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No.126 March 2017

主 題文章

多
年前，曾有一位前輩說過：「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在流

汗，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國人在流淚。」最近，又有一句：

「有太陽升起的地方就有華人，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中國商品市場。」

筆者在大使命中心服侍，參與推動宣教的文字工作十多年，從收

到的稿件和資訊中，清楚知道華人分佈在全球各地。記得有一次收到

一個電郵查詢，謂在一個很小的非洲國家內一個華人新移民家庭，想

找華人教會來聚會，可惜我們找不到當地有華人教會。大使命中心發

展了羅姆人事工之後，筆者到東歐的次數多了，去年也到過東南歐，

發現華人確是無處不在，見證了前輩所說的話千真萬確。

華人移民在歐洲

根據統計，二十世紀50年代全歐華僑、華人總數僅為萬餘，60年

代增加到5萬餘，70年代後，由於以法國為主的歐洲國家接納了大批

以華裔為主體的中南半島難民，人數劇增到50萬以上。之後，中國

大陸的新移民源源不斷地湧入歐洲，至90年代中期，一般認為歐洲

華僑、華人已達百萬。(李明歡〈歐洲華人社會剖析：人口、經濟、

地位與分化〉《世界民族》2009年第5期，

http://www.cesruc.org/uploads/soft/130319/1-

13031Z02329.pdf )

中國移民大增，原因在改革開放以後，人

心思動，目標向外；而且中國對外關係也較前

開放，與不少國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關係，放

寬了移民政策，大批學生放洋留學。總結這30

多年來，移民國外的人為數不少。根據中國一

項調查，2007-08年間，華僑華人總數約4,543

萬，時至今日約為5,000萬。從前移民多到東

南亞去，如今則多到北美洲、歐洲。報告更指

東歐的華人
陳惠雪

2013年秋大使命中心同工探訪塞爾維亞Leskovac的華商



6 《大使命》季刊   第一二六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

出，隨著經濟全球化大潮以及中國與相關國家關係

的改善，華人真正地遍佈世界各地，尤其是發達國

家和地區。連近百年來中國移民鮮至的拉丁美洲、

非洲和中東各地，也出現了多個數以萬計的華僑華

人聚居區。(〈約5000萬：華僑華人總數首次明確

統計數字〉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

12-01 )

1990年，中國與匈牙利簽訂免簽證協定，大批

中國人湧進了匈牙利，最高峰時高達5萬人，多數

來自北京、東北、溫州、福建、河南等地，大都從

事商品批發。以當時中國貨品價廉的優勢，生意興

隆，建立了數個規模龐大的商品城，滿載貨品的集

裝箱絡繹不絕進出商城，歐洲各國商人都前來取

貨。但兩年後取消了免簽證優惠，並開始驅逐非法

居留的中國人。1995年以後，生意大不如前，中國

商人逐漸離開匈牙利，一部分人轉往西歐尋求新的

商機，也有返回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

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係迅速發展，中國商人前往

發展中國家，如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烏克蘭、波

蘭等國尋求商機，起初是一些小規模的投資者和餐

館等，其後逐漸建立起各自的中國商品批發市場，

仲介商人不再需要到匈牙利進貨，中國人、中國商

城遂分散到東歐各國。然後，與中國市場緊密相連

的各行業也紛紛建立，如事務所、報社、旅行社、

理髮、美容、導遊、房產仲介、裝潢裝修、翻譯、

診所、中國貨行等( 華人街網，〈淺談東歐華商的

現狀、出路和對策〉，http://www.huarenjie.com/

thread-5563077-1-1.html )，所需的人材越來越多，

人口也漸漸增加。

東歐華人被遺忘

這些住在東歐的大批中國人，很多都是未曾聽

聞福音的人，從散聚宣教的角度來看，都是把福音

帶回家鄉的對象。然而，根據東歐一位弟兄所提供

的資料，筆者看到東歐的華人是一群被遺忘的失

羊。

有教會的地區

匈牙利    首都布達佩斯有多個華人教會，其他

城市也有，但很多沒有牧者。

羅馬尼亞  首都有兩個教會(布迦勒斯特華人基

督教會及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後者參本期第8-10

頁〈來自巴爾幹半島的呼聲〉一文)

塞爾維亞   在首都貝爾格萊德有新貝華人基

督教會(參本期第11-12頁〈塞爾維亞新貝華人教

會〉)，在潘切沃(Pancevo)有潘切沃華語基督教

會，其他地方未有(筆者按：在北部Subotica市附

近，筆者曾到過一個自由市場遇見不少在那裏開店

賣鞋的中國人，但未遇上一個信主的，當地也沒有

華人教會)

烏克蘭    約1萬華人，4間華人教會及一些團契

(《大使命》一百一十二期〈戰爭前烏克蘭的學生

工作〉一文，一間以學生為主的教會，因俄烏戰事

後，學生簽証難取，人數減少，已暫停運作。)

保加利亞    在首都索菲亞(Sofia)有華人教會，

成人連小孩約70-80人，沒有牧者

克羅地亞    剛成立教會，20人左右聚會，沒有

牧者

波蘭      在首都華沙，有1個華人教會

捷克      在首都布拉格有1個教會

希臘 在雅典及帖撒羅尼迦都有教會，但沒

有全職的傳道人，而在一些城市則有查經班(參本期

第13-16頁兩篇文章)

未建立教會的地區

斯洛文尼亞  全國約有1,000華人，在首都盧布

爾雅那(Ljubljana)和馬里博爾(Maribor)都有信徒，

但未有教會和查經班。(參本期第3-4頁〈訪東歐華

人看華商宣機〉)

斯洛伐克    約1萬華人，有查經班，約20人

波黑        約20人左右聚會，沒有牧者

阿爾巴尼亞  華人數量有限，未有華人教會

馬其頓      少華人，因為簽證難，做生意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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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華人教會的需要

東歐的華人較諸西歐都要少，主要原因是經濟

比較落後，生活水平低，華人比較嚮往西歐發達國

家。然而，東歐對福音都比較開放，不會有逼迫。

同時，這些都是在「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參本刊第

一二二期)，日後的發展難以估量，但進入的華人必

會增多。而這些國家不是天主教、東正教，便是伊

斯蘭教，基督教會不強。華人是外來者，而且中國

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一般都保持友好，華人會受較好

的待遇，若華人教會能夠壯大，願意把福音向本地

人傳，本地基督教會也會壯大，所產生的影響便會

增多，傳福音的力量也多起來。 

但從以上的資料來看，這地區很多國家並沒有

華人教會，縱有教會，也沒有牧者；若缺乏牧養，

信徒的靈命成長緩慢，教會壯大乏力。所以，裝備

全時間的牧者是刻不容緩的事了。探究沒有牧者的

難處，大概基於以下原因：

1. 從事貿易的華人信徒，要放下一切接受幾年

的全時間裝備，很不容易，考量很多。

2. 一些願意服侍的，又限於教育水平只有小學

畢業，難以修讀一般的神學院課程。

3. 信徒來自浙江、福建、北京、河南等地，有

方言和文化上的差異，集合一起牧養不易。

應如何培育呢？禱告當然最重要，聖靈親自興

起和培育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在策略上，筆者大

膽作如下建議：

1. 法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的華人教會發

展比較穩健，人材也較多，為了同胞的好處，前瞻

福音工作的需要，建議他們差派曾受裝備、同語言

的信徒前去協助牧養。事實上東歐的華人教會不少

是從西班牙和義大利發展出來的，這兩個地區的信

徒也因為地利，不少人先後在西班牙的歐華神學院

接受裝備，可以從這些信徒當中揀選，再培育他們

成為近文化的宣教士。這個做法所需的時間不會太

多，然而只是權宜之計。

2. 長期的策略，宜栽培本地的信徒成為有能的

牧者。有感動的差會、組織或神學院，可以在東歐

選一個中心地點設立聖經學院，方便不同地區的人

前往上課，同時，利用貿易上的淡季，配合信徒能

安排的時間，採密集式授課；也可以是一所流動

的聖經學院，在不同的地區有系統地開辦整全的課

程。其實，這兩種方式都是國內一些地區慣用的培

訓方式。

3. 課程可以按照一般聖經或神學院來編排，但

各科的內容則要配合他們的程度和實際需要、時間

安排來作彈性的設計，同時也兼顧事奉心志和牧養

知識及技巧方面的培育，需要相體裁衣方能配合當

地的需要。

結語

今日北美華人教會如此興旺，也是由於當年有

大量華人因不同的因素移居當地，更有一些忠心的

神僕帶領，從查經班開始，慢慢建立教會，經數十

年的發展，才有今天的成就。筆者也憶起香港回歸

前，很多香港人移民到北美，大批說廣東話的信徒

湧進，當地教會招架不及，不少香港牧者有見及

此，不願信徒迷失，也辦理移民手續，前往陪伴他

們，並建立教會。

今日東歐的大批中國移民，他們需要教會，也

需要牧者，深願神興起工人，牧養這些被遺忘的

羊，在當地建立神家。更盼望東歐的華人教會在數

十年後，能像北美的華人教會一般興旺，並且在本

地樹立美好的榜樣，在當地見證主的作為，帶領人

歸入主名下。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