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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給他們施洗歸入父、子、聖靈的名下，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導他們遵守。

看啊，我時時刻刻都與你們同在，直到這時代的終結。

馬太福音二十八19-20（新漢語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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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曉暉牧師

北宣的差傳故事告訴我們

的功業。教會要做的，就是積極配合、努力籌

劃。沒有一間教會或差會，能包攬差傳工作，

教會不能自限於堂會、區域、宗派之內，與他

人協力同心，建立福音聯盟，仍是最有效的策

略。普世宣教，需要廣結盟友，彼此配搭，正

如所羅門的聖殿，是由不同族群所供應的材料，

才能建成。

四、差傳需要投入人力與財力，但供應的，始

終是上主。當教會有願作的心，上主就使用教

會作成祂的工。主說：「你的財寶在哪裡，你

的心也在哪裡。」（太六21）若弟兄姊妹願作

信心認獻，教會更能憑信心，持續地支持差傳

工作。這些財寶並不是自己的，教會要按照自

身規模，肩負資源供應的責任。人數多和奉獻

多的教會，當如在埃及時約瑟所管理的糧倉，

豐年作部署，荒年作分配；按時供應糧食，使

近處遠處的宣教事工，持續得到照應。

一、宣教士的故事告訴我們，這是一條荊棘滿

途的路，所遇到的挑戰與艱難，許多時超出想像。

往外宣教，不是人逃離現實困境的光榮選項；

個人理想與人生召命，不能混為一談。歷年宣

教士的故事，讓我們看見的，是全然擺上、甘

心放下、任憑上主差遣的人生抉擇。這份勇氣、

信心與承擔，是今天的信徒需要多多學習的。

二、同時，即使遇上在人看來最壞的死局，差

傳仍是一條恩典之路。當宣教士在福音的硬土

上，灑出血淚、發出禱聲、流出汗水，未有立

時的果效；但回頭看，總能見到上主使之結成

生命的果子。宣道會的宣教工作，就是在這樣

的掙扎中堅持而來的。來華的宣教士，大概沒

有多少人會預想到，百多年後的今天，宣道會

在香港會發展成華人的宣教基地之一。

三、宣教的歷史告訴我們，教會過去一直走著

怎樣的路。宣教是上主自己的計劃，不是教會

北宣家70年來的差傳故事，加上宣道先

賢的開荒歷史，我看見以下七件事。

4



五、北宣的歷史告訴我們，教會中若沒有人作

推動，差傳的工作就難有寸進。即使教會已多

年教導信徒關心差傳，但仍要持續教導下去。

因為人在教會燃起對差傳的熱情，可以在步出

禮堂之時冷卻掉大半。歷年來，教會以差傳年

會、短期訪宣、差關小組、短期信徒宣教、宣

教使者等方法作推動；今後，教會要找出適切

這世代的新模式。

六、差傳的後方，其實一點也不能「後」。借用

二戰時「本土防線（Home Front）」的概念，

爭戰不只在戰火前線，全民都要分配任務；就

算身在本土，都能作志願或兼職崗位。當全民

並肩作戰，自覺有份參與，而不是等待他人幫

助的旁觀弱者，才能打勝仗。大使命也是如此，

使徒保羅起初宣教時，已經聯繫教會眾人，不

論教會貧富，或作宣教士、作陪行者、作經費

支援者或代禱者。信徒人人都要有分於差傳工

作，讓福音得以廣傳，教會歷年所見證、所體

會的，也是這樣。

七、全球網絡化、後疫症時代的世界，仍然是

天父深愛的世界。從初期教會開始，差傳就是

教會存在的使命，為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倘

若教會不再有差傳，原因只有兩個：一、主基

督已再來；二、教會不再成為教會。因此，教

會今後仍要盡力差派人，往尚未有人踏足的地

方和族群宣教。這是我們所認定，促成主再來

的信念，並付諸實行。

深願北宣家繼續為差傳的主所使用，直到主再

來的一天，阿們！

（原文刊載於《恩典之路—尋找差傳的角落》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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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香港

我的父母來自惠州，我們幾兄弟姊姊都在香港

出生和長大，自小跟著父母上教會。中學時期，

父母在油麻地經營一間士多，我因為每天要在

店幫忙，漸漸明白甚麼是破碎的世界：士多附

近是油麻地果欄，經常有道友和年老流鶯在士

多門口流連，我也曾目睹黑社會厮殺！也許就

在那時，神已在我心中播下悲憫心腸的種子。

在我中學會考時期，一位美國宣教士John幫

我補習英文，並帶我查經。他成了我的夢想，

我也想成為宣教士！後來我在培靈大會中立志

獻身，那時我是一位教師，奉獻後入讀播道神

學院。一次晚禱聚會中，有同學分享印度短宣

體驗，我在心裡吶喊：「若神許可，我願意到

印度宣教！」

「沒有一個宗教比印度教更包羅萬有、多姿多

彩，就像進入酒店吃自助餐，總會找到一些合

你口味的食物。印度教不單提供多種神靈作敬

拜選擇，也有不同的得救途徑讓你去跟從。」
1

這是我在印度22年對印度教的感受，後來因中

暑入院，那裡的熱力真是無法擋，我便打算更

換工場。差會知道我和太太有跨越文化教育哲

學博士學位，便調動我們去了約旦福音神學院

教差傳和學習阿拉伯文，那裡的穆斯林並不激

進且十分好客。我們從印度恆河浮游到約旦的

約旦河有八年多。去年暑假開始，再調動至美

國底特律—美國最多回教徒聚居的地方，我

們再度接近回教徒，專注作回教徒外展工作，

太太也在教會內教新移民回教徒英文，藉此機

會接觸他們。每年暑假，我仍訓練準宣教士如

何向回教徒傳福音。這篇文章，目的是帶你同

遊我和太太的差傳旅程。

作者：嚴鳳山牧師

留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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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和太太去印度前的合照
2 在恆河旁開補習班
3,4 見證昆梅拉節
5 我每週都去探望在約旦的穆斯林Amer
6 太太在教會內向亞拉伯回徒教英文

3

4

6

5

讀神學院三年級時，我遇上了一位棕髮綠眼的

姊妹，她竟然跟我有同一異象，要到印度作宣

教士，後來她成為了我的太太。那時，她來香

港作宣教實習，住在播道神學院的宿舍。閒談

中，我倆不約而同驚訝地發現對方就是到印度

宣教的伙伴。2 一年後，我倆結了婚，我亦在

三一神學院進修差傳，了解到印度有很多未聞

福音的群體。

娶了個俠女

我並不知太太天生愛抱打不平。我在神學院畢

業後，未能立刻啟程到印度，因為大兒子出生

時有兔唇，需要留美數年進行治療，因此，我

們選擇在芝加哥的越南難民區工作，希望更多

明白跨文化工作。記得早期在芝加哥從事印支

難民工作時，我們住在城外，那兒是流氓的集

中地、福音的失落地。一天下午，太太從外面

回來，輕描淡寫地對我說出一件叫我驚恐的事

情。她說，半小時前在街上被一個墨西哥裔旳

男子追打，我即時察看她有沒有受傷，並追問

事情的緣由。太太感謝神保守了她，並安慰我

不要太緊張。事情是這樣的：她走到某個巷口

時，看到一中年女人被一男子毒打，太太便立

時喝止他，並站在那無助的婦人旁，那時男子

便轉移目標，欲打我太太，她雖不是長跑健將，

那刻也拔足狂奔。眼看那男子快要追上時，太

太便轉頭對他說：「我的丈夫是牧師，我們可

以怎樣為你祈禱？」原本像是發瘋的男子頓時

安靜下來。這時，那個受了傷的婦人也追上來

了，並將暴力男子帶離現場。從那時起，我預

料到太太會將這俠女精神帶到宣教工場上。
3 

一如所料，太太無論是在印度或約旦，若遇到

不義的事，她必定會發聲，她真的適合作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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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在伊拉克傳教

8 底特律的印度學生

9 印度教祭祀

10 穆斯林歸主的穆罕默德，會定期到底特律的教會。

11,12 恆河
13 在仁愛傳教會探訪

7

8

9

10

殺罪浴場

來到印度後，最刻骨銘心的經歷要算是見證昆

梅拉節（Kumbh Mela）。昆梅拉節直譯為大

壺節，相傳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須奴與邪魔

搶奪一大壺，壺內裝有能殺罪捨惡、使人長生

不老的花蜜，在神妖爭鬥之間，有四滴蜜露落

入恆河並流經四個不同的城市，這四座城市至

今仍會每三年輪流舉辦昆梅拉節。這一回是在

安拉何巴德市舉行，從1月中至3月初進行，

共55天，其中有數天被看作特別洗罪日。根據

當時印航雜誌的報道，將會有8,500萬人到這

城朝聖沐浴。從我家坐兩個多小時火車，就可

直達安拉何巴德市，我看完那篇文章，立即决

定要體驗一下這次全球最多人聚集的節日。
4

2013 年1月26日晚，我坐了四個多小時火車

到達安市，火車站已是人山人海，因為翌日被

視作到恆河洗罪的良辰吉日，清早五時已有眾

多印徒從四方八面走向河邊，街頭巷尾都有警

察維持秩序，兩旁有小販售賣許願浮燈，也賣

內衣褲，讓信眾出水後更換乾衣。那天清晨，

月亮還未消失，月光照著途人，一路上有宗教

音樂伴行：OM, Shiva OM，不停地在耳邊縈

繞。最後，我看見一個大路牌，指明這路能直

達恆河，路的名字是Shiva Road（濕婆道）。

濕婆是印度三大神，又稱毀滅之神。看到數不

清的人走在這路上，我不禁感嘆：那麼多人像

是走上茫茫之路。據報那天有450萬人走過濕

婆道，完成到恆河洗殺罪污的心願，這個河對

印徒來說像是一個殺罪大浴場！

當晨光快出現時，我看見三名赤裸裸的Naga 

Baba Sadhu（沙陀）跳進河裡，當地人稱他們

為「聖者」或「棄世者」。那天我穿了厚厚的衣

服仍感寒冷，這些「聖者」冒寒跳入冷冰冰的水

裡，數分鐘後，他們將一些白灰塗在身上和亂

蓬蓬的長髮上，相傳濕婆神也曾是有過這樣的

打扮。這類「聖者」喜歡公開吸食大麻，表面看

他們吸食大麻後好似快樂無比，心思一轉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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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到這些狂吸大麻煙的沙陀，正在傷害身體，很

容易死亡。我也遇見一些Parivajakas（沉默沙

陀），他們永不發聲。聽聞還有Shirshasinse

（永不坐下的沙陀），他們站著睡覺、沉思、入

靜形式，真是不可思議！

為甚麼那麼多人來此地慶祝昆梅拉節？印度教

徒相信自己浸在神聖的水裡，新月能免除他們

和祖先的罪，結束輪迴的人生。我在河旁逗留

了多個小時，看見朝聖者仍是絡繹不絕。兩日

後報紙上稱：「由於天氣極之寒冷和多灰塵，

大量的昆梅拉節朝聖者出現氣管炎問題。」5 

雖然如此，若印徒尋不到處理罪源的方法，寒

風冷流、滾浪沙塵也不能制止他們到「殺罪浴場」

朝聖！

日日散祝福

在印度的日子，要有身分理由才能更換簽證，

我曾以學生的身分學習印語。在德里時，我和

太太因攻讀過海外教育學，曾辦印語學校給宣

教士，也辦國際學校給宣教士子女攻讀，也曾

在三間神學院教差傳。在瓦納拿西時，太太曾

有多年在恆河旁為船民孩童補習英文，我也從

旁協助。其實，我還有其他事奉，包括帶領查

經、在不同教會講道、出任工場主任、指導神

學生作短宣實習等，最開心的時刻是看到跟我

們查經的印徒受洗歸入教會。在約旦的時候，

我最主要是在神學院教差傳，亦到不同教會講

道。今日，我在底特律專注於阿拉伯人的外展

工作。每年，我會在不同地方講授印度教以及

主辦心明穆斯林工作坊。祈願藉主賜恩福給萬

國萬民，能在天下的不同小角落，留下祝福。

 

註腳：

1  嚴鳳山《繽紛文化印宣情》，香港差聯，2006。
2-3 嚴鳳山《我愛咖喱鄉》，宣道出版社，2007。
4 ‘A large number of pi lgr ims are complaining of 

respiratory problems at Maha Kumbh due to cold 
weather and dust’, Air India Magazine, Jan2013.

5 Times of India, Jan2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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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提供：恩光使團）

10



去年我們認識了印度尼西亞的宣教情況，今年我們

轉到印尼鄰近的印度和尼泊爾。

聯合國於今年4月統計，印度已成為全球人口最多

的國家，年底更會達到14.29億人。尼泊爾則約有

3,084萬人口，全球排名第49位。兩國人民主要信

奉印度教，基督徒所佔的比例極低。另一方面，居

港的印度人及尼泊爾人約有七萬人，他們也大多數

是印度教徒，對福音的需要極大。就讓我們藉此機

會進一步認識這兩個國家，從而打開彼此溝通的門戶，

把福音傳到這片福音的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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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想接近神的印度教徒
作者：嚴鳳山牧師

印度人口爆炸了

根據聯合國的人口估計數據，印度人口在2023

年成為全球之冠，估計是14.286億人。另外，

皮龍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預測，

到了2068年，印度人口將會超過20億。這研

究中心指出，自1951年以來，每次印度人口

普查中，基督徒都是佔印度人口的 2-3%。基

督徒人數會增加，但印度教徒人數會升得更高，

現時全國接近80%是印度教徒。1若人口估計

成真，到了2068年，就有16億住在印度的印

度教徒站在福音的門外，傳福音給印度教徒是

不能忽略的事工！

印度教的迷思

撲朔迷離的印度教，令人難以捉摸。甚麼是印

度教呢？印度教的定義，對教徒來說，各有各

的看法。研究印度教的學者畢氏認為，因為印

度教沒有指定的創始人和教義，它在外表看來

是色彩繽紛的，像是自選救主和得救方法。2

印度教徒看印度教是永恆的宗教（Sanatana 

Dharma），沒有創立的始祖，它是從印度人民的

生活中演變而來的，印度教徒相信印度教已有

五千多年的歷史，是印度人每日生活的指南針。

印度教的來源

印度教的起源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從印度河沿

岸開始：

在1921年，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古老文明（於

印度河沿岸，即今天貫穿印度西北部進入巴基

斯坦）的證據，就是所謂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又

稱哈拉帕文明），被認為是印度教的起源，在

印度河沿岸發掘出一些浴場，很可能表明有祭

祀沐浴，就像今日在恆河兩岸所見的拜祭情形。

這些發現提示出一些印度教傳統是來自當地原

籍德拉威土著（Dravidians）。印度的民間宗

教（Folk Religion）多源自這傳統。

但也有另一個版本，指印度教是源於外族雅利

安（Ayran）征服本土人才開始。雅利安人膚色

白，來自波斯，即今日的伊朗，他們統領黑色

皮膚的土著。以膚色來分階級的制度也是從那

時開始。
3

這兩個版本，互相並立，形成印度教歷史混亂

的狀況，構成不同的派系，但對印度教徒來說，

也許是越亂越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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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揀選滿天神佛的國度

「印度教引人入勝之處是神化身為不同形狀，

只要信徒有信心，可以敬拜阿拉、耶穌、濕婆

神、猴神或自己（也可稱神），都是大同小異。

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 這就是印度教徒堅

持的理想信仰。」學者捨揚達認為印度教能容

納所有宗教，也是容忍最多其他宗教的團體。4

「相傳印度有3,300萬天神，有兩個梵文可用來

形容印度教的天神：一個是伊斯華 （Ishvara），

是形容一個意識形態，意味著至高無上的靈，

意思是至高無上的是神；另一個梵文是百伽雲

（Bhagavan），解作我的至尊主，是有個別感

情，對親民天神的稱呼。」5

我曾經與不少印度教徒談論他們所信的神祇，

他們相信宇宙的天神是梵天，這神以不同形式

顯現，人們可揀選要跟從的神。神祇有男神、

女神、神人合一、動物神、人與動物混合的神、

大自然的神靈等。一個神也可化身多個神靈，

舉例說，比須奴（vishnu）以十種化身來拯救

世界，就如人間的十大警衞。6相傳如來佛祖也

是比須奴十大化身之一，這樣看來，這些神仙

故事，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

救恩方式的多種選擇

印度教徒相信輪迴。要解決輪迴，才能回歸天

神，解方是莫沙（Moksha），有四個解決途徑：

知識（Jnanamarg）、敬虔（Bhaktimarg）、

瑜伽（Yogasmarg）和善行（Karmamarg）。

在敬虔上要守法（Dharma），完成人生責任，

夫妻、兒女、主僕各有責任。若是賤民，就要

遵守作賤民的法規，也要作淨化祭和守節期，

到恆河洗罪和入廟作敬拜是其中一些淨化祭。

背負百代的伽鎖

上一代祖宗所犯的罪業或留下的善果，也許由

下一代來承擔，這就是業（Karma），人生會

面對好業和壞業。在印度教的制度下有兩個壞

業：成為女人和賤民，男女平等並不存在於印

度教的思維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印度

女性太早婚（18歲前），印度是世界上最多小

媳婦的國家，約有2.2億人，佔全球總數的三

分一。因女家要準備嫁妝，越早婚嫁妝可越少。

女人要靠丈夫得救贖，根據印度教的摩奴法典，

女人要服從父親、丈夫和兄弟的授命。7此外，

階級觀念及種姓制度對印度教徒來說，仍是根

深蒂固，是不容易移動的印度教思維。若出生

於低種姓，便代代繼承，留在社會的底層。

改變命途的福音

今日印度國內基督徒約佔總人口的2-3%，而

多達74%的基督徒是來自低種姓的，其餘的則

來自土著部族。若要脫離種姓制度，印度人就

要離開印度教，才能得到救恩。8印度政府現時

由人民黨執政（BJP），領導人莫迪（Modi）鼓

勵印度人回歸印度教，他說這才是家鄉的宗教，

視外來宣教為外患，所以宣教士很難以真正的

身份上路，請大家為想留在印度的宣教士禱告。

印度教徒極想接近神，你能幫助他們找到出路，

改變命途嗎？

 

註腳：

1 Populat ion growth and rel igious composit ion in 
India, Pew Research Center, 9/21，2023

2 India, Adrian Mayer, New York, 1995
3 林志成、陳耀南、吳宗文、李日堂、嚴鳳山著，《宗教比
較》，播道會文字部，2016

4 Satyendra Kush, Dictionary of Hinduism 2000, Sarup & 
Sons Press: Delhi

5 林志成、陳耀南、吳宗文、李日堂、嚴鳳山著，《宗教比
較》，播道會文字部，2016（編按：「3,300萬」應為「3.3
億」）

6 嚴鳳山，《繽紛文化印宣情》，差聯，2006
7 The Laws of Manu: the Women’s Place in Society 

Research paper.Ivypanda.com
8 Ar iana Monique Sa lazar, 8 Key F ind ings about 

Christians in India, Pew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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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數年間，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擁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印度也不能倖免。1 

疫情不但為印度整個衛生系統和基礎設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更暴露了當

中不堪一擊的漏洞，造成嚴重的惡果。

疫情的影響

世衞指出，印度約有4千多萬人受到感染，當中約有50多萬人因此而喪命。2 其實這

個數字並未能反映真實的情況，世衛的統計是基於醫院內有登記的人數，並沒有計

算於醫院外等候中死亡、或在送院途中不治、或因沒有錢求醫而在家逝世的人數。

加上政府在疫情初期下令全國封城，很多低下階層的工人失去了工作，有人因「手

停口停」而餓死；而不少在大城市工作的外省勞工，也頓時失去工作，收入全無，

生活足襟見肘，甚至無處容身，很多人惟有徒步回鄉，卻因路途遙遠，有人甚至會

在途中餓死。這些都是無法統計的數目，因此，因為染疫或受疫情影響而死亡的人數，

相信遠高於官方所公佈的數十倍。

筆者經常跟在印度的朋友聯絡，了解當地的情況。2020年是印度疫情最嚴重的時期，

根據在印度的朋友描述，當時大部分人都染上新冠肺炎，醫院根本沒有足夠床位、

醫療設備和醫護人員去應付疫情，很多人因此而死亡；特別在偏遠地區和村落，在

沒有醫院和醫療設施下，很多人病死在家中。筆者在印度的同行朋友，全都感染過

新冠肺炎，大多數都康復過來，但其中也有不敵病魔而離世的。筆者所認識的印度

朋友（包括在香港的或在印度的）都有親友死於新冠肺炎，相信每一個印度人身邊，

都至少有一至兩位親友因新冠肺炎而離世，因此，這些年間，每個印度人都經歷過

不同程度的喪親之痛。

印度執政人民黨議員提倡飲牛尿防止罹患新冠肺炎，
3 筆者所事奉的城市就曾經舉辦

集體飲牛尿抗新冠肺炎的活動，亦有人相信在恆河沐浴可醫治或預防新冠肺炎。當然，

飲牛尿和恆河沐浴於對抗新冠肺炎而言是完全沒有幫助的，這樣做的人也同樣會受

感染，甚至死亡，因此造成無數的印度教徒對印度教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政府未

能對有需要的人作出任何援助，反之，國內有基督徒自發派發物資給有需要的百姓，

今日印度
作者：小黑炭

14



筆者在印度的信徒朋友也有參與派發食物的活動，向在回鄉路上的勞工和村落中的

村民作出適時的幫助。

福音的傳揚

根據印度同行的分享，印度人對福音的接受程度較昔日有所改善，同行們很容易打

開福音的話題，民眾也願意聆聽，而且有很多人歸主。疫情後，同行們得到很多服

事和傳福音的機會，這實在令人感到興奮。當人面對疫症感到無助和無望時，福音

帶給人盼望和力量，讓人有力去面對人生的災難，並得到從神而來的醫治和幫助。

當然，在很多人歸主的同時，仇敵的攻擊便越發厲害。現今印度執政的人民黨有著

強烈的印度教背景，而且非常保守，他們利用宗教鞏固勢力，一直都在迫害異教信徒，

更慫恿印度教徒攻擊基督徒和回教徒，破壞或放火燒教會。這些情況在這兩年比以

往更趨嚴重，政府察覺到很多人歸信基督，就開始逼迫基督徒，警察到教會警告牧者，

甚至在沒有任何理由下把信徒送入監牢，筆者的朋友是一個聚會點的負責人，也曾

被警察帶去「問話」。

疫症影響著每一個印度人，也改變了很多印度人的人生，無數人失去至親；但這也

是一個契機，讓人認識神、歸向神、得著神的醫治和安慰，有更多人經歷神的拯救，

教會也因此被建立起來。所以，縱然信徒受到逼迫，福音的火焰是不會熄滅的，而

且會越發被挑旺起來，神的工作是不會亦不能被攔阻的。

 

註腳：

1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
2 https://covid19.who.int/region/searo/country/in
3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drink-cow-urine-to-prevent-covid-bjp-mp-pragya-thakur-

experts-reject-remark-101621298599190.html

圖片說明：

1 信徒在公路旁派食物給回鄉的勞工。
2 同行的太太因新冠肺炎離世，他的見證鼓勵很多人。
3 疫情期間，不少人的生活足襟見肘。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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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沒有創始人、核心教條、統一的行為準

則、或中央的管理機構，它的信仰和儀式源於

兩個宗教系統—印度河谷文明（公元前三世

紀）與雅利安人的信仰（公元前二千年）—的

互相影響。

印度教既是哲學，也是生活方式，引導教徒領

悟法則（dharma），為最終達到意識的頂峰：

人神合一。

所有印度教經典都是用梵語（Sanskrit）寫成

的。最早的經典是吠陀經（Vedas知識），有四

本，每一本都有四部分：咒文（Mantras，儀

式用的經文或頌歌）、梵書（Brahmanas，經

文的解釋）、森林書（Aranyakas，對經文含義

的思考）以及奧義書（Upanishads，對宇宙和

自我的冥想）。而其他經典當中，最流行的是

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印度教的節日包括排燈節（Diwali）、侯麗節

（Holi）、十聖節（Dusshera）、大壺節（Kumbh 

mela）等。

印度教
作者：石家輝

神觀

印度教徒可以是一個終極力量（Brahman，梵）

的崇拜者，或者是敬拜3.3億個印度教神明中

任何一個，甚至是無神論者。

許多印度教思想家稱，梵是永恆：沒有位格、

不會改變、不可毀壞、聽不見、看不到、聞不到、

無始無終，以自我（Atman）存在於萬物之中，

稱為我/梵的同一。

但是梵的概念也有位格化的形式，稱為自在

（Ishvara）。3.3億個神明都是梵的顯現，大部

分都是自然現象如風、火的化身。

每個印度教徒自由選擇要敬拜的神明，對他/

她來說，最重要的神明是每天在家或寺廟敬拜

的那位，敬拜儀式（puja）是尋求救贖的方式。

業報（Karma）、輪迴（Samsara）

人的問題是繫於私慾，忽視自己是從梵而來，

因此服在業報定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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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業報支配，人處在不斷轉世的生、死和重生

的輪迴。依據人一世的業，死後會輪迴到更高

或更低的種姓或動物。直到人的自我與其本源

梵合一，才不會再輪迴。

不殺生（Ahimsa）

因為動物是神和祖先的顯現，是神聖的，所以

人不應殺害任何生命，這教義的影響是人對牛

的保護，因為牛是地和生命的象徵，也因此一

些印度教徒是素食主義者。

瑜伽（Yoga）、解脫（Moksha）

印度教的人生目標是超越自我，方法是通過瑜

伽—身體和精神的修行，終極目標是脫離業

法的束縛，從輪迴裡解脫，不再作為個體存在，

進入涅槃（Nirvana），即與梵合一的狀態。

每個印度教徒均屬下列一個種姓或階層：

婆羅門（Brahmin） 宗教領袖和通曉文化的 

 學者

帝利（Kshatriya） 戰士

吠舍（Vaishya） 商人、工匠、農民

首陀羅（Shudras） 勞動者

賤民（Dalit） 不潔淨職業（如火葬場、 

 皮革、清理廁所、拾荒） 

 的工人。

人屬於哪個種姓，全在乎前世所作的業，因此

嘗試改變社會階層者，等於違逆業報定律與種

姓制度。如果低種姓的人安於其階層，有望在

下次轉世中成為高種姓。傳統上只有同一種姓

的成員才可通婚。

向印度教徒傳福音

印度教徒有多種教派，信仰和實踐多樣化。我

們要謙卑提問，讓他們分享其信仰和生活方式。

傳福音時，要講明神是位格化的，慈愛、公義，

要赦免悖逆祂的人，但人只有藉著信耶穌才可

得赦免。

向印度教徒傳福音不是不可能的任務，早在

1800年已有印度教徒改信基督。克里希納 •  

帕爾（Krishna Pal）是第一個印度教徒皈依浸

信會，由傳教士威廉 • 克理（ William Carey）

在恆河為他施洗。就讓我們繼續靠主的力量去

廣傳福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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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 = 健康？
作者：雲風

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不少人不能自由外

出，瑜伽只需一張墊就可以跟著影片開始

做，令在香港已經流行了20多年的瑜伽

更「入屋」，更普及到有專門向長者教授

瑜伽的機構成立。早於2009年因瑜伽的

流行，嚴鳳山牧師寫了《追擊瑜伽真相》，

讓信徒更認識瑜伽的本質，14年後的今日，

我們實在更應該回顧當年的提醒。

瑜伽的印度教根源

「瑜伽一詞最早出現於印度教古經《奧義書》，

本出自梵文yuj，原是指用軛連起，即服牛駕

馬之意。而後來引申為接連、結合、歸一之

意。」1滕張佳音博士曾分享：「『與神合一』

就是印度教的『梵我一如』（I Am Brahma），

也就是『個我靈魂』（Atman）與『至上靈魂』

（Paramatman）神秘契合的至高境界⋯⋯印

度教教徒均喜配以各種瑜伽修習，藉著諸般苦

行（Tapas），控制呼吸⋯⋯以求摒除雜念，集

中精神，靜觀凝視、沉思冥想，從而以靈感應、

漫遊靈界，與神靈接觸。」2因此瑜伽對印度教

來說不是一般伸展動作，而是與印度教神明連

結不可或缺的修煉方式。

雖然現時流行的瑜伽可統稱為現代瑜伽，其實

大部分都是由傳統的哈達瑜伽（Hatha Yoga）

演變出來，「相傳，濕婆神⋯⋯創立了八十四

萬個瑜伽姿勢，傳授給他的弟子。後來，他又

從中精選了八十四個。這八十四個動作姿勢，

便成為傳統瑜伽日常練習的姿勢。」3此外，印

度總理莫廸（Modi）上任後致力推動瑜伽，更

於2015年成功爭取每年6月21日定為「國際瑜

伽日」。莫廸更揚言：「瑜伽保證健康和體能。

瑜伽不僅是一種鍛煉，更是一種通過身體、心

理和精神健康獲得平和的方式。」4足見對印度

人來說，即使學員不知道瑜伽背後的宗教性和

文化意涵，仍然會視瑜伽的普及是印度文化和

宗教的一種擴展方式。5可見，問題根源仍然

回到瑜伽一詞的宗教性，嚴牧師提醒我們：「瑜

伽是印度教的專有名詞。不要將瑜伽和柔軟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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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混為一談。若你在屋內只是緩慢地舒展筋骨，

自創一些新招式，這些康體活動自然做了也無

妨。不過，若你硬要加上『瑜伽』這個稱號，

對印度教徒來說，便有抄襲之嫌。」6

先搞清「健康」目標

瑜伽標榜能夠雕塑身形，還能調節身心、抒解

壓力，對想要健康的人確實難以抗拒，始終基

督徒也需要健康嘛！不過，筆者作為健身教練，

如果想要健康，我必然會再追問：「你要的是

減重？增肌？減少疼痛？還是提升腦健康或靈

活度？」然後再評估身體狀況和願意付出的時

間，再提議合適的運動。例如想增加肌肉便以

重力訓練為主；想提升腦健康可考慮中低強度

帶氧運動，或開放式運動（即指的是需要觀察

對手、思考策略的運動）等。人要弄清楚自己

的運動目標，不要一見到宣傳有助健康一詞就

不假思索栽頭進去。

人的身體是神奇妙的設計，神對人的拯救方法

就是聖子道成肉身，因此神是肯定身體的寶貴。

感到肌肉繃緊，可按一般物理治療師教的做伸

展，或可考慮以Pilates、Stick Mobility系統

等訓練，也有很好的效果。健康也包括了足夠

的睡眠和均衡飲食，因此是整個生活模式的重

整。當我們相信神創造我們的身體，也請相信

神為身體的益處設下定律，叫我們知道自己是

受造物，應以敬畏神的心去鍛鍊身心，也要作

息有時，務求「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

當然的」。（羅十二1）

 

註腳：

1 嚴鳳山著：《追擊瑜伽真相》（香港：天道，2009），頁19。
2 滕張佳音：〈向印度教徒分享福音的三大進路〉，《國際短
宣使團》網頁，2000年12月1日。

3 嚴鳳山著：《追擊瑜伽真相》，頁41-42。
4 Sheena Sood, ‘Spectacles of Compassion: Modi and 

the Weaponization of Yoga,’ Jadaliyya. 4 May 2020.
5 Deeksha Udupa and Raqib Hameed Naik, ‘The Hindu 

Nationalist Campaign to Promote Yoga,’ The Nation. 
6 April 2023, (assessed June 3, 2023).

6  嚴鳳山著：《追擊瑜伽真相》，頁19。

圖片說明：

1 Photo by Emma Simpson on Unsplash
2 Photo by Elena Kloppenburg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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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是南亞山區的內陸國家，世界三

大宗教之一佛教的發源地。當地有九成

人口是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人口只有約

1.5%，對福音的需要極大。

尼泊爾的歷史

公元前六世紀，尼泊爾人已經在加德滿都河谷

一帶定居，之後印度的移民以及英國的入侵，

共同譜成了尼泊爾歷史，進程可分五個時期，

分別是基拉特王朝、李查維王朝、馬拉王朝、

沙阿王朝，以及2018年發生皇室血案之

後廢除君主制，成立現時的尼泊爾

聯邦民主共和國。

尼泊爾的民族

尼泊爾境內有30多個民族：

「克拉底族」是拉伊、林布等尼泊爾東部族

群的統稱；克拉底語系由多種方言組成，

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

「卡斯族」也稱為卡族，佔人口總數的三

分一，屬地中海人類型；語言是卡斯庫

拉語，又稱廓爾喀語。

「尼瓦爾族」起源於加德滿都河谷，擅

長經商。歷史上先後建成了加德滿都、

帕坦和巴德崗三座古城。

「夏爾巴族」屬藏緬血統，生活在喜馬拉雅山區，

肺活量大，勇敢頑強，他們的職業大多是登山

嚮導。

尼泊爾的宗教

尼泊爾的主要宗教是印度教。據當地政府統計，

印度教徒佔人口的90%，佛教徒7-8%，其他

如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真納教徒和薩滿教

徒共佔2-3%，其中基督教徒的比例約1.5%，

大部分住在都市；穆斯林則主要住在南部邊界

的兩個地區。

在尼泊爾的印度教徒所拜的神主要是濕婆（毀

滅神），毗濕奴（保護神）、沙克蒂（原始能

量），象頭神（智慧神），和兩大史詩中的英雄。

他們相信一神，乃萬物的根源，永存但非人格，

其他神都是它的化身，包括佛祖和耶穌在內，

又信萬物有靈。因此，民間一般流行拜祭多個

宗教的神，而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交叉膜拜成風。

印度教分六個門派，各有修行和釋放的途徑，

但都公認四大經書的典範和法規，從而衍生族

姓分歧、業力和婆羅門三個信條。在這基礎上

延伸出輪回、業力、法則和族姓分歧等四個機

要，主導著人民的社會地位、世界觀、文化風

俗和生活習慣。

尼泊爾概觀
作者：在尼國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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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的民生與文風

族姓分歧定性人的社會地位。族姓世襲，不能

更改，不同的族姓不通婚，在城市卻可按職業

和學歷提升族姓階層。族姓制度在法律上已經

被廢除，但仍深深影響著社會的運作和互動，

教會也不例外，高族姓的不與低族姓的一起 

敬拜。

輪迴、業力和法規形成了尼泊爾人的世界觀。

他們時間觀是圓線（循環）的，人生經歷、死

亡和痛苦都是幻境。苦難戰爭和災難不是災難，

因可加快釋放。輪迴數以萬計，今生的業力決

定下一次輪迴；業力要靠守法規積累；法規又

因應族姓階層的社會功能而各異。

拜祭是尼泊爾人生活的中心，大街小巷都是廟

宇和偶像，人民清晨便帶同香料往街上拜神。

男性負責廟宇或公共的膜拜；家中設立的神壇，

由婦女負責供奉；節日時一家就圍繞著敬拜。

主要節日包括德賽節、十勝節、邏月宰牲節和

燈節。

婚姻一般由家長或父老決定，農村流行早婚，

甚至童婚，城市一般遵守法定年齡，教育水準

高的傾向遲婚。女方需要給男方豐厚的聘禮，

負擔不起便不能出嫁。喪葬習俗方面一般都是

火葬，是用布包裹屍體，然後焚燒。

女性的家庭地位低，讀書機會小，主力負責家

庭和田裡的粗重工作；男性主力在外打工，沒

工作的多流於閒散酗酒。社會就業機會少，有

能力的年輕人都出國，今年平均每月外出工作

或讀書的人數約五千，大多數會爭取定居海外。

尼泊爾人熱愛歌舞，愛吃酸辣和油炸物，吃飯

用手抓，食物以米飯、豆湯和咖喱蔬菜為主，

肉類主要是山羊、雞和水牛，豬肉是賤民和基

督徒才吃的肉。

尼泊爾的基督徒概況

教會大部分習慣了依賴外來的宣教機構，缺乏

自發性的神學研發和本土化福音及門訓的機制。

傳道的神學裝備普遍不足，講台信息偏於個人

故事和經歷。信徒的神觀模糊，加上文盲的普

遍，雖然都愛唱詩讚美和禱告，但其中大部分

是文化基督徒。每年因經歷神跡醫治而信主—

甚至受洗—的人數不少，但大部分在三至六

個月內流失。今年政府的政策與民族主義限制

了外來宣教活動，卻激勵了本土福音和門訓。

當地的門徒與教會倍增運動已經啟動，並在延

伸中，求父強化及鞏固，並興起更多收莊稼的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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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世界否？
作者：園丁

1950年代可以說是尼泊爾國家發展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它有300多年

王權體制，並以印度教為國教，奉行種姓等級制度，封閉國門，也不容許

基督徙的存在。此後，在位者決定改革，開放國門，發展社會。

上世紀的尼泊爾事工

一批心懷尼國的宣教士與居住在尼印邊境的尼人信徒，因此契機而相互配搭，成立

組織，並獲邀進入尼國，為教育、醫療及農業發展付出努力。宣教士以其專業作出

貢獻，表達基督信仰對生活的關懷，尼人信徒則邀請鄰舍參加團契，漸漸形成信仰

群體，這就是近代尼泊爾福音整全使命的實踐。

從不容基督徒存在的1950年代到2011年，人口統計顯示尼國約有30萬名基督徒，

這都是上帝的奇妙作為！可是，2023年公佈的人口統計中卻沒有包含宗教的分類。

一般的分析認為，是基督徒的增長數字太大，令本屆政府恐怕會引起印度教中狂熱

份子的極端反應而不願公佈。

尼泊爾使命聯合（別名）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一個整全信仰與整全使命實

踐的跨宗派國際載體，它以貧困及邊緣社群為主要對象，支援當地合作伙伴的社區

項目工作。園丁透過此機構服事，栽培本地同工，集中關注的是等級制度中的社會

性別關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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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服事更多認識神和自己

園丁亦在當地的美門教會及美門民間組織服事，美門教會的召命是以福音整全使命，

服事殘障或貧窮的病人，及被社會制度邊緣化的基層人士。園丁在美門教會的參與

包括協助教會運作的透明化、家庭團契異象重溫與建構重組、培養有心志事奉的信徒、

建立於農村姊妹教會裡的年輕領袖們，及關顧教會中有特別困難的家庭等。美門民

間是教會延伸的社會關懷組織，以殘障人士及貧困病人為服事對象。在疫情期間，

全國封鎖，美門民間特別跟進貧困及障殘人士家庭缺糧、缺保護的情況，也與地方

政府建立感染個案的追蹤辦法，也曾管理一所病人隔離中心。

這些年在尼國的整全使命事奉，讓園丁領會到上帝的心意超於自己的意念、超於自

己對眼下事物的認知，也認識到自己有太多的自以為是及對「成功事奉」的追求。這

些感受曾帶來對上帝的迷惘與不解，卻也使園丁有恍然大悟、短暫謙卑下來的時候。

園丁也體會到，在不同群體中作為外來的亞洲宣教士被賦予的特權與不足，而自己

所涉及的事工卻是有關平等的認知及提倡男女平等，可惜在尼國，大部分人對男女

平等這課題的反應是沉默對待。面對或明或暗的不友善，園丁要感謝主這些年給自

己的信念與應對的能力，還有那些更新而變化的經歷，以致能更大程度開放自己，

去觀察、聆聽和理解別人，以致能與別人同行，幫助她/他找到上主。

 

圖片說明：

1 受訓同工在項目需求評估時，聆聽農村婦女的聲音。
2 農村教會青年領袖培訓。
3 在「男女平等意議提升工作坊」中委身，實踐生活中的平等相待。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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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一群
作者：王氏夫婦

在耶穌的年代，孩童與婦女都是屬於被忽略的一群，他們沒有地位、沒有抉擇權，

有時更被欺壓，處於無助狀態下。

在21世紀，南亞的少數語言民族中，不少婦女和兒童仍是被社會及政府遺忘的一群。

因著地理環境關係，大部分山區的婦女都沒有得到平等的待遇，沒有機會接受教育

或很早輟學，因而缺乏自主的思考能力。早婚的她們，要照顧家庭及兒女已經很吃力，

更惶論「自我增值」。遇到問題或挫折時，她們不知道如何查詢或尋求幫助，更悲哀

的是有些婦女因無知而被誘騙到鄰國為娼。

至於少數語言族群的兒童，他們入學前只懂自己的母語，很少機會接觸國家語言，

但主流教育統一採用國家語言，課本語文和內容都是這些兒童從來未接觸過的，學

校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陌生又沉悶的地方，因此在這些地區的學童流失率也非常高。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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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20年，我們的機構為要確保母語聖經能被每個群體廣泛閱讀，開展了不少教

育項目。我們參與的婦女識字項目，為不同的族群編製母語課程，培訓本地同工提

供教師訓練，支援老師教學時面對的挑戰。

探訪這些識字班時，我們聽到參加的婦女不約而同地分享他們在當中有所得著：識

字班不單讓他們識讀識寫，最重要是能夠重估自己的價值、建立自信、懂得為自己

及家庭作計劃。看見他們滿足的笑容，我們一班負責的同工也非常感恩，深知這是

神的工作。這群婦女的改變和對教育的體會，將會為下一代帶來新的希望。當然，

這也為當地教會打開了一扇門，讓信主的姊妹可以自己讀神的話語，生命得到更新

和成長。

同時，我們也思考如何幫助一班孩童融入主流教育，希望他們的生命有改變。在多

年的努力下，我們編寫的雙語（母語及國家語言）小學教育課程，得到部分學校參與

試用。在預備教材時，當地老師不但協助，而且很積極參與培訓課程。我們推動的

是以學生為中心的互動教學，有許多活動是老師們從未嘗試過的，當他們將這些新

教學模式帶入課堂，學生的改變令一班老師非常興奮：學生準時上學、積極參與課

堂活動！學童不單成績比以往好，最重要的是他們主動積極學習，我們深信他們的

前景會一片光明。

回望主耶穌活在世上的日子，祂身邊也有不少婦女，祂亦常常讓小孩子到他跟前，

祂主動關顧這些被忽略的一群。主耶穌不單關心人屬靈生命的需要，祂亦關心個人

生活上實際的需要。主關注的是全人，這也是今天我們服事的焦點：整全的福音。

我們身處的國家是不可以主動向別人傳福音的，在這些少數語言群體的教育項目中，

我們沒有加入任何宗教元素，在老師培訓時也不會涉及宗教課題，但我們所接觸的

群體都知道我們是基督徒，不過從未因此成為建立關係的芥蒂。有一次，一位老師

對我們說：「有很多機構、團體承諾會為我們的族群做某些事，但絕少付諸行動，你

們基督徒答應的事卻一定會實現。」他的一番說話提醒我們，這些人很留心我們的

生活言行。我們的誠信、關心和不求回報的價值觀，會直接或間接讓他們看見福音

的真義。感恩的是我們看見有人通過這些服事，主動地開放自己去尋求生命的真義

並認識基督。

 

圖片說明：

1 婦女識字班。
2 雙語教學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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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與尼泊爾的
宣教故事
作者：麥英姿（香港國際主僕會副總幹事）

上帝從沒停止拯救，祂在不同時代、不

同國度，以不同方式，呼召兒女參與祂

的計劃與工作。

印度

印度的福音工作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外國跨文化宣教運動（1706 -1946）

在這段殖民時期，西方宣教士來到印度，展開

建設社會、醫療、教育及解放等事工，為被社

會摒棄的一群重拾尊嚴。以下幾位是先驅：

「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 

1761-1834），生於英國，自習學會拉丁文、

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法文。他受美國大佈道家

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影響，對海

外宣教極具負擔。1792年，他發表文章《宣教

義務暨實務諮議》，討論海外佈道的責任與前

景，同年10月成立差傳團體，翌年更舉家遷往

印度。他畢生奮力將聖經翻譯為20多種不同的

印度方言和編寫小冊子。克里於1834年逝於

印度，終其40年宣教生涯，從沒返回英國，但

他的事蹟卻在英國產生極大迴響，刺激了許多

差會的成立，推動海外宣教。受他影響的包括

伴隨丈夫往印度經商的英國人麥肯希夫人（Mrs. 

Mackenzie）。

麥肯希夫人看見印度的寡婦被社會摒棄，只可聚

居於婦女村（zenana）等待生命終結，她於是聯

同YWCA的創始人金瑪麗女士（Lady Kinnaird 

1816-1888）於1852年在印度首都Calcutta（現

代Kolkata加爾各答）開辦「Calcutta Normal 

School」，展開「Zenana宣教事工」，讓上帝的

話成為婦女的生命盼望。那個年代，還有其他女

基督徒回應召命，在印度開辦孤兒院、痲瘋病

院等，Zenana Bible and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早期的國際主僕會（Interserve）

差會—也是在這時期成立的。回顧主僕會首

100年的歷史，竟全是女宣教士，且絕大部分

是不見經傳的基督徒婦女！她們個人甘心的擺上，

成為了上帝祝福的出口。

同期另一位女宣教士是賈艾梅（Amy Carmicha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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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的福音浪潮，培育及促進本地信徒成為

宣教士。

尼泊爾

1661年德國宣教士阿爾伯特 • 多維爾（Albert 

d'Orville）和奧地利宣教士約翰 • 格魯伯

（Johann Grueber）從北京經拉薩到達加德滿

都，進入加德滿都山谷。約一年多後，在惡劣

環境下，他們分別病歿於尼泊爾。

在Nepalis around the world 1一書中，作者

提到1841年浸信會領袖William Starter 和 

Neibel 前來尼泊爾展開宣教。1870年代，蘇

格蘭教會的宣教士到了大吉嶺，發覺毗鄰的錫

金也是一片未得之地，於是在那𥚃傳福音。在

1880年代，尼泊爾人和雷布查人首先悔改歸主。

宣教士培訓他們，期望他們能進入每一個有人

居住的地方開辦學校，於是辦教育成為宣教工

作的首個階梯。

第一位尼泊爾聖經翻譯者是Ganga Prasad 

Pradhan 牧師，他與蘇格蘭宣教士一起將聖經

翻譯成尼泊爾語。

1867-1951），來自愛爾蘭的她看到可憐的孩

童面對不人道對待，例如女孩被「捐贈」給印

度寺廟為廟童、嫁給神明、童婚、陪葬、殺嬰

等，她就致力拯救兒童。在1901年她創立了

多拉維團契（Dohnavur Fellowship），照顧、

撫養和教育被救出的孩童，領他們信主，並訓

練他們去服事人，這些小孩都稱賈艾梅為「阿

瑪」（即母親）。賈艾梅逝世前，多拉維團契的

孩子總數已近千人。在印度，賈艾梅將自己裝 

扮成印度人，融入當地。她自1895年離英，終

生沒返回故鄉。55年來，她透過30多部著作、

詩歌、書信感動生命，傳揚基督。

第二期：印度跨文化宣教運動（1947-1990）

這段時期的宣教運動始於南印度，著重將福音

帶到北部和中部未得之民，宣教士向原住民、

賤民（達利特人）以及一些邊緣群體傳福音。

他們歸信基督之後，凝聚為小型教會，隨之帶

動了下一個轉變。

第三期：本土運動（1990 年代起）

隨著全球化，印度本地教會逐漸成長，推動了



 

註腳：

1 此書由「喜馬拉雅福音會議」之國際協調員 Cindy Perry 
博士著作。

參考資料：

1 Jayakaran, Rabbi.〈Lusanne Global Analysis：傳福音
給印度人〉。

2 〈第二十篇：海外宣教運動〉《歷史巡禮：兩千年教會歷史
巡禮》。

3 “Church Growth”. GO Magazine, Interserve. (1st 
Quarter. 2009).

4 Smart, Philipa. History of Interserve. (Dec. 2005).
5 〈你怎沒有傷痕—賈艾梅（1867-1951）〉《雋語名篇》。
6 Daya Pradhan著，倪勤生譯，〈一個宣教部族的形成〉。
《大使命》雙月刊，第96期 （2012年2月）。

7 “Capturing Nepal”.Go Australia, Interserve. (Oct. 
2014).

圖片說明：

1 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

2 金瑪麗女士
3 賈艾梅宣教士
4 Zenana宣教事工人員
5 Ganga Prasad Pradhan翻譯尼泊爾語聖經

尼泊爾統一後，基督教被禁接近兩個世紀，直

至1951年改革後，外國宣教士方獲准進入尼

泊爾從事社會服務工作，但法律上仍禁止傳教。

宣教士陸續進入尼泊爾，基督徒團體亦在尼泊

爾成立不同機構，如 United Mission to Nepal 

（UMN）、沙勿略學校（Saint Xavier）、Patan

醫院和Tansen醫院等，為尼泊爾人民提供優

質服務，進入社區、見證福音。

直至1990年，尼泊爾實行多黨民主制度後，

尼泊爾教會才開始迅速發展，當時估計尼泊爾

基督徒人數增加到大約四萬。後來尼泊爾在馬

亨德拉國王的統治下，正式成為印度教國家，

雖然歸信基督不是非法，然而試圖改變他人信

仰乃屬非法，宣教服事面對著很多限制和挑戰。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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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由孟加拉、不丹、印度、馬爾代夫、尼泊爾、

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組成，面積為亞洲的十分一，

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根據2020年版《人

口統計學世界城市地區》，在世界35個人口超過

一千萬的城市中，南亞有八個：印度的德里、孟

買、加爾各答、班加羅爾和金奈，孟加拉的達卡，

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拉合爾。

據2022年的統計，南亞有世界上最多的印度教徒、

穆斯林、錫克教徒、耆那教徒和拜火教徒。

南亞概觀
作者：石家輝

國家 首都 國教 宗教人口佔總人口百分比
貧困線

以下人口
（每天1.9美元計）

預期壽命

（2019）
（全球排名）

佛教 基督教 印度教 伊斯蘭 其他

孟加拉 達卡 伊斯蘭 0.6% 0.4% 9% 90% – 24% 74（82）

不丹 辛布 佛教 75% 0.5% 23% 0.1% 2% 8% 73（99）

印度 新德里
無

（印度教多數）
0.7% 2.3% 80% 14% 3% 22% 71（117）

馬爾代夫 馬累 伊斯蘭 – – – 100% – 8% 80（33）

尼泊爾 加德滿都
無

（印度教多數）
9% 1.3% 81% 4.4% 4% 25% 71（116）

巴基斯坦 伊斯蘭馬巴德 伊斯蘭 – 1.6% 2% 96% 0.1% 24% 69（144）

斯里蘭卡

斯里 -
賈亞瓦德

納普拉 -科特
佛教 70% 6.2% 13% 10% 1% 4% 77（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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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穿著gho的不丹男孩。
2 穿著kira的不丹婦女。
3 斯里蘭卡以出產錫蘭茶聞名。

不丹人口約73萬，行君主立憲制，以金剛乘佛教為國教。

地理和生態

不丹國土主要由陡峭的高山組成，縱橫交錯的湍急河流形成深谷，最高點是海拔7,570

米的岡卡 • 普恩斯姆，是世界最高又無人攀登的山。

地理與氣候的多樣性，造就了生物的多樣化，當地擁有珍貴的野生動物如喜馬拉雅

羚羊和金葉猴。

環境和經濟

不丹是三個溫室氣體淨排放為負值的國家之一（另兩個是巴拿馬和蘇里南），覆蓋全

國大部分地區的森林吸收了其產生的少量炭排放，這裡大部分能源來自水力發電。

當地經濟以農業、林業、旅遊業和向印度出售水力發電為主。

民族習俗

在不丹，家庭遺產一般由女性繼承。男人被期望在外闖世界，並通常搬到妻子家住。

男子的民族服裝叫gho，是長至膝蓋的長袍，腰部繫有稱為kera的布帶。婦女穿長

及腳踝的裙子，叫kira，肩部有兩個胸針，稱為koma。

當地最受歡迎的運動是射箭，是社交活動。

不丹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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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前稱錫蘭）有人口約2,220萬，是亞洲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以

小乘佛教為國教，它是所有以佛教為主的國家中歷史最悠久的。每年四月，

斯里蘭卡會慶祝佛教和印度教的新年節慶。

地理和生態

斯里蘭卡的紅樹林生態系統面積超過7,000公頃，有豐富的礦產。

屬熱帶氣候，天氣溫暖，由於平均降雨量升高，故經常發生洪水問題。

經濟

斯里蘭卡因生產和出口肉桂、橡膠和錫蘭茶而聞名，它是世界第二大茶葉出口國。

錫蘭茶是國家標誌性的出口，被國際標準組織認為是世界上最乾淨的茶葉。另外，

斯里蘭卡主要的經濟行業還有旅遊、服裝、大米和其他農產品，海外就業也作出巨

大的外匯貢獻。

教育和習俗

斯里蘭卡的識字率為93%，在發展中國家中屬於較高。它是世界上少數提供從小學

到大學免費教育的國家之一，但國立大學的本科教育的競爭極大。

雖然斯里蘭卡的國家運動是排球，但最受歡迎卻是板球。

斯里蘭卡人的主要食品包括米飯、咖喱、pittu（蒸熟的大米圓柱，鋪有椰子屑）、

kiribath（用椰奶煮的飯）、全麥烤餅、串燒等。

印度、尼泊爾：請參閱本刊其他文章的介紹

巴基斯坦、孟加拉、馬爾代夫：明年差傳年刊將會介紹

其他南亞國家 孟加拉

不丹

印度

馬爾代夫

尼泊爾
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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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
印度及尼泊爾人
作者：Yolanda

32

其實早在百年前已有印度人來港，之後亦有尼

泊爾人，有些已在香港落地生根。盼望透過今

年差傳年會，我們能對印度和尼泊爾多些了解。

舊日的足跡

在香港常見的南亞裔人當中，以印度人及尼泊

爾人為多，原來印度人和尼泊爾人跟英國和香

港大有淵源。早於19世紀，印度人在香港的經

濟發展上已佔一席位：香港的貨運出口、銀行、

交通（天星小輪）、教育（香港大學）等範疇都

有印度籍的創始成員或捐款者，香港亦有以印

度富商名字命名的街道如麼地道，港人熟悉的

今年差傳年會的主題是「差爾傳愛 • 心印

萬民」，一方面提醒會眾，主耶穌給我們

的大使命：要向萬民傳福音，另一方面

也展現出今年特別關心的對象：印度和

尼泊爾。

你對印度及尼泊爾的第一個印象是甚麼？印度

咖喱？人頭湧湧的恆河？尼泊爾的攀山目標珠

穆朗瑪峰？生活在香港，如果我們身邊沒有印

度或尼泊爾籍的朋友、同事或鄰居，莫說要認

識他們的文化，要向他們傳福音，真是不大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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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夏利里拉家族，現今仍活躍於香港商界。

另一方面，據報1906年香港警隊的1,050名成

員中有接近半數（411人）是印度人。在1901

年，駐港英軍中的印度錫克族教徒在灣仔修建

了一座錫克廟，在抗日期間如常提供免費膳食

（據說也有華人受惠），而這傳統保留至今。跑

馬地的印度廟，也是居港印度人宗教、學術及

社交的重要地標。到了21世紀，印度 IT行業迅

速發展，不少專才來港就業，也有身處管理職

位的。

至於尼泊爾人，香港回歸前的啹喀兵正是由尼

泊爾人組成。早期英軍僱用尼泊爾人組成啹喀

軍團，約在1948年派駐香港，主要負責防衛

及攔截偷渡客。許多尼泊爾人信奉印度教，昔

日近粉嶺軍營建有印度廟供啹喀兵敬拜，現已

荒廢。香港回歸後，啹喀兵解散，成員大多返

回家鄉，也有一些選擇繼續留港生活。他們因

為不懂中文且沒有非軍事技能，從事的工種多

是保安員、建築工人等，婦女則多從事餐飲及

服務業，也有不少尼泊爾人創業，在佐敦開設

食肆、雜貨店、美容院等。

融入社區的挑戰

根據香港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見附表），印

度人和尼泊爾人合共約有七萬多人，佔香港總

人口1%。

香港的印度人有四萬多，他們的學歷水平不低，

雖然極少人能以粵語溝通，但有幾乎半數人能

以英語交談。從居住地區及職業推論，當中不

乏專才人士，經濟水平也不太差。

反之，接近三萬的居港尼泊爾人中，能以廣東

話或英語溝通的只屬少數，這無疑影響了他們

融入社區，但隨著新生代就學人數增加以及有

不少人從事服務行業，以粵語或英語溝通的人

口會相應增加，或對他們融入社區有幫助。

2021年香港人口統計
種族 人數 百分比
華人 6,793,502 91.6
菲律賓人 201,291 2.7
印尼人 142,065 1.9
印度人 42,569 0.6
尼泊爾人 29,701 0.4
巴基斯坦人 24,385 0.3
其他南亞裔人 5,314 0.1
泰國人 12,972 0.2
日本人 10,291 0.1
韓國人 8,700 0.1
其他亞洲人 10,574 0.1
白人 61,582 0.8
其他 70,124 0.9
總計 7,413,070 100

■華人91.6% ■印度人0.6%    
■尼泊爾人0.4% ■其他7%

印度人和尼泊爾人在香港人口所佔比例

我們的鄰舍

可能因為印度人和尼泊爾人只佔少數，加上與

港人在外貌略有不同、言語又不通、文化上有

差異，以及一些較負面的標籤，使他們的存在

及需要或會被忽略，但他們也是萬民的一分子，

按主耶穌的大使命，我們也要向他們傳揚主的

福音！即使我們不能親身前往印度、尼泊爾宣

教，仍要把他們得救的需要緊記在心裡，並把

握機會向近在咫尺的印度人、尼泊爾人鄰舍傳

遞主的愛！



 

參考資料：

1 https://www.census2021.gov.hk/tc/index.html
2 http://www.jdonline.com.hk/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7&id=68925&m=wap
3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hong_kong_review/2015/04/150428_hkreview_nepalese
4 https://culturaljourney.hk/%e9%97%9c%e6%96%bc%e5%b0%91%e6%95%b8%e6%97%8f%e8%a3%94/
5 http://www.takungpao.com.hk/life/238150/2022/0907/762025.html
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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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種族及區議會分區人口（2021）
種族 香港島（最多人聚居分區人口） 九龍（最多人聚居分區人口） 新界（最多人聚居分區人口） 總計
華人 1,017,354 2,065,086 3,709,953 6,792,393
印度人 10,800（中西區 4,171） 15,889（油尖旺區 8,000） 15,880（離島 6,023） 42,569
尼泊爾人 3,043（灣仔區 1,743） 14,898（油尖旺區12,560） 11,760（元朗區 8,391） 29,701

按種族於香港院校就讀全日制課程的人口（2021）
種族 小學及以下 中學 專上教育 總計

未受教育/學前教育 小學 初中 高中 文憑/證書 副學位課程 學位課位

華人 162,029 324,885 169,015 145,568 12,844 45,679 137,147（13.75%） 997,167
印度人 1,394 3,102 1,548 1,268 40 186 1,360（15.28%） 8,898
尼泊爾人 1,163 2,508 901 883 41 170 457（7.5%） 6,123

按國籍職業劃分工作人口

經理 專業人員 輔助 
專業人員

文書 
支援人員

服務及 
銷售人員

工藝 
及有關人員

機台及機器 
操作及裝配員 非技術工人 其他 總計

中國 325,847 380,109 668,582 493,752 648,160 204,768 155,796 335,907 6,643 3,219,564
印度 3,673 3,193 3,821 1,144 1,496 187 252 4,938 11 18,715
尼泊爾 497 315 1,925 617 4,452 2,197 379 3,297 39 13,718

按種族5歲及以上人口慣用交談語言（2021）
種族 廣州話 普通話 其他中國方言 英語 其他 總計
華人 6,152,966 156,392 203,516 54,327 12,485 6,579,716
印度人 2,852（0.7%） 398 29 18,165（44.5%） 19,349 40,793
尼泊爾人 1,710（0.62%） - - 2,558（0.93%） 23,335 27,623



香港人通常會用「滿天神佛」來形容一件事弄

得沸沸揚揚，令人頭暈腦脹。看完《繽紛文化

印宣情》，我倒是覺得原來這句話也可以很貼

切地形容印度的宗教情形。

作者Sam宣教士與太太Colleen已在印度服事

多年，主要負責植堂工作。Sam筆下的印度，

就如一座混雜著不同宗教習俗、神靈、信仰的

大熔爐。印度教沒有統一的宗教場所、沒有統

一的信仰宣言，它倒像一間超級市場，所有的

神靈陳列在貨架上，讓人有自由去「消費」。印

度教真正活出「條條大路通羅馬」，給人自由去

選擇如何到達神那裡去。可是印度教看不到世

人真正需要解決的是罪的問題，只有耶穌基督

才是唯一的道路。

書中特別提到，印度教認為神會化身成不同形

狀，不論是五頭四臂的濕婆神、貓頭鷹，或在

暗巷角落的老鼠，都可能是「神」的化身。有

作者：何浩正

走進福音荒土
差傳書介：

書名：繽紛文化印宣情

作者：嚴鳳山

出版：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些印度人甚至認為蚊子也是「神」，不會主動拍

打蚊子！這些我們聽起來可能覺得荒謬的事，

卻是不少印度人會誓死捍衛的宗教信念。這本

書好像帶我們走一遍印度神明的博物館，一開

始會覺得新奇、詫異，之後可能覺得難以理解，

甚至荒誕。然而，Sam的筆觸總帶著一份憐憫，

讓人切切感受到印度人需要福音大能的釋放。

書中的每個小故事都流露出印度人沒有救恩確

據的平安，他們被輪迴、業力、種姓制度的思

想綑綁，相信自己做多點善行、打坐冥想、禁慾，

就能賺取來世有更好的福氣。他們追求刻苦修

道，以進入梵我一如的境界，卻看不見人類要

面對最重要的問題是：罪人如何與神和好。他

們苦苦地尋找光明，黑暗卻遮蓋了他們的眼睛。

短短的百多頁內容，帶給我們的不只是印度教

的入門知識，更希望為讀者埋下一顆願意委身

關心印度宣教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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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提供：恩光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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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各地宣教工場的近況如何？我們邀請了多位

海外宣教士分享他們過去一年的宣教情況，當中有

悲傷的，有喜悅的，有受挫的，也有激勵人心的故事。

今年除了有如往常的長篇分享外，也加插了短篇分享，

無論長短，均希望能讓大家進一步了解差傳的工作，

並察看神的帶領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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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 楊文傑夫婦

西亞：

• 樂樂子
• 蜂鳥家庭
• 籽樂
• Farmer
• 愛霖

英國：

• 岑偉農、阮幗雄夫婦
• 四維傳道家庭

 （羅慶偉、林尹芝夫婦）
• 黃國輝、唐美寶夫婦
• 小沙斗家庭

法國：

• 王杰、王文煥夫婦

德國：

• 歐石楠

本堂差派／支持之宣教士、
短期宣教同工分佈圖
* 如欲寫信或寄鼓勵咭給宣教士，
 請交康澤接待處轉交差傳部。

2023年

38



西非：

• 亞蟲

中亞：

• 泥土夫婦

韓國：

• 永泉、影婷夫婦

東亞：

• 亞波羅拿夫婦
• 咖啡豆夫婦
• 高山鷹
• 小水點
• 小明燈
• 耘田
• 思恩
• 芥菜子
• 月季

東南亞：

• 非拉鐵非夫婦
• 薛氏夫婦
• 簡家傑
• PAL夫婦
• 森美、小兒夫婦
• 鄭氏夫婦
• 比目魚夫婦
• 彭鐸雅

澳門：

• 陳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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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杰、王文煥夫婦
工場：法國

傳福音
的一個契機

義的真理，加爾文寫下巨著 《基督教教義》（The 

i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但最終

要在日內瓦才能實踐其改革宗理念。

法國屬於我們所說的後基督教國家（Post-

Christianity）。曾幾何時，她是基督教信仰的

發達地區，如今宗教被歸類為主觀性的個人信

仰，從公共空間退出，人類高舉自我，以為社

會科技的進步將解決一切問題，所以人類不需

要上帝了。

今天，法國的基督教信仰極為衰落，根據統計，

福音派基督徒只佔總人口的0.5%。多數法國

人以無神論者自居，並且對談論宗教非常反感，

大多數人都是個人主義者，生活孤獨，沒有真

正的朋友，也缺乏信任。其實他們非常需要福

音，然而，許多當地的教會仍處於成長的掙扎

「你們也要一同用祈禱來幫助我們，好使許多

人為我們感恩，因著他們許多的禱告，我們獲

得了恩賜。」（林後一11）

我們夫婦 80至90 年代曾在法國留學和工作，

在那段時間認識主耶穌並信主，隨後我們奉獻，

回香港讀神學，並尋求神的旨意，漸漸清楚神

要我們事奉海外的華人和知識分子，因為這和

我們多年來的經歷、文化背景等都有密切關係。

其實神早已在裝備我們，在法國生活十多年，

我倆對她的文化傳統有一定的認識。法國身處

宗教改革的核心地帶，在1562-1598年間有

八次宗教戰爭（天主教對更正教徒的迫害），

對國家造成了極嚴重的破壞。16世紀宗教改

革家約翰加爾文（Jean Calvin）與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同時期發現於聖經的因信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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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需要外國宣教士來牧養，根本無暇顧及對

外傳福音、宣教，大部分教會沒有外展事工。

近年，有許多華人僑居法國，也有許多國際留

學生在法國求學，亦有不少法、中家庭的組成

和養育下一代，這成為我們在法國傳福音的一

個契機。

在封城期間，政府規定晚上六時後不能外出，

所有店鋪關門。我們正在苦惱如何接觸有需要

的人時，便認識了某人道機構，他們會收集當

天賣剩的麵包糕餅，晚上去到各大學宿舍區探

訪學生，關心他們。解封之後這項合作幫我們

認識了不少同學，了解到他們苦無老師教授法

語，神奇妙地讓我們接觸到國際宣教士，他們

在不同的法國教會招募信徒參加門徒訓練，課

程包括傳福音、服事人群等；這正正就是我們

所需要的，於是法語班在這些門訓弟兄姊妹的

支持下，便成功開辦了。

若果你喜歡與不同國籍、文化和背景的年輕人

交流，或喜歡分享各種生活經歷、信仰，又或

者想擴闊眼界，我們歡迎你來這邊看看。跨文

化的服事和跨文化同工都展示著在神的國度裡

信徒的合一，是討神喜悅的。

 

圖片說明：

1 派麵包隊把收集回來的麵包糕餅分發給學生。
2 成功開辦了法語班。
3 感恩節聚會。
4 學期完結，一起聚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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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國人視有殘疾的孩子為家族帶來「羞恥」，

更覺是「真主」對他們的懲罰，很多人會把殘

疾孩子藏在家中、不送上學，甚至不願在人前

提自己有這孩子。

伊斯雅的媽媽比較好，她把孩子送到傷健幼稚

園，但這本地龍頭的傷健中心，學校裡的老師

都沒有教育背景，更遑論是特殊教育的裝備。

伊斯雅患有大腦麻痹，腳的不全發育限制了她

走路，此外，她到了五歲還未能發聲說話，老

師都以為她是聾啞的。

在「海迪之家」的服事

我所服事的機構「海迪之家」，為認知障礙的幼

童提供治療，創辦人凱迪是美籍白種人，她本

身是特殊教育工作者，更收養了一位患有大腦

麻痹的非裔黑種人為女兒，機構正是以她女兒

的名字海迪命名，盼望為本地殘疾人士及其家

庭提供支援、分享父神對殘疾人士無條件的愛。

我跟隨機構同工第一次家訪伊斯雅，利用互動、

玩具評核她的程度，然後再計劃治療方案。那

是我首次參與機構的服事，當我抱起她坐上椅

作者：籽樂
工場：西亞

在悖謬的世代
展示神的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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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時，她身上散發一種像嬰兒的奶香令我印象

深刻，我感受到她媽媽把她照顧得很好。同工

後來和我分享說，他們其實很驚訝伊斯雅讓我

抱她且沒哭鬧，原來她上幼稚園兩年以來，當

老師放她在課室後座和其他孩子一起考試，或

後來只要一穿上校服，伊斯雅都會嘔吐，她的

身體反應顯示了她對學校的抗拒。可是，她第

一次接觸我並沒有任何抗拒，連伊媽媽都感到

很驚訝，她感受到我們愛她的女兒。

後來，我們每星期都上門治療伊斯雅，為期三

個月。我們利用玩具訓練她對日常生活的基本

認知，也鍛練她的五感，又教導她如何用圖片

溝通，更帶來海迪小時候用的學行器教導她學

行。當伊媽媽知道凱迪除了收養海迪外，還有

收養三位非裔黑人為兒女，她半開玩笑地說要

送伊斯雅給凱迪，我們知道這也在某程度上反

映她想送走女兒。

最初伊媽媽對我們機構同工的家訪就如同一般

本地人和外國人的相處，即使身在家中她都會

穿上全套黑袍。過了一段日子，我發覺她回到

家中會換上便服，甚至在我們和孩子相處時，

她會換上白袍禱告去，我知道她對我們的信任

日漸增加。到了治療的最後階段，她更特意邀

請親人到家中看我們給伊斯雅的治療，展示女

兒的進度，更向親人說我們是真主派來的天使。

伊媽媽由想送走女兒到以女兒為榮，相信不單

是我們的治療讓她看到女兒的潛力，或是海迪

的見證讓她看到其他出路，還有她感受到從神

而來對她孩子的愛。

在工場中繼續裝備

我在工場的職業身分是行為治療技術師

（Registered Behaviour Technician），工作

是支援治療，而我所服事的機構「海迪之家」，

是為有特殊需要的幼童提供「早期干預」（early 

intervention）及支援殘疾人士及其家屬。「海

迪之家」在2020 年才成立，主要與本地的龍

頭傷健中心合作，為我們打開了很多支援本地

家庭的機會。

我並沒有特殊教育的背景，所以由治療師在工

作場景中訓練我，我也完成了一個「行為治療

技術師」證書，課程讓我認識和孩子玩耍的治

療理論及目標。在機構裡，我還有其他工作如

協助推廣機構及籌備各項傷健成人社區活動，

我以前在大學是修讀新聞及大眾傳理系的，大

學的訓練現在也得以發揮。

過去一年，我偶爾會懷疑自己在這機構服事的

價值，但感恩同工們對我的接納和愛，他們的

鼓勵大大激勵了我。我們大部分人的母語都不

是英語，又是不同膚色、不同背景的人，都因

著主愛而彼此相愛。

我的亞裔臉孔常被泉水國人誤會我是凱迪或傷

健成人會員的「菲律賓姐姐」，其實最初有一瞬

間我對此誤會有點介意，但很快父神就提醒我

當初的呼召正是耶穌為門徒洗腳的經文，祂為

我們作了榜樣，知道了去行便有福了（翰十三

14-17）。我們愛都因神先愛我們，神是聖潔的，

但選擇化成人住在我們當中，從不嫌棄我們這

班罪人的醜惡，選擇了與我們同行，祂也差遣

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向人展示祂的愛。

請大家都為泉水國及眾多由黑暗掌權的地方禱

告，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在這些地上被高舉，

因祂是配得我們一切的讚美和稱頌的。

 

圖片說明：

1 每次家訪，伊斯雅的哥哥都在廳中角落玩遊戲機，牆上都
是他的照片，但家中看不到有伊斯雅的照片。

2 第一次家訪，我把伊斯雅抱到椅子上，扶著她，讓凱迪為
她作評估。

3 我們指導伊媽媽如何在平日教女兒，這是伊媽媽讓伊斯雅
摸她的臉學習不同的五官。為了保護本地的工作，不便公

開她們的臉容，但這照片實在捕捉到她們對彼此充滿愛的

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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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蟲
工場：西非

我是宣教士

亞蟲真是今時不同往日了，這次前往事奉的宣

教工場並不是對福音抗拒的封閉國家，而是一

個批出宣教士簽證的非洲穆斯林國家！

亞蟲到達西非塞內加爾剛滿了三個月，現正按

照工場上團隊的要求，進行為期兩年的當地語

言及文化學習。這樣看來，學好法語和順利投

入當地人的文化過活，便是這兩年事奉的目標了。

法語的第一課是學習如何跟人打招呼及作自我

介紹。第一句是用法語說出自己名字，並不難，

第二句是向班上的同學介紹自己：「Je suis un 

missionnaire」！這句卻令亞蟲莫名的感動又

興奮。在宣教工場事奉十多年，第一次光明正

大地向人宣告「我是宣教士！」在班上除了亞

蟲外，還有兩位來自其他非洲國家的天主教宣

教士，她們是替塞國的天主教機構工作的。

塞內加爾雖然超過97%人口是穆斯林，政府對

其他宗教卻十分寬容，可以自由在國內進行各

自的宗教活動。本地人不單對其他宗教沒有敵

對或負面的態度，相反地，他們熱心款待客人，

友善又樂於助人的文化，更令本地人特別自豪。

這地方傳福音的空間和自由度都很高，亞蟲在

未學好當地語言（口傳的能力）和未真正了解

當地文化（當地人接受和不存誤解的身傳方式）

之前，可以用基督教宣教士的身分，跟天天在

課堂上見面的同學們建立友好關係，用普通話

和英語分享主耶穌與自己交往的生活見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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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使命過日子

亞蟲報讀的是由法國文化中心主辦的密集課程，

每天上課三小時，每個單元上課20天。初級法

語課程的學習都是以自己的生活、家庭、工作

和文化等作為題目，經過一個星期的法語對話，

大家已經彼此認識，熟稔起來了。班上八位20

來歲的同學，有來自英國、中國和日本，有無

神論者及佛教徒，也有由肯尼亞和莫桑比克來

工作的天主教徒，就是沒有基督徒。

適逢4月10日這裡也有復活節假期，亞蟲利用

自己是班上唯一長者的角色，組織了去奴隸島

參觀的一日遊活動，當天正是神賜下最理想的

佈道日。在參觀過程中，我們一面學到黑人被

逼作奴隸、之後獲得自由的歷史；一面分享現

代人面對的生活壓力和心靈得自由的重要。當

大家安靜地進入島中央的天主教堂參觀時，不

約而同的都在主耶穌掛像前停了下來，亞蟲便

開始解釋主耶穌道成肉身來叫世人從罪中得釋

放，獲得自由的歷史，成就了當天的公眾假期，

人人記念耶穌復活的事實。

亞蟲帶著使命在塞內加爾生活，身分是一位香

港的宣教士，也是法語同學的朋友，是街坊的

鄰居，是店舖的顧客⋯⋯亞蟲與身邊的穆斯林

一起過日子、一起坐巴士、一起走路，分享和

經歷那位活著又與人同在的主耶穌。

假若你是大學生，是老師，是美容師，是髮型

師，是廚師⋯⋯只要你帶著使命地生活，也可

以藉著短期或長期的宣教事奉，到這片對福音

開放的好土壤，跟這裡的穆斯林一起生活、一

起分享和經歷那位活著又與你同在的主耶穌。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

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

一兒子的榮光。」（約一14）

 

圖片說明：

1 與法語班的同學一起到奴隸島。
2 復活節假期成了奴隸島佈道日。

45

宣
教
士
分
享



作者：歐石楠
工場：德國

每次提到在工場上用何種職業身分介紹自己時，

我都慶幸自己身處在一個福音開放的國家，雖

不至於能夠大膽地說自己是宣教士，卻也可以

毫不避諱地說自己服務於慈善機構，與教會合

作去幫助那些來到德國的移民。但這種說法有

時也為我帶來一些困擾，因為當我這樣介紹自

己時，對方就會接著問：「那你實質是在做些

甚麼事情？」這下就變得很難解釋了，因為我

不是社工，並不是在提供社會服務，有時碰到

一些不太友善的人時，甚至會被揶揄一番，情

況便顯得有點尷尬。

最近我跟教會一個姊妹一起讀摩西在火焰荊棘

叢中被神呼召的經文，得到啟發：當時摩西覺

得主呼召自己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讓他很

為難，不知道該如何向他們講解。就像摩西一

樣，我也覺得很難向人解釋我的「工作」是甚麼，

但主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

『那自有永有的差派我到你們這裡來。』」（出

三14）姊妹提醒我，我們所在的社區，人們對

談論信仰算是比較開放，我也可以像主對摩西

說的那樣，向人說是神打發我到德國來的，尤

其是當穆斯林朋友聽見這回答時，說不定他們

會好奇想知道背後的故事呢！這下，我突然覺

得開了竅，心想我不就是經常找這種機會，自

不作難的身分認同

然地與人分享我所信的神嗎？實在沒必要自己

藏著掖著，尷尷尬尬地不知如何跟人解釋。

有了這種覺悟，我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在參

與教會辦的德語班、休閒活動或與人聊天的時

候，我能夠更放膽、自然地與人分享我所信的。

最近我在語言學校的德語班上，認識了兩個來

自阿富汗的女生（她們應該是正在尋求政治庇

護），在談到我的「工作」時，我說我跟教會合

作，把希望跟平安帶給在德國的流散群體，當

時她們語帶欣賞地說，那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這讓我頓時感到原來直接說明自己的「工作」，

並沒有我想像中困難或讓人覺得被冒犯，反而

會得到對方的尊重。 

這個經歷讓我想起使徒保羅對自己身分的態

度—不以福音為恥，並常常請信徒為他代求，

使他得著口才，能講明福音的奧秘。我也應以

保羅為榜樣，經常提醒自己不以福音為恥，我

也邀請大家為我代求，能照著當盡的本分，當

機會來到時放膽向人講明福音的奧秘。

 

圖片說明：

1 在主日崇拜中讀經。
2 主日崇拜中的一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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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森美在一所基督教教會的幼稚園服事，

他教導五至六歲的孩子學習中文。在這裡，森

美是一位中文老師。森美很需要這樣的身份，

讓住在學校附近的人，和住在鄰近社區的人都

知道森美是這裡的老師，不會把他當成陌生人。

除了在學校教書，森美也在社區裡以其他事工

如運動、探訪等去接觸當地人，對於森美這外

來人來說，有了合適的身份（幼稚園老師）才

方便作工。

開始時，森美以為校方會提供教學資源如教師

課本或一些參考資料等，可惜甚麼都沒有，感

恩的是森美透過弟兄姊妹聯絡上一位在香港教

幼兒的中文老師，她給了森美很有用的指導。

這裡的幼稚園學生必須要學習英文和當地語言，

中文科只是輔助科目，不需要考試或測驗，更

不需要提交分數，所以作為中文老師的森美沒

有太大的工作壓力。森美很高興能教導一群幼

兒學習中文，他們原本一點中文都不懂，經過

學習後已能夠用中文來介紹自己。森美教了學

生們一首詩歌，內容是詩篇一二一：「我要向

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是從造

天地的耶和華而來，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詩歌旋律十分悅耳，除了幼兒們，當地老師也

感興趣來一起學、一起唱，森美向他們解釋詩

歌的意思，他特別強調「主耶穌能幫助我們」。

在畢業禮上，學生們在父母面前一起唱這首詩

歌，校長在畢業禮後跟森美說他很受聖靈感動，

也很得鼓勵。

作運動的人

幼稚園附近有一個露天運動場，當地教會領袖

經常邀請一群年輕人來打排球，森美也會參加。

教會領袖介紹森美是那所幼稚園的中文老師，

有幾位年輕人曾學過中文，竟跟森美講了幾句

中文，是個好開始。森美很喜歡打排球，年輕

時也曾經是校隊成員，所以常常跟他們一起打

排球，慢慢地與他們建立友誼。教會領袖有時

會邀請年輕人聚餐，席間大家玩遊戲、分享見

證，有一次森美用英文分享見證，教會領袖則

即時翻譯。感謝神，在今年的復活節，有幾位

年輕人出席了佈道主日。

森美現在仍在學習當地的語言，聽和講的能力

不是很好，所以現時只可以作為參與者，在不

同的事奉機會中支援當地的教會領袖。

作者：森美、小兒夫婦
工場：東南亞

幼稚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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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老爸早已預備我擁有心理輔導的訓練、經

驗和專業資格，以致我能以心理輔導員這專業

身分在東亞的穆斯林聚居地服事。

八年前剛到達居住的城市時，所認識穆斯林的

朋友，並不知道甚麼是心理輔導、它用甚麼模

式進行、有甚麼效果⋯⋯我需要多方解釋、舉

例來幫他們明白。了解我的專業後，穆斯林朋

友以及參加手工活動的兒童和家長，會介紹我

認識需要接受心理輔導的「來訪者」。四年下來，

我再不需要主動推廣我的工作了，周圍的人會

懂得介紹有需要的親戚朋友過來接受心理輔導。

其中一個「來訪者」是阿樂。

當他就讀初中一時，在課堂上咬手指甲被老師

發現了，並且告訴了阿樂的媽媽，請她帶兒子

去見心理輔導員。起初阿樂為了滿足老師和媽

媽的要求，前來接受心理輔導，慢慢他對自己

的情緒有了認識，學習調整情緒，並且投入輔

導。每年阿樂生日時，我會送他勵志的故事書，

刺激他尋找生命意義。在他讀高中一時，他面

對學習、同學關係的衝擊和挫敗，我跟阿樂講

述長子的故事；高二暑假，他跟我的夥伴看聖

書和納比的生命故事，可是他擔心若是選擇跟

隨長子，會跟家人關係決裂；高三，老師家訪，

跟家人傾談的內容讓他感到很委屈、沮喪，那

天晚上他打開聖書誦讀長子的禱文，祈禱承認

自己是個罪人，決定跟隨長子。

感恩阿樂積極看聖書，熱心追求認識真理，已

慶祝新生命一周年。願阿樂一生跟隨長子，成

為家人和族群的見證人。

雖然2022年受疫情影響，生活有很多的不方

便，但是還可以通過網絡、電話關心穆斯林朋

友，在網上跟「來訪者」做心理輔導，疏理家

長面對孩子上網課難專心、學習有困難的焦慮

和無助的情緒；藉著網絡，我也可以與受感染

的穆斯林朋友度過身體發病、軟弱無力、辛苦、

無助的階段。感恩有機會與患難的穆斯林朋友

同行，鼓勵他們向創造天地的主呼求幫助。願

這些經歷，讓穆斯林朋友知道我們的平安、力

量是從何而來。

 

圖片說明：

1 積極向上（向日葵）
2 心情煩憂（鬱金香）

作者：小水點
工場：東亞

我是心理輔導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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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帶回到2007年我接受洗禮的那天，一位觀

禮的朋友恭喜我拿到天國的passport，同時問

道：「你是否願意去偏遠地區幫助宣教士做些

事情？」當時，我在職場雖然沒有甚麼尊貴的

職稱，但收入算是不錯，我為甚麼要放棄不錯

的收入，去做些沒有錢和沒有職稱的工作？那

不是傻子做的事嗎？

近年，因簽證原因，我換了三個工場。說到這

裡，我大概領悟到一個真理：到了工場，做甚

麼不是自己選的，也不是自己能預計的，有甚

麼人出現在生活中更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但我

明白：「只要有顆順服和依靠的心，神必會親

自裝備和培訓我。」

隨機應變是我的工作之一。

我服事的群體為了事業或學業而無奈與家人分

開，這些年輕人有心智還未成熟的、沒有家庭

溫暖的、在家中是小霸王的⋯⋯形形色色的性

格我都領教過。

幫人家教孩子是我的工作之一。

我的家是時常開放的，我要烹調家鄉菜款待漂

流的他們，飯後還要一齊玩玩桌遊才肯散去。

採購、煮食、玩伴和洗碗是我的工作之一。

磨練我的一位女孩，她口是心非，說好聽的話

覺得是件肉麻的事。和她相處真是打不得、罵

不得，吹捧的話，自己又心不甘、情不願。她

不討人喜歡，反而令人望而卻步。她每星期都

來我家吃午飯，飯後遲遲都不離開。轟她走，

她可憐兮兮威脅說：「不要攆我走，一個星期

就今天有人陪。」說真心話，她是我見過最賴

皮，也最講義氣的孩子。她想請我吃飯時會說：

「你很幸運，今天我有錢，請你吃飯。」去年我

離開工場時，她是來送機的其中一個，我很感

動。她為了送我，捨棄了一天兼職賺錢的機會，

她一路沒說半句話，我看到她偷偷地在哭，只

能安慰地拍拍她。當我進到禁區後，收到她一

段很長的訊息，至今，我還會牽掛著她。

安慰同行是我的工作之一。

去年下半年，我離開了服事的工場，雖然前路

茫茫，但是心卻坦蕩，深信阿爸父已經為我預

備好前路，只是未到翻出底牌的時候。經過禱

告、埋怨和不想面對，最終在去年12月31日，

阿爸父翻出那張叫我貼貼服服的底牌，我沒有

向祂上訴或拉鋸，只說：「我算甚麼，竟蒙你

親自一步步的引領？」

順服是我的工作之一。

續去年，阿爸父教我：愛 + 等待 = 最妙的服

事之道。

 

圖片說明：

1,2 採購、煮食、玩伴是我的工作之一。
3 洗碗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作者：月季
工場：東亞

我是

打雜的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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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文傑夫婦
工場：加拿大

作者：岑偉農、阮幗雄夫婦
工場：英國

平凡的努力

南宣的聚會

最近我到英國倫敦參與會議，其中一個活動是探索在倫敦的

基督教遺跡，包括紀念John Wesley, George Whit�eld, 

John Newton及William Wilberforce等的地標。嚮導說，

儘管這些人物在基督教中有重要的角色，他們仍是普通人，

要努力堅持自己的信念，他們常被拒絕，甚至被禁止講道，

但他們平凡的努力卻被聖靈重用而產生影響力，這聖靈今

天也居住在我們裡面並賦予我們能力。

讓我們避免在個人或事工上側重於結多少果子的事上，當

我們發現自己處於平凡和需要堅持的處境，仍相信聖靈正

在做一件比我們想像更偉大的事。

 

1 聖保羅大教堂的John Wesley雕像
2 John Newton及William Wilberforce教堂

這是南宣從溫布頓搬到現址的相片，由於「BNO人士」大量

湧入，崇拜地方不足夠，神供應了一個殘障護理中心給南

宣聚會，只是中心沒有足夠坐椅，遂上下一心，買了椅子

回來，並用幾個小時將100張椅子弄好，趕上星期天的崇拜。

最令我觸動就是孩子們的參與，有做安裝坐椅的，有掃地

的，總之沒有一個閒著，南宣就是這樣成長起來。事隔一年，

每主日朝行晚拆，仍是需要弟兄姊妹的站穩崗位，是神在

他們心中動了善工。

 

1 南宣從溫布頓搬到現址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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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維傳道家庭
工場：英國

作者：黃國輝、唐美寶夫婦
工場：英國

同行•U年人團契

安息禮

「同行 U年人團契」（U年人 = Union / Uni人

諧音）是由約克華人福音教會的大學生和職青

組成。雖然教會只成立了一年，但他們團友之

間願意彼此同行—不單一起歡笑，也有時含

著淚水分享自己的不足、缺點和難處；職青們

也樂意幫助大學生們面對讀書的壓力。團友們

真誠地實踐聖經的教導，互相支持、彼此建立、

守望和禱告。

今年初為一位中國人姊妹主持安息禮，她丈夫

是英國人。這是Philip（黃國輝）在英服事四

年多以來首次主持安息禮，也是首次用英語

和普通話主持。難忘一群姊妹為好友同唱〈送

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縱

有淚水，感恩有永恆重聚的盼望。

 

1 安息禮舉行的教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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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相伴的恩典

都交給主

作者：小沙斗家庭
工場：英國

從雀躍懷孕，到被迫流產；

從滿懷盼望，到傷心欲絕。

感謝主，歸主者願意讓我們同行，

傾訴心聲，百個問號，只可憑信。

以為嬰孩可以吸引穆丈夫認識主，

希望落了空⋯⋯

怎料，穆醫生一句「阿拉旨意」成為轉機，

她在丈夫及醫生面前勇證上主的賜予，

丈夫竟願意參與女兒的追思會。

感謝主，讓我們經歷祂！

作者：樂樂子
工場：西亞

有關去年的重要事情，我第一件事就想起，很

多來自不同國家和差會的同工都被拒居留。當

時我覺得好像只剩下很少時間，因而感到哀傷

和焦慮。我上一個工場也是留了六年後因內戰

而要離開，而今年也是我在這工場的第六年。

當我將自己渴求和計劃都交給主，我選擇相信

那位知道和掌握我將來的主，除祂以外沒有比

祂更好了！

 

1 這是在禱告之旅中的風景。
2 由亞美尼亞教會所刻的壁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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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負擔

小蜂鳥

作者：蜂鳥家庭
工場：西亞

自從小蜂鳥到了寄宿學校，再加上Covid疫情，

她一直未能與我們在中東/西亞相聚。感謝神！

2022年她終於有機會來到西亞。看著小蜂鳥

與難民家庭互動的一刻，我們滿心快樂；感

恩主讓我們可以再次與小蜂鳥一起分享事奉

的恩典。

作者：愛霖
工場：西亞

感謝天父帶領愛霖來到出差之地將近一年的時間！祂向愛

霖顯示在這地已預備了很多心靈開放的人，包括我初抵步

的一星期，有店員得知我們是基督徒後，他主動表明自己

對耶穌很感興趣，私下也開始看聖經；另外，接觸過一些

婦女也主動談及屬靈的話題等。但由於愛霖初到這個地方，

日常的阿拉伯會話很有限，屬靈詞彙更是零！因此，定意

在有基督信仰背景的語言學校裡修讀阿拉伯語，盼望在語

言的裝備上更有效跟「有心人」分享聖經的故事。近日，當

地牧者到學校分享他們如何接觸和牧養穆斯林歸者，並鼓

勵同學們繼續堅持努力學習這艱深的語言！他的分享就如

天父向愛霖發出直接的鼓勵和顯明祂更清楚的心意！

請大家禱告記念愛霖在語言學習和生活文化的適應！

 

1 靠著耶穌做個得人漁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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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armer
工場：西亞

作者：泥土夫婦
工場：中亞

作者：非拉鐵非夫婦
工場：東南亞

Only One Life

腦癱兒童家庭

一粒麥子

作為一個跨文化宣教士，我相信自己和留在後

方的弟兄姊妹，有一樣的呼召：靠著基督的愛、

聖靈的能力和神的榮耀，我們要在基督裡成長、

見證基督、帶人歸主、訓練門徒以及建立基督

的身體。

泥土夫婦在D國感恩遇上一個腦癱（CP）兒童

中心，但政府只有官僚設施服務，母親從CP

兒童出世後，多被丈夫撇棄且失去穆民家族支

援，CP兒童自我形象低落！他們都在救恩以外，

求天父指引泥土夫婦探索未來的事奉。

這一年比較感恩的事，是年初的時候帶著六位

剛出來服事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山區，認識那邊

的需要以及服事那裡的朋友。在預備訓練的過

程中，由於疫情的許多不可控因素，本來想著

可能搞不成了，沒想到訓練之前的一個月，政

策突然放寬，終於得以完成訓練。感恩大家去

我想用以下一段對我的信仰起著𨶹鍵作用的文

字與大家互勉：

Only one life, ‘twill soon be past,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Only One Life’ by C.T. Studd)

願神救贖的愛、改變生命的真理和無法測度的

愛成為我們的喜樂、盼望和力量，無論我們身

處何方。

了在當地服事的宣教士的墳墓，他們的墓碑訴

說著他們成為了一粒麥子，死了在地裡，就結

出許多的麥子來⋯⋯大家都被他們的見證激發

鼓勵，願意繼續付代價去跟隨神，全時間的服

事上帝，感恩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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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氏夫婦
工場：東南亞

作者：PAL夫婦
工場：東南亞

被誤解

急症

20多年前，我們在一個比較落後的鄉鎮服事，

福音很難深入人心。最近回去，發現一對來自

外省的夫婦到這個小鎮生活並見證傳揚救恩的

好消息。當地一位非基督徒談到這對夫婦時說

他們是無業遊民，所以當了傳道。我立刻想起，

作者：簡家傑
工場：東南亞

洗腳

在靜修的日子，我有機會默觀Köder的畫作《洗

腳》，看見上主如何屈膝俯伏、細心服事跟從

祂的人—正如衪貼身周到、悉心鋪排我的人

生路，帶領我由短宣到長宣、在不同工場、不

同階段的事奉，並顧念我家兩老的需要⋯⋯我

由衷感激祂對我一家的心意與作為！

 

1 簡家傑
2 Feet Washing by Sieger Köder

農曆新年前兩日，Clare的媽媽因血壓極低和發高燒被送

到急症室，醫生說需要緊急動手術，因為情況威脅生命，

Clare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在只好簽字同意。經

過35日住院治療，神不單救了她一命，更救了她的靈魂。

非常感恩！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

事我的人也要在哪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

尊重他。」（約十二26）

傳道人常常被人誤解，耶穌也曾被誤解，祂忠

心地跟隨天父的帶領，甘願為藐視和不接受祂

的罪人犧牲拯救。跟隨祂的門徒有祂的權柄、

呼召和能力，可以將這種祝福傳遍全地。願上

帝賜給我們辨別力，知道如何接觸那些不太了

解耶穌的朋友，將救恩、永恆的盼望帶給他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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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氏夫婦
工場：東南亞

作者：咖啡豆夫婦
工場：東亞

回家

有使命的國際學校

17年宣教之旅，終於要到了回歸這個階段。每個家庭成員

難免有著焦慮和矛盾的各種感覺。然而這也正是我們緊緊

抓住上帝的愛和應許的時候，也是我們成長的關鍵。我們

相信上帝正一步步牽引我們安穩走回家的路。

作者：彭鐸雅
工場：東南亞

轉變

長駐，轉出差，變的

何止工作模式？何止生活節奏？

跟人、事、物的關係

都換了；不是不惜，也不是不捨，

是不如從前，是這15年來

逐少逐少所積累下來的

已不再了；沒有消失，也沒有遺留，

而沿着螺旋重回到

某個點的

別處。

在這裡我認識一所由宣教士開設的國際學校，

他們為了在校能傳福音，故不接受政府資助。

他們專心教學、發掘學生的潛能，並資助他們

升讀美國的大學。對象是貧窮的國際兒童，

當中有70名來自14個國家的學生，包括四名

TBC孩子。

 

1 有使命的國際學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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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山鷹
工場：東亞

作者：耘田
工場：東亞

婚禮

可以為孩子做些甚麼？

2022年一個既重要又特別的時刻，非6月中往

德國參加一位學員XY的婚禮莫屬，我有幸被

邀請做了「嫁女」的角色，代表她的家人帶她

進入禮堂呢！

XY在泰國生活十年，學習及參與當地M民事工；

四年前她在帶領短宣活動中，認識了一位來自

德國的弟兄，經過真誠的交往，遙距的查經和

禱告，XY終於作了人生重大的決定，隻身嫁往

德國。至今，他倆同心建立美滿家庭，參與教

會和難民營M民的事工！

看到這張在工場一幼兒園拍下的相片時，記起

與一位朋友在河邊聊天時的一段話。

這位年輕朋友在鄉村小學當代課老師，她對於

眼前的教育制度和家庭教育感到無語、無奈和

無力。校長禁止學生小休時玩耍；爸媽對孩子

無時無刻的話就只是：「作業寫完了嗎？書背

好了嗎？記到了嗎？多看點書，少玩手機。」

而家長自己卻手機不離手；前輩老師除了課本

作者：思恩
工場：東亞

拔刀相助

去年7月中，在港獨居的媽媽急病入院。我和

哥哥身在異地，束手無策之際，感謝各方好友

拔刀相助，包括傳道同工多次陪診。每個問候，

每個行動，每個禱告，都讓我們一家經歷天父

的愛！

 

1 弟兄姊妹們的幫忙信息

外，不會找書看。她想快快離開這個漩渦，不

要摻和在孩子們的將來裡。

這段話令我難過不已，究竟可以為孩子做些甚

麼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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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

支援

作者：芥菜子
工場：東亞

死胡同

疫情緣故，兩年多沒有回家。回家後，發現有

焦慮的二姐，變得更焦慮。除了多陪伴她，也

只能為她禱告。她好像被困在死胡同裡，走不

出來。幾個月後，主透過家人一直對她的愛，

親自領她走出死胡同。主也讓我安心回工場服

事。主真好！

作者：小明燈
工場：東亞

搶嘢啊

與業主簽署今年續租的租約後，便與他食飯。

當我溜出去用手機埋單時，突然有人衝過來

搶我手機。雖然我奮力扯著那人，卻無法搶

回手機，我發覺自己真的如此脆弱無助。接

著一把熟識的聲音說：「是我請客，你不要

付款。」抬頭一看，原來⋯⋯

感恩有舒適美好的居所，有老實大方的屋主，

有賜我平安的上主。

作者：永泉、影婷夫婦
工場：韓國

2023年初，韓國政府終於對抗疫政策作出

調整，不再限制室內小型聚會。回想過去三

年裡，有一年多於線上聚會，其後雖恢復了

實體聚會，亦因疫病的緣故，不容易接觸新

朋友。除夕夜終於可以開放我們的家，邀請

新朋友來到當中歡聚。十分感恩，並珍惜這

可以自由見面、聚會的日子。

作者：陳艷芬
工場：澳門

我剛踏上宣教之路，極需要教會肢體各方面支

持，奈何認識我的人不多。某天大約中午，我

正為籌集經費和禱告支援苦惱之際，一個令人

鼓舞的信息傳來，某團契願意為我祈禱，那一

刻，我彷彿看見有光穿過雲霧，照耀下來，讓

我感到宣教路上我並不孤單。

我是個微不足道、不起眼的人，但願意離開熟

識的環境，為神作工。祈求有更多肢體在各方

面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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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我們被疫情影響，令宣教所面對的困難和

壓力百上加斤。今年，疫情的關卡終於鬆綁，在有望

恢復正常宣教事工的同時，世界各地的戰爭、壁壘卻

越見劇烈，封閉的國度更加封閉，排擠基督的越見排擠。

宣教士的道路絕不好走，但北宣每年仍然繼續差派宣

教士到海外，為的是遵行神吩咐的大使命。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有感動成為宣教士，但我們每個人

都有能力成為支援宣教的人，參與大使命！例如參與

短宣，報讀差傳主日學，參加差關小組，成為團契中

的宣教使者，甚或在金錢上奉獻等。最重要是培育一

顆關心差傳宣教的熱心，一同把福音傳揚開去。

培育宣教心

（相片提供：恩光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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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msey T（宣教工人培育組）

宣教
心志

在2021年的差傳年會中，不知哪來的勇氣，

在講者的呼召邀請中我站立起來，並走到台前

表示想更多認識宣教，然後就被同工帶到房間

中，他們關心我怎被聖靈激動及對於宣教的理

解程度等。說真的，才剛信主沒多久的我，還

是不太能分辨聖靈感動與自己心意之差異，但

就是有種想了解的衝動⋯⋯

過了不久，莊牧師約見我，了解我的恩賜、背

景，也談到我若蒙召，該以甚麼身分參與，及

長短宣服事的性質等事宜。之後我便參加了宣

教工人培育組。

認識宣教、接收有關未聞福音人數的資料、原

異教者改信主後的各種憂患與處境、宣教士所

面對的艱難與挑戰、我們自身的心理質素及個

人強弱探索、了解福音硬土的各項政治壓迫—

以上的內容均為我在宣教工人培育組所接觸及

需要認識、學習的範疇。

我們初時的聚會是在2022年頭疫情期間，只

能靠Zoom在線上交流、互相認識。最初約有

五、六人，維持至今只剩三、四人，因為有幾

位弟兄正值學業的黃金階段，他們希望先裝備

好自己的外在技能，再待主呼召，所以他們在

大家的禱告記念中出發到外國留學了。其他的

組員則一起學習上文提及的各種內容，同時建

立了一個小團契彼此分享各自的掙扎、對前景

的憂慮，及相互禱告守望。在這段時期裡，我

感受到的是「自己並不孤單」，因為神早有預備，

讓我有同行者去經歷其中的一些難關。

直至今天，我仍是一個會犯罪、得罪主的罪人。

但主卻繼續使用我，讓我成為一個在短宣中弟

兄的聯絡人，並主持月禱會，又讓我積極參與

一些宣教機構內的祈禱會，守望宣教士。在這

組中，與弟兄們所經歷的一切，讓我不斷更新

蛻變。

我要感謝神奇妙的安排，若當日我沒有站起來，

就不會認識莊牧師；若沒與莊牧師會晤，亦不

會認識到現正聘用我的老闆（宣教士）；我亦

無機會被培訓及裝備，學習成為一位SEN孩童

導師。

回想這一切，我—還有甚麼理由拒絕祂為我

所預備的呢？

 

1 宣教工人培育組合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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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普洱

差關小組分享
湄公河、柬埔寨

北宣家有許多差關小組，關顧不同地域或族群的宣教事宜，小組成員的事奉範圍

廣泛，以湄公河及柬埔寨差關小組為例，大家除了恆常為宣教士及其工場事工和

所處國家禱告外，也會參加短宣，探訪宣教士或其在港家人。小組就如一個團契，

有外展也有家訪活動，組員之間彼此關顧、建立、代禱，也會邀請有同一心志的

弟兄姊妹加入小組，一起為神的大使命獻出一分力。

在組員們的見證分享中，我們常會發現弟兄姊妹加入小組的初心很簡單：因為聖

經的教導 —神要我們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既然大使命是人人有分，於是就到

差關小組了解一下差傳是甚麼？而參加了十多年、甚至是二十多年的資深組員也

分享，神不單藉著差關小組開了他們的屬靈眼界，使他們更多認識差傳、宣教事

工的開拓和發展，學習為工場的人與事禱告，留心世界大事等；神還讓他們通過

事奉，對他們賦予肯定，使他們確認自己在宣教事奉上有負擔，挑旺他們的心智，

令他們甘心樂意對差傳有更多的委身。

如果今天你看到這篇文章有感動，想進一步了解差傳，或想找弟兄姊妹與你一起

為某個地區/族群的人與事禱告，你可以找牧者了解一下，加入合適的差關小組。

讓我們一起為大使命奮鬥，願主大大挑旺你的同時，也大大祝福你！

  

1 湄公河差關小組組員。
2 柬埔寨差關小組組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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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柬埔寨短宣隊

疫後首次柬埔寨短宣

柬埔寨，曾經是北宣家弟兄姊妹經常前往探訪

的宣教工場之一。但是三年疫情，加上騙案集

團的新聞，令這個宣教工場似乎變得不再安全，

疫情後首次報名參加短宣的弟兄姊妹寥寥可數。 

領隊的同工看著手上的三份報名表，心中掙扎：

「是否應該取消這次短宣呢？」但是在駐當地的

宣教士積極鼓勵下，北宣家疫情後的第一隊短

宣隊終於以信心踏上行程。

工場近況

疫情讓我們對宣教工場的印象停留在三年前，

但是神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歇。北宣家有分援建

的金邊人力資源學院新校舍，已經在2022年

建成並且投入服務。新校舍地方寬敞，禮堂、

課室、圖書館、電腦室等設施齊備，吸引了不

少年輕人來學院進修或參與聚會。短宣隊在這

裡和年輕人一起敬拜、一起玩遊戲，完全感受

到柬埔寨福音工場的青春活力。感謝主為教會

預備了這麼多的年輕人，讓教會的未來充滿希

望。

探訪貧困家庭

柬埔寨並非一個富裕的國家，貧窮家庭是當地

牧者服事的主要對象。短宣隊有機會跟隨同工

探訪了一些貧困家庭，近距離感受他們困難的

生活。有隊員分享：「我們探訪的一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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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在收買公司工作，媽媽是長期病患，15歲

的兒子唸中學。他們住在公司提供的板間房，

為了預防下雨時被水淹，房子以木板、沙石墊

高約兩、三呎。在貧窮的柬埔寨，有甚麼東西

可收買？當地傳道人說，都是些爛銅爛鐵廢膠

瓶等，這就像是在垃圾山收拾廢料謀生。生活

逼人，這些家庭連日常兩餐也成問題，要他們

相信看不見的上主，真是很難。但神的愛沒有

離開柬埔寨的朋友！盼望他們能早日信耶穌，

一同享有從天上來的平安和喜樂。」

與宣教士交流

在柬埔寨服事的宣教士家庭給我們很深刻的

印象。一位隊員分享：「我很喜歡接待我們的 

Wonnell和 Ada 宣教士及他們的女兒希言。從

到埗出機埸，見到他們笑臉迎來的那一刻，雖

是初次見面，但大家不但沒有陌生感，更感受

到在基督𥚃弟兄姊妹的情誼。短短四天的朝夕

相處，期間他們分享了蒙召的經歷，從決定宣

1

2
3

教到最後落戶柬埔寨，十年間經歷了與神摔跤、

被神的帶領和甘心的順服。他們說自己並不是

英雄，宣教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事工。他們也分

享了禾場的情況，說了一個又一個感恩的故事。

我喜歡 Wonnell 和 Ada 時刻流露真性情，對

我們的提問，知無不言，他們是多麼的真實！

他們對主的盡心、盡性是我學習的榜樣。」

現時，金邊教會正在計劃建造自己的堂點，不

僅為了向弟兄姊妹提供固定的聚會場所，更是

為教會未來的長遠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願主

使用宣教士和當地同工領袖的忠心服事，讓更

多的柬埔寨人有機會認識賜恩典的主。

 

圖片說明：

1 短宣隊與宣教士一家。
2 探訪住在鐵皮屋、地板墊高了兩、三呎的貧困家庭。
3 HRDI 的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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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莊明偉牧師

北宣家 2022 年
差傳活動簡報

動起來 全民參與

執筆之際，北宣家已全面復常，各個短宣隊亦

已重新出發。回顧 2022 年，弟兄姊妹仍在適應

逐步恢復的實體信仰生活，以及未能參與海外

差傳服事，因此對差傳的投入受到了一些影響。

2022年差傳年會的主題為「宣教機遇在咫尺　

福音恩澤遍印尼」，鼓勵弟兄姊妹關心海外和

本地印尼人的需要，兩晚培靈會總出席人數（包

括網上實時參與）為 681人。緊接著10月分的

宣教探索營會則有19人參與，與會者在十多位

宣教士身上真切地認識宣教士如何與主同行，

亦繼續探索神對各人的呼召。參加此次營會的

弟兄姊妹中有已加入差會的，正等待出發到海

外宣教工場。

同時，差傳部亦與印尼信心堂合作，加大力度

推動本地印傭事工，在真理樓 Living Stone 

舉行了幾次活動，另外亦在牙醫診所向印傭提

供牙醫義診服務，與他們分享神的恩惠。

差傳教育方面，共有39人次參加全年三個差傳

主日學，牧者和領袖曾到了89 個團契或小組

主領差傳聚會，分享不同主題。在72個團契或

小組的118位宣教使者，亦繼續在群體中鼓勵

弟兄姊妹關心差傳和為宣教士祈禱。還有16個

差關小組在線上與線下不止息地為宣教士祈禱。

雖然2022年沒有海外短宣，但差傳部舉辦了

本地服事隊讓弟兄姊妹參加，大家在活動中有

機會服事本地南亞裔家庭共約100人，一同燒

烤和進行各項活動。另外，20位差傳部事奉人

員亦參加了本地宣教導賞團，從中了解在新界

傳教的黃述芳宣教士的事蹟，心裡都很受激勵。

神的恩典夠用，感恩2021-22年所收到的差傳

奉獻，剛剛足夠應付年度的支出，用以支持各

個北宣差出的宣教士單位、與其他教會共同支

持的宣教士，以及海內外差傳機構的需要等，

在普世的差傳服事上獻上自己的一分。

弟兄姊妹經過這幾年的艱難，生活有許多改變，

有時候難免會忙於自己和周遭的事，而容易忽

略普世的宣教需要。當然我們自己的屬靈生命

追求、團契生活等都是重要的，但海外的福音

需要和困難在這紛亂的世代中只會是越來越重，

求神讓我們再一次看見世界切實的需要，全教

會一同起來回應，與宣教士同工，將福音恩惠

傳到萬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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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主日學

月分 差傳主日學名稱

1-3月 來自印尼的鄰舍

7-9月 以禱告支持瞭解宣教士和宣教工場

10 -12月 福音恩澤遍印尼

差關小組

差關 

小組名稱
聚會內容

1 10/40之窗 關心在創啟地區服事的宣教士

2 湄公河差關小組 關心宣道差會在湄公河服事的宣教士

3 阿拉伯差關小組 關心在中東及創啟地區服事的宣教士及Farmer宣教士

4 澳門福音關顧組
關心宣道差會在澳門服事的宣教士、定期派組員前往

作支援工作

5 回宣差關小組 關心穆斯林福音工作及在穆斯林地區服事的宣教士

6 KJC差關小組 關心在韓國服事的宣教士及蜂鳥家庭

7 柬埔寨差關小組 關心宣道差會在柬埔寨服事的宣教士

8 拿但業差關小組 關心亞蟲宣教士

9
四維傳道家庭差關

小組

關心羅慶偉宣教士家庭及黃國輝宣教士夫婦、 

岑偉農牧師夫婦

10 小水點差關小組 關心小水點宣教士

11 印尼事工關愛組 關心本地及海外印尼事工

12 關心黎國難民小組 關心黎國宣教士及事工

13 籽樂差關小組 關心籽樂宣教士

14 小沙斗差關小組 關心小沙斗家庭

15 愛霖差關小組 關心愛霖宣教士

16 泥土夫婦差關小組 關心泥土夫婦宣教士

17 歐石楠差關小組 關心歐石楠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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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使者

群體牧養科
有宣教使者 

的團契小組
宣教使者人數

長者科 10 16

成年科 39 63

青年科 14 25

小組科 7 9

普通話群體科 1 2

傷健群體科 1 3

總數 72 118

團契「到會」差傳專題分享

群體牧養科
申請到訪

團契數目
專題內容

長者科 13
走進《阿富汗、伊朗》屬靈之旅

《來自伊朗的吶喊》電影導賞

《為基督背十架》電影導賞

《十個指印》電影導賞+SAT-7介紹

當禱告遇上差傳

The Job is not done⋯你我衪未竟之事

《夾縫中的服事》

專業同行，更知「父」心

如何關懷宣教士（基礎）

印尼峇里事工分享

印尼顧邦事工分享

服侍華人點、點、點

本地猶宣事工分享

本地印尼事工關愛分享

差傳年會主題分享

本地印尼事工分享

差傳年會主題週會

成年科 51

青年科 14

小組科 7

普通話群體科 3

總數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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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9 月
差傳收支報告
收入：$27,491,371
（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共9個月）

9個月金額（HK$） 應付未付金額（HK$）

港外差傳事工總支出 19,560,565 8,757,435

本地事工總支出 4,343,789 3,653,211

2022-23年度總支出 23,904,354 12,410,646

2024 年 1 月至 12 月
差傳支出預算

2024年1-12月

12個月金額（HK$）

港外差傳事工總支出預算 29,495,000

本地事工支出預算 8,135,000

本年（2024）12個月支出預算 37,630,000

去年（2022-23）12個月支出預算 36,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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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下佳音

9月15日（週五）

晚上7:45-9:30

主席：周曉暉牧師

講員：嚴鳳山牧師

 （恩光使團宣教士，

 曾在印度宣教20多年）

詩歌頌唱：Sheep+

程序：

歡迎及祈禱 / 詩歌頌唱

見證分享：Mr. Vijay Partap Sharma  

 （Ultimate United）

讀經：羅馬書十11-18

講道：留下佳音

呼召 / 報告 / 祝福

（二）留下美善

9月16日（週六）

晚上7:45-9:30

主席：莊明偉牧師

講員：嚴鳳山牧師

 （恩光使團宣教士，

 曾在印度宣教20多年）

詩歌頌唱：SATpoint敬拜隊

程序：

歡迎及祈禱 / 詩歌頌唱

見證分享：王氏夫婦

讀經：約翰福音十二1-11

講道：留下美善

呼召 / 報告 / 祝福

差傳培靈會程序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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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屆差傳年會主題曲
《莫再等》 作曲：Junko

作詞：James Hon

Composed	by	Junko
Words	by	James	Hon

莫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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