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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先多谢崇基学院教职员团契，特别是伍渭文牧师的安排，让我退休前能与大家再会面，更多谢
大家的拨冗光临，参加今日的欢送会。
四十年不算太长，但实在过得很快。
我十七岁进入崇基，当时是1968年，现在已进入2008年，原来已经过了四十年了。
所以当伍牧师邀请我分享的时候，我立时便选上了这个题目：“心系崇基中大四十年”。
四十年，真是不简单；在这四十年中，我有三十五年半是在崇基中大度过的，包括学习、生活和工作
。
我计算过，在崇基念本科四年，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已是四年制的大学，我主修“宗教”、副修“社会
学”；跟着三年是在崇基神学院修读神道学硕士（MasterofDivinity）课程，我是第一批入读这个课程
的学生，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批获颁神道学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之后，又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读了两年教育文凭课程（1976一1978），教育学院大楼也是在崇基校园之内。
所以，我在中大崇基的校园内总共花上了九年的岁月。
随后，我亦获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聘为校外文凭课程兼任导师（1979年），再有三年（1979—1982）
在中大教育学院担任兼职讲师（Part—timeLecturer）。
1982年我有机会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进修，第一年读毕文学硕士（主修教育）的学位课程（M
．A．inEduca—tion），再花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课程（Ph．D．inEducation）；我当时是
打破了伦大教育学院学生三年内取得两个高级学位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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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教育·社会：吴梓明教授荣休纪念文集》介绍2008年，吴梓明教授选择在香港中文大学
荣休。
多年来，吴教授一直致力于宗教研究领域，同时又提倡跨学科的方法。
本论文集是一部关于吴梓明教授荣休的纪念文集。
内容包括私人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解读；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论纲；
留美青年陶行知；20世纪初年留美中国基督徒学生的信仰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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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全球地域化的互动：中国社会基督宗教比较研究”项目综述/何心平全球宗教复兴及宗教政治——
一个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考察/刘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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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为什么会解体——与《牛津基督教史》中一个观点的商榷　　耶稣家庭是中
国基督教史上颇具影响的乌托邦社团。
《牛津基督教史》有关作者认为耶稣家庭在1950年代与三自运动关系紧张是导致其处境艰难的原因，
但事实上前者对三自运动表现出很大热情。
其解体在于建国后社会安定民生改善，在战乱中兴起的耶稣家庭失去其依托的社会基础；家庭成员通
过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等活动与外界社会接触后，对封闭的乌托邦体制下的生活日益不满；同时家庭
经济基础脆弱，土改后土地减少也难以维持。
因此，正如世界基督教运动中其他国家的乌托邦社团一样，内因是导致家庭解体最主要的原因。
　　耶稣家庭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会团体，笔者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耶稣家庭废除私有财产限制血缘
家庭，信徒共同劳动、实行公有的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因此它实际上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基督教教
派乌托邦团体。
不过，本文要考察的是这个乌托邦最后为什么会解体。
因为在关于耶稣家庭的研究中，这个问题是有异议的。
例如在麦克曼勒斯（John McManners）主编的《牛津基督教史》中，鲍尔哈切特（Kenneth＆Helen
Ballhachet）就认为耶稣家庭对三自运动“态度强硬”，所以“处境艰难”。
很明显，这里把耶稣家庭的困境归因于外部力量。
这也是海外研究著作中比较流行的看法。
但事实上，耶稣家庭在参与教会革新运动方面跟进得很快。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同时在第一版以显著位置刊登《中
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并公布了1527名首批签名拥护这一运动的中国基督徒名单。
其中山东省有407人，耶稣家庭就占了381人。
在1950年至1951年4月支持基督教革新宣言签名者中，全国一共200195人，山东占9934人，耶稣家庭签
名者有1747名，将近山东签名人的五分之一。
所以从签名运动的表现来看，至少在形式上，耶稣家庭在各个教会中，特别是灵恩派教会中是最积极
地支持三自革新运动的。
另外，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耶稣家庭也表现得特别积极。
老家在1950年底就开始发动各小家缝制慰问袋、制作新衣送给志愿军，并在1951年组织“耶稣家庭抗
美援朝医疗队”支持前线。
1951年4月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砀山各界4000人欢送砀山耶稣家庭医疗队出发的消息。
4月7日，中国基督教会机关刊物《天风》发表了《向砀山耶稣家庭看齐》一文，表扬了耶稣家庭。
另一教会核心刊物《协进》在4月16日也以《耶稣家庭组织志愿医疗队敬奠瀛老人带队奔赴朝鲜其他各
地小家纷起响应》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的领导人吴耀宗在全国基督教会议上也数次表扬耶稣家庭。
家庭政治上的激进态度令其他教会望尘莫及，也使得它在派别林立的教会圈子里脱颖而出，家庭领袖
敬奠瀛在正在形成的教会新领导层中占了一席之地。
1951年4月15日至2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
敬奠瀛等代表耶稣家庭出席会议，并被推选为32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是所谓灵恩教派中唯
一入选的人物。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敬还当选为在大会上成立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
会”委员，列名在吴耀宗之后，名义上进人了中国基督教会领导的高层。
　　所以，从这些事实来看，一些海外研究认为耶稣家庭对三自会以及对新政府持“强硬态度”，把
耶稣家庭的崩溃仅仅看成是外力的结果是不确切的。
他们显然忽视了像耶稣家庭这类基督教乌托邦团体内部因素的作用。
因此，本文将转而讨论耶稣家庭的内部问题，特别是考察建国后这个社团的实际走向，从而来探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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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的真正原因。
　　一、外部环境的变化　　耶稣家庭这种在宗教基础上独立的凝聚性很强公有生活团体的发展，得
益于外部环境的恶劣和社会控制的松懈。
但建国后这个基督教社团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耶稣家庭活动的地区已经全部解放。
社会走出长达十二年的战乱时期，新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社会、发展经济。
从1950年8月到1951年3月耶稣家庭老家所在的泰安地区进行了全面的土改。
据此次土改“是我区（泰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
、搞得最好的一次”。
1950年开始在全区宣传和贯彻新婚姻法，“有效地推进了我区妇女的解放”。
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动给农村社会带来新气象，得到土地的翻身农民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生活逐渐得到
改善，社会地位也在提高。
农村中洋溢着对前途充满希望的气氛。
　　这种周围社会氛围的变化对耶稣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很快产生了影响。
随着局面的稳定，这一时期投奔耶稣家庭的人已经少了许多。
虽然这一时期马庄老家团体的人口达到一个高峰，大约在500人左右，不过约三分之一是孩子，其中包
括马庄老家及与外地信徒的子女，但此后人口逐渐减少，到家庭解体前下降到300多人。
耶稣家庭在外地建立小家庭的速度也大幅度放缓，1949年后平均每年建立6.5个家庭，低于内战时每
年10个，抗战时每年8个的速度。
　　另外，这些新建家庭规模都很小，最少的两三个人，如绥远省的3处冢庭总共才7名信徒，平均每
个小家不到3人。
小家发展的其他方面也呈现明显衰落的迹象。
第一，以往小家庭发展最多的山东省，此期内仅有苍山县有一处新的小家，其外围的平原、河南两省
，一个家庭也没有。
多数新的小家庭都是老家派人去帮助建立的。
如湖北的3处小家庭，老家派出很得力的信徒去创立，但规模始终有限。
因此，可以说在新局面下，耶稣家庭道路的吸引力大大下降了，特别是在它影响最大的山东地区，小
家近乎停止发展，更说明家庭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
　　社会形势的变化也使得耶稣家庭的宗教理念和现实生活发生了深刻的矛盾。
耶稣家庭创建者敬奠瀛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一再用战乱来宣扬世界末日近了、耶稣马上再临人间的思
想，说明耶稣家庭存在的合理性。
但在社会走向安定、经济逐步恢复，这种以灾变为内容的末日论就难以解释得通。
这对一些信徒来说，会动摇他们对敬奠瀛所倡导的宗教理念和家庭道路的信念。
其次，社会的安定使得耶稣家庭失去了在战乱年代作为信徒避难所的功能，反而使人们日益厌倦小圈
子的单调生活。
所以在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时，青年人确实都踊跃报名，参加不上医疗队的人，对家长都产生了不满
情绪。
　　不仅是宏观环境的变化，对耶稣家庭来说，它还面临着一种新体制的管理。
耶稣家庭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过问自生自灭的状态。
但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和管理已经延伸到社会最基层的村社组织，耶稣家庭虽然没有被置于直接的行
政领导之下，但已经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控制力量了。
1949年底，耶稣家庭在马庄镇盖房，打算兴办商业合作社，为家庭经济开辟新的来源，据说生意很兴
旺。
但是因为地方政府认为“不符合新民主主义”而不予登记，这个计划只好流产。
1950年初家庭又想以全家资产为抵押兴办缫丝厂，也未得到政府的批准。
家庭接连企图兴办工商事业，显然是看到时局稳定之后，为多余劳动力找出路。
但这些尝试都因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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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无法开辟新经济门路，原来的路子也越走越窄。
1950年秋，在政府所推行的合理负担政策中，对家庭按一般教会人员征收公粮，这使家庭感到不公平
，因为以往按土地与人口之比的征粮，家庭是可以免除许多征粮负担的。
但家庭解释无用，只能按新章纳粮。
这些挫折使敬奠瀛和家庭其他领导人觉得“政府不了解家庭”，因此就必须在这方面做点工作。
实际上，这反映了耶稣家庭这种团体在新政府整合社会的努力中有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
从以后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耶稣家庭不断在向政府表明心迹，有意淡化宗教色彩，着重家庭的社会工
作。
耶稣家庭在向政府报告1950年的工作情况时，强调自己是一个“劳动的宗教团体”。
在1950年春季大聚会上，“老家及各处家庭的工作汇报，都以生产为主，更以政府的号召为生产的重
点，故大会总结以‘加强生产’、‘响应政府号召’为1950年的工作方针”。
但在抗美援朝的紧张气氛下，政府只可能加强对这种社团的管理。
1951年春季例行的大聚会后，地方公安部门方面以影响社会秩序和生产为由，不允许耶稣家庭继续这
种活动，从1927年开始这种宗教传统终于因不合新时代的要求而告结束。
显然，这意味着这个乌托邦社团活动必须接受一种新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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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教·教育·社会：吴梓明教授荣休纪念文集》介绍了多年来，吴教授一直致力于宗教研究领
域，同时又提倡跨学科的方法。
在研究院的招生简章上，吴教授负责的方向为“宗教、教育与社会”。
其中，中国基督教史是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吴教授的学生也都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
最突出的如陶飞亚关于耶稣家庭的研究，后来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奖。
其他如李智浩做了耶佛对话问题的研究，梁冠霆做了留美华人基督徒群体的研究，曲宁宁做了基督教
女青年会的研究。
宗教教育是吴教授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如吴昶兴、何荣汉、伍德荣和刘贤围绕近代宗教教育界的名人
刘廷芳、陶行知、韦卓民、陈垣等进行了个案研究；曾家洛对慈幼会在港教育事业进行了研究。
宗教社会学则是吴教授荣休前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如朱峰结合宗教社会学方法对基督教移民问题的研究，刘义对宗教与全球化问题的理论研究，何心平
所参与的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基督教研究项目。
另外，如李惠源对近代朝鲜的西学和中学之争所作的研究，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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