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的話 中國教會史筆記 周志豪牧師 
 
  我從教會的堂主任職份退休以後，其中一個安排是：重新「讀
書」自修，連幾十年的靈修讀經習慣也一併改掉，用新方法。 
 
  所以，常去圖書館。人生第一次走入中央(公共)圖書館，看到它
的一刻，有遲來的「朝聖」之感，單看座落在銅鑼灣黃金地段的宏偉
大樓，便心生「敬畏」；同時，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以肉身穿越香港近
代史著名的公園，聽了幾十年的「維園」原來這裡真有維多利亞女王
的銅像！如果你是我，等到六十多歲以後才初訪維園散步，你會有
甚麼感動？！ 
 
重新「讀書」自修還包括網上版的材料。 
  遠東廣播的良友聖經學院〈中國教會史〉有三個版本，都值得參
考。最新版本是孫睿之老師講授錄製的。他是中國神學研究院的中
國文化科教授，也來過我們教會講道，當然他使用了廣播姓名。共二
十四講每講三十分鐘的普通話聲檔之外，也有精簡的文字講義，其
中二十二講是孫老師的講課。這次我是以靈修的心態在早上聽完課
程。孫老師很熟悉清史，其中也有他閱讀檔案的心得，尤其對天主教
受迫害的那一段，我好多年前跟他要過原材料的影印本(受迫害者的
名單)。他從北京寄給我。在第七課禁教下的天主教，講義原文是這
樣的： 
 
从清朝现存档案来看，一个地区破获天主教聚会，约 90%的被捕者
会选择踏过十字架回家，只有 10%的信徒坚不退教，被发往新疆为
奴。然而，在前者之中，有些人时隔几年再被捕，便宁死也不出教了 
。清朝这做法，是仿效日本江户时代的“踏み绘” (踏繪)。 
 
  注意，當逼迫來臨時，有九成的天主教徒會選擇「放棄」信仰 
，可是苟且避過災難的信徒中，有人以後會良心發現或「悔改」，他
們的名字會在幾年後重新出現在「被捕」名單中。像不像現代版的彼
得否認基督故事？十多年前，我在課堂裡聽過宋軍牧師講解這一段，
現在重溫中國教會史又聽一次，你大概能明白我心中想著甚麼。所
以，那時我跟他要了這些人的名單，他也不嫌麻煩，真的影印寄給
我！ 
 
  我想甚麼呢？若是真有逼迫時，這三種基督徒：第一種，接受災
難，寧願被捕(佔十分之一)；第二種，否認基督，逃過災難(佔九成
的)；第三種，否認基督，但內心的基督還活著，最後重回「災難」
之中。 
 
以上三種，你會是哪一種？你又願意做哪一種？ 
這是我今天宣講信息的最一段：主的愛一直都在，它的高峰使人能做
不願做的事。(主)就對他(彼得)說：「你跟從我吧！」(約 2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