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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美牧师纪念册》简介 

能为《丁立美牧师纪念册》在圣光事工网站上写序是我的荣幸。丁立美牧师是我曾外公，

被誉为中国的慕迪！擅长学生事工，及兴奋布道，足迹祖国大地，远至日本。而我也是慕

迪神学院毕业生，和尹师母在北美从事学生及宣教事工，目前在日本宣教。 

丁立美牧师于 1871 年出生在山东一基督徒家庭。1898 年被按立为牧師。丁立美牧师立

志把福音传遍中国，被邀到各地主领布道会，足迹遍及河北、河南、东北、云南等地。兴

旺各地福音，引领众人归主。他的讲道对知识分子特有吸引力，年轻人听了他的信息奉献

的人也甚多。 

丁立美牧师的生命服事对我们有三点触动：学生事工，祷告代祷，奋兴布道。 

这也是我们所渴慕，期望的生命服事；也令我深感不足，与丁立美牧师无法相比。 

1）学生事工：清末民初，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 “学生立志布道团”，丁立美牧

师被邀为首任巡回干事。他的布道足迹遍及十余省，带领许多大学生信主，并鼓励多人献

身，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学生福音队伍：有时在一个月之内带领千余大学生信主，在几十间

大学中设立支团，团友达一千多人，献身的传道者也甚多。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对

中国教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有不少中国青年留学日本，丁立美牧师也曾专赴日本向学

生布道，带领不少日本留学生信主，坚立留学生的事奉。 

2）祷告代祷：丁立美牧师非常重视祷告及代祷，尤其是在代祷上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

样。他在各地组成了 “连环代祷运动”，参与者有数千人之多，他的代祷名单常常保持在二

千人以上。丁牧师每日忠心代祷，得知自己患上绝症后，更加朝夕代祷，常至午夜。 

因为丁立美牧师以祷告著名，很多人希望有幸于丁牧师的祈祷册内。某次当美国纽约圣经

学院的白牧师来到中国时向丁牧师提出：“丁牧师，我想起舍弟之名已在你的代祷册中，

我亦盼你将我的名列入册中。” 丁牧师从容对他说：“你的名早已在我册中，编于一二九

号。” 丁牧师每天都生活在与主的交通中，是名副其实的祈祷者。 

3）奋兴布道：丁立美牧师凭他在文会馆所受的神学训练，与卓越生动的口才，加上祈祷

出来的能力，在巡回布道所到之处结果累累。基督教思想家谢扶雅这样评价丁牧师：“立

美讲道虽不如所谓狮子吼，但层层鞭辟入里，反覆辩证令得知识青年莫不心悦诚服。而立

美天生声喉赋有音乐节奏之振幅，抑扬顿挫，枭枭屋梁。” 历史学家香又文教授在《重生

六十年》一文中说：“这一年间 (1912) ，我有一种极重要的宗教经验，有丁立美牧师由北

方来校（广州岭南中学）宣道，请辞动人，声泪俱下，诚恳之情，感我至深，我自此决心

学习宗教、哲学、神学，立志献身，毕生以服务为目的为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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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美牧师的生命事奉是我们的榜样与激励。我仍记得丁立美牧师骑着毛驴在云南布道的

一张照片。从这张旧照片我看到侍奉的挑战，及丁牧师侍主的火热。也更加深了我们自己

事奉的动力和心志。自慕迪神学院毕业，我和师母就一直从事牧会，学生，及宣教事工。

自丁立美牧师父亲丁启堂到我已五代人之久。神的工作没有停止，神的恩典一直够用，神

的使命仍然驱动！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 24:15） 

愿这个纪念册给大家带来祝福与复兴。荣耀归主！ 

 

尹永浩，杨跃红 

05/2024 日本福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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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向子孙隐瞒这些事，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祂的能力，并祂所行的

奇事，述说给后代听。 

（诗篇 78:4，和合本 2010 版）  

 

丁立美牧师是我的外公，1871年 12月 2日出生于山东胶县（现胶州市），在

我出生整整 3 个月后，1936 年 9月 22日于天津安息主怀。这本《丁立美牧师

纪念册》是他众多的亲朋好友弟兄姊妹为怀念他、学习他，由谢扶雅主编，

外婆丁梅义达作序，于 1939年由广学会出版、发行。丁立美牧师是中国教会

近代的奋兴佈道家和神学教育家，虽被尊称为中国的慕迪，但与丁立美在

“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佈道团”共事三年之久的王善治牧师说：“丁牧虽功

溥全国，名震中外，我却从未聆其吹毛求疵的批评过人，或厉声恶色的谩骂

过人。他讲道，和颜悦色。他对人虚怀若谷。虽髫妙孩童，亦乐与之亲近。”

（见纪念册第 50页）丁立美的一位学生说：“老丁牧师最感动我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柔和谦卑的态度，无论什么人领礼拜，几乎连我们都瞧不起的人，

他总是伸着脖子歪着头的侧耳而听。” （见纪念册第 120 页） 

 

这本纪念册早已绝版，而中国经过近百年的动荡动乱，所余国内海外皆寥寥

无几，鲜为人知，国内的丁家后代亲友更是从未见过，无人知晓。令人遗憾

的是，在信息空前发达的今天，仍然线上不见其影，线下难觅其踪。现在，

本纪念册能够完整的再现与大家，实为神的大能作为，这与两次神赐的奇妙

婚姻及奇妙引领密不可分，略述于下。 

 

我与婉华在 1950 年代初相识于苏州圣光中学，1959 年 1 月 18 日我与婉华异

地同天向神委身，互许终生事主。1961 年神赐永浩，感念神恩永远浩大，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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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主。完全没有想到，1986 年神籍着岳父庞永信，我们全家看似不可能的

移民来到美国，在芝加哥安家。蒙神恩眷，1990 年初，我从芝加哥又看似不

可能的去洛杉矶工作。不久，我与婉华就去拜访分别近 50 年的二表姐丁桂珍，

第一次见到她保存多年的《丁立美牧师纪念册》。当时，这本 50多年前抗日

战争最艰苦年代出版的纪念册，纸张已经老化脆化，多处破损，全书近乎散

架，但仍可阅读。我仿佛立时进入一个被掩埋遗忘多年的宝库，深受震撼。

我有感动，要赶紧抢救外公的宝贵遗产，来认真学习他尽心竭力爱神爱人的

一生，要努力传承外公的遗志。我立即借来纪念册，买了当时出现不久的扫

描仪和计算机，小心翼翼的把全书 140 多页一一扫描存档，这就是现在呈现

在大家面前完整的《丁立美牧师纪念册》。 

 

12 年后，2002 年当我们离开洛杉矶回芝加哥时，二表姐和表姐夫已经回到天

家，在他们儿子 David 家中再次见到了这本纪念册。这时，书的封面已经没

有了，里面的纸张也完全发黄、破损、脆化了，散架的书被用牛皮纸小心包

裹起来，已经难以阅读，当然，更是不可能完整的扫描了。 

  

如果 12 年前…… 

我要特别感谢 David，他同意把这本虽已残破却无比珍贵的纪念册，交给我

们来认真保存至今，见证我们祖祖辈辈信奉的这位神的无比奇妙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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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浩与跃红的婚姻与经历，是神又一次奇妙的大能作为。跃红也是丁家的后

代，他俩是在 1980年代初在青岛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求学时，

在敬虔的丁百先姑姥姥家相识、相爱的。多年来他们追随先祖丁立美同心事

主，从芝加哥到加拿大的渥太华，现在又到日本的福冈，无比快乐甘甜。 

 

神的时间何其完美！34 年前在纪念册无法扫描的前夕，让我与丁立美的孙女

丁桂珍能在洛杉矶奇遇，并为我及时的准备了完美的物质条件来扫描保存。 

 

神的作为何其难测！竟在丁立美打完美好的仗 80 多年后，为丁立美的曾外孙

尹永浩准备了热心、忠心又杰出的同工，让丁立美佳美的脚踪再次生动的呈

现，来激励神的众儿女。没有神赐的这两次奇妙甜蜜的婚姻，纪念册今日不

可能再现，哈利路亚！ 

 

丁立美从小具有音乐天赋，唱歌作诗俱佳，这对他的事奉，特别是对大学生、

年青人的佈道、带领，帮助极大，影响深远。我想用两首丁立美作的诗歌，

作为介绍的结束。 

圣洁的人生 

（荣耀之释放调，见纪念册第 11 页） 

一、 圣洁的人生清洁的人生，心思与言行内外清洁， 

身体与心灵主宝血洁净，从今到永远常常清洁。 

二、 圣洁的人生秘密的人生，无人能测度如何秘密， 

秘密与主在秘密与主谈，从今到永远保守秘密。 

三、 圣洁的人生公共的人生，甘心去服务与人公共， 

与忧者同忧与乐者同乐，从今到永远总是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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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圣洁的人生丰富的人生，随时而结果十分丰富， 

河水的泉源涌流而不息，从今到永远永久丰富。 

五、 圣洁的人生奇妙的人生，出人的意外非常奇妙， 

似死而实活似忧而实乐，从今到永远都是奇妙。 

六、 圣洁的人生胜利的人生，无时而无地不得胜利， 

仇敌皆败退高唱得胜歌，从今到永远大获胜利。 

七、 圣洁的人生光明的人生，在天下人间大放光明， 

野蛮者文明粗暴者和平，从今到永远无不光明。 

八、 圣洁的人生快乐的人生，乐上又加乐充满快乐， 

属灵的快乐口中不能说，从今到永远乐而又乐。 

 

1936年 9月 25日丁立美牧师在天津安葬时，四五百人同声唱他在病床所作最

后之歌：（见纪念册第 31 页，可借用三一颂调） 

一、 在主之内无不满足，在主以外无所储蓄， 

一饮一食主早备妥，只等你去临时支取。 

二、 天上雀鸟自由飞翔，虽无仓库亦无饥荒， 

地上百合洁白鲜明，美丽天然压倒人工。 

三、 微生小物如此蒙恩，自生儿女岂不更亲， 

宝若掌珠重如瞳仁，在父怀里何须担心。 

四、 我当恳求神国与义，为此尽心为此竭力， 

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与主同在永远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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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歌既是他人生的生动写照，也是我们当效法他的美好榜样，深愿当年

感动丁立美的灵，今天加倍的感动我们大家！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 24:15 

 

尹道先敬上，2024 年 5 月于芝加哥西郊 Napervi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