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與
中國文化研究叢書

差傳、基要與自立實踐：基督教宣道會華中教區的宗教傳播及其
身份建構的探析（1889-1951）
Mission, Fundamentalism and Independent Practice: The
Analysis on the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the Central China(1889-1951)
倪步曉 著

2022年7月初版／384頁／HK$160

宣道會來華的歷史，始於傳教士在安徽蕪湖設立第一個宣教基址。

本書作從1889年到1951年的時段，探討宣道會華中教區的自立與

在安徽、湖北與湖南等地的發展。當中，作者以身份建構的視角，

結合大量收藏於美國科羅拉多的宣道會檔案館資料，探討華中教區

的傳教士與華人信徒，如何在混亂的時局，建構起差傳、基要與自

立實踐的信仰群體與組織身份。本書填補了宣道會在華中地區發展

的研究空白，為宣道會來華的歷史追本溯源，貢獻良多。

作者在本書最後的餘論，提及六點未來可繼續探討的在華宣道會研

究議題。這些題不單帶有拋磚引玉的作用，更可吸引後學在宣道會

的派史及區域史研究上，繼續發掘值得探討的議題，值得期待。

宣道運動在香港：香港宣道會的發展歷史（1949－1999）
何明章著

2021年7月初版／400 頁／HK$140

本書修訂自作者的博士論文，內容論述上世紀宣道會在

香港宣教與建立教會的事蹟，從宏觀的視野闡析宣道運

動如何進入香港，與香港社會同步發展；並從宣道會的

立會精神、中國大陸經驗、政教關係及中西合作等方面，

分析該會快速增長並成為香港第二大宗派的原因。



太陽旗下的十架 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 (1941 1945)
陳智衡 著

2009年2月初版／404 頁／HK$125

本書觸及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淪陷時期中，香港教會所處身

的困境：日本皇軍對教會的粗暴對待、當局配合日本政府

的宗教政策而推行的教會合併計劃、傳教士被囚禁在集中

營的情況等，重構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這歷史缺口。

香港閩南教會研究
黃彩蓮 著

2005年10月初版／332 頁／HK$110

本書作者是閩南人，本於一份濃厚鄉情，決意四出訪談、

多方考掘，追查香港閩南教會的歷史根源，挖掘教會的

傳統及本土特色，並探尋未來可發展的空間。本書原創

性甚高，成果具參考價值，對香港教會史是一處重要的

補白。

中國基要主義者的實踐與困境－陳崇桂的神學思想與時代
邢福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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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陳崇桂為研究對象，全面探討這位中國基要主義

領袖的生平與思想。除了重建陳崇桂的基要主義神學思

想以外，作者更通過陳氏的一生，展示密切影響中國教

會的不同課題。本書不僅有助我們認識二十世紀中國教

會的發展，更進一步展現出中國基要主義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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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
梁家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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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研究有關當代中國農村教會諸現象，包括其創生的歷

史緣起、社會和文化因素、存在形態、政教關係、與三自

會的關係，目前的危機及未來的展望等；並就中國基督教

的蓬勃增長現象作探討，從農村教會的創生與異端問題，

作詳細分析，是認識中國教會現況的重要著作。

基督信仰與救國實踐—二十世紀前期的個案研究
邢福增 著

1997年10月初版／444 頁／HK$160（精裝）HK$120（平裝）

民國時期，不少國民黨黨政軍要人都是基督徒，對這群

擁有雙重身 分的中國人來說，基督信仰對他們的生命有

多大的影響？本書透過 對三位具備黨政軍三界背景的

基督徒—徐謙、馮玉祥、張之江的 研究，以進一步釐清

上述的問題。

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

邢福增 著

1995年4月初版／214 頁／HK$130（精裝）HK$100（平裝）

本書探討晚清中國基督徒的「文化適應」(cultural accommodation)
問題，即指中國信徒在處身異文化東來的處境時，如何面對及尋求

協調整合異文化與本土文化女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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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基督教教育

梁家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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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學校是自十九世紀開始，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建立的傳教事業

中的重要部分。本書以廣東省為取樣地區，研究十九世紀至二十世

紀傳教士在中國建立教育事業的始末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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