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106  October 2013

普 世 宣 教

筆者在2013年6月與會長陳惠文博士到悉尼教
學，適逢澳洲中國信徒佈道會舉辦第六屆太平洋華

人宣教會議，遂報名參加，藉以了解今日太平洋上

島嶼的情況及宣教需要。筆者何以有此關心，因為

太平洋島嶼華人事工的開拓與大使命中心有關。由

於篇幅所限，本文並不包括澳洲和紐西蘭在內。

太平洋島嶼事工的開拓

根據陳惠文會長在會議上的分享，澳洲中信早

於1995年已經開始差派短宣隊赴斐濟(Fiji)、瓦努阿
圖(Vanuatu)及所羅門(Solomon)各群島。其後於1998
年，大使命中心王永信牧師又接到關島基督是主教

會解英崗牧師來電，分享當地的需要。王永信牧師

遂親赴關島(Guam)、塞班島(Saipan)視察。當時，
由於中國大陸開放，不少華人到當地開設工廠，招

聘華工到當地工作。這群華工人數不少，是一群福

音未得之民，從無神論的中國到一個信仰自由的地

方，可以有機會接觸福音，也由於他們離鄉背井，

需要別人的關懷。這都成為了要差派宣教士到當地

佈道、植堂的原因。1998年11月，高崇志牧師被差
赴關島、塞班島，與解牧師合作在華工中間工作。

為了讓華人教會了解太平洋島嶼的福音事工，

關注並投入，大使命中心於1999年6月15-17日在

關島主辦第一屆太平

洋島嶼華人宣教研討

會。一年半以之後，

2001年的1月9-13日再
於斐濟群島的那迪市(Nadi)召開第二屆太平洋島嶼
華人宣教研討會，繼續推動異象，動員教會與機構

參與。到了2002年11月5-8日，在紐西蘭的奧克蘭市
(Auckland, New Zealand)主辦第三屆太平洋島嶼華人
宣教研討會，會後，澳洲中信承擔太平洋島嶼的事

工，繼續發展。所以，第四屆太平洋宣教會議開始

皆由澳洲中信主辦，至今已是第六屆了。

澳洲中信在太平洋島嶼的服侍

澳洲中信自1993年成立，承傳中信的傳統，除
文字出版工作外，更致力華人的宣教工作，在南太

平洋島嶼及澳洲本土發展福音工作。是以1995年開
始便差派短宣隊到紐西蘭、斐濟的那迪島和蘇瓦島

(Suva)、所羅門群島等地，在島嶼上傳福音，並建
立了多個華人教會。

今日，澳洲中信努力在澳洲本土服侍，如差派

鄺美玲宣教士到維省的巴拉臘特市(Ballarat)長期關
心當地的華人群體，也組織了數個由教會同工帶領

定期到東岸悉尼較北地區的Coffs Harbour, Dubbo, 

太平洋島嶼的需要
陳惠雪

1998年王永信牧師到太
平洋島

嶼與解英崗牧師等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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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landc, Cessnock, Kun Kun等地做短宣，也在太
平洋的島嶼上派駐長期和巡迴宣教士。早期有洪少

樂和楊秀英牧師夫婦在塞班島、天寧島(Tinian)宣
教，也在新喀里多尼亞的努美亞島(Noumea, New 
Caledonia)上建立教會，洪牧師夫婦現已回到香
港中信履行關顧宣教士的任務。今日，在維拉港

(Vella)上有Sam和Jane夫婦牧養教會，也有陳偉明、
羅玉華宣教士夫婦效法保羅，每年巡迴探訪南太平

洋上斐濟的蘇瓦島、新喀里多尼亞的努美亞島等華

人教會，並有計劃擴展島嶼的福音事工，因為南太

平洋有很多福音需要，不單是華人，當地人也需要

福音。

島嶼的風氣改變

近二十多年來，全球的經濟重心改變，中國的

經濟提升，技術人材也增加，不少工廠遂回到國內

開設，華資或西方資本紛紛從這些島嶼上移走，工

廠也撤走了，本來勤懇工作的華工所剩不多了。另

一方面，島嶼上卻來了不少華人移民，華人角色遂

從勞工轉變而為商人，也帶來了不同的風氣。

島嶼一般沒有甚麼特別的資源，傳統上都是從

事農業和漁業。而年青的一代紛紛到外地升學或謀

生，僑匯自然成為收入的很大來源，也帶回了全球

化和世俗化。也因為物資的需要，最靠近太平洋的

中國遂成為這些島國的貿易對象，也吸引了很多中

國移民。中國商人一般很積極賺錢，並且不管用甚

麼手段，總要賺取金錢，他日告老回鄉好過日子。

他們的營商手段，帶給原本生活和思想都單純的島

民很大的誘惑。另一方面，島上的天然風光，在這

個崇尚旅遊的二十一世紀，吸引了很多人士前來，

因此島上開設了很多供旅遊人玩樂的場所，也帶來

了五光十色的生活。所以，原本淳樸的風氣漸漸被

磨蝕了。

湯加── 一個基督教島國的現況

太平洋上的島國，很多早期已成為基督教國

家，差不多全都是基督徒，但時至今日，很多都成

為掛名的基督徒了。筆者從澳洲中信同工的口中聽

到，太平洋上湯加王國(Tonga)的變化，遂以這個國
家為例引起讀者關注太平洋島嶼的需要。

湯加是由172個島組成的國家，兩個世紀以來
都是基督教國家，老國王篤信基督教，但自從年青

的國王登基以後，從外國完成學業的他，帶回了不

少外國生活的習慣，伴隨而來的是世俗化。此外，

新派神學思想的進入，神學院的質素改變，未能培

育敬虔的忠心服侍的傳道同工。這位同工更說，他

在島上遇見會吸煙的傳道人，也遇見做生意賺錢的

只在星期天在教會的傳道人。

也由於湯加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嚮往自由而移

民到來的中國人不少。中國人做生意的手法、配合

世俗化的滲入，湯加人的道德觀念已大不如前了。

當地的老基督徒搖頭，對宣教士慨歎說，很希望有

敬虔的人來協助重整他們的信仰，復興教會。所

以，這位同工希望，當地的中國人信了主，做生意

的手法和生活都合乎主道，建立了強壯、成熟的華

人教會，便可以影響當地的風氣，帶來正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摩門教在湯加的勢力很大，信徒

是全球比例最高的。根據Operation World一書的
報導，2001年摩門教在當地共有162個堂會，會友
16,000人，重複連屬的有40,000人，但到了2010
年，堂會已增至200個，會友增至21,800人，重複連
屬達54,000人。雖然，約有一半已受洗的人卻不認
為自己是摩門教徒(所以重複連屬的人數很多)，但
以全國人口只有10萬左右的國家來說，這是很高的
比例。並且，摩門教一貫是營商的，所以也成為了

湯加最大的僱主，這就使摩門教與當地的生活分不

2001年第二屆太平洋宣教研討會在菲濟群島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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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群島國的各個主島正經歷著世俗化的

入侵，居民對屬靈事物冷漠。因此，教會需要復

興，不能再跟隨傳統的方法，要有新的異象、靈活

的敬拜和教導，也要理解文化的變遷，才能傳遞合

宜的聖經信息，栽培一群有使命的門徒。對外傳福

音也要有新的方法，才能面對世俗化的挑戰，將福

音重新再植在這一片片海洋上的陸地。

現時雖有不少宣教團體在努力，也有不少機構

專門從事青年工作。但島上謀生不易，也缺乏醫

藥、教育等，很多年青人向外移民，留在當地的年

青人對未來茫然。如何讓這些年青人的心靈札根於

屬靈的土壤，又能壯大成長，年長的一群靈性復

興，重燃信仰之火，這都需要宣教機構和宣教士的

投入。

盼望太平洋上的海島，不單是旅遊人士所鍾

愛，也獲得有心人士的垂青！

更盼望華人宣教士，不單單關顧這些島嶼上的

華人需要，也關心當地人的屬靈需要；而已經建立

的華人教會，不單要使自己成熟，也關顧本土教會

的成長！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開了。

而且，除了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也在當地積

極發展，攔阻了福音真理的傳播。

太平洋島嶼的福音需要

雖然，太平洋上的島嶼很多都已經建立了基督

教會，但因為各海島之間以及與外界的來往不便，

信徒培訓不易，導致很多人未能了解福音的真正本

質，掛名信徒不斷增加。從上述湯加王國的例子可

見，摩門教和耶證的滲入、異端和異教的出現，原

始信仰的復興，導致混合信仰，島上教會需要外界

的支援。

陳會長參加第二屆太平洋宣教研討會後與部分出席人拜訪
蘇瓦島的菲濟華人教會時合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