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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有些极端及异端  [如使徒更新运动  ( New  Apo s t o l i c  Re f o rma t i on ) ]，

强制基督徒虔  

守犹太节期，带着自私的心态，及求福的动机为以色列及选民犹太人祷告

2
，这都是近年来因为基督徒对「选民」的关注，又被异端及极端在解经

及教会运作方面的扰乱，带来混乱的现象实况！这也是。  

 

1 . 1  本文目的  

本文目的是按海外华人基督徒立场，就信仰  (即救恩论及新约神学的两个

角度 )  及行动  (  即差传策略及信徒 [个人及团体两个层面 ]  ,  反思选民—犹

太人。  

 

1 . 2  钥辞介定  

•  宣教 /差传  — 

“基督徒 (个人 )  及教会 (团体 )，受授及履行「三一真神」的「神的使命」

(mis s io  De i )  ，在个人及集体的层面，从事属灵 (抢救亡魂 )  、社会 (引进

和平 s ha l om)  双向度的事奉  —  包括救赎、和好及更新。  

•  宣教神学  —   

始于三一真神的使命 (mis s io  De i )  ，以圣经真理为基础，有系统地探究宣

教 /差传的何因、何法等课题。  

•  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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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肉容，曾于 2 0 1 7  在北加，由橄榄树国际事工主办的『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特

会  (  2 0 1 7  年  6  月  1 7  日 )  ，用同一题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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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为以色列及选民犹太人祷告的经文计有：创 1 2 : 1 - 3 ;  赛  6 2 : 1 , 7 ;  诗 1 2 2 ;  罗
1 5 : 2 7  



严肃又谨慎的退而沉思默想，进而行动实践。  

•  选民  —犹太人  —  

神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从列邦中特选选归祂的民族。弥赛

亚、使徒、救恩均出于此族。  

 

I I .  从历史及文化等角度，认识选民犹太人  

 

选民犹太人与众不同之处甚多，包括历史、文化等角度。但从宣教神

学作反思更有意义，使我们在信仰及行动方面，均有启发性的意义。  

 

2 . 1  历史  —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从历史的角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有儿子的名分荣耀，诸

约，律例、典章、祭司条例、诸约及应许在神的救恩计划中，有等特殊地

位 (约 3 : 2 ,  9 : 4 ) .，是列邦异族所没有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约  

4 : 22 )  。  。神与以色列所立的永约 (耶 31 : 31– 34 ,  纵向关系 )  ，及叫世人

与神和好的恩情 (林后  5 : 19 - 21 )  ，祂的拣选与呼召，是没有后悔的。他们

要作外邦人的光  (赛  42 :6 ;  49 :6 ) (横向 )  

2 . 2  民族  — 犹太人  

神始与亚伯拉罕立约  (创  12 :1 - 3 ;  1 5 : 18 )  ，继而与以撒 /雅各立永约  

(创  1 5 : 18 - 21 ;  17 :7 ;  35 :10 - 12 ;  来  1 1 :8 - 1 0 )  。后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  

(出  1 9 : 5 , 24 : 7 - 8 ;  申  2 6 :  1 7 ,  29 :9 - 14 ;  约  24 :25 )  ，从列邦中被「拣选的族

类」及「眼中的瞳人」 (撒  2 : 8 )  。只要太阳仍在，神仍未废弃选民 (耶  

31 :31 - 37 ) 3  。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立恩约的后嗣 (创 1 5 ;  出 .  

2 : 23 - 25 ;  诗  1 05 :8 - 1 0 ;  路  1 : 7 2 - 73 )  

 

I I I .  从神学角度看教会与以色列的关系  

3 . 1  「犹宣」与「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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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持有三种神学立场者 ( S u p e r s e s s i o n i s m ,   r e p l a c e m e n t  t h e o l o g y  o r  f u l f i l l m e n t  

t h e o l o g y )  ，却引用新约经文  (来  8 : 1 3 )  ，宣称先知杰里迈亚有关「新约」的预言  (耶  

3 1 . 3 1 - 3 2 )  已应验，教会替代了选民—犹太人。  



「犹宣」是福音派基督徒，按圣经真理及三一神的使命(miss i o  De i )  

及旨意 (mi s s ion  mandat e  o r  G re a t  Commiss ion) ，向普世传福音(包括

以色列) ，使万人作主的门徒(包括在历史中神在万国中拣选犹太人作神

的选民) ，使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在信仰群体中作神的子民。至于「犹

关」是但凡关怀犹太人过去的历史(包括旧约节期) ，现在的近况(以色

列国政治、经济…等情。其中包括福音派作合宜的关注及布道。 

3.2  异端式的「犹关」 

但另有异端混乱教会：坚持旧约条例，(如强调盟约、盟许、律法、

安息日…等)  强调以色列将复兴及末日将至等。 

有鉴于此种混乱实况，建道神学院教牧及专业进修学院于 2014 年

9 月，假湾仔市区校园礼堂，举办一系列的公开讲座  (读者可用连结观

赏 )：  

•  犹宣的「是」与「非」（Pa r t  1）－犹太人在末世的角色  张云开副

教授  

  h t t p s : / /www.you t ub e . com/wa t ch?v=bElFxZ7N_hg 

•  犹宣的「是」与「非」（Pa r t  2）－希伯来寻根运动的优劣和危机  

黄德光传道  

  h t t p s : / /www.you t ub e . com/wa t ch?v=kEyWD5QCl I s&t=93s  

•        犹宣的「是」与「非」（Par t  3）－国内的犹宣乱象  麦启新博士  

  h t t p s : / /www.you t ub e . com/wa t ch?v=T-Y2_0BE6RA&t=74s  

• 犹宣的「是」与「非」（Pa r t  4）－本地个案   杨子聪总干事  

 h t t p s : / /www.you t ub e . com/wa t ch?v=qGqUj rZdzSw 

• 犹宣的「是」与「非」（Pa r t  5）－犹宣策略的拨乱反正  滕张佳音

博士  

h t t p s : / /www.you t ub e . com/wa t ch?v=1qCAF0xGExA&t=37s  

 

此外读者亦可参考由资深「犹宣」专家撰写「犹宣三大乱象」专文@  

h t t p : / / c h r i s t i a n t i m e s . o r g . h k / C o m m o n / R e a d e r / N e w s / S h o w N e w s . j s p ?

N i d = 8 1 8 0 8 & P i d = 2 & V e r s i o n = 1 3 7 9 & C i d = 6 4 1 & C h a r s e t = b i g 5 _ h k sc s  

( a c c e ss  J u n e  1 5 ,  2 0 1 7 ) 



 

3.3 从神学角度看教会与以色列的关系  

 

从神学角度看教会与以色列的关系，总括有三种立场： 4  

A )  互异  — 时代论 :  教会与以色列大别互异，神对以色列有特殊计划。  

B )  成全  —  改革宗神学 :  教会成全神与先祖及以色列所立的恩典之约，教会

与以色列是神的同一群百姓。 (彼前  2 : 9 )  

C )  极端  —极端替代主义 :  因犹太人否定耶稣为弥赛亚，神把他们的特  

殊地位，转由外人接替。  

— 两约神学 :  旧约耶和华和  色列有原始的圣约关系、新约主耶稣基督和

外邦人有新约的圣约关系。  

 

IV .  从宣教神学反思选民犹太人  

4 . 1  信仰 :   

A )  就救恩论而言  

耶稣成肉身生而为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戴维的子孙  (太  1 : 1 )  ，

神救恩计划中，按因信称的真理，信者就是亚伯拉罕而的后裔，“叫他作

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罗  .  4 : 11 ;  加  3 : 29 )  。耶稣的道成肉身 (太

15 : 21 -28 ;  可 7 : 23 -30 ;  徒 3 :26 )，从耶西的根而出，使因信而成为真以色

列人，都得成圣  (罗  1 1 :16 ,  1 5 :12 ;  c f .  加  3 : 16 ;  启  5 : 5 ;  来  10 :29 )  。犹太

人应作外邦人的光  (赛 42 : 6 ;  4 9 : 6 ) .  

B)  新约神学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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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参阅下列两项：  

�  郑佑生 (香港中国浸信会神学院院长 )  的「犹宣的神学思考」@  

h t t p : / / w w w . c c c o w e . o r g / c o n t e n t . p h p ? i d = a r t i c l e s / a r t i c l e s _ 0 6 - 0 0 2  

�  温以诺  「从宣教神学反思「选民」—  犹太人」  

 

 

 

 



 加拉太书 3：29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

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保罗  在罗  马书第 9 章中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

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作了他的儿女。按杰里迈亚书 3： 8，神给

了以色列休书。  

时代论学者常怪责圣约神学家，否认以色列族人是神永恒应许的对

象，是变相地判断神是不守应许的。  

保罗在罗马书 11 章自认：「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

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  。他虽

是以色列人，却把自己与以色列民族中被拣选的相比 ;  不与整体以色列民

族相提并论。且确定神没有弃绝预先知道的人， (参罗 1 1 : 2~5：“我为自

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样，照着拣选的恩

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保罗并不强调他的以色列国籍，而是他属于以色列中被拣选的人，好

比那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七千人。故此神的应许只属那些蒙神赐信心的人。

正如加拉太书的主题 :  所有蒙神恩典的人都是神应许的结果；绝非根据割

礼、民族、性别、善行。  

普世信徒均受恩于犹太人 (罗九至十一 )  ：如旧约神的启示、新约弥赛

亚的降世、圣经的应许等。虽然犹太人因先祖背离耶和华而亡国飘泊，多

方受罚。  

 

C )「债」的观念与实践  (本节内容详参温以诺着另一专文 )
5
 

在罗马书中“oph e i l e t e”一词出现了四次，句含不同意义，计有属

灵的、社会的和宣教学的「横向」与「纵向」关系。  

有关属灵祝福的「债」：按罗  1 5 : 27  领受属灵祝福者，是欠债的

人，施与受俩者间的横向关系，就以「债」为标  志—「这固然是他们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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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以诺 — “罗马书的「宣教-关系式」解读”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廿六期， 2 0 1 1  年

1 0 月。  

 



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十五  27）。耶路撒冷的  圣徒与罗马的信

徒，都是从神领受恩典者 (纵向关系 )。然而横向地，罗马信徒既从耶路撒

冷圣徒那儿，领受了属灵的祝福，在属灵方面而言，罗马信徒便成  为欠

债的人，因此耶路撒冷圣徒在贫困中，罗马信徒便应在物质上供应他们，  

这是欠债者偿还的机会。 (徒 20 : 1 - 5 ;  罗  1 5 : 26 , 31 ;林后  8 - 9 )  。保罗对失

丧者的强烈热情，他牺性的事奉，为福音所受的苦难…是一个「欠债人」

的特征，尽他最大努力偿还他「纵向」所欠的神的恩典和「横向」服事他

人的债务。  

 

D )  犹太人是神特选之民  

犹太人是神特选之民（罗 9-  1 1），身份特殊。因为神救恩计划及

弥赛亚的降临出自犹太人（罗 4 :；弗 2 :）。而主所吩咐传福音有先后次

序，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工作应在先，祂如此教导（太  10 :5 - 7 ;  路 24 :  

47）。保罗同样强调先后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  1 : 1 6 ;  

2 : 9 - 10 ;林前 1 : 24 ;9 :  20），他也如此身体力行（徒 13 :5 4 ;  

17 :1 ;1 8 : 6 ; 19 :8），因为是复活主所嘱咐的（徒 1 :8）。  

保罗的宣教策略在「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的宣教次序上表明

无遗（一   1 6 , 2 : 9 -11）。这一策略也在他的个人行动中表现出来（九  2 0 -

22）。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十三  5 , 14 , 42；十四  1；十五  2 1），保罗被

拒绝，被诽谤，被逼迫（十三  44 - 49）。然而，  他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

，再次回到犹太会堂（十七  1 ,  1 0 ,  13 ;  十八  4 - 5 ,  19）。即使在他第三次

宣教旅程中，保罗仍旧继续「先向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传道。这首尾一

致的宣教策略，与个人政策，在罗马书  9 - 11  章中有详尽的阐述。  

华人教会领袖，动辍把保罗对犹太同胞的关怀
6
，套用在中国人身

上  (如「同胞爱、骨肉情」的口号 )。 7  易于误导别人：蔑视犹太人选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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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9 : 1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2  我是

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3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

离，我也愿意。  
7

 参温以诺「亚波罗的盲点」  



特殊身份，高抬中国人变作现代神的选民。 (见温以诺  —「亚波罗的盲

点」专文 )  

 

D )  华人信徒欠犹太人属灵的债  

华人基督徒积极参与犹太人福音事工，实践「受恩莫忘记」。保

罗向外邦信徒筹款，以资助贫困的耶路撒冷圣徒时说，算是还所欠的债 .  

华人信徒也该存感恩之情，抱还债之心 (罗一 14-16 )，努力向犹太人传福

音。中国人既重关系顾恩情，故必须向犹太人存感恩的心，采报恩的福音

行动  。 [详参温以诺《恩情神学  —  跨科际研究与应用》天道 .徒 .书馆

( 2016 )@  h t t p : / /www . toe l i b r a r y . c om/hk / l og in  ]  

 

V .  华人参与「犹宣」  

 

5 . 1  华人参与「犹宣」策略 (本节内容，参考温以诺「从华人信徒角度看犹太

人福音事工」《大使命双月刊》2007 年 12 月 22-2 4 页 )  

 

A )  华人信徒关注犹太人福音事工的理由  

-  华人没有历史包袱：不同西方多国多族，过去有排犹的过节，历史的伤

痕。  

-  第二次大战期的恩情 :  二次大战期间，犹太人遭受德国纳粹（Naz i）残酷

的灭族大屠杀，获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何风山，批发了两万名犹太人的签

证，逃往上海。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救援犹太人最多的国家。  

 

BBBB ))))  民族文化近同民族文化近同民族文化近同民族文化近同     

-  民族意识强烈：同具强烈民族意识，不易被同化，却保持历史悠久的文化

传统。  

-  理财有道：投资、生财有道。中国人被称作「东方的犹太人」。  

-  历史悠久：同有悠长历史，硕果慬存的文明古国。  

-  民族性均刻苦俭仆：同具刻苦、俭仆、勤劳的民族性。  

-  重视家族遗传：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慎存族谱、维持家业、力保家声。

谨守家规、坚遵家训。重视家人互助，渴求家和万事兴。  



-  屡历战乱及散居之苦：历世多代，饱受贫困，备受岐视。散居世界各地，

屡历饥荒飘流之困苦。  

-  同属父系体制，父权主导：属父系社会，从父居、服父权、继父业。  

-  讲究人际关系方面：生于人际关系网络，善用关系网络谋生致富。同守社

交互动守则：「有关系则甚么都没有关系；无关系则甚么都有关系！」  

-  努力致富而不重享受：勤劳致富，守财不挥霍，富而不奢，裕而不华。  

-  刻苦求成：为家爱族而刻苦，勤劳求成而不骄纵。  

 

C )  最新的策略对象：  

-   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但凡散居外地，脱离自身小区压抑，且因适应散居  

 新处居所，心灵骤然开放，营造福音契机。若能与信主者接触，又遇  

上实行「大诫命」的信徒，领受「一杯凉水」的关爱恩情，信主机会倍  

增。此等散聚现象及散聚宣教，便是「散聚宣教学」，是一项冀新的差  

传模式及策略，详情可参阅附注一。  

-   与外邦人通婚的犹太人夫妇及家庭：新婚后须作多种考虑，如婴孩割  

 礼、饭食该 k oshe r 否…等情，是犹太人向外族社交 /生活开放期，亦为  

 「犹宣」的美好策略，详参专著 :   

W a n ,  E n o c h  a n d  T u b y a  Z a r e t s k y ,  . J e w i s h- G e n t i l e  C o u p l e s :  T r e n d s ,  

C h a l l e n g e s ,  a n d  H o p e s .  P a s a d e n a ,  C a l i f o r n i a :  W i l l i a m  C a r e y  L i b r a r y ,  

2 0 0 4  

-      「后现代型」 ( pos t - mode r n i s t )的新一代犹太人：但凡具备「后现代」世

界观者，必具反传统心态
8
，故此与犹太传统保持距离，较易向福音开

放。  

 

D )   华人信徒及教会参与犹太人福音事工的途径  

-      必先迫切代祷：传福音是从撒但手中及黑暗权势中，抢救失丧灵魂

的属灵争战
9
，不靠势力或才能，而靠神的灵成事。  

                                                      
8
 参考温以诺  —  「廿一世纪宗教趋势与挑战」，《普世宣教面面观》陈惠文编、加州：

大使命中心。  》Win t e r ,  R a l p h  D .  &  S t e ve n  C .  H aw t h o r n e .  《普世宣教运动面面

观》。陈慧文主编。Su n n yv a l e ,  CA：大使命中心，2 00 6。 20 0 4 :  5 6 2 - 5 7 1  

9温以诺：〈属灵争战：华人信徒须知〉，刊《罗省基督教联会会讯》， 19 99 年 1 2 月，

第 6 - 9 页。  



-      当谨慎避免受宗教多元主义 ( r e l i g i ous  p lu r a l i s m)  或综摄主义

( s ync r e t i s m)所影响：如若受宗教多元主义影响，「犹宣」传讲的便非纯

正福音。但若高抬犹太文化传统  (如旧约节期、条例…等 )，构成负面

「犹关」，虽领人信主，便流变为异端。  

-      始于本地的犹太人：「犹宣」是实践大使命者 ( g l ob a l )  不可推舍的责

任。不该高谈阔论而矣。却应坐言起行，当即向邻近的犹太人关爱传讲

( l oc a l )  ，实行「犹宣」。若能与他处「犹宣」同工作伙伴式 ( pa r t n e r sh ip )

配合，可收「环球本地化」 ( g l o ca l )之特效。具体例子：纽约华人宣道会

与犹太人归主协会 ( J ews  fo r  J e s us )  合作，在堂会中借出场地，举办活动

后更设立办公室  

-      参与短宣队往犹太人聚居之处：犹太通常聚居会堂 ( synagogue )邻

近，便于安息日步行往返。若该区犹太人的人口众多，便会有为小孩而设

的希伯来语文学校，及 k oshe r 食肆、或医院。短宣队可创意地作犹太文

化体验之旅，或用中、犹文化交流特会来建立关系，待至时机合宜时才传

福音。  

-       有大量犹太人聚居的国家：以色列、北美、英国、乌克兰、法国、

阿根廷等地。举一个例，由 OTI 安排台湾六龟山地育幼院诗班，于 201 6

年往以色列作文化交流，相当成功，故 2 01 7 年被邀再访，属福音预工式  

( p r e - e va nge l i s m)  的努力。  

-      若欲实践「犹关」或「犹宣」，可向如下列组织查询或求援 :  

•  以色列福音差会  ( C h r i s t i a n  W i t n e s s  t o  I s r a e l -  C W I )  @ 

ht t p : / / cwich i nes e . o rg /  

                                                                                                                                                              

温以诺：〈属灵争战的认识与实践〉，刊《事奉问题解答第四课》，美国加州：海外校

园， 2 00 0 年 8 月，第 2 6 - 3 3 页。  

温以诺：〈万世战争〉，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七期，2 00 7 年 1 月。温以诺：

〈「属灵争战」—  事奉指南〉大使命双月刊、 1 03 期 2 01 3 年四月 1 9 - 2 3 页。  

 



•  选民事工差会  C h o s e n  P e o p l e  Mi n i s t r i e s   @  

h t t p : / / c h o s e np eo p l e . o r g . h k /%E7%8C%B6%E5%AE%A3%E7%9A%84%E7

%9C%9F%E7%90%86 - 2 /  

•  橄榄树国际事工  (O l iv e  T re e  In t e rn a t i ona l  Min i s t r y -  OTI )  

       @ http:/ /www.ot iministry .org/?lang=zh-hant  

•  洛桑犹太事工小组查询  @  

 

短结 :  华人信徒与归主的犹太人，在民族性、文化上近似，并且有同一的

属灵基础、相同的盼望、同蒙恩典的共同点，共同敬奉「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神」。  

 

 

V I .  结论  

本文按海外华人基督徒立场，就信仰  (即救恩论及新约神学的两个角度 )  

及行动  (  即差传策略及信徒 ) [个人及团体两个层面 ]  ,  反思选民—犹太

人。  

 



    

附注一附注一附注一附注一：「：「：「：「散聚宣教学散聚宣教学散聚宣教学散聚宣教学」」」」参考书目参考书目参考书目参考书目  

 

 

 

I .  杂志杂志杂志杂志  

李定武。「神使人类分散的恩典」。《更新》39 卷，8 期，2013 年 10

月。  

殷浩然。「战争前的乌克兰的学生工作」。《大使命》112 期，2014 年

10 月。  

连达杰。「咫尺天涯：从散聚宣教学反思教会服侍少数族裔的使命」。

《教牧分享》，2014 年 5 月。  

温以诺。「散聚宣教学」。《大使命》70 期，2007 年 10 月，24。   

温以诺。「差传研究的价值与重要：对华人教会的启迪」。《往普天下

去》，2014 年 1 -3 月。  

 

I I .  电子传播媒体电子传播媒体电子传播媒体电子传播媒体  

柯嘉怡。「温以诺洛桑大会讨论移民群体的福音需要」。《基督日报》，   

2010 年 10 月 22 日。Acces s ed  Sep t ember  17 ,  2015 .         

h t t p s : / /mbas i c . f a cebook .com/Laus anneCh ina? .  

「移民危机：欧盟即将宣布配额计划」。BBC 中文网。Acce s sed  

Sep t embe r  19 ,  2 015 .  

h t t p : / /www.bbc . com/zhongwen / t r ad /wor ld / 2015 /09 /150909  

_mi gr an t _c r i s i s_ eu_p l ans_quo t a s .  

「散居侨民从 2010 年开普敦到 2015 年马尼拉到以后更多族群」。洛

桑运动。Acces sed  Augus t  27 ,  2015 .  h t t p : / /www. l aus anne .o rg         

/ zh -han s / con t en t - l i b r a r y- zh / l ga -zh / 2015 -03 - zh /15 .  

陈鸿瑜。「  近二十年中国大陆海外移民潮之原因与影响」。华侨协会总

会。Acces sed  Sep t ember  21 ,  2015 .  h t t ps : / / o c ah . o rg . tw              /

学术座谈 /中国大陆移民潮座谈会 /近二十年中国大陆海外移民潮之原

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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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 -Bekoe ,Yaw  A t t ah  and  Enoch  Wan .  Sca t t e r ed  A f r i can s  Keep  

Coming :  A  Case  S t ud y  o f  D ia spora   Mi s s i o logy  on  Ghana ian  

Diaspora  and  Congrega t ions  i n  t h e  USA .  Po r t l a nd ,  OR :  The  

In s t i t u t e  o f  D ia spo r a  S tud i es -  USA Wes te rn  Semina r y,  2 013 .  

Wan ,  Enoch .  Diaspora  Mis s i o logy :  Theor y,  Methodo logy,  and  

Prac t i c e .  Po r t l and ,  OR :  In s t i t u t e  o f  D ia spor a  Stud i es -We s t e rn  



Semina r y,  2 014 .  

Wan ,  Enoch ,  and  Ted  Rubesh .  Wander ing  Jews  and  Sca t t e r ed  Sr i  

Lankans .  Po r t l and ,  OR:  Wes t e rn  Semina r y,  2014 .   

Wan ,  Enoch ,  and  Thanh  T run g Le .  Mobi l i z i ng  V i e tnames e  

Diaspora  f o r  t h e  K ingdom .  Por t l and ,  OR:  The  In s t i t u t e  o f  

D i aspo r a  S tud i e s -USA Wes t e rn  Semina r y,  2014 .  

Wi t he r ingt on  I I I ,  Ben .  Pau l ’ s  Le t t e r  to  t h e  Romans .  Mi ch i gan :  

Ee rdmns ,  2004 .  

Wr i gh t ,  Ch r i s tophe r  J .  H .  The  Mis s ion  o f  God’ s  Peop l e :  A  

B ib l i ca l  Theo l ogy  o f  t h e  Chur ch’ s   Mi s s i on .  G rand  Rap id s :  

Zonde rv an ,  2 010 .  

IV.  论文论文论文论文  

Lin ,  S t ephen .   “Mobi l i z in g   Ch inese  Congre ga t i on s  i n  Hong 

Kong  t o  Engage  i n  Loca l  D i a spo r a  Mis s ions  t o  Indones i an  

Migran t  Wo rke r s :  From In fo rming ,  In sp i r i n g ,  t o  Equ ipp ing. ”  

Ph .D.  D i s se r t a t i on ,  Wes t e rn  Theo l ogi c a l  Semina r y,  2016 .  

 

廖少舫 ,  “宣教策略及领袖培训：乌克兰散聚华人教会行动研究方案”  

S i u - fong Li u ,  “Mi s s ion  S t r a t e gy and  Leade r s h i p  T ra in ing:  A  

Mis s io logi c a l  S tudy and  Ac t ion  Re sea r ch  fo r  Di a spor a  Ch inese  

Congr ega t i on s  i n  Ukra i ne”  Unpub l i s hed  d i s s e r t a t i on .  Lo gos  

Evange l i ca l  Semina r y.  2017  

 

温以诺温以诺温以诺温以诺近着近着近着近着  -  天道徒书馆天道徒书馆天道徒书馆天道徒书馆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第第第 4 9  4 9  4 9  4 9  期期期期 2 0172 0172 0172 017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