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for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教研究  ISSN: 2325-9914 

 

2024 年 6 月第 22 期   -319-  

 

对基督教周刊《天风》编辑人员的考证和考察

（1945–1949） 

李文力  htps://orcid.org/0009-0007-1376-2572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创刊于 1945 年的《天风》在中国基督教报刊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且重要

的地位，是研究 1945 年至今中国基督教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该

刊自身原因，早期编辑人员具体何人、任期何时成为模糊不清的问题。本文搜

集挖掘相关文史资料，从考证梳理《天风》编辑人员入手，在此基础上考察该

刊草创初期从相对简陋到日益成熟完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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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5 年 2 月 10 日，时任青年协会书局驻成都出版部主任兼基督教联合出

版社主席吴耀宗经过筹备，在成都四圣祠北街二十号以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名

义正式创办《天风》周刊并发行第一期。《天风》自此存续发展至今，现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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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基督教两会主办的机关刊。1 该刊在中国基督教报刊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且重

要的地位，涉及 1945 年至今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天风》是必不可少的重要

参考资料。然而，目前学界对该刊的研究并不充分，多聚焦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有陈江聪、汤泳诗、王志希的研究成果。2 关于《天风》

早期发展的研究较为薄弱，何凯立（Herbert H. Ho）所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

业（1912–1949）》有一小节对《天风》发展的大致脉络、办刊风格、政治立

场等作了概述性的介绍。3 王翔的《从<天风>看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表达

（1946–1949）》一文是当前学界少有的探讨《天风》早期发展的学术论文。4 

该文对早期《天风》刊载内容进行文本分析，论述了该刊宗教思想以及偏向共

产党的政治倾向。或许是受限于篇幅和资料，该文留下许多值得深耕挖掘的余

地，如对《天风》早期编辑人员缺乏必要的梳理。 

《天风》创刊之初，吴耀宗担任名誉编辑主任一职，一般不插手具体编辑

事务。该刊自 1945 年 2 月 10 日首刊发行之时并未标注编辑人员的姓名，所登

 
1 1945 年 2 月《天风》周刊于成都创刊，发行至 1946 年 3 月休刊，同年 8 月在上海复刊。1954 年，中

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刊为“三自爱国会”的机关刊，1965 年停刊。1980 年 10 月复

刊发行至今，其中在 2006–2008 年改为半月刊，现为月刊。 

2 陈江聪：《重寻中国基层教会信仰的轨迹：以〈天风〉 “读者信箱”为例（1980–2010）》，学士学位论文，

东南亚神学研究院，2013 年；汤咏诗：《“守望之声”：二十一世纪〈天风〉专栏研究》，载黄文江、张开

云、陈智衡主编：《变局下的西潮：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性》，香港：建道神学院，2015 年，第 589–600

页；王志希：〈中国基督徒的另一部 “婚姻法” ——以《天风》杂志为例探讨两性伦理与圣经文本的关系

（1983–2013 年）〉，《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46（2016）：215–254；王志希：《中国基督教的“圣经爱

国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三自爱国运动、〈天风〉杂志与政治诠释学》，《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22

（2016）：65–94； 

3  [美]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244–247 页。 

4 王翔：《从〈天风〉看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表达（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6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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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代表本刊立场观点的文章大多署名为笔名。这种情况至 1948 年 12 月 4 日发

行第 149 期才有所改变，即《天风》封面页、版权页注明主编、编辑的姓名并

作为惯例保留了下来。故从 1945 年 2 月至 1948 年 12 月间《天风》的编辑人员

具体何人，任职至何时，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份刊物的定

位和发展，以及呈现出来的办刊风格方针、思想内容主旨与编辑人员的运作息

息相关。有鉴于此，本文搜集挖掘相关文史资料，从考证梳理《天风》草创时

期的编辑人员入手，以此为切入口对该刊早期的发展作深入考察。 

一、成都办刊时期的三任主编（1945.2–1946.3）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不少基督教出版机构陆续内迁至西南地区。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下属出版部门青

年协会书局决定保留在上海的主要行政机构，同时将部分出版资源运往成都并

设立分支机构，由吴耀宗担任出版部主任。由于战争造成资金物资奇缺，出版

印刷所需的纸张、印刷设备匮乏。为了统筹战时基督教出版事业，避免不必要

的出版重复和浪费，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考虑将在成都几家基督教文字出版

发行机构联合起来。1942 年 9 月 18 日，经过协商，华英书局、广学会、《田

家》半月刊杂志社以及吴耀宗负责下的青年协会书局驻成都出版部决定共同组

织一个联合出版机构——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由吴耀宗任主席，加拿大传教士

李芝田（R. O. Jolliffe）任副主席。1 

 1945 年 2 月 10 日，吴耀宗经过筹备，在成都四圣祠北街二十号以基督教

联合出版社的名义创办了《天风》周刊并发行第一期。吴耀宗在创刊词中赋予

了《天风》一个崇高的使命：“把一个富有革命性的信仰，应用在中国现在的问

 
1  关于“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筹建过程，参见[美]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

（1912–1949）》，第 101–102 页；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13 年，第 312–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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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使它能够变成转移危局，救赎人生的力量”。1 1945 年 2 月至 1946 年 3

月，《天风》在成都共发行了 32 期后休刊，2 1946 年 8 月 10 日迁往上海复刊

发行第 33 期。成都时期的《天风》所刊载代表本刊立场观点的社论文章，署名

或为“本社”、“编者”、“社论”，或采用笔名“金光”、“辛斤”、“流光”等。加之该刊

并未注明负责具体编辑人员的名字，故仅依据《天风》很难知悉具体何人。所

幸，笔者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了两篇重要文章。一是《天风》1948 年 8 月 14

日第 133 期刊载《编者之言》，该文称：“负责《天风》编务者，自创刊以来，

有陈新桂先生、金式荣先生、叶启芳先生、王季深先生、何守恬女士及其他几

位先生。”3 二是《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一文，4 该文作者董宝光于

上世纪 80、90 年代对《天风》周刊创刊初期两任主编金式荣、陈鼎文作了采访，

在此基础上撰文对《天风》创刊初期的三任主编的去留更替作了详细的叙述，

但仅限于 1945 年。5 笔者将该文择要转述如下，并结合相关资料予以补充修正。 

吴耀宗创办《天风》后聘请的第一任主编是陈新桂。陈新桂，生于 1913 年，

湖北省江陵县白马寺镇胡家场人，自幼随全家受洗成为瑞典行道会教徒。6 

1937 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在校时曾先后就读于宗教学院和历史系，在基督

 
1 吴耀宗：《中国的前途——发刊词》，《天风》1（1945 年 2 月 10 日）：4。 

2 《本刊迁沪启事》，《天风》32（1946 年 3 月 20 日）：16。 

3 慈洪：《编者之言》，《天风》133（1948 年 8 月 14 日）：24。 

4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 第 54

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第 215–231 页。 

5 董宝光，男，1936年生。清华大学工程数学力学系毕业，曾在北京市计算机中心从事软件开发工程，任

高级工程师，并兼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特邀人员。参见董宝光：《庙寓轶闻——顾贞观寄

寓千佛寺》，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城旧事》，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2005 年，第 163 页。 

6 江陵县档案局：“江陵名人”，2024 年 1 月 17 日， 

http://www.jiangling.gov.cn/gkxx/jlmr/201902/t20190222_351133.shtml?ivk_sa=1024320u，2024 年 4

月 3 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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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神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受过系统培训，且长于写作。在燕大读书期间，

陈与吴耀宗交好，对吴氏的道德、文章素所钦敬，二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七

七事变发生后，陈辗转于湘、鄂、川、滇、黔各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2 年，

他从重庆至贵阳，执教于贵阳清华中学，任国文教师。 1943 年 5 月，陈新桂在

贵阳任教期间与好友利用业余时间创办了一份周刊《星期》。由于《星期》针

砭时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因之引起国民党贵阳市党部的不满，多次受

到警告；再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纸张、印刷日感困难，以致《星期》的

出版时陷入困境。《星期》出版时，陈新桂每期都寄赠当时在成都的吴耀宗一

份，吴氏也应陈之邀，为《星期》撰稿。1 1944 年夏，陈新桂接到吴耀宗的邀

请信后，适值《星期》周刊处境维艰，陈感到去成都一方面可协助吴耀宗创办

这份刊物，同时也是和在成都女友团聚的机会。陈遂于 1944 年 8 月底离贵阳经

重庆抵达成都，开始参加《天风》周刊的筹备工作。陈新桂认为编务工作由一

个人主持不太方便，应当再有一位助手，于是想到了好友金式荣。经吴耀宗同

意，金式荣于 1945 年 2 月抵达成都，担任《天风》周刊的副主编。2 金式荣，

生于 1919 年，浙江温州人。1942 年夏，金式荣在内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英文

系就读期间，与陈新桂交游并成为挚友。3 

陈、金二人负责下的《天风》政论文章占的比重较大。一些被国民党当局

认为过激的政论文章，一部分根本未通过当局新闻审查；4 另一部分则不得不

自行删改，如《天风》1945 年 2 月 25 日第 2 期刊载的一篇名为《政治的改造

和人的改造》中，就出现了“遵检略九十五字”“遵检略八十四字”的字句。5 显然，

 
1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6–218 页。 

2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6–218 页。 

3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6–218 页。 

4 《编者的话》，《天风》5（1945 年 4 月 10 日）：16。 

5 流金：《政治的改造和人的改造》，《天风》2（1945 年 2 月 25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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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桂把当初主编《星期》周刊“针砭时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的办刊风

格带到了《天风》周刊。按照董宝光的说法，陈还“写过中国基督教应与帝国主

义割断联系的文章”而遭到外国传教士的威胁，被警告不再提供经费支持。1 这

种行为也被吴耀宗指责为不讲策略，秉性刚烈的陈新桂于 1945 年 4 月下旬愤而

辞职前往重庆汉口博学中学任教，后经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总

部机关报《民主报》编辑。2 陈新桂主编《天风》共 5 期（社论多出自陈的手

笔），其常用笔名为“辛斤”、“萧贤”。3 

陈离职后，副主编金式荣接手成为第二任主编。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

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大后方已客居 8 年的金式荣急切地盼望回到家乡浙南地区，

同时认为自己并非教内人士，不适合主编《天风》。4 是年 11 月，金式荣正式

离职先前往上海参与编辑《文汇报》，后于 1947 年 5 月前往浙江乐清参加中共

游击队。5 金式荣主编《天风》从 1945 年 4 月至 11 月（第 6–22 期），常用笔

名是“金光”。6 其任内基本上延续着陈新桂主编时期的风格，政论文章居多，宗

教文章偏少，也有一些被当局视为“过激”的文章遭到删改，或者未能过审。7 

 
1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9 页。笔者在陈新桂主编的《天风》1–5 期所刊载文

章中并未看到有关“中国基督教应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的文章。该文估计是未通过国名党当局审核，或是

因吴耀宗反对而未刊载。 

2 江陵县档案局：“江陵名人”，2024 年 1 月 17 日， 

http://www.jiangling.gov.cn/gkxx/jlmr/201902/t20190222_351133.shtml?ivk_sa=1024320u，2024 年 4

月 3 日引用。 

3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9 页。 

4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5 页。 

5  金式荣：《关于我和民盟关系的回忆》，载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海民盟专辑》总第一一九辑，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9 年，

第 87–89 页。 

6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5 页。 

7 如 1945 年 5 月 23 日，《天风》第 9 期社论《团结》一文遭到国民党审查部门的大幅度删减，文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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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式荣离职后，沈体兰（时任成都燕京大学教务长）向吴耀宗推荐了陈鼎

文主持《天风》编务工作。陈鼎文，1914 年生于济南。1934 年考入燕京大学

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1937 年七七事变后离开燕大，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进

入解放区，投身抗日活动。1943 年燕大在成都复校，他于次年转入成都燕大历

史系，继续已中断了 6 年的学业，1944 年冬毕业。1 按照董宝光的说法，陈鼎

文仅主编出版了 1945 年 11 月 12 日第 23 期、12 月 6 日第 24 期，随后被党组

织派遣到北平从事学生工作。2 此时抗战已宣告胜利，大后方各行各业纷纷东

迁，《天风》也准备迁往上海。董宝光称：“《天风》第二十四期于 1945 年 12

月 6 日出版后，吴耀宗决定在成都休刊，俟天风社迁沪后再行复刊”，“1946 年

6 月 15 日，《天风》在沪复刊，亦即出版了第二十五期”。3 通过检阅《天风》

可知，董宝光关于该刊第 24 期发行后即在成都休刊的这一说法有误。因笔者已

查阅到《天风》第 26 期（第 25 期缺），发行时间为 1946 年 1 月 5 日，发行地

址依旧在成都四圣祠北街二十号。4 《天风》第 32 期（1946 年 3 月 20 日）发

布一则《本刊迁沪启事》明确告知读者：本刊出至第 32 期以后，即暂时停出，

迁沪复刊。5 

就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董宝光对 1945 年《天风》创刊初期编辑人员的梳

理应当有所疏漏，他称：“当时天风社位于成都四圣祠北街，一座教会的庭院

（类似解放前上海的花园洋房）内，编辑部只有陈新桂和金式荣二人，他们所

 
了“略去四十二字”、“略去二十四字”、“略去三十五字”、“略去十八字”的字句。 

1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6 页。 

2  陈鼎文：《记通往晋察冀边区的一条秘密交通线》，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 39 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年，第 47 页。 

3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6–227 页。 

4 《天风》26（1946 年 1 月 5 日）：15。 

5 《本刊迁沪启事》，《天风》32（1946 年 3 月 20 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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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一间宿舍兼作办公室。”1 实际上，《天风》编辑部除了主编陈、金二人外，

还有一位名为何慈洪的“创刊元老”，何氏从 1945 年 2 月创刊时起至 1950 年 4

月一直在《天风》从事编务工作。2 从有限的资料可知，何慈洪毕业于金陵大

学，是一名基督徒，3 长期在教会从事文字事工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天风》是一份教会刊物，自从第一任基督徒主编陈新桂

离职后，从人情常理出发，应当继续选用教内人士当主编才是恰当的。但主编

一职自陈新桂仓促离职后暂无合适人选继任，只好由金式荣、陈鼎文两位非教

内人士暂时负责编务工作，这对于一份教会刊物的发展而言终非长久之计。因

此，1946 年 3 月 20 日《天风》在成都发行的最后一期的启事中特别强调：本

刊迁往上海复刊以后“拟聘请基督徒知名作家主编”。4 

二、叶启芳主编时期（1946.8–1947.2） 

如前所述，陈新桂、金式荣、陈鼎文先后主编了《天风》第 1–24 期，至于

在成都最后发行的第 25–32 期由何人担任主编一职已不得而知，笔者推测主编

一职和具体编务工作可能由何慈洪暂代执行。1946 年 3 月 20 日《天风》在成

都发行的最后一期即 32 期《本刊迁沪启事》已明确告知读者，本刊“希望于四

月初即可与读者再见。”5 遗憾的是，《天风》编辑部并未按照既定的时间即

1946 年 4 月在上海复刊，而是迟至当年 8 月 10 日在上海发行第 33 期，发行者

 
1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8 页。 

2 1950 年 4 月，何慈洪不再担任《天风》正式受薪工作人员。《天风》发布启示称：“何先生从本刊创刊时

起，至今服务本刊已经逾五年，中间经过成都搬到上海、上海解放前后，直至今天的地步”。据此可推断

从 1945 年 2 月创刊至 1950 年 4 月，何慈洪未曾中断在《天风》的工作。参见《编务室》，《天风》208

（1950 年 4 月 8 日）：5。 

3 何慈洪：《华西坝上的基督徒学生》，《金大青年》2、3 合刊（1940 年）：17–19。 

4《本刊迁沪启事》，《天风》32（1946 年 3 月 20 日）：16。 

5《本刊迁沪启事》，《天风》32（1946 年 3 月 20 日）：16。 



Journal for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教研究  ISSN: 2325-9914 

 

2024 年 6 月第 22 期   -327-  

 

依旧署名“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编辑者署名为“《天风》周刊编辑委员会”，1 地

址在上海市虎丘路一二八号，印刷代理为集成印刷所。得益于上海发达的办刊

环境，复刊后的《天风》明显焕然一新，纸张印刷质量远胜成都发行时期。

《天风》迁往上海后，正式聘请知名基督徒学者叶启芳担任主编一职。2 

叶启芳，广东三水人，1898 年 7 月 10 日出生于广州上西关，幼年家境贫

寒，母、父先后于 1905、1912 年亡故。1909 年其父因无力供养，不得不将叶

启芳送至香港基督教道济会堂处担任杂役工。道济会堂牧师张祖龄见叶启芳聪

明伶俐又勤奋好学，便有意抚养栽培，自此叶启芳便在教会的庇护下成长并成

为基督徒。他先后辗转求学于广东博罗英国教会主办的瓦廷敦小学、东莞城礼

贤中学、广州培英中学、广东协和神学院。1922 年，他曾代表广东协和神学院

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代表大会，同年转入燕京大学。1924 年从燕

大毕业后，叶启芳曾担任过广州武装团体政治处副主任、广州协和神学院教师、

广州培英中学校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粤北曲江岭南大学与坪石中山大学教

授、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以及多家报纸刊物的总编等等职务。3 叶启芳办报

刊的经验相当丰富，曾担任香港《星岛晨报》、湖南衡阳《大刚报》、《广西

日报》百色版、香港《新生日报》等报刊的总编辑。此外，他还是翻译家，又

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1930 年代曾投入大量精力翻译过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著

作，如德国社会主义者麦克司·比尔（Max Beer）的《社会斗争通史》（5 卷本，

全名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通史》）、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

 
1 《天风》1–32 期发行者和编辑者皆署名“基督教联合出版社”。 

2 《天风》第 33期的社论署名即为“启芳”，参见启芳：《八一三纪念》，《天风》33（1946年 8月 10日）：

4–5。 

3 《叶启芳年谱》，载易新农、夏和顺编：《叶启芳传》，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第 206–207 页。

关于叶启芳生平事迹，笔者主要参考自《叶启芳传》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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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Kautsky）的《基督教之基础》。1 

按《叶启芳传》所言：“1947 年春天，有朋友告诉叶启芳，国民党特务以

为他是中共党员，为免招是非，朋友劝他尽快离开上海。听了朋友的劝告，他

即去航空公司，找到在那里工作的一名培英中学毕业的学生，买到当日的飞机

票，回寓所匆匆收拾完行李，即乘飞机返回香港。”2 该书称叶启芳离职的时间

为 1947 年春天，这一说法大体不差。这点可从《天风》处得到验证，“时事述

评”版块基本上由叶启芳执笔撰写，署名为“芳”或“启芳”，但自 1947 年 2 月 8 日

第 58 期后便署名为“渊”或“深”，可推断大概是当年 1 月底 2 月初之时叶启芳离

职离开了上海。 

相较于成都发行时期，在沪复刊后的《天风》在叶启芳的主持下有着质的

飞跃，这应与叶氏丰富的办报经验有关。在成都发行时期的《天风》文章版面

设置较为零乱，并未设置固定的页面版块作为政治或宗教题材的园地，内容也

相对单调。《天风》虽名为周刊，但发行时间并不完全准时固定。叶启芳接手

《天风》后，把一些页面设置成专门的题材版块，如“每周时事摘要”、“宗教的

世纪”、“灵修一助”等，发行时间固定在每周六。此外，《天风》的内容也丰富

许多，在叶启芳的主编下，《天风》不仅关注国内的政治焦点，还把视野拓展

到了国际政治局势，诸如印巴分治、1946 年苏联与土耳其的黑海海峡危机、

1946 年巴黎和会、英荷两国与印尼的冲突等等问题，对这些国际政治军事方面

的述评多出自叶氏手笔。叶启芳离职后，《天风》中关于国际焦点事件的文章

篇幅大为缩减。叶启芳虽然离职了，但他对《天风》栏目的设置和规划大体为

后来的主编继承。 

 
1 易新农、夏和顺编：《叶启芳传》，第 46–53 页。 

2 易新农、夏和顺编：《叶启芳传》，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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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7–1949 年间的主编及同仁 

自 1947 年 2 月份叶启芳离任主编一职后，吴耀宗约请王季深接任主编职

位。1 根据王季深撰写的《我是怎样相信基督教的》一文可推断，他大约于

1913 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仕宦之家，14 岁时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美以美教

会举办）时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半工半读，16 岁时在长兄

王揆生安排下投考嘉兴秀州中学，中途休学后入上海立达学院完成学业，毕业

后曾在上海银行系统工作过一段时间。2  1945 年 12 月，他与长兄王揆生创办上

海文化服务社，并担任社刊《上海文化》（月刊）编辑一职。3 王季深在求学

期间曾受唯爱主义、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4 其思想信仰理路与吴耀宗颇为相

似。王季深主编《天风》自 1947 年 2 月 8 日 58 期起，离职时间推断在是年 10

月份，5 王所撰时评文章多署名“深”、“渊”、“镇”。王离职原因不明，《天风》

主编一职可能只是他应吴耀宗之请求“临时挂帅”，以应付叶启芳仓促离职后暂

无合适人选主持编务的局面。因当时王季深的本职是在其兄长王揆生创办的上

海文化服务社函授学校新闻讲习班授课兼负责校务之推展，6 王离职后应是回

 
1  王季深：《从唯爱主义者转变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者——缅怀吴耀宗先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92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年，第 140 页。 

2 王季深：《我是怎样相信基督教的》，载吴耀宗编：《基督教与新中国》，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

第 121–142 页。根据王的自述可知，其 14 岁受洗后第二年初北伐军即打到江苏省（即 1927 年），所以

王季深生年大致在 1912–1913 年。 

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7–

1949.5）》，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第 176 页。 

4 王季深：《我是怎样相信基督教的》，第 134–138 页。 

5  因王季深执笔《天风》的“时事述评”版块，署名为“深”、“渊”、“镇”（王季深是镇江人，“镇”应是取自家

乡名的首字），1947 年 10 月份之后《天风》上的“时事述评”版块已不见王季深的笔名。 

6  王季深：《上海文化服务社创办三年回忆》（根据王揆生遗稿整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静

安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静安文史》第 7 辑，内部资料，1992 年，第 110–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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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授学校继续负责校务工作。1 

王季深之后负责编务的是何守恬（女），2 关于何氏生平的资料不多。通

过有限的资料仅知何氏为广东南海人，1934 年毕业于私立沪江大学社会系，3 

毕业后曾在基督教会所办的上海市崇德女中任教，据此可推断她是名基督徒。

何守恬负责编务时间应为 1947 年 10-12 月，在《天风》撰文常用笔名为“葭水”。

4 

1948 年元旦，《天风》正式从基督教联合出版社脱离出去，“为了使《天

风》取得一个新的立场，并使它不致影响它所隶属的团体，这个刊物就在‘天风

社’这个组织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5 

天风社正式成立于 1 月 1 日，接办之前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所刊行的

《天风》周刊及《基督教丛刊》，它有社务委员二十一名，主持本社一切

事工进行，各委员姓名（以姓氏笔画多寡为先后）列如下： 

白约翰（John Barr）——基督教教育协会副总干事、江文汉——青年

协会校会组主任干事、吴高梓——全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耀宗——青

年协会编辑部主任干事、李天禄——金陵神学院教务长、胡祖荫——上海

广学会总干事、姚贤慧女士——女青年协会干事、海维德（Victor 

 
1 《王季深致钱新之函》（1947 年 12 月 18 日），载彭晓亮、董婷婷编注：《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

变迁档案史料汇编 钱新之卷往来函电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 年，第 379–380 页。 

2 慈洪：《编者之言》，《天风》133（1948 年 8 月 14 日）：24。《编者之言》称“负责《天风》编务者，自

创刊以来，有陈新桂先生、金式荣先生、叶启芳先生、王季深先生、何守恬女士及其他几位先生”，据此

可知何守恬应是继王季深之后负责编务工作。 

3 沪江大学编：《私立沪江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度）》，1935 年，第 203 页；沪江大学编：《私立沪江

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年度）》，1936 年，第 201 页。 

4 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10 页。 

5 吴耀宗：《天风二百期》，《天风》200（1950 年 2 月 11 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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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ward）——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陆干臣——上海青年会总干事、

陆梅僧——上海联合广告公司总经理、黄秀玑——女青年协会学生部主任

干事、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梅立德（Frank Millican）

——上海广学会干事、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郑建业——上

海青年会宗教干事、薄玉珍（Margaret Brown）——上海广学会干事、欧

伟国——上海太古公司、缪秋笙——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总干事、谢颂

羔——上海广学会干事、檀仁梅——基督教教育协会总干事、罗运炎——

中华卫理公会 

在社务委员会中推选吴高梓先生为社长，檀仁梅及陆干臣先生为副社

长，薄玉珍及姚贤慧女士为会计。1 

这份《天风》社务委员名单聚集了教会众多知名人士，与 1945 年创刊初期

仅有陈新桂、金式荣、何慈洪三位编辑人员形成强烈对比。尽管不排除里面不

少委员只是挂个虚衔，但足可见《天风》在教会中已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自

《天风》1948 年 1 月 1 日起，在社务委员会的主持下，负责具体编务的只有“二

个半人”，一个是总干事何慈洪（暂兼代理编辑）、一个是助理员詹华容女士、

半个是工友卢文达君。2 

但按照社务委员之一、上海青年会宗教干事郑建业的说法，当时天风社“实

际权力究竟是掌握在几个洋人手里”。3 所谓“洋人”应是指天风社务委员中的外

国传教士海维德（Victor Hayward）、梅立德（Frank Millican）、薄玉珍

（Margaret Brown）等人。1948 年 4 月 10 日，天风社发生了不小的风波。起

 
1 慈洪：《编者之言》，《天风》133（1948 年 8 月 14 日）：24。 

2 慈洪：《编者之言》，《天风》133（1948年8月14日）：24。关于詹华容和卢文达的生平资料实在有限。 

3  郑建业：《我敬爱吴耀宗先生》，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上海：中华印刷厂印

刷，1982 年，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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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吴耀宗在《天风》第 116 期发表了题为《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称“中

国基督教的处境是可悲的。中国基督教的传统，主要的是英美基督教的传统。

在目前，它和美国的关系尤为密切”，“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和现在西方基督

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

具。”1 吴耀宗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欧美传教士的不满，他们直接出面要求吴耀宗

辞去《天风》的职务。2 6 月 19 日，在传教士的压力下，吴耀宗发布简短声明

声称辞去《天风》名誉编辑主任一职，但保留编辑委员会委员一职。3 

从1948年 1月起，《天风》的具体编务工作主要由何慈洪负责。至12月，

天风社进行人事变动，决定借调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干事、

《协进》月刊前主编林永俣担任《天风》周刊主编一职。4 自《天风》1948 年

12 月 4 日第 149 期起，林永俣正式担任主编一职，发行编辑为何慈洪。正是自

这一期起，该刊在编辑时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即标明主编、编辑的姓名，并作

为惯例保留了下来。林永俣，1914 年 6 月 8 日生，福建闽侯县人，是晚清重臣

林则徐后裔。1936 年入燕京大学攻读政治学，1940 年燕大毕业就职上海青年

会学生干事一职。1943 年下半年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进修，并参加中华全国基

督教协进会，主编《协进》月刊，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6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林永俣与上海各民主党派成员一起创立‘改建学

会’组织。1947 夏，林氏赴美国留学深造，1948 年底回国后即就任《天风》周

刊主编。5  

 
1 吴耀宗：《基督教时代的悲剧》，《天风》114（1948 年 4 月 10 日）：3–4。 

2 郑建业：《我敬爱吴耀宗先生》，第 130 页。 

3 吴耀宗：《吴耀宗启事》，《天风》126（1948 年 6 月 19 日）：13。 

4 《林永俣调任天风周刊主编》，《协进》7（1948 年 12 月 16 日）：17。 

5  《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

社，1986 年，第 5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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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俣主编《天风》集中在 1949 年全年。这一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

节点，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北京宣告成立。1949 年 5 月 27

日，天风社所在地上海宣告解放，《天风》的命运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 

四、《天风》早期办刊风格与版面设置 

《天风》是教会所办刊物，与同时期其它注重宗教灵修类教会刊物相比，

办刊风格独树一帜，政治时事评述占据了重要的篇幅。这与该刊自身定位有关，

“本刊的使命是表达基督教对当今时局的意见”，1 “它（即《天风》，笔者注）

所引为模范的，是美国的《基督教世纪》周刊。凡是读过这个周刊的，都晓得

它的社论和专论，大部分是政治性”。2 

《天风》编辑人员的人事变迁牵动着版面栏目的变化。1945 年在成都办刊

初期，该刊并未设置固定的专类栏目，其大量版面为国际、政治、经济时评类

文章占据，前三任主编的主持下的宗教灵修类文章刊载过少。1946 年 8 月 10

日，《天风》在上海复刊，并迎来了新任基督徒主编叶启芳。办报刊经验丰富

的叶启芳为《天风》各类题材文章设置了固定的栏目版面。以《天风》1946 年

8 月 24 日第 35 期为例，该刊共 16 页，刊首第 1–4 页为“社评”栏目，由主编叶

启芳执笔撰写了两篇关于国内、国际政治评论性文章《政治协商与军事解决》

和《犹太人之悲剧》；第 4 页还设置“每周时事摘要”栏目，对一周内国内外重

要时事进行介绍；中间部分 4–9 页文章为时政评论类，主题是关于印度独立及

印巴分治、朝鲜民主运动及土改。刊尾第 10 页刊载宗教灵修类题材文章，第

13–15 页为“宗教的世纪”栏目，主要“报道国内外教会消息，记载全世界宗教动

态”；其中第 14 和 15 页的上半页连载小说《打游击》，第 16 页为“灵修一助”，

 
1 《编者的话》，《天风》7（1945 年 5 月 4 日）：14。 

2 吴耀宗：《‘天风’往哪里吹？》，《天风》103（1948 年 1 月 3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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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摘录《圣经》中的经文并附上导读语。 

上述的栏目版块只是一个大体框架，页数和版块位置也并不完全固定，页

数一般保持在 16 页，如遇重大节日纪念日，其篇幅页数会有所增加，叶启芳后

来还增设了“时事述评”栏目。继任的几位主编则在承接大体框架的基础上作了

若干调整，如王季深在 1947 年 2 月 8 日接手主持《天风》（第 58 期）后便决

定在下一期增设“读者信箱”栏目，“欢迎读者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教育及宗教诸实际问题发表意见，以便共同讨论。”1 

《天风》自创办后在教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读者方面也迎来了积极的反

馈。基督徒张雪岩盛赞“《天风》是基督徒在创造历史和文化使命上最有希望的

刊物”。2 教徒郑新民也撰文表达对《天风》的“浓浓爱意”：“我对它（即《天

风》，笔者注）兴趣无穷。我等候它有如恋者热望‘情书’，又如旅外客渴候‘家

书’，读了称赞，又喜气溢眉，家人莫之知”。但是，《天风》宗教类文章偏少，

版面如“灵修一助”“宗教的世纪”设置在刊末位置，有读者对此提出异议。郑新民

在盛赞《天风》之余也提出了意见，称：“‘灵修一助’栏须增强力量——我们不

要把它当一个尾巴，它要有一面的地位”。3 教徒周继善亦表示：“基督教义的专

讲刊载，似乎还不够一点——以笔者个人这两年来对《天风》阅读的印象，唯

一感到不够满足的，要算关于基督教义方面的专论了”。4 

此外，《天风》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欢迎各方面不同的报导，和

读者不同的意见”，“《天风》很少拒绝与编者意见不同的文字”，5 并刊载不少

 
1 编者：《添辟“读者信箱”预告》，《天风》58（1947 年 2 月 8 日）：16。 

2 张雪岩：《〈天风〉应独创风格》，《天风》52（1946 年 12 月 21 日）：6。 

3 郑新民：《读天风》，《天风》46（1946 年 11 月 9 日）：10。 

4 周继善：《略论〈天风〉周刊二三事》，《天风》133（1948 年 8 月 14 日）：14。 

5 吴耀宗：《‘天风’往哪里吹？》，《天风》103（1948 年 1 月 3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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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刊物立场意见相左的文章以供读者评议。 

五、余论 

1945 年 2 月，吴耀宗在抗战大后方重要城市成都创办了《天风》周刊，该

刊在此经营发行至 1946 年 3 月。这一时期的《天风》周刊所处的办刊环境较为

恶劣，一是战时物质匮乏，加之当时成都物价上涨的幅度十分惊人，对出版行

业造成沉重打击；1 二是国民党当局的战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妨碍出版自由，

也阻碍着《天风》的正常发行。当时国民党当局进行出版审查之时，删除了许

多已经排版好的稿件。《天风》主编无奈之下用不同的笔名撰写或翻译多篇文

章，用以填空、赶排，免不了粗制滥造。2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各行各业纷纷

东迁。1946 年 3 月《天风》休刊，8 月 10 日迁沪复刊发行。上海有着发达的媒

介生态环境，复刊后的《天风》明显焕然一新，印刷质量远胜成都发行时期。

此时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出版业的管控较抗战时期宽松不少，3 越来越多教内外

知名人士在《天风》发文议论。1948 年 1 月 1 日天风社成立，社务委员共二十

一名，聚集着当时教内知名人士，足可见《天风》在教会中已有不可小觑的影

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天风》的办刊风格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各方面

不同意见的文章报导，但其自身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正如王翔指出，《天风》

聚集了一批基督徒，他们“政治上支持社会革命，倾向共产党，对于共产党解决

中国问题的道路具有较高的认可度”。4 这点也体现在上述 1945–1949 年《天风》

 
1 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 年，第 94–95 页。 

2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5 页。 

3 1945 年 8、9 月，国统区新闻出版行业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组织起“拒检运动”。 10 月 1 日，国民党当

局迫于舆论压力，正式宣布废止战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 

4  王翔：《从〈天风〉看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表达（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6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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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编辑人员的生平经历中，如创刊人吴耀宗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自思想上由认

可“唯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后，政治上支持社会革命，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

对于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相当认可。首任主编陈新桂曾办刊物《星期》

“针砭时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主办《天风》时“写过中国基督教应与帝

国主义割断联系的文章”。从思想信仰上看，叶启芳对社会主义思想颇有好感，

曾花费大量精力翻译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王季深和吴耀宗的思想颇为接

近，在信仰基督教的同时也深受唯爱主义、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说，创

刊人吴耀宗和上述主编的政治倾向是显而易见，因而决定《天风》刊发内容的

“风向”。需要说明的是，该刊在 1945 年创刊初期，即在抗战胜利前夕以及国共

政争形势尚不明朗之时就持此政治立场，反映了教会内部一批基督徒知识分子

在时局转换中的政治抉择。 

随着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风》刊载的内容也随着时代

变迁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三自爱国运动兴起后主动承担起了“喉舌之责”，1 

为推动教会的三自革新作了大量舆论宣传与思想引导工作，进而于 1954 年成为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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