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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1949 年革命是中國歷史的巨變。隨著新政權的成立，中國基督教在高度政治化的處境
下，組織、體制、神學及人事方面，均經歷重大變化。本課程以基督新教為中心，旨

在探討革命時代下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並選取不同背景的中國教會領袖及重要人

物，剖析他們在動盪時代中所作的政治及信仰抉擇及回應。 
 
學習成果 
 

1. 認識基督新教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發展 
a. 認知整體情況，特別是黨國的宗教政策及其在基督教的實踐 
b. 掌握關於中國基督教史的基本史料  

2. 從歷史脈絡探討及了解中國基督教領袖 
a. 對中國基督教的處境及人物的互動有基本認識 
b. 對最少一個人物有較深入的掌握 

3. 培育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現實意義 
a. 以史為鑑，與當前的處境對話 

 
課程大綱 
 

一、延續與斷裂：1949 年與中國基督教 
二、從改造到消滅：中共基督教政策回顧（1949 - 1966） 
三、革新與愛國：中國基督教三自運動的發展（1949 - 1966） 
四、吳耀宗（1893-1979）：基督教的革新者？叛教者？ 

五、趙紫宸（1888-1979）：被革命 DQ的神學家 
六、陳崇桂（1884-1963）：愛國愛教的「大右派」 
七、倪柝聲（1903-1972）：「摸」政治的屬靈人 
八、楊紹唐（1898-1969）：為了傳福音的「兩面派」 
九、王明道（1900-1991）：為了信仰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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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李儲文（1918-2018）：在地下工作的「無間道」 
 
 
基本教科書 
 

1.  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 
2.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

2008，2012增訂，2019）。 
 
課程要求及評分標準 
 
（1）閱讀報告（30%） 
 
1. 目的：通過閱讀史著，認識歷史。 
2. 要求及內容： 

a) 閱讀《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字數 3000字內 
b) 內容簡介 [7%]：不用對全本書作撮寫，將有關史著作一概括介紹 
c) 組織及分析 [10%]：整理及分析史著的研究問題、研究進路及結論 
d) 評論 [10%]：對作者立論及觀點的評論 
e) 註釋及參考書目 [3%]：格式及相關著作的參考 
f) 死線：2023年 11月 11日 

 
Assessment Rubric for Book Report 

 Excellent  
100%-90% 

Good 
89%-75% 

Fair 
74%-50% 

Poor 
49%-0% 

Summary (5%) The author 
provides a 
detailed 
summary that 
shares the main 
idea of the 
book. The 
summary is 
informative.  

The author 
provides a 
summary that 
shares the main 
idea of the book. 
The summary is 
informative.  
 

The author 
provides a 
partial 
summary that 
shares some of 
the main ideas 
of the book. 
The summary 
is limited.  

The author provides 
no clear summary of 
the book. The 
summary is 
incomplete or 
missing.  
 

Organization (10%) The author has 
organized the 
review into 
detailed 
paragraphs. It 
is easy to 
follow the 
author’s ideas 
because they 
flow nicely 
together.  

The author has 
organized the 
review into 
paragraphs. It is 
easy to follow the 
author’s ideas.  
 

The author has 
attempted to 
organize the 
review into 
paragraphs. It 
is somewhat 
difficult to 
follow the 
author’s ideas.  
 

The author did not 
organize the review 
into paragraphs. It is 
difficult to follow the 
author’s ideas.  
 

Opinion/Critique  
 (10%) 

The author 
shares his/her 
personal 
opinion of the 
book, 
commenting 
on the book’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 author shares 
his/her personal 
opinion of the 
book, 
commenting on 
the book’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 
author provides 

The author 
briefly shares 
his/her 
personal 
opinion of the 
book. The 
author 
provides 
limited 

The author does not 
share his/her personal 
opinion of the book. 
The author does not 
include examples 
from the book to 
support his/her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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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provides many 
specific 
examples from 
the book to 
support his/her 
opinion.  

examples from 
the book to 
support his/her 
opinion.  
 

examples from 
the book to 
support his/her 
opinion.  
 

Format of citations 
and reference (5%) 

High accurate Accurate Not quite 
accurate, with 
some 
omissions 

Inaccurate, with 
substantial omissions 

 
（2）史料報告（70%） 
 
1. 目的：對原始史料的閱讀及分析 
2. 要求及內容： 

a) 選擇一位中國基督教有關人物，並以其著作（一本書，或 5至 8篇相關文章）
為文本，分析其對 1949年中國共產革命及教會處境的回應。字數 7000字內 

b) 研究問題 [7%]：相關人物的重要及問題界定 
c) 文本重點 [15%]：史料的內容 
d) 組織及分析 [25%]：整理及分析史料呈現的人物與處境之互動 
e) 當代反思 [15%]：將有關人物與當代處境聯繫，作個人反思 
f) 註釋及參考書目 [8%]：格式及相關著作的參考 
g) 死線：2023年 12月 16日 

 
Assessment Rubric for Historical Documents Report 

 Excellent  
100%-90% 

Good 
89%-75% 

Fair 
74%-50% 

Poor 
49%-0% 

Thesis statement 
(7%) 

Thesis is clear 
and well 
developed. The 
thesis dentifies 
the question and 
evaluates the 
relevance of the 
issue addressed 
in the report 
prompt. 

Thesis is 
partially 
developed, but 
only 
superficially 
addr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 in the 
report prompt.  
 

Thesis is 
underdeveloped 
and does not 
directly address 
the significance 
or relevance of 
the report prompt. 

Thesis merely 
paraphrases the 
report prompt or 
report has no 
thesi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cument (15%) 

Understands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cument 
in relation to the 
topic of study 

Shows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cument 

Shows some 
understanding  

Demonstrates no 
understanding  

Opinion/Critique  
 (25%) 

Demonstrates a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and careful,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opic and thesis 
(argument).  

Demonstrates an 
understanding 
and some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opic and thesis 
(argument).  

Demonstrates 
general 
understanding 
with limite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opic 
and thesis 
(argument).  

Demonstrate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inadequat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opic and 
thesis. Analysis is 
superficial based 
on opinions and 
preferences rather 
than cri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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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15%) 

Response 
demonstrates an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Viewpoints and 
interpretations 
are insightful 
and well 
supported. 
Clear, detailed 
examples are 
provided, as 
applicable. 

Response 
demonstrates a 
general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Viewpoints and 
interpretations 
are supported.  
Appropriate 
examples are 
provided, as 
applicable. 

Response 
demonstrates a 
minimal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Viewpoints and 
interpretations are 
unsupported or 
supported with 
flawed 
arguments. 
Examples, when 
applicable, are 
not provided or 
are irrelevant to 
the assignment. 

Response 
demonstrates a 
lack of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Viewpoints and 
interpretations are 
missing, 
inappropriate, 
and/or 
unsupported. 
Examples, when 
applicable, are not 
provided. 

Format of citations 
and reference (8%) 

High accurate Accurate Not quite 
accurate, with 
some omissions 

Inaccurate, with 
substantial 
omissions 

 
Grade Descriptor: 
 
A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all learning outcomes. 
A- Generall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all (or almost all) learning outcomes. 
B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on all learning outcomes, OR high performance on some learning 

outcomes which compensates for less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others, resulting in 
overall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C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the majority of learning outcomes, possibly with a few 
weaknesses. 

D Barely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a number of learning outcomes 
F Un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a number of learning outcomes, OR failure to meet specified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其他注意事宜 
 

1.  同學必 須在  Blackboard 呈交 功課。檔 案 名 稱格式如下： THEO 
5958_YOUR NAME_Report 1 or Report 2 

2.  同 學 須 同 時 將 功 課 上 載 至 VeriGuide
【https://academic.veriguide.org/academic/login_CUHK.jspx】，下載誠實聲明

【 https://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Eng_htm_files_(2013-14)/
p10.htm】，附於功課末頁一併呈交。 

3.  報告必須以嚴謹學術論文格式撰寫，以註腳註明參考出處，並附參考書

目。 
4.  同學務必登入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了解抄襲/剽竊

（plagiarism）的定義，並避免觸犯有關規定。 
5.  同學可在 Blackboard 下載本科資料及參閱通告。同學亦可透過 Blackboard

獲悉老師對功課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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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Reserved Books)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背景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 （1966-196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卷 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王邦佐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北京社會主義學院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社會主義時期）》（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3）。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 》「中華人民共和

國史」卷 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江平主編：《當代中國的統一戰線》上下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 （1956-1957）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史」卷 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 （1953-1955）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卷 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 4（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洪長泰：《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台北：聯經，202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1）。 
盛慕真：《紅太陽的灼熱光輝：毛澤東與中國五○年代政治》（台北：聯經，2021）。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修訂版），上下冊。 
麥克法夸爾（R. MacFarquhar）﹑費正清（J.K. Fairbank ）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

革命內部的革命（1965-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麥克法夸爾（R. MacFarquhar）﹑費正清（J.K. Fairbank ）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

中國的興起（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鄒讜（Tang Tsou ）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1994）。 
鄒讜（Tang Tsou ）著：《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 （1962-1965）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 5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上下冊（台北：聯經、2012）。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著，閆宇譯：《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社，2019）。 
Brown, Jeremy & Pickowicz, Paul G.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中譯：周杰榮、畢克偉

著，姚昱等譯：《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1）。] 
Cheek, Timothy,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Dikötter, Frank.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 

London: Bloomsbury, 2010. .[中譯：馮客著，向淑容等譯：《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的

中國浩劫史》（台北：聯經，2012）。] 
Dikötter, Frank.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London: Bloomsbury, 

2010.[中譯：馮客著，向淑容等譯：《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台北：聯經，

2017）。] 
Dikötter, Frank.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57. London: 

Bloomsbury, 2013. .[中譯：馮客著，蕭葉譯：《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台

北：聯經，2018）。]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Politics of China: Six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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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yke, Lyman p. Van.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67. 

 
二、五十年代三自運動與中國教會研究 
 
Bays, Dabiel H. “Ch. 7: Christianity and New China, 1950-1966.”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2.  
Bush, Richard C. Religion in Communist China.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0. 
Hunter, Alan & Chan, Kim-kwong.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3.＊ 
Jones, Francis P. ed. Documents of the Three-Self Movement: Sourc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 1963. 

Jones, Francis P. The Church in Communist China: A Protestant Appraisal.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62. 

Lee, Tse-hei Joseph. “Politics of Faith: Christianity Activism and Maoist State in Chao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Review (:2(Fall 2009): 17-39.  

Lyall, Leslie T. Come Wind, Come Weather: The Present Experience of the Church in China. Chicago: 
Moody Bible Institute, 1960. [中譯：賴恩融著（Leslie T. Lyall）、王永信譯：《風雨中的教會》

（臺灣：中國信徒佈道會，1980）。] 
Lyall, Leslie T. God Reigns in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5. [中譯：賴恩融著（Leslie 

T. Lyall）、唐華等譯：《萬有主宰》（臺北：中國信徒佈道會，1988）。] 
Mariani, Paul P. Church Militant: Bishop Kung and Catholic Resistance in Communist Shanghai.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Myers, James T. Enemies Without Gun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Y.: 

paragon House, 1991. 
Wickeri. Philip L. 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Movement & 

China’s United Front. N. Y.: Orbis, 1988.＊ 
Wickeri. Philip L. Reconstruct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K. H. Ting and the Chinese Church. N. Y.: 

Orbis, 2007. 
Starr, Chloë. Chinese Theology: Text and Contex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Ying, Fuk-tsang. “The CPC’s Policy o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949-1957: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9 (Sept. 2014): 884-901. 
Ying, Fuk-tsang. “Voices from the Bamboo Curtain: A Study of the Audience Response to 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in Maoist China (1959-1968).” in Unfinished History: Christianity and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ed. by Philip L. Wickeri.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 lt, 2016. 
111-131. 

Ying, Fuk-tsang. “The Christian Discourses of “chao zhengzhi” (Supra-politics) in the Early PRC: A 
Religio-Political Reappraisal.” Religions. 13:7 (July 2022). Special issue on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642 https://doi.org/10.3390/rel13070642 

 
《赤地之穗──來自中國大陸的見證》（台北：中福，1996）。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編：《傳教運動與中國教會》（北京：宗教

文化出版社，2007）。 
王國顯：《行過了死蔭的幽谷》（香港：晨星出版社，1989）。 
王德龍：《以「信」廢「用」──賈玉銘生平及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艾得理（David H. Adeney）著、中天、羅錫為譯：《祂必保守》（香港：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

團契，1981）。 
艾得理（David H. Adeney）著、中信翻譯小組譯：《中國教會長征錄》（臺北：中國信徒佈道

會，1988）。 
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 
邢福增：〈中國基督教史的 1949 年分界〉，黃文江等主編：《恆與變之間──1949 年以來中國

基督教史論集》（香港：建道神學院，2017），頁 3至 39。 
邢福增：〈反右派鬥爭與中國基督教〉，《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164 期（2017 年 12月），

頁 21至 35。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2008，2012 增

訂，2019）。＊ 



THEO 5958 中國基督教專題研究 I 邢福增 

 7 

張賢勇：〈書評：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建道學刊》，第 6 期（1996
年 1月）。 

陳智衡：〈中共建國前後崔憲祥的掙扎與抉擇〉，氏著：《紅火淬煉──近代中國基督教政教

關係史（1911-1952）（香港：建道神學院，2016）。 
福音證主協會編：《浩浩恩雨沛中華──「守望中華」文集》（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83）。 
趙天恩：《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86）。 
趙天恩：《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北：中國福音會，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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