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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5月的第4個主日，

香港幾個機構合辦了

一個特別的活動，就

是「關愛家傭日」。

筆者居於香港，每

天總看見不少包著頭巾

的女性，推著坐輪椅的

長者或嬰兒車，也看見很多女性拉著小孩的手上幼

稚園，一邊和他們說英語；她們都是到香港來作家

傭的婦女。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截至2012年2月
29日，居港的外籍人口屬於

印尼籍的有168,560，菲律賓

籍的有167,950，泰國籍則有

28,450，這些人口絕大部分都

是來港作家傭。

她們離鄉背井到異地工

作，難免有思家之情，心裡難

受；也因為言語及文化不同，

與僱主易生磨擦，引來各種不愉快的事件。最重要

的，是她們都未嚐救恩，尤其是來自印尼和馬來西

亞這些伊斯蘭地區的家傭，澳門也有不少來自共產

國家的越南，並且以北越婦女為多，這些都是福音

受限制的地區。他們來到信仰自由之地，若不能聽

聞救恩，歸信基督，就是當地信徒未能履行傳福音

的責任。

從散聚宣教來看，引領家傭信主，是福音廣傳

的重要渠道，信了主的家傭可以把福音帶回家鄉，

福音就可以在這些受限制的地區傳開。為此，香港

亞洲歸主協會、前線差會、K-PACT和世界福音動

員會(香港)聯同一些機構，自2011年開始推動每年

5月第4個主日為「關愛家傭日」。今年是第二屆，

不單在香港，也鼓勵毗鄰澳門的教會和信徒關愛他

們的家傭，關心她們的救恩。

從本地跨文化事奉的實踐來看，在本地已有

服侍機會，不必遠涉重洋，實在是莫大的恩典，這

樣的機會一定不可以放過，因此，香港有一些教會

從 關
愛 家 傭 說 起

和機構已經積極從事本地跨文化的工作。為避免她

們被人看為改變信仰，大多在教會以外設立中心，

開辦興趣班如廣東話班、粵菜班、電腦班等吸引她

們來參加，也有為一些長居香港的外籍人士，特別

是尼泊爾和印巴裔人士的子女開辦中文班、課後託

管、節期活動等，也有教導一些新來港的「過埠新

娘」(尼泊爾、印巴裔的往往回鄉娶妻)適應本地生

活、學習說廣東話。筆者知道有差會聘請了在香港

的印尼華僑，更有從印尼邀請了一位華僑傳道同

工前來，專責印尼家傭事工的。高興

的，知道已有一些進而組成學習真理

的小組了。

筆者想起90年代在美國南加州

洛杉磯工作時，正值華人新移民大

批湧至，不少當地的華人教會和機

構遂為他們開辦生活英語班、入籍

英語班，甚至在一些華人購物中心

的空地上放置了長桌，協助他們填寫各類申請表，

幫助他們認識美國的法律，因而感動了不少新移民

家庭信主，融入教會。從服務入手，是今日在受

限制地區及來自這些地區的人士建立關係的一個途

徑，也是整全宣教的起步點。

筆者相信，除了香港、澳門

外，不少其他地區的信徒

也聘有家傭。今日，馬來

西亞、印尼、菲律賓、尼泊

爾等國籍的工人，以至華人

勞工，皆遍佈全球各地；也

有不少受限制地區的專業人

士受聘於各大跨國企業，他 們也許是你的

員工、同事、朋友，這就是你以生命作見證的機會

了。當然，能像香港一樣，由教會和機構聯合舉辦

「關心家傭日」是最好的，但最低限度也要關心這

些身邊離鄉背井的未得之民，從關心開始，讓他們

和他們的家人、鄉人看見基督徒的見證，認識基督

信仰，尋得救恩。這是每一位信徒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