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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從
2014年起，中國政府不僅在國內，最重要的也在國際社會中積極

宣傳「一帶一路」的概念，這是中國為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新經

濟倡議。從那時開始，許多關於這「一帶一路」主題的中心、機構、刊

物、網站與各種資訊紛紛建立。概括言之，中國計劃開創一個從中國到

亞洲大陸各國、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簡稱東盟)、中東北非諸國

(MENA)、東中歐、與東非部分的一個新經濟地帶，實際上是在南北美

洲、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西非以及日本這些傳統聯於美國的政經強國以

外的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實體。

從地理政治的觀點來看，中國希望對自美國撤出阿富汗及蘇聯解體

後處於權力真空的亞洲大陸產生影響，以抗衡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正在擴

張的影響力。長久以來，亞洲區域內都是通過貿易來聯繫的，故中國以

「一帶一路」
對宣教的含意
陳劍光

東南亞國家聯盟，來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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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而非軍事力量作為吸引力的中心。加上中國用

於基礎建設的經濟已達到飽和，相關的技術勞工、

經驗與材料都大量過剩，需要設法利用，以期有合

理的回報。

此「一帶一路」的經濟共榮圈包含著驚人的

數據：60多個國家、全球63%的人口、全球經濟的

24%，以及全球GDP 的30%。而願景是：成為人類

歷史上最大的貿易快道、人類文明中最大的基礎建

設計劃，以及涵蓋多社會、多民族與多政治實體的

最大整合的廣濶經濟網絡。因為這些國家大多數仍

在發展階段，還有很多經濟潛能有待釋放；正因如

此，它很可能繼中國在過去30年的經濟奇蹟後，創

出本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成長。

隨著貿易網路的建立，此路上許多現有的城

鎮，預計將有數以十計升格為主要的國際貿易中

心。這些新的城市必也在交通、物流、財務、數

據、銀行、會計、翻譯、法律服務等方面提供設

施，以加強國際貿易；同時，也會成為區域發展的

中心，向周邊地區發放影響力。這些城市要提供上

述服務，必會吸引國際間的專業人士前來，在這些

城市中也會成立國際僑社，就像30年前中國開放

時，在上海與廣州所見到的一樣。隨這些僑社而來

的，是一些為他們及家屬提供的日常服務，如學

校、商店、娛樂、餐館、診所與教會，以滿足他們

具體的需要，好維持增長中的

貿易服務。

從宣教學的觀點來看，筆

者期望提出四個議題：

第一，基督教向亞洲宣

教，一直是沿貿易路線，隨貿

易而推進的，只有少數例外。

東方的亞述教會(景教)使用絲

路，他們的宣教士往往隨貿易

商隊而行。耶穌會的修士，經

由當時葡萄牙商人新開發的海

上貿易路線(中國海路的反向)來到亞洲；他們後來

到中國、印度與日本，也是隨著商人沿海上貿易路

線而來的。後來新教徒也是使用類似的方式，隨東

印度公司而來。如馬禮遜，後來定居於廣東沙面

(Shamin)的國際僑民社群內，開始他的宣教工作。

古往今來，貿易路線與宣教路線都是相同的，藉商

貿來宣教一直是宣教的傳統。新的「一帶一路」乃

是貿易路線/網絡的現代版，可以很容易用來作傳輸

意識型態的路線；對基督徒而言，這簡直是傳福音

的快道。

第二，「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地區，包括

「10/40之窗」內大多數人口，且有最多的未得之

民，而這些族群很多都是從前不易觸及的。但隨著

這一大經濟圈的發展，這些群體與地區將被連結成

為經濟內聯網的一部分，容易被觸及。而且，國際

商業活動會成為一種拉力，藉著就業和其他機會，

把人從最偏遠不易接觸的地方，吸引到這些國際貿

易中心來。因此，這些被經濟驅動的移民，會大大

加強這些族群的可觸及度。所以，此「一帶一路」

的倡議，為向未得之民傳福音帶來一個空前的機

會。

第三，就向當地人民長期見證基督而言，建立

可以持久的基督徒社區比建立教會更重要。伊斯蘭

進入亞洲，並非藉宣教士，而是透過經商定居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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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穆斯林。這些源自阿拉伯的商人，從中東、北

非而來，在中國、印度、東南亞定居，並且建立社

群，與當地居民交往，慢慢傳播伊斯蘭，可說是非

常成功。那些在中國居住的，後來被稱為回民。穆

斯林只有在形成一個可持續的社群後，才開始建造

清真寺，然後從祖國請來伊瑪目(在伊斯蘭是老師之

意)教導他們，次序往往如此。若問，我們可以藉

此學到甚麼呢？僑居在這些國際貿易中心的基督徒

專業人士，包括會計師、銀行家、電訊專家、翻譯

員、商人等，可以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基督徒社群，

人數最好能達到需要有自己的社會服務，如國際基

督教學校、診所、服務中心等，若能有教會更好。

能有這樣一個可持續的社群(還要有孩子)，才可使

這些基督徒願意在那裏長期或永久定居。能夠長期

存在，基督信仰對當地人民才能發揮有效的影響，

帶來社會與屬靈的改變。

第四，經濟、政治力量塑造文化。在羅馬帝國

時期，通行的語言(lingua franca)是拉丁語，拉丁文

化從那時起塑造了歐洲文化近一千年。在以往兩

個世紀中，英國與美國先後主導全球的政治與經

濟，英語就成了通行的語言。無疑，中國透過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成為「一帶一路」經濟圈的主要動力與財

務的主要支持者。不難想像，在這經濟圈內，中文

會成為最重要的語言之一，甚或是通行的語言；而

中國文化也會成為主導，尤其在許多從未受過西方

文化主導的中亞地區。所以，未來在「一帶一路」

上，能操中國語言的似乎是一個資產而非累贅，中

國基督徒也可以把這因素解釋為神給中國教會的宣

教訓令。

「一帶一路」是中國崛起、強大及經濟發展的

一個政經倡議，藉此促進其在全球的參與。中國過

去成功把數億人口從貧窮提升為繁榮，這個經濟發

展模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區域的繁榮。當人民的物

質需要得到滿足後，屬靈的要求便會隨之而來。這

些是我們作為基督徒，尤其是華人基督徒，必須辨

識的時代標記。沿著這路帶，建立可持續的基督徒

社群，雖是頗具雄心的計劃，但非不可能的事。如

此，不僅需要專業宣教士，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大批

有天國異象的基督徒專業人士，為天國之故定居或

移民到那些地方。同時，也需要來自所有族群的基

督徒，共同努力來完成這國際性和合一性的宣教任

務。當中國在神的計劃中崛起成為一個全球經濟大

國時，作為華人基督徒的我們，特別榮幸得以參與

這項工作，就如以斯帖回應這是「現今的機會」，

或許這是神計劃在末世實現時給我們的挑戰。

（作者為神學博士及哲學博士，現已從香港的事

奉崗位榮休。本文原為英文，由金繼宇博士翻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