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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世 宣 教

福音在蒙古人中間之始

基督教在蒙古人中間傳播的事蹟，可以追溯至
公元第七世紀，已記載有蒙古人信主。在成吉思汗
青年時期，來自9個部落的20名代表中，包括有鐵
木真（即成吉思汗，為薩滿教徒），另有幾位基督
徒、3位回教徒（伊斯蘭教徒）及幾位佛教徒；可
見當時基督教亦具有一定影響力。

而成吉思汗的子孫中，不少娶了基督徒公主為
妻，可惜福音的發展只集中在王室貴族範圍之內。
而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為漢人，漢人和蒙古人之間
又存著民族與政治的恨仇，作為漢人的百姓，並沒
有因王室的蒙古人信主而受到影響，反而當元朝覆
亡後，福音工作的發展便告一段落 。1

福音在蒙古靜寂地突破

福音在蒙古人中間快速地發展，要算是國家改
革開放後的歷史進程！自1990年初蘇聯解體後，
與蘇聯有70多年附庸關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終於
1992年結束兩國的關係，正式向世界宣告獨立成為
蒙古國，開展了歷史上一個新里程。

從傳福音的角度來說，這確實是不可失的良
機！最初走進蒙古國的，是一批來自美國的基督徒
旅行團，分別於1990及1991年來到蒙古旅遊，並
把握時機向蒙古人傳福音，他們更公開表示共有36
名蒙古信徒受浸 2！此外亦有來自歐洲的宣教士，
他們也帶領了一些蒙古人信主，還嘗試開始聖經翻
譯。雖然初期翻譯的詞彙未算理想，但能有一本自
己文字的聖經，已是福音事工發展的好開始。目前
已有4種版本的蒙文新舊約聖經；最近期出版的是
根據原文翻譯的，亦是目前最好的譯本。

在剛開始的福音事工探索期，有不少差傳機構
都走進這曾被共產主義封閉多年的國家；這些來自
不同宗派的差會在蒙古一起探討彼此間的合作，並
嘗試訂定向蒙古人傳福音的策略，包括透過社會建
設及服務、從事醫療及戒酒中心 3、教育工作及訓
練、並提供農業知識及各類技術訓練等。

福音發展初期，宣教士參與教會工作較為低
調，因為絕大多數的宣教士都是以帶職身份取得居
留簽證，所以甚少在教會擔任顯著的領導角色，一
般只是帶領小組查經、主日學、門徒訓練、探訪、
個人談道等。在主日崇拜講道方面，一年不會多於
6次，因為避免與差會的政策發生衝突，以免政府
不再批核居留權；因為當地政府只歡迎外籍人士幫
助國家建設、扶貧及教育等工作。但教會不斷發
展，缺乏牧者幫助，教會遂向政府提出要求，在權
宜之計下，亦有少數的宣教士取得教牧簽證入境；
如此，這些宣教士在教會的帶領角色就十分明顯
了。

蒙古人的信仰，一直受著自己傳統的薩滿教影
響，更有已傳入蒙古近800年的藏傳佛教，和經歷
無神論思想影響70多年；然而，在最近短短的10多
年宣教歷史中，不論是短宣隊的佈道工作、與當地
信徒合辦的大小型佈道會、個人談道、宣教士的生
活見證等，都領了很多蒙古人歸主！從1990開始
只有幾位蒙古人信徒，到今天至少有3萬5千多人信
主！ 4蒙古現時人口近270萬，估計會不斷上升；所
以，蒙古福音聯會也有一個信徒數字倍增的異象，
期望於2020年信徒比例會佔總人口的10% ，5可見
他們對傳福音的熱誠和期盼。相信神會繼續施恩祝
福蒙古人！

福音在蒙古人
中間的傳播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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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信主的優勢

向蒙古人傳福音可以說是較易見到果效，因為
蒙古人熱情好客、不怕陌生人、主動、積極、進取
等，一般很容易決志信主；他們亦很有佈道恩賜，
並且很積極參與傳福音工作。蒙古人也很少為明天
的衣食住行而憂慮，再加上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
居的生活模式，比較容適應環境。他們也很有語言
恩賜，很多蒙古人只學了一年半載的外語，便能跟
外國人無拘無束地溝通，雖然溝通並不是很深度，
但他們確實很容易學習外語。因著他們的爽朗性
格、無拘無束、勇敢嘗試、無憂無慮等的氣質，他
們比較容易決定去作宣教士，所以目前已有不少蒙
古信徒起來參與宣教工作，有些更說要響應「福音
遍傳於成吉思汗所踏足之地」 ！6昔日，馬背上的
英雄成吉思汗帶領蒙古人闖入了歐洲大陸，成為雄
霸天下的大帝國；今天，蒙古的信徒在主耶穌的帥
領下，可以走遍天下，為得萬國萬民歸向祂！

蒙古當前的需要

目前，蒙古已不再是宣教士的開荒佈道期，宣
教士應該將傳福音的棒交給當地信徒領袖，但必須
有智慧，否則他們亦容易陷入試探之中，特別是在

日益複雜的資本主義
世 俗 化 環 境 中 ， 名
利、權力與財富的誘
惑都很大。若信主年
日尚淺的信徒，過早
擔 任 教 會 的 重 要 角
色 ， 便 容 易 有 驕 傲

感，亦會容易犯錯，故宣教士或當地資深信徒擔
當年青信徒領袖的導航者是十分重要的！

宣教士能夠有系統地訓練當地信徒領袖是最
具策略性的，蒙古境內已有數間神學院，有的是
超宗派聯合的神學院，也有宗派教會自辦的神學
訓練，雖然學術水準未被政府認可，但受造就的
畢業生，也能應付目前約300多間教會的需求， 7

只是神學知識領域仍有待改進。若宣教士能擁有
神學博士學位，將會更理想地發展當地的神學教
育，可惜擁有神學博士學位的宣教士真的微乎其
微；目前，當地有潛質進修神學的蒙古信徒，只
好安排出國留學，期待他日回來教授神學。 8

然而，宣教士所扮演的角色仍然非常重要，
因為蒙古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無論土木
工程、社會建設、農業發展等，都十分需要專業
人士的協助，外地信徒仍可以用專業的身份進
入，帶職事奉。此外，一些社會現象及問題亦有
待解決，如酗酒問題、街童問題、家庭及道德倫
理問題等，都需要有人來關心，外地信徒若有社
工及輔導的訓練及負擔，也是帶職宣教的良機。
另一方面，雖然專職宣教士並不受當地政府所歡
迎，但開荒佈道及教會牧養的人材仍然極其需
要，專職宣教士若能學會從商，不單為蒙古人創
造就業機會，在職場為主做見證，也可在業餘時
間牧養教會或開荒佈道。

不論哪一種宣教模式，總要彼此互相配搭，
使人得福，讓更多蒙古人歸向主，鼓勵他們積極
實踐大使命，將福音遍傳天下，使神的名得著高
舉及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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