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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為何還未在湄公河中上游流域的少數民族中間傳開呢？假如有人能夠說他們的語言，用

他們能夠明白的方法向他們傳福音，他們也許早歸信耶穌了。  

 

山嶺之間山嶺之間山嶺之間山嶺之間 

湄公河中上游流域的崇山峻嶺之間，分佈著許許多多不同的少數民族，他們各有獨特的語言

和風習，散居於偏遠的山區，與外界隔絕，也有一些身處政局動盪的地區，外人不易接觸他

們。 

這些少數民族分佈於不同的國家境內，他們的語言與官方語言截然不同，卻沒有機會接受官

方語言的教育。他們的社群，宗族關係緊密，佛教傳統與泛靈信仰夾纏。他們懼怕精靈，也

不敢大逆不道，離宗棄祖，這重重壓力迫使他們恪守祖宗的教訓，承傳祖宗的信仰。 

 

排除萬難排除萬難排除萬難排除萬難 

歷史告訴我們，福音不會自動傳入不同背景和語言的族群，地域、文化、語言的障礙不容易

打破；假如我們要看見福音在湄公河流域傳開，一群一群未得之民蒙受基督的福氣，我們必

須認真地問：「擺在我們前面的，有什麼工作要完成呢？」 

 

70多年前，神讓內地會有機會向漢族以外的民族傳福音；過去十年，神引領使團不斷刷新對

湄公河流域的異象，帶領使團在各方面竭力服侍區內 20多個少數民族；與此同時，神也引領

亞洲與西方眾教會看見湄公河流域的需要。目前，已有 30個少數民族，包括 70個族群，即

約共 1億 6千萬個從未聽過福音的人，給區外的教會認領，承擔向他們傳福音的責任。這些

族群裡面，基督徒的人數極少，未能在同胞中間有效地作見證。 

 

請你們禱告 

祈求主呼召甘心服侍、裝備充足、訓練精良的工人來到湄公河流域，與區內寥寥可數的本土

信徒一同作工。也請祈求主在湄公河流域的每一個族群裡興起一個又一個信徒群體，以母語

在同胞中間稱頌主。 

 

湄公河流域的挑戰，宏大而逼切，叫我們戰兢，然而，啟示錄七章九節讓我們大得鼓舞：「此

後我觀看，從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原來，不是人有限的能力或對事

工的委身可以成就大事，乃是 神的話語保證了這天國事業的成功。 

 

手足情深手足情深手足情深手足情深 

問題是我們為何還未參與其中呢？華人看湄公河流域上的少數民族，也許就像猶太人看撒馬

利亞人一樣，彼此血濃如水，本是鄰舍，卻互不關心，置若罔聞。昔日，耶穌定意帶門徒經

過撒馬利亞，今天，華人教會何時才走進這些少數民族中間呢！ 

 

願主興起禱告勇士及工人去服侍這些族群。 

 



  

溫遜皿與妻慕嘉 Sam and Monika Wunderli，1990年加入使團，現任湄公河流域工場主任。   

  

一九二七年...... 

中國內陸局勢緊張，內地會同工撤退到沿岸。當時內地會第二任總主任何斯德在上海總部召

開工作會議，會中最年輕的成員是在僳族中事奉的富能仁。與會眾人面對一個嚴肅的提問：「內

地會究竟是正在作主呼召她去作的工，還是已變得安於現狀，固步自封，看見許多人未聞福

音卻不為所動。」 

結果，眾人同領異象：「要把福音傳遍漢族、回族、藏族和其他民族。」他們決定要「有系統

地差派工人前往少數民族中間去，確保福音在這些族群中遍傳。」於是，他們求 神差派 200

位工人到中國來。到了 1931年 12 月 31 日，已有 203 位同工先後到達中國。 

第二次大戰結束，1946年 8 月 2 日，楊志英與兩個僳傳道人，帶著兩個挑夫，到雲南考察當

地少數民族的情況。50年代初，內地會撤離中國，全數宣教士離去，其中一些宣教士轉往泰

北，繼續服侍他們心愛的群體。 

 

(摘自 http://www.omf.org.hk/res-periodical-innershow.php?id=539) 

 

----------------------------------------------------------------------------------------------------------------------- 

湄公河畔的春風秋雨湄公河畔的春風秋雨湄公河畔的春風秋雨湄公河畔的春風秋雨 ~ 雷曳 

 

湄公河上游流經泰國、老撾（寮國）、越南、緬甸及中國的西南省份。在這偏遠的崇山峻嶺中，

住著眾多的族群，世世代代保留著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他們代表著現代宣教中的福音邊陲地。 

   

戴德生在 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他不但關注中國漢人的屬靈需要，也關心西南地區鮮為人

知的族群。1875年，外國宣教士終於獲准進入這些少數族群居住的地區。 

   

初期的宣教士從緬甸北部進入這地區，他們在緬甸工作了好幾年，與克欽族人建立了深厚的

關係，又向途經該地區的漢族和回族商人傳福音。 

 

1875年 7 月，內地會期刊《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的創刊號，封面故事就是報導雲南

撣族的工作。 

 

福音初傳福音初傳福音初傳福音初傳 

山地居民中最早接受福音的是一些苗族（或稱赫蒙族）部落。1890年代，第一批苗族人信主，

1906 至 1915年間，貴州及雲南一帶的苗族人大規模歸主。許多村莊過往常有性濫交和醉酒

鬧事，村民信主後情形大大改善。信徒還甘願出錢出力去建造教會，又差派傳道人到其他苗

族社群，以及其他民族中宣教。 

 

傈僳族是苗族最早接觸的一個族群，當時主要住在雲南西部及緬甸北部。他們對福音的反應

雖比苗族慢，但經過富能仁（J. O. Fraser）和來自緬甸的克倫族宣教士白樺（Ba Thaw）多年



的禱告及辛勞，福音從 1916年起開始扎根，接著數十年間，成千上萬的傈僳族人接受耶穌為

個人救主，建立完全自治、自養的教會，積極與其他教會合作，把福音帶給傈僳族同胞及在

中國、緬甸、印度及泰國等地的其他民族。 

 

佳音足跡佳音足跡佳音足跡佳音足跡 

1942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延及此地。宣教事工受阻，甚至完全停頓。戰事方歇，楊志

英（John Kuhn）和數位傈僳族同工用了五個月的時間，深入雲南及鄰近的緬甸地區探望教會，

鼓勵傈僳信徒與宣教士配搭，將福音傳給未聞福音的部族。在五個月的旅程中，他們發現雲

南省內有一百個不同的未得族群，並作出結論： 

   

本土教會意識到自己對其他族群所當負的責任，與外來的宣教團體同心協力，方能滿足當前

驚人的需要。（摘自 John Kuhn, We Found 100 Tribes, Philadelphia: CIM, 1947, p. 20） 

 

傈僳人在此竭力傳揚福音，中國內地會卻面臨新的打擊。1949年以後在中國執政的政府並不

認同基督教宣教士的工作，內地會不得不轉到其他地區事奉。剛獨立的緬甸也不開放給新宣

教士進入，於是部族事工就轉移到泰國北部。 

   

在中國服事這些族群的經驗固然寶貴，但在泰國北部服事阿卡、克倫、苗、友敏（瑤族的分

支）、拉祜、傈僳及撣族，卻是一番新的學習和摸索。 

   

隨著中國內地會轉型為海外基督使團，我們接觸新的群體，學習新的語言，擺上時間建立互

信的關係。1950年代初，使團開展泰北的事工，直到 60 及 70年代，才在其中一些族群見到

明顯的突破。但這些年間，在毒品買賣、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影響下，泰北和許多鄰近地區

的宣教事工受阻，福音使者可以到的地方也備受限制。但是，神興起教會彼此聯繫，策勵泰

國信徒向境內的同胞傳福音，也開始到其他地區宣教。 

 

宣教挑戰宣教挑戰宣教挑戰宣教挑戰 

到了 1990年代後期，新的事奉契機臨到。泰國鄰近的國家對外開放，幕簾乍揭，讓我們得見

神奇妙的作為。經數十年與世隔絕後，中國及緬甸北部的教會，大多能持守見證，且有驚人

的增長。透過短波廣播，福音在某些族群中也有新的進展。 

   

放眼望去，宣教的機會良多，部族信徒若願意為耶穌基督冒險，接受充份的訓練和裝備，就

能跨越國界，把福音帶給同胞及其他族群。而外國宣教士可以從旁協助，裝備本地信徒，與

他們並肩事奉，跨越湄公河上游流域的國界，把福音傳給部族同胞和語言相通的族群。外來

的同工若謙卑學習當地官方及少數民族的語言，與當地信徒建立推心置腹的團契關係，就必

受當地信徒歡迎，服事的果效亦指日可待。 

   

我們祈求上帝差派工人，完成 130年前在湄公河上游各族群中展開的事工。 

 

(摘自 http://www.omf.org.hk/res-periodical-innershow.php?id=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