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7月16日是第一位中國基督徒蔡高弟兄

在澳門受洗200週年，這是一個值得記念及感恩的

日子！蔡弟兄的受洗，標誌中國教會正式誕生。

1807年更正宗基督教第一位宣教士馬禮遜來

華，將純正的福音帶來中國。可惜，當時中國的政

治環境不容許馬禮遜在中國定居，更遑論傳福音；

他只好到當時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去帶職宣教。馬

禮遜在澳門的日子也不容易，備受天主教的壓迫，

不能公開傳福音。他沒有氣餒，默默耕耘，終於在

1814年結出了第一個福音果子 ── 蔡高歸主。

無可否認，十九世紀的中國是福音硬土。千百

年來，中國自視為天朝，周邊各國都來臣服。當西

方各國以不同方式叩關時，中國仍以相同態度對

待，因此引起軒然大波。當被迫開放海禁後，又對

一切外來人士(包括宣教士)懷疑、抵制、反對、仇

恨，甚至逼迫，對基督教更視為文化侵略，予以拒

絕。但神沒有撇棄中國，繼續感動千千萬萬不同國

籍和背景的西方宣教士前仆後繼來到中國，將福音

帶給我們。相信若不是基督的愛激勵，西方宣教士

不會到中國來；若沒有聖靈的加能賜力，他們不能

忍受中國人對他們的敵視，對中國人不離不棄。

一位前輩曾對我們分享他祖父母的見證。1800

年代的末葉，雖然外國人已可以定居中國，但在北

方的鄉下，村民不接納外國人，稱他們為「洋鬼

子」。沒有人願意租出房子讓他們居住，宣教士有

時只好露宿街頭。縱使飽受歧視，他們也沒有絲毫

怨恨，耐心地等待中國人願意聽福音。因著他們愛

心的見證，慢慢地有一、兩位村民接受主，信主的

村民同樣也受同鄉的排斥。但在神的保守下，中國

教會開始萌芽、生長。

1900年義和團事件，中國教會首次經歷火的熬

煉、血的洗禮。在朝廷的授權下，義和團的大刀隊

以「扶清滅洋」為口號，殺害了數以百計的大毛子

(宣教士)和二毛子(中國基督徒)，連宣教士的年幼

子女也不放過。然而，神沒有讓福音之火在中國熄

滅，宣教士依然帶著基督的愛來到中國。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醒覺，提出「中

學為體、西學為用」，更追求所謂「賽先生」

(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然而，本來是

鼓勵中國自強並走向現代化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

動，在1920年代慢慢演變為「非宗教運動」和「反

基督教運動」，對福音在中國的擴展不無影響。但

神沒有忘記中國，藉著1930年代大大小小的復興運

動，使教會得著空前的興旺。抗戰期間，神更在後

方的大學生中有奇妙的作為，他們日後成為50、60

年代海內外華人教會的支柱。主對中國的愛超過我

主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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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能想像！

1950年代初期，所有宣教士被迫離開中國，教

會受到多方面的掣肘，不少教牧和領袖入獄，大部

分教會被關閉。隨後的文化大革命，對教會和信徒

更逼迫有加。大家都以為福音被禁數十年，中國信

徒可能已剩下不多；開放後，我們才知道神沒有停

止在中國工作，信徒人數不單沒有減少，反而增加

了幾倍。主愛中國又在此顯明了！

8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藉著留學及與西方的接

觸，開始反思無神的教導和對基督教的批判，不少

因此而信主，甚至成為牧師、傳道人，在高級知識

分子和專業人士中工作。中國教會的成員不再是農

村的老弱婦孺，而是遍及城鄉，深入各行各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

道路」！

不錯，中國教會的發展雖是荊棘滿途，但神的

愛從沒有離開中國。今日看見中國教會有百倍的增

長，信徒願意走向人群，發揮光、鹽的作用，更計

劃參與普世宣教。求神幫助中國教會在海內外更有

力的傳播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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