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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導論 1

《吳耀宗全集》卷四收錄了 1950 至 1979 年間吳耀宗的著作（出版及

未刊），呈現其自中共建國後至逝世前的思想狀況。

擁抱新中國，倡導革新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在內戰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國民黨退守台灣。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0 月 1 日成立，標誌着中國歷史進入嶄新階段。

經過近半世紀的分裂與戰亂後，中國可以重歸統一，誠然實現了國人多

年的夢想。1949 年的政治變局，一方面是由於抗戰結束後國民黨各方面

的失誤，特別是其獨裁及貪腐問題，也令民心轉向共產黨。2 但另方面，

1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了以下四篇拙文：（一）〈吳耀宗的生平、思想與時代〉，吳耀宗
著，邢福增編注：《黑暗與光明》（新北市：橄欖，2012），頁 xxxvi–lix；（二）〈「愛
國」與「愛教」─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對政教關係的理解〉，邢福增編：《大時代
的宗教信仰─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2011），頁 494–506；（三）〈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調和─試論中共建國後吳耀宗的
思考及其實踐困境〉，《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期 45A特別號（2016年 12月），
頁 249–296；（四）〈中共建國初期吳耀宗的神學再思〉，《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期
18（2014年 12月），頁 89–118。

2　 關於國共內戰期間民心的轉向，詳參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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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ii 吳耀宗全集　第四卷上冊　（1950–1979）

民心的轉移，仍無法否定不少人心目中，仍然對共產主義產生疑慮，在

欣慶之餘也難掩其對中共進行激烈社會改造的憂慮。對中國教會而言，

因着中共政權的無神論背景，對前景仍有許多的不確定及憂心。

可以說，吳耀宗是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來迎接這個時代的巨變。

1949年也是吳耀宗個人生命的分水嶺。1949年前，他以民間獨立（基

督徒）知識分子的身分來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無懼政治壓逼，批判

執政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專橫。1949 年後，他以基督教民主人士身分，

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為宗教界的首席代表，其後更參與多

項公職。3 毋庸置疑，吳的「民間」身分漸漸褪色，被國家權力吸納，成

為建制的一部分。

中共建國後，最能體現吳耀宗與中共間密切的合作關係，無疑是他

在基督教革新運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950 年 7 月，在周恩來的啟發下，

他發起以〈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宣言為名義的簽名

運動，號召全國基督教人士參與。宣言提出中國教會必須承認過去被帝

國主義利用的事實，並肅清基督教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同時又主

張要實現以自治、自養及自傳（三自）為目標的基督教革新。 4 宣言發表

後，不少教會人士對其中關於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定性有所抵制。9

月 23 日，《人民日報》把宣言全文及首批簽名名單刊在頭版，並發表題

為〈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的社論，將宣言及簽名與愛國運動等同，

表達了對吳氏的絕對支持。5 在黨國政治力量的護航下，基督教內部的反

3　 建國後，吳耀宗被選為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務委員；第一、二屆全國
政協常務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第一至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
擔任政務院法律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
救濟總會副主席等職務。

4　 〈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天風》期 233–234（1950年 9月 30日），
頁 2。參於宣言的背景及發起經過，參邢福增：〈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論中共建國
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6（2007年 6月），
頁 103–116。

5　 〈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人民日報》，1950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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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iii

革新力量受到重大打擊，簽名運動得以順利推展，基督教革新運動的序

幕徐徐揭開。

五十年代初，中共巧妙地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高舉「反帝」

及「愛國」兩面鮮明旗幟來鞏固新生政權。在這背景下，以割斷帝國主

義關係，肅清帝國主義毒素，實現中國教會獨立自主為目標的基督教革

新運動（簡稱三自運動），本質上就是中共建國後在全國範圍展開的反

帝愛國運動的一環。表面上，三自運動被官方宣傳為由中國基督徒所「自

發」推動，但實際上，整個運動是中共宗教政策的重要部分，不論在宏

觀背景以至微觀領導上，均無法擺脫黨國的影響。6 1951 年 4 月，在黨國

支持下，吳氏當選為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1954 年改為中國

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吳耀宗、三自運動、三自組織自此

便成為不可分割、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對吳耀宗而言，基督教的革新，不僅是時代巨變下教會不得已的應

變之道，也是他長期的積極反省與堅持。長久以來，他對有現實的基督

教（中國教會）未能有效回應時代挑戰，一直耿耿於懷。隨着時局的變

化，吳的失望之情日益積累而變成絕望。因此，他將當前的變革洪流，

視為上帝對不理想（甚至腐敗）的教會現狀所施行的審判，目的是讓基

督徒悔改，並起來推動教會革新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一方面認定

教會已失去了基督原有的革命精神，唯有自我革新方能在新時代下存活，

另方面，他又將新政權視作「真理」的化身，並合理化中共為鞏固政權

而採取的過激政治運動及鬥爭手段。7 雖然他起初堅持基督教仍具批判角

色，8 但隨着其民間獨立性格的逐漸消失，吳也跟同時代許多知識分子一

樣，全面接受了共產黨的思想改造與學習。

6　 邢福增：〈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頁 91–141。

7　 同上，頁 127–130。另邢福增：〈「愛國」與「愛教」〉，頁 479–498。

8　 邢福增：〈「愛國」與「愛教」〉，頁 48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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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iv 吳耀宗全集　第四卷上冊　（1950–1979）

順服上帝旨意，投身三自革新

1951 年初，吳耀宗在青年會一次同工會上，分享了他對自己加入青

年會三十週年紀念的感受。他總結為四點：

(一 ) 他從海關轉到青年會工作，完全是「宗教信仰的力量，控制着我的

主要生活方向」。「卅年來，我不斷地追求真理，服從真理，不管

這樣做會有甚麼後果。每逢我躊躇的時候，我好像聽見上帝的呼

召⋯⋯」；

(二 ) 「真理與光明在甚麼地方？卅年來，我的經驗告訴我：不一定在教

會裏面，不一定在稱呼『主呀主呀』的人裏面。卅年來，我的思想

經過很多轉變，有時與同道們背道而馳。有的同道，甚至以為我出

賣了基督教。我認為上帝的真理，時常會顯示在別的地方，甚至在

我們想不到的方面」；「但上帝的真理，無論在甚麼地方顯現，我

們都應當服從。⋯⋯表面上的信與不信，不能作為標準。卅年來，

只要我認為是上帝的啟示，不管它從那一方面來，我都願意服從」；

(三 ) 「我卅年來的經驗是鬥爭的經驗⋯⋯我隨時讓上帝的領導指示着

我，支持着我。⋯⋯鬥爭是痛苦的；鬥爭當時好像是脫離群眾，可

是這並不一定是錯的。耶穌從一開始就有人反對他，本鄉的人也不

容他，最後連門徒也離棄了他，使他孤獨地走上十字架。我們在鬥

爭的痛苦中，看了十字架，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

(四 ) 「我的經驗告訴我：不顧一切，服務上帝的旨意，是可以得到平安

的。在晚上，當我躺在床上，對着上帝，省察自己，我覺得問心無

愧，非常平安。在這些時候，如果我發覺錯誤，就勇敢地糾正自己。

無論怎樣，我知道上帝是我的可靠的領導者。」「卅年來，宗教信

仰控制着我。有時上帝領導我到不願去的地方去。當時我想擺脫一

切，到偏僻的地方，過安靜的生活，然而我不能這樣的逃避，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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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v

上帝的聲音在呼召我，我只有不由自主地跟着這聲音走。」9

吳耀宗把中國革命的進程，革新基督教的主張，以及與新政府間的

合作，視為上帝的真理及啟示的領導；是上帝揀選他在這個特殊的時代

中去改革中國基督教，讓基督福音與革命運動辯證地結合。為了順服上

帝的旨意，即使受到其他教會人士的批評與攻擊，也義不容辭。

學習與改造

建國初期，吳耀宗成為當時中國教會界內，極少數能為新政權接受

並備受重用的基督教人士。作為教會內最早接受共產主義的「少數派」

與「先覺者」，吳期望能幫助其他落後於形勢者更快地認識新時代。為

此，他特別策劃了「新時代學習叢書」，由青年協會書局出版，是當時

基督教界文字工作方面最積極回應新時代之舉。10 其中《辯證唯物論學習

手冊》及《基督教革新運動學習手冊》，便分別由吳撰寫及編輯。11

不過，「進步」如吳耀宗，也無法完全趕上革命的潮流及形勢。作

為三自革新運動的領導者，很快便要在席捲全國的控訴運動中以身作則，

樹立榜樣。12 他承認基督徒參與控訴是「困難」的事，但他認為，控訴能

夠成功進行的關鍵，就是因為「認識了帝國主義的罪惡」這個「新的觀

9 李儲文記：〈青年會的宗教基礎─吳耀宗同工講〉，《同工》新卷 5期 1、2（1951
年 2月），頁 11。

10 邢福增：〈消毒改造─建國初期的基督教出版事業（1951–1957）〉，氏著：《基督
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8），第 4章。

11 吳耀宗：《辯證唯物論學習手冊》（上海：青年協會，1950）及《基督教革新運動學習
手冊》（上海：青年協會，1952）。按原有計劃，吳耀宗尚負責撰寫《馬列主義學習手
冊》、《基督教與新時代》及《基督教與世界和平》，但三書最終未有出版。

12 關於控訴運動，參邢福增：〈打掃房子─一九五一年的基督教控訴運動〉，《基督
教在中國的失敗？》，第 2章。

卷四　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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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vi 吳耀宗全集　第四卷上冊　（1950–1979）

點」。13 1951 年 6 月，吳在上海一次萬人控訴大會上，對美帝國主義如

何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作出總控訴：（一）來華傳教士偽裝傳福音，實

際上是進行情報間謀活動；（二）美帝利用基督教散佈反共毒素，破壞

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事業；（三）中國教會領袖不少是美帝走狗敗類；

（四）美帝利用「屬靈派」散佈「超政治」錯誤思想；（五）美帝通過

文字及教育事業，進行「文化侵略」；（六）基督教普世運動是美帝侵

略中國、東南亞以至全世界的工具。他最後說：

我們中國基督徒，過去因為長期受了美帝國主義的影響，看不清

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陰謀。我們要特別感謝毛主席

和中國共產黨，因為在他們的領導下，中國得到了解放，而中國

基督教也從美帝國主義的影響與控制下獲得了解放⋯⋯我們看清

了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全部陰謀，因此，我們要在

全中國與全世界人民面前對美帝國主義這個罪行提出控訴。我們

要潔淨上帝的聖殿，洗清中國基督教的污點，澈底實現中國基督

教的自治、自養、自傳，把百餘年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文

化侵略最後地、徹底地、永遠地、全部地加以結束。14

7 月，他又在青年會的控訴大會上，控訴美帝如何通過基督教青年

會，利用「改良主義」的手段來抵制革命。在控訴詞中，吳對這個曾經

在其生命中重要的事奉機構，並且服務了長達三十年的組織，作出全面

的否定：

13 吳耀宗：〈中國基督教的新生〉，《天風》期 266（1951年 6月 2日），頁 2。

14 吳耀宗：〈對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罪行的控訴〉，《天風》期 268–269（1951
年 6月 21日），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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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vii

青年會的格言是「非以役人，乃役於人」。過去，青年會並沒有

為人民服務，我們卻為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

利益而服務。我們的工作僅僅是：粉飾太平，和緩並阻礙階級鬥

爭，延長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

於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與中國人民的鬥爭，中國已經得到解放；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已經完結。中

國人民已經站立起來，我們青年會也要在這時候在全國人民面前

承認我們過去的錯誤，把屋子打掃乾淨，肅清美帝國主義的一切

影響，使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真正能為中國人民服務，為建設新中

國而努力。15

我們很難想像吳耀宗公開宣讀這兩篇控訴文時的心情。毋庸置疑，

他一直對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打成一片，失卻原有的革命精神

有所不滿，但是這並不代表其對歐美基督教，以及其藉傳教運動在中國

的事業及各種工作的全盤否定。打從 1918 年受洗以來，美國、傳教士、

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文字及出版、基督教教育事業、基督教的社會改

革……根本就是他三十多年來基督徒歷史的總結與縮影。如今要作全盤

性的否定，並以美帝國主義侵華作全稱性的概括及定性，無疑是對其自

身成長歷史的徹底撕裂。16 而令他以嶄新的角度來審判自己及歷史，顯然

15 吳耀宗：〈控訴美帝國主義在青年會內利用改良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人民日報》，
1951年 7月 29日。

16 即使吳耀宗在簽名運動發起初期，他仍沒有全盤否定傳教運動的貢獻：「中國的教會在
過去一百多年當中，在人材和經濟方面，得到西方教會大力的培養與支持，這是我們非
常感激的。從物質方面來說，我們需要這種幫助；從精神方面來說，我們也需要這種幫
助，因為基督教會，是一個普世的教會，一個普世的教會需要物質的互助，和靈性的交
流⋯⋯ 西方教會經濟人材的援助，是不可能完全同帝國主義的作用分開的，帝國主義
是可以利用這些媒介來進行它的陰謀的。這並不是說，西方的經濟人材都是為帝國主義
所利用的，而只是說，這個利用的可能是存在着的。」參吳耀宗：〈展開基督教革新運
動的旗幟〉，《天風》期 233–234（1951年 9月 30日），頁 15。但 1952年吳將此文收
入《基督教革新運動學習手冊》時，卻將之刪改為：「中國的教會在過去一百多年當中，

卷四　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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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viii 吳耀宗全集　第四卷上冊　（1950–1979）

就是作為「真理」化身的中國共產黨。

1951 年 7 月，適值中共建黨三十週年的大日子，吳在〈共產黨教育

了我〉一文中，總結了共產黨對他的「教育」：（一）了解唯愛主義是

帝國主義的麻醉工具；（二）認識了帝國主義的真面目；（三）清楚了

解「革命」的意義；（四）認識了無產階級的立場；（五）認識了理論

與實踐的聯繫。第一至四點，均指向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特別是

從不同層面被利用作侵略工具的指控。但第五點卻最特別，所謂理論與

實踐的聯繫，是指中共以實際行動教育了他，「打破了我的空想與迷夢」。

那麼，吳的「空想與迷夢」是甚麼呢？打從信仰基督教以來，他一直企

盼着「天國的降臨」這崇高的理想，但對如何實現之，卻沒有具體可行

的辦法。如今，中國共產黨在短短三十年間，卻能「領導中國人民，完

成這個古老國家的革命事業」，以行動及實踐證明其理論的正確，無疑

將基督教徹底比下去。中共使「幾千年受着壓迫、剝削的中國人民站立

起來」，這就是「空前的神蹟」，同時，這「也把基督教從帝國主義的

枷鎖中解放出來」。17

1952 年，全國厲行三反五反鬥爭，吳耀宗呼籲中國教會亦要全情投

入，藉「三反」將基督教的「污毒」除去。18 不過，他的太太楊素蘭的姪

女楊淑英，在工作的華東軍政委員會印刷工廠中受三反五反牽連，被指

為「有貪污行為」，最後「跳樓自殺」。 19

在人材和經濟方面，得到西方教會的支持的。這種援助，從今天的觀點看來，是同帝國
主義利用基督教來進行侵略的事實分不開的，同時也是阻碍了中國教會實行三自的。」
參《基督教革新運動學習手冊》，頁 28。

17 吳耀宗：〈共產黨教育了我─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三十週年紀念作〉，《天風》期 271
（1951年 7月 7日），頁 6–7。

18 吳耀宗：〈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把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推進一步〉，《人民日報》，
1952年 6月 30日。

19 「日記摘錄」，1952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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