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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主題文章主題文章主題文章 

******************************************************************** 

 

穆宣的拓荒先鋒穆宣的拓荒先鋒穆宣的拓荒先鋒穆宣的拓荒先鋒 

 

樂兒樂兒樂兒樂兒 

 

當世界大事引起了人們對伊斯蘭世界發展的關注；為數有限的穆宣工作者正試圖喚醒教

會對十三億穆斯林靈魂的關注；香港信徒因身邊擦身而過的面紗婦女而驟覺穆斯林離自

己不遠的當下，原來神早已在多個世紀以前不斷預備和差派祂的眾僕人走進穆斯林的地

區。13至 14世紀駐足北非的雷蒙納爾；17至 18世紀身處印度和波斯的亨利馬田；19

至 20世紀由中東走到世界各地的池維謀，在突厥地區奔波的胡進潔，在中國西北和泰

南馬來人中間生活的海春深等，他們原本也身處漠視主耶穌使萬民作祂門徒的大使命的

社會環境之中，卻因對神的委身，得知當時數以百萬計的靈魂不斷失喪，義無反顧地與

為數稀少的同路人走進穆斯林當中，並持續冒著作工效果不顯彰、失去至愛親人和個人

生命沒有保障等困難，一生甘心奉獻，走在窄路上，一而再地顯明神從來沒有忘記那些

未聞救恩的生靈，總是願意把福音的真光照遍每個角落裡的人。 

  

雷蒙納爾雷蒙納爾雷蒙納爾雷蒙納爾（Ramon Lull, 1232 – 1315）─「第一位走進穆斯林的宣教士」 

雷蒙出生於地中海馬略卡島帕爾瑪市一個富裕顯赫的家庭，青年時在皇室任管家，曾經

放縱享樂，自言那是以享受與罪惡為友的快樂。三十四歲悔罪歸主，變賣財產分給窮

人，立志將自己和妻兒奉獻給主。 

雷蒙出生的 13世紀，宣教熱情只反映在十字軍的熱情。他們拿起刀劍，最後又死於刀

劍之下。雷蒙則試圖以犠牲的愛去做傳道的工作，他曾寫了這句話︰「我看見許多騎士

越過大海趕赴聖地，他們認為可以通過武力達到佔有它的目的；但最後，在他們獲得預

期的目標之前，所有一切 都破滅了，因此我認為似乎不應該企圖征服聖地，除非用祢和

祢的使徒曾經使用的方式，也就是藉著愛和禱告，並流出眼淚和鮮血。」 

雷蒙學習阿拉伯語九年，後用邏輯衛道的方法寫成 Ars generalis ultima一書以領穆斯林

歸主，並遊說當時的國皇成立訓練傳道者和學習東方語言的學校，也曾試圖說服多個教

皇以傳道而非武力去面對伊斯蘭教的威脅。他更直接走進穆斯林中間，五十六歲開始，

他先後到過北非突尼斯、東歐亞美尼亞及北非布吉亞等穆斯林為數眾多的地區傳道，遭

遇驅逐離境和被人投石反對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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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馬田亨利馬田亨利馬田亨利馬田（Henry Martyn, 1781 – 1812）─「現代第一位向穆罕默德跟隨者傳道的宣教

士」 

亨利在英國出生，十九歲時信主，曾任劍橋聖三一教堂助理牧師，1805年隨東印度公司

作隨行牧者前赴印度，當時印度包括今日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他涉獵的語言包括印度

斯坦語（北印度語言，與印地語和烏爾都語共通）、波斯語、孟加拉語和梵語等，五年

間完成烏爾都語和波斯語新約聖經的翻譯和督導阿拉伯文新約聖經的翻譯，於波斯城市

設拉子生活了一年，最後在三十一歲英年時前往阿拉伯途中病逝於亞美尼亞。 

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給他兩個稱號，一為聖人和學者，二為現代第一位向穆罕默德跟隨

者傳道的宣教士。他和翻譯員們所完成的烏爾都語和波斯語新約聖經仍然有未盡善之

處，特別是前者，但是卻已為未來的聖經翻譯和宣教工作奠下了美好的基礎，他特別的

生平和工作也影響了不少生命，他的跨文化宣教經驗也對後世的宣教研究產生了深遠的

影響。今日在劍橋仍有以他名義成立的亨利馬田教堂、差傳中心和宣教基金。 

  

池維謀池維謀池維謀池維謀（Samuel M. Zwemer, 1867 – 1952）─「宣教的王子，向伊斯蘭宣教的使徒」 

荷蘭和美籍混血兒，生於一個改革宗教會牧師的家庭，在十五個子女中排行十三，兒時

父母已許願將他獻給神作宣教士。 讀大學時在學生志願運動的聚會中獻身宣教，在神學

院與學長甘雅各布（James Cantine）同心委身穆斯林宣教和以中東為目的地，但是當時

一般差會都不願差人去伊斯蘭地區，於是他們便創立阿拉伯差傳會（The Arabian 

Mission）。 

池維謀於 1890年前往中東，經紅海、阿丁（Eden）、莫斯凱特（Muscat）直到巴林，

在當地服侍，1894年阿拉伯差傳會正式歸入改革宗名下，1896年與聖公會傳道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魏愛美（Amy Wilkes）結婚，二人同心在巴林事

奉，首兩名女兒因痢疾病逝和葬於巴林，後再育有一子一女。 

他畢生致力伊斯蘭研究和寫作，著有二十多本書和出版《穆斯林世界》（The Moslem 

World）期刊。曾任普林斯頓大學宗教歷史學和基督教宣教學榮譽教授，亦在學生志願

運動的聚會中擔任講員，讓教會更多認識伊斯蘭世界的福音需要，於穆宣發展影響深

遠。 

  

胡進潔胡進潔胡進潔胡進潔（George Hunter, 186? – 1946）─ 「戈壁上的蘇格蘭人」、「孤獨的戰士」、

「突厥斯坦的使徒」 

胡進潔是喬治亨特先生到中國後所取的中文名字。胡氏在 1889年加入中國內地會，來

到中國後，胡氏發現西北突厥斯坦的福音需要，即現今新彊維吾爾自治區及中國與哈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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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和吉爾吉斯接壤的地區，包括戈壁沙漠、天山、哈密、烏魯木齊與喀什等地。胡氏作

工的方式主要是將不同語言的聖經或福音傳單派發給在絲路上遇到的族群，包括穆斯林

為主的東干人、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並其他種族如藏人、滿州人、蒙古人和俄羅斯

人等。曾探訪他的一位宣教士，就對他跪在牀前禱告神的事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氏早年已面對深愛的未婚妻在英國病逝，到中國後發現單身更能專心和方便來往於荒

漠和高山地區，便定志一生不會結婚。他一直孤身傳道，生活簡樸，直至一位青年同工

馬先生（Percy Mather）加入，二人難得地合得來，只可惜馬先生 1934年因照料傷病者

時染病，盛年時被接返天家，令胡氏不勝懷念。 

胡氏晚年面對該地政治局勢的不穩定，曾被誣告為英國間諜，接受蘇聯秘密警察的逼供

和囚禁，嚴重打擊他的精神健康，最後在政治環境緩和後獲得釋放，享年八十多歲。 

因著胡氏，英國人才得以聽聞中國西北山區荒漠區域不同種族的靈性需要。 

  

結語 

以上天國的拓荒先鋒，他們創新了地域、文化語言和事工組織等不同領域的工作。昔日

向穆斯林傳福音的挑戰，至今仍存，甚至他們的人數增多，但是前人的步履，神願萬人

得救的心意，卻可策勵我們，讓我們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接續未完成的使命。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

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來 12: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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