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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宣教情 
 

 

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 

南京的方舟南京的方舟南京的方舟南京的方舟 

——華華華華群群群群(Minnie Vantrin)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一．生平簡介    

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中國名字是華

群。 

1886年 9月 27日，華群出生在美國伊利諾

州的西科爾小鎮。自幼家貧，憑著自己的努力

以优异成績畢業于伊利諾州大學；后來蒙神呼

召來到中國。1912 年初華群到達中國安徽，見

女子識字不多，便矢志推動中國女子教育，創

辦了合肥三育女子中學；1919-1940年在金陵女

子大學掌管校務，興建校園。華群鼓勵學生走

出象牙塔，獻身社會，為窮苦四鄰服務，發揚

金陵女子大學的校訓——厚生精神，即更丰盛

的生命。期間華群去國外進修，并將丹麥、荷

蘭的成人教育帶到了中國。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華群在金女大設立安

全區，保護了許許多多的中國婦女，被稱為“南

京的方舟”。1939年夏天，華群感到身心耗盡，

教會讓她回美國休養，但她婉拒了教會的好

意，堅持与中國人同甘共苦。1940年 4月 10日，

華群在日記中寫下最后一句話：“我几乎精力

殆盡，無法再支持下去了。”1940年 5月 14日，

在多方勸說下，華群离開南京回美國治病。1941

年 5月 14日，在离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華群

病逝，年僅 55歲。她在中國事奉有 28年之久。 

二．烽火中的經歷 

1937年日本轟炸南京，華群看到生靈涂炭，

決定開放校園，設立安全區以保護中國人。1937

年 12月 13日，日軍攻陷南京，開始大肆屠殺，

但金陵女子大學卻保護了許許多多中國婦女免

遭日軍的強暴、蹂躪，因此被稱為“南京的方

舟”；方舟就是避難所，一個提供保護的地方。 

日軍轟炸南京初期，絕大多數外籍人士都逃

离南京。華群和留下的外國人（大部分是傳教

士）挺身而出，划出國際安全區，組織“南京安

全區國際委員會”，后又請求成立了“國際紅十

字會南京委員會”。金陵女子大學被國際委員會

指派為安全區里專門收容婦孺的避難所。 

1937年 8月 12日至 1940年 4月，華群几乎

每天都堅持抽空寫日記。她以一個女性特有的

細膩和真摯情感，真實地記載了日軍從轟炸、

進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殺，及日軍在南京進行

殖民統治的全部過程。這些日記為研究南京大

屠殺歷史、揭露侵華日軍性暴行提供了最具說

服力的證据。如 1938年 1月 1日、2月 8日……

等日記里都記載著日軍的暴行。 

日記中還處處看到華群對中國人的愛。如

1938年 2月 18日、 5月 12日……日記里都記

載著華群為中國人的擔憂和難過之情。這些日

記后來在 2000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名為

《魏特琳日記》。 

為了幫助中國人，華群殫精竭慮地工作，

過度的疲勞、長期的擔憂和精神壓力嚴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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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的健康。她以自己的無私奉獻對“厚生”精

神作了最完美的詮釋，真不愧為南京的方舟。 

2005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侵華

日軍南京大屠殺中倖存者證言》，乃根据抗戰幸

存者的采訪編輯而成。雖然事隔六、七十年，

但很多幸存者在接受訪問時都提到華群女士。

她們清晰地記得華女士在衣食住行、教育、健

康、生存技能等方面給予的無私幫助和保護。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講講講講讲讲讲讲   

集中集中集中集中營營營營的的的的燭燭燭燭光光光光 

——李艾瑞李艾瑞李艾瑞李艾瑞(Eric Liddell)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 
 

一．生平簡介 

1924年巴黎奧運會上，發生了一件讓很多人

不能理解的事情。因為 100米賽安排在星期日，

最有希望奪魁的運動員李艾瑞放棄了這場比

賽。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李艾瑞堅守一個

原則：週日必定敬拜主；若与比賽衝突，宁愿

放棄金牌。這次他代表英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

會，為了堅持這個原則，他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領隊、教練還有親自督戰的王子都懇求他放棄

原則，為了國家的榮譽而賽；英國民眾更認為

他不愛國。即使這樣，李艾瑞也沒有讓步，沒

有放棄他持守的原則。 

李艾瑞跑步的姿勢非常特別——抬頭仰望

天空，膝蓋高高彈起，兩手劇烈滑動。當他跑

步時，特別感到神的同在；他知道神給了他跑

步的恩賜，他也期望使用這個恩賜榮耀神。 

3天后，在男子 200米比賽中李艾瑞獲得了

銅牌，大家很意外，因為這不是他擅長的項目。

隨后的 400 米比賽，因為他過去的成績并不理

想，所以沒有人認為他能拿到金牌。李艾瑞卻

堅信這場比賽能夠榮耀神。憑著信心他過關斬

將，進入了決賽。當時他手握一句經文：“尊

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撒上 2:30）最終他

以 47.6 秒的成績打破了 400 米世界記錄，獲得

了金牌。全心尊重神、持守原則的李艾瑞在奧

運歷史上為神留下了美好的見證。根据李艾瑞

奧運故事改編而成的電影《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更獲得 1981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劇本、

配樂、服裝四項大獎。 

李艾瑞出生在中國天津。他的父母、哥哥、

妹妹都在中國事奉。獲得奧運金牌和科學學士

學位后，李艾瑞回到中國。他先到一所教會學

校教授當時中國最需要的物理、化學。教學之

外，他更帶動了天津的体育運動；天津民國体

育場就是他設計的。1936 年中國參加柏林奧運

會前，舉辦方邀請李艾瑞作為賽前熱身賽的總

指揮。天津人不能忘記他為中國教育和体育作

出的貢獻。 

除了教學，李艾瑞還去鄉下向農民傳福音。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將家人送回英國，自己則

繼續留在中國為中國人服務。珍珠港事件后，

他被日本人關進山東濰縣集中營。1945 年他病

死在集中營中，年僅 43歲。 

 

二．烽火中的經歷 

李艾瑞親身經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整個過

程，也親眼目睹了日本人的暴行。他想盡辦法

利用他外國人的身份保護中國人，也搶救了許

多中國人的性命。 

二戰爆發后，他將妻子和女儿送往加拿

大，自己仍留在山東，繼續宣教工作。日本

偷襲珍珠港后，外僑也成了日本的敵人。李艾

瑞和很多外國人被日本兵關押在山東濰縣集中

營，過著非常困苦的生活。 

李艾瑞第三個女儿在加拿大出生，父女從未

見面。集中營里有很多青少年与父母分离，缺

少親人的關愛和照顧，李艾瑞特別能夠理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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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孩子的心情。他帶孩子們鍛練、游戲、學習

和運動，填補了孩子們心目中父親的角色。為

了幫助那些孩子，他打破了周日不舉行比賽的

原則，并舉辦查經學習班，更為他們上科學課，

想盡辦法幫助孩子們過得充實和健康。 

不幸的是，李艾瑞腦中長了一個腫瘤，身体

越來越衰弱。1945年 2月 21日，一個大雪紛飛

的夜晚，李艾瑞病死在集中營。此時离戰爭結

束只有几個月。 

集中營的燭光——李艾瑞的愛心就象黑夜

中的一盞燭光，激勵和幫助了無數的青少年和

中國人，照亮了所有人的心。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講講講講 

烽火烽火烽火烽火中的戴家班中的戴家班中的戴家班中的戴家班(Taylor Family) 

 

戴德生是戴家班中第一代來到中國的宣教

士。在他之后，這個家族連續五代，直到今日，

仍然有戴紹曾、戴繼宗父子等繼續留在中國人

中傳福音。我們稱這個家族為“戴家班”。 

    

第一代 

戴德生于 19 世紀來到中國，經歷了太平天

國和義和團運動帶來的戰亂。義和團事件中，

戴德生于 1865年建立的內地會損失慘重，有 58

位大人和 21位小孩遇害。 

 

第二代 

戴德生的長子戴存仁，听從父親來中國服事

主的要求，放棄了在英國的醫學學習。他在戴

德生在煙台建立的內地會子弟學校做教師，直

到退休。戴存仁因為深愛中國，便留下定居。

珍珠港事件后，80 歲的戴存仁和眾多外僑被日

本人抓到山東濰縣集中營。一起被關押的還有

他的几個孫子。年事已高的戴存仁在集中營的

艱苦生活中為神留下了美好的見證。戰爭結束

后他回到英國，直到去世。 

戴存仁的弟弟戴存義，在英國完成醫學學習

后來到中國，在河南等地行醫，做醫療宣教士。

他在云南宣教時被土匪綁架，扣留了一個多月

才獲釋。 

 

第三代 

戴存仁之子戴永冕，在父親任教的學校讀書

時，是個問題孩子；但后來圣靈改變了他，他

繼承父輩的志向成為宣教士。戴永冕先到美國

接受教育，1926 年再次來華，主要從事神學教

育工作，在河南開封辦了一個圣經學校。抗戰

時期學校轉到西北，培育出一批肯吃苦的基督

徒，立志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雖然因時机不

成熟沒有成功，但這種心志感動了很多人。 

抗戰剛開始，戴永冕夫婦看到日本人的殘暴

和不人道，原本打算回國，但神感動他們留下。

珍珠港事件后，孩子們被關進集中營，師母心

里非常難過。但神借著一個姊妹給他們一句

話：“你若關心神所關心的事，神必關心你所

關心的事。”這句話給他們很大的安慰和幫助。 

5年后戰爭結束，一家才得以團圓。1953年，

戴永冕夫婦被差派到台灣繼續宣教，成為戴家

去到台灣的第一代傳教士，距离戴德生第一次

到中國正好 100 年。戴永冕在高雄開辦了圣光

神學院，造就了很多傳道人；同時他們對台灣

原住民有負擔，在那里興建教會，喂養信徒。 

 

第四代 

戴永冕的儿子戴紹曾（“紹曾”的意思是繼

承曾祖父的傳教志向），少年時被關在集中營里

三年半，承受過親人分离的痛苦，所以他不想

到中國做傳教士。但神感動并揀選了他，他就

甘心樂意到台灣接任圣光神學院院長，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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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宣教。后來台灣眾教會成立了中華福音神

學院，大家一致推舉他做院長，在福音教育中

將中國文化融入。任職期間他積极推動中國人

興起，承擔起宣教的使命；卸任后他將擔子交

給中國人。戴紹曾幫助中國人建立教會，促使

教會健康成長。 

 

第五代 

戴紹曾之子戴繼宗，生長在台灣。小時候和

父親一樣抗拒做傳教士，但神同樣感動揀選了

他。他獻身于中國人福音事工，妻子是台灣人。 

中國宣教史上還有一個“海家班”，与戴家

班甚有淵源。戴德生的妹妹嫁給了英國的海班

明。海家也是一代一代獻身中國的宣教工作，

被稱為海家班。海家班對戴德生在中國的宣教

支持很大，主要負責為內地會籌集資金、培訓

宣教士。海班明的十個孩子大半都到過中國，

到了第三代還有人繼續到中國為中國人服務。 

 

戴家五代人先后來華宣教，經歷了烽火、饑

荒、土匪、洪水等；他們對中國人始終不變的

愛是出于神的。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講講講講 

出入烽火中出入烽火中出入烽火中出入烽火中國國國國的的的的 

棣慕棣慕棣慕棣慕華華華華(Charles DeVol) 

    

一．生平簡介 

棣慕華的父母都是醫生，先后從美國來到中

國從事醫療傳道工作；在中國宣教期間先后經

歷了義和團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火洗禮。他

們在中國六合邊行醫邊傳道，得救者很多。 

棣慕華出生在六合，有一個妹妹凱撒琳和弟

弟棣福華。1017年底，年僅 47岁的棣老醫師由

于太辛勞，病逝在六合。師母（法醫師）接手

丈夫的事工，不久染病回美療養，但病情一直

沒有好轉。1920 年，師母被神接回天家。臨終

前法醫師的心仍然記挂著中國六合的教會，期

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回到六合繼續宣教工作。當

時棣慕華 17歲，妹妹 14歲，弟弟 11歲。棣慕

華和妹妹深受感动，答應母親回中國傳福音。 

父母去世后，兄妹二人各自上學、自立、成

家，忘了對母親的允諾。但神再次感動他們。

棣慕華先回到中國。戰亂迫使他 4 次往返美國

和中國之間，但他始終未曾放下牽挂中國的心。 

棣慕華從小熱愛科學。在中國的事工多次被

戰火打斷，他就利用留美期間繼續從事學術研

究，并獲得印地安那大學植物學博士學位。棣

慕華致力蕨類植物的研究。為紀念他在植物學

上的成就，一种由他在中國廬山發現的蕨類羊

齒草，被命名為“棣氏羊齒草”；在台灣他的

一個學生發現一种稀有的鳳仙花，被稱為“棣

慕華鳳仙花”。 

因著植物學上的恩賜，棣慕華有机會到台灣

各大學向學生傳道。他的講道活潑生動，加上

他熟習中國文化，常常引經据典，深受學生喜

愛。在證道的時候，他常以大自然的奧妙來驗

證神的智慧与權能。他的學生對他印象深刻，

評价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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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教會派棣慕華到台灣服事。夫婦二人

在台灣南部建立了許多教會，同時棣慕華在台

灣最好的大學擔任植物學教授。直到 1980年，

他因生病回美國療養，才結束了他在中國的事

工。1989 年夏天，棣牧師用完早餐，面帶滿足

的微笑，安然离開世界。 

 

二．烽火中的經歷 

1926年，棣慕華帶著新婚妻子先到南京。他

們努力學習語言，准備盡快回到六合。1927 年

3月爆發的南京事件，迫使棣慕華逃离南京；事

件平息后他們回到美國休息。 

1931年，夫婦二人再次回到六合。沒多久發

生日本軍隊進犯上海事件，他們再次被迫离開

到北京避難。幸而事件很快平息，他們又回到

六合繼續服事。 

1937年棣氏夫婦回美國休假后，准備再次回

中國。其時中日戰爭爆發，他們只好繼續留在

美國等候。直到 1939年，棣慕華才帶著妻子和

孩子重回六合。但此時中國仍然漫天烽火，局

勢日益緊張，棣慕華只好先送妻子和孩子回美

國，自己則留在中國繼續宣教。 

棣慕華原本計劃在 1941 年底休假回美与家

人團聚，沒想到發生了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事

件。棣慕華被關進上海集中營，經過很長時間

才獲釋回國。集中營的經歷常常讓他從惡夢中

惊醒，但他從不在家人面前提及。他勸慰家人

要將神的話記在心里，還要多學詩歌，因為這

些都會在困難中給信徒极大的幫助。 

抗戰結束后，棣慕華在 1946 年初急切地再

次回到六合傳福音。此時中國外戰剛停又開始

了內戰，時局不允許外籍傳教士滯留中國。1949

年，棣慕華只好再次回美。這次他經歷了神奇

妙的幫助，免受傷害。 

出入烽火中國的棣慕華，實現了父母未曾

實現的中國夢。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講講講講 

走走走走過過過過烽火烽火烽火烽火‧‧‧‧心系中心系中心系中心系中國國國國 

————————希祝虔希祝虔希祝虔希祝虔(Eugene Hill)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 

 

一．生平簡介 

希祝虔牧師出生在美國德州。年幼時母親因

病去世，父親遭人劫財害命，成為孤儿，寄養

在親戚家。希祝虔下面有五個弟弟，作為長子，

他從小擔起父親的角色，去德州的油田工作，

幫助養育照顧弟弟們。從小的經歷培養了他幫

助他人的心智和能力。后來希祝虔進入奧克拉

荷馬州浸信會大學學習，畢業后去肯塔基州南

方浸信會辦的神學院進修。 

1936年，希祝虔來到中國南方的廣州。為了

向當地人傳福音，他克服困難努力學習粵語，

并很快融入中國人的生活。希牧師主要在廣州

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教書，此校為紀念 1866年

到廣州傳道的紀好弼牧師而設立。紀牧師夫婦

在中國傳福音、行醫有 51年之久。紀師母在白

云山建立暮光盲人院，為盲人募捐、提供各种

幫助。希牧師以這一對前輩為榜樣，致力中國

的宣教工作，培養了很多优秀的神學生，同時

也積极參与當地教會的牧養。 

抗戰期間，希牧師夫婦和中國人一同走過烽

火。1940 年他们回到美國，避開了珍珠港事件

被關到集中營的命運。戰爭一結束，希牧師夫

婦立刻回到廣州，繼續栽培中國信徒，幫助中

國建立健康穩定的教會。 

1950年，希牧師和師母不得不返回美國。但

希牧師的仍然心繫亞洲。翌年教會再派他到東

亞建立教会，繼續服事神。直到 1955年，希牧

師回到美國，路經耶路撒冷圣地，靈里得到极

大的充實。回到美國后，他擔任宣教教育部長，

多次到海外訪問；最讓他興奮的是有机會第四

次重回亞洲。見到以前的老朋友、學生仍舊在

宣教的事工上努力，給了他很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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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牧師和中國人一同身處抗日的苦難，他不

遺余力地幫助患難中的中國人，視他們如自己

的同胞骨肉。 

1975年希牧師 65歲退休后，住在列治文，

繼續致力于中國人社區的福音工作，參与并支

持中國人教会的建設和牧養。 

 

二．烽火中的經歷 

1937年戰爭爆發后，日軍連日轟炸廣州，人

們生活十分艱難。希牧師夫婦所住的東山區，

靠近黃埔軍校，是日本人轟炸的主要目標。轟

炸期間他們多次經歷神的保守。 

1938年 10月，日軍攻入廣州，雖未發生象

南京大屠殺般的慘劇，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強

暴和羞辱事件仍時常發生。人們生活艱苦，糧

食匱乏。希牧師挺身而出，想盡辦法為人們提

供糧食，救濟災民。當時教會還照顧一所老人

院和孤儿院。抗戰爆發后，來不及撤离的安老

院老人受到日軍的強暴和凌辱，加上糧食缺

乏，很多老人已經奄奄一息了。希牧師得知后

非常難過，立刻來到安老院將老人安排到浸信

會的醫院，接受幫助和救護。希牧師的行徑激

怒了經常到養老院施暴的日本人，以致受到日

本兵的生命威脅。這就是沙河安老院事件。 

抗戰期間希牧師為無廣州人提供安全保

護，被稱為“廣州的方舟”。但期間希師母經

歷流產，直到 1940年他們才育有一個兩歲的孩

子，名叫小虔。不幸的是在美國醫院檢查時，

小虔墮樓死亡，讓希牧師夫婦十分傷心。后來

他們又有了一個孩子名約翰；受父母影響，約

翰喜愛中國文化，目前在加拿大一所大學教

學。約翰是神給希牧師夫婦的祝福。 

希牧師和師母心系中國，在苦難中和中國結

下了深厚的感情。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講講講講 

為著為著為著為著烽火中的烽火中的烽火中的烽火中的學學學學生生生生 

————————艾得理艾得理艾得理艾得理(David Adeney)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 

    

一．生平簡介 

艾得理被稱為“學生的使徒”，專門向學生

傳福音。他成長在英國一個宣教家庭里。父母

是敬虔的宣教士，在羅馬尼亞向猶太人宣教。

艾家四個孩子跟隨父母的足跡，相繼成為宣教

士。老大艾得理到中國宣教，老二到非洲宣教，

老三繼承父輩志愿以猶太人為宣教對象，老么

加入中國內地會，來華服事。  

1930年秋，艾得理進入劍橋大學學習，開始

參与基督徒學生團契的宣教事工，影響了很多

學生關心福音未及地區的需要。還未畢業，就

獲全英國校園的福音團契邀請他加入宣教執行

委員會。主修歷史和神學的艾得理深受劍橋七

杰宣教思想的影響。 

1934年畢業后，艾得理蒙召來到中國河南。

他和一位美國宣教士結婚，一同在方城宣教。

他們經歷了戰爭帶來的饑荒、土匪和洪水各种

災難。1940 年，艾得理一家留守方城，為災民

提供保護和救助，并向滯留的學生傳福音。1941

年，艾得理夫婦回美述職，因珍珠港事件未能

回到中國。直到戰爭結束，艾得理在 1946年才

有机會重回中國，參与學聯會的工作。后來時

局變動，于 1950年 8月被迫离開中國。 

1956年，艾得理以國際學生福音團契遠東區

總干事名義來到香港，鼓勵亞洲區基督徒學生

組成校園團契，為主作見證，全面推動了亞洲

區學生福音團契的各項工作。退休后，他攜夫

人定居加州，繼續參与中國人和學生的宣教事

工。1994 年 5 月病逝，安葬于“中國山”，享

年 82歲。為紀念他而設立的“艾得理基金會”

繼續支持中國的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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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烽火中的經歷 

1934年，艾得理從劍橋畢業后來到中國河南

的方城宣教。方城是農村，條件十分艱苦，他

在宣教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艾得理使用自創

的圖片到集市向群眾宣教；晚上就睡在門板

上，以減少跳蚤的叮咬。目睹戰亂導致民不聊

生，艾得理心里非常難過，盡力幫助當地農民。

方城土匪綁架和侵襲事件，艾得理時有經歷和

听聞；水災也是宣教途中常常遇到的。 

1940年，日軍攻入方城，艾得理的家成為中

國災民在方城的方舟。夫婦二人投入了醫療宣

教的行列，每次救護前，艾得理都用溫和的聲

音帶領病人禱告，這些禱告大大激歷和安慰災

民的心。因戰亂之故，不少學生滯留方城，使

艾得理有机會向他們傳福音。 

1941年因珍珠港事件，回國述職的艾得理不

能按期返回中國。他繼續在美國、英國從事學

生福音工作，但始終記挂著中國的需要。戰爭

迫使沿海大學生紛紛流亡到后方；經歷了空前

迫害的學生對于福音反應熱烈。1945 年 7 月，

中國基督徒學生聯合會在重慶成立。1946 年，

艾得理受內地會差派，乘飛船到中國支持學聯

會工作。學聯會极盛時期在近 100 所學校推動

事工，帶領近 20,000 人歸主。學聯會舉辦的夏

令會培育了很多后來被神重用的仆人。可惜局

勢變化，艾得理在 1950年 8月被迫离開中國，

回美后再度投入校園學生團契工作，服事世界

各國的留學生。 

20世紀后半葉，亞洲國家大學生數量劇增，

艾得理抓住時机，以國際學生福音團契遠東區

總幹事名義來到亞洲，致力推動亞洲地區學生

福音團契工作。艾得理扮演了亞洲學生福音事

工催生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