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85  April 2010

卷首語

對蒙古，很多人有一種很複雜的心理和感
情。

年青時，筆者上中國地理課，老師必說，中
國版圖像一片秋海棠的葉子，但接著下來的一句
卻是，這片秋海棠葉如今被蟲蠶蝕了一部分，北
邊凹下來了。這被形容為蟲蠶蝕了的部分，就是
今日所稱的蒙古國。

上中國歷史課，每提到蒙古人建立的元朝，
老師必定憤慨地說，蒙古人壓迫讀書人，不但開
科取士沒有漢人的份兒，又把儒生列為第九等，
連第八等的妓女都不如，只稍比第十等的乞丐略
高一點。漢人與蒙古人積下了很深的仇怨。

上世界歷史課，老師稱讚蒙古人饒勇善戰，
所建立的蒙古帝國橫跨歐、亞兩洲，蒙古人所
到之處，盡所披靡，當時的歐洲人稱之為「黃
禍」。但從正面來說，這個蒙古帝國促進了歐亞
的交通和文化交流，也發展了貿易和經濟。

時至今日，筆者從宣教的角度來看，蒙古有
一扇敞開了的大門。自1992年開始，蒙古由共產
政權轉變成為民主國家，有宗教自由。這片被蠶
蝕了的部分，重新露出嫩芽。

從福音的需要來看，蒙古有大批未得之民。

蒙古人多相信藏傳佛教和原始薩滿教，也有很多
是無神論者，基督徒僅0.7%(也有統計稱2%)。蒙
古人的勇往直前是福音精兵的特質，可以透過蒙
古人將福音傳到佛教的地區。

從神的國度來看，蒙古人都是神所愛的；可
是，他們既未聞福音，復生活於困苦之中。嚴寒
的冬季，炎熱的夏天，牧民生活無定，農民缺乏
耕種技巧，城市失業率高，全國逾三分之一人口
在貧窮線之下；成人酗酒打架，小孩失學流連，
他們未得到應有的看顧。

十多個福音派差會自開放後已經進入蒙古，
從事福音工作、社會建設和社區服務。從1992年
找不到基督徒，到今日約有5-6萬的信徒，神的工
作透過在當地的宣教士而成就。蒙古是一個在發
展中的禾場，極需要工人收主的莊稼。

蒙神帶領，加拿大大使命中心於2009年承開
荒聯之邀，開始參與蒙古的宣教事奉，從事栽培
牧者和信徒的工作，盼望透過這個服事，與其它
差會一同將福音傳遍蒙古。

本期雙月刊以蒙古為主題，期盼藉著多篇介
紹蒙古過去和今日的文章，使讀者更認識當地的
風土、人情，進而關懷他們的福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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