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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式會 

巴式會起源於瑞士北部的巴塞爾(Basel)，為一自由

商業城市。十八世紀後期，該城商人受到北部武騰堡

敬虔主義的影響，於 1780 年建立「德國基督教學

會」。1800 年學會用德文翻譯英國差會在海外宣教的

報告。這些報告激發說德語的敬虔主義者自行組織差

會。 

1815 年 9 月 25 日，在巴塞爾有八位牧師和商人

共同呈請政府批准建立差會。由於該會設於巴塞爾，故此以「巴式」為差會之命名。 

巴式會成立後，便開辦神學會，訓練傳教士。巴式會的宣教政策，大致可分為四類： 

首先，運用本土語文傳教，包括學習當地語言、普通常識及文化，出版當地文字的書籍及

聖經等； 

其次，向社會低下階層傳福音，向他們提供廉宜、甚至免費的教育及社會服務，表達關懷，

傳播基督教信仰的信息。 

第三，重教育的發展，十分注學校的設立，作為吸引低下階層的策略，並作為傳播信仰的

媒介。 

最後，是與殖民地政府或當地政府保持中立的關係。 

1831 年，德國傳教士郭士立(港譯吉士笠，曾於 1843-1851

年，任香港華民政務司，鴉片戰爭時的英方通譯) 開始在中國沿岸傳道，派遣華人信徒到內

陸地區分派聖經及小冊子，作為在華傳道的開始。 

1847 年 3 月 19 日，巴式會派遺韓山明及黎力基抵港，作為首批到中國的傳教士。黎力基

負責潮語區，韓山明則負責客語區。但由於黎力基在潮語區的傳道並不順利，被潮州府尹驅

逐出境，於他與韓山明等人至客家地區共同工作，最後奠定巴式會在華專以客族為傳教對象

的事工。 

1903 年，巴式會退休牧師凌啟蓮到粉嶺發展農業,並向附近農戶傳福音。1905 年，巴式會

派彭樂三為第一任傳道人，並租得村屋兩間，此為崇謙堂之始，亦即巴式會在港建立的第六

所教會。  

由於巴式會華人信眾日多，踏入二十世紀，巴式會一直鼓吹華人教會自立的呼聲。隨着華

人信眾的要求，巴式會終於 1924 年後自立，改名為「中華基督教崇真會」。香港巴式會於 1928

改名為「中華基督教崇真會香港區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