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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南亞七國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區，總數佔世界

人口四分之一，其中的穆斯林亦佔全球甚大的比

例，全球首幾個最多穆斯林的國家(巴基斯坦、印度

和孟加拉)都在此地區，穆斯林人口已近5億(順序為

全球第二、三及四大穆斯林人口的國家)，實在值得

普世教會更多的關注和付出更多努力。本文旨在道

出南亞地區處境上的一些挑戰，並在其中服侍的一

些普通性建議。然而，南亞多國的具體情況各有不

同，需要其他不同的關注，但篇幅有限，實難以一

言敝之。

一、宗教張力

南亞地區的主要宗教為伊斯蘭與印度教，因政

治及歷史背景的因素，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一直

緊張，就是印度國內兩大宗教(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
衝突與暴力事件亦造成不穩定的情況；年前恐怖大

亨拉登游走於阿富汗及巴基斯坦，足見阿爾蓋達及

塔利班一直在阿富汗及鄰近國家具有影響力。伊斯

蘭的宣教訓練亦在區內活躍進行，阿富汗的情況明

顯不過，他們的異象不單要復興世俗化的穆斯林，

對抗其他宗教，也積極地向其他信仰者傳揚伊斯蘭

教。筆者曾參觀在印度甚具規模的訓練中心，不少

訓練者和參與的穆民來自亞洲區內的其他國家。

上述的情況帶給穆宣工作者很大的挑戰，不單

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對事奉者的簽証及事奉範圍

與方式也帶來極大的限制；例如巴基斯坦雖然會發

出宣教士簽証，但宣教士的活動受到很大的管制，

其它不少國家卻不會發出宣教士簽証，要以不同的

創啟方式進入。

從人的層面看來，我們無法改變這些政治和宗

教暴力的問題，但當我們思想主耶穌處身於羅馬政

權，他從沒有以神奇的方法去改變那種狀況，主耶

穌和他的門徒們都承擔了被迫害的後果。同樣，中

國教會過去幾十年的屬靈歷程，給南亞地區參與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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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事工的同工們在苦難神學或有關的課題上，提

供更深的反省和預備。然而，普世的眾聖徒也當以

禁食禱告，參與和支持宣教士和基督徒在這些方面

的需要，求神為他們開福音的門，保守他們如但以

理從大試煉中得保守一樣。

二、福音本色化

二十世紀，南亞多國都從殖民地的背景獨立，

與西方國家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西方過往在經

濟、科技及文化的發展一直獨領風騷，在宣教上的

影響亦如是；然而，部分的西方文化亦帶給亞洲地

區不少的衝擊，例如自由、民主及獨立的精神，與

亞洲文化的銜接問題。相對而言，西方同工較具優

勢的身份與地位容易造成主僕的關係，左右了南亞

的本地同工的發展；例如筆者的西方同工曾邀請一

位本地的伙伴到國外出席宣教會議，食宿由他負責

不在話下，在休會期間大家到商店購物的時候，西

方同工更即時給予該南亞同工購物費用。筆者認為

該西方同工的慷慨造成了一種上下的關係，長遠會

影響本色化的發展。當地同工容易慣性地依賴外國

同工的經濟能力，而少學習以信心仰望神和發掘本

地的資源。當在商討及合作事工的時候，亦傾向尊

重而不會發出真誠而合乎本地文化及情況的異見。

但在筆者有限的經驗中，亦發現好些南亞的本

地基督徒領袖出現一種自大的心態，1 認為他們不

需要再受外來宣教士的左右，生命卻未臻成熟和缺

乏基督的謙和，難以建立僕人領袖，也令教會及事

工受損。

筆者的心願，是華人同工可以參與更多。因為

華人沒有殖民地的負面包袱，其東方色彩(南美和非

洲等文化亦帶來新的合作契機)與南亞文化亦較為接

近，若西方與華人同工一起努力緊密合作，協力建

立本色化的跨文化事奉，以及興起本地同工，相信

這會帶來深遠的祝福，使基督的全人福音更有效地

在南亞的穆斯林當中傳播。再者，宣教士的簽証情

況不穩定，亦催使我們要建立本地事奉團隊。

三、婦孺問題

伊斯蘭宗教與亞洲文化皆以男性為主導，婦女

與兒童受忽略和被欺

凌的問題甚為嚴重。

在撰寫本文期間，有

一名阿汗富的少女被

親友所強暴而懷孕，

反而被告通姦，初期

被判刑2年，上訴後卻

變為12年，但因為不

希望幼兒沒有家而願意

下嫁強暴者。但整體而

言，被強暴的女性因帶來家族的恥辱，不單不獲同

情，大多更會被起訴或被謀害；2 就是在其他的南亞

國家，因為需要嫁妝的傳統而出賣女兒，複雜的多

元因素導致人口販賣和娼妓問題，婦女被虐待(言
語、精神和肉體上)的情況更不容忽視。南亞是全球

四分一兒童所在的地區，但多達2,000萬名童工、3 
童妓及娼妓，也面對衛生、教育和醫療等基本設施

不足的情況普遍，這些境況實在令人痛心！另一方

面，今天當我們面對簽証的困難(不單是宣教簽証，

社會服務或非謀利機構簽証也大有限制)，營商、帶

職或是學生簽証卻未必是直接回應上述問題的有效

身份。

神是公義的上帝，在南亞地區事奉，我們不單

要作「屬靈的福音」工作，更要回應這些社會問題

和不公義的情況。除了傳統的醫療和教育服務，感

謝神，筆者知道已有不少宣教士參與關注社會公義

的機構，去拯救被賣的性工作者或是童工，提供宿

舍和復康服務，但我們仍需要更多人在這方面付上

代價。耶穌在世的時候豈不是經常事奉受迫害的邊

緣人嗎？然而這些服侍需要充足的資源，實在需要

前線、後方多重的支援，求主喚醒更多人關注與禱

告！

四、貧富問題

城市化的情況造成各大城市出現「人患」的問

題。天災加上政府未能提供足夠的支援，不少農

民面對艱鉅的挑戰，被迫從鄉鎮跑到大城市謀求生

計，這種情況已出現多時了。城市的貧民窟湧現，

也帶來相對的問題，要有效的回應實在不易。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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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發展極為緩慢的國家包括阿富汗和尼泊爾，其

他國家亦出現嚴重貧富懸殊的問題，其富者可以過

著宮廷式的奢華生活，貧者則身無分文及隨時暴斃

街頭。

富有的穆斯林有相當程度的自信及自滿，要接

觸和服侍他們要有很大的耐性與愛心。今天營商事

奉的模式有助接觸社會的上層和富有者，但在這些

群體當中服侍，不單是傳福音，更長遠的是轉化社

區，鼓勵有財富的更多關注和回應貧窮者的需要。

今天西方的富者已倡議和參與慈善事務，穆斯林的

富有者能否仿傚呢？

另一方面，以貧窮的穆斯林為事奉對象的，則

需要付上犧牲的愛及全人的服侍，德蘭修女所創建

的事奉模式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榜樣。在這方面的事

奉，需要長期委身的全人事奉，以無私真誠的愛與

關懷，表達基督的信仰，也是穆斯林極為欠缺和需

要的一個重要元素。回應貧困問題的，如孟加拉的

鄉村銀行(Grameen Bank)模式，可供參考。4

五、天然災害

2004年牽連甚廣的南亞海嘯，全世界仿佛被喚

醒過來；巴基斯坦地震與2008年8月的世紀水災，

孟加拉及印度經常受到的水患，以及帶來經濟的巨

大損失……類似的天然災難實在是不幸的事情，然

而基督徒可以藉救災與重建或康復的事奉，進入穆

斯林的群體，以具體的愛心表達基督的愛，例如

2008年巴基斯坦發生水災後，配合外來短宣團隊的

參與，筆者認識的宣教士與當地基督徒進行一連串

持續的救災與重建，服侍至今。

故此，今天的宣教(長宣、短宣)裝備之中，除

了學習一點當地的語言，應當加上與救災相關的內

容如基本的急救、災後心理輔導，或是重建的項

目，相信在天災接連出現的日子，可以回應人們的

切身需要，也成為進入南亞穆斯林群體的其中一個

機會。

總結

南亞七國的具體情況各有不同，挑戰巨大，攔

阻不少。信徒若存基督的愛心，關注他們的需要，

仍有不少服侍的機會。所以，有志到這個地區事奉

的信徒，若能早作預備，對不同的需要有足夠的認

識和裝備，仍有機會進入南亞各群體中間服侍，傳

揚基督。況且，華人與他們同是亞洲地區的人口，

在文化適應上比較容易，所以，盼望我們華人信徒

勇敢的接受挑戰，求神為我們開啟穆斯林群體福音

之門。

註釋：

1.  原因可能來自民族主義、當地基督教發展已有一段歷

史、宣教士的錯失或自尊文化等

2. 參http://articles.cnn.com/2011-11-22/asia/world_asia_
afghanistan-rape_1_gulnaz-rapist-jail?_s=PM:ASIA, 
viewed on 26 Nov., 2011

3. 參http://www.ilo.org/legacy/english/regions/asro/
newdelhi/ipec/responses/index.htm, viewed on 26 Nov., 
2011

4.  雖然有評論認為鄉村銀行整體的實行有缺欠之處，但

在筆者的認識中，有機制的集體儲蓄及小額貸款有其

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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