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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湄公河是東南亞最大的河流，亦是亞洲第七
長、世界第十二長的河流。發源於中國唐古喇山
的東北坡，在中國境內叫瀾滄江，流入中南半島
始稱湄公河。自北向南流經緬甸、泰國、老撾、
柬埔寨和越南，注入南海。總長4,500千米，流
域總面積81.1萬平方千米；其中湄公河長2,668
千米，流域面積63萬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南
塔河、南烏江、南康河、南俄河、南屯河、邦非
河、色邦亨河、蒙河、桑河、洞裡薩河等，其中
蒙河為最大支流。

有人稱這河流為「生命之河」，因為流經
的地方都被稱為「魚米之鄉」，經過六個國界，
養活2億多人口。但是若從另一個角度，深入其
境來看這河流域，就會發現它所流過之處，其實
是「黑暗之河」。因為她所到之處，若非軍人統
治，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是毒品的大本營、
愛滋病的溫床、佛教的堡壘，社會不安及政治動
盪。把這個地區放大來看，就會發現區內每一個
國家的困境、需要及挑戰。

緬甸：三種顏色所控制

緬甸是被綠色(軍人)、金色(佛教)及褐色(和
尚)所牢牢控制或影響的國家。這三種顏色加起來
即是黑暗、貧窮、不自由及落後。軍人不理會人
民的痛苦與貧窮，不願意開放國家發展，走上固
步自封的局面，導致民不聊生的光景。

緬甸是於中南半島西部的一個貧窮國家，鄰
接中國、泰國、遼國、印度和孟加拉，面積約67
萬平方公里，共分14個省份，其中7個是禁區。
人口約5,000萬，主要由緬、克倫、撣、克欽、
欽、阿卡、 僳、傣、漢等135個民族組成；其中
緬族最多，佔總人口的65％。緬甸雖資源豐富，
但經濟發展落後。西部金三角是舉世聞名的鴉片
產地，毒品輸出為主要收入。由於長期受軍權統
治，飽經內亂，所以百業蕭條，民不聊生。緬甸
北部與中國接壤，地屬貧窮落後。1949年以後，
許多雲南人遷移此地。1969年緬甸自英國管轄獨
立後不久，緬甸北部山區就落入緬共手中。年年
戰亂，造成許多雙失兒童，失去家園和失學。

緬甸人口雖然有8%是基督徒，但大多數的基
督徒都是屬於少數民族，然而佔人口最多的緬族
是虔誠的佛教徒，其中不到1%是基督徒。貧窮、
佛教徒的攔阻、軍人的壓迫及福音資源的短缺，
是福音進展的最大障礙。

泰國：捆綁之地

泰國被譽為「自由之地」，是因她能成功捍
衛國土的自由，不致與其它東南亞的國家一樣淪

湄公河的呼聲──
金三角的福音事工
賴木森

瀾滄江

緬甸

雲南

泰國

柬埔寨

越南

老撾

廣西

中國

湄公河



�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83  December 2009

為西方強國的殖民地。泰國人口有6,500萬，大部
分屬於泰族，華人是第二大族群，其他少數民族
包括苗、克倫、阿卡、拉胡、瑤、 僳等。泰國
也是亞洲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城市欣欣向
榮，拓展迅速。然而在屬靈方面，這片土地仍受
著各樣不同的文化、精靈的崇拜、玄術和佛教的
捆綁。廟宇、寺院、精靈居所和身披黃色袈裟的
僧侶，在泰國的大街小巷隨處可以見到。

泰國的人民不單在屬靈方面受捆綁，其社
會及政治也歷經多年的動盪。一個一個的政府緊
接替換，使整個國家的經濟及社會都不穩定。泰
國北部靠近緬甸與中國的邊界是世界聞名的金三
角，是毒品溫床，因此毒品非常容易流入泰國社
區。估計整個泰國大約有200萬的吸毒者，而緊接
著毒品而來的問題，是愛滋病的蔓延。泰國實際
上是一個心、身、靈都被捆綁之邦。

泰國教會雖然沒有面對信仰的壓迫，但其發
展仍然是非常緩慢，基督徒佔總人口還不到1%。
其中最大的民族泰族，受到佛教根深蒂固的影響
及以上各種因素的捆綁，是福音發展的障礙。

寮國(老撾)：被遺忘的國家

寮國是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亦是東南
亞地區中最貧窮的國家。自從寮國擺脫了法國的
統治之後，還來不及發展時就面對內戰及權益的
鬥爭，之後就落入社會主義的軍人統治，直至如
今。因為寮國是沒有海岸線的一個小國，在當時
面對四個虎視眈眈的社會主義軍人國家，它選擇
以中立自居，不願靠近任何一方，因而就自我孤
立與封閉起來。經過多年的封閉，這國家也被外
國人漸漸的遺忘了，國家陷入經濟困境，民不聊
生，成為一個被黑暗勢力籠罩著的社會。

這國家也是一個小乘佛教的堡壘，可說是
一個社會主義的佛教或佛教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因此基督徒受到壓制及逼迫，在內陸地區隨處可
見。然而，這並不能攔阻福音傳開。當地基督徒
雖然面對許多苦難，仍然毫無懼怕，積極的尋找
傳福音的機會。但傳道人必須擁有一份職業作為
身份的掩飾，以免受到有關當局盤問。當地沒有

正式的神學院，因此非常急需神學培訓。經濟及
靈性的缺乏，再加上政治的逼迫，是當地教會所
面對的最大的問題與需要。

越南：重新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

越南經過多年的戰火浩劫之後，國家一度
陷入經濟的困境。幸好國家領袖覺悟，必須開放
才能帶來國家的繁榮及人民的安逸生活。在這幾
年時間，越南大幅度的開放，並自稱要致力回復
人民的自由。越南目前仍無法擺脫社會主義的捆
鎖，及傳統佛教信仰的影響。國家的硬體雖然發
展迅速，但人們的心靈是空虛的。雖然越南曾是
法國的殖民地，受到天主教的影響，但人民仍然
活在傳統的佛教及民間宗教信仰裡。越南政府表
面上是准許教會自由的發展，但卻嚴禁教會與外
界接觸，一切的宗教活動須低調進行。

柬埔寨：受傷流血的國家

1975至1979年期間，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
口，即約300萬人口死於波博(Khmer Rouge)手
中，大部分屬知識分子。這個國家至今仍然是一
個充滿身心靈傷痛的地方。雖然今天波博已經失
去政權，但黑暗邪惡的勢力仍籠罩著這個國家。
國家雖然開放，但內部的政治矛盾仍然存在，隨
時一觸即發而引發內戰。這國家的開放雖帶來許
多的發展，但是物質上的好處無法沖淡在他們心
靈所留下來的創傷；這國家的人民需要心靈上的
醫治。各國的宣教機構也抓緊這開放的時機，陸
續的進入了這國家做了美好的事工。柬埔寨雖然
擺脫了社會主義，但基本上還是一個佛教信仰的
社會。政府的貪污、人民的貧窮、內陸省份的落
後，不但是這國家的問題，也是福音事工的挑戰
與需要。 

雲南：中國最多少數民族的省份

雖然雲南不屬中南半島的國家之一，但湄公
河是從雲南的瀾滄江流出到中南半島去。因為地
域相連，雲南境內許多少數民族與周邊國家內的
少數民族相同，中國的55個少數民族，其中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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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居於雲南。雲南是中國的內陸省份，所以亦是
其中最貧窮的一個省份。雲南基本上是一個邊疆
的山區，人民不但住在極度貧窮及艱難的山區環
境裡，亦受精靈敬拜及佛教的深遠影響。早期的
外國宣教士翻山越嶺進入一些民族之中，並且有
些也有突破性的成績，如 僳族的群體歸主。但
在眾多的少數民族中，仍有半數屬未得之民，有
些更完全沒有聽過耶穌的名字。其中有些民族，
仍要翻山越嶺才能到他們中間，與他們接觸。

湄公河的呼聲

這是湄公河所發出的呼聲，也發出了一些的
挑戰！

1. 這是一個佛宣的挑戰！這流域是一個佛教
的堡壘，居民大多數為佛教徒，因此宣教的工作
必須要有佛宣的策略與方法。

2. 這是一個整全福音的挑戰！這區域的社會
腐敗、人民貧窮、環境惡劣，因此需要以整全福
音事工如扶貧、小型企業、教育、醫藥及社區建
設，成為進入這區域的橋樑。

3. 這是一個創啟福音的挑戰！這是一個有
政治迫害、福音工作限制及民族對福音抗拒的地
區，宣教工人必須以創啟宣教的身份方能進入他
們中間從事宣教。

4. 這是一個屬靈戰爭的挑戰！除了佛教的影
響，山區居民基本上都是精靈敬拜者，他們面對
屬靈的捆鎖與迷信的捆綁，宣教事工需要以屬靈
戰爭的戰略來攻破撒旦的堡壘。

5. 這是一個跨文化的民族事工的挑戰！民族
眾多、文化差異大，是跨文化的宣教事工，要以
認領少數民族的計劃，刻意進入這些民族群體當
中，得著他們。

（作者為福音協傳會東南亞區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