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viii

吳序

父親全集出版在即，我願意講幾句話，祝賀這件大事終於成為現實。

人生接近謝幕之際，我有三個夙願，也是我的使命。

第一，將父母骨灰從交通不便的北京遠郊遷回上海。他們在上海工

作了半個多世紀，成家立業，在此作為最後長眠之地，順理成章。父親

誕生一百周年前夕的 1993 年，三自曾考慮把父親骨灰安葬在上海龍華的

宋慶齡陵園。按照父母的遺願，兩人應該合葬，但最後不得不作罷，因

為上層認為母親的政治級別未達要求。2006 年，克服重重困難，未經有

關單位同意，我們終於將骨灰遷出北京，安葬於上海青浦的福壽園基督

教陵園。由於基督教三自的干預，陵墓比原先設想的大了好幾倍，有違

我們的理念。為此，時常感到內疚不安；青浦原是良田萬頃，而今大片

土地被墓園佔用，情何以堪。

第二，父親是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正面的褒和反面的貶，分明有

如涇渭。為了去除偏頗，還原一個真實的父親，我寫了〈落花有意，流

水無情〉一文，其中寫的都是憑良知道義而發的真話實話，有根有據，

揭露謊言，揭示真相，希望能經受歷史的考驗，但卻遭到封殺，在一元

化的控制下，竟然找不到願意發表的刊物。2010 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父

親的研討會，在自由的環境中，才有機會發表我的紀念文。雖然此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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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x

到大陸的杯葛，但通過各種管道，已慢慢滲透入去，讀者的回饋認為對

父親的評價公允持平。我相信，隨著時代的演變，我國一定會變得更開

放更包容，能回歸文明的主流，不再動輒禁文禁書。

第三，就是出版父親的全集，就是現今所要慶祝紀念的。父親一生

作過無數的演講，寫過眾多的文章。要了解他，研究他，要跟蹤他思想

發展變化的軌跡，就必須系統看他所寫的所講的。言為心聲，我認為父

親光明磊落坦蕩，並無嘩眾取寵，並無言不由衷，他所寫的，他所講的，

就是他所想的，主要是指 1949 年前的著作。全集的出版就給學者讀者提

供了全面研究的可能。

父親並不是一個偉人大師，但作為一個中國社會基督教信仰者，

他也有他的代表性。雖然他是三自運動的領頭人，雖然他是中共的竭誠

的擁護者，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基督教已被邊緣化，被閹

割，當局不可能會鼓勵人們去全面疏理研究父親的思想，特別是上世紀

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也不可能動用人力物力出版他的全集。為此，全集

的出版只能在境外進行，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數年前我就委託香港中

文大學教授邢福增先生進行此項極其浩瀚繁雜的任務。先生對中國基督

教研究有年，代表性的專著有：趙紫宸神學論集，陳崇桂的神學思想，

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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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吳耀宗全集　第四卷上冊　（1950–1979）

王明道、倪柝聲的研究及中國共產黨與基督教等許多論文，並曾撰寫幾

篇力作，對父親詳細論述，以及為台灣出版的《黑暗與光明》一書編註

和撰寫前言。先生學風嚴謹，一絲不苟，所採用的資料，務必謹慎核實，

為我紀念文所作的註釋，更是詳盡信實，委託他主持全集出版，實是深

慶得人。先生承接以來，奔波各地，遠及歐美，收集到的資料，有的極

其珍貴，如 1947 年，在英國愛丁堡青年會代表大會演講的英文記錄稿。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父親是三個被邀發言者之一。

發言的最後一部分，強調了要用基督教的方法看問題，強調了基督教意

識形態的優越性。發言受到廣泛的好評。那是中共奪得政權的前兩年。

最後，全集共收中文約 150 萬字，英文約 18 萬字。在此，對先生的

辛勤努力，表示感謝敬佩。

全集包括的文章，大部分寫於 1949年前，也有的發表於「解放」後，

那都是經過嚴格的審查，敬請讀者審視當時的時代背景。

1949 年前後發表的文章有很大區別。不同點在於，前者反映了父親

真實的思想─為社會現實鳴不平，為民請命，對百姓當時的苦痛不幸

無望，百般同情，對基督教寄託無限的希望，期待它能拯救世人，創造

一個平等博愛民主自由的新世界。有些思想（如唯愛），無論國人能否

認同，也是父親當年的真情實意，代表了基督教一方思潮。

1945 年勝利以後，他的激進言行，已受到國民黨政權的特別注意。

李公樸、聞一多都是父親往來很多的好友，慘遭暗害後，當局有一份數

百人的黑名單，父親也名列其中。沒有下手，因為父親國外關係密切，

顧忌到國際，特別是美國輿論的反響。1949 年政權轉手前夕，這份黑名

單又再度出籠。

當年父親主編的《天風》，有偏激色彩，傾向性明顯，民主問題是

關注的重點，因此從第三期以後，幾乎每一期都有一兩篇文章被當局所

刪，或被扣呈重慶圖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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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

我本人對《天風》1946 年的復刊詞，對 1948 年〈甘地不朽〉，對

1947 年在浙江大學所作的兩次演講等，深有共鳴。這些文章鏗鏘有力，

發人深省，時至今日，依然有現實意義，依然有生命力。

明顯對照，1949 年以後的文章，已很少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有的是，

秉承執政者的意圖，改造教會，和資本主義劃清界限，使之適應社會主

義。還有大量文章，主要是表態支持現行的政策，對新政權歌功頌德，

如擁護歪曲歷史真相的抗美援朝。這也難怪，當局蓄意掩蓋歪曲真相，

大部分國民被愚弄至今，父親豈能例外？令人最難認同的是〈光輝燦爛

的十年〉一文。那是 1959 年反右運動後，55 萬（三百餘萬）知識分子入

了另冊，淪為賤民，那是餓死幾千萬人大饑荒的開始，我們都親身經歷

過，那是階級鬥爭的十年，冤假錯案如山，現實絕非光輝，也絕不燦爛。

有人懷疑，父親有些文章和講話有背後的捉刀人。丁光訓 1988 年就

私下派學生去上海了解，父親晚期發表在《天風》和報刊上的一些文章

是否本人親自撰寫。參看余杰訪談孫家驥（發表於《大地的麥子》，台

灣雅歌出版社，2013 年），孫曾就讀於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

一九八八年冬，丁派我們研究科七位學生去上海採訪一些「老三

自」，為要編出《吳耀宗小傳》。當時，全國兩會的「老三自」

沈德溶已經出版了一本《吳耀宗小傳》，沈德溶曾在上海與吳耀宗

共事多年，我們幾個學生憑著幾天的採訪，無論如何都不會寫出

比《吳耀宗小傳》更有價值的東西。但這個看似多此一舉的行動，

實際上是附帶另一個「秘密使命」─丁私下吩咐我和另一位來自

上海的同學，要我們特別瞭解，但又不能公開詢問的一件事兒：吳

耀宗晚期發表在《天風》和報紙上的一些文章是不是他本人寫的。

後來我意識到，丁是有遠見的，他不想在晚年神志不清的時候被人 

利用。

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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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 吳耀宗全集　第四卷上冊　（1950–1979）

有人曾經問我對上述引言的回應。我亦有所聞，但查無實據。但有

一點可以肯定，我常有機會參加父親和親近同事的午餐會（常在上海粵

菜館新雅飯店），在座的百分之百是「左派」。三自每日相處的關鍵人

物秘書長就是李儲文。父親完全被「左派」所包圍，他所寫的文章報告，

有人代筆，不是沒有可能。即使沒有人代筆，也絕對要經過討論修改過

濾。接見外賓，必定有「陪同」（經常是施如璋、劉良模、李儲文），

以保證談話沒有偏離主流，大方向正確。有照為證。

全集不可能成為暢銷書，目前也不可能進入國內公開發售。出版的

目的，是立此存照，為歷史留下一個忠實的紀錄，因此，我願意出資印行。

至今，三個夙願都已實現，我是否就可以心安理得，安度餘下的歲

月？否。縈縈於懷，揮之不去的還有父親四十大本的日記。父親去世後

沒有幾天，當局就派人來取走全套日記。說是暫借，可是言而無信，扣

壓了三十年後依然拒絕歸還家屬。這樣的處理，於情於理於法，實在難

以理解，與正在崛起的泱泱大國形象並不相稱。

說名人的日記是國家的財產，不能歸還。名人如何定位界定？是否

有國家法理依據？還是某些人士心血來潮的恣意所為？父親即使歸入中

國名人之列，那也是過氣的名人，邊緣化的名人，早就是一個不便多提

及的歷史人物。如今有幾個國人還知道有吳耀宗其人？即使在基督教界，

大多也是只聞其名，不知其實。當年由京遷葬上海時，我們原先選中的

一小塊墓地，鄰近沈以藩墓，但是福壽園基督教園區的負責人，卻不同

意給我們，說是預留給基督教的知名人士，至少是主教級別以上。

日記歸家屬所有，已成為世界不成文的慣例。扣住不還，徒增國際

輿論的詬病。多年來有不少友人表示願意幫忙索還日記，甚至提議訴諸

法律途徑，本人深知國情，只有沉默搖頭以對。其實，歸還日記只是國

家大事中一件芝麻小小事，但走出這一小步，可以改善國際觀感，展示

我們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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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i

2013 年 4 月 24 日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發表了國家宗教局王

作安局長答記者問。

改革開放以來，宗教工作最深刻的變化，就是由主要依政策辦事

向依法管理轉變。用法制的方式處理宗教問題。

⋯⋯管理要有理、有據。

試問，按照新政，「用法制的方式處理……有理、有據」，是否應

該主動歸還父親的日記？我今年（2014）已經 84 歲了，餘下的日子已經

無多，有生之年，是不是還能見到父親的日記完璧歸趙？希望這不是奢

望，希望不再令我失望！

上文寫就至今，又有一段時間，其間曾作最後努力，去信中央及上

海統戰部負責人，再次婉請歸還家父日記。遺憾的是，去信，依然一如

過往，石沉大海，渺無音訊。我的希望轉為失望，徹底的失望。如今求

告無門，收回日記，已不現實。一個政權，號稱是先進的，人民的政權，

竟然銳化到有法不依，言行不一，言而無信。在日記處理上，跡近強取

豪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誠哉斯言。

在目前的條件下，只有將手頭已有的日記摘抄和「自述」（檢查交

代），和全集一併發表，這些都是父親的思想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

不同的表達，這樣處理應當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父親的摘抄是為

了寫檢查，秘書計瑞蘭的摘抄是為了寫傳記，即其後《吳耀宗小傳》的

原稿。兩份摘抄各有側重，但都是全部四十冊日記的一部分，極小的部

分。檢查交代原本是要上交入檔的，竟然遺留了一部分（前半部）在我

手中，則純屬意料之外。

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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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

希望全集有助於對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研究，對了解評價真實的父親

有所裨益。

 

吳宗素

吳耀宗全集　第四卷上冊　（1950–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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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

裴序

吳耀宗（1893–1979）是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史上的傑出人物。有人稱

許他為有遠見的基督徒代言人，亦有人認為他是背棄信念的卑鄙之徒。

學術界雖已對他作過不少評價，然而至今仍未見具代表性的吳氏傳記問

世。此外，對吳氏之學術研究仍不免帶有偏見，或過於簡化。事實上，

在 1  910 至 1960 年代期間的當代中國基督教歷史裏，吳耀宗的角色極之重

要。

在我看來，要全面和公正地重新評估吳耀宗的生活和工作，必先收

集他現存的所有著作和論文，而邢福增教授和他的同事經過歷年的耕耘，

已完成了這項任務。吳耀宗本身著述極豐，這套全集所收集的文獻數量

之巨，確實令人驚歎。當中不少文章原載於鮮為人知的出版物，至今才

呈現在學者眼前。故此，從可用性和素質而言，本套全集值得讚賞。

 

裴士丹（Daniel  H. Bays）*

卡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榮休教授

*裴士丹教授於 2019年 5月9日安息主懷，享年 7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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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

編者序

吳耀宗（1893–1979）是中國基督教界的著名人物，也是一位極具爭

議的歷史人物。他早年任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積極參與中國基督教學

生運動及基督教文字出版工作，也是中國基督教界內少有關注，甚至捲

入時局的實踐者。在神學思想上，吳氏受自由主義神學洗禮，致力探索

基督教如何面對現代科學及新思潮的挑戰，反省基督教如何參與中國社

會的改造。1931 年九一八後，他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加入救國會，

在思想上逐步偏離唯愛主義（Pacifism）。因應時局發展，他開始批判資

本主義帶來的問題及罪惡，並進一步認同社會主義，在思想上探索如何

調和基督教與唯物論。國共內戰期間，他進一步傾向中共，成為基督教

界著名的民主人士，並在思想上企圖調和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成為中國

基督教界內思想左傾的激進神學思想家。1949 年中共建國後，獲周恩來

等中央領導垂青，成為基督教革新及愛國運動的領袖。

吳耀宗雖是基督教人士，但其生平及思想發展，也可視為中國自由

主義知識分子的寫照，他既接受了中國啟蒙運動激起的新思潮的洗禮，

又隨著時局轉移，走上認同中共，但最後卻成為被邊緣化的愛國人士。

他在解放前的文章，大量涉及對時局的評論，其神學立場也表達了跟社

會政治的對話，呈現頗激進的反省。解放後的文章，則反映出一位曾經

敢言的基督教人士的調整與改變，成為黨國建制一部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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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i

學術界關於吳耀宗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在資料運用方面，仍

有許多局限。其中不少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吳氏流傳較廣的幾本著作，如

《社會福音》、《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及《黑暗與光明》等，以及若干

曾刊於幾部較易查索的期刊（如《真理與生命》、《天風》等）之文章。

對於筆耕甚勤，積極以文字來回應時代的吳耀宗而言，學界對其著作的

掌握，仍不夠全面，有許多欠缺之處。全面搜集吳耀宗的中英文著作，

以至未刊文稿，對吳耀宗研究及中國基督教研究，可說意義重大。

《全集》計劃出版四卷（七冊），將按吳耀宗生平思想分期編輯，

每卷按文章出版日期編排，另附未刊文稿及日記摘錄。每卷有導論，介

紹及闡釋有關階段吳耀宗的生平及思想要旨，以便讀者認識及掌握其思

想。各卷分期如下：

第一卷（1909–1931）：早期思想

第二卷（1932–1941）：九一八至太平洋戰爭時期，分兩冊

第三卷（1942–1949）：抗戰後期及國共內戰時期，分兩冊

第四卷（1950–1979）：中共建國至晚年，分兩冊

編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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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ii 吳耀宗全集　第四卷上冊　（1950–1979）

《吳耀宗全集》全面呈現了一位二十世紀積極投入大時代的中國基

督徒思想家的反省及掙扎，不僅有助了解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的發展，

對重構當代中國政治社會的面貌，也具重大意義。

在此交代《吳耀宗全集》的編輯源起。早於 2007 年 3 月，筆者有機

會認識吳宗素先生。宗素先生是吳耀宗長子，自 1980 年代移居美國。那

次訪港期間，他跟鄧肇明、梁家麟、姚西伊及筆者等人在油麻地的青年

會見面。對我們這群關心及研究中國基督教的學者而言，能夠跟宗素先

生面談，並從他口中了解吳耀宗，可說是極其興奮的事。後來，筆者有

機會再跟宗素先生交談，大家均認同出版吳耀宗全集的價值與重要。於

是，筆者便負責籌組編委會，邀請了鄧肇明、梁家麟、姚西伊諸位一起

商討，並蒙吳宗素、查時傑、段琦及徐以驊等擔任顧問。編委會各人雖

然各有繁重的工作，但也就基本方向達成一些共識。2009 至 2011 年間，

筆者獲香港研究局撥款資助，進行中共建國後基督教人物吳耀宗與王明

道的研究，乘此機會全力投入搜集吳耀宗的資料，期間亦曾赴美訪問宗

素先生，並就全集工作徵詢其意見。

 為推廣對吳耀宗的研究，筆者又於 2010 年 6 月在香港籌辦了「吳

耀宗與中國基督教」學術研討會，並於翌年出版了《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論文集。是次研討會匯聚一群中外

學者，大家均支持全集的出版。同時，筆者又多次到上海、北京、及美

國的檔案館及圖書館，希望能盡最大努力，務求令全集的內容更「全」

更「廣」。經過數年的努力，筆者整理及搜集了吳耀宗的著作，並編製

目錄，內含條目五百多條，合共中文約150多萬字，英文約18萬字。同時，

吳宗素先生也提供了其珍藏的未刊文稿。

在全集籌備出版的過程，先後有基督教全國兩會的《吳耀宗文選》

（2010）及「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的《吳耀宗卷》（2014）出版，前者

選編了 70 篇文章，後者則收錄了三本著作及 65 篇文章。同時，筆者也

蒙「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邀請，負責編註吳著的《社會福音》、《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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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x編者序

有人看見過上帝》及《黑暗與光明》，其中後者已於 2012 年出版，前兩

本的合集則已於 2016 年出版。上述文集的出版，突顯基督教界及學術界

對吳耀宗思想的重視。期間一直收到關心全集出版的人士詢問，何時能

一睹全集全豹？

《吳耀宗全集》的出版，要向以下人士表達衷心致謝。首先是諸位

編委及顧問積極提供意見，在百忙中亦關心出版進度。後來西伊兄轉赴

美國任教，也曾協助搜集資料。由於種種原因，全集後期編輯工作主要

由本人負責，但仍須銘記他們的貢獻。當然，全集若有任何失誤，筆者

要承擔最大的責任。此外，要感謝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特約研究

員張化女士，她是國內對吳耀宗素有研究的專家，在資料搜集方面也花

了一番工夫。蒙其分享其整理的吳耀宗著作目錄，部分條目極其珍貴，

為筆者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使本全集更臻完美。再者，必須感謝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甘琦社長，願意支持全集的出版，並蒙其專業團隊，特別

是編輯楊 彥妮博士及余敏聰先生，提供意見，令全集以更佳的面貌呈現。

兩位匿名評審對全集的價值，予以充分肯定。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

社特約編輯伍美詩女士、編輯吳秀麗女士在編務方面，也對全集面世作

出不可或缺的貢獻。還有三位中國基督教史的專家學者：裴士丹（Daniel H. 

Bays）教授、王成勉教授及阮漢生教授（Thomas H. Reilly），為全集賜

序及撰文推介，令全集生色不少。在整個編輯過程中，基督教中國宗教

文化研究社提供了全方位的後援，否則單憑一己之力，實難以完成是項 

工作。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由始至終對全集鼎力支持的吳宗素先生。

除了提供其珍藏文刊及照片外，更在財政上承擔全集的出版經費。筆者

兩度乘赴美公幹之便，在加州與他見面交談，蒙宗素先生及夫人熱情接

待，並分享彼此對吳耀宗的理解。他雖是吳氏長子，但卻未有為親者諱，

願意支持全面及客觀的吳耀宗研究。他對筆者信任有嘉，獨家授權本人

負責全集的編輯及出版，又為全集撰序及題字。宗素先生一直希望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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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吳耀宗全集　第四卷上冊　（1950–1979）

出版全集，筆者對於一再延誤，深感歉疚。去年不幸承擔了繁重的行政

工作，令進度再受影響。雖蒙宗素先生體諒，內心仍有極大不安。現在「全

集」將陸續出版，也令筆者略感抒懷。沒有宗素先生的支持，全集肯定

無法呈現予漢語學術界。

吳耀宗先生安息已經三十多年，其在中國基督教史及現代史的位置，

仍有待重新評估。筆者盼望在全集的基礎上，整理多年的研究，早日完

成吳耀宗傳記餘下部分。執筆之際，想起吳耀宗筆下對中國時局及教會

時代角色的反省，愛之深，責愈切。再放眼當下香港及中國，其批判及

諍言，竟仍擲地有聲，似是對此時此地的發聲。這是時代的輪迴，還是

歷史的諷刺？誠然，吳氏並非完美聖人，他在時代洪流中的選擇，也展

現了中國當代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困局與悲哀。那麼，面對當下變局，我

們又如何面對時代？能否擺脫命運的困局與悲哀？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2015年 8月6日

2017年 8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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