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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引言

本文之農村家庭教會，乃指80年代福音在農村

復興，以致信徒達3000-4000萬。最初復興地區在

河南，後來延至安徽、山西、陝西、四川等地，此

後亦在東三省(黑龍江、遼寧和吉林)發展。另一中

心為浙江、福建地區，後來發展至江蘇、江西、湖

南。至於內蒙之耶穌家庭、新疆之西北靈工團為農

村家庭教會之另外兩個獨立系統。這些家庭教會的

建立多由基督徒藉遊行佈道，藉聖靈的大能，沿著

鄉親關係帶至各地。其聚會點之發展則由於信徒開

放家庭在家中定期聚會，由家長或較成熟之信徒

帶領聚會，聚會模式有查經聚會、講道聚會、唱

詩會、禱告會。80-90年代，農村聚會點幾乎天天

有聚會，聚會中常有神蹟奇事、病得醫治、鬼被趕

出，聖靈工作特別明顯。

一、2000年後之農村教會

改革開放(1987年)十年後，大量農民漸漸走向

打工之路。第一代的民工往往是農民兼工人，在農

閒期間出外打工補貼家用，後來更多的是放棄農耕

長期成為民工，農村中的青年大量外出打工。近年

來，農村青年中學畢業後整體前往打工，這就屬於

80及90年代之後的第二、三代民工。第一代民工為

道道地地的農民工，但第二、三代的民工可以說是

一天農活也沒幹過的「民工」；此時的農村被稱為

「386199」部隊，即婦女、兒童及老人之農村。其

實，不少年青的婦女也都出外打工了，50歲左右體

健者也有許多在外打工的。在此情況下，農村教會

的成員以中老年為主，甚至有些地區連聚會都不容

易聚成。教會在此情景下也體會到必須轉型，並且

重新思考福音的對象與教會的前途。

二、民工宣教之迫切需要

從數量上來說，民工已達3億；從民工的心境

來說，是從異地來的他鄉客，正是一群「窮則呼

天」的成熟莊稼。從民工的聚集來看，他們均密集

在工廠，居住在一室、一樓或在城市的貧民區裡，

因此從教會傳福音的角度、從關懷「本是同根生」

的角度、從愛的角度都應進行民工宣教。對國家社

會而言，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民工對城市、交通的

建設，對經濟、製造、代工的貢獻，都扮演了最重

要的角色；可以說沒有大量廉價的民工，中國的經

濟、國力不會有如此大的發展。對民工來說，為了

生存、生活而背井離鄉來到異地打工，所受的待遇

極其艱苦，在二等公民的前提下、在被剝削的壓力

下、在領取不合理的工資下，還要面對種種社會上

的誘惑。

在這樣的情景下，從神那裡來的愛，從耶穌基

督帶來的救贖，新生命中的品格、道德、愛心正是

千千萬萬民工所需要的，他們的更新不但是神國度

重要的一群，也是為國家保守一批基建的青年。

三、民工宣教的困難

從民工的數量而言，如此龐大的群體要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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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宣教，需要多大的人力投入、財力投入？若

我們只能向微量的民工傳福音，就只有坐失良機，

不能大規模的收割。從民工的聚集而言，巨大的工

業園區均在郊野的農地中建立，絕大多數人口由外

地而來，因而當地的教會極為稀少，無從打發工人

進行宣教。況且，進廠民工每日工時長達10-12小
時，每週六日，甚至七日，外人亦無法有效接觸。

目前一些有心人士找到基督徒廠長或企業老闆，進

廠服務，進行一些福音事工，但用這些方式的果效

極其有限，不能達到較全面之宣教。

四、民工宣教的突破與策略

為了國家經濟建設上之發展，有了改革開放後

的規劃；為了實行這些規劃，需要大量投放財力及

人力。農民為了生活及生存而大量外出打工，短期

間已聚成3億民工之大軍。教會亦因看見3億民工之

成熟禾場而動員整體各地之家庭教會，培訓裝備大

量農村青年子弟進廠打工，並從事民工宣教。

1. 突破

民工數量太大，類型亦多，其中最大量為駐廠

民工以及建築民工；此外，還有各類的鐘點工、服

務業之民工(餐飲業、按摩足浴、理髮美髮業等)，
向如此大量之民工宣教，必須全面動員所有家庭教

會，按負擔、地區從事民工宣教。

2. 策略

(1) 傳遞民工宣教之異象

海內外教會及差傳機構在過去的10-20年中，均

在各處農村家庭教會中從事聖經培訓或送贈聖經及

屬靈書籍，因而與各地家庭教會有相當深入之良好

關係，若通過這許多已有的管道，可有效地傳遞民

工之宣教。傳遞異象的重點可提出三個問題：

你們的子弟將來會留在農村種地嗎？答案肯定

是「不可能」。

你們的子弟會如何討生活？答案肯定是「外出

打工」。

你們整體的教會該如何關心他們的靈命？答案

肯定會是「在信仰打根基，從事民工宣教」。

(2) 組訓青年子弟預備高質素之民工

組訓16-18歲之農村青年(16歲初中畢業，18歲
高中畢業)，期間為2年，課程以聖經、信仰課程為

主，再加上文化課、社會現況和音樂、樂器(吉他)
詩歌及門訓課程。

(3) 在當地選擇制度較完善之工廠

當前有一些工廠的工作量過重及時段過長，有

達每日工作12小時者，每週工作七日，這樣的工廠

極不容易組成宿舍小組，亦不可能外出聚會。若選

擇一些工作時段合理之工廠，則藉個人見證、個人

談道，極有可能在宿舍中建立「友誼小組」，從事

定期之小組聚會。

(4) 差派教會青年進入工廠打工

經過培訓之青年，以6人小組模式進入同一工

廠打工，如此可減少他們適應的壓力與困難，可彼

此激勵代禱。在打工期間以個人見證及門訓方式逐

漸建立宿舍內之「友誼小組」，進而帶領同事信主

或慕道。

(5) 當地或附近之農村教會

差派同工在工廠附近建立民工教會，配合工廠

內之同工(教會差派至該工廠打工信徒)，同心建立

民工教會，教會經濟由參加教會之基督徒奉獻(或什

一奉獻)，用作房租及教會多項開支，該民工教會繼

續帶領民工成為門徒。

結語

中國的14億同胞，大體而言是一個缺乏信仰的

民族。整個國家又在一個急速經濟增長，快速物質

建設的情況下，是極其不平穩的。這種不平穩的情

況，作為信眾8,000萬的基督教而言，是可以藉著福

音――十架救恩，注入改變生命的信仰；這也就是

耶穌基督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

更豐盛」的宣告。教會應看見3億民工在這方面的

需要，而能盡力、竭力的獻上自己。

（作者為神州華傳副總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