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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概况 

 在宣教策略和发展上，1750年以前，天主教几乎是独领风骚、纵横天下。 

 但是自1750年开始到二十世纪结束，这两百五十年，是基督教宣教爆炸性成长的时

 期。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探讨1750-1850年这一百年的一些情况。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5个运动 

§  启蒙运动 

Ø 理性主义： 自十七世纪开始，许多思想家如笛卡儿(1596-1650)、斯宾诺沙(1632-1677)、莱布尼兹

(1646-1716)等人都强调人理性的功能，于是产生「理性主义」的思想。 

Ø 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哲学家强调人类感官的经验在知识产生中的作用。 

到了十八世纪，这些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潮风靡全欧洲，后世称之为「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将理

性及批判精神抬举到极高的位置。理性主义的兴起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的宇宙人生观

便几乎完全占据了欧洲人的思想。至于神迹奇事（一些不能用自然科学理解的事物）便被认定为不可能

存在，以致值得怀疑的了。然而，圣经中却偏偏记载满了神迹奇事的记述，于是圣经的可信性便大受疑

问了。这样的疑问加上启蒙时代的批判精神，便产生了批判圣经的热潮。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5个运动 

§  民主革命运动 

Ø 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 或称美国革命战争，是大英帝国和其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革命者

反抗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强国之间的一场战争。 《独立宣言》以

神为最高权威，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对保障宗教自由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Ø 法国大革命(1789年)： 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攻击教会，在大革命催生的激情中，反宗教的激情是最先

燃起的，而到最后一刻还迟迟不肯熄灭。 《民权宣言》中没有宗教自由， 1792-93间，革命党将皇族、

贵族和主教们，全部送上断头台。 1793-94间，巴黎的「人民法庭」将数万人送上断头台，甚至革命

党的领袖也被砍头。1795年，拿破仑取得了政权，又恢复帝制，法国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两者基本上都是启蒙运动思想在政治改革上的实践，但是结果差异很大。美国的革命及民主政制对欧洲

造成颇大的震荡。随着法国大革命，1814年整个欧洲都仿佛卷入了革命的漩涡。经过一连串的革命事件，

旧有的制度虽然保住，但欧洲人的意识形态已经很不同了。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5个运动 

§  工业革命 

Ø 由于近代的科学，是在基督教(新教)为主的地区，特别在是英国开始发展的，很自然地，「工业革命」

乃是在十八世纪从英国开始萌芽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正渐渐兴起，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大大的加

速。工业革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欧洲人的宇宙人生观，人对于神迹奇事更难于接受。 

Ø 工业革命使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型至工业社会、使贫富越来越悬殊、也使帝国主义开始出现。 

Ø 在这一切的转变中，教会的反应却非常缓慢；无论在政治思想及伦理思想方面，教会都似乎看不到转

变所带来的冲击，更谈不上对转变有所回应了。教会如何对应机械宇宙观？教会如何反对严重的世俗

化趋势？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5个运动 

§  美国的「大觉醒」运动 

Ø  四次大觉醒运动分別是： 第一次大觉醒运动（1730 － 1740）、第二次大觉醒运动（1800 － 1830）、

第三次大觉醒运动（1880 － 1900）、第四次大觉醒运动（1960 － 1970）。 

Ø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它始于1790年左右，在1800快速发展，1820之后，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成员迅速

增加，他们的传教士领导了这场运动。它反映了人们对浪漫主义的热情、情感和对超自然的吸引力。它

否定了启蒙运动的怀疑理性主义。 这些复兴活动吸收了数百万名新成员加入现有的福音派，并导致了

新教派的形成。许多学者认为，觉醒预示着一个新的千年时代。它刺激了许多改革运动的建立，目的是

要在预言中的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纠正社会的罪恶。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亦被视为美国的宗教复兴，延续新教的宗教改革精神。该运动普遍认为对美国的思想、

观念以至社会生活曾产生重大影响，亦确定了美国的宗教文化。乔纳森·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是发起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奠定该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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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运动 

§  福音复兴运动 

Ø 当时英国一方面工业革命和殖民地的开拓，使其经济实力大增；另一方面人的道德，一天比一天堕落。

正在这个时候，有些自由传道者，他们不在主流的英国圣公会的体制之内，甚至未受过正规的神学训

练。他们自由到处传道，在街头、社区，直接面对广大普罗大众，以最基本的福音要道作为讲道的重

心，如基础信仰、信仰与生活的关系、属灵追求及成长等。这个运动史称“福音复兴运动”。由于当

时广大信徒得不到喂养，无法满足属灵的需要，他们自然转向那些自由传道者，听从教训，接受牧养，

这个新的属灵运动于是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 

Ø 以上的历史在今天似乎有点似曾相识？ 

Ø 福音复兴运动在约翰·卫斯理（1703 —1791）、查理·卫斯理（1707—1788）和乔治·怀特菲德

（GEORGE WHITEFIELD 1714— 1770）三大领袖出现以后，日益壮大，汇成一股洪流。怀特菲德

的影响主要在美国，卫斯理兄弟则在英国倍受推崇。 

Ø 复兴运动有一个特色，它不仅追求自己的圣洁和完全，而且追求要深入到社会的基层群众去服事别人。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两个人物 

§  约翰卫斯理 （1703-1791） 

Ø 约翰·卫斯理生于爱波沃斯（EPWORTH），1791年卒于伦敦。 约翰在牛津的求学阶段，已经开始努

力实践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毕业后，约翰22岁(1725年)就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1738年5月24日黄

昏，约翰在一个会社中聚会，刚好听到马丁·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文，突然大受感动，宣称他重获

基督徒的真实新生命。约翰是一个勤奋的布道家，一生中曾骑马旅行布道达二十五万哩之远！他也极

擅长组织，将教会的会众编组成「小组」及「班」，很像今天的团契，以便彼此督促、互相代求。 

Ø 当时英国国教圣公会偏向向上层社会的人传福音，当约翰·卫斯理1791年逝世后，成立了循理会又称

卫理会。循理会打破传统，使用许多平信徒讲员，并设立了「巡回讲员」的制度。 

Ø 约翰·卫斯理的神学贡献是：1： 基督徒的成圣观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预设恩典→悔改→称义→重生→

成圣之路→完全成圣。2： 基督教教育方面「主日学」事工的兴起。这个原本是为失学的劳工及农夫

预备的「识字班」，后来却成为教会中基督教教育最重要的一环。主日学是由循理会的包尔和英国国

教的罗伯特·雷克斯创立的。约翰·卫斯理大力推动下而发扬光大的。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两个人物 

§  克理威廉（1761-1834） 

Ø 他是一位英国宣教士和浸信会牧师，被誉为「近代宣教士之父」。他是英国浸信会差会的创办人之一。

在印度塞兰坡宣教期间，他将圣经翻译成包括孟加拉语、印地语和梵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Ø 他十六岁开始学制鞋， 二十二岁在浸礼会受洗， 25岁那年在MOULTON 这个地方接受按牧， 32岁
完成他的第一本书《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人民归正》。此书被赞誉为『现代传教事业的宪章』。

牧师联谊会于1792年10月2日接受了克理的建议，成立了近代第一个传教士差会：浸礼会异域传播福

音差会。 克理是第一位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他在印度一呆就是四十年之久。他有许多建树，他开办

基督教学校，创建一所大学；1820年成立印度农学会，改良农业；研究植物学，后来甚至获得英国皇

家科学院「植物学院士」的荣衔。他也领导废止杀婴、童妓、寡妇殉葬等陋习的运动，在1829年获得

成功。他是近代宣教士的典范， 他影响了印度，也带动近代宣教的开始。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 

Ø  1834年6月9日，威廉克理去世 ，克理在他的遗嘱里说「我是一个愚拙、可怜、毫无力量的蠕虫，我

睡在主怀中。」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5种宣教策略 

克理威廉是基督教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他采用了许多非常有创意的宣教策略。很多直到如今

仍是基督教宣教策略的主流。 

你读的圣经，是中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 

为什么？ 

§  广传以当地语言翻译的圣经 

Ø  由于受到宗教改革家的影响，以各国的文字翻译及发行圣经是基督教圈子里宣教士的共识。 

Ø  克理威廉终其一生，全力以赴地翻译圣经，他甚至将宣教中心变成语言中心。 

Ø  迄今，圣经的翻译及发行，仍然是基督教海外宣教的最首要工作之一。因此目前圣经已经有将近三

百种语文的全译本，另外还有两千多种语文的部分译本，其中大多数是由圣经公会及威克里夫翻译

社所译。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5种宣教策略 

§  用各种方式及途径传福音 

Ø  克理威廉认为宣教士应该尽可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后来有些宣教士也效法他的作法，纷纷建

立医院、学校，以教育、医疗、农业、科技，甚至贸易的途径来配合宣教。 

Ø  「传福音」与「社会改革」这两者应该是是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事工。 

Ø  克理威廉在印度极力地为废止杀婴、寡妇殉夫、童妓等社会上不公不义的现象大声疾呼，并竭力奔

走，终于获得成功。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二）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5种宣教策略 

西区教会和CBCGB到底是什么关系？ 

§  尽快建立当地的教会 

Ø  建立自主性较大的本地教会。这些教会虽然与英国的浸信会有关连，却不在其管制之下。这种比较

独立的教会型态，与其它差会所建立的教会相比，更显示出其优越性。 

Ø  当时大多数的宣教士是由各宗派所差派，所建立的教会也就自然隶属于各国的不同宗派。 这也是

后来造成宗派间的竞争，影响彼此合作与合一的原因。 

Ø  他的观念显然是超越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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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5种宣教策略 

ACTS IN LOVE 基地里有鱼塘、果树、玉米地、养鸡场和学校，学员绝大多数是本地人，而且有男有女。

为什么不只是传福音呢？ 

§  尽快培育本地同工  

Ø  虽然当时还没有所谓的「三自政策」(自立、自养、自传)，但是克理威廉却有先见之明，极力培育

本地同工。 

Ø  他也重用女宣教士，去向那些被局限在深闺里的妇女传福音。 

Ø  基督教开始强调「本土化」的策略。本地信徒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唱诗、读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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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5种宣教策略 

§  了解当地「非基督徒群体」的文化、背景及思想 

Ø  克理威廉同时代的宣教士往往将西方的文化强加在本地信徒身上，他们禁止非洲部落的舞蹈、太平

洋群岛的花环、印度尼西亚的族屋，视之为「异教习俗」。 

Ø  克理威廉却认为，要向印度人传福音，不仅要学会他们的语言，而且要学习他们的文化及思维方式。 

Ø  虽然他为此曾遭受批评，但是他认为这是建立本土化教会所不可或缺的，而且事实上这对他的宣教

工作帮助极大。 

Ø  后来他的观点逐渐被别人接受，有许多的宣教士仿照他的方式，开始对当地文化予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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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运动时期（1750-1850AD） 

•  回顾 

为什么在这100年里基督教宣教得到大发展？ 

§  5个运动： 

启蒙运动、民主革命运动、工业革命、大觉醒运动和福音复兴运动。 

§  两个人物： 

约翰卫斯理和克理威廉。 

§  5种宣教策略： 

广传以当地语言翻译的圣经、用各种方式及途径传福音、尽快建立当地的教会、尽快培育本

地同工和了解当地「非基督徒群体」的文化、背景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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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GCEB_enUS882US882&sxsrf=ALeKk0118WcQ7K7YSlEyJDzLXn2BWd0PFQ:
1596549050630&source=univ&tbm=isch&q=christian+number+in+1850&sa=X&ved=2ahUKEwjCwp3Y2IHrAhXQmHIEHfpiC78QsAR6BAgMEAE&biw=1242&
bih=535#imgrc=c3IWT3brPAEu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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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可以说，十八世纪末开始到十九世纪末(1800 到 1900)，这一百年是教会有史以来扩展最快的

时期。从社会学家的分析来看，这真是令人费解。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根本对教会极其不利。

然而，当神要兴起祂的工作时，任何环境的因素，也不能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