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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文以追溯筆者曾經於 2002年到 2005年 3月加入的中韓 「西部同路人布道團」的親

歷與探查來作為一個布道個案研討，探討其布道神學及布道策略的成效。讓我們看到當

代不同國度與民族在布道合作的歷程中所展現的圖畫與得失，給我們以啟迪與借鑒。 

    本文參考香港建道神學院 2005年碩士畢業生彭佩詩之有關「中華國外布道團」之,<

華人宣教先鋒號>專文架構與進路來構思與類比，因為筆者所加入的中韓「西部同路人

布道團」自立以來一直採取借鑒「中華國外布道團」與中國「西北靈工團」布道模式與

精神；在筆者的瞭解中它們有很多契合之處，因為「中華海外布道團」一直是中韓「西

部同路人布道團」的傚法模版。但本文的回溯反思也讓我們看到前後兩支隊伍在不同的

歷史、地域時期所不同演變之處。 

二二二二、、、、歷史歷史歷史歷史背景與現狀背景與現狀背景與現狀背景與現狀 

    1999年成立的中韓「西部同路人布道團」，是中國與韓國第一個向伊斯蘭國家布道的

海外差會，它就是以上個世紀 20年代末在中國大陸廣西成立的「中華海外布道團」與

「西北靈工」布道團為布道模式來建立，發展的。中韓「西部同路人布道團」由韓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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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聖經學校、中國山東 xx 語言學院與中國「同路人」宣道會的中、韓同工共同創設。

發起人樸甫民牧師是當時韓國宣道會駐華南區西差會主席，曾兩度出任韓國仁川聖經學

校的校長 （1988至 1992年，1992至 1996年）。後來更先後被委派兼任宣道會中國西

北宣教區及中亞宣教區監督。樸甫民牧師秉承宣道會一向的宗旨和信念， 要向未聞福音

之地開荒布道，也受到「福音重回耶路撒冷」異象的感召與對穆斯林這塊硬土的負擔。

他所創設的布道團亦繼承這異象，樸牧師又具有在穆斯林地區多 年侍奉的經歷與恩賜；

所以，他將布道團使命的中心逐漸轉移到向中國西北、中亞、南亞、中東的伊斯蘭地區

未聞福音甚至「敵對」基督教的地方進發。 

三三三三、、、、具有異象的使命具有異象的使命具有異象的使命具有異象的使命 

    中韓「西部同路人布道團」在成立之前（即 1988 年），樸甫民牧師已前往中國新疆

進行宣教考察，可惜當地政府拒絕並監視。至 1999年，樸牧師終於成功在北京建立福

音根據地。1996年被委派為韓國宣道 會中國西北宣教牧區的監督，在中國西北從事穆

斯林與華人宣教士的培訓的福音工作。期間得到原來「西北靈工團」奠基人 xx牧師

（現年 91歲高齡）及其子女的 幫助。樸牧師知道僑居中國東北與渤海灣的韓國僑民為

數甚多，遂構思差派華人宣教士與有負擔的韓國人，甚至北韓的基督徒流亡人士承擔拯

救穆斯林靈魂的責任， 其中最直接有效的途徑，是在中國本地中揀選、栽培和差派。為

了更有效地展開海外宣教的新里程，樸甫民牧師在 1996年請辭韓國宣道會宣教區主席

一職，專心 到中國西北部發展海外穆斯林的救贖工程。 

    1997年，他親自偕同 xxx牧師（中國「同路人」宣道會倡辦人之一）前往中國新疆、

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為韓國與中國布道團合作前往海外宣教的開始考察鋪

路。及至 1998年，樸牧師正式與中國「同路人」宣道會合作，雙方同時在中國沿海某

省擴展語言學院的阿拉伯語，烏爾都語、英語、中文（中文針對北韓與韓國宣教士）的

培訓事工，師資有巴基斯坦、伊拉克、埃及和挪威、美國、中國的有此負擔的老師來擔

任。另外，再呼籲學生或者同工往「古絲綢之路」沿線開荒。翌年，樸牧師和 xxx 牧師

往新疆、巴基斯坦、伊朗各國考察，並確定以新疆烏魯木齊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為

首批傳教地區中心。他們先調遣韓國金智煥牧師由中國東北工場轉到新工 場進行開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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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同年，他們又與當時 xx語言學院的校長苗牧師及駐巴基斯坦中亞宣道會主席阿德

利牧師，到中國西北、中亞、南亞和中東視察和布道。適時，幾 位主要牧師同工在巴基

斯坦南部重鎮卡拉奇相遇，遂挑戰樸牧師與 xxx牧師負擔巴基斯坦與中國西北宣教事

工。樸牧師將此行寫成報告，呈交韓國總會，並且期望 得到北美由此負擔的韓國「西部

宣道會」的物質支持和供應，可惜總會拒絕了。但這無礙樸牧師與 xxx牧師的異象，他

們仍堅信神要為此另開「古絲綢之路」的宣 教之門，因為那裡不僅僅是「未得之地」還

是抵擋基督福音的最大硬土。他們又感到若要發展穆斯林的福音工作，最好成立由華人

主理的獨立宣教組織，而韓國教會 在經濟、物質與經驗上給於最大的幫助。基於上述理

由，樸牧師於 1999年 3月成立專向穆斯林宣教的組織─西部布道團，由 xxx牧師任團

長，他自己為副團長兼司庫，苗牧師出任委辦。後因欲突出布道團乃華人與韓國教會合

作的第一個海外差會，又為求將來擴大宣教工場，故於同年 10月易名為年成立的中韓

「西部同路人布道團」。布道團部分經費由樸牧師主力籌募，主要來自韓國國內與其北

美的最大分支機構，另一部分由華人宣教士憑信心在中國國內與香港籌募，也有少部分

來自南洋的個人自助。布道團成立之年，便正式舉行差遣禮，差派 xx語言學院的應屆

畢業生張 xx夫婦到巴基斯坦與庫 xx弟兄姐弟在新疆烏魯木齊駐紮，分別在北巴基斯坦

和新疆南北疆開闢工場。 

四四四四、、、、具有成效的開荒具有成效的開荒具有成效的開荒具有成效的開荒 

    布道團自開拓新疆與巴基斯坦工場後，差傳事業已見果效。第一年，在經費不足的情

況下，有庫 xx姐弟與其他同工（漢族、維族和哈薩克族）的信心與熱誠，仍獲 得不俗

成果，福音遍佈甚廣，並以烏魯木齊、克拉瑪依為基地，由點到線的開拓新工場。2001

年，xxx牧師在報告書內亦總結出布道團既得意又令人安慰的成 績。根據報告書，布道

團成立兩年以來共差出八名中國同工，超過三十名各族同工，還有 38名本地的工作

者，這些工作人員分散在整個新疆與南亞、中亞領土，東 自中國甘肅省蘭州市，西至巴

基斯坦北部重鎮白沙瓦，共計九個工作基地；此外在巴基斯坦拉瓦爾品第設聖經語言學

院，有十九名學生，另設立三間初級聖經班與一 個由美國資助的醫療所，在當地開展初

級英文教學，掃除文盲與醫療服務等外展工作，也同時進行當地華人、韓國人的福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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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工作，在各個城市幫助當地教會的事 工、特別是中國人的援助工程隊、橋樑建設隊、

醫療隊、飯店餐館，生意人群的布道工作……初期成績使人欣慰。 

五五五五、、、、 宣教布道的特色宣教布道的特色宣教布道的特色宣教布道的特色 

    中韓「西部同路人布道團」的宣教神學，可以說就是樸牧師的宣教神學與韓國、中國

諸多同工的信仰告白，這可從他們對於布道團的貢獻看出。由策劃至推動，樸牧師與

xxx 牧師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效仿原來「中華海外布道團」於東南亞，中國「西北

靈工團」於中國西北諸省的布道模式，探尋深具組織行政的才能的領袖，把握一個 本色

化的重要原則：「盡量讓自己留在背後，鼓勵中國同工自己出來領導，同時提出能夠被

他們接受，讓他們採納成為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是一套寬廣的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宣

教原則。 

   樸牧師曾在在美國和歐洲開辦的宣教士訓練學校接受造就，現在也繼續派送在這個異

象上有負擔的具有領袖潛質的同工前往深造。在神學上，他和他的同行相信「基 督自己

動工也收工—這就是普世宣教運動的潛在動力。作為實踐神學的牧者，樸牧師關心的是

普世宣教，因此努力推展以傳揚福音為主導的事工。對於宣教的迫切性 是他從始至終

的。他主張向外傳揚，並且看到繼承韓國宣教熱浪的後面就是毗鄰的中國——這個更具

外傳福音的國度。所以，他具有前瞻性地要將這兩個宣教角色聯 合起來，並以積極進取

的政策實踐異象。樸牧師在中國服侍時，也發揮這種重實用性的「寬廣」的聯合宣教理

念。樸牧師是宣教探險家，他提倡學習保羅傳福音到自己家鄉以外。他有廣闊的世界

觀，無畏的拓荒精神，所以他設法擴展宣教工場，直到世界的每一角落。以後的工作與

侍奉全繫於他敢於與不同文化合作的這一寬廣宣教布道神學理念。 

2、「迫切」的宣教動力 

   樸牧師與他的同工深信這是末世前主必再臨，深信世界上有成千上萬危在旦夕、將失

去永恆的生命，因此，傳福音必須「抓緊」，布道必須「及時」；所以，風風火火地奔

波於各個戰場，應接不暇地開展各種宣教與布道活動。包 括：培訓、裝備、呼召、差派

等都有其較為高效鏈接，樸牧師與志同道合者秦牧師等對於末世拯救靈魂的觀念也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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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他們在韓國聯會創辦的《西部宣道文摘》 裡常撰文論述自己的「迫切傳道」的理

念，並鼓勵信徒起來傳福音。他認為：末世的基本的任務是在擴大教育培訓，有的放矢

的裝備、有效集中人力和物質資源到未 得群體和「敵對」硬土裡去傳道。此外，秦牧師

也學會在艱難的政情下，常存盼望和樂觀的心來等候和服事主，因為他相信政情雖多

變，但祈禱可得能力；惟有趕快 傳揚福音讓更多人得著救恩盼望的途徑。 

3、「頑梗」的宣教對像 

    樸牧師及其同工相信：傳福音的次序應先從猶太人開始，然後延伸至萬國去。樸牧師

關懷普世性的得救問題，故對於開荒布道、搶救靈魂採取積極進取的政策。他在 宣教生

涯裡，並沒有以自己的角色和地位為優越，他的謙卑和委身，使不少聖經學校校友跟隨

他的榜樣，接受差遣從事宣教的大工。而他定睛的穆斯林是最為抵擋福 音的硬土，也是

福音開墾的最大最難的群體所在。穆斯林世界的「頑梗」與艱辛播撒福音狀況不用在此

過多著墨。 

4、「聯盟」的宣教精神 

    樸牧師認為差傳的目的只為宣揚福音，讓生靈接受基督。他強調超越文化的聯合宣

教。他不主張個別組織單獨完成事工，認為組成聯合隊伍集結在「為主做工」的盟 約

下，就可匯成巨大的力量。因為，物器各有所長，可以相互鏈接，取長補短，彼此效

力。正如他與其他同工創立的中韓「西部宣道會」，其實是由兩個不同國度的聯會和三

個機構與眾多不同民族的人士組成的。另外，樸牧師與 xxx牧師同時也留意到夥伴協作

的重要性，強調把信徒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策劃龐大事工。所以，在他們發動的宣教

事業上，也接納不同語言文化、國籍民族的人，一起承擔這一異像與使命。 

    xxx牧師也採取較寬容的普世宣教策略，他期望中國人能早日自立其他國家的差會一

同長進，他甚至認為中國人應在宣教工作上作主導。而樸牧師來自韓國，也是 最主要奠

基人，自己卻在實際中寧為中國領袖的輔助者。樸牧師與其韓國同工懂得欣賞中國同

工，他們多數人長年居住中國大陸，幾乎完全漢化，能夠說一口流利的 國語，時常撰文

或者在平時稱讚中國、巴基斯坦、北韓、伊朗等地區的同工。同樣，他常鼓勵同工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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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差傳工作並非西方人專有，東方人的教會亦須盡力參與。他 認為彙集力量同心傳揚福

音，是當今多元文化歸一的趨勢與必然。 

5、「信心」的宣教歷程 

    與當年「中華海外布道團」與中國「西北靈工團」布道團的同工一樣，樸牧師和 xxx 

牧師等對於信心於生活上有極其多的見證與力量。他們曾經面對經濟困難時，也曾經歷

中國國情嚴竣之時；面對政府的打壓、宣教士在新疆被逮捕，他們仍是站立得 穩，渡過

一次又一次的信心考驗。他們和韓國的同工一同認定中國為事奉對象的最重要基地，就

無所懼怕。他們面對每次踏足新的土地時，更是全靠神的帶領，有次 深入戰火瀰漫的伊

拉克去敘利亞，遇見武裝土匪，他們完全憑借信心的力量與之周旋，最後被迫走進沙

漠，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艱難向前跋涉，最終遇見美軍巡邏車 而脫險。 

六六六六、、、、宣教布道的評估宣教布道的評估宣教布道的評估宣教布道的評估 

1、策略： 

  第一、專注穆斯林。這樣可以使宣教士集中使命，不偏離原意，半途轉而服侍

一些較容易面對的群體。 

  第二、培植地方據點。由於穆斯林有較強的社會歸屬感，而他們歸主後往往會

遇到許多困難和逼迫，特別是來自社會與家族的壓力。因此布道團要幫助他們盡快

加入一個愛的群體，讓他們在當中可以得著支持和造就。在巴基斯坦就建立了兩個

這樣的村落，本來這兩個村落的信仰基礎很好，一共有大約有三百村民，布道隊在

那裡傳道，建立醫療站與每年定期教授英文。到 2004年，該兩個村落的村民幾乎全

部在家庭的影響下歸主，所以整個村落已經福音化，後來布道團從伊斯蘭堡派去一

位當地的牧師及其一家駐紮在村落，住在村民當中，由布道團出資和當地捐贈一起

購買一座英國人留下的老式小教堂做為這兩個福音化村落聚會崇拜的據點。 

  第三、以團隊合作形式。布道團吸收不同恩賜的人也鼓勵國際合作精神。隊員

們的這些恩賜包括布道、門徒訓練、牧養、 文字、語言培訓，醫療看護等。而且在

很少或沒有教會的地方，以外展橋樑的形式更可彼此支持和從側面開闢進路，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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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也與西方宣教士合作，曾經在哈薩克斯 坦與新疆塔什庫爾干與美國宣教士合作

向當地回族穆斯林進行牙科、眼科與皮膚科的診療，借用合作外展的醫療服務布道

傳福音，特別是其中有採用個人的布道的 「一對一」方式，不僅與治療對像建立了

良好私人關係，還結出了福音的果子。 

  第四、培訓及實踐並行。這是一種「雙軌並進」的有效方式。特別可容許年輕

及經驗較少的人帶領隊伍，在理論的裝備中有更多的實踐訓練，如在威海的一對夫

婦，正在學習兩年的烏爾都語言，而在第一年暑假期間，隨隊赴巴基斯坦實地考察

民風，民情，強化語言。指導可包括不同層面，例如:語言訓練、關係、布道或植堂

等。 

  第五、決策以工場主導。布道團的一大策略是「有的放矢」，即以目的工場為

決策異象的先導，盡可能讓在工場中的隊伍 與其自身環境條件來決定具體侍奉方案

自，行決定其工場具體事宜，而不是由總指揮部來主觀細斷。每年樸牧師，xxx牧師

都會從中國新疆到敘利亞之間的地區走 一遍，但每年都有具體側重拜訪的工作站與

特別事工。但他們都盡量觀察與聽取意見，一起分享與禱告，也帶領不同的年輕同

工去分批實地考察，觀摩。讓其異象與 使命感更具體與清晰。但他們很少現場指揮

與決策，即使有也是回到總部以後進行分析，研討，統觀全局後再作決定。  

    布道會在組織架構上有韓國團隊的特色，盡量避免架層疊屋，是故每個在工場上

運作的隊伍及領袖都負有很大的權責與充分發揮恩賜的潛能。各自分工不同卻又相

互鏈接。這樣更有效率也提高了士氣，讓不同事工角色都有的付出與策略，但又統

一在整個計劃藍圖中。 

    第六、制衡互動機制。為 了避免各隊伍各行其是及保持統一聯接，布道會設立了

兩個監察及制衡的機制。每次出去帶隊的隊長都要與樸牧師與 xxx牧師等領導團保

持緊密的匯報與聯繫。布 道團要求每個隊長每次出發前也找一個當地適合的「指導

員」與他們保持聯絡，並定期邀請他們到隊伍中作「指導性探訪」。這些指導員也

可以是當地教會的牧師或 者常駐當地的宣教士。 

  第七、出發前的「退修會」。布道會每次出發前都要在北京或者烏魯木齊開四

至五天的布道會。要求各個出發隊伍甚至韓國、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伊朗等地

的同工積極參與布道的準備工作，也鼓勵母會盡可能派人參與像教牧關顧，布道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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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設想等工作，而差會則通常會提前匯報將要去地方的情況、變化與期望或者上次

以來的經驗教訓總結等，再作提前佈置與分配。 

2、 精神： 

A、 無畏 

中韓 「西部同路人布道團」是中國家庭教會與韓國教會聯合第一個向穆斯林

地區傳福音的宣教組織。布道團的先賢都憑信心走上海外宣教的路。他們不以物

質匱乏、財力短缺、人手不夠……來衡量事奉的價值。像巴基斯坦的有位牧師，

有一次他在路途上遇上意外，遇見穆斯林極端武裝分子，被搶受傷，在路途中被

拋棄在深山河谷裡，但他仍舊沿河前進，恆切禱告，最終得救。  

    布道團的宣教士，每到一處都謙卑地與當地人接觸，入鄉隨俗，願意與他們共

同生活，甚至要吃難以下嚥的食物與污染的水，但他們甘心樂意的事奉，見證神

的信實 與偉大，更漸漸取得當地人信任。而宣教士自己也在宣教旅程中看見神醫

治人的手、愛護人的心、憐憫人的話，及得嘗豐富的筵席。 

B、 無私 

     xxx牧師的經歷，是很好的明證。他專一服事中國家庭教會，培育有宣教精神

的領袖，領導中國大陸自己的海外宣教事業。他曾經受逼迫入獄三次，但出獄後

與自 己的兒子一道將積攢之多年錢財為布道隊購回一輛吉普車。這種奉獻從自己

做起，為主擺上的榜樣激勵了許多願意效仿耶穌的同工。若非布道團的宣教士竭

力忠心的 服事，遠在埃及、約旦的兩座教會恐怕難以發芽。 

C、 無悔 

     布道團的使命是要到穆斯林，也就是伊斯蘭這塊最大的硬土上傳揚福音，成員

很多沒有豐厚的神學知識或牧養經驗，然而他們充滿使命感與作戰的精神。他們

的神學 就是「出去、得人」的實用性理念，就是以行動和生活實踐宣教神學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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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活出言行一致的生命榜樣，在最艱苦的興都庫什，克什米爾地區那裡的韓國

宣教士與中 國同工都從來沒有退縮過，他們半年才能夠去巴基斯坦中部城市拉瓦

品第看看讀書的孩子，但就是這樣，他們仍舊扎根在那裡給當地孩子們教授英文

與數學，還於 2004年將自己的四十美元捐獻給受海嘯襲擊的印尼難民。他們見

證傳揚著基督的大愛。這就是宣教果效的最關鍵之處—為神立定心志，無怨無

悔。 

3、不足與改善建議 

A、權力集中 

     樸甫民牧師是整個布道團的靈魂人物，他不但是發起人、策劃人、執行人、財

政司更是宣教士。然而，由於過於依賴他個人的魅力和能力，所以,當他在與其他 

同工合作的時候，沒有人能那樣全局性地為布道團掌舵，布道團雖然分工明確，

但權力過於集中，尤其在與中方合作的開始，顯得以人為首，好像是有「大人

物」在 領導，而非神。其發展火熱，忙碌卻有點「盲目」。對於曾與樸牧師並肩

同行的華人宣教士來說，他們有一位極有雄心和計劃的異國領袖，但深深感受到

不同文化、民族的差異與隔膜。在 2003年的一次中亞布道旅程中，甚至出現分

裂。兩個 團隊因為戰術的不同而沒有預先計劃好，一個因為要幫助當地巴基斯坦

教會的事工而要去南部與伊朗，另外一隊的華人團隊要把負擔、精力放在當地華

人傳福音身 上，而選擇去北部！這樣產生的分歧在一路上凸現終於導致分道揚

鑣！一個組織同時失去在行政與財政上都極優秀的人員，相互失去支援與配搭。

在以後各自的事工 上艱難舉步，實在難以繼續獲得成果，可見過於仗賴一人領

導，而當他出現盲點時，可能帶來危機。筆者曾經和一位北韓的同工建議將這種

權力的意志作為在團隊中 的一種凝聚力但非強壓力，領袖的魅力與能力來自與

神，而非自我膨脹與塑造。在一個外出的團隊中確實需要領袖個人的領導才華，

但在布道中，卻顯出的是八仙過 海，各顯神通的齊放景象，神給每個人的恩賜不

一樣。有時候，領袖只需要運籌帷幄，不需要面面俱到，善於分工與組織下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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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於同工的信任與挖掘潛力，肯定恩 賜的一種防範，也是分擔與布道實踐中組織

上的一種技巧與能力。 

B、缺乏支援 

    在 xxx牧師的《同路人辟荒記》一小冊子中，充分描述了中國一方缺乏支援的

危機。最初，xxx牧師欲得美國同行的認同推行中韓教會的這異象，於是把中國 

xx語言學院的資源，轉移為中方布道團唯一的後方支援。然而在一段時間內，學

院由於招收生源的匱乏，（特別是中國與北韓關係的微妙變化）在短時間內不能

再 成為布道團的支援，在缺乏後方支援的情況下，布道團往後的發展空間受到很

大的限制。缺乏支援主要是中國教會這邊的問題，中國教會由於是家庭教會，沒

有公開 且處處受打壓，靠海外，特別是北美與東南亞的資金來全力發展，但無論

人力，物力方面仍舊匱乏，特別是宣教士的綜合素質總體落後於韓國，就教育程

度來說就是 一個問題，另外宣教士的家庭有時候不支持去這些所謂「貧窮陌生的

國家地區」；而韓國的宣教士由於政治的原因，在穆斯林國家出入頗受阻擾，特

別是宣教士，所 以只有以不同身份進出，這些布道的困難不是朝夕可以就可以解

決的，需要國內外環境的改善。但搭配與取長補短，揚長避短是需要的，像路途

遇見穆斯林國家的臨 時關卡或者巡邏警查證件，我們就曾經機警地先由持中國護

照的同工下去主動亮明身份，由於分不清中國人與韓國人，對方以為整個隊伍均

為中國朋友，所以全部友 好放行！這是利用政治環境的優勢來巧妙過關的一種布

道生存技巧。雙方在不同境遇中只要精誠合作，互相照應，依靠聖靈，是可以克

服諸多不必要的麻煩與困難 的。所以、在實際的布道工作中，支援也是一種資

源，要善於發掘與利用，布道隊需要一種平衡協調的機制來保持前後方，左右邊

的凝聚與支持。這樣，在前方打仗 的戰士每到一處就有友軍的供給，後方也知道

前方即時的需要，旁邊一同戰鬥的戰友也清楚彼此的步伐與需要。這種「網絡」

式的佈局在這個布道團裡還需要堅固與完善。 

C、疲於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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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布道團是中韓同工合作的成果，然而布道團的內部精神未能伸延向外與其

他宣教夥伴合作。布道團的同工張 xx，曾嘗試與一名西方宣教士在宣教工場合

作，但 因兩者皆沒跨文化合作的經驗和訓練，最終各自為政。另外，布道隊試圖

與一個瑞士的布道隊合作，在醫療與神學培訓上合作，但由於試圖從多方面與多

領域與之合 作，建立橋樑從而面面俱到而失去重心與重點，力量分散，使有關人

員力不從心，在多方面都試圖建立關係的同時，顧此失彼，事倍功半，將自己手

中的一個禾場喪 失，留下教訓。另外，語言阻隔、文化差異等都是合作的重大障

礙，特別是中方的人員在綜合素質方面不及韓方，專長上尤為突出，導致了雙方

在某些能力上的失 衡。另一方面，布道團既然是第一間差派中韓合作差派華人宣

教士到外地宣教的組織，但華人教會的宣教意識仍薄弱，特別是對伊斯蘭的宣

教，而其他宗派教會或海 外宣教組織，也未能與華人宣教士有良好的溝通與分

享，更談不上同行。因此，當布道團遇上困難時，難以得到合適和合時的支援。

大陸教會畢竟在對外宣教的歷史 中缺乏經驗，另外歷史與現狀也造成了資金與支

援的短缺，筆者曾經提議將當地的團體聯合起來，如：當地的飯館、餐飲、商

販、甚至國際貿易商，從他們入手，講 布道的基點立足在他們身上，這樣可以從

當地人開始延伸觸角！如帶領一個餐館家庭信主後，在其家裡開辦福音基地或者

小組，輻射當地的居民，這樣資金可以由總 部支援，但其他一些比如需要可以由

這個家庭開始負擔，事實上，在以後的布道實踐中，巴基斯坦罕薩城就有這樣的

一個中國餐館老闆，因為他們去了 13年，對當 地真是十分熟悉，借助他們布道

可謂天時、地利、人和。聖靈打動他們全家陸續在 2年內信主後，他們的家庭和

飯館就成為一個有效傳道的基地，過往的客商均有機 會在此聆聽主聲，這個家庭

的奉獻無論物質與人力都為布道團解決不少實際問題，這種有效利用當地移民的

捷徑也成為一個後來傚法的布道模式。 

七七七七、、、、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中韓 「西部同路人布道團」是 中韓教會合作宣教事業的典型之一，現在已經在北非與

北美有了分支，主要負責籌款與事工的分享，也正在彙集更多的海外有負擔的工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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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這是一個跨越國籍與 種族，為這一個目的的事業。她不僅帶動華人、朝鮮人、巴基

斯坦人、維族人、哈薩克斯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承擔海外宣教的大使命，還成功走

訪整個「古絲綢 之路」的大多數城鄉，族類，傳揚福音，建立教會分支。到今天，因為

受著國內宗教政策的影響，這支隊伍在艱難中暗自默默壯大，其觸角也伸向歐美與北

非，但它仍舊以中國大陸這片土地為根基，尋找一支支向伊斯蘭外邦宣教的隊伍；但反

過來說，這又更突顯不同文化、族類、國度合作向外宣教的成功，特別是與中國大陸的 

華人一同向外布道的範例。但願今日的華人教會和宣教組織，從這個既成功、又失敗的

經驗中學到了功課，繼承為主傳揚福音的火熱心志，為天國、為普世福音事工努力，勇

敢邁前。 

 

 

[1]
全文詳見 www.globalmissology.org第四期宣教應用之<華人宣教先鋒號--中華國外佈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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