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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九世纪的复兴 

时代背景 
-1807年马礼逊来华，建立宣教基础 

（出版中文圣经、字典、杂志，办学校，按牧） 

-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开放传教 

-1858-1859年英美的大复兴振奋了欧美的宣教运动，
人才辈出，宣教机构创立。 

-近代西方来华宣教事工，在这时期 

蓬勃发展，大多数传教士深受大复 

兴的影响。 



1860年代的天津复兴 

-1860年全中国仅有115位新教传教士 

-1860年代在天津附近的老岭，有一次复兴：
“完全是神的工作”。有70个男人、50个     

妇女、20个年轻人受洗。 



1865年 中国内地会带来的复兴 

 1865年中国内地会成立，成为中西宣教信心差     
会（Faith Mission）的典范。 

• 注重传教士的完全委身、道成肉身、信心祷告、
直接布道、跨越宗派、生命建造、重质不重量、
培养当地人才并交出领导权。 

• 内地会传教士和信徒百年来深扎的草根性生命
力，至今仍然影响海内外中国教会，带来“春
雨润物细无声”的复兴。特别在遭遇逼迫时，
更显出其金银宝石的品质。 

 

 



来华传教士的宣教会议 

-1858-1859年的英美大复兴，促成教会和来华传教
士愿意顺服圣灵，放弃门户之见，力求合一，分工
合作。 

-1877/1890/1907年在上海有三次来华传教士会议，
讨论传教策略（地区分类）、翻译和合本圣经、禁
烟、三自、 教案，以及加派传教士（5年内一千
人）、出版科学教科书、教育、社会关怀等议题。 

-这些会议对中国教会的复兴有很大的影响。 

-1900年中国信徒增加了一倍。 



二、20世纪初期的复兴与宣教 

时代背景 

-1904-1905年英国韦尔斯的大复兴从祷告
开始，在10年内遍及全球，不仅在英语地
区，也包括北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民国建立的前十年，中国即将面前所未有
的大变局。 

中国的复兴分三个阶段：1900-1905年、
1906-1907年、1908-1911年 



1900年-1905年 
-1900年春，华北神学院和登州教会连续三周
的奋兴会，充满认罪和奉献的见证。学校停
课，让学生去乡村布道。也影响北京、保定、
天津。 

-1900年春，福州英华学院70个学生归主。 

-1903年东三省各地都有“归主的潮流”。 

-1903年春，广东有747人受洗。 

-1904年牯岭退修会，1905年厦门、西北、
华中也“经历像威尔斯那样的大复兴”。 

-全国基督徒从约11万4千人增至17万8千人。 

 

 



1906-1907年 

-1906年青岛有“日出祷告会”，600多
人参加。人们在会中向神悔改、彼此认罪、
互相和好。 

-沿海各省学生归向主，山东潍县联合学院
200个学生有196人信主。 

-贵州和云南的苗族群体归主，发起“向亲
友传道”运动，会众加到2千人以上。 

 



1908-1911年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1859-1934） 

1908年从东北承德开始，遍及东北三
省和全国。公开认罪、争相同声祷告、
哭泣、肃静.. 

东北一个长老会在5年内1万3千人加入
教会。 

 



1908-1911年 

-辽阳市三千位弟兄姊妹为东北教会祷告，引发
出这一次复兴运动。 

-福音广传:被圣灵复兴的信徒，自动组成一支
支的布道队，往各村落传福音，渐及北平、西
北和全国。    

-恩怨化解: 大复兴化解了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
带来的仇恨与恩怨。 

-许多中国传道人兴起：丁立美、李医生、姚医
生…。宋尚节此时信主。 

 

 



国内布道团 

-1911年“湖南逐家布道团”由长沙内地会的葛
荫华和萧慕光两位牧师发起，共有团员28人，
游行布道，携带单张和小本圣经，逐家分送；
五年之间，曾进十万七千余家布道。 

-1918年，联合全国基督徒力量的“中华国内布
道会”，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布道会先由
云南开始，1922年推广到黑龙江，1923年进到
蒙古。他们的事工拓展了国内布道的范围，由
沿海逐渐远至边陲地区。 

 



三、1920-1940年代 

绝望边缘的复兴与宣教 
 
时代背景 

-军阀、北伐、抗战 

-1936年是八年抗战的前夕，许多省份遭遇饥荒，
约五千万人陷于赤贫与垂死的边缘。而随后的
水患也波及十六省，让三千多万人 

无家可归，家当全毁。 

-新文化运动、非基运动 

-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0-1940年代 

-1925年上海传教士培灵会，连续6个星期。 

传教士被复兴，中国人员承担使命。 

-1927年南京“祈祷日” 。教会和学生参与。 

-1931 年元旦中国基督教联会举办会议，口
号“主啊，复兴你的教会，从我开始。” 

-中国教会这时期的领导者：陈崇桂、薛孟
则、刘道生、张建国、王载、王明道、宋尚
節… 

 



山东大复兴 
 
1934年山东费县的复兴 

-山东费县杨毅成牧师禁食祷告被圣灵充满，随后教会
经历了复兴。 

-主领聚会方式：先唱诗、祷告，然后会友一个个到台
前认罪，再讲道，会后并有长夜祷告，而“认罪”正是

尔后山东大复兴的征兆。 

-信徒复兴后，就出去传福音，教会人数倍增。  

-1934年，山东长老会派四位牧师前往探访。他们祷告
后都被圣灵充满，经历了复兴。于是回到大会中报告，
因此在各处举办奋兴会，随后昌乐教会及鲁东的长老会
也经历了复兴。 

 



计志文 

“火热认罪的愿望， 

是大复兴的第一个象征。” 



赵君影 (1906-1996)   

1931年大四，在计志文 
主领之奋兴会中献身。 
1938至1943年间，大学校园可以自
由传播福音，不单青年学生踊跃信
主，教授及其家眷亦多有归信基督
者。 



学联会 

-1945年重庆举行第一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
生夏令灵修会，来自全国60间大学的40个团
契, 共169人参加，成立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
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 

-1947年7月全国各大学基督徒 

学生第二届夏令灵修会在南京 

举行，约350名学生出席。滕近辉、陈终道… 

-当时，全国基督徒比例为1/400，但是在大
学生中，每15人中就有一位参加学联！ 

-许多学生献身宣教。边云波是其中之一。 

 

 

 

  

 

 

   

  

 



1943年遍传福音团 
 
樊志介/路得/韦苏西/何恩证/李近泉 

赵麦加/马可/戴彦中 



1943年遍传福音团 

1943年西北圣经学院的70多位师生中，有8位蒙
召去新疆宣教。后来学院每星期二晚上有为边疆
宣教的祷告会，5月23日成立了“遍传福音团”
（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马可
任团长。 

-此团只限中国人参加，不接受外国支持。宗旨
是开拓西北七省及西北七国，将福音传回耶路撒
冷。 

- 1944年起福音团的几位同学先后差派去西北的
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喀什），建立
教会或协助当地教会。1950年停頓。 

 



传回耶路撒冷的福音丝路 



西北圣经学院 



神国侠侣-老而弥坚的赵麦加、何恩证
夫妇（2003年9月在喀什） 

“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铜门深锁； 

然而我们办不到的，总希望新的一代可 

以继续承担。” 



1949年 西北灵工团 
（正中间是张谷泉 ） 



西北灵工团 

-1945年10月山东潍县的乐道院教会 

成立灵修院。 

-1946年秋天，圣灵启示灵修院师生要差派工
人面向大西北、新疆、耶路撒冷﹐张谷泉牧师
廿多次传讲“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信息，
于是刘淑媛（大学生）、张美英（助产士）两
位年轻姊妹首先起行赴西北。 

-1949年在哈密举行了献堂感恩礼拜。差派 

同工到新疆各地宣教。1950年停頓。 

 



赵世光（1908-1973） 

-1942年 上海灵粮堂 

向逃难到上海的犹太人布道 

-1945年灵粮世界布道会 

-1951年九龙灵粮堂落成， 

赵世光牧师一连举行了一百晚 

的布道会。 

 其后亦创办了香港灵粮堂、台、美及各地。 

-差派周主培、栾传真等到印度尼西亚、越南植
堂宣教。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9%BE%8D%E9%9D%88%E7%B3%A7%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9%9D%88%E7%B3%A7%E5%A0%82


四、家庭教会的复兴与宣教 

时代背景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改变，教会面临逼迫磨
炼。传道人被劳改，教堂关闭或过去 大复兴的
果效遭遇考验。 

-教会去芜存菁，众多信徒坚强站立。 

60年来全面、隐密、草根性的复兴成为教会历
史中的奇迹。 

-1980年代改革开放及1990年代出国潮 

家庭教会开始关注宣教的异象和行动 
 



1950-1970年代-逼迫下的复兴 

• 复兴的因素 
《道路》1999年12月创刊号艾鸣《回顾与展望》 

-注重祷告 

-渴慕真道 

-火热传福音 

-生活俭朴 

-有许多基督徒家庭做坚实基础 

-有为主受苦殉道的心， “走十字架道路” 

-直接听命、顺服于基督 

 

 



1950-1970年代 

• 中国教会常见的问题（大复兴的反思） 

-神学基础薄弱 

-文化水平低 

-教导牧养跟不上 

-生命程度参差不齐 

-教会管理不完善 

-缺乏合一连结，各自为政 

-保守封闭或消极处世的倾向 

-权威式/家长式领导 
 

 



1980-201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
复兴与宣教 
-如春麦破冰而出：死而后生的见证，生命的历
练、为主受苦的心志。 

-海内外交流互动: 外教、顾问、留学、游学、讲
学、访问、探亲、移民、跨国企业、 就业、海
归、神归… 

-都市化（群体化）：学生、学者、专业人士、
影艺界、企业界、民工、妇女、老人… 

-多元新媒体与实体事工相辅相成 

-向回民传福音的行动和宣教学院 

 



参考 

J. Edwin Orr 欧伊文 

Evangelical Awakening In Eastern Asia，1975. 

中译本：东亚教会大复兴 

中国布道会出版，洛杉矶：1981年 

香港天道书楼总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