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世界的基督徒一直期待盼望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他自己在马太福
音24:14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
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
到。”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有上千的少
数民族语言群体还未听到耶稣基督的福
音，其中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里就有将
近180个少数民族语言群体。这些少数
民族语言群体被称为尚未接触的未得之
民。如此称呼，乃是因为在他们中间广
传福音，建立教会的策略还没有被执
行。这些未得之民如何能听到福音，并
且如何能够在天上宝座前敬拜上帝？

你可以透过祷告来参与得着这些未得之
民的福音事工。祈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
去这些未得之民中收割庄稼，并且为这
些未得之民祷告。本祷告手册为你列出
中国的31个最少听闻福音的未得之民，
让你可以每一天为他们祷告，也让你可
以开始认识他们的文化和拦阻他们听到
福音的障碍。他们被列在此手册中的原
因，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人口较多，而且
是他们还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语
言。我们邀请你一起来参与这个祷告事
工，透过这个31天的祷告手册，按语言
和未得之民的分类，委身以每天为这些
未得之民祷告。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如何为基督赢得这些
未得之民的信息，请与我们联系。电子
邮址为

gowest@pobox.com





村人是汉人的后裔，大约一千年前移居

到海南岛，与海南黎族毗邻。历经几代

的通婚，他们最后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语

言、文化及民族特色。

现今，有88,000村人生活在海南岛西部

昌化江两岸。而海南岛是中国南面的一

个热带岛屿。村人从事渔业和农业，他

们主要的农作物为大米。此外还有椰

子、咖啡、腰果、橡胶、芒果及其他

种类的热带水果。海南岛气候温暖、湿

润，因而，他们可以种植全年的作物。

村人过去非常贫穷，他们也没有自己的

传统服饰。

村人讲村语，而他们自己称之为“村

话”。村话源自于汉语，但又借入了其

他一些少数民族的词汇。大多数的村人

非常迷信，他们通过占星来作抉择。也

有很多人信奉中国民间宗教及万物有灵

论。然而，大部分的村人完全活在属灵

的暗昧之中。他们在田间劳苦，来养活

家人。

大约20年前，一个在香港的宣教团体将

福音带给了一些村人。他们之中有几个

人欢喜快乐地接受了福音的好消息，并

向他们的亲友分享。现在大概有200个

村人信徒，但仍然有五分之四以上的村

人尚未听到过福音，而且也没有翻译成

村话的圣经及福音材料。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保守语言学家们会尽快将圣经

译成村话，好使村人能用自己的语言

听福音。

>求神帮助那些村人信徒能够勇而无

畏地向他们的亲友分享基督的真理以

及因信主而有的盼望。

>求神向村人显明他自己，使村人愿

意寻求那位天地万物的创造主，而不

是信靠天上万象。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祈求上帝，将来有一天，鼓楼能成

为大部分村子的中心场所，让村民在

这里崇拜唯一真神上帝。

>祈求上帝，将来有一天，在山谷中

传唱的歌声能变成村民们献给唯一真

神上帝的赞歌。

>为为数不多的北侗基督徒祷告。祈

求他们能在每天跟上帝行走中不断成

长，成为他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热情

洋溢的见证人。

中国中南部山峦起伏。这里居住着约一

百三十万少数民族。他们的名字叫做北

侗族人。他们一千人中相信耶稣基督的

不到一人。其余人都生活在毫无希望之

中。由于他们没有书面语言，福音的传

播只能靠着口语进行。 

北侗族人文化十分重视家庭。每一村子

约有50至600户人家，但所有人都只使

用一二种姓氏。但农事并不十分繁忙

时，村民们会聚集在“鼓楼”里。这些

鼓楼十分特殊，高达100英尺，但建造

时不用一只钉子。它们是村子社会活动

的中心。北侗族人会在这里唱歌、讲故

事、玩游戏，交流消息。

节日是北侗族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节日仪式是青年男女有机会遇到

未来的丈夫或妻子。在这样的时候，女

孩子要练唱两三天的歌而没有任何重

复。每年二月都举行盛大的歌会，参加

者多达2.5万至3万人，有的是竞赛参加

者，有的则是观众。此时，悠扬的歌声

在山谷里回响，叙述美妙的侗族文化。

北侗族人相信，世上每个人、每个事物

都有精灵，包括江河、山岳、树林、石

块和田野在内。恐惧紧紧地抓住北侗族

人的心，因此他们一生中一直在设法讨

好精灵，不使他们发怒。对于祖先的崇

拜也贯穿在整个侗族文化之中。他们望

着死去的人，思考精灵和活着的人之间

的关系。北侗族人需要认识基督，他是

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 祈求上帝，虽然仫佬族人不信宗

教，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需要通过

耶稣基督跟上帝建立关系。

>祈求上帝，使居住在这块美丽的土

地上的人产生一种愿望，了解是上帝

创造了这里的一切，能够用他们自己

的语言听到福音。

>  祈求上帝，使耶穌的名字在仫佬族

人中传扬。不要再让任何仫佬族人说

自己根本不懂跟随基督、把基督作为

主和救主是什么意思。

广西省内有着世界上最让人叹为观止的

自然景观。由石灰岩构成的峻削的山峰

向空中伸展，高达数百英尺，每座山峰

就像一把利剑，仫佬族人就长期居住在

这么俊美的自然景色之中。虽然大部分

仫佬族人操仫佬族族方言，但是他们中

许多人也能说普通话或壮族、侗族的方

言。今天，在仫佬文明的中心，仫佬族

人已经不再穿传统服装，许多仫佬族年

轻人把中文作为自己的母语。

仫佬族人过去相信宗教，相信诸多神

灵，但是现在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

不起重大作用。过去，在过依飯節時，

仫佬族人会宰猪杀羊，举行祭祀，跳狮

子舞和龙舞。“薩滿”（即巫师）则在

一边反覆吟唱着。虽然这一地区的中国

人吃各式各样怪异的食物，包括狗、猫

和猴脑，但是仫佬族人文化却禁止仫佬

人吃狗或吃任何动物的内脏。

1949年之前，这里似乎没有传教活动，

尽管某些报道说这里的基督徒超过2000

名，最近来到这里的访问者说，他们遇

到的当地人告诉他们，之前从来没有遇

到过一个基督徒；他们甚至连“基督

徒”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也不知道。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祈求上帝给予木老家民族一颗饥渴

寻求他的心。

> 祈求上帝开路让基督徒，圣经和

中文的电台广播可以深入木老家人当

中，他们得以听到福音。祈求上帝给

他们异梦和异象指向他的真理。所以

当他们听到福音时,可以快跑来到上帝

的面前。

>  祈求天父兴起对木老家民族有负担

的信徒，给他们传讲福音，而传讲的

方式是他们简单而易懂的。

恶劣的地形, 政府的限制以及其他障碍

的阻碍, 使得在中国贵州省东部的三万

四千六百名木老家族没有机会听到关於

上帝的爱。

对於木老家族的认识甚少，不应和广西

省的仫老族混淆。木老家村庄位於贵州

的麻江﹑凯里﹑黄平﹑都匀﹑福泉﹑瓮

安等县的陡峭山间，主要在於苗族和汉

族之间。尽管他们常被称为苗人，但他

们视自己实在是不同於苗族的木老家族

群。 

原始的木老家语言已不可考，而且他们

的部落也大多忘了他们的母语。现在多

说汉语，也大多采用本地汉族习俗，也

包括一些特定的节庆。但他们仍然保有

一项独特且闻名的制刀术。

当一对新人要结婚时，他们的父母仍然

会以牛的数目来做为新娘议价的标准。

那一家人的牛数目越多，就被其他的木

老家村民认为越有钱。

木老家人崇敬鬼和假神，就连米神﹑水

神﹑树神和森林之神他们都拜。复杂的

仪式在婚礼，葬礼和其他重要的节庆中

办理，都是为了要安抚这些假神，以致

于落入恶魔束缚的陷阱当中。木老家民

族迫切的需要认识一位真正可以叫他们

摆脱束缚得以自由的上帝。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 求神使水族人能对那位独一的真

神打开他们的眼睛，尽心、尽力、尽 

意 、尽性追随主。

> 因水族村庄坐落于偏远、难以到

达的地区，求神保守福音可以一步步

深入到这些偏僻地区，并一村村的传

遍。

>  求神使水族人中为数不多的基督徒

能向他们的同族人大胆地传讲福音，

从而改变人的心，去追随耶稣基督。

中国贵州省的水族是未得之民。他们

生活在农村，平均一个村子约有200人

或45户左右。水族是一个友好的少数民

族，喜爱款待客旅。他们与社会的各个

领域隔绝，生活上自给自足。水族人口

较之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来说数量不多，

约有444,250人左右。其中基督徒不到 

100人。

水族人以农耕为主。在梯田上耕种，使

用水牛犁地。水族男人们耕地, 并在镇

上做生意。女人们则常常是背着小孩种

庄稼、收割、干农活。

水族的宗教信仰是中国孤立民族的典

型。他们相信多神论、万物有灵论，他

们拜祖先，也有某些调和了的天主教信

仰。拜祖先是他们主要的信仰，虽然大

多水族人并不认为拜祖先是一种信仰，

他们觉得那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他

们文化的一部分。万物皆有灵占据了他

们文化的一大部分。水族人相信自然界

中的万物都有灵。在十九世纪天主教曾

传入水族，那时有一些天主教的宣教士

在他们当中服事，并建立了30所教堂，

有5000左右的水族信徒。但是，这些成

果没有一个留存到今天。水族各种宗教

信仰混杂、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当

今的信仰体系。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兴起全国的工人，对锡伯族有

负担，愿意旅行到中国西部向锡伯族

分享耶稣基督的真理。

>求神让锡伯族渴慕他，求神给他们

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并认识他。

>  求神保守那为数不多的锡伯族信

徒，赐给他们勇气，使他们可以大胆

地向本族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

二百多年前一支3000人的满族驻军奉派

从华东前往西部边陲的新疆，代表皇

帝统治那一方。现今的锡伯族有人口

31,000左右，是当年那支驻军的后裔。

他们留在了新疆，住在跟哈萨克斯坦交

界之处，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民族关系

不稳定，穆斯林文化居主流的地区。

虽然锡伯族被穆斯林人包围，但他们主

要还是信奉萨满教。同时，有些人皈依

了藏传佛教，其他一些人相信多神论。

然而最近，有一些锡伯族信主，成为了

基督徒。目前有少量译成他们语言的语

音形式的圣经故事，却还没有译成他们

语言的圣经。

锡伯族保留着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服

饰和房屋。他们以擅长箭术和骑术闻

名。这些技能的重要性由他们的习俗显

明了出来，那就是，一旦有儿子出生，

他们会在屋门上挂一张弓，如果生的是

女儿，他们则挂一面红旗。

很多的锡伯族讲双语或多种语言，因为

他们被各种语言群包围，如汉人、哈萨

克人、维吾尔人、俄罗斯人和蒙古人。

虽然仅剩一半人还会讲锡伯土语，但他

们仍保有自己特有的书面语言，那是满

文的一种。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在苗族，革蒙人历经了数年的被边

缘化之后，求神使他们的心对福音打

开，并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他们真正

的身份。

>求神使附近族群的信徒愿意跨越文

化及地域的藩篱，从而将福音传给苗

族，革蒙人。

>  求神释放苗族，革蒙人脱离迷信和

拜祖先的暗昧及重担，而去敬拜、寻

求永活的父神。

一千多年来苗族，革蒙人都住在华南贵

州省中部的一些村庄里。几百年前，革

蒙在当地大权在握，时常为捍卫土地而

战。现在，苗族，革蒙人被边缘化了，

也失去了原有的权力。贵州风景旖旎，

到处遍布天鹅绒般的绿地及陡峭的群

山，然而，它却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

一，而革蒙则是一个贫困的族群。

中国政府将革蒙划归到苗族或畲族，但

苗族，革蒙人拒绝此一身份的认定，他

们渴望被认可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苗

族，革蒙人讲川黔滇语，着传统服饰并

有本族群特有的节日。每年十月苗族，

革蒙人举办大型的斗鸡、斗牛节，节日

期间同时还伴有地区性的宴会。

他们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但是所有的

苗族，革蒙人都拜祖先。每家都摆祭

坛，向列祖献祭、祷告。苗族，革蒙人

认为任何举止都有可能会冒犯祖先，而

严重的冒犯会给全家带来灾难。

革蒙有人口50,000多。在他们当中没听

说有基督徒。他们居住的地区偏僻、荒

凉。苗族，革蒙人附近的某些族群有少

量的基督徒，而大多数的苗族，革蒙人

从未听到过福音或遇见过基督徒。也没

有译成他们语言的圣经及福音材料。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祈祷 基督徒能够在基督的信仰

上站立得稳，让他们不至灰心。

>祈祷一间又一间充满活力的教会可

以成立，教会信徒喜爱分享好消息。

> 祈祷神的话语和圣灵可以冲破拦

阻，祈祷 可以体会到创造主爱他

们并可以拯救他们。

第一次听到耶稣，是因为有一位个

澳洲宣教士，M.H顿，在1920年代的时

候进入他们地区，很努力地为 创造

了文字系统，到1937年的时候，诗歌集

出版了，但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发行。当

第一个 成为基督徒之时，宣教士感

到莫大的兴奋，M.H哈顿提过：「我花

了九年的祈祷和工作进入他们的族群拯

救了一个灵魂，现在他们有六个弟兄，

我亦听到他们的家人和妻子都对福音有

兴趣了。」

在1951年宣教士被驱逐之前，有一小部

分的 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但他们

受到骚扰，时至今日，那些初时信主的

已经消失了，也没有留下一丝丝播

种的痕迹，甚至连文字系统也消失了，

所以出版圣经翻译本变得不可能，因而

在口译圣经方面就更显得迫切。

住在贵州省美丽的山区，大多数

都奉行传统信仰，包括万物有灵，

多神教和祭拜祖先，他们不晓得创造主

希望和他们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在十

二万五千员 中，不到一百三十人接

受了神的救恩，你愿意为 的救恩祈

祷吗?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赐给罗迫河苗族人一颗渴慕他

的心，求神为他们打开一条出路，认

识主。求神保守圣经能够翻译成他们

的语言，并且他们可以得到语音的福

音材料。

>求神兴起工人，愿意用罗迫河苗族

人容易理解的方式向他们传扬福音。

>  求神让那些外出找工作的罗迫河苗

族人愿意接触福音，拥抱主的爱，并

且将福音带回家向家人、邻舍分享。

人口94,000多的罗迫河苗族人位于贵州

省中部。由于隐藏在中国西南部的群山

之中，加之受贫困、政府限制、万物有

灵论的信仰影响及语言的阻隔，从而使

他们与福音隔绝。大多数的罗迫河苗族

人从未听到过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的村庄点缀在陡峭的山坡上，那里

极少有肥沃的耕地和充足的水源。贫穷

使一些孩子上完小学六年级就被迫辍

学。很多的罗迫河苗族人即不能读写也

不能说汉语。

罗迫河苗族人独特的苗族语言群体使得

他们与周边的民族隔绝，甚至包括其他

的苗族语言群体，因为他们的语言彼此

不通。现在还没有译成罗迫河苗语的圣

经或福音材料，也没听说他们当中有信

主的。

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论，认为灵存在于树

木、桥梁、井泉、山岭及门柱上。每家

都显眼地摆放着供奉祖先的祭坛，并且

不管何时家中有人生病他们都会求问萨

满，以此来与灵界调停。罗迫河苗族人

认为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

向诸位神灵合宜地献祭，否则，神灵会

发怒，会用火、灾难、疾病甚至死亡来

报复他们。

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机会认识那

位爱他们并能释放他们的真神。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祈求上帝，让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

马山苗族人认识基督之光，认识基督

是他们的主和救主。

> 祈求上帝，尽管马山苗族人散居

在大山之中，基督徒能够带着福音进

入最偏僻的山村。祈求上帝，使各种

方言人群能够通过自己的方言接受福

音。

>  祈求上帝，使那250名马山苗族基

督徒能大胆地向周围的人宣扬基督的

大爱。也使这些基督徒能互相鼓励，

在一起研读福音，经常交流。祈求上

帝，使这些小组能够发展成为教会。

20世纪20年代，美国传教士威廉·克里

夫顿·铎德曾在中国西南部马山苗族人

居住的地区旅行。他在书中写道，“我

们经过的是一块没有基督的土地。一个

人如果有几位基督徒旅伴，他能够坚持

生活在这块绝对的异教文化之中。但

是，如果让你旅行数千英里，而见不到

任何关于基督的迹象，听不到任何关于

基督的声音，让你在这样一块为异教文

化统治的空白中行进，那无异于进入了

黑暗世界，你一定会深刻感受到的。

在中国人对苗族人进行的漫长的残酷统

治历史中，可能算得上最残酷的战争开

始于1800年。统治者从全国各地调集了

一支庞大的军队，来到这里进行围剿，

目的是消灭苗族人。

在随后的大屠杀中丧生的约有50万苗

人。幸存者被迫躲进更遥远的山区。这

场战争和许多类似的历史事件使苗族人

分散在各地，形成了今天各种苗族方

言。目前贵州主要有四种苗族方言，按

居住地区分成：北、南、中、西部方

言。

这四类苗族人各有自己的方言和风俗习

惯，也各有自己的信仰和“泛灵论”。

据了解，目前马山苗族人中尚无教堂，

只有少量用当地方言录制的录音资料。

马山苗族人总数超过20万，但基督徒只

有250名。



苗民迷信，如果母亲帮助女儿坐产，女

儿以后就不会有奶水；又迷信，客人在

看望新生儿时，得说一声，“这孩子真

丑”。这样，魔鬼才会觉得这孩子不值

得他们麻烦，以后也就不会给孩子带来

麻烦。

贵阳北苗族人又相信，天堂是天空上方

一块方形土地，他们的祖先就居住在那

儿。那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没有疾病和

死亡，没有山好爬，没有地好种；那里

阳光永远明媚，水源十分充沛。

19世纪80年代，传教士来到这里传播福

音。他们的播种刚要开始收获，义和团

运动爆发。传教活动不得不停止，传教

士离开了中国。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位

官员走遍整个地区，威胁苗民说，他们

如果加入“洋教”，将格杀勿论。尽管

如此，今天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教堂吸

引着草苗族人中的信徒。

贵阳草苗族人居住在中国贵州省西部，

总数为13万1千人。信仰上帝的人共有

1180人。迄今为止，还没有用他们的语

言撰写的《圣经》。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祈求上帝，能很快完成一部用贵阳

北苗的方言录制的《圣经》。这样， 

这里的贵阳北苗族人才能听到用自己

的语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信息。

>祈求上帝，能使已经存在的贵阳北

苗基督徒灵命能够得到成长，大胆地

走进邻居中。祈求上帝，使贵阳北苗

居住的每个县都能有一所教堂。

>  恳求上帝，允许那些已经有美丽天

堂异像的信徒能够获得一个更加完整

的异像，愿意一生跟随上帝。



在广西、贵州、湖南三省交界的陡峭山

坡上点缀着草苗族人古雅的小木村。

四邻称他们为“草苗”。他们人口约 

95,500，其中大部分人未曾听到过福

音。

虽然从历史上和民族上看，草苗族人是

苗族的后裔，但是，因为他们与侗族比

邻而居，这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文化。

他们讲一种侗族方言，一些村民夸耀说

草苗族人那美丽非凡、引人入胜的鼓楼

是侗族特有的。这些八角建筑凌空而

立，带翘角的重檐层层叠叠，并常常伴

有多檐的宝顶。在特殊节日里，如中国

新年，几个草苗村落会相聚在一起，共

同庆祝。

但草苗族人的侗族邻居并不将他们视为

侗族人，而是看为一个与之不同的族

群。实际上，某个侗族村的村民就讲

到，以前他们曾驱逐过住在他们当中的

草苗族人，并迫使草苗族人建造自己的

村庄。但其后却有连续三年的歉收，他

们觉得一定是他们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

坏运气，所以，从此以后他们便开始与

草苗族人和睦相处了。

草苗族人相信万物有灵论。他们敬拜各

种神明，也拜祖先。他们相信村子里的

萨满可以通过献祭以及各种仪式帮助他

们降服发怒的神明。他们活在恐惧之

中，不认识那位创造他们的真神，也不

知道神渴望他们认识他，经历他的大

爱，那爱可以帮助他们赶走各种的惧

怕。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使草苗族人渴慕他。

>求神兴起工人们，使他们愿意学习

草苗族人的方言，从而用草苗族人容

易理解的方式将福音带给这些失丧的

子民，并向他们做见证、分享。

>  求神让萨满的工作落空，从而使草

苗族人去寻求那位愿意拯救他们、有

更大能力的真神。



大多数的布利亚特蒙古族人住在南西伯

利亚，不过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自治

区，大约有78,000人。他们的先祖於十

八世纪中移民来此，居住在接近中俄及

蒙古边界，是这个地区的最北之处。

由於布利亚特蒙古族人世居於此，和蒙

古人很亲近，所以有相近的历史、文

化、信仰、生活方式以及语言。传统

上，布利亚特蒙古族人是游牧民族。他

们的文化、经济都以蓄养马匹、牛羊和

驯鹿为主，有些人则以农业为生。原本

布利亚特蒙古族人住在覆盖着毛毡的圆

顶帐棚里，但是现在游牧生活不如过去

那么盛行，於是他们盖圆形的房子居

住。

布利亚特蒙古族人信奉藏传佛教，也有

人属於精灵崇拜，他们相信许多东西都

有灵魂，所以崇拜的仪式都在力求保护

家人远离恶灵，却也企图欺骗精灵来保

护他们。比方说，他们为孩子命名的时

候，刻意取一个与性别不同的名字，以

混淆精灵的视听，避免精灵伤害孩子。

由於地处偏远荒僻，气候严酷，又屈於

当局政权的打压之下，大部份的布利亚

特蒙古族人无法听到福音。而且到目前

为止，只有部份圣经被译成布利亚特蒙

古族人语言，影片耶稣传还未翻译成他

们的语言。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为整本圣经翻译成布利亚特蒙古族人

语言祷告。

>为基督徒能够在布利亚特蒙古族人中

间有足够的自由生活及传福音祷告。

>为属灵的营垒能被拆毁，使布利亚特

蒙古族人对福音有正面的回应代祷。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 求神保守圣经翻译成卡尔梅克-瓦

剌语的工作能尽快完成。

>求神感动那些为维拉特人邻居的汉

人基督徒愿意跟维拉特人分享福音。

>求神保守可以在中国的维拉特人中

植堂。

维拉特人是蒙古族的一支。中国境内人

口有250,708，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另

外也有一部分瓦剌人住在甘肃和黑龙江

省。

1618年因为与其他的蒙古族群发生冲

突，维拉特人西逃至俄罗斯。在十八世

纪时他们在俄罗斯受到压迫，因而1771

他们逃回中国。那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他们遭遇到仇敌的攻击以及饥荒灾害。

仅有20％的瓦剌人成功回到新疆。其余

的瓦剌人则滞留在俄罗斯，成为了今天

为人所知的卡尔梅克人，意为“残留的

或留下来的”。

维拉特人讲卡尔梅克-瓦剌语。维拉特

人信奉藏传佛教。很多人也持有萨满教

信仰，而且萨满们依然在维拉特人中主

持各种仪式、庆典。维拉特人将死人留

在田间，而不埋葬，因为他们相信人死

后灵魂立即离开身体升天。

1827年，新约曾被翻译成卡尔梅克-瓦

剌语，但直到1894年才被印刷。新版的

圣经正在翻译、印制过程中。

Mongolian



在中国甘肃省南部的山区居住着40,000

左右的周曲藏族人，他们活在没有基督

亮光的暗昧之中。

传统上讲，他们是多神论者，同时也信

奉为佛教前身的苯教。他们的信仰包括

敬拜“圣山”，他们相信在圣山的最高

峰住着大力的鬼神。祷告的人爬到山上

祈求成功、平安和富有。

周曲藏族人每年都过“插箭节”。在庆

典时，男人们骑马到高山之颠，插上他

们的祈祷旗。在那儿，他们也献面粉、

黄油、茶和大麦的燔祭给“山神”。

因为他们用土、木、石头在陡峭的山坡

上建造村庄，所以每家屋前屋后像平台

一样延伸而出的庭院往往成了下面一家

邻居的屋顶。 

周曲藏族人讲康巴藏语中的一种，他们

的方言与周边人讲的康巴藏语不能互

通。没有译成他们语言的基督教材料，

也没听说过有人直接向他们传福音。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使周曲藏族人饥渴慕义；使他

们不再满足于拜鬼神，而去渴慕神的

爱。

> 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

稼，求神预备周曲藏族人的心，接受

好消息。

>求神保守工人们能接受挑战，将圣

经翻译成周曲藏族人的藏语，并且有

语音形式的录音带、碟片等提供给寻

求真理的人。





君王的统治，此后，共产党废除了阿日

柯皇室的统治权。

现在，阿日柯人信奉藏传佛教或苯教，

那是混入了萨满教及万物有灵论在内的

一种西藏式的佛教。他们定期在牦牛粪

搭建的高塔上向鬼神祭牲。

恶劣的天气，崎岖不平的山地，语言及

宗教信仰还不是向阿日柯人传福音的全

部拦阻，阿日柯人驯养了大量的看门

狗，用以攻击一切试图进入村庄的外来

人。

在中国青海省寒冷的高原上生活着

45,000的苏果阿日柯人。他们与福音隔

绝。

阿日柯人生活在海拔11,500英尺的陆地

上，那片土地一年之中仅有三个月不被

积雪覆盖，这三个月土壤变成泥淖。

如今他们的语言与宗教习俗跟周边的藏

族人相似，但是他们的传统还是属于蒙

古族的。实际上，他们依旧住在蒙古风

格的蒙古包内，蒙古包是用毛毡覆盖，

用木头做框架的圆形帐棚。

阿日柯人已然遗失了他们原先的语言，

而使用夹杂了一些蒙古词汇的安多藏语

(Amdo Hbrogpa Tibetan Language)。直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依旧受一系列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作工，挫败阿日柯人一切拜鬼

神的习俗，并让他们渴慕那使他们得

自由的真理。

>求神在绝境为阿日柯人开道路，使

他们能够认识主。求神兴起工人对阿

日柯人有负担，愿将福音大胆地带给

他们。

>求神让阿日柯人得到译成他们语言

的圣经，及用他们语言制作的福音方

面的录音、录影带及电影基督传。求

神使他们能明白福音并愿意张开膀臂

接受耶稣基督。



“起初，一只青蛙创造了世界，而且所

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然后人本性有

罪，把这只青蛙杀了进而破坏这完美的

合谐。这只青蛙临死之前，它把人从灵

界给分了出去，并带来了痛苦，疾病和

终必一死的结局。自此之后，人们开始

因歹运而受苦，神灵降灾给这世界。 

“三江巴哼人就是这样的相信。

巴哼族人是一个未被接触未得的族群，

主要是群居在中国偏南地区靠近越南边

界。三江巴哼人是这整个族群其中二大

支群中的最大族。在这族群其中的五万

人，有一大部份住在广西及贵州的各

小村庄。三江巴哼人有很严谨的氏族分

界，并且只与别氏族人通婚。他们的主

要语言是巴哼语。

三江巴哼人的族群中只有少数的基督徒

但没有教会。大多数的巴哼人的信仰参

杂了民间宗教，泛神论以及祭拜祖先。

他们相信人有十二条灵魂并且当人一

死，灵魂要回归到祖先的灵界村落。每

一个巴哼人家里都有一个家庭祭祀坛用

来供奉祖先、祈求平安、求病得医治。

现存有用巴哼人的母语录制的圣经福音

书，但是没有巴哼文的翻译圣经，近年

来巴哼族群中没有任何教会繁殖运动的

推动与进行。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祷告求基督可以在三江巴哼人中被

宣扬开来，并且好消息可以从一个氏

族传到另一个氏族，从一个村落传到

另一个村落。

>祷告求主开三江巴哼人的眼，他们

的心能尊那唯一真神为大，而不是他

们的祖先。

>祷告求在三江巴哼人中的少数基督

徒以及邻近的少数民族语言群体能放

胆向他们的邻居传扬好消息，进而整

个村庄可以认识主并荣耀祂的名。



为了躲避壮族和汉族邻居的迫害，华南

的努努人逃到了广西西部岩石林立的山

区, 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在那片贫瘠的土

地上艰难度日。他们不认识那位创造万

有的真神。

努努人也被称作背陇瑶。他们讲苗语，

是中国瑶族11个独特的布努族群之一。

努努有人口61,000多，他们的生活困

苦，水源缺乏。以前，在他们生活的地

区常有老虎、熊、鹿、野猪以及小猎物

出没，所以努努人靠打猎为生。努努女

人则在森林中采集蔬菜和蘑菇。然而，

如今猎物稀少，耕种又困难。一些努努

人不得不长途跋涉寻找水源打水。

努努人信奉万物有灵论，这导致了他们

敬拜祖先，同时他们供奉一个虚假的神

灵：潘户。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努

努人举办一个敬拜潘户的火热生动的节

日，节日期间村民会进行各种类似于魔

鬼附身的仪式。

在努努人中没听说有基督徒，也没有译

成他们语言的圣经。他们辛苦劳作，却

处于贫困及对鬼神的惧怕之中。他们生

老病死，从不知道有一位耶稣成了赎罪

祭，使他们能得自由。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预备努努人有渴慕他的心，以

至于当福音的种子撒到他们那里时，

能够落在好土上，扎根建造，使他们

得着救恩。

>求神兴起当地的信徒，使他们对失

丧的努努人有负担，因而愿意学习努

努人的方言，愿意将福音的真理用努

努人容易理解的方式传给他们。

>求神作工，在努努人敬拜各种神明

时，使他们能看到假神的虚妄，因而

更多地渴慕真神。求神保守，当神的

爱向他们显明时，他们愿意张开臂膀

拥抱他。



在贵州省南部的山区之中隐藏着大约

55,000左右的杨黄人。他们未曾听到过

耶稣基督的名。

杨黄人的村庄依傍在其他族群之中。因

此，大多的杨黄人讲两种、甚至三种语

言，即汉语、布衣语和他们自己的方

言。

杨黄人是称之为腾 (Ten)的毛南人

(Maonan)与称之为饶(Rao)的水族(Shui)

人混合的少数民族语言群体。所以，杨

黄人即称他们自己为腾，又称他们自己

为饶，尽管所有的杨黄人都说同一种方

言。

他们所讲的与水族近似的语言可能与周

边莫人(Mo people) 讲的莫话为同一种语

言。在十九世纪晚期有宣教士到莫人中

传福音，所以莫人中有一些基督徒。

因为杨黄人有语言的优势并且周围又有

莫人的教堂，所以杨黄人有可能可以通

过无线电广播及当地传道人的工作而听

到福音。但杨黄人依然活在多神论及万

物有灵论的黑暗之中。他们不认识那位

创造他们、爱他们的真神。

杨黄人信奉各种的神灵，相信这些神灵

掌管人的生命，因而必需被安抚，才能

确保他们一生顺利、成功。他们认为举

行合宜的宗教仪式，并且献祭品、供品

给诸位神灵是必须的，否则，会招致疾

病、祸患及死亡。

他们非常需要认识那位能使他们得自由

的真神。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赐给杨黄人饥渴慕义的心，并且

为他们打开一条出路，认识主。求神让

杨黄人的渴慕之心驱动他们去寻找汉语

的基督教无线电台，或走进莫人的教会

去求问，或寻求那些住在其他市镇的愿

意跟他们分享福音的基督徒。

>求神开他们眼，使他们可以真正地认

识他，从而在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真理

时，愿意张开双手接受主。

>求神兴起基督徒，使他们愿意用杨黄

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将福音带给他们。



葛泼人生活在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境

内，中国政府将其划归为彝族的一个族

群。葛泼人又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小分

支：东葛泼及西葛泼，他们各自又有自

己独特的语言和风俗。直到1949年，东

葛泼人依然被周边的族群看作是下等阶

层，甚至曾做附近其他彝民的奴隶。东

葛泼人与周边彝族通婚是受到限制的，

但近些年来人们已然打破了原先的这

些社会法则。今天东葛泼有人口78,000

多。他们一直小心地保守着他们的文化

特色，也依然穿戴传统的服饰，其中包

括妇女们戴的大头巾。

大多数的东葛泼人是多神论者而且相信

万物皆有灵。他们也追随佛教、道教，

并敬拜祖先。他们敬拜很多的神灵，其

中包括丰收神。他们向丰收神献鸡及其

他牲畜，以确保年年获得大丰收。东葛

泼人也信守各种各样的医疗卫生规则，

那其实是一种习俗，源于对以往瘟疫爆

发的经历以及对疾病与死亡的恐惧。他

们相信神灵掌管疾病，因而需要安抚、

操纵神灵，以免使全家灭亡。

东葛泼人有少量的基督徒，近年来这些

基督徒遭受到极大的逼迫。土地被没

收，信徒被鞭打、被拷问甚至被迫害致

死。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保护东葛泼信徒的安全，并使他

们可以公开、自由地活动，并分享他们

的信仰。

>求神作工使东葛泼人远离他们所敬拜

的假神、假灵，而去寻求独一的真神。

> 求神释放东葛泼人脱离对疾病、死

亡的惧怕，并转向那位胜过了死亡的真

神。



彝族是中国官方认可的55个少数民族之

一。然而，彝族却是由众多的少数民族

语言群体构成的，而且之中大多数未曾

听到过福音。杨柳腊鲁人就是其中一个

未得之民。

人口45,000的杨柳腊鲁人散布在与缅甸

交界的云南省中西部的偏远山区。他们

在明清时为躲避彝人和外迁汉人之间的

战乱而迁入到那里。

杨柳腊鲁人庆祝很多节日，其中之一

是“女儿节”。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已

婚的女人们放下日常家事，而欢喜快乐

地回娘家休息。

杨柳腊鲁人传统上住在由三间房间构成

的木屋里，中间一间是堂屋，他们在那

儿作饭招待客人吃饭。

杨柳腊鲁人拜祖先，也相信人死后灵魂

不会去另一个世界，而是在地上游荡。

大多数的杨柳腊鲁人没有机会听福音，

也没听说过他们当中有教会被建立。没

有译成他们语言的圣经及福音材料可以

使用。

但是，现今越来越多的杨柳腊鲁人不能

说本族的语言了，而只会说汉语。这也

意味着，他们可以更容易地使用和理解

现有的汉语福音材料。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让杨柳腊鲁人渴慕他，愿意认识

他。所以当福音传到他们那里时，他们

愿意听、愿意相信。

> 求神保守他所呼召的杨柳腊鲁人信

徒，使他们敢于大胆地向本族的兄弟姐

妹分享福音，也求神保守可以在杨柳腊

鲁人中建立教会。

>求神作工，让那些错误地认为祖先的

灵魂在地上流荡的杨柳腊鲁人能认识至

高神，他的眼目遍查全地，要显大能帮

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历代志下16:9)。

祈求有一天他们会加入到称颂、敬拜至

高神的行列之中。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是一些少数民

族的家乡。这些少数民族还未曾听到过

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俐米人是其中

之一。

中国政府视俐米人为彝族的一个少数民

族语言群体，但俐米人仍然保留着自己

特有的语言、文化和习俗。只在近期他

们才开始与本族群以外的人通婚。

35,000左右的俐米人住在云南西部偏远

的山区。较之周边的少数民族，人们觉

得俐米人更孤立、更内向。他们说自己

的方言，跟外界的接触很少，这就使得

福音难于达到他们的村庄。

他们的宗教习俗由各种形式的神灵敬拜

构成，包括拜祖先、多神论及万物有灵

论。他们举行各种仪式和庆典来尊崇神

灵、荣耀祖先。

目前还没有译成俐米人语言的圣经或其

他的福音材料，加之他们的心对外界封

闭，因此，俐米人是云南省福音最难于

达到的少数民族之一。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 求神兴起工人，愿意短期或长期委

身，进到俐米人的村庄，用他们易于理

解的方式向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

息。

> 求神打开俐米人的心，使他们愿意

听，也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

>求神让那些接受了福音的俐米人有负

担向本族的兄弟姐妹分享福音，并逐步

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



东南罗罗人散居在云南省东南部并蔓延

到越南境内。他们非常需要福音。

中国政府将他们划为彝族的一个少数民

族语言群体。他们也被称为东南罗罗人

坡(Luoluopo)。但人口36,000的东南罗罗

人讲的是与其他罗罗坡人完全不同的语

言。

东南罗罗人迷信，他们信奉多种神灵也

拜祖先。例如，当有人去世时，家人会

聚在一起“跳大神”。期间，家中的女

婿要在肩膀上扛着一个装在袋子里的布

球。这个仪式的目的旨在帮助死者的灵

魂找到祖先安息之处。

东南罗罗人每家都有拜家神的祭坛，一

般靠着后墙。左面是厨房，里面立着祖

先的灵牌。家中最年长的负责照管这些

祭坛并主持各类的仪式来拜祖先。罗罗

人敬拜两个他们认为创造了天地万物

的神。他们误以为“开到”(音义：Ket 

Do)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而“米

到”(音义：Mit Do)统管全地、看顾他

们罗罗人。

没听说在东南罗罗人中有信主的，或在

他们当中建有教会。而且也没有译成他

们语言的任何书面的、语音的或录影录

像的福音材料。因为东南罗罗人与周边

的汉人日益融合，因而，他们文化和语

言的特性正在急速衰退。

东南罗罗人能说汉语，这有助于他们得

到更多的听福音的机会，但他们仍然活

在暗昧之中。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庄稼的主兴起工人，使他们有担子

去东南罗罗人中收割庄稼，使东南罗罗

人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救赎。

>求圣灵帮助东南罗罗人看见他们的信

仰的虚妄，而能转向独一的真神。

>求神释放东南罗罗人摆脱拜祖先的捆

绑，那是撒旦的谎言，为的是不让他们

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不让他们被主释

放得自由。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境内遍布着众

多的少数民族。人口34,000的中聂苏人

即生活在云南省的偏远地区，以至于连

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播者也将他们从自

己传福音的名单上除掉了。中聂苏人中

聂苏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是福音未达之

地，而其中的中聂苏人更与世隔绝，难

于知道爱他们的神。

在中聂苏人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一对夫

妇只有生了孩子才算是正式结婚。女

孩子16岁时会在父母的家中有自己的房

间，也可邀请她的男朋友来探访她。在

生小孩子之前，这对年青伴侣之间的婚

约可以通过包括折断一根棍子在内的一

个简单的仪式就得以解除。但是，一旦

生了孩子以后，婚约就不可以取消了。

夫妻双方可以随意搬进他们自己的新

家。

中聂苏人敬拜多种多样的神灵。其中一

些神灵是和善的，但大部分都很凶险。

中聂苏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

他们总是试图安抚这些神灵，以此来躲

避风险，获得赐福。

虽然有一些译成聂苏语的语音的圣经故

事和关于耶稣基督的影片，但他们之中

绝大多数仍未接触过福音。他们亟需要

知道真神。神的爱可以释放他们脱离恐

惧和罪。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让中聂苏人渴慕他，而且是单单

渴慕他。

>求神兴起工人们，愿意委身向中聂苏

人分享那位独一真神的好消息，神爱他

们并且愿意跟他们建立关系。

>求神除掉中聂苏人属灵的盲点，并且

打开他们的眼睛看到神对他们的爱。



生活在中国云南和贵州边界的芒部诺苏

人曾经以食人而闻名，现在他们已然放

弃了这种战争年代的民俗，与周边的人

和睦而居了。然而，真正的平安尚未临

到他们，因为只有极少的人听到过耶稣

基督的好消息。

几百年来，芒部诺苏人一直与当地其他

的五个强大部落联合共同抵抗汉人的统

治。二十世纪初期，一些途经那里的传

道人看到他们依然还在跟汉人争战，他

们吃敌人的心脏，以此希望获得勇气和

力量。但传道人同时也发现他们对多神

论及偶像崇拜极其火热。他们的一个头

目甚至发誓说，他宁可死，也不会转信

基督教。

尽管在79,000芒部诺苏人中大多数尚未

听到过福音，或者虽听到但拒绝接受福

音，然而，在贵州已经有了1000左右的

芒部诺苏人信了主。他们那些未信主的

邻居极其排斥他们，强迫他们住在隔离

的社区。

芒部诺苏人是彝族的一个少数民族语

言群体。他们讲一种与纳苏乌撒 (Nasu 

Wusa) 人相关的方言。虽然还没有译成

芒部诺苏语的福音材料，但据说在云南

的其他地区已然有了60,000的纳苏乌撒

人基督徒。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鼓励、坚固芒部诺苏人之中的基

督徒。求神保守邻近地区的基督徒起来

支持芒部诺苏信徒，培训他们为了主去

接近本族人，去传扬福音。

>求神呼召人们将圣经翻译成芒部诺苏

人的语言，并预备语音形式的福音材料

提供给他们。

> 求神让芒部诺苏人转离多神论的信

仰，并能在神里面找到希望和安慰。求

神保守当福音传到他们那里时，圣灵打

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明白真理，也

能张开双手接受耶稣基督。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为已经接受基督的成千水西诺苏族人

祷告。也为更强大的、有能力繁殖的教

会祷告，使它们能把福音传遍长满山茶

花的山丘。

>求神作工，即使有语言、文化和信仰

的障碍都不致影响水西诺苏族人听到福

音，接受基督。

>愿福音能无惧怕、清楚、充满爱心地

传给水西诺苏族人来祷告。

水西诺苏族人被精神枷锁牢牢地捆鎖，

他们经常请“萨满”（即巫师）举行祭

仪，保护他们不受邪灵污鬼的侵犯，为

了得著平安、幸福，他们极力安抚种种

鬼魔。他们知道有一位创造神，卻不知

道神有大能胜过魔鬼世界、並赐下在基

督里的救恩。

二十八万水西诺苏人居住在贵州省西北

部，虽然他们自称“诺苏人”，但是他

们的语言和其他诺苏支派完全不同。他

们居住的山区十分美丽，满山遍野都是

山茶花。

100年前，有几名水西诺苏人听到福

音，因有一位叫伯格里的传教士来到这

里。近年来，他们又从邻近的苗族那里

听到了福音。已经有6千7百人接受了基

督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许

多听过福音的诺西族人还没有接受基

督。更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听到福音。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祈求上帝，使纳苏盘县人基督徒的信

仰能变得更加坚强、勇敢。祈求上帝使

他们不要太胆怯，而能让圣灵之光照射

到远处，不局限于附近社区。

>祈求上帝，能让纳苏盘县人基督徒紧

紧地抓住异像，和所有纳苏盘县人分享

圣经真理。

>祈求上帝，能使中国基督徒走进纳苏

盘县人居住的地区。

纳苏盘县纳苏人总数约为29万，大部分

居住在贵州省西部，少数居住在广西和

云南。官方把他们划入彝族。尽管他们

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中国文化在

他们居住的地区长期占统治地位，因此

盘县纳苏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特色，包

括服装和文化在内。

今天，很少见到妇女穿着传统服装： 

流线型黑色或蓝色长裙，扣子打在身子

右边，外面再套上花色长条围裙。纳苏

盘县族人操两种不同的方言，但方言的

交流并不容易。

在某县，约5000名基督徒形成了一个坚

强的群体，数十年来一直在家庭教会中

进行崇拜。虽然他们对邻近的社区有所

影响，但是还很少证据，可以说明他们

对其他纳苏盘县族人有多少影响。福音

的种子还没有在纳苏盘县人中又广又深

地播种下去。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 祈祷圣经能够翻译成壮文,好让他们

可以读和听福音,明白神的爱。 

>祈祷既然鸡鸣能够在三省听到，福音

的声音更加能被听到。 

>祈祷在三个地区每一个村落都能够有

人开始教会，让他们体会到新信弟兄姊

妹的喜乐。

被称为<属土之民>，壮族人在广西省西

北部风景秀丽的山区,和邻近的云南和

贵州,日出而作,但日入而未息,长时间

地工作,相传在三省交界之处,人能够听

到三省鸡鸣的声音,壮族人穿着代表他

们独特文化的传统服装,部分妇女仍然

穿着无领,左面扣纽的刺绣衣裳,宽松的

长裤,或是有褶的裙。

牛魂节是壮族人在农历四月初八庆祝牛

王诞生的日子,和表达对牛的爱戴和尊

敬。在这一天，每一只牛都从轭中被释

放开,不用耕作,人们又会为牛洗涤，击

鼓，每家每户的父母都唱民谣,又喂五

色糯米给牛吃。这个节庆代表着他们对

一个丰收的寄望。

 桂边壮族人很需要听福音,在一百一十

万人之中,只有三千个信众，目前仍未

有壮文的圣经和福音广播，向桂边壮族

人传福音仍需要很大的努力。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使连山壮族人渴慕他，并且为他

们打开一条出路，认识他。求神保守圣

经可以译成他们的语言，并有语音形式

的圣经、福音材料。

>求神兴起工人，愿意用连山壮族人容

易理解的方式向他们分享福音。

> 求神保守那些外出打工的连山壮族

人愿意听福音，愿意张开臂膀迎接主的

爱，并且愿意将福音带回老家，与家

人、邻里分享。

在广东西北角风景如画的山区生活着

49,000的连山壮族人。他们需要福音。

壮族的某些少数民族语言群体之间所讲

的方言彼此无法听懂，连山壮族人占这

类少数民族语言群体的百分之一。在中

国的29个行政省中，超过15个省有壮族

人聚居，人口有一千七百万以上。将福

音传给所有的壮族人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

一个报道称在邻近的广西省有四万或更

多的壮北人信主，他们在250多家教会

聚会。然而，有关广东连山壮族人的报

道罕见。

大多数的连山壮族人是农民或林业工作

者，他们靠充沛的降雨及湿润的气候所

滋养的绿色植被为生。喀斯特地貌的山

峦及湍急的瀑布形成了一幅引人入胜的

风景画。然而，连山壮族人并不认识那

位创造主，神的权能可以释放他们，使

他们脱离罪和假神的捆绑。

有一套译成连山壮族方言的语音的圣经

故事系列，叫“生命的话语”是可以得

到的。但绝大多数的壮族人仍然用各式

各样的仪式、庆典来拜祖先。一些壮民

也是多神论者，他们敬拜树木、岩石、

龙、蛇、山川、飞鸟等等。

他们需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他来

了释放他们得以自由。

壮族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使柳黔壮族人愿意呼求真神，接

受真理，敬畏神并得救赎。

>求神保守工人们愿意长期委身，使用

当地方言向柳黔壮族人传福音。

>求神保守柳黔壮族信徒及教会兴起，

使福音传到全柳黔壮族之地。

壮族有一千万人口，是中国最大的少数

民族。一个1922年的报道如此地描述壮

族的村庄：“四处尽是无人顾念的生

命”。从那以后，很多的基督徒抛头颅

洒热血向壮族人传福音。

然而，还有某些壮族的少数民族语言群

体从来没有或几乎没有听过基督徒的见

证分享。柳黔壮族人就是其中之一。柳

黔壮族人口大约有375,000，其中仅有不

到一千人承认基督是他们的救主。

柳黔壮族人很迷信，他们生活在恐惧之

中，总是谨慎小心地不触犯灵界。他们

不断地举办各种节日庆典来敬拜祖先，

安抚各类的假神。祭牲是他们常规的活

动，只是他们还没有听到过耶稣的名，

以及耶稣为了救赎罪人，而成了那美好

的赎罪祭。

柳黔壮族人生活在广西省群山环绕的农

业区。外面的世界往往以为他们早已被

汉族同化了，其实他们仍然说自己的方

言。一代又一代的柳黔壮族人未曾听到

过救主的好消息就死了。

请为从事开拓教会事工的人祷告，求神

保守他们愿意委身，用柳黔壮族的方言

将基督福音传给他们。你是否愿意坦然

地向神祷告，让神可以呼召你与他同

工。



初 步 的 祷 告 事 项
>求神使丘北壮族人渴慕他，并预备他

们的心成为好土，以便在撒下福音的种

子时，能成长让丘北壮族人得到救恩。

>求神兴起工人，使他们对丘北壮族人

有负担，愿意用丘北壮族人容易理解的

方式向他们分享福音，将他们带出黑暗

而进入神的光明国度。

>求神保守那些外出打工的丘北壮族人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将救恩的好消

息带回老家，与家人、邻里分享神无尽

的爱。

童话般的山峦从片片低矮平坦地面上拔

地而起，在这引人入胜的背景映衬之

下，杂乱地拥挤着云南丘北壮族人土坯

房构成的小村庄。丘北壮族人活在没有

爱子之光的黑暗之中。

有215,000多人口的丘北壮族人有时称

自己为布衣 (Pu-Joi or Pu-Yi)。他们的

壮北方言与邻省贵州的布衣人(Puyi or 

Bouyei)相关。丘北壮族人被认作是沙壮

族人(Sha)的一部分,他们不同的服装风

格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不同的命名，如：

布雅衣 (Bu Yai),布哈 (Bu Ha),布越 (Bu 

Yue)。

壮族人拜各种各样的神灵，他们认为这

些神灵住在山川、村庄、水源、森林等

地。他们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他们

害怕触犯这些神灵，因而，有时他们将

红色的旗子或其他东西贴在门上，以此

来击退鬼魔。大部分的丘北壮族人也拜

祖先，并举行某些特定的仪式来安抚列

祖。

尚没有译成丘北壮语的福音材料，也没

听说有人在竭力地向他们传福音。他们

依然生活在暗昧之中，不认识爱他们的

基督，不知道主为他们舍命，好使他们

从罪和恐惧的捆绑之下得到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