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上帝特殊的恩典，藉著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會員堂

之一的支持，差派我在六月十七日至廿七日往中國昆明市進行探望、照顧及

訓練的事工。 
 在昆明市的事奉，使我靈裡暢快、窩心和感恩！神的手一直在作工。謝謝

當地同工及信徒們善意和愛心的安排，在六天的程序中，探望了二間教會及

在四間教會分享、講道、講課和問題解答；同時在不同地點、時間會見同

工、信徒，靈裡扶持、傾談心事和教牧輔導。 
 那幾天享盡了信徒們愛心的款待，重溫主內情誼，精心安排雲南美食，令

我感到受之有愧！喜見他們對 神僕人的尊敬、關愛，實值海外信徒學習！ 
 昆明市是雲南省省會，雲南省唯一的特大城市和中國西部第四大城市；是

雲南省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交通中心樞紐；是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

市和旅游、商貿城市之一。同時也是中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和優秀旅遊城

市。因夏天酷暑、冬天嚴寒、氣候宜人，具有典型的溫帶氣候特色，素以

「春城」著稱，擁有世界自然遺產－雲南石林。惜因事工、聚會緊密，未克

遊覽，留待下回再去吧！ 
 在昆明期間閱讀有關基督教在雲南的傳播與發展：據有關史料記載，基督

教傳入雲南的活動，是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的。 
 1877 年，內地會英國傳教士麥嘉底 (John McCarthy) 由上海出發，經過

雲南到達緬甸八莫，這是最早進入雲南的基督教傳教士。 
 1880 年，英國政府取消了禁止傳教士由緬甸進入中國的禁令。次年，內

地會英國傳教士喬治●克拉克 (George Clarke) 夫婦經緬甸入滇，率先在大

理建立了教會。 
 1882 年，繼大理教會建立之後，內地會傳教士又在昆明設立了教堂。此

後，基督教各教派及傳教團體和自由傳道人相繼入滇，主要的教派和傳教組

織有：內地會、循道公會、神召會、五旬節會、安息日會、浸禮會和浸信

會、聖公會、長老會、中華基督教會、基督會、滇中伯特利教會、中華國內

布道會、青年會、路德會和信義會等等，它們在雲南各地設點傳教，掀起了

外國教會組織的三次入滇浪潮 (1911-1918 年為第一次浪潮，1919-1945 年

為第二次浪潮，1946-1950 年為第三次浪潮)，同時形成了雲南基督教的兩次

發展高峰 (1911-1929 年為第一次發展高峰，1930-1950 年為第二次發展高

峰)。  
 20 世紀初，由於各種各樣的教派和組織不斷到雲南尋找立足之地，相互

發展教會。1921 年，內地會、聖道公會、聖公會、五旬節會、青年會等五



個教派組織聯合成立了「昆明基督教聯合會」，規定「凡不屬聯合會成員的

教會，不得隨便在昆明建堂傳教」。 
 昆明基督教聯合會的成立，形成了「五派分滇」的格局，確立了當時在雲

南以英國勢力為主導的教會分佈及活動狀況，並對各教派蜂擁入滇的局面，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英國勢力衰弱和美國勢力的

急劇膨脹，越來越多的美國系統的教會組織進入雲南，後來內地會、聖公

會、聖經公會、五旬節會等均不同程度由英國系統轉入美國系統，造成了美

國勢力在雲南一統教會天下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會的社會形象，

提高了教會的社會影響。同時，由於得到了較多的物質支持，教會經濟狀況

有所改善，對這一時期教會的較快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1978 年以後，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實，教會活動逐步恢復，

但在最初的幾年時間裡，由於缺乏必要的活動場所和教牧人員，其活動主要

表現為半公開的家庭聚會的形式。 
 1982 年以後，雲南基督教的活動基本公開化，並有了較快的恢復和發

展，信主人數也快速增加。在這一時期，宗教活動表現出不穩定的狀況，一

些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宗教活動比較混亂，自封傳道人以及流動傳教、任

意曲解教規教義的現象十分嚴重，「末日說」、「升天說」等傳言和活動相

繼出現，一些非正常的宗教組織和宗教活動如「小眾教」、「恆尼」、「斯

令匹」等也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1990 年以後，隨著教會組織和管理的逐步完善，宗教狂熱現象已逐漸由

正常的宗教活動所取代，基督教活動逐步趨於正常。 
 據 2010 年底統計，全省基督教信主群眾逾七十萬人，教堂和固定活動場

地超過五千所。總之，這一時期，由於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主群

眾的思想覺悟和熱情極大提高，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也得到了信主群眾的

接受和支持，宗教活動正常有序。  
 願恩浸人繼續忠誠為中國的傳福音、穩固教會等事工代禱。現今 神的手

仍在中國作工，祈求在我們一生中均能獻上本份參與聖工，是所厚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