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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喜歡我們服侍祂，為祂做事；神更喜歡我們

昂首前進，憑信而行。

宏大的抱負

十八世紀晚期，一位英國的年青人不滿當時

教會不向外傳福音的做法，提出要到國外宣教，

卻被教會長輩駁斥，說：「年青人，坐下！當神

喜悅改變異教徒，沒有你我的幫助祂也可以完

成。」這位年青人並沒有因此而氣餒，最終得

到長輩的支持。他曾滿懷信心地說：「未來和神

的應許是同樣光明的 (The future is as bright as the 
promises of God. )。」這位青年就是被譽為「更正
宗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1792年，他在一次
講道中，以「向神求大事，為神做大事」(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來
結束當天的信息，激勵了很多人的心志，成為一

句名言。

翻開威廉克里的生平來看，你會因他對神的

信心而震撼。他沒有甚麼學歷，卻懂得多種語

言，帶領團隊完成了40種語言的聖經翻譯，並且
出版。他甚麼都懂得去作，園藝、種植、改革農

業，又懂印刷、辦報紙，也懂得經濟、管理，並

且推動社會改革，倡導以人性來對待痲瘋病者，

反對印度焚燒寡婦殉夫、溺斃女嬰的習俗，廢除

迷信，禁止壓制女性，促進了印度的現代化。(見
《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第497-501頁) 他怎麼能完
成如此多的工作？綜觀他的生平和成就，最貼切

的描述是：他有宏大的心志，身體力行實踐自己

的說話：「向神求大事，為神做大事」，神就藉

著他來成就。

寬濶的視野

他出生於英倫中部的一個貧窮之家，但從小

好學。14歲時在鞋店當
學徒，得老闆的信任和

勉勵，同事因他的忠誠

而領他歸主。在工作餘

暇，他用心讀聖經，也

有機會借閱老闆的屬靈

書籍。1783年他受浸加
入浸信會。1787年成為帶
職的教會牧者，很受歡迎。

他不同意當時英國教會的普遍看

法，認為基督徒不必操心，神自有辦法拯救其他

未信主的族群。他受到在向北美印地安人宣教的

大衛布廉納(David Brainerd)的事蹟所感動，又看
到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傳記及航海家庫克
(James Cook)的航海日誌，立志要將福音傳到普天
下。

他喜歡研究世界地理，在鞋店和寢室掛上

了世界地圖，天天為世界禱告，要把福音真光

照進黑暗裏。他寫了一本名為《基督徒向異教

徒傳福音的責任及方法之探討》》(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小冊。書內有很豐富的
資料和時代性，實事求是地以超過四分之一的篇

幅，詳細將地球上不同國家的領土、人口及宗教

信仰清楚列出。兼且全書段落清晰、條目分明，

兼且內容簡潔，合乎邏輯，準確度高，有如一本

報告書。(《見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第263頁) 一
位沒有學歷的鞋匠竟然有如此視野，實在令人欽

佩！

1789年，朋友出資幫助他印發這本小冊，並
在北翰浦屯(North Hamptonshire)浸聯會年會上分
發，他向大會提議討論「大使命」，卻被長輩當

眾教訓，說了上述的一番話，叫他坐下。但威廉

向父神求大事的威廉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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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因此坐下來不動，12位教牧聯合組成英國
浸信會差會，支持他到國外宣教。更正宗近代的

宣教工作從此啟航，教會長輩對宣教的看法也因

而改變了。

1793年，威廉一家與多馬(John Thomas)醫生
乘船離開英國，繞過好望角，駛向印度的加爾各

答，近六個月後才抵達。自此，威廉沒有離開印

度，直至1834年6月9日在(Serampere)塞蘭坡逝世。

神的預備

當人向神立志的時候，神就為他提供不同的

支援。

神為威廉預備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出資

幫助他印發小冊子，也有12位教牧聯合組成英國
浸信會差會，不間斷地支持他在印度的宣教。

神又賜給他極大的語言恩賜，在做鞋匠期間

已先後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德文、

法文、荷蘭文、意大利文，後來也學習孟加拉語

及多種印度的語言，以致可以帶領翻譯聖經的工

作，完成40多種譯本。威廉自己也在加爾各答的
威廉堡學院(Fort William College)教授語文。更令我
們華人驚訝的是，第一本更正宗的中文聖經《馬

士曼譯本》，也是由他們的團隊出版。

到了印度後，因為宣教不被英國殖民地接

納，遂轉到丹麥殖民地塞蘭坡，備受歡迎。同工

方面，先有同行的多馬(John Thomas)醫生照應，教
導他孟加拉語；後有華德(William Ward)和馬士曼
(Joshua Marshman)等人協助，在印刷和辦學上都有
很好的發展。華德擅長印刷，又善於經營管理，

所以在塞蘭坡的印刷廠甚具規模，50餘位工作人
員，印發聖經及書籍，並附設造紙工廠。馬士曼

夫婦則創立了三所學校，兩所收費的教導歐洲人

子弟，一所免費的教導印度兒童。宣教費用可以

自給自足，後來在當地發展了26個教會，126所學
校，學生萬餘名。1813年在塞蘭坡宣教站的人員
達到200名，有10部印刷機在運作。
威廉與華德、馬士曼三人同心合意，被稱為

「塞蘭坡三子」(Serampore Trio)，後二人在家庭
方面也成為威廉極大的支持。威廉的妻子多莉

(Dorothy)因為不適應印度的生活，又受到其中一
個兒子彼得患痢疾去世的打繫，精神失常。馬士

曼夫人來到後，督促他三個孩子的學習，而華德

則成為了孩子們的屬靈父親。後來，威廉的三個

兒子都踏上宣教之路：長子Felix被按立為牧師，
前往緬甸；Jabez往摩鹿加群島宣教；幼子Willy在
塞蘭坡北的區域宣教。

締造歷史

威廉在塞蘭坡的墓碑上寫著：一個可憐、貧

窮、無助的小蟲，我落在主慈愛的膀臂中。

然而，在更正宗的宣教歷史裏，威廉的榜樣

鼓勵了千萬的宣教士到未得福音之民那裏。1792
年他結束講道時所說的：「向神求大事，為神做

大事」，使更正宗的宣教事業展開了新的一頁。

耶德遜(Adoniram Judson Judson)1813年抵達緬甸、
戴德生(Hudson Taylor)1853年啟程到中國，以及
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1840年乘船向非洲啟
航⋯⋯宣教士的前仆後繼，締造了十九世紀燦爛

的更正宗宣教歷史，稱為「偉大的十九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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