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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創啟地區」？

所謂「創啟地區」(Creative Access Nations)
是指那些不歡迎基督教宣教士進入的國家，大部

分都屬伊斯蘭國家、共產國家或獨裁國家。這些國

家不歡迎宣教士的理由可能出於宗教，亦可能與政

治有關。舉例來說，伊斯蘭國家通常都施行伊斯蘭

法律，不容許穆斯林脫離伊斯蘭教，因此在這些國

家向穆斯林傳福音是違法的，所以也不容許宣教士

進入。而共產國家和獨裁國家因為政治上的理由亦

不容許宣教士進入。這些「創啟地區」國家都不會

發出入境簽証予宣教士或宗教從業員，故全職宣教

士不得其門而入。在全球200多個國家當中，有50多
個國家逼迫基督徒，在宣教的角度來說，都屬「創

啟地區」。在「10/40 之窗」(北緯 10o－40o)的國家

大部分都是「創啟地區」，所居住的人口佔世界人

口的三分之二，約44億，其中95%的人從未聽過福

音。

全球化與
「創啟地區」的宣教
劉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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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因科技發達促使全球的經濟聯繫

不斷增強，使不同國家的經濟、政治、貿易互相依

存。在過去20年，全球化發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

業相互影響，只要有少許落差便波及全球，自2008
年至今的全球經濟不景就是一個好例子。因為美國

房地產的貸款次按使某些銀行破產，美國進入經濟

衰退期，也因為全球經濟互依，美國的經濟衰退帶

動了歐洲和亞洲很多國家的經濟也陷入不景。時至

今日，全球性的金融海嘯還未平息。

全球化與宣教的關係亦相當密切，主要是全

球化帶來的通訊、旅行、就業與移民機會製造了

很多宣教良機，其中如網絡佈道和培訓、訪宣及

短宣、港口的海員宣教事工等，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全球化也帶來對「創啟地區」未得之民或

福音未能自傳的族群宣教的契機，本文將討論其

中兩種，就是帶職宣教和向移民宣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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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帶來宣教的良機

一、帶職宣教打破了「創啟地區」宣教的困難

「創啟地區」雖然不發宣教士簽証，但基督

徒可用帶職宣教的方法進入這些地區的國家工作

及居住。今日，差不多每個國家都歡迎有專業知

識及技術的人士前往投資或工作，藉此製造就業

機會和帶動經濟發展，「創啟地區」亦不例外。

故此，熱心宣教的基督徒可藉商貿、專業或勞工

的途徑進入「創啟地區」，一邊工作，一邊為主

作見證，領人歸主，造就門徒。

據美國外交部領事局的調查，現今有3 2萬
美國人在 10/40 之窗內國家工作；又據《美國新

聞》和《世界雜誌》的統計，福音派基督徒佔美

國人口的四分之一。按此比例計算，這32萬人中

約有8萬是基督徒。若他們有宣教心志，在出國之

前受過合適的宣教事奉裝備，有教會和差會的支

持，他們就可以成為帶職宣教士了。再舉一個例

子，菲律賓差傳會估計有超過100萬的菲律賓基

督徒在中東國家工作，他們亦可以成為帶職宣教

士。

從宣教的角度來看，在創啟地區的帶職宣

教士比全職宣教士有更多優勢。第一，他們擁

有「身份」(Identity)，可以名正言順在當地工作

和生活。因為他們都有一份職業以維持生活，而

職業的身份使他們容易受到當地人所接納。相

反，全職宣教士往往因為沒有職業，在「創啟地

區」容易受人懷疑。更有些穆斯林以為西方傳教

士是西方國家派來的間諜，因而成為接觸當地人

的障礙。第二，帶職宣教士受到當地人的信任

(Credibility)，因為他們都有正當的職業。再者，

商人、專業人士如醫生、教師、工程師、會計師

等等，在很多地方都很受尊重，對與當地人交

往、建立友誼有所幫助。第三，帶職宣教士的職

業使他們有機會接觸當地人(Accessibility)。他們

與同事、同行、顧客及政府機關往往因工作而有

自然接觸的機會，因而帶來友誼和關心別人的好

機會。他們可以藉工作建立寬廣的人際網絡，這

是個人佈道不可缺少的第一步。第四，因為帶職

宣教士以工作維持生計，他們的經濟能力往往較

全職宣教士為佳，很可能不需要後方教會及信徒

的經濟支持，反而可能以金錢支持或幫助當地有

需要的人。假如帶職宣教士是商人，他更可為當

地提供就業的機會，幫助當地的經濟發展，這就

是發展全人福音的契機。

有見及此，現時不少西方差會已有帶職宣教

的部門，負責徵召、訓練、差派和督導帶職宣教

士。華人差會在帶職宣教的事工還在起步階段，

需要努力推動。

二、移民潮與「創啟地區」宣教

全球化所產生的移民潮亦帶來向「創啟地區」

未得之民宣教的契機。在不少「創啟地區」的國家

裡，很多未得之民由農村移居城市，或從本國移民

到外國；這兩股龐大的移民潮值得我們關注。

1.「創啟地區」內的移民潮

近20年來的中國民工的移民潮，就是一個好

例子。從90年代開始，大批的中國農民從農村到

沿海城市打工，他們被稱為「民工」。今天，民

工的人數已達3億，差不多是中國人口的四分之

一。這些民工離鄉別井，到城市工作，每天工作

長達12小時，但工資微薄，生活枯燥，也因為沒

有城市戶籍，他們的子女不能在一般學校就讀，

無論在經濟和生活上都造成很多困擾。也有一些

民工獨自在城裡打工，與住在農村裡的父母、妻

兒分離，孤單寂寞，心靈空虛。最近深圳的富士

康事件，民工連環跳樓自殺，引起了舉世對中國

民工的關注。這些面對生活重重壓力的民工是福

音未得之民，他們很多都對福音極度開放，只要

有基督徒用愛心關懷他們，他們都會接受福音。

再者，在中國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大趨勢下，民工

的數目只會日益增加，他們將會遍佈沿海的第一

線大城市和內陸的第二和第三線城市。據估計，

在未來的10年，民工的數目很可能從現時的3億倍

增至6億，佔中國人口的一半，即全球人口的十分

之一，他們是全球福音未得之民中最龐大的群體

之一。筆者所事奉的差會有見及此，計劃在10年
內訓練1萬位帶職宣教士到工廠打工，目的是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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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從未得之民改變成得著福音之民。到那時，全

中國福音化指日可待。

2. 從「創啟地區」到「非創啟地區」的移民潮

近20年的全球化也造成了很多機會，使「創

啟地區」內的福音未得之民移民到「非創啟地區」

去，如歐洲、北美和澳洲等地，其中很好的例子就

是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到西方國家。據統計，現時歐

盟已有5,200萬的穆斯林，大部分是從北非、中東、

印巴等地移來。再者，他們的生育率較歐洲白人高

得多，所以，有人估計25年後歐洲可能有1億穆斯

林。那時伊斯蘭教將成為歐洲的主流宗教，對歐洲

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將有極大的影響。

在北美，現時大概有500萬至900萬的穆斯

林，無論大城或小鎮，都有穆斯林聚居並興建了

清真寺。據統計，在美國的穆斯林，三分之二是

在美國以外出生的，其中60%來自阿拉伯國家及南

亞洲的移民，至於在美國本土出生屬白人和黑人

的則佔25%。這些數據顯示，穆斯林到西方國家的

移民潮也如火如荼。這個趨勢，對一些政客來說

是極大的威脅，但對基督徒來說，實在是一個向

穆斯林宣教千載難逢的契機。

在基督教宣教歷史中，基督教向伊斯蘭教族

群宣教的成功個案實屬鳳毛鱗角。其中第一個主

要的原因是伊斯蘭教深深影響這些族群的整個文

化，包括宗教、政治、經濟、教育、就業及人際

關係等。在伊斯蘭國家裡根本沒有空間讓人脫離

自己的宗教，接受基督教。就是少數依皈基督的

前穆斯林，也往往只能暗中聚會，不能公開脫離

伊斯蘭教。第二個原因是能夠進入伊斯蘭國家的

基督徒宣教士少而又少；既缺乏宣教士，就不能

造成穆斯林歸主運動了。

所以，今日數千萬的穆斯林居於西方國家，

實在是宣教的良機。第一，西方國家有宗教自

由，穆斯林若要依皈基督，沒有法律的障礙。第

二，西方國家有多元文化，穆斯林接觸其他文化

和宗教的機會甚多，他們認識基督教和基督徒的

機會也多。第三，因為離開了伊斯蘭國家，不完

全受伊斯蘭文化所籠罩，若要依皈基督，他所受

的逼迫比住在伊斯蘭國家中來得少。第四，因

為移民的心態，文化的適應使他們對新居地的文

化較為開放，亦會對用愛心關懷他們的基督徒開

放。在宣教個案中，新移民往往是接受福音的好

土壤。既有如此龐大數目的穆斯林可以讓基督徒

向他們宣講福音，我們便不能坐視不理，要好好

把握這個良機。

差會與教會對全球化的回應

全球化使我們要反思徒一8所說「地極」的

定義。在使徒行傳的時代，地極是指當時羅馬帝

國的邊疆，故此使徒保羅期望能到西班牙去，因

為那裡是福音未得之地。今天，「地極」應該是

所有未得之民居住之地。那麼，它可能是「10/40 
之窗」裡很偏僻、很遙遠的村落，也可能是近在

咫尺的鄰舍。全球化把很多未得之民帶到基督徒

所居之地，因而提高了在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機會

和重要性。華人教會及差會應看重這個宣教的契

機，鼓勵信徒向本地未得之民多作跨文化的社關

和佈道，尤其應關注新移民。再者，全球化也帶

來很多到海外「創啟地區」帶職宣教的機會，以

專業身份進入，這是很多基督徒都可以參與的。

華人基督徒不少擁有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教會及

差會也應看重這個契機，鼓勵信徒前往。

華人教會與差會應該對大使命有一個觀念上

的突破，就是今日的宣教工作，不單只是靠少數

的全職宣教士，更需要大量帶職宣教士，因為職

場就是宣教的禾場。很多信徒可以用職業的身份

在本地或到「創啟地區」帶職宣教。

結語

全球化帶來很多到「創啟地區」的旅行和就

業機會，大大提供了基督徒帶職宣教的便利，華

人基督徒要懂得把握這些便利。再者，全球化使

大量未得之民從農村移民到城市，中國現今的3億
民工，就是最大未得群體之一，全球化也使大量

穆斯林從「創啟地區」移民到西方國家，更是一

群龐大的未得之民。這兩大移民潮是現今華人基

督徒參與宣教的契機，各華人教會和差會都不應

忽視，要視之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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