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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宣教學者率先於洛桑會議提出北緯

十至四十度，由北非到日本的視窗，內中多為

少數民族；自此跨宣漸成熱門，尤為今日所重

視，華福中心特別挑選此主題為第九屆世界華

人福音會議（下簡稱大會）的主題。討論少數

民族跨宣網絡，通常第一時間會問：「如何進

入少數民族當中？」而這一問與文化有關，故

本文會稍稍提及其文化。本文分五部份：

 「華人」與「少數民族」的定義

中華民族廣含五十六個民族――漢族外加

上官方認可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漢族與少數

民族的人口比例約十比一。少數民族的認可存

有爭議，跨文化學術研究確認多達五百個民

族。中華民族語系概分漢

藏、藏緬、阿爾泰、南亞

語系等。「華人」一般

乃對母語為漢語者之稱

呼，也有從國籍來認定。

本文避免出現用語混淆的

情況，以方便讀者理解，

所指的「華人」限於母語

為漢語之漢族，五十五個

少數民族則不在本文「華

人」指涉範圍內，合先敘

明。

 跨宣網絡的架構

跨文化宣教模式大致分兩種：一為教會本身

差派宣教士到禾場。另一為教會支持差會，差會

取得資源前往少數民族宣教，這是跨宣學者提出

跨宣網絡的穩固型態――宣教鐵三角（註），亦

為西方歷來樂用。大體不脫兩種型態，很少有

單獨個人不透過所屬教會或差會自行前往異國

宣教，因受差遣的動作必須可被辨認，當然也

關乎資源此一實際的問題。

實踐跨宣多挑戰

華人遍布全球，亦有中國少數民族活躍

於海外。倘教會自行差派宣教士，所差者為華

人，他們必遇文化溝通瓶頸，而在理想中他們

向少數民族宣教的呼籲

魯瑪夫．達麻畢瑪

臺灣世界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差傳會祕書長

天國事
  齊探討

後 九 屆 華 福 大 會



14 今 日 華 人 教 會 二○一六年十二月

應受少數民族文化人類學訓練。若受差派者自

身是那些對傳統文化尚有記憶的少數民族（暫

不論不同語言環境出生、長大，受教育的第

二、第三代），困難可降低，但都有共通問

題――生活環境的適應。假使教會將資源投入

差會，差會也有直接派駐或間接培訓的方式。

至於要選擇哪種方式，就必須考慮幾個重點：

族群的地域環境及漢化程度、雙方語言及宣教

士採取的服侍形式。

以獨龍族為例，位處四千餘公尺高山，

筆者單從山腳村落走到他們聚居之地就花了五

天。他們居住在封閉深山，甚少與外界接觸，

漢化程度低，故採培訓同族同工策略較輕省。

又如未得之民革蒙族，他們幾已漢化（是否漢

化以語言作初步標準），與漢族無甚差異；又或

那些集中於三線以下城市的民族（一、二線城

市，據其發達程度，應屬都市宣教的對象），可

直接派駐華人或少數民族宣教士在他們當中宣

教。這些宣教士適應生活環境相對容易，能用

漢語溝通，主導宣教行動，掌握狀況。

在管理當地同工的問題上，管理職責乃

高度技術呼召，需聖靈啟示智慧；不同情形下

堅持己見或順從眾人，通常是「做中學、學中

做」。倘有社會歷練者應能更快修正錯誤，掌

握技巧。管理，存有現實

面。例如，應如何評估實

際需要？應否完全滿足被

提出的需要？這些支援當

地同工的處理方法，都與

受差宣教士採取的服侍方

式有關。

常見服侍方式為醫

療、營商或慈善宣教，視

宣教士個人恩賜、專長及

可使用資源而定。營商宣

教多分布於商業城市，通

常直接派駐宣教士。他

們需要顧及多個面向，

例如官方行政、法律制

度、市場、交通、員工管

理。若非擁有相關背景、熟識當地之人，要從

零做起的話，所承擔的風險會很高。工作場所

帶來的機會乃宣教的一部份，員工或顧客成為

宣教及培訓對象，管理上較有正當基礎。慈善

工作多為開辦孤兒院、學校等，牽涉層面廣，

需健全的體制及相關人力。培訓可從孩童做

起，將基督信仰融入教育。舉印度（India）為

例，基督教或天主教學校已是貴族學校，基於

經濟原因，少數民族未必可進入。再者，10/40
之窗面積約51,700,000平方公里（此區佔世界

土地三份之一），涵蓋世界最高的喜馬拉雅山

脈（Himalayas）。處於深山的少數民族在交通

上不易抵達基督教學校；醫療則是很專業的領

域，涉及不同國家執照許可制度，短期宣教是

可行的。亦有不使用任何名義的服侍方式。

人類學、民族學之重要

針對少數民族，筆者以為以人類學研究

為可行的探討方向。跨宣面對的是進入少數民

族文化的挑戰，文化是民族的根。目前民族人

類學研究以少數民族為主軸，民族文化莫不與

信仰有關。民族學研究文化動態，即各個文化

如何發展、演化，文化內部信仰與習俗間的互

動關係。欲將基督十字架帶進少數民族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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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切入少數民族信仰文化核心，宣教屬靈爭

戰焉能不先理解少數民族的文化風俗及心靈狀

態？

人類學研究著重面對面訪談，為期可長

可短，亦能培訓當地同工，但必親自前往。符

合耶穌、彼得、保羅立下的宣教初始模式，讓

對象直接聽見、看見。西方宣教士剛到臺灣，

盡量訪問、記錄所見所聞及風俗民情，留下原

住民人類學豐富文獻。特別在語言研究上，他

們為多個少數民族語的《聖經》、詩歌的翻譯

奠定基礎。從文化角度熟悉少數民族的關切議

題、生活重心，建立交誼，也為保羅採行。這

有助降低對當地同工的管理強度、調整心態，

因為所研究的群體會作出志願性配合。

值得一提的是，宣教史文獻不乏對文化歧

視的記載，且在社會生活中確具文化歧視。一

般來說，被認為原始、泛靈崇拜的少數民族易

遭歧視。

建議

一．會議講員的邀請

華福戮力世界華人宣教接近半世紀，二○

一六年第九屆大會提倡跨宣，乃重視少數民族

宣教之開端，惟未邀請原住民或少數民族擔任講

員，從文化角度切入探討，殊為可惜。建議未來

可邀請從事M2M類文化宣教﹝即少數民族向少

數民族（Minority to Minority，簡稱M2M）﹞宣

教模式的原住民宣教士擔任講員，介紹簡短的歷

史或文化背景，增加參加者對族群多元性的認

識。

二．推動態度的反思

教會海外宣教挹注對象仍長期側重沿海、

農村漢族群。一般教會對少數民族文化只有片

面的認識，未有具脈絡的了解，主觀認知與客

觀事實常不一致。宣教起點與終點皆為愛心，

以愛將對象帶入愛裡。鼓勵教會反思作跨宣的

態度，不要將己身和對象置於優劣比較的認識

基礎中，因這與愛的本質不符。

猶太人也歧視撒瑪利亞人，耶穌是最早向

撒瑪利亞人傳福音的猶太人，接著是腓利。可

知在福音大能下，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擋人去傳

福音或信福音。雖饒恕非立即達成，驕傲非即

刻消除，但某些時刻受聖靈感動而做的付出，

將被神記念。切莫讓差異作為批評的藉口。

三．推動結合理論與實務的訓練

實務經驗從實際執行中獲得，在少數民族

宣教實務上，最常碰到的是文化問題，即使對

象接受基督信仰，亦會面對文化衝擊。各國政

策誘使恢復祖靈崇拜或排除基督徒的補助。少

數民族宗教與文化緊密交織，欲以基督信仰取

代，是對文化現狀的干擾。鼓勵教會在學習宣

教理論後，仍必須從文化實質內容揣摩如何帶

出真理；若符合真理，可擬作講道題材；若禁

忌不與真理抵觸，入境隨俗則無妨。

四．呼籲尋求各種恩賜

放膽講論、醫病、趕鬼都是屬靈恩賜；說

方言（筆者傾向說別國語言的解釋）尤為神大

能的彰顯，辨別諸靈讓宣教士具洞察力做出正

確判斷。凡此恩賜寫明於《聖經》，鼓勵教會

為宣教作見證之故向神持續尋求，必能得著。

教育或工作訓練的才幹也很重要，需向神祈

求。

註
請參筆者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刊登於《基督教論壇

報》「少數民族宣教的鐵三角」專題文章。

思考問題

一．你曾與任何一位少數民族建立情誼嗎？

若有，他屬哪國家、哪民族？對其文化

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甚麼（飲食、語言、

歌舞等）？

二．看完本文，你覺得自己有哪些恩賜才幹

可用於服侍少數民族？你願意投入少數民

族服侍嗎？若願意，採取何種方式（親自

去、奉獻、禱告等）？

三．你曾對任何少數民族有過歧視的想法嗎？

或你屬少數民族，曾被歧視而無法原諒他

人嗎？若是，請向耶穌悔改、祈求赦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