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被忽略的地方---科索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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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 2月在東歐巴爾幹半島發生了 ”德雷尼察屠殺” 事件.  
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塞爾維亞部隊在科索沃中部德雷尼察地區對科索沃平

民 (包括婦女, 兒童, 和老人; 他們大部份是屬阿爾巴尼亞族人) 展開一系列屠
殺. 1999年 1月, 針對科索沃解放軍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的同類屠殺事件再
次發生. 經有關各方試圖以外交政治方式解決失敗之後,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
隊正式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開戰.1  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回應則是大舉進
軍科索沃, 以更殘酷的種族淨化政策, 驅逐阿裔人民離境, 造成歐洲自二戰以
來最大的難民潮. 經過 78天轟炸, 南斯拉夫遭受相當大的損失. 最終南斯拉夫
接受了北約開出的條件, 科索沃解放軍解除武裝, 停止軍事行動; 而南斯拉夫
則從科索沃撤軍, 允許阿爾巴尼亞人回鄉重建家園, 並接受聯合國維和部隊的
監督. 於是科索沃戰爭宣告終止. 
 
事件記憶猶新: 當時我仍在廣播電台工作, 老闆安排我在一次晨禱會上負責跟
同工講解事件的來龍去脈, 並為這地祝禱求平安.  
 
事件一幌 20多年了. 最近閱讀了為 ”經濟學人” 撰寫分析文章的英國學者猶達 
(Tim Judah) 所寫介紹科索沃的一本書.2 心有戚戚然.  
作者以歷史發展作為脈絡, 把這地從 13世紀開始至今, 理順前因. 列強在這片
土地上的你爭我奪, 多場大小不一的戰爭出現; 另外作者也把阿爾巴尼亞民族
和塞爾維亞民族多年間的 “血海深仇” 作個簡單分析. 作者也指出, 科索沃固然
已經獨立成國 (縱然還有不承認它為國的人/國家), 但要走上健康發展的路仍
十分艱鉅. 
 
看一下地圖, 科索沃位於混亂的巴爾幹半島中央, 歐洲的中南部, 黑海的唯一
出入口. 每次在這裡出現什麼風吹草動, 科索沃便無法逃避. (100年前第一次

 
1 這次戰爭也涉及 1999年 5月 8日, 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遭北約轟炸, 造成 3名記者遇難, 20多人員輕重傷 
   事件 
2 Tim Judah, Kosovo---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作者多年來對巴爾幹半島的 
   歷史及近代發展什有研究, 也曾撰寫及出版一些有關這地區國家人民的文章和書籍 



世界大戰就是在這裡觸發的.) 
 
政治強人鐵托 (Josip Broz Tito) 在 50年代開始執政時, 有能力把整片土地統領, 
建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把多族人民團結起來. 不過在他 1980年
去世後的 10年, 東歐多國經濟衰退, 加上民族主義的復活, 南斯拉夫境內民族
間出現不和及分裂. 蘇聯政權倒下, 導致南斯拉夫在 1992年正式解體; 分裂出
北馬其頓, 塞爾維亞, 波斯尼亞赫塞哥維納, 克羅地亞, 斯洛文尼亞, 黑山等六個
被受聯合國承認的國家.  
那科索沃呢? 我們都深知, 國際政治, 主權, 經濟, 利益, 民族認同, 宗教信仰…千
絲萬縷, 全都扭在一起, 互為影響, 無法分割單獨理解. 科索沃卻幾經艱辛, 付上
沉重代價, 在周邊國家和民族虎視眈眈的壓力下, 延至 2008年 2月 17日才宣
佈獨立, 成為科索沃共和國; 正式脫離塞爾維亞的統治和控制.  
可時至今天, 國際上認可和接納它是獨立國家者只有 98個. 由於聯合國安理
會的常任理事俄羅斯及中國反對 (他們仍視科索沃為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 
至今科索沃仍未能加入聯合國成為正式會員國. 
 
按資料顯示, 科索沃全國人口約 160萬, 超過八成為阿爾巴尼亞裔人. 他們跟
旁邊的阿爾巴尼亞國的往來十分緊密; 但另一邊經濟實力較強的塞爾維亞國
對科索沃的影響力十分強大 (他們宣稱要支援在科索沃的塞爾維亞族人). 其中
一個例子: 科索沃的法定貨幣是歐元, 不過塞爾維亞的貨幣在科索沃卻也廣泛
流通使用 (什至被視為第二合法貨幣). 
除了民族和經濟因素之外, 宗教也是其中一項主要爭議的原因. 阿爾巴尼亞族
人大多信奉伊斯蘭教, 而塞爾維亞族人卻大多信奉東正教. 這種民族+宗教信
仰的合併, 導致分歧更為尖銳, 不易處理. 
 
據了解, 有一些國際宣教機構/差會已經在這裡展開不同類型的事工, 包括個人
佈道, 建立聚會點, 社區關懷, 領袖訓練等.3 可惜至今還沒有任何華人教會差派
工人在這個國家/地區作福音見證. 
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連同幾間其他機構將會在明年 (2025年 4月) 主辦第 5
屆華歐宣教大會, 之後還有一個為期 7天的宣教探訪行程, 地點包括科索沃.4 
 
作為關懷全球宣教事工的一份子, 我們要了解這個地區的實際情況和需要, 確
實不大容易. 讓我們不氣餒, 不忘為這 ”巴爾幹火藥庫” 祝禱: 能有肢體受聖靈

 
3 這些國際機構包括 Christian Aid Mission, OM, European Christian Mission, OSCAR, C&MA 等. 有興趣者可直接 
   登入這些機構的官方網頁了解詳情 
4 有興趣者可直接登入網站 https://www.mbts.org.my/huaou2025 了解詳情 

https://www.mbts.org.my/huaou2025


感動, 願意前往該地區燃點基督愛人救人的火燄, 讓當地民族間的舊愛新仇, 
因對耶穌的盼望而得到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