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問參加者 

彼此交流，發展策略 

毛豔君（基督教華僑佈道會關顧部主任） 

採訪：黃維萱 

從英國（United Kingdom）遠道而來，第一次參與華福大會的毛豔君宣教士，在第一天

晚堂結束後，仍精神奕奕地接受《每日快訊》的專訪。「這次大會的主題很吸引我。各堂的

議題也相當切合普世教會的需要，每一堂我都很期待。」她表示，華福旨在推動教會參與差

傳，長期以來她一直都很關注華福的事工資訊及相關出版物。目前全球後現代主義及多元價

值當道，歐洲教會還面臨普遍缺乏牧者與資源的困境。她期待在大會中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牧

者，交流彼此遇到的挑戰之異同，並發展出合適的策略。毛豔君宣教士來自中國青島，在英

國念書時受洗，及後在美國（U.S.A.）生活二十年，領受呼召後決定就讀神學院，並且回到

當初決志的英國服侍。目前於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擔任關顧部主任，該機構已有六十年歷史。

此行共有五位同工參與，包含兩位英文部的同工，期望更多拓展華僑第二代的事工。 

交流與連結 

楊信娥（智利聖地雅哥華人基督教會執事） 

採訪：黃維萱 



來自智利聖地雅哥（Santiago, Chile）的楊信娥執事表示：「這次華福與以往最大的不同

是多了分組。」她曾參加二○一一年印尼峇里（Bali, Indonesia）的華福會議以及二○一三年

的非洲會議，她期望與同桌牧者有更多交流。一九八五年便移居智利的她，除了教授當地華

裔子弟中文，目前於聖地雅哥華人基督教會服侍。回想建堂之初，教會僅有五戶家庭前來，

目前已有七十人穩定聚會，日前三十週年堂慶剛結束，心中滿是感恩。近年來，教會的服侍

對象轉向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楊執事表示，期待在會議中交流傳福音的策略，將新移民

帶到神的面前，同時也期待能與更多教會連結，例如短宣或敬拜培訓。 

我不是臺灣人，我是江陰人 

留伯源牧師（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新興長老） 

採訪：黃維萱 

飛越 18,951公里，從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Argentina）剛抵達臺灣，

還在暈機狀態的留伯源牧師直接抵達會場，接受《每日快訊》的專訪。 

來自江陰的呼聲 

出生自臺灣彰化，於臺北長大，少年時期舉家移居至布宜諾斯．艾利斯經商；在經歷寶

貝小女兒血癌離世，靠神得以恢復後，留牧師決定順服呼召，走上事奉的道路。起先在臺灣

基督長老阿根廷福音教會的臺語堂服侍，而隨著阿根廷大環境的改變，愈來愈多的福建人前

往經商，留牧師也開始在不同教會協助關懷福建移民。二〇一三年一個偶然的邀約之下，留

牧師在福建省江陰鎮待了一年，心中的負擔也愈來愈強烈…… 

異鄉人的眼淚 

以前我們剛來的時候僑民很多，大約有三或四萬，現在只剩下一萬人。而這幾年下來，

我們城市有愈來愈多來自福建江陰的弟兄姊妹。他們大多是偷渡來，透過工作或結婚後取得

正式身分才能留下來。住在離市中心比較遠的地方，來教會要花兩個小時換三種交通工具才

能抵達。我常常跟他們說：「你們是我學習的對象。」 

而福建移民為了專心工作，小孩大多會送回國內。這樣離鄉背井、與親骨肉分隔兩地、

工作繁忙……他們心中很是憂悶，對神很渴慕，常常一聽詩歌就掉眼淚。我們就時常去探訪，

或者幫他們翻譯，看一些文件，處理生活中的事情。為了趕回去工作，他們一散會就急著離



開，彼此之間也不認識；我就開了一個群組，只要有來的人我就拍照，上傳到群組裡面，讓

他們盡量可以認識彼此。 

五花肉與六盒雞蛋 

「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姊妹，年紀才二十出頭，為了能來工作，得先給招商老闆兩萬美元，

並且簽約為他工作兩年半。有次在中國城經過教會就進去，但工作因為忙就沒繼續聚會。我

心裡想著：「你不來，我就去找你。」她看

到我去找她，就很驚訝。後來會主動說要來

我家聚會。有次，提了兩大個大袋子要給我。

我一看，是六盒雞蛋。不只是她，有次也有

人給我一個袋子，說裡面是骨頭可以熬湯，

我一看，竟然是五花肉。這兩年下來我們家

幾乎都不用買菜……我感受到不只是牧者與

會友的關係，而是像家人般的接納。我這樣

跑來跑去，他們問我會不會很累，我說：「累

有甚麼關係，好處是一躺下來就可以睡著。」

服侍何等甘甜。 

從零開始 

王光明（菲律賓華語福音教會牧師） 

採訪：戴恩加 

門訓：領人跟隨神 

身為基督徒，「門訓」一詞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許多人曾受過門訓，也有的人負責門

訓事工。然而，門訓對我們來說，所隱含的目的與帶出的結果，我們是否思考過？ 

「在門訓他人的過程中，我漸漸有一種感覺：『我門訓的對象最終被神影響是目的，而

我帶領他們被神影響則是門訓的結果；我門訓的對象跟隨神是目的，而我帶領他們跟隨神則

是門訓的結果。』」 



上述這段看似饒口但卻涵義深遠的話，是王光明牧師多年來對門訓的體會，他現於菲律

賓華語福音教會牧會。他認為一個人的生命最終能被神影響比被人影響更重要，就連門訓者

也應使自己成為神的跟隨者，而非僅是學生的帶領者。 

 殉道者的後代，勇敢領受呼召 

王牧師在中國山東出生，十五歲以後在北京長大。他是家中第四代基督徒，但由於爺爺

及曾祖父均殉道而死，因此談起信仰，家人多少有些保留。奇妙的是，神在一九九二年感動

王牧師走上宣教之路，當時他心中有著極為強烈的平安。他說：「是我的罪讓主被釘在十字

架上，耶穌為我死，我也應該為主付出，即使要離開自己的家鄉」。 

此後，神帶領王牧師就讀菲律賓（Philippines）的神學院。期間，他看見當地很少有華語

教會服侍來自海外的華人。因此，他決定將來要在菲律賓服侍當地華人。目前，他所牧養的

教會，正是服侍從中國大陸前去菲律賓的留學生及商貿、商務人士。透過門訓，這群海外華

人的信仰基礎得以被造就。 

從零開始，摸索再摸索 

說起門訓，王牧師說：「在中國大陸很多是第一代基督徒，即使是第三、四代的基督徒，

也沒有足夠的環境、資源認識信仰，而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幾乎沒有屬靈長輩的榜樣可以

跟隨，也少有相關的福音、宣教機構能給予協助。因此，要有系統帶領門徒，一開始對我來

說並不容易。」 

儘管所服侍的教會，多數傳道都是他「一對一」培育出來，但神在過去磨練他的種種過

程，並非一帆風順。他也曾因自己門訓的對象軟弱，離開教會而感到不知所措。 

讓自己先成為主的跟隨者，傳承門訓榜樣 

「感謝神，神在十五年前給我栽培門徒的負擔，直至如今也沒改變。」王牧師回想過去

曾在中國大陸的門訓學校，陪伴多名在職牧者。此後又持續在菲律賓牧會，見證一個個會友

生命成長，被主保守，他感動地說：「這一切的關鍵是，門訓者必須讓自己也成為跟隨者，

成為被神帶領的人。」 

問起牧師看重門訓事工的原因，他闡述兩位長輩對他的影響。二○○三年，曾有一位日

本宣教士到菲律賓教會，這位宣教士知道他過去在追尋信仰的歷程中缺乏陪伴；因此花了不

少時間陪伴牧師，幫助他重新建立對真理的認識。「這位宣教士的四個孩子也都作宣教士，

我相信這是因為『他說的和作的是一樣的』。」王牧師說道。 



另有一位臺灣教會的長老，曾定期前往菲律賓馬尼拉（Manlia）陪伴他，即使期間受邀

出席教會聯會，這位長老仍堅持將時間空出來，花時間陪伴他。這兩位長輩對王牧師影響深

遠的程度，不言而喻。 

摸索門訓方式，找尋方向 

現階段，面對眾多需要陪伴的弟兄姊妹，王牧師表示「無法一人負荷這麼多生命」，而

他因為在信仰扎根的過程中，缺乏接受門訓的經驗，因此尚在摸索門訓的方式，以及適用的

教材，甚至想撰寫出一套適合自己帶領會友學習的教材，讓門徒帶出更多門徒。此次他參與

大會，便是希望能從中獲取門訓方式的靈感與方向。 

王牧師說：「這次大會，帶領我從一個個地方，看見一個國度。當中許多牧者的榜樣，

能開闊我的視野、國度觀及宣教使命，並且了解神對華人教會的心意。」華福大會針對門訓

的教導及解釋，是吸引他出席此次大會的主因。 

展覽介紹：大會展覽攤位介紹 

在大會聚會處外，你若留心就可以看到往下一層設置了許多攤位，只要順著右邊的扶手

電梯往下，就可以瀏覽十多個各色各樣的福音機構。有差會、神學院、職場宣教機構等。例

如展望機構，展示了他們的宣教教育、宣教動員及門徒培訓課程；香港基督少年軍介紹他們

在香港的事工，原來他們已在各種學校成立了 349支分隊，成員超過 13,800 人，透過紀律生

活，培育少年成長；中國信徒佈道會以「求主差遣工人收莊稼」作標題，提醒教會不單要培

育門徒，也當培育宣教人；而中華福音神學院則秉持培育全職傳道人、培育多元事奉者及教

牧進深課程服侍普世教會；香港教更新運動正推動自然教會增長，讓教會成長更健康、更有

力……展出的機構預備了不同的資訊，讓參觀者可以進深認識他們，從而促進機構與機構、

機構與教會更深層的合作，共同為廣傳天國福音而同心努力。 

各位參加者不容錯過這美好的盛宴，讓我們的視野得以拓展，我們的事奉更能同心合一，

為基督打這必勝而美好的仗。 

 

主辦地區專輯（二） 



臺灣福音機構鳥瞰 

 

夏忠堅（臺灣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祕書長） 

有人說：「福音機構是教會的一部份。」亦有人說：「福音機構是教會延伸的膀臂。」

也有人說：「神賜福的核心在教會，福音機構不是教會。」不知道你會怎麼說？ 

無論你如何認定，無可否認的是：臺灣有 298家大大小小的福音機構，正與臺灣 4,287

家教會協力推展各項宣教與服務事工。平均每 14.4家教會，就有一家福音機構搭配服侍，如

果再加上六十一個教派總會、中會，則每 11.9 家教會就有一家福音機構可以搭配。不過以筆

者個人的接觸及評估（當然不可能完全準確），在 298家福音機構中，其事工及福音工作較

為活躍的，大概只有 168 家，比例大約只佔 56.4%。如果將福音機構分成下表中的十五類，

則最多的是文字事工機構，佔 21.1%，其次是社會服務機構，佔 15.4%。如果以活躍度來看，

較活躍的機構是家庭事工類，活躍度為 100%、大眾傳播類為 79.2%、差傳宣教類為 70%。 

福音機構的問題 

綜合看來，臺灣的福音機構有如下的問題亟待突破： 



一．成立浮濫 

福音機構的成立過度浮濫，任何人想要參與任何事工都可以成立福音機構。 

二．資源分散 

同類型的福音機構過多，以致資源過度分散，無法成就大事。 

三．資源競奪 

因機構過多，大都向教會及信徒募款，以致產生資源競奪，教會信徒欲奉獻也無所適從。

而在人材及資源上，更容易產生機構與教會之間的競奪，造成彼此間關係緊張。 

四．機構邊緣化 

近年來堂會逐漸興盛，人材、資源集中在堂會，堂會主義也逐漸興起，再加上機構事工

有老化、僵化的疲態，未必能符合教會的需求，而造成機構邊緣化的現象。 

臺灣的福音機構雖然面對許多問題，但是在整體華人教會中，仍然有不少指標性的福音

機構，譬如：臺灣神學院、臺南神學院、中華福音神學院、浸信會神學院等大型神學院；基

督教福音協進會、耕耘會等教會增長促進機構；好消息電視臺（GoodTV）、救世傳播協會、

佳音電臺等傳播機構；教會公報、論壇報、國度復興報等教會新聞機構；《宇宙光》、《校

園》、《蒲公英》、《中信》月刊等雜誌；世界展望會、伊甸基金會、勵馨基金會、中華基

督教救助協會、基督教芥菜種會等社會福利機構；校園團契、學園傳道會、導航會、得勝者

教育協會、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等學生校園事工；工業福音團契、臺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基督教鄉村福音佈道團等本土宣教團隊；更生團契、晨曦會等邊緣人事工；校園書房、道聲

出版社、華宣出版、以琳書房、主日學協會、天恩出版社、福音書房等出版社（未及提名之

卓越福音機構仍多，在此致敬並致歉）。 

臺灣教會與福音機構應該在神學思辨、議題倡議、特殊佈道牧養、專業事奉、人材資源

相互支援、整合服務、策略聯盟等諸多方面，建立分工互補、合作伙伴的親密關係，在合一

中同心努力，擴展天國。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宇宙光出版的雜誌 

 

得勝者教育協會舉辦的青爫年生命教育論壇 

華福地區介紹：印尼、新西蘭、英國 

印尼（Indonesia）  



 

陳葆荃（華福印尼聯區總幹事） 

印尼是全世界最多海外華人居住的地方，官方數據約一千八百萬，事實上已超過二千

萬。同時，印尼也是全世界伊斯蘭教教徒最多的國家，但卻不是伊斯蘭教國家。目前印尼總

人口約兩億五千萬，基督徒加上天主教教徒約佔 20%，而華人背景的基督徒據說佔當中的

8%，大約近四百萬，其中大多數已不講華語。 

世界華福印尼聯區共有十九個區委會，分布於全印尼。主要以連結、整合眾華人教會並

透過宣教及社會關懷方面的事工，成為教會間的平臺及橋梁。 

印尼曾經歷三十二年華文、華語的斷層，華人教會成為三十二年傳承中華文化及語文的

唯一管道，目前中、青生代能講華語的已成為極少數的一群。 

有鑒於此，引進華人宣教士以供應華語教會講臺的需要，成為近年來迫在眉睫的事。 

如上所述；印尼人民大多數為伊斯蘭教教徒，因此除了對華人傳福音外，對本地人傳福

音的需要更為迫切。面對如此廣大的禾場，如何加強個人佈道的裝備及策略是目前刻不容緩

而又必須解決的難題。 

近十年來，隨著印尼經濟蓬勃的發展，中國、臺灣及東南亞來印尼的華人，無論是經商

或工作大約有近六十萬。如何開展對他們的福音工作，亦是華人教會領袖屢屢思考的問題。

儘管近年來，華文教育在印尼各地普遍興起，但不能一蹴而成。求神興起更多有負擔的牧者

及同工在「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的旗幟下，同心合一將福音廣傳至

印尼更多城、鄉，以完成神託付給我們的使命！ 

 
第二屆印尼華人福音會議 



 
印尼華語教牧長執同工退修會及華語福音事工研討會 

新西蘭（New Zealand） 

 

潘宏毅（華福新西蘭區委會主席） 

新西蘭約有九十家華人教會，大多屬於城市型教會，約七十家設立於第一大城奧克蘭

（Auckland），若包含第二大城首都威靈頓（Wellington）和位於南島（South Island）的第三

大城基督城（Christchurch）的教會，總數已經佔所有教會數量的百份之九十；除少部份是早

期移民和二戰後的難民所設立，大部份是近三十年間因著新西蘭開放亞洲移民之後而建立

的，也有一些是本地教會因著對華人福音有負擔而設立，因此新西蘭的教會可以說仍屬於新

興型的教會。 

語言方面，華人教會則以華語為主，約有四份之一以粵語為主，還有一家以閩南語為主

的教會。現在教會必須面對的挑戰與大多數移民型教會一樣，就是如何回應第二、三代在語

言和文化上的衝擊。 

隨著華人移民繼續進入，傳福音的火持續在燃燒，教會的數量也因著開拓和植堂持續增

加；目前新西蘭華人約有二十萬，而信徒的比例僅佔華人總人口約百份之三，所以教會仍然

有許多成長和發展的空間。在新興的教會中有許多屬中、小型教會，人數介乎三十至八十。

處在同工和資源都較有限的情況中，傳道也會處在較辛苦的狀況中；教會間若能彼此扶持和

建造是非常有幫助的，這也是新西蘭華福區委會的重點事工之一。 

新西蘭華福區委會事工簡介和展望 



一切的改變從每月一次牧者禱告會的恢復開始，二○一三年舉辦新西蘭及澳洲

（Australia）牧者退修會後，新西蘭的教牧同工每年都在不同城市舉辦新西蘭教牧同工退修

會，每次都由當地教會預備與熱情接待，不單單各個城市的教會有好的連結，新西蘭教會也

有了很好的連結；今年退修會已經進入第四年，看見各地區傳道同工之間不論在禱告、傳福

音、事工上都有增進，彼此的關係和感情也都有更深的連結，這是新西蘭華人教會很美且要

繼續向前邁進而又非常重要的環節。 

本世紀華人對世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之時，新西蘭政府也愈來愈重視華人族群的聲音和

意見，新西蘭華福區委會仍將致力於以下幾項重點事工： 

一．促進本地教會、機構和神學院的連結；傳道同工每月一起禱告，推動聯合事工等，

我們已經踏出了一小步，將朝向更多教會和牧者的連結，整合資源與國度事工的推展。 

二．推動門徒訓練的觀念和協助教會落實門徒訓練；牧者不同的恩賜與經歷，也成為其

他教會的幫助與祝福，落實「去，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大使命。 

三．除了復興華人教會，同心邁向宣教外，也積極連結本地不同族群的教會，讓教會對

社會有影響力，為新西蘭這國家帶來真正的祝福。 

二○一四年漢美敦（Hamilton）牧者退修會 



 

二○一五年基督城牧者退修 

 
二○一六年三月一日牧同工聯禱會暨華福新西蘭區委會主席交接 

英國（United Kingdom） 

 
呂子峰（華福英國區委會董事） 

自一九五○年開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下簡稱 COCM）就在英國（United Kingdom）

和歐洲的華人群體中展開福音工作。到目前為止，在英倫三島的華人教會和團契約有一百三

十，其中大城市倫敦（London）、伯明翰（Birmingham）、曼徹斯特（Manchester）等都有

超過一家以上的華人教會，僅倫敦一地就有華人教會三十餘家。其他城市中，但凡有華人聚

集的地方也都有華人教會或是在校園中的華人學生團契。 



除了教會之外，福音機構也在逐漸增加和成長。除了 COCM 仍然繼續協助植堂以及跨宗

派的教會支援，也同時拓展在新的福音群體中的服侍以外，其他的機構比如餐福事工使團、

家庭更新協會、號角、福音戒賭中心、癌症關懷協會等也都齊心協力，積極在華人群體中傳

揚福音。 

在英國的華人群體，除了傳統的華僑，近年逐漸新增以講華語為主的人。他們通過各類

方式移民到這裡，一部份從事餐飲業，一部份從事各項專業工作，其中數量最多的就是前來

英國求學的中國留學生。同時，隨著華僑後代的成長，講英語的華裔第二代也成為迫切需要

關注的福音群體。 

  面對工場的需要，教會和機構的數量都在不斷增加，請大家為眾教會、機構的合一見證、

資源共享禱告；同時，面對新的福音群體，也求神興起更多工人，在神學和語言上都有相應

的裝備；最後，請為目前在工場服侍的工人禱告，求神在忙碌挑戰的事奉中賜他們身心靈都

健康。 

        

恩泉退休會全英牧者                  復活節學生門訓營 

數碼傳真：大會照片共享 

   

查經講員分享信息 看！多麼充滿活力的頌唱者 他們以華語討論嗎？ 



   

跳出動人舞步 太棒了！必須記下來 細心介紹、耐心聆聽 

   

分組場地雖小，討論的內容卻大 我的想法是…… 主啊！讓我們因你而更新改變。 
 

公開園地：代禱與分享 
本欄歡迎每一位參加者投稿，內容可為代禱需要外，亦歡迎分享參與大會感受，或就參與門

徒訓練、差傳或結合二者的經驗。字數只限一千字以內，本刊擁接受與否之權。若有意投稿，

請將稿件電郵至 ccowe9news@gmail.com 或直接於投稿公開園地鍵入。 

大會報告 

大會會場內的展覽將於星期五（26 日）中午結束，請把握時間前往參觀。三個展覽為：華福

40 週年歷史圖片展、馬雅各入台宣教 150 年歷史圖片展及宗教改革五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