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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一位宣教士對筆者說，她在北非的時候，友

人來的電郵曾被翻譯成為阿拉伯文。另一位宣教

士也說，今天在某些地區最好用固網電話，因為

流動電話的網絡容易被截查。一個地區的網絡被

攔截，無法進入，已是全球皆知的事實。這些事

件都在所稱的「創啟世界」中發生，住在開放世

界的我們難以接受。然而，導致這樣的政策，以

下兩個因素是我們不可不知的。

其一是宗教政策所使然。他們要保障同胞

們的宗教信仰，正如我們積極維護我們的宗教自

由。創啟地區大部分都屬伊斯蘭世界，也有印度教

世界和共產/社會主義的國家。住在這些地區的人

口都像我們一樣為生活奔波，追求安定，而且很多

地區的貧富非常懸殊。就算經常發生動亂的中亞洲

內，絕大多數的穆斯林都喜愛和平，只有少數屬恐

怖分子，正如本期〈波斯灣生活點滴〉一文所說，

阿拉伯人喜愛和平，與非穆斯林朋友相處和諧。但

大家涉及宗教信仰的話題不多，但會靜靜觀察其他

宗教人士的言行。

其二是政治環境所使然。為保障國家的政

治穩定，除了官方所安排外，禁止人民與外人接

觸，連宗教人士也不能免；或許在他們的國土內

有基督信徒，可以自傳，卻不容許外來者傳教。

這些一般都是政治封閉的國家。對他們來說，基

督教講求的民主、自由是反政府的，破壞國家穩

定，所以不容許外人進入，免得帶來了不良的風

氣；尤有甚者，把基督教宣教士與間諜視為同

類，當然不准入境。

我們知道，向萬民傳福音是我們所領受的

使命，但如何把福音傳到這些地區，讓這些地區

內的人民都得到救恩？對基督教的傳播來說，這

是很具挑戰性的工作。若將在開放世界慣用的佈

道植堂策略移植過去，卻難進行。然而，有何良

策？扶貧救災、技術支援、生命見證？創啟地區

的環境差別很大，不能以偏蓋全，需要逐一探

討。這也許是二十一世紀面對的最大難題。我們

需要已經在創啟地區服侍的同工們分享經驗，一

同探討可行之法；也需要信徒投入，到這些地區

帶職服侍；更需要教會和差會在宣教觀念上作出

調整，不再限於從事佈道植堂；同時也需要宣教

學者們深入討論宣教策略。

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數目正在上升，每年分

別約有1.82%及1.46%的增長，按David Barrett發
表的2010年全球差傳數據，穆斯林的人口有15.49
億，而印度教徒達9.48億。若以全球人口69億來計

算，僅是這兩個宗教的信徒已超過全球人口的三

分之一。這兩個龐大的人口都在創啟世界之內，

創啟世界的福音需要已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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