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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可追逆到十九世紀的西方教會。1910年愛丁堡世界

傳教大會後，教會合一運動亦進入中國，先是成立中華續行委辦會來推動

教會合一，該組織後來改組成為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在同一時間裏，

以長老會、公理會和倫敦傳道會為核心等多個宗派教會，亦合併成為一個

強大的合一教會――中華基督教會。該會全國總會於1927年成立時，信徒

人數達十二萬，佔全國基督徒三分之一，是當時全中國最大的基督教會。

然而，在推動教會合一運動的過程中，出現了新舊神學之爭，夾雜着自由

主義神學的現代派和基要派由神學爭論到彼此決裂，導致內地會、宣道會

等基要派教會於二十年代脫離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而華北長老會亦表

示不會跟隨其他長老會加入中華基督教會。
1  

1 參陳智衡：《合一非一律：中華基督教會歷史》（香港：建道神學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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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轉，內地傳教多年的傳教士及、中國教會領

袖或信徒皆以香港為後退及逃避地點。當經過五十年代的混亂和整合局面

之後，昔日中國教會的合一問題爭論亦同時帶到香港。加上西方普世教會

合一運動繼續發展，故此六、七十年代不斷有新題目給予香港教會爭論。

二　戰後香港教會合一運動爭議

（一）香港教會合一運動

香港教會合一運動主要推動的角色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以下

簡稱香港區會）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以下簡稱協進會）。戰前香港的中

華基督教會是屬於廣東協會的第六區會，以合一堂和公理堂為首的第六區

會，是當時廣東協會中發現較為良好的區會。1949年之後，第六區會與廣

東區會及全國總會失去聯絡，因此於1953年正式改組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當時多個後撤的差會也紛紛與香港區會合作，這些差會亦推薦原屬

不同大會的中華基督教會方言教會加入，這就使香港區會漸漸成為有着多

個差會合作的合一教會。
2 1957年，原來廣東協會總幹事汪彼得牧師應聘

出任香港區會總幹事，香港區會就更成為推動香港教會合一運動的重要教

會之一。

除了中華基督教會之外，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於1954年成立。協進會

以前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領袖梁小初博士為首，他亦是中華基督教會香

港區會的信徒領袖。當時除了中華基督教會有分參與協進會的教會合一運

動外，聖公會、信義會、循道公會、衛理公會、浸信會等都是協進會的

成員。1958年1月由協進會主辦的教會合一聯合禱告大會，當時參與的有

六百多人，他們來自不同宗派教會，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會、救

世軍、信義會、浸信會、愉寧堂等。
3 

1961年11月，普世教會協會第三屆大會於印度新德里舉行會議。當

時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梁小初、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信義會蕭克諧、衛理公

2 陳智衡：〈戰後香港中華基督教會歷史初探（1945－1956）〉。文章將會刊登於《景
風》期刊內。

3 〈教會合一聯合祈禱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9期（1958年2月2日），
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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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周郁晞、中華基督教會高而體等人均以不同身分出席。這次會議有數個

重要決定，第一就是國際宣教協會（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與

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簡稱WCC）合併，成為一個

更大的普世教會組織，而當時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已是這組織的成員之一。

第二個重要決議就是二十三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教會組織申請加入普世教

會協會，其中最矚目的是當時蘇聯的俄羅斯歸正教會（Russian Orthodox 
Church）的加入。第三項就是修正普世教會協會的共同信仰條文，由原

來的「普世教會協會是接受我主耶穌基督為上帝與救主的教會的一個團

體」，修訂為「普世教會協會是一個教會的團契，這些教會都依照聖經，

承認主耶穌基督為上帝與救主，努力去成全他們的共同使命，以歸榮耀於

上帝父、子、聖靈」。
4 明顯地，羅馬天主教和俄羅斯東正教絕對是普世

教會協會推動教會合一運動的對象。1962年開始，羅馬天主教內部亦舉行

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其中一個焦點，就同樣是為教會合一緣故不再視基督

教（更正教）為叛教者，而視之為「離異的弟兄」。這改變對於兩教的

合一起了重要的討論基礎，而這樣的討論亦帶到香港教會。1964年9月29
日，天主教劉蘊遜神父，中華基督教會汪彼得牧師、聖公會廳德明牧師、

循道公會黃作牧師四人舉行教會合一問題講座。對於天主教表示希望與基

督教合一，三位基基督教牧師雖然各自有其立場，但總的來說算是相當正

面。
5 後來汪彼得、廳德明、黃作更計劃推動中華基督教會、聖公會和循

道公會合併成為「香港聯合教會」。
6 

對於支持教會合一運動的人來說，教會彼此合作是達到最後合一的途

徑。信仰原則亦應先強調大同，之後才到小異。所以應避免誇大其小異，

卻忽略了大同。
7 在支持的教牧眼中，反對他們的人的表現是激烈的。吳

明節曾形容基要派的人時說：「他們說那些主張合一的教會人士，多是新

神學派――或稱之為不信派」；「甚且有人把教會合一運動，看作是某些

野心家陰謀攫取政治資本的苟當，更有人認為教會合一運動，乃是大教派

4 梁小初：〈新德里發生了甚麼？〉，《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56期（1962年1
月1日），頁12～14。

5
〈教會合一問題座談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90期（1964年11月1

日），頁6。
6 
有關「香港聯合教會」的計劃，筆者現正進行相關研究。

7 
何世明：〈從教會合作到教會合一〉，《滙文集》（香港：文藝，1993），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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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派小教派，天主教吞併基督教的一個運動，故他們積極反對」。
8  吳明

節更指出有人堅持自己的教會好過別人的教會，這並不是合乎神的道，而

是「根據自己所服膺的傳統和教義而發」，這些人不但不尊重別的教會，

而且更加以排斥。甚至在附近另設教會，吳認為這就像唱對台戲一樣。
9  

有趣的是，陳終道亦有類似的批評，他批評聚會處反對宗派的教會宗旨時

說；「那些鼓勵信徒脫離教會，另外奉主名聚會的的理論，根本不是「無

宗派」的路，也不是合一的路，他們是引起教會中更多爭論的路。
10 吳明

節和陳終道站在對立的神學立場，但他們所說的皆反映出新舊神學爭議是

相當激烈。

（二）基要派信仰的抗拒

無論在西方或中國，當現代派興起及教會合一運動的出現的時候，持

保守信仰的教會領袖皆表示抗拒和反對，這情況在香港教會亦同樣出現。

1951年，陳終道就曾表示若教會為了教會合一而聯合，這樣作用其實不

大。因為有時貌合神離，有時把不信派和異端聯合進去，有時為了聯合誰

或不合聯合誰而引起爭論，這都是為了尋求合一而引起爭議。
11 陳終道更

認為那些追求教會合一的人，外表上是以合而為一作為屬靈的合一，但其

實這並不是合一的路，而是新羅馬教的路。
12 

除了陳終道外，滕近輝牧師的好友鮑會園和胡恩德亦有類似的言論。

鮑會園指出組織教會合一運動是由自由派開始，他們一直指摘信仰保守的

人反對合一，把錯處怪罪在保守信仰的人身上。鮑牧師認為因信仰不同，

立場不同，自然就會不加入教會合一組織行列。若以此來指摘他們，鮑牧

師認為這是不能接受的。他說：「假若基督教協進會裏面的領袖，都是保

守派信仰的人，我相信有許多別的教會的人都不肯參加。就從現在香港教

8 
吳明節：〈關於教會合一〉，（1965年11月27日），刊載於吳明節：《吳明節牧師見

證集》（香港：靈文書房，1996），頁112。
9 
吳明節：〈關於教會合一〉，頁113。

10 
陳終道：〈教會的合一問題〉，《教會真理講座》再版（香港：宣道，1977），頁

30。
11 

陳終道：〈教會的合一問題〉，頁28。
12  

陳終道：〈教會的合一問題〉，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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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情況，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所謂新派信仰純正的教會，在某些方面

更加積極不合作。」
13 

除了鮑會園發表這樣的論述外，胡恩德亦有相近的言論。胡恩德認

為那些推動教會合一的人說基督身體來支持教會應該合一，只是「藉着貶

低神偉大僕人們來提升自己屬靈價值」而已。
14 他更認為推動教會合一

的人，只與自己同一主張信徒合一，卻不能與不同主張的人談得攏。胡認

為「他們雖高呼『合一』，卻偏偏是最不能與眾聖徒合一的一羣，這事實

反證他們的不實際。可見他們的主張不單是不可行，也是無法實踐的！他

們與人不合一，卻標榜合一的道理，這只是一種自欺的手段，卻騙不了

人！」
15  

當問題涉及天主教的時候，持保守信仰的教牧均表示這更要防範。

胡恩德指出，這現象都表明敵基督日子臨近，他說：「敵基督不但着重

聯合的精神，更會運用武力或政治力量，促成世界變成一個整體來與神為

敵。」
16 所以不要冀求「人工性的統一或把教會納入一個『架構』裏尋求

共同推進」。
17 而陳終道也認為主張與天主教合一的人雖然是教會領袖，

但這些人並非注重信仰，而是想借兩者聯合起來後，對世界的政治及相關

事情產生影響力。陳終道更認為這些人是想藉宗教的聯合力量，使教會在

世界上佔有重要地位。
18 同樣，王永信牧師在這問題上亦曾表示，自第

二次梵蒂岡會議後，天主教呼喚基督教浪子回頭，天主教的聲譽和地位被

新派教會的人稱道。他認為普世教會合一運作是以天主教為首，而背道的

基督教與東正教跟隨於尾。而這合一教會就是啟示錄十八、十九章的「淫

婦」，而且更會與敵基督者互相合作。
19 在六十、七十年代的香港教會，

基要派教會領袖的堅定立場和批評的言論，使教會合一問題爭議不單沒有

停止外，彼此壁壘分明的格局更愈來愈嚴重。

13 
鮑會園：〈教會合一運動的始末〉，《播道神學院院訊》第13期（1968年12月），轉

載於《真理的裝備――鮑會園博士專文集》（香港：天道，1982），頁113，116。
14 

胡恩德：〈合一原則〉《真道造就――從聖經進入至聖真道》（香港：宣道，
2009），頁288～289。

15 
胡恩德：〈合一原則〉，頁291。

16 
胡恩德：〈合一原則〉，頁293。

17 
胡恩德：〈合一原則〉，頁294。

18 
陳終道：〈基督教與天主教可能合一嗎〉，《播種人》第6期（1962年6月），頁6。

19 
王永信：〈教會合一運動〉，《將來必成的事》（加拿大：大使命中心，2000），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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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滕近輝的防範與謹慎

滕近輝牧師在奮興佈道家丁立美的呼召下獻身傳道，在趙君影主持

下的聚會決志一生事主，並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修讀神學。回中國後因大

陸政權易轉而留在香港，先協助的趙君影的文字工作，後在廣州聖經學院

（播道神學院前身）任教。自1952年起，滕牧師開始在長洲建道聖經學

院部分時間任教，1956年轉為全職老師。面對新神學和教會合一運動等問

題，六十年代起他在建道神學院學生佈道團刊物《播種人》發表一系列的

神學文章，這些文章後來被收入他的《路標》一書內。當傳統宗派教會正

討論教會合一的問題時，滕牧師在1965年發表〈靜看教會聯合運動〉，他

除了簡述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由來後，他帶出要對這運動作冷靜思考，滕

牧師指出：

1. 無疑的，基督徒應該為了教會的合一見證，而「放棄」彼此間的

歧見，目前我們實在尚未盡力向此標桿前進。有許多分裂的現象是可

恥的。但是，我們的「放棄」有無限度？如果宗派的名稱可以放棄，

管理教會的方式可以放棄，聖餐的藩籬可以放棄……但是基本信仰要

義例如贖罪之道也可以放棄嗎？一個不計較信仰的大混合組織，容納

一切在內（例如WCC在洛杉磯所主辦的一次禮拜中，佛教，回教，

猶太教領袖參加節目；又加拿大基督教聯會領袖 Luxton 會督，揚言

守望台亦應參加到WCC裏來等等），其後果難以想像。

2. 任何一個團體的領導權，都易落在上層組織的少數人手中，他們

的思想決定一切。如果這領導權落在靈命低下的人手中，何等可怕！

雖然WCC領袖們宣稱組織不是一個Super Church，但是發展的必然

路線到底是傾向一個具有權力的高層組織。聯會必有行動，行動必具

權利，這是很明顯的。

3. 英國聖公會神學家及Churchmen 神學季刊主編Hughes 指出：天

主教一貫的作風是容納主義，將異教因素吸入，以妥協為併歸的方

法，最後消失於其大系統內，例如典立阿里斯多德為神學家：將東方

拜祖之風俗加以洗禮而容納，她目前的大公會議可能是開闢一條類似

的路，來吸引那些無確定信仰與神學立場的基督教會，重回其懷抱。

……如果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在起初的一二代中或可保持兩者之間

應有的距離，但是稍後基督教必然融消於天主教的龐大組織之內，而

失去其寶貴屬靈原則。

4.  一個龐大複雜的聯合組織，是否更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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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切出於社會背景的，種族的，文化的區別，決不應容許其造成

教會的分裂。

6. 一切因信仰上次要的區別而造成的分立，亦應努力消除之，爭求

基督之愛表現於合作中，榮耀歸主。
20

 

滕近輝牧師對普世基督教協會所推動的教會合一運動甚為保留，甚至

是不認同。他認為這樣「一個不計較信仰的大混合組織，容納一切在內，

其後果難以想像」。而且支持教會合一的公會對天主教持開放態度，滕牧

師認為這是隱藏於教會的信仰危機。雖然滕牧師的立場與當時基要派教會

領袖立場相近，但相對其他基要派的教牧和學者而言，滕牧師的言詞明顯

較為溫和，至少他並沒有辛辣言詞來對支持合一的教會進行攻擊。例如他

把此文章收編入《路標》一書時，他在這六點之外再增多一項說：「基督

徒對天主教徒應該有友善的態度，以愛心對待他們。也應該找住目前的機

會向他們宣講『生命』的信息。」
21 

從這細微的事可看出，當滕牧師把這

爭議問題沈澱過後，他還是覺得傳福音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雖然不認同天

主教，但為了福音緣故，基督徒必須與對方保持良好關係，等待機會向他

們傳講有生命的福音信息。雖然如此，滕牧師的立場其實與當時基要主義

信仰的人差不多，都是認為要謹慎看待，因為他認為教會合一運動夾雜着

太多不合乎正統信仰元素在其中。

滕牧師對新派神學問題上亦表明他的看法，他在《播種人》內的〈新

派神學的紛紜狀態〉中指出，他肯定新正統派神學巴特（Karl Barth）的貢

獻，但當他介紹布爾特曼（Bultmann）、田立克（Paul Tillich）和潘霍華

（Bonhoeffer）時，滕牧師定性他們的神學理論為新神學，他認為這些新

神學思想確實影響部分教會傳道人。滕牧師認為這些新神學思想與教會脫

節，故此教牧不能把它們化成為講道信息。
22 他在後來另一篇〈作一個忠

實的福音使者〉的文章中，指出現代思潮充斥着新神學的「新上帝觀」、

20 
滕近輝：〈靜看教會聯合運動〉，《播種人》第12期（1965年5月），頁1～4。

21 
滕近輝：〈靜看教會聯合運動〉，《路標》第十一版（香港：宣道，1998），頁

186。
22 

滕近輝：〈新派神學的紛紜現狀〉，《播種人》第13期（1956年12月），頁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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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德觀」、「新佈道觀」和「新世俗觀」。
23 滕牧師在〈聖經中的十

大異端〉文章中指出，他認為當時新神學的思想理論其實也是異端之一。
24 

四　洛桑會議後滕牧師的轉變

六十年代新舊神學及教會合一運動在香港基督教內的爭議，到七十

年代開始出現轉變，而滕近輝牧師對此的貢獻實屬不少。1966年4月，世

界福音派教會領袖在美國伊利諾州惠敦大學（Wheaton College [Illinois], 
USA）舉行「教會普世使命會議」，在會議中研討普世宣教事工的理論、

策略和實踐等問題。當時滕牧師亦發表〈佈道與教會的能力〉一文，他指

出：

雖然有些合一的路線不合聖經，因此不能被以聖經為本的基督徒所接

受，但是信仰純正的教會應當毫無保留的推動合乎聖經的合一運動。

我們在佈道工作上必須合一，才能產生更大的功效。我們應該設立各

種委辦會，去研究與尋求獲致合一的最好方式，參加的教會越多越

好。我們不可僅僅消極的反對不合經訓的合一運動，更要積極去實行

合乎聖經的合一。
25

 

在教會合一運動爭議非常大的環境下，滕牧師亦開始思考除了防範的

角度外，其實可以探討以佈道的向度來處理合一問題。他認為不能只消極

地反對不合聖經的合一運動，反而應積極實行合乎聖經的合一。然而，在

當時激烈爭論的環境下，他並沒有再在此問題深入探討下去。

1974年7月，世界各地的福音派教會領袖在瑞士洛桑舉行「第一屆世

界福音宣教大會」，當時英國聖公會牧師斯托得（John Stott）率領起草委

員會所定稿的「洛桑公約」（Lausanne Covenant），成為近代福音教派最

具影響力的文件，其〈教會與佈道〉指出「佈道也要求我們聯合，因為合

一能增強我們的見證，而分裂有損於這和好的福音」；「組織的合一可以

採取多種形式，組織的合一也未必會促進佈道的事工」；「我們有相同聖

23 
滕近輝：〈作一個忠實的福音使者〉，《播種人》第18期（1968年5月），頁4～6。

24 
滕近輝：〈聖經中的十大異端〉，《播種人》第16期（1967年4月），頁3～5。

25 
滕近輝：〈佈道與教會的能力〉，收氏編：《教會普世使命會議報告書》（香港：宣

道，1968），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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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信仰的人，應該在團契、事奉以及見證上緊密聯合」。
26

「洛桑公約」

帶出以佈道、見證福音來推動合一，這印證了滕牧師在六十年代在「教會

普世使命會議」所發表的〈佈道與教會的能力〉的想法不謀而合。

在洛桑會議舉行期間，有七十多位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領袖

參與。這些華人教會領袖每天提早一小時到場祈禱，並商討籌辦華人事

工會議。
27 1976年，「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事工會議」（簡稱華福會，

CCCOWE）在九龍城浸信會舉行。在首次華福會上滕牧師發表了〈教會與

合一〉，他認為這是世界華人教會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但同時亦是容

易產生誤會的問題之一。
28 當時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馮偉文亦有參加是次

會議，馮表示滕牧師公開讚揚聖公會的數位合一領袖，這是在福音派中很

少見到的開明態度。
29  究竟滕牧師的態度如何開明了？他說：

在這去廿年裏面，聖經信仰的圈子裏面進行着一種辯論與分化：一方

面是極端的「分離主義」（Separationism），他們竭力主張基要信

仰的信徒必須從那些加入「普世教協」的宗派中退出來。
30

 

之後他更指出福音運動（Evangelical Movement）是反對「分離主

義」和激烈主義的。當中有六個特點：

1. 在信仰上，保持對聖經的絕對信心；在神學上清楚指出現代主義

（Modernism or Liberalism）不合聖經之處。

26
「我們確信，上帝的旨意是要教會在真理中有可見的合一。佈道也要求我們聯合，因

為合一能增強我們的見證，而分裂有損於這和好的福音。然而，我們承認，組織的合一可以
採取多種形式，組織的合一也未必會促進佈道的事工。我們有相同聖經信仰的人，應該在團
契、事奉以及見證上緊密聯合。我們承認，我們的見證有時會因混雜的個人主義及不必要的
重複事工而受損。我們承諾，要在真理、敬拜、聖潔及宣教上尋求更深的合一。我們呼籲大
家，開展地區性和功能性的合作，制定策略性的計畫，增進相互間的勉勵，加強資源的共用
與經歷的分享，使教會的使命得以進展。（約十七21、23；弗四3～4；約十三35；腓一27；
約十七11～23）。」下載自「洛桑運動網頁」; <http://www.lausanne.org/zh-hant/covenant-zh-
tw/lausanne-covenant> （2015年1月16日下載）。

27 
王永信：〈滕牧師，我的兄長與導師〉，滕近輝：《都是恩典》修訂版（香港：宣

道，2009），頁150～151。
28 

滕近輝：〈教會與合一〉，《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香港 : 世界華人福音
事工聯絡中心，1977），頁235。

29 
馮偉文：〈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一個參加者的報告及感想〉，《信息》（1976年10

月），頁2。
30 

滕近輝：〈教會與合一〉，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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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策略上，避免消極的批評與攻擊，而注重積極傳達福音精意，

保持愛心的態度。

3. 在路線上，對福音的個人意義和社會意義，均加以注意。

4. 在追求上、靈性、神學、學術並重。

5. 在對外關係上，不主張要聖經信仰的信徒從大宗派中退出，而注

重在大宗派中在信仰上作積極的貢獻，高舉聖經，推動福音工

作。
31

 

經過五、六十年代教會間的爭議，再加上洛桑會議的影響，滕近輝牧

師在教會合一和傳福音問題上開始有着新的定位。明顯地，滕牧師不認同

教會互相攻擊，因為這不利於福音傳播。基督徒可以反對那些不合乎聖經

的神學思想，但不要攻擊那些教會及信徒，因這是不利傳福音這大使命，

當滕牧師談及宗派問題時指出：

1.  各宗派互相尊重

2. 宗派之間在事工上盡力合作，特別在福音事工上合作

3. 當一個宗派的時代意義已經過去，就盡量尋求如何與其他宗派合

併。
32

 

某程度上，滕牧師在第一屆華福會會議後的教會合一觀念，對比六十

年代的言論其實算是較為開放。他期望「華福」可以成為全世界華人教會

更強的合一運動和福音事工。
33  滕牧師並不是走協進會道路，但他已不再

是消極的防範的角度看此問題，而是以積極傳福音角度來處理教會合一。

所以他在之後的〈分別與合一〉中指出教會內產生對立或分裂，原因是基

督徒對某些真理有不同看法。
34  他認為就算是被視為普世派的聖公會，裏

面亦有不少福音信仰的牧師與會友，另一方面福音信仰的圈子裏也有許多

心胸夾窄的偏激分子。
35 

31 
滕近輝：〈教會與合一〉，242。

32 
滕近輝：〈教會與合一〉，241。

33 
滕近輝：〈第二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給我羊—— 滕近輝牧師牧養感言》（香

港：宣道，1995），頁5。
34 

滕近輝：〈分別與合一〉，收氏著：《偏差與平衡》（香港：宣道，2002），頁78。
35 

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香港：宣道，2010），頁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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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牧師指出基督教各宗派的起源，是由於治會制度，或信仰重點，或

禮拜儀式，或特殊歷史背景，或文化傳統，或民族特性等因素所產生出來

的。除了異端與否定基本信仰所產生的差異之外，其他的都應視為「大家庭

內弟子姊妹之間性格的不同，是一種自然的現象，不必驚怪，應該彼此接

納，不必彼此否定」。
36 他指出「如能互相欣賞與學習對方的優點，戒除

缺點，彼此接受與相愛，那是何等美麗的事，一定是主所悅納的」。他認為

有些「教會為了保有自己合乎經訓的優點，避免自己的會友受到其他教會的

影響而失去這些優點，從而採取閉關路線，這是可以理解的。對此，教會不

必加以刁難，而是應當保持謙卑與愛心。
37 

他認為每一間教會都有敬虔、聖

潔、愛主，以及為主殉道的會友」。
38 

他更表示「地上沒有絕對的完美，不

少自認最屬靈的人，卻作出最不屬靈的事。有不少人把次要的事當作最重要

的事，結果產生沒有屬靈實質的互相否定，令人扼腕嘆息」。
39 

五　結論

因着教會合一問題討論所引發的新舊神學爭議，在中國大陸二十世

紀二十年代開始已經出現，而香港的爭論則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滕近

輝牧師站在保守派陣營中反對新神學和教會合一運動，但對比同陣營的戰

友，滕牧師的批評言論相對較為溫和。滕牧師認定當時所推行的教會合一

運動在信仰上有問題，可是也並沒有否定教會合一的重要性，而他認為佈

道是合一的基礎。在七十年代洛桑會議後，滕牧師對教會合一問題有着明

顯的變化，於是他積極推動成立「華福會」。誠然，滕牧師是在普世教會

合一運動之外另覓溪徑，他既反對現代派的神學不合乎聖經，但亦認為昔

日基要派的批評與攻擊是「分離主義」，也是福音運動所反對的。因此，

滕牧師嘗試走中間路線，以佈道來推動教會合一，可以不認同對方的神學

立場或觀點，但卻不應攻擊對方教會及信徒。滕牧師在七十年代的轉向，

無疑是在現代派和基要派多年爭辯中開出一個缺口，使華人教會有擺脫此

僵局旋渦的機會。

36 
滕近輝：〈分別與合一〉，頁78。

37 
滕近輝：〈分別與合一〉，頁79。

38 
滕近輝：〈分別與合一〉，頁79。

39 
滕近輝：〈分別與合一〉，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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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普世基督教運動引發香港教會的基要主義和普世派的

爭論。當時滕牧師是基要主義的學者和牧者。但由於滕牧師十分重視福音佈道，

所以他努力推動普世基督教運動以外的教會合一運動，他突破了基要主義和普世

派長期的爭論。滕近輝牧師是世界華福中心的創辨人之一，而華福中心是為了推

動華人教會往普天下去傳福音而成立的。 

ABSTRACT
During the 1960s, the world ecumenical movement triggered an argument between 

the fundamentalist and ecumenical churches in Hong Kong. Rev. Teng was a pastor 
and scholar on the fundamentalist side. His concern for evangelism led him to seek 
unity among Chinese churches outside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The result of the 
breakthrough was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of World Evangelism 
(CCCOWE) which he co-founded. This centre was established to mobilize Chinese 
churches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n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