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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China 《中國的少數民族》
編著：Paul Hattaway

聯合出版：英國Piquant、美國William Carey Library，2000。
中譯本：《中國的少數民族》

出版：馬來西亞協傳培訓中心2004年出版全譯本，新加坡2002年出版簡本

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介紹中國少數民族的書籍，也是為他們得聞福
音最全面的代禱手冊。1953年首次進行少數民族登記的時候，有400

多個民族來登記，單就雲南一省已有260多個。至70年代，政府為了
方便管理，把境內的民族歸類為56個，除人數最多的漢族以外，其餘55

個統稱為少數民族，但實際的民族數目遠超於此，且各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正
如生活在雲南和四川邊界地區的小民族「水田」，根據歷史所記，視彝族為山地的
野蠻人，不願與之交往，卻被歸入為彝族。雲南省北部的東理潑族，被列入為彝
族，但他們的語言卻近於 僳語。

本書作者揚天民（Paul Hattaway），從事亞洲少數民族研究和福音工作多年，
現任亞洲少數民族歸主協會總裁（Director of Asian Minorities Outreach）。他把搜

集所得資料，詳細列出近400個少數民族的聚居地、人口、語言、歷史、風俗、信仰等，也列出各
民族福音化的情況，讓讀者較全面地認識每一個民族的實際情況，為他們有機會聽聞福音禱告。

本書原著為英文，中譯本有全本翻譯及簡本兩類，而原著全書已製成CD發售。

誰來關心我？──中國少數民族概覽
編著：熊黃惠玲

出版：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92。

55個少數民族，各有其根深蒂固的傳統信仰，雖有很多仍保留著自然崇拜，但
已有不少滲入喇嘛教、佛教、伊斯蘭教，只有極少部分信奉基督教。第四屆世界華

人福音會議的主題是「跟隨基督、同得萬民、邁向二千」，「萬民」當然包括中
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他們對福音的需要極大，可惜關乎這方面的資料卻鮮有，
本書就是為回應這個需要而出版的。

編著者熊黃惠玲姊妹與華福中心資訊部同工盡力搜集資料，目的是讓海外華人認
識自己的同胞，為他們有機會聽聞福音代禱，並進而行動。誠如本書「導論」中所說，被神大

大激勵的西方宣教士，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已不辭勞苦，冒險犯難地進到他們中間，宣揚
基督的福音。相對於西方宣教士，華人教會顯得相形見拙。

本書除按地理區分來介紹55個少數民族的人口、分佈、語言、歷史淵源、經濟、民族特色及宗教
外，並留下位置讓讀者閱讀後寫上「代禱事項」和跟進「最新情況」，書後並附錄有關的詞彙解釋、
參考資料、民族語言系屬表及文字類型表，是認識中國少數民族和關心他們福音需要的必讀書籍。

三本不能不讀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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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數民族祈禱手冊
聯合出版：以勒基金、香港學園傳道會、同路坊

屬非賣品，歡迎自由奉獻，有意索取請聯絡香港以勒基金會

本書也按地理區分來介紹55個少數民族，簡單介紹民族的特色和風俗，但
側重於他們的宗教信仰。因為是一本禱告手冊，書內列出與民族歸主的有關

經文，並按每一個民族的情況而撰寫了一篇禱文和列出禱告重點，讀者可
按感動來為各民族禱告，是一本材料豐富而又方便使用的禱告手冊。

資深的宣教士、現任香港同路坊的總監龍維耐醫生在本書序文中
說：「請你和禱伴務必天天記念這遠方的骨肉之親、圈外的羊。願主垂聽眾

聖徒的祈禱，悅納他們拿著的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書是專為所有關心骨肉之親的
福音需要的華人信徒而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