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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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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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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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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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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