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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主題文章主題文章主題文章 

 

全球人口流動趨勢全球人口流動趨勢全球人口流動趨勢全球人口流動趨勢、、、、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烏克蘭散聚華人烏克蘭散聚華人烏克蘭散聚華人烏克蘭散聚華人宣教的呼聲宣教的呼聲宣教的呼聲宣教的呼聲 

廖少舫廖少舫廖少舫廖少舫、、、、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 

 

I.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文內容重點有三：(1) 全球人口流動趨勢、(2) 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3) 烏克

蘭散聚華人宣教的呼聲。 

II. 從聯合國報導全球流動人口數字看散聚宣教的需要從聯合國報導全球流動人口數字看散聚宣教的需要從聯合國報導全球流動人口數字看散聚宣教的需要從聯合國報導全球流動人口數字看散聚宣教的需要 

溫以諾引用聯合國流動人口數據指出，在 2013 年全球有 2 億 3 千 2 百萬人住在他們

出生地以外的地方。1
 不少學者專家指出，歷世歷代人口已不停流動，規模及大幅度的人

口散聚現象，在二十世紀更趨明顯，大約全球 3.2%的人口，居住於非出生地，已遷徙他

移。2
   

    溫以諾指出，二十世紀全球性人口大量遷徙，其原因包括：1915-1918 年在土耳其政

府的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1994 年的盧旺達種族屠殺，日本 1910 年殖民統治朝鮮，大量

朝鮮人渡過黑龍江進入俄羅斯，1937-1945 年日本侵入中國，中國人逃往東南亞。中南美

洲國家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哥斯大尼加獨立後，歷次政變政治不穩定引起人口流散。3
 

2015 年 8 月大量難民取道馬其頓湧入歐洲，聯合國難民署預計大概每天有 3000 個難民從

馬其頓進入希臘。進入歐洲的尋求庇護的難民數量與日俱增，德國預計，2015 年申請到

                                                 
1. Enoch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Portland, OR: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Western Seminary, 2014), 177. 

2. 溫以諾，「散聚宣教學」，《大使命》70 期，2007 年 10 月，24。 

3.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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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避難的難民數量為 80 萬，是 2014 年的 3 倍。《衛報》指，2015 年 7 月，從土耳其

渡船而來希臘的敘利亞難民就有 5 萬人。4 

在執筆寫這文章時，聯合國難民事務專員公署 (UNHCR) 指出，敘利亞已取代阿富汗，成

為全球難民最大來源國，一旦敘政府控制區落入伊斯蘭國 (ISIS) 之手，敘利亞難民恐將增

至 800 萬。目前，敘利亞難民人數已超過 400 萬，其中約 36 萬人已經出發或抵達歐洲，

保守估計 2015 及 2016 兩年，將會繼續有至少 85 萬名難民前往歐洲尋求庇護。5 

III. 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 

3.1 散聚宣教學的舊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舊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舊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舊約聖經基礎 

A. 神創神創神創神創造世界造世界造世界造世界──人類要生養眾多人類要生養眾多人類要生養眾多人類要生養眾多 

神創造人類，「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創 1:28)。神呼召亞伯拉罕，要離開本地，

本族，父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地方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約瑟被兄長

出賣，流落埃及，成為首相，其後對驚懼的兄長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

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光景」。(創 50:20)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

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

行動的活物。」 (創 1:27-28) 

B. 巴別塔事件巴別塔事件巴別塔事件巴別塔事件──人違背神分散心意人違背神分散心意人違背神分散心意人違背神分散心意，，，，要高舉人的作為要高舉人的作為要高舉人的作為要高舉人的作為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

原，就住在那裡。他們彼此商量說，來罷，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

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罷，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

                                                 
4. 香港南華早報中文網站，2015 年 8 月 26 日。 

5. 《明報》，2015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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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

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

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

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 不造

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

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創 11:1-9) 

神的心意是要祂的子民分散遍滿全地，這是神當初向人類所定的旨意。巴別塔事件就

是人類聚集起來背叛神的事件，才促成全世界至少有 6700 種以上不同的語言。6 神變亂人

的語言，使人停止冒犯神高舉自己，同時達到使人「分散」的目的。神用仁慈的審判方

式，以恩典的方法處罰叛逆的人類──變亂人的口音，以達到分散人類，遍佈全地的目

的。 

C. 亞伯拉罕離開父家叫別人得福亞伯拉罕離開父家叫別人得福亞伯拉罕離開父家叫別人得福亞伯拉罕離開父家叫別人得福 

神在哈蘭再次呼召亞伯拉罕離開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當時的人以團體生活為依

歸，要離開自己家鄉，猶如被放逐。亞伯拉罕順從神的呼召，必須付出極大代價。神應許

他要成為大國，也要使別人得福。亞伯拉罕來到迦南地，築壇求告耶和華的名 (創 12:8)，

公開向人承認他敬拜耶和華獨一真神。7 別人因他而得知耶和華乃獨一真神。神透過亞伯

拉罕對獨一真神的認識，神賜福萬國。 (參創 12:1-2)   

D. 以色列族長與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的經歷與散聚人士相似之處以色列族長與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的經歷與散聚人士相似之處以色列族長與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的經歷與散聚人士相似之處以色列族長與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的經歷與散聚人士相似之處 

申命記記述神在約旦河東的摩押平原，對以色列人所講的話，重點在說明律法對以色

列人，將來居住在應許地的意義。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飽受欺凌，向神呼求，神藉摩西

把他們帶出埃及。亞伯拉罕的孫雅各，在雅博渡口與神摔跤後，神叫他改名為以色列 (創

32:28)。 

                                                 
6. 李定武，「神使人類分散的恩典」，《更新》39 卷第 8 期，2013 年 10 月，5。 

7. 中國神學研究院編撰，《聖經串珠註釋本》(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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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迦南地饑荒，以色列全家搬到埃及，住在哪裡，他們是一群獨特的子民，是與

耶和華神立約的子民，有神公義的律例、典章。在古歐、亞、非、三洲的交匯點，見證神

的恩典與賜福，以致世界的人可以看到神的作為。8
 神的救贖恩典透過亞伯拉罕及其後代

遍及全地。  

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

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哪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

我們的神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

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 (申 4:6-8) 

  亞伯拉罕離開吾珥，雅各整個家族躲避饑荒遷到埃及。在申命記中，亞伯拉罕的孫雅

各，被稱為「我祖原是一個將亡的亞蘭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裡卻成了又

大、又強，人數很多的國民」。(申 26:5) 根據呂振中譯本，「我祖原是一個將亡的亞蘭

人」，可翻譯為：「我的祖宗原是個飄泊流亡的亞蘭人」。根據中文聖經啟導本，「我

祖」指雅各。亞蘭是他逃避哥哥以掃所住的巴旦亞蘭地 (創 28:5)。雅各稱為亞蘭人，他壯

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裡度過。他母親利百加和兩個妻子都有亞蘭背景。「將亡」意為「飄

泊」。「一個將亡的亞蘭人」指雅各；他的太太利亞和拉結都是亞蘭人。9 

Ted Rubesh 指出，創世記 14:17 稱亞伯拉罕為「希伯來人亞伯蘭」，又稱雅各 (以色

列) 為「將亡的亞蘭人」，顯示雅各真正繼承了其祖父──亞伯拉罕亞蘭人的身份與漂泊的

生活方式，這種歸類的稱謂，與散聚事工的特質甚有關聯。10
 事實上，猶太人從頭開始都

具有散聚社會的特質與文化精神。正如 Ted Rubesh 指出：  

亞伯拉罕的被呼召，特顯猶太民族在舊約歷史的特質。多年之後，猶太人及以色列人

仍然說：「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詩 39:12)。一個持久散

聚社會的特質在回響著。應許之地，長久以來是猶太人基本的觀念。猶太人確切的身

份，不會因土地是否被霸佔而消失。猶太人的歷史，有耶路撒冷在 70AD 被羅馬帝國

                                                 
8. Enoch Wan and Ted Rubesh, Wandering Jews and Scattered Sri Lankans (Portland, OR: Western Seminary, 

2014), 17.  

9. 《聖經啟導本》，八版（香港：海天書樓，1996 年)，332。 

10.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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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毀是明證。過去 2000 年，猶太人的歷史是散聚歷史，這種抓緊的散聚情況，始於

亞伯拉罕這位漂泊的亞蘭人，他的信心和身份認同，傳於散聚社會的特質，使其後代

以色列子民可以在長久困難散聚的年日中仍然生存及興盛。11 
 

散聚之人的歸屬──希伯來人亞伯蘭的含義與身份：學者12
 研究指出，聖經用希伯來人 

(Hebrews) 這個民族稱謂與用以色列人 (Israelites) 略有分別。希伯來人這個字從語源學來

說，創世記 10:2、25 節之希伯(Eber) 這個字，與希伯來有關，亞伯蘭是希伯的後裔。在

希伯來 (人) 發展的過程，在古代近東，這個字也與當時的一族人──分別被稱為 apiru 、

hapiru 或 habiru──有極相似之處。大部分學者認為希伯來人與 habiru 二者極有關聯。他

們是當時社會階層的邊緣群體，沒有公民身份，住在社會組織的邊緣，沒有根也沒有固定

居所。他們依靠畜牧或搶掠維生，情況許可便在市鎮安定下來。13
 他們常負面地描繪成流

氓與土匪，14 做事以金錢為目的，不擇手段，是逃走的奴隸，生活於主流社會之外的一群

脆弱，易受傷害，沒有國家，土地的一群人。當年漂流於哈蘭與迦南的亞伯蘭家族，其後

到埃及躲避迦南饑荒的希伯來人，具有相同的散居群體社會文化特質。故此不少學者認為

habiru與希伯來人是同一批人， 或希伯來人被詆毀成與 habiru特質的一批人。19 

學者 Wolfe 指出希伯來這字在舊約出現 33 次，希伯來人極少以這字自稱，而多喜歡

用以色列自稱。另一學者 Nadav Na’aman 指出，這字出現在出埃及記以色列人為奴的記載

中，故此，希伯來與 habiru 有意指不受歡迎，被剝削和生活於社會邊緣的一群人。15
 Ted 

Rubesh 指出：「habiru 與希伯來人同樣是在散聚的社會環境中打造出來的字與人，與歷

史上的散聚人群，同樣經歷掙扎挑戰。」16
 亞伯蘭與其後裔在散居地的經歷，及留下的足

跡，與猶太人傳統，是明白「散聚」觀念的核心。17
 

  猶太人流落異鄉，散居之民的經歷與心境，表露在他們的言語，圖像與敘事式的故事

中。其後的散聚群體尋找表達被分散，被剝奪權利，被邊緣化的痛苦，可以從以色列人豐

                                                 
11.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58-59. 

12. Ibid.，Ted Rubesh 引用 John 的 A History of Israel，59。 

13. Wan and Rubesh, Wandering Jews and Scattered Sri Lankans, 26. 

14. 希伯來這個字出現在創 14:13 時，亞伯蘭帶 318 個壯丁前往營救羅得被視為流氓所為。Wan, Diaspora 

Missiology, 60. 

15.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62. 

16. Wan and Rubesh, Wandering Jews and Scattered Sri Lankans, 28. 

17. Ibid.,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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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散居經歷中，找到可徵用的言辭、意象、 譬喻以吐露心聲。Cohen 指出，十七、十八

世紀，非洲黑人被賣為奴到加勒比海一帶，早期猶太人散居痛苦的經歷與主題，也反應在

這些黑人的靈歌中，他們訴說痛苦被勞役，期望得拯救， 脫離埃及為奴之地，嚮往錫

安，過約但河到迦南應許地之心聲。18
 

  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在他最後的演說，就是他被殺的前一晚上，對爭取平等、自由的

群眾說：「他容許我上到山上，從那裡俯瞰，看見那應許之地。我或許不能跟你們一起到

達，但我今天晚上要你們知道，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將會到達那應許之地。所以我今晚很高

興，我心中一無掛慮，我不懼怕任何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上主榮耀的來臨。」19
 馬丁路

德金從摩西看到的意象中，找到靈感，去安慰鼓勵爭取自由平等的群眾。20
 

  借助 Ted Rubesh 分析猶太人在埃及、巴比倫、波斯散聚的特色表，21
 筆者加上宣教

中，對中國人在烏克蘭、俄羅斯、東歐的一點觀察，嘗試作一點研究分析，期望對目前宣

教事工有正面的幫助。 

 

 

 

 

 

 

 

 

                                                 
18. Ibid., 30. 

19. 楊腓力著，《靈魂倖存者》，許立中譯 (香港：香港學生福音團契，2002)，42。 

20. Wan and Rubesh, Wandering Jews and Scattered Sri Lankans, 30. 

21. Ibid.,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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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  猶太人散居與中國人散居的類似之處猶太人散居與中國人散居的類似之處猶太人散居與中國人散居的類似之處猶太人散居與中國人散居的類似之處 

散聚特色散聚特色散聚特色散聚特色 在埃及地在埃及地在埃及地在埃及地散散散散

居的猶太人居的猶太人居的猶太人居的猶太人 

在巴比倫在巴比倫在巴比倫在巴比倫/波斯散波斯散波斯散波斯散

居的猶太人居的猶太人居的猶太人居的猶太人 

目前在俄羅斯目前在俄羅斯目前在俄羅斯目前在俄羅斯/東歐散居的華人東歐散居的華人東歐散居的華人東歐散居的華人 

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族長關係 國家／歷史關聯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 

原動力共同危機 饑荒 打敗／被逐 過去列強瓜分危機／老家人口

眾多／尋找更好生活 

有影響力的人物 約瑟／摩西 但以理／以斯帖

／尼希米 

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中

國崛起／投資當地 

負面歷史的遺傳 Hyksos 的入

侵 

現實政治／叛亂

／國際陰謀 

二戰痛苦／內戰／文化大革命 

被邊緣化及被剝削 為奴 放逐／ 被驅 不受尊重／歧視／敲詐／毆打

／地方官員腐化／沒自由 

散居者的共同記憶 主動/文件記

載／Torah/

在埃及地作

過寄居的 (利

19:34；出

23:9) 

先知記載／ 普珥

日22 

 

抗日勝利／文革／平反 

歷史／神學／出生

地聯繫 

聖約／應許

／盼望 

聖約／應許／先

知語言 

思想真空／ 賺更多回鄉建房子

／移民 

補充巴比倫特色與

散居地健康互動之

可信度 

沒有 歸入巴比倫的猶

太人 

 

告老還鄉／文化風俗不同難以

投入 

奧德莎／烏克蘭華人教會 

重建國人身份 沒有 居住巴比倫的猶

太人／以斯拉／

尼希米 

移民歐美先進國家／告老還鄉 

 

E. 彌迦先知的信息彌迦先知的信息彌迦先知的信息彌迦先知的信息 

神藉彌迦宣告要召聚萬民的信息：「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趕出的和我所

懲治的。我必使瘸腿的為餘剩之民，使趕到遠方的為強盛之民。耶和華要在錫安山作王治

理他們，從今直到永遠。」(彌 4:6-7) 

                                                 
22. 普珥日乃記念神藉以斯帖拯救以色列民免受滅族之災的節日 (斯 9: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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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散聚宣教學的新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新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新約聖經基礎散聚宣教學的新約聖經基礎 

A. 新約新約新約新約 Diaspora 分散的意義分散的意義分散的意義分散的意義 

  Diaspora 分散這個希臘字通常被翻譯為分散，在新約出現了三次，分別是約 7:35 中

指「散住希利尼中的猶太人」，雅 1:1 及彼前 1:1 中，用於書信開始時向收信人，散居當

地的猶太人的問候語。23 猶太人散居各地，聚集一起，在會堂敬拜，成為彼得向外邦人哥

尼流傳福音，(徒 10:1、22-23) 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地點 (徒 13:13-

15)。24
 

  在 2010 年開普頓洛桑世界福音大會，溫以諾與 T. V. Thomas 分別討論在全球化及人

類文明進步下世界人口的流動性，產生了「無疆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他們分別指

出，神移動人群的目的，是讓他們有機會去尋找神，同時給基督徒有機會去得著他們。在

新地方，人們變得好奇，重新調整過去的一些假設，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基督徒要把

握這個「無疆界世界」的時代，突破傳統教會植堂，宣教的方法，要有「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以配合神在這個時代賦予傳福音的機會。25
  

  現在嘗試從使徒行傳，找出三一神，怎樣在初期教會展開他在散聚的人群中宣教的工

作。基本上，傳福音是基督徒回應神道成肉身，要萬民得救的事工。   

B.  神的主權和人的遷徙神的主權和人的遷徙神的主權和人的遷徙神的主權和人的遷徙──使徒行傳記載基督徒因遷徙成為傳播福音的人使徒行傳記載基督徒因遷徙成為傳播福音的人使徒行傳記載基督徒因遷徙成為傳播福音的人使徒行傳記載基督徒因遷徙成為傳播福音的人 

耶路撒冷教會被逼迫，門徒四散，在不知不覺中，基督徒便成為福音的使者，福音便

開始向外邦人傳揚。26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

利亞各處……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腓利下撒瑪 利亞城去宣講基督。眾人聽見

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徒 8:1-6) 

                                                 
23.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42. 

24. Ibid., 46. 

25. 柯嘉怡，「溫以諾博士洛桑大會討論移民群體的福音需要」，《基督日報》，2010 年 10 月 22 日，

accessed Sept.17, 2015，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emplate/news_view.htm?code=wor&id=2259. 

26.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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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遷徙在此指人較長期分散且居於非出生地。在舊約，神的主權顯示在巴比塔，以色列

民被擄到巴比倫，瘟疫、戰爭等事跡上，因為神子民不聽命而受罰。新約則記載以色列民

因逼迫或生活，歷史種種原因而分散居住各地，雅各、彼得等寫信給這些散居的子民。例

如：「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雅 1:1) 彼得說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

的」(彼前 1:1)，是彼得寫給散居小亞細亞北部的僑民。27 神的主權使人分散各地，而這

些散聚的人，成為福音廣傳的使者或福音的據點，神主權的安排，是要在世人中彰顯他的

榮耀，要把救恩傳給萬民。   

  教會第一個殉道者司提反，原是在一個由被擄分散的猶太人組成的會堂聚會，28
 為主

殉道。自司提反為主殉道後，逼迫臨到初期的教會。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這便展開了大使命 (徒 1:8) 實現的第二階段。「分散」一詞含有撒種的意思。29 有人說：

「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教會一直相信「使徒行傳」是「聖靈行傳」，就讓我們繼

續地看到聖靈如何在教會成立初期，顯明他推動宣教，拯救萬民的工作。人遷徙的背後是

有神的心意。   

C. 腓利在撒瑪利亞宣講基督腓利在撒瑪利亞宣講基督腓利在撒瑪利亞宣講基督腓利在撒瑪利亞宣講基督，，，，是實踐大使命的第二階段是實踐大使命的第二階段是實踐大使命的第二階段是實踐大使命的第二階段 (參徒參徒參徒參徒 1:8) 

馮國泰指出：  

由於逼迫如火如荼，腓利被逼離開耶路撒冷，但他繼續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撒瑪

利亞工作。撒瑪利亞人在種族和宗教上混有猶太人的血統和特性，是北國以色

列亡國後，入遷以代替被擄的色列人的外族人的後代。這些入遷的外族人與剩

下在北國的以列人通婚，後來摒棄了原來的外邦宗教，轉而信奉一個變了質猶

太教 (參王下 17:24- 41 ) ……。30
 

                                                 
27. 中國神學研究院編撰，《聖經串珠註釋本》，1786。 

28. 馮國泰著，《使徒行傳》，李保羅譯，天道研經導讀 (香港：天道，1996)，40。  

29. 同上，44。 

30. 同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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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瑪利亞人在基利心山築起一座聖殿，與耶路撒冷的聖殿抗衡，使雙方的關係更形惡

劣。從救恩的角度來說，撒瑪利亞人雖然不是純猶太人，他們的信仰也混雜，某個角度來

說，也是神所看重的散居的人。腓利傳道的中心是「耶穌是彌賽亞」(5 節) 和「彌賽亞的

國度」(12 節)。耶穌與那位撒瑪利亞婦人的談話 (約 4 章)，撒瑪利亞人也重視有關彌賽亞

的應許。31
 腓利在撒瑪利亞人中的工作大有成果 (徒 8:4-8)。正如林栢 (Lampe) 所說:「福

音在撒瑪利亞傳揚，是基督教信仰第一步擴展的一個關鍵時刻」。32 神的福音臨到猶太人

所看不起的撒瑪利亞人。  

D.  腓利向埃塞俄比亞太監解釋聖經腓利向埃塞俄比亞太監解釋聖經腓利向埃塞俄比亞太監解釋聖經腓利向埃塞俄比亞太監解釋聖經，，，，福音藉散聚者傳給外邦人福音藉散聚者傳給外邦人福音藉散聚者傳給外邦人福音藉散聚者傳給外邦人 

  「主的一個使者」指示腓利往南到迦薩的路上去。腓利順從聖靈的引導，遇到埃塞俄

比亞的太監，他正在唸的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義僕受苦」那一段。腓利向他解釋使他明

白基督的救恩，信了基督並接受水禮。(徒 8:26-39) 

E.   外邦人因遷徙得以靠近福音外邦人因遷徙得以靠近福音外邦人因遷徙得以靠近福音外邦人因遷徙得以靠近福音 

  使徒行傳第十章記載， 該撒利亞義大利營的百夫長哥尼流歸信基督的事打破了猶太

人認為外邦人不潔淨錯誤觀念，證明福音是為普世的人預備的。哥尼流是個虔誠的羅馬

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又多多賙濟百姓，常常禱告。神分別使彼得與他見異象。聖靈吩咐

彼得去找他，見面時哥尼流已約了親屬、朋友要聽彼得講說神的事情。那時聖靈降臨在哥

尼流等人身上。 彼得十分詫異，「就開口說，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來各國中，那

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徒 10:34-35) 哥尼流全家「說方言」，稱讚神為大，

正表示聖靈已經降臨在他們身上 (徒 10:46； 徒 2:4、11)。這情形不單與五旬節那天相

同，也同樣清楚表明，這些人雖然是外邦人，也實在蒙神悅了。33
  

 F. 散聚社區提供福音之切入點散聚社區提供福音之切入點散聚社區提供福音之切入點散聚社區提供福音之切入點 

                                                 
31. 馮國泰，《使徒行傳》，50。 

32. 同上，51。 

33. 同上，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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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的會堂遍佈整個羅馬帝國，是猶太人活動敬拜的中心。學者指出在巴勒斯坦以

外的猶太人，要比在巴勒斯坦內的還多，他們的會堂，變成為基督福音傳播的切入點。

Craig Ott 指出：保羅都以會堂作為他宣講福音之地，通常他遇到反抗與排斥。歡迎他的會

堂包括安提阿 (徒 13:13-15)，以哥念 (14:1)、腓立比 (16:13-15)、帖撒羅尼迦 (17:4)、以弗

所(18:19-20)、庇利亞 (17:11-12)等。34
 這些會堂，成為使徒們宣教的平台，福音傳播的切

入點，把猶太人引導歸回基督的地方。  

G.  散聚預備了福音的使者散聚預備了福音的使者散聚預備了福音的使者散聚預備了福音的使者 

  徒 16:6-40 記載腓立比教會成立的過程，說明聖靈為散聚人群，預備了福音使者，藉

此拯救失喪的人，教會被建立，福音開始傳往西方。聖靈禁止保羅、西拉在亞西亞講道。

在異象中，保羅看到馬其頓人請求他去馬其頓幫忙他們。他們來到腓立比，在安息日去到

河邊，一個婦女禱告的地方，遇到了敬虔的呂底亞。透過保羅開導她的信，她和她的一家

領受水禮 (16:15)。保羅、西拉把一個使女身上的鬼趕出，給捉去坐牢，神藉地震使眾囚

犯的鎖鏈脫落，獄卒以為保羅與囚犯逃脫了，卻因保羅西拉的見證與引導，全家信了基

督。就這樣，在這個散聚地方，腓立比教會建立起來，且與保羅建立了密切關係，日後他

們更資助保羅宣教的事工：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

音。(腓 1:3-5) 

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

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供給

我的需用。(腓 4:15-16) 

華侯活指出：「相信保羅寫腓立比書時，內心一定有說不盡的事情要感謝，因為神奇妙地

建立了當地教會，而他們又慷慨地支持他。他寫信的時候，若不流露感激之情，實在是忘

恩負義」。35
  

                                                 
34. 馮國泰，《使徒行傳》，101。 

35. 華侯活著，《腓立比書》，梁秀芳譯，天道研經導讀 (香港：天道，19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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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NIV 譯作 Partnership，指腓立比教會弟兄姐妹感情要好，

互相支持。這證明了，神為散聚群體預備了福音的使者，散聚的群眾可以與宣教士建立美

好關係，藉此福音可以繼續廣傳。神奇妙的安排，透過保羅把福音先在腓立比建立據點，

其後傳往歐洲。神預備了保羅，他曾在迦瑪列門下受教 (徒 22:3) 建立了穩固的猶太思

想，他是羅馬公民，清楚明白希臘文化思想和羅馬人的律法 (徒 16:37，22:25-29)。這一

切條件使他可以透過散聚群體與會堂，擔負傳福音的使命。  

IV. 烏克蘭散聚華人烏克蘭散聚華人烏克蘭散聚華人烏克蘭散聚華人宣教的呼聲宣教的呼聲宣教的呼聲宣教的呼聲 

      2006 年，林安國牧師在華傳路大聲呼籲 「烏克蘭急切需要你！」他強調當時已經有一

萬多中國人在烏克蘭作生意與讀書，他說： 

烏克蘭在歐洲舉足輕重，百姓愛好自由，也得到西方國家協助，宣教士容易獲得簽

證。那裡的學生信主快速，建立教會容易。如果加上向華商傳福音，教會不單經濟很

快自立，而且教會充滿大學的活力和佈道的熱情。讀醫科與讀音樂的學生將來回國，

也能成為中國教會上中階層的主力信徒， 從而影響中國教會的發展。36
 

當時的一萬華人，分佈於烏克蘭幾個城市奧德莎 (Odessa) 、哈爾歌夫 (Kharkov)、基

輔 (Kiev)、辛菲羅泊爾 (Simferopol) 及魯甘斯克 (Lugansk) 等。本論文就從烏克蘭華人聚

居 的 情 況 ， 對 散 聚 宣教 這 個 議 題， 以 行 動研 究 法  (Action Research) 及 參 與 觀 察 法 

(Participant-observation)，設計一個宣教策略及領袖培訓的課程。 

V. 散居烏克蘭的中國商人及學生的屬靈現況散居烏克蘭的中國商人及學生的屬靈現況散居烏克蘭的中國商人及學生的屬靈現況散居烏克蘭的中國商人及學生的屬靈現況 

以下據筆者的觀察與了解，嘗試描述中國人在烏克蘭生活的情況。 

5.1  商人方面商人方面商人方面商人方面 

                                                 
36. 林安國，「烏克蘭急切需要你！」，《華傳路》64 期，2006 年 3-4 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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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於生意，用盡一切時間方法去賺錢，艱苦經營，當地政府規定，商人要僱用當地人

作員工，為當地人製造就業機會，使商人增加經營成本。加上近年多了其他族裔的生意對

手，市場產品的種類多了，競爭也大了，生意更不容易做。  

家庭生活方面，大部份商人把兒女留在國內，自己與太太一起在外地工作。也有自己

個人在外作生意，把太太與兒女留在國內。他們生活單調枯燥。有因此沈迷賭博，煙酒，

生活苦悶，孤單。因此引起的家庭問題，包括夫妻關係，兒女教育問題，離婚，吵架，男

女同居道德問題等等。   

有回教會已信基督的商人，人生有方向，收店之後，多以教會為家，參與事奉，有成

為教會領袖的，就是沒有特別事奉的弟兄姊妹，在別人有需要的時候，也很樂意付出一點

力量。  

商人早出晚歸，白天在凌晨四點起床，到下午四點休息，餘下的時間教會如果有效利

用，能發揮教導、牧養、關顧、培育等功能幫助弟兄姊妹，也可以發展成為外展，傳播福

音的機會。可惜，教會缺乏有遠見，有託付，有屬靈深度的基督徒領袖，可以委身，作帶

領，建立教會的工作。由此看來，栽培屬靈領袖，興起委身的領袖的迫切性。 

    5.2 學生方面學生方面學生方面學生方面 

學生包括本科生與研究生，絕大部分是來到烏克蘭與俄羅斯，才有機會信主的。有些

在國內時，根本沒有接觸基督教的機會，甚至，也從沒有聽過基督教的學生。有小部分的

學生，家裡的姥姥，爺爺是基督徒，對他們來說，信基督耶穌，是老爺爺、老婆婆的事

情。要幫助這些學生信主， 要比幫助年長的商人信主來得容易一點。加上年青人入世未

深，還未受社會的污染，思想較為單純，比較有理想，可塑性較高，向他們傳福音， 指

引他們走正路是最好，最難得的機會。 

學生遇到的問題，在學業方面有語言的障礙，要用俄語來求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情，他們俄語的基礎非常差，通常學了一兩年便沒有繼續好好學下去，要用這種語文來學

科學、人文科等等，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在生活方面，烏克蘭與俄羅斯對學生的隔離政策，影響很大，烏克蘭與俄羅斯教育局

規定，本國學生不能與外來學生一同上課，可能是因為外來學生語言能力不足，他們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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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政策。同時，也怕外國學生與本地學生的生活習慣、風俗不同，容易引起衝突，學生

不會與外來的學生同住一個宿舍。這種隔離方法，可以防避衝突，但不好的地方更多，外

來學生不容易投入學校生活，只在自己人的圈子，要有學業上與語言上的突破，非常不容

易。部分學生，為了生活方便，節省金錢等原因，有男女學生同居情況出現，引起情緒、

道德的問題。 

學生受學業的年期短暫，學生通常留在當地 4 年或 5 年左右，有少部分博士生可以停

留十年。要在屬靈方面栽培他們，就要把握短暫的幾年， 幫助他們建立信仰的根基。 

VI. 大使命如何回應大使命如何回應大使命如何回應大使命如何回應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世紀人口流動散聚現象的需要世紀人口流動散聚現象的需要世紀人口流動散聚現象的需要世紀人口流動散聚現象的需要 

學者專家指出，歷世歷代人口已不停流動，規模及大幅度的人口散聚現象，在二十一

世紀更趨明顯，大約全球 3.2%的人口，居住於非出生地，已遷徙他移。筆者深信，這種

現象將持續發展下去。就是已移居發達國家的人，仍然有可能移往別的地方居住。政局不

穩，貧窮落後地區的人希望移往富庶先進的地方居住。其他的人，也會以種種原因，移離

原居地。人需要救恩，唯有救恩，神的話語可以滿足人心靈的需要。神的教會要明白這個

道理，作好種種準備，全心投入向散居人士傳揚福音，回應神使萬民得救的心意。中國大

陸的同胞，遠赴烏克蘭在當地尋找生命的真光，引領他們信主，培育他們靈命，訓練他們

成為神國的工人，對他們的教導是刻不容緩。 

        我們須要抓緊時機，回應神的心意，傳福音機會不是永遠都有，傳福音的機會稍縱

即逝。1995-2001 期間，當時因中國政府要吸納外國貨幣，在五百萬人口的以色列，有中

國勞工約 20,000 人，從事建築業、農業、服務行業。亦有為數極少的學者。筆者於十多

年前，在以色列三回短宣，其中曾經長達三個月，其間在中國勞工中，成立四間華人教

會，平均每年信主人數約 300 人，平均約每年一間。2002 年農曆新年慶祝會，有 2,200 出

席，因消防條例不能入場的約 1,300 人。甚至一次聚會便有數百人決志歸主。但數年後多

項因素的負面揉合，中國勞工及商人，轉往 Dubai, UAE，導致以色列散聚宣教事工的停

頓，真是人去樓空，時機不再！ 

 在烏克蘭、俄羅斯等教會，看到不少人在毫無跡象之下，突然離世，當中有慕道朋

友，也有熱心的教會領袖。他們突然離開世界，再沒有聽聞福音或傳揚福音的機會。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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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將無法換回。烏克蘭目前情況也是明顯不過的例子，戰爭使學生與商人卻步，目前

的第聶伯 (Dnipropertrovsk)、盧甘斯克 (Luhansk)、頓列遲克 (Donetsk) 等地方，已落在親

俄分子手中，教會沒有了，我們也少了一些傳福音的禾場。故此我們應抓緊時機，回應神

的心意，免得錯失稍縱即逝的機會！ 

  宣教不是個人的工作，團隊合作至要緊。福音禾場廣大，不能靠個人、個別團體、

個別機構獨立完成。彼此配搭、互相補足、網絡聯繫、謙卑合作才能完成宣教使命，願神

的眾教會，神的子民順服聖靈引導，同心合意，為神得人。但願博士論文中，建議的「宣

教策略及領袖培訓：烏克蘭散聚華人教會行動研究方案」，為主所用，滿足神「使萬民作

主門徒」的心意。 

 

VII.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廖少舫的博士論文以書本面世，本文試從三方面，與讀者分享。計有：全球人口

流動趨勢、 散聚宣教學的聖經基礎、及 烏克蘭散聚華人宣教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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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編自廖少舫於真道神學院修讀教牧博士課程，由溫以諾任論文指導的博士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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