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使命》雙月刊   第八十期   二零零九年六月

主題文章

引言

我的菲語堂同工裴艾倫（Ellen Spaeth）對我
說，我們教會的菲語事工，是「送上門來的海外
宣教機會」。向菲律賓人傳福音不單不用出國，
也不用出門。他們從菲律賓來到香港人的家裡，
或當家務助理，或當司機。向這些外來的人傳福
音，是菲語事工對香港教會的「貢獻」。

我十分同意這個觀點。

菲律賓人是香港最大的少數族裔工場

早期，菲律賓人多以樂師、歌手等身份來港
謀職。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香港從菲律賓引
入家務助理，在香港工作及居住的菲律賓人數曾
多達28萬人，現在減少至22萬左右，但仍為香港
最大的「少數族裔」。他們當中有些落籍香港，
或與香港人通婚，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也
有些以香港為踏腳石，再跑到美加紐澳打工。

菲律賓曾受西班牙長期統治，受羅馬天主
教影響很深，大部分在香港的菲裔人士，名義上
都是天主教徒。後來在美國佔領菲律賓時期，基
督教教會的發展空間大了，信奉基督教的人口約
10%，約900萬人。1

菲語教會以不同形式存在

現時香港的菲裔教會事工，可分三大類型︰

1. 附屬於國際教會的菲裔事工

一般菲籍家務助理的學歷都在中等以上，
能操英語，參加說英語的國際教會，沒有語言障
礙。由於他們的「社會階層」，不容易融入教

會，所以國際教會內的「菲語團契」，以「大教
會」中的「小教會」方式存在。較為成功的，
有「國際浸信教會」（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和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2. 華人教會的「菲語事工」

香港教會主要說粵語，菲籍人士縱然在香港
日子久了，也會說一點「本地話」，但要他們加
入本地教會，實在不容易。本地教會對菲語事工
有負擔的不少，把向菲裔人士傳福音視為本地的
跨文化差傳事工。有些是由宗派的總會籌組發起
的，有些以地方堂會為主導的菲語事工，如第一
城浸信會。

3. 自立的菲語教會

一個有20萬人口的種群，聚集在一個交通方
便的大都會裡，足夠建立許多個「同種同文」的
（homogeneous）教會。由於菲律賓人多數是來香
港打工的，經濟能力並不太充裕，這些自立的菲語
教會，許多都是曾依附本地教會，人數漸漸增多，
並儲備足夠經費，才脫離「母會」蔭下自立。其中
有獨立教會，也有本地宗派的聯會或總會。

然而，無論是那一種事工形式，菲語教會或
事工的成立，都不能沒有本地教會的支持。

一條不同的語言軌道的事工

第一城浸信會在1994年開始菲語事工。第一
城（按：是香港新界沙田區的一個著名住宅區）

差傳機會在門前──
香港第一城浸信會的本地跨文化事工
羅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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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中產社區，為菲裔事工的好土壤。很多會友
的家庭都聘用外傭做家務，只要鼓勵會友把家中
的「姐姐」2 帶到教會去，菲語教會立即可以開
始。第一城浸信會的菲語崇拜約有100人聚會，由
中文堂差派幾個有負擔的家庭從旁協助，並聘請
一位菲裔的女傳道帶領。在架構上，原屬差傳部
之下的事工，現在已有獨立的「堂議會」負責事
工的策劃。主日學、崇拜和教會會議用英語，而
小組查經、門徒訓練則用菲語。菲語堂與第一城
浸信會，猶如運作在一條不同的語言軌道上的教
會。

其實，菲裔事工作為一個宣教工場，不單是
語言的分別，而是本身有許多特點。每一個問題
都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會。例如︰

1. 人口流動造成機會

曾在美、加從事中國留學生福音工作的人，
容易明白香港的菲語事工的「流動性」。有學生
工作的教會，每年都會送別一批畢業回國的「福
音的果子」。菲賓律傭工以合約形式在香港工
作，約滿或遭解僱就要離境；這種暫居或過客身
份，造成會友的流動性極大。

第一城浸信會的菲語堂每年都有一大批新會
友加入，也有一大批會友離開。聚會人數僅能維
持在100人左右。但這種局面更能讓菲語事工不斷
積極佈道，並作門徒訓練，以補充「畢業」的人
數。而我們把送回祖家的菲裔會友，視為派去菲
律賓的宣教士，繼續為主作見證。

2. 女性化的專門事工

香港的菲律賓人口，佔極大比例是女性，
於是，香港的菲語教會變成「女性教會」，會眾

90%是女人。我
的菲裔同工告訴
我，牧養的問題
是︰「女人多，
閒話也多。相互
比較多，紛爭也
多 ， 情 緒 或 感
情 的 問 題 很 嚴
重。」牧養菲語

教會，除了懂佈道，門訓外，不能不懂輔導、關
懷和排難解紛，花上許多時間聽電話訴心聲。男
性牧者未必能應付這些問題，但又不能沒有「男
性形象」作領導。這是牧養香港菲語教會的獨特
問題。

另一方面，菲律賓人愛熱鬧，也很合群，
在異鄉寂寞，上教會能交朋友，找到歸屬感，成
為教會吸引她們的地方。教會能在一些大節日舉
行些特別聚會，或開放教會，讓她們有聚集的地
方，果效很大。

3. 教會的「共生」生態

旅居香港的菲裔群體，由於收入一般比較
低，如果自立教會，經費上會很吃力。我們看見
不少菲語教會自立，但也看見在「母堂」的翅膀
之下生長，可省卻辦公室、房租、行政等費用。
在組織上，權力架構上，菲語堂會可依循本地教
會的憲章和辦事方法運作，避免來自不同宗派背
景的領袖的「教會路線鬥爭」。這一門「教會領
導」的學問，海外的華人教會也曾身歷其境。

4. 差傳事工的伙伴

香港教會不單借助菲語事工，去向菲裔家
務助理還福音債，並且不必離境，就可以學習並
參與跨文化的差傳事工。第一城浸信會的菲語
群體，現在已不是一個「差傳項目」，甚至把省
下來的經常費用，設立差傳經費，支持神學生和
宣教士。他們每年辦有短宣隊，到東南亞地區宣本文作者與菲裔傳道Ellen Spaeth 合照。

復活節獻唱Easter Cantata



10 《大使命》雙月刊   第八十期   二零零九年六月

昔日美國以基督信仰立國，輸出自由、民主、平
等⋯⋯華人社會受益不少。

今日美國重物質、講享樂，輸出同性婚姻、道德相對
論⋯⋯違背基督的教導。

有鑑於此，大使命中心三年前出版《美國，回歸真
神》一書，印行50萬本，寄往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大
法官、各州議會等，也寄往各教會，推動美國回歸真神運
動。此書年前經已派磬，但索閱者仍大不乏人，同工們得
著激勵，遂增修此書，印行5萬本，除增加一些新文章、
新資料外，並撮錄四篇由年青人撰寫的文章，表達他們對
社會亂象的感想。請切切為美國等後基督教國家禱告，讓
聖靈光照，引領他們回歸真神！

本書之編輯、印刷及郵寄各項費用皆不菲，歡迎為此
書奉獻！

再版增修 ：《美國，回歸真神》 America Return to God

教。令中文堂覺得落後的是，菲語堂已有一位姊
妹，受過神學訓練後，成為宣教士。

彼此的關係，不單是「共生」，而且是延
展。菲律賓人和華人有一共同特點，是「散居」
於世界（the Philippine Diaspora）。在香港信
主，受過門徒訓練的菲裔信徒，或回國或走向世
界任何一個角落，會把福音使命延展到那個地
方。香港的浸信教會的菲語事工，與神學院合辦
了一個菲語的平信徒神學延伸課程，裝備了菲裔
信徒領袖，向世界各地的菲裔群體傳福音。 

結論

以色列人曾以「將亡」的
「希伯來人」來自稱，標示了
在當時當地的「暫時居留」性質
（transience）。菲賓律群體在
香港，以及世界很多地方，多是
以「外傭」（guest workers）的
身份居留，向他們傳福音的機會
也要趁他們還在的時候。雖然他
們大部分都是替當地人打工，但
教會亦應看重他們作客的、寄居

的身份而接待他們。最佳的「接待」款待，就是款
以福音的盛筵。

事實上，來到我們教會門前的差傳機會多的
是，不限菲律賓的「外傭」。（編按：有關外傭
的最新數字，請閱第14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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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大使命中心董事，第一城浸信會主任牧師）

主日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