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教重地---泰國                                                                                         羅定獎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這是三年疫情後的首次, 同工們在國外主辦退修會---地點是泰國曼谷. 
會後有同工提出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問題: 這麼多年來, 來自世界各國的宣教士
大量投入該國的福音事工中, 為何信徒至今仍然那麼少? 1 
不過, 這個問題也不是新鮮的話題, 什至誇大一點說, 那是個老掉牙的話題 (除
了泰國出現這個情況之外, 另一國家, 日本, 也被稱為福音硬土, 宣教士多年的
努力, 當地信徒的比例一樣不成比例的偏低). 隨便在網上搜一下, 可找到不少
有關的分析和探討文章. 今天側重泰國. 
 
這不是我第一次踏足泰國 (曾來過曼谷 2次, 北部清邁 4次, 清萊 1次), 所以對
這個國家不算太陌生. 
記憶所及, 幼兒時代, 有人送了一條泰國榴槤膏給先父, 他視為珍品, 但也慷慨
地跟我們分享…eeeee…貓屎味, 不喜歡, 泰國沒好東西! 
往後有機會接觸泰國, 是我的教會在學習參與普世宣教初階, 支持了一位別教
會差派前往泰國的宣教士 N弟兄. (當時他還是年青, 單身, 後跟當地一位姐妹
結合, 引發爭論, 被取消了支持, 多年後那位姐妹也願意走上服侍道路, 在當地
聖經學院畢業後, 跟丈夫同心服侍, 結果再次以宣教士身份被接納被支持, 後 N
兄被按立成為牧師.) 那是 40年前的事了. 
我曾在泰國上課 2周, 跟來自十多個不同國家背景的 20多位同學一起學習有
關於 “信息傳遞” 方面的課程. 那是我第一次踏足泰國, 一切都顯得蠻新鮮. 期
間認識了酒店內售賣珠寶的華裔老闆. 他竟然答應帶我逛超市, 什至把店舖關
上不營業…感動. 在前往超市途中, 親眼看到這位好人的另一好行為, 沿途把馬
路上的垃圾拾起來, 收集一堆後放進垃圾桶內. 好一個環保的泰國善心佛教徒.   
 

 
1 維基百科指出, 到 2021年泰國基督徒佔該國人口的 1.2%.  
  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ity_in_Thailand#:~:text=Christians%20are%20numerically%20and%20 
        organizationally,Sariang%2C%20Mae%20Hong%20Son  
  另專欄作家 Tessa Sanchez 在 2023年 5月 23日於基督教刊物 Christianity Today 撰文 “Blessed are the  
   Meek Missionaries in Thailand” 指出, 在泰國的宣教工作已展開 200年了, 但信徒只有全國人口的 1% 
   參: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3/may-web-only/meekness-thailand-buddhism-christianity-  
         evangelism-respect.html 



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在過去 200年沒有停止在泰國傳遞耶穌基督的救恩. 香
港在 70年代起步參與普世宣教工作, 教會圈內對泰國進行宣教服侍如雨後春
筍, 但也不是一帆風順. 30多年前, 泰國政府也曾頒下命令, 取消 ”宣教士” 簽
證, 促使憂心忡忡的肢體多了一份緊張, 多了一份禱告. 但事實上前往該國服
侍的宣教同工, 從來沒有停頓過. “往泰北短宣”, 已經成為潮流, 熱搜.  
按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公佈的 2021年香港宣教士調查, 全港 654名現役宣教士
中, 前往泰國服侍的佔 11.54%2 (按簡單計算是 75人), 排名榜首. 其中多名是我
的老友, 在泰南服侍穆民的, 在泰北服侍少數民族的, 在泰中服侍佛教徒的, 都
有. 而且, 每年前往該國進行不同形式 ”短宣” 的, 絡繹不絕. 既是如此, 為何至
今泰國的信徒仍是如此偏低? 泰國是好土, 值得我們投資這麼多嗎? 
 
先從圈內人士眼光評鑑一下, 為何泰國如廝吸引. 
對香港, 台灣, 什至中國的教會而言, 前往泰國參與宣教 (無論長宣短宣訪宣…) 
都來得自然. 吸引條件包括: 
     地理位置適中, 往返舟車時間不多 
     泰國位於亞熱帶, 氣候不會暴冷暴熱 (或極冷極熱)  
     該國國民生活水平不太高, 經費投入適中, 花錢相對不多 
     入境簽證容易辦理 (香港市民什至可免簽證入境) 
     佛教為主的泰國人相對友善, 起碼不敵對, 相對安全 
     宗教開放自由, 對不同宗教信仰都較尊重, 傳福音這行為沒有政府干擾 
     旅遊業是該國經濟命脈, 不少觀光休閒打卡景點. 為主工作完畢可順道休假  
     該國的產物豐富, 如水果小吃, 什具吸引力, 價廉物美 
對其他西方國家教會而言, 上列條件同樣適用. 難怪不少國際差會每年都會在
泰國主辦年會, 讓工人來到一個相對 “較文明開放且安全” 的地方可以喘一口
氣, 退修, 小休. 
 
問一下 ChatGPT, 為何 200年的宣教投資, 卻沒有看到明顯果效? 它提供了 8個
分析原因3, 簡單譯述 
1. 泰國深受佛教影響, 有豐厚的文化根源, 早已根植在泰國人中, 並主導人民 
    生活. 外來宗教或信仰體系不易構成挑戰 (或威脅) 
2. 宣教士前來學習當地語言以作溝通和傳遞信息之用. 不過泰語博大精深, 不 
    易掌握 
3. 泰國政府保護其自身的文化及宗教而制定各種規則, 什至限制外來傳教人 
    士的活動, 當然影響他們的傳教成效   

 
2 https://hkacm1973blog.wordpress.com/category/往普天下去-2022年 9-11月號/  
3 https://chat.openai.com   



4. 泰國過去幾十年在社會民生方面有重大發展及進步. 當地人民生活物質條    
    件得以改善, 對外來宗教的興趣不大  
5. 宣教士在傳教時, 因對泰國文化的敏感度不高, 導致跟泰文化產生衝突. 認 
    識了解當地文化有助建立信任 
6. 泰國是一個包容性強的國家, 無論佛教, 伊斯蘭教, 本土精靈等, 都可以存在.  
    基督教傳教士面對不少競爭對手 
7. 皈依另一宗教成為基督教徒, 不會立竿見影, 需要很長時間改變他的信仰和 
    世界觀, 成長是漸進的, 也涉及個人因素 
8. 泰國跟全球其他國家一樣出現世俗化, 減少了對宗教信仰的熱誠 
 
看官諸君, 滿意這個分析嗎?  
基本上這 8個分析都可以放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宣教事工上.  
 
我且畫蛇添足一下.  
1. 過去西方傳教士傳出耶穌救罪人的真理, 重點標榜認罪, 十字架, 救恩等 (學 
    園傳道會的 ”4個屬靈定律” 就是表表者). 可相對泰國人接受的小乘佛教, 不 
    殺牲, 善行積德…產生的意義不大 
2. 至今我們仍是傳遞充滿西方味道的基督教, 顯示過去 200年來宣教士對泰 
    跨文化的了解和掌握, 還沒有深化溶入 (integration) 泰國文化和泰國人民的 
    生活中. 宣教同工需要提昇跨文化的能力, 創建泰國的耶穌文化 
3. 一個 200年的硬土, 需要聖靈的能力作出翻天工作. 我們祈求天父出手震撼 
    這個國家, 帶來回轉. (介紹你閱讀傑森喬治著的 “三維福音---在罪咎, 羞聇和 
    懼怕的文化中傳福音”. 對權能方面有啟發性指導 )4 
 
看官諸君, 你可有啥高見? 
讓我們不氣餒, 繼續為這個佛教為主的國家祝禱. 
 
 
 
   
 

 
4 三維福音---在罪咎, 羞聇和懼怕的文化中傳福音, 傑森喬治 Jayson Georges 著, 中華三一出版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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