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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家，前有「千島之
國」的名稱，今稱為「萬島之國」更名副其實。全
印尼共有17,508個大大小小的島嶼，有人定居其上
者有1千多個，其中5個最大的島嶼是：蘇門答臘、
爪哇、蘇拉威西、加里曼丹和伊里安島。全國面積
190.44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億4,000萬餘。

由十六世紀末起，印尼被荷蘭殖民政府統治了
300多年之久，1942年被日軍佔領，1945年在蘇加
諾（Soekanoz）領導下，宣告正式獨立。

印尼是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使用多
種語言，而方言更高達600餘種，但官方語言是印
尼語（類似馬來語）。

華人在印尼居住已有悠久的歷史，目前全國
約700萬，其中95%已加入印尼籍。雖然，印尼的
華人只約佔總人口的4%，但在社會上，尤其是在
經濟方面充當著重要的角色。印尼華人的宗教，主
體是民間宗教與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和儒
教，以及崇拜祖先等，但早期從閩、粵到印尼的中
國人，也有不少是伊斯蘭教徒。早在十三世紀下半
葉，印度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將伊斯蘭教大規模傳
入蘇門答臘以前，印尼就有華人穆斯林，現時印尼
的華人穆斯林更日趨增加。

印尼伊斯蘭教簡史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國家，人口的80%
信仰伊斯蘭教，多屬遜尼派，但其中不少是掛名的
穆斯林，嚴謹正統的穆斯林只佔30-35%左右，其餘
大部分都屬於民俗伊斯蘭信仰（Folk Islam），印
尼俗語稱之為Muslim Abangan，即對伊斯蘭教不甚
了解者，而且多數滲有精靈教的色彩。據1995年的
統計，全國有16萬9千多座清真寺，僅首都雅加達

（Jakarta）就有1,194座，小禮拜寺（Pesantren）
4,617間，並在各地有18所著名的伊斯蘭教學院和
大學。1978年在首都總統府旁建成國家獨立清真寺
（Mesjid Istiqlal），為東南亞最大的清真寺，可容
10萬人一起禮拜。

印尼最早受印度教和佛教的影響很深，在中爪
哇有婆羅浮屠佛塔，是世界「七大奇蹟」之一。但
從十二世紀後，伊斯蘭教逐漸在印尼廣泛傳播，取
代了佛教而成為印尼的主流宗教。佛教徒被迫遷到
峇里島（Bali），與印度教、精靈教混合而成為一
個獨特的宗教體系。

印尼伊斯蘭教政黨

印尼歷史最久的伊斯蘭教組織是「穆罕默迪亞
協會」（印尼文Mu-hammadiyyah），1912年在日
惹市成立，是一個龐大的民間組織，一個致力於改
革與現代化的教團。據稱有會員近2,000萬人。其
主張大力發展宗教教育，普及伊斯蘭教知識和生活
方式，並以「新見解」重新解釋《古蘭經》和《聖
訓》，1957年統計，已建有經堂教育所682處，設
有伊斯蘭教課程的大、中、小學877所，遍及全國各
地，以傳播伊斯蘭教，實現「真正」的伊斯蘭社會
為宗旨。協會不參與政治，但允許成員參加政黨，
從事政治活動。

印尼最大的伊斯蘭教組織是「伊斯蘭學者（教
士）協會」（Nahdatul Ulama，簡稱伊聯），成立
於1926年，有會員近3,000萬。該協會成立初期，主
要從事傳教工作，1952年起轉變成為一個政黨，並在
1955年的全國大選中成為第三執政黨。1984年，該協
會放棄參與政治，又恢復為一個傳教福利組織。

「伊斯蘭教士聯合會」，1926年成立於泗水
（Surabaya），初為宗教團體，後演變為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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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加入「瑪斯友美黨」，為特別成員，1949年
底退出。1955年印尼第一次普選中，獲國會45席，
制憲議會91席，成為印尼四大政黨（瑪斯友美黨、
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國民黨、共產黨）之一，其領
導人在數屆內閣中任宗教部長。1959年7月、瑪斯
友美黨被取締後，成為印尼最大的伊斯蘭教政黨。
1973年1月與印尼穆斯林黨、印尼伊斯蘭聯盟黨和
白爾蒂黨合併為「建設團結黨」（Partai Persatuan 
Pembangunan, PPP），現時仍以群眾團體名義繼
續存在。其青年組織稱為「安梭爾（Ansor）青年
團」，作風略顯激進。

各團體中，以伊聯為伊斯蘭營壘中的保守分
子，成立之初為與農村村學有密切關係的宗教師，
和神學家從事傳教和教育活動的宗教組織，以傳播
寬容、中庸的正統倫理道德思想著稱。村學出身的
知識分子一般都是伊聯的忠實信徒，所以伊聯在印
尼社會上享有維護伊斯蘭教義純潔性、具有寬容精
神的名氣。其成員也以「正統派」（或遜尼派）自
居。它的上層領導多出自工商資本家，下層領導出
自地主富農階級和伊斯蘭學者。廣大農民構成其社
會基礎，主要活動勢力在東爪哇和中爪哇地區。

印尼的政教動態與局勢

蘇哈托執政時期（1966-1998）

政府實行弘揚伊斯蘭教政策，伊斯蘭教獲得比
較平穩發展的良好環境。蘇哈托政府大興土木，建
造新的清真寺（如前述1978年建成東南亞最大的
清真寺等），修繕、興建伊斯蘭教學校和學院，扶
持、贊助穆斯林到麥加朝聖的活動，加強對伊斯
蘭教的研究，鼓勵華人皈依伊斯蘭教，鼓勵參加
國際性的伊斯蘭教活動。

政府將伊斯蘭教活動納入正常的政治生
活軌道，對伊斯蘭教政黨和團體進行控制，
削弱其政治作用。1973年更將各伊斯蘭
教政黨合併為一，即上述之「建設團結
黨」。1984年8月，印尼國會通過政黨
和組織法，其中嚴格規定，所有政黨
均須以建國五原則為宗旨，伊斯蘭
教的政治影響力略為下降。但伊斯
蘭教極端勢力仍是印尼國內政治不
穩定，危及國家安全的隱患。

國內政治轉型期（1998-2004）

1998年5月蘇哈托下台，國內政局急劇變化
而持續動盪。印尼總統哈比比（Habibid）繼蘇
哈托擔任第三任總統（1998-1999）。他是印尼穆
斯林知識分子協會（Ikatan Cedekiawan Muslim 
Indonesia, ICMI）的創始人，該組織在印尼伊斯
蘭知識分子中頗具影響力。在其短暫的任期內，地
方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衝突此起彼伏，嚴重影響國
家政治穩定。作為前蘇哈托總統的繼任人和政治影
子，哈比比繼續推行蘇哈托的既定伊斯蘭政策。

1999年舉行全國大選，伊斯蘭教士聯合會總
主席瓦希德（Wahid）繼哈比比之後為第四任總統
（1999-2001），為伊斯蘭教長老擔任總統的第一
人。他之當選，在這個穆斯林佔人口近80%的國家
裡，對社會穩定來說具有重要意義。瓦希德反對暴
力，譴責某些人以宗教扼殺人性，鼓吹伊斯蘭教的
寬容、中庸精神，宗教徒必須維護民族生活的多元
性，促進民族團結。

在他統治期間，宣佈解除30多年華文、華語之
禁令，使華文得以重見天日，功不可沒。但華文被
禁絕多年，造成華語教會「斷層」，所帶來的影響
與傷害，至今未能彌補。

2001年7月23日印尼人民協商會罷免了瓦希
德，選舉副總統梅加瓦蒂（Megawati）為第五任總
統。梅加瓦蒂任職期間，印尼經濟不景氣，社會矛
盾尖銳化，馬魯古等地區接連發生穆斯林與基督徒
衝突事件。「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印尼國內以
「伊斯蘭祈禱團」為首的恐怖主義活動十分猖獗，
伊斯蘭教極端分子製造多起爆炸事件，如峇里島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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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與椰城萬豪酒家大爆炸，嚴重危及人民的生命和
財產安全，印尼社會的治安、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也波及印尼在國際上的聲譽。梅加瓦蒂政府對恐怖主
義活動採取堅決鏟除的態度，對違反憲法的某些伊斯
蘭政治主張，如要求政教合一、實行所謂伊斯蘭教國
的政治企圖，都堅決表示反對，但成效不大。

現任總統蘇西洛（2004至今）

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1949年
生於一個窮苦的伊斯蘭教家庭，中學畢業後，進入
軍官學校，以全班第一的成績畢業。在陸軍戰略司
令部服役期間，曾多次到美國接受短期訓練。蘇西
洛以他的機智、幹練、勤奮和穩重，深得上級的賞
識，在蘇哈托時代升至三星將軍。

2004年3月蘇西洛宣佈從內閣辭職，以民主黨
候選人的身份競選，獲選為第六任總統。就任後，
他領導政府加大了懲治腐敗和吸引外資的力度。他
強調民族團結，反對分裂，鎮壓任何形式的恐怖活
動。2004年底的大海嘯，軍隊救災不力，顯出軍事
力量不足，蘇西洛建議增加軍費預算，補充和更新
裝備。蘇西洛被視為印尼經過幾十年蘇哈托的獨裁
統治後，最有能力率領印尼擺脫困境的領導人。

憂喜參半的印尼教會與福音事工

全世界70多個伊斯蘭教國家中，印尼是唯一
有宗教自由的國家，可以向穆斯林傳福音，基督教
教會開佈道會，穆斯林可以自由參加，這是神特別
的恩典。是以據估計，1960至70年代，有600多萬
人歸信主；最近10多年，又有200多萬穆斯林轉信
基督。自然的，由此引起極端分子的嫉妒，二十世
紀約有600間教堂被燒毀或破壞，近10多年來也有
250間教堂遭攻擊破壞。2007年《今日華人教會》
4月號，刊載了陳迪鵬長老所寫的文章〈印尼小檔
案〉，報導如下：一般估計印尼基督徒人數在2.3億
人口中佔15-18%（即3,450至4,140萬人），可是非
官方的統計數字卻令人振奮，基督徒和慕道友加起
來佔40%（即9,200萬人）。

可是，根據大使命中心2003年出版的《普世宣
教手冊》說，40所頒發學位的神院中，約有一半受
到自由神學的影響（第321頁）；這是無可否認的
事實。筆者研究印尼教會的歷史，所深感可惜者，

即在印尼人的教會中，似乎沒有出現過一位如中國
的宋尚節、王明道、倪柝聲等影響全國的領袖人
物，求主憐憫！

全印尼華人教會大大小小共400多個，多半為
獨立教會，因華語「斷層」之痛，不少已變成印尼
語教會。1998年印尼排華大暴動，各地華語教會迅
速組成「服務中心」，互相扶持幫助。經過多年推
動發展，去年9月初，正式改組為「印尼華人基督
教會聯會」（簡稱印華基聯PGTI），聯合眾教會推
動福音工作，並經常舉辦各種特會，及在各地舉辦
聖經夜校等等。此聯會經屬下之「光鹽基金會」，
經常救濟各地遭天災之居民，並各種慈惠工作，受
惠者多為異教徒 ── 這是愛心的實際行動，深得
政府與人民的讚許。

在主恩待下，有異軍突起。去年，在首都椰
城最大的華文報《國際日報》鼎力贊助下，由印華
基聯與光鹽基金會配搭下，出版了華文的《福音快
報》，每週六以四大張8大版的篇幅出版，免費夾
附在《國際日報》中，贈送予全印尼6萬多戶，把
福音種子撒遍全印尼，並造就信徒。

在印尼爪哇的瑪琅（Malang）聖道神學院，於
1952年由計志文牧師創辦，初期只有3位學生，蒙
神恩待發展至去年55週年校慶時，畢業生近1,200
名，分佈在全印尼及世界各地事奉主。目前在校學
生約160多位，更難得者是華文部已復校，不少國
內來的青年正在此受訓裝備自己。廣大寬敞與美麗
的新校舍，也在去年9月中慶祝校慶時奉獻給主，
可以容納更多新生。教師陣容充足，多為從外國進
修回來的校友，屬靈與家庭氣氛濃厚。

唐崇榮牧師創立的國際歸正教會，籌備多年的
宏偉大禮拜堂，座落在首都的市中心區，2008年3
月中已舉行落成奉獻禮。其正堂能容納4,000人崇
拜，副堂可容1,500人，另有音樂廳、博物館、神學
院、圖書館與課室等等。地點適中，交通方便，深
信對福音的傳播必有深遠的影響與貢獻。

今日印尼教會面對的一個難題是：約在20年
前，印尼政府立下一條法例，不准在商場、酒店、
住家⋯⋯公私場所聚會、崇拜。政府已決定今年起
落實此政策，並嚴厲執行，不少教會因而有被關閉
之隱憂，敬盼各地教會與肢體切切為之代禱！

（作者為印尼《福音快報》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