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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德國華人教會長遠發展的方法建議支持德國華人教會長遠發展的方法建議支持德國華人教會長遠發展的方法建議支持德國華人教會長遠發展的方法建議 

 

郭鴻標教授郭鴻標教授郭鴻標教授郭鴻標教授) 

(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系主任、本刊顧問) 

 

I.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感謝上帝的恩典，讓筆者於 1991 年 10 月至 1997 年 10 月在德國進修神學，

最初 6 個月在芙萊堡讀德語，其餘 5 年半在漢堡完成神學博士學位。期間參與中

國學人福音工作，當時德國沒有幾間華人教會，柏林有洪立民牧師，斯圖嘉特

(Stuttgart) 有曾榮輝牧師，當戴浩輝牧師在慕尼黑(München)的時候建立一個查經

班，而羅永光牧師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亦建立一個查經班。至於漢堡的陳景

吾牧師則經常到西班牙、意大利開荒傳道。影響筆者思考建立教會課題的是簡國

慶牧師，當簡牧師在法國巴黎期間，到德國漢堡探望曾華葆牧師，筆者有機會一

起相聚，席間簡牧師問漢堡有多少華人，筆者回答約有 7 千，簡牧師即時回答應

該可以有兩間華人教會。簡牧師很自然的回答令筆者印象深刻，因為筆者眼見的

只是查經班、團契；從來沒有想過從一個城市定居的華人數目推算能否建立教會

的可能性。回港後專注神學教育及教會牧養工作，期間亦有到英國教學，向前輩

與同道請教英國華人教會情況。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8 月安息年一家到德國埃

爾朗根(Erlangen)研究，週日到教會講道，期間固定到柏林宣道會、杜塞杜夫

(Düsseldorf) 及斯圖嘉特(Stuttgart)華人教會講道，亦有機會到德國其它城市及歐

洲的華人教會講道，認識歐洲華人教會的情況。筆者從事神學教育、在教會支援

牧養工作；卻不是前線的宣教士。筆者嘗試明白宣教士的處境和難處，希望成為

他們的朋友，與他們一起奮鬥。由於筆者從事神學教育，考慮問題不單是如何做；

而是為甚麼這樣做?目的是甚麼? 甚麼是宣教? 甚麼時候是宣教士離開讓駐堂牧



者接任的時候? 究竟德國華人教會應該是怎樣的呢? 德國處境的特色如何影響

教會建立呢? 筆者請教在德國華人牧者，意見是多元化的。對筆者來說，向未信

主的人傳福音十分重要；建立教會持續地傳福音亦很重要。因此，筆者與中德基

督使團一批牧者和信徒領袖專心設計一個密集讀經營，幫助德國華人信徒領袖有

系統地明白聖經。2013 年 8 月 1-4 日我們參與一個同工訓練營，有共 100 人出席，

中德基督使團有 18 人，加上德國華人牧者、懂普通話的退休德國宣教士，讓我

們增加對德國華人福音工作的認識。筆者提醒自己不要自高自大、要尊重別人的

觀點和方法；若果有甚麼可以補充的地方，就謙卑地服侍。筆者嘗試提出建立教

會這個課題，題目是:「支持德國華人教會長遠發展的方法建議」，內容分三部份: 

第一部份教會必須重視「跨越文化」宣教和牧養的工作，第二部份信徒培訓與神

學教育，第三部份海歸事工 

 

II.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A. 教會必須重視教會必須重視教會必須重視教會必須重視「「「「跨越文化跨越文化跨越文化跨越文化」」」」宣教和牧養的工作宣教和牧養的工作宣教和牧養的工作宣教和牧養的工作 

德國華人教會經常得到來自不同地方的短宣隊的幫助，這是非常好的。筆

者認為德國華人教會必須重視「跨越文化」宣教和牧養的工作，例如要有德語兒

童主日學時間，筆者於多蒙(Dortmund)恩典堂看見有德國弟兄協助兒童主日學，

華人姊妹處理 powerpoint 的圖畫及文字。崇拜中的讀經、認信有中文附漢語併

音、德語、英語並列。弟兄姊妹中有與德國人結婚的，配偶參與崇拜，教會安排

有德語傳譯。查經班亦有德國人一起，有弟兄姊妹幫忙翻譯。由此可見，安排主

日崇拜需要很多功夫。筆者認為德國華人教會必須盡快開展德語兒童主日學、少

年團契、青年團契、查經班、家庭聚會…。因為在德國長大的第二代華人，德語

比中文好，若果教會遲遲未發展德語事工，恐怕第二代華人進大學及工作後會流

失。結果華人教會只能夠停留在一代人裡面。 

 

目前，德國華人福音工作重點是留學生福音工作，自從 1992 年中國留學生



由 5,168 人增加至 2011 年 24,443 人，1德國華人福音工作亦把握機會向中國留學

生傳福音。若果按地區分類，中國學生人數超過 2,000 人的州有四個: Northrhein 

Westfalen 有 5,345 人、Baden Würtemberg 有 3,293 人、Bayern 有 2,385 人、

Niedersachen 有 2,297 人。2筆者認為若果德國華人教會無法建立，留學生福音工

作的推展亦難以帶來延續性。因為德國的華人留學生大部份回國，宣教士把握他

們在德國 4-5 年時間傳福音及栽培，付出愛心和淚水。筆者敬佩宣教士甘心樂意

接受自己的事奉，是 4 年一個循環，從新來栽培另一批初信者。這些宣教士影響

很多人，他們分佈世界各地。筆者盼望支持建立德國華人教會，可以推動定居的

弟兄姊妹參與留學生福音工作。 

 

筆者認為德國華人教會應該由信徒領袖帶領教會的模式轉型為牧者與信徒

領袖一同帶領教會，若果再拖延下去或者認為一直以來由信徒領袖帶領教會都能

夠發展，就假設未來都可以用這種模式的話，很可能教會在一些關鍵位置無法突

破，反而在信徒領袖間出現意見紛歧，各自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路線，最後弄致

教會分裂，元氣大傷。德國已經出現華人教會自置堂址，在門口掛上教會的牌子

的情況。在德國建立華人教會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問題的關鍵是信徒領袖

有甚麼教會觀? 究竟所建立的教會，有教會之名而沒有教會之實；還是大家認真

思考過聖經中關於教會的教導嗎? 中德基督使團選擇用〈以弗所書〉作為密集讀

經營的重點，是希望幫助信徒領袖們明白聖經對教會的教導。 

 

B. 信徒培訓與神學教育信徒培訓與神學教育信徒培訓與神學教育信徒培訓與神學教育 

現今資訊爆炸，我們可以在網絡上找到很多關於聖經、神學的資源。筆者

十分明白德國缺乏華人牧者，亦缺乏系統性的教導，所以弟兄姊妹十分主動尋找

                                                      
1
 “Entwicklung der Zahl chinesische Studierender in Deutschland1973-2011”, Wissenschaft Weltoffen 

DAAD http://www.wissenschaftweltoffen.de/focus/1/1/1  
2
 “Entwicklung chinesischer Bildungsausländer- Studierenden nach Bundesländern 1997-2011 und 

Anteil an allen Bildungsausländern 2011”, Wissenschaft Weltoffen DAAD. 02.07.2013.  

http://www.wissenschaftweltoffen.de/focus/1/1/5 02.07.2013. 



聖經、神學的資源。筆者一方面為著弟兄姊妹渴慕真理的心感恩；另一方面亦擔

心弟兄姊妹不懂得篩選資料。所以，中德基督使團除了講解聖經及培靈會講員

外，還有其它牧者隨團，擔任小組組長，與弟兄姊妹溝通，若果弟兄姊妹有信仰

的疑難，有經驗的牧者可以關心牧養。 

 

筆者認為在德國以外的華人教會可以為德國華人教會、團契、查經班的需

要祈禱，把宣教士的代禱信分享，按他們的需要支持他們。筆者明白德國以外的

華人教會大概一年可以組織一次短宣服侍，筆者認為最好不要重覆已經有的東

西，盡量提供德國華人教會需要而缺乏的東西。筆者明白每種短宣方法都有優點

缺點，筆者希望有系統推動密集讀經營，每年專注一卷經卷。筆者樂意配合德國

華人教牧同工的安排，同樣願意參與個別地區推動密集讀經營工作，幫助弟兄姊

妹有深度的教導和牧養。 

 

筆者認為德國華人教會必須考慮如何推動信徒培訓和神學教育的課題，網

上神學課程有幫助作用，筆者知道有德國華人牧者曾經提出德國華人信徒培訓系

統的意念，這是值得欣賞的。不過要動員全德國華人信徒參與，就並不容易。筆

者認為長遠來說德國華人教會需要開展堂會的訓練中心。德國華人牧者可以與德

國以外的華人教會合作，定期派人負責密集讀經營，或者不必租住另一個城市的

青年旅舍；而是在教會所在的城市日間上課，弟兄姊妹晚上回家休息。 

 

C. 海歸事工海歸事工海歸事工海歸事工 

《中國海歸創業發展報告書》指出 2009 年海歸人數有 10 萬，比 2008 年多

50%以上。2011 年是 186,200 名，比 2010 年增加 37.7%。自改革開放至 2012 年

共 818,400 名海歸，獲得中國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由 2009 年的 649 人增至 2011

年的 4,752 人，其中大部份是海外華人。2009 年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

千人計劃，3,300 名海外專家中 90%是華人。海歸專家主要分佈下列行業: 電子



信息技術行業 39.7%，新生物和新醫藥行業 18.2%，互聯網 70%，咨詢行業 20%，

法律、教育、經濟 5%。中國努力吸引海外華人專才，提高技術。3我們看見海外

華人教會需要把握機會向中國海歸留學生傳福音，牧養他們。我們相信部份海歸

的基督徒不適應當地教會生活，孤單地過基督徒生活。 

 

筆者認為香港華人教會可以在關懷海歸的基督徒的服侍上發揮一點作用。

由於香港背靠中國，到中國各大城市比到德國時間更短。如果上帝許可，中德基

督使團會認真考慮是否舉辦密集讀經營，服侍海歸的基督徒，讓他們得到屬靈的

鼓勵，建立基督化家庭及在工作崗位上見證基督。筆者認為德國華人牧者可以與

香港教會合作推動海歸事工，這樣可以令德國宣教工作更完滿。 

 

III.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筆者在完成 8 月 1-4 日同工訓練營後，沉澱對德國華人教會需要的理解，聚

焦一些關鍵課題，構思一些我們能力範圍的回應方法。這些建議只是拋磚引玉，

更重要的是要喚起更多華人牧者和信徒領袖看見今日世界福音的逼切需要、中國

的屬靈需要、海外華人教會的需要、德國華人教會的需要，你願意安靜自己，與

上帝親近，聆聽上帝的聲音嗎?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第第第 34 期期期期，，，，2013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本文蒙作者供稿，謹此致謝！) 

 

                                                      
3
 王輝耀: 〈中國海歸創業發展報告書綜述〉《FT 中文網智庫》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502 2013 年 6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