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 $$月 !!日!丁光训主

教以 %&岁高龄在南京逝世"仅差了

'天时间! 他未能迎来金陵协和神

学院的 '"周年校庆纪念日"在过去

的一甲子中! 丁光训担任该院院长

达 (&年!其后两年是名誉院长"

$%((年!丁光训被中华圣公会

按立为浙江教区的主教" 时至 !"$!

年! 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在世的基督

教主教"丁光训主教的离去!带走了

一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时代"

“两个C，基督和中国
（ChristandChina）”

!"!#年，丁光训生于上海的基
督教世家，从小接受英文教育，连在
圣公会做礼拜也用英文。丁光训在
圣约翰大学高中部、大学部完成早
年教育，!"$% 年以英国文学学士
学位毕业。此后进入上海基督教青
年会，任学生部干事。
青年会虽以基督教教义为立会

的宗旨，实际并不宣教，所以不是教
会，而是一个服务于社会的 &'(。
青年会因致力于服务社会、改变社
会，丁光训自然被会内外一批思想
偏左的青年知识分子、基督徒吸引。
其中，对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来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首任
主席吴耀宗。

丁光训大学毕业这一年，卢沟
桥炮声隆隆。民族救亡已是中国社
会的第一主题，中国基督徒自然无
法置身事外。但救亡，尤其是诉诸武
力，又与教义中“打你的左脸，给他
右脸”的和平主义相抵触。后来吴耀
宗曾谈到，自己 $)年代出现“人格
分裂的现象。圣经唯爱是真理，抗日
救亡也是真理”。
这一张力，普遍存在于吴耀宗

和丁光训这一代基督徒身上。表面
上看，沿海省份、租界内出生长大的
基督徒，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
性”应最为明显。但实际上，他们因
身负国耻家恨反而更具有民族主义
和爱国激情。只是在当时，“爱国爱
教”如何结合，历史还未给他们一个
明确的选项。

*"+,年，丁光训担任吴耀宗等
发起的“中国基督教民主研究会”执
行干事。据丁光训的好友周加才在
《爱无止境》一书中记录，“丁光训在
不少青年学生心目中已成为一个学
生运动的领袖”。

*"+-年丁光训出国，翌年赴美
国协和神学院，于 *"+.年获得神学
硕士，然后去瑞士日内瓦担任世界
基督教学生联盟干事。此时，国内战
场上胜负渐分。据丁光训回忆，/"+"
年 ,月吴耀宗赴欧洲参加世界和平
大会，曾找他长谈。
吴耀宗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

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群众翻身做主
所带来的新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他引用《马太福音》第 0,

章说明，共产党人口头上否认基督，
却实践了爱；而基督教口头上不停
地承认基督，实践上却没有能彰显
它，因为没有对大众的爱。丁光训
问：新中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
要取消宗教，你是否还拥护新中国？

吴先生说丁太听信国外所谓解放区
迫害宗教的许多谣传了。“退一万步
来说，只要祖国是美好的，那么，即
便宗教受到打击，我还是爱祖国。”
吴说。

吴耀宗还向丁光训详细解释，
在新中国，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协
商来妥善解决，统一战线将在国家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宗教信仰
自由从根本上说将是有保障的，但
实践上一定会出现各种问题，需要
对干部和信众双方经常进行政策教
育……
当其时，将共产党和毛泽东看

作拯救中国的“弥赛亚”，在中国基
督徒中为主流观点之一。甚至有牧
师感佩其所作所为，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如上海基督教国际礼拜堂的
李储文牧师，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干
部，香港回归前曾任新华社香港分
社副社长。

/",/年，丁光训回国。1)多年
后，丁光训提及往事，将他这一代中
国基督徒的信仰归纳为“有两个中
心的椭圆，是两个 2，即基督和中国
（234567 89: 23598）”。

他出任院长，各派都
能接受

/"+"年鼎新之际，虽然中国宣
布“一边倒”，但中国教会对外通道
尚未断绝。在当时，中国基督教、天
主教教会，及其设立的学校、医院，
均以国外资金、尤其是美国资金为
主而支持运转。/"#;年 -月朝鲜战
争爆发，中美彻底交恶，美国政府宣
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不
久，中国亦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
财产。至此，前述外援彻底断绝。基
督教“三自”运动，即始于此政治、经
济背景下。

“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
的简称。早在 /.,)年，英国圣公会
亨利·樊就提出了“三自”的概念，认
为“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使他们
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使基督教会
在中国落地生根，不必依靠海外母
会。至 0)世纪 0)年代，中国也曾兴
起一批独立教会，强调由中国人领
导，由中国信徒自己维持。当时，西
方传教士对中国教会实现“三自”的
要求并不排斥，甚至部分外籍传教
士在积极倡导、努力推动。但在现实
中，由于战乱和贫弱，/"+"年以前
的中国“三自”，进展并不迅速。

/",)年 %月 0.日，吴耀宗等
+)名中国基督教各教派领袖联名
发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
努力的途径》，即著名的《三自宣
言》。"月 01日《人民日报》头版全
文刊载了《三自宣言》，并公布截至
. 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签名的 /,0%

位基督教徒的名单。至 /",1年 /0

月，签名人数达到了 +)万人，约占
当时全国基督教徒的三分之二。第
二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成立，吴耀宗任主席，丁光训为常务
委员。

/",0年，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基
础上，华东 //所神学院及圣经学校
联合，建成金陵协和神学院。年仅
1%岁的丁光训出任院长。

当时，基督教内各宗派林
立———这实际上是国际各宗派先后
进入中国宣教后，自然形成的格局。
上述 //所神学院及圣经学校，也分
属不同的宗派。丁光训回国后担任
广学会总干事，没有在任何神学院
任教，因而由他出任院长，是各派都
能接受的人选。
大致说来，当时中国基督教界

已分现代（自由）、保守（基要）两大

阵营，对神学教学、圣经的各种教义
理解差异颇大，并因此造成生活习
惯的差异。有学生受灵恩派影响，每
次祷告的时候会大哭。又如圣约翰
大学内的圣公会中央神学院，据当
时的学生、后来中国基督教协会会
长曹圣洁回忆，该学院强调学生需
注重灵性追求，甚至提出要有修道
院的遗风，学生只能穿蓝、黑两色的
衣服；每学期要有一天“静修日”；除
非必须，一天要求不说话……
曹圣洁转入金陵神学院时已是

大三，一个学期后即成为首届毕业
生。据曹和她的老师、当时的副教务
长陈泽民回忆，丁光训提出，为尊重
不同的教派，部分课程分班授课。在
一些神学问题上，现代派和基要派
基督徒有重大差异。于是，在金陵神
学院内，不得不形成妥协方案。
“当时圣经课和神学课，课程号

上有‘<*’和‘<0’。前者是基要派老师
上课，后者是现代派老师授课，学生
可以自由选课，不交叉。”如今已 "-

岁的陈泽民对记者说，“丁院长本人
的神学理念和我一样，是现代派的。
但他很智慧，强调团结。”
陈泽民回忆说，分班授课持续

了 ,年，至 *",.年。由于反右之风
渐起，终于刮入金陵神学院，导致停
课三年。-;年代后，虽然短暂复课，
又遭遇“文化大革命”。中国基督教
界进入一个黑暗期。丁光训当时内
心应极为苦闷。至“文革”起，他本人
虽因周恩来保护未受冲击，但其家
人、同事都备受磨难。金陵神学院的
藏书，几乎全部被红卫兵烧掉。丁光
训等教授拼命解释其珍贵，设法保
全。最终，几位神学家争取到了 *0

个小时的时间，挑出 1;;;多本，虽
然不过原来藏书的一成，但也为神
学院保留了一份血骨。

丁光训与他的时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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