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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數年前Philip Jenkins的《下一個基督王國：基

督宗教全球化的來臨》（The Next Christia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 2007）成為熱門書開

始，不少主內兄姊以至教外人士，都曾經聽聞「全球

基督教重心由北轉南」這個說法，不過要從實際經驗

感受到這一點，機會並不常有。2010年10月，我和

《時代論壇》同工黎嘉晉到南非開普頓採訪第三屆世

界洛桑福音大會，就遇上這個機會。

非洲過去一世紀

縱觀今次大會，非洲教會的表現相當突出，這

從大會的參與人員比例可見一斑。東道主南非的弟兄

姊妹固然是現場大量工作人員的「班底」；講員來自

非洲的(例如尼日利亞、剛果、南非、盧旺達、埃及)
人數亦相當多，大會負責節目統籌的委員會主席就來

自埃及。

事實上，在洛桑大會的日程，每天晚上均安排

了一個焦點地區，分享該地區的教會經驗和福音需

要，形式各適其色。而屬於非洲地區的一晚，可算是

最熱鬧、最有嘉年華會氣氛，也最充滿盼望的。當晚

大會開始時，主持承認非洲大陸所面對的種種苦難和

問題，今天這些挑戰仍在，但走過了百年的人禍、天

災，面對上升達3,000%的基督徒增長，大量的年青

信徒湧起，非洲教會的弟兄姊妹的確有謳歌頌讚來感

恩 的 理 由 ，

也值得與全球

教會分享。而

會場內同感一

靈的地球村村

民大概不在少

數。

反 過 來

看，雖然大會的執行主席Rev. Doug Birdsall來自美

國，也有香港教牧認為大會在一些決策和安排上(例
如在邀請中國大陸家庭教會代表一事)，仍然深受以

美國為主導的西方思維影響；但大會講員裡，來自美

國的名牧卻屈指可數，最突出的堂會牧師是討論城

巿宣教的Rev. Timothy Keller，而預計會出席的Rev. 
Rick Warren最後也不見影蹤。若要數西歐義工的參

與，按筆者的觀察，來自英國和北歐的則比較明顯。

採訪定位與部署

今次香港《時代論壇》參與洛桑大會的採訪

工作，其實並不單作為大會發放消息渠道的指定媒

體，更是參與大會採訪工作的註冊媒體(Accredited 
Media)。這些媒體大多屬基督教界，來自全球各地。

而大會對註冊媒體亦相當信任，沒有任何指定的採訪

題材與要求，各媒體可以自由策劃各項的採訪工作。

我在開普敦的日子 ──
洛桑大會採訪經驗雜談
羅民威

非洲之夜（《時代論壇》圖片）

大會新聞中心
，正舉行每天

記者例會

（《時代論壇
》圖片）

第三屆洛桑大會特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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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要求媒體留意的是，名牌上貼有藍點的宣教同工

不會接受採訪與拍照，以保障他們返回工場後的安

全。

由於大會刻意將各項聚會的資訊及過程上載互

聯網，不少讀者都主動地從大會網站擷取信息，所以

我們在大會現場的採訪工作，有以下兩個重心：

第一，透過每天的文字與錄像發佈，無論是

聚會摘錄還是宏觀分析，協助讀者初步解讀大會進

程，掌握焦點，與記者一同領略現場氣氛。其實當

我們於今年3月專訪大會執行主席Doug Birdsall時，

已朝此方向進發。而我在大會期間所寫的「總編

Desktop@Capetown」系列文字，也屬此類。

第二，透過焦點訪談以及翻譯轉載個別講員的

分享講章，延續大會的一些關注與討論。例如盧旺

達講員Antoine Rutayisire在大會分享當地教會與1994
年導致100萬人喪生的部族大屠殺的關係(該國近九成

人口是基督徒)，也指出教會醫治受傷群體的復和之

道。他的言論在隨後數天的會期內，多次被其他講員

引用。我們除了在大會現場與他作專訪外，也翻譯了

他的講章討論稿(advance paper)，會後刊於《時代論

壇》。

而在大會召開以前，我們亦受大會委託，全數

翻譯了大會一系列「全球對話」文章，於網站發放，

以引發討論。這個系列的文章，主要針對大會設定的

廿一個主題，例如族群流徙、環境、全球化、人類未

來、職場事工、成功神學、真理與多元主義、未得之

民等等。

大會的公關工作

其實，大會也有公共關係人員，主動向註冊媒

體發放消息稿與圖片、組織每天的記者會與參觀活

動、協助媒體聯絡採訪對象，以至管理新聞中心和提

供無線寬頻、臨時辦公桌及攝錄房間等。沒有他們的

幫助，註冊媒體要成功聯絡採訪對象，能夠細微地核

實一位陌生講員的尊稱與事奉崗位，也很不容易。我

曾在趕稿期間為了覆核一位大會人員的身份，深夜以

手機短訊向一位大會公關求證，原本期望翌日早上得到

答覆，豈料十數分鐘後就收到回覆確認，非常專業。

此外，當大會應付過首兩天的駭客攻擊，資訊

科技義工發現有電腦病毒透過手機進入會場後，大會

新聞中心亦即時配

合，替現場新聞工

作者所使用的無線

寬頻加密，而且金

鑰密碼每天更新，

以保障現場媒體工

作者的資訊聯繫安

全。

提到大會的消

息發佈工作，不得

不對替大會撰寫《每天速遞》的香港義工呂慶雄表示

讚賞，他是香港福音證主協會拓展部總監。早在大會

開始前四天，他已抵達開普頓作準備，較《論壇》同

工還早兩天。在整個會期裡，他每天都撰寫一篇專稿

供東亞地區的教會(包括華人教會)使用――選取大會

眾多活動的一些重點，從亞洲教會的經驗和關注出

發，探討進一步思考與反省的可能。即使在大會結束

之後，呂慶雄仍繼續替《論壇》撰寫了好幾篇分享文

字，延續討論。

小結

以筆者的資歷，未足以參與過去兩屆的洛桑大

會(1974及1989)，無法比較各屆大會的媒體策略。但

就本屆大會來看，一項相當明顯的做法就是，刻意地

將大會的大部分內容化成互聯網的視頻與文字資訊，

一則發放全球，二則成為大會後續討論的資源。所

以，大會的講道時間也為此而作出調整，最短的是4
分鐘，最長的也只有18分鐘，務求切合互聯網世界

的瀏覽習慣。步入互聯網年代，國際會議的生命並不

在大會閉幕的一刻結束，後續的討論更是其生命力的

表現，相信這也是衡量本屆洛桑大會後續力的準繩之

一。盼望全球不同地區的教會，能因此而更多彼此聆

聽、合作，互相學習、砥礪，榮歸主名！

（附：第三屆洛桑大會網站：http://www.lausanne.

org/cape-town-2010；《時代論壇》洛桑大會專頁：

http://capetown2010.christiantimes.org.hk）

（作者為香港基督教《時代論壇》報總編輯）

作者於大會會場（《時代論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