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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 

 

 

散聚宣教學散聚宣教學散聚宣教學散聚宣教學文章簡介文章簡介文章簡介文章簡介 

 

廖少舫廖少舫廖少舫廖少舫 

 

概論概論概論概論 

鑒於散聚宣教學為新興的宣教課題，有關的中文出版的文章甚少。作者特意選三篇

文章，意欲協助讀者們對散聚宣教學的基本認識。三篇文章為：溫以諾教授(後稱「溫

氏」)早期兩篇文章，及連達傑牧師近期一篇。 

 

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大使命月刊七十期大使命月刊七十期大使命月刊七十期大使命月刊七十期 200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本文重點本文重點本文重點本文重點 

 溫以諾博士在此文介紹「散聚宣教學」的內容， 特色及方法。先作現象描述， 神

學反思及差傳應用。 “Diaspora” 原為希臘文， 在舊約中「分散」的猶太人， 及新約時期 

「分散」的基督徒， 均用這個字。 從學術上研究人口散聚的現象， 研究與聖經大使命的

相互關係。  

 

 一一一一、、、、 人口散聚的具體現象人口散聚的具體現象人口散聚的具體現象人口散聚的具體現象，，，，  

 據學者研究， 顯示世界人囗在目前約有 3％ 的人， 不居於出生地。 人的遷徙原因

很多， 包括求學、 尋找自由、 生活、 有自願的， 也有非自願的。 目前人口流動趨勢，

是由南半球移向北半球， 由東方移向西方。    

 

 二二二二、、、、 人口散聚的神學反思人口散聚的神學反思人口散聚的神學反思人口散聚的神學反思    

 根據聖經記載， 人口散聚從未間斷， 舊約時選民被召聚離開埃及， 及新約基督徒

被迫害及打散， 都有神的心意。 都顯示神拯救、 懲罰、教導的特別心意。 目的是完成救

贖的大恩。溫氏分別列出舊約的「散」與新約「聚 」的例子。  

 三、 散聚宣教學的方法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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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散聚宣教學的方法及範圍 

 溫氏指出以本國人口移往城市， 難民逃往安全地帶， 屬於國內移民 ； 大量人口跨

越國界， 屬於海外移民。 研究「散聚宣教學」要借助移民研究方法， 並借助其他學科的

理論。 大量人口遷移， 造成種族 文化互異者雜處， 故此， 研究方法也包括人文地理、 

人口統計學、 人類學等跨學科的研究。   

 2. 本地與環球散聚宣教學 

 散聚現象是環球性， 也是本地性。先落實本地處境， 由近及遠。 華福運動， 啟於

北美， 後來擴至全世界， 動員普世華人教會參與事工。 菲律賓國際網絡(FIN: Filipino 

International Network)， 啟於加拿大後來發展成為超宗派， 國際性運動等。  

 3. 散聚宣教學特色 

 散聚宣教學在焦點、 構思、 角度、 方向、 事工風格、 模式等方面與傳統 宣教學

不同， 溫氏以圖表列出二者在焦點和構思、 事工模式與風格不同之處。  

 

閱讀心得及評估閱讀心得及評估閱讀心得及評估閱讀心得及評估 

 

 本文從聖經歷史包括舊約與新約史實， 點出散聚宣教的聖經理據， 神學反思， 點

出研究方法及比較傳統宣教與散聚宣教相異之處， 是研究散聚宣教的指路明燈。 對照目

前中國人以空前迅速散往世界各地情況來看， 為達到回應大使命普傳福音， 向散聚各地

同胞傳福音， 不可或缺的研究題目。 溫氏所列要點，對作者研究這個題目，給予極大的

幫助， 這是作者所期待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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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 「「「「散聚人口福音事工散聚人口福音事工散聚人口福音事工散聚人口福音事工」」」」 《《《《大使命大使命大使命大使命  》》》》 2011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2日日日日                                              

 溫氏在本文界定「散聚人口」(Diaspora Population) 的定義是 : 「離鄉別井、遷徙移

居的人口」。而「散聚宣教 學」(Diaspora Missiology) 的定義是 :「從差傳學角 度有系統

地探討研究人口散聚的現象, 冀求明白及 參與神神在散聚人口中的救贖事工。」本文旨在

簡介「散聚人口」福福音事工  的「何故」及「何法」。 

「「「「何故何故何故何故」」」」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福音事工福音事工福音事工福音事工？？？？  

 散聚人口福音是工是要回應世界各地的散聚人口劇增， 他們離鄉背井， 思想及生

活方式備受挑戰， 身心靈受沖擊， 在孤單時向福音敞開， 基督徒要把握這個契機， 完成

大使命。 正如溫德博士 （Dr. Ralph Winter ）指出：「就差傳策略而 言, 當今之世, 若要把

福福音遍傳不能沿用舊式地理觀念, 去瞭解福音的對象。『散聚人口』的現象及 挑戰, 仍

待差傳學者刻意去探索對策!」 

何法從事何法從事何法從事何法從事「「「「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福音事工福音事工福音事工福音事工？？？？ 實踐辦法實踐辦法實踐辦法實踐辦法 

 

1. 「「「「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 學學學學」」」」的產生的產生的產生的產生 

 由於人口移動的大趨勢，「散聚宣教 學」可以補充「傳統宣教學」之不足。 「傳

統宣教學」之「植堂」，「增長」， 地域／ 地區概念，都未能處理散聚各地人口福音需

要， 故有 「散聚宣教 學」研究及實踐的需要。  

2. 實踐實踐實踐實踐「「「「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 學學學學」」」」的三種具體模式的三種具體模式的三種具體模式的三種具體模式 

  ( 1 )  向向向向「「「「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傳福福音傳福福音傳福福音傳福福音 (minister to the diaspora) ：：：：遵行大使命， 以慈惠

善待鄰舍、愛鄰舍為方法。  

（（（（2））））借用借用借用借用「「「「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minister through the diaspora)：：：： 認真遵行大使命， 使人

作主門徒， 幫助「散聚人口」中個別信徒成長， 作主門徒， 並能忠心以口傳和生

活見證去廣傳福音。  

 ( 3 ) 超越超越超越超越「「「「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散聚人口」」」」(minister beyond the diaspora) ：：：： 誘發散聚人口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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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他們的動機， 鼓勵動員他們去實踐大使命。「菲律賓國際網絡運動」的宣教

經驗可作為參考之用。 

3. 基督教全球性重心轉移， 故需要側重「夥伴性宣教策略」 

溫氏提出他與Kevin P. Penman文章， 及他與 Geoff Baggett的文章可作參考之用。 

4. 「「「「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散聚宣教 學學學學」」」」的最新進展的最新進展的最新進展的最新進展 

這是跨歷史， 人類學，神學， 政治， 地理， 文化傳訊， 佈道及門徒訓練課程的

研究。 自2002年美國宣教學會（AMS）的年會專題”Migration & Missions”，及期

刋Missiology， 2003年XXXI一期的主題， 2004 洛桑論壇之前 FIN的集會， 第三屆

洛桑大會，將這個論題列為重要課題。 散聚宣教已成為宣教新策略， 引起全球教

會關注。 2015年三月24-28 在馬尼拉舉行的Global Diaspora Forum in Manila , 有約

500位宣士與宣教機構， 教會領袖為流動人口等，就目前情況與將來展望，議訂歎

聚事工的外展、門訓、 植堂等議題， 期望作進一步的研究與推展。溫氏特意發來

筆者電郵及資料， 並提醒龔氏有進一步資料， 而龔氏曾出席該次會議。 

閱讀心得及評估閱讀心得及評估閱讀心得及評估閱讀心得及評估 

 「散聚宣教 學」的三種具體模式， 指出研究這個專題的方法，值得深入研究與實

踐， 而「散聚宣教 學」在宣教工場上之發展與研究， 值得作者繼續作深入探討， 以豐富

這方面宣教的理解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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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第三篇第三篇第三篇：：：：連達傑連達傑連達傑連達傑、「、「、「、「 咫尺宣教咫尺宣教咫尺宣教咫尺宣教」《」《」《」《教牧分享教牧分享教牧分享教牧分享》》》》 2014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 

            連牧師指出現時世界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就是各國、各地都有大量人口，跨越

地域和國界，四處散居、遷徙和流動。    專家更明確指出：隨著都市化、國際移民，並戰

爭與饑荒帶來的人口遷移，如今全球的人口中，大概有百份之三的人居住在非原生地。據

估計，公元二千年約有一億七千五百萬流徙人士，而在二零零五年，則達到一億九千二百

萬。此外，又有統計研究指出，全球差不多每三十五人，便有一位是移居者；當中包括了

流動勞工、留學生及難民等。連牧師認定，作出觀念的更新，以期洞悉新世情是首要的，

且也是不應該逃避的。 

 

散聚宣教學的興起及一些重要觀念散聚宣教學的興起及一些重要觀念散聚宣教學的興起及一些重要觀念散聚宣教學的興起及一些重要觀念 

近年，在宣教學術圈子內，我們看見散聚宣教學（Diaspora Missiology）正日漸冒

起，受人注目。面對此等散聚群體，從實踐的角度看，教會能帶出的服侍及宣教的模式該

是如何的呢？大體而言，可有以下四種： 

1．．．．向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向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向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向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Missions to the Diasporas）））） 

就是指散聚群體處身在該地的教會願意起來，把握機會，透過不同方式的福音預工或佈道

活動，引領散聚群體歸主，又進行各類栽培及門訓工作，從而叫他們成為一個崇拜及門徒

群體。此等歸主者，我們可稱之為散聚信徒（diasporic believers）。 

 

2．．．．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散聚群體服侍及宣教（（（（Missions through the Diasporas） 

散居在不同地域的散聚群體一旦有人信主，成為散聚信徒後，他們就可透過其朋友或親族

網絡，把福音傳遞開去，叫更多人認識耶穌基督。而此等有機會得聞福音的朋友或親族，

既可與傳揚好信息者身處同一個移居地，但也可包括他們原來的家鄉，甚至是海外各處。

為何可如此呢？皆因散聚信徒的流動性很大，他們會返回自己的家鄉，也會有機會離開信

主之地，再前往世界不同國家或地區。如此，福音便可透過這種途徑而遍及各處了！ 

 

3．．．．由散聚群體走出去服侍及宣教由散聚群體走出去服侍及宣教由散聚群體走出去服侍及宣教由散聚群體走出去服侍及宣教（（（（Missions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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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散聚群體共處同一天空下的教會，他們不單可向散聚群體分享主愛，領其歸主；他們更

可促使和動員其中的散聚信徒起來，承擔普世宣教使命，進而在寄居之地、家鄉及全球各

處，從事跨文化、跨族裔的福音工作作作作。 

 

4．．．．與散聚群體一起服侍及宣教與散聚群體一起服侍及宣教與散聚群體一起服侍及宣教與散聚群體一起服侍及宣教（（（（Missions with the Diasporas） 

與上述第二及第三個模式息息相關的，就是服侍散聚群體的教會，一旦看見散聚信徒並其

所建立的小組或群體起來作工，無論從事的是同文化佈道工作或跨文化宣教事工，他們就

願意跟隨其腳蹤，與散聚群體配搭同工；甚至動員其他非散聚的個別基督徒或基督徒群體

來一起參與，互為福音伙伴伙伴伙伴伙伴。。。。 

 散聚宣散聚宣教學聚焦所討論的流動散居人口或散聚群體，往往由於他們寄居在別

的國家或地區時，在人口數目上相比於移居地的大量人口，都是屬於少數；加上其文化傳

統、族群背景及生活習慣等方面，都與當地人有明顯不同，故此就慣常地被冠以少數族裔

這個名稱。因此，我們可這樣說，二者是息息相關的教學與少數族裔的關係。 

 根據香港政府二零一一年的人口普查，全香港人口共有七百多萬（7,071,576），其

中華人佔了六百多萬（6,620,393），至於其他非華人人口則約佔四十五萬（451,183）。

對於這四十五萬的非華人人口，香港人一他們大多是近一、二十年從外地遷徙過來的，最

明顯者莫如來香港作家庭傭工的印尼人、菲律賓人及泰國人。當他們來香港後，縱使並非

彼此熟識，但都因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文化、傳統、血緣、宗教及身分認同等，就形成了

文化有別的散聚群體。般通稱為少數族裔。 

宣教使命的反思宣教使命的反思宣教使命的反思宣教使命的反思 

 面對這些散聚群體／少數族裔，究竟一般華人或香港教會，近年來有否盡上信仰的

責任、從主的吩咐，即大誡命及大使命這兩大範疇上，積極地對他們作出服侍及宣教的行

動麼？按筆者的理解和觀察，大體而言，情況並不熱切，動員力量也頗為薄弱！。但從側

面看和反思，這也叫人領會到：現時香港華人教會在關心及服侍本地散聚群體／少數族裔

上，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不過，這樣的想法也不能走極端。因按個人所知，現時約有為數

三十多家的香港華人教會， 近幾年來確是很努力地作出回應，進入屬少數族裔性質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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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散聚社群中間，服侍她們，也向她們分享基督救贖的愛。 

 我們中間的散聚群體／少數族裔，看到莫大的福音機遇，並進而遵行主給予教會的

使命，起來服侍他們。期盼我們華人／香港教會不致患上「族群瞎眼症」（People-

Blindness），竟對他們視而不見！ 

閱讀心得及評估閱讀心得及評估閱讀心得及評估閱讀心得及評估 

 香港地處重要地點， 過去是中西文化交流重地， 在歷史上負起不少使命， 基督教

的傳播， 民主意識的孕育， 可惜， 近年因為種種政治， 理念， 人口擠迫等等因素， 社

會動盪， 基督徒也深深受影響。 傳教事業漸走下坡。面對近在咫尺的散聚群體事工， 教

會無暇兼顧， 誠然可惜。 若能引起教會弟兄姊妹對福音大使命的承擔， 香港教會定能為

主作一番事工， 幫助他們認識救恩， 歸向基督， 期望這回應早日到來， 使多人蒙神大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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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24242 期期期期，，，，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本文摘錄自本文摘錄自本文摘錄自本文摘錄自：：：：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龔文輝龔文輝龔文輝龔文輝。《。《。《。《散聚宣教學散聚宣教學散聚宣教學散聚宣教學：：：：北美個案研究北美個案研究北美個案研究北美個案研究》。》。》。》。天道天道天道天道「「「「徒徒徒徒」」」」書書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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