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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编者按 ] 经过几年 的筹划和努力
, 在 国 家 出版基金的 大力


支持下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 版社将于 2 0 1 4 年推 出 百卷本的 《 中 国 近代思


想家文库 》 ,
精选百余位中 国近代思想 家的著述

,
系 统 出版。 作为 中 国


基督教著名 思想家和活动 家 , 吴耀宗先生的著述将单独成卷
,
这是吴耀


宗先生 的著述 1 9 4 9 年后第
一次由 出 版社公开出 版 , 意义重大。 本文是


编者撰写 的导读 , 特别刊发 。


作为基督教思想家的吴耀宗


赵晓阳


进人 2 1 世纪的我们 , 要探讨 2 0 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或基督


教传入中 国的历史
,
探讨 中国基督教思想家或中国基督教思想家


对中 国教会或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 吴籮宗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物 。 他以其富有远见和现实性的基督教思想
,
以其与中 国政治和


社会的高度结合的理论和实践
,
成为 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


深远的人物 。


吴耀宗
,
英文名 Y

.
 T .  W u

,
祖籍广东顺德 。 1 8 9 3 年 1 1 月 4 日

,


他出生于广州 的一个非基督徒家庭中
,
父亲吴逢敬

‘

是一位经营木


材生意的商人 。 吴耀宗是第一代基督徒 。 早年在广州私塾及育才学


校求学 ,
1 9 0 8 年北上京城 , 在北京税务专科学堂读书

,
对当时的人


来讲 ,
任职海关是众人羡慕的

“

金饭碗
”

。 上学期间 , 因参加北京基


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而接触到基督教
,
幵始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之途 。


1 9 1 3 年
,
吴耀宗毕业于北京税务专科学堂 , 先后在广州 、 牛庄 (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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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口 ) 等地的海关工作 ,
1 9 1 7 年任职北京总税务司 。

1 9 1 8 年 1 月
,


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査经班中 ,
读到 《 圣经 》 中的 《 登山宝训 》


篇章
, 深深被耶稣的道理所吸引

,
6 月 , 吴耀宗在北京基督教公理会


受洗入基督教 。


1 9 2 0 年 1 1 月
,
不顾亲友的强烈反对 ,

吴耀宗辞去待遇优厚的海


关职务 , 来到薪水只有海关三分之一

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 任


校会部学生干事
, 负责基督教学生运动 , 从此开始了他服务基督教


和基督教本土化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一生 。
1 9 2 4 年至 1 9 2 7 年 , 在基督


教青年会资助下
,
吴耀宗到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 ( U n i o n  T h e o l o g i c a l


S e m i n a r
y ) 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
获得硕士学位 。 其硕士毕业论文题


目是 《 威廉 .

詹姆斯的宗教信仰的教义 》 (
W i l l i a m  J a m e s

'

s  D o c t ri n e  o f


R e l i
g

i o u s  B e l i e f
) 0  威廉 ? 詹姆斯 ( W i l l i a m  J a m e s

,  1 8 4 2
一

1 9 1 0 ) 是美


国著名哲学家 、 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
实用主义的倡导者 。 1 9 2 7 年

, 吴耀


宗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回国 , 赴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


会 , 任校会部主任干事 。 因工作之便和职责要求 , 他经常与各地青年学


生接触
,
其思想也与各种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潮动向和时代走向紧密结


合 。
1 9 3 7 年再次赴美演讲 ,

1 9 3 8 年归国后
,
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


会出版部主任干事
,
直至 1 9 5 0 年 。


除服务青年会 、 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 (
C h i n e s e  C h ri s t i a n


S t u d e n t  M o v e m e n t ) 外 ’ 吴耀宗还积极参与当时的各种基督教团体的活


动 。
1 9 1 4 年 , 英国基督教贵格会传教士霍德进 (

H
.
 T

.
 H o d g k i n ) 等和平


主义者 , 发起成立了唯爱社 ( F e l l o w s h i p  
o f  R e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 , 因他曾在


四川传教
,
其组织于 1 9 2 1 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唯爱社。 吴耀宗深受唯


爱主义影响 , 亲自起草中文成立宣言书 , 协助主编 《 唯爱 》杂志 , 倡导


和平运动 , 并出任中国唯爱社主席 。 他还深受印度民族运动领袖
“

圣


雄
”

甘地及其非暴力思想的影响
,
并将《 甘地自传 》译成中文

,
于 1 9 3 8


赴印度玛德拉斯参加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会议之机 ,
当面敬赠甘地 ,


并就非武力主义如何应用于国际问题进行请教 。 他曾多次表述 , 甘地


是他最尊敬崇拜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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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吴耀宗
一生都在青年錦基督教会里工作 ’

尤其熟悉学校青


年会工作
’
对青年学生格外重视

’
但他从来不以基督教会自限

,
生活思


考在一个特殊阶层里。 他+ 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
2 0 世纪 3 0 年代后

,


他先后参加了李公朴 、 阎宝航等组织的
“

东北社
”

 ’
陶行知创办的

“

国难


教育社
”

, 宋庆龄等人创办的
“

保卫中国大同盟
”

等抗曰救亡团体
,
利


用青年会与青年学生接触的机会 , 广泛开展抗日 爱国宣传 , 积极从事


救亡活动 。
1 9 3 6 年底

,
吴耀宗先后在美国 4 4 所大学演讲 1 2 3 次

,
听众


达 2 5 0 0 0 人
,
呼吁美国及国际力量制裁曰 本侵华 ,

为营救
“

七君子
”

组


织国际支援 。


1 9 3 8 年
, 吴耀宗还参加了许广平 、 胡愈之、 郑振铎等民主人士在


上海组织的
“

星二座谈会
”

,
与胡愈之、 许广平等人出资组织了 

“

复社
”

,


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 》中译本和《 鲁迅全集 》。 1 9 4 6 年 , 他


与马叙伦 、 胡厥文 、 阎宝肮 、 雷洁琼等 1 1 位社会贤达
, 作为上海市各界


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出的代表成员
,
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特使


马歇尔 (
G e o r g e  C a t l e tt  M a r s h a l l ) 将军呼吁和平 , 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的


问题。 他还为代表团草拟了
一份英文备忘录 , 并当面交给马歇尔 。 他


一

直髙度关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的认识和远见 , 使他获得


了 

“

午夜钟
”

的名号 。


1 9 5 0 年 7 月 2 8 曰
,
吴耀宗等负责起草并发表了 《 中国基督教在


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 》 , 即
“

三自革新宣言
”

,
领导开展了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 。 之后 ,
他还历任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


会筹备委员会主席 、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金陵协和


神学院董事局主席等职 ,
曾任全国人大第一

届至第五届常委 、 委员 , 全


国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常委 、 委员等职 。
1 9 7 9 年 9 月 1 7 日

,
吴耀宗因


病逝世于上海 , 享年 8 6 岁 。


吴耀宗
一

生都高度重视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 , 他始终积极参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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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的基督教刊物的创建 、 组稿和撰写工作
,
民国年间著名基督教


刊物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
, 都可以看到他积极的身影和努力成果

,
这


一切成为今天研究吴耀宗的文献基础 。


1 9 1 9 年 , 他与在北京的中外基督徒徐宝谦 、 刘廷芳 、 步济时 ( J o h n


S .  B u r g e s s  ) 、 司徒雷登 ( J o h n  L e i

g
h t o n  S t u a rt ) 等人

,
组成了  

“

北京证道


团
”

( 后易名
“

生命社
”

) ,
创刊出版了《生命月刊 》 , 以

“

阐发基督教之真


理实力 , 藉以促起学生个人及团体根本上之觉悟
”

为宗旨 。 吴耀宗任月


刊的编辑委员 , 并积极撰文 。 他还与胡学诚 、 吴雷川 、 李荣芳 、 刘廷芳 、


彭锦章 、 宝广林 、 张钦士等在北京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组成了 

“

真理社
”

,


以研究教会及国家问题为主 , 倡导基督教
“

文字本土化
”

。
1 9 2 3 年 4 月


出版《 真理周刊 》 ( 后改为半月刊 )
,
以短小精悍的文字 , 宣传基督教 ,


他也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 他还积极参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


的筹组工作
,
在 《微音 》、 《 华年 》、 《 中国学运 》及 如 W b r W 等刊物


上发表大量文章 ,
成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

1 9 4 5 年
,


他还在成都创办了 以关注基督教与现实为主旨 的 《 天风周刊 》 ,
后移至


上海 。 该杂志存在至今
,
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


基督教协会的会刊 。


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上为数极少的 自 立出版机构青年协会书局的


当家人
,
吴耀宗还主持 、 策划 、 撰写 、 编译了多部系列书籍 。

2 0 世纪 3 0


年代
,
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了

“

青年丛书
”

 

5 0 种 、

“

社会问题小丛书
”

2 0 种 、


“

宗教问题小丛书
”

 2 0 种及
“

基督教与中国改造丛书
”

 1 0 种等
, 多达百


本的系列丛书 。 今天看来
,
其中多本著述都已经成为了基督教与中国


社会 、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 中国基督教本土化探讨的先驱之作 。
2 0 世


纪 4 0 年代
,
他还顺应 2 0 世纪基督教会合一主流

,
促成了 基督教文字


出版机构超宗派联合 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形成 ,

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在战争特殊困难条件下 , 基督教文字出版的生存困难和相互沟通问


题
,
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在更大范围的超宗派联合


工作的方式 ’ 提供了样板 。


吴耀宗不仅从事出版编辑工作 , 自 己终身也笔耕不辍
,
积极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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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译了大量文章和书籍 , 涉及中国基督教会 、 基督教的中国本土化、


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 、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 、 基督教与政治等广


泛的主题 。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实际问题的中


国基督教神学作品
,
这些包含着强烈社会关怀和神学视野的作品已成


为中国基督教经典 。


吴耀宗著述颇多 , 从语言角度可分为中英文两大类 , 据笔者的初


步估计
,
其中文著述约 1 5 0 万字 , 英文约 2 0 万字 。 英文文章主要发表


在有百余年历史的基督教会 《教务杂志》 ( C h in e s e  R e c o rd e r ) 和 《 中国


基督教年鉴 》 (
T h e  C h in a  C h r i s t i a n  Y e a r  B o o k

) 上 ’ 中文文章除在《 生命


月 刊 》、 《 真理与生命 》 、《 天风 》、 《 消息 》、《 青年进步 》、 《 唯爱 》、《 华年 》、


《 微音 》、 《 中国学运 》、 《 基督教丛刊 》 、 《 协进月刊 》这些基督教刊物上


发表外 ,
还在《 民主周刊 》 、 《 世界知识 》等社会性刊物发表

,
表达他积


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
,
和对基督教本土化 、 基督教与社会改造


的各种思考和呼吁 。 他还将这些长短不一

、 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论


著 , 结集成书出版
,
如《 社会福音 X 青年协会书局 1 9 3 4 年出版 ) 、《 黑


暗与光明 》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4 9 年出版 ) 、 《 基督教讲话 》 ( 青年协会


书局 1 9 5 0 年出版 簿。 其中部分曾多次再版 ,
成为一时之名品和精品 。


《 没有人看见过上帝 》 曾在 《基督教丛刊 》上系列连载刊登
,

1 9 4 3


年合印单行本出版 ,
1 9 4 4 年再版

,
1 9 4 6 年第 3 版 ,

1 9 4 6 年 1 0 月 第 4 版 ,


1 9 4 8 年 7 月第 5 版
,

1 9 4 8 年 丨 0 月第 6 版 。 该书是吴耀宗基督教思想


的代表作 ,
亦成为 2 0 世纪最著名的神学著作 ,

旨在通过探讨上帝信仰


的存在
,
进而在理论层面上调和上帝信仰与唯物论之间的关系 , 它是


吴耀宗唯一一本系统性的专著 。


此外 , 吴耀宗还出版了 《中国青年出路问题 》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3 5


年出版 ) 、 《大时代的宗教信仰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3 8 年出版 ) 、 《大时代


中的上帝观 》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4 0 年出版 ) 等。 翻译了美国实用主义


哲学家杜威的《 科学的宗教观 》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3 6 年初版
,

1 9 4 8 年


再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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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耀宗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变。 第
一次是他青年时期


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
这是一

次最根本的大转变 , 确定了他一生的人生


观和世界观 。 他相信基督教是因为
“

登山宝训
”

的内容打动了他
,
让他


看到了一位平易近人的耶稣 ,
丝毫不沾染任何的神秘色彩 。 他非常注


重自 己的重生得救经验
,
在多次的演讲和文章中都曾提到 。 从他众多


的叙述中可以看出 , 他已经把握了基督教信仰的两个基石 : 上帝的存


在和祈祷的意义 。


第二次转变是在抗日战争后期 , 他
“

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


论
, 把唯物论思想和宗教信仰打成

一

片
”

, 但第二次的转变并不否定他


对基督教的信仰
,
而是有所深化 , 有所发展 。 他终其

一

生
, 都没有改变


对基督教的信仰 ,
直到 1 9 7 9 年临终时

,
还是笃信基督教 , 热爱教会 , 还


要求抱病去参加上海沐恩堂的复堂感恩礼拜 。


吴耀宗在接受基督教以后 , 就从《 圣经》中 ,
特别是从耶稣的教训 、


行动中 , 从他的受害牺牲
,
看到了

一

个崇高的理想
,

一个最高的原则 。


吴耀宗在以后的十几年 、 二十几年 、 甚至六十年的经历中 ,

一

直为这个


理想和原则而奋斗
,
奉献他的一生 。 他始终既忠于他的宗教信仰

,
忠于


他所认定的真理 , 又不违爱国的天职
,
不违他对上帝 、 对教会 、 对社会 、


对祖国所抱的托付 。 在几十年社会变革的大风大浪中 , 他不断前进
, 修


正他对斗争方法的理解 , 到临终时他仍然没有放弃爱的理想和信念 。


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过程
, 首先是早年对唯


爱主义的热衷 。 唯爱主义是第
一

次世界大战时的一种和平主义思潮 ,


主张以爱为对人 、 对事的最高原则
,
反对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一切社


会矛盾与冲突 。 作为刚刚信仰基督教的吴耀宗
, 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 。 他接受基督教之后
,
就认为要做一个真正 、 彻底的基督徒

, 必须以


极大的勇气和决心 , 照着基督的
“

登山宝训
”

去做 。 他在任中国唯爱社


主席之时
,
以极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才智

, 写了大量的社论 、 通讯 、 讨论


和答辩
,
刊登在《 唯爱 》上 ( 1 9 3 1 第 1 期至 1 9 3 5 年 , 共 1 7 期 ) , 从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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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他坚定信仰的彻底性。


随着抗日 救国的时局变化
, 面对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

, 是奋起和


爱国同胞抗战杀敌
,
还是坚持唯爱主义

,
用和平的不合作方法救国 , 成


为吴耀宗心中引起长期思想激烈斗争的矛盾 。 在克服这个困难的过程


中
,
他在思想上经历了从淳朴的唯爱主义到对曰 不合作 , 到理论上唯


爱 、 行动上支持武力抗战 , 到与各界爱国人士并肩参加抗 曰救亡运动
,


到因爱而用武力并不违背唯爱精神 , 到歌颂武力抵抗侵降 ,
最终完成


了艰难的政治思想 ( 也是神学思想 ) 的转变过程。 这就是他的第二次


转变。


1 9 3 7 年 , 他再次从纽约协和神学院留学回来后
,
于次年任青年协


会书局主任 , 这时美国基督教会的
“

基要派
”

和
“

自 由派
”

神学激烈斗


争即将结束 。

“

基要派
”

和
“

自 由派
”

之争 , 实际上是信仰主义和理性主


义的冲突
,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 , 是否运用理性和现代科


学的语言 、 观点介绍和解释基督教的信仰 、 教义的冲突 。 纽约协和神学


院是
“

自 由主义神学
”

和
“

社会福音神学
”

的大本营
,
吴耀宗留学纽约


协和神学院
,
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深受其影响 。 他更多地接受了协和


神学院主导的结合社会 、 应对现实的自 由主义神学 , 更多地趋向于知


行合
一

的实践性神学 。


社会福音是 1 9 世纪末至 2 0 世纪 3 0 年代流行于北美地区的基督


教神学思潮
,
其宗旨是根据 《圣经 》 中耶稣关于天国的教训 , 纠正当时


流传于北美教会的
“

奋兴福音派
”

只注重个人灵魂得救 、 忽视福音的社


会意义的偏向 。 社会福音的信息既继承旧约先知的传统
,
又根据耶稣


自 己的教训 , 在神学上完全是正确的
,
在释经学上也是无懈可击的

,
它


在 2 0 世纪初是一股纠偏的神学思潮 , 并不是
一

个完整的神学体系 。 起


源于拉丁美洲 , 影响遍及整个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学 , 从某些方面看 ,
正


是这个
“

循环
”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生、 发展和幵花结果 。


吴耀宗不是
一

位满足于玄思臆想的书生式神学家 , 而是投身于现


实斗争
,
把信仰 、 思想和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的大勇大智的先知式神学


家 。 《 圣经 》 中和历史上的先知都是这样的 。 正因为这样 , 他是一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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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正直 、 信实 、 坦诚的人
,

一

生强调并实践所信所想所行的
一

致性 。 从


他的言论和文章 ,
可以见到他的为人和内心深处

,

“

他心里毫无诡诈
”

,


以其行证其言 。 他毫不隐蔽他的信仰 、 思想 、 观点 ,
勇于坚持自 己所认


为正确的 , 也勇于修正他巳认识的错误
, 所以他的一生是不断前进的


—生。


吴耀宗对中国基督教和中国社会的思考与认识是另辟蹊径的 、 独


具眼光的。 他不是从
“

传统中国
”

作为出发点来思考基督教与中国的关


系 , 而是以
“

未来中国
”

作为他的思考基石。 这一切使得他的政治思想


和神学思考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 更充满了批判性 , 而对这种批判性


的认识可能是理解吴耀宗思想的真正关键点 。 我们从他早期的
“

唯爱


主义
” “

社会福音
”

的主张可以看出
, 他终其一生从来没有改变过以基


督教信仰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想法和努力 。 他更信仰古代基督教所具有


的解放大众的革命性 , 他更寄希望于基督教的永恒潜在原动力 , 更寄


希望于基督教的觉醒
,
希望基督教也有能力充分觉醒 , 将自 己的传教


思想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
,
从种种被扭曲的现状中解放出来 , 从而真


正体现基督教的价值
,
真正彰显耶稣所提倡的解放劳苦民众的福音 。


他这种具有相当
“

现实性
”

的基督观
,
把耶稣放回到当时历史和当前现


实中的基督观 , 为当时的青年人指引了
一个过去还不知其存在

,
更没


有进入过
,
旦具有相当吸引力的方向 。 这应该是他

“

午夜钟
”

名号的得


来之由吧 。


吴耀宗是中国基督教两百余年历史上
“

最富争议
”

的人物 , 这点大


概不会有争议 。 褒扬考称之为
“

中国教会的先知
”

、

“

爱国爱教的典范
”

、


“

解放神学的先驱
”

, 贬损者则认为他是
“

异端
”

、

“

不信派
”

、

“

无神主义


者
”

、

“

不属灵
”

、

“

青年会派
”

。 不解者 、 误解者 、 曲解者则更是大有人在 。


作为举世瞩 目的中国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的发起人
,
对吴耀宗在中国


基督教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
对他的研究和关注仍然显得不是很充分

,


尤其大陆学界对他的关注更显稀薄 。 所有关注都局限于基督教三自教


会和亲朋好友对他的回忆和纪念
’
仅有的一

点研究也是立足于他与基


督教三自运动的发起
, 以及他与 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来展开的 。 这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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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研究远远缺乏将中国基督教史置于世界传教史场域的某种更为宏


大的叙事框架
,
或不能更为立足于中国基督教史本身发展的角度 、 基


督教中国化的角度来进行拓展和构架。


吴耀宗及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
,
从客观上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使基


督教开始脱离
“

西方基督教
”

的历史进程 ,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非


西方教会即
“

第三教会
”

崛起的开启者
,
而非西方教会的崛起已经成为


改变全球文化流向和宗教格局的标志性事件 。 中国教会的首创之功 ,


实让处于
“

后进
”

的中国基督教会居于
“

领先地位
”

,
这与吴耀宗是中西


兼通的基督教学者 ,
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深刻反省与思考 、 紧密联系中


国本土社会和教会的基督教实践有着密切关系 。 同今天拉丁美洲天主


教的解放神学相比
, 虽然他在某些观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有所欠


缺
,
但在方向上

,
肯定是第三世界神学发展的前驱 。


四


1 9 5 0 年前 , 吴耀宗的著述或单本出版 , 或将一段时间的论述以某


个主题结集出版 , 大部分都再版多版 , 成为一

时之名品或精品
,
也使他


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 尤其他的《 没有人看见过上


帝 》 ,
与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 》、 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 ,

堪称


那个时代最能代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三本书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他的著述除发表在当时当年的杂志刊物外 , 再


没有结集公开正式出版过 。 社会不曾遗忘吴觴宗作为中国近代基督教


思想家的历史意义和贡献 , 本次入选
“

中国近代思想文库
”

, 使其再次


浮出水面 ,
重新被世人所认知和理解 。 事实上 , 他一直以来更多的是以


一

位
“

思想家
”

而非教会人物的定位 , 来直面他所生活的时代 。
1 9 4 9 年


以后 , 他的这些思想得到了更多的实践场域 。


相信随着本书的出版
,
作为中国两百余年基督教史上

“

最受争议
”


的人
, 对吴耀宗的研究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

,
也会有助于深


化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 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弓 丨起学界对吴耀宗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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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注 , 能跳出中国传教史研究的
“

二元对立理解模式
”

( 戴德生模式


和李提摩太模式 ) 。


在中国基督教史上
,
吴耀宗是为数不多的始终与社会保持联系之


人
,
更是努力探索用基督教理论联系中国社会现实的人 , 认识和改革 、


改造社会与教会的人 。 笔者因前些年从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课


题
, 得以更早认识到吴耀宗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的贡献和意义 , 更为今


天有缘从事编撰吴耀宗文集而欣慰 。


本文集以吴耀宗影响最大 、 最有思想代表性的文章组成
,
全文选


入了《 大时代的宗教信仰 》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3 8 年出版 ) 、 《 大时代中的


上帝观 》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4 0 年出版 ) 、 《 没有人看见过上帝 》 ( 青年协


会书局 1 9 4 3 年出版 ) 。 其他文章选 自 《 社会福音 》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3 4


年出版 ) 、 《 黑暗与光明 》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4 9 年出版 ) 、 《基督教讲话 》


( 青年协会书局 1 9 5 0 年出版 ) , 以及( 唯爱 》、《微音 》、《 女青年月 刊 》、《 同


工 》、 《华年 》、 《 消息 》、 《天风周刊 》、 《新坛 》、 《联声月刊 》、 《 协进月 刊》 、


《 民主周刊 》 等基督教或社会性刊物
,
再加上他的译著或他著写的序


言 。 全书涉及吴耀宗各个历史时期的基督教思想或社会思想
,
如唯爱


主义 、 社会福音和个人福音 、 基督教与社会主义 、 基督教与唯物主义 、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 、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 基督教的改造 、 基督


教与中国文化 、 基督教本土化等众多方面 。 语言思想面向青年 , 文字流


畅易懂 。 在编撰过程中
,
除将繁体字转为简体字 , 将明显的印刷错误和


错别字纠正外
, 没有做任何修改。 考虑本文集面向整个社会出版

,
读者


可能不熟悉《圣经 》 , 原文中的
“

马可
” “

林前
”

会修改为 《马可福音 K 哥


林多前书 》。


( 作者系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研究 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