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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大 18 日展開，這陣子大陸官媒熱播紀錄片《輝煌中

國》為十九大暖身，報導的內容當然包括一帶一路，因為一帶一路

將會是令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留名青史的重量級國政大略。 

 一帶一路除了有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的觀察與解讀方向，

事實上它也深具宗教意涵，特別是對基督信仰而言，中國大陸的一

帶一路已成為 21 世紀最激勵信徒的事件。這條「陸上絲綢之路經

濟帶」竟正好吻合始於 1940 年代的福音回傳策略與行動。當時提

倡從中國大陸的大西北經過中亞、中東等穆斯林國家，而後將福音

傳回耶路撒冷。 

 然而受到抗戰、國共內戰等影響，這個福音行動至終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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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將近 70 年後，一帶一路的「一帶」向西經過的哈薩克等

國，正是過去宣教士們渴望進入、卻有重重關卡的地帶，如今則是

習近平經濟發展策略中的首要區域，等於是打通了華人西進的宣教

之門，有機會完成未竟的歷史大業。這是巧合抑或是命定？ 

 一帶一路經過 13 個東正教國家、10 個佛教國家、29 個穆斯

林國家、10 個天主教國家、2 個印度教國家、2 個基督新教國家、

1 個亞美尼亞教派國家與 1 個猶太國家；其中有許多是所謂的「10

／40 之窗」國家。 

 「10／40 之窗」是基督教的宣教用語，指位於北緯 10 度至

40 度的西非至亞洲地區。基督徒關心所謂全球不識福音的 30 億人

所分布的 55 個國家，其中有 97%就位在「10／40 之窗」內。 

 長期以來，「10／40 之窗」內的國家幾乎都不容許宣教士入

境，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自 1990 年代的伊拉克戰爭以來，其宣教士

進入穆斯林國家困難重重，對該區的福音工作而言，非西方宣教士

越來越重要，因此，包括 2015 年發起的「宣教中國 2030 策略」

就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而一帶一路的倡議以及亞投行的設立，

更被視為是重大助力。 

 但這並不表示華人宣教沒有阻力。今年 5 月有 2 名年輕的大

陸宣教士在巴基斯坦遭遇 IS 綁架並殺害。以伊斯蘭信仰為主的當

地人認為這兩人的行為是一種「宗教騷擾」，並不足取。 

 儘管「殉教」在基督教的歷史上、甚至現今的世界並不罕見，

當事人或許也自認是為所當為，不過，讓信徒正確分辨信仰與盲目

狂熱之不同，理性且充分認識所將前往的地區，並擁有健康的宣教

理念極為重要。畢竟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也都值得尊重，不論

他信仰的是什麼宗教。這一點，務請銘記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