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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早在 1992 年當「北漠」政府開始進行改革開放

的時候，香港浸信會聯會海外傳道部 ( 香港浸信會

差會之前身 ) 便看到「北漠」福音禾場的需要，並

在當年八月差出第一隊考察隊，前赴「北漠」首都，

探索及了解當地開拓福音工作的可行性，而且我們

成為了首批抵「北漠」的華人信徒。此行經歷了神

奇妙的帶領，當地華人得悉有香港基督徒到訪「北

漠」，便主動與考察隊接觸，並邀請他們作家庭探

訪，還表明想認識福音。結果在考察隊離開之前，

這個家庭中的十位成員都決志歸主，在此，神便為

香港浸信會聯會揭開了在「北漠」福音工作的序幕。

自 1993 年起，浸聯會便開始於每年差派短宣體

驗團前往「北漠」，作佈道、堅固信徒及建立教會

的工作，經過一年多的禱告尋求及眾位同工們的印

證，終於在 1994 年 11 月，於香港浸信會聯會理事

會上，正式確立「北漠」成為浸聯會主力發展福音

工作的地區。同年起至 2001 年，除每年差派短宣體

驗團外，也分別差派了5位短期宣教士，短暫在「北

漠」停留 3至 15 個月不等去服事「北漠」信徒。

「北漠」的服事，除了在華人當中佈道、訓

練門徒、建立教會外；亦有感於當地唯一的華僑學

校，經歷多年風雪侵襲，已經破爛不堪，師資缺乏

支援及培訓，學生上課及老師教學的環境實在極不

理想，除提供師資訓練外，亦向當地的華僑協會及

中國領事館提出修葺華僑學校的構想，促成了該校

的重建計劃。藉此亦與當地華僑領袖及中國駐「北

漠」領事館，建立良好的關係。在「北漠」華人社

區中，也因此建立了良好聲譽。華僑學校重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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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信會差會服事的宣教工場雖然只有

幾個國家，但每一個工場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才

展開，在此，向大家簡介一下本會所服事的國

際工場及事奉團隊，讓我們在差傳事奉的路上，

彼此勉勵，互相支持，竭力完成主所吩咐的大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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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在 1998 年得到落實。同年「北漠」第一間華人浸

信會——「恩典教會」成立為自理教會，該教會亦

同時成立「呼聲服務中心」，開始社區服務工作。

到2002年，蒙神的引導，當時的「差傳中心」，

差派了三位浸信會傳道成為駐「北漠」宣教士，並

於當年底前赴「北漠」，開始學習「北漠」語。他

們除了學習「北漠」語，了解當地文化及適應「北

漠」的生活外，亦研究在「北漠」長遠發展「北漠」

人福音工作的策略及方向。雖然，三位長期宣教士

分別於 2006 年底及 2015 年底離任；但本會於 2014

年聘請到當地土生土長的華人作宣教同工，可以接

續宣教士部分的事工

福音機遇

「北漠」可以說是地位重要的，根據現時福音

的形勢來看，「北漠」實在是一個很有戰略性的福

音據點。在地理上，「北漠」與兩大國家相連，若

能得著「北漠」，對於福音能傳入中亞，以及南部

的國家，會有很大的助力。

再者，在「北漠」大學中，就有大量學生是來

自中亞、東南亞、甚至北歐地區，而面對這些國外

留學生，正是一大片的福音禾場。當我們做好大學

校園的學生福音工作時，福音擴散的能力就可以大

大增強了。

此外，「北漠」的華人流動人口也多，在「北

漠」首都，華僑人數大約 2,000 人，而據當地華人

估計，單從中國到「北漠」工作及學習的流動華人，

可能多達數萬人。他們部份從事建設工作，也有經

商、開餐館和升學的。而且這些暫離中國的華人，

很多對福音都存開放態度，他們若在「北漠」信主，

並成為大使命信徒時，便可以有效地將福音帶回自

己的家鄉。

商業活動方面，現時已有很大量外資進入「北

漠」，包括百貨業、餐飲、零售、工廠、甚至電訊、

旅遊、印刷等等，可謂商機處處。「北漠」出產最

優質的羊毛，也是製衣業發展的處女地，配額比較

吸引，透過在當地的商業活動，例如工廠，中小型

企業，並藉此傳揚福音，帶領工人歸主，這將會是

很好的機會。

社會服務方面，「北漠」政府現時仍未有完善

的社會福利制度，故此很多社會服務都是由私人機

構提供。加上「北漠」的社會問題，如酗酒、街童、

家庭暴力、失業率高企等，我們可以透過社會服務，

扶貧計劃，讓當地人得到實際具體的幫助，從而認

識福音。

至於教育方面，香港浸信會差會與當地的華僑

學校，已建立了良好的伙伴關係。該校現時超過八

成的學生是「北漠」的孩子，這正是開展「北漠」

人認識福音的好時機。而該校也面對師資上短缺，

例如：教授電腦、英語以及數、理、化科的老師，

如有可教授這些科目的基督徒能成為該校的老師，

在福音工作的拓展上，必定有很大的進步。

「北漠」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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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自從 2001 年美國發生 911 事件後，本差會加強

了為 M 民禱告，並舉辦有關「認識 M 民」基本課

程和「M 民異象分享會」等一連串活動。經過三年

多不斷的禱告和等候，透過差傳教育和舉辦「南島」

文化短宣體驗團等，逐漸增加本會對「南島」工場

的認識和了解，也與當地的教會和福音機構建立良

好的關係，為未來的合作，奠下了基礎。

2002 年初，本會東南亞組 7 人教牧團前往南島

A 市探索機會和需要，發現當地華僑皆通曉「南島」

語，也較認識 M 民文化，如果雙方關係良好，當地

信徒是向當地 M 民傳福音的一個重要渠道；而本會

也可以與當地華人教會合作。現在「南島」政府已

改變了他們對華人的政策，例如：當地政府立法許

可華人過農曆新年，也可以在學校內用華語授課等。

此舉長遠有助香港與「南島」兩地在福音事工上的

配搭。於 2003 年的農曆年及 10 月，分別有兩次的

短宣隊，大家都認同「南島 ~馬族」福音的需要；

而本會東南亞組及國際組亦先後決定，向 M 民傳福

音為焦點，並以「南島 ~馬族」人為服事群體，同

時尋找合作伙伴。

2005 年 10 月，本會正式差派了一位同工派駐

「南島」事奉；宣教士與當地一間華人教會合作，「南

島」的事工發展迅速。由於事工多元化，需要很多

的人力物力；於 2007 年 12 月增聘了 4位當地同工，

加入「南島馬族」的團隊服事；又在 2008 年 2 月在

「南島 ~馬族」開辦了學生補習中心，而約有 100

位學生參加；與此同時，事奉團隊亦不斷增加。雖

然第一位派駐「南島」的宣教士於 2009 年 10 月，

因家庭需要而返回原居地；但本會仍然繼續在當地

發展事工，定期到訪及作訪宣活動。蒙神帶領，本

會於2015年 10月差派一對夫婦前往南島另一地區，

首兩年以學習語言為主，同時把握機會接觸 M 民；

由於簽證困難，宣教士不斷探索事奉模式。

福音機遇

本會透過與 S 城教會及機構合作，支援及協助

教會舉辦三福佈道訓練、並為村民提供醫療及教授

華語之服事；又到附近村落和附近島嶼探訪「馬族」

人和當地居民，透過醫療服事，一些慈惠工作等，

去接觸當地居民；表達教會對他們的關懷及獻上祝

福。此外，本會也曾與當地一間名為「光明之子」

的機構合作種植計劃，期盼藉此計劃能增加當地居

民的經濟收入，作為服事的平台。

於 2007 年底，本會在「馬島」上開辦補習中心

作為服事平台，接觸當地人；並聘請當地同工負責

有關工作。透過這個補習中心，接觸學生，並為學

生家長定期舉辦講座，教導他們如何有效地管教子

女，獲得良好反應。我們盼望藉著這些不同的服事，

幫助當地人接觸福音，能認識主耶穌。

「南島」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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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本會於 2007 年 1 月 15 日假香港浸信會聯會舉

辦了「緬泰工場交流探討會議」。當日，我們專誠

邀請了十多位關心緬甸和泰國工場的教牧同工和領

袖出席，彼此分享及交流有關緬泰工場的事奉心得。

會後，本會國際事工的東南亞組隨即跟進有關

工作，並於 2007 年 2 月 8 日召開會議，商討有關緬

泰工場的發展計劃。盼能在未來日子，可以凝聚本

港各浸信教會及眾弟兄姊妹，一齊參與開拓這個廣

大的福音禾場，好叫主耶穌基督的福音，繼續在這

個地區廣傳，讓更多緬甸和泰國的人民，可以聽聞

主的福音，使人的生命改變和更新。

為此，本會於 2008 年 3 月及 5 月組織了兩次考

察隊，經香港仔浸信會的轉介，前赴緬甸東部及第

四特區探索宣教事工的可行性及策略。經過了兩次

親身體驗及深入的考察，本會董事會於 2008 年 6 月

正式以此地區為服事點，並隨即向本港眾浸信會教

會推介這個工場的需要。感謝神！於 2008 年下旬，

開始有教會於奉獻上作出支持。

於 2010 年 4 月 5-11 日，本會舉辦首次緬甸短

宣體驗團，共 14 人參加，團員來自 12 間不同的教

會，過程中各人都有美好的領受。又於 2011 年 4 月

24 至 30 日舉辦第二次緬甸短宣體驗團，共有 13 位

參加者，其中有過半數隊員都是曾經參加過第一次

緬甸短宣體驗團。為凝聚大家對緬甸事工的關注，

隊員每兩個月舉行聚會；後於 2011 年 9 月，此小組

正式名為「恩緬團契」，大家彼此勉勵及關心緬甸

工場發展。另外，本會亦於 2011 年 4 月，經董事會

正式通過，成立「緬東工場組」，期望日後更有效

地發展緬甸事工。

福音機遇

在緬東的大其力市開展多元化的福音事工，包

括教會、恩盈學生中心、中文小學、緬文小學、福

音戒毒中心及聖經學校等，並在前方稱為特區的地

域開展教會及差派教牧同工牧養這些群體；目標是

要廣傳福音，同時亦培育新一代的工人，繼續將福

音廣傳在當地每片土地上。

此外，本會定期協助緬東美禾聖經學院，這是

一所訓練各個族群傳道人的學校，目標是向金三角

各少數民族傳福音。在支援的計劃中，本會承諾安

排導師到當地教導神學生；自 2008 年開始至今，本

會每年兩次差派導師們前往該校，負責教導一些專

題或是該校缺乏師資教導的課題。

以下是本會於緬東工場的事奉重點：

‧	 恩盈宣教中心（緬東浸信會機構之一），目前

約有二百多位小學生，其中 80 多位是無家可歸

的孤兒或孩童，中心為學生提供住宿及學習機

會；還安排於週末有聚會及崇拜，讓他們從小

認識福音真理。每次短宣隊探訪時，都會安排

一些兒童活動，讓學生們投入，從遊戲中學習，

彼此分享主愛，生命也得著造就。

‧	 第四特區及大其力市的前線宣教工作，每次短

宣隊會盡量安排探訪及參與佈道。

‧	 美禾聖經學院的神學培訓，本會每年兩度差派

教牧同工前往教授。

‧	 奉獻支持當地的教牧同工、神學生費用及發展

事工經費。

‧	 支持當地的福音戒毒中心，讓短宣隊參與探訪、

見證及交流。

緬東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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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2008 年 10 月陳欣懿牧師夫婦二人被加拿大浸

信會差會差往德國宣教，牧養當地的中國留學生。

因著陳牧師夫婦在香港也有一些教會支持他們的事

工，同時加拿大差會與香港浸差會同是浸信宗背景，

故此他們希望能與香港浸差會合作。當時，面對陳

牧師的邀請，浸差會卻未能配合開展歐洲工場的事

工；因為，當年浸差會國際組正致力於「北漠」及

東南亞事工上；然而，差會決定以支援差派的方式，

與陳牧師夫婦合作，一方面可協助發放德國宣教士

的代禱信息和需要予香港眾浸信教會，以認識這個

工場，同時也協助處理香港友會對他們的奉獻支持。

2015 年初，時任差會總幹事連達傑牧師以「衝出亞

洲」為題，挑戰國際組前往德國，考察這個已經支

援	了多年的工場。這議題激發國際組的討論並議決

同年 10 月前往德國考察，探索會否成為香港浸信會

差會的歐洲	第一個工場。經過與陳欣懿牧師聯繫

後，於	2015 年 10 月 27日至 11月	4	日分別前往漢

諾威(Hannover)、柏林(Berlin)、漢堡(Hamburg)；
法蘭克福 (Frankfurt)；哥廷根 (Gottingen)	等多個

城市，探訪當地教會或團契；同行有羅泰然牧師（時

任差會主席）、宋景昌牧師 ( 時任國際組組長 )、

文燦潤牧師（時任國際組組員、現任差會總幹事）、

岑英輝傳道（時任國際組組員），劉志強牧師（時

任差會國際事工副主任）。	

福音機遇

不少人對中國留學生的印象相近，認為中國學

生大都會選擇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等自由西

方	國家留學，畢業後盡量選擇找機會留下工作，

加入移民行列而不回國。因此，要向中國留學生傳

福音，是這些美、加、英、澳的華人教會的責任，

不是香港教會的責任。香港教會要向中國學生傳福

音，最乾脆的方法就是	差派宣教士進入中國，建立

學生福音工作。但從陳牧師的分享中，華人留學生

不再蜂擁到北美，而是來到歐洲。近年中、德關係

愈來愈密切，中國亦日漸開放，讓大量中國學生前

往德國進修（唸大學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後、

或專科研究）。估計在德國的華人人口超過20	萬。

此外，大部分在德國進修的學生都傾向回流中國，

因為德國並非一個移民國家，並不準備歡迎大量移

民，大部份人不容易留下，因此他們回流後將會成

為中國政府部門、大企業、大學校園的生力軍。假

若這群知識份子能在德國信主，這群基督徒不但能

德國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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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專業知識和留學經歷來貢獻中國，還可抱有屬天

的正確價值觀，那麼中國也就多了這群愛國的青年

官員、有愛心和見識的專業人士、誠實勤勞的商人、

有承擔及熱愛學生的大學教授，他們更可能成為影

響全中國的接棒者！因著德國有大量的華人，特別

是中國留學生，他們面對陌生、歧視與孤單等惡劣

的環境，他們極需要耶穌基督的福音！然而德國有

六十多個城市都有中國留學生參與的華人基督徒查

經班、團契或教會。可是，整個的德國卻只有十多

位向華人傳福音、牧養華人信徒的宣教士和牧者。

因此，德國華人宣教工場，乃是一項富挑戰，有意

義的海外中國事工。陳牧師的分享深深吸引筆者，

改變筆者固有的想法，香港人要接觸關心中國人靈

魂的需要，除了進入中國之外，也可以前往德國宣

教，向中國留學生傳講耶穌基督的救恩！加上現時

中國政府對於基督教的政策有漸漸收緊的現象，似

乎德國華人宣教工場，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宣教機遇。	

蒙神的引導，本會於 2016 年 7 月正式成立「德

國工場」組，並於 2018 年 8 月差派宋景昌牧師夫婦

前赴工場服侍中國留學生。

結語
香港浸信會差會在拓展工場上，每每經過多

次考察、匯報或分享異象，並通過董事會確認才

正式展開當地的福音事工；目前的四大工場，相

信是神賦予本會的異象，但願我們盡心盡力地服

事，期待他日開花結果，呈獻給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