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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世 宣 教

90年代初，香港社會的「家傭」 (Domest ic 
Helper 或稱家務助理) 幾乎都來自菲律賓。但20年
後，這行業起了極大的轉變，除了香港家傭的數目

增加了一倍之外，其中超過半數是後來居上的印尼

傭工。

印尼是世界人口密度排名第四的國家，約2億
4,000萬。其中穆斯林的比例佔88%，所以印尼是今

日穆斯林最多的國家。目前香港有超過14萬的印尼

人口，其中來自印尼本土在香港工作又有伊斯蘭教

背景的印傭已超過13萬，而且數字仍在不斷的急速

上升。

可惜的是，多年來不少香港教會面對這大群需

要福音的印尼傭工，却有意無意地將這需要「視若

無睹」，也有些或多或少抱著一個「無能為力」的

心態，以致流失了許多傳福音、領人歸主的機會。

這群在香港工作的印傭若還在印尼的話，因為周遭

社會及家庭濃厚的伊斯蘭教風氣下，她們能聽到福

音又接受耶穌的機會低而又低，甚至可說近乎零！

她們離鄉背井，出外謀生，在香港宗教自由的氣氛

中，遠離了印尼社會及家庭宗教上的壓力，心中對

很多事情都另有體會，所以不少印尼傭工不但信了

主，而且還願意在眾人面前受洗加入教會。有一位

在香港從事印傭事工的牧者告訴我，十多年來她已

帶領了約一千個穆斯林背景的印傭信耶穌；這是在

伊斯蘭國家傳福音幾乎不可能聽到的果效。  
二千年前，主耶穌吩咐祂的門徒要「去」，將

福音由本地傳到地極。今日香港的信徒還未能將福

音帶到地極，但神已將「地極」帶到香港。面對這

個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挑戰，我們可以從三個不同層

面去爭取這個千載難逢的「穆宣」機會。

一、家庭方面

香港700多萬人口中有31萬家傭，這比例約為

23：1。按一般的估計，香港有35萬基督徒，若以

23：1的比例，與每家平均為3人的計算方式，香港

有27,000個家傭在基督徒家中工作。既然51%的外

傭來自印尼，結論是：今日約有13,500個印尼傭工

在基督徒家中工作。這些印尼傭工除了絕少數為基

督徒外，大部分都是神所記掛的「圈外的羊」。

2007年有一個調查(by Woodberry, Shubin, & 
Marks)，訪問了來自30個國家的750個穆斯林背景的

基督徒，調查他們信主的原因。所得的結果是：最

大的原因是看到及羨慕基督徒的生活方式(Christian 
life style)。由此可見，穆斯林在那裡最能清楚看見基

督徒的生活方式呢？不在辦公室，不在教會，也不

在社交場合，而是在基督徒僱主的屋簷下，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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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家中！

當這些傭工進入一位基督徒的家中兩年或四年

(香港家傭的合約通常一期是兩年)，主人能否意識

到這正是讓家傭觀察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好時機呢？

神已將她們帶進基督徒的家中，她們能從僱主身上

看見主耶穌嗎？基督徒僱主能靠著主的恩典及力量

作個有使命的僱主，為主發光嗎？她們能因為僱主

的見證而對基督信仰產生了好感，願意追尋基督徒

永生的福份，得享永恆快樂的一天嗎？

二、教會方面

依照香港的勞工法例，家傭每週可有一天的假

期。所以每當「休假日」，家傭們都希望「離家外

出」，好與朋友們相聚與休息。這約13萬多的印傭

群體，香港並沒有太多配合她們文化與需要的活動

空間，導致她們大多流連公園、商場、小食店……

甚至許多群集在天橋下、樹蔭下。每遇太陽高掛，

往往揮汗如雨；風雨交加，則瑟縮一團；每週如

是，我見猶憐！

今日，香港的基督教會超過1,200間。倘若有

十分之一的教會願意提供地方(最好在教會堂址以

外)，並設計一些簡單又迎合印傭需要的活動，如廣

東話班、英語班、音樂班、電腦班、烹飪班等。這

樣一算，香港便會有一百多個讓這群印傭休息、學

習、社交與享受的地方，也可以讓她們與基督徒建

立社交。

教會與福音機構也可以獨營或以合作的模式開

辦比較正規的「關懷中心」(Care Center)和「臨時

宿舍」(Boarding House)。因為有些印尼家傭遭受

僱主的欺壓，需要接受輔導；或被僱主臨時解僱，

以致無處容身，她們往往期望在簽期有效期內在香

港另覓僱主，因而需要臨時的居所。在這樣的情況

下，關懷中心和臨時宿舍以及信徒的關懷，可以使

她們體會「基督之愛」。

此外，也可以特為印傭舉辦一些戶外旅遊、嘉

年華會、音樂會、運動會等，許多印傭都在這些節

目、活動中體會到基督徒的關懷與神的愛。時間久

了，許多印傭便能在這種「心靈蒙愛」中信耶穌。

如此，她們雖離家千里，卻因基督的愛在香港找到

屬靈的家了！

三、社會方面

多年來，香港僱主與家傭間的問題層出不窮。

僱主在薪酬上的訛詐，工作間的喝罵、毆打，甚至

肉體上的侵犯；而家傭也有涉及謊言、欺騙、偷竊

與報復。這幾年來我們更不斷聽到有印傭虐待僱主

的嬰孩，把穢物放入僱主的飲食中等案件，這是她

們不滿僱主的欺侮而作出的報復，在人地生疏的香

港所作的消極自衛。這種主僕之間的權益利害、明

打暗鬥的矛盾，影響了主僕之間的信任，也自然而

然地破壞了香港社會的和諧氣氛。其實很多僱主以

至社會人士都明白，若沒有這些家傭作後勤的幫

助，不少女性(香港在傳統上仍以女性照顧家庭子女

為多)無法為社會服務，發揮她們的專長了，更遑論

如何貢獻與建設香港社會。

最近，香港四個基督教機構(K-PACT、前線、

亞協與世界福音動員)聯合提倡每年5月第四個主日為

「關愛家傭日」(Domestic Helper Day)，主要目的在

改進僱主與家傭間的關係。我們鼓勵從基督徒僱主

開始，培養對家傭的關心、欣賞與感激，藉此感化

及改變家傭對僱主以至香港社會一些負面的態度。

幾年前影音使團的創世電視有一個八集的特別

節目「非常僱傭非常談」，其中有僱主說她的家傭

是她的好朋友，更形容自己與家傭「情同姊妹，相

依為命」。又有一位僱主稱她的傭工為「天使」。

我們若能將僱主的「不公」化為「關懷與欣賞」，

將家傭的「仇恨」化作「尊重與忠誠」；這樣，不

但會「家和」，而且還能共同創造一個幸福的家庭

與和諧的社會。

結語

弟兄姊妹們，你聽到這14萬印尼人口的呼聲

嗎？讓我們同心合意起來迎接這天國的異象與挑戰

吧！讓我們在家庭、教會與社會中，都能遵照大使

命(普世差傳)和大誡命(愛人如己)的精神，關懷這

群在香港的印尼傭工。深信我們若肯回應這一個香

港印尼家傭的呼聲，主就能使用我們成為祂恩典的

出口，帶領許多穆斯林背景的印尼家傭明白福音及

得著永生。 

（作者為K-PACT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