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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前言

耶穌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

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二十四14)這大使

命涵蓋「散聚人口」的福音事工。

「散聚人口」(Diaspora Population)的定義是：

「離鄉別井、遷徙移居的人口」。而「散聚宣教

學」(Diaspora Missiology) 的定義是：「從差傳學角

度有系統地探討研究人口散聚的現象，冀求明白及

參與神在散聚人口中的救贖事工。」1 (溫以諾〈散

聚宣教學〉《大使命雙月刊》第七十期，2007年10
月號，頁24)。本文旨在簡介「散聚人口」福音事工

的「何故」及「何法」。

「何故」從事「散聚人口」福音事

工？

1. 「散聚人口」的現象

「現時世界人口的總數，約有3%不居於原出

生地，已遷徙他移。」(同上引文)。這數字並未包

括眾多在本國內的移民，以中國為例，2009年就有

2億3,000萬的本地「散聚人口」(如流往大城市的

勞工)。2 近數十年來，世界各地的「散聚人口」劇

增，帶來福音廣傳的契機及挑戰。

2. 「散聚人口」的契機

「散聚人口」向福音開放。離鄉別井、遷徙

移居的人口包括移民、難民、留學生、軍政及專業

人士等，他們的舊有思想及傳統生活方式均備受挑

戰，身心靈受衝擊後得作大幅度調整，以便適應新

處境。散聚人口在孤單貧困時會向福音開放，若遇

上實行「大誡命」的個別信徒或教會、團隊以愛心

款待，付上真誠的友情，他們便容易接受福音佳

訊！

3. 來自福音未及群體的「散聚人口」

全球性的跨國移民趨勢，自地球南部往北遷、

由東半球往西移，3 他們的目的地是全球最富裕的七

個國家。這七國的總人口雖不及全球人口的16%，

卻具有全球移民總人數33%。4 而「散聚人口」中

來自福音未及群體者極多，正如溫德博士(Dr. Ralph 
Winter) 論及「散聚人口」時所言：「就差傳策略而

言，當今之世，若要把福音遍傳不能沿用舊式地理

觀念，去瞭解福音的對象。『散聚人口』的現象及

挑戰，仍待差傳學者刻意去探索對策！」5 

「散聚人口」福音事工
溫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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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從事「散聚人口」福音事工？

以下簡述「散聚人口」福音事工的實踐辦法。

1. 「散聚宣教學」的產生

二十一世紀全球人口移動的大趨勢，是大量從

鄉鎮湧往城市的國內移民，以及向北半球西部的跨

國移民，構成了大量的「散聚人口」，順應此等人

口流動模式，「散聚宣教學」應運而生。

「散聚宣教學」不能取代「傳統宣教學」，只

是補充其未能及時處理「散聚人口」新現象之處！

「傳統宣教學」用「植堂」、「增長」等農耕比

喻及觀念、地域/地區的概念(如本地宣教以比對海

外宣教，差自本地卻轉往外國宣教)、強調二分法

(例如：社會福音式的宣教與搶救亡魂式對比、本

地宣教與國外宣教對比、舊約「來」的模式與新約

「去」的模式對比等)，6 都未能處理今日散聚各地

的流動人口，故需要有「散聚宣教」研究的必要。

2.  實踐「散聚宣教學」的三種具體模式

「散聚宣教學」的實踐具有三種模式：計有(1) 
向「散聚人口」傳福音(minister to the diaspora)，(2) 
借用「散聚人口」(minister through the diaspora)及 
(3) 超越「散聚人口」(minister beyond the diaspora) 
等模式。

在實踐第一種模式(即向「散聚人口」傳福音)
時，便應遵從「大誡命」，以慈惠善待鄰舍和愛

鄰舍。在實踐第二種(即借用「散聚人口」傳福音)
時，便應認真地實行「大使命」，使人作主門徒，

使「散聚人口」中個別信徒成長，作主門徒，並能

忠心地以口傳和以生活見證去廣傳福音。

散居人口較易於接受福音，所以我們要把握機

會，因為機會轉瞬即逝。我們也要盡量誘發這股

散居人口的巨大潛力，激發他們的動機，並鼓勵

他們動員去實踐大使命。菲律賓國際網絡(Filipino 
International Network, FIN)有一個散聚宣教的實例可

供參考。

菲律賓人遍佈全球，根據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PRB)的統計，菲律賓約有10%人口(即約

800萬)分散於182個國家為工人，很多都在福音

受限制的地區和10/40之窗內。據菲律賓福音派議

會的資料，其中約7%是福音派，這是天國工人的

一股巨大潛力(編註：可參考本期〈菲律賓人的散

聚宣教：從受苦到使命成就〉一文)，形成宣教運

動，稱之為「菲律賓國際網絡運動」。這原是加

拿大宣道會本地堂會的一個聯合事工，其後逐漸

擴展成為跨宗派和全球性的工作，稱之為「菲律

賓經驗」。(可參The Handbook of Global Mission: 
Consultation, Celebration, May 11th-14th, 2010 內第

92-106頁“Global People and Diaspora Missiology, 
From Edinburgh 2010 to Tokyo 1910” 一文。)

若有意進深，可參閱以下資源：

1.  在網上瀏覽：「散聚宣教學」專欄@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cms/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ca
tid=101&Itemid=10

2.  參閱 “Diaspora Missiology and Miss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21st Century”Featured Article, 
October 2004, www.globalmissiology.net@

 http://ojs.globalmissiology.org/index.php/english/
article/view/383/995

3.  也可在網上瀏覽洛桑運動網頁 h t t p : / / w w w.
lausanne.org/issue-diasporas/overview.html

4. Videos of Tokyo 2010 Conference and Cape Tow 
2010 Conference: 

 http://www.enochwan.com/english/confvideos/
index.html

5.  參閱 www.enochwan.com 溫以諾著「散聚宣教

學」方面專文:
 英文文章— http://www.enochwan.com/english/

articles/diaspora_study.html
 中文文章— http://www.enochwan.com/chinese/

full/(5)%20missions.html
6. Video on Global Diaspora Network @
 http: / /www.jdpayne.org/2011/04/02/global-

diaspora-network-video/
7. Interviews: http://www.jdpayne.org/2010/04/19/

diaspora-missiology-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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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ebminar on“Global Issues Update #13: Status of 
Diaspora Ministry”@

 https://netforum.avectra.com/eweb/shopping/
shopping.aspx?site=exchange&shopsearch=diaspo
ra&shopsearchcat=top%20100%20products&prd_
key=1781ee1f-0ecd-446c-9898-b5eb7e7e6a12

9.  Sadiri Joy Tira 與溫以諾合著之“The Filipino 
experience in diaspora missions: a case study of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一文，刊Commission VII: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Edinburgh, June 12-13, 
2009)一書內。

10. 也可在網上瀏覽 www.fin-online.org

3. 基督教全球性重心南移，故需側重「夥伴

式宣教策略」

根據P h i l i p  J e n k i n s所著的  I n  T h e  N e x 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7 

一書，基督教的世界性重心已由歐、美區域南移，

轉往南半球、或說由後基督教的西方國家移往別

處。8 事實上，南美洲已有近5,000萬更正宗基督徒

和4億的天主教徒(Jenkins 2001:57)，這些數字清楚

顯示了人口的轉移。9 所以，在實踐第三種(即超越

「散聚人口」)模式時，一個重要的策略是「夥伴合

作」，可從以下兩篇文章找到更詳細的資料。

Enoch Wan & Kevin P. Penman, “The ‘Why’ 

‘How’ and ‘Who’ of Partnership in Christian Missions,” 
Published in www.GlobalMissiology.org, Featured 
Article April 1, 2010.

Enoch Wan and Geoff Baggett, “A Theology of 
Partnership: Implic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by a Local 
Church”, Published in www.GlobalMissiology.org, 
Featured Article April 1, 2010.

4. 「散聚宣教學」的最新進展

散聚宣教學是一個因應環境而生的跨界別學

科，研究的範圍包括了歷史、人類學、神學、政

治科學、地理、跨文化傳訊、佈道及門徒訓練

等，10 是一個新的工場研究。早期對這課題的關

注，始自2002年6月美國宣教學會(AMS)的年會，

其後Missiology Journal XXXI 2003年1月的主題遂

定為 “Migration Challenge and Avenue for Christian 
Miss ion”，集結了不少宣教學者討論各地移民

人口的文章。其中筆者也發表了一個個案研究

“Mission among the Chinese Diaspora: A Case Study 
of Migration and Mission”，討論華人移民與宣教。

在2004年的洛桑論壇之前，Filipino International 
Network (FIN)已因菲律賓人口散佈全球於2004年4
月在韓國首爾召開諮商會議。是年稍後，首次在泰

國芭堤雅舉行的洛桑論壇更將散聚人口列為一個

重要的課題，會後並發表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 
(LOP)，以聖經神學為基礎探討分散人口的宣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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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其中包括華人、菲律賓人、波斯人以及各國的

留學生，並正式將「散聚宣教」定為教會的全球議

程( The global agenda of the Church )。
為加強對散聚宣教的關注，洛桑福音委員會於

2006年首次召開「全球散聚宣教諮商會議」，在加

拿大艾伯塔省愛蒙頓市(Edmonton, Alberta)的Taylor 
University College & Seminary舉行，個案討論的人

口包括：南亞、肯尼亞、尼日利亞、韓國、華人、

越南、西藏、尼泊爾、猶太、菲律賓、北非、西班

牙語等。Tuvya Zaretsky博士在會上闡述，司提反受

逼迫殉道後，神藉猶太人口的分散將福音傳給散居

的猶太人和外邦人，是散聚宣教的開始。

洛桑福音事工委員會致力推動「散聚宣教」，

其後有多個相關的會議，如2007年的國際領袖會

議(LCWE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meeting)，2008
年成立「散聚人口領袖團隊」(Lausanne Diasporas 
Leadership Team, LDLT)，2009年舉行散聚策略諮商

會議(Lausanne Diasporas Strategy Consultation)等。

2 0 1 0年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的第三次洛桑大

會更向各出席人派發小冊子Scattered to Gather: 
Embracing the Global Trend of Diaspora，總結了過

去數年間學者在散聚宣教學上所作的研究，並且以

「你應該踏出的下一步」來鼓勵教會實踐散聚宣

教，因為這不單是理論，更是實際面對的處境。

值得一提的實例是加拿大的「無牆教會」。11 一

群信徒刻意遷進一個有3萬人的社群裡，90%是最近

五年才移民到加拿大的亞洲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南亞

裔)。這群信徒在那裡建立教會，關心社群的身心

上的需要，也透過翻譯英語文件、功課輔導，並且

協助他們到商場購物，和他們在公園裡踢足球，與

他們建立全人的關係(有關的實例可參考上述所提的 
Missions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書)。

散聚宣教已成為一個宣教的新策略，全球教會

應予以關注。

結論

本文簡介「散聚人口」福音事工的「何故」、

「何法」。作為本期專題介紹「散聚人口」福音事

工，以供讀者諸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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