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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蒙古國(傳統上稱外蒙)自1991年改變了政治
體制，實行民主，對外開放，容許國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後，不同的宗教便先後湧現；年長的重回
傳統信仰，原始的薩滿教恢復興旺，藏傳佛教也
捲土重來，連摩門教也藉著教授英語而引領了大
批青年加入。基督教的宣教組織當然不容有失，
把握這個機會，將天國的福音傳到蒙古。現時在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已有逾200間教會，很多年青人
都喜歡加入教會，而且舊有的信仰不能滿足蒙古
新一代的需要。歷史上，外蒙一向連屬中國，筆
者深深感到這是一個不可錯過的福音契機，華人
信徒當然要有份。透過在蒙古國生活了七個年頭
的一位弟兄，筆者對蒙古華人以及華人教會的情
況有初步的了解。

在蒙古稱為華僑的，一般是指是漢人。我
們一向慣稱的外蒙和內蒙相連，內蒙現在是中國
的一個自治區，這大片土地的原住民大多是蒙古
人，生活習慣和節期都相同。在文字上外蒙現今
所用的是從西西里爾語創製的新蒙文，但口語是

沒有多大分別的，所以關係本來是很密切的。外
蒙古南邊是一大片沙漠，居民過的是遊牧生活，
並不容易，漢人很少移居來此。漢人比較大規模遷
來的是當年中蒙合作的一個機構的員工和家屬，後
來留在當地生活，成為了現在外蒙的華僑。為保持
中國文化，該公司當年也附設學校，教授員工子弟
中國語言及文化，因此學制和課本悉依中國大陸，
彼此保持良好的關係。該校留存至今，仍為華僑子
弟服務，但已成為一所獨立經營的學校。同時，近
年的中國熱，也有少數的蒙古人子女來學習中國語
文，可算是中蒙文化的橋樑。

神的看顧無遠弗屆，在這批華人當中，有一
個華人教會，是蒙古開放後，華人宣教士到來傳
福音而成立的。據知先有1個華僑信主，這位華僑
也帶領了家人及鄰居信主，就這樣開始了蒙古的
華人福音事工。起初是家庭小組形式聚會，後來
購地建堂，成為獨立教會。筆者認識的弟兄也參
加他們的主日崇拜，約有30至40人。除了敬拜、
聚會外，教會也附設社會服務，從事扶貧、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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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筆者對當地的情況稍為了解後，嘗試從
一個僑民教會的角度來看蒙古華人教會，與其他
海外華人教會實有很多相同之處。

華人一般克勤克儉，努力賺錢。第一代華
人因為未能完全掌握當地語言，每多從事餐館或
勞動工作，工時長而艱苦，所以思考信仰的人不
多；要是信了主，也未必能穩定地出席主日崇
拜，以致成長緩慢，信心不足，事奉心志不強，
這是初代的海外華人教會常見的現象。今日在蒙
古，也因為中蒙關係良好，華僑子弟得到充分照
顧，獲免試升讀中國內地的大學，年青人多傾向
回國升學。過去信主曾到教會聚會的年青人，到
了升讀大學之年，便會離蒙回國，教會因此出現
斷層，青年事工很難發展；這也是在發展中地區
的華人教會經常出現的問題。另一方面，回到國
內升讀大學的青年人，因為氣候和生活質素等問
題，加上華僑至今仍沒有公民權，故多不願意回
來蒙古工作，教會也因而缺乏接棒的人。其實，
若願意回來，以他們的蒙語及漢語能力，一定獲
得高薪厚職。據知為中資礦業公司作翻譯及助理
的工作，月薪有2,500美元。而青年信徒到了國內
的大都市，海闊天空，物質文明的吸引，很多都
不願到當地教會聚會，靈命得不到培育自然沒有
成長，都成為迷失的小羊，需要切切的關懷。今
日蒙古華人教會的牧養、門徒的訓練，需要向海
外歷史悠久的教會「取經」。

據官方統計，定居蒙古的華僑約兩千多，現
已進入第四代。華僑多節儉而懂得投資，很多除
了買樓自住外，也購買店鋪及樓房出租盈利。華
僑會作中國企業的傳譯工作外，亦多有從事開店
及貿易的行業。也因為語言的方便，華僑更成為
中國人在本地從商的中介人或合伙人，從中也積
攢了不少財富。很多本地華僑第二代，不但住在
樓房，購買汽車代步，也有經濟能力往返中國旅
遊、探親及看病，供自己的子女到國內升學。以
筆者所知，供應一個子女在廣州嶺南大學就讀，
單是四年的學費和食宿便要20多萬人民幣，負擔
不輕。可見蒙古的華僑大多數擺脫了貧困，環境
豐裕，學術水平也提高了，已非昔日可比。正因
如此，華人對信仰的追求也容易冷淡下來。如何

維繫他們的信仰，激勵他們恆切追求，是今日蒙
古華人教會面對的問題。

除本地華僑外，蒙古的流動華人人口很多。
據2008年的統計，來蒙古公幹及旅遊的中國公民
達20萬人次。雖然2009年因全球金融風暴影響，
來蒙的中國人數大幅減少，但在正常的情況下，
因為地利，來此地工作的華人必定有增無減。蒙
古的礦產資源豐富，早已成為中資企業尋礦的新
天地，礦產業亦成為中蒙貿易的主線。除此之
外，蒙古的建築業也十分興旺，很多蘇俄式的舊
建築物已被新型的高樓大廈所替代，但建築業往
往要藉與中國建築公司合作，以取得現代化的建
築技術及人材。所以在首都烏蘭巴托很多的建築
工地上，不難看見大量的中國同胞在工作。也因
為語言的關係，在蒙古的中國企業一般都需要倚
靠本地華僑作傳譯員及助理，因此帶領蒙古華僑
信主後，加以培育成為主的門徒，藉著工作的接
觸，生活的見證，便可對來蒙的中國公司或個人
發揮作鹽作光的作用，向他們傳福音，帶領他們
參與教會的聚會及活動。

根據蒙古國中華總商會透露，截至2007年
底，在蒙古投資的中國企業總數已達3,769家。預
計在未來的日子中，來蒙的中國公司會增多，中
國的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也將越來越多。從福音
契機的角度來看，在人口只有280萬的蒙古，便有
數以萬計的中國同胞在其中；而他們又大多集中
在人口只有100多萬的烏蘭巴托，按比例來說人
數非常大。若能有計劃及策略地接觸這些中國同
胞，將福音傳給他們，領他們歸主，成為主的門
徒，待日後他們回到中國家鄉時，將福音帶回老
家，對中國的福音化必會起著一定的作用。按現
今的發展來看，這種情形不可或停，所以向來蒙
的華人傳福音是一項必須的拓展工作，並且需要
持續拓展，需要投入更多資源。

筆者相信，在蒙古這一個實行民主體制的國
家內，有尋找信仰的自由；而華僑及中國同胞來
到此地工作及生活，遠離國土，既有思家之苦，
懷鄉之念，又往往面對蒙古人的歧視及壓迫，那
種孤單、無奈及無力感，會加強他們對宗教信仰
的追求，期望得到真神的庇蔭。若能有計劃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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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地接觸本地的華僑及中國同胞，提供足夠的資
源及人力，向他們傳福音，他們接受福音的機會
很高。他們歸主後，能自由參加華人教會聚會；
他們的屬靈生命成長後，便是天國的精兵，為福
音爭戰。

另一方面，蒙古華僑從第二代開始已是土生
土長的華裔，在語言、傳統習慣及文化上都起了
很大的變化，他們要適應生活，自少已在蒙古學
校受教育，只能在週末到華校補習華語。這些華
人的後代，無論在口語、閱讀及書寫上，蒙古語
的能力都比漢語強；加上當地華人與蒙古人通婚
的越來越多，子女都是混血兒，與華人的語言、
習慣及傳統距離日遠。因此，華人教會在未來的
發展上，已不能只作華語事工，要關顧說蒙古語
華人的需要。開展蒙古語的事工，勢在必行，並
且是刻不容緩的。況且，這些蒙古華裔更可以作
福音的橋樑，他們一旦成為基督的門徒後，不必
再跨越文化，便可以用純熟的蒙古語，將天國的
信息傳到蒙古人中間，開拓本地跨文化的福音工
作；這是神所賜的福音良機，必須抓緊。

蒙古的華人教會任重道遠，若僅由這一個教
會的傳道人和那30、40位信徒承擔，恐怕擔子太
重而喘不過氣，需要同工來支援。蒙古的華人教
會是神賜福中國同胞及蒙古近鄰的器皿，但願有
更多人關注蒙古福音工作的需要，更願神興起更
多人到蒙古服侍！

（本文蒙香港派駐蒙古多年的弟兄提供資料，謹

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