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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議題工作坊
大綱 :
 從聖經看「散聚之民」
 「散聚宣教」的傳揚策略
 案例分析:「歐洲華人與華人教會」
 案例分析:「後基督教」歐洲國家的衰微與契機
 案例分享: GLEC「歐洲宣教策略」
散聚之民的宣教新契機「 難民潮」
 華人教會如何參與「散聚宣教」?
 案例分享: GLEC「中亞穆斯林宣教策略」
 Q & A …



從聖經看「散聚之民」

英文 Diaspora一詞源於希臘文
διασπορά「分散」、「散住」的意思。

歷史上舊約時代『分散』的猶太人，與新
約時代『分散』在各地的基督徒，都用這
個字來描述。近代學術界也多採用此字來
敘述離鄉背井遷徙移居的人。*

*溫以諾, 「散聚宣教學」, 《大使命雙月刊》70期，24.



從整本聖經來看，我們發現Diaspora 不
只有「散」的意義，「散」與「聚」是緊
密相連的；從創世以來直到將來新天新地
寶座前，神的心意都是渴望「聚集」他的
兒女，然而在招聚兒女的心意裡，祂卻不
斷以「散」來成就祂的「聚」。



從舊約聖經，我們可以看到神藉著分散的
管教成就在他的選民身上的美意；巴別塔
事件人因驕傲而聚，卻因神變化了他們的
口音而分散。以色列民跟隨摩西的帶領出
埃及，神藉摩西告誡百姓：神是聖潔的神
，若敬畏神就得福；若叛逆去拜偶像，神
就要散開他們，使他們在萬國中被拋來拋
去，直到他們歸回救贖主彌賽亞。

「散聚」出現最多次的是《耶利米書》，
前後出現 18次。



散聚呈現神的心意

新約的「散」部分例子:

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猶大和撒瑪利亞─司提反
被迫害，教會被逼迫，門徒四散遷徙各地；福
音隨著到處傳揚。(徒8:1-8) 福音向外擴展進入
安提阿─教會受逼迫，門徒逃到非尼基和居比
路與安提阿。(徒11:19-21) 福音向外擴展進入
歌林多─革老丟命令猶太人離開羅馬，雅居拉
與百基拉就逃離羅馬到歌林多。(徒18:1-4)



散聚呈現神的心意

新約的「聚」部分例子:

施洗約翰在曠野傳道，他是彌賽亞的開路先鋒，
宣告天國近了，人要悔改規向神。(路7:24-35，
16:16) 耶穌基督普世的呼召；召喚世人進天國
，「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
人都悔改。」(彼後3:9) 讓小孩過來 (太19:13-
15) 邀請人赴宴 (太23:1-14) 召換罪人悔改 (可
2:13-17) (路5:27-32)



創世紀 28:14

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 必向東西南北
開展, 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全球遷移 :

貧窮、生活受壓迫和戰亂的緣故，為了生存及生
活條件可得改善，甚至可以緩解窘困。縱然遷徙
會流失少許傳統、土地等；仍然改變不了定意要
逃離這苦難。教會應該看見向新移民傳福音的好
機會，移民人士處於過渡期，生命正經歷著失去
根源的落寞。他們對新的轉變，常常投入且抱開
放態度，而且以個人方式接受信仰。



三個方向界定「散聚宣教」的傳揚策略

• 向『散聚人口』傳福音 (to the diaspora)

• 藉用『散聚人口』(through the diaspora)

• 超越『散聚人口』(by/beyond the 

diaspora) or 聯合『散聚人口』(with the 
diaspora)

*Source: Enoch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從華民到萬民

徒 17:26-27a
[神]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們尋求神。
• 一生的年日, 神定準 !
• 一生的疆界, 神定準 !

目的 ???華人: 移民文化 = 移動的民族



案例分析

歐洲華人
與

歐洲華人教會



• 中國人移民歐洲，已有三百餘年歷史。華人現在旅居歐洲
約有二百餘萬。

• 中國移民大量進入歐洲，是在20世紀以後，主要是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期間輸入的中國勞工，當時法國政府從中國引
進14萬華工，最後有二千餘人留下，定居法國。

• 50至60年代，英國變更移民法，大多來自香港的飲食業。
• 70年代中期，南越，北越統一後，有大批越南難民和柬埔

寨難民湧進歐洲，其中也包括了許多華裔。
• 80年代後，中國改變移民政策，大陸人民開始直接移民歐

洲，尤以浙江温州與青田等地為著名。
• 90年代，當1989-91年蘇聯解体和東歐國家逐一開放後，

引發了另一波的大陸移民潮到東歐國家居住並經商。
• 近30年，中國改革開放，留歐學生大增。



照統計* ，如今歐洲華僑人口約有200萬人，
主要是集中在法國（約40-50萬）、英國（
約35萬），其它的國家，如荷蘭（約18萬）
、德國（約20萬）、西班牙（約15萬）、俄
羅斯（約11萬）、義大利（約12萬）和南愛
爾蘭（約4萬）等。在歐洲之中國留學生，目
前已約有25-30萬人，主要分佈於英國、德
國及法國，其餘的則在西班牙、義大利、荷
蘭、比利時、波蘭與一些北歐國家。

*《舉目》37期



Latest Updates (9CCOWE August 2016) : 

法國: 約60萬華人, 28間華人教會(約5-6000信徒), 主要
在Paris, 以溫州人為主, 除了2個宣道會, 多數是獨立教派

義大利: 1984年開始, 約40萬華人(8%信主), 2萬5千留學
生, 5個教派, 80多間華人教會(包括50多間溫州人教會), 
250-270位帶職事奉, 20多位全職(只有2位神學畢業)

荷蘭: 約10-15萬華人, 20多間華人教會(40多年歷史)

西班牙: 約22萬華人, 85%來自大陸浙江福建農村背景, 超
過80%都是最近20年來的移民, 4%信主人數(約6000位
信徒, 16位牧者), 5個宗派, 40多間華人教會分散在20多
個城市



• 目前歐洲有華人教會近300間* ，主要設立在
城市內；另外至少100多個團契或查經班* 。

• 然而，歐洲華人教會對牧者需求極大，一半
以上的華人教會或團契，沒有全職事奉同工
來專任牧養。

• 在二百餘萬旅歐華僑中，基督徒少於1%*。
在留學生中信徒比例較高，約有5-10% * 。
以人口與教會的比率來看，仍擁有很大的福
音工場發展空間。

*《舉目》37期



• 現時歐洲華人教會，屬靈牧養不足。面對近代
新移民的熱潮，歐洲各地都急需更多的佈道、
短宣與培靈事工（包括各種營會），急需能說
普通話的講員和同工。

• 歐洲華人教會所需要的長期委身事奉的工人，
應當從當地華人教會中產生。因此，在教會內
建立信徒、訓練他們承擔教會的事奉，應是事
奉的重點。

• 成立更多的聖經學院，培訓傳道人和同工，乃
是當今歐洲之急。聖經學院課程的設計，也盡
量要做到 “本色化”，希望神學畢業生能夠在
歐洲工場學以致用。



• 建議應當把歐洲規劃為策略性的宣教工場，並重
視留學生事工、商人事工、 下一代事工。

• 向歐洲華人傳福音有幾個重要的因素： 當華人
來到歐洲，到處充斥基督教文化，儘管基督教在
歐洲有點褪色，但仍是一個很好的傳福音環境，
隨處可以找到傳福音的話題。而基督教文化也挑
起了華人對福音的好奇和興趣。

• 希望各地的北美華人教會，能夠多差派長期的宣
教士或者牧師，來到歐洲各地幫助歐洲華人教會
，同時福音機構可以為歐洲華人教會提供聖經、
書籍、福音單張、影音材料，並協助開發文字福
音工作及網路事工……等資源



案例分析:

「後基督教」歐洲國家
的衰微與新契機



雖然福音是從耶路撒冷開始，但基督教文化的建
立可說是始於羅馬， 因而歐洲亦算是基督教文化
的發源地，直至十七世紀的教會大復興，及後而
來十八、十九世紀的宣教奮進，都叫人看到歐洲
本是一片讓基督徒能引以為榮的樂土。

可惜的是自上世紀後期起，我們看到基督教的影
響力下滑、信徒見證失色、教堂凋零、後現代思
想掩蓋聖經的權威、異端及其他宗教等崛起，形
成今日的歐洲亦相對成為一個需要福音的地方、
一個宣教的工場。



雖然有宗教自由，多是重視容忍，更嚴重的就演變為
排斥或攻擊福音派基督徒。簡單看幾個國家的情況*：

• 德國為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的祖國…
• 荷蘭號稱為改革宗的發源地, 曾參與普世宣教,也出

了一些著名的改革宗神學家…
• 捷克為宗教改革鋪路約翰胡司的祖國，莫拉維亞弟

兄會(Moravian Brethren) 的發源地…
• 瑞士為改教家加爾文和慈運理徹底改教的地方…
• 英國曾經是宣教的大本營(中國人實在是欠這個國家

福音的債)…
* 生命季刊第44期



2006年歐洲基督徒的調查數字*：
基督徒（定義為與耶穌有一個個人而順服的關係，以
祂為認識上帝，並得永生的唯一途經的人）佔該國總
人口的百分比，最高的是挪威、瑞典、芬蘭等北歐三
國（4%），其次是羅馬尼亞和瑞士（3%），再其次
是葡萄牙（ 2.8%），其後是荷蘭（2.64%）、英國
（2%）、德國（1.58%）、保加利亞（1.4%）、匈
牙利（1.34%），其他國家的信徒遠少於該國人口的
百分之一。法國，天主教教堂往往矗立在城市的中心
位置，而基督徒是人口的百分之中 0.82。年輕人對
社會不滿，不少在尋找耶穌或其他宗教；新移民比較
願意追求神。 * European Believers Report 2007, GEM



The phrase "God is 

dead" does not mean 

that Nietzsche 

believed in an actual 

God who first existed 

and then died in a 

literal sense. Rather, it 

conveys his view that 

the Christian God is 

no longer a credible 

source of absolute 

moral principles.









• 在歐洲有七億多人口，而其中的華人數目更是與
日俱增。在歐洲土生土長的華人漸成為當地有影
響力的專業階層，向他們傳福音，亦讓他們將福
音帶入歐洲各國本地人中間。

• 今天的宣教工作不再是去到某個特定國家才可以
向特定的群體傳福音，歐洲各地有該地的伊斯蘭
教徒群體，在歐洲可以向這些群體傳福音，有時
候更方便。在歐洲的華人移民向當地的異教徒移
民傳福音(同樣是移民身分)比當地的歐洲人更能
夠突破界限去與他們建立關係，深信福音的果效
要好得多了。



• 宣教學有一個新詞，把普世（Global）與本地（
Local）合併為一，稱為「Glocal 普世本地化」*
︰我們在本地應該跨越民族的四牆，關心萬民，
從同文化事工，擴大至跨文化事工。萬民非在天
涯海角，也非地極，在全球化的大洪流下，萬民
都在流動，他們已到了我們身處的門口，宣教的
工作立刻始於足下。

• 讓我們普世華人(特別是北美Diaspora)的教會一
起禱告，求主差派工人去與歐洲華人教會成為福
音的夥伴，彼此建立一個堅固的環節，如同鐵鏈
的環緊扣在一起，一同收割莊稼。

*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34 期



歐洲華人宣教策略
GLEC Case Study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歐洲事工案例分享
(video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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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聚之民的宣教新契機
難民潮



Trends in the Muslim World
穆斯林世界的趨勢



預期全球穆斯林的人口在往後20年將增長35%
從2010年的16億增加至2030年的22億

屆時歐洲的嬰兒將有三分之一是出生於穆斯林家庭

(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s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We will breed 

children with 

them, because 

we shall 

conquer their 

countries –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oh Germans, oh 

Americans, oh 

French, oh 

Italians, and all 

those like you.

Take the 

refugees!”







大量遷移和增長的穆斯林散聚之民



居住在兩個世界(兩極)之間 -追尋亮光



Yazidi群體: “我們失去了我們的信仰”



許多穆斯林重新定義
對伊斯蘭教義的理解



穆斯林歸信的背景因素
1960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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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ce: Future of the Global Church, Patrick Johnstone



散聚之民的宣教新契機 –難民潮

世界難民關懷（World Refugees Care）執行主任，也
是前流亡者加理逹沃（Jalil Dawood）表示 : 

這種全球性的難民現象，可能是上帝要讓曾為
10/40窗口（福音未及之地）禱告的基督徒伸出歡
迎之手，目前有許多人甚至信徒因為恐懼而想坐視
不理！但是有沒有人想到，這危機也是把耶穌基督
福音分享給他們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從報導中，您看到了什麼？有人看到了許多數字，有
人看到了難民絕望的眼神；但求神開我們的眼睛，看
到這是神給華人教會最大的宣教契機！如同耶穌的目
光「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
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九 36）

我們豈能對他們的眼淚視若無睹，豈能對他們的需要
袖手旁觀！「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為現今的
機會嗎？」（以斯帖記四 14下）

沒有歐美與伊斯蘭世界糾結的種族包袱，華人對穆斯
林宣教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且是責無旁貸。

摘自歐華2015年九月11日公開信



結論是甚麼？

ABC 2016 當代議題工作坊

『散聚之民的宣教新契機』



 為散聚在世界各地的華人 能成為神心

意「散聚宣教」策略中的傳揚器皿 & 
祝福導管

 為散聚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能成為神

心意「散聚宣教」策略中的福音果子 & 
見證

 PAMOJA : 有行動的宣教和祈禱的網絡

我們必須禱告



華人教會如何參與散聚宣教:

1. 針對散佈全世界的華僑網絡, 你認為北美的華
人教會, 在本地和普世可以作什麼 ?

• 在福音策略上 (如: 歐洲華人事工, 難民事工)
• 在門徒訓練上 (如: 學人事工)
• 在跨文化宣教上 (如: 一帶一路、營商宣教)





華人教會如何參與散聚宣教:

2. 針對普世華人的屬靈拓展, 在大洛杉磯地區, 除
了最重要的禱告以外, 還可以有什麼具體的行動 ?

• 培育國度宣教人才 : Kairos 把握時機課程..
• 教會與差會的配搭 : MPC, CMC West...
• 與國際差會的夥伴關係 : FTT…



馬太福音24章14節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指日可待」例證 : 約書亞計畫
www.JoshuaProject.net

 研究統計在全球有那些不同的UUPG群體

 追蹤並記載那些族群乃是未被接觸和未聽
聞福音的UUPG群體

 有那些資源可用來接觸那些未聽聞福音的
UUPG群體









中亞穆斯林宣教策略
GLEC Case Study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案例分享

(video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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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焦點: 10/40 & 95/25 



Q & A

Contact: 
JamesHung@GLECenter.org

(949) 752-6899 Ex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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