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負責主持2020及2021年洛桑散聚群體宣教網絡高峰會議的森姆喬治(Sam	 George)曾表示，廿一世紀發生的全球難民問題，是當前

世界面對最大的人道危機。(註18)	 根據聯合國難民公署的資料顯示，2018年全球有7,080	 萬人因遭受迫害、暴力衝突、人權被侵犯或嚴

重擾亂事件而被迫離開家園流離失所	 (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其中2,590萬人被確認為難民(Refugees)、4,130萬人在其所屬國國

內被迫流徙(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350萬人是身份有待核實的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s)。(註19)	 到了2021年中，全球有

8,400萬人被迫離開家園流離失所，較2018年增加18%，其中2,660萬人被確認為難民(增加2%)、4,800萬人在其所屬國國內被迫流徙(增

加16%)、440萬人是身份有待核實的尋求庇護者(增加25%)。(註20)這些數據意味著過去兩年半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間，全球增加

了超過1,320萬被迫流徙者，然而由於確認難民身份需要一段時間，因此大量被迫流徙者並未能夠離開所屬國家，或滯留在中轉國當中

等待安置。以加拿大為例，加拿大聯邦政府去年8月曾承諾於2023年內接收2萬至4萬阿富汗難民(註21)，然而至今年1月加拿大只接收了

7,140名阿富汗難民(註22)，主要原因是因為疫情拖延了核實難民身份的程序，導致全球難民問題衍生的人道危機不段擴大。

	 另外，一些反對接收難民人士指出，接收難民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也會對當地社會的教育、醫療、就業、治安…等帶來負面影

響，甚至會助長恐怖主義蔓延。然而，以加拿大為例情況剛剛相反。根據聯合國難民公署加拿大分處於2019年的報告顯示，過去二十年

以難民身份在加拿大定居的人士，二十年來他們平均支付的入息稅比所享用的公共福利還多；同時他們的失業率不但與一般居民的失業

率相約，他們的平均年齡也較一般加拿大人年輕9.5年，意味著他們有較長的工作年日；他們當中具有專業技能解缺了一些勞工短缺的問

題，而且由於他們當中有創業者，從而對社會帶來就業機會，他們的下一代平均也有相當出色的成就成為專業人士。另一方面，這些難

民半數以上是定居在較偏遠的小型城市，當中三分之二人來加拿大十年內會自置物業，這樣其實有助加拿大長遠的整體發展。(註23)

	 此外，難民問題其實也對西方教會造成衝擊。自從2011年敘利亞爆發內戰開始，大量難民擁進歐洲，期間得到當地教會及基督教機

構的愛心幫助，有些當地的基督徒群體甚至影響政府的難民政策(註24)，從而令到更多難民受惠，很多難民因此歸信基督。有報導更指

出一些原本信奉伊斯蘭教的難民，在逃難期間在夢中看見耶穌基督，因此改信基督教。(註25)	 無論這些報導是否真確，近年的確有很多

難民歸主，一位在黎巴嫩服侍的教會領袖表示，過去七年他帶領近百名原本信奉伊斯蘭教的敘利亞難民信主，並且為他們進行浸禮，另

外亦有當地牧者長期為這些穆斯林難民舉行查經班，讓他們認識耶穌基督。(註26)這些穆斯林歸主的見證，實在令人振奮，同時也刺激

那些每況愈下的西方基督教群體。誠如森姆喬治所說：〝我相信神要復興在歐洲的基督教群體，其中一樣就是透過散居當地的難民，即

使他們是神在重大舉動中最不被看重的群體。＂(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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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的資料，從宏觀的角度看當前全球難民危機對普世差傳有以下三方面的回應：

一. 擴大散聚群體的遷移：未得之民在咫尺
	 過去半個世紀的散聚群體主要集中在一些有學歷、有技能、有財力、有關係…等，社會上有資源的群體，例如：留學生、勞工、商

人、移民人士…等；即或在1950、1960年代中國的難民潮，和1970年代越南船民潮，大部份是這些具有資源的群體，當中不乏資本家和

知識份子。然而，近十年來的全球難民危機不但影響當地有資源的群體，連社會上的草根階層、勞苦大眾、鄉間農民…等都被牽動，擴

大了散聚群體的遷移。他們在鄰國的難民營當中被集中起來，有些甚而隨著被西方國家收容而移居海外。這樣，一些原本難以接觸的未

聞福音的群體，隨著他們的遷移而澄現出來，甚至成為我們的鄰舍，未得之民已經近在咫尺。然而，藉著散聚群體的遷移，社會越趨多

元族裔(Multi-ethics)、多元文化(Multi-culture)、多元信念(Multi-faith)，基督徒要傳揚耶穌基督是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獨一的救主，傳

揚單一救恩及絕對真理時，便要面對更大的挑戰。

二.加速全球都市化發展：城市跨文化宣教
	 根據2022年全球基督教現況(Status	 of	 Global	 Christianity)的報告顯示，從二十世紀初至今全球城市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如

下：1900年城市人口佔當時世界人口約14.4%，1970年是36.6%，2000年是46.6%，至2022年中城市人口將會超越世界人口的一半佔

57%，預計到2050年城市人口將會佔世界人口約68.4%；同時，超過一百萬人的城市，1900年只有20個，1970年有145個，2000年有

371個，至2022年中有608個，預計到2050年全球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有950個。(註28)這些數據顯示全球正邁向都市化發展，鄉村人口

及低收入群體不段遷移至城市，同時城市工業化發展使更多鄉村的農民轉型成為城市的工人(即農民工)。同時，原來的城市與周邊小鎮合

併成為大都會，鄰近鄉間的小鎮亦發展為城市，而過去二十年這種全球都市化發展比過去一百年更加迅速。

	

	 上文提到近十年來的全球難民危機牽動了更多鄉村人口遷移至城市，而東南亞及南亞地區的新興市場正值工業化發展，這些無論

是在本國流徙的鄉村人口或散居鄰國的難民，他們當中有些都會成為當地城市工業生產的勞動力，而城市貧民窟便成了他們解決城市高

生活成本的聚居之處。過去二十年，全球城市貧民窟從2000年的7億人，增加至2022年中的14.5億人，增長超過一倍。(註29)例如：在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和孟加拉首都達卡的貧民窟便住了一些羅興亞難民；在墨西哥的大城市當中的貧民窟也住了一些來自洪都拉斯和委

內瑞拉的難民；就連東非烏干達首都的貧民窟也聚居了一些來自剛果和南蘇丹的難民，有韓國差會在當地建立學校向貧民窟的兒童和青

少年提供教育，當中包括這些無身份的難民。因此，藉著散聚群體全球城市越趨多元族裔、多元文化，城市跨文化宣教是未來宣教的重

點，而向城市貧民窟宣教更是當前急務。

三.增加社會資源的互動：跨界別跨代宣教
	 現代社會的資源和財富再分配主要是透過政府(例如：稅收、福利)和公民社會(例如：捐獻、社會服務)去達到照顧弱勢社群，教會

作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也該參與。舉例，加拿大政府於2020年援助黎巴嫩首都大爆炸災難和2021年對阿富汗難民的救助，都設立配對

捐款，在接收難民方面也邀請慈善機構協助，很多教會也參與其中，這樣大大增加了社會資源的互動，扶助弱勢群體。另一方面，在宣

教工作上也需要跨界別的互動協作，去幫助複雜的難民問題。除了傳福音、佈道、植堂…等常規宣教，也需要融合教育、醫療、技能訓

練…等專業人士的雙職宣教，甚至透過社會企業、營商宣教，從而達致全人關懷的福音使命。然而每個時代都會出現難民危機，需要跨

代去延續宣教使命。在多倫多有教會參與敘利亞難民事工，贊助他們從黎巴嫩來多倫多定居，當中包括敘利亞的基督徒和牧者，教會不

但動員會眾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去接待、傳福音給他們，同時支持難民當中的基督徒向同胞傳福音，再透過他們的關係，安排短宣到黎巴

嫩的難民營服侍當地的敘利亞難民。此外，在愛民頓有一位越南裔牧師，動員越裔教會參與敘利亞難民事工，他表示他曾經是八十年代

的越南船民，蒙主拯救來到加拿大定居，現在是回報主恩服侍另一代的難民，達到跨代宣教的目標。

	 我們可以將散聚宣教學上四方面的差傳策略，應用在對難民宣教上：第一、我們需要向在本地和海外作難民宣教(Mission	 To	 Dias-

pora)，第二、我們可以與難民當中的基督徒一起向他們的同胞作宣教服侍(Mission	 With	 Diaspora)，第三、我們可以動員這些基督徒難

民支持他們去從事難民宣教(Mission	Through	Diaspora)，第四、過去一代的難民蒙恩得救、領受使命後起來向另一代不同族群的難民宣

教(Mission	Beyond	Diaspora)，傳承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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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荏苒，外子林安國牧師自去年＂二月三日被天父接回天家，不知不覺已經快一年了。天父也使我逐漸放下哀傷，雖然知道他是
去了更好的天家，免了肉體的病痛，息了世上的勞苦，但每逢夜欄靜寂時，終是會緬懷著昔日的點點滴滴，心中不禁湧流著濃濃想念。感
謝主，祂總是及時賜下安慰，聖靈多次在不同景況中應許說：「我與你同在！」，神也賜下他的話教導我說：「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
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詩	 118：14）哈里路亞！感謝讚美主！當我逐漸從悲傷中走出來，亦為自己前面道路應如何走而躊躇
時。主就一步步的引導我，首先有一福音電視台邀請我錄影見證，隨後有教會邀請分享宣教信息，還有宣教工場的老同工邀請前往幫忙，
為了主仍賜予機會服事滿心歡喜，感恩不盡！
	
	 我與兩位姊妹在十二月前往迪拜幫忙那裡的華傳教會，同往的有許佩文姊妹，她曾在中國服事，開辦了幾間兒童院，當過院長十多
年，她也是我多年來在主內的好姊妹；另一位是我最近在她教會分享信息時受感動，願意一起去服事的謝希平姊妹，她曾在台灣工福團契
中服事四年。我們三人將分工合作，佩文姊妹負責兒童工作，希平姊妹負責青少年工作，可能需要用英語，我負責其他瑣碎的服侍：包括
主日崇拜，探訪，安排各方面的事工等。又因為負責的施牧師快要離開，我們必須直接與當地信徒配搭合作。我們都存著戰戰兢兢的心前
往服事，完成祂所託，多結果子榮耀三位一體真神！。

	 感謝主安國在玫瑰崗的安葬禮於當時疫情甚猖狂，社交活動受限制下能順利進行，同時透過網上	 Zoom	 加拿大愛城福音堂及華傳總
部都分別為他舉辦了追思會，我們也照著他的遺志設立了宣教基金以作贊助首次上宣教工場的宣教士的經濟補助。感謝主，我們所定五十
萬美元的目標已經達到，謝謝教會和弟兄姐妹們愛心支持，願主親自記念報答。近月他的墓碑也終於完全，墓碑上寫下「忠於所託，不違
天示。」這正是他一生事主的寫照！

	 家庭方面，神引導大女兒和女婿一家五口，從	2020	年底至今已前後兩次前往巴西Recife市作營商宣教，他們與當地一個培訓中心合
作，訓練當地青年電腦程式。他們一家五口前往四個多月，感謝主保守，他們於十一月中旬平安回來。四個孫兒女都長大了，真是行萬里
路勝過讀萬卷書。二女兒和女婿及兩個孫兒定居於Pasadena，這正巧是二女兒Iris的出生地。轉眼之間兩個孫兒已步入少年期，他們每週
有幾天會坐地鐵到市中心上課，這也讓他們開始了新的學習環境和社交群體生活，求主引領，賜他們有美好的學習和朋友，保守他們常存
愛主敬畏主的心。老三兒子和媳婦今年再添一男丁，八月三日林宇晏	Leon	Cyrus	Lam	出世，這名字是兒子Johan	為紀念爸爸而起的，大
孫	Jojo	四歲多，老二	Silas	也過了三歲，都上幼稚園。感謝主，三個孫兒都很健壯。兒子九月底因運動受傷，需要開刀，如今已逐漸恢復
過來，希望早日康復。感謝主恩待他們購得合適的房子，距離上班地點及孩子上學都不遠，環境也很好，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華傳網上祈禱會

日期：1月7日	/	2月4日	/	3月4日	(星期五)

時間：10am-12pm	(PST)，1pm-2pm(EST)，請聯絡：info@gointl.ca。

 
差傳代禱：
	 1.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已經起過兩年，病毒一再變種及快速擴散，今年加拿大華傳的聚會仍然會以網上進行，短宣和海外服侍也需要延期，	

	 	 請代禱。

	 2.	 黃海波宣教士夫婦於去年10月底回柬埔寨開始新一期的宣教服侍，他的妻子劉平也於1月初回到柬埔寨與丈夫匯合，他們一方面學習柬文，	

	 	 另一方面與同工一起在距離金邊市六小時車往的聖山村開荒植堂，請代禱。

	 3.	 加拿大華傳同工黃關寶瑩師母的母親關梁興女士於香港時間1月10日清晨安息主懷，安息禮於1月22日在香港舉行，請在禱告中紀念黃師母一家。

	 4.	 加拿大華傳參與籌備由加拿大華福主辦，於1月29日加東時間下午二時至三時在網上舉行東歐羅母人祈禱分享會，詳情瀏覽加拿大華福網站		

	 	 www.cccowe.ca	及請代禱。

林許佩珠(華傳特約宣教士)林許佩珠(華傳特約宣教士)

放下哀傷、感恩不盡 
放下哀傷、感恩不盡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加拿大)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第一課：大使命的聖經基礎
第二課：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第三課：疫情後宣教新常態
第四課：走進跨文化宣教領域

差傳教育
網上普世差傳主日學

內容： 認識差傳的聖經根基，從宣教士的生命見證鼓勵參與跨文化宣教，
 及疫情後新常態下的宣教趨勢。



網上普世差傳主日學

內容：認識差傳的聖經根基，從宣教士的生命見證鼓勵參與跨文化宣教，及疫情後新常態下的宣教趨勢。

第一課：大使命的聖經基礎

第二課：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第三課：疫情後宣教新常態

第四課：走進跨文化宣教領域

授課語言：	 粵語

課程導師：	 李傳頌牧師

日期：	 	 3月6、13、20、27日(主日)

時間：	 	 10am-11am(PST)、1pm-2pm(EST)

報名及查詢：	 加拿大華傳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差傳教育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加拿大)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第一課：大使命的聖經基礎
第二課：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第三課：疫情後宣教新常態
第四課：走進跨文化宣教領域

差傳教育
網上普世差傳主日學

內容： 認識差傳的聖經根基，從宣教士的生命見證鼓勵參與跨文化宣教，
 及疫情後新常態下的宣教趨勢。

報名: www.cccowe.ca主辦:世界華福加拿大聯區 報名: www.cccowe.ca主辦:世界華福加拿大聯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