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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差傳在門前
邱家輝

主題文章

主基督吩咐每位跟隨者都要往普天下去傳
福音，和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太二十八19–20)
兩者都是當今教會對普世差傳的重要任務：是一
項跨越國界、地域、文化、民族的使命。自初期
教會至二十一世紀的教會，主的大使命從沒有改
變，改變的只是差傳策略及宣教模式。不論哪一
個時代，我們的宣教領域都應包括本土(耶路撒
冷)，也跨越城市(撒瑪利亞)，到全國(猶太全地)
去，和直至萬邦(世界的末了)。(使一8)時代的改
變、人口的遷移、科技的發達、全球一體化、後
現代化，都直接影響現今教會的普世差傳策略，
特別是本土宣教。海外華人教會(中國以外的華人
教會)既要承擔向黃皮膚黑頭髮的華人傳福音，也
應考慮與差傳機構合作，向來至四方八面的海外
移民傳揚福音，使他們(萬民)成為主的門徒。假
如你像筆者一般，居住在澳洲這個多元文化、多
種族的國家，普世差傳就在你的門前。

根據2003年的統計，澳洲首十個海外留學
生最多的國家，中國依然居首位81,328(包括香
港留學生)，相對2002年增長了27.8%，其次是
印度14,386，增長26.6%；馬來西亞19,779，增
長12.8%；南韓22,159，增長18.8%。1 而且，數
字在持續上升。《澳洲日報》最近的資料指出，
2008年在中國出生的澳洲人達31萬，約為20年前
的6倍；而印度人則達到24萬，約20年前的4倍。
目前在澳洲居住的中國人和印度人中約五分之二

是在2006年人口普查前5年中來到澳洲的。而2007
至2008年獲得永久居留權共44,000人，境內申請
約佔36%，以留學生為主。亞洲海外留學生中仍
以中印居多，而且對澳洲國際教育貢獻了51億，
佔全年產業三分之一。可見，這些留學生完成學
業後，留在澳洲的為數不少，他們就是我們的福
音對象了。

如此，我們便要看看宗教方面的統計了。
2001年基督徒有1,280萬，2006年則下降至1,270
萬。但是，非基督宗教信徒所佔比例近年大幅上
升：佛教(2%)、伊斯蘭教(2%)及印度教(1%)。
信奉印度教的人數顯著上升55%，接著是伊斯蘭
教(21%)及佛教(17%)。2006年，沒有宗教信仰的
人士亦持續增加，比過往的普查增多28%。(資料
來自澳洲2006年人口普查，參網址 http://www.
dfat.gov.au)至於華人方面，2003年的統計：佛教
徒44,275，增長139.9%；廣義基督徒41,666，增
長19.5%(包括摩門教和耶證)；天主教徒18,870，
增加18.5%。2 當你看完以上的數字，你會怎樣
回應？倘若你來探訪筆者所居的雪梨市(悉尼
市)，筆者除了帶你登雪梨大橋(Sydney Harbour 
Bridge)這個著名景點外，也會安排你參觀附近烏
龍崗市(City of Woolongong)的南天寺，或到位於
新南威爾士州中部(Central Coast)正在興建的叢
林大寺。3 可見二十一世紀的普世差傳不再只是到
海外宣教，海外華人教會也應考慮建立本土化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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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差傳事工(Local-global Missions)，向社區中的
移民傳揚福音，引領他們成為主的門徒，實踐主
的大使命。筆者願藉此機會分享如何突破教會以
外的本土宣教事工的心路歷程。

「所以你們要去」

隨著移民潮的變遷，海外華人教會的增長也
有所改變。二十世紀末，華人政治氣候的變更，
如八九民運、香港九七回歸，都直接影響教會
人數上的增長。這包括基督徒移民增長(Transfer 
Growth)和佈道增長(Conversion Growth)；再加上
商業投資移民、專業和知識分子移民、海外留學
生，可以說是 「貨源」充足，只要教會加點力，
接觸他們並不困難。但卻漸漸養成「來」的本土
宣教文化，其特色是被動、安全、方便、資金少
及低預算；倘若「貨源」缺乏，便直接使教會的增
長停頓下來。或許這是海外移民華人教會的文化，
要突破並不容易。若與本土教會的信徒比較，他們
主動，對傳福音及宣教熱切，更願意投放資金。可
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移民潮減退，全球經濟衰
退，專材及知識分子回流原居地，教會再不可以依
靠「來」的策略。大使命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字
「去」(Go)，推動我們要進入福音未得的社群當
中，也直接提醒我們不可一成不變，守株待兔的本
土宣教策略要轉化。教會不應再被動，乃要主動進
入人群；不怕冒險，但卻要有整全的策略；要把握
時機，儲備充足本土宣教的資源。「去」不可單靠
教牧同工，或教會某一個部門來推動，應是整體性
的去作；「去」應是教會上下一心，整體推動，共
同參與，達至全民皆兵。

「我」對「耶路撒冷」的認識

當教會決定要「去」建立本土宣教事工，
我們首先要認識身處的「耶路撒冷」，要對她有
宣教的使命。初期建立的移民教會，都非因地域
或地區的福音需要而建立的；加上「來」的文
化，只要有同鄉同族的信徒聚會點，自然吸引親
朋好友到「來」，送上一頓豐富免費或優惠的午
餐，和親切的友誼關懷，未信的親友便順其自然
地被引領到進入主的教會，決志歸主只待合適的

時機，收割指日可望了。若教會座位在主日崇拜
已坐滿了九成，教牧同工和教會領袖都會考慮加
開第二堂崇拜、第三堂崇拜等等；也有些使命教
會用植堂策略，將飽和的崇拜人數轉移到別處聚
會，這便可將福音隨著植堂、會友遷移帶到另一
個社區；這些都是在神國度中使人鼓舞的本土宣
教策略。「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
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

人。」(羅一16)先向同族同文化的人傳福音、建
立教會是保羅的心志，也是他宣教植堂的策略。
但我們不可忽略教堂所在的社區(耶路撒冷)和區
內的「希利尼人」、同族次文化如星馬華僑，以
及近民族次文化的亞洲移民如星馬的印裔移民
等，相對其他對基督教封閉國家的移民，他們比
較容易接納基督教，是本土宣教的未得之民。

筆者現時所居的社區(耶路撒冷)，教堂的數目
有其獨特之處，差不多每一條街道都有不同宗派
的教堂，包括移民教會和本地教會，真是包羅萬
象，總有一個在附近，本地信徒稱為「聖經地帶」
(Bible Belt)。查問一些老居民，為何有這麼多的教
會？答案與早期區內發展有關，區內的本土「移
民」不斷增長，不同宗派的信徒便建立自己所屬宗
派的教堂，而且十分興旺，更成為區內基督徒及非
基督居民聚集的好「去」處。另一方面，小小的社
區也擁有4間公立小學，並且與區內教堂的關係密
切。時至今日，本地人口老化，年青一代對這「教
堂」沒有歸屬感，曾經興旺的教堂也同時面對會眾
老化和青黃不接的現象。當然，這麼優質的地區也
成為亞洲移民「採購」房產的首選，地貴租金高
漲，都引至土生土長新一代遷離的原因。漸漸，區
內的「耶路撒冷」雖然地價昂貴，但因區內公立學
校師資優良，已被亞洲移民「入侵」為主要的社
群，形成區內的公立小學接近70%的學生來自亞洲
家庭背景。從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主要是香港移
民為主，因而興旺了區內香港移民教會的發展。至
90年代末，中國移民的增加，加上韓國、星馬華僑
和印裔等亞洲移民漸次成為區內的主要群體，他們
的生活型態、習俗、文化與本地人不同，如來自中
國的同胞，他們不像香港移民會主動接觸教會，而
能夠移民前來的在經濟上也較充裕，也不需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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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物質上的幫助。因此「基督教」的標籤對他們
並沒有太大意義，也產生了在社群中難被接納的挑
戰。

普世差傳在門前

我們若要被「接納」進入福音未到的群體
當中，應效法耶穌基督道成肉身(Incarnation)
住在社群當中。有些教會設立關懷部，或聘請牧
者專注關懷牧養，這當然是一件美事；但筆者並
不鼓吹教會成為「關懷」社區教會，使敬拜神的
聖所變成社區康樂中心，或是醫治心靈傷痕的地
方，這只能滿足人的需要，卻沒有遵行主的大使
命。若要效法基督，教會可考慮像耶穌基督在世
時，沒有因祂有一個普通人的名字，而使祂的尊
貴身份和救贖使命有所改變。另一個例子，掃羅
(Saul)使用他希臘文的名字「保羅」，加上他是
法利賽人的身份，令他更方便在羅馬統治時代下
作宣教和植堂的工作。我們的教堂又如何呢？筆
者曾遇上一些教牧領袖有智慧地將教堂原本的名
字，再加上另一名字，既不忘本，也同時可以進
入區內社群當中。舉一個例子，筆者讀書時參
加的加拿大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Edmont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E3C，數年前由教牧
同工和長執商討下，多加了一個名字 Edmonton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4，使教會被接納的
層面更廣，更易進入未得的群體當中。

數年前筆者已開始對自己身處的「耶路撒
冷」及區內的亞洲移民家庭產生使命感。其實
這是雪梨(悉尼)各社區的特色，他們近在我們門
前，是本土普世差傳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相比本
地人教會，海外移民教會更容易接觸他們，透過
我們移民經歷中的喜與憂，處理下一代跨文化親
子教育的方法，我們更容易成為亞洲移民的守望
者和同路人。當筆者求神打開合適的門時，公立
小學的門就被打開。數年的校內參與使我們與校
長、教職人員、校董會、家長會建立良好關係，
神更巧妙地安排筆者當選為首位亞洲移民校董會
主席。在任兩年期間，突破本地人對亞洲家庭
的印象，也大開本土宣教和福音事工之方便。
時機成熟，我們便向校方提議成立在校內的牧

鄰網絡──環球牧鄰網絡(Global Neighourhood 
Network)。一個沒有「基督教」的標籤，卻由一
群來自亞洲移民的基督徒組成。我們接觸的對象
是校內70%的亞洲移民家庭，在校內設立家庭關
懷及支援網絡(Family Care & Support Network)。
未「講耶穌」之前，首先向他們提供區內資源
(Community Resources)，以區內教會和機構
的資訊為主；第二，為家長開辦社區英語課程
(Community English Class)，幫助他們加深認識
澳洲文化及語言，我們的同工都是區內的信徒；
第三，邀請教牧同工及義工代表校方探訪及關懷
校內亞洲家庭(Neighbourhood Care)，讓他們有
機會接觸區內的教會；第四，在校內建立亞洲家
長支持小組(Asian Parents Support Group)，讓
非基督徒家長多接觸校內基督徒家庭，延伸基督
道成肉身的愛。持續兩年的服侍，神一步一步引
領牧鄰網絡至同區另一間公立小學。同時，我們
透過牧鄰網絡舉辦信徒生活網絡佈道訓練(Oikos 
Evangelism Network)，裝備信徒更有效在日常
生活中為主作見證。2009年，我們邀請一些曾接
觸的家庭參加與新南威爾省聖經公會(NSW Bible 
Society)和區內教會合辦的「耶穌全人生活」
(Jesus All Above Life)，用較輕鬆的手法舉辦福音
聚會，包括「生命頌讚」中秋節華人福音綜合晚
會及亞洲移民英語多元文化福音晚會(Life Is So 
Good)，以社區為本土宣教的基地，直接表揚耶
穌基督的大愛，衝出教堂的圍牆，為主作美好的
見證，將福音直接進入社群當中。

以上只是筆者與同工服侍本地社群的心路歷
程，盼望能鼓勵當中考慮接觸社區的海外華人教
會，互相鼓勵及彼此代禱。期望你的社區成為本
土宣教基地，向萬民作美好見證，為主興起更多
志同道合的本土宣教同路人。

註釋

1. 資料來源：雪梨報章

2. 2003年澳洲人口普查結果

3. 資料來源：雪梨星島日報週末社區資訊

4. 可遊覽E3C 網站www.e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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