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大綱 
 

科目名稱：中國教會史 

科目英文名稱：Chinese Church History  

科目系別：神學及歷史 

科目編號：2019T4-2240M 

講        師：陳廣培博士  B.Th., M.Div., S.T.M., Ph.D. 

授課語言：普通話 

科目學分：三個學分 

教學模式：時空無間教學模式 

上課日期：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課時間：每週自行到校務系統中收看視頻，盡可能在星期一收看，以便參與每週討論 

課程簡介：本課程旨在為學員介紹基督宗教傳入中國（從第七世紀至現在）的歷史，涵蓋唐、元、

明末、清、民國、中共建國後各時期基督教在華的發展歷史，結合中國歷史文化背景探

討來華傳教士的經歷、在不同時代與中國社會的互動關係、中國教會及基督徒的冒起和

自我定位、基督教在中國近現代史種種運動中的影響和回應，以及面對不同政治局勢和

社會變遷時所受的衝擊與適應等，並嘗試從這些歷史經驗比較和反省華人教會及其信仰

的各種情狀。 

 

課程內容： 

1. 唐元的基督宗教 

2. 明末至清中葉時的天主教 

3. 東正教在中國  

4. 清朝時的新教 

5. 清中葉至民國時期的天主教 

6. 民國時期的新教（1） 

7. 民國時期的新教（2） 

8. 中共建國後的天主教與新教 

 

☆  《教科書》及《參考書本》須知： 

 

1. 購置本科需用之《教科書》及/或《參考書本》之責任由學員自行負責，故學員必須在開課

前預備妥； 

2. 《課程大綱》在每季度開課前數月已在本院網頁中刊載，學員需早日準備妥所需用的書籍； 

3. 若在開課後學員仍未能尋得《教科書》及/或《參考書本》而對作業或課業有所影響時，學

員需自行承擔責任。 

 

 



 

 

基本閱讀：  

學士班學員 

1.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文藝，1979。 

購書網址︰淘寶 https://s.taobao.com 

 

2. 宗亦耘︰〈比較元代景教與天主教傳播的異同〉《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5 期，

頁 131-141。(資料由老師在網上提供) 

3. 肖玉秋︰〈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東正教經書漢譯與刊印活動述略〉《世界宗教研

究》，2006 年第 1 期，頁 93-10。(資料由老師在網上提供) 

4. 王京强︰〈社會福音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6 期， 

頁 130-137。(資料由老師在網上提供) 

 

 

碩士班學員 

1. 鐘鳴旦、孫尚揚著︰《一八四零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購書網址︰淘寶https://world.tmall.com 

 

2. 宗亦耘︰〈比較元代景教與天主教傳播的異同〉《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5 期，頁

131-141。(資料由老師在網上提供) 

3. 張曉林︰〈四大耶五行耶四行耶— 楊廷筠辨儒釋耶元素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第 37 卷第 6 期，2009 年 11 月，頁 26-31。(資料由老師在網上提供) 

4. 肖玉秋︰〈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東正教經書漢譯與刊印活動述略〉《世界宗教研究》，

2006 年第 1 期，頁 93-10。(資料由老師在網上提供) 

5. 王海鵬，劉天路︰〈來華傳教士與晚清反鴉片運動〉，《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第 36 卷第 5 期，2009 年 9 月，頁 138-142。(資料由老師在網上提供) 

6. 王京强︰〈社會福音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6 期， 

頁 130-137。(資料由老師在網上提供) 

7. 周蜀蓉︰〈本色化運動中的中華基督教文社〉，《宗教學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88-93。

(資料由老師在網上提供) 

 

參考閱讀： 

1. 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2.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文藝，1979。 

3. 顧偉民︰《中國天主教編年史》。上海︰上海書店，2003。 

4. 張綏︰《東正教和東正教在中國》。上海︰學林，1986。 

5.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1900-1949》。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8。 

6. 林榮洪︰《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香港︰天道，1980。 

7. 梁作祿︰《文革後的中國天主教》。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2。 

8. 羅光︰《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香港、台灣︰香港真理學會、台南光啟，1967。 

https://world.tmall.com/


 

 

9. 梁家麟︰《福林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1988。 

10.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1987。 

11. 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台北︰台灣商務，1984 年四版。 

12.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文藝，198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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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羅冠宗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1950-1902）》。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

愛國運動委員會，1993。 

15. 梁元生：《十字蓮花：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論集》。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出

版社，2004 年。 

16. 謝和耐（Jacques Gernet）著，耿昇譯︰《中國與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7.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傳播中心

出版社，1989 年。 

18.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傳播

中心出版社，1993 年。 

19.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上海書店，1991。 

20.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1.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北︰中國福音會，1997。 

22. 錢寧等編︰《基督教與少數民族︰社會文化變遷》。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 

23. 馮志弘︰《基督宗教與中國︰歷史•哲學篇》。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5。  

24. 陳垣︰《元也里可溫教考》，陳垣著，陳智超編︰《陳垣全集》第二冊。合肥︰安徽

大學出版社，2010。 

25. 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 

26. 王瑩︰《身份建構與文化融合—中原地區基督教會個案研究》。上海︰人民，2011。 

27. 梁壽華︰《革命先驅: 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2007。 

28. 邢福增︰〈政教關係〉，羅金義、鄭宇碩編︰《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變與常》。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313-328。 

29. 劉建平︰《紅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基督教、天主教的政策演變及

其影響(1949-1955)》。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2。 

30. 張先清編︰《史料與視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大學出版

社，2007。 

31. 賴德烈著，雷立柏、靜也、瞿旭、成靜譯︰《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漢語基督

教文化研究所，2009。 

32. 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著，耿昇、鄭德弟譯︰《中國基督徒史》。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8。 

33. Latourette, Kenneth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34. Latourette, Kenneth S.,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 VII: Advance 

Through Stor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5. 



 

 

35. Latourette, Kenneth S., Christianity in a Revolutionary Age: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Ninetee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Vol.5: The Twentieth Century Outside Europ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63. 

36. Yao, Kevin Xiyi, The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Among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20-1937.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37. Smith, Carl,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8. Winkler, Dietmar W. and Li. Tang ed., 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39.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est-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2. 

 

 

功課要求： 

學士班學員 

1. 閱讀心得（20%）       繳交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11 月 4 日，11 月 18 日 

學員必須在聽完第 1-2，3-5，6-8 課之後，各寫一篇有關讀物的心得與反省（不是撮

要），共三篇，每篇約 700 字。 

 

2. 讀書分享 （5%）︰                                              繳交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 

丘恩處編著︰《新時代華人神學》。（紐約︰紐約神學教育中心，1996）。 

購書網址︰聯絡紐約神學教育中心 

學員主要是分享和評析作者對「華人神學」的看法。字數約 1000 字。 

 

3. 讀書報告（25%）                                              繳交日期：2019 年 12 月 2 日 

1.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文藝，1979。 

購書網址︰淘寶 https://world.taobao.com 

清楚說明作者的寫作目的、進路、涉及內容，及其優缺。字數約 2500-3000 字。 

 

4. 研究專文（30%）                                        繳交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專文題目可在「一些專文題目建議」中挑選，字數約 3000-3500 字，書寫格式必須

按照本院的《研究專文及論文守則》。 

 

5. 每週討論（20%） 

• 學員必須在此項功課取得合格的分數，即這項功課之百分比的六成(60%)，否

則本科將被評為「未完成」(Incomplete)。 

請注意：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學員必須參與！若因為生病或其他突發事件而不

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必須即時在「本科問題及資訊」通知老師，否則該週當

曠課論，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學員每週必須參與至少兩次的討論，按本院遞交亞洲神學協會的文件上申明，每

一個三個學分的科目需要花費 20 小時在每週討論的項目上。因此，將其平均分配

在八週內，每週花在這項功課的時間約為 2.5 小時。此外，這項目的評分基準是

根據回應次數、討論內容和討論篇幅。敬請留意！ 

 



 

 

 碩士班學員 

1.  閱讀心得（20%）       繳交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11 月 4 日，11 月 18 日 

學員必須在聽完第 1-2(1-2 篇)，3-5(3-4 篇)，6-8(5-6 篇)課之後，在所讀的兩篇文章中

選寫其中一篇有關讀物的心得與反省（不是撮要），共三篇，每篇約 900-1000 字。 

 

2. 讀書分享 （5%）︰                                                     繳交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 

丘恩處編著︰《新時代華人神學》。（紐約︰紐約神學教育中心，1996）。 

購書網址︰聯絡紐約神學教育中心 

學員主要是分享和評析作者對「華人神學」的看法。字數約 1500 字。 

 

3.  聽課啟發與反省（5%）                         繳交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25 日 

學員必須在聽完 1-4，5-8 課之後，寫下啟發、反省（不是撮要），各寫一篇，共兩

篇，每篇約 750 字。 

 

4. 書評   （ 25%）︰                                         繳交日期：繳交日期：2019 年 12 月 2 日 

鐘鳴旦、孫尚揚著︰《一八四零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購書網址︰淘寶 https://world.tmall.com 

清楚說明作者的寫作目的、進路、涉及內容，及其優缺，是否能達到寫作的目的解

決結難。字數約 3000-3500 字。 

 

5.  研究專文（25%）                                                       繳交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專文題目可在「一些專文題目建議」中挑選，字數約 3500-4000 字，書寫格式必須

按照本院的《研究專文及論文守則》。 

 

6. 每週討論（20%）  

• 學員必須在此項功課取得合格的分數，即這項功課之百分比的六成(60%)，否

則本科將被評為「未完成」(Incomplete)。 

請注意： 

每週討論是屬於課業的一部分，學員必須參與！若因為生病或其他突發事件而不

能在某一週內參與討論，必須即時在「本科問題及資訊」通知老師，否則該週當

曠課論，並且失去討論的分數！ 

學員每週必須參與至少兩次的討論，按本院遞交亞洲神學協會的文件上申明，每

一個三個學分的科目需要花費 20 小時在每週討論的項目上。因此，將其平均分配

在八週內，每週花在這項功課的時間約為 2.5 小時。此外，這項目的評分基準是

根據回應次數、討論內容和討論篇幅。敬請留意！ 

 

 

 

一些專文題目建議︰ 

 

1. 唐時景教的（甚麼課題）的文化融合的評析。 

2. 明時天主教的（甚麼課題）的文化融合的評析 

3. 民國時期基督新教的（甚麼課題）的文化融合的評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