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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散聚宣教學反思塞內加爾的華人宣教 

陳錦嬋 

1. 前言 

1.1 寫作目的 

筆者讀神學的時候，有機會到國內體驗，看見中國人的心靈貧乏並對福音的渴求，

心內有負擔要向中國人傳福音。畢業之後，我在教會事奉，但神呼召我去非洲塞內加爾

宣教。塞內加爾的人口約有1,800萬人，1 當中97.2%不認識耶穌是神，2 包括散居當地

的華人，3 他們大部分都未曾聽聞福音。 

教會有弟兄問：「中國那麼大，很多人都未曾聽聞福音，為什麼要去非洲那麼遠，

向散居當地的華人宣教呢？」此外，有差會表示宣教是向異文化的族群傳教，他們沒有

打算向海外華人宣教。 

最終，我去了塞內加爾向華人宣教，同時亦參與跨文化宣教。最近筆者跟溫以諾博

士學習“散聚宣教學”，我才明白自己在非洲正在做散聚宣教。這文章我將會從“散聚宣

教學”的理念去反思塞內加爾的散聚宣教工作，期望將來有更多人關注及參與非洲散聚

華人宣教。 

1.2 鑰詞定義 

 宣教(Mission)：Mission一詞中文譯為差傳、宣教或使命，此字源自拉丁文的

mitto，意思是差遣。4 宣教描述神的使命（拉丁文的missio Dei），意味著神

救贖世界的使命，或人類參與在這項使命。5 

                                                 
1
 塞內加爾共和國政府：《人口統計報告 2023 年》（塞內加爾：政府統計署 ANSD，2023），全國總人數

為 18,032,473 人，男女比例分別為 9,131,859 人和 8,900,614 人。

https://www.ansd.sn/Indicateur/donnees-de-population （查閱日期 2024 年 3 月 24 日）。 
2
 CIA, “The World Factbook – Senegal”（USA：CIA, 2024）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senegal/#people-and-society（查閱日期 2024 年 3 月 24 日）。 
3
 塞內加爾的散居華人包括中國人、台灣人、美籍和法籍華人，但主要是中國人。 

4〈宣教學名詞：宣教 Mission and Missions〉，《大使命》雙月刊 第一二四期（2016 年 10 月），頁 28。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gcci/Chinese/b5_publications/GCB/2016/Oct/p28.pdf（查閱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 
5
 Scott W. Sunquist, Understanding Christian Mission – Participation in Suffering and Glory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13), 7-10. 

https://www.ansd.sn/Indicateur/donnees-de-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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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聚宣教學(Diaspora Missiology)：“散聚或散居”(diaspora)一詞從字源學上來

說，diaspora源自希臘文的diasperirein，意思是分散。6 這個詞彙見於《七十

士譯本》的申命記28:25，但在 1950 年代中期被廣泛同化為英文，指的是大

量長期移居國外的人。7 “散聚宣教學”指從學術角度有系統地探討研究人口散

聚的現象，以期有助完成主所賜大使命的一門學科。8 

 關係論(relational paradigm)：關係(relationship)是具位格者之間的互動連繫，有

別於“關係性”(relationality有連繫的性質)。關係論(relational paradigm)是以關係

(先縱後橫、既縱又橫)為架構以及基礎的研究法及理論。基督徒關係論，相容

雙重向度：縱向關係（來自創造者：三一真神，如“神與人”關係的“三界互通”），

以及橫向關係（被造者內部的關係，如 “人與人”、“人與服役之靈”、“人與叛

逆之靈”）。9 

 恩情神學：“恩情”就是“恩惠情誼”，是源自“恩典”(grace)，又具體地把“恩典”

落實於有位格者的互動以及相應關係中。“恩情神學”是系統性地探察和研究

“恩情”的本質、現象以及處境的系統性神學反思。具體地以神向人顯出的縱向

恩情關係(gracious/unmerited relationship)為軸為首，以及後橫向的受授過程，

包括受恩者，把所領受（縱向上而下）的恩情，橫向傳授或傳遞，延續擴張。

故此“恩情神學”又可簡稱為「系統地對神、人、天使間先縱後橫、既縱又橫互

動的現象及網絡，所作神學構思」。其特色是先縱後橫、既縱又橫、錯綜複雜、

又貫連三界（即：神、人、天使）的關係網絡。10 

 

2. 散聚塞內加爾的華人 

曾經有人說：「有海的地方就有華人。」這話反映華人分散世界各地的事實。據《中

                                                 
6
 希臘文的分散 diasperirein，由三部分組成：disperse“來自”，dia“週圍、橫跨”，加上 speirein“散落”。 

7
 Enoch Yee-nock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Portland, Or.: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 Western Seminary, 2011), 13. 
8
 溫以諾：〈散聚宣教學 Diaspora Missiology〉，《大使命》雙月刊 第七十期（2007 年 10 月），頁 24。

https://www.enochwan.com/chinese/full/articles/16.pdf（查閱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 
9
 溫以諾：《實用恩情神學簡介》（MN：Western Academic Press，2024），頁 3。

http://ojs.globalmissiology.org/index.php/chinese_t/article/view/1674/3713（查閱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 
10

 溫以諾：《實用恩情神學簡介》，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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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移民史》一書，傳説商朝開始有華人（古代稱唐人）移民海外，以後各朝代都有華人

由於經商、逃難或宗教等原因散居海外。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有大量華工，因歐洲

工業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歐洲，東南亞及世界各國。11  

1971年，華人開始移居塞內加爾，因為中國與塞內加爾於當年建交，當時有中國國

有企業去援建水壩和道路；但在1996年1月，中國政府宣佈中止與塞內加爾的外交關係，

原因是塞內加爾與台灣建交。直至2005年10月，中國再與塞內加爾復交，恢復大使級外

交關係。12 

塞內加爾的散居華人沒有受到戰爭、政治或宗教迫害，他們不是“被逼型”散聚民

(Forced Migration)，也不是移居外地後回國的“歸國型”散聚民(Return Migration)，他們都

是“中轉型”散聚民(Transit Migration)，13 “中轉型”代表他們無意放棄中國國籍，入籍塞

內加爾，他們大部分人來工作或想賺快錢。塞內加爾只是他們的中轉站，日後他們可能

回國，也可能再遷移去歐洲或其他國家。因此，很多中國人沒有學習當地語言或文化，

他們的下一代多數留守在中國。基於塞內加爾的政治和社會穩定，中國人便來開發新市

場和參與基建項目，希望賺錢，他們是經濟型的散聚民。據2017年的官方數字，在塞內

加爾的中國人約有四千多人，14 但持有長期居留證件的人只有一千多。2023年，有幾

位華商異口同聲告訴我，在塞內加爾的中國人約有一萬，但官方沒有正式的數據。以下

我會介紹在塞內加爾的四大類散居華人： 

2.1 國援服務隊 

建交及復交以來，中國為塞內加爾援建了友誼體育館、水壩、國家大劇院、兒

童醫院、博物館、國家競技摔跤場等項目，15 又派遣專業人員往塞內加爾做援助

服務，當中有醫療隊和農業專家來塞內加爾援助，醫療隊和農業隊一般會在當地服

                                                 
11

 百度百科：〈中國移民史〉。https://baike.baidu.hk/item/中國移民史/6910235（查閱 2024 年 4 月 16 日）。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同塞內加爾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3 年 12 月）。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404/sbgx_678408/（查閱日期：

2024 年 4 月 16 日）。 
13

 Enoch Yee-nock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23-24. 提到

三類的移民: Forced Migration, Transit 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14

 環球宣愛協會：〈塞內加爾—華人事工〉https://www.alliancegs.org/塞內加爾/#!/start（查閱日期：2024

年 4 月 16 日）。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同塞內加爾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3 年 12 月）。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404/sbgx_678408/（查閱日期：

202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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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兩年，然後回國，候命前往另一個國家或是留在國內服務。 

2005年復交以來，中國已經先後派遣了七期的援塞農業組去培訓當地的農民，

16 援塞農業組在首都達喀爾的郊區桑加勒卡姆(Sangalkam)和北部的波多爾(Podor)

都有培訓中心，教非洲人改善蔬菜種植技術，並引進中國蔬菜品種，對於解決當地

糧食自給問題有一定的幫助。17 

自1975年起，中國先後派遣多隊醫療人員到塞內加爾援助當地的醫療服務，至

今累計派出醫療人員298人次。2024年4月他們剛派出第二十批援塞醫療隊，包括十

一名醫護人員和三名行政後勤人員，往皮金市(Pikine)的皮金國家醫療中心，作為

期兩年的援外任務。18 

2.2 中國的商人（包括國營和民營企業） 

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聚集了許多中國商人。根據2022年的中塞雙邊貿易額為

43.4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額為40.7億美元，進口額2.7億美元。中國進口主要是農

產品、漁產品、礦砂等。塞內加爾主要入口中國的茶葉、生活用品、建材等。19 

中國的商人看到當地人缺乏廉價的生活用品，開始來首都的 “貝特森

區”(Petersen)和“百年大道”(Centenaire)（又稱“戴高樂將軍大道”）兩旁租店舖做批

發生意，售賣衣服鞋襪、手袋、飾物和家居用品等東西。那些批發商人，很多是回

民，他們來自中國河南省開封市朱仙鎮。中國批發店的老闆除了聘請當地的非洲人

以外，他們又僱用國內的同鄉親戚來打工，合約一般為期三年，包吃、包住，工資

三年後一次性在國內支付中國員工。有些僱員回國後，認為塞內加爾仍然有發展空

間，於是他們從國內進貨，自己做老闆，慢慢百年大道上的批發店多起來，最高峰

的時候有三百間中國人批發店。這些中國河南的批發商人是鍊式的散聚人口(Chain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駐塞內加爾大使館經商處戎衞東參贊調研第七期農業組蘑菇生產〉，（中

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3 年 8 月 14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jg/zwxw/zwxwxyf/202308/20230803433368.shtml（查閱日期：2024 年

4 月 16 日）。 
17

 新華網：〈中國農業組在塞內加爾教農民種菜〉，（中國：新華網 - 國際，2016 年 1 月 26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26/c_128669866.htm（查閱日期：2024 年 4 月 16 日）。 
18

 人民網：〈中國（福建）第 20 批援塞內加爾醫療隊啟程〉，（中國：人民網，2024 年 4 月 10 日）。

http://fj.people.com.cn/BIG5/n2/2024/0410/c181466-40805268.html（查閱日期：2024 年 4 月 16 日）。 
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同塞內加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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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20 他們一個帶一個的來非洲，親屬、同鄉聚集在首都的百年大道做生

意，成為今天中國人口中的“河南街”。 

那裏的中國批發店改變了塞內加爾人的生活，昔日物資相對貧乏，物價也高的

衣物和生活用品，當地人因為中國商人的到來，他們可以廉價購買了，以前很多小

孩沒鞋子穿，現在都穿塑膠拖鞋了。有些當地人更學會做生意，在節慶的日子購入

中國貨，然後去外省或者鄰近非洲國家售賣，成為當地的商販，振興經濟。21 塞

內加爾的散聚華人福音工作也是從“貝特森區”和“百年大道”開始。 

2.3 受僱的員工 

中國國有企業（如：河南國際、中國路橋塞內加爾分公司）和民營公司（如：

英利能源科技、科達建築陶瓷、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分別在塞內加爾經營生意，它

們除了僱用中國員工管理及指導當地僱員工作外，也聘請其他後勤人員，包括廚

師。大部分的中國企業員工都不懂當地語言，為方便他們工作，公司有聘請翻譯員，

無論中國員工往哪裏去，都有專車接送並翻譯員隨行。部份企業更讓員工帶同家屬

來塞內加爾一起生活，以此吸引人才到來非洲工作。 

2.4 第二代華人 

塞內加爾的中國人主要是經濟散聚民，筆者認識、會帶子女一起來非洲的中國

人很少，多數人把子女留在國內，交祖父母看管。近年有來做生意的商人和少數民

營公司的員工會帶下一代來非洲，讓子女入讀國際學校，將來送他們去美國或法國

的大學；也有商人把成年的子女接來非洲，幫手管理自己的生意，整體來說，在塞

內加爾的第二代華人不多。 

 

3. 散聚宣教的動機 

塞內加爾有中國人聚居，他們大部分人都不認識耶穌是神；即使有華人信徒，但當

地沒有華語教會。當宣教士得聞當地的華人需要福音，信徒沒有人牧養，我們感到心痛，

想起耶穌的話，說：「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

                                                 
20

 Enoch Yee-nock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27-28. 
21

 新華網：〈塞內加爾的中國商人 請你留下來〉，（中國：新華網 - 國際，2015 年 3 月 2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3/29/c_1114799050.htm（查閱日期：202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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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人一般。」（馬太福音9:36） 

 3.1 順服與憐憫 

滿有恩典和憐憫的神，拯救了我們信耶穌的人。祂讓塞內加爾的呼聲傳到我們耳

中，感動宣教士去塞國向散居那裏的華人宣教。宣教士一方面是順服主的呼召，去向未

信者作見證，領人歸信主；另一方面是憐憫散居塞內加爾的華人，盼望他們得救並靈命

成長。若以基督教的關係論去解說，宣教的動機原自三一真神對人的愛的關係（縱向關

係），以致信徒要向未信主的人分享見證和主愛的關係（橫向關係）。 

3.2 三一神與人的縱向關係 

約翰福音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

亡，反得永生。」天父差聖子耶穌降世拯救世人，要人離罪悔改，得到永遠的生命。這

位三一真神的恩情從上而下（縱向），叫信的人大受感動，成為了父神的兒女。既是神

的兒女，又嘗過主恩的滋味，我們豈不是要知恩、感恩和報恩嗎？這就是宣教士去塞內

加爾的動機—報答神的恩情，無論神呼召我們去非洲，還是南美洲，我們都願意去。 

3.3 人與人的橫向關係 

塞內加爾的首都有不少散聚華人，做批發生意的很多是回民，他們從未聽聞福音。

2009年，一位來自塞內加爾北部的宣教士去到首都達喀爾，他看見在百年大道有許多中

國人開的批發店，他很想中國人得到救恩，於是他去派發福音單張和聖經，沒想到會遇

到中國信徒。有一位信徒，她不懂當地的語言，但她仍然每個主日參加百年大道的本地

教會的崇拜，因為她十分渴慕主的話，知道來者是宣教士後，她就邀請宣教士在首都的

短短幾星期帶華人查經。這位宣教士與首都的華人，並那裏的本地教會有了接觸，然而

他仍舊要回北部工作，於是他把塞內加爾的散聚華人的需要寫成文章，與人分享。22 

不久之後，有宣教士夫婦來塞內加爾學習法語言一年，北部的宣教士就拜託他們抽

時間去關心那裏的中國人。那位宣教士太太很關心中國人，於是他們夫婦不時去探訪批

發店的老闆和員工，與他們分享福音和祈禱，直至離開為止。 

2011年和2014年，香港一間差會分別差派了五位宣教士去塞內加爾向非洲人及華人

                                                 
22

 李偉明：〈西非海角漂泊的同胞〉，《往普天下去》（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09 年 10-12 月號），

https://hkacm1973blog.wordpress.com/2009/10/01/200910a6/（查閱日期：2024 年 4 月 17 日）。 



 

 

7 

宣教，其中三位負責華人事工的宣教士都因為聽到北部宣教士的分享，經過尋求神心意

之後，作出回應去的。雖然三位宣教士不及當年使徒保羅為他弟兄、他骨肉之親能信主，

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但他們為散聚宣教，願意放下一切去非洲，就是盼望華人能

早日信主。 

2012年，華人在首都借用當地教會開始華人團契聚會，雖然人數不多，但信徒的喜

樂吸引其他華人，甚至有穆斯林偷偷地來聚會，因為回民認為穆斯林來教會是羞恥的，

是叛教，所以偷偷地來。2017年，十位信徒開始主日華語崇拜，慢慢信徒學習事奉，與

親友分享見證。神賜人救恩，信的人又向其他人傳福音，這種從上而下的縱向關係，推

動了人與人的橫向關係，令散聚宣教繼續發展，甚至橫向伸展到跨文化宣教，把福音傳

給未信主的非洲人。 

 

4. 散聚宣教的方法 

論到宣教的方法，很多人會想到馬太福音28章18-20節提到的大使命，要「去」、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差派宣教士去海外做跨文化宣教，使人作門徒；但散聚宣教卻

不同，福音對象不一定在海外，可能就在我們家的門前。宣教對象可以是異文化的人，

也可以是同文化或近文化的散聚民。散聚宣教與傳統的宣教有所不同。 

4.1 比較傳統宣教與散聚宣教之別 

當代宣教學家根據福音傳道者和聽道者之間的空間、語言、文化或宗教障礙來區分

“佈道”和“宣教”。他們把“宣教”（海外）分類為：M1同文化、M2近文化、M3跨文化的

宣教，它強調地域的分野，更强調文化的差異。23 其後有福音派教會提出“佈道”（本地）

分類：E1向同文化、E2向近文化、E3異文化的佈道。24 不少差會著重海外的M2和M3

跨文化工作，宣教必須關乎基督信息的傳達，例如：經濟或社區援助的事工，即不包括

在宣教之內。 

散聚宣教是一種回應性方式，視乎散聚人口的所在地，與佈道和宣教區分地域與文

化（M1-3，E1-3）不同，只在乎可以接觸到散聚的個體和社區，無論散聚民身處海外或

                                                 
23

 滕張佳音，蔡忠偉筆錄：〈本地宣教之投入與普世宣教之視野〉，《華傳雙月刊》第 40 期（2016 年 7-8

月），頁 4。 
24

 滕張佳音，蔡忠偉筆錄：〈本地宣教之投入與普世宣教之視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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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因此，散聚宣教的方法更具流動性、適應性和靈活性，包括「全球在地化」宣

教實踐。   

4.2 恩情宣教 

從創世記中的約瑟，我看見神對人的恩情，又看見人與人之間的恩情，從恩情神學

的角度看，拯救來自恩情。 

雅各（後改名以色列）的兒子約瑟被哥哥們賣了（創37章），神容許這事發生，但

神沒有離開約瑟，祂幫助約瑟為法老王正確解夢，約瑟被立為埃及的宰相，帶領各城積

糧備荒年（創41章）。約瑟的才智拯救了埃及免受饑荒無糧食之苦，甚至來買糧食的鄰

國，都因為約瑟而得糧食，被拯救。約瑟的父親和賣他的兄弟都來到埃及投靠約瑟（創

46章），因為約瑟對兄弟的恩情，他既往不咎；也因為神的恩情，祂容許約瑟被賣到埃

及，為要日後拯救以色列全家。 

塞內加爾的散聚宣教方法同樣著重恩情，神向人的恩情，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恩情。

我相信中國人可以移居塞內加爾是神容許的事，神愛世人，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理，

（提前二4）故此神讓中國人來到非洲有機會聽福音。 

散聚華人的福音工作，一定要從“愛心”出發，與福音對象建立關係，而不是單單辦

活動，做事工，要福音對象來教會。宣教不是營商，不能夠一味追求事工果效，著重有

多少人成為門徒。宣教要有“情”，要了解當地散聚民的境況，他們生活在異鄉有沒有面

對什麼問題？宣教要有憐憫和同理心，如果可以，他們要盡力幫助散聚民，不妨以社會

服務的形式接觸散居那裏的群體。過往宣教士在塞國從愛心出發，盡量幫助有需要的散

聚華人，他們曾經為中國人的孩子補習英文，幫助孩子適應國際學校的生活，又曾經辦

公開的健康講座以提高大家的健康意識，不時要做翻譯和陪診。與人建立關係，成為朋

友，甚至像家人一樣，再把握機會分享見證是散聚宣教常用的方法。 

另外，可以考慮與當地的教會合作，一起做散聚宣教。以塞內加爾為例，當地神召

會的禮拜堂前面是中國人做批發生意的百年大道，非洲人牧師心想，既然福音對象已經

在他們的門前(Mission at your door step)，他們不需要越洋去中國傳福音，本地已有散聚

華人，這就是個傳福音的機會，可惜他們不懂中文，而當地的中國人又不懂法語或土話。

於是，神召會與華人宣教士協作，一方傳教，另一方免費借出場地給華人聚會，雙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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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十二年之久，同心為主作工，成就了塞內加爾的散聚華人宣教。事實上，華人宣教士

向散聚華人宣教有其優勢。 

  圖1：散聚宣教之優勢 

# 散聚宣教之優勢 

1 溝通無障礙：語言和文化相同或相近 

2 沒有政府或法律禁止傳教 

3 散居者對宗教議題相對開放 

4 整全福音：關顧人的靈魂，也關顧人生活的問題 

5 

宣教方法無兩極二分： 

無地域和文化二分，既是宣教，又是佈道 

既遵行大誡命，也遵行大使命 

6 藉著華人宣教，祝福非洲宣教 

  

5. 散聚宣教的策略及實踐：四種散聚宣教模式 

幾位在塞內加爾向散聚華人宣教的宣教士，主要的福音對象是華人，但他們也向非

洲人宣教，所以整體而言宣教士先向華人傳福音，藉著華人宣教去支持非洲的本土宣

教，從華人宣教延伸至本土宣教，散聚宣教策略包括 i) 向散聚人口宣教，ii) 透過散聚

人口去宣教，iii) 由散聚的族群向其他族群宣教，以及 iv) 與散聚人一起宣教——所有

這些都將在關係框架內進行。25  

5.1 向「散聚人口」宣教(Missions to the Diaspora) 26 

向「散聚人口」宣教，則是與散居海外的未聞福音者傳福音。塞國的散聚華人宣教，

是從建立關係開始的，特別是當地的中國穆斯林，如果不先建立關係，宣教士無法與他

們分享見證。因此，宣教士經常要去探訪，認識和關心散聚華人。 

曾經有一位女士剛懷孕需要陪診，於是請宣教士陪她去醫院，怎料胎兒出現問題，

宣教士帶她禱告，教她依靠主。最終，這位女士要做流產手術，宣教士又陪她進手術室。

在她回國休養之前，她願意信主。感謝主恩典！ 

神讓中國人有機會遷居別國，讓他們能聽聞福音，這是祂的愛和恩情。 

                                                 
25

 Enoch Yee-nock Wan, Diaspora Missi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127. 
26

 Ditto,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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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透過「散聚人口」宣教(Mission through the Diaspora)27 

透過「散聚人口」宣教，則是散居海外的基督徒透過自己的網絡向親屬或朋友分享

見證，包括散居地、祖國和其他國家的人。散居塞國的華人約有一萬，大部分屬於流動

人口，長期居留的人不到二千。若向流動人口傳福音，他們回國後可以與親友分享福音。 

塞國的信徒很有愛心，他們未必會用“三福”或者“四律”去向人傳福音，但他們會身

體力行去見證神。2020年，一位基督徒接到同鄉的電話，似乎他感染了新冠肺炎，病危。

當那位基督徒和妻子到達的時候，同鄉已經在家中離世。當時有另外的同鄉在場，但大

家都不敢接近死者，唯有基督徒願意冒險幫死者穿上衣服，等醫院的人員來處理後事，

因為基督徒依靠主，在場的人都敬佩那基督徒的無私和勇氣。事後那基督徒還把屋中另

一位同鄉接回家中住，讓他在回國之前有人陪伴，好減輕他不安的情緒。他暫住的期間，

基督徒向他傳福音，帶他去首都教會，希望他日後回國繼續去教會。 

神透過「散聚人口」去向其他同文化的人傳福音，神也希望散聚民可以超越種族，

向異文化的人傳福音。 

5.3 超越「散聚人口」宣教(Mission by/beyond the Diaspora)28 

超越「散聚人口」宣教，則是散聚人口超越自己的族群，向異文化族群宣教，包括

散居地、祖國或國外的其他族裔人口進行跨文化宣教。 

散聚民做跨文化宣教有優勢，也有弱點；只要有心，宣教是有可能。以塞內加爾為

例，散聚華人信徒最大的弱點在於他們的語言能力，不太懂當地語言，難以直接向異文

化的族群宣教，但以他們有經濟實力，可以資助跨文化宣教。2019年，宣教士向華人信

徒分享在當地的鄉村辦學傳福音的需要，教會的華人信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幫助鄉

村建校部分工程的費用。2021年，學校啟用當天，十多位華人信徒去到鄉下出席學校的

啟用禮，又送書包和足球給學校，支持當地的跨文化工作。有一次在鄉下辦佈道會，其

中一位弟兄亦同行去支持，為佈道會預備三文治和小食，為主作見證。 

5.4 與「散聚人口」一起宣教 (Mission with the Diaspora)29 

“與”散聚人口一起宣教的關鍵在於“橋接和結合”，如下圖2所示。這種策略的獨特之

                                                 
27

 Ditto, 129. 
28

 Ditto, 131. 
29

 Ditto,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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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於它的參與者並非所有人都來自散聚人口，他們可能是當地或已經離開工場的宣教

士，又或者跨國的個人或機構（包括教會）願意與散聚的人口協作宣教。這策略與前三

種策略（“向to”、“透過through”和“超越by & Beyond”）的理論與實踐相比，這是一種包

容性的國度事工策略(Kingdom ministry)，不分種族、語言、文化、階級、背景或參與者，

他們連繫為網絡一同宣教。 

圖2：溫以諾博士的“與with”的理念和實踐 30 

概念性的 實際的 

關係模式 實際的方法 

 

 

建立橋樑

和連結 

聯網 (Network): 

 透過區域鄰近性或語言/種族親和力來建立橋樑 

 連結 (Bonding): 親屬/友誼/共同利益 

 款待 

 互惠 

 連接性和

複雜性 

 團結一致 

 統一 

 

夥伴 (Partnership): 

 國家和跨國個人 

 多種地方教會或機構實體 

塞內加爾有類似的經驗，有一間歐洲教會知道塞內加爾有華人宣教，他們開始

去塞國短宣，與當地的散聚華人一起宣教。之後，那間歐洲教會推動信徒，並其他

教會，每年去塞國宣教，又與散聚信徒分享主的話，與散聚華人成為宣教的連結，

協作伙伴。 

圖3：塞內加爾的散聚宣教模式 

# 散聚宣教模式 宣教對象 宣教地域 事工內容 

1 向「散聚人口」傳

福 音 (Missions to 

the Diaspora) 

華商和僱工 首都批發街 派福音單張、傳道探訪與關

懷。幫學生補習英文和法文為

華人當翻譯員、見律師、陪診 

2 透過「散聚人口」

傳 福 音 (Through 

the Diaspora) 

華商的家人、

親戚和朋友 

有 華 人 的 地

方，包括非洲、

歐洲與中國 

透過散聚華人接觸認識的

人，把握機會為主作見證 

3 超越「散聚人口」

傳福音(By/Beyond 

the Diaspora) 

非洲人 塞內加爾 向當地人宣教 

支持宣教士在鄉村的宣教工

作 

4 與「散聚人口」 

(With the Diaspora) 

華人和非洲人 跨越地域 與個人或機構一起協作，結成

網絡和合作伙伴去宣教 

 

                                                 
30

 Ditto,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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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散聚宣教打破傳統宣教的模式，不受地域和文化所限，無論散聚人口聚集在何地，

福音都可以去到那裏，而且帶來全人福音，關顧人的生活和靈性需要，一面見證主，一

面幫助人。塞內加爾的散聚華人，從開始是受授者與同文化的傳道者，慢慢參與跨文化

宣教，再與世界不同地方有心與散聚華人一起宣教的教會和差會合作，筆者認為這樣藉

着向華人宣教，再祝福跨文化宣教的策略十分可取。現時非洲仍然有散聚宣教的空間，

盼望日後有更多人來參與散聚宣教。願主的名被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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