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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東
歐對大部分華人而言，是比較陌

生的地方。究竟哪些地方算是東

歐？眾說紛紜，有按地理形勢劃分，

有按政治情勢劃分。無論如何，東歐

國家在政經發展方面，遠遜於西歐和

北歐。

按照聯合國統計局的定義，東歐

包括：白俄羅斯、保加利亞、捷克共

和國、匈牙利、波蘭、摩爾多瓦、羅

馬尼亞、斯洛伐克、烏克蘭和俄羅斯

聯邦等國家。這些國家在1989年前大

多與前蘇聯有關或關係友好的國家，

崇尚共產主義，被稱為「鐵幕國家」。但隨著波蘭在1989年6月團結工聯大

勝，共產黨失敗；9月匈牙利決定實施多黨民主；10月柏林圍牆被推倒；之

後，在短短的兩年內，東歐各國發生骨牌效應，一個接一個的放棄了共產主

義，改為民主政體。最後，蘇聯也在1991年12月解體，15個加盟國全部宣佈

獨立，成立了所謂「獨聯體」。自此，歐洲的「鐵幕國家」全部開放。

筆者有幸在1990年10月首次赴莫斯科。當時蘇聯仍未解體，氣氛緊張，

市容灰暗，走在街道上難免有點壓迫感。那次到俄國是協助當時洛桑運動

的國際主任 Rev. Tom Houston為蘇聯牧師舉辦的培訓，看到當時出席人將

多年的積蓄，一元一元的數算來繳付大會200盧布的費用，心中默默地為他

們的擺上而感恩。翌年7月又有機會踏足東歐的捷克。當時，捷克已開放了

快兩年，所以全國的氣氛較輕鬆。幾位華人出席人在會前還參觀了一些景

點。那次赴東歐是應主後二千福音遍傳運動（簡稱主後二千運動）創始人兼

國際董事會主席王永信牧師之邀，協助該運動假捷克中北部小鎮 Karvina 的 

Silesian University 舉辦的「新東歐歸主福音會議」（有關該次會議的報導請

參考《今日華人教會》1991年9/10月號，頁34-37，林來慰著〈參加「新東

歐歸主福音會議」後記〉）

雖然1991年至1996年間，大使命中心及前身的大使命神學院，在前蘇

等待您和我去關心的
東歐
陳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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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及東歐地區開始

了不少工作。例如：

1991-1993年在俄羅

斯東西部主要城市，

及西伯利亞鄂畢河

(Obi River)流域的佈

道植堂；1992年拉脫

維亞為前蘇聯各加盟

國的「獨聯體福音會

議」，1993年在白俄

羅斯、烏克蘭的佈道，1994-1995年在中亞洲多國

的開荒佈道，並發現了在清朝時被清軍驅至哈薩克

斯坦和吉爾吉斯坦的回民，現稱為東干的民族；

1996年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的「匈牙利全國復興

會議」，同年在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的「巴爾幹半

島福音會議」。甚至曾發動多倫多華人教會於1996

年透過Canadain Feed the Children 的幫助，送食

物、衣物到阿爾巴尼亞去，由Stephen Center 代表

接收。

開始時，我們以當地人為主要宣教對象，但在

各大城市都遇上不少中國人。他們知道我們到當地

的目的，挑戰我們說，為甚麼您們只傳給當地人，

而不傳給我們華人？我們覺得他們的質疑很有道

理，所以也兼顧了華人的事工，建立了一些華人教

會或團契。例如：1993年在俄國東岸的伯力市(又

稱哈巴羅夫斯克Khabárovsk)建立了華人教會，1994

年分別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也成立華人教會，1995

年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市建立團契，1997年在

吉爾吉斯的首都比斯凱克(Bishkek)也建立了華人教

會。同時，也差派宣教士協助匈牙利布達佩斯的華

人及越南人事工。

但其後，神為大使命中心開啟了喜馬拉雅山

區、太平洋羣島、甚至波斯灣多國的宣教之門，同

時已看到中、外宣教機構已開始了俄國和周邊國

家及東歐各國的宣教工作，於是我們就將前蘇聯

和東歐的工場交由有

負擔的差會和教會聯

會接手，大使命中心

轉移發展其他地區的

工作。直至2013年，

神呼召我們服侍羅姆

人，才再次踏足東

歐。

20年之後再踏足

東歐，看到東歐福音

信仰的教會略有增長，但仍受制於東正教(大部分

東歐國家以東正教為國教)，基督教會是弱勢群體，

所以資源有限。但看到一些東歐牧者，雖然資源不

足，仍關心比他們缺乏的羅姆人，深受感動，於是

願意與他們並肩同行。

另一方面，看到在東歐各國的華人人數增多，

雖華人教會數目也增加了一些，但大部分仍比較

弱，沒有牧者，只由一些較資深的信徒負責，心中

十分焦急。尤其知道當地華人與其他地區的華人在

文化背景、職業及對去留的前景有很大的差異，他

們大部分來自浙江溫州和青田或福建，主要是做服

裝和鞋業的批發生意，不打算長居該地，所以不大

花時間學習當地文化和語言，因此與主流社會沒有

來往，自成一個獨特的社群。且聞說，近年因歐洲

各國經濟疲弱，他們的生意下滑，不少人已回國發

展。我們能否善用他們在東歐的時間，將福音傳給

他們，並培訓他們成為「能教導別人的人」？

由於巴爾幹半島華人情況與東歐地區相若，本

期也刊了有關巴爾幹半島華人教會的文章。願主使

用本期各篇文章，呼喚人力資源較豐的北美、港、

台及東南亞華人教會能差派教牧同工前往東歐地

區，向旅居當地的華人佈道，栽建教會、牧養群

羊。是所至禱！

（作者為大使命中心會長）

1995年王永信牧師和唐崇榮牧師在烏克蘭基輔 (Kiev) 外語大學，
為華人學生主領「信仰與人生」講座後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