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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台灣、港澳和東南亞的華人教會 
 

1949 年 1 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改寫了中國的歷史。 由於政治

形勢的變化，加以新中國政府不歡迎外國宣教機構，許多原先在中國大陸工作的外

國宣教士紛紛撤離，而不少中國傳道人亦遷至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地區繼續工作。

這種情況客觀上使福音由原來內聚至中國大陸變成向外擴散至其他地區。 

台灣的基督教會 
1858 年天津條約簽訂後，宣教士可自由入台灣傳道。1871 年宣教士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到達台灣，在滬

尾（今台北縣淡水鎮）開始傳道和學習

閩南語，並且四處旅行佈道。他藉由行

醫傳道、建立教會，使他所屬的加拿大

長老會成為於台灣北部最大的基督教組

織，今天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約有 1218 個

堂會，人數達 21 萬 7280 人。至於台灣南部當時以英國長老會為主。 

隨著日本政府的到來，基督教在台灣的傳播也產生變化。由於基督教在日治

時代中充任「和平使者」，因而獲得日本的認同，加上社會風俗、教育制度的改變

及開放外國人活動區域的擴大，使得宣教活動得以展開。當時活躍在台灣的包括長

老會、哈里斯特正教會、日本長老會、聖公會、公理會、救世軍、聖教會、美以美

教會、安息日會、真耶穌會等十個宗派。日治時期基督教發展的特點，是以長老教

會為代表，而南部的發展又勝於北部。日治前期，對宣教士頗為禮遇，給予教會相

當尊重而少有干涉。但是到了後期，尤其是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態度轉趨猜疑與敵

視，甚至派員加以監視且多方刁 難，終於在 1940 年底之前，迫使所有在台的西方

宣教士全部離去。 

抗戰結束以後，台灣的主要的宗派是以長老會、日本聖公會及真耶穌教會為

主。1948 年，美南浸信會與神召會進入台灣。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中國大陸

馬偕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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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基督教宗派也隨之來到台灣。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於 1948 年 12 月 26 日，在台

舉行第一次主日聚會。該會在全台建立 197 所堂會，會友人數 25211 人。發展最快

的教會是台北靈糧堂。該教會成立約 50 年，在有組織有計劃發展下，全台已植堂

53 個堂會，會友人數約 28258 人，發展規模與浸信會並駕齊驅。而台灣聖教會在

台灣各地共有 80 多個堂會，人數約 11044 人
1。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料顯示，1964 年時，台灣有約 30 萬 3000 基督徒；1985

年時，基督徒成長到 47 萬 6000 信徒；然而在 1991 年時，台 灣的基督徒減少了 8

萬，根據當時內政部的統計資料顯示，台灣的基督徒僅剩下 39 萬 2000 多，占台灣

地區人口總數的百分之一點七。這樣的變化與起伏，意味着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遇

到了瓶頸。整體來看，教會的成長在過去幾年中，呈現遲 滯、甚至衰退的現象。

這種基督徒流失的情況普遍出現在各個宗派中
2。 

回顧 1948－1965 年間，台灣基督教會快速成長，較重要的原因包括：山地原

住民信徒大量增加、來自大陸的外省人容易接受基督教信仰、政府宗教政策的開

放、來自大陸的傳道人與多達五萬信徒的加入。 

然而到了 1965 年以後，鄉村現代化導致鄉村信徒大量流失、物質生活的改善

使人忽視靈性的需求、原先的佈道方式不能適應社會的變化。 加上民間傳統宗教

在近十數年間日益興盛，不少佛教、道教的巨型殿 堂、禪寺紛紛建立，再加上慈

濟以積極參與社會救助的入世關懷引起台灣社會共鳴和參與，更進一步使基督教的

空間受到壓縮。 

香港3和澳門的基督教會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逼打開國門，並割讓香港島予英國。但自 1842 年至

1949 年間，香港並不存在獨立治理的「香港教會」，而是中國大陸教會的分堂。

事實上，直到 1941 年日軍佔領香港前夕，香 港 信 徒 的 人 數 ， 大 約 不 會 超 過 1

萬人。以當時 163 萬人口計算，基督徒佔人口比例 0.6%而已。 

                                                 
1 資料來自 http://zh.wikipedia.org 相關條目 
2 分析和資料來自小歷著：「從台灣基督教的興衰談真耶穌教會的堅持」《聖靈月刋》2003 年 1 月 
3 香港教會部份大多取材自邢增福著「二百年來的香港教會」《今日華人教會》2005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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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年是香港 基 督 教 歷 史 發 展 的 分 水 嶺 。 五 十 年 代 ， 政 局 變 化 為 在 華

傳教運動劃上句號。原來隸屬於華南教區的香港教會，與國內教會的關係

無法維持，而只能獨立運作。同時，許多原來並沒有在香港開展事工的差

會及傳教士，也撤至香港。當他們目睹大量中國難民滯港，決定在此開展

新的事工，延續其對華宣教的使命。香港教會於是出現了百花齊放的多元

宗派局面。 

五 十 年 代 是 香 港 教 會 的 增 長 及 躍 進 時 代 。 有 宣 教 士 統 計 ， 1955 年 香

港共有 188 家堂會，信徒 5.3 萬人。到 1962 年，教會數目為 344 家，信

徒達 11 .2 萬。與 信徒增加 了 111 .7%，平 均 每年有 15 .9%的增 長率。以

1962 年本港 352 萬人口計算，基督徒佔總人口的 3.18%。五十年代基督

教在香港的增長，絕對是空前絕後。 

由於基督教能夠迅速回應本地社會的各種需要，不僅促成了香港教會

史上的增長與躍進，更大大紓解了香港社會的危機。香港基督教在香港的

教育及社會福利服務方面建立的深厚基礎，便是在五十年代以後奠定的。 

五 十 年 代 同 時 是 香 港 教 會

神 學 教 育 及 文 字 事 工 的 突 破

期 。 神 學 教 育 方 面 ， 從 國 內 南

下 在 港 復 校 或 新 成 立 的 院 校 ，

到 五 十 年 代 末 共 有 14 家 ， 而

在 六 十 年 代 後 更 進 一 步 增 加 。

此 外 ， 國 內 的 出 版 機 構 遷 港 ，

也 促 成 了 文 字 工 作 的 蓬 勃 發

展。香港一躍而成為華人神學教育及文字工作的重鎮，其服侍的對象，擴

展至東南亞以至北美各地的華人教會。七十年代以後，基督教進一步參與

本地社會服務，特別在教育及福利服務上，與香港政府建立了密切的「伙

從 1928 年開始的港九培靈研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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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關係，成為香港社會的重要實體。同時，教會亦在政府發展的新市鎮

積極投入植堂工作。 

1997 年 7 月 1 日，香港回歸，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行政區。香

港 特 區 《 基 本 法 》 第 141 條 「 不 限 制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 ， 「 宗 教 組 織 可 按

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宗教院校、其他學校、醫院和福利機構以及提供其他社

會服務」的條款，以回應宗教界人士的擔憂。與此同時，回歸亦激發了香

港教會及信徒對中國的關注。許多宗派、堂會、機構均在不同程度上開始

參與中國大陸的事工。 

然而，根據香港教會更新運動於 1999 年公佈的普查，香港教會在堂

會數目增加的同時，出現了信徒人數下滑的警號。此外，因為特區政府的

政策調整，香港基督教的教育及福利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出現進退失據的困

局。隨著政府在社會服務及教育方面推行的改革，以及改變資助的方式，

教會與政府間的矛盾越來越明顯。時代處境的轉變，要求香港教會與時俱

進，重新檢討教會的發展模式。 

香港居民中目前約有 32 萬名基督徒，有超過 50 個宗派，多個獨立教會，屬

下會堂約 1350 所。包括聖公會、浸信會、宣道會、播道會、信義會、循道衞理聯

合教會、五旬節會、長老會、救世軍、中華基督教會、真耶穌教會和地方教會。他

們十分注重青少年工作，因此會堂的會眾大都以青少年為主。 

除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和嶺南大學三所專上院校外，基

督教團體還開辦了超過 600 所學校，逾 30 所神學院和聖經學院、30 家基督教出版

社，以及 70 家基督教書店。每星期出版的《時代論壇》和《基督教周報》，以基

督教的觀點報道新聞和發表評論。傳媒機構定期播映基督教電視、電台節目。此

外，還有基督教團體營辦的醫院、診所和社會服務機構。 

香港有兩個基督教團體，負責促進基督教會之間的合作。其中一個是 1915 年 

成立的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現有屬會約 300 個。另一個是 1954 年成立的香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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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協進會，主要成員包括各大宗派、各基督教服務機構，以及香港及東南亞正教

會。 

相對於基督教在香港的蓬勃發展，基督教在澳門顯得停滯不前。雖然 1807 年

前馬禮遜來華的第一站是澳門，但今天 44 萬多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一是基督徒。

澳門目前約有 70 間基督教堂會，機構約有 54 間，而教牧則約 100 人。過去澳葡政

府曾以天主教為官方宗教，但現時澳門並沒有官方的宗教。 

由於當年馬禮遜的宣教對象不是澳門人，而是廣州的中國人，因而並未在澳

門建立屬於華人的基督教會。此後，清政府將香港割讓絡英國，基督教宣教士和居

澳英國人遷至香港，當時澳門幾乎沒有信徒。直至進入二十世紀，澳門才開始有家

庭 聚 會 。 在 香 港 的 教 會 支 持

下，澳門第一所基督教會志道

堂於 1905 年登記，並在次年於

黑沙環建堂；澳門浸信會亦在

1905 年開始眾會，成為第二間

華人教會。直至 2004 年，澳門

約有 4000 名信徒穩定出席由約

75 間教會舉行的崇拜活動，平

均每間教會約 50 人。澳門的教會大部份由香港或外國教會建立，屬於不同的宗

派。因此，澳門各教會間基本上不會彼此合作。直至澳門基督教聯會 1990 年成立

之後，才加強了彼此的合作。2006 年 7 月，第七屆全球華人福音會議在澳門舉

行，間接促進了澳門教會之間的合作。 

在社會服務方面，因昔日澳葡政府和天主教初時對新教的壓力，新教在社會

的工作上受到限制；加上資源所限，新教教會和機構很難進行社會服務工作；自發

生一二三事件之後，不少新教學校被迫關門，使新教在教育的參與上更少。目前，

由新教開辦的學校，共有七間中學和小學。在福音戒毒服務方面，福音戒毒得到了

第七屆華福會上，李秀全牧師接任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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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目前由幾個機構提供；輔導服務亦在 2005 年展開活動，目前只有中國

信徒佈道會提供
4。 

東南亞的華人教會 
1807 年馬禮遜來華，由於無法在中國本土公開宣教，便以當時英國殖民地馬

六甲一帶為倫敦傳道會的中國宣教後勤基地，展開宣教事工。1820 年前後，米憐

在馬六甲建立一個約 60 華人的聚會點。隨 著新加坡殖民地的建立，部份信徒

移居新加坡，這些人成了新加坡島上最早的華人基督徒。由於基督教在新

加 坡 相 對 於 其 他 東 南 亞 地 區 較

為 成 熟 ， 因 此 我 們 集 中 討 論 新

加坡華人教會的建立和發展 5。 

米 憐 在 新 加 坡 商 貿 站 開 始

運作時，在 1823 年向新加坡殖

民 地 政 府 申 請 開 辦 學 校 成 功 ，

藉此向新加坡本地的馬來人及華人，提供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教育，同

時也在學校內為本地人開設基督教聚會。此後，其他西方教會也開始差派

宣教士到這地方開拓福音事工。 

然而在開始的階段，由於語言及文化等因素，西方宣教士基本上只以

歐美殖民者作為主要事奉對象，而不大理會當地人的需要。宣教士多以中

國為目標；而事工的中心依然以馬六甲為主。加上當時新加坡的居民仍然

以馬來人居多，華人數目相對較少，而馬來人自小即信奉回教，因此新加

坡本地的佈道事工進展甚慢，與當地人士顯得疏離。 

鴉片戰爭後大部份宣教士離開新加坡，轉往中國。然而，宣教士基士

貝 里 （ Keasbe r r y ） 選 擇 脫 離 倫 敦 傳 道 會 ， 留 在 新 加 坡 ； 並 在 長 老 會 的 協

助下，於 1843 年創辦馬來堂會，專注本地人的福音工作。隨後而來的弟

                                                 
4 有關澳門的資料見 http://zh.wikipedia.org 
5 資料自李振群著「二百年來的新加坡教會」《今日華人教會》2005 年 12 月 

馬六甲英華書院 



基督之家第一家 2006 年秋季成人主日學──中國教會歷史 

 

52 

兄會（1857 年）及循道衛理會（1885 年）則著意開設學校，以本地人為

主要對象，建立教會。踏入二十世紀，其他宗派也陸續來到這個小島開拓

福音事工，只是本地福音事工進展依然緩慢。大部份的差會仍以中國及印

度作為主要目標。在資源分配上，新加坡處於輔助的地位，並未成為重點

地區。 

1949 年 ， 大 批 宣 教 士 撤 離 中 國 ， 西 方 宣 教 機 構 開 始 注 意 到 星 、 馬 、

印尼一帶的福音需要。中國內地會於 1950 年將其總部搬遷到新加坡，易

名為海外基督使團。其他差會與機構也相繼在新加坡設立地區性甚至全球

性 總 部 。 新 加 坡 的 福 音 事 工 自 此 蓬 勃 發 展 ， 進 入 了 嶄 新 的 階 段 。 自 1950

年起，佈道會、查經班、領袖訓練班、培靈會等事工陸續開展。本地的神

學教育也隨著三一神學院及新加坡神學院的開辦而建立起來。各教會聯同

大量的福音機構、差會，如福音自傳會、聖經公會、學生福音團契、讀經

會、導航會、學園傳道會、青年歸主協會等開展了全方位的基督教事工，

致使新加坡的基督教會在六十至七十年代大幅度增長。到 1990 年，新加

坡基督徒佔了人口的百份之十五。 

自從 1965 年新加坡獨立後，經濟穩步成長，政府行政效率高，政治

清廉而穩定，使教會在安定中得以逐步建立。隨著各個差會逐漸以新加坡

作為據點，差傳事工也成為教會事工的重點。由於新加坡本身就是多元民

族聚居的地方，華人佔百分之七十五、馬來人百分之十五、印度人百分之

十，信徒自然地學習了如何與異文化人士相處，投身宣教事工的信徒因此

也穩步增加。 

到二十世紀末，教會成長率明顯緩慢下來，各樣的挑戰也逐漸浮現。

統計數字顯出，華人皈依佛教的人數增長率已經超越了基督教，其他民族

的 原 有 宗 教 也 日 漸 興 盛 ， 加 上 不 同 宗 教 和 諧 共 處 一 直 是 新 加 坡 的 既 定 國

策。如何在這樣的形勢下，繼續擴展福音事工，成了新加坡教會不得不思

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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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強調經濟成長的影響下，新加坡社會的物質化與世俗化

也愈來愈明顯。金錢掛帥的情形隨處可見，日益嚴重。長期以來相對穩定

的社會，也容易使信徒甘於安逸，不思進取。世俗化的影響因而也進入到

許多教會中。這現象一方面帶來了牧養的難題，也為佈道事工增添新的挑

戰。除此以外，在社會服務與關懷方面，新加坡教會雖然一直有所參與及

貢獻，但這仍是較為薄弱的一環。面對日漸增加的種種需要，新加坡教會

也意識到需要急起直追，以彰顯基督的愛，應付社會上諸般的需求。 

  

討論 
1. 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教會所面對的共同問題是什麼？有何良策？ 

2. 在回顧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教會歷史，我們會發現一些關鍵事件導致這幾

個地方基督教的發展出現質變，你是如何看待這些事件？ 

3. 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包括傳統民間宗教）的關係是什麼？信徒應採取什麼態

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