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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普传福音普传福音普传福音普传    

******************************************************************** 

    

德国的挑战德国的挑战德国的挑战德国的挑战    

    

    
    

陈欣懿牧师陈欣懿牧师陈欣懿牧师陈欣懿牧师、、、、师母师母师母师母    

(加拿大派驻德国哥廷根宣教士加拿大派驻德国哥廷根宣教士加拿大派驻德国哥廷根宣教士加拿大派驻德国哥廷根宣教士) 

1. 1. 1. 1. 德国是后基督教国家德国是后基督教国家德国是后基督教国家德国是后基督教国家 

每当提及德国，你一定想到马丁路德，想到德国的国教是基督教，想到许多宏伟的德国

教堂。实情是，德国的宗教气氛十分薄弱，虽然报称是基督徒的纳税人仍向德国政府缴

纳宗教税，用以维持补贴国家教会的生存；但只要你来这里居住稍长的日子，你询问德

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你不能不摇头叹息。基督教，对大部份德国人来说，只是他们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教堂钟声他们已习以为常，出生，婚礼和葬礼跟教会或牧师有点关系 

(签婚书不能在教堂举行，一定得在政府办事处，由指定政府人员办理) 。当你问许多自

称是基督徒的德国人，也会发现他们甚少去教堂，且不信耶稣是救赎主 (他们认为耶稣

是搞革命的失败者，他被钉死是因政治原因，而非为我们的罪) ，不信也不读圣经，就

算相信有一位曾经创造天地的神，这位神也跟他们毫无关系。究竟德国人中有多少重生

得救，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没有人做过统计，但相信数字不会很大。 

  

2. 2. 2. 2. 德国有很多中德国有很多中德国有很多中德国有很多中国学生国学生国学生国学生 

近年中德关系愈来愈密切，中国亦渐开放，让大量中国学生来德进修 (念大学本科，博

士，博士后，或专项研究)，再加上德国大学学费较便宜，大约是 500-700 欧元一学期。

于是，中国学生大批留德。据估计，华人在德国的 人口超过 20 万，但德国政府在制度

上，社会风气各方面都不会特别照顾这批外国人。加上德国并非一个移民国家，并不准

备欢迎大量移民，故非德国人的群体在此地要挣扎求存。在陌生的异乡，这些学生遇到

的是歧视与孤单。他们常常会用各种途径，如同居，烟酒，甚至自杀，来尝试逃避恶劣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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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德国是传福音的好德国是传福音的好德国是传福音的好德国是传福音的好土壤土壤土壤土壤 

在德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内地，他们绝大部分是非基督徒，从未听闻福音的人也不少，

无神论，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连构成为他们的根本信念和价值观。向他们传福音，让他

们能有机会在短短留学，工作的几年得闻福音，得尝救恩的宝贵，得到栽培造就，基督

教会实在是责无旁贷。但是德国教会不会积极照顾华人基督徒群体；对从未得闻福音，

不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人，德国教会没有特别的负担，也不准备向他们传福音。所以

华人基督徒要挑起向我们同胞传福音的担子。 

福音是神的大能，当人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来认识神的话，让神的话来进入他的心，再

硬的心都能经历神的爱，再破碎的生命都能获得重整，再迷茫的人都因跟随主而变得有

意义，有目标。多少华人同胞的生命因信基督耶稣而撤底的改变，多少绝望的心灵在神

的应许和大能里重燃希望，且是永生的盼望。 

  

4. 4. 4. 4. 德国缺乏宣教士德国缺乏宣教士德国缺乏宣教士德国缺乏宣教士 

在德国的华人基督徒粗略估计现约有一千多人，整个德国有 60 多个城市有华人基督徒

的查经班，团契或教会。然而，整个德国却只有十多位向华人传福音，牧养华人信徒的

宣教士和牧者。许许多多信徒发出马其顿呼声，需要有人来给他们教导，喂养和牧养。

实况是，在德的华人因为流动性大，信徒群体往往定期流失 (回国，迁居) 成熟的信徒，

已受过训练的事奉人员和教会的执事。往往初信的信徒需要很快挑起带领查经班，团契

或教会的重担。他们就像是没有牧者的羊群一般。 

缺乏宣教士的三大原因缺乏宣教士的三大原因缺乏宣教士的三大原因缺乏宣教士的三大原因 

I. I. I. I. 家庭儿女家庭儿女家庭儿女家庭儿女 

有家庭，特别有孩子的宣教士，往往因要考虑孩子的教育，发展等问题，而未能长期留

在德国。因若长期留在德，孩子在校或平日的生活全用德文，孩子的中文 (母语) 或英文

(国际语言) 都无法学好。不少宣教士在孩子要进中学时，就要面临这抉择。当然也有宣

教士的配偶不适应德国语言，文化或生活，而无奈离开的。 

II. II. II. II. 学生流动大不容易看到果效学生流动大不容易看到果效学生流动大不容易看到果效学生流动大不容易看到果效 

另一方面，由于在德华人以学生 (大学或以上程度) 为多，但他们毕业后能获长期居留或

工作的不多，再加上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近年都有长足发展，许多中国留学生愿意选

择回国一展所长，因此，在德国的华人基督徒群体流动性大，建立独立，自养的教会十

分困难。不是没有华人信主，事奉，而是他们信了主，接受了栽培，也参与事奉了，却

很快又离开。宣教士较劳苦，重责长期扛在肩上，教会 (或查经班/团契) 的人数，事奉

的班子总是经历很大的流动，好像果效不大。宣教士成功感低，若不能常常提醒自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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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和普世教会的角度来事奉，便容易感到挫折。差派教会和差会若不认识，理解

德国的情况，只注意数字 (人数，奉献，多少年能独立)，宣教士也会处于很大的压力

中。 

III. III. III. III. 资金不足资金不足资金不足资金不足 

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就是德国的生活指数甚高。医疗保险，租金，各项税项吃掉了大

部分的经费，宣教士只依赖基本的生活津贴，生活十分节省，但总体的宣教经费已经非

常大。教会或弟兄姊妹若不了解，看到拨给一位派驻德国宣教士的经费，可支持两或三

位宣教士到泰北，柬埔寨或南美洲服事，便很容易觉得不值。昂贵的宣教经费，也令教

会在差派，支持宣教士去德国，或较长期留在德国工场这事工上却步，或因经费不继而

撤退。宣教士愈少，教会愈难独立，成长，宣教士在工场上愈孤单，沉重，愈容易离

开。 

  

IV. IV. IV. IV. 德国是向中国传福音的基地德国是向中国传福音的基地德国是向中国传福音的基地德国是向中国传福音的基地 

虽然前面提出了诸多向德国华人传福音的困难阻碍，或有人因此认为应舍难取易；但德

国却是向华人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策略性工场。来德华人，绝大部份是知识分子，就算是

来开业做生意的商人，文化水平和学历都比较高。正因为德国不易久留或不宜久留，故

大部分人都倾向回流中国。试想想，若这群知识分子在德信主，回国后便是政府部门，

大企业，大学校园的生力军，他们不但能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留学经历来贡献中国，还

抱有属天的正确价值观。中国也就多了这群爱国的青年官员，有爱心和见识的专业人

士，诚实勤劳的商人，有承担及热爱学生的大学教授，他们能成为影响全中国的接棒

者；这是一股带着基督的爱和舍己精神来服务中国，服务人民的清流。所以，德国华人

宣教工场，不纯粹是一项海外宣教事工，乃是一项富挑战，有意义的海外中国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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