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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21億人口、6659個族群為「福音未得之民」 

記者/作者: 夏俊明  日期: 2016-05-17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全世界最多未得之民的族群在印度，印度有 2000 多個族群屬於未得之民， 

其次才是 400-500 之間的中國。圖為印度。（Timothy Tay 提供） 

 

根據哥頓康韋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所製作

的 2016 年全球基督教狀況數據指出，目前全世界有 21 億人口仍屬於福音

未得之民。在「Joshua Project（約書亞計畫）」的資料中進一步提到，全

世界共有 16464 個族群，未得之民的族群為 6659 個，約佔 40.4％。 

綜觀全世界的未得之民，聯合差傳秘書長彭書睿受訪表示，即便全世界差傳

已經為了未得之民的宣教搭造「Call2All 」等全球宣教動員平台，但實際上

台灣教會真正參與在海外跨文化宣教的教會近 7％，而其中真正是向未得之

民傳福音的就更少了。 

時值聖靈降臨節，他呼籲，耶穌賜下的是「大使命」不是等到有空才去做的

「大建議」。福音要傳到地極，今日的教會不忘自己正用生命撰寫使徒行傳

嶄新篇章。 

https://www.ct.org.tw/?author_name=%E5%A4%8F%E4%BF%8A%E6%98%8E&search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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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恩．哈奇克拉夫特事工（Ron Hutchcraft Ministries）的羅恩．哈奇克拉夫特（Ron 

Hutchcraft）在美洲原住民中宣教時親身見證了個人生命故事的威力。他說：「經過四百年的

差傳工作後，估計只有百份之四的美洲原住民認識基督，極難突破。但我曾觀察在團隊裡的

美洲年輕原住民信徒，也曾跟他們談論這事；當他們講述自己的希望故事──就是沒有基督時

的生命和因耶穌得著不一樣的生命時，就開啟了從來沒有打開過的心，使四百年來印第安人

（Indian）的差傳事工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分享你的故事表示你也要有同理心傾聽他人的故

事。如果你有充足的時間傾聽他們的故事，你就會被授權去講述你的故事，從而有機會講述

祂的故事和祂在十字架和空墳墓所發生的事，與及如何改變你的生命且可以永遠改變他們的

生命。擁有改變生命能力的故事與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信息──耶穌基督的福音的結連，這就是

得勝組合。」https://www.mnnonline.org/news/missions-tip-powerpersonal-story 

📌前譯經員和國際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International）榮譽主席喬

治．科恩博士（Dr. George Cowan）於 2017年 2月 11日（星期六）安息主懷，享年一百歲。

美國威克理夫（Wycliffe）主席和執行總監鮑勃．克雷森（Bob Creson）說：「他的熱情和禱

告生活成為傳奇。」1982至 1995年，喬治以喜樂的心帶領美國威克理夫的禱告事工部門和統

籌為未有《聖經》之民禱告項目（Bibleless Peoples Prayer Project）。喬治的女兒路得

（Ruth）說：「爸爸認為參與禱告事工是喜樂和榮譽，與他生命中所做的其他事情同等或更

重要。他愛禱告及進到主面前。」喬治在幾年前的分享很好地總結了他堅定不移的熱情，他

說：「我擁有的《聖經》譯本多得令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但外面那個可憐人呢……他甚麼也

沒有。我如何為他禱告……我只能求神照祂已賜給我的同樣地賜予他。」

https://www.wycliffe.org/blog/posts/in-memory-of-drgeorge-cowan 

📌聖經協會（Biblica）執行總監卡爾．莫勒（Carl Moeller）指出，如果你認為神的呼召單單

與工作或職業有關，會讓你以為「受聘」為宣教士或福音佈道家才是唯一「被呼召去宣教」

的人。對此觀念，莫勒提供一點背景資料，解釋教會這樣理解呼召的歷史背景及為何如此改

變。「眾所週知，職業或呼召的概念與古代大公教會的聖俗二分想法的呼召有關。後來，當

宗教改革來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其他人重新定義呼召是我們以職業及努力工作

使神的名得榮耀。宗教改革前，呼召使神職人員──神父、修道士、修女──與一般平信徒大大

分開。宗教改革的神學卻說『不』，認為呼召是為所有人預備的。我們所做的一切、所有的

生活，都活在察看和施慈愛的神面前。所以，我們所有人都被呼召作某些事物、在祂的國度

裡作出貢獻。」https://www.mnnonline.org/news/christians-calledmissions 

----------------------------------------------------------------------------------------------------------------------------------- 

全球差傳正策略性向未得之民宣教 

十多年時間，全球宣教機構為了讓未得之民的宣教能夠有策略進行，各自將

自己的計畫、方向、目標透明化，在縝密的田野調查後，凝聚資源與力量，

向這六千多個未得之民的族群，把福音帶到他們當中，讓他們能聽聞福音之

際，更能建立自己的教會、擁有自己語言的聖經，培養出同族群的宣教士，

有能力向本地人傳福音，但這才使「未得之民」的族群數目少了「1」。 

根據聯合差傳近年統計，台灣聲稱參與宣教的教會約 28％，實際差出宣教

士約 14％，真正進行海外跨文化宣教約 7％，而到了海外向跨文化族群宣

教，其實並不代表就包括向未得之民的族群傳福音。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missions-tip-powerpersonal-story
https://www.wycliffe.org/blog/posts/in-memory-of-drgeorge-cowan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christians-called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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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年以來，東非幾個地區因糧食短缺導致的人道需求增加了三倍。美國敞開之門

（Open Doors）推廣主任克里廷．賴特（Kristin Wright）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埃塞俄比亞

南部（Southern Ethiopia）駕車前行的經歷，當地迎來多個月後的第一場雨。我在路邊看到兩

名年幼而瘦弱的孿生女孩（我亦有一對孿生侄女，看上去與她們同齡）。這兩名女孩在路邊

舀起一杯杯髒水，我想應該是拿回家給家人。霎時間，我在那兩名女孩身上看到我家人的影

子。我認為無論任何時間，都可以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看到我們的兄弟姊妹及家人，這有助

我們緊記切勿落在疲憊之中何等重要，我們要繼續大聲宣告，繼續成為一把聲音，並幫助那

些正在受苦的人。」https://www.mnnonline.org/news/east-africafood-prices-expected-spike-

drought  

📌2月 13日，關注中東（Middle East Concern）呼籲為阿米．納德．阿弗沙（Amin Nader 

Afshar）和哈迪．阿斯卡里（Hadi Askary）禱告，他們是在伊朗德黑蘭（Tehran, Iran）埃文

（Evin）監獄歸信主的基督徒。2月 14日，總檢察長辦公室負責人阿利．阿巴．巴泰阿里

（Ali Akbar Bakhtiari）和他的副手探訪埃文監獄。探訪期間，他們答應審查政治囚犯的情況，

包括哈迪和阿米以及其他因宗教信仰而被監禁的人。哈迪和阿米最近被傳召為自己的案件辯

護，其後被准許將保釋外出的金額從 20億減至 17億里亞爾（約 52,000美元）。他們得到案

件會被跟進的承諾，因而結束絕食，並等待進一步的消息。求主賜予哈迪和阿米以及因信仰

被監禁的人有健康，並盡快得著釋放。http://www.meconcern.org/2017/02/16/iranupdate-on-

firuzkuh-christian-converts 

Prayer materials retrieved from Chinese Churches Today  
Compiled by Perth Alliance Church in May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to the respective publishers 

----------------------------------------------------------------------------------------------------------------------------------- 

 

根據近六年統計，未得之民的數目確實在急速減少，以至於出現負成長，彭

書睿說，這是因為全球宣教單位（教會、機構等）已經進行策略性的合作十

多年，把重要資源放在重要需要上，針對性的向未得之民的族群進行宣教工

作。「然而台灣教會在這一方面，參與的太少」他感嘆。 

更要警醒的是，雖然未得之民的宣教行動增加，但全球基督徒比例卻沒有改

變，代表兩件事情： 

1. 全球增加的人口中，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等未信者的生育率比基督徒來得

多，而穆斯林與印度教是打從出生就加入信仰，並以此維繫文化。 

2. 基督徒的信仰傳承發生斷層，第二代、三代信徒的流失，加上教會前門

宣教、後門流失的危機還在持續上演。這提醒我們，在我們把向未得之

民以及各種族群的宣教工作視為「開源」之際，也不要忘記「節流」。 

在全球宣教數據中，另外顯示出「宣教士」的數量減少，彭書睿指出在於向

未得之民的宣教禾場，許多地方的宣教事工是不得用「宣教士」的身分進

行，多數必須要有第二身分，可能是醫師、老師、商人、基礎建設者或慈善

家等，「就是不能叫宣教士」，因此現在出現許多「不叫宣教士，卻做宣教

事」的服事。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east-africafood-prices-expected-spike-drought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east-africafood-prices-expected-spike-drought
http://www.meconcern.org/2017/02/16/iranupdate-on-firuzkuh-christian-converts
http://www.meconcern.org/2017/02/16/iranupdate-on-firuzkuh-christian-conv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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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往北韓（North Korea）的旅程中，跨國界願景（Vision Beyond Borders）的帕特里克．

克萊恩（Patrick Klein）向導遊問了幾條有關金正恩和他家人的基本問題，導遊以訊息沒有被

政府公布來回應他。現時北韓人民不能上網，外國媒體或書籍均為非法物品，國內電視節目

都屬官方宣傳。故此，當基本事實被排除，平民若非被強迫，也是被鼓勵去相信金氏家族是

神聖的。根據國家公共廣播（National Public Radio）的報導，剛脫離北韓的官員太永浩認為增

加資訊流通和減少審查有助削弱金正恩的權力。換言之，真相會為國家帶來自由。克萊恩說：

「從我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認識，北韓的基督教曾經歷復興，每家至少有一位基督徒。」令

人驚訝的是金氏家族也曾有祖先是基督徒。求主除去北韓政權對資訊的攔阻，讓平民有機會

認識真相和真理。https://www.mnnonline.org/news/lies-entanglenorth-korea 

📌在尼泊爾（Nepal）各地，信徒遇上近乎不可能的支持者，他們因看到基督的愛被實踐而受

感動。亞洲機遇（Asian Access）的喬．漢德利（Joe Handley）說一位當地領袖於 2015年的地

震後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如何發起支援行動，亦沒有人前來幫助他。」雖然這位領袖當時

禁止外來基督教團體前來援助，但當地少數基督徒決定捲起衣袖，幫助救災。「幾天後，他

來到跟隨我們一個朋友的門徒面前，對他說：『你們是唯一在這裡幫忙的人。你知道嗎？我

想認識你們所信的耶穌。』漢德利說，今年 2月，他碰見這位領袖，他在一年內於群山中建立

了三家教會。」求主堅固在尼泊爾群山峻嶺中的教會領袖及信徒，讓他們有至死忠心的信心。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nepalesechristians-standing-strong-amidst-struggles 

📌2016年是希臘（Greece）最溫暖的冬天，但無助已處於不堪境況的難民營。自三年前起，

在那裡滯留的人約有六萬。到去年為止，AMG國際（AMG International）接觸每個難民的時

間均很短，因大多數難民只途經希臘以前往西歐。後來北部邊境關閉，成千上萬人被困希

臘，他們的唯一選擇就是進入緩慢的庇護審批過程。AMG開辦日間中心，提供各種服務。塔

索斯．艾安尼迪斯（Tasos Ioannidis）說很多人都信了主。有些成為基督徒的人甚至參與他們

事工，為操阿拉伯語（Arabic）和波斯語（Farsi）的講員傳譯。他說：「一份報告指出，過去

10年，這裡有 90家教會在難民與移民中被建立這……些人靠自己逃離暴力；若不然，我們無

法接觸他們。」求主繼續堅固流離失所的難民，讓他們有機會認識福音。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hospitality-spurstransformation-refugee-camps 

 

大使命不是大建議 

雖然年輕世代的信徒有流失危機，歐美宣教動能看似不如過往，但彭書睿卻

認為，年輕一代的全球眼光被打開、語言能力更好，包括交換學生、擔任國

際志工，有了更多接觸外國人的經驗，這對於他們在「出走式」的宣教上是

帶有更多熱情與意願的，「然而，不要忘記年輕人在經濟能力上卻也是特別

需要支持的」。 

因此，彭書睿期待看見台灣有更多「宣教的教會」興起，勝過「個別宣教士」

興起，如此的宣教服事才不會是斷源的服事，也才有接續的力量與人力。 

時逢聖靈降臨節，彭書睿談到，身為活在使徒行傳第 29 章（使徒行傳只有

28 章，意指 29 章是今日的教會）的你我，必須要看見普世宣教的需要，甚

願特別在未得之民的宣教上，一起有份參與其中，這是教會本該做的事情。 

(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https://www.ct.org.tw/1282249)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lies-entanglenorth-korea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nepalesechristians-standing-strong-amidst-struggles
https://www.mnnonline.org/news/hospitality-spurstransformation-refugee-camps
https://www.ct.org.tw/1282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