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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於中國教會本色化的探討，主要的見解集中在如下幾方面： 

 

（一） 中國基督教會的困境 

 

在對於本色化教會的討論中，人們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基督教會所面

臨的困境，他們以真誠的姿態反省中國基督教會的某些短處。趙紫宸清

醒地認識到非基督教運動對於中國教會改革的警醒作用：「今日中國教

會決不再要用嗎啡針來止痛，乃要『一摑一掌血，一棒一條痕』地創造

她自己的生命。教會現在逢到了廣大的艱難，劇烈的痛苦麼？可賀？微

明複暗，在雞唱之後，果然；然而立刻要天曉了？」16 他為教會在非基

督教運動背景下迫不得已的改革而慶賀。趙紫宸分析中國基督教會改革

的必須和必然。他說：「我們也瞭解我們現在所深深覺得的基督教有兩

重障礙，就是（1）基督教組織與思想的不合適。（2）基督教的帝國主

義色彩，一半是由於西教上的不徹底，沒有早早的體會得耶穌的心志，

一半卻是由於環境的使然。」17 

 

周風在非基督教運動的背景中反思教會的瑕疵，他將非基督教運動

對於基督教的攻擊視為「金玉藥石」，在反省教會的瑕疵中，提出教會

應該改良內部，提倡本色教會。18 劉廷芳分析了洋教宣教過程中的舶來

品的特點，強調了中國教會必須有中國的成分，必須將傳入的基督教與

自己的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與經驗配合，形成中華本色的基督教義。「中

華信徒接受了這些舶來禮物，必須自己去從混雜的結合品中，把一些要

素提出來，與自己的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與經驗，憑著神的教導，重新配

合，成為中華本色的基督教義，才能算是自己的教義。教會的典章，儀

節，禮式，組織，都是一樣。」19 

 

王治心批評了洋教與中國文化的隔膜。他指出：「所以基督教到現

在還穿著一身洋裝，在中國的領土裏做客人，敷衍派對她相敬如大賓，

反對派對她痛罵為洋教。幾曾見人罵佛教為洋教？這可以證明基督教在

中國的文化思想裏還未下種。」20 他認為穿著洋裝的基督教尚未在中國

文化思想裏下種。誠靜怡在談到本色教會時，認為：「中國基督徒不僅

應謀求經濟上獨立，進而要求思想上之自由，認為後者比前者更重要。」

他指出：「……苟或將西方教會之遺傳成規，生吞活剝，囫圇移植中國，

而用注射式方法從事宣傳，其結果當然不能融洽也。」21 他指出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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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傳教過程中的囫圇移植、注射方法等弊端。 

 

張亦鏡從基督教傳入具有的異國色彩，分析本色教會提倡的原委：

「中國的人民，入了某國的教會，就是某國的百姓！其餘儀式上的英化

德化美化……更說不得那麼多了。有了這種種現象，也叫外而非基督教

者得著不少攻擊教會的材料。因此，教會中就有人提倡本色教會。」22 謝

扶雅對於本色教會運動抱著一定的清醒意識。他指出：「一旦國家主義

興，基督教依然被謚為洋教，教會依然被視為西方侵略工具，牧師依然

被號為帝國主義走狗。……一方面教會愈謀與中國昵，他方面中國愈與

教會疏；一方面教會愈求中國化，他方面中國愈不能教會化。此強欲以

『本色』加諸教會，而昧乎教會之是否卒能本色也。」23 他將國家主義

看作非基督教的根本原因，辨證地看待教會本色化。 

 

基督教知識份子以寬容的心態看待非基督教運動，在非基督教運動

的促進中思考反省中國基督教會的困境，在強調非基督教運動是中國教

會改革的「金玉藥石」時，提出了中國基督教會所存在的瑕疵：對於西

方基督教舶來時的生吞活剝，成為一種穿著洋裝的宗教；基督教的典

章、禮節、組織等方面缺少中國的成分；中國基督教缺乏中國文化與思

想的滋養，缺乏自己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與經驗，這也成為提倡教會本色

化者的立足點。 

 

（二） 關於什麼是教會本色化 

 

王治心認為：「可知所謂本色教會者，就是改造西洋化的教會成功

適合中華民族性的中國教會；這種改造，並不是動搖基督教的真理，不

過使中國古文化與基督教真理融合為一，使中國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適

合乎中國民情，而不至發生什麼隔閡。」24 他強調在不動搖基督教真理

的前提下，使中國古文化與基督教真理融合，使其適合中國民情。 

 

招觀海強調：「我以為中國本色教會的中堅，尤在教會之自立。教

會得到自立之時，所有的種種本色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我相信以

上那『五自』自理，自養，自傳，自修，自覺，——做到之時，中國自

然有一個強有力的本色教會實現。」25 他注重中國人在教會中的重要作

用，注重中國俗尚與基督教儀文的同化，他闡釋教會自立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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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風在談到本色教會時強調去除教會中的西洋色彩，注重教會內容

的民族化。26 誠靜怡談到本色教會時強調中國信徒的自負責任和弘揚東

方固有的文明，27 他的大致觀點認為：（1）應去處中國基督教會的西洋

色彩；（2）應注重中國文化傳統與民族心理；（3）應將中國文化傳統與

基督教真理融合。總而言之，即建設與中國文化傳統、中華民族心理相

適宜的、不與基督教真理相違背的中國教會。 

 

在對於教會本色化的討論中，誠靜怡提出了人們對於該問題的誤

解。他強調本色化並非復古，本色化也非排外。他提出：「……然中國

信徒何以一致提倡本色，非崇拜本色，視為盡善盡美，乃鑒於教會現有

不良情形，推崇西化漠視本色之故。至於中國基督教會方針，必將融會

中西文化之優點，擇長棄短，取精用宏，以固吾圉，誰曰不宜。」28 他

注重融會中西文化之優點，擇長棄短，取精用宏。 

 

（三） 如何做到教會本色化 

 

在對於教會本色化的討論中，人們群策群力提出了諸多有關如何做

到本色化的見解和建議，顯示出基督教知識份子對於本色化問題的深入

思考。 

 

誠靜怡在談到本色教會時，認為本色教會必須考慮的問題為：「如

何使基督教在東方適合東方人之需要？任何使基督教事業，融洽東方之

習俗環境歷史思想，與其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之數千年結晶文化？」他考

慮基督教應適合東方人的需要、適應東方人的習俗思想，應深入中國的

文化傳統。在具體談到教會的本色化時，誠靜怡認為：「教會一切事工，

應由中國信徒負責，百年來基督教在華工作，皆西教師擔任，無論經濟

治事思想率惟西友之馬首是瞻，因而養成中國之偏枯教會。」29 他強調

教會一切事工應由中國信徒負責，認為既不必將西方的東西馬首是瞻，

也應對於西洋文化優勝虛懷採納，使其漸次而化為本色。 

 

張亦鏡談到本色教會時指出：「本色教會，即是除掉自隱蔽各國德

國美國……帶來的色彩而換上中國的色彩。教堂不得稱大某國教會，信

徒不得稱大某國教民（此二者在中國均居少數），不得扯外國的旗子。

禮拜堂的建築，要仿照中國原有的廟堂形式；正座不妨設上帝神位；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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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詩句子要莊雅，要合古樂歌的節奏，不得用舶來的樂器奏外國的音

樂。講經祈禱的儀式，與要求適合中國人的心理而酌量變通。……這都

是中國今日一般自謂有覺悟的信徒所極力提倡要決心改造的理想教

會。」張亦鏡並不贊同建設本色教會中的表面化的作為，他強調了對於

本色教會的看法，他從教會經費、教會主政、教會醫院、聖經翻譯、教

堂建築、上帝神位、禮拜形式等方面，比較詳細地闡釋了其對於本色教

會的看法。30 

 

王治心在談到中國本色化教會時，提出如何「造成中國本色教會」，

指出應該培植本色的領袖、宣傳本色的真義、取得友邦宣教者的協助、

注重國化的材料、刪訂中國教會的禮節和儀制。31 周風在談到本色化教

會時，從民眾的文化習尚與基督教的真理精神兩方面進行研究，他強調

既要顧及中國民眾的文化習尚，又不妨礙基督教的真理和精神，才能真

正做到教會的本色化。32  

 

誠靜怡提出解決本色教會的兩個方面：「因此，如何發展本色教會

的問題，便成為現時教會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了。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必

須要：（1）中國基督徒全部擔任自助，自治，和自傳的責任；（2）要使

中國教會多與中國的思想和環境相接觸，藉以表現教會的新生命。總而

言之，現在的教會不免要帶著『洋機關』的痕跡了。」33 他強調了中國

基督徒在教會裏的責任，強調中國教會與中國思想和環境的關係。他甚

至提出：「近年教會領袖乃議定基督教之敬祖方法，於指定時期，合全

體教友前諸塋地，舉行紀念禮拜，此種折衷辦法，既不與基督教義有何

抵觸，而一方面適合國人心理，民教攜手，日漸親近，將必於此舉增若

干機遇，此又本色表示之一端。」34 以一種折衷的方式處理基督徒敬祖

的事宜。 

 

趙紫宸在談到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時認為：「故中國的基督化，與

基督教的中國化，是一個運動的兩方面，如鳥之左右翼如車之左右輪輔

行而不悖者也。」35 他從中國的基督化與基督的中國化兩方面談論基督

教在中國的前途，他認為此二者應當是並行不悖的。他在談到創造中國

教會時，提出了我們創造教會應走的路徑。他強調中國教會的法西方教

會，強調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瞭解研究，強調注重個人化的宗教生活，

強調教會在政治上的獨立性。36 在談到中國教會重要的事業時，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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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件重要的事：「1、中國教會的教堂與其他的教會團體，皆須實行宗教

教育。」「2、中國教會要發起教友的讀經讀書運動。」「3、中國教會必

須注重講學與修養兩件事。」「4、中國教會當盡力設法栽培教會領袖。」

「5、教會當與西教會有深遠的宗教默契與友誼。」37 宗教教育、讀經

運動、講學與修養、栽培教會領袖、與西教會的友誼等，成為趙紫宸提

出的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方面。謝扶雅在談到本色教會時，將造成

君子的基督徒看作創造中國本色教會的根本，其中顯然有將中國文化傳

統與基督教文化精神融合的意味。38 

 

1926 年 6 月，楊程發表文章對於這一時期有關本色化討論作了歸

納，他將這種討論的觀點分為四類：「1、有許多人提倡中華基督教或本

色教會，好像僅知注意形式方面，譬如對於佈置教堂，主張懸掛中國書

畫；對於禮拜儀式，提倡模仿佛教，焚香點燭；對於喪葬禮節，鼓吹順

從普通俗尚，恢復祭禮、木主等等。這不過將現有的基督教加上一種形

式罷了。2、有許多人提倡中華基督教或本色教會，比較前派要進一步；

他們不注意形式方面，而且關心精神方面。例如中國文化很重五倫，而

五倫中尤其重父子一倫；因此，他們便說祭祖確能慎終追遠，大家庭實

為孝敬的表示，基督教無論如何，都應一概採納了。這是主張把中國文

化和思想加入基督教本身之中。3、有許多人提倡中華基督教或本色教

會，志在滌去基督教中的西方性質。他們以為基督教本為東方宗教，也

是合乎東方民情習慣的；但因它久流落於西方，已經沾染了西方性質不

少，才與東方文明發生隔膜。為近之計，惟有刷淨教會中的西方性質，

而後才能看到基督教的本來面目。比方國家主義，功利主義，以及國教

義派的爭執，無一不是西方後添的原素，無一不是應當剷除的。這便是

主張恢復原始的基督教。4、有許多人提倡中華基督教或本色教會，有

消極積極兩方面的見解：在消極的方面，主張排斥現時教會中的西洋色

彩；在積極方面，提倡儘量地容納中國文化和思想。這便是主張原始基

督教要接受中國文化的洗禮。」39 楊程對於當時有關本色教會的討論作

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歸納與分析。 

 

劉廷芳在談到新文化運動與基督教時，指出：新文化運動給了教會

一面反省自己的鏡子，他認為他們對教會的許多批評並不完全是錯的，

有許多地方教會是應該加以改正和調整的。所以，他說教會應「從新文

化運動，得了一種猛進的精神，起了革新的志願。」40 這種寬容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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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使基督教知識份子能夠在非基督教運動的指責下，反省中國基督

教會的種種不足，思考中國基督教會的本色化道路。基督教知識份子們

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分別探究了中國教會的本色化道路與方式，雖然他

們對於本色化教會的意見不盡相同，但是在非基督教運動背景下期望改

變中國基督教教會的困境、探求本色化教會的道路的祈望，是一致的。 

 

 

三.  

有學者研究中國教會本色化的歷程，將這個歷程分為五個時期：本

色化準備階段（1807 年 19 世紀中葉），本色化過渡時期（19 世紀中葉至

1900 年），教會自立運動時期（1900 年至 20 年代初），本色化探討和發

展時期（20 年代至 1949 年），徹底實現三治時期（解放以後）。41 在中

國教會本色化的歷程中，本色化探討時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在非基督教運動中，基督教知識份子宣導用忍耐與寬容來面

對非基督教運動的攻擊，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誠靜

怡提倡用基督教忍耐寬容等固有的美德來應對非基督教運動的傲慢議

論、刻薄言詞，他甚至以一種獨特的心態談論非基督教運動的後果：「在

某某時期內，基督教不為中國的知識階級所重視，我們對於基督教，僅

持冷淡的態度，這實在是基督教和一般平民間的最大障礙。幸而這情

形，現在已改變了。基督教在各地，不是受人們熱烈的歡迎，便是受人

們強烈的痛惡。換一句話說，基督教已成為中國人受歡迎的宗教，同時

也成為中國人最痛惡的宗教了。」因非基督教運動，使更多的人來談論

基督教關注基督教，無論是歡迎，還是痛惡。 

 

誠靜怡談到教會對於非基督教的態度時，把非基督教運動看作是良

藥，把非基督教運動領袖當作友人，這呈現出基督教的寬恕博愛精神。

誠靜怡說：「總之，基督需要中國，而中國亦需要基督。中國需要一個

簡單而自然的基督。中國需要一個本色的而沒有洋氣的基督。中國需要

一個整個的而不是分裂的基督。中國需要一個建設的而不是破壞的基

督。中國需要一個能救人而富於熱情的基督。這樣基督，從前既未見棄，

將來亦必受人歡迎。」42 他以充滿激情的話語表達了對於本色化教會的

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