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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散散散    聚聚聚聚    宣宣宣宣    教教教教    事事事事    工工工工    

    

            西馬尼泊爾散聚宣教事工西馬尼泊爾散聚宣教事工西馬尼泊爾散聚宣教事工西馬尼泊爾散聚宣教事工                                                                                                        

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溫以諾、、、、林志明林志明林志明林志明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     1.     1.     1.     本文的背景與目的本文的背景與目的本文的背景與目的本文的背景與目的    

在 80 年代及之前，馬來西亞 ( 簡稱大馬 ) 經濟是以農產品為主。然而， 當時農產

品價格跌到底谷, 導致大馬經濟大受影響。 當時以 Mahathir 為首相的政府, 提倡國家經

濟改型, 由農業為主改為以工業為主的國家。 幾年過後, 到了 80 年代末, 大馬卻缺乏勞

動力, 當時就開始引進印尼客工, 他們大多數以穆斯林為主。 當時 " 茅草行動 " (政府無

需審訊並扣押異意分子) 剛發生, 教會處在恐慌當中, 所以不太與印尼客工接觸。 

到了 90 年代初, 馬來西亞為了對其他穆斯林國家表示友善,  就引進其國民為客

工。當時, 第一批合法引進的是孟加拉客工。到了 1999 年, 我國注意到, 單單只讓印尼

和孟加拉客工人數大量增加, 這會帶來社會治安問題。因此, 政府改變政策, 開放門戶, 

讓更多其他國家的客工進來。 於是, 越南、尼泊爾、緬甸 、柬埔寨等鄰國的客工也湧

進來了。 

在 2011 年, 筆者看到有關柔佛北幹那那教會客工宣教事工的報導。當時筆者的公

司約有 400 多位員工, 其中約 200 位尼泊爾客工, 其餘是本地人,  孟加拉客工、 緬甸客

工和越南客工。我心有所感動並思考, 教會常鼓勵我們去外國短宣並做跨文化宣教, 但

今天上帝卻把這些宣教物件放在我的眼前, 我可以仍然無動於衷嗎? 上帝賜給我今日的

地位, 難道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麼?  (帖 4 : 14) 於是, 我在公司裏開始了尼泊爾客工宣教

事工 ( 簡稱「尼宣亅」 , 並聘請了一位尼泊爾宣教士, 我們就開始尼泊爾客工宣教聚會, 

第一次聚會就約有 150 人出席。這正如溫以諾教授 ( 後稱「溫氏」) 所言, 散聚人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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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在異地散聚的過程中被搖動了, 這正是傳福音的好機會。1  這也引發了筆者進一步去

探討尼泊爾客工在西馬的生活情況及如何有效的把福音帶給這個群體。 

本文旨在更深入瞭解散居在西馬尼泊爾客工的生活概況, 然後以個案形式簡介南

馬「散聚事工宣教團隊」、中馬「巴生谷客工宣教事工」(“Migrant Ministry Klang” 簡

稱 MMK) 及筆者公司的尼泊爾宣教士們宣教的情況。 本文嘗試探討以散聚宣教策略, 

如何能實踐在尼泊爾客工中。 

2.    2.    2.    2.    鑰詞介定鑰詞介定鑰詞介定鑰詞介定    

(a)「散聚」 : 英文 diaspora 一詞原為希臘文"diaspeirein" (申命記 28 : 25) 這字的意思是指

「分散」, 而歷史上舊約時代「分散」的猶太人及新約時期「分散」的基督徒, 均

用這字。近年學術文章亦多用這字來描述離鄉背井，遷徙移居的人。
2
 

(b)「散聚人口」: Diaspora Population 離鄉背井，遷徙移居的人口。
3
 

(c)「 散聚宣教學」 : 定義是「 從差傳學角度有系統的探討研究人口散聚的現象, 冀求

明白及參與神在散聚人口中的救贖事工。」4  就是說，「這學科是探討神怎樣在

背後滿有主權地引導各地人口的遷移，好叫祂在地上的救贖心意得以成全。天國

福音先由接待地區教會引進這些四處散居的人群中，再通過這些群體傳遞開去，

以至不同的族群都能在過程中蒙恩得救，組成更多的門徒群體。
5
 

(d) 「客工」、「外勞」: 離鄉背井, 到外國當勞工的合法及非法移民。 

(e) 「散聚事工宣教團隊」: 2018 年之前稱為「尼泊爾客工宣教團隊亅, 由北幹那那及南

馬兒間教會於 2005 年組成, 之後陸續有教會加入, 合作夥伴共有 17 間教會及 3 間

的公司 (包括筆者公司 )。 

(f) 「溫氏治學五要」 :  是溫以諾教授所開創的跨科際綜合研究法，該方法需按優先次

序排列 , 共有五個步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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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乎聖經真理    Scripturally sound (S) 

2. 具備神學基礎    Theologically Supported (T) 

3. 具有整全理論    Analytically Coherent (A) 

4. 適切處境             Relevantly contextual (R) 

5. 具體實用             Strategically practical (S) 

 

這五個步驟 : 簡憶為 「聖、神、理、境、用亅 ( "STA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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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大馬」、「西馬」、「中馬」、「南馬」 : 馬來西亞簡稱為「大馬亅, 國土分為

兩部分, 馬來半島為「西馬」, 加里曼丹大島北部為「東馬」。「西馬」半島又分

為 : 「南馬亅、「中馬亅和「北馬」 

 

((((二二二二)))) 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理論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理論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理論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理論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資料是來自於已有的文獻、事工會議記錄、與事工負責人的訪談

及筆者 參於事工的經歷。以下是本文用的理論。 

1. 溫氏治學五要溫氏治學五要溫氏治學五要溫氏治學五要    

本文以「溫氏治學五要」跨科際綜合研究法為方法論, 此研究法乃是溫氏的治學

方法，該方法注重扎實的聖經真理、神學基礎、完整的論證過程、必需與處境有適切

的關係、並需具體實用。 如此，一項“出於聖經”的教導才能被證明是否“合乎聖

經”。經過「溫氏治學五要亅論證、考核後的真理或神學理論, 才能具備“合乎聖經真

理”的全部要素。所以「散聚宣教學」經過「溫氏治學五要」的考證, 是完全”合乎聖

經真理"的教導。 

本文不一味遵從「 功利主義 」或「實用主義」,也不迷信「商業方式」或「功能

論」只一味單求效率, 缺少關係和人性, 忽視門徒訓練和生命的成長, 使宣教淪為"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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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企業。或者僅求處境化, 就如各式各類的「解放神學」、歐美的「 婦女解放神

學」、 韓國的「民眾神學」、 臺灣宋泉盛等的「處境化神學亅, 雖學術味十足, 但信仰

卻 ”破產”了。
7
 

2. 散聚宣教學簡介散聚宣教學簡介散聚宣教學簡介散聚宣教學簡介    

據稱現時世界人口統計顯示越來越多人居住於非出生地, 2013 年人口數位顯示 2

億 3 千 2 百萬的人口是國際移民, 這「散聚人口」佔全球人口的 3.2%。
8
 其實這數字還

沒有包括中國國內的移民，像 2009 年的中國，就有 2 億 3 千萬流往大城市的民工！事

實上，全球性的跨國移民成為趨勢，從南半球走向北半球，從東半球走往西半球。他

們的目的地是全球最富裕的七個國家。這七國的總人口雖不及全球人口的 16%，但卻

具有全球移民總人數 33%。 正如這些「散聚人口」中, 主要是來自福音未及的群體 。
9

「環球化亅 ( Globalization)、「城市化亅( Urbanization)、「城市宣教」( Urban Mission)、

外勞、移民、 戰亂、 饑荒、 就業等都是人口散聚的因素。10  據估計, 西元 2000 年, 約

有 1 億 7 千 5 百萬流徙人士, 在 2005 年, 則達到 1 億 9 千 2 百萬, 而在 2013 年, 散聚人口

達到 2 億 3 千 2 百萬, 按此推算, 到 2050 年, 流徙人士有機會增至 4 億 5 百萬, 此外又有

統計研究指出, 全球差不多每 35 人, 便有一位是移民者; 當中包括了流動勞工、留學生

及難民等。
11
 這構成了大量的「散聚人口亅, 順應此等人口流動模式, 「散聚宣教學」應

運而生。 

3. 「「「「散聚宣教學散聚宣教學散聚宣教學散聚宣教學」」」」不能取代不能取代不能取代不能取代「「「「傳統宣教學傳統宣教學傳統宣教學傳統宣教學」，」，」，」，只是補充其未能及時處理只是補充其未能及時處理只是補充其未能及時處理只是補充其未能及時處理    

「散聚人口」新現象之處！「傳統宣教學」用「植堂」、「增長」等農耕比喻及

觀念、地域/地區的概念 (如本地宣教以比對海外宣教，差自本地卻轉往外國宣教)、強

調二分法 《例如：社會福音式的宣教與搶救亡魂式對比、本地宣教與國外宣教對比、

差派國與受益國対比 (華傳原則是不差宣教士到差派國, 即使當中有大量來自受益國的

散聚群體)、舊約「來」的模式與新約「去」的模式對比等》，都未能處理今日散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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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流動人口。12  此現象使基督徒更需有創意, 及合乎聖經真理地推動宣教事工。 這與

傳統方式不同之處包括以巴士、郵船、工廣等代替區域作為宣教地點。 散聚人口成為

移動的宣教工廠, 故此需要有「散聚宣教學」研究的必要。 

4. 向散聚人口宣教向散聚人口宣教向散聚人口宣教向散聚人口宣教, , , , 改變了宣教士的傳統定義改變了宣教士的傳統定義改變了宣教士的傳統定義改變了宣教士的傳統定義 

 傳統宣教士的定義是：飄洋過海到國外傳福音的才是宣教士。向從別國移居本地

人群的傳福音者， 雖然留在本地宣教， 也應歸為「散聚宣教士亅。溫氏嘗試糾正西方

對宣教士定義的局限， 回應 21 世紀人口流動所帶來傳福音及宣教的機會， 宣教士理

當包括那些在本土， 參與向散聚人口傳福音的福音工作者。13 

5. 因為高山聳立因為高山聳立因為高山聳立因為高山聳立，，，，尼泊爾是世界最少道路的國家尼泊爾是世界最少道路的國家尼泊爾是世界最少道路的國家尼泊爾是世界最少道路的國家，，，，也是最貧困國家之一也是最貧困國家之一也是最貧困國家之一也是最貧困國家之一    

也因著信奉興都教，有人比喻“尼泊爾的神明比人口還多”。福音據點僅集中

在城市，福音工作及其艱難。神沒有撇棄尼泊爾人，因為經濟困境，尼泊爾人從各方

各城，各個深山裏，遠渡重洋，到外國當起外勞，賺取金錢，養家糊口。因著來到馬

來西亞，有機會認識主耶穌，接受救恩，成為村莊裏第一個信耶穌的基督徒（被村子

裏的人稱為“小耶穌”），他們樂意被裁培，渴慕神的話語，願意負起村子裏傳福音

的責任。這是散聚宣教最實際的見證。 

6. 散聚宣教的聖經根據散聚宣教的聖經根據散聚宣教的聖經根據散聚宣教的聖經根據    

(a)    猶太人(以色列人)在聖經散聚歷史的情況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

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神。〈利未記〉19：33－34 

上帝在舊約不斷提醒他的選民以色列民，要照顧三種人：寡婦、孤兒以及寄居者

〈撒迦利亞書〉7：10。他們也要幫助貧窮人、受欺壓者及弱勢群體〈申命記〉

15：11。上帝提醒他們：”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利 19：34）。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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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賣到埃及，後來作了宰相, 寄居在那裏。摩西逃到米甸曠野, 寄居 40 年。寄居者

就是與所居留的土地無份者。 

(b)    猶太人(以色列人)在聖經散聚歷史的意義舊約猶太人散聚的歷史 , 始於創世記 12

章亞伯拉罕離開吾珥漂流異地, 曾散聚在埃及和迦南地, 之後約瑟及他的兄弟先後移

居到埃及 430 年 (出 12 : 40 - 41), 其中路德與拿俄米返回迦南地。因以色列人在埃及

為奴隸而乎求耶和華的拯救, 神接著摩西帶頒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漂流曠野 40 年, 之

後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以後以色列人 3 次被擄, DC721 北國以色列被亞

述所滅,  DC597 南國猶大約雅斤被擄到巴比倫 (王下 24 : 15) , 最終到了 DC586 猶大

國被巴比倫所滅, 西底家被擄到巴比倫 (王下 25 : 1-2, 7) 及在舊約的末段波斯的歷

史。 

到了新約羅馬統治的時代, 耶路撒冷猶太基督徒因受逼迫而被分散到埃及、小亞細

亞、希臘與義大利等 (徒  8 : 1 - 8 ; 11 : 19) 。腓力在撒馬利亞宣講福音, 保羅在哥林

多遇見主內弟兄亞居垃和他的妻子百基拉 (徒 18 : 1 – 2), 外邦人哥尼流信主 (徒 10 : 

1 - 31), 散居在各處的猶太基督徒, 為當地人提供了一個美好福音的切入點, 以至於福

音得於廣傳。 

溫氏指出, 從聖經中神的子民在羞辱中被分散的四方面的意義 :  

� 神編排及掌管他子民的分散 

� 有盼望及實際重新召聚歸回 

� 以色列人向列國見證分散的經歷 

� 神主權安排基督的到來與基督教的傳播。14 

在舊約時代, 神借著摩西警告以色列民必須遵守與神所立的約, 眾先知也多次多方警

誡以色列民, 神必審判違約者。因以色列民不聽從神的命令, 如 ( 但 28 : 25，30 : 4 ; 

尼 1 : 9 ; 耶 11 : 22 ; 拿 7 : 35 ) 等記載, 神就把他們分散, 目的在於把他們分別為聖, 

以免他們被毀滅 ( 耶 46 : 28 ) , 建立他們 ( 番 3 : 19 ), 並彰顯神的恩典超過他們所當

得的 ( 賽 56 : 8 ) 。除此之外,但以理與同伴被擄到巴比倫, 卻見證了神榮耀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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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3 : 28 – 29 ，4 : 37 ，6 : 26 – 27 )換言之 , 神掌管選民的分散, 他也掌管選民的

召聚, 為要成就神旨意中基督救贖的計畫。15 

在新約時代, 神子民的分散 ( 雅 1 : 1 ; 彼前 1 : 1 ) , 充分表明了神的主權, 使他們分散

各地。 由於猶太人的分散, 猶太社區中的會堂分佈在羅馬帝國各地, 因此, 當保羅及

其他使徒到各處傳福音時, 猶太人的會堂便成為了使徒們宣講基督耶穌福音的落腳

點, 如此, 基督的福音就這樣傳開了。
16
 

((((三三三三)))) 大馬整體散聚人口簡介及尼泊爾客工在西馬的情況大馬整體散聚人口簡介及尼泊爾客工在西馬的情況大馬整體散聚人口簡介及尼泊爾客工在西馬的情況大馬整體散聚人口簡介及尼泊爾客工在西馬的情況    

筆者借此論文初步簡介這些遠離家鄉，散居在我國西馬的尼泊爾客工族群的生活

概況，然後在第四章簡介南馬的「散聚事工宣教團隊」、中馬的「巴生谷客工宣教事工」

( “Migrant Ministry Klang” 簡稱 MMK) 及筆者公司服侍他們的情況，最後嘗試探討散聚

宣教模式，可以如何實踐在尼泊爾客工族群中。 

    

1. 大馬散聚人口簡介大馬散聚人口簡介大馬散聚人口簡介大馬散聚人口簡介    

根據 2014 年官方統計, 在馬來西亞 (簡稱大馬) 約有 2 百 40 萬合法客工,  

但卻有超過 4 百萬的非法客工, 換言之, 每 5 個大馬人中就有一個客工。根據 2017 年 6

月 30 日官方最新統計, 在大馬合法客工約有 1 百 78 萬, 其中主要有印尼客工 728,870 位, 

尼泊爾客工 405,898 位, 孟加拉客工 221,089 位,  緬甸客工 127,705 位,  印度客工 114,455 

位和 巴基斯坦 客工 59,281 位等。 

這幾年來, 大馬客工人數不斷的減少, 主要有 4 個原因 : 

(a)  本地藍領員工的工資太底 ( 月薪約 600 令吉 ), 所以在 2013 年, 西馬第一次落實最低

薪金制為月薪 900 令吉, 到了 2016 年 7 月為月薪 1 千令吉。因此增加了商家的成本, 

於是許多本地商家就減少員工的數量了。 

(b) 除此之外, 大馬政府在 2015 年 4 月落實 6 % 消費稅, 這再一次提高了商家的成本, 因

此, 導致許多商家結束營業或減少營業, 這也直接減少了客工的數量。 

                                                           
15同上。P. 51 
16同上。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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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算最低薪金制落實了, 本地商家還是喜歡聘請客工。 原因是他們比本地勞工更

「吃苦耐勞」, 這導致本地勞工失去工作機會, 這也帶給政府許多壓力。所以政府為

了大選的選票而儘量不批准商家客工的申請, 以此迫使本地商家用更高的薪金 ( 高

過 1 千令吉 ) 聘請本地勞工。 

(d) 就算最低薪金是 1 千令吉, 因馬幣貶值近 20%, 導致許多客工回返主國或到其他家

國。 

 

2. 尼泊爾客工在西馬的情況尼泊爾客工在西馬的情況尼泊爾客工在西馬的情況尼泊爾客工在西馬的情況    

尼泊爾國土面積 14.5 萬平方公里，根據尼泊爾官方統計，人口 2800 萬軍 8 萬，

員警 5 萬，全國沒有 1 家麥當勞，只有 2 家肯德基，尼航只有 2 架民航客機，1 個國際

機場。很落後，市區道路很混亂有汽車，摩托車，自行車，行人，狗，牛，菜市場就

在路邊。在人口 2800 萬中有 2 百 80 萬尼泊爾人出國當外勞 ( 約 10% )，馬來西亞大約

有 70 萬位尼泊爾客工 ( 合法與非法 )。談到尼泊爾客工在西馬工作的情況，他們開始

擁有 3 年的工作準證, 之後可以再延長兩年。他們主要都是藍領廉價勞工, 分佈在全馬

的工廣生產線、建築工廠和油棕或其他原產品的園丘裏。他們一星期工作 6 天，每天

工作 8 到 10 小時，一般月薪是 1 千令吉 ( 約 260 美元 )。這種待遇和工作時間是本地員

工不願意的。客工需要借錢才能來到大馬工作，因此欠仲介一筆 1 萬 2 千到 1 萬 5 千

令吉的債，頭一年的薪水主要是為了還債。因此，一些客工超時工作，一天達 12 到 14

小時。有的連星期日也不放過，做足 8 小時，因為星期日的工資是雙倍。如此拼搏每

月可能掙到 2 千到 2 千五百令吉。 

3. 在大馬在大馬在大馬在大馬，，，，客工分為三大類客工分為三大類客工分為三大類客工分為三大類    

1〕合法客工：擁有證件者，目前約有 2 百萬； 2〕非法客工，沒有證件者，數目

約有 3 百萬 ;  3〕另外還有約 7 萬名難民長期流落我國。非法客工與難民因沒有證件而

受盡冤屈也不敢報警，他們必需東藏西躲, 而往往欺壓他們的就是執法人員和員警 , 他

們永遠處在受打壓的劣勢。 

4. 神的教會必須為這些沒有聲音的群體發聲神的教會必須為這些沒有聲音的群體發聲神的教會必須為這些沒有聲音的群體發聲神的教會必須為這些沒有聲音的群體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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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經站在我們的國土上了。大馬教會應當起來，接觸他們。如果教會不挺身

而出，我認為教會就是在"是主的光和鹽"方面失責了。上帝已用他的主權把他們都帶到

我們教會面前了, 我們可以仍舊無動於衷嗎? 

 

  (  (  (  (四四四四)   )   )   )   西馬教會西馬教會西馬教會西馬教會////機構対尼泊爾之宣教情況機構対尼泊爾之宣教情況機構対尼泊爾之宣教情況機構対尼泊爾之宣教情況    

1.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根據 Andrew Ng ( “Migrant Ministry Klang” 簡稱 MMK) 的負責人, 馬來西亞約有 6

千多間各語言宗派的教會，其中以華人教會為主, 而真正投入客工宣教的少過 100 間，

少之又少！而大部分教會只是其中三幾個熱心會友個別在做，不是整體教會的參

與。”他感慨地說。他指出，教會對外勞事工反應冷淡主要 3 個原因是： 

� 外勞沒有經濟效益。外勞窮困，無法使教會奉獻增加，反而是一個“負擔”。 

� 外勞流動性大，不能成為教會的固定會友。教會沒有業績（數目）可以報告。 

� 教會對他們有戒心，不讓他們踏入教會 ―― 文化、語言隔閡太大。
17
 

筆著認為華人教會, 由其是以華語為主的教會, 対跨文化差傳事工的冷淡原因, 除了

Andrew 所指出的 3 點, 既是華人事事講求"實際"、"效果"和文化差異,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

華人心裏的"民族優越感"。這與新約時期猶太民族的優越感和排外心態很相似。 這導

致華人教會真正參與「跨文化差傳事工亅者為數極其的少 

2. 「「「「散聚事工宣教團隊亅在南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散聚事工宣教團隊亅在南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散聚事工宣教團隊亅在南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散聚事工宣教團隊亅在南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    

北幹那那是南馬柔佛南區的一個小市鎮。在 2004 年柔佛淡杯聖道堂有位長老，在

一間工廠工作，裏頭約有 500 位越南女工。這位長老有主感動想要帶領這些客工認識

主，於是到新加坡，聯絡了一位越南牧師。那位越南牧師就每個月兩次到淡杯市帶領

越南女工聚會。而「北幹那那聖道堂」( 簡稱「北幹」) 的女傳道人也有負擔帶領越南

客工信主，於是她就把一些當地的越南客工，載送到淡杯聖道堂，參於越南客工的聚

會。 

                                                           
17

黃仲守 (伍文康整理) : 〈 寄居者的福音〉《文橋》品雙月刊 第 119 期 ( 2008 年 11-12 月 )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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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幹亅宣教執事周桂葉姐妹分享：“有一天我們就在思考，「北幹」有那麼多

越南客工，為什麼我們要把客工載送到淡杯市呢? 而不是在自己教會辦一個越南客工的

聚會呢？’’ 。於是他們就與越南傳道人商量，如何在「北幹」開始越南客工聚會，

越南傳道人也把新加坡神學院的越南學生帶來協助，結果第一次聚會來了約 80 位越南

客工。他們唱越南語的詩歌，都唱得很起勁。在載送他們回程的旅途中，有位越南客

工甚至主動問：下星期有聚會嗎？就那麼簡單的 一個問題，神就把客工宣教的使命放

在「北幹亅教會了。 

「北幹亅就在 2004 年 11 月開始了越南客工團契。神奇妙的工作, 在 2005 年就有 2

千多位越南客工出席國光小學的聖誕慶祝會。除了聚會, 同工每星期一天探訪越南客工, 

探訪中他們發現，原來除了越南客工, 還有尼泊爾和緬甸客工，甚至尼泊爾客工的人數

遠遠超越越南客工。 於是在 2005 年 2 月，周桂葉宣教執事聯繫淡杯聖道堂尼泊爾宣教

事工負責人，商討借用尼泊爾宣教士的支援，之後同年 5 月份就在「北幹亅開始了尼

泊爾客工宣教事工 (簡稱「尼宣」) 。 

同時候, 因無緬甸宣教士, 所以緬甸客工宣教事工被延遲了, 但神是散聚的主, 時候

到了, 神又安排了一位有工作準證的緬甸傳道人, 在「北幹亅開始了緬甸宣教事工。 

「北幹亅弟兄姐妹對客工宣教事工很有負擔，因此服侍時，可以得心應手。單單

負責載送客工的司機，就有 7 位，連福音車也多買一輛。負責煮飯的也有 7 位，教會

買了一個大鍋來煮飯，菜肴則由弟兄姐妹在家裏煮了帶來。打掃、洗刷也有 5-6 人。他

們也開始了語文班來吸引客工，教他們英語、華語和國語，讓教會的中學生協助教

導。他們也提供電腦和互聯網班，讓客工學習。因此吸引了許多客工湧上教會。 

北幹教會也選擇一些全國性的公共假期，來舉辦尼泊爾客工“一日營”。而在開

齋節和農曆新年等長假，就辦訓練營，把南馬柔佛的客工基督徒聚集一起。訓練他們

成為主的門徒。 

北幹聖道堂是個小教會，每主日早上 10 點是華語崇拜，下午 3 點到 8 點半是各族

客工的崇拜，所以編排的時間都很緊迫，由於是小市鎮，客工要來教會也很方便，有

些騎腳踏車，遠一些的就用福音車載送。弟兄姐妹也會預備晚餐給客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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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幹聖道堂每年會從差傳基金撥 4 萬令吉來津貼這客工事工。「北幹亅教會対客

工的宣教和愛心的服侍, 已深深的感動了周邊的教會和信主的客工。有一位尼泊爾弟兄

心裏有感動，想到在士乃市也有他的尼泊爾朋友，但卻沒有尼泊爾客工的聚會。他們

沒有機會聽到福音、相信耶穌。宣教團隊也有同感, 認為「尼宣亅可以延伸到各外，於

是去聯繫有負擔服侍當地尼泊爾客工的教會合作。神帶領了加略山教會，一起配搭向

客工宣教。 

於是「尼宣」就如此發展到南馬各外去了，每位「尼宣」宣教士需要負責只少 4

個宣教點，因工作的繁重，宣教團隊就決定陸續引進多幾位尼泊爾宣教士。在 2005 年

尾，南馬柔佛其他教會也開始了「尼宣」，同時也引進了「尼宣」宣教士。因此, 尼泊

爾基督徒團契便成立了, 之後這宣教差會起名為「尼泊爾客工宣教團隊亅 ( 在 2018 年改

名為「散聚事工宣教團隊」) , 負責一切的行政、財務管理、聘請宣教士及安排他們的

工廠。同時也成立了「尼泊爾宣教士團契」。每個月約有 7 至 8 位「尼宣」宣教士聚

會一次, 一起分享宣教的喜悅和困難, 彼此鼓勵, 互相勸勉, 雖然有時「尼宣」宣教士深

感孤軍作戰, 但大家集合時, 都深深體會到神的憐憫和豐盛。「尼宣」宣教士們曾分享

說 : "當看見許多尼泊爾客工生命的改變, 我們身體的疲憊和心靈的孤單就算不了什麼。

" 

以後，「尼宣亅團隊發現有些事工是不需要重疊的，譬如同個地區有了尼泊爾客

工團契，當地的教會就不需要再開另一個宣教點，而是應當到沒有「尼宣」的其他地

方去擴展，善用資源。於是就把西馬「尼宣」的網路組織起來了。 

在 2014 年，在南馬柔佛州教會的客工團契，已經有超過 30 個。而單單在北幹，

客工人數已經是數以千計了。在 2013 年在柔佛巴魯聖光堂長老會就有超過 700 位尼泊

爾客工出席耶誕節的大型慶祝佈道會。在 2014 年, 華人農曆新年及回教徒開齋節期間

舉辦 3 至 4 天的門徒訓練營各約有 500 位尼泊爾客工參加。在 2013 年 12 月份至 2014

年 5 月份，總共有 92 位尼泊爾客工信主受洗歸入主。我們看見許多尼泊爾客工生命的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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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 大馬經濟低迷，馬幣貶值近 20%，導致許多尼泊爾客工回返國家，大

馬再也不是客工喜歡逗留的地方。差會重組各個尼泊爾客工團契，把少數聚會人數的

團契暫時關閉，將他們載送到臨近的團契，也在靠近工業區地區開始新團契，希望近

距離服侍客工。現有 6 位尼泊爾宣教士負責 16 個尼泊爾團契。如果現在教會才醒覺, 

可能向客工傳福音的機會已過了。 

3. 「「「「巴生谷客工宣教事工巴生谷客工宣教事工巴生谷客工宣教事工巴生谷客工宣教事工」」」」在中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在中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在中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在中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    

在中馬，客工宣教事工往往是由個別有負擔的會友開始，而不是教會。例如「巴

生谷客工宣教事工」( Migrant Ministry Klang, 簡稱 MMK) 是由黃仲守弟兄 ( Andrew Ng ) 

創辦的。他分享自己親身的經歷：在 2001 年的某個主日，儘管他所屬的中文教會前面

和隔鄰都有淡米爾文堂會，兩名尼泊爾客工卻偏偏不去那裏，而踏入他的教會。 他是

當天在教會中唯一接待歡迎這兩位客工的。從此，每逢他們到教會，就單單找

Andrew，過了 6 個月，Andrew 與他們熟絡了。上帝仿佛対他說：”仲守，是時候了，

你應該為這群客工做點事"。神開 Andrew 的心眼，讓他發現這一大群尼泊爾客工, 需要

福音。開始時, 他也不知道從何開始，就開始教尼泊爾客工們英語。之後就用他們聽得

懂的簡單英語向他們傳福音。就這樣, 「尼宣亅就在中馬巴生谷開始了。 

當時中馬教會對客工宣教事工的反應不積極。於是 Andrew 就積極在巴生谷各教

會中四處走動，尋找事工夥伴。過了幾年, 客工宣教事工卻變成了中馬教會間的聯合事

工。當一個新宣教點開始時，很快就有一大群客工聚集, 少的幾十人, 多的 4 百人也

有。 

到了 2008 年，雖然許多信主的客工們已經回國了，但是還有許多新客工陸續到來

大馬。MMK 當時有 6 個客工崇拜在不同的教會地點同時進行，當中有尼泊爾、越南、

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客工們若不是初信，就是慕道者。慕道者多是跟著初

信徒朋友來觀望，跟著學習唱詩歌，認識其他民族文化和新朋友。一個有趣的現象就

是：越南客工會帶尼泊爾客工來教會, 尼泊爾客工又會帶緬甸客工來, 如此, 教會成為了

國際文化交流的好地方。另一方面，MMK 也提供語言班。有不適應敬拜聚會的新客工

可以參加英語班。有病的可以到 MMK 的免費醫療服務所，比較有學識的客工可以參



 13 

加電腦班！因此，MMK 有不同的福音預工來吸引客工們。客工們來了教會三四次，一

般上, 他們會想, 反正人都來了，不如就積極參與。他們從聚會中聽見信徒的見證，上

帝就在他們心裏動工, 許多客工來了幾個月就信主了。 

但仲守兄表示，本地教會主要的任務是提供一個橋樑或平臺，讓客工聚會。本地

信徒做的是執事（deacon）的工作如：載送、煮食、協助。MMK 目前約有 70 個義工。

每個主日，義工們到各教會去教英語、診治病人、駕小型貨車載客工、策劃活動等。

MMK 不時舉行佈道會，由客工們的族群帶領自己的同胞信主。 

根據仲守兄, 目前參與巴生“客工宣教事工”大大小小的教會共 18 間。他們實行

“借用”原則, 有的借場地，有的提供貨車載送，有的借會友協助事奉，可借就借，互

補所需，共襄盛舉。 就如我們的主耶穌，借用別人的驢子進聖城，借用某人家的樓上

用最後的晚餐，連葬身之地也是借用財主的！他相信是聖靈感動個別信徒，以致他們

非常落力，在事工各環節作出巨大犧牲與貢獻，然而他們的喜樂也是非財富可換取

的。他目前首要的使命就是積極鼓勵更多教會參與客工宣教事工。 

仲守兄分享, “我們看到上帝在客工中動工，每年都有好幾百人信主，其實我們

都數不清有多少！我們意識到我們不應當守住現有的會友，而是向外廣傳福音，叫更

多外族客工信主！這事工有一個好處, 教會不會為搶會友而爭吵；外勞信主後，不是你

的會友，也不是我的，總有一天要回國去！他們人數那麼多，傳都傳不完，何必要去

搶羊？沒有這些利害衝突，教會反而更容易攜手合作。那些參與的個人或教會，單單

眼見上帝如何改變客工的生命，已是難得的福氣！” 

仲守兄透露，MMK 宣教事工每月花費超過 3 萬令吉，這包括客工宣教士的薪

金。因此，MMK 需要一直辦許多籌款活動如 : 感恩晚宴、賣書、賣食品等。這十多年

來, 雖有缺乏, 但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4. 「「「「筆者公司筆者公司筆者公司筆者公司」」」」在中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在中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在中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在中馬的尼泊爾宣教事工    

正如前文背景所論, 在 2011 年, 筆者看到有關柔佛北幹那那教會客工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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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的報到。當時筆者的公司約有 400 多位員工, 其中約有 200 位尼泊爾客工。我

心被聖靈感動並思考, 教會常鼓勵我們去外國短宣並做跨文化宣教, 但今天上帝卻把這

些未得之民放在我的眼前, 我可以仍然無動於衷嗎? 上帝賜給我今日的地位, 難道不是為

了現今的機會麼?  (帖 4 : 14) 於是, 我在公司裏開始了尼泊爾客工宣教事工 ( 簡稱「尼宣

亅」 。 

筆者不懂也不會尼泊爾語言, 更不瞭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如何向他們傳福音呢? 但

從「北幹」客工宣教同工得知, 原來是可以用客工準證, 合法聘請尼泊爾宣教士到來大

馬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 於是請求「北幹亅教會協助聘請了第一位尼泊爾宣教士 Pastor 

Kharpa。開始時, 我們去探訪尼泊爾客工及決定開始每週的宣教聚會, 第一次聚會就有約

150 人出席。福音的種子就這樣撒在尼泊爾客工的心中了。 因福音禾場的廣大, 過了 6

個月, 我們又多引進了一位尼泊爾宣教士 Pastor Akkal, 並在中馬開拓多幾個福音據點。

其中包括 Rawang, Bukit Sentosa,  Sungai Buloh, Serdang, Nilai 和 Seremban. 因這幾個福音點

都沒有尼泊爾團契。4 年過後, 神帶領 Ps Kharpa 回國牧養教會。幾個月後, 神也為我們

預備了一位新的宣教士 Pastor Ajay 。他與 Ps Akkal 同工到如今。 

每次大型佈道會, 宣教士都要求我必需出席, 原因是尼泊爾客工很尊重老闆, 老闆

出席的聚會, 員工們也需出席已表尊重。所以我也邀請我教會的詩班獻詩, 讓我們與客

工們一起體會在主裏大家庭的喜樂。 

有一天, 筆者在公司裏接到一通電話, 他自稱為牧師, 想要見我, 當他到我公司時, 

我才知道他是 Nilai 衛理公會主任牧師簫帝佑博士 Rev Dr Philip Siew ( 現任馬來西亞神

學院院長 ) 。我們有美好的天國大使命的分享。之後每星期六和主日, 在 Nilai 教會都有

尼泊爾客工團契和主日敬拜。每年有新客工信主也有信徒回主國去。客工聚會人數約

有 60 多位。 

在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爾發生了 8 . 1 級地震，震源深度 20 km，隨後又發生 3

次 7 級以上強地震。在 4 月 28 日，尼泊爾內政部發言人稱，日前發生的 8 . 1 級強震已

經導致 4,310 人遇難，另有 7,953 人受傷。最後真實, 有超過 8,600 人死亡, 至少 2 百萬人

痛失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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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報導 : 尼泊爾大地震發生逾月，救援工作仍在進

行，當地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救援組織正結合資源，攜手合作救災。尼泊爾世界信義

會會聯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和伊斯蘭環球救濟社（Islamic Relief Worldwide）

正在共同努力，推行「信義會－伊斯蘭聯合救援專案」，為尼泊爾四月地震後十四個

最受影響地區的一萬二千災民提供居所，他們分佈於在加德滿都東北部拉蘇華

（Rasuwa）區五個偏僻村莊。該專案的對象是那些正處於水深火熱的人，包括殘疾人

士、老人、婦女、兒童、育嬰中的母親、賤民這類被邊緣化的群體、宗教少數族群和

原住民民族。「正是這時刻，我們作為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必須清楚表明，宗教不僅

不是絆腳石，反倒是緊急援助中的額外貢獻。」世界信義會會聯會總幹事榮格牧師指

出，「在尼泊爾，我們有多個不同信仰並存。當災難來襲，社區必須齊心協力，幫助

最脆弱的成員。」 

在 2015 年 4 月 25 日,「散聚事工宣教團隊」開會議決為所有在大馬的尼泊爾客工

災民家屬及尼泊爾教堂的重建, 而向全馬教會籌款。大馬教會因対「散聚事工宣教團

隊」多年散聚宣教的鼓舞與認同, 捐款非常熱烈。教會也不想透過尼泊爾大使館捐款, 

因過去許多各國的救災捐款都難於到達災民的手中。兩個月過後, 差會收到 523,132.58 

令吉, 來自於 37 個單位, 其中包括各人、公司、各別堂會及宗派聯合教會。捐款不分宗

教或種族發放給 608 位在大馬尼泊爾客工災民, 他們災民的身位都被全馬各尼泊爾團契

宣教士及負責人所審核。差會發放每位災民約 500 令吉。除此之外, 差會也發放 240,000 

令吉給 98 間受地震所影響的尼泊爾教堂。所有受災的尼泊爾教會都是被大馬尼泊爾宣

教士團契所審核的。 值得稱讚的是, 差會將捐款的收入與支出都公開發給所有捐款單位, 

賬目一目了然。除了教會, 筆者公司也發放額外的 500 令吉給本公司受地震影響的 35

位尼泊爾員工。 

這次教會和基督徒対地震愛心的付出, 深深影響了尼泊爾客工的心靈, 筆者公司的

尼泊爾員工分享說 : " 我們非親非故 , 為什麼教會和基督徒無條件幫助我?" 當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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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無條件犧牲舍己的十架愛時, 許多尼泊爾客工深受感動而信主。當年信主歸向基督

的人數, 都遠遠超越往年。18 

筆者認為，目前本地教會多數以節目活動為導向如：主日崇拜、小組、各類的慶

典。然而，其他族群已經來到我們的國土，教會的責任無可推諉。 其實，客工們在合

約下逗留我國 3 或 4 年，可以為他們做的事可不少！一些客工分享說，他們在祖國不

上教會，可是，來到人地生疏的異國工作，經歷諸多苦難和壓迫，他們心巳成了福音

撒種的沃土。據估計，他們往往來參加幾次的聚會就信主了。另外，許多客工都來自

於未得之民中最難接觸的一群。譬如，大多數的尼泊爾客工都來自於邊遠的山區和部

落，那裏的基督徒少之又少, 有許多村莊連一個基督徒都沒有。想差宣教士去他們那裏

太難了,  但如今, 神把他們帶到我們當中了 

 

((((五五五五) ) ) ) 散聚宣教模式散聚宣教模式散聚宣教模式散聚宣教模式 :  :  :  : 如何實踐在西馬尼泊爾客工中如何實踐在西馬尼泊爾客工中如何實踐在西馬尼泊爾客工中如何實踐在西馬尼泊爾客工中 ? ? ? ?    

1111.... 散聚宣教模式簡介散聚宣教模式簡介散聚宣教模式簡介散聚宣教模式簡介    

在實踐散聚宣教觀念及策略在「尼宣」上， 可採取的散聚宣教模式包括： "向"散

聚人口傳福音， "透過"散聚人口傳福音， "超越"散聚人口傳福音， "聯同"散聚人口傳

福音。
19
 

四種散聚宣教模式的實踐
20
 

(a)  向散聚尼泊爾客工宣教 ( Mission to the Diasporas ) 向散聚群體介紹福音， 訓練他們 

成為基督門徒。 

在 2016 年, 筆者是大馬華傳差會董事。筆者向香港華傳差會總部分享「散聚宣教

事工」時, 問為什麼「華傳」不考慮差派宣教士向散居的族群宣教 ? 我所得到的答

案是 : “ 「華傳亅的原則是只差派宣教士到落後的「受益國」, 不差派宣教士到發

達的「差派國亅。若有落後的族群移民到發達的國家, 就由當地的教會負責向他們

宣教吧! 表面好像各盡其職, 不如說"與我無關", 很遺憾! 筆者同年就離職了。 

                                                           
18

黃仲守 (伍文康整理) : 〈 寄居者的福音〉《文橋》品雙月刊 第 119 期 ( 2008 年 11-12 月 )    頁 8。 
19

廖少舫 : 〈 散聚宣教學主要課本簡介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42 期 ( 2015 年 10 月 )    頁 24。 
20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2
nd
 ed. By Enoch Wan. IDS: 2014,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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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極少本地信徒通曉尼泊爾語, 也極少新來的尼泊爾客工通曉英語、華語或馬來

語。因此最有效勾通的方法是透過翻譯。但就算他們當中有基督徒, 他們也只能用

簡單生活常用的英語或馬來語。所以最好的翻譯員是曾在印度用英語讀神學的尼

泊爾宣教士。在西馬約有廿多位尼泊爾宣教士都通曉母語和英語。因此, 所有尼泊

爾客工聚會都可以讓本地人一起參加, 甚至用英語佈道, 再由宣教士翻澤尼泊爾

語。但最有效的佈道, 還是本地人學他們的語言和用尼泊爾語向他們傳福音。筆者

在 2012 年, 曾遇見一位 60 多歲退休的英國女醫生, 她曾在尼泊爾當醫生宣教士 28

年。她來到我們聚會當中, 用尼泊爾語向尼泊爾客工傳福音, 我聽不懂, 但她的表情

七情上面, 我能體會她心中的火和対客工的愛。當晚約有百位客工聚會, 當她呼召

客工信主時, 馬上就有十多位客工舉手決志信主。我深深體會, 本地人學他們的母

語是他們最能體會到被尊重和關愛的方式。 

(b) 透過散聚尼泊爾客工宣教 ( Mission through the Diasporas ) 散聚基督徒群體， 向居住

地的親友， 同胞及海外親友傳福音。 

如前文所述, 西馬尼泊爾宣教事工主要都是由尼泊爾宣教士負責。宣教士不單傳

福音, 他們還需要訓練初信徒成為門徒, 再教導他們可以去傳福音及教導其他初信

徒的門徒。( 提後 2 : 2 ) 北幹宣教執事 Ricky 分享, 有些客工信徒回主國後, 在他的

家鄉開教會了, 也有成為教會長老的。有幾位信徒獻身去印度讀神學, 也有已畢業

及成為傳道人的。從這宣教事工, 我看見神主權的彰顯, 他是宣教的主, 他叫最邊

遠的族群聽到他的福音, 榮耀歸主! 

(c)         超越散聚尼泊爾客工宣教 ( Mission by/beyond the Diasporas ) 

推動散聚群體基督徒，向居住地，同胞，及海外的其他族裔傳福音， 作跨文化福

音工作。在傳福音與造就門徒上, 「尼宣」宣教士和信徒都盡心盡力。在這階段, 

無論在人力、財力、處境或其他資源。尼泊爾族群還未能有組織及策略性的作跨

文化福音事工。天國的大使命是在他們的心中的, 因些他們會自底下邀請其他族

群到教會去。除此之外, 他們也會烹飪及請其他族群吃尼泊爾餐。這是跨文化宣

教的起點。 

(d)         聯同散聚尼泊爾客工宣教 ( Mission with the Diaspor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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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築橋與連接方式為重點。築橋以地區接近， 相同語言及族裔如築橋般建立起

來。連接則以血緣， 友誼興趣連接各人， 達到傳福音目的。21 

根據尼泊爾 2011 年的信仰統計，81.3%的尼泊爾人是興都教徒，9%是佛教徒，

4.4%是回教徒，基督徒僅占 1.4%。到了 2017 年，根據宣教士 Pastor Baktha  ( 現任

尼泊爾宣教團契主任 ) 分享, 按照尼泊爾教會統計, 基督徒約有 1 百萬, 占人口約

3.8%。這 6 年基督徒人數快速增長主要原因是「散聚宣教」的果效。 

我深信有朝一日, 我們華族與尼泊爾族群, 將會聯合在主裏, 有策略地再把福音帶

給其他未得之民。由「散聚群體」傳福音是效法基督， 跟隨他的腳蹤行（彼前二

21）， 學習耶穌為門徒洗腳（約十三 15）有天國觀念與心胸的傳福音工作。 

 

((((六六六六))))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本文把傳統宣教事工與向「散聚群體」宣教事工作對比， 顯示後者傳福音的靈活性， 適

應性和有效性。不斷增加的流動散聚人口， 給予教會在本地向未得之民傳福音嶄新的機

會， 實在是聖靈的引導， 是神心意的展開。 投入散聚宣教，是教會此時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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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5555 期期期期 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1111 月號月號月號月號    

                                                           
21

廖少舫 : 〈 散聚宣教學主要課本簡介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42 期 ( 2015 年 10 月 )    頁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