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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提起中南半島，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搖頭歎
息，還是興奮莫名？會想起甚麼？烽火連天的越
南？視人命如草芥的赤柬？冒著狂風駭浪的船民？
漫山遍野的罌粟花？西貢的法國美食？芭提雅的陽
光與海灘？曼谷的五星級酒店？閃爍耀眼的金佛
寺？世界奇跡的吳哥窟？或民主鬥士昂山素姬？

相信大部分華人(包括筆者)，除了在中學時
期，從歷史或地理課本看過安南(今越南)、暹羅
(今泰國)、緬甸、湄公河、湄南河等名稱外，對
中南半島的認識都不多。一般只道中南半島各國
是佛教的大本營，很多人都到泰國拜拜。事實佛
教在當地民間、官場的影響都很深，本地人對僧
侶敬重有加；走在當地的街上，也不難看到一隊
一隊的小和尚，穿著黃袍、手拿著缽，由年紀較
長的和尚帶領，挨家挨戶去化緣。這是他們的宗
教傳統，每一家的男孩子都需要短期到廟裡為
僧，目的是為父母積福。因此，一般人對僧侶的
化緣非常慷慨，甚至特別為他們準備素菜，放在
門前的桌上。可見，這是一個受撒但控制的地
區，屬靈爭戰何等激烈，福音傳播何等艱辛！

其實福音傳入中南半島已差不多兩百年了。
美國宣教士耶德遜(Adoniram Judson)於1813年
抵仰光，由最初遭官民一致的抗拒，到後來受到
敬重，耶德遜都埋首致力翻譯緬文聖經，編輯字
典，公開傳福音。到1850年耶氏去世時，緬甸
已有8,000信徒。泰國方面，德籍的郭實臘(Carl 
Gutzlaff)和英國的仲林(Jacob Tomlin)在1828年
從中國乘船往曼谷傳教，開始福音的傳播。1900

年及繼後幾年，幾位宣道會宣教士先後到越南的
東京、峴港等地開拓，1911年在峴港購地，並開
辦聖經學院。然而，政局的動盪，屬靈戰爭的激
烈，福音未能在這些國家生根，今日有很大部分
的地區仍是有待開拓的宣教工場，極需要外來的
支援。

翻開中國歷史，中南半島與中國的關係密
切，文化也相近，自秦朝以來多為中國附庸，向
中國稱藩入貢，鄭和下西洋時也取道安南為中轉
站；其後歐美各國向東擴展，一個一個的成為了
歐美國家的殖民地(只有泰國未曾為殖民地)。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紛紛擺脫殖民政府獨立。二
十世紀下半葉，部分國家政局混亂，生靈塗炭，限
制教會發展，更與提倡自由民主的國家斷絕外交。
至二十世紀末，中南半島政局漸趨平靜，對外也較
開放，然而對宣教工作仍諸多限制。

近年來，不少基督徒在開放的地區建立教
會，在限制的地區服務社會，以生命影響生命，
見證基督的愛，福音的種子重新在中南半島上萌
芽。求神幫助他們的事奉，遏止撒但的勢力，改
變人心使接受福音！由於中國經濟騰飛，這些國
家都鼓勵年青人學習中文，以便與中國通商，一
些國家更明言需要大量的中文老師。這是一個可
以合法取得簽證的帶職宣教事奉途徑，求神幫助
華人信徒善用這個機會！中南半島既與中國的關
係如此密切，華人便應多作承擔，盼我華人基督
徒都以行動支援中南半島的福音工作！

中南半島的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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