nb加m
，92D～，96D'1-okyo lISR PI℃ss，l965，p．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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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使其与国家目标一致。义冈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会寻求与其信仰有关教义的玄理解

他们的国家、体制和目标。当然，日本基督徒是臼觉白愿地遵照政府要求行事，很人程度上是

受军国土义者蒙蔽的结果。止如日本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家十肥昭大所言：“在尔弧的比众看来。

日本基督徒是战争的袒护者和同案犯，但当时的日本基督徒并没有想剑要对Ⅱ洲人比犯罪，与

之相反，他们相信日本是止义的，以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会给弧洲带来独立与和平。”∞美好的愿

望并不一定会带来美好的结果，战争时期日本基督徒的行为值得后人深刻反思。

二、两国政教问题与东北教会的关联

以上对中日两国基督教界在日本侵华时期的政治态度作了一个人致的梳理，从中我们可以

发现两者的共性和差异。两国教会在战争之初都发出了和平解决危机的声音，但是随着两国冲

突的加剧这种声音逐渐衰微，最后两国教会都转向了支持本国政府的立场。所不同的是中国教

会支持的一场止义之战，而日本教会则在为侵略服务。两国教会自觉不自觉地都介入了政治问

题，两国的政教问题对中国东北的政教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日本宗教方针的延伸

中国东北沦陷时期政教关系受日本的影响最人，如果对其进行全局考察，我们会发现日本

在东北的宗教政策和行为并非简单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与战时日本总的宗教方针密切联系的，

它与日本国内的政教问题，乃至韩国、中国台湾等日本殖民地的政教问题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冈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东北的政教关系是日本政教关系的延伸，是日本对沦陷区丰+会控制的

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环节。具体可体现在如下儿个方面。

1．严密的监控与打击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基督宗教白传入日本以米就备受打击和迫害，日本政府曾多次对天主

教实行禁教政策。明治维新以后，大土教重新崛起，新教也随着欧风尔渐传到日本。虽然这一

时期日本宪法明确规定信仰白由，基督教也有了很人的发展，但由丁它与外国不可分割的联系，

教会一直就是统治者监控的对象，不时遭剑打击。如1891年日本基督教领袖内村鉴二冈偶像崇

拜的顾虑，对大皇签署的敕语没有尽到礼节，冈此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最后他失掉职务，

妻子困病而夕E。④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本国内的比族主义精神日渐强烈，日本政府对基督教的打压

监控也更为严厉，基督教被视为外国信仰受剑特殊的审查。1937年警察开始剑牧师家里造访，

在基督教会议上警察的身影也很引人注意。印刷品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基督教书籍中很多页

码都被删掉。簿人阪的宪兵队发放了针对基督教的调有表，警察和宪兵队视察了基督教联盟和

①具利明、郯咒玉、冈庚培、t肥昭犬：‘7．矿7．·专V工}教史：中国·台湾·裤国·H本》。第192页．

②同．J：，第169页。

@蕊耐髓H．G咖a吖．Pml船tdnt Theo|ogi酷in Modem Jnpan：o Histo哆可DomiMnt弧eologic口}cHmnts如m
，92D~，96D，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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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派的年度会议。妒于是谣言四起，虽然人部分都被证明是毫无道理的，但是一种担忧之情和

扩人的恐惧仍然弥漫了教会。结果是许多教会活动沉寂了，如街头会议和特殊福音．I：作。在一

些例子中，传教十善意地劝告人们暂时不要访问教会。”囝

此后不久，针对教会的直接打击开始了。圆1939年日本政府以信仰不符合国体为由，逮捕

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灯台社的信徒150余人，领袖明石顺二被判lO年徒刑。该派丁1940年被

强令解散，聚会亦遭禁If：。固1942年6月，日本政府以教义不符合天皇制为借口，逮捕了圣洁

会人批教牧人员，有一百余人冈违犯治安维持法而受了审讯，最后有41人被提起公诉，被判处

4年以’F徒刑。1943年4月日本圣沾会下属的二百多个教会迫解散。④除了以上两教派外其它

教派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据统计，在打击中直接和间接殉教者有二二十余人，分别来自圣沽

会、灯台社、自由教会、基督教兄弟团、复临安息日会等不同教派。受打击的对象朱必都是日

本信徒，英美传教十冈间谍嫌疑也受到关注，循道会和长老会的传教士基本都在1941年前同国，

朱回国者在战争期间人都被关进了集中营。@

日本对国内基督教的高压政策也延及剑台湾、韩国等殖民地。在台湾，日本展开皇民化运

动，强迫台湾基督徒说日语、用日姓、拜日神、慰问日本军队，同时视教会成员为英美间谍进

行监视。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之后，“教会除了主持礼拜仪式及应付日人对教会指令的战时宣传外，

实无法从事任何传教-T：作。”@卢沟桥事变后台湾高山族教会的传教活动已经转入地下，1940年

5月时已经有部分信徒遭到日人的拘捕和迫害。o台湾的教会学校被迫服从日本的政策，为日本

政府所掌控。@韩国住日据时期遭到的冲击也很严重，主要的打击有二次：其一是日韩合并初

期，日本以阴谋刺杀总督为借口对基督教领袖人规模迫害；其二是三一运动期间，日本人对基

督教会全面报复；其三是因强制推行神社参拜而对教会进行的打击。@仅在三一运动中就有两

千多名教徒被屠杀，两千多名教会指导者被起诉。四十多所教堂被毁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韩国新教传教+全部遭到逮捕。@同样，日本对基督教会的监控和打击也延及到了中国东北，

①”nIe P∞t舔t锄t Church嚣in 1938”，砀P幽牌一C强，括f‘鲫'幻，．层∞t、，01．39(1939)，p．194．
②1941年U奉政府修正丫治安维持法。这一修正泫的关洼点在于孥持固体，反对国体的行为即足犯罪，要受

到惩罚．它将明治宪法规定的。天争足神吊的”词句故意曲解为“天争足神”，维护国体实际就是维护天阜
制，将天皂当作神来崇拜。修正治安维持法成为I j奉迫害基督教会的主要借u．参见相淡建嗣：‘宗教者力

戟争责任》，第“贞。治安维持法具体条款详见n奉基督教网宣教研究所教【硐史料编纂室编：‘lj本幕督教

同口)成妒遇程(1930～j941年)》(}j奉筚督教团史资料集；第l卷；第1篇)，第405．414-页．

③【韩】浑证彦著，金缨译：‘r1奉奇u天}教史：斡困神学大学菊蓑，一}》，第130页。
④嗣上，第127页。关于圣洁会闷题亦町参见山崎鹫人：‘神社闷题’i季洁教会》，杨熙楠、铃术征三主编，

土肥昭人等著，在常、I‘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争制和摹督教》，第298．32l页．

⑤同一}：，第13l页．

⑥台湾摹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编：‘行湾基督长老教会西年史》，台南：基督教在台宣敦雨周年纪念从

书委员会1965年．第244页．

⑦ml：，第245页．
⑧吼f：．第249．25l页．
⑨jJ：春来：‘基督教1』近代韩国》，北京：中图社会科学fl：版社20∞年，第l∞页．

@【韩】金得橇著，柳嗜峰译：《韩国宗教史》。第32l页。
@李奉京：<美国基督教会对东弧之影响》。台北：中难书局1991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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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基督教会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2．强制推行神社参拜

日本政府镇压教会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部分基督徒拒绝参拜神社。日本神社的前身是招

魂社，为了纪念鸟羽、伏见战争的死难者，1868年日本在京都创建了招魂社，次年义在东京设

立招魂社。1879年招魂社改称靖国神社，日军历次战争的阵亡者都在这里祭祀。①明治新政府

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来加强比众的凝聚力，同时也希望以此加强大皇制，丁．是神社参拜活动应

运而生。但是明治中期宪法明确规定了信仰自由，这就使政府很难将神道教定为国教强制推行，

于是日本采取变相措施将神道教升格，使其成为一种超宗教的祭祀性礼仪。在早期日本政府推

行神社参拜还不算严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不断加人。1911年日本内务省训令全部在校

小学生都要参拜神社，否则予以退学处分。掣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神社参拜的要求更加酱遍，

而日本侵华时期它已经成为日本国民麻尽的义务之一。

由丁参拜神社涉及偶像崇拜问题，很多日本基督徒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如贺川丰彦终其

一生为此抗争，他多次入狱的一个重要原冈就是反对日本将政治神道融入作战政策，认为这有

违良心的自由。却1917年8月日本基督教会召开第3l届人会，会议对当局强迫小学生参拜神社提

出了批评，认为这有违宪法。1930年5月日本基督教联盟向政府提出关于神社问题的建议，再次

对小学生神社参拜问题表示反对，但这也是联盟对该问题虽后的抗争，此后便沉默下去。④1930

年5月和1932年9月分别发生满洲安东女校和日本上智人学学生反对参拜事件。两事件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但很快被镇压下去。@此后的反对参拜事件都是一些零星的行为，日本教会主流

已经屈服于政府，默认了神社参拜的合法性。日本教会中的很多中产阶级满足丁．现状，缺乏斗

争精神，他们接受了政府的声明，即神社中的仪式并非膜拜，而是对祖先的崇敬。回

神社参拜问题同样也波及到台湾、韩国等日本殖民地。在台湾，日本人强迫一切公立学校

学生必须参拜神社，不去参拜的教会学校就得不到政府的认可。其毕业生也就无法升学，这使

得教会学校很难维持卜．去。1931年台南长老会中学冈神社问题而趑趄不前，在其提交的报告中

说：“关于参拜神社问题，台南教十会不许中学参加，参拜神社虽是中学被政府‘认定’之前提，

但即使冈此中学之‘认定’被拒绝，也在所不惜。”④参拜神社问题在1935年影响了台南长老

会中学和女学的改组，而北部的淡水中学及女学则于1936年被日本人接管。@

日本强迫韩国教会学校参拜神社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1935年后强制力度加人。

①【日】铃木范久著，牛建科译：‘宗教’j|I奉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5年，第72页．
②相沃建Ld：‘宗教者。戳争责任》，第52页。
③李本京：《荚周基督教会对东弧之影响》，第34页。
④【韩】浑正彦著。金缨详：‘lI奉专u天}教史：斡固神学人学潦蓑／一}》，第125页．
⑤两事件具体情形参见相状建川：‘宗教者口)暇争责任》，第58舵页。
⑥李本京：‘荚国疑督教会对东哑之影响》，第34页。
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雨年史》。第250页．
⑧同卜，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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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韩人反抗参拜事件时有发生，一直保持不屈不挠的状态。1935年12月，两名平壤的教会

负责人被撤职，因为他们拒绝在教员会议上对神社敬礼。同年12月，在平壤全市学童庆祝新皇

子明t．：命名时。教会学校学童公然反抗，拒绝向东京的小皇子和神社行礼。①韩国教会的人中

小学在面临着服从还是反抗神社参拜的抉择时，平壤长老会的一些信徒却作了第二种选择：他

们不愿意将神卒十参拜纳入教学内容，便投票表决将学校关闭；同时他们坚持把学校出售给韩国

的非基督徒，冈为基督徒在开办教会教育时仍可能会屈服丁．神社参拜政策，他们’j c可基督徒子

弟不受教育，也不要他们参拜神社。圆这种反抗行为人人激怒了日本人，日本人开始采取更为

高压的政策。1938年9月韩国教会召开人会时，日本警察拘禁了教会中反对神社参拜的信徒，

并对会议进行监督．会上被迫通过了承认神社参拜合法性的决议。@但是还是有很多基督徒在

此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仅仅战争期间就有两千余人冈此而被捕，50名信徒殉教，二百多座

教堂被迫关|=jj，或转交给服从日本人命令的人。④神社参拜问题后来也影响到了中国东北教会，

导致东北教会中学的终结。

3．宗教团体法的扩展

立法是各国统治阶级控制宗教的惯用方式，在日本也不例外。早在1899年日本政府就曾提

出宗教法案，此法案有利于实现基督教与佛教的平等地位，故得到了基督教会方面的赞同，但

佛教界却表示反对而未能通过。第二次宗教法案是在1927年提出的，虽然政府宣传该法案是保

护宗教的，实质上却有很强的政府监督的倾向，冈此遭到基督教和佛教两界的共同反对，没能

审议通过。1929年的宗教法案以“宗教团体法”的名称重新被提出。内容并无太大变化，同样

因各界的反对未能通过。1939年政府再次提出宗教团体法，由于特殊的时局和政府的高压，这

一法案很快就顺利通过了。虽然1939年的法案与前两者很相似，但其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正

如其提案理由所说的，它是为了预防“非常时局”的混乱，是基丁“教化”的“振奋国民精神”，

以及对中国宗教团体进行“文化．1：作”的期待，其实际目的就是服务于日本的战争政策。固

根据宗教团体法的要求，只有具备教会数50个、信徒数5000人的教会才享有法入的资格，

否则不予以保护，而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日本基督教会、组合教会、循道会以及另外一个

教派，其它小宗派都面临不被承认的危险，这样就加速了日本教会的联合。@1940年7月日本

救世军领袖冈间谍嫌疑遭逮捕审讯，人人增加了人们的危机意识。1940年10月在青山学院召

开的“皇纪二千八白．年奉祝全国基督教信徒人会”上，新教各派在日本基督教联盟的联络协调

①李本京：‘荚困摹督教会对东哑之影响’，第35贝．

②同．I：，第36页．

③【韩】金得棍著，柳雷蜂译：‘韩国宗教史》，第33I页．

④I司．1：，第332页．

@【日】铃本范久著．牛建科译：‘宗教．‘j}I奉社会》。第75页。1939年宗教团体法具体条款详见：¨本苯督教

圈宣教研究所教l硐史料编纂室编：‘lJ奉基督教问。成讧遇程(1930～1941年)》(f{奉笨督教同史资科集；

第l眷：第l篇)．第398405-页。

@【韩】浑正彦著，金缨译：‘f】奉专u足}教史：斡国神学人学麓羲／一p》，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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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意教派合并。1941年二十多个宗派组建日本基督教团，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圣公会等

不加入的教派朱能得到政府的承认。∞日本基督教团丁．1941年成立日本基督教报国团，1942年

发布协助推行国策的“战时布教指针”，1944年发布《日本基督教团寄送人东哑共荣圈内基督

教徒之|5函》，同年8月发表《决战态势宣言》，日本基督教界被渲染了浓重的战争色彩。∞

宗教团体法也影响了台湾和韩国的教会。秉承团体法精神，日本政府首先策划台湾基督教

会合一。1942年3月，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台北神学院召开第20届人会，议决加入日本基督

教团，1943年先成立了合一的总会。1944年4月29日。在日本政府和教团的唆使下，日本圣

公会台湾传道区和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总会合_并，定名为“日本基督教台湾教团”，并派日人上与

二郎为教团统理。全省分为5个教区，各教区设置教区长，同时就任。锄这样台湾基督教主要

教派亦为日本教团所控制。宗教团体法对韩国的影响比台湾更为严重，韩国长老会、循道会等

教派被迫组建日本基督教团朝鲜部，一些宗派遭到解散，反对者被赶出教会，甚至被逮捕。∞宗

教团体法的教派合一思想同样影响剑中国其它沦陷区，如华北地区曾与1942年10月被迫成立

华北基督教团，@而东北则出现满洲基督教联合会，以及后来联合会本部。1938年伪满政府还

颁布了‘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其内容借鉴了日本的宗教团体法，却比团体法更为严厉。

虽然日本宗教团体法颁布时间晚丁．取缔规则，但其内容在很早就已提出。综合来看，中国东北

的宗教法案的源头来自予日本。

(二)中西教会言行的影响

就基督教系统而言，对中国东北政教关系构成影响的除了日本教会外，还有中国和两方教

会，中两基督徒和两方传教士的态度，间接地影响着日本侵略者对基督教的看法。

其一，中国基督教界参加抗战引起日本对中国东北教会的疑忌。

前文已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基督教界发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晟终主战的观点占

据了绝对的优势，人批基督徒参加到抗日战争的人潮之中。首先，基督教会建立各种救助组织。

对受灾平民进行救助。如“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男女青年会腾出会所和部分教堂作为难民

收容所，对难民施行救济。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会联合其它教会建立基督教非

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共同推进难L心救助I：作。各地的青年会也纷纷行动起来，长沙青年会不但

建立了人量的收容所，而且还开展难民职业介绍和职业训练jI：作，使他们能够自主地重建家园。

o其次，基督教会成立各种支持抗战的组织，为前方将士服务。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各

①【I J】铃术范久著，，|．建科译：《宗教‘jI|奉社会》，第77页。

②具体内容详见前述《||奉皋督教冈史资料集》各卷。

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编：‘台湾疑督K老教会雨年史》．第274．275页。

④具利明、郯呢玉、f；q庚培、十肥昭人：‘7∥7．·者u A}教史：中国·台湾·斡国·|l奉》，第190页．

⑤参见霍培灵：‘沦陷时期的华北桀督教团》，‘天律文史资料》第2I辑，天津政协文史委员会1982年，第l“-18l
页。

⑥罗冠宗主编：‘前事小忘后事之帅：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第315页．

⑦李陵：‘长沙摹督教青年会抗战时期的难民救助T作》，‘船山学刊》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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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派联合成立了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国难救济会、战事服务会等机构，推动当地的抗

日活动。青年会全国协会还建立了军人服务处，吸收了一批有志青年到前线为伤兵提供服务。

再次，基督徒积极以财力和人力支援前线。抗战伊始，全国各地基督徒就积极响应捐款活动。

如国比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上海青年会半个月就劝买十万元，超额完成任务。广州某主教捐出

金十字架一枚。各地妇女也行动起来，竟相缝制棉农并且捐出旧农、毛巾等物，通过中华基督

教协进会送往前线。④复次，教会不断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暴行，通过舆论呼吁外国力量支持

中国抗战。如“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基督徒学生成立国难救济会进行抗日宣传，向国际友

人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男女青年会等都联名致电国联，要求对日本实

施制裁。鲫

考虑到中国基督教界的上述表现，可以想见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教会的不满，也极有可

能将其迁怒到中国东北教会头上，对东北教会产生严重的猜疑。虽然在这里缺乏直接的证据证

明这一点，但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立即切断了东北教会与内地教会的联系，严格控制双方信

息上的往来，这一点多少也可以说明些问题。

其二。iHi方传教七的政治态度加深了日本对基督教的恶感。

在“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对日军侵华问题上的态度并不算激进，

相反在很人程度上保守的成分更多一些。在《教务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传教士关于战争

与和平问题的讨论，很多作者都主张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他们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战浪潮持批

评态度，尤其对中国基督教界介入战争表示非常不满。一位传教+感慨道：“在基督教界的每一

个部分都兴起了抵制战争的运动，但是在道德圣人的十地上，中国的教会居然没有反对战争的

声音!”回另一位传教十则在日本侵l与东三省后说出希望中国裁军的话。并且指出中国教会应该

积极推进裁军行动：“中国教会应该表达他们有关裁军的信念吗?如果教会没有这种信念应该引

导它产生出这种信念。教会对国际裁军和国内军国主义广泛存在的沉默必须结束了!中国的基

督徒应该作出各种努力，支持政府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这是基督徒的责任!所有的基

督徒应该支持凯洛格协定。中国教会对这种巨人的争议的沉默必须结束!”@在中国面ll；i如此国

难的关头，传教十这样的言论无疑人人不利于中国抗日斗争，遭到众多中国基督徒的反对是很

正常的。

但是，西方传教七的和平呼吁不仅针对中国，它同样也作用于日本。国际基督教组织致电

中国教会的同时往往也致电日本教会。以卜．是1932年美国基督教会联合委员会致日本基督教联

盟的信：“在这危机时刻，我们美国基督教会联合机构对中国的基督教兄弟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①顾’Ii民：‘基督教‘i近代中国社会》，第525页。

②罗冠宗主编：‘前事小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綦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第315页。

③中华摹督教协进会伞国总会致电固联电文，见‘为I_j军侵占东省事敬告全国教会书》。‘真光>1931年11月
第30卷第ll吁。

④S．L叭呦schl鸭吼“chin跚Church卸d Mili谢鲫"，m af一饿砌胁r'V01．63．No．1(J柚．1 932)，p．35．
⑤“Chine辩Church alld Mili丽锄”，砌e c^拥饿月e∞砘，：v01．62，No．1l(Nov．1931)，p．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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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H{无法被摧毁的救土的关系维系在一起。我们在谦卑地承认西方氏族国家政策上的罪

过的同时，感剑所有民族的基督徒联合起来支持新的世界和平的时候到来了。我们加入你们的

祈祷，希望朱来的战争能够避免。持续的和平快速地得以保证。”∞电文中明确表达了对中国教

会的同情。“九一八”事变后，一个名为“战争抵抗者国际组织”的国际机构写信给日内瓦国联，

要求和平解决危机。这个组织也与英国基督教唯爱社一起行动，他们努力取得世界各地的名人

的签名，并将它送到在尔京的日本人臣和在日内瓦及伦敦的日本代表手中，同时也转交中国代

表一份。圆在中国无力收复欠地的时候，在舆论上要求日本停战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利的，这显

然会让日本人恼火，尤其是住李顿调查团得出日本占领东北非法的结论之后，日本人显然不会

对教会有好感。

另外，并非所有传教十都不加区分地主张绝对和平主义，甚至可以说多数人对中国实际上

持同情态度。如一位传教+就曾指出，拍方国家并没有口径一致地反对日本侵是酿成日本野心

膨胀的重要原冈，他说：“世界必须支持获得公义的和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反对战争。战争只是

一个军事弱国在所有其它解决手段很渺茫以后，才采取的最后的绝望的措施。”@言语间明显表

达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对正义的渴望，显然是一种明达的态度。当然其落脚点还是不要在中国挑

起和平问题的争论，但其思想倾向已经有所体现。再如1932年2月12日，驻沪英美传教士105

人联名发表宣言，对“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在上海的暴行进行严厉的谴责。回卢沟桥事变后，

更多的传教士对中国的遭遇表示同情。南京人屠杀期间传教士约翰·马吉(JollIl Mag∞)、贝德

士(MiIl盯S酬eBa峨)等人保护了很多难民，并将日军的暴行公布于众，引起很人的反响。@
时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日本占领区已经容不．卜．英美传教士，残酷的事实也促使传教七

不得不转向抵制邪恶、寻求正义的道路。传教士这种行为当然会触怒日本人，招致日本对东北

基督教会的敌视和打击。当然，传教十英美国籍公比的身份是日本人防范教会的基本原冈，不

过传教士群体的思想倾向也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冈素，不应该完全被忽略。

第二节政权与教会：伪满警宪体系下的基督教会

在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基督教界的情形进行梳理以后，我们将切入文章的主题，着重

对沦陷时期中国东北的政教关系进行探讨。本节所要展示的是沦陷时期的东北教会的历史处境，

以及教会人士对纷纭变幻的政治局面的虑对，其中将演绎出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值得我们认

真关注和反思。

①“Thc Crisis in Chin一确P CAf一嚣P JRB∞，出，'Vbl．63，No．4(A”l 932)，p．249．
②“Rising Int∞est in P∞cc凡l SoIuti伽of M锄churia’s‘UndecIa陀d w打”，7抛鳓加巴即月ecD—妇，．VoI．63，No．2

(Feb．1 932)，p．25．
③“Mission撕∞绷d Milit撕蛐”，强e c^加甜P足鲫胁，'V01．63，No．1(J帅．1 932)，p．55．

④‘布道杂志》1932年5月第5卷第3期，第70．7l页．

⑤参见章开沅：‘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人膳杀取ilF》，广州：广东人民：I{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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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控教会的政治机构及宗教政策

(一)掌控基督教的政治机构

中国尔北沦陷以后，日本人搬出晚清废帝溥仪，于1932年3月1日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

长达14年的伪满统治就这样开始了。伪满是一个傀儡政权，日本人通过“二位一体”的殖比体

制实行幕后操纵。所谓“二位一体”，指的是关东军司令兼任驻满全权人使，行使“内部指导权”，

具体包括政策、法令、人事、预算、旌政等任何重要措施，没有关东军司令的批准，伪满政府

不能采取任何行动。①冈此伪满政府的各种政令实际上体现的是日本军部的意：盘，伪满并不具

有自主权。在关东军的幕后操纵F，伪满建立了一整套统治体系，其中对基督教会直接控制的

有如．卜．几个部门。

1．警察和宪兵队

日本人为了控制和镇压东北人民，在伪满设立了严密的警察系统，实行警察特务统治。1932

年，伪满警察逾lO万人，平均每300人就有1名警察。国这些警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人，

在伪满前半期全部警察中日本人至少有五千人之多，这样可以保证日本对卜．层人比的绝对学控。

西在伪满警察系统中，有一支专门监控民众思想、进行谍报活动的队伍，那就是思想特务警察。

这支警察的中央领导机关是警务司及其特务科，集中了关东局外务省警察中拥有多年特高警察

经验的人，又从日本调派经验丰富的警察前来助阵。同时，还对专职人员进行特殊的训练和讲

习，以保证其：l：作效率。④其主要：I=作是通过秘密或公开的方式对民众进行全面审查，如派遣

特务对组织和个人进行监视，对j体刊报纸信件等进行审夯，对具有反日思想的人进行逮捕刑讯

等等。宗教组织也是思想特务警察监控的重点，东北曾有二白．余种宗教被视为邪教予以取缔，

基督教、佛教等教派亦遭到严密监视和打击。@

日本关东宪兵队是日俄战争以后成立的、关东军的下属组织，最初其职能以军事警察的业

务为主，兼而承担镇压中国人民、搜集俄国情报的’『：作。后来随着多次改编其职能也发生变化，

军事警察的性质渐渐削弱，逮捕、刑讯、思想控制、谍报跟踪等等成为其土要的jI：作，也成为

伪满警察系统的领导调派组织。引用日本宪兵队教习崛口正雄的话：“宪兵与一般警察官不同，

是身着警察服装的军人，生活与军队毫无两样。”⑨这就一语道破将宪兵队的军事性质。冈为思

想控制也是宪兵队的主要职责，故对宗教的控制也在其负责之列。在宪兵队1940年的《思想对

①。九一八”事变之前，I{奉在中国东北的官方殖民机构自．I『II：关东厅、关东军·d令部、领事馆和满铁，后
经过两次改革在1934年9月才彤成“二位一体”的殖民统治体制。参见谢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204页。

②谢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243贞。

③同．L，第2“页。

④同，I：，第552-553页．
‘

⑤同．t：．第562 1ic。

@m卜，第5l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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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服务要纲》中明确将宗教列为防甲项目之中。’1 7后米对尔北教会监视和打击的时候宪兵队的

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Hj。

2．伪满协和会

协和会是伪满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伪满的施政活动很少没有协和会的参与的。但是

从伪满官制来看，协和会却不属丁．伪满政府的序列。其机构体系伪满政权在组织和人事上有渗

透和交义，并在殖【心统治的掠夺过科中密切配合，共同行动。协和会的前身是1932年4月1

日关东军策划组建的协和党，组建的目的在丁在政治暴力的同时，辅之以思想统治。1935年7

月25日关东军义将协和党改组为协和会，溥仪担任协和会名誉总裁，本庄繁任名誉顾问、郑孝

婿任会长。其成员以日本人为骨干，另推出儿个汉奸作为点缀。∞协和会最人限度地从思想上

政治上控制和统治人比群众，从各地区、各比族、各阶层广泛网罗会员，截至1937年末，伪满

各地共有2680个协和会分会，会员达8 14897人，足见其强人的控制力。@

协和会的活动十分J“泛，首要的是宣扬所谓的“建国精神”和“国家观念”，驱使人比服从

日本的统治：其次是“宣德达情”，即“使比众周知政府的施策、搜集K间的不满，并协助政府

消除之”。回可见，政治文化宣传和思想控制是协和会．【：作的重点，基督教会作为一种具有独立

思想性的组织体系显然也在其控制范同之内。早在协和会前身协和党的时候，其颁布的《基层

组织结成纲要》中就明确强调要对宗教团体给予特别的关注，尤其要对宗教领袖进行严格的调

夯。@后来，协和会对佛教、喇嘛教、同教、基督教等教派进行统制，切断了其与中国内地教

派的联系，通过打击和怀柔两种手段将各种宗教置丁．其严密监控之下。@

3．礼教司和社会司

‘1934年伪满确立政府组织体系，伪国务院设立8个部，其中文教部包括总务司、学务司和

礼教司，而礼教司的职责为掌管宗教和礼俗，基督教自然在其掌管之列。1937年7月，日伪当

局进行机构改革，将原来的8个部改为6个。文教部被撤销，另在民生部中设立教育司、社会

司和保健司，其中社会司的职能包括关于宗教团体、布教者、寺庙等事项，人致涵盖了原来的

礼教司。1943年3月日伪当局再次进行改革，恢复了文教部及其下设的礼教司，这时的宗教事

务由礼教司和宗务官共同管理。礼教司负责召开宗教教化会议，宗务官负责调夯宗教情况，两

者的配合是默契和有机的，基督教不可避免地成为其．J：作的对象。⑦

(二)沦陷时期的基督教政策

①同J：，第217页。

②谢学诗：《历史的毒痛：伪满政权必广》。梓林：广两帅人⋯版}l：1993年，第70-72页．

③谢学诗：《伪满洲固史新编》，第243页。

④同卜，第355页。

⑤伪满洲帝国协和会编：‘满洲帝国协和会组织沿革史》，东京：4i二⋯版社1940年，第37页，转引程力：‘伪

满时期II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东北帅范人学硕Ij论义未刊稿2005年，第lO页．

⑥谢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70页。

⑦程力：‘伪满时期lI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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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政权在不同时期宗教政策的特点也有所不同，常处丁．变动状态；就基督教本身而言，

日伪的政策也与其它宗教有所不同，需要我们细致分析。总体上看，日伪的基督教政策经历了

一个由宽松到紧缩的过程。

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之初，虽然已经初步开始了对基督教会的监控。但总体上看还比较和缓，

有时我们甚至会发现一些支持的迹象。传教十们发现在“新政府成立的三年半时间里，当地或

中央政权都没有对基督徒在教堂、街头、学校或医院宣教活动进行干涉。相反，日本人和满洲

国官员还把我们视为一种友好的精神。”①日本人在人连出版的《英文满报》免费邮给英国传教

士，英国传教十乘坐火车可以享受半价优待，南满铁路对托运宗教。拈籍给以免费待遇，②还将

毗邻新路的一块十地提供给教会作为建立教堂之用。@当时关内的普通}弓刊，一律禁I}：流入伪

满，唯独基督教出版物例外。上海出版的教会刊物‘时兆月报》成批地流入东北各地，其至日

伪官员也订了月报，还在订报册上签名留念以示支持。④日本人对传教士的意见也表示出充分

的尊重。1932年法库县城遭日军空袭导致人鬣难K伤亡，当地传教七向关东军司令发出停．If：空

袭的呼吁。后来一架飞机撒F一份非常谦恭的i亓l复，解释这次军事行动的原因。并要求传教士

向商会澄清军队无意滥杀无辜，军事行动有所收敛。固日伪政权还企图利用基督教来收买人心。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伪市长十肥原贤二在沈阳成立“治安维持会”，指令日本基督教会长老

山下永幸为负责人。并拉上奉天神学院院长英雅各(J锄骼W．hlglis)，利用东北军粮袜厂大量

的库存饼干救济遭兵变之，灾的难民，借以邀买人心。@

从以上事例可见，日本在侵l吁中国东北初期对基督教的政策总体上看比较宽松。这是冈为

刚刚进入东北的日本侵略者立足尚未安稳，他们希望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而不想与之对抗。

东北沦陷初期人心浮动，社会秩序混论，日本也希望借基督教教义稳定人心，从心理上弱化人

民的斗志，扑灭风起云涌的抗日烽火。满铁调查员日人大谷湖峰认为“对现存的一切宗教。只

要它们没有直接危急治安，就要尽可能地避免采取镇压、排斥的态度，要很自然地使民心觉悟

到所应依据的道路，必须这样进行指导。”毋这或许也代表了初期部分日伪统治者的看法。但是，

日伪政权很快就对基督教改变了态度，渐渐向严密控制、全面打击方向发展。

从1934年起，在关东军军政势力的授意和支持下，南满铁路调杏局对全东北的宗教情况进

行了全砸细致的调夯，以此作为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据。满铁调查的报告汇总为<宗教调查报告

书》数辑，有4辑的内容涉及基督教，其中第7辑《基督教调卉报告悟》达五白．余页，将整个

①F．w．S．o’Nc订I，“111c Church ofChrist in M卸chu—a”，豫P劬f朋^纸砌一‰r跏丘1936．37。p．135．
②柳兆卿：‘皋督教传入辽阳》，‘辽阳义史资料》第5辑，辽阳政协义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138页。

③F．w．S．o’Ncill，。111c ChurcIl ofCh『jst in M如churia”，％P鳓胁口肘洳如一毙甜占DD．|}，1936．37．p．135．
④孙邦、于海鹰、李少们编：‘伪满社会》，长奋：古林人民}{j版社1993年，第589页。

⑤F．w．S．0’N硎，。111e Church ofCh—st in M柚chur{a”，忍e劭抽口榭isfD一胁，肋狄。1936．37．p．136．
⑥孙鹏翕：‘I】奉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草督教为J乓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辽宁政协文

史资科委员会1983年，第107页。

⑦人谷湖峰著，滕铭F译：‘宗教调含资科第2辑：吉林、问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伪)民生部卒t会
司1937年，‘长奋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长奋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88年，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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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北地区的教会组织派系作了极为细致的统计和描述。除了这些报告15外，满铁还出版了多种

宗教类凋奄资料，它们并不仅仅是对宗教现象的简单描述，还包含了调亢者和相关机构对基督

教的态度以及对伪满宗教政策的建议，对伪满宗教政策的出台起到了很人的参考作Hj。

‘1936年12月8日，日伪文教部发布《关丁新设宗教暨类似宗教诸团体取缔之什》，严令伪

满各地不得新设立宗教及其类似团体。①1938年伪满氏生部义颁布了更为严厉的《暂行寺庙及

布教者取缔规则》，是为管理和控制东北基督教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法令。窜<规则》共分14

人项，34小项，其中第一项明确指出法令的适刚范同包括“寺庙、教会、布教所等宣布宗教之

教义或执行宗教上之仪式之设施”和“主持、僧侣、道十、牧师、教师等从事宜布宗教之教义

或执行宗教之仪式者”，在附则中义称“本令对丁．喇嘛寺庙及喇嘛暂不适用”。故该《：规则》成

为控制除喇嘛教以外所有尔北宗教的基本法令，其中基督教受到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

《规则》规定，设立寺庙、教会等布教场所时，要将设立原冈、地点、宗派、传教方法、

资金来源、建筑情况、传教者情况、与国内外关系等详情向民生部人臣．基报，得到其许可方可

设立：现有布教场所的废J}：、合并、迁移等变更要向生部人臣中请，须得到其许可并备案；布

教场所的建筑、十地、用具等一切财产须详细登记．节报，如有变动必须告知当地长官；传教者

的履历、资格、职位、所属宗派等详细情况须上报当地长官，由其予以认可。另外，如果布教

者有“怠为本令所定之警报”、“反公益或其他不应准许存立之事由”或“妨害公安或风俗之行

为”时，民生部有权取消设立的资格或禁止布教及其它教务的执行。

本来一个政权对所辖范闹内的宗教进行管理亦无可厚非，但如此严格苛刻的规定却并不多

J^!．，而且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际政治背景，这一法令绝1F仅仅具有一般宗教管理的职能。

在卢沟桥事变后日伪统制日益加强的时候，这一法令的出台使得伪政府可以合法地对基督教会

进行事无巨细的控制，包括组织、信仰、人事、经济、布道等各方面。只有符合日本侵略者利

益的教派才能够设立和维持，一．口．教会的设立不符合日本的侵略精神或当局对教会有所怀疑，

伪警宪就可以合法地进行调奄，并随时以种种借口予以取缔。“至是东北教会已由外面之压迫变

而受内部之统制阶段，所谓言论信仰集会之臼由被夺无余。”掣法令的名称虽贯之以“暂行”二

字，但是直到1945年日本败亡也朱作任何的改动，故该法令可视为日伪宗教政策精神的集中体

现。’

为了确保取缔规则的有效实施，1939年前后伪满卜．辖各省和特别市的管制措施纷纷出台，

主要是针对布道人和宗教财产的监控，各地代表性的法令有《布教者身份证明·15发给规则》、{：寺

庙财产保管规则》等，这些都是取缔规则的配套措施。依照这些规则，日伪将各宗教团体的布

①‘文教月报》第17吁．转弓l杨家余：‘内外控制的交合：11伪统制下的东北教育研究(193l～1945)>，合肥：
安徽人学il；版社2005年，第167页。

②‘暂行寺庙及布教青取缔规则》。(伪)国务院法制处编纂：‘满洲国法令辑揽》，满洲行政学会发行1940年，

第69页：又见‘满洲国政府公撒》第134l呼，沈阳：沈阳书社1990年影印版，第505．507页。

③李廷魁：‘东北大会报告书》，‘中华桀督教会伞固总会第f’届舱事扩人会议记录》。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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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的传教权、各宗教团体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权力牢牢控制在白己手

中，为宗教团体的传教活动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①

日伪基督教政策由宽容到紧缩的转变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是冈为日本在中国东北政治地

位的不断稳|嗣，以及日本与．两方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日本侵f叶中国尔北以后，伪政权以关j3三

军为后盾，对抗日的进步势力进行残酷镇压，对东北人比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使得整个东北

社会渐渐陷入沉寂。尤其是东北抗联不断遭遇挫折以后，日伪反动势力暂时在东北站稳脚跟，

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可疑的、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社会组织。同时1932年调夯日本侵略东北问题的

李顿调夯团宣布日本的I’i领非法，日本随之退出国联，西方国家对所谓的“满洲国”一直持不

承认立场。这些问题加上资本主义国家间日益加深的矛盾，使日本与英美等两方国家的关系不

断恶化，冈此在东北具有这些国籍的传教+不再是日本维护和讨好的对象，转而成为敌对势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日伪当局对东北基督教教义和组织本身的警惕和怀疑。日本人对允许存在

的宗教提出两个基本条件：“(1)要符合满洲国的建国精神；(2)从日满不可分的原则看，和日

本思想融合、有联系的宗教。”圆而在日本人眼中两方人传播的基督教恰恰与两原则相抵触。基

督教教义里有一条“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即基督教学握人的精神，政府掌握人的肉

体，所以不主；长基督徒与政府对抗。但日伪当局却认为“只把肉体奉献给政府，而把精神奉献

给基督的思想。是轻视国家的观念，有导致否定国家的危险。万一把基督和满洲国元首对立起

来时，那么怎么办呢?”固日伪当局的这种顾虑显然是觉得基督教不能把全部精神贡献给统治

者，难以很好地驾驭。这一点还是其次，日本人最担心的是教会与所属国的联系。日人人谷湖

峰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对基督教教义的考察，我在这里略去不论，但我认为，那传教士既然都各有其出生国

的国籍，作为一个事实，这是个不能轻视的问题．因为他们肯定要对自己所属的国家抱有

强烈的感情，必须要探讨传教士的祖国对满洲国的态度如何．如果其祖国采取否认满洲国

的态度，那么那个传教士也必然要抱有与其祖国同样的观点．假使退一步说，宗教是超越

国籍的，对整个人类是平等的，那么，或是自己祖国的政策改变之后再来到满洲，不然就

脱离自己的国籍后加入满洲国籍．否则，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仅是理论而已．既

然这个矛盾不能解决，那么对它的动向就需要密切的注意．固

①见<伪满洲国政府公撤》第1456譬、第20“哆，转弓f杨家余：‘内外控制的交合：Il伪统制下的东北教育
研究(193l～1945)》。第170页、17I页。

②‘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古林、问岛、滨江省宗教调A报告书》，‘长备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
第17l页。

③同J：。第20页．
④同．I：，第17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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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基督教一边呼吁者和平一边进行战争的事实绝1F罕J^!．。特别是在国

家主义如此浓厚的近代更是如此”。∞“现在的基督教传教体现了欧关人扩张的政策”，留“基督

教系的传教十人多都有间谍嫌疑”。锄他对自己的言论也用臼己的调夯进行证明，如1936年哈

尔滨浸信会某美国牧师的间谍活动、热河传教士学握经济命脉控制信徒等等。这些证据或者是

莫须有的、或者是片面的阐释，但对丁急于学控整个东北社会的日本统治者来说却是控制基督

教会的极好的借口。劬此外部分教会人十不合作的态度往往也会激怒伪满统治者，东北基督教

政策日益紧缩势在必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1938年颁布的《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是日伪宗教政策精

神的集中体现，但并不意味着日伪当局会完全按照规则办事。无论法令颁布以前还是以后，伪

满警宪一直对教会进行着严密的监视，无须任何理由就可以随时取缔教会事业、迫害教会成员，

这根本不关法律的问题。即便是在初期较为宽容的时期也只是相对的宽容，对教会的监视和控

制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着，完全超乎法律之外。其它针对所有尔北人比的法令同样也作用在

基督教会上，如奴化教育、思想控制、神社崇拜等，对基督教产生了很人的消极影响。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东北基督教几遭灭顶之灾，日本教会开始政治性介入，日伪基督教政策从控制转

而变为全面打击和全面利川阶段，具体内容下文将会详述。

附：《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

民生部令第九十三号

兹将实行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如左

康德五年(1938年)九月二十四日

民生部大臣孙其昌

第一条本令所称寺庙者系指寺庙、教会、布教所等宣布宗教之教义或执行宗教上之仪

式之设施而言；所称布教者系指主持、僧侣、道士、牧师、教师等从事宣布宗教之教义或

执行宗教之仪式者而言．

第二条拟设立寺庙时其设立人应缮具左列事项经民生部大臣之许可：一、事由；二、

名称；三、设立地；四、宗派系统；五、与国内或国外的其它寺庙之间有本末相关时，其

关系：六、主祀及并祀之神佛；七，祭礼之名称及其期间；八、堂宇及其他境内附属建筑

物之位置、种类、构造、用途、面积及图面并境内地之面积、图面及其周围之状况；九，

设立费及其支用方法；十、建筑之起工及竣成预定期日；十一、布教方法；十二，维持方

①同，l：，第19页．

②同．1：，第148页。
③同上，第36页。
④同．J：，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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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十三、为寺庙之代表者之姓名、原籍、现住所、生年月日、履历并资格及其证明书；

十四、所属布教者之职名及定员。

废止寺庙之复兴视为新设者．

寺庙之设立完成时应速将其旨呈报民生部大臣．

第三条如拟变更前条第一项第二款．第六款、第八款及第十二款所揭之事项时，应缮

具其理由经民生部大臣之许可．

于前两项情形前条第一项第八款所揭事项之变更完了时，应速将其旨呈报民生部大巨。

如拟变更寺庙之代表者时，应经管辖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之许可，但对于特别指定寺

庙之代表者之变更应经民生部大臣之许可．

关于前条第一项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十四款所揭之事项有变更时，应速呈报民生部大

臣．

第四条如拟废止或合并寺庙时应缮具左列事项经民生部大臣许可：一．事由；二、将

被废止或合并之寺庙之名称及所在地；三、将行合并之寺庙之名称及所在地；四、将被废

止或合并之寺庙所属之土地，建筑物其他财产之处分方法．

寺庙之废止或合并完了应速将其旨呈报民生部犬臣。

第五条如拟迁移寺庙时应缮具左列事项经民生部大臣许可：一、事由；二、迁移地；

三，堂宇其他境内附属建筑物之位置、种别，构造、用途，面积及图面并境内地之面积、

图面及周围之状况；四、迁移费及其支用方法；五，建筑之起工及竣成预定期日．

寺庙迁移完了时应速将其旨呈报民生部大巨．

第六条寺庙之设立、合并或迁移经许可后于三年以内未完了时，该许可失其效力，但

又特别事由时得经民生部大臣之许可延长其期间．

第七条寺庙之代灰者于寺庙设立后，应速将关于寺庙所属之财产缮具左列事项呈报管

辖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对于该事项有重大之变更时亦同：一，在卖物则其名称．数目，

形状、品质、尺寸，作者及传来；二，在上地则其所在地、地种、面积、价格及境内地境

外地之区别；三，在建筑物则其位置、名称，种别，构造、用途、面积、价格及在境内地

与在境外地之区别；四、在前列各款以外之财产则其种类及价格；五、财产之管理及处分

方法．

第八条寺庙之代表者应备有财产总帐，关于寺庙所属之财产记载前条各款之事项．

第九条拟充为布教者应缮具左列事项至报管辖其住所或居所之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

一，姓名，原籍、现住所及生平月日；二、履历并资格及其证明书；三、将行就职之年月

日；四、职名；五，宗派系统及其所属寺庙；六，布教方法及布教费之支出方法．

前项之布教者退职或死亡时，本人或寺庙之代表者应速呈报管辖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

第十条民生部大臣对于寺庙认为有反公益或其他不应准许存立之事由时，取消设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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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

第十一条寺庙之代表者怠为本令所定之呈报时，民生部大臣或管辖省长或新京特别市

长得取消代表者之许可．

第十二条管辖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认为布教者有妨害公安或风俗之行为时，得停止或

禁止布教及其他教务之执行．

第十三条未经许可而设立、废止、合并或迁移寺庙者，处二百元以下之罚金，或拘留

或科料．

第十四条依本今向民生部大臣提出之许可呈请书或呈报书，在新京特别市应经由新京

特别市长，在市县应经由管辖市县旗长及省长提出之许可，呈请书或呈报书应经由管辖市

县旗长．

附则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本令施行前所设立之寺庙代表者应自本令施行日起，于三月以内呈报第二条第一项第

二款至第八款、第十一款至第十四款及第七条所揭之事项．

有前项之呈报时该寺庙则视为已依本令经设立之许可者．

本令施行之际现为布教者应自本令施行日起，于三月以内呈报第九条第一项所揭之事

项．

本令对于喇嘛寺庙及喇嘛暂不适用．

二、伪政权对东北教会的打击和控制

伪满政权中的礼教司和社会司负责制定宗教政策和具体措施，并对下属机关发出指令和进

行指导，而宪兵队、警察及协和会则是监控基督教会的最直接的力量。在它们的联合打击卜．，

东北教会经历了严酷的寒冬。

(一)监视与审查

伪警宪对东北新教的摧残首先表现在对教会人士的全面监视与控制上。事实上在日军占据

东北之初对基督教相对“宽容”的时期，这种监控就已经开始了：“基督教机构遭剑最严密的审

查，外国传教士也遭到不断的监视。传教十要用人量的时间去填写表格和同答问题，这些都是

在探究差会财产和组织的最微小的细节。一个担任政府领导人的日本基督徒卢称这种审查在这

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这将及时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了解。”引用他的话即：“政府带着好感审卉

所有的差会活动，对教会、学校和医院的特殊对待也将是一致的。”回

从1932年起，日本宪兵对东北新教某些教会的检夯已经成为日常惯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

①“Christi柚work in M锄churia'’，豫P a加聊足P∞，t拓，’V01．65，No．6(J啪．1 934)，p．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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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着一切不符合新政权的事物。例如在一个基督教机构教室上的墙上有一；＆国比党时代用的

蓝色航海图，对丁．西方传教十而言这只是一种墒饰，但宪兵队要求立即将其撤掉。任何日本军

事当局热心支持的“精神jr作”以外的事物都将受剑严格审查，如果认为有颠覆性的企图或影

响将立刻被禁l}：．如公比训练、满洲问题及中外关系研究等都在禁I}：之列，教科’15中被认为不

符合日伪精神的内容都要删掉。日伪特务有时会参加宗教会议，一次某牧师演讲时提列“神之

国”就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因为这“带有太多的政治意味”。①警察为了弄清教会人十的想法，

秘密和公开的审查手段被普遍采用。布道稿子、来往信函、重要文件都被递交上去审查，警察

不断地询问外国人他们的思想、行动、朋友和爱好等等，任何可能对伪政权不利的思想火花都

将被立即消灭。日本警察静遍相信传教十是其所属国政府派来从事特殊使命的，想让日本当局

确信传教士不为他们本国政府服务是不可能的。圆

东北沦陷初期日本人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监控尤为严格。青年会领袖为了保全实力不得不在

1932年4月的报告中提醒干事们，要像“蛇一样智慧、鸽子一样温顺”，但即便如此吉林青年

会的一个中国人干事仍在1932年7月遭剑逮捕和监禁，经过教会的一需努力他才在次年被释放，

但被逐出了东北地区。@东北基督教青年会首当其冲，其原冈是多重的。一方面，正如传教十

倪裴德所言，“困难的原因部分源于一些青年会领袖在前政权下的政治行为”。@这里的“政治

行为”指的是东北青年会在“九一八”事变前组织的抗日活动。1929~1930年，东北青年会干

事阎宝航、车向前、张奚尧等爱国志士筹备组织了三个反日爱国团体，即辽，j2国比尝试促进会、

外交促进会和辽宁拒毒会，同时发行《国民外交旬刊》，通过这些组织和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罪行和欺骗言论，这必然会引起日本人的警惕和愤恨。@日伪警务厅特高科对吉林青年

会的意见是：“在旧军阀时代这里作为排日根据地，可以认为其会员人多数还是延续了当时的思

想情绪，考虑到这一点，不采取坚决的手段，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可见爱国运动与青年会遭

打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也是基丁：日本对国际青年会本身政治态度的不满。

著名的国际基督教青年会领袖艾迪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恰好在沈丹l布道，事后他给中国驻

国联代表施肇基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他以目击证人的身份有力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行径。

这封电报在国联上被宣读，让日本人十分恼火。故青年会中很多人都认为正是这封电报造成了

东北青年会的困难。o此外，东北青年会的成员多是知识分子，与国际社会和中国关内联系密

切，且其组织社会性强、宗教性弱，这些特征是日本人很难放心的，想当然其控制力度也会加

①“Ch—stj鲫s锄d tIIe P瞄舶t M柚churi锄R锷imc竹．7舵a拥E卵月∞口础^voI．63，No．6(J岫．1 932)’p．39 1．

②Austin Fult∞，乃，D锄肠—幻淞k臌一d彻d胍凸“比^口耐肘b曲一抽^，口刀砌“，蛔，舾7~，95仉p．95．
③【美】邢军著，赵晓阳译：‘革命之火的洗丰L：美国社会福哥和中囝肇督教青年会，1919~1937年》，上海：．卜

海古籍f{I版社2006年，第138页．

④F．w．S．o’Ncill．“11he Church of CtIris￡in M锄churia”，7配c^加^铷嘲跏，肋碱，1936137，p．143．
⑤辽宁省地方，玉编纂委员会编：‘辽宁省忠·宗教忠》，第2lO页。

@‘宗教调矗资料第2辑：古林、问岛、滨江省宗教调A报告书》，‘长奋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

第38页．

⑦【荚】邢军著，赵晓阳译：‘革命之火的洗礼：荚图社会福音和中国摹督教青年会，1919～1937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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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如果说伪满初期日伪对尔北教会的监控尚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在卢沟桥事变后则完全露出

了凶相。此时便农特务出入教会日益频繁，对教会活动无论人小都要过问，对“满洲”国籍的

传道人员都要登记上册，对每一个人的日常活动也要进行仔细观察。尤其是1939年日美关系开

始紧张后，日本特务对教会的监视更是人人加强。凡与西方传教十有联系的中国传道人员都被

列入黑名单，叫做“视察人”。有可能刑事犯罪的人叫做“刑事视察人”，具有反日思想的人nq

做“特务视察人”。他们还把比较重要的人物称为“要视察人”，监视得更为严密。当时中国传

道人员有不少都被定为“要视察人”，时常遭盯梢或盘查，受到各种各样的刁难。①在很多时候

警宪对中国传道人的欺压是不必讲任何道理的，-卜．面是哈尔滨安息日会牧师徐堂清的一段同忆，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一次，信徒正在唱诗《进天门》⋯⋯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进来，查看幻灯片子，把

幻灯片翻个乱七八糟，还问刘安详：“满洲国是不是王道乐土?”刘安详说：“是王道乐土．”

叉问弹琴的齐新兰：“满洲国是不是王道乐土?”“是．”齐新兰回答．突然，这个日本人勃

然大怒：。什么王道乐土，我的王道乐土，你的王道乐土?”教徒都吃惊地看着他，布道中

断了．

又有一次，我正在台上讲耶稣复活，台下一个日本人站起来就想说话，我假装没听见，

继续讲道．这个日本人听着听着，又站起来，找到李学法说：“明天，你们把幻灯片这套东

西拿到警务科来．”第二天，我拿手帕包着幻灯片来到警务科．一个警官问：。你来这里布

道有什么凭证?”我回答：“我有市公署给的寺庙许可证．”他又问：“人死了怎么能够复活

呢?这是迷信．”我说：“人死了，可以复活，这是信仰．”“你把这些东西拿到警察署去．”

警察署的警察是中国人，他们对我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再讲复活了．”我说：。日本人信

佛，我们信仰耶稣基督，怎么不让讲呢．”口

到了1940年日美关系紧张加剧，日伪警宪对教会的监视更加公开化，传道人每次外出传道

都要得到警察局的批准，同米时汇报，事无人小一举一动都受到粗暴的盘查。传道人李廷魁同

忆说：“实际说来传道人每天的行动，都清晰的载在那些特务们的手册中，他们更常常冈了传道

人拜访某一信徒，而生疑心。结果那l『{)=信徒便会多日被缠绕于调奄、询问、盘诘等苦况中。甚

而又冈警宪方面不放心，而向那位信徒所属的机关函致照会，说明他们的疑点。以致使人们闹

得一团糟，也许他们便会因此而被辞，也为可知。”嘞警宪的气势也愈加嚣张，“这时日伪宪特

①孙邦、于海鹰、李少们编：‘伪满社会》，第590页。

②侯铁、金名编著：‘长备义史资料1990年第3辑：宗教人．I：谈往录》，长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古林省

长春市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第9l页．

③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I和明|{》，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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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便衣人员，连身着军警制服，腰佩战刀的公开身份者。也人摇人摆频繁进入教会办公室，

有意制造恐怖气氛。”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未撤走的传教十被关进集中营。日本人提出“击灭

英美”的口号，扬言基督教与英美一气，要狠狠整治。传教人员每天都受到日伪警特的种种刁

难，盯梢的步步不离地公开跟踪，还对他们去过的人家进行盘问。卉得人心惶惶，传教。l：作无

法继续。如果特务们发现通过跟踪已经找不剑什么材料，就通过编造题目对传道人进行盘问来

进行敲诈，如不对他们进行贿赂就可能被定为思想犯。@这时的基督教会已经被完全掌握丁日

伪的股掌之间，不具备丝毫的反抗能力。

(二)逮捕与迫害

对教会人士进行监视和控制是日伪警宪打击基督教的基本手段，与之并行的另一重要手段

则是对思想上与“满洲国”精神不合、或有进步倾向的教会人十进行逮捕和监禁。这种迫害是

对前者的有力配合，既可以击垮可疑分子，义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除了贯穿于整个伪满

时期零星的逮捕外，火规模的拘捕行动有两次。

第一次人逮捕发生丁：1935年秋天，日本警务局宪兵队以“反满抗日”为名，先后逮捕了

46名基督徒。这些人人部分都是教会的上层人士，包括东北人会宗教教育干事高光达、长春长

老会牧师胡成国、东北人会总干事庄振声、沈阻l关西教会牧师刘国华、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刘促

宜、基督教盛京施医院医生毕天民、刘促明，以及神学院学生张尚民、牛光朴等人。此外还拘

捕了英美烟草公司和沈阳的上海银行的一些雇员。@结果被判徒刑者5人，死予非命者1人，

患不治之症者1人。固其中张尚氏和牛光仆各判20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释放。牧师刘国

华、女学生刘爱光等人被长期拘禁和严刑拷打，遭到非入的折磨。

这次大逮捕的直接动冈源于1932年国联派往中国东北的李顿调查团。调夯团的到来给国人

带来了很大的幻想，东北社会各界冒着生命危险向调查团提供证据，具有爱国之心的基督徒自

然也不甘人后。代表团入住沈阳人和饭店时，曾收到以反对建立伪满州国为内容的信函五卣余

封，据传道人柳兆卿网忆说，这些信是沈田J医学院、神学院、施医院、青年会、文会高中、坤

光女校等各个教会组织机构的基督徒用英文写的。辽阿1牧师李锡元还拾到一些炸弹片，作为日

本8架飞机轰炸小北河暴行的凭证，设法送到调杏团处。@此事也得到了两方传教十的证实，

一位外国教会医生在1935年11月写给母国差会的信中称，当时每个被捕者被讯阀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向李顿调夯团提供过证据吗?”@日本人对此事恨之入骨，一直耿耿丁怀，只是当时

①孙邦、于海鹰、李少们编：‘伪满袖：会》，第59l页。

②同上，第593页。
③“CIlriSti胁s Arrested in Moukd舶”，砌e劬砌巴卵詹P∞胁^V01．66，No．1l(Nov．1935)，p．765．有关1935年东北幕

督教人逮捕的详细过程参见T．M．Balcc'咖J|l拓f Ml阳d归，．尸一阳纪cf删肠ffD疗Dew砌棚g肪P彳腮吖矿口
m朋胁P肼凸拥删。1937．转0l Au吼in Ful啪，砌ml耐&砌删础B助耐口耐厅坩a“圮Ill口耐胁￡咖刀折
胁厅曲“，缸，占67~，好0’pp．96．1l 1．

④李廷魁：‘东北大会报告书》。‘中华基督教会伞国总会第f‘届骼事扩人会议记录》，第59页．

⑤柳兆卿：<筚臀救传入辽啊1》．‘辽阳文史资料》第5辑，辽阳政协义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142页．
@^删丽f试妇k TfImMgh E硼flq∞l(e wi柏口耐F洫chrch口’ld Mission in Mnnch—o|867～l 950。p3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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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丁．舆论尚未动手，故1935年的人逮捕可谓蓄i!I!；已久。除了上述原冈外人逮捕还有其它一些触

发冈素。如神学院学生张尚【心和牛光仆开展的“一文钱运动”，号召每人每大节约一文钱，积攒

起来资助两名名辍学的学生读．15，该运动被视为共产党行为，两人均遭逮捕。∞再如爱国牧师

刘国华被迫与日本人合影留念，当拍照时他突然低头，照了一张看不剑脸的照片，冈此为日人

嫉恨而被捕。∞

这次人逮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冈。1935年前后是东北抗联最为活跃的时期，给日本帝国主

义带来沉重的打击，据消息灵通的当时驻奉大的英国总领事透露，尔京对伪满政府施加了强人

的压力，一两个重要的官员已经被撤换。“因此满洲国政府急于找剑这样一个群体或一些群体，

他们受过一些教育并与国外势力有联系，他们可能被看成是满洲国盗匪的鼓动和促成力量，他

们自然把矛头指向基督教领袖们，因为他们在满洲的中国人中创建了唯一的教育阶层。他们也

把矛头指向英美烟草公司和香港银行，冈为那里也有受过教育的与英国有关系的雇员。上述基

督教私人团体遭到怀疑，显然是冈为他们可能为共产主义提供了场所。”@由此可见这次逮捕土

要还是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但由丁．基督教会牵涉其中，必然也会加深日本人反基督教的倾向。

英国领事“不认为此运动的起因是反对英国或反对基督教的，然而他也承认关东军学握着满洲

的实权，这支军队既反对基督教也反对外国人，冈此这一开始本质上朱必是反对基督教和英国

的运动，现在已经具备了许多这样的特征。”回

发生于1941年底的第二次人逮捕与第一次有很人的不同，第二次逮捕的被捕者主要是．两方

传教十。早在1941年初日本与两方国家关系严重恶化的时候，东北的许多传教十是就奉命离华

回国，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一些传教十不愿或没米得及同国，这些人在战争打响后立刻

被日本人拘捕起来，关押在沈拜1汇丰银行人楼的项层，其中也包括一些与日本交战国家的天主

教神甫，这批人后来人都被辗转遣送同国。这次火逮捕规模不小，仅仅沈舟1的集中营中包括天

主教神父在内就超过入十人。@另外还有四平街和日本的集中营不计在内。有些被捕者的处境

尚勉强过得去，有些人的境遇则相当恶劣。如在某大主教神父的一份档案中留F了这样断续的

描述：“当被捕的时候(1941年11月11日)我正受着风湿病的折磨(非常严重)，他们许诺会

送我去医院⋯他们没有医治⋯我像其他人一样被拘留睡在地板上⋯很糟糕地治疗⋯缺乏食物⋯

营养不良⋯没有医疗关照⋯拒绝牙医帮助⋯掌权者部分的渎职(从官员剑最卜层的十兵)。”嘞

①龚玉珊‘一位老牧师的自述》，马维枞：‘黑龙江宗教界忆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iI{版社1992年12月。

此事也得到J，两方传教I：的jJE实，参见“Chri吼i柚s A玳爆tcd in Mukd∞”，砌P a抽删露8cD胁，'V01．67，No．I
(J柚．1 936)，p．57．

②柳兆卿：<基督教传入辽阳》，‘辽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143页。

③Austin Fult∞，劢，Dl倡r^肠一幻材口妇晰耐册d胁c^“九柏口耐枷埘D一切肘锄幽“砌，嬲7~，”0，p．35 1．

④Ibid．，p．352．
⑤自．关东北传教l：被捕的具体情形参见Au吼in FuIt∞，77I_mMg^点’口一幻l‘口幻胁d册d月俺C竹“砌口材肘酗fo一折

^t函ncIIl“，‘妇，867一，9哆D，pp．158·161．

@^、v弘j．心蜮试。Saving chin口：cnnndinn Mi豁ionnries in the Middk Xingdomi888一i959，、jnh兢如y ot 10ma吣

Press，lomoto Buff．alo London，l 986，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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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逮捕的原冈很简单，完全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白热化的结果。这种情况也并1F仅仅出现在中

国东北，而是日本本十以及韩国、台湾等殖K地地区普遍的现象。

与此同时，部分中国基督徒也冈为与传教+的关系而遭剑逮捕和折磨，如1942年上．半年哈

尔滨浸信会牧师蔡约翰和圣洁会牧师杨在天被捕受刑，日本人要求蔡约翰供出与美国人栾马丁

(Ch鹪．A．konard)的_关系。①当然，这时期对中国基督徒的逮捕可能另有目的，据1943年加

入东北教会的信徒杨松山同忆：“事后得知日本人用的是两面手法，一方面制造恐怖气氛，使教

会工作人员中的人部分被迫转业，使信徒中义社会职业的人人多数不敢来教会，把剩下的主要

负责入孤立起来，以便监视；另一方面义由协和会出面在各人宗派中酝酿建立满洲基督教会。

通过这个办法，把日本牧师打进教会中来，以帮助建立满洲基督教为名。实现他们监视中国教

会的目的。”@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下文所要提及的日本基督教会的情形，我们大致可

以判断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东北基督教会最终在日伪的打压下为日本教会所控制。

(三)改造与怀柔

东北传道人李廷魁在一本小册子中有这样一段话：“精神方面的建设，却使教会有不可言喻

的苦楚，敌伪中颇有些人看清了精神力颦的伟人．也确信宗教信仰的潜在的功能。他们似乎觉

得基督教终究要成他们的控告者，他们却又没有自信能消灭这教——虽然人数并不多——所以

他们便定了双重的政策，一是怀柔，使基督教能投到他们的怀抱：一是改造，希图用思想的侵

袭，渐渐转变基督的本质。同时更竭力提倡低级性的迷信，以遂他们的愚民政策。”@这段话精

辟地道出了日伪政权对待基督教会的另一面，即怀柔、笼络、利用的一面。这是因为日伪政权

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具有强人的韧性和号召力，并非仅靠暴力手段能够消灭，因此

他们制定了很多具有弹性的策略，试图通过精神、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教化和渗透来改变基督

教的特质，通过小恩小惠等手段拉拢基督教会为日伪政权服务。

对宗教团体的精神教化是日伪政权一贯的方针。日人人谷湖峰指出：“对现存的一切宗教，

只要它们没有直接危机治安，就要尽可能地避免采取镇压、排斥的态度，要很自然地使民心觉

悟到所应依据的道路，必须这样进行指导。我以为这是真正的彻底的T：作，要使传教者与被传

教者同时都得到教育。”固这里所谓的“教育”实际上就是教化，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协和会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文己述，协和会是日伪重要的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机构，其控制

教会的手段之一是要求教会牧师入会，一个不加入协和会的牧师将被认为不忠于国家。教会人

士既想与协和会官方保持个人的友好关系，同时还想抵制他们对教会机构和教会政策的入侵是

十分困难的。固当然，协和会更惯常的控制方式，还是忠实执行和积极配合日伪的“国策”。因

①孙邦、于海鹰、李少们编：‘伪满社会》，第594页．

②同．I：，第595页。

③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I{和明l_1》，第lO页。

④‘宗教调盘资料第2辑：古林、问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备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
第174页．

⑤Austin F“tolI，砀m功肠咖觚妇胁d口耐尸触劬“棚口耐施路衲加^缅西Ⅳ砌，舒知，妨口-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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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国策”的核心内容就是思想控制，显然会对教会产生了很人的消极影响。其中影响较

人的两种为强制要求尊孔祭孔和参拜神社。

尊孔祭孔之风盛行丁伪满前期，它之所以为日伪统治者所推崇，完全是出丁束缚人心、培

养顺比的需要。东北沦陷后，孔孟之道首先在学校中推行，学校被迫在一段时期内以四’|5五经

为过渡性教材，其目的是朋儒家经典米排除二比主义党义教材的影响。伪政府命令祭孔始丁

1932年秋天，该年9月23日溥仪剑孔庙参拜。从1933年起各地统一礼节，都实行跪拜礼，土

祭官着监袍青马褂，陪祭官穿缎靴Ilj秋帽。同时招收小学生，授之以各种礼仪。∞尊孔祭孔同

样也被强制推行到教会学校中。由丁祭孔有偶像崇拜的嫌疑，故是否允许祭孔成为教会与政府

争执的一个焦点，也成为教会学校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冈。回

神社参拜是伪满中后期日本控制尔北人比思想的重要手段，比起尊孔祭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8年，日本关东军开始策划将日本开国元神天照人神搬到东北，作为伪满的建国元神，以期

在精神上奴化尔北人比。1940年是日本纪元2600年，该年6月22日溥仪访问日本参加了相关

的庆典活动。在关尔军的安排F，溥仪将代表天照人神的二件神器——剑、铜镜和勾玉带同伪

满，供奉在新建的“建国神庙”内，并颁布《：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祭祀令》，同时设立直属于

伪满皇帝的伪祭祀府。此后伪满各地开始人建神庙，到1942年全东北的神庙已达240所。伪满

通令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迎接天照人神牌位进行供奉，1942年7月还颁布了《：对于建

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之处罚法》，对神庙不敬者将受到严惩。从此各机构部I’J都要设立神龛

供奉大照大神，这既是伪满所谓的“惟神之道”。@

．“惟神之道”也被推行到宗教团体和所谓的教化团体中。1942年日本在《基本国策人纲》

中要求对宗教教化团体“即应国家目的而辅导之”，也就是使“国民信仰归一于建国元神之天照

大神”，亦即把天照人神作为高居众神之上的神，任何违背这个根本的宗教教义“即不准其存在”。

具体办法是按业已确定的“一宗派一团体”的原则，迫使各宗教教派各设一管理机构，将其苴

于伪满政府的监管之下。∞伪满的这些规定对东北基督教会产生了很火的影响。由丁基督教是

一神信仰的宗教，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这就与神社参拜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而且这种冲

突往往是不可调和的。伪满将“惟神之道”推行于学校，晟初只要求学生在祭日参拜天照火神，

后来要求各学校都必须建立小型神庙或神龛，师生无论何时从此经过都要行礼；要求学生每天

早上必须遥拜宫城、建国神庙和伪皇宫，用餐时必须唱感恩歌感谢天照人神。@这些必然会引

①谢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69页。
②如1935年前后f|本人曾命令古林的一个教会学校派学生到孔_|lli祭拜，学校负责人提f{{非基督徒町以去，基

督徒则小町以参加。结果政府表面I：并没有反对，但‘i此同时学校的11奉教师辞职，学校在lj伪的胁迫下

被迫关闭。参见“Ch—sti明sAJTl嘟cdinMukd舶”，砌Pa加E船JRP∞，妇c V01．67，No．1(J帅．1936)，p．57．

③伪满期问溥仪先后发布6次诏书，其中关键的一彳lJ足“固奉奠于惟神之道”，故“惟神之道”成为伪满推行
神社参拜制度的肇奉u吁。参见谢学诗：‘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第293页．

④谢学诗：‘历史的毒瘸：伪满政权必亡》．第297页。
⑤宋恩荣、余了侠主编，曲铁华、梁清著：‘lj奉侵牛教育伞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卡I：2005年，第12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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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教会学校的反对，导致矛盾的不断升级。教会是在神社参拜问题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最终导致尔北教会学校的终结。

除了以上两种精神控制手段外，日伪政府还向宗教团体灌输窀!}套的侵略理论，妄图达到给

信徒“洗脑”的目的。1942年3月，伪满政府、协和会和宗教教化团体共同组织了“教化联合

会”。宗教团体成为日伪政府利用的‘I：具。①1942年lO月。协和会组织了由宗教团体、教化团

体组成的“教化报国演讲班”，宣讲“奉戴时局训民大招”，灌输爱天皇和伪皇帝、“日满一体”、

建国精神、．千道主义等反动思想。基督教教牧人员被迫担任教化委员之职，向教徒宣讲类似的

内容。1943年春，协和会在长春举办“宗教敦化团体中坚分子练成会”，宣讲“于道乐十”、“共

存共荣”、“皇军必胜”等反动理论。同样，各地教会负责人也要以教化委员的身份，定期到监

狱布道。圆

日本人还采取输送留学生的方法，以培养更多领悟“日本化”的基督教的奥义。1938年8

月。沈掰1关两教会传道员李廷魁被选送到东京长老会神学校留学，同时选派英传教十马思德去

东京学日语，以沟通英日关系，培养日本通。1940年长春布道干事王锡坤义被派到东京圣教会

圣经二传院见习。@教牧人员被派往日本观光学习也是常见的事情，如1937年4月，日本牧师山

下永幸率领“满洲基督教代表团”胡成国、刘国华等14人去日本视察；1938年10月派英传教

士柏基根、牧师金玉清赴东京，代表英、“满”两国教会向“日本基督教长老会全国会议”道贺；

1940年山下与胡成国代表东北基督教会参加日本皇纪二千六百周年纪念日；1941年派马福江、

．千子真等八人参加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土办的“东弧基督教讲座”等等。这些到日本参观访问的

教会人士不得不去听“人东弧新秩序”、“唯神之道”、“神社参拜礼仪”等反动宣传，在各种讲

座上也被迫学习“东弧都应顺服日本的领导”、“日满华同文同种，必须一德一心”等反动理论。

④尽管日本人朱必真正能够实现对教会人士的“洗脑”目标，但至少在形式上牢牢地控制了东

北教会。

三、教会人士对政治迫害的低调反应

以上我们分析了沦陷时期东北新教艰难的政治处境，那么这种处境中的东北教会的政治态

度是怎样的呢?又制定了何种应对策略?这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就两方传教士而言，他们并不想刻意与日伪政权对抗。而是尽最人可能保持与政权的良好

关系，以保证教会的生存和发展。在多数时候有原则地忍让是其基本的处世准则，讲究策略地

与日本人打交道是其重要的生存手段，这在诸多事例中均有所体现。

日伪政府曾强迫教会学校将日语作为必修课代替英语的地位，教会对此并朱提出任何异议，

①旧l：，第298页．
②孙鹏翕：‘}I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8页。
③网．t：，第114页．
④网J：，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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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十倪裴德甚至认为，“就基督教教育的整个主题而言，这对我们与政府关系地位的调整是一

种重要的调剂，这并不牺牲我们的行动上的白由。麻该加上一点是，至少在一些事例中，通过

教会人七与当局之间热忱的合作道路得以畅通。人们的友谊K久地保持着。”∞如果说这个事件

中传教十是为了保持与政府的友好关系、被动地接受其政令的话，那么下一个事例中传教十则

有主动讨好日伪政权的意味。日本人为了断绝中国东北与内地的联系，要求基督教各派名称中

凡有“中华”字样的，均须改为“满洲”。东北长老会传教十从一开始就主张更名，他们认为“‘中

华基督教会’的名字是一块绊脚石”，会影响剑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但由于人量爱国基督徒的强

烈抵制，更名的决议在多次会议上均难以通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长老会于1934年7月派遣

一个委员会到长春试探伪政府的态度，事后教会立即宣布放弃原来的名字，采用官方指定的名

字“满洲基督教长老会”。对此传教七评论说：“表面上看这种行为并非米白任何政府的命令，

冈为并没有’卜．达这样的命令。然而人多数人会成员的不情愿已经屈服了，即使只趋表面上的屈

服，对我们来说对很人程度上增长的教会团结仍具有宝贵的价值。”锄这一言论不能不让人怀疑

传教+是否有讨好政府、利州政治力量压服信徒的居心，当然这或许更能反映出他们不惜一切

代价要保证教会生存的心态，透射出他们内心深处对教会前途命运的深深的焦虑。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对日本教会逐步掌控东北新教的过程进行介绍，这也是沦陷时期东北教

会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单凭日本教会自身的力量，即便有日伪政府的幕后

操纵，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完全控制东北新教也非易事，这里面也有西方教派自身的原因。事实

上西方传教士与日本教会的关系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张，他们总是尽可能与日本教会保持良

好的关系。双方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是多方面的，东北传教士曾多次应邀到日本免费旅行，沈阳

和长春的教会人士经常参加日本人召开的集会，在沈刚由中日牧师和其他领袖参加的联合祈祷

会不时召开。o如1935年秋，东北传教+谭文纶参加赴日参加日本基督教联盟大会，次年联盟

干事同访：1936年、1937年义有儿批东北基督教牧师和教育家访问日本。∞东北基督教联合体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建立的过程中也有两方传教十积极谋划的身影。

东北教会之所以与日本教会保持良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在伪满这样的殖民地社会，日本

人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他们往往能够让教会的事情办起来更容易。有些教会为了寻求安全保

障，甚至拉拢日本牧师到自己的教会中来。卢沟桥事变后，东北教会在日伪高压政权卜．岌岌可

危，为求生存教会人士在日本教会中寻求靠山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从日本安

息日会请来小仓牧师，由他出面与日伪政府交涉才免遭“满洲基督教会本部”的直接控制。哈

尔滨两f J脸教会分别拉来山‘卜．永幸和石川四郎做顾问，@东北长老会“为戍付现实”也努力把

①F．w．S．O’Ncill，“111c Church ofCh一吼in M锄chu订a”，功P c^f一口^低渤一K榭肋D七，1936．37，p．143．
②Ibid-，p．137．

③Ibid．，p．137．
④ “M锄churi卸CⅫSti绷O喀鲫iZation”，豫P C．^f一口肘船胁一坛口，肋口^，1936．37，p．1 78．

⑤孙邦、于海瘟、拿少们编：《伪满礼会》，第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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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拉拢进来。当时两方传教+被拘捕，教会财产被冻结。教会活动失去了自由，石川四郎这

样一个具有政治背景和能域、义在东北教会中l：作多年的人，实在具有重人的利用价值。其结

果正如所料，“经彼多方奔走，教会产业始得保守，未被没收”。①东北教会与日本教会的此种

情形，反映山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东北教会在被控制的同时，也利用控制方保证自己的

生存以致发展。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不露痕迹的同应方式，在其它方面也有所体现。如协和会

在控制东北教会的时候，发现很难收到控制效果，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失败的原因是，作为满

人基督教教徒虽然也有人参加协和会，但这些人只是利用协和会，对其宗旨并无共鸣，实际是

利用它拼命为自己教会传教，由．丁．这种情况下而下令其解散。”o

随着日伪基督教政策不断紧缩，西方教会的自由空间日益缩小，西方传教十发现忍让和谨

慎原则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发挥效力，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进行抗争，尤

其是在基督教根本原则遭到践踏的时候。

1935年发生的人逮捕事件对教会的打击相当沉重，传教士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们为营救

被捕人员做了人量的jJ：作。首先是联系山卜．永幸等日本牧师，利用他们的身份影响日伪当局。

接着方德立等传教+开始不断访问日本官员和英日两国领事，并写信数封呈交沈刚和长春的日

本最高官员，要求他们保护教会。方德立还试图通过法律渠道为被捕者辩护，费尽周折才找到

一位具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英国领事也应传教士要求草拟了一封代表与英国公司有关人员

利益的抗议二f5。但是伪满官方的回答是满洲国不是日本，因此当英国不承认满洲国时必须与东

京谈判，这一谈判归于失败。@当然传教七的不断努力并不能说是徒劳无功的，人多数被捕人

员最后最终被释放与此有着很犬的关系。

1938年‘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贝IJ》的颁布也是对教会影响很人的事件，关东大会并

没有讨论这个法令，因为警察一直在关注着它的动向。但是在哈尔滨的美国传教士却发出了自

己的声音，他们集体给伪民生部人臣写了一封信，指出“这份法令对我们基督徒造成了影响，

我们发现部分法令条文严重地阻碍着我们的I：作，在这个法令下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基督教

机构。”其具体反对理由有四：“(1)当一个信仰机构已经改变了性质的时候，这一法令却强迫

它使用不能代表其含义的名字，只有得到允许时才能去除原来虚假或错误的名字，这破坏了人

们的信仰自由。(2)这一法令将强迫人们崇拜一个或多个有名无实的神灵，却不能公开信仰真

神，或禁止他们去信仰真神，这破坏了人们崇拜和道德心的自由。(3)根据这个法令，一个愿

意为某机构提供资助的人，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资助下去，其至他不想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这样

做⋯⋯(4)这一法令对信仰行为进行比事惩罚，很可能使本属于基督徒职责范嗣的事情被认定

①王彼得：‘东北大会报告书》，‘中华摹督教会伞国总会第五界总议会议录》，第11l页．

②大谷湖峰著，滕铭r译：‘宗教调合资料第2辑：吉林、问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撤告书>，长存市政协文史

委员会编：‘长奋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50页。

@参见1．M．B灿．Pnmphlet Pnnted细r PriⅧte cinc扯|otion Desc曲inR the Antst ofa PmmiMm chin档e。’93-}．

转引AuStjn Fult∞。刀l，D嘲￡h，fJI纠口妇胁d d尉厅胞C^“圮^口—dM豳fD一加M朋咖，妇，舾7_，”口'pp．96-ll 1．

④“cllristi如s Am躐cd in Mukdcn’’，砀e国mB卵露P∞胁，’、，01．67，No．1(j鲫．1 936)，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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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犯罪，显然会促使教会与基督教信仰相分离，使教会不得不关闭。”因此这些传教十希望K生

部人臣“设法将法令中引起反对的部分废除。”①这封信如泥牛入海，再无音讯，反对的效果可

想而知，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日伪全面监控F，并非所有传教十都是沉默的。

1936年以后日伪颁布并不断强化的尊孔祭孔的命令，这触动了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根本原

则，双方的对峙开始升级。首先当局要求教会学校师生在每年同定的两天中必须祭拜孔庙。苏

格兰长老会传教十在给政府的止式的同应性的卢明如卜．：“(1)考虑剑白己作为满洲人比之公仆、

满洲政府之客人的身份，他们愿意做任何与基督教良知和基督敦见证相一致的事情，并淳谆教

导对现政府的忠诚之情。(2)真诚地仰慕孔子⋯⋯他们将非常愿意在他们的学校按政府规定的

日期举行仪式，并将它与忠诚国家的表达相结合。(3)他们不能⋯⋯亲自或领导学生⋯⋯参加

孔庙崇拜仪式。(4)对国家忠诚的这种姿态，包含了他们只能给予唯一的上帝的信仰崇拜行为。”

日本人认为苏格兰人的反对不是出丁信仰、而是出丁．政治方面的考虑，冈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937年春苏格兰长老会秘j{5、传教十凯德(A．s．Kydd)访问沈既I并与日本高级官员协商，试

图通过斡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次讨论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教会方面也愈加强硬，传

教士坚称“无论母国的委员会还是此地的传教十，都将对福音的真理作明确的、不妥协的见证，

对教会中的上帝保持不动摇的忠诚。”@双方开始了针锋相对的博弈。当然，在官方的压力过人

的时候，传教十也会随学生一同剑孔庙或神社前，但他们或者自己不行礼，或者事先告诫学生

没有他们的命令不得行礼。这种变相的抵制手段常常会激怒日本人，辽舟I文德中学就发生过此

类事情。@由丁儒家文化并不是日伪关注的重点，其根本目标还是要川日本精神统治尔北人民，

因此日伪并没有因为祭孔问题而摧毁教会，很快伪满的精神统治重点就转向神社参拜方面。

东北长老会在1938年1月的会议上，就是否允许参拜神社以保留学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结果是人会成员100：4坚决反对神社崇拜。固接着政府的态度愈加强硬，要求教会学校必须建

立不以宗教为目标的法人，否则必须关闭；而东北教会方面得到母国的命令，要坚决建立维护

宗教信仰的、服从教会的学校法人，双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1939年1月，东北教会正式向

伪满政府提出几点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在教育长官同意的情况下，教会有权任命和解除校长

及教师的职务：校长和系主任应该是基督徒，其他教jl：如果不是基督徒，至少要同情基督教；

保留与基督教相关的某些课程：师生不去神庙参拜，只在学校开展相关的仪式；在通知教育长

官的情况下，教会有权关闭学校等等。⑤伪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东北长老会也毫不妥协，宣

①心l口D，f o厂c口吃唐理一卯∥肋船胁一口，把，胁付胁舶，加几3rd帅d 4th Decemb盯1938．转引Au吼in Fulton，刀l，D喀^
Enn}lqu口ke mnd nnd Fi豫church n—Mission in Mnnchu嘲l 867～l 950，p365．

(D Proctor J．H．，“Tllle Respon辩of sc0札ish Mi豁ionari岱lo Politi∞l conditi∞s in M鲫churi毛1872·1950¨'朋缸，由疗

跏d蛔，v01．1∞，32，1999，p．59．
@柳兆卿：‘辽阳基督教文德中学校史》，‘辽阳文史资料》第l辑，辽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第82

页．

④Austin Fult∞，乃m咯^肋mg们妇晰一d口耐厅陀凸“^蚋口耐M函酊D^抽^，口一c^”砌，嬲7~，贴仉p．1 35．

⑤Austin Fult叩，刀l舶1．兽曲面，f^口“口妇晰耐删d九庸““门曲硼d^触如刀胁^亿一曲“rf口，影7~，妇仉p．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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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放弃了除医学院和神学院外的所有的教会学校。④学校教产最终丁1940年被政府收购。其它

新教教派有些虽然屈服丁二伪政权的政令，但学校财产在1940年以后也人都被强行征购。太平洋

战争后两方传教十遭剑彻底的打击，势力不复存在。

西方教派中的中国信徒，在很多政治问题上态度与两方传教十人致相似。他们在开始时持

静观态度，后来开始逐渐退让，终于在人战后不得不屈服，除了安息日会外其它教派被迫合一，

为日人所控制。在神社参拜问题上，人战初期尚有一些信徒积极反抗，后来约老会不堪重压首

先退让，信义会紧随其后。“信义会朱向国旗行礼的事情曾经过了许多凼难的抵抗，在崇拜中始

终保守其严格的特色，最后在万不得已的情形卜．于礼拜开始之前在礼拜堂外面行‘国氏仪礼’，

然后在堂内举行礼拜。”圆最后其它教派也不得不屈服r日本的淫威。

在强人的政治高压下，在没有任何政治羽翼庇护的情况下，若想生存沉默和退让是不可避

免的，这也是沦陷区绝人多数人比的一种无奈。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传教+均遭逮

捕，政治压迫变本加厉，教会在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陷丁困境，这时中国信徒排除万难挑

起重担，为求教会生存坚忍妥协亦属正常。但中国信徒毕竟是炎黄赤子，民族主义情节和爱国

主义情怀常常会有所展现。他们首先在战乱中为东北人比做了很多战火救助I：作，据东北信徒

李廷魁同忆：

当时的光景是这样的：领袖们被迫渐渐逃到内地，交通梗塞，各教会问的联系中断，

迫切的需要时时拥到目前，如难民失业人的惨苦情形，被敌人杀害或毁坏的百姓军和村庄

——．教会怎样应付这些问题呢?在沈阳便组织了救护赈济等工作，开始大规模的安抚工

作．一面联合了日本教会的牧长们举行和平祈祷，同时有心人士便时采集材料，发给远处

的人们，使他们了解东北实情．布道工作尤其繁忙，许多知识阶级的分子，也都转向教会

里来．教育工作非但未停歇，而且因了官立学校之被摧残一有的停办有的改变了作风，
不适于学生纯洁爱国之心灵愿望——，大量的学生跑到教会学校里来，一时呈现出拥挤现

象．医院的工作也特殊的紧张，受伤者的救护工作，继续了相当期间．巡回施医布道的组

织，也风起云涌．独有青年会的工作大受打击，敌人自始便认定那是抗日大本营，民众运

动的策源地．所以非但新工作不易发展，即是旧日原有工作也受了许多限制．青年会的领

袖们，便重新决定改变它的方式，加深与教会的关系，这样便造成沦陷期间东北地方青年

会工作特色之一．回

①由于医学院的价值．II本人没有要求帅生参加仪式。传教l：举行J，一个替代的仪工℃，即允许一个fI本人十

事参加仪式，并作为参‘j代表签’，，I一时网惑将此事≮打：医院的I|忠单面。参见Proctor J．H．．．·T11e Respon∞
of S∞nish Mission撕嚣to Politi∞l C∞ditions in M卸churja’I 872．I 950”，肘细fo月5m硪嚣，、，oI．1 6．2．32，l 999，

p．59．神学院b普通教会学校有所小Ird，最终为||奉教会挖制，前文有所提及。

②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I：I和明|J>，第8页。
@阀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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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很多基督徒对日本也持有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表现山拳拳的爱国之心。前文提

到的日本利用中国兵jI：厂饼干救济灾比的行为。并没有得剑中国教会的响应；日本人在一个中

国人牧师群体中建立联合委员会的号召也冈遭抵制而流产；日本教会提出给中国牧师400元捐

助，他们坚辞不受：日本基督徒提出向一个基督教组织提供帮助，连提十次均遭拒绝：∞对丁

伪满政府，中国信徒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对抗行为，如敦化在庆祝满洲国庆日之际发出特别通

知书，但基督教没有参加：∞吉林青年会在溥仪米教会视察时拒绝临时检查；嘞基督教小册子上

常有“国耻纪念日”、“不承认日满”、“我等中国人”等词句；④教会学校师生常有反日不敬的

言行：@日伪协和会强迫基督教各派入会的努力也宣告破产。@这些人都是白发的零星行为，但

多少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信徒与曲方传教士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著异。

第三节调适与转变：伪满基督教组织体系的重构

一、东北教会由兴到衰的转变

(一)伪满社会环境与东北教会

在了解了沦陷时期东北教会的政治处境后，我们有必要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简要地介

绍，因为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也作用在教会身上，为其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这是政治通过社会对基督教的一种间接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日本占据F的中国东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当时当地的第二方见

证人——西方传教十的说法：

日本人的到来对那座城市和当地社会来说当然算不得什么福音．作为军政府所在地的

这个城市原来有大约四万中国人，现在大部分都离开了。在日本人到来之前这里很繁荣，

治理得非常好，从来看不到有土匪进入。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它被抢劫了四或五次，所

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带走，显眼的人被掠去，许多最好的建筑都焚毁．一个被捆起来的执

事在土匪(先前是士兵)破门进入一家商店的时候逃脱了．在过去两年的访问中，传教士

很难逃脱一些中国土匪和士兵的袭击，他们对外国人像对中国人一样无情地虐待．数以千

计离开家园定居在那里的韩国人，受到日本军队和日本控制下的中国士兵的保护，但是中

国居民声称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或者日本人根本没有在意，或者他们希望形势变得如

①‘‘Christi柚s鲫d t’Ie Pp髂∞t M绷churi蛐Regimc"，乃F劬胁删JRPcD，如，，、，01．63，No．6(Jun．1 932)，p．392．
②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资料第2辑：吉林、问岛、滨江省宗教调盘撤告书》，长备市政协文史

委员会编：‘长备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50页。

③同．1：，第38页。

④同．f：，第40页。

⑤同I：，第39页。

⑥同．卜，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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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难以忍受，这样中国人就不得不离开，许多有名望的中国人已经离开了．。

这是传教十对1934年4月黑龙江省珠河县的描述，虽然这只是一个县城，却人致可以代表

当时整个东北地区的情形。显然，日军入侵给中国尔北带来了创伤、动荡、不安和毁灭，恰如

富尔顿对当时情形的总结：“无疑那里充满了战争、无政府主义、残忍、恐惧、饥饿、抢劫、谋

杀、放火、强奸和折磨，实在是一幅漆黑的黑暗图景⋯⋯”圆“九一八”事变后很长一段时间

战火一直在东北地区燃烧，参加战斗的有日伪军队、抗日武装以及十匪队伍，而受害最深的仍

是东北民众，处于其中的教会也遇到了很多凼难。如1932年哈尔滨战火不断，“自从那时起部

分城市已经遭到抢劫，铁路中断几次。这个区域里到处是激烈的战斗，盗匪遍及火部分地区。

由丁日军的优势兵力和轰炸机的轰炸，到处一片狼藉。”此时因铁路中断无法逃走，哈尔滨充斥

着中俄两国的难比，教会也坚持驻守在这里。@时至1935年，“在边远地区的乡村仍旧动荡不

安，一些村庄的教会学校和教堂已经关闭了。而且这些动荡地区的民众为了得到安全和保护已

经放弃了十地转移到城镇，这是对教会财政的一种反动，提高牧师薪水成为巨人的难题。”回

沦陷时期尔北十匪势力比起军阀时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1931年底一个j挣贩报告说。在哈

尔滨东部十匪很多，除了穷人很少有人敢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远离城镇，其至连穷人也可能被

掠走，遭敲诈、射杀或抢劫。这里的基督徒同样也很害怕与陌生人交往，出售‘圣经》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1935年在珠河的浸信会传教士Bal【盯先生，发现“这个城市处于很糟糕的状

态。民众几乎不敢上街，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每天都可能被十匪捉走。没有那个孩子是安全的。

传道者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让孩子到街上。Bal【贫先生报告说教会成员和普通民众谈到的最恐怖

的事情莫过丁：盗匪了。”@同时期在海龙的一位牧师不但被敲诈了一笔金钱，而且还被土匪夺

去了生命。o多数十匪杀伐成性、唯利是图，并不会因为传教士是外国人而有所顾忌，很多传

教士也遭到了攻击。如在岫岩传教的丹麦信义会传教十聂乐信就曾被绑架了很长时间，最后被

敲诈了30万银元。至1933年4月底土匪已经驱散了信义会在安东、沈阳等地外嗣农村所有的

信徒。回再如海龙苏格兰长老会的w酣defb啪夫人在家中被缚住手脚差点窜息而死，营口爱尔

兰传教十Phillips医生的女儿被绑架，两山某地传教十Jollll Stcwaft所在的教堂遭攻击等等，这

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与土匪势力蜂起相伴的另一种丑恶是毒品的盛行。伪满时期日本人在东北大批贩运鸦片已

①‘叮HaIs锄d“umphs in M硼ch丽a”，砀P c^加E孵舶cD砘，：v01．66，No．1(JarL l 935)，p．70．

②Austin FHl“弛。强】rD嘶助咖抛妇晰材彻d胁a掰圮I|l口耐掀￡踟拄擅A如厅拍“砌?艏7一，妨口，≯．89，
(劭“W时拥d Church Work in Harbin”，7AP C^加聊詹鲫，出^、，01．63，No．8(Au卫．1 932)。p．522．

④“S僦c ofChurch in M锄chu—a’，．砀e a拥黜P胎∞胁r'V01．66，No．3(M虢1935)，p．1 84．

⑤“wi廿I Colponcll伟in M锄ch州a’’’劢P c^拥雠月ecD砘，，voI．62，No．1(J如．193 1)，p．398．
@Ⅷals鲫d而umphs in M锄ch丽a'''刀Ie am嚣e月∞，嘲吼VoI．66．No．1(J狮．1 935)，p．70．

⑦“S僦cofChurchinM锄churja’’，劢eC^伽绒月鲫砘r，Vbl．66，N03．(M缸1935)，p．185
⑧“Mi豁ion“e绷d B柚di协，'，乃e“f矗嚣e JR彻面眠v01．“，No．6(J岫．1 933)。p．395．

◎F．W S，O’Ncill'“TheChurch ofChristinM锄ch证a”。劭e饶拥口施嚣胁物，．召∞蠢，1936．37。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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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实际上关东军对此暗地里是纵容的。1934年爱尔兰长老会的报告称，

“城乡似乎都对毒品的公开销售者开放了，据说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个公开接收鸦片的办公室，

在另一个城市公开销售。”∞人量毒品击垮了很多尔北比众的身体，也使本已受剑严重摧残的

经济雪上加霜，这也间接地影响到了东北教会。1935年海龙教区新建立的二个教堂没有一个不

借贷的，而哈尔滨附近某教区的日学冈经济枯竭接_二连二地倒cjj了。“教会完全不能逃脱吸毒习

惯增K的恶果”，尔北人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开始白制便宜的毒品，这将使吸毒更加盛行，“这样

吸毒的进程Hj不了多久就会降临到一些基督徒家庭的成员身上，这将是可怕的。”∞频繁的战争、

横行的兵匪、衰微的经济。加上日伪的监控打击，诚如富尔顿在其著作中的评价：“这片乐十只

有服Hj毒品的小贩和妓院的老板才容易生存。”嘲

(二)伪满前期教会的持续增长

东北沦陷后如此严峻的社会环境，会使人想当然地认为东北教会将出现停滞乃至倒退，然

而事实却令人出乎意料：二十世纪东北教会的第二次奋兴运动，恰恰出现在“九一八”事变的

第二年，而东北沦陷初期的儿年是东北教会持续增长的年头，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东北教会1932年的奋兴运动与1908年的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1932年的运动在规模上并

不逊色于1908年，运动的范围同样遍布东北各地。教会更加强大，信徒数量更多。④运动开展

的方式也犬致与1908年相似，人们更热心丁《圣经》研究、热心于丰富深入的祈祷生活和礼拜

仪式，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并祈祷悔罪，人批民众受洗入教。男女信徒常常被强烈地感动，精神

经常处于亢奋状态。当然这次运动更加稳健成熟，也更容易控制。@

两次运动义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两次奋兴运动的兴起原冈与不同。1908年的奋兴运动

是受到韩国相关运动的影响、在从韩国来东北的传教十的推动下开展的；而1932年的运动则基

本上是白发的，事先并无任何的周密计划，也很少有外来因素的影响。虽然在运动开展的过程

中有北京的．乇明道、上海伯利特布道团等各地优秀的布道家和传教团体的参与，但他们并非运

动的领导力量，只能算是参与者。其次，这次奋兴运动的影响力要超过1908年。1908年的运

动主要集中在大城镇，乡村受到的影响相对小些；而1932年的运动乡村和城镇开展得同样火爆：

“在乡村和集市人小股的人群迅速聚集起来，急切地渴望听到福音。有规律的服务得以开展，

在圣经培训班里接受指导的人迅速增多了。圣经公会也报告说《圣经》和部分经文的销售量增

①“ch—sti鲫WbrIc in M锄churia’’，豫e c^加巴跎尺唧砘，'V01．65，No．6(J哪．1 934)，p．392．

②“State ofChurch in M柚chu—a，’，砌e c^f一巴卵足PcD胁，'V01．66，N03(M札I 935)，p．1 85

③Austin Fult∞，劢，D“舯肋rf幻阳妇晰材彻d厅憎劭”^蚋彻d M妇fD一伽^，口一曲“砌，嬲7~，9，仉p．93．
④参见：“Revival Mov啪印ts in M锄churia”，劢e a加删足∞'嘲眠VOI．“，No．12(S印．1933)'阳．773．784．该文

是传教L对东北各地奋兴运动开腱情况的汇报，涉及吉林、新民、网f、长存、海龙、法库、阿城、辽阳、

营u、哈尔滨、沈阳、广宁、锦县等地区，从中我们可以火致J，解1932年奋兴运动的摹本情形。

⑤火部分教会人I：将此归功于信徒信仰的成熟和理解力的增强，当然也自．人悲叹这足信徒精神力量=持续减弱

的表现，总体来看这次奋必运动克服了1908年运动的若十缺点。见A惦tin Fulton。劢加l倡^E．口，曲删口妇胁d
nnd Fi他c}lurch nnd Mission in MQnchuri口|867一195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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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数以百计的人受洗，一年中记录在案的人数超过两干人。”∞再次，1932年的运动更为注

重规律和成效，注重对信徒K期的培训和培养。如教会在此期间开办了很多专门的圣经学校，

为信徒提供两周到两个月连续的培训。筹会为他们提供住宿，参与者白备旅费和饭钱，这些学

员包括孩子、学生、农比、商人等各类人。这种学校发展很快，想要借此机会学习《圣经》的

年轻人数也在增加，人会不得不任命一个全职的干事来组织和指导这项．I：作。圆

当然，传教十也指出了1932年奋兴运动的一些不足：“这种兴奋性存在着一种倾向：怀疑

别人、挑剔、报复、诽谤、分裂、独断、教条、目光短浅、凭想像阐释<圣经》和老套的基督

教经验，冈此这一奋兴运动存在着缺陷，将危及教会。根据一种I两有的模式，‘皈依’被认为是

基督徒经验中晟重要的终极目标。学校和青年会被打上世俗机构和社会重建机构的标签，作为

毒害教义的机构被开除教籍。”“一种好战精神也十分普遍，它使一些集会分裂为一些敌对的派

别。批量地对人们施洗而没有足够的了解和准备——以后无论如何认真教导他们——都易于受

到整个信仰群体的责备和谩骂。”@这些问题和缺陷确实存在，但这次奋兴运动的积极影响也不

容否定，它大人推进了东北基督教的发展进程，此后几年里东北教会虽然身处逆境，但仍旧获

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在1932年以后的几年里，东北各地的差会报告见证了教会的稳定增长。1934年东北人会

报告展示了上一年教会的兴旺景象：施洗1：作进展顺利，年轻的受洗信徒有了很大的增长。1933

年夏天一个青年圣经学校在沈阳建立起来。有来自辽阳、沈刚北部和西部的200个年轻人入学。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一支来自营口圣经学校的妇女传道队，这支队伍在距离法库7里的一个村庄

展开人规模的传教l：作，使参加基督教集会的女性人数持续增加。各地在教堂等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取得了很人的成绩，如某地一个小教会仅仅有17个信徒，但他们仍集资1300元建立了一

个新教堂和一个学校。教会学校学生数量也在增加，其宗教热情很高。文会高中自发订阅基督

教刊物‘玛呐》，自主地学习宗教知识。该校162名学生中有112人信仰基督教。其中52人受

洗。在新民有一个信仰教育课程班和一个白发的圣经学习班，25％的学生是基督徒，而儿年前

基督徒比例只有lO％。教会医院发展态势良好，尽管政府机构设施日渐增长，但病人还是人鼙

涌入教会医院，医护人员人都兼职从事传教’1：作。种种实事使传教十认定1933年是东北教会历

史上最好的一年。@

然而1933年肯定不是东北教会史上最好的一年，因为教会还在不断前进。1935年1月16

日在沈刚长老会人会上，有传教士的发言有如卜．词句：“从收剑的报告来看很显然教会在各个教

区都取得了很好的进步。死亡的教会再次复活了，有数不尽的受洗信徒，用当地资金筹建构教

会建筑在各地建立起来，而且在崇拜问题上也有很好的出席记录。圣经班和圣经学校也有人龌

@^聪响f试tm，TIt埘l曲Earth蚋口lce嘲融nnd Fi他church n，ld Misst彻in M口nchH哟l 867一l 950．p．稿．
②Ibid．，p．89．
③“R刚vaI Mo啪舶ts in M蜘chu^a竹，砌e c^l一黜口尼鲫砘‘V01．“，No．1 2(s印．1 933)，p．774．
④“C撕班i跏w诫in M锄ch谢a’''弛P a加跚触cD胁，'V01．65，No．6(Jun．1 934)，Pp．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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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员，特别的教区传教十有了拥挤的听众。各地【心众渴望听剑福音信息，且玄经历独有上帝

才能给予他们的祝福。”㈨可见教会并朱停留在1933年的水平，这一年男女学校1F常繁荣；文

会高中有人批的中请者：神学院注册了素质更高的学生；医学院建立了很高的卢望；女子高中

及师范为教会和学校输送了优秀的妇女：I：作者⋯⋯∞凡此种种都是教会兴盛的有力证据。

以上的发展不仅出现在尔北基督教最人的教派K老会中，实事上尔北几乎所有的教派都在

增长。以哈尔滨地区浸信会为例，1935年该会已经出现了复兴的气象：1935年该会有300人受

洗，比前一年增加67人；教会在7个中心拥有自己的崇拜地点，另有两个传教站购买了房子作

为教堂：教会日学的数量在增长，妇女l：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会几年中散发了超过一两

百万的传单和小册子。哪1936年北满的基督教作也没有被政治妨碍，理解的加深使．1：作在各地

更容易进行，十脏的危险也减少了。该年整个地区受洗人数共509人，比前一年增长152人，

登记的慕道友达4lO人。其它各种敦会事业也早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回

以上我们介绍1932年后尔北教会的增K态势，那么这种态劳是否贯穿了整个伪满时期呢?

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这种增长只持续剑1941年，以后则急剧衰落，迅速走向萧条。以下是

1932年至1941年东北教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可资参考。

表4．1东北大会人事状况统计

年份 堂会数 支会数 福音堂数 中两牧师 中两教师 男女传 长老 信徒

道人

1932 67 16l 56 46 12 214 103 14523

1933 67 170 79 52 12 223 12l 15688

1934 69 159 87 54 25 276 126 18033

1935 66 159 69 54 25 346 122 19445

1936 67 262 19749

1937 64 265 56 408 87 20865

1938 63 275 57 450 87 22513

1939 71 220 59 380 90 23399

1940 80 288 36 5l不含 353 117 22355

西牧

194l 29l 6l 66不含 329 108 2416l

州牧

资料来源：李廷魁：‘东北人会报告书》，‘中牛幕督教会伞国总会第-|．届监事扩人会议记录》，中华基督教

会刊行1946年，第64页．

①“state ofChurch in M锄churia，’，劢P劬加昭e月e∞n妇，'v01．66，No．3(M af．1935)，p．184．
②Ibid．．p．184．
③“S叫th锄B叩tist MisSi∞wo一(in Nonh M锄chu^a’'，豫P o腑巴跎RPcD胁c v0I．67，No．2(Feb．1 936)，p．1 22．

④‘‘Repon of the Nordl。M柚chukuo’Field，．，劢P西胁聊舭∞砘，’V01．68，No．6(Jun．1 937)。p．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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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表给出的数据看，从1932年剑1941年东北教会的各项指标总体上早上升趋势，而信

徒数、男女传道人数、中两牧师数、福音堂数4项在1939年略有下滑．显然这是受剑日伪颁布

的‘暂行寺庙及宗教团体取缔规则》的影响。1941年以后的衰落情形在本表中朱有显示，但F

文中将会有具体说明论证，该年以后教会的衰落无疑是太平洋战争后日伪打击的结果。

行文至此，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必须进行分析了，那就是在日伪的乱局中教会何以

能够继续发展?我想其原冈是多重的。

第一，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使东北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渴望通过宗教得到精神上的慰

藉，也希望通过加入基督教获得一个心灵的庇护之所。一位传教十在谈到1932年东北教会奋兴

运动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对于那些被怀疑和恐惧困扰的人。对于那些厌世和儿乎绝望的人，

对于那些寻求一种能够承受各种变化中的信仰的人，基督教福音是非常有吸引力的。”④“可以

在政治剧变及其并发的缺乏安全感、毁灭感、耻辱感和绝望感之中发现这种精神的复苏。”圆另

一位传教士的看法与之类似：“这种使我们惊奇的精神复苏无疑与政治事件有着某种关联。普遍

的萧条、不确定的生活、对未来的恐惧、过去的中断、这样那样由‘事变’导致的状况，已经

被上帝利用作为转变人心的手段。正是在放逐以后政治欠败的阴云下犹太人的信仰才得至Ⅱ纯化。

在巴基斯坦同样的更黑暗的阴云I卜．，基督教诞生了。”@他们实际上都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

精神需求是基督教发展的根本动力，基督教并不一定只有在顺境中才能发展，有时逆境反而更

能激发人们对信仰的追求。当然，很多如可能仍抱有十九世纪末那种功利性的追求，希望通过

入教来寻求保护，东北传道人李廷魁曾说过：“本来自九一八之后，人心恐慌，莫知所届，求道

之心一时大盛，三二年之内，信徒数目激增。彼时一般人均以为基督教有西宜教师之保护，投

身期间。或可得若干保障，不经意此反动波折，人受创伤，教会：I：作因之亦日形削弱。”固可见

这种功利性的心理仍是存在的。但这应该不是主流，因为在日伪对东北教会监控力度不断加人

的情况下，信徒数量并未减少，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教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聚了足够的实力，沦陷后义有很多

新教派加入，使东北基督教具备了持续发展的条件。本文的第三章已经对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东

北教会的发展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从中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个时期尔北新教教育、医疗、慈

善等各项事业业已建立并不断发展，教会体系在本色化的道路上渐趋成熟。虽然由于种种原因

东北长老会的信徒人数出现了下滑，但尔北教会的总体实力一直在上升。东北基督教第二次奋

兴运动围然出现在1932年，但此前儿年东北教会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如在南满地区

1930年基督徒的受洗数就已经是过去十年中的最高峰，这已经很好地说明了问题。@伪满时期

①“R刚ⅥI Mov啪∞ts in M硼ch谢a”，刀IP c^胁嚣P船∞门妇，'V01．64，No．I 2【S印．1 933)'p．774．

②Ibid．，p．773．
③F．W．S．0’Ncill'“111e CIIurchofchriscinM卸ch“a”．7抛a胁口触硎伽勋肪口七，1936．37，p．135．
④李廷魁：‘东北人会撒告书》．‘中华基督教会伞固总会第f。届jI：【事扩人会议记录》，第60页。
⑤“Rc、，iⅧs in确坼strid咖M锄ch嘶a，，'丁抛af一雠R唧砘，，v01．63，No．4【Apr．1932)，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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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各派在原来的基础上实力继续增强，同时义有芬兰撒冷会、英国救世军、耶稣家庭、基督

徒聚会处等若干教派的加盟，这些传入尔北较晚的教派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另外，由丁．小教派

不易引起日伪的重视，这恰恰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在夹缝中不断发展。

第二，内地移比数量在伪满时期达剑高峰，移民为尔北教会带米新的传教机遇。我们知道，

二十世纪前二十年是内地人比移比尔北的高潮期，再加上东北沦I；fj以后的尔北移比，这使得尔

北移L心数量住伪满时期达剑一个高峰。移K数量的增加也就为教会提供了更多的传教对象，如

1933‘年尔北苏格兰长老会向圣经公会呼吁，至少需要20万份《圣经》才能满足发放的基本需

求，此前已有人批的经_15发放剑移比手中。发放的地点往往是火车站，冈为移比的流动性，他

们会将经-}5带剑别处，产生更人的影响。①二十年代东北移比继续向东北硝部和北部边境迁移，

这就使尔北新教的传教势力在边聪地区有所壮人。1933～1934年曾有一个传教队沿着北满的铁

路展开：I：作，每段路程超过八百英里，最远达到满洲里，最两边界达剑两伯利Ⅱ边界。这个传

教队散发了人量的经文，开展了多次布道活动，赢得了很多信徒，扩人了基督教在这些地区的

影响。④时至1938年尔北边境的海拉尔传来消息：“从米没有像现在一样需要经文——数以百

计的<圣经》、《新约》、‘圣经》章节和基督教文字作品。目前混乱的局势和不幸促使很多人愿

意留意基督徒的宣讲。1937年的报告表明部分人们对信仰有着真实的渴望，所有的中心都有皈

依者聚集，这清楚地表明：I：作已经扩展到更广大的朱接触的地区。”@本文第二章提剑的中华布

道会黑龙江之部在1938年也另选地点，继续在边疆发展。勘日伪对这些边疆地区的控制一般较

弱，基督教会可以找到新的展拓空间。

最后，虽然东北教会面临种种不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在伪满前期并朱伤及元气。日伪

政府虽然对基督教会进行严密监控和打击，但其针对的对象往往是具有间谍嫌疑的教会人士，

而并非基督教本身。日本人也认识到基督教在稳定社会、安抚人心方面的作用，故只想对其控

制和利JHj，而无意将其毁灭。至于伪满社会环境的动荡，只要同心协力也是勉强可以克服的。

(三)伪满后期教会的衰徽历程

东北教会全面衰落的转折点是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但其衰相在太平洋战争前两二年就已

经显现。这时虽然基督徒数量没有明显的下降，但一些基督教事业在日伪的逼仄下已经走到了

尽头，或摇摇欲坠、处丁．濒死的状态。

东北基督教各项事业中受影响最人、也是首当其冲的是教育事业。日本占领中国尔北后，

加紧了对比众思想的控制，而奴化教育恰恰是控制人比思想、进行反动宣传的最佳手段，用日

伪统治者的话说就是：“具现我国建国的理想，就是尔哑新秩序建设，进一步说，就是努力丁世

①‘1’wo Hund删nousmd G∞pds硼ong thc Chin鼬of Nonll M锄churia”，刀IP劭细￡鼯月PcD砌，，'voI．“，No．1
(J卸．1933)，pp．61．63．

②“Ev柏gelism帅ong Immi鲫ts to M柚churia坤，刀IP c^f一删胁口胁r，V01．65，No．6(J岫．1 934)，pp．397-399．

③“Encouraging NeWs仔om M卸churia’’'孤劭拥嘶尺Pco础，’V01．69，No．6(Jun．1 938)，p．329．

④李廷魁：‘东北人会报告书》．‘中牛幕臀教会伞困总会第}‘届监事扩人会议记录》．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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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新秩序的确立，以求人类的幸福与繁荣。这种光辉的伟业的完成，实在是极有待于教育的。”

∞冈此日本人极力摧毁并改造了尔北原来的教育系统，以其奴化教育为宗旨的教育体系取而代

之，基督教教育亦处丁：被监控和改造之列。

由丁．基督教教育系统的资金主要来源r国外，部分职员是外国人，因此受日本人怀疑最重，

控制力度也最人。从伪满建国到1939年之间，教会学校尚能正常运行，但受到各种限制和掣肘。

教会中学里日语成为第一外国语，高中学日语的时间是汉语的三倍；培养技术：l：人的实践课程

成为重点；禁Jf：使用中国出版的课本，取而代之的是某出版公司极差且供应不足的课本：课堂

上不能讲授时事，不得谈论宗教；鼓励学生向警察告密；不得开办短期圣经学校或假期学校；

地方官替代教育家行使学校的监督权；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受剑政府歧视，毕业生就业币J教会学

校的师资来源都成为问题。@尤其让教会无法接受的是伪政府强迫教会中学祭孔和参拜神社，

这违背了基督教不拜偶像的原则，从而引发教会的抗议，最终导致教学中学的终结。1939年秋

营口市协和会通知英传教+康慕恩(J．McC猢∞)经营的培真中学到神社“奉仕”，学校认为
与信仰抵触拒绝参加。伪教育机关下令“不奉神社旧不能承认是合法的学校”，并在报上发表“英

人以传教为名，办理教育，不服从满洲国建国精神，勒令停办。”随之停办的还有圣经学校、学

道馆、懿德小学、沈阳文华中学、开原文光小学等八处，这些中小学的财产被政府征购。沈阳

坤光中学、新民文会中学、安东三育中学也都相继停办。@从1939年到1940年之间，日伪以

收同教育权为借口，通过强买校产的方式没收教会中学8所，小学也人部分停办或被没收。其

余部分在太平洋战争以后大量关闭，至1943年底东北新教中等教育系统完全被摧毁。

东北新教的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干涉。奉天神学院在1938年以前受到的干涉较少，

虽然日伪在其中安插了日本组合教会的渡部守城和平野一诚作为神学讲师，但他们对教会的态

度都很友好。开始的时候神学院也迟迟没有注册，冈为日伪不知道神学院应该注册在哪个项目

里，他们一度将其归属在寺庙或教会中，等待取缔法的颁布后再进行处置。④随着压力的增人，

政府派遣了一个官员到教师队伍中，这是对神学院有效的入侵，在事实上控制了神学院。这个

被任命的官员发表了一系列基督教与满洲国关系的演讲，试图使师生接受日本太辟j神崇拜为基

础的帝国主义观念。他坚持满洲国与日本密不可分，满洲国皇帝已经在崇拜日本圣fl先方面作出

了表率，这是信仰的第一要义，不能有例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学院院长被逮捕关押三

个月，日本在沈冈1的长老会牧师被任命为院长。新院长遵循政府要求的规则和命令，引进早期

神道国家注意的仪式，努力使得学生忘记与西方的联系。接着成立了一个由日本人任主席的学

①‘建圃教育》1942年第g卷第5 l}，，第3页，转引朱思荣、余了侠主编，曲铁华、粱清著：‘f{奉侵华教育

伞史》，第55页．

(晷Austin Fult∞，7’^，Dl|g^JEa，1晴9“a七e，竹一d口一d，伽CJl“，t埔口耐^—b丽D一加^亿刀cJl，¨，嘻口，867～，多侈仉p．1 3 1．

③孙鹏翕：<II奉帝国主义确：伪满怎样利用螭督教为Je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5页．

有关神社参拜问题详见奉文第删章第二节。
④Austin Fult∞，劢，Dlq咖肠一蛔湘妇晰疗d彻d|F伽劭n，I曲口以肘纽细冉加腻朝曲“砌，影加J妇仉p．148，
⑤Ibid．，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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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完全听命丁．日本军国主义的支配，“：至此日本人完全控制了奉大神学院。

奉天医学院的情形与神学院人体相似，初期也有日本教师被安插进来。但相处一直较为融洽。

1939年以后闱绕注册问题多次与伪政府交涉，最终还是在太平洋战争后被日伪控制，一个日本

佛教徒被任命为新院长。∞

伪满中后期教会其它事业亦受剑严重的影响。医疗事业方面，奉大医学院在西方传教十被

捕后转归日本人管理，阿城、铁岭两医院被地方敌伪政权强行收买，辽同I医学院一度被敌伪政

府强行接收改为国立，盛京施医院改为附属医院。其它尚朱被没收的医院也都艰难维持，直至

抗战胜利。@文字事业方面，“公开的研究发表，或是刊物的编辑，都在被禁I}：之例。”回拥有中

国关内的出版物成为一种危险，基督徒不得不销毁了他们带有上海印记的所有的l弓。文字社团

．1：作也被迫中断了，圣经公会传教十罗培生(J．c．F．Robenson)只能进口上海印刷的《圣经》

单张，然后运到沈RI装订。冈为东北出版的}5都要印上作者的名字，这样警察就可以找到作者，

罗培生不得不在中国内地印刷的《圣经》上附上臼己的名字以承担责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关内j伟报被限制山关，东北联合会撤销了}5报部，全体15报员被迫转业。嘲

太平洋战争后，公开对外布道在严密的监视．卜．是很凼雉的：“一面掺着着讲述日本精神协和

之道等材料，一面还须小心不要说错了话，违反了时局情势。同时福音所要求于人的是弃假门

真，悔罪改过，这都是与他们——敌伪所要求的不合。所以渐渐被禁止了，被关闭了。”o“在

沦陷期间的人们是不许可动脑筋的，冈为不许可有脑筋!教会的传道人因为好读书，好讲道，

他们便认为是危险一流的人物。更冈为宜讲福音，不讲他们的宣传材料，而被认为是思想不良

分子，是必须矫正或除掉的。”锄在这种情形下，传教：l：作最后转向了家庭，信徒人数也人人减

少，文字布道也因为缺乏人才和文字材料而陷于停滞。伪政府的压迫同样影响到宗教教育，如

东北教会曾开展加强信徒性灵的牛津团契运动，但冈相关组织领导人员相继离去，“加之一提到

‘团’或‘契’的字样，是敌伪的宪警最忌讳最头疼的。所以近几年已是成了尾卢。”同样原冈，

教会组织的青年夏令营也在卢沟桥事变后被迫停止活动。@再如教会主日学在1941年以后就发

生了困难，冈为当时伪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圣经学校，教育机关明令禁J}：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主

日学的所用教材在沦陷后也逐渐断绝，“不但新的材料不能得剑，即旧有的也都被禁止使用。一

面冈为是思想不宜丁二伪组织，一面冈为是上海出版的——当时凡是由上海方面印刷的东西，都

①Ibid．，p．150．
②lbid．，pp．275-285．

③．1i彼得：‘东北人会报告书》，‘中华幕督教会伞国总会第五界总议会议录》，第ll l页．

④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f|和明l|》，第10页。
⑤Austin Fult∞，乃，DM曲肠一Jlq“口妇晰利伽d厅陀a“憎Jll口耐M的胁厅加^如一曲“砌，筋7~，妇仉p．1 30．

⑥孙邦、于海鹰、李少们编：《伪满{I：会》，第596页。

⑦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fI和明II》，第22页。

⑧同．j：，第lO页。

⑨同_J：，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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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过详密检夯，稍有不满意处便被禁l}：。”①

1941年以后资金紧张和人才缺乏对教会的打击十分严重，这也是伪满时期东北教会的两火

难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西方传教十的被捕，作为教会主要经济来源的著会补助也随之

终止，东北教会不得不自力更生，而生活水平日益’卜．降的信徒很难支撑起庞人的教会开支。此

时中华基督教会有半数以上不能自养，有力颦扶助弱小教会者不足十分之一，信义会各半数。

平齐教区K老会能不受补助独立负担经费聘请传道人员的不及十分之二，其他各派也在挣扎中

苦熬度日，经济情况极差。这种状况无疑会使教会陷入只退不进的窘境。圆人才方面，由于“九

一八”事变后，部分在尔北的．西方传教十冈受到压制而同国，一些优秀的中国教会领袖也纷纷

南下，再加上伪满时期东北与内地隔绝，使得东北教会的人才极度缺乏。在1935年长老会人会

上一位传教+就曾说过：“对我而言．今天我们遇到最人的压力就是缺乏一流的基督徒领导阶层，

教会似乎很难产生能够领导基督教事业的杰出的男女领导人。”@1941年传教+悉数被捕以后这

个问题显然更为严峻：“传道人员中正式神学卒业者，不及全数之半，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者十分

之二强，朱受任何正式教育者十分之一左右，半兼他职者十分之二以上。年龄在三十以卜．者不

及十分之四，现已届退修年龄而仍在职者十分之一左右。再由信徒方面论之，依人数论，都市

与农村备半。依普通教育程度论，以仅受过低级教育者为多，知识分子最少，青年尤少。”④此

种情形必然会人人削弱教会的实力，使其难以有效地组织人力从事宗教活动，造成元气的损伤。

伪满后期东北教会的衰落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

表4．2东北教会1938_1945年几项指标比较表

年代 教会数 传道员数 信徒数⑤

1938 525 759 41080

1942 557 605 38097

1944 486 566 36608

1945 404(一月份) 30833

资料来源：季廷魁：‘东北教会的昨11和明fl》，第24—25页。该表夸包括安息l_j会和真耶稣教会二宗。

上表记载了1938～1945年问尔北教会的信徒变化，虽然1939~1941年数据缺火，但我们仍

①网．I：，第12页．

②I司．}：，第25．26页。

@“State ofChurch in M锄chu一一劢e c^伽嚣P JRecD砘，'V01．66，No．3(M越1935)．p．185．
④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i i和明l I》，第25页。

⑤据l|奉人的统计资料．1936年时东北皋督新教的信徒数已达63861人。娃然’j教会的统计有jf；入。笔嚣认

为造成差异的闪素町能胄几种：一足统计范I=I爿，1i砌，Il奉人的统计心该包含J，I‰l奉、朝鲜相：东北的摹臀徒，

而教会的统计只足西方教派；二足统计的对象小闻，颦教者、受餐者、受洗者红广义l：都可以叫做信徒，

而具体教会町能只选择受洗青或受餐者作为信徒计算，这样必然会ilj现差异。另外统计失真的情况也町能

存在。小同机构红对摹督徒进行统计时数。，￡l；现差异并小罕见．参见：‘满洲帝国年撒》。南满统计协和会

发行，康德三年(1936年)，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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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够看剑儿项指标的卜．降趋势。其中信徒一项在1942年剑1945年3年间就减少七千余人，

可见政局变动对东北教会的影响。该表中有一些朱显示的项目，中华基督教会东北人会的数据

恰恰可以作为补充。以长老会的相关项目作为参照，也可以看出尔北教会在战时的衰落显然是

一个总体上的趋势。①尔北基督教会在沦陷时期的成败兴衰，深刻地见证了国际政治对基督教

的影响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反思。

’二、基督教体系的政治性重组

(一)政治支持下日本教会的发展

沦陷时期东北基督教会的体系改造与日本教会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教会的海外传教活动

开展得较早，早在1903年就曾有日本教会在大津活动。其后公理会进入青岛、北京和上海，圣

沽会也传剑上海，这些教会一开始就基本实现了白养。回日本基督教传入中国东北是在日俄战

争时期，当时日本教会的部分职员随军到东北慰问士兵，战后很多人居留人连等地向日本侨民

传教。此后有多个日本基督教宗派进入东北，信徒数量不断增加。东北地区日本基督教系统的

人致情形参见‘卜．表：

表4．3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基督教会一览表

会名 所在地 创立年 信徒数 教师数 会堂

日本基督教会 长春 1915 80 1 1

日本专IJ天}教会讲义所 铁岭 1916 30 奉天兼任 1

日本专lJ天r教会 奉天 1907 200 2 l

组合教会 同 1917 50 l l

朝鲜人教会 同 1920 30 鲜人牧师

1

日本专lJ天p教会 抚顺 19lO 100 l l

东洋宣教会 同 1915 40 l 1

日本专V叉p教会 安尔 1907 90 l l

组合教会 辽同{ 1912 30 7 l

组合教会讲义所 鞍山 1916 40 辽舟】兼任

同· 熊岳城 1919 5 大连兼任 2

①以下足东北人会战前(1936年前后)和战后的数据比较(1946年10月)，可资参考：掌会总数战前412个，

战后368个；教友总数战前24211人，战后待△；牧师总数战前66人，战后63人：布道员总数战前329

人，战后123人：学校总数(人中小学)55所，战后l所；教员总数战前304，战后待查；学生总数战前

2760人，战后4828人：医院总数，战前14所，战后10所：教堂被毁数待古。参见‘卜彼得：‘东北大会报

告书》，《中华堆督教会伞国总会第五界总议会议录》，中华基督教会刊行1948年，第86页．

②“J印锄csc Ov粥哪Missi彻w(溅”，功P却册凸廊f胁’iⅪ，肋酞V01．3l(1933)，p．2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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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瓦房店 1919 30 同 1

美以教会讲义所 营口 1918 25 l 1

日本专U A}教会 旅顺 1907 120 2 1

日本专lJ天}教会 大连 1896 350 l 1

日本专IJ天}教会讲义所 沙河口 1914 30 l 1

组合教会 人连 1913 135 2 2

圣公会 同 1912 130 l

美以教会 同 1919 70 2

救世军小队 同 1909 150 2

救世军分队 沙河口 1915 30 人造兼任

救世军事业部 大连 1906 救疗人员

1300

慈惠病院 同上 1906

基督教青年会 人连 1912 会员800 事务员7 1

资料来源：‘满洲帝国年报》，南满统计协会发行，康德_二年(1935年)，第783页。

该表列出了日本基督教教会及其所属机构进入东北的时间和地点，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

但表中内容较为庞杂，同一教派在不同地点的开教情况都有涉及，1920年时朝鲜教会亦被归属

其中。归结起来，伪满时期在东北的日本侨民中传教的日本差会，主要有日本基督教会、组合

基督教会、圣公会、循道会、浸信会、圣教会、圣沾教会、救世军等8个宗派，教会四十多个，

信徒超过5500人。接近1939年时，在东北的日本居民中每115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基督徒，每

个基督徒每年平均捐款20元，教会的经济状况比母国教会要好。国当时主要的几个日本宗派详

!I!-下表：

表4_4伪满时期在日本居民中传教的日本新教宗派统计

名称 开始]：作 教会数 牧师数 信教者 主日学学 女性社团 年度捐款

时间 生数 成员数

日本基督 l伽14，8 18 17 2408 1120 1129 54676

教会

组合基督 1907，5 6 6 678 492 200 14575

教会

圣公会 1923， l 3 3 476 100 120

①N．K曲ayashi'．‘c11risti锄Mi豁j∞sinM鲫chuku矿，砌P-，和册c矗巾f泐l勋肋旅，V01．40(1940)，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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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会 1919，5 8 8 1007 602 193 18537

浸信会 1937， 5 l 1 40 50 10 2280

圣教会 1917，11 3 6 200 80 90 3500

圣洁教会 1927 6 7 530

总计 45 48 5339 2444 1742 93568

资料来源：N．Kobayashi， “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chukuo"，劢P励c珩括tj彻抬ar肋七’V01．
40(1940)，p．155．该表缺救世军的统计数’乒。

以上教会的传教对象都是在东北的日本人，日本教会也很少与两方差会或中国本十教会发

生联系，直到“满洲基督教会”的成立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满洲基督教会在1933年9月成立

于东京，是日本基督教各派联合组建的对华传教教派，主要发起人为日本长老会&老日匹信亮

和山下永幸。该会委任山下永幸为驻中国东北的代表，封立中国信徒葛延芳为牧师，聘请沈田l

西关教会传教士柏基根、牧师刘国华为顾问，在创设的当年就在沈阿l和长春设立了教会，开始

着手向东北的中国人和韩国移民传教。此后不久满洲基督教会就发展为三个教区：第一教区是

南满教区，范围在长春以南，负责人为山下永幸；第二教区是北满教区，范围在洮南以北，教

区长为吉持久雄；第三教区是蒙古教区，范围在热河地区，教区长为福井二郎。至1938年时三

个教区下辖教会已达15个。①卢沟桥事变后，山下等人义将满洲基督教会改组为“东弧传道会”，

除管辖原有的东北各教区外，又开辟了蒙疆、北支、中支、南支四个新的教区，从而将传教触

角从东北地区一直延伸到海南岛，辐射范围涵盖了中国沦陷区的大部分。回

如果仅仅从一个基督教宗派的角度看，无论满洲基督教会还是东Ⅱ传道会，向中国人传教

本身亦无可厚非，但是日本人的这个传教组织却远1卜想像的那么简单，它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会的委员长日匹信亮本身就是军人出身。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镇压

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多次国际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他曾任日军将军，地位显赫。④而山‘卜．

永幸则是日匹信亮手下的情报班曹长，战后定居沈刚。山下的政治背景使东北教会很多人对他

颇有戒心，虽然在帮助中国信徒方面表现得很热心，但他加入关东大会的企图还是被挫败。回山

下永幸和日匹信亮两人曾于1932年在沈阳磋商建立传道会的事宜。事后山下到伪新京谒见溥

仪，并向日本军方请示，具体细节不详，但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日伪官方的支持。而卢沟桥事变

后该教会的改组更是深得日本陆军火臣荒术真夫的赞许，并指定日匹为“东皿传道会”会长，

同时又推出早稻田火学：r：学博士山本忠兴任副会长，参议院议员松山常次郎任理事长，财阀大

江与四郎、直野视一及青年会总干事管仪一等为赞助者，另有日匹的部下丸山传太郎参与其事。

①满洲幕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签》，第178．18I页。

②《宗教调仓资料第7辑：摹督教调△报告书》，第359页。

③韩皙曦：‘I{奉口)满州支配邑满州仨道会’，第35页。
④Austin Fult∞，砌ml神肠砌g“口妇晰耐口耐胍c^“^曲口耐^缸咖一加M埘c^“砌，舾乃，”D’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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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人都是日本政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使得该教会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尔弧传道会”

提倡“爱主不分国与疆”，②人肆宣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所谓的“人尔孤共荣圈”建

设歌功颂德。而日伪政权对整个东北教会进一步的控制，也恰恰是利．Hj这一教派和该派的主要

人物实现的。

关丁日本教会在中国尔北的情况，有一种情形值得一提，那就是“满洲基督教开拓团”在

东北的活动。所谓的“满洲基督教开拓团”，就是以日本基督徒团体为单何的日本移比，到中国

尔北圈l‘i十地，进行农业开发。这样的开拓团曾有过两批：第一批进驻东北的时间为1941年2

月。包括掘井顺次为团长的日本基督徒二百余人，在哈尔滨郊外的长岭子进行开拓，战败后同

国者102名，死亡者46名。其他下落不明：第二批是在1945年3月。团长为室野幺一，成员

只有l 1人，开发地为桦川县人平镇，其中5人死亡，6人I亓I国。开拓团的成员虽然是以基督教

的名义来的东北，却并朱从事过传教活动，他们只是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牺牲品而已。锄

(二)日本教会控制下的组织重构

伪满中后期东北基督教体系发生了重新组合和建构，其主要的推动力鼙即为在东北传教的

日本教会，而日本教会的幕后往往又有日本关东军的主使和支持，这使东北教会的重组沾染上

强烈的政治色彩。

伪满时期东北新教教派林立，章法不一，颇不利丁．集中控制。冈此日伪政权非常希望能够

将各派联合起来，再施以统一的管理。首先日伪强迫各宗派改变名称，凡有“中华”字样的，

一律改为“满洲”，如“中华基督教会”要改为“满洲基督教会”，从1934年到1936年东北各

教会被迫改名。

表4．5 1934~1936年东北地区基督教会更名表

教会原名称 更改后名称 更改时间

救世军 满洲救世军 1934年8月

中华基督教会关尔人会 满洲基督教K：老人会 1934年8月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东北联合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满洲联合会 1935年3月

中华基督教信义会 满洲基督教信义会 1935年9月

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 北满自立会 1935年

浸信会 满洲浸信会 1936年1月

神召会 满洲神召会 1936年

资料来源：程力。‘伪满时期Il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第22页。

①孙鹏翕：‘H本帝国主义红伪满怎样利用幕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0页．

②‘人连满洲基督教会开教纪念刊》，满洲堆督教会刊行1935年，第42贝。

③韩暂峨：‘l{本。满州支配占清州亿道会》。第108页。自．关开拓团的详情办町参见|i奉恭督教冈宣教研究

所教网史料编纂室编：《戟l埒下口)l|奉幕督教『硐(194l—1945年)》(1I奉壤督教同史资料集；第2卷；第2

篇)，第326．33l贞。又见堀JI：顺次：‘嗷啵前後：满州击u A}教网拓冈畏。于耙》。静山丰t 1990年：援

本和了：‘z庙厶。簿：满州专IJ A p教翮拓村乏加走哆净t>，暮。乃手帖{i：箱集20G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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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丁．1936年7月6、7两日，伪文教部召集满洲基督教各派代表约20人召开座谈会，讨

论了有关新教各派的统一管理的问题。①此时恰逢尔北人会第26届会议召开，山卜．永幸邀请日

本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海老泽亮剑会演讲，二人均参加了文教部的会议，对官方的意见鼎力支持。

事后山卜．宣称白己得剑了日本军方及伪政府的准许，决定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 1936年

12月1日联合会在沈瞳i正式成立，英传教十胡成国任会长，方德立、李毓麟任副会长，山卜．永

幸、高光达、华茂山任千事，山卜．永幸掌握着联合会的实权。满洲基督教联合会构成情况见卜．

表：

表4-6满洲基督教联合会构成(事务所奉天)

加盟团体 事务所所在地 教会数

满洲基督教K老会 奉天 262

满洲基督教信义会 安尔 79

加拿人长老会 洮南 47

北满基督教信义会 哈尔滨 7

基督教神召会 奉大 ll

基督教卫斯理堂 哈尔滨 7

基督教灵恩会 人连 5

基督教约老会 齐齐哈尔 4

基督教青年会 奉天 5

满洲圣15公会 奉天 2

满洲救世军 奉天 14

北满基督教会 哈尔滨中会各臼立派教会 12

(哈尔滨) 龙江中会各自立派教会 24

满洲基督教会 第一教区(南满) 5

(哈尔滨) 第二教区(北满) 6

第二教区(热河) 4

资料来源：《人满洲帝囝年箍》，(伪)满洲困通讯社1944年，第551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的加盟教派13个，教会数达494个。其中长老会系

统有309个教会，占62．55％强：而满洲基督教会的教会数只有15个，仅仅一亍3．04％。但冈幕

后有日伪政府的主使，是这个仅仅占3．04％的宗派成为整个联合会的真正领导者。实际上联合

①满洲情报所编，滕铭予译：<满洲的宗教》，‘长存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长存市政协文史委

员会编1988年．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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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除了编印一些如日学教材外并没有很人的举措，但它的成立便利了日本对东北教会的控制，

也为东北教会的进一步合一打F了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下永幸同国，石川四郎接替了他的职位。石川毕业于日本陆军人学，

与日本关尔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是同学，石川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与政界的密切联系。1941年12

月17日，石川邀请满洲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东北人会总干事胡成国召开东北人会，改原来的“教

务会”为“临时措置委员会”。会上推举石川为会长，全权代表东北人会向伪满政府联络办理一

切事宜。12月31日，石川与关押在汇丰人楼中的英传教+邱树基和方德立订立合同，将教会

所有房地产和部分资金移交给“临时措置委员会”。露

1942年3月27日石川四郎在长春两五马路教会组建“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将东北基督教

19个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除外)合并在一起，划分8个教区，本部设在长春。该部实行组

织、信仰、指挥、思想、行动五个统一，@对教会所属事业如医院、学校、圣经会、男女青年

会、神学院等严加控制。“满洲基督教会本部”的建立是日伪政府实现对东北教会全面控制的一

个标志。日本统治者通过日本教会势力，成功地将东北基督教在组织、思想和行动方面进行了

改组和改造，此后整个东北基督教被完全纳入到日伪所预想的轨道中来。石川四郎是日本国策

忠实的宣传者和执行者。1942年2月，五川发布通告，指令东北教会为圣战、为“人东弧共荣

圈”服务。为把持教育权，石川兼任神学院院K。1944年2月，经伪文教部发令命名，组建满

洲基督教财团法人，石川四郎拥有绝对权力。1945年4月，石川召开教区长会议，抛出国民教

化挺身运动、增产报国运动、储蓄报国运动、必胜防空体制确立运动、国民道义确立运动等所

谓的“教化五人运动”，固至此东北基督教会被迫成为日伪利用的：I：具。

东北教会中社会性最强的一个派别基督教青年会，在伪满时期同样面临着被迫改组的命运。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青年会分为两个互不统属的系统，一支是力量较人的华人组织，另一

支是日本侨比基督徒中的青年会。东北沦陷后中国人这支青年会处境艰难，其中一项困难就是

“四处监视和忠于白己国家的日本青年会造成了各种麻烦。”④日本青年会信徒极力策划尔北青

年会与中国内地的青年总会脱离，他们收买了“一个极爱钱、现在在满洲国政府里与那些日本

①前文已经对联含会组织信徒到f}奉访闷学习的吏实钉所叙述，稚i此不佴详述．见第1fl}章第二节。
②孙鹏翕：‘l_j奉帝国主义柱伪满怎样利用肇舒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6页．

③嗣上，第117页。五个统一具体内容为：(I)组织统一，将原两方诸多教派合成单一的、【J奉化的“满洲
基督教会”．(2)指挥统一，将备宗派的发号施令权集中于该部。(3)信仰统一，将前各宗派的教义、仪式、

规例都改为“【J奉长老宗式”的“Ij本化基督教”模式．(4)思想统一，将摹督教各宗派的思想统一纳入

到“天照人神”思想之内。(5)行动统一，对于ll奉的政策如“献纳”、。报国演讲”等应在行动．1：统一。

④同．}：，第120页．“教化五犬运动”的具体内容为：(1)国民教化挺身运动。宣扬。注意‘国民思想爱之善
导强化’、‘对建国精神之明确‘国体观念之昂扬’、‘I|满协和一德一心之本意’、‘得体民族协和精神之彻

底’、‘人东弧共同宣扬之彻底．r解‘j实践一。(2)增产报国运动。开拓农业，实现粮食蔬菜增产，种植蓖

麻等，以供“吊战”需要．(3)储莆报国运动。以储莆为名，搜刮民脂民膏，弥补IJ奉战时经济危机。(4)

必胜防窄体制确妒运动。1942年12月理舱会I：杠川pq郎倡议幂督徒扔献飞机献金14000元．催促必须塔早

如数完成。(5)国民道义确矿运动。强制推行“闺民礼仪”，以示对天争和康德的爱蛾，加强对|J亲善。

⑤f美】邢军著，赵晓阳译；‘革命之火的洗礼：荚国社会福哥和中固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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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合作的前中国青年会干事”，此人公开宣称尔北青年会应该与上海总会脱离，在“满洲国”

建立全国协会。认识剑事态的严重性后，青年会全国协会的炅耀宗和鲍乃德丁．1931年10月访

问了尔北，被迫采取妥协措施，成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东北顾问委员会”，刚顾问委

员会米代替全国总会的领导，但也希望借此避免尔北青年会的独立。这样的妥协只能奏效一时，

很快新的麻烦义出现了。一个月后，日本青年会全国协会前总干事丹羽清次成为伪满官员，他

和其他东北的日本基督徒公开要求日本基督徒帮助中国基督徒：“这些中国基督徒虽然处丁．极人

的悲痛中，但将米会幸福。只要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现在是一个新国家的公氏。”

①1933年11月11日，就在中国青年会全国总干事梁小初和鲍乃德赴日本交涉东北青年会问题

的时候，尔北青年会宣布决定断绝与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关系，成立“满洲青年会联合会”。沈同l

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丹麦人华茂山未表示任何异议。虽然1936年时梁小初等人义与日本青年会

进行了交涉，但无果而终。回

东北基督教青年会的改组实际上是政治性的。正如日本青年会在同应中国青年会的批评的

时候说：“如果当局知道青年会是反对日本在满洲的政策，日本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凼难位置就暴

露在危险中。”@这虽然可以看成是日本方面的托词，但也不乏中肯之处。日本基督徒同然在内

心中有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一面，但其受到军国主义的控制和强迫也是不争的事实。青年会的

这种遭遇在伪满时期并不是特例，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日伪政府强迫东北各教会更名的

时候已经割断了它们与中国内地教会的联系。有时东北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也不敢冒险与内

地教会联系，如1937年7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青岛召开代表会议，东北人会“朱敢派员

参加。”④

日本教会控制尔北教会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那就是拉拢部分东北信徒新创中日

联合教派。这种教派与满洲基督教会不同，冈为它并不能算是日本教派；它也与满洲基督教联

合会不同，冈为并不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35年成立的“奉天日满耶稣基督

教会”。该会为中日信徒合办，两年间已有信徒280人，望教者一百余人。这个教派的性质在其

要义的第2～5条中赤裸裸地彰显出来：“(1)⋯⋯(2)本会每晚祈祷会，必须为日满两国君王

臣民祈祷，求神使两国吕隆，更彼此协和亲善，造成人民之幸福。(3)本会每聚会讲道时间，

由日本牧师、满洲布道员等时常讲解日满两国人民系同种同文，本着《圣经·旧约》创世纪九

章和十一章所载，系一祖而生，乃是闪的后裔，务使信徒深明日满不可分之真义。(4)本会系

自立自养性质，臼创立以来，皆由日本信徒满洲信徒捐助，造成信徒整个属灵的家乡，概不依

赖别国来款帮助。(5)本会既系日满耶稣基督教会，发起于满洲国，自然直接遵守政府之监督

①同．}：，第140页。

②同』二，第141页。

③同．jI。第142页．

④李廷魁：‘东北人会报告书》，‘中华肇督教会伞困总会第f‘届监事扩人会议记录》。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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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以资福音传开使入比内心改善，宗r日满一致的精神进展。(6)⋯⋯”④从这些要义中，

我们看剑的完全是所谓的“日满亲善”、“同文同种”，其宗教性质儿乎完全被其浓重的政治色彩

所淹没。

日本教会人十配合日伪政府控制尔北基督教。其动机是很复杂的。前文已述，上述日本教

会与日本政界人都有密切的联系，部分参与其事的日本信徒甚至还有政治背景。从其言行来看，

他们具有配合日本侵略和所谓“人尔弧共荣罔”建设的基本思维是确定无疑的。日本基督徒首

先也是日本的国比，在多数日本国民为军国主义思想所欺骗而掀起民族主义狂潮的时候，他们

有这样的思想亦不足为奇。战争期间日本基督教界的主流对日本侵略扩张政策是支持的，在“九

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基督教界都曾发表支持日本政府的宣言，并在实际行动上

对侵略活动大力协助。

另一方面，作为基督徒，日本教会中很多人是抱着良好的、帮助中国人民的愿望去行事的，

他们在军国土义的迷惑卜．，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却不自觉地为日本政府利用，成为

侵略者的帮凶。如伪满协和会的理论家、日本长老会长老武藤富男，坚持认为并不断宣传“满

洲国”就是协和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一种道德符号。但军队却嘲弄性地

把这当成一种麻醉人比的手段。圆冈此很多日本基督徒是可悲的。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

们才真正认识到战时所犯的错误。日本基督徒中也有一些人并不赞同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如

辽阳文德中学的吉田悦男牧师就冈不拜神社、反对战争而遭剑逮捕。@在日本也颇有一些知名

的基督徒因为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而遭到迫害。④因此即便是日本教会内部的政治态度，也应

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三)新体系下看东北教会的得失

伪满时期东北基督教新体系的建立，人人降低了教会的自由度，在日伪政权的操控|卜．，各

个教会走向衰落乃至崩溃的边缘。据说日伪政府已经．卜．决心在1945年8月15日将全部的东北

基督教领袖逮捕，对东北教会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剑的是，他们害人不成，

这一天反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覆灭的日子，实在是历史的一种嘲讽。显然新体系对东北教会的危

害是巨人的，也是主要的；但是万事有弊也有利，它在客观上对基督教会也产程了刺激和激发

作用，使此前传教十难以实现的目标被动地实现了。具体可表现在教会自养和教会合一两个方

面。

①满洲摹督教联合会编：‘满洲筚督教年鉴》．第195页。

②Austin Fult∞。彻，口蟛面，f幻“口如晰耐硼d JF忱c^“膳^口耐^触伽胁^亿以西H砌，筋7~，"以p．141．
③柳兆卿：‘辽l钉幕督教文德中学校史》，‘辽掰1义史资料》第l辑，第82页。

④【】奉Ir习忐社人学已将战争期问I|奉特别高等警察机构对IJ奉皋督教界的I监控档案汇编成三册}}{版，】￡中我

们町以看到人量||奉肇督徒l大I反战而遭到弹乐的记录。参见J列忠社人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专u天p教社会

罔题研究会：‘戟畴下。等U工h教迎劲；特高资料c上5： 昭和卜一年一昭和l‘九年>(1)(2)(3)，柬

京：新教⋯版社1972年．

⑤李廷魁：‘东北人会报告书>。‘中华幕督教会伞国总会第f+届jl：i事扩人会议记录》，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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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养问题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本色化的基础。我们知道，

在沦陷前尔北教会的白养运动就已经得剑了很女，的开展，但距离完全白养的目标还有很人的著

距。如法库教会1935年信徒急剧增K，达剑了45年米的最高纪录，但资金却增长缓慢。传教

十将这门结为“外国的钱米得太容易”的结果。1934年传教十麦考兰曼(KeIlIletll Macl即man)

在尔北考察期间就曾指出：“过去国外资金米得太容易和对中国人臼养训练的欠败对中国教会构

成了严重的危害”。倪裴德对此补充道：“面对这样一个能力出众的观察者的指控，我们传教十

很少是无辜的。也许这位苏格兰朋友并不是指的他同胞的K老会，但是如果他指出的止确的话，

我们对一个事实不能不感到惭愧。1933年我们领域中的18033名成年基督徒平均捐款每人只有

3．45元，或者4先令7便+。同样，‘外国钱米得太容易’是一个钓竿上的鱼钩。”∞不过，总

体上看中国信徒的捐款数还是早上升趋势，这一方面是冈为中国信徒总数增加了，另一方面也

是因为在日伪的监控卜．西方米款有所减少。尔北人会的经济状况见下表：

表4-7东北大会经济状况统计

年限 信徒捐款(元) 平均每人捐(元)

1932 49997．08 3．45

1933 50l 92．70 3．25

1934 62200．30 3．45

1935 70321．46 2．06

1936 78688．67 4．00

1937

1938 76963．73 3．46

1939 93694．43 4．00

1940 l20000．46

194l 171608．53

资料来源：李廷魁：《东北人会报告书》，《中华皋督教会伞国总会第f。届监事扩人会议记录》，第63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剑1938年以后中国信徒捐款数量激增，这与西方来款的减缩有着直接的

关系。太平洋战争以后东北教会与撕方筹会联系中断，全部资金均须臼理，时势迫使东北教会

不得不走上完全白养的道路。就整个东北教会的经济情况来看，1938年-西方差会补助款共计

361085．40元，教会信徒捐款共计142775．69元；1942年西著会补助款中止，教会信徒捐款激增

到518914．25元，是1938年信徒捐款的3．6倍，其数额超过了1938年中西款的总和。而此时耗

资较多的学校人都被迫关闭，冈此教会尚能够保证止常运转。掣当然，随着政局的变化东北教

①F．w．S．0’Ncill，“nechurchofChristinM如churia”，砌e凸加M嘧蛔l斯肋础，1936．37，p．139．
②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I和明I|》。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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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也日益危殆，这就是另外一同事了。战争期间尔北教会的这种自养精神也延续剑东北光

复以后，对其日后的发展起剑一定的积极作用。

教会合一问题也是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教会极力提倡的问题，部分教派在合一运动中

走在了前列，如中华基督教会就是合一教会的一个典范，信徒数一度达到全国信徒总数的四分

之一。∞当然，由丁．新教宗派众多，不同派别在组织和礼仪方面存在一定的筹异，想要达到完

全合一是不可能的。但是相互间的合作还是可能的，不同教派之间可以联合开办教会事业，共

同开展教会活动笛，尔北爱、苏长老会与丹麦信义会的合作就很具代表性。但是随着尔北教派

的增多，原来和睦相处的气氛也有所改变，不同派别在争夺传教区和信徒方面常常发生矛盾。

比如基督徒聚会处，亦即人们常说的“小群”在三十年代十分活跃，吸引了K老会中很多热心

的信徒，引起长老会传教十的强烈不满。弩恰如传道人李廷魁指出的：“过去虽曾冈一时各宗派

重复林立，而发生相当严重的摩擦，不免带有侵略色彩，但都冈走极端，不肯相容所致。无法

论断是1卜，而且新兴的宗派都是朝气蓬勃，不免带有侵略色彩，然而日子久了也就自能和平了。”

@不过东北教会间的矛盾却并北靠时间自然解决的，而是借助了被迫合一的力量：“在教会被迫

合一之期间。统一了教会的行政组织，指定了信仰仪式之规模，实行了人事之交流政策，采取

了超越宗派的一视同{：精神。彼此常常接触．于不知不觉中，解开了许多误会，增加了若干互

谅心理。因之产生了一种基本的融合态度。”@这时包括“小群”在内都融合在合一教会中，对

东北教会的总体发展是有利的。这种合一精神被东北教会所接受和认可，在东北光复以后他们

仍为保持合一教会而不断努力。当然随之而米的是东北政局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战争接踽而

至，尔北教会开始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本章小结

东北沦陷时期对尔北基督教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从中日两国的人背景来看，两国基督

教界对于是否武力参战都有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随着形势的发展两国教会的主流都倒向了支

持战争的一边。当然两者间存在正义和1卜正义的差别：中国教会是在氏族危亡时刻，在全国舆

论影响下的自动的整体的转向，其行为具有正义性；而日本教会态度的转变除了教会人士自身

因素外，日本日益紧缩的宗教政策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行为配合了侵略，是诈正义的。

两国基督教界的政治态度影响了中国东北的政教关系：中国教会转向抗日，增加了日本政府对

基督教的恶感，成为东北基督教政策逐渐紧缩的原冈之一；日本教会支持侵略，在关尔军的支

①参见本文第二三章第．二节。

②F．w．S．O’Nei¨．“Tl-le Church ofChrist in Manchuria一。77k C枷口^I豇￡，如一)台口，．点lD·，七，1936·37，p．140．
③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lI和l鲥lI》，第30贝。

④㈨l：，第30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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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卜．逐渐控制了整个尔北教会，对日本的侵略活动进行了有力的配合。日本国内的基督教政策

也延伸到中国尔北，促使伪满基督教政策从相对宽松转向全面紧缩，进而开始了全方位的打击

和控制。

日伪政权对尔北教会的迫害首先表现在监控和逮捕上。伪警宪机构对教会的监视与控制贯

穿丁整个伪满时期，其力度不断加人。伪警宪对教会人十的逮捕行为也从朱间断，而以1935

年和1941年的两次逮捕规模最人，尤其是后者，新教传教十尽遭逮捕并被遣返，基督教事业儿

遭灭顶之火，信徒数量急剧．卜．降。日伪还强制要求教会学校学生参拜神社，最终导致东北基督

教教育的终结。与此同时，在日本军政势力的支持卜．，日本教会势力乘机打入新教系统内部，

通过教派联合和组织改造实现了对尔北教会的控制，有力地配合了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在严

密的控制和打压面前，阿方传教十尽可能保持低调忍让的态度，注重与日本人保持友好关系，

讲究策略地与伪政府周旋，只有在涉及到原则问题时才进行有限度的抗争，即便如此也未能遏

J}：教会的衰落。在伪满初期昙花一现的繁荣后，尔北教会逐渐走向萧条。东北新教的遭遇显示

出国际政治力量博弈对基督教产生的深刻影响，在高压集权统治面前，基督教会显得脆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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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基督新教自1867年传入中国尔北至1945年，移移走过了78个年头。在这78年里，尔北

教会历经晚清、俄日、军阀、伪满等多个政权的统治，历经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

战争、日本侵夺东北战争等多次战争的纷扰，深切体验到兵匪势力、混乱政局和高压政治带米

的种种苦楚和煎熬，亦在政治夹缝中获得了发展机遇并努力营求新的发展空间。综观基督新教

在近代中国东北传教运动的兴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政治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心。

一、近代中国东北政治与基督教会

(一)致治影响教会的两种形式

笔者认为，政治对基督教会的影响，具体可表现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所谓直

接影响，指的是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法令，通过国家机器直接作用在教会身上；或者是国家

针对其他组织机构及个人的行政举措，同时也指向了基督教会。所谓间接影响，即国家并1卜针

对教会的政治行为、政治变动、政权更迭等冈素，却在事实上对教会产生影响；同时这些冈素

也极人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给当地社会带米一种影响的“果”，而这种“果”义影响了基督教的

发展，成为教会兴衰的一种“冈”。这两种政治影响在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会中均有淋漓尽致的

表现，在此试概括论述之。

政治对教会的直接影响并不难理解，统治阶级对的基督教的好恶，往往会对其政权下教会

的兴衰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对基督教

一直持憎恶和排斥态度，这样使得传教+很难进入中华人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人门之后，清

政府被迫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但暗中的阻挠和掣肘是极其平常的事情，全国各地官僚和士绅

幕后支持的反教事1j，l：时有发生。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基督教在中国各地日益蔓延，清政

府的基督教政策也不得不愈加宽容。不管其内心如何，至少要在表面上对传教加以保护，这对

基督教的发展显然是有利的，冈此在十九世纪后期基督教在中国有了很人的发展，东北地区的

基督教势力也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东北教会住甲．期遭遇剑各方面的抵制，显然是晚清统治阶

级一贯持有的厌教思维造成的，但教会总是能够得剑官方主流方面的保护。这是其得以生存发

展的重要条件。此后清末尔北官员、俄日势力、军阀政权等多数都对教会态度友好，这就进一

步推动了基督教的发展。东北沦陷以后，日伪的基督教政策由宽松逐步转向紧缩，基督教会则

在昙花一现的繁荣后滑向低谷。

当然以上分析的只是直接影响中最直接的～种情形，事实上国家的很多举措并非是仅仅针

对基督教的。而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多个组织或群体。比如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拒斥，

实际并非仅仅是拒斥基督教本身，而是要拒斥所有外来的新事物：清政府要拒斥的也并1#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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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教十，实质上是要拒斥所有的外国人。基督教被视为一种洋教，其重点在丁．“洋”，而并1|

“教”，即它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政治性，然后看的才是其宗教性。一口．认定其政治性有问题，那

么其宗教性一定会被视为不够纯粹，认为其别有Hj心，谣言也随之而起。这一点在伪满时期也

是适川的，当时日伪政权对教会的监控和打击，首先考虑的并1卜基督教的宗教本质，而是传教

十与其所属国的关系，无论沦陷初期对教会的宽松还是其后的紧缩，都是从政治性的角度考虑

问题的。而日伪政权所要控制的也并1卜基督教会本身，而是要控制整个东北社会，教会也是整

个社会控制的一环，恰恰义冈为其与外国的关系而成为特殊的一环，受剑日伪政权格外的关注。

从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到，1938年日伪颁布的宗教法令《取缔规则》并1F仅仅针对基督教，而是

适用丁除特定宗派外的尔北所有的宗教，只是由丁．基督教的特质使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人一些；

日伪尊孔祭孔、参拜神社的命令也不只是要求教会本身的，而是对整个伪满社会都有这样的要

求，只是冈为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这个问题才凸现出来，导致教会教育的终结：日伪对东北

社会的监控迫害也具有普遍性，并1F尔北教会所独有，只是冈上述原冈，基督教比其它宗教受

剑的对待更为严苛。

就政治对教会的间接影响而言，我们人致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虞的结果，而1F米白丁统治

者的主观动机。这种影响对教会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可谓喜忧参半。它同

样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国家并1}针对教会的政治行为、政治变动、政权更迭等冈素对教会的影

响。比如辽冈l教案的发生并1F是当地社会要打击基督教，而是甲午中日战争引起的士兵的排外

情绪酿就的，他们将英国人与日本人视为一体，盲目地加以打击。再如近代中国东北发生多次

政权更迭，每次更迭都会带来新统治者新的宗教政策，教会也不得不去调整自身进行应对。而

每次政治变动带来的社会动荡，同样会摧毁教会建筑、拆散信徒组织、打乱传教进程、干扰教

会事业等等，一次次使教会前进的脚步放缓。当然政治变动也并非没有好处，有时也会给教会

带来利益，如义和团运动后占领东北的俄国人对教会的政策日益紧缩，很快日本人取而代之，

对教会表现友好。而张作霖军阀政权执政后在东北实行割据。在客观上也阻止了二十t日=纪二十

年代遍及全国的1卜基督教运动向东北的蔓延，为东北教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还有一点应该注

意的是，有时候这种间接影响并1卜仅仅来臼当地政权，而且也来自国际社会。第一次世界人战

的爆发直接影响了英国本十基督教差会，自然也就间接地影响剑中国东北教会，东北教会因人

力和资金的消减而发展延缓。东北沦陷以后欧美列强与日本关系的好坏也作用剑东北教会身上，

这在前文多有讨论，兹不详述。

．政治对教会间接影响的另一种情形是政治先影响社会，社会再影响教会。这样的例子也是

举不胜举的。近代东北的多次政治变动和统治者内战的参与，往往导致经济发展受阻，比众生

活水平下降。这样必然会使教会的臼养运动出现问题。政治不稳也带来人量的兵匪势力，使东

北十匪成为近代中国十匪中势力较人的群体，这无疑也给教会带来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

在丁．对教会人十生命财产的威胁，更在丁．十匪带来的比生凋敲、秩序失范给教会带米的不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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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过动荡的社会同样给教会带来了发展机遇，如战乱后人量火比出现，教会通过灾荒救济

赢得了氏心；生活的疾苦也会强化民众对心理安慰的需求，使得人批人倾向基督教，1932年尔

北基督教第二次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冈即源丁此。近代尔北人批的关内移比，从某种意义

上讲也可看成是中国政治因素的结果，这些移K对尔北基督教的传播有这不可估茸的价值。而

日本和韩国的东北移比则带有更强烈的政治性，正是通过他们日韩基督教才人举进入尔北，日

本教会势力最终还I‘i据了主导地位。在其直接参与卜．东北基督教体系铍政治性重组。

(二)影响各方态度的多种因素

诸多鲜活的史实见证了政治对近代尔北基督教会的影响，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统治阶级

的宗教态度和宗教政策呢?我想其统治利益和安全应该是最基本的冈素。看似尔北局部的政教

问题，实际上却是国际政治关系的缩影。作为一种曲方宗教的基督教与列强联系紧密，其中的

传教士不能不让统治者刮目相看。当国际关系缓和友好时，他们被视为国家间的特使，教会也

受到优待；当国际关系紧张和恶化时，他们显然就有了间谍和侵略先锋的怀疑，教会自然也就

成了弃儿，而且是带有犯罪嫌疑的弃儿，要严加管束。冈此，无论晚清政府、军阀政府还是俄

日势力，对东北教会的礼让和友好很人程度上是源丁对传教十所属国的顾忌．对其进行控制和

打击犬抵也源于此，是可谓成亦由之，败亦由之。当然，教会人+自身的态度和策略也非常重

要，如果传教+善于联络统治阶级，与部分高官保持良好的私交，同时用慈善医疗等恩惠手段

赢得社会各界的好感，那么统治者的政治态度也会有所缓和。这一点也很重要，虽然它并非决

定性的冈素。

传教+的政治态度的决定冈素则相对复杂一些。吴义雄教授在其并作中，曾将甲．期在华南

沿海传教十的政治言行归结为“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即传教十是宗教神职身份和世俗国比身份

的综合体，这就决定了其做事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两种身份，受两种观念的共同影响。④这种看

法1F常有道理，在近代东北基督教会中也是适Jlj的，但其概括似乎过丁．简略，很多具体问题还

应该具体分析。

首先，传教利益是传教十作出政治言行的基本考虑。甲．期东北传教十在对待比教矛盾及与

官府打交道的时候，尽可能保持低调谦恭的态度。哪怕可以利用其本国政治力鼙得到庇护时，

他们也尽可能不去利用，而是努力用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完全是出于传教利益的考虑，当

时东北新教传教十的共识是，如果用政治手段推动传教，那么传教效果会适得其反。尔北苏格

兰长老会传教十罗约翰，曾为英国侵华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遗憾，冈为其中的保教条款增加

了东北民众对基督教的恶感。罗其至要努力清除之。但他却没有去思考，他本人之所以能够站

在中国尔北的十地上宣扬上帝的福音，其铺路石恰恰是英国的侵略战争。他在考虑传教利益的

时候顾及了一个层面，却舍弃了另一个层面，这种悖论实在是一种有趣的事实。进入_二十世纪

①吴义雄：‘4i宗教‘』世俗之问——基督教新教传教I：扫i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版社
2000年，第516-524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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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我们在尔北教会中也会看剑同样的现象，如传教十并不玄谴责日俄在中国尔北进行的战争，

而是与日俄舣方军事当局都保持密切关系；军阀张作淼搜刮比脂、参加内战、多行不义，传教

十却与张多有往米，对张本人及其军队提供很多医疗协助，同时对张作淼给予很高的评价；伪

满时期，传教十虽然与日伪政府没有过密的往米，但也很少有谴责和对抗，基本是服从其法令

的。这些事实表明，传教十总是尽可能保持中立的态度，尽可能地不去涉及政治问题，其主要

考虑就是保证教会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所属国利益对传教七产生了很人影响。在重人政治问题上，传教十经常是站在其所

属国国家主义的立场上。如在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东北传教十完全站在列强的立场上，他们1F

但不谴责侵略军的暴行，反而人力支持列强对中国的行动。个别传教十甚至做了俄国军队的侵

略向导。I_i．if然其中有维护教会权益不受侵害的考虑，但在侵略这一问题上，在本质上与列强并

无不同。再如五卅运动的浪潮波及尔北时，在东北教会内部也掀起了波澜，尤其是在教会学校

中反英呼声很高。东北教会以英国教会系统为土，传教士臼然对学生的态度感剑不满，他们竭

力为英国辩解的同时也对掀起运动的学生予以处罚。在两次世界人战爆发前后，东北传教士也

遵循了国家立场。一战时尔北传教十纷纷同国参战，导致东北教会人力严重不足；二战期间太

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很多尔北传教七就已经陆续同国，这使他们免去了集中营关押之苦。在伪

满的日本传教十更是积极地维护日本利益，为日本的侵略国策尽心尽力，他们中的绝人多数已

经将日本利益和传教利益融合在了一起。

再次，传教七的善良本性和止义感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各种现实利益，

但是多数传教十本性中善良的一面也对其政治态度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基

督教教义中善的冈素的长期教化中，往往对正义和善良充满渴望，希望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爱

和友善。这住“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听基督教界的言行中有着极好的体现，无论哪一方

的言论，“和平”一词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1932年李顿调查团剑尔北调查时，很多两方

传教士都积极地提供日本侵略尔北的证据，在道义上支持了中国人比，这也成为1935年日为对

东北教会进行打击的重要原因。而日本传教士很多也是抱着善良的目的米到东北的，他们只是

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的牺牲品，客观上起剑了配合侵略的作用。不过他们反对毒品、救济灾荒等

行为也不能一概以虚伪和配合侵略而视之，其主观目的也有善的一面。除战争问题外，西方传

教七在医疗、慈善、教育等方面对尔北社会也做了很多贡献，这并不能以传教利益说明一切，

以司督阁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十确实以东北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有

些传教十甚至在救灾中失去了生命，他们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和景仰的。教会内部也不乏

一些有识之士，并不是一味维护西方利益，如在中国政府要求收同教育主权问题上，东北传教

十就表现山前所未有的开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寄予了很人的同情。

(三)政教双方相互博弈的结果

为了便r分析，我们姑且将东北教会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博弈，虽然这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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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朱必十分典弛。如果它可以被称为博弈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政权力鼙总是在逐步加强，

教会力蛰却时时在减弱，博弈双方的力带向着不对筲的方向发展。

晚清时期东北传教十在享有瞥通中国白．姓不具备的政治特权，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与官府打

交道，而且人都会受剑官员彬彬有礼的接待。～口．有比教冲突发生，往往会惊动尔北地方的最

高长官，传教+有权与最高K官坐在同一个谈判桌上。地方官人都会尽力将问题处理好，而且

很多时候偏袒教会的成分更多一些。地方官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完全是冈为顾及剑传教十幕

后列强的政治力境，这种力越使传教十具备了与中国官员讨价还价的资本。一旦问题难以通过

协商解决，传教十所属国的领事乃至公使就会出面交涉，给地方官员造成很人的压力。如果事

情闹到清政府那里，地方官的前程就可能受到影响，于是多数官员都选择了明哲保身、委曲求

全的处理办法。这样教会与地方官尚可以一博。也有取得胜算的机会。不过尔北新教传教+目

光并不狭隘，他们多数时候还是保持低调，出现纠纷时多能够自我反省，约束会众。他们对待

官方的确比较少有骄横跋扈的行为，一般都比较恭敬有礼，且愿意用医疗技术服务丁官府七绅，

因此官方对东北教会的态度也比较好，义和团运动中尔北新教传教十无一伤亡，与官方的通风

报信和暗中保护是分不开的。
‘

时至民国乃至军阀时代，东北政权皆视基督教为蚂方进步力量，几乎没有什么打击和控制

措施，多数时候给予的支持更多一些。如果一定要说政府制定了什么有关教会方面的政策的话，

那就当属要求教会学校立案之事了。但对此事东北教会方面也未提出任何异议，正如前述东北

传教士实际上对中国收同教育士权是支持的。由此双方在这个时期极少有矛盾冲突，民教冲突

也甚为罕见，这样和谐的关系自然很难出现博弈状态。

到了伪满时期形势骤然改变，东北基督教会进入一种受监控受迫害的状态。在这种特殊的

政治气候下，无论东北新教的哪个教派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剑高压政治的影响，感受到与日伪政

权之间的张力。即便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教会亦难以摆脱幕后政权的操纵和控制。在严密的

控制和打压面前，西方传教十总是尽可能保持低调忍让的态度，注重与日本人保持友好关系，

讲究策略地与伪政府周旋，只有在涉及剑原则问题时才进行有限度的抗争，即便如此仍无法摆

脱国际间政治对抗给基督教会带来的毁灭性的命运。两方传教+曾经历了近代尔北多次政治动

荡和社会变迁，积累了足够多的政治智慧莽l虑对经验，然而在沦陷时期即便是不问政治、小心

翼翼地甘心顺从也难以保障教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恰恰说明了在强人的政治高压卜．，基督

教会与国家政权的博弈是不对等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博弈，一口．国家政权下决心对教

会实行打击，基督教人都难逃毁灭性的命运。

二、政治视野下的多重关联与比照

(一)东北教会与国际基督教

近代以来。基督教作为一种开放的将世性宗教在全球建立起庞人的传教网络，可以说世界



博士学位论文

Ⅸ)cTc惋^L DISS酎江^T10N

上绝人多数地I叉：都有其触角的延伸。这就决定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基督教的传手蒲都不可能是

孤立的事件，它必然与外界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近代住中国尔北地区传播发展的基督新教亦

是如此。

尔北新教各派中传入最早、势力最人的教派K老宗，该宗在中国许多地区都有分会，是近

代中国最主要的宗派之一。在尔北的这一支为英国教会系统的K老会，它与英国母会及中国内

地差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丁它隶属下当时世界最强的国家英国，故在尔北传教的时候获得了

很多政治上的便利，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十罗约翰和马钦泰最初在沈冈I传教的时候，官方甚至专

门派兵进行保护。在多次比教冲突中，英国驻营口领：事以及驻北京公使都曾出面干预，保证了

它的顺利传播。东北长老会的资金土要也来自丁英国，这也是教会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支持，尔北教会的发展不可想像的。当然，有一利也有一弊，遇剑五

卅运动这样的反英浪潮时英国教会总是首当其冲。伪满初期日伪对教会态度友好州然与传教十

的国籍背景有关，但后来传教十受到迫害打击也是英美与日本交恶的结果。在中国尔北传搔的

其它西方宗派也是如此，它们都与臼己的母国芳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母国获得支持，受到母

国政治力量的保护，但也都冈为国际政治关系在战争时期出现种种危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和韩国的基督教。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在早期中国东北基督教与日

韩基督教就有过一些关联。如罗约翰曾为儿名早期韩国信徒施洗，并翻译了最早的韩文《圣经》。

对韩国基督教贡献很人：而1908年的东北基督教奋兴运动的先导则出现在韩国，是韩国经验的

照搬。东北教会与日本教会在早期也有往来，尔北早期的传教士万特后来就辗转到了日本传教。

不过早期双方基督教都是并列平行发展的，更密切的交往并不多。■十世纪初，随着中国东北

的日韩侨民的增多，日韩基督教也渐渐传入东北，在发展的过程中渐渐将传教范嗣扩人到中国

人，这时尔北的两方教派和日韩教派才开始有了面对面的接触。然而，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不断

增强，最终吞占了东北，在信徒数量上处丁．弱势的日本教会也开始谋求土导地位。19lO年日本

吞并韩国以后，韩国基督教基本上为日本教会所控制，而中国台湾的基督教在更早以前就在日

本的监管之下。日本政界也希望中国东北能够照搬韩国和台湾的模式，于是控制镇压、宗教法

案、神社参拜等从日本移植剑韩国台湾，义照搬剑中国尔北。东北新教也在日本教会的土持下

进行改组和重构，最后形成以日本人为主导的合一教会。

从上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纠，近代中国尔北教会势力的消长，与其背后国际政治势力在

该地的消艮有着相当的关系。各国传教十无论持有多么单纯的、仅只传播基督教真理的美好意

愿，也不可能解除绑定在基督教身上的无形的政治元素。

(二)东北教会与关内基督教

从整个中国的范围来看，近代尔北基督教又是全国基督教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丁文化

和地理相近的东三省历来被视为一个名口“满洲”的地理单位。故尔北基督教也被基督教界视

为一个整体，与其它以省为单位的基督教系统相并列。东北基督教冈为东北地区特殊的政治和

一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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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环境而独具特色。

我们知道J’．尔、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是基督教传入较甲．的地区，教会势力也相对中

国其它地区强人。但这些地区的传教十必须要虑对与中国宗族乡绅势力对基督教的挑战，因为

基督教文化与祭机、拜神、缠足等传统习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同时教会势力的增长有意无意

地侵害了宗族的利盗，引起当地社会的强烈反对。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保证基督教的顺畅发展

是传教十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与之类似，在儒家文化相对强势的中原华北地区，基督教受剑

士绅文人的强烈抵制，也曾有过举步维艰的艰难岁月。两南和两北地区展现的则是另一前景象，

在那里传教十遇剑的是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在这些少数比族地区传教十既感受到遭到抗

拒的沮丧，也感受过取得成功的喜悦。冒

中国东北地区则与这些地区完全不同。这里是一个以移氏为土体的社会，人批移比在来剑

东北以后其原有的宗族体系被彻底打破，形成一种相对松散的社会联合体。这些移比受剑东北

原有居民粗犷豪放的K风的影响，结合自身原有的文化特点，形成一种独特的移比文化。这种

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都很强，这就为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代尔北地区民教

冲突的起因人多是冈为利螽或者政治方面，很少是因为文化冲突的，这与东南沿海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人批移比的剑来也给教会带来更多的传教机会，这些背井离乡到东北谋生的移比往往

也有宗教信仰的精神需求，这样就更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而且尔北地区民众的信仰十分庞杂，

并不像东南沿海有整套的比间神灵系统和仪式，尔北民众的功利性和随意性更强，他们信仰基

督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然，由丁东北地区如地广人稀、气候恶劣，基督教传入的时间

较晚，宗派力鼙也有限，相对内地很多省份基督教会的势力还处丁弱势。

虽然文化冈素对东北教会的发展的影响较小，但政治冈素却扮演了较重要的角色。中国内

地的其它地区也同样也经历了多次政治动荡，同样也受剑政治的强烈干扰。却与东北略有不同。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从军阀政府到伪

满政权，基本是一个封闭的政治实体，东北教会要面对的是一种与内地不同的政治环境。在这

里有不同政治势力的长期争夺，也有伪满这样的政权的高压统治，基督教会既不能逃脱也无处

逃避。尤其是伪满时期关内外基督教会的处境和应对出现很人著异。在东北沦陷前关内外教会

联系紧密，内地教会系统的人才物力不断输入东北：东北教会在组织上也与内地相一致，关东

人会就是中华基督教会。卜属的一个分支。但是东北沦陷后，东北教会被迫中断了与内地教会的

①参见陈支甲、李少明著：‘摹督教‘j福建民问社会》，厦门：厦门人学；l{版社1990年．

②摹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足目前学术抖关注的热点，代表件的著作自|秦和平：‘基督宗教诬两南民族

地区的传播史》，成都：l，lj川民族_!f：版}t 2003年：韩军学；‘幕督教‘j云南少数民族著》，昆叨：厶南人民

¨{版社2000年；张士u：‘“窄门”前的石门坎——皋臀教义化’j川滇苗族纠：会》，昆明：厶南教育{f；版{}1992
年；钱宁主编：‘堆臀教oj少数民族引：会义化变迁》，昆I¨j：公南人学f{j版{t 1998年：伍昆I射：《早期传教

Ij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固藏学{“版}l：1992年：邢镉增、杨学政：《厶南接督教传播及现状调仓》，香港：

建道神学院2004年等等。自．关两北地I≤捧督教的中文专著尚未见到，但槭争2005年8月相关论文已经超

过150篇，je中人部分涉及少数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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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只能独立应对艰难的时局。随着日军侵略的加剧，中国国十不断沦陷，中国基督教界也

不得不廊对此种人变局，多数基督徒最终都转向了抵抗暴日的立场。全面抗战爆发后，局面更

为复杂，沦陷区的基督教亦处于受压迫状态。日本的尔弧传道会遍布沦陷各地，配合日本政府

对当地教会的控制，在一些地方也成立了以日本教会为首的教会合一组织，沦陷区的基督教进

入了一个1F常态的时别。这与东北的情形有些相似，但东北地区的控制体系更为完善，其它沦

陷区仓促拼凑的感觉似乎更浓一些。在敌后地区的基督教则基本都转向了支持抗战一面，通过

服务军队、战火救助、直接参战等方式抗日救国。直到抗战胜利，包括尔北在内全国各地的教

会才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但始料不及的是中国内战义爆发了。

总体上看，近代尔北基督教会既有臼身的特色，义与内地教会有着基本的共同之处，更与

内地基督教系统的有着密切的关联。政治无论对丁尔北教会还是内地教会，都是重要的影响冈

索，它所起到的作Hj不可忽视。

’(三)东北基督新教与天主教

在对东北基督新教进行探讨的时候，人们臼然会联想剑基督宗教的另外一支——天主教的

情况，天主教与近代东北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关东北天主教情况在本文的第一章已经略有交待，我们知道天主教在新教传入东北的数

十年的1838年就已经设立了东北教区。东北天主教的实力也远远超过了新教，在新教尚未传入

东北的1862年天主教的信徒数就已经达到5700人；①到了1937年12月，东北新教信徒数量

为48492人，而天主教信徒已经有129584人，是新教的2．67倍，足见其力量之强。∞我们也知

道，东北天主教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与新教有着很火差异。早期与东北天主教有关的教案发生

率远远超过了新教，这同然与大主教进入东北较早、势力相对较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天主教

接收信徒时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吃教者甚多。大主教传教士也常将自己凌驾丁．地方官之上，

干涉地方司法，庇护教案中的大主教徒，引起官【心的反感和愤怒。这与尔北新教恭顺低调的态

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新教在近代尔北比较受欢迎的主要原冈。

既然如此，那么近代尔北新教的实力为何较天主教弱呢?我想在主要是冈为大主教进入东

北教早，基础比较雄厚，事实上在1838年尔北大主教教区设立以前东北天主教信徒就已经有两

千余人，这种基础是新教无法比拟的。而到了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义受剑了日伪政权的优待

和扶持，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东北沦陷时期尔北天主教与日伪政权的关系与新教截然

不同，总体上日伪政权对天土教的政策相对宽松，两者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表现得十分明显。

罗马教廷希望利用日本人的关系扩张东北教会的实力，而日本人则希望得到教廷的支持，以改

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局面，住舆论上为伪满洲国的合法性造势。

①参见《满洲吊教雨年艘拓史》，《满洲公教月刊》1938年第4卷第3．12期连载。
②“川story of cMsti柚Missi咖work in M鲫churia’’，cD疗胞唧Dr口秒胁刀c^“砌，Dairen，M锄chu慨Sout}I

M柚churiaIⅫ1wayCo．，1940．p．38．．以．1：为满铁给{I：的数据，’j第四章第三节教会统计的数值有ilj入，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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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罗马教廷派遣法国巴黎外方传教+高德惠(A．Gaspais Bishop)访问伪满，事

后在K春天主堂公布{：天主教会发表}5》，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与之建交，成为继日本以后第二

个承认伪满的国家。∞同年3月教皇发表敕令，委任高德惠为“驻满罗马教皇代表”，在长春设

立罗马教廷“驻满代表部”。此后罗马教廷与伪满之间不时有信使_手Il国15往来，以高德惠为首的

东北天主教的上层人十与伪满政府之间的交往亦十分密切。1934年3月1日溥仪称帝时，高德

惠发布<占林教区主教通令》，要求信徒“为皇帝及长官们祈祷并感谢其恩惠”，在3月1日到

3日二天弥撒中必须念“皇帝诵”和“官府诵”。圆以后每年“建国纪念日”时各地天主教会都

奉主教之命进行庆祝，为伪满歌功颂德。1935年11月高德惠从罗马归米，按罗马教皇叮嘱将

一枚勋章赠给溥仪。④作为答谢1937年12月溥仪同赠勋章给巴斯加理枢机主教、传信部人臣

翁弟枢机主教等教廷要人。该月27日，高德惠义在K春宴请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国务院和外

交部等头面人物表示感谢。④1938年以伪满经济人臣韩云阶为团长的‘满洲亲善使团’访问了

罗马教廷，使团递交了国15并赠送玉香炉一座。教皇致词感谢，表示要发展与伪满的友好关系，

同时同赠金质纪念牌一枚。回1939年2月17日，在长春举行追悼教皇必约十一世逝世人祭。伪

满洲国各部K和驻伪满的外交使团均有参加。@1939年3月4日，教皇正式委任高德惠主教对

伪满全境行使宗庳代表交涉全权。种种事实表明，罗马教皇在日伪统治者眼中已经等同丁．一位

世俗的国家元首，而东北天士教会的上层机构已然成为教廷驻伪满的政治代表机构，高德惠贝U

成为教廷驻伪满的全权人使。

罗马教廷对伪满的“亲善”态度亦得到了相应的同报。伪满对天主教总体上是宽松的。尔

北天主教的各项事业在沦陷时期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教徒数量增长较快，教会事业有所

发展。仅以文字事业为例，日伪政府不允许东北新教传教十和信徒随便发表论述，只有日本教

会在尔北创办的几种日文刊物尚能存活。o而同时期天主教各种文字的刊物达13种之多，其中

8种是东北沦陷后创刊的。@日伪还经常对教会事业进行奖励以示优渥。1935年11月，满铁总

裁松冈偕同满铁要员，参观访问了长春大主教的慈善机构1．：慈堂。@次年3月伪政府授予t：慈

堂奖状一张，银盾一座。@日本人还将长春西北的天主教村小八家村树为“模范村”，并对其颁

发奖状和奖金，“自此日满要人。往此村游览者日益增多。”胛为了笼络天主教徒，日伪政权还

①顾I!民：‘中国’j罗马教延关系史略》，北京：东方}Ij版社2000年，第165页。

②古林省地方，占=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上．林省，占：宗教忠》，第247页。

③‘罗马吊父恭献争帝陛下纪念品》，《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l期。

④侯铁、金名编著：‘长备文史资料1990年第3辑：宗教人J：谈往录》，第ll页．

⑤<满洲帝国特使团访问教争廷之一瞥》，‘满洲公教月刊》1939年第5卷第2期。

⑥‘长存文史资料1990年第3辑：宗教人Ij淡往录》，第12页．

⑦‘宗教调金资料第7辑：堆督教调查报告书》．第783页．

⑧RudoIf Low曲tllal(罗义达)，砌P艇，fg如淞忍砌dfc口，n哪砌国加口，111e SynodaI Commission in China’Peking，

1940．附表．

⑨‘松冈满铁总裁参观仁慈掌》，‘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l期。

⑩‘新京市政府表彰勋绩授r仁慈掌奖状及银盾》。《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2卷第4期。

⑩‘吉林教区长备县小八家村小史并开教记略》，《满洲公教月刊>1937年第3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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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组织信徒剑日本留学，灌输“日满一体”、“人尔弧新秩序”等理论，以期大主教会能够成

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忠实追随者。

虽然日伪政权对尔北大主教表现jlj一种貌似友好的态度，但事实上伪警宪体系并术对其放

松警惕和控制，种种监视和迫害仍是存在的，尤其楚在犬i教卜．层神甫和信徒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拿人和比利时等对日交战【目的尔北大土教神父皆遭逮捕，他们-71二始

被关在四平街神学院集中营，后被转剑不同的集中营，最后遣返同国，其中诬人被迫害致夕E。Ⅲ

此后德国和法国籍神甫占据被捕神甫的何置，尔北大士教会内部发生的政治性重组。

从伪满时期天主教的表现米看，罗马教廷对伪满的承认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比的感情，而东

北的天主教传教十在客观上也成为日本侵略的帮凶。在这个问题上新教的曲方传教十表现要好

得多，他们虽然没有对日本侵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至少也没有进行战争协力，而且在某些

时候还给东北人民以道义上的支持。至此基督教国际传教运动的一个新的问题值得反思：道德

冈素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川?

(四)东北基督教与其它宗教

近代东北基督新教与尔北其它宗教联系极少，K期以来不同宗教都按照臼己IiliI有的轨迹平

行地向前发展，很少有交织的情况。新教与大主教之间虽然也交往不多，但在早期至少有教派

冲突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而东北新敦与其它教派之间甚至迮矛盾纠纷的事fq：都很罕j^!-，至少从

目前的史料上朱见剑任何这样的记载。若一定要寻求各宗派的相似之处，那么在伪满时期比较

典型。伪满时期东北所有的宗教组织都为日伪政府严密控制，日本的宗教政策对各个宗派都产

生了影响，尤其是日伪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教派联合及合一运动，在东北的主流宗教中都得

到了贯彻，如佛教成立佛教总会、道教成立道教总会、伊斯兰教成立同教总会、基督教成立基

督教联合会等等。通过联合和合一，日伪政权牢牢地控制了东北的各种宗教组织，并将其作为

思想．I：具加以利Hj。为了便丁与基督新教作比较，在此暂以诸宗教中撮具代表性的佛教的情况

加以说明。

佛教长久以米就往东北地区传播，这与道教、伊斯兰教等派别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之所

以说它最具代表性、最适合与基督教作比较，是冈为日本佛教组织与日本基督教会一样进入东

北，_并成功地实现了对东北当地佛教的控制。日本佛教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在东北有所活动，

但在尔北的人规模传播是往伪满时别，其中以日莲宗传入的时间最早，真宗的势力最人。据伪

满文教部宗教科的不完全统计，1934年尔北的日本佛教宗派超过十种，寺院148所，布教者达

233人。@1940年以后日本佛教对尔北义展开了新一轮的传教高潮，其势力不断扩人，1943年

东北的日本僧侣已经达到503人，中国其它沦陷区的日本僧人也有429人之多。④

④^h弘j．觚碱n’S口ving chind：Cnn口di硼MissionQrtes in the Midd|e Kingdom|888·|959，p．2s4．
②参见何劲松：《近代东哑佛教——以IJ奉军困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北京：{P会科学义献j{；版÷l：2002年，

第288页表格。

③同l：，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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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各派与日本基督教会一样，都对日本侵华战争予以支持和配合，都积极地宣传日

本所谓的“人尔哑共荣罔”、“日支提携”等侵略理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莲宗

就制定方针，要求尔北的布道师“慰问死守与雕贼战斗的、帝国的生命线的、忠勇义烈的皇军

将十”，并在尔京为出征将十祷告。真言宗也表示要“尽济报国之诚”，并丁1932年lO月向溥

仪递交建议15和礼品，竭力美化伪满政权。@“一·二八”事变以后曹洞宗在其教谕中指出要

“扶助满洲建国之雄图，行治化之要道，诚乃我帝国之责务、东洋和平之关键”，对日本侵略尔

北表示积极支持。真宗人谷派也希望其信徒能够“竭诚报效国家和宗门”，为日伪政权服务。圆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佛教更是加人了对日本侵略政策的官传力度。在1943年日本人尔弧佛教青

年人会上，日本佛教界发表了《人尔亚建设佛教宣言》，极力关化日本的扩张行动，要求东弧诸

国“在佛讥照鉴之卜．⋯⋯为恢宏大业做iJj贡献。”④

为了更好地控制东北佛教，日伪当局积极筹建佛教的联合控制机构，日本佛教势力在其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4年9月，在日伪当局的授意’卜．，“满洲国佛教护法会”在K春成立，

日本佛教徒植田贡太郎任会长，中国僧人如光任副会长。该会成立不久植田贡太郎就调任伪满

治安部警务司司长，使得该会成为日伪监视佛教界的一个御用机构。回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佛

教，1939年5月日伪正式建立“满洲国佛教总会”，伪满诸多政要都参加了成立仪式。佛教总

会以僧人如光为会长，但主事、财务部长、副会长等重要职务均由日本佛教人士担任。其宗旨

为：“结合建国精神发扬佛法，以民族结合、国运吕盛为目的，进行传教人的指导培养，教理、

教义以及制度的调壳研究，教化比众及进行排共运动。”@很明显，这一宗旨表明佛教总会的本

质还是要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

比较伪满时期的日本佛教和基督教，两者在行动上的雷同不言而喻。其实不仅在中国东北，

在韩国、台湾等沦陷地区也是如此。这恰恰反映出日本对外方针的一贯性，宗教成为其对外侵

略的重要辅助力量，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尽为其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这样

就有另外一个问题有待丁我们去思考：宗教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战争时期扮演了何种角色?

三、东北基督教史研究问题与展望

至此我已经对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新教与政治的关系作了一个基本的论述，同时也从政教．关

系的角度对近代东北新教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大致的梳理。但是，本文仍只是东北基督教史的初

步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丁．深入探讨和进一步解决，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和思路。

第一，要不断挖掘和甄别史料，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考证，尽可能详尽、真实、完整地重

①间I：，第284负。

②同l二，第285灭。
③J司J：，第300贝。

④程力：‘伪满时期lI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第14 lif。

⑤冈．1：，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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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尔北基督教史实。目前为数不多的尔北基督教史研究成果在描述史实的时候矛盾舛误之处甚

多，本文也存在着很多类似的问题，如东北新教中小宗派传入的时间、地点、传教方式难以确

证，一些中国信徒的生平事迹无法详细了解，部分时段尔北基督徒人数无法精确评估等等。之

所以会出现此类问题土要是冈为史料的缺乏。由丁．种种原冈笔者未能亲阅尔北土要筹会的档案，

即使可以看剑这些史料也并不完全，冈为1900年以前英国长老会并无档案保存，此后义冈战乱

部分档案遗失。那些中小差会的档案则相对分散，笔者暂时尚朱见到。近代东北地区的文化氛

围相对关内较为薄弱，基督教的影响力也有限，这使得东北缺乏尔南沿海一带随处可见的基督

教中文文献。若说比较有价值的当属满铁和伪满政府的一些宗教调查资料，然而这些资料很多

义与传教十的文字遗存相矛盾，雉以考证真伪。传教十的文字遗存应该是很好的史料，但其中

不乏主观和同忆的成分，仍需要认真推敲和考证。

另外，由丁史料等原冈，目前尔北基督教史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丁新教，关丁新教的成果义

多局限于东北最人的著会长老会，而对天主教和新教其它中小宗派的研究力度不够。在近代中

国基督宗教系统中，天主教的辨力远远人丁新教，这在东北地区也不例外。但关丁．尔北天主教

的研究成果诈常稀少，除了有法文和日文的些许成果外，英文和中文成果儿近丁空白，以至r

我们对东北天主教的基本史实都无法确切了解。这实在是需要加强的，冈为只有全面地了解尔

北天主教，才可以将其与新教进行更为细致、更为全面的比较，发现它们在融入东北社会和应

对各种事件时的异同，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东北的基督宗教。就近代东北新教而言，除了长老会

外还有二十余个宗派，虽然长老会在近代东北基督教系统中占据绝对优势，理虑成为研究重点，

但是其它中小宗派也有自身的特色，它们在进入东北社会时是否经历了一些独特的体验亦朱可

知。至少我们应该对各个宗派的基本活动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对其主要事迹有一个人体的

认知。当然，史料不足仍是窜碍进一步深入．卜．去的瓶颈，这将有赖丁如矿‘1：一样艰苦地挖掘。

我想史料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解决，首要的还是要搜集和整理档案史料，因为档案相对

真实可靠。集中存放的尔北教会档案虽然数量有限，但不排除某些档案散落丁各地的可能，尔

北地区的档案馆、宗教局、教会或个人手中都可能持有一些具有独特价值的中英文档案，笔者

偶尔也会了解到一些资料的之处，我想这些资料若集中起来规模不可小觑。另外，由丁东北教

会与韩、日教会的密切关系，是否有部分资料流落剑两国也朱可知，而且要了解韩、日教会在

东北的情况也要直接查阅两国教会的传教档案。同时中小差会档案也要予以重视，虽然它们在

东北规模不人，但在其它地方朱必就是小筹会，其成套的档案应该也是存在的。天主教方面，

梵蒂冈方面的相关档案并未得剑挖掘，这是最直接的一手资源。利Hj好这些档案是保证研究成

果质量的关键。档案以外的其它史料也应该予以重视，如散j^!-丁报刊、杂忠、文牍、公报等材

料中的相关内容，各类实物史料和口碑史料等等，它们对一些重要史实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证。

尤其是要学会利刖人类学田野调有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心间史料，调夯的同时可能会发现新

的史料，从而拓宽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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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加强对尔北基督教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探讨。在东北基督教史的已有成果及本

文中，曾对尔北基督教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中遇剑的问题有过一些探讨，但仍存在很人的研究

空间，有待丁继续探索。从基督教在中国尔北的发展历程米看，尔北教会遇到过很多内地教会

不曾遇到的情况，有着很多独特的体验，这使尔北教会特色独具，其发展路径也与内地教会有

着很人的不同。除了种种社会冈素的影响外，尔北基督教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尔北基

督教体系的构成为例，东北教会中包含有相当一部分韩国教派和日本教派，这些教派与中国西

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教会不同，它们是基督教传入韩、日后，又经韩、日转手到中国的基督教派

别．传教的同时往往渗透进千丝万缕的政治冈素，这一点在中国其它地区是比较少见的。本文

已经对日本教派的活动有了较多的介绍，对韩国教派略有提及，但实际上个中关系非常复杂，

如果缺乏对更多史料的挖掘和分析，我们就很难清晰透彻地认清其本质，这也是需要日后不断

加强的。

再以本色化问题为例，我们知道尔北基督教会是近代中国本色化运动起步较早、效果较好

的教会，在成立中华国内布道会的十几年前，东北地区就已率先出现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的自

传团体，并在后来与国内布道会接轨。尔北教会在自治、自养方面也取得了很人的成绩：虽不

敢说在中国教会中名列榜首，但也绝不会艇居人后，至少应该在中上等的水平。但是笔者尚未

见到专门以此为论题的文章或著作，本文虽然分节讨论尔北教会的自治、自养和自传，但也只

是一个宏观的概述，并不能照顾到每一个细‘1j『’目前还并不能很详细地了解尔北各地诸多教会、

宗派、组织在本十化过程中是如何操作的。东北基督教本色化得以顺利地开展，除了文中提到

的各种原冈外，可能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冈素，当然也可能是一些偶然性冈素的触发。这些都

值得我们去探讨，这就需要我们从微观入手解决问题。

本色化教会的问题必然会牵扯剑中国基督徒和本十教会组织问题。中国基督徒是本土教会

的核心力量，是不可够忽视的。我们进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时候，不能只看基督教是如何传

播的，也要之看信众是如何接受基督教的，那么中国平信徒理应受剑重视，这一点早已成为学

术界的共识。本文中曾提及到中国东北儿个知名的基督徒，他们的传奇经历仍是研究过程中要

格外注意的。同时我们不仅要关注比较有名的基督徒领袖．也要关注将通信众：不仅要关注中

国基督徒，也要关注在尔北少数比族或外国移民基督徒。要努力挖掘尔北基督教史中的故事，

尽可能从个案中发现以往尚朱发现的问题。尔北本十教会组织的代表就是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

江之部，这是一个特色鲜明的本色化案例，需要进一步挖掘。

第三，要对东北基督教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关联作进一步的研究。近代中国东北基

督教是当时全部社会现象的一种，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目前的研究成果在

不同层面上或多或少都谈剑了这种关联，但人都不够系统平¨深入。本文以政治为着眼点对东北

基督教史进行了研究，同时涉及剑～些经济和文化的内容。然而由r文章篇幅和资料等方面的

限制，基督教与尔北社会的复杂关系尚术完全展现出米。即便是政教关系本身，本文的做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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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宏观地概述，细节或个案研究做得不够，而且遗漏舛误之处也住所难免，如尔北韩国教派

的政教关系就很少涉及，尔北日本教派的政教关系可能比目前的叙述更为复杂，随着更多史料

的挖掘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亦术可知。

近代中国东北特殊的社会环境对基督教传播发展的深刻影响，仍有待丁．全方何地、细致地

评估，尤其是需要找剑若干有代表性的个案来说明问题。在种种影响教会的社会冈素中，我想

移比与基督教传播的关系应该成为一个研究重点。因为移【屯是近代中国尔北最具特色的现象之

一，它给东北社会的方方面面带米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也对基督教的传播发生了作刚。

在本文的一些篇幅中已经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探讨的深度明显不够，移L心对基督教

传播许多满在的、复杂的影响还有待丁深入分析。只有透彻地卉清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基

督教融入尔北地方社会的独特性，体会到基督教在尔北地区本十化过程中不同丁内地基督教的

新鲜元素。本文对该问题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一是受剑文章政治主题的限制，二是冈为直

接相关的史料的不足。但我想史料不足可以通过田野调壳的方式解决，冈为移民直接与尔北社

会相关联，东北地区至今仍有许多健在的移民，儿代人口耳相传的故事流传至今。即便在这些

故事中涉及基督教的并不很多，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它们进入移比时期的历史情境，站在当时的

历史基点上去审视外来的基督教，或许能够引发某些不同的感悟。

最后，在对尔北基督教史研究的过程中，要J“泛地采心各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全方位、

多角度、多层次地对东北基督教进行考察，尽可能相对客观地解读历史。我们一定不能将基督

教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进行线条式地描述和研究，我们必须将它放在历史人背景和国际人环境

中去考察，通过联系和比较，使其成为整体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逼

近历史真实。

以上提出的几点粗浅思考，也是我希望日后继续探讨的问题。当然历史的建构要建立在坚

实的史料的基础之上，而挖掘和甄别史料的j I：作义有如披沙拣金一样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但是真理之金闪烁的熠熠光华总是能够吸引众多淘金者跋山涉水、勇往直前，我愿意做这样的

淘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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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西人名译名对照表

说明：

1，本表按中文姓名拼音字序排列，分为上下两部分，皆为文中出现过的较重要的人名，凡

英文名不全，对应英文名不详且无法考证等情形，暂不收录．

2、本表中大部分人名为该人曾用过的中文名字，凡当时无中文名字或中文名不可考者，笔

者对其进行了音译，用·号标出．

3，本表上半部分所列者均为文中出现过的、较重要的东北新教传教士．括号中为该传教士

所属差会名称，具体指代对象如下：PCI为爱尔兰长老会，uFS为苏格兰长老会，DMS为丹麦信

义会，CsFM为苏格兰福音会，BFBs为大英圣经公会；Pcc为加拿大长老会；SBC为美国南浸信会。

4、本表下半部分所列者为丈中出现的其他外国人名，个别为东北天主教传教士．

东北传教士译名

安乐克S嗍l A．Ell掀(DMS)
保尔森‘Ms．Astrid Pauls∞(DMS)

柏基根T．M．BaI【盯(PCI)

柏卫C．Bolwing(DMS)

宾惠廉Willi锄C．B啪s(UFS)

德儒博R．T．T眦ley(CSFM)

德教治George Douglas(UFS)

丁滋博凡J．Gord∞(PCI)

方德立J．W．Findly(UFS)

费维德Walt盯Phillips(PcI)

傅多玛T．C．Fult伽(PCI)

盖雅各J锄髑Ca璐on(PCI)

高积善J锄岱A．G陀ig(PCI)

古约翰JohnatIl龃GofoI恤(PCC)

何小姐Ms．MaryC．Hom廿(UFS)

很维礼W．H硼ter(PCI)

很德Joseph M．Huntcr(PCI)

华茂山J0h枷髂RaSmuss即(DMS)
纪礼备W．H．GiIl妫pie(P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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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Anher Fhme Jackson(UFS)

康慕恩J．McC锄mon(PCI)

孔元华Ms．Emma Crool【s(PCI)

劳但理Daniel T．Rob矾son(UFS)

李雅各J．A．WVlie(UFS)

李术f：B．L．Lca册oum(PCI)

李格1卜J．C．Lyl(1(eg舱rd(DMS)

栾马】。Chas．A．L肋nard(SBC)

罗约翰John Ross(UFS)

罗培生J．C．E Robenson(BFBS)

马钦泰John Macinty他(UFS)

马德良C．M．Mads∞(DMS)

孟宗元JollIl Omelv饥a(PCI)

梅宝珍Ms．Ma唱aret McNeill(PCI)

米德峻W．Miskelly(PCI)

莫尔’Da访dD．Muir(UFS)

倪裴德F．w．S．o’Neill(PCI)

尼科尔森·Ms．S．Nichols∞(PCI)

聂乐信Ms．Ell锄Niels锄(DMS)

帕瑞蒂·Ms．Barbam M．Pritty(UFs)

司督阁Dugald Chdstie(UFS)

谭文纶W．MacNauglltaIl(UFS)

外德劳P．C．B．Waldtlow(DMS)

万特Hugll waddell(PCI)

韦廉臣Alex锄d盯willi锄s∞(BFBS)

魏雅各J锄骼W曲ster(UFS)

文安德And删W领r(PCI)
炅阿礼A．Macdonald W西t、Ⅳater(UFS)

吴乐信O．Ol懿肌(DMS)

武师德Alex柚der Westwater(CSFM)

萧牧师W．Show(PCI)

星小姐Ms．Emel L．Sta彻er(UFS)

杨医生。阢nom弱Young(U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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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约翰J0hn l沁eB(PCI)

伊泽·M塔．IIlglis I盈(UFS)

英雅各J砌骼W．IIlglis(UFS)

雍维邻wil“姗A．Young(UFS)

于约翰J．A．Ⅵ，fr(DMS)

袁医生Dr．A．R．Ybung(UFS)

艾迪shen^，00dEddy

贝德士Min盯S∞rle Bat鹤

伯驾Pe缸Pad(er

道格拉斯·C聪她irsDougl弱

戴德生Huds∞Taylor

狄考文Calvin、Mls∞Mate盯

富尔顿·Aus缸Fulton

高德惠A．Gaspais Bishop

郭实猎l(．A．Gutzlafr

郭显德H珊衙Co觑n
格雷厄姆·J．Mill贫Gfall锄

龚斯德E．st柚lcy Jon酷

霍德进H饥巧neod0佗H0dglcin

季理斐D．MacGilli、，ray

凯德·A．S．●匆dd

柯文P肌lA．Coh％

拉瑞恩·M塔．D吼c锄M’Ia姗

赖德烈踟metll Sco娃LatIⅫrette

李提摩太Timonly砌chard

马偕G L．Mackay

马吉J0hn Mag∞

马礼逊Roben M嘶son

马两森·Do舱ld Mam啪n

麦利和R．S．Maclay

麦考兰曼·K∞nelll Macl锄觚

其他重要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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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德JohnR．Mott

沙勿略F仡ncisc0 Xa“盯

汤玛十R0ben J．1110mas

裴义理Jos印h Bailie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锄son

希金森·Boyd Roben Higg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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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新教大事纪

说明：

拳击0毫I记参考弋}吣s～、n Pu、ton。了hrough EarthqUaj(e Wjnd and Fire chufch and Mission

，刀√I扬力c^工，，，a J占石7一J夕歹只The Saint Andrew Pres s Edinburge，1967，pp．402—403；F．W．S．

Q‘砥e、、、。Tbe cal J of the East．Sketches ffom the Hi Stofy of tAe Ifish Mi ssion to

^自力(油z，，，矗J占I汐一．，夕．，只Booksel ler：Michael S． Hol lander Rare Bool【s(San Rafael，CA，

U．S．A)，pp．119—121．和Daniel T．Robertson，m，所ss，鲫砌肠刀叻Ⅳ，妇?肼ss，册5 D，砌e

配偿，fed户-，ee C御l，，c疗D厂＆Df，a刀厦Edinburgh：Foreign Mi ssion Committee，at the offices

of the 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191 3，pp．1 38—142．同时参照了其它东北基督教史

资料，部分时闻不符之处有待考证．

1866年英国圣经公会传教十韦廉臣剑尔北游历售15，最远剑达松花江上的三姓。

1867年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宾惠廉抵达营口开教。

1868年宾惠廉病故于营口。

1869年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很德和万特来剑营口开教。

1870年天津教案，东北教会受影响。

1872年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罗约翰来剑营口开教；于静明、林万镒入教。

1877年华北和东北南部出现饥荒。

1883年英国圣经公会向东北派驻代理人。

1886年东北发生洪水和灾荒，教会灾荒救济。

1888年尔北发生更大程度的洪水，教会灾荒救济。

1890年东北爱、苏K老会合一成联合人会。

1891年中国人K老会建立，即为日后关东人会的前身；吉林教案。

1894年培养中国传道人神学训练计划启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辽髑I教案。

1896年东北首位华人牧师刘全岳被任命；丹麦信义会尔北开教。

1899年奉天神学院建立。

1900年义和团运动；俄国I‘i领东北。

1902年沈田l文会’15院创建。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教会战灾救助。

1907年东北长老会组建关东人会，‘卜．辖二个中会。

1908年东北基督教奋兴运动。

1911年东北鼠疫；教会鼠疫救助；传教十杰克逊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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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奉天医学院创建；中华【心国建立。

1914年第一次ttc界人战爆发，尔北教会受影响；复临安息日会进入尔北。

1919年张作霖完全掌握了尔北的统治权。

1924年华北监理会进入尔北。

1925年关东人会加入中华基督教会。

1926年加拿人长老会剑尔北四平街开教。

1930年美国浸信会进入东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挪威路德会进入尔北：尔北新教第一二次奋兴运动。

1933年日本满洲基督教会建立；美国约老会进入尔北。

1934年神召会进入东北：基督教聚会处进入东北。

1935年人批尔北基督教领袖遭日伪逮捕。

1936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建立：加拿人浸信会进入东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

1938年日伪民生部颁布{：宗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

1940年东北人部分教会学校停办，校产被伪政府征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北新教传教十均遭逮捕。

1942年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在长春建立，东北教会合一。

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尔北教会体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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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档案、资料汇编

参考文献

《北支那c於c，否天主教。概观》，兴弧院丛15第3辑，兴弧宗教协会，昭和十入年(1941年

版)。

<人迮满洲基督教会开教纪念刊》，满洲基督教会刊行1935年版。

火迮基督教青年会编：<恩宠二二十年》，昭和5年版(1930年版)。

奉天公署教育厅统计系编：<奉天全省宗教调奄统计表》，奉大(沈同{)：1932年版。

《国铁沿线福祉设施设立风教调夯表第四篇：教会寺庙篇(宗教团体)》，铁道总局福祉课，昭

和十二年四月(1937年版)。

(伪)国务院法制处编纂：《满洲国法令辑揽》，满洲行政学会发行1940年版。

吉林教区高主教：<小八家子小史》，奉天(沈丹I)：小南关公教印’}5馆1937年版。

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日和明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十二届年会文献，中华基督教协进会

刊行1946年版。

《满洲国政府公报》，沈阳：沈舟|f5社1990年影印版。

‘满洲基督教苦嗣史》，南满洲线道株式宫社德裁窒弘{l}{裸1939年版，油印本。

<满洲关系资料集成》，满洲事情案内所报告第五十一号，康德八年五月(1939年版)。

I：南满洲二於夕儿宗教概观》，教化事业奖励资金财团，昭和八年七月(1931年版)。

‘在满朝鲜人学事及宗教统计》，文教部总务司调夯科，康德二年人月(1936年版)。

‘在奉天宗教团体调查》(昭和11年11月现在)，铁道总局资料课，昭和十一年十一月油印本

(1936年版)。

‘宗教调卉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f5》，(伪)民生部社会司，康德四

年十一月(1937年版)。

《宗教调奄资料第3辑：民间信仰报告j拈》，(伪)K生部厚生司，康德四年十二月(1938年版)。

<宗教调夯资料第4辑：熟河、锦州两省调杏报告{5》，(伪)K生部厚生司，康德四年十二月

(1937年版)。

‘宗教调查资料第5辑：满洲宗教概要》，(伪)氏生部厚生司，康德四年十二月(1937年版)。

‘宗教调查资料第7辑：基督教调夯报告15》，(伪)比生部厚生司，康德七年十二月(1940年

版)。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十届监事扩人会议记录》，中华基督教会刊行1946年版。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界总议会议录》，中华基督教会刊行1948年版。

‘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上海：《金陵神学涟》杂忐社1924年第lO卷第3号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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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j 2省档案馆编：《日俄战争档案史料》，沈阿I：辽‘j。占籍出版社1995年版。

辽。j。省档案馆、辽‘j。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尔北义和团档案史料》，沈冈l：辽。j‘人K出

版社1981年版。

吕实强等编：《教务教案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比国63．70年版(1974~1981

年版)。

-干铁崖：《中外旧约章程汇编》，北京：二联jf5店1957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利团史料》(上、卜．)，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北京：中华}5局1993年版。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袜春、文庸、杨周怀、段琦译：《中华归主一中国基督教事

业统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人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一)、(二)、(三)、(四)、(五)，

北京：中华书局1996、1998、1998、2000、2000年版。

同忠社人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专u天p教社会阎题研究会：《戟畴下口)专IJ天p教遵勤：特高资

料c工5： 昭和十一年～昭和十九年》(1)(2)(3)，束京：新教出版社1972年版。

日本基督教l硐宣教研究所教同史料编纂室编：《日本基督教同口)成立遇程(1930～1941年)》(日

本基督教同史资料集；第l眷；第l篇)，日本基督教网宜教研究所1998年版。

日本基督教同宣教研究所教I司史料编纂室编：《戟畴卜．o日本基督教同(194l一1945年)》(日

本基督教同史资料集；第2卷；第2篇)，日本基督教同宣教研究所1972年版。

二、年鉴、期刊

《人满洲帝国年鉴》，满洲国通讯社1944年。

《东北年鉴》，东北文化社刊行1931年。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奉天(沈圈】)：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

《满洲帝国大土公教教务年鉴》，5卷本，奉犬(沈同i)：1935～1939年。

《满洲年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4l、1942年。

《满洲帝国年报》，南满统计协会发行1935、1936年。

《满蒙年鉴》，中日文化协会印发1923、1927、1928、1931年。

《满日年鉴》，南满日报社发行1935年。

《蒙疆年鉴》，蒙疆新闻社1943年。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3卷本，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

联合出版1983年版。

《福音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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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神学忠》

《满洲公教月刊》

‘满洲评论》

<南钟》

《盛京时报》

l：通问报》

{：真光》

《中华国内布道会黑龙江之部公报》

《中华归主》

I_}le chinese Recorder

ne chi船Mission Ye口r Book

刀le如阳刀凸廊ff口刀】i；，口r砌七
弧e J口p弧Ev佩getist

刀lP却枷劬胁ff口刀跏口呦咖

三、地方志、文史资料

阿城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城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北镇满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镇县志》，沈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长春市忠编纂委员会编：《长春市忠：少数民族宗教：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火连市志办公室编：‘人连市忠：民族宗教：占》，沈阳：辽’j‘K族出版社2002年版。

海城地方怨编纂委员会编：《海城县忠》，海城地方忠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7年版。

黑龙江省地方忠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忠：宗教忠》，哈尔滨：黑龙江人氏出版社1999年版。

桓t：地方忠编纂委员会编：<桓1_：县忠》，北京：方：占出版社1996年版。

浑江地方恣编纂委员会编：<浑江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吉林省：占：宗教忠》，K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宽甸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宽甸县忠》，沈刚：辽’j律}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辽’j‘省地方忠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高静总纂：《辽‘j‘省忠·宗教忠》，沈刚：辽’j 2民族出版社

2002年版

梨树地方忠编纂委员会编：《梨树县忠》，沈阻j：辽0‘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柳河地方；参编纂委员会编：《柳河县；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沈冈1市人民政府地方忠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沈同1市j盘：字十区、人比生活、K政、少数民族、

宗教、风俗、方言忠》，沈刚：沈同1出版社1994年版。

沈国冕修、苏比纂：《兴京县志》，比国十四年铅印本(192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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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秀峰、干郁云纂：《盖平县忠》，氏国十九年铅印本(1930年版)。

干宝善、张博惠辑：《新L心县忠》，K国十五年石印本(1926年版)。

千树楠、吴庭燮、金毓黻等纂，臧式毅等修：《奉天通忠》，沈舟l：尔北文史丛I 5编辑委员会点

校，古1只j15店发行1983年版。

千文璞、吕中清纂：《北镇县忠》，比国十七年石印本(1928年版)。

延边地方忠编纂委员会编：《延边朝鲜族白治州忠》，北京：中华I§局1996年版。

榆树地方：盘编纂委员会编：《榆树县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K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8年版。

侯铁、金名编著：《K春文史资料1990年第3辑：宗教人十谈往录》，K春：中国人【心政治协商

会议吉林省}：=春市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版。

《_{占林文史资料》第19辑，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版。

《辽同{文史资料》第l辑，辽刚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版。

《辽冈I文史资料》第5辑，辽RI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版。

《辽’j 2文史资料》第7辑，辽。j。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版。

辽。j。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辽’j。文史资料总第33辑：“九一八”前学校忆顾》，沈刚：辽jj。人比

出版社1991年版。

《天津文史资料》第2l辑，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2年版。

四、著作

(一)中文著作

曹保明：《东北士匪》，北京：两苑出版社2004年版。

陈建明、刘家峰编：《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成都：巴蜀f5丰十2008年版。

陈银岜：《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一八人o～一八九九)》，台北：台湾商务印15馆1991年

版。

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编年(19阶2004)》，合肥：安徽人比出版社2005
年版。

葛剑雄主编，侯杨方著：《中国人口史(19lo~1953)》，上海：复口．人学出版社2001年版。

顾长声：《传教十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上海人氏出版社1991年第2版。

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人四十年史》，沈同I：辽。j‘人比出版社1991年版。

顾卫吣：《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比出版社1996年版。

顾p氏：《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何劲松：《近代尔哑佛教——以日本军国土义侵略战争为线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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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清：<酱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上海人氏出版

社2000年版。

金泽主编：‘吉林朝鲜族》，长春：吉林人比出版社1993年版。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尔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891年版。

李本京：《美国基督教会对尔亚之影响》，台北：中正15局1991年版。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人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李兴盛：<尔北流人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比出版社1990年版。

李澍田主编，周克让著：《三不畏斋随笔》，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郑州：中州占籍出版社2002年版。

梁元生、陶飞弧编：《东弧基督教再诠释》。香港：香港中文人学出版社2004年版。

罗冠宗土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Hj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北京：宗教文化出

版社2003年版。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一八人o～一八七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年版。

马维权：《黑龙江宗教界忆往》，哈尔滨：黑龙江人氏出版社1992年版。

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孙江：《十字架与龙》，杭州：浙江人比出版社1990年版。

孙邦、·下海鹰、李少伯编：<伪满社会》，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孙尚扬、【比利时】钟鸣．口．著：‘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宋恩荣、余子侠主编，曲铁华、梁清著：《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汤清：《中国基督教白．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90年再版。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台南：基督教在台宣教百

周年纪念丛忙委员会1965年版。

千承理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北京：中国人卣科全15出版社1991年版。

王春来：<基督教与近代韩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王明伦：《反洋教f；文揭贴选》，济南：齐鲁}5社1984年版。

王鸿宾、向南、孙孝思主编：‘东北教育通史》，沈阳：辽’j‘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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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论文选题丁2005年11月，初稿完成于2007年12月，义几经修改打磨方见今日模样。

文章的选题是基丁业师“东北弧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课题的考虑，最初设计的重点是战争时

期中日基督教的比较，由于种种原冈，做剑后来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教反成了研究重点。两三

年来，我曾到各地搜集整理资料，多次参加学术会议，经常向学界前辈讨教学习，并从零开始

学习日语，强化英语翻译训练，这些对我的史学素养和基本功训练无疑具有极人的价值，我在

此过程中受益匪浅。

然而我义不能不时常就自身的学习作自我检讨。记得在2006年lO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史

学I：作者会议上，金冲及先生曾经指出当今诸多博+存在一种“博十不博”的诟病。这一点我

深有感触，我觉得这儿年自己读f5仍然太少，只是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所了解，而对丁传统史

学经典研读较少，对于国内外史学的脉动把握不够，对于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了解不足。愈临

及毕业愈感到自己学识学力的有限，实在应该远离浮躁和诱惑。扎扎实实地多读些好。f5、多多

学习他人的研究方法，以，“博自己的知识储备。加强自身的思想深度，开拓，“阔的思维空间。

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言。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需要我日后在加强自身学

力的同时，不断地进行修改和完善。另外，文章虽署我个人之名，却非我个人之功，没有诸多

师友的帮助想要顺利完成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的。首先要感谢是我的指导教师章开沅先生。章

先生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思想、，“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精神积淀以及巨人的人格魅力对我们有

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受其惠泽尤深。先生秉承牛津传统，提倡自主创新，对我们论文选题极

少干预，从不用条条框框束缚人；先生对晚辈关怀有加、提携有力，为我们铺设了良好的学术

道路，创造了极佳的学术环境：先生思想活跃、绝无保守，对丁后进的鼓励多丁批评，些许言

语即可给人以启迪，促人以奋进。能成为章先生的弟子实是我最人的幸运，对我个人人生之旅、

学术之途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次要感谢的是我就学的华中师人近代史所东两方文化交流中心，三年来中心为我们提供

了极人的便利和帮助。中心购置了人批包括缩微胶卷在内的第一手文献资源，经常资助我们到

各地查阅资料，这是我们学术成果质量的基本保证；中心与海内外学术界有着密切的学术往来，

经常推荐我们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和研讨班，使我们有机会与本领域第一流的学者接触，一开始

就可以站在学术最前沿；中心还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对我们多有关照，为我们争取各种奖学金和

资助项目，并将大家联系成为一个亲密和谐的小团队。若没有经济、资源等具体方面的帮助，

想要完成本课题是很难想象的。在这里我尤其要对中心副土任刘家峰老师表示特别的谢意，二

年来无论往学术上还是生活上，刘老师都对我的关怀都是无微不至的，除了章先生外，我向刘

老师请教最多、得剑的具体指导最多、在其他方面得剑的帮助也最人，感激之情，溢丁．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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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刘莉老师也是我们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她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我们交流，对我们关照

颇多，在此也专门表示谢意。

除了中心的老师外，所里的其他老师对我也有很多指导和帮助，他们治学严谨、为人谦和、

待人平等，总是毫无保留地将平生的治学经验传授给我们后辈学人，使我们在满移默化中得剑

了提高。平时马敏教授、朱英教授、严吕洪教授等诸位先生给予我们很多关怀和鼓励，罗福惠

教授、刘伟教授、彭南生教授、何卓恩教授、田彤教授、许小青老师、干薇佳老师、章博老师

等多位老师还在论文的具体问题上对我多有指点，对丁．所里各位老师的帮助深表感谢。另外，

我读硕十时期的导师、福建师范人学的林金水教授是我初涉学术的引路人，我当牢记：赵J'．军、

张永J．．、刘朴兵、吝建平、陈才俊等i者11奇：师兄弟间的切磋和帮助亦不能忘怀，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

在做论文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人帮助也让我感激尤深。来白日本的访问学者加藤实先生，不

但为我提供了很多学术信息和资料，而且不顾年龄高迈和疾恙，为我翻译了两二万字的日文资

料；日本的松谷晔介先生、首都师人的尹文涓博士、香港中文人学的邢福增教授都曾惠赐资料，

对本课题的研究意义重人；在东北地区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剑了很多人的指点和帮助，他

们是东北师人的吕永华教授、高乐才教授、曲晓藩教授、程力女士、邱J“军博士，吉林人学的

赵永春教授、陈景彦教授，吉林社科院的刘信君教授，以及东北三省图·-15馆、档案馆、方志办

的诸位老师，本课题人量的一手资料都是通过他们得知并得到的；梁元生教授、千成勉教授、

邢福增教授、胡卫清教授、炅义雄教授、张先清教授等诸位师K对本文的构思也多有指点。对

于以上提供帮助者本人表示诚挚的谢意!除此，2007年香港中文人学历史系为我提供了为期无

个月的访问学习的机会，为我提升论文层次创造了一个极佳的时机，在此对香港中文人学历史

系及其资助单位香港利希慎集团表示感谢。

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代表什么，只能算是学术道路上的一个台阶，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只

是所有台阶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多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阶梯要爬，我须加倍努力。作为一

个初涉研究的年轻人的习作，本文定然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亦请学界前辈不吝批评指止，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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