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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浸信會東亞睦群協會，以向全球各地的東亞人分享福音為天

職。東亞兩大族群是華人和日本人。雖然絕大多數的華人住在

中國，日本人住在日本，不過我們也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他們。

華人移民海外，始於明代。時至今日，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定居的華

人將近70,000.000人。在某些地區，他們受到歧視鄙夷；在另一些地

區，他們卻又輕視小看別人。就算他們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依然常常

感到孤寂。

他們來自各種不同的背景，說著各種不同的語言，但相同的是，為了

追求更富裕安樂的生活，不惜離鄉背井，大舉搬遷移居海外。在他們

當中，醫生、律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比比皆是，而建築工人、商店

老闆、餐廳業主和學生也不計其數。總之，他們都是勤奮踏實的從業

人員。

移民海外的日本人及其後代計有2,500,000人，世人以「日僑」

(Nikkei)稱呼他們。日本人移居國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的時

候，不過到了明治時代（1868-1912）才大量移出，二次大戰之前和

二戰期間，曾有一次重大的移民潮，只是戰後大多數人都回到日本，

此後不再有那麼大規模的移民。

正當華人與日本人在其他國家紮根的時候，可以說是活在兩個世界之

間。即使定居國外多年，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祖國的一份子，卻又不

屬於祖國。上帝正呼召他們，來祂的國度裏尋找自己的身分，而且

已經差派工人帶領他們回到祂面前。多年來，工人們一直指引這條道

路，甚至除去路上的石頭，揚起旌旗好讓世人看見（賽62:10），世

人也多有回應。

我們深信，上帝為了讓東亞移民族群認識祂、傳揚祂，已將他們安置

在全球各地的戰略位置上了。正當華人和日本人因相信基督耶穌，得

到救恩之際，誠願你加入禱告的行列，日後他們也會樂於跟別人分享

耶穌，更願我們攜手合作，一起帶領全球的華人和日裔認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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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幫助基督徒領袖明白，造

就更多信徒的價值，才能確保

在他們離開華人教會或事工

後，這個工作仍會繼續。

•  求主使用紮實的聖經教導，捍

衛真理，攔阻異教影響信徒的

生命。

•	 	求主祝福、帶領波扎那的嘉柏

隆里華人教會，在全國各地及

更多地方，有不斷開拓教會的

異象。

擁有2,100,000人口的波扎那共和

國，位於非洲南部。在當地生活

和工作，說普通話（國語）的華人約有

三千人。其中不乏自僱人士，在全國農

村地區開設小店，他們嘉惠鄰里，讓本

地人享受到價廉物美，但也因他們的低

價，造成本地商家生意一落千丈，甚至

歇業。

1980年代起，華人在波扎那也經營建

築業，興建醫院、學校以及公路等公共

設施。2009年，在幾個中國公司的督導

下，就有十八個建築工程同時在進行。

然而近來，由於當地的政治變遷，對建

築業和小商家開始有負面的影響。這也

影響到當地人對華人的觀感，華人總是

拒當地社會於千里之外。

於是幾位基督徒領袖振袖而起，設法幫

助華人成長，但為了服事他們的需要，

長時間從甲地到乙地的奔波，往往令人

精疲力盡。培訓和安排工作人員，是當

今向當地華人傳福音的當務之急。

一對基督徒夫婦，最近在南非的一次旅

行中，求主指示他們明白華人的需要何

在？是傳講福音呢？或是鼓勵信徒？旅

途中，在一個小鎮的主要街道上，他們

看到一家華人商店的招牌，就停下來探

望他們，居然在裡面遇到幾位亟需鼓勵

的華人基督徒，而且他們期望有聖經可

讀，於是這一對說中文的夫婦，在前往

上帝分派的事工之前，就先同時提供了

兩種幫助給需要的人。

莊稼已經成熟了，你願加入，為服事工

人禱告的行列嗎？

代禱事項
•	 	求主帶領華人信徒前往阿爾及利

亞，將耶穌和祂的救恩和憐憫告

訴當地的華人。

•  為目前在阿爾及利亞的華人信徒

禱告，求主帶領他們勇敢又有愛

心地向他們的朋友、同事、和周

圍的穆斯林作見證。

•	 	為華人信徒有紮實的信仰基礎訓

練禱告，以致他們回到中國大陸

後，能向自己的親人傳講耶穌。

1 中國與阿爾及利亞的邦交始於五十

年前，當時中國承認阿國獨立，

並給予援助。過去十年中，中國人已在

當地生根，目前至少增加到40,000人，

在阿爾及利亞躍升為最龐大的一個異國

族群。

中國因出口建材和紡織品到北非，而與

阿爾及利亞建交。除了承諾低成本、高

效率之外，中國也派遣願意努力工作、

可以忍受長工時的人員前往。本世紀以

來，中國就獲得興建房子、監獄、水壩

和豪華旅館等多重合約。2013年，兩國

之間有一項合作，目標是幫助阿爾及利

亞躋身為非洲的新醫藥中心。  

第一批進入阿爾及利亞的中國人是勞

工、技術人員和土木工程師。當他們的

食衣住行全都侷限於建築工地時，他們

的勤奮和紀律為人稱道。然而，當他們

找到兼差的工作後，所產生的壓力則導

致文化、宗教和工作上的紛擾。不過，

因為阿爾及利亞處處都充滿了商機，所

以華人店家仍然留在當地。 

華人並不常參與阿爾及利亞人的社交生

活，而只停留在自己族群的圈圈裏，然

而他們體悟到歸屬感的重要。根據報

導：2011年，阿爾及利亞134名皈依伊

斯蘭教的外國人中，大多數是華人，不

過華人基督徒的數目也在增加中。

基督渴望填滿這些中國人的需要，成為

他們更大的倚靠。住在信奉伊斯蘭教的

國家裏，實在需要有人告訴他們救主的

愛，那麼，誰去告訴他們呢？

The Chinese of BotswanaThe Chinese of Algeria

阿爾及利亞
                 華人         

波扎那
                 華人         



代禱事項
•	 	求主祝福在歐洲華人中不斷開

拓的教會事工，因此華人在歐

洲，可以母語敬拜上帝。

•  為已經成立的華人教會網路系

統感謝主，如此就可差派工人

進入歐洲，向華人傳福音。

•	 	為已經委身的年輕人禱告，求

主帶領他們成為屬靈領袖，幫

助教會繼續帶領未來的世代信

主。 

歐洲華人非常多元。英籍華人在十

九世紀初，從中國的港口城市來

到英國，可能是旅歐歷史最長久的一群

華裔。晚近，很多原本在中國東北製造

業區的人，因為工廠倒閉或礦山關門

而失業，為了另謀發展，不得不移居海

外，如：法國和義大利等國。還有一批

人則是在血汗工廠打工的非法移民。

目前已在歐洲定居的華人約有2,700,000

人，是歐洲人口最快速成長的民族。最

大的華人社區首推法國和英國，華人通

常都說當地的語言，但自己的中國方

言，也不曾放棄，而且都受高等教育。

在許多國家中，華人往往是安靜而隱藏

的少數族群。他們工作勤奮，明哲保

身，盡可能不招惹麻煩，面對不公平的

待遇時，常是微笑地保持沉默。

2014年，英國的研究生中，華人佔百分

之二十三，英籍研究生僅佔百分之二十

六。而整個歐洲大學裏，華人學生總數

高達500,000人。有些人在學業完成後會

回國，但更多人設法留下來，在新國家

定居或找工作。

有些大型教會將重心放在向華人傳福

音，也向一些遲遲無法信主的人作見

證，李娜（化名）就是一例。李娜和兒

子最近才搬來與丈夫同住，基督徒朋友

邀請她參加聖誕活動，分享福音的節目

過後，李娜決志信主，後來受浸。只要

時間許可，她都會參加華人姐妹家中的

查經班，李娜也跟丈夫分享她的信仰，

只是他還沒有決志相信。

華人基督徒正在為歐洲的屬靈復興祈

求。你願意加入，一起禱告嗎？

代禱事項
•	 	為忠心的教會感謝讚美主！他們

差派宣教士，前往類似金邊那樣

的地方，那裡極其需要基督的光

照亮百姓的心靈。

•  為柬埔寨華人禱告，求主帶領他

們全數來到神面前，成為強而有

力的見證，影響當地和其他地區

的人。

•	 	為所有柬埔寨華人禱告，求主給

他們機會，以任何一種他們可以

了解的中國方言，聽到整全的福

音。  

3 超過半數的柬埔寨華人，在動盪不

安的「殺戮戰場」時期，紛紛逃

往其他國家。當中不乏上層階級，流亡

是惟恐成為紅色高棉的目標。那時說海

南話的華人移居柬埔寨已超過五百年；

而其他的華人──說潮州話、廣東話、

客家話和福建話等族群──在當地也有

幾十年的歷史。 

今天，華人僅佔柬埔寨總人口的百分之

四，卻在文化和經濟上極具影響力。除

了剛從大陸來的新移民，他們都已融入

當地的社會。農曆新年在柬埔寨是第二

重要的節慶，柬埔寨華人是一群相當迷

信的族群，為了獲取最大的成功，他們

敬拜各種神祇。新近入境的大陸人則比

較不那麼迷信，大多願意聆聽福音，不

過卻像當地535,000位華裔一樣，他們聽

到完整福音的機會很少。

一天，三位基督徒弟兄唐恩、湯明和約

翰（皆是化名）去到一個工廠宿舍，和

十二位年輕男子座談，三位基督徒分享

了他們的見證之後，其中五位決志相信

耶穌！他們一致同意下週在同一地點再

聚。同樣的場景在隔壁宿舍重現，三位

弟兄努力地向這群殷勤工作的人傳福

音。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網路教

會，已開辦了一個跨文化及宣教的培訓

中心，在那裡訓練華人基督徒「往普天

下去」，雖然美好的事不斷──有人回

應呼召，有人相信基督，但依舊需要禱

告做為後盾。

4
The Chinese of EuropeThe Chinese of Cambodia

柬埔寨
                 華人         

歐洲
                 華人         



5中 華民國台灣和特別行政區香港及

澳門，位於中國大陸以東，是華

人族群的家。這三大家園上，住著將近

30,000,000的炎黃子孫，雖然他們的母

語可能是國語、台語、客語、粵語或其

他少數民族的語言。 

雖然政治體系不同，但這三大地區的人

民都享有充份的宗教自由，即使如此，

基督徒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至七，而

佛教、道教和中國民間信仰的信徒，

則超過百分之七十五。反觀經過文化大

革命，又被共產黨統治了六十多年的中

國，所有的宗教都消聲匿跡，與中國大

陸不同的是，台港澳不曾受到宗教迫

害，卻因為傳統信仰始終香火鼎盛，於

是比在中國更熱烈、更頻繁的偶像崇

拜，在這三個地區是司空見慣，毫不足

奇。

台港澳已高度開發，多數居民享有富裕

安定的生活，一般民眾都受過良好的教

育，經常外出旅遊。由於唯物主義強烈

的影響，人人崇尚財富，夢想成功，

例如：澳門的博彩業，以快速致富為號

召，蒙蔽了許多企圖一夜致富的人。這

些人在競相走進未來的同時，卻又緊握

著傳統不放，這使他們心生恐懼，甘心

受縛，或許他們並未全盤相信平日敬拜

的偶像，卻又對不信的後果感到戰兢，

因為他們所知道的就是鬼魔的捆綁。雖

然生活在安逸自由的國家，但找到真正

平安自由的人，終究只是少數。

台港澳三地，有健全的教會，完善的神

學院、和許多致力於福音事工的基督徒

機構。很多基督徒積極地分享自己的信

仰、提供各類課程、醫療照護、社區服

務，以及向來訪的大陸親友傳講福音。

在他們開拓國內外的宣教事工的同時，

我們一方面予以稱揚，一方面也知道，

還有更多工作必須完成。你願意為台港

澳三地的屬靈復興禱告嗎？

代禱事項
•	 	為熱心事奉、有宣教異象，而且

不斷成長的教會感謝讚美主！求

主幫助他們持守異象，有屬靈的

領導力，繼續事主愛人。

•  求主恩待台港澳三地基督徒有美

好的生命見證，因而吸引更多人

渴望認識他們的上帝。

•	 	為千百萬仍陷在偶像崇拜的人禱

告，求主開他們的眼睛看到真

理，相信耶穌。

The Chinese of Hong Kong, Macau & Taiwan

香港、澳門
和台灣

               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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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身在穆斯林國家的中國人禱

告，求主給他們機會認識上

帝。

•  求主感動各建築公司敞開大

門，歡迎基督徒在當地成立查

經班和教會。

•	 	為所有尋求致富的人找到基督

禱告──只有基督才是最珍貴

的寶藏。

供應商是中國人，產品來自中國，

市場卻在阿拉木圖──哈薩克共

和國最大的城市，交易使用的語言是俄

語。巴拉荷卡是阿拉木圖城裏最大的市

集，供應商所提供的牛仔褲、電子產品

和新鮮的蘋果──全是中國貨。從商家

到賣餃子的廚師，都是到哈薩克掙錢的

中國人。

哈薩克，是將近18,000,000人的家園，

也是中亞五個「斯坦」中最繁榮富庶的

國家。當地百姓期望那長達1,700英哩，

橫跨全國，聯結中國和西歐的現代高速

公路，能刺激經濟成長，帶來更多就業

機會，並與世界接軌。

中國人正設法推出這個新絲路經濟帶。為

了新絲路，他們已在多處支付擴建管線及

高速公路的費用，中國人因他們的生意頭

腦受人推崇，但也因人多勢眾令人望之生

畏。而且當中國人的工資遠遠超過當地的

同行時，問題就層出不窮了。

1992年初，中國與哈薩克達成免簽證

的協議，因此許多中國人每天進入哈薩

克，但免簽證的協議於1993年終止，從

此兩國邊境出入控管嚴格，直到1995

年。中國商人再度川流不息地進出哈薩

克後，說普通話（國語）的居民總數就

增加到3,800人了。

當地的華人，主要是商人或中國能源和

建築公司的員工。多數人為了賺錢，都

願意盡全力工作，即便必須住在貨櫃

裡，而且工時極長，依然甘之如飴。因

為他們知道自己是外國人，而且是這個

國家裡的短暫居民。你願意為他們找到

天上永恆的住處禱告嗎？

代禱事項
•	 	求主恩待，福音材料能以福建

話順利製成，以便供應說福建

話的印尼華人使用。

•  為在梅丹從事福音事工的基督

徒禱告。他們傳福音的對象

是，說福建話的華裔孩童和青

年，最終目標是當地的家庭。

•	 	為在東南亞服事的工人感謝讚

美主，他們和當地的信徒並肩

作戰，在各個不同的城市傳福

音，如：梅丹。願主恩待保守

他們，作工有力，行走有光。

6 華人在印尼是最龐大的外籍少數民

族，人口約一千萬，幾乎是印尼

人口總數243,000,000的百分之四。華

人來到印尼的起源和理由，甚至日後

與中國的聯結都各自不同。即便在當地

社區，華人也常因職業不同，而有所區

隔，並且堅守自己的傳統和語言。

目前相信基督的印尼華人與日俱增，大

約占當地華人的百分之二十，但是多數

說福建話的華人，依然信奉揉合了各宗

教特色的中國傳統民間信仰，其中心思

想是維持人心的穩定和諧。由於他們相

當迷信，所以經常求神問卜、合八字、

推命盤，以決定該採取什麼行動，才能

促進和諧，帶來好運。此外，他們也相

信供奉在寺廟裡的各類神明。

在印尼，約有一半華裔住在爪哇島，不

過身兼北蘇門答臘省省會，和印尼第三

大城的梅丹，卻成為境內說福建話華人

的家鄉。當初梅丹以一個沒沒無聞的小

村落發跡，如今已發展為近三百萬人口

的大城，當地華裔大多說福建話，活躍

於工商界，在梅丹城裡，處處都可以看

到他們。

幾年前，兩位基督徒企業家偕同他們的

妻子，在梅丹的貧困地區，向說福建話

而且在毒品、幫派和罪惡中掙扎的年輕

孩子們傳福音。事工開展初期，一位福

建道士的女兒，持續地來參與福音活

動，不久，接受基督為她的救主，後來

在聚會中遇到一位年輕人，之後共結連

理，現在夫妻二人一起投入福音事工，

向家人和鄉親傳講上帝的大愛。

The Chinese of Kazakhstan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印尼
                 華人         

哈薩克斯坦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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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中國人一向視金錢和成功為第

一要務，拜金如神的人比比皆

是。請為他們能了解，惟有上

帝才能填補人心中的空洞禱

告，幫助他們成長，愛主、服

事主。

•  華人大多善良誠懇、辛勤努

力。求主幫助他們知道即使如

此，仍然需要一位救主，這位

救主會赦免他們的罪，賜新生

命給他們。

•	 	懇求上帝帶領寮國政府核准的

教會，有計畫的向當地的華人

傳福音；而在永珍的華人基督

徒，也樂於跟自己的同胞分享

基督。

過去華人移民來到寮國，是為了逃

避饑荒和洪水；今天他們進入寮

國，則是為了追求就業的機會。近年

來，很多人來此興建旅店、購物區、高

速公路和鐵路。

中國人發現寮國簽證很容易取得，對小

型企業的成功，非常嚮往，而且躍躍欲

試，所以紛紛來到寮國，因此說粵語的

華人就有29,000人。

首都永珍的人口有754,000，也是新興寮

國的象徵。永珍市內高樓很少，但幾乎

是人手一支手機，佛教仍深植於生活的

各個層面，以致大多數景點都是寺廟，

就算是歷史博物館，也處處反映出受到

佛教深厚的影響。

目前正在規畫一條即將興建的鐵路，連

接雲南省省會昆明和永珍，除了運送中

國商品到東南亞，也將天然資源從東南

亞送往大陸，鐵路的終點是新加坡。寮

國期盼數萬中國人前來協助修築這條鐵

路，對於火車會改變寮國寄予厚望。如

果寮國華人也能因聖靈而改變，豈不更

加美好？

代禱事項
•	 	為一個在比斯凱克的基督徒培訓

中心禱告。求主給同工機會、恩

典和能力，並將渴望學習，願意

順服基督的學生帶到培訓中心。

•  為有穆斯林背景的慕道友禱告，

願主賜屬靈的能力給他們；為初

信的基督徒禱告，願主安慰他

們，不再擔心跟隨基督必須付出

的代價。懇求上帝在他們的夢境

和異象中，對他們說話。 

•	 	為吉爾吉斯的眾教會禱告。求主

帶領他們向當地50,000多名中國

人傳講福音中的盼望。

8 古代，駱駝商隊走過的絲路，從中

國通往亞洲諸國。今天，運輸工

具不是汽車，就是火車，不過你仍然可

以看到成群結隊的商旅，湧進吉爾吉斯

銷售自己的商品。這就是現代的絲路，

只不過物換星移，今天來回奔波的商家

都是中國人了。

人口900,000的首都比斯凱克，是全國人

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古代原絲路支線上

的一個休息站。今天則是中亞最大市集

之一。吉爾吉斯與中國接壤，是中國商

品進入中亞的銷售據點，同時也是中國

商人一心圖謀致富的應許之地；一般估

計，該國移民半數以上來自中國。                           

表面上，中國人在當地是備受禮遇尊重

的商人；其實，當地人對他們的成功和

從事的工作，既憤慨又懷恨，所以有時

候中國人也成為被攻擊的目標，這激起

他們重新思考，是否要在當地繼續居住

和工作，然而，結論往往是，離開是不

切實際的。成功的滋味和世上的財富，

已經牢牢的擄獲了他們的心。

正因對成功的渴望無法克制，所以他們

很少有時間想到其他的事物，中國人習

慣群聚，和當地人來往十分罕見。幸虧

有致富的機會，他們才甘願一天工作十

二小時，住在惡劣的環境裏也逆來順

受。

The Chinese of LaosThe Chinese of Kyrgyzstan

吉爾吉斯斯坦
                 華人         

寮國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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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在新山市剛開拓的華人教會

禱告。新山位於馬來西亞半島

南部，是柔佛州的政府所在

地。

•  為雪蘭莪州巴生市的眾教會禱

告，他們正齊心努力，積極地

向這個城市傳福音。

•	 	為吉膽島上新成立的教會禱

告。整個地區亟需佈道和門徒

訓練的教材。

華人來到馬來西亞，始於十五世紀

初期，移民大多來自福建和大陸

沿海各省。時至今日，為了較好的教

育、合理的生活開支以及較低的空氣污

染，他們仍然繼續移入馬來西亞，目前

華裔人數已高達7,000,000，大約是馬來

西亞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除了普通

話（國語），他們也說各地的方言，包

括閩南語和粵語。

當地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發展史上，佔有

一席重要地位。由於他們強烈的職業道

德和改良社會的渴望，很多人因此紛紛

崛起，不僅身居要職，甚至擁有主導國

家貿易的地位。當地華人之所以能在商

業、工業和外國企業中執牛耳，部份原

因是他們能說多種語言。

華人中的基督徒超過百分之七，但常見到

在福建人當中，有一小群人卻將傳統的民

間信仰和基督教融合在一起，雖然伊斯蘭

國家明文規定，嚴禁基督徒向穆斯林傳福

音，但向華人傳福音是合法的。

馬來西亞華人並不以中國祖先為恥，就

像當地的基督徒也不以福音為恥一樣。

我們為健全的華人教會感謝主，更為信

徒熱心服事，甚至遠赴世界各地傳福音

感謝主。

一位華人信徒春天（化名），從小看著

充當道教薩滿（巫師）的母親作法，而

心生恐懼，始終活在心驚膽顫中，直到

有人告訴她上帝的愛，才恍然大悟，接

受了基督，日後上帝帶領她成為一位全

職事奉的人。另一位專業的福建歌手，

她用音樂傳揚上帝慈愛和救贖的信息，

並與丈夫合作，動員許多信徒，在一個

福建漁村開始福音工作。

代禱事項
•	 	為有紮實的領袖訓練禱告，只有

如此才能造就許多領袖，在賴索

托向華人傳福音，以及開拓教

會，帶領未來的世代信主。

•  為在賴索托從事福音工作的人禱

告，願他們找到各種方法，向住

在他們中間的華人傳福音。 

•	 	為周邊各國的基督徒，以及在賴

索托與他們合作的基督徒工人禱

告，境內的基督徒工人已經負荷

過重、筋疲力盡，但仍盡全力與

各國基督徒並肩作戰，向當地的

華人傳福音。 

10 賴索托是一個相當貧困的內陸國，

全境都被南非包圍。華人可以在

非洲任何地方隨處走動，惟獨在賴索托

不能，儘管如此，該國2,000,000人口

中，華人就有5,000人。

當地的華人大都來自福建，他們已建立

起一個龐大的銷售網路，而且深入到山

區，零售店裏販賣各類商品，從食物、

衣服到居家用品，不一而足。當地人對

可以買到價廉物美的東西，心中慶幸的

雖然不在少數，但認為華人奪走他們討

生活機會的，也大有人在。

必須經過挑選，華人才能來賴索托，他

們常被輕鬆獲利的故事所惑。在到達之

前，往往和其他企業主先建立關係，才

能確保自己的商店有一筆起動基金。然

而，開業後的頭幾年，他們必須償還

債務──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必須節儉度

日，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個禮拜七

天的開門營業的緣故。

很多非洲國家中的華人，都持短期勞工

合約入境。在賴索托，有些人希望能搬

到比較富裕的國家，不過也有很多人選

擇留在當地，把親人接來一起打拼。

腐敗、犯罪以及對華人成功的怨怒，使

他們很難融入當地的文化。華人之間各

種小團體的緊張關係，也造成生活更加

不易。由於大部份華人不會說當地的語

言，所以跟他們分享福音的人，必須使

用母語，才能說得清楚，聽得明白。

The Chinese of MalaysiaThe Chinese of Lesotho

賴索托
                 華人         

馬來西亞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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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賜福給像麥可一樣，委身

上帝的信徒，他們一心要把福

音帶給全緬甸的華人。  

•  求主差派更多宣教士，不但前

往緬甸，而且願意留在當地，

以傳福音和開拓教會為目標。

•	 	求主恩待緬甸的華人基督徒，

願他們被視為這個國家的祝

福。

•	 	求主感動華人，將手中的財

富，更多使用在神國的事工

上。

緬甸華人，包括已在當地落籍幾代

的老僑，和正在尋找就業市場的

新移民。人口約1,800,000的華人，佔緬

甸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三，據估計，緬甸

第二大城曼德勒裏的華人佔全城人口百

分之三十到四十。而位於緬甸東北的臘

戌，則有「中國城」的封號。

定居已久的老華僑大多說閩南語、粵語

和客語。近來，隨著更多華人，從大陸

西南遷到緬甸後，緊張的關係遂浮出檯

面。新移民自成一格，被視為只會圖利

自己，而不為當地經濟努力的一群外

人。

世人認為緬甸是一個佛教國家，所以信

奉佛教的華人很多。在緬甸，因為只有

百分之四的的基督徒，所以華人聽到好

消息的機會也相對有限。不過上帝正在

祂的百姓中工作，傳揚祂的名，讓世人

知道祂。

緬甸華裔麥可（化名），是一位鄉下醫

生的兒子。有一天他和姐姐同時染上了

登革熱，儘管父親試過各種方法，依然

束手無策，姐姐就此病逝。之後，麥可

變成一個生活放誕的無神論者。他想

自殺，卻碰到別人告訴他耶穌的信息，

他信了。魔鬼百般嘲弄他，宣稱：「你

屬於我們，你的祖先拜我們。」在絕望

中，他呼求耶穌，立刻得救了。現在，

他前往任何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在偏遠

的村莊裏，他經常無處可休息，饑餓更

是他如影隨形的同伴，然而，他已經準

備好，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把福音帶給

失喪的人。

代禱事項
•	 	為在墨西哥城中，現有的華人教

會禱告。願他們委身於社區傳福

音的工作。 

•  為墨西哥城裏的教會禱告，願他

們欣然接受大使命的挑戰，向城

裏的華人傳福音，領人歸主，使

這個影響遍佈全球，直到地極。

•	 	為墨西哥華人禱告。願他們憬悟

到天父的愛，是毫不偏待，永不

改變，絕不終止的。   

12 在墨西哥，說普通話（國語）的華

裔，大約有70,000人，他們大多

住在墨西卡利和墨西哥兩個大城裏。正

如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華人在墨

西哥的歷史，不但漫長而且充滿了痛苦

和辛酸。因為華人曾在1930年代初期到

1960年之間，飽嘗被驅逐之苦，就算

日後可以回去，但從一個自己所愛的地

方被驅離的悲痛，即使在數十年後的今

日，仍記憶猶新，被歧視的苦楚不曾稍

減。

中國人初抵墨西哥後，很快就找到介紹

廉價勞工的仲介。由於他們刻苦耐勞、

勤儉持家、非常喜歡群聚，不久就在農

業和小型企業上大獲口碑，廣受歡迎，

於是在墨西哥佔有一席重要之地。墨西

哥的中國城，又叫唐人街，大概是全球

最小的中國城了，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早

已融入當地，到處都有中國人居住，而

不必局限在僅佔兩條街的中國城裏，因

此傳統的祖宗牌位處處可見，就像在街

道上，隨時可以看到墨西哥人所敬重的

聖人雕像一樣。正如許多國家，新移民

的工時總是很長，這就減少了他們融入

社會，和學習當地語言的機會。            

最近在墨西哥城裏，一個華人教會有開

拓教會的異象。近年來，墨西哥是中國

移民的熱門國家，樂見的是，中文教會

和中國移民的數目，正同步增加中。更

重要的是，中國人和新移民之間，已

存在的障礙必須拆毀，但，只有在基督

裏，這一切才會成真。

The Chinese of MyanmarThe Chinese of Mexico

墨西哥
                 華人         

緬甸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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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帶領華人基督徒去到俄羅

斯，並願意跟當地的華人與俄

羅斯人分享耶穌的好消息。

•  求主剷除所有在俄羅斯傳福音

的障礙，幫助當地的華人認識

祂，並且帶領他們向周遭的俄

羅斯人分享耶穌的愛。

•	 	求主在近日內，使教會在幅員

廣大的俄羅斯土地上，成為顯

著的地標；呼召所有渴求盼望

的人，來到上帝面前。 

海參崴市，這個瀕臨太平洋的俄羅
斯港口，到處都有中國市場、餐

館和貿易公司。今天住在俄羅斯，說普
通話（國語）的漢族華人，高達124,000
人。莫斯科的華人在當地安居樂業，而
俄屬遠東地區裏的華人，卻是來來去
去，從不曾安定下來。

十九世紀末葉，數千中國回族為了躲避
迫害，逃往俄羅斯；近年為數眾多的華
人，則因當地需要工人，而華人勤奮努
力，廣受歡迎而移居俄羅斯。賺錢的機
會固然是主要的吸引力，但中國人滿之
患，也是移民的動機。雖然很多人會說
俄語，他們的孩子也接受俄羅斯教育，
但華人仍是一個非常緊密的族群，保有
自己的傳統文化。

俄屬遠東擁有豐盛的天然資源，對發展
中的中國而言，極為寶貴。但是對一個
漸趨老化，生產力日漸萎縮的俄羅斯來
說，卻是華人取代了俄羅斯人不要的工
作，諸如：勞力和農耕等工作。很多中
國人來俄羅斯，忍受了幾個月長時間的
工作後，就回中國去了。

莫斯科的各大公司都期望與中國企業「聯
姻」，冀圖借重中國的資金與人力，力圖
發展地下鐵和不動產等事業。2014年五
月，中俄簽署了一項耗資四千億美元，長
達三十年的天然氣合作協議，包括管線架
設，以及其他基礎建設，以確保未來華人
會繼續留在俄羅斯。

中國的人口密度是俄羅斯的十七倍。正
當中國人離開擁擠的城市，前往空曠的
俄羅斯時，也帶著他們空洞的心去，一
心渴求獲得更多。俄羅斯擁有許多天然
資源，可是大多數人並不認識這位創造
資源的主。地廣人稀的俄羅斯，該如何
幫助在地的中國人，明白上帝對他們的
大愛呢？你願意為正在他們當中傳福音
的人禱告嗎？

代禱事項
•	 	求主帶領基督徒工人，委身於巴

拿馬市和全國各地的新華人移民

事工，當他們跟新移民分享永恆

的天家時，願這些華人享受到回

家的溫暖。

•  為巴拿馬華人禱告，即使他們固

守傳統、努力工作，仍有機會聽

到上帝在呼喚他們。  

•	 	為巴拿馬市的華人基督徒禱告，

願他們向全國的華人傳福音，及

至遍及整個中美洲。 

14 在巴拿馬的華人超過300,000人，約

佔全國總人口3,600,000的十分之

一，他們移民巴拿馬，已有150年的歷

史。在當地住得最久的華裔說客語或粵

語，新移民才說普通話（國語）。

十九世紀晚期，第一批抵達巴拿馬的

是，興建該國鐵路的華工。到了二十世

紀初期，華人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的不可

或缺的重要份子。如今，他們已是最

大，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少數民族中的一

支。中美洲最大的中國城就在巴拿馬

市，雖然華人在這裡年代久遠，他們卻

依舊保持固有的中國傳統，諸如：向神

明燒香、算命及放鞭炮嚇跑邪靈等等。

華人在這個國家，歷經幾次嚴厲的挑

戰，包括1903年，法律視他們為「不受

歡迎的公民」，又在1941年，政府曾褫

奪華人的公民權，在在都令他們心碎傷

痛。現在華裔可以擁有自己的零售業，

在許多商店、烘焙店，和投幣洗衣店中

都能看見華人老闆，只是新移民不得自

行開店。這種差異隨著教育程度、語言

能力和工作時間，而形成老僑和新僑之

間的隔閡。

飽受排斥的新移民，舉債前往巴拿馬，

為了償債，經年累月的長時間工作，但

上帝期待他們知道，祂是何等地愛他

們，不但替他們償還生命的債，而且承

諾他們可以擁有天國的公民權。

The Chinese of RussiaThe Chinese of Panama

巴拿馬
                 華人         

俄羅斯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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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基督徒工人與教會領袖禱

告，願他們有受教的心志，找

到合宜的方法，加以使用，不

斷造就屬靈健全的門徒、領袖

和教會。

•  為2015年在約翰尼斯堡正式招

生的華人神學院禱告，求主恩

待即將入學的學生，並保守教

授們的身心靈。

•	 	求主帶領更多南非教會開始華

人事工，也求主祝福約翰尼斯

堡的華人基督徒樂意堅固、訓

練非洲各地的信徒。

南非的華人，在過去二十年中有長

足的增長，目前約有250,000人，

是非洲大陸最大的少數族群。大多數華

人來自中國大陸，散居在全國各偏遠的

小鎮，以經營小店為生。他們飄洋過海

來到南非，期望在經濟貧困的地區，

以販售批發商品致富。有些人帶著全家

人來到異地，開著小店，賣著廉價的家

具、衣服、鞋子和電氣產品；有些人則

把孩子交給自己的父母照顧，獨自前往

異鄉。

通常他們營業的時間很長，待人親切有

禮，學會的英語足以應付生意上的需

要。一般人對他們的印象是老實可靠的

生意人，很多人在此達到中產階層的水

準，不過他們在屬靈上仍很貧窮。

向20,000位說普通話（國語）的華人傳

福音，是當務之急，因為這些人無法用

南非語溝通，而不能融入當地的文化。

從香港、台灣來的宣教士已在此奉獻心

力，不過為了使當地的教會領袖能夠接

受裝備、更有能力負起事工的責任，目

前他們需要更多便於重複使用的福音策

略。

眾多南非教會愈來愈了解對傳福音給華

人的急迫性；也有人願意開拓新教會，

只是需要找到合適的聚會地點。

新移民和第三或第四代的南非華裔極為

不同，雖然他們渴望在南非安居樂業，

但是在中斐雙重國籍中掙扎擺盪，尋求

平衡的南非華人卻為數不少。你願盡上

一份心力，投入禱告的行列，為他們藉

著耶穌基督，找到自己是上帝孩子的身

分嗎？

代禱事項
•	 	求主帶領中東的華人教會，繼續

勇敢而有智慧地向在沙烏地阿拉

伯工作的華人傳福音。

•  求主賜福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華人

基督徒，幫助他們在信心和見證

中成長，全心信靠這位能夠救拔

他們免受一切傷害的上帝。

•	 	求主讓基督徒工人在阿拉伯國家

有安居的環境，並給他們分享福

音的安全場所。

16 中國已成為沙烏地阿拉伯主要的貿

易夥伴。沙烏地阿拉伯是西亞最

大的國家、阿拉伯國家中的第二大國、

伊斯蘭教的發源地，也是兩個聖地的祖

國。首都利雅德，人口超過28,000,000

，佔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住在這個

國家的華人超過100,000人。

中國是主要的石油輸入國，中俄兩國合

作經營一個最近才開工運作的大煉油

廠。為了在2016年完成興建的公共設

施，沙烏地阿拉伯已斥資一千億美元，

而中國很可能提供大部份的建材。

對中國人而言，在那裡生活，並不見得

沒有問題。當合約失效，或生活、工作

的環境太差的時候，抗議的聲浪時有所

聞。不過近年來因為抗議，而導致中國

人被驅離的事件，至少有兩起，所以中

國人就默默忍受不公平的合約，直到可

以返鄉。

沙烏地阿拉伯有百分之三十的居民是外

籍人士，他們不能容忍伊斯蘭教以外的

宗教，只允許穆斯林公開聚集，舉行崇

拜。2012年，在當地工作的外籍基督

徒，因私下舉行禱告會，而遭宗教警察

逮捕拘留。

正因在沙烏地阿拉伯，幾乎沒有其他的

選擇，近年就有1,500多位在當地工作的

中國人，皈依伊斯蘭教；目前在一些擁

有大批穆斯林、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國

家中，有一群基督徒熱切地在當地傳福

音。他們希望藉著接觸和各種機會，幫

助這些異教徒免於滅亡。你願意為此異

象禱告嗎？             

The Chinese of South AfricaThe Chinese of Saudi Arabia

南非
                 華人         

沙烏地 
阿拉伯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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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泰國有一些像芭達雅這樣的城

市，住在當地和每年來觀光的

華人極多。求主帶領更多華人

基督徒工人委身於此，向自己

同胞傳福音。

•  為兩個分別在清邁和清萊的跨

文化中心禱告，目前他們的重

心是訓練新生代的同工，進入

泰國和世界各地，向世人傳福

音。          

•	 	求主帶領曼谷眾教會積極地向

大陸學生、上下階層的華人、

泰國人以及許多因生活和工

作，飽受欺壓的人傳福音。

泰國，一個能提供良好教育、處處

充滿商機，讓人鴻圖大展的土

地，也是個幫助許多華人在此圓夢的國

家。只是就算他們的夢想一一實現，但

沒有基督的心靈，仍然空虛寂寞，有一

種莫名所以的渴望，那是因為他們不明

白，他們之所以受造，是為了和祂建立

關係的緣故。

泰國有一億華人，佔當地人口的百分之

十四，經濟上舉足輕重的地位，給了他

們顯赫的身分，泰國華人以此為傲。雖

然很多人使用泰語，但仍然遵守許多中

國傳統。他們的特點是勤奮努力，而且

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

回顧歷史過往，華人對福音的接受度，

比泰國人高，不過去教會的人，大多是

中產階層；上下階層的會友很少。說國

語（普通話）的華人，約有5,800,000，

需要以他們的母語聽福音。

通常，泰國華人信奉中國民間宗教、祖

先崇拜和泰國佛教。家庭壓力形成一股

強大的拉力，使當地華人不敢接受基

督，因為父母擔心自己死後，無人祭拜

他們。古老的孝道觀念深植人心，因此

人若想要跨越那道出黑暗，入光明的防

線，相當困難。

泰國也是華人旅遊的首選觀光地點；每

年來此旅遊的華人高達兩千多萬人，所

以，在泰國要向華人傳福音的機會很

多。我們一起為此禱告吧！

18 在一條新建的道路上，一群塔吉克人

一面欣賞中國人的修築技術，一面

讚歎他們的職業操守。雖然塔吉克人承

認自己的築路工夫不能與中國人抗衡，

也樂見中國人帶來的改變，但是他們就

是不樂意看到中國人待在那裡不走。

被招募卻又招怨：這就是中國人在塔吉

克的生活寫照。

塔吉克是中亞最貧窮的國家。山地佔全

國面積的百分之九十，總人口8,000,000

中就有1,000,000人前往俄羅斯工作。同

一時間，目前超過80,500人的中國人，

也來塔吉克工作。

中國是塔吉克的經濟夥伴，已為興建和

整修落後的公路網，投資了兩億五千萬

美元。中國在礦業和建築業方面的投

資，一向廣受歡迎。新興的建築包括中

亞最大、位於首都杜尚別市的圖書館，

目前建築計畫還在繼續，足以提供許多

工作機會給中國人。2013年五月，中塔

兩國簽署了一項戰略合作協議，這項協

議更將加深彼此的友好關係。                                                                                                                      

在杜尚別有位中國商人，他的店裏總是人

潮不斷，生意興隆，對自己的工作環境感

到滿意。但是塔吉克企業主卻看得眼紅，

抱怨中國人拿了政府的好處，把商品賤價

出售，而本國人卻無法享有這種利益，隨

著中國人愈發達，民怨愈多。

杜尚別的中國人在中國餐館和醫院裏，

還能找到一點家的感覺，但大多中國人

在參與公共建設時，就住在工地附近的

帳蓬裏。他們不只是在異鄉為異客，而

且深陷被排斥的緊張情緒裏。他們必

須知道上帝了解他們的處境，也愛著他

們。你願意加入，為他們禱告嗎？

代禱事項
•	 	求主拆除塔吉克華人認識上帝的

障礙。

•  求主興起塔吉克基督徒，向住在

他們當中的中國人傳福音。

•	 	求主帶領基督徒工人，願意跟在

異鄉為異客的中國人分享基督。

The Chinese of ThailandThe Chinese of Tajikistan

塔吉克斯坦
                 華人         

泰國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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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正當土耳其華人遠離故土，在

異地追尋真理的時候，求主向

他們彰顯祂自己。

•  為在土耳其的少數中國基督徒

禱告，願他們與鄰居朋友共享

美食時，也分享信仰。 

•	 	為在土耳其的中國大學生禱

告，願他們接觸到福音，並帶

著福音回到自己的故鄉。

兩千年前，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第一個

聯結就產生了！那時，商人帶著布

匹、香料、貴重的金屬和人口，踏上絲

路，往返於兩大古國之間。今天，在土

耳其定居的華人超過50,000人，他們是

數以百萬漢族移民潮中，為了尋求更好

的生存機會，遷徙到他國的一小群人。

中土兩國的貿易正在蓬勃發展，而且前

景可期，大有可為。最近，從安卡拉到

伊斯坦堡之間的高速鐵路，剛由一個中

國建築企業興建完工。而2013年，中

土兩國的國家領導人同意與其他國家合

作，共同建構一個絲路經濟帶。

不過，中土兩國的關係，近年來漸趨緊

張，那是因為有些突厥分裂組織，在中

國西部的新疆省製造衝突的緣故，所

以，中國人在土耳其遭仇視敵對的報導

時有所聞，同時中國人也感到被排斥，

不受歡迎。

雖然兩國在文化傳統上，有些相同之

處，如：他們喜與朋友分享食物，共進

餐食，不過中國人始終無法融入土耳其

的民情風俗。

多數中國人都是為了生意，才會在土耳

其短暫居留；在當地大學深造的學生，

也都計畫學成後回國。旅遊則是進入土

耳其的另一個管道，每年前往土耳其的

中國人，超過100,000人。大多集中在伊

斯坦堡和幾個大都會地區。

在土耳其的中國人，因為生長在共產主

義的制度下，都沒有宗教信仰，自認是

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或人道主義者。

基督徒僅有百分之二，由於土耳其人大

多是穆斯林，基督徒必須設定目標，刻

意地去傳講福音。

代禱事項
•	 	求主帶領鄰國的眾教會，差派基

督徒工人進入這個國家，和當地

的教會配搭，訓練領袖們帶著上

帝的話語，肩負起向迷失群羊傳

福音的責任。

•  求主恩待不斷抵達千里達和托巴

哥的中國人，願他們不會因為這

個國家急速地發展，而被遺忘。

•	 	求主興起基督徒團體，回應種種

付出的機會，幫助這些在語言障

礙中掙扎，又有身心靈需要的

人。

20 中國移民對千里達和托巴哥並不陌

生，它是一個在委內瑞拉東北沿

岸外海的島國。中國人來此定居，始於

1806年，因為那時需要大量工人種植甘

蔗和可可。多年來，儘管移民潮起起落

落，不過華人的影響力，卻隨著參與了

經營權，與日俱增。

今天，中國人來這個國家的理由很多，

各有不同。有些人喜歡當地的氣候，因

為在這裡，一年四季都能耕種；有些人

想把握機會，擁有更多孩子，因為他們

的祖國厲行一胎化政策；另有一些人期

待獲得更優沃的生活，並為家人提供生

存的機會。

英文，是當地的官方語言，即使很多人不

會說流利的英文，而且生活環境極差，但

仍然努力工作，毫不懈怠。對新移民而

言，渴望擁有較好生活，為工作犧牲了一

切，卻大失所望，得不到相對的滿足，此

時教會可以給予極大的安慰。

不過，自從造船業和其他建築開工後，

中國和千里達托巴哥的關係更加友好緊

密，而且有關兩國文化、醫療、運動和

觀光的交換計畫也已簽署完成。然而，

對中國人而言，最需要的是耶穌基督的

救恩。

雖然目前中國人在千里達和托巴哥的人

數不到6,000人，但是我們要記得，牧羊

人寧可撇下九十九隻羊，去尋找一隻迷

失的羊。請加入禱告的行列，為千里達

托巴哥裏，迷失的群羊守望吧！

The Chinese of TurkeyThe Chinese of Trinidad & Tobago

土耳其
                 華人         

千里達和 
托巴哥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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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正當工廠在烏茲別克開工之

際，求主帶領華人基督徒在全

國各地開拓新教會。

•  求主興起一群基督徒，願意在

烏茲別克境內四出旅行，從事

培訓事工。

•	 	為那些尋求地上財富的人禱

告，願他們心中生出對聖潔的

渴慕來。

歷史悠久的烏茲別克古國裏，沿著素
富盛名的絲路，就會看到幾個曾

繁榮一時的城市；現在，這幾個城市則
坐擁與中國活絡的經貿往來。中國，是
眾多在烏茲別克投資國家中的一員。有
30,000,000人口的烏茲別克，在物質和
文化上都很豐富，物質方面有全球第四
大金礦，文化方面則有2,000,000人口的
首都塔什干，2007年時，被推舉為伊斯
蘭世界的文化首都。

1992年，中國和烏茲別克建交後，中國就
不斷地擴張自己的影響力。目前，烏茲別
克境內有四百多家中國企業，包括能源、
資源、電信、紡織、農業和建築等等。

中國依自己所需的能源，做為投資的決
定，目前在烏茲別克的能源方面，已投
資了近六億美元。此外，烏茲別克的電
信市場裏，還有更多前景看好的合作關
係。由於網路與電話用戶數目不斷地上
升，於是中國就在這方面，不斷地滿足
他們的需求。

2013年九月，中烏簽署了一項石油和
天然氣的交易協定，價值高達數十億美
元，最近更在提供資金和建設兩條鐵路
隧道方面，達成多項協議，這些都有助
於鞏固中國在烏茲別克的地位。

和其他中亞國家人民不同的是，烏茲別
克人對中國商人相當友善。這不只便於
管理當地的職員，也發現受雇的員工對
中國企業的忠誠度相當高。

溫州是中國的商業重鎮，一些來自溫州
的私人企業，已在位於烏茲別克中心的
工業園區，開辦了幾個工廠。經營狀況
對中國企業有利，中國商品在市場上，
也很受歡迎。但在放眼望去，幾乎都是
穆斯林的烏茲別克，基督徒聚集並非易
事，甚至被視為非法活動。我們深知，
生命的價值遠遠超過工作和成就，你願
意加入為烏茲別克華人禱告的行列嗎？
求主帶領他們發現這個偉大的真理。

代禱事項
•	 	為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華人禱

告。求主帶領他們聽到耶穌的大

愛，思考祂的應許，進而在心中

接受祂成為救主。

•  為在杜拜的華人基督徒禱告。求

主幫助他們向前邁進，放膽向同

事傳講耶穌所賜的新生命。

•	 	求主帶領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工

作、讀書和旅行的華人，願他們

發現他們的渴望可以在基督裏得

到滿足。

2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城裏，到

處都是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包

括住家、辦公大廈、旅店和現代化的購

物中心。城外則是蜿蜒綿長的白色沙

丘，在熾熱的沙漠熱浪中，發出微微的

光。和另外六個酋長國，組成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的杜拜，人口超過2,000,000，

是這七個酋長國中，人口最多的國家。

佔計至少有十八萬中國人住在杜拜。大

多都是來到此間修築公路、興建機場、

體育場以及參與其他建築工程的合約工

人，他們在烈日下工作，一天十二小

時，一星期六到七天，不曾稍停。夜

裡，睡在擁擠不堪的簡陋旅舍裏。這些

人離開中國，為的是賺錢，把工資寄回

國內照顧家小。他們幾乎是犧牲了一

切，協助這個國家建造了許多宏偉富

麗，但自己絕對沒有機會享受的建築。

他們並不知道，天上也有更為宏偉富麗

的殿宇，正等待著他們，只要相信基

督，就能享受。

除了中國人在阿聯生活與工作之外，極

多華人富豪在此奢華度假，為了吸引更

多華人，杜拜和阿布達比城裏的企業，

紛紛雇用說普通話（國語）的職員。這

樣一來，就吸引了大批華人留學生，因

為兩大城現在可以提供學生簽證，將來

學生畢業，即立刻就業。近年，華人已

成為國際學生中最大的群體，其誘因就

是此間的小班制和優質教育。

就像身體沒有水就無法存活一樣，在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沙漠的旱熱中，需要大

量的水才能暫時澆滅那永不休止的乾

渴，因此這些中國工人亟需活水基督，

方能止息屬靈的乾渴。

The Chinese of UzbekistanThe Chinese of United Arab Emirates

烏茲別克斯坦
                 華人         

阿拉伯 
大公國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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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為三件事讚美主！其一，越南

有美好的屬靈遺產；其二，越

南浸信會聯會正式成立；第

三，福音繼續廣傳。感謝主！

•  求主帶領更多像偉立那樣的信

徒，把救恩的信息帶給越南華

人；並為新成立的華人教會禱

告，不論這些教會在城市或鄉

村，都蒙主保守，日漸興旺。

•	 	為在河內和胡志明市新成立的

培訓中心禱告。這兩個中心成立

的目的，在訓練忠心的華人基督

徒，把上帝的話語，帶到萬國，

傳給萬民；當他們在越南開展福

音事工的時候，願所有說粵語、

閩南語和普通話（國語）的華

人，都有機會聽到福音，相信耶

穌，成為門徒。

越戰時期的黑暗年代，胡志明市恩

典浸信會的首任牧師黎謙，為了

信仰，他堅持立場，拒絕把教堂交給政

府，因為他認為這塊土地屬於教會、也

屬於上帝。戰爭結束後，教堂依然屹立

不搖，從此恩典浸信會建立了一個朝氣

蓬勃、生生不息的浸信會教會網路。

即使擁有這麼美好的屬靈遺產，超過

92,000,000人口的越南百姓中，基督徒

僅佔百分之二。儘管教會網路影響深

遠，不過在華人居住的地方，卻沒有看

到傳福音的效果。

不過也有一些特例。一位越南華裔偉立

（化名），對未信主的少數越南華人非

常有負擔，他用盡僅有的錢，徒步到一

個只有四百人的村莊，先跟村長分享福

音。上帝奇妙的動工，一位婦女病得醫

治，於是全村的居民都信了主，成為基

督徒，寺廟也變為教堂，上帝的話語從

這個村莊傳到其他的族群。今天，那裡

大約有1,200多位信徒。

在越南，還有很多工作待完成，很多華

人還沒有聽到福音，很多華人教會亟待

開拓。在越南的華人，極少想到永恆，

也沒有人在這些心靈中，撒下希望的種

子。你願意加入我們，為將近2,000,000

越南華人禱告嗎？

代禱事項
•	 	感謝讚美主，委內瑞拉浸信會聯

會的異象是，將在全國二十四個

重要城市裏，開拓華人教會。　

•  求主帶領委內瑞拉的教會，認清

大批華人移入的事實，而開始執

行傳福音的策略。

•	 	求主祝福委內瑞拉教會和華人教

會，願他們的合作有長足的進

展，並且能轉化當地的社會以及

周邊的鄰國。

24 委內瑞拉是拉丁美洲華人最大的聚

集地之一。中國與委內瑞拉建立

邦交已經四十年了，隨著兩國的友好關

係，和不斷增長的投資，愈來愈多中國

人想盡辦法來到委內瑞拉。現在，在當

地的中國人口正以最快的速度增加，速

度之快，居拉丁美洲諸國之冠。

雖然在委內瑞拉的華裔約有500,000人，

他們大多說西班牙語，也已融入當地的

文化。早年有兩波移民，第一波在1847

年，另一波則從1940年代開始。近年

更多說粵語和普通話（國語）新移民來

此，總數約54,000人。

很多從廣東來的中國人，定居於首都卡

拉卡斯，因此在那裡，粵語處處可聞。

晚近，更多台灣人和大陸人來到，而增

添了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在當地，你

很容易看到華人已經徹底地變成委內瑞

拉人，不過他們還是華人，仍然保留華

人的傳統。這樣的多樣性當然需要有多

元化的福音策略。

持兩年合約的華人勞工來到委內瑞拉

時，另有一些華裔已成為國會議員、律

師、醫生和商店業主。由於語言障礙、

工作忙碌和新環境的適應等等，造成許

多新移民無法接觸到福音。

2013年，中委兩國簽定石油協議後，數

萬名工人湧入委內瑞拉，不過除非有人

接近他們，向他們傳福音，否則他們只

能終日躲在工作的圍牆之後，隱形而且

無法接觸。

儘管在卡拉卡斯城裏，有兩個華人教會和

一個福音機構，正盡其所能地以各種方式

向新移民傳福音，但成長中的華人數目，

使他們力有所不逮。莊稼已經成熟了，工

人卻不夠。懇求莊稼的主施恩憐憫！

The Chinese of VietnamThe Chinese of Venezuela

委內瑞拉
                 華人         

越南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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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幫助辛巴威的基督徒了

解，他們必須跟當地的中國

人，傳講基督的大愛。

•  求主祝福服事中國族群的基督

徒和教會，目前在中國人當中

已有一小群人信主，但還沒有

教會。 

•	 	為在辛巴威信主的中國人禱

告，因為他們的改變過程曲

折，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而

將榮耀歸主名。 

 

辛巴威是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雖然國民受教育的比率很高，但

是目前的失業率卻高達百分之八十，而

且每年都有數百家公司關門倒閉。即使

如此，仍有大約6,000名中國人懷抱著對

工作和成功的憧憬住在那裡。

有時候現實不如預期。中國工人可能被

關在工地，護照被沒收，集中保管，直

到他們屨行合約，或償還離開中國所預

支的費用，才能重見天日。礦業和建築

業的工作，往往令人不堪負荷，因為工

時很長，而且工作環境極差，但是中國

人仍前仆後繼地抓住可能成功的機會，

認為只要辛苦幾年，就能另謀高就，漸

入佳境。

辛巴威出口原物料到中國，主要是煙草

和礦物；而中國也提供各種貸款和各式

廉價商品給辛巴威。當地人常去光顧中

國人開的商店。

根據報導，辛巴威雖然有百分之八十五

的基督徒，但12,000,000人所信奉的常

是混合的傳統信仰，例如：在基督教信

仰上，加上祖先崇拜。對中國人來說，

他們原本就有祖先崇拜的固有傳統，這

無異是認識真理的另一個障礙。中國人

極少和當地人來往，可能是因為語言不

通。也可能是實際或想像出來的偏見。

無論如何，如果中國人要信主，必須以

母語聽到福音，是不爭的事實。你願意

求主差派華人基督徒前往辛巴威，向他

們傳講福音嗎？

26 尚比亞的華人族群繁多，卻又疏於

聯繫。他們帶著不同的背景、個

人的過往和當今的期盼來到尚比亞，有

人是單槍匹馬，有的是全家出動，無論

如何，飄洋過海前往異鄉，就是為了尋

找就業機會。在新的國家，只認識幾個

朋友，口袋裏只有一點現金，一點商品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成功。

來自中國各地、各個行業的醫生、商

人、工人和專家紛紛抵達尚比亞後，發

現生活並不容易，但為了謀生，他們吃

苦耐勞的程度令人驚詫。過去二十年

來，中國人在尚比亞的人口，已經快速

增加到27,000左右了。

這些年來，尚比亞對自己與中國的關

係，感到相當滿意。1970年，興建尚比

亞與坦桑尼亞之間的鐵路，其資金主要

是由中國提供，這個工程使中尚兩國緊

密團結，向共同的目標邁進。今天，他

們最大的企業是礦業和建築業，不過其

中也有許多小型企業和農業機構。

2005年的礦場爆炸，和2010年的勞資衝

突，都造成中國經理和尚比亞工人關係

緊張。其他的摩擦，則發生於中國商人

開業的市場。雖然消費者因中國商品價

格低廉而受惠，但有人認為因此工廠倒

閉、國民失業，演變成經濟衰退、國力

衰微，而十分憤慨怨怒。

尚比亞是個基督徒國家，人口約

14,000,000。目前有個重大的任務是，

尚比亞基督徒必須向住在當地的華人傳

福音。當中國企業為了幫助尚比亞人，

而在此興建學校和醫院之際，該國基督

徒應把握機會，跟他們分享上帝的真

理。

代禱事項
•	 	為首都路沙卡的華人教會禱告。

目前他們正在開拓兩個華人教

會，一個在路沙卡，一個在恩多

拉。

•  求主帶領尚比亞的基督徒向當地

華人傳福音， 把他們帶到萬主

之主的面前來。

•	 	求主恩待尚比亞的華人，不但能

聽到救恩的計畫，而且願意相信

主耶穌。求主將福音的真理充滿

在華人家庭和社群當中。 

 

The Chinese of ZimbabweThe Chinese of Zambia

尚比亞
                 華人         

辛巴威
                 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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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求主住進巴西日裔的心中，帶

領他們尋求真理。

•  求主帶領因文化影響，而自稱

是基督徒的巴西日裔，因不認

識基督，他們的信仰空洞不

實。願他們與永生上帝建立屬

靈的關係，擁有滿足充實的人

生。

•	 	求主帶領巴西日裔繼續與他們

的親友分享福音，並在他們中

間開拓教會。

住在巴西的日裔約1,320,000人，是

日本人在自己國家以外最大的家

鄉。1908年，數千名日本移民來到巴西

種咖啡。單單是1920年代，就有70,000

多日本移民前往巴西，尋找農耕工作。

日本人來巴西，大多是為了找短期的工

作，工作結束就回國，沒有離開的，是

因為他們賺不到回家的旅費。日本移民

初抵巴西的數十年間，和當地人的衝突

不斷，緊張的情緒因此高漲，當年日

本人習慣在封閉的社群中生活，所以巴

西人輕看他們，視他們為次等族類。然

而，在過去的四十年間，情勢有了戲劇

化的轉變，今天的巴西日裔，不但已完

全融入當地的文化，而且出現在社會各

階層裏。

只有百分之十的巴西日裔是第一代移

民。第一代移民往往有更認同日本文

化、語言的傾向，不過後來的移民就漸

漸融入巴西社會，甚至宣稱葡萄牙語是

他們母語。

由於和巴西人通婚，在當地神父的努力

下，日本僑社改變了信仰，百分之六十

以上的巴西日裔堅信天主教。而信奉東

方宗教──佛教與神道教──的日裔，

約佔百分之二十五，另有百分之十五，

則是福音派的基督徒。

28 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日本

人於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移民阿根

廷。他們大多集中在像布宜諾斯艾利斯

這樣的都會地區，尋找洗衣店、咖啡

館或園藝方面的工作。二次大戰後，更

多日本人被南美洲的農業及經濟條件吸

引，而在1960和1970年代開始大舉進入

阿根廷。

目前住在阿根廷的日裔人口已超過

50,000人，其中包括了至少11,000的日

籍公民，及大約40,000的日裔阿根廷公

民。他們主要的語言是西班牙語和日

語。

早期來到阿根廷的日本移民幾乎都是務

農為生，今天，在阿根廷社會的各階層

中，日本人隨處可見。在阿根廷出生的

年輕日裔，尤其知道力爭上游的道理；

他們不但在當地的學校受教育，也認同

當地的社會。

在阿根廷的日本人，多數都已適度地融

入當地的文化，和其他民族通婚的情形

比比皆是。許多有日本血統的阿根廷公

民聲稱自己是天主徒。有些日裔則信奉

佛教或神道教──那是一種日本本土的

信仰，著重在犯錯後的潔淨禮儀。只有

百分之一的阿根廷日裔是福音派的基督

徒。

代禱事項
•	 	為在阿根廷的日裔基督徒禱告。

求主帶領他們開始熱切地向親友

分享福音的好消息。

•  為阿根廷日裔禱告。願他們的心

因尋求真理而攪動，也願主耶穌

差派基督徒向他們傳講福音。

•	 	為阿根廷日裔禱告。求主幫助他

們認清罪需要赦免，而不是靠儀

式，惟有藉著愛他們的救主所流

的寶血，才能得到赦免。

The Japanese of BrazilThe Japanese of Argentina

阿根廷
                 日裔         

巴西
                 日裔         



30秘魯是第一個接受日本移民的國

家，他們習慣以「日僑」(Nikkei) 

稱呼日人。日本的封建制度於十九世紀

末葉告終，由於國家快速現代化，造成

精通種植業的農夫，淪為貧民，日本政

府發現移民秘魯，不失為減緩國家苦難

的一帖良方，於是鼓勵百姓移民。

因為秘魯的蔗糖與棉花種植業欠缺人

手，日本人前往工作，就是期盼能衣錦

還鄉。不過很多人工作合約一結束，就

在利馬開始經營小型企業，他們保有日

本的文化、宗教，在家裡和社區中依然

使用日語交談。

二次大戰時，許多日本人被驅逐出境，送

往美國，被安置在拘留營裏；而留在利馬

的日本人，則覺悟到必須學習西班牙語，

接受更多秘魯文化，才能生存下去。經過

這次調整，他們在學術界和創業上，都有

傑出的表現。基本上，日本移民處於一個

極度驕傲的封閉社會中，他們保有傳統的

日本價值觀、文化以及遺產。

1990年，日本移民之子藤森謙也出任第

九十任秘魯總統，他同時也是亞裔在西

方國家中，最早擔任總統的其中一位。

隨著秘魯經濟下滑，日裔回到景氣欣欣

向榮的祖國，從事高收入的工作，不過

他們很快就發現，拉丁美洲人的影響早

已改變了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裏，反而

和同胞格格不入，飽嘗孤寂之苦，彷彿

外人，他們在日本對福音採比較開放的

態度，因此多人相信耶穌，成為基督

徒。

首都利馬9,000,000人口中，日裔就有

150,000人。日後世界再度改變，回到

日本的日裔，重返利馬與家人團聚，

這時候的日裔又深受日本宗教儀式的影

響，因此很多人結合了日本宗教與秘魯

天主教的儀式，成為混合的信仰。不

過，也有很多人是不可知論者、無神論

者，或者只是相信有一個善良的力量在

引導這個世界。基督徒在秘魯日裔人口

當中僅佔百分之一。

代禱事項
•	 	為了要讓日裔聽到福音，無論是

屬靈或是文化方面的障礙，求主

完全剷除。

•  求主帶領秘魯基督徒，本著愛心

向住在他們城裏的日裔傳講福

音。 

•	 	求主帶領日裔基督徒，勇敢而大

膽地跟親友分享福音。

The Japanese of Peru

秘魯
                 日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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