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课海外华⼈教会现状（1）
•全世界的教会

ü更正教的基督徒差不多⼗⼆亿⼈（这不包括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
ü在基督教当中，就是更正教⾥⾯，受⾃由主义神学影响的⼤宗派，现在渐渐在减少，每
五年教友就减少5%，但是福⾳主义的这些⼤的、⼩的宗派每五年就增加8%。

•海外华⼈教会数⽬
ü1998年1⽉的时候，「华传路」这个福⾳机构的总⼲事林安国牧师曾经报导了世界华⼈教
会的总数。他当时做统计，台湾⼤概三千个，⾹港⼤概⼀千两百个教会，美国将近⼀千
个教会，马来西亚也将近⼀千个教会，前⾯这⼏个地⽅是⽐较多的。海外各地，就是中
国⼤陆以外的海外华⼈教会的总数⼤概是7813间，这是98年1⽉发表的时候的数字。

ü在林安国牧师的这⼀个报告⾥⾯，他把中国教会估计为六千万⼈，就是全部包括在内，
包括公开教会，包括没有登记的教会，他是估计成六千万⼈。

ü华福会总⼲事麦希真牧师在公元2001年12⽉底，在美国宾州华⼈差传⼤会⾥⾯报告说，
海外华⼈办的神学院⼤概是⼀百间，福⾳机构⼤概是五百间，由华⼈⾃⼰办的。



第⼗⼀课海外华⼈教会现状（2）
•海外中国学⼈事⼯

Ø第⼀波我们称为1945年到50年的在中国⼤陆的沿海地区的学⽣复兴运动。在45年到49年
这段时间，神在沿海地区借着学联会的⼯作，很多⼤学⽣信主，很多⼈愿意献⾝传道来
侍奉神。在这第⼀波⾥⾯有很多的⼈，他们留在国内，成为国内教会的中流砥柱。

Ø第⼆波是49年、50年以后到了海外地区去的⼈，到了海外地区就直接影响了台湾、⾹港、
东南亚地区的学⽣⼯作。⾹港后来就成⽴了⾹港学⽣福⾳团契，台湾就成⽴了台湾校园
福⾳团契。

Ø第三波是60年到70年代，台湾、⾹港、东南亚有⼀种出国热，很多的学⽣毕业以后都希
望到国外去留学，到美国、英国、加拿⼤及欧洲的国家，特别在美国跟加拿⼤。在北美
的这些留学⽣，出来以后他们就开始在海外建⽴了许多的华⼈查经班，或者是华⼈福⾳
团契。当时在查经班当中，神兴起了⼀群⼈，他们⼀⽅⾯学习怎样带圣经，他们也学习
怎样探访、怎样教导、怎么样牧养，他们也学习讲道。到了七零年代的中期以后，渐渐
的查经班就发展成为教会，这是北美洲教会的最主要来源。同时当然也有很多传道⼈从
东南亚来美国，他们可能是来留学，或者是来读神学院，或者是来这边开始侍奉，他们
就拓荒，建⽴了教会。所以在神在80年代的时候，在北美的教会就已经预备了⼀批有布
道的经验，有牧养经验，有教导经验，有训练栽培同⼯经验的⼈。



第⼗⼀课海外华⼈教会现状（3）
•海外中国学⼈事⼯（接上页）

Ø第四波是78年、79年以后，中国改⾰开放，特别是开放留学政策以后，中国⼤陆的学⽣
学者开始渐渐的到了海外。中国留学⽣到了海外以后，神已经预备了⼀群有事奉经验，
⼜有布道经验、有牧养经验的⼈，⽽中国的学⽣也经过⽂化⼤⾰命，经过⼆、三⼗年的
时间，神也在他们⼼⾥⾯预备了⼀个渴慕的⼼。很多中国留学⽣来到海外，他们就很⾃
然地会接触到基督徒的教授、基督徒的学⽣，当然不只是华⼈，也包括西⽅⼈的教授跟
专业⼈⼠，很热⼼地开放家庭，向他们做传福⾳的⼯作。

Ø第五波是90年代，「六四事件」后，在国内、在海外都有很多的基督教热兴起，⼤批的
学⽣学者归主，愿意献⾝。很多的福⾳机构也是在这个时候成⽴。以学⼈为主的团契跟
教会渐渐的开始，所以这是海外中国学⼈事⼯的⼀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Ø第六波从公元2001年开始。进⼊21世纪以后，中国在学术上、在经济上的地位不断地提
升，使得很多⼈在国外留学，或者在国外⼯作⼀段时间以后，有⼼长时间地回去到国内
去⼯作。这些在海外已经听到福⾳，甚⾄受到⼀些造就、被训练的，或者是半年⼀年来
海外探亲的这些年长的⽼⼀辈们，很多⼈有机会听到福⾳，或者学习圣经以后，他们就
把圣经的教导，或者是福⾳带到国内去，带到原来他们的亲⼈当中，或者在他们原来的
单位⾥⾯，向同事或者向他们的上司做传福⾳的⼯作。



第⼗⼀课海外华⼈教会现状（4）
•海外经验与国内经验

Ø海外因为在⼀个⽐较⾃由的环境⾥⾯，所以海外拥有很多的资料，拥有很多的圣经的教
导跟学习的机会。可以从西⽅教会改造运动五六百年的历史当中，从他们的成败得失，
他们的前车之鉴，他们在神学上、在圣经的讨论上所拥有的很多经验跟资料，在海外教
会可以⾃由地、⽽且可以很⽅便地得到这些资料。

Ø另外就是海外教会在宣教这⽅⾯有⽐较多的接触。因为西⽅教会两千年来宣教的经验可
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参考，西⽅教会在宣教的经验上也相当的成熟，无论是宣教的观念，
宣教的教育，以及在宣教的认识，宣教的组织结构、差派，对传教⼠的关⼼，还有怎样
⽀援宣教⼠，这⼀些⽅⾯他们都有很丰富的经验。

Ø国内教会就是受苦、⾛⼗字架的道路、⽣命的造就，以及怎样在苦难中信靠神、仰望神，
国内教会在怎么样的简朴⽣活⾥⾯来建造教会的体系，像这⼀些都是国内教会特别有的。

Ø所以这两⽅⾯的经验，彼此交流、彼此相辅相成的时候，为将来中国教会可以⾛出⼀条
很好的路。



第⼗⼀课海外华⼈教会现状（5）
•海外中国学⼈教会四种发展模式
• 第⼀种模式，就是在华⼈或西⽅教会中增设普通话的会堂。

• 优点：
1) 可以使⽤现有教会的资源、设备、制度、规章；

2) 在信息、牧养、聚会⽅式上⽐较有针对性；

3) 中国学⼈⽐较有观摩并参与侍奉的机会；

4) 可以体验不同群体在教会中的合⼀。
• 缺点：
1) 中国学⼈容易有依赖性；

2) 不同语⾔的堂会之间沟通不太容易，在看法、做法、神学⽴场上可能有分歧；

3) 因为附属于现有的教会，⽐较缺乏⾃主权；

4) 因为只有少数有负担的⼈参与，通常⽐较缺乏同⼯。



第⼗⼀课海外华⼈教会现状（6）
•海外中国学⼈教会四种发展模式（接上页）
• 第⼆种模式，就是华⼈教会对外拓植新的分堂，或者认定⼀个已有的团契，
成为新的中国学⼈教会。
• 优点：
1) 中国学⼈教会初设⽴的时候，可以获得母堂的⽀持；

2) 因为亲⾃经历了植堂的过程，可以成为⾃⽴后去国内或海外植堂的参考；
3) 学⼈⽐较有⾃⽴的责任感和⾃主权。

• 缺点：
1) 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传道⼈和负责同⼯；

2) 这种教会可能长期依赖母堂，不能⾃⽴；

3) 母堂必须投⼊额外的⼈⼒、物⼒来⽀持这些分堂。



第⼗⼀课海外华⼈教会现状（7）
•海外中国学⼈教会四种发展模式（接上页）
• 第三种模式，就是原来以海外华⼈为主体的教会，渐渐转变为以中国学⼈
为主体的教会。
• 优点：
1) 在转变的过程中，可传承原先华⼈教会的优点，并避免其缺点；

2) 是逐渐转变，⽽⾮争执后分裂，避免了⼤陆背景的学⼈与海外华⼈之间的隔阂；
3) 在设备、财⼒上较为轻省，中国学⼈可逐渐承担责任，有⼀段预备过程；

4) 信徒对教会⽐较有认同感。

• 缺点：
1) 转变成为中国学⼈为主体的教会后，原先的海外华⼈信徒常被忽略；

2) 缺乏有经验的传道⼈和负责同⼯；

3) 这种模式的教会在转变的过程中，容易承袭原先华⼈教会的模式，缺乏突破和
创新。



第⼗⼀课海外华⼈教会现状（8）
•海外中国学⼈教会四种发展模式（接上页）
• 第四种模式，就是中国学⼈查经班或团契成⽴为独⽴的教会。

• 优点：
1) 最有⾃律性、⾃主性和认同感、责任感，最少依赖性；

2) 可以从摸索、失败中学习成长，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3) 可成为未来中国⼤陆学⼈教会的模式；

4) 最有事奉操练机会；
5) 这种模式最容易国内亲友、教会交流，促进对中国福⾳⼯作的负担。

• 缺点：
1) 会友的背景完全相同，缺乏与其他背景的群体交流、学习、合⼀的好处；

2) ⼀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灵⼒、⼈⼒、财⼒缺乏、孤军奋战，独⾃苦撑；

3) 信徒（或传道⼈）因为缺乏海外教会⽣活的经验，常有争执⽽分裂；

4) 缺乏有牧养经验的传道⼈和负责同⼯，所以事奉起来相当⾟苦。



第⼗⼀课海外华⼈教会现状（9）
•海外中国学⼈教会经验反思

ü今后无论在海外或国内成⽴教会时，无论采取四种模式中任何⼀种，都应
该在预备的阶段，优先建造同⼯，不要太快开始很多节⽬或活动，先要有
⼈才有事⼯，这是主耶稣的原则。

ü同⼯的建造在灵命的培育上，⾄少应包括：基要真理，灵命塑造，灵修⽣
活，品格和价值观的建⽴。

ü在事⼯的操练⽅⾯，最好先到成熟的教会去观摩实习培训，并且先有同⼯
祷告会，先建⽴同⼼同灵的同⼯团队。因为教会不同于团契，如果没有⾜
够的牧养、教导和培育，单单靠福⾳聚会，是很难持久的。

•思考问题
v我们如何使⽤教会在过去三⼗多年⾥所累积的经验与教训来帮助我们⾛向
明天？（「因信称义」使我们得救，「信徒皆祭司」使教会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