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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把握最好的時機──
歐洲留學生事工的現況與需要
王敏俐

2002年秋天時份，筆者來到德國留學，開始十

年的旅歐生涯。在歐洲這塊土地上，先是認識了上

帝的愛，接受耶穌基督，而後蒙召，服侍在德國、

法國、荷蘭、瑞士的留學生，看見上帝奇妙之手在

歐洲的奇妙帶領。

華人留歐已有長久的淵源與歷史。二十世紀初

「勤工儉學」遠赴法國的留學生中，有後來成為領

袖的周恩來與鄧小平等人，主導了整個中國幾十年

來的發展。一位歐洲事工的同工曾經感歎，如果二

十世紀初就開始有人向這些留學生傳福音，整個中

國歷史將會有多大的翻轉與改變！

在今日，許多中國學子依然選擇踏上了留歐的

腳步。美國簽證難申請，英國學費太高，於是留學

歐洲成為一個新選擇。社會主義傳統下的許多德、

法高等學府不但不必付學費，甚至有多種給予學生

的補助，允許學生簽證打工，所以每一年吸引數以

萬計的學子前往；另有許多交換學生的計劃，將大

批的90後本科生帶到歐洲，福音的需要不言而喻。

看見需要，也看見神大開福音之門

2012年初，一個姊妹因為工作搬到了德南巴伐

利亞州(Bavaria，或稱為拜恩州Bayern)的一個小城

市。當地有一所大學，還沒有任何的中文查經班。

這位姊妹與我分享她的感動，希望能在當地開始一

個查經班。我與姊妹為此禱告了一、兩個月後，我

們決定找一個週末到當地的學生宿舍敲門，希望可

以找到一些華人留學生。我們隨機來到其中一棟宿

舍，卻意外驚喜的從宿舍郵箱上的姓氏中發現，這

棟宿舍有80%的學生來自中國！

於是我們嘗試在宿舍門口按門鈴，幾分鐘之

後，一個20歲左右的男孩下來開門。我們首先簡單

介紹自己，這個男孩竟說他也是基督徒，兩個月前

在溫州受了洗，最近隨著大學的交流專案來到了德

國；而這一整棟宿舍，都住著同一批來自浙江的交

換學生！

然後，我們與男孩開始在網路上一起查考聖

經，並為這一批來交換的本科生禱告，一個月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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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宿舍的活動中心舉辦愛宴與福音講座，與這些

90後的學生們探討聖經中的婚姻、戀愛與交友，

講座結束時，一個男孩來與我們討論信仰與耶穌，

在當天決志信主，並在一年後受洗，公開為主做見

證。

當90後來到歐洲……

越來越多從事校園事工的弟兄姊妹開始關注

85/90後的新生代，在歐洲，每一年都有一波又一波

的85/90後學子前往就學。85後的Julia有一雙美麗的

大眼，烏黑的直髮，是所有男孩都夢想的美女。她

曾分享來歐留學的原因：

「父母離婚了，卻沒有一個人先來和我商量，

我只是被動的被告知。我親眼看著父母反目成仇，

每一次過中國年，就是我最痛苦的時候。父親希望

我和他這邊的家人一起過，母親則希望我和她那邊

的家人一起過，當他們搶人的時候，我哪裏也不想

去，我厭惡這樣的生活，所以逃到歐洲來！」

選擇逃避家人的Julia來到了歐洲，卻在上帝的

愛中，意外找到了一種回家的感覺。「第一次參加

聚會，那一晚，我看到一對有信仰的年青夫婦，為

了向學生傳福音，兩人同心合意的開放家庭，預備

豐盛的晚餐，接待學生。這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

原來世界上還有一種截然不同的夫妻之愛、一種超

乎世俗的家庭溫暖。讓我的心很嚮往！」受洗的那

一天，Julia與眾人分享她為甚麼願意追尋信仰。

許多人認為85/90後是難面對的一代，但當我在

歐洲越多接觸這些年青人的時候，越發現他們的反

叛心理其實其來有自。躲在強烈自信、奇異裝扮、

張狂性格、網路世界與後現代文化背後，許多90後

的內在世界，都有一顆破碎的心。在這黑暗的時代

裏，他們比任何人更早經歷家庭的破碎、成人的謊

言、社會的現實。來到歐洲求學，可以是一場人生

的華麗冒險，更可以因認識了主耶穌，找到醫治的

根源、最終的歸宿與生命的答案。

更迫切的需要：初信者的建造

的確，不管面對哪一個世代，使用甚麼方法，

福音始終是生命唯一的解答，它自然而然的吸引

著每一個渴求的靈魂。當這些年青人在歐洲信主之

後，如何陪伴信徒的長進，更為歐洲留學生事工迫

切的需要。在歐洲，許多大學城至今還沒有中文查

經班，較大城市的團契與中文查經班大多是近十年

內成立的，而成熟穩固的教會更為缺乏。

以德國南部為例，其中較有規模的小型教會約

有四、五個，小型學生團契與查經班近幾年漸漸成

立，其中的領導者常常也不過是信主一兩年的基督

徒。因為缺乏聖經真理的教導與栽培，初信者的

生命難以紮根，在佈道會、福音營中信主的初信者

流失率很高；有心的追求者往往只能藉著遠距的

Skype查經與網路資源來學習，缺乏在知識與生命

上陪伴帶領他們一起成長的牧人與榜樣。

在德南的幾間教會，人數約在50-120人之間。

與北美較成熟的華人教會不同的是：在北美，不管

是大規模或小規模的教會，從牧師、長老、執事到

信徒，多有一個成熟的同工團隊彼此配搭支援，也

有較完整合乎聖經的教會章程可以依循，教會領袖

有較多可以一起分擔事工的同工，較少出現一人獨

大的狀況。但在留學生眾多的德國與法國，因為服

侍對象是學業壓力重且信仰根基未穩固的留學生，

教會常常出現少數一兩位牧者或領袖在透支牧養的

情況，成熟的同工團隊不易建立。

教會與團契初信者缺乏跟進，使歐洲留學生信

徒的生命呈現兩極化的發展：信主後較不主動追求

的學生，很容易因為學業壓力、打工、感情等因素

漸漸冷淡，卻乏人照顧；願意追求者往往因為教會

迫切的需要，很快便參與服侍。這當中有不少愛主

的年青人，在如此的缺乏環境中，雖然有些信仰與

服侍的觀念需要調整，卻因為勇於追求與服侍，生

命有美好的長進，壯健成長。這兩種趨向的信徒都

需要更多的帶領；軟弱者需要有人扶持，願意追求

者需要有人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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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班轉型教會的過度階段

另一個在歐洲的趨勢是，有越來越多留學生畢

業之後，選擇留在當地工作、成家立業。以阿姆斯

特丹(Amsterdam)一個學生團契為例，在過去曾是

留學生的團契，幾個主要的同工畢業後留下來建立

家庭，團契的組成結構慢慢由學生轉為就業青年，

主要的同工開始在當地生根穩定下來，正處在由團

契轉型為教會的過程。這樣的現象，在歐洲的學生

團契中越來越多出現。

在建立教會的過程中，所遇到最直接的挑戰與

需要，就是合乎聖經的教會模式的建立與講道人

材的培養。當同工團隊因有不同的看見而彼此磨合

時，需要有合乎聖經的教導與輔導，幫助這些學習

中的弟兄姊妹看見神對教會的心意，而非在彼此的

矛盾與角力中原地踏步。在講道人材的培訓上，願

意學習的弟兄姊妹也希望有長者分享經驗以及在屬

靈上的看見。

結語：把握現今的機會

當大批的中國留學生湧進歐洲，我們看到了福

音的契機與需要，向90後的歐洲留學生傳福音，現

在是最好的時機。最有果效的福音工作，是當地的

弟兄姊妹興起，在校園中，在同儕中，接觸這些年

青而充滿可塑性的青年。在北美與其他各地的華人

基督徒，我們可以做的除了禱告之外，也求主給我

們願意投入一起同工的心志，藉著短宣與網路遠距

連結，來關心在歐洲的初信者，例如：訓練帶領查

經，每週在網路上陪伴負責的弟兄姊妹預查聖經，

以及教導他們如何傳福音與個人佈道。

歐洲的留學生信主後呈現兩極化的發展，軟弱

退後者需要有願意委身的成熟信徒來陪伴與鼓勵，

願意追求者需要有人在真理、服侍與恩賜發展上來

引導。

從查經班與團契轉型為教會的過程，需要有真

理的根基與有關事奉、工人生命的教導，盼望有生

命老練的牧者、長執與他們分享建立教會的真理與

實踐經歷。

當年「勤工儉學」遠赴法國的留學生成為了領

袖，主導整個中國幾十年來的發展，可惜的是，他

們沒有成為基督徒。上一個世代，我們或許錯過了

傳福音的機會，在今日，聖靈已為我們開闢了道

路，在這些留歐的90後學生當中，必然也有神所

揀選、要重用的年青人。願我們舉起禱告的手，與

主同工！願我們不要辜負神過去在我們生命中的栽

培，回應歐洲大陸今日的需要，把握最好的時機，

見證主的奇妙作為！

（作者為美國校園團契歐洲宣教同工，來自台

灣，留學德國，曾旅居荷蘭、瑞士，現居美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