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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先生時代的宗教與民主 
—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民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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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先生」的提出使民主在中國漸漸享有了某種話語

權威，但對中國自由派基督徒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他們

民主觀成型影響更大。從美國參戰到巴黎和會中國失敗之

前，協約國的勝利使民主及其載體民主國家一度為基督徒

所激賞，但巴黎和會的分贓性質迅即打破了他們對民主國

家的幻想。不過基督徒並未因此否定民主本身，相反這只是

西方不夠民主的證據，這促使他們開始反思西方民主的缺

陷，而尋求民主的完善，西方片面的政治民主必須擴展到生

活的全部，尤其是工業民主。他們也竭力提倡基督教的民主

化和民主的基督化，鑄造兩者關係親密的譜系，借民主為

信仰張本、增強基督教的吸引力的同時使民主完整化。 

 

關鍵詞：五四時期  基督教  民主  政治民主  工業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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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西方民主起源與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1但在

中國大倡民主的開始即將其與基督教割裂，甚至在五四新

文化運動和一九二〇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中被批判為民主

的敵人。著名基督徒知識分子謝扶雅晚年有一個著名的反

思：「五四新文化運動蓬生，競為介紹，科學與民主……而

於西方精神文明之一環節的基督教，竟爾隻字未提，買櫝

還珠，良堪惋惜。」2在五四「德先生」出現，民主被「先

生」化而享有話語權威之際，謝扶雅除了表達對教外思想

界的惋惜，也遺憾當時教內精英的無所作為，不能向中國

主流思想界力陳基督教和民主的關係譜系，致使中國後來

的民主化進程步步維艱。謝氏的反省無可厚非，不過當時

在華的基督徒精英並非無動於衷，不管是為應對教外的攻

擊，還是迎合德先生的普及，或規劃基督教和中國乃至世

界民主的未來，他們都不能缺席五四的民主言說，並且達

到了一定的理論深度。本文即以在華中外自由派基督徒為

中心探討在「德先生」時代他們如何想象民主？3以及民主

在基督徒重塑自我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如何通過對這個

他者的建構來重構基督教的合理化形象，以維繫自我的身

                                                             
 1. 可參叢日雲，《在上帝與愷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與近代自由主義》（北京：三

聯，2003）。 
 2. 謝扶雅，《謝扶雅晚年文錄》（台北：傳記文學，1977），「自序」，頁 4。 
 3. 五四時期中國自由派基督徒（包括在華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是西方自由主義神學和社

會福音影響下的中國產物，主要理論傾向是調和社會福音與個人福音，認為福音不應局
限在個人得救，更應介入社會改造，完成現實社會的拯救。它是一個沒有明確邊界但確
實存在的鬆散派別，大體而言他們主要是自由派基督教機構及教會的集合，前者以基督
教男女青年會及教會大學、基督教教育會等為代表，後者則以中華基督教協進會、中國
基督教會及各宗派內自由派為主力。宗派本身較難為其安上自由、保守或基要的單一色
彩，各宗派內部也有分化，大體而言參加協進會這個全國性組織的一些宗派或教會往往
傾向自由派。據《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36 年，頁 150）統計，協進會公會會員有：
基督會、監理會、自立會、浸禮會、崇真會、中華基督教會、中華聖公會、華北公理會、
禮賢會、美以美會、浸信會、中華行道會、行道會、循道會、遵道會、友愛會等；機關
會員有：中華基督教教育會、中華國內佈道會、廣學會、中華聖經會、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基督教醫藥慈善機關等。因篇幅所限，本
文並未涉及中國保守派基督徒的民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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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認同—對自我信仰和民族國家的委身與責任？以為

「德先生」時代宗教如何回應民主提供一個典型案例，據

筆者視野所及，尚未見相關成果面世。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在華中外基督徒的民主困惑 
「沒有一戰，何來五四。」五四「德先生」的高揚為民

主走向權威提供了契機，但民主大規模地進入基督徒話語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胡仁夫提

到：歐戰爆發是德謨克拉西大發育的時期，不僅英法比意

等叫人相信它們確有德謨克拉西精神，就是俄德也用力遮

掩它們專制的本來面目。自從美加入戰團，替德謨克拉西

擔保，德謨克拉西更是彌漫全球了。今日各國，稍有思想的

人差不多腦中都有這件東西。4可見一戰在基督徒走向民主

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一戰可謂是民主的播種機。 

在華中外基督徒開始為一戰打上民主色彩是在美國參

戰後。早先他們更多是從戰爭與基督教衝突上着眼，有譴

責歐戰的潛台詞。而一九一七年美參戰後，基督徒強烈的

傾向性和明顯的褒貶呈現出來，大戰被他們尤其是在華美

國傳教士賦予民主的意義，被詮釋成民主專制之爭，協約

國是為民主而戰，而同盟國則被妖魔化。美傳教士艾迪

（Sherwood Eddy）在上海演講將大戰描畫為「專制與自由

爭，君主與共和爭，強權與公理爭，物質界與靈魂界爭。質

言之，惡與善爭也」。5美傳教士饒伯森（C. H. Robertson）

演講時也稱「此次戰爭實欲求世界和平而戰。換言之，即為

民主主義而戰也。故協約各國犧牲其金錢性命與德相搏乃

                                                             
 4. 裴蘭著，任夫譯，〈甚麼是德謨克拉西〉，載《青年進步》第 30 冊（1920 年 2 月），

頁 44。 
 5. 〈艾迪先生在上海青年會演說詞〉，載《上海青年》第 17 卷第 6 號（1918 年 2 月），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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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然之勢。」6他們均站隊協約國為大戰性質做出裁判。 

美國介入增添了協約國的神聖性。一九一八年美聖公

會傳教士譚立德（Samuel Harrington Littell）在演講中強調

美參戰是為撲滅橫暴的德國，德挑釁美，欲稱霸世界，損害

公理，歐戰事實為全世界之戰事，美不得不起而打倒此強

暴之國。 7同年八月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傳教士韋勵士會督（Bishop Herbert Welch）在數落

德一系列橫暴後，裁判其為妖孽，人神共憤。而「美國及協

約國此次之宣戰，實為一神聖之戰也，為上帝而戰，為人權

自由而戰」，因而他呼籲中國信徒「求上帝賜福於美國及協

約國，使其軍隊，早奏凱旋，以備上帝之國，降臨於現今憂

愁罪惡之世界」。8為了合理化美參戰，在妖魔化德國抬高

美國的同時，不惜借上帝之名，為其抹上一層神聖色彩，超

越政教分離和教義的限制，在民族國家的時代國家認同享

有某種認同優越。 

儘管當時西方也有人從宗教信仰出發，未拘囿在厚此

薄彼的簡單褒貶，而將同盟協約視為一丘之貉。蜇庵一九

一八年七月譯文分析到：十九世紀以來借法國大革命之胚

胎，而民主政治之光華照耀大地。但偏性的民族國家主義

卻也大昌，使人身之理想與目的漸集中於一民族與國家，

終釀成大戰。因此他認為歐戰是國家至上主義達到極致的

結果，而世界同胞主義才嶄露頭角。大戰是軍國主義與和

平主義、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貴族主義與平民主義、民族

主義與人道主義之戰，前者日衰後者日盛。作者仍以民主

專制對立的格局來條理大戰的衝突，但已超越同盟協約的

                                                             
 6. 〈饒博士演說記〉，載《上海青年》第 17 卷第 30 號（1918 年 10 月），頁 2。 
 7. 〈美人演說〉，載《興華報》第 38 冊（1918 年 10 月 2 日），頁 8-9。 
 8. 〈美以美會韋會督關於時局之偉論〉，載《興華報》第 31 冊（1918 年 8 月 7 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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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邪分野。文章認為「若謂交戰國之一方代表國家主義與專

制政治，一方為代表世界主義與民主政治，是決不然」。9即

使軍國主義極盛的德國國內也不乏抱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

的力量。英法雖較德近於民主，但也是五十步比百步，凡為

戰爭均屬軍國主義，美欲以民主主義使德脫於專制政治之

束縛，以暴易暴，其手段也是軍國主義，戰後如想重歸民

主，恐怕也需時日。所以不管國家平素是何政體，一旦投入

戰爭，都會變為軍國主義。10這種判斷充斥着宗教性，對暴

力戰爭加以排斥，沒有了前面的樂觀，而多了一點反思。並

從一個更高層次反省大戰的民主含義，而未落入狹隘的民

族主義。 

但這種理性的聲音被蓋過且並不為中國基督徒所接

受。因中國教會濃厚的英美背景，尤其民國後很大程度上

受到美國意識的形塑，所以上述美國傳教士的裁判很快為

中國基督徒所承接，一九一七年中國跟隨美國對德宣戰強

化了這一傾向。他們不再堅持戰爭違背基督教倫理的傳統

觀念，不再以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衝突譴責一戰，相反從

民主對專制來為一戰定位。胡任夫即表示大戰並非僅為利

益衝突，「其真相維何，則民治主義與君權主義之戰爭也。

公理與武力之戰爭也。」11美以美會《興華報》也說到「今

日之大戰，乃民憲與專制拼命之日」，此即中國加入的原

因。12在他們看來，大戰無異是民主對專制的總決算，民主

所到之處，專制將土崩瓦解，民主的世紀將降臨全世界，完

全忘卻了先前因宗教原因反戰的信仰限制。 

                                                             
 9. 蜇庵譯，〈人類思潮之趨勢與宗教〉，載《青年進步》第 15 冊（1918年 7月），頁 7-8。 
 10. 同上。 
 11. 任夫，〈青年會之正義觀念與世界事業〉，載《青年進步》第 18 冊（1918 年 12 月），

頁 72。 
 12. 〈世界的民憲政治與基督教〉，載《興華報》第 20 冊（1918 年 5 月 22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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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基督徒的褒貶明顯是美國傳教士的翻版。《興華

報》記者對韋會督言論的反應是：「美國今日全國上下，對

於歐戰之決心之真義，乃真正為正義人道而戰，為世界的

大自由大平等而戰，為世界之民治主義而戰，為基督的教

義而戰。」13將其與民主和基督教事業相提並論。同年蜇庵

也為美參戰賦予更多美麗的詞彙，而德則處在其反面，並

未接納上述他所譯文章的觀點。他認為大戰是主義之爭，

「美為世界主義，德為地方主義。美為人類主義，德為民族

主義。美為民治主義，德為官僚主義。美為萬國主義，德為

國家主義。美為合眾主義，德為吞併主義。美為和平主義，

德為軍國主義。美為平等主義，德為帝國主義。美為人權主

義，德為主權主義。兩者主義，既矛盾若此，則同處覆載之

中，終必相遇而生衝突也。」14這些文字同樣是合理化美參

戰的延伸，美為正義所包裹，而德卻墮落為它的反面，為一

戰賦予民主的意義。 

一九一八年協約國的勝利使這種民主賦義達到一個高

潮。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在慶祝演講中認為大戰

勝利有特別教訓，對國內來講專制政體必將滅跡，公理必

戰勝強權，男女平權，貧富同軌，勞資平等；而對國際，國

家不分強弱，文化均有價值，均有立國之基；國家間無詐

術，推心置腹，相親相愛。15他歡呼道：「世界大戰帶來的

是民主的勝利。通過這個勝利，人類確信有發展和自我實

現的平等機會。」16他堅信大戰的意義及其帶來的民主轉折，

                                                             
 13. 〈讀美以美會韋會督關於時局之偉論〉，載《興華報》第 31 冊（1918 年 8 月 7 日），

頁 6。 
 14. 蜇庵，〈世界大戰之真意義〉，載《青年進步》第 16 冊（1918 年 10 月），頁 8。 
 15. 余日章，〈大戰之教訓〉，載《上海青年》第 17 卷第 39 號（1918 年 12 月），頁 1； 

〈大戰之教訓（續）〉，載《上海青年》第 17 卷第 40 號（1918 年 12 月），頁 1。 
 16. David Z. T. YUI, “The Coming Chinese Christian Leadership”, The Chinese Recorder (Jan. 

1919),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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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成為國際國內民主的新起點。美以美會在慶祝中有言：

勝利「即公理戰勝強權之勝利，自由戰勝專制之勝利，民治

戰勝帝治之勝利」。17湖北信徒胡宗瑗也談到「歐陸大戰，

協約國以正義人道之民本主義而盛，德演悲慘之活劇」，中

國要避免走德老路，而應沿民主前進，「民本主義出現，世

界的道德之養成，正義及自由之尊重等，昭昭目前」。18既

然大戰被界定為民主專制之爭，大戰結果自然是民主最好

的證明，基督徒在彰顯民主優越的同時也將其力量進一步

放大，對民主的熱情燃燒到極點。 

但中國基督徒短暫的樂觀很快被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的反民主性質所打破。民主優專制、公理勝強

權的公式在活生生的反面例證下成為一個玩笑，要命的是

中國成為了其中犧牲品。一九一九年五月巴黎噩夢傳來，

青年會全國協會即通告各國青年會：此前協約國為平民主

義而戰，協會表示同情並促其實現。但巴黎和會對弱國處

分不合公道，今日的不公正會成為將來大禍的種子，呼籲

各國從速更正對中國的不公裁判。19前後的落差衝擊着基督

徒對民主國家的想象，前述的主義之爭很快消散，為利益

之爭所取代。錢保和談到「歐戰的發生，是弱肉強食強搶硬

奪的結果」。他斷言：「今次歐戰大戰爭，本為了歐洲諸強

國的生存問題，沒有甚麼主義；就是協約國說了許多正義

人道，不過是外交上哄騙他人的話。」20世界期待正義的威

爾遜主義（Wilsonianism），遭遇各強國的私利，而暴露其

掠奪的本來面目，將它拋棄。所成立的國聯，也不過是維持

                                                             
 17. 〈屯溪美會慶祝世界和平之演講〉，載《興華報》第 50冊（1918年 12月 25日），頁 3。 
 18. 胡宗瑗，〈今後吾國教育之訓練方針〉，載《青年進步》第 28 冊（1919 年 12 月），頁

14、18。 
 19. 〈全國協會通告各國青年會協會書〉，載《上海青年》第 18 卷第 25 號（1919 年 7 月），

頁 2。 
 20. 保和，〈主義與生活〉，載《青年進步》第 30 冊（1920 年 2 月），頁 12-13。 

Copyright ISCS 2021



楊衛華 

 38 

強國利益魚肉弱小民族罷了。21這不啻完全推翻了和會前對

大戰性質的定位及對民主國家的褒揚，民主國家的巴黎演

出無異是對民主的公然諷刺與愚弄，連帶的是西方民主國家

在中國聲譽的跌落，基督徒對它們的幻想趨於破滅。 

一戰及戰後所謂民主國家的反民主表演，確實降低了

西方民主在中國基督徒中的聲譽，但對民主國家的幻滅並

非喪失對民主本身的信心，民主國家的劣跡只是它們不夠

民主的證據，民主仍被視為中國的出路和世界的救星。一

九二〇年青年會的范皕誨在談論國際國內的反民主現象

後，仍斷定「除掉德謨克拉西，要保障世界的和平，人民的

幸福，就萬難辦到了」。22民主仍然是基督徒所熱衷的對象，

視其為救國以致保障世界和平的良藥，對民主的信仰並沒

有改變。錢保和也在揭露協約國真面目後，仍表達了對民

主的信仰。他認為民主是大勢所趨，這種潮流是沒甚麼可

對抗的。中國人要救國，只能向平民主義這一目標邁進。23

余日章也呼籲不能因民主政治的劣點而妨礙對它的堅持，

他談到「我們達於共和政治進行的遲緩，和現在所得的效

果，不過爾爾，常常表示不滿意，那是不錯的。但是這樣

的不滿意，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減少實行共和政治的決

心。」24受西方自由民主薰陶甚深的他仍堅信民主共和是中

國的未來。總之，巴黎和會所帶來的國際民主的倒退並未

影響中國基督徒的民主信心與追索，反而成為了其反思與

創造新民主的推動力。 

 

 

                                                             
 21. 同上。 
 22. 范皕誨，〈德謨克拉西的反面〉，載《青年進步》第 29 冊（1920 年 1 月），頁 12。 
 23. 保和，〈主義與生活〉，頁 14。 
 24. 余日章，〈今日中國政治現象的觀察〉，載《青年進步》第 91冊（1926年 3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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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語際翻譯實踐：西方民主反思東渡中國 
因一戰、巴黎和會及西方本身的工運等社會危象所衝

擊，或更多為俄共產革命的成功所刺激，西方民主的聲譽

在中國主流思想界的威望確實有所跌落。這讓秉持西方民

主的在華傳教士憂心忡忡。一九二四年有傳教士感歎：「中

國正在以西方為榜樣追求民主，但榜樣正在破滅。」25西方

民主的破毀確曾引發國人對西化的躊躇，美傳教士樂靈生

（Frank Joseph Rawlinson）在一九二六年承認「到目前為

止，西方民主事業在中國失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歸咎於西

方的民主觀念和模式不適合中國，中國人曾經試圖模仿西

方的政治生活，但現在他們正在試圖做他們自己。」26一戰、

巴黎和會確成為部分國人告別西方尋求其他出路或回歸中

國或左轉的一個分水嶺。誠如美傳教士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後來的總結：西方民主社會及其相關文化的威望已

經因一九一八年的世界事件而遭遇到嚴重的挑戰，成為中

國人捨棄西方民主而尋求其他道路（俄或德意道路）的重

要推手。27處在夾縫中的中外基督徒面臨兩面作戰，一方面

要反思西方民主的弊端，同時要重拾中國人對民主本身的

信心，而其中的關鍵在何謂真正的民主。 

在華基督徒普遍存在的民主困惑亟待獲得一個理論解

決，如果不能為這危機提供一個答案，包括基督教在內的

西方在中國建立的威望將崩塌，他們解決這困境的首要路

徑是將西方前沿性的民主反省式思想資源被選擇性地翻譯

介紹到中國，面向教會的同時也指向公共知識界，作為中

國自由派基督徒喉舌的青年會機關刊物《青年進步》組織

                                                             
 25. “Our Book Table”, The Chinese Recorder (May. 1924), p. 329. 
 26. Frank Rawlinson, “Some of China’s Roots”,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1926), p. 264. 
 27. M. Searle Bates, Missions in Far Ea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2),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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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了許多文章。當時西方普遍的反思是認為民主不應局

限在政治，而應擴展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在一九二〇年代

頻繁被譯介的美國社會學領袖愛爾武德（Charles A. 

Ellwood）就談到「要將民治主義保存在政治生活中，而不

以民治主義為各種社會生活的必需計劃，那是不成功的。

如果我們的工業、宗教生活、家庭生活、教育等，都不是民

治的，我們就不能希望在政治生活中，能保存民治主義；因

為政府的根基，本來是設立在這各種社會生活之上的。」28

呼籲民主的多元擴展。徐劍緣所譯美宗教學家萊曼（E. W. 

Lyman）也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尚不過是一種『半民治』。

我們已有政治民治主義，但尚無工業上與社會上的民治主

義……所以我們應竭力設法，使這個民治主義能充分實

現。」29推動半民主走向完整民主。他們都較敏銳地看到了

西方民主限於政治的局限，必須將民主的邊界擴展，實現

完整的民主。 

在民主的擴展中，工業民主被着重強調，「工業的德謨

克拉西」成為一個流行的口號，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從反面

反襯了西方民主的匱乏，並受戰後西方社會主義工人運動

的迭起所刺激，更多體現的是西方的迫切需要，但在中國

工業起步的當口應未雨綢繆。因此西方教會中對工業民主

的呼籲被基督徒引進，作為他們相關宣導的一種支援。一

九二一年胡任夫譯文是中文文獻中較早提及這口號的文

字，作者談到政治民主是基督教傳播自由的產兒，工業民

主是政治民主的產兒，最初所爭是信仰自由，其次是國民

種種權利的自由，現在是勞工者全體的自由，民主必須擴

                                                             
 28. 愛爾武德著，胡山源譯，〈宗教與政治生活〉，載《青年進步》第 63 冊（1923 年 5 月），

頁 63。 
 29. 萊曼著，徐劍緣譯，〈發展新的民治主義在宗教教育〉，載《青年進步》第 70 冊（1924

年 2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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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勞工界去。文章進而強調「吾們今日所當爭得的，就是

經濟的自由，這自由若不爭得，政治和宗教的自由都是空

談。得了經濟的自由，吾們才能自由與上帝相通，才能自由

行使公民的權利。」30以信仰為憑藉推動工業民主。一九二

二年應元道所譯〈基督化的工業的「德莫克拉西」〉也着重

強調了工業民主，工業必須是民主民立為民的。工業主權

不能僅操於少數人之手，而應讓與工人一同享受。31而一九

二三年岷原所譯〈宗教與「實業的德謨克拉西」〉則強調實

業民主是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科學的全體，涉及人類生

活的全部。作者認為唯有民主的完整實現，才能保證政治

民主，指出「德謨克拉西的良好的理論，尚未有一國做到。

而且在實業的德謨克拉西，不曾實現之前，沒有一種政治

的德謨克拉西，可以充分自由和愉快的。」32胡山源同年所

譯的對中國影響甚大的美教會領袖華德（Harry F. Ward）文

也認為工業制度的存在與基督教的實行有絕大困難，必須

實行工業的民治主義，工人須有權參與工業管理。33普遍將

工業民主的獲取與基督教的事業連在一起。迫於西方勞工

問題的嚴重性，西方基督教普遍感受到了民主擴張到生活

全體的必要，而尤其重要的是工業民主的完成，它是其他

民主的保證。 

此外，他們對西方民主弊端的診斷，也都歸結為基督教

的缺席，而要糾正這些偏頗，不得不求助於基督教。萊曼就

在指出西方民主只是半民主後，呼籲「用發展民治主義的

                                                             
 30. 勞埃德（Henry D. Lloyd）著，任夫譯，〈勞工問題與基督教〉，載《青年進步》第 45

冊（1921 年 7 月），頁 20-21。 
 31. 愛德華茲（W. Edwards）著，應元道譯，〈基督化的工業的「德莫克拉西」〉，載《青

年進步》第 51 冊（1922 年 3 月），頁 48-50。 
 32. 多爾（C. F. Dole）著，岷原譯，〈宗教與「實業的德謨克拉西」〉，載《青年進步》第

67 冊（1923 年 11 月），頁 43、47。 
 33. 沃德（Harry F. Ward）著，胡山源譯，〈歐美教會改造社會的計劃〉，載《青年進步》

第 62 冊（1923 年 4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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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去補救民治主義」。而他將發展的方向指向基督教，

它是發展民治主義之精神的製造所，發展新的民治主義唯

賴基督教。34在超越和補救西方民主的路途中將新民主的生

成指向基督教。愛爾武德也看到了美國個人主義民主政治

的危險，他認為「這種個人的放任的民主政治，很容易破壞

對於社會的義務觀念，忽略公共利益，失去守法律的心，而

趨入無政府……使民主政治，失去信用」。他同樣將拯救民

主的藥方歸結在基督教，他斷言「要抵抗這種危險，那末民

主政治，非有宗教的幫助不可。他的自由，必須用社會義

務，和社會結合的宗教來調和。」35這種思考也是在一戰背

景下對西方片面發展個人主義帶來悲劇的一種糾偏。神學

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也認為唯有與

基督教理想相合的英國工黨（Labour Party）民主是徹底的

民主，歐陸美民主都還距離徹底很遠。英自宗教改革以來，

其基督教思想中就帶有社會主義，但工黨手段不是破壞性

革命而是建設性革新，馬克思主義很難在英蔓延。36在他們

的反思中，都傾向基督教的參與，糾正資本主義片面的個

人民主，而多照顧社會公共利益，實現民主的完整化或徹

底的民主。其中確能看到共產主義作用的影子。 

而基督教之所以能夠彌補或糾正民主的不足，首先在

於「無論民治主義是適意的或不適意的，總是唯一的社會

秩序；與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教訓，是相宜的。」37胡任夫所

譯美裴蘭（L. H. Bailey）文也將民主引向基督教，將基督教

視為民主的中保，他認為「德謨克拉西的根本命脈，是藏在

                                                             
 34. 萊曼，〈發展新的民治主義在宗教教育〉，頁 11-12。 
 35. 愛爾武德著，胡山源譯，〈宗教與政治生活〉，頁 62。 
 36. 尼鮑爾著，劉乃慎譯，〈基督教與現代政治〉，載《青年進步》第 76 冊（1924 年 10 月），

頁 37、39。 
 37. 方斯（H. P. Faunce）著，屠哲隱譯，〈基督教會與社會改造〉，載《青年進步》第 54 冊

（1922 年 6 月），頁 55。 

Copyright ISCS 2021



德先生時代的宗教與民主 

 43 

靈活的宗教裏頭，不是藏在政治的自由和工業的優勝裏頭。

他的力量是一種靈性的力量」，「真正的德謨克拉西，是宗

教最完全的表現」。38《廣州青年》一九二七年譯文也將民

主視為基督教的產兒，文章認為「我們不獨從宗教得着道

德標準，而且從基督那裏得着最根本的政治哲學的意義，

我們民主政治的磐石，是從基督的教訓生出來的」。39民主

是基督教的兒子，不能提倡兒子而忘了母親。西方基督徒

關於民主的言說由來已久，在五四「德先生」這樣一個特定

的語境下被引入中國，是時代呼喚和接納外來資源的典型

案例。 

愛爾武德也聲稱民主運動和基督教有根本相同的社會

心理、共同的理想和同一來源，是自然的同盟者，宗教能幫

助民主政治的實現。他進而強調「現世對於民治主義的渴

望，實際上就是對於天國的渴望」，民治主義可以顯出耶穌

的勢力，也只有在基督教的目的中才能安全。40他在另一個

地方也同樣說道：「宗教與平民主義，是互相需要的東西。

無神的唯物主義的平民主義，其結果不能免除各人各方面

的爭競，平民主義的社會，尤須社會的分子，有善意，有社

會的知識及人格，所以須認定各個人社會的價值，須信仰

各人，信仰世界不是盲目的與不合理性的，乃是發射普遍

一切社會價值的地方。平民主義，不應當看這些社會價值，

是從外來強力，換言之，平民主義，又須演出他自身所適用

的宗教。」41在他看來，基督教和民主是天然的盟友，兩者

                                                             
 38. 裴蘭，〈甚麼是德謨克拉西〉，頁 56。 
 39. Brooklyn Central 著，青譯，〈怎樣去建立青年的道德〉，載《廣州青年》第 14 卷第 20

號（1927 年 7 月 18 日），頁 80。 
 40. 愛爾武德著，胡山源譯，〈宗教與政治生活〉，頁 58、66。 
 41. 愛爾武德著，徐寶謙譯，〈宗教與平民主義〉，載《生命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20 年

11 月），頁 4-5。 

Copyright ISCS 2021



楊衛華 

 44 

互為擔保和目的，誰也離不開誰。作者所強調的對個人價

值的守護可能是在中國發展民主所當注意的。 

進一步從宗教上反思民主的是美社會福音派（Social 

Gospel）領袖勞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他的思想

在中國影響很大。他將真正的民主主義視為進入天國的鑰

匙，他寫道：「政府和政治上少數攬權的人，無論是專制政

體，或是資本主義的平民政治，也當順從真正的民治主義，

如是就庶幾可脫離魔鬼的國，而進入聖國了。」他也看到神

國理想的缺失而帶來的危險，它會使教會成為保守勢力，

不但不能減除社會的頑固勢力，反而可能為貴族政府所收

買而阻礙民主主義，成為經濟平均的反動。這會成為人們

遠離教會的理由，因為在漸趨民治的社會，人們因科學的

懷疑離開宗教的少，而因其鉗制自由、逼迫勞動者而棄絕

的多。因此他強調：只有確立神國的理念才能為民主主義

和社會崇尚公道的運動提供後援。但神國不是一種概念，

而是一種歷史的勢力。神國使宗教生活合基督教旨，從而

「民主政治的根基乃立，人民既有民主政治的精神和資格

就能棄去經濟上的壟斷，操縱，這樣侵奪的財產，和他所生

貧富不均的結果，自然減少」，而催生友愛的情誼，向神國

邁進。42他同樣認為神國是民主的中保，教會必須確立神國

的理念，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作為趨入天國的門徑。 

 

三、五四基督徒對西方民主反思的受容與創造性詮釋 
在華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觀點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西

方，往往援引後者作為自身的支撐，而他們本身的觀點也

受其影響而強化。當然，他們並非西方資源的簡單翻版，他

                                                             
 42. 羅遜武著，林鴻飛譯，《社會福音的神學》（上海：廣學會，1923），頁 116、135-136、

16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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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會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創造性的詮釋，以便應合中國

的現實和基督教處境。 

基督教界對西方民主的反省是為基督教的介入鋪路，

同時在民主在中國走向神壇時基督教也不能缺席，更何況

他們還要應對非基運動中對基督教非民主的攻擊，所以他

們作出了許多努力來構建基督教和民主親密關聯的譜系。

正如一九一八年在華傳教士機關刊物《教務雜誌》社論指

出：「民主的基本理念就是基督教的基本理念，即人類的兄

弟關係。如果我們為民主而戰，就是為更多的自由和人類

兄弟關係而戰。」43通過一連串的比附構建兩者的同盟關係。

傳教士典型的表述模式是「福音，是民主的福音；耶穌，

是民主的領袖，基督，是民主的動力；教會，是民主的組

織。」44這是一種典型的目的性書寫模式，將自我的觀念意

向投射到話語表述中去。傳教士也往往把自己打扮成自由

民主的鬥士，在傳福音的同時也在播撒自由民主的種子，

「民主的觀念—民有民享民治—已經由教會或教育機

構中的傳教士介紹進來，這為辛亥革命和目前的民國種下

了萌芽的種子」。45以歷史為據證明基督教不但應該而且能

成為中國民主的助力。傳教士希望中國走向民主的同時走

向基督教，正如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言「把中國

建設成先進的、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國家是美國傳教士的堅

定目標」。46 

沿着西方前輩和傳教士的思想路徑，中國基督徒開啟

了更頻繁的話語建構。基督教不能缺席民主，民主不是被

                                                             
 43. Editorial, “A Future Task”, The Chinese Recorder (Jan. 1918), p. 571. 
 44. “The Traveler to the West”, The Chinese Recorder (Sep. 1922), p. 571. 
 45. “The Outl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Jun. 1928), p. 347. 
 46. 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北京：

中信，2003），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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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描畫為基督教的盟友，就是被視為它的產兒。若夫在

一九一九年寫道：「基督之福音與民本主義本為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此誠千載之上，萬年之後，永久之榮光，進化之

靈秘歟。」47燕大教授徐寶謙也認為「真正的科學與德莫克

拉西，與真正的基督教，初無二致」。48二人都將基督教和

民主描畫為一而二、二而一的結合體。當然，僅僅聲稱基督

教是民主的盟友是不夠的，將基督教和民主相連並非為其

穿上民主的外衣，而是視為後者的根本。一九一九年武衡

指出世界潮流趨於平民主義，基督教不但與其不相衝突，

而且平民主義實在是從基督教裏發展出來。基督教的教訓

和基督徒的行為都是合平民主義的，民主憲政根本於基督

教。49浸會的張亦鏡一九二一年也聲稱新思潮所標揭的各種

主義，如自由平等博愛、民治主義等都是從基督教的思想

中偷出來的。50葉啟芳一九二二年也斷言「平等博愛於基督

教義內更容易顯出，今日盛行之民治主義。有很多地方便

是直接或間接從基督教流出的。」51三者都將基督教抬高為

民主的源頭，這種雙方親密的頻繁重複正是為基督教走向

民主並借民主為基督教張本鋪路。 

不僅基督教是民主的源泉，耶穌也被他們描畫為民主

的耶穌，一九二二年鄔志堅就強調德謨克拉西就是無論政

治宗教工商業等都要以大多人的幸福為前提和主體，「基

督教乃根本的一個平民的宗教，拿撒拉人耶穌乃是一個提

倡德謨克拉西的主義最烈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死於十字架，

                                                             
 47. 若夫，〈天國之精神與民國〉，載《青年進步》第 19 冊（1919 年 1 月），頁 10。 
 48. 徐寶謙，〈最近中國思想運動之研究〉，載《青年進步》第 91冊（1926年 3月），頁 10。 
 49. 武衡，〈基督教同平民主義〉，載《上海青年》18 卷 30 號（1919 年 9 月），頁 1-2。 
 50. 張文開，〈基督教與新思潮〉，載《中華基督教教會年鑑》6（1921），頁 134-140。 
 51. 葉啟芳，〈非宗教運動批判〉，載《基督號》第 2 期（1922 年 12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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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為世人的罪孽，但也是為他所抱的主義。」52為了構建

基督教的民主形象，將其創始者視為民主革命家是一個方

便的路徑。經過這一系列重複性言說，基督教和民主親密

的關係譜系慢慢建立起來。 

此外，中國基督徒也接受並進一步闡發了基督教和民

主終極目的的一致性。將對民主的想象就視為對天國的嚮

往，那麼基督徒走向民主就是天經地義，他們甚至將進入

民主和走進天國相提並論。羅運炎一九二一年就認為中華

歸主狹義講是引人歸主，廣義講即催促國人進到德謨克拉

西的時代，實際的德謨克拉西離不開基督的主旨。53把推進

民主和傳教實踐結合起來。廈門的李漢青一九二二年也以

基督的教訓為由催促基督徒推進民主政治，他聲稱聖經的

全部意義在發揮自由，崇拜基督的唯一宗旨就是希望得自

由，擺脫罪惡的羈絆，勇敢走向真理。因而推翻專制政體，

建設民治國家，是我們共和國民和基督徒的責任，也才能

保證自由的實現。54借上帝的名義把信徒納入現實民主事

業，把宗教在政治上的意義呈現出來，這種認知甚至內化

為組織話語與行動，一九二五年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第三屆

年會宣言就表示教會要實行民治主義之優美精神，結合教

內外優秀分子，「使民治精神立鞏固不拔之基，而增加改良

社會事業之血熱」。55對民主的提倡主要是基督教自由派的

事業，許多保守派信徒往往藉口政教分離而遠離民主實踐，

對基督教和民主關係的描繪也是為了將他們從福音的拘囿

中解放出來。 

                                                             
 52. 鄔志堅，〈德謨克拉西與基督教〉，載《興華報》第 19 卷第 29 期（1922 年 8 月 2 日），

頁 4。 
 53. 羅運炎，〈中華歸主的宗旨〉，載《中華歸主》第 14 期（1921 年 7 月 10 日），頁 2。 
 54. 李漢青，〈自由〉，載《道南》第 4 卷第 1 期（1922 年 1 月 1 日），頁 4-5。 
 55. 〈中華基督教促進運動宣言〉，載《中華歸主》第 55 期（1925 年 10 月 10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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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督徒而言，基督教不僅是民主的母親，且是民主的

保障，離開基督教，民主是不可能的。一九二七年徐松石認

為唯有基督教能滿足中國對民主的要求，他談到：政治的

鼎新不能單靠形式的變革，而是真正民主精神的發長，這

是中國第一大需求。基督教是提倡真正民治主義的宗教，

能完美的滿足這一需求。因為基督教是平民的宗教、提倡

真正的平等自由博愛和犧牲服務的精神，注重公民的教育

和道德。56對民國共和失望的基督徒一直希望在外在形式之

外為民主中國奠定一個內在的精神基礎。《興華報》一九二

七年社論也明言民主政體即天國政體，民主的實現就是天

國的完成，作者聲稱「在天國裏，統治者是擁護着全民的

—全世界的民眾—幸福利益，這便是德謨克拉西—民

主政體—的理想目的……德謨克拉西的理想的實現，便

是基督所說的天國」。但民主離開基督教是不行的，「民主

政體的實現，並不是把民主政體來代替天國，須知我們所

希望的民主政體，離開了天國是無從實現的」，之所以未

能實現真正的民治，就是我們不願在上帝的國度裏受其管

轄。57從中確實看到了一種強烈的信仰訴求，將基督教描畫

為民主的保證，且將終極的目標—天國與民主理想合流，

在催促信徒為民主奮鬥的同時增添基督教的外在吸引力，

為國人走進基督教提供一種可能。 

在「德先生」時代，將民主王國和天國相提並論是可理

解的，但卻不乏牽強附會，這種簡單的話語邏輯背後隱藏

着基督徒的宗教認同與政治訴求。據此他們呼籲基督教的

民主化與民主的基督化，一九二三年東吳大學教授趙紫宸

呼籲我們要民主的宗教，我們「要合乎社會的宗教—我們

                                                             
 56. 徐松石，〈基督教道如何適應今日中國之需求〉，載《真光雜誌》第 26 卷第 2 號（1927

年 2 月），頁 2-8。 
 57. 社言，〈政治與罪惡〉，載《興華報》第 24 卷第 13 期（1927 年 4 月 13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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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的宗教是要德謨克拉西的，普遍的，不是一個階級或

一地方的，要真能為社會服務，使瞎子能看得見東西，聾子

能聽見聲音，貧窮的人有維持生活的方法，那就是我們所

盼望的宗教了」。58在民主享有某種權威的年代，基督教只

有民主化才有未來，其中不乏以民主來改良現實基督教的

訴求。 

更明確提出基督教民主化和民主基督化的是燕大的呂

振中，其文開篇即謂「基督教的命運全在乎他能不能，敢不

敢，澈底地實行基督的民治主張。基督教與民治主義原是

同宗的。民治主義之需用基督教亦正如基督教之需用民治

主義；兩者真有密切的關係在焉。民治主義必要生出它的

適宜的宗教來。基督教若不要民治主義，民治主義也一定

要自尋一個合意的宗教來。由此觀之，『今日與明日世界的

急需就是一個民治化的基督教，和一個基督化的民治制度。

基督徒今日與明日最大最急切的責任，莫過於此。』」59接

着對兩者給與全面的界定，他認為基督教民治化包括：教

會組織民治化；宗教教育民治化；宗教事業民治化；神學民

治化。而民治主義的基督化則是為了防範和糾正世俗民治

主義的可能危險，只有將民治主義導入基督教的軌道，才

可能實現真正的民治。作者提醒到「民治主義有種種的自

由，因此也便有自由裏種種的危險」，「自由若沒有一種服

務的精神灌輸在裏頭是很危險的，咱們每以為自由自身即

是一件好東西；其實不然，自由之好壞，全在乎如何用法。

自由即是機會，然機會若不善用，只是多禍之源而已。民治

主義若只是一種普通自私的自由，那末，它的結果是要比

專制的結果更壞的了。民治主義所給的自由若是嫉妒分爭，

                                                             
 58. 趙紫宸，〈我們要甚麼樣的宗教〉，載《生命月刊》第 3卷第 9期（1923年 5月），頁 2。 
 59. 呂振中，〈基督教與民治主義〉，載《生命月刊》第 5 卷第 8 期（1925 年 5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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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害，那末我們索性利用專制倒好。」60因此，作者認為自

私自利的民治主義是不穩固的，必須以一種更有力更高的

精神加以鞏固，民治主義的趨勢是離心的，非有那種互相

尊重的屬內的維繫來維繫不可。自然，在他看來，這種維繫

的紐帶即為基督教。他強調民治主義必須基督化，使它成

為人的而非機器的，用仁愛同情服務代替冷淡嫉妒和富貴

名利的貪婪，這是基督教對民治主義的責任。基督化的民

治主義注重責任勝於權利，注重所給勝於所得，民治主義

謂其完全自立，莫如謂其相互依賴，謂其競爭，莫如謂其互

助。分子主義式的民治主義是沒有效率的，協助的民治主

義才有效率。文章最後總結到：「基督化的民治主義，和民

治主義化的基督教，的確是唯一的社會制度，配稱為地上

的天國，配做基督徒的信仰和努力之目標。」61作者隱約地

感到了西方民主的潛在危險，而企圖以基督教加以糾正和

規訓，以成就完美。基督教不但要民主化，民主也要接受上

帝的規訓基督化，這是他們宗教認同的一種表達。 

另外西方觀念在中國得到傳播並進入實踐的是工業民

主的概念。五四時期中國工運漸趨勃興，成為中國基督教

重點關注的對象。為了將勞資衝突扼殺在萌芽狀態，不讓

西方的悲劇在中國重演，在工運成為問題的開始基督徒即

宣導工業民主作為應對之策。早在一九二〇年傳教士特曼

（E. L. Terman）就指出「世界的必然趨勢是工業民主」，

中國的混亂已在複雜的工業問題中找到萌芽，他提議要為

中國實施工業教育為工業民主鋪路。62英傳教士霍德進（H. 

T. Hodgkin）也認為工業民主是將基督教原則運用到中國經

                                                             
 60. 同上，頁 14。 
 61. 同上，頁 8-16。 
 62. E. L. Terman, “Practical Industrial Education for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Nov. 1921), 

p.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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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問題中去的方式，我們談了許多政治民主，卻很少注意

更為重要的工業民主，他強調要未雨綢繆，不能讓西方發

生的災難在中國重演。63更為重要的是華德一九二五年中國

巡迴演講，工業民主理念是他演講的主旨，也是他帶給中

國基督教的禮物。他認為基督教應提倡工業的德謨克拉西，

它是政治德謨克拉西的結果，其不以產生財富為鵠的，而

以完成人類為目標。他進而認為設立工會，工人在工業管

理上取得發言權，是取得工業德謨克拉西的關鍵步驟。64工

業民主是一個西方概念，經由傳教士的介紹東渡中國，很

快在中國基督界形成一股熱潮並內化為實踐的一部分，一

九二〇年代基督教工業改造運動即為該理念的一種實踐，

比如青年會勞工幹事朱懋澄在一九二六年就提倡工業的民

治制。65總之，工業民主是當時基督教中一種流行的口號與

理念。當然，不得不強調的是這都是在基督教範疇下的思

考，都把工業民主及民主的完整實現歸向基督教，後者是

民主最後也是唯一的中保。 

 

四、結語 
隨着五四時期「德先生」的出現，民主在中國被「先生

化」，開始享有某種話語霸權和認同優越，促使各種力量都

力圖將自己描畫為民主的，借其作為形塑合法性和擴張主

義的資源。五四自由派基督徒也不例外，他們明瞭如果基

督教缺席民主在中國將會遭遇淘汰的命運。他們將基督教

詮釋成民主的來源、朋友、中保、根本。他們一方面想借基

                                                             
 63. H. T. Hodgkin, “Christians Principles and Economics Problems”, The Chinese Recorder (Jan. 

1921), p. 69. 
 64. 華德著，簡又文編，《革命的基督教》（上海：中華基督教文社，1926），頁 122-124。 
 65. 朱懋澄，〈中國今日之工業狀況和勞動運動〉，載《青年進步》第 91 冊（1926 年 3 月），

頁 50。 

Copyright ISCS 2021



楊衛華 

 52 

督教來完善民主，同時也欲借民主來改造基督教，進而為

基督教打入中國社會或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鋪路。但他們民

主想象的起點並不完全在宗教，同時帶有強烈的國家關懷

和政治目的，把中國打造為民主國家是在華自由派傳教士

的政治理想，這也契合他們中國基督徒同道對中國未來的

想象。但不幸的是，當西方民主開始其中國之旅時，正是它

本身遭遇危機的時代。一戰為五四自由派基督徒重思民主

提供了一個契機，也為他們重新打造新的民主提供了可能。

他們能根據國內外局勢的演變而調整他們關於民主的言說

與訴求，民主一旦離開西方而進入中國語境，就不再只是

一個西方概念。除一戰結束前後，基督徒短暫且無條件的

擁抱過西式民主外，伴隨着巴黎和會等一系列表演，西方

民主國家的形象漸趨跌落，致使其所連帶的資本主義民主

在大多數時候都是一個破碎的概念，它是一種需要修正的

不完全的主義。但儘管如此，除了少數的例外，自由派基督

徒並沒完全否定民主本身，它需要的是完善而不是毀棄，

且其本身也在不斷的自我修正中。民主仍是王位上的君主，

甚至有人將民主的追求拔高為天國的想象。但它需要成全，

它的跛腳已不足以應付世界的局勢，且會損毀它自身的聲

譽。而基督徒為成全民主所開的藥方自然在基督教，它的

弊端正是上帝缺席的結果，它必須接受基督教的指導和規

訓，才能走向完整，這促使部分人在對西式民主的反思中

邁向新民主的重構，他們相信基督教擁有關於民主的全部

真理，它尊重人的價值、人類平等、彼此相愛等教義是重構

它的資源，基督教民主才是真民主，他們堅信這樣的民主

才是足以承載中國未來的道路。總之，五四自由派基督徒

的民主想象是他們應對「德先生」時代來臨的一種方式，他

們的民主言說，與其說是在訴說民主，不如說是他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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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一種表達，他們通過對基督教和民主關聯的創造性

詮釋，以各種目的性書寫來達到自身的多重政治和宗教目

標，作為重構自我宗教認同、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的一種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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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ld War I wa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Liberal Protestants’ opinions about 

democracy. With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war and then later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Allies, the prestige of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reached a peak in Chinese Christians’ 

minds. But when the grievous news came from Paris of the 

failure of China’s effort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Christians became very disillusioned with democratic 

countries. However, they did not negate democracy itself. 

Instead, they saw it as evidence that western countries were 

somehow less democratic. Accordingly, Christians began to 

rethink western democracy, seeing its deficiencies, and thus to 

seek a better kind of democracy. They stressed that western 

democracy, as a partial democracy only of the political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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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be expanded to include all of life, especially industrial 

democracy. Furthermore, they did their utmost to advocate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democracy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heir purpose was to preach Christianity through 

democracy, and to make democracy more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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