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MM 台灣華人動員宣教協會 2017 年 8月 7日~華人要起來 !  

 

徐承烈牧師 / CMMI 國際華人動員宣教協會總幹事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稼。~ 馬太福音 9:37~38節 

在 36節主耶穌嘆息是因爲許多的人群(世界許多種族)沒有牧人而困苦流離, 並且工人

缺少得很嚴重，羊群在諸山間，在各高崗上流離， 在全地上分散， 卻無人去尋, 無

人去找。 

太陽快要平西， 時間是很緊迫的！ 

這時候,主耶穌命令我們什麼呢?我們要求告 神打發工人，這 38節意思是說， 爲了

工人，我們要禱告並尋求 神。 

不過，我們可以做的只有禱告而已嗎? 

根據聖經許多經文，我們可以了解這經文含著其他兩個很重要的命令： 

1) 把自己奉獻給主(獻上自己). 

以賽亞書 6:8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我說、我

在這裡、請差遣我。 

2) 要出去尋找工人(動員). 

動員宣教(Mission Mobilization)意思是說-我們要尋找其他同工們，然後我們跟他們

一起同工去收割。 

那麽,我們要動員誰呢? 答案是“華人”！ 爲什麽要華人呢?  

以下有幾個很明顯的原因： 

1. 歐洲和非歐洲之間福音派基督徒的比較. 在 1960年代， 

北美和歐洲的福音派信徒和非歐洲的福音派信徒的比率是 70:30；不過在 2010 年的

時候,這比率是相反的 20:80 就是說，現在歐洲 的信徒漸漸地減少，但非歐洲的信徒

大幅地增加了! 尤其是在南美洲、非洲和亞洲，這也表示西歐的宣敎士也是減少了。 

結果呢? 現在宣敎已經不是“從西方到世界各地!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然而，在從前中國宣敎的 100位宣敎士中，全部都是西方去的宣教士，非西方的宣

教士一個都沒有 ! 因此 21世紀的現在已經跟過去 19~20 世紀的情況完全不一樣

了！19世紀時世界宣敎的主角~英國，現在已經不是差遣宣敎的柱子，反而變成需要

宣敎士的國家了！全歐洲的情況也是一樣，進入了 21世紀以後非歐洲的國家， 尤

其是南美洲、非洲和亞洲，漸漸成爲差遣宣敎士的主要地區了。 

2. 回敎徒的增加 

回教徒增加了！但是，基督敎宣敎士並沒有增加!在歐洲， 

總人口增加率和回敎人口增加率差異很大，比率是 1:8 

* 回敎徒的增加是自然的(一出生就是)，而基督徒的增加卻不是(接受耶穌才是)。而



且，西洋宣敎士在大部分的回敎國家裡，要面對許多的限制! 現在韓國宣敎士在回敎

國家的事工也是如此。然而，“華人”在許多回敎國家尚未受到排斥! 

3. 華人人口的增加. 

全世界找不到沒有華人的國家!也就是說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有華人。全世界華人的

人口約 14 億.(中國大陸 13億 7千萬+其他地區 4 千萬)。講華語的人口最多:7億

2600 萬名，講英語人口: 4億 2700萬名。華人被分散到世界到處，“華人無所不

在！”是誰把他們分散到世界各處呢?使徒行專 8:1「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敎會大

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4.中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的現況 

我們知道現在(2010 年)中國敎會有 2 千 3 百萬~1億的信徒，有的統計甚至說，中國

敎會有 2億的會友，根據一個非公式的統計：中國敎會每一天增加 2 萬 5千位的基

督徒。另外，根據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um(2011)的研究報告顯示，目前

中國敎會的信徒如下： 

家庭敎會(House Church): 3 千 5 百零 4 萬 

三自敎會(TSPM): 2 千 3百萬 

總 計: 5千 8百零 4 萬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um 在 2014 年再度發佈消息：「 2030 年的時候中

國敎會的會友將如何呢?」他們預測「15 年後，中國將會成爲世界最大的基督敎國

家 !」 

1949 年: 1,000,000 

2010 年: 58,000,000 

2025 年: 160,000,000 

2030 年: 247,000,000 

這對我們基督徒來說，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而且，2013 年在韓國舉行的洛桑大

會，會後有一個「亞洲教會領導力論壇」聚會，其中中國的成員成立一個宣教運動

【宣教中國 2030】，目標是：『在 2030年之前中國教會希望能差 2萬名宣教士出

去』！這是一個又大又令人期待的計畫！然而，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目前中國

教會在跨文化宣教方面仍有許多困難。 

中國教會要參與跨文化宣教時，需要克服哪些限制呢？ 

1) 長時間受封閉：價値觀的封閉、以自我爲中心的思考。 

2) 缺乏跨文化的接觸和機會：不容易接受其他文化。 

3) 缺乏跨文化宣敎訓練及經驗：在宣敎工場容易失敗，存活不下去。 

4) 不太了解現代的世界宣敎動向。 

這是中國敎會的現況，那麽海外的華人(華僑, Diaspora Chinese)呢? 

海外的華人和中國的華人的情形是相反的，海外華人(Diaspora Chinese)的情形： 

1) 他們在開放的世界裏 

2) 他們跨文化的生活經驗豐富. 

3) Global 偏在. 

4) 網路國際化 



這一些未得之民的地區就是華人的鄰居，不是嗎? 你們覺得呢? 

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發生的，全能的 神， 全知的 神，爲了 神的國度已經親自預備好

了！海外的華人敎會弟兄姊妹們，台灣的華人敎會弟兄姊妹們，你們爲神的大工願意

起來，願意一起服事 神嗎? 

 

 

徐承烈：客家人不要說「我不行」 應回應宣教呼召 

 

宣教特會活動 

記者/作者:  李容珍  日期: 2015-09-04   

台灣客家宣教 23 年 

【記者李容珍新竹竹北報導】「客家人不是神為了現今宣教早已揀選的種族

嗎？」曾在台灣客家宣教 23年的國際華人動員宣教協會會長徐承烈牧師，八月

29日在全球客家福音大會工作坊分享「客家的跨文化宣教挑戰」時，談到現今客

家人遍佈世界各地，其刻苦耐勞、容易適應當地文化、具有語言天份的宣教特

質，相對於韓國人只會一種語言，是不懂其他文化的民族，神都使用韓國人到各

地成為宣教士，神豈不使用客家人？ 

他說，只是客家人多半常會回應說「我不行」、「我沒辦法」，他相信客家人是

神所揀選、所預備的，最重要的是去回應神的呼召，讓客家福音傳到地極。 

全球宣教情勢調整 

「馬太福音九章 37-38節：『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

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我們懇求主、把自己奉獻給

主、要出去尋找工人。」徐承烈牧師談到，現今宣教與過去差異很大，過去宣教

以西方宣教士為主，現在不是；過去西方國家宣教方式是直接傳福音、開拓教

會，現在宣教方式改為間接方式，特別在創啟地區以專業方式進入當地。 

他說，從 1960年到 2010年的基督徒比例，在非西方國家從 30％提升到近 80

％，「我們該動員誰？動員那些工人？」就是南美洲、非洲、亞洲國家的人，尤

其是亞洲的華人，「這不是我們的希望，乃是神的命令！」他指出，在全世界沒

有一個國家沒有華人。2013年統計，全世界 73億人口中有 63％住在 10／40度

之窗，世界三大宗教佛教、穆斯林和印度教都在這些地區，是最需要福音，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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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密集聚集的地方。 

「現在穆斯林增加，但宣教士並沒有增加，而且西方宣教士在穆斯林國家有許多

的限制。」他認為，客家人可以回應神的呼召、回應神的宣教命令，因為客家基

督徒保持全球性的跨文化組織─全球客福，客家人在宗教立場上有關神的觀念和

祖先的理解，也易參與跨文化宣教。 

成為「宣教的種族」 

他說，客家人被稱為「東方猶太人」，歷史上和猶太人類似，都經歷艱苦，成為

神所使用宣教的器皿。做宣教士的氣質，包括刻苦耐勞的精神、勤勉冒險進取的

精神，在別人不要或無法墾植之地開拓，而且團結奮鬥，這是客家人參與跨文化

宣教的優勢。 

徐牧師表示，現在客家人遍滿世界各地，在一百多個國家定居，他相信這樣的分

散不是自己意願，乃是上帝特別目的把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有華人地方就有客

家人，大部分未得之民都有客家人存在。而且客家人就是語言學者，會講海陸、

四縣，也會國、台語或日語，甚至在東馬的客家人還會廣東語、馬來語和英語，

在跨文化裡容易適應、對當地人民較積極地接近、較不怕跨文化環境。客家人擁

有世界許多不同文化，也是很容易融入世界各地的文化豐富經驗的種族，所以客

家人可以成為「宣教的種族」。 

 

韓國宣教士徐承烈 歡喜客家傳福音 

 【記者蔡惠玲台中報導】韓國宣教士徐承烈牧師在台中市非客家庄成立台中客家教會。他非常喜歡客

家福音工作。所以即使遇到安息年，甚至孩子生病，有人建議他回韓國，徐承烈依然堅持宣教士的精

神，帶著家人繼續來到台...... 

記者/作者:  論壇報編採  日期: 2007-10-20   

 【記者蔡惠玲台中報導】韓國宣教士徐承烈牧師在台中市非客家庄成立台中客

家教會。他非常喜歡客家福音工作。所以即使遇到安息年，甚至孩子生病，有人

建議他回韓國，徐承烈依然堅持宣教士的精神，帶著家人繼續來到台灣，付出他

對客家人的愛。 

 

 徐承烈牧師，最近與台中貿易九村浸信會黃東柱牧師、行政院客委會諮詢委員

賴錦福老師，共同在非客家庄的台中市開拓台中客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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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給客家人 

 

 原先在台中愛恩教會牧會的徐承烈表示，他在 1970年奉獻給上帝，願意成為

宣教士。當他在高中及大學時，讀戴德生的傳記，就羨慕作中國福音工作，很想

傳福音給中國人。 

 

 後來，他成為環球福音會的宣教士，有人告訴他台灣需要客家福音工作。於是

他開始接觸客家人的相關資料，了解有許多客家人影響中國文化。 

 

 1992年他被差派台灣新竹縣新埔鎮，住在客家庄，開始學國語，一年後學客家

話，適應客家文化及生活。 

 

徐承烈並且在關西鎮開拓第一間客家教會－石光教會。他剛開始以國語講道，有

人翻譯為客家話，後來因為安息年回英國，所以將石光教會交給當地的客家人牧

養。 

 

 在英國時，徐承烈的兒子生病，有人建議他回韓國照顧孩子，等兒子的病好了

再到台灣，但他認為這不是宣教士的精神，他堅持要來台灣，將孩子的情形交給

神。於是在 2003年徐承烈帶著家人又回到台灣。 

 

喜歡客家福音工作 

 

 徐承烈說，他很喜歡客家福音工作，剛開始開拓台中愛恩教會，是為了客家人

成立，但發現來的不一定是客家人，所以因應需求，成立了國語、韓語崇拜、英

語聚會及客家小組。 

 

 客家小組即是現在所成立的台中客家教會。徐承烈談及台中客家教會成立的過

程，他說，客家人有隱藏身分的心理，他不是客家人，而且台中不是客家庄，所

以有種種的困難。於是他向上帝禱告，突破困難的方法。 

 

 他說，有一天神告訴他，客家人很團結，所以要用團結的方法。當時，台中有

每月一次的客家聯禱會，他向弟兄姐妹分享，客家人要團結，否則向客家人傳福

音很困難。 

 

於是他們先成立客家小組，一段時間後，在今年九月底成立台中客家教會。 

 



 台中客家教會的主日崇拜時間是在星期四晚上七時卅分，主要原因是弟兄姐妹

有自己的教會，他們都有兩個會籍。 

 

 徐承烈說，台中客家教會成立至今未滿一個月，已經有慕道友來聚會。 

 

許多人還未聽過耶穌 CMMI 動員華人跨文化宣教 

 

 

國際華人動員宣教協會主管領導會議合影（黃多加／攝影） 

宣教機構消息 

記者/作者:  論壇報編採  日期: 2017-11-17    

【特約記者黃多加新竹報導】「宣教不是要得到，乃是要捨棄。」2017年國際華

人動員宣教協會（CMMI）主管領導會議於十一月 6-10日在新竹納匝肋靈修中心

舉行。主席曾政忠牧師說，CMMI在台灣成立滿三年，持續關心跨文化宣教。如

果知道世界上每天有八萬個靈魂還沒機會聽見福音就死去，基督徒你會問自己要

做什麼？ 

曾政忠在大學二年級開始參加福音隊，他看見這是一個交棒的新世代，期盼年輕

人跟約書亞、迦勒一樣剛強起來，承接使命，前去全球還有三千多個族群未有福

音傳入的地方，使靈魂得救。「我們沒有聽說過耶穌！」有一次他在創啟地區，

非常驚訝有許多人說未曾聽見福音，不知道「耶穌」是誰？因著福音緣故，他這

三年跑遍東北亞及東南亞，真實看見神已啟動宣教大工。 

 

宣教不是短跑，而是馬拉松 

總幹事徐承烈牧師來台牧會 20多年，走遍客庄地區。他分享，宣教士不僅近可在

當地作光作鹽，遠敢走出舒適的安逸圈。如同聖經「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

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創世記十二章 1節）宣教是

重新學習別人的文化，撒下福音種子，花上時間去培育澆灌，這樣的路程不是短

跑就結束，而是一條馬拉松；過程中要有神學裝備和語言學習，否則容易信心動

搖走錯。因此鼓勵願意接受呼召的人，先讀神學院作為穩固根基造就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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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宣教神學院溫永生院長分享，他就讀神學院時，就開始在客家庄教會實習，

對於客家人信主的負擔，一直燃燒在心裡火熱。神在客神動了人看似不可能的善

工，客神未向銀行貸款，一億五千多萬元來自世界各地的奉獻如期順利完成。現

在上帝開了「道學宣教」和「宣教碩士跨文化」班，目的要訓練工人出去，收割

庄稼。 

英國 Frankie Yip宣教士說，成為宣教士是信心超越現在的環境，跨向未知的步

伐，把自己衰敗，讓神保護引導你。Frankie Yip 見證神的恩典說，當他走在宣教

禾場，並非一路順風，身體會疲憊，心會受傷，還有許多事務纏累。有時會像一

根稻草，在信仰使命和個人家庭環境的夾縫中兩難；但是，不要放大你的痛苦，

縮小神的大能，要知道上帝會負起一切責任。 

在英國關心中國留學生 

他的癲癇兒經過長時間禱告後病得醫治、太太得了類風性關節炎、女兒大學學費

昂貴…，總有事情一件件來阻礙打擊你；然而神看重人勝過看重事工，必須把信

心擺在對的焦點上，事情才能成就。目前 CMMI在英國也關心中國留學生。 

客神教務主任田榮道牧師表示，客神現有連結 CMMI宣教事工，目前有一位客神

學生在 CMMI實習，鼓勵有宣教志願的人到神學院接受裝備。 

 

他山之石 韓牧者籲從聖經學晨禱生活化 

 

 

台灣教會 

記者/作者:  論壇報編採  日期: 2011-09-03   

【本報記者連線報導】談到韓國教會的復興，「看重晨禱」是其中一項關鍵原

因，多名在台韓國宣教士分享觀察表示，韓國教會確實很看重晨禱，但關鍵仍是

「回到聖經」教導與榜樣，將一天的開始就獻給神、尋求神，學習在晨禱中落實

信仰生活化。 

 

金基文：禱告有力在於靈命成長 

 

https://www.ct.org.tw/category/news/%e6%9c%80%e6%96%b0%e6%96%b0%e8%81%9e/taiwan
https://www.ct.org.tw/?author_name=%E8%AB%96%E5%A3%87%E5%A0%B1%E7%B7%A8%E6%8E%A1&search_author=1


「禱告並非學習而來，靈命成長乃是自然的結果！」牧養高雄一心長老教會的韓

籍宣教士金基文牧師表示，台灣教會長久以來認真觀摩韓國教會，但程序上必須

轉回到聖經神學，因禱告會最好的觀摩對象都在聖經的榜樣裡，韓國教會不會是

教會成長的最終解答。 

 

他強調，禱告的力量在於靈命是否成長，而一切的根基就在於神的話語，在各自

教會本應有的牧養下，透過餵養信徒、好好栽培，以神的話語建造信仰，使弟兄

姊妹靈命逐漸成長、成熟，禱告自然會提升。然而，觀望今日台灣教會，目前有

推動成人主日學的只有 700多間教會，以查經班帶出系統性查經的教會更少，當

屬靈生命建造有困難，又怎能透過「學習」經歷真正由心而發的禱告力量呢？ 

 

此外，禱告會中，用靈來唱詩亦是很重要的部分，多數詩歌被創作時都是在創作

者聖靈充滿下的結果，對基督徒來說，「唱詩就是一種信仰告白」。因此，倘若

眾人聚集一處時，因著各宗派多元發展出自己一套的歌曲，沒有統一的詩歌能夠

朗朗上口，反倒會讓共同聚集禱告無法帶動會眾用靈敬拜、隨靈而唱，或者過於

形式、儀式化。 

 

如何恢復禱告的核心？金基文牧師表示，可從舉辦查經會開始。不是教導禱告的

技巧，而是從信仰生命根基起頭，透過神的話語使內心火熱，經由禱告唱詩進入

悔改，當聖靈充滿，就能得著禱告的力量。至於禱告會的形式，金基文牧師認為

不是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禱告要從心靈開始。 

 

黃金滿：早禱及悔改是復興關鍵 

 

雲林鄉福大埤基督教會黃金滿牧師是韓國宣教士，他觀察韓國教會與台灣教會的

差別表示，韓國的教會確實幾乎每一間教會都有早禱會，但是韓國教會復興有很

多因素，除了早禱會之外，另一個是因為教會的信徒在軟弱處「悔改」，悔改也

帶來教會的復興。他表示，耶穌是早禱的好榜樣，祂常常早上退到曠野禱告。黃

牧師認為教會不管有沒有舉辦早禱會，每個人早上把最寶貴的時間獻給神，在早

起後就禱告是最好的選擇。 

 

徐承烈：每天短時間晨禱習慣 

 

韓籍的新竹關西聖潔會徐承烈牧師表示，晨禱是把一天最好的獻給神，藉著禱告

把一天要做的工作、弟兄姊妹的問題都帶到神面前，對教會和個人都很重要。但

是持續的禱告，則是要信仰堅定才能做到的。 



 

徐牧師看見很多教會的晨禱不能持續，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晨禱時間太長，弟

兄姊妹很難持守，一是時間不固定，不能養成習慣。他建議，晨禱時間不需太

長，可以分兩個時段進行，一是公禱，可用卅分鐘，另有私禱卅分鐘。清早時，

牧師有一些經文分享，並為國度、教會事務禱告後，弟兄姊妹有事就可以先行離

去。私禱則是個人的讀經和禱告，建議先設定為卅分鐘，總共一小時的晨禱，對

弟兄姊妹比較不是壓力。 

 

他並建議，晨禱盡可能每天舉行，讓身體養成習慣。他以自己為例，周一休假

時，他應該不用到教會，可是他已經養成習慣，很自然地走到教會來晨禱。 

 

徐牧師說，早晨沒有外務干擾，是一個可以專心尋求與神親近的時間。晨禱結束

再開始一天的工作，會有意想不到的恩典。 

 

趙守貞：晨禱像蓋房子地基 

 

曾牧養台北純福音教會 8年的台灣世界展望會福音室主任趙守貞牧師表示，韓國

教會曾歷經眾多苦難及困境，因此普遍看重晨禱。近年來，台灣許多看重回歸五

重福音及純正真理的教會，也漸漸重視晨禱。她認為，晨禱就像是蓋房子時的地

基，若是穩固，教會就能有正向的增長、趙牧師說，對於韓國人來說，參與晨禱

是一種尋求醫治及釋放的過程，就像是快要溺斃的人，一定會大聲地呼救、放聲

吶喊尋求有人能幫助自己有活命的機會。她認為，當基督徒能更深覺察自己生命

中的軟弱與不足時，就會對於在清晨就尋求經歷神有更深的渴慕。 

圖／韓國教會看重晨禱。圖為韓國大人及小孩火熱禱告情景。（基督教聖恩堂提

供） 

 

Google網頁~How to use 徐承烈 in a sentence 

1. 《越中染識》凡二卷，系浙江德清徐承烈所撰。 

2. 徐承烈出生在這樣一個日趨衰落但仍不失舊有文化傳統的家庭中。 

3. 徐承烈從沈益川游二十年，與其子沈瑋、沈?兄弟交好，二人皆兄事之。 

4. 獨特的神怪觀，是徐承烈萌生創作小說的動機並獲得成功的先決條件之一。 

5. 徐承烈不獨是述異志奇的能手，摹寫人間世事的篇章，亦有極出色的文字。 

6. 對青少年時代的徐承烈影響較大的，除祖父退圃外，還有他的恩師沈益川。 

7. 2010 級新生教室位于一中古老樸素的“中儒”教學區和“徐承烈圖書館”教學區。 



8.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冬，徐承烈年四十六，已頭童髮白矣，乃賦倦游，自岭南

歸。 

9. 徐承烈繼承了歷代神怪小說的優良傳統，對于大自然懷有無限熱愛之心，筆下呈現的

多是祖國大好河山的優美景象。 

10. 徐承烈品端學邃，懷經世之心，好談奇事，于史書方志、詩詞書畫，莫不涉獵；他的

興趣極為廣泛，對于戲曲小說，尤有獨特的見解。 

11. 清朝徐承烈《聽雨軒筆記》卷四中記載了紹興漓渚隔堂庵尼慧音與朱綺國的戀愛故

事，後面有一批注：“今吳中《玉蜻蜓》彈詞移其事于申文定公時行之父，其實則本

此。 

12. 徐承烈認為，天地本來就是一大奇境，日月之升沉、風雷之鼓盪、山川之流崎、草木

之榮枯等等自然現象，由于頻繁地發生或出現，人們似乎已經熟識無睹了；但細細想

來，“莫或使之，而按時而動，又若有使之者，豈非可驚而可愕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