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教會及福音中心：  

他們在山上目前有37間教會及16個福音中心，福音中心是建立

在一些還沒有教會的村子中，因為緬甸山上基本上沒有學校，

所以他們進入村子中，以教孩子為第一步，帶孩子信耶穌，然

後從孩子接觸父母，最後帶父母信耶穌。當人數夠多，就成立

教會。福音中心的最終目的，就是建立教會。牧養教會，讓教

會發揮教會應有的功能。因為教會是在村子中，而村子中有不

同的少數民族，而這也是一個管道，可以把福音傳給其他的少

數民族。而這也是最後一棒異象的最終目標。 

 

二，神學班：  

在山上有教會或福音中心的村子，有很多年輕人，這些年輕人

除了幫家裡種地，牧牛、牧羊之外，沒有什麼事可以做。所以

在每年的一月到三月冬季的時候，魚牧師要山上這些信耶穌的

年輕人，下山到他家接受裝備。教他們讀聖經，禱告，給他們

上一些最簡單的聖經課。需要來四年，四年有不一樣的課程。

四年參加完之後，如果有人願意繼續深造，成為傳道人，就可

以到魚牧師家的神學班，進修三年。進修過程中魚牧師會安排

神學生到山上的教會或福音中心實習，畢業之後可以加入，傳

福音，牧養教會。而這也正是傈僳族最後一棒異象培養新同工

的方式。 

傈僳族的事工：（魚立波牧師） 



三，孤兒院：在魚立波牧師家裡面有一個孤兒院，有43個孩

子，都是從山上有傈僳族教會的村子來的。緬甸因為戰爭的問

題（緬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孤兒特別多，很多都是戰

死軍人的小孩。這個孤兒院基本上都是傈僳族的孤兒。而這個

孤兒院有一個目標，就是培養出年輕的傳道同工，在最後一棒

這個異象上，有同工可以參與。  

 

四，恩慈行動：  

a, 送米計劃：在疫情期間，緬甸跟中國的聯繫全斷。可是很

多山上的村子，種植玉米等都是要輸入中國的，但中國的邊境

全關，這些老百姓賣不了玉米，沒有收入。三年的時間，家中

所有的存糧都吃光了。因此魚牧師發動了送米計劃，每家送50

公斤的米，一貫食用油，一包鹽，總共幫助了500個家庭。  

 

b，難民事工：緬甸在軍政府政變之後，軍政府跟少數民族反

抗軍因為新仇舊恨，又開始打仗。政府進到山上去抓少數民族

的年輕人，避免他們加入反抗軍。而反抗軍到山上，抓年輕人

加入反抗軍，為了要跟政府軍打仗。所以是不論是政府軍還是

反抗軍到山上，年輕人都要逃。逃到有教會的村子，教會就會

幫助他們，給他們吃，給他們住，幫助他們能安定下來。很多

人因此信了耶穌，這是魚牧師他們的恩慈行動。 

傈僳族的事工（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