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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者语2 编者语

承先启后 承先启后 
林厚彰博士（主编及海外华人事工顾问）林厚彰博士（主编及海外华人事工顾问）

在人类历史中有许多瘟疫记载，短则一两年，长则十来年。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应
该是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三分之一的人口灭绝。2019年的新冠瘟疫也算严重，还好因
现代医学发达，才免于更多人死亡。现在许多国家包括新加坡都在学习与病毒共存，让
生活尽快恢复正常。在这样一个新环境里，上帝保守 SIM 海外华人事工也再次启动了许
多工作。

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把陈佳明牧师夫妇带到我们当中，分别担任本事工第三任主任
及特别助理。他们的华人布道和植堂经验丰富，我们深信在上帝的指引下，他们将更上
一层楼，把海外华人事工做得更广更深！特别是一场疫情让整个海外华人分布和动向都
改变了，所以在事工重点上我们需要重新考量。以往十多年我们把重点放在非洲，近期
上帝则让我们开始亚洲的海外华人工作，包括菲律宾南岛的达沃市和日本的东京，以及
其他还在联系和探索中的地方。

我们一方面感谢恩主差派了陈佳明牧师夫妇加入本事工，另一方面也感怀恩主接走
了本事工先锋段忠义牧师。在接受与放手之间，当“哭泣有时，欢笑有时；哀伤有时，雀
跃有时”，让我们更深体会了承先启后的重要。求上帝继续帮助我们，在缅怀与继承前
代之时，也积极地启发后代，传福音到地极。

期许新兵：陈佳明牧师和陈秋璇师母期许新兵：陈佳明牧师和陈秋璇师母

陈佳明牧师在1961年出生于新加坡，靠着多年打拼成
为一名机械工程师及公司董事，但在“成功商人”背后却深
感心灵空虚、人生无趣。1989年，在基督徒朋友带领下接受
耶稣为生命的主。信主后陈牧师的属灵生命快速成长，但当
上帝呼召他出来全职服事时，却因还无法放下高薪与高位而
有所挣扎。之后经历上帝多次呼召与感动，终于顺服并踏上
全职事奉的道路。先在母会服事，后再与师母到一亚洲创启
国服事近三十年。

陈秋璇师母1959年出生于马来
西亚，为第三代基督徒，1975年重
生得救。初高中就读于新加坡圣公会

中学，毕业后赴台湾国立中兴大学攻读商学院社工系。毕业后到
新加坡的关怀中心开拓心理辅导事工。1993年，随陈牧师到亚
洲创启国服事。 两人育有一女（已婚）。

 
2022年6月开始，夫妇俩同心在SIM事奉，求主帮助。

                                                                                      

差派礼
（左起：新加坡希望教会中文部王家杰传道、

海外华人事工顾问：林厚彰博士与夏长华牧师、东亚区总主任华生）



承先启后 3承先启后 3

9月21日于南非行道会瞻仰遗容。左起：儿子世宣和儿媳Panida及
段师母。

退休典礼（右起：许正郎长老、
尹士俊教授和林厚彰博士）

缅怀先锋：段忠义牧师缅怀先锋：段忠义牧师
（ 1 9 5 3 . 6 . 2 2  -  2 0 2 2 . 9 . 1 5 ）（ 1 9 5 3 . 6 . 2 2  -  2 0 2 2 . 9 . 1 5 ）

1989年，段忠义牧师和徐美湄师母加入SIM（图1）。1991年被差派

到南非约翰尼斯堡向印度人传福音，后有感动要服事当地一个由十
几个华人移民组成的查经班；并于1995年建立了华人教会。

2008年，SIM海外华人事工成立后，段牧师的华人事工就纳入此事
工的第一个重点项目。段牧师也是此事工顾问团的团员之一（图 2）。

时光荏苒，段牧师夫妇在南非服事了近三十年后，于 2018 年 6 月荣誉退休。时任 SIM 
东亚区总主任的林厚彰博士、前任台湾区主席的尹士俊教授和时任台湾区理事会主席的许
正郎长老，参加了在段牧师母会（台北行道会）举行的退休典礼（图 3），并赠言「忠心良
仆，热心爱人，美好榜样，荣耀主名」。

2022年9月15日凌晨，段
牧师在南非跑尽了该跑的路、
打 完 了 美 好 的 仗 ， 就 此 息 了
地上的劳苦。家属将按其 遗
愿 ， 将 骨 灰 撒 在 开 普 敦 的 海
中（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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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散居华人敞开的门  向散居华人敞开的门  
    黄约瑟牧师（SIM 亚洲 C 区动员事工主任）黄约瑟牧师（SIM 亚洲 C 区动员事工主任）

福音沃土福音沃土  
菲律宾达沃市菲律宾达沃市

5月24日，我从新加坡飞往菲律宾的达沃市探望李俞洁一家。他们於2020年初被
动员至此参与SIM海外华人事工，要成为当地华侨，特别是新侨的祝福。谁知立刻遇上
世纪大瘟疫，遭封锁两年之久。这少有的考验，以至士气、事工、家庭、儿女教育等
方面面临了非同小可的挑战。

期间与三位可爱的孩子“一见如故”，爷爷长爷爷短谈个不休，能够与他们相
见，即使只在那里度过三个夜晚，已是很享受。与俞洁和苏珊谈到跨文化事工的酸甜
苦辣、拓荒建立教会的“入门”、经历等，在欢笑和泪水中重建信心并立志重新摆
上，顺服与交托，主必使用。

从马尼拉过来的林长老和在菲律宾经商的马来西亚朱弟兄都心系福音工作，前来
与我们会面，特别关心俞洁一家在这里的工作。在林长老的穿针引线下，我们拜访了
达沃市的一所基督教学校。这所学校有近三千名学生（当中有许多未信主的），校长
阿舍很爱主，又有远见，他诚恳地邀请俞洁协助他们教中文课。这里很多来自中国大
陆的新侨，以及当地的华侨家庭都希望下一代能学习华语。我们看到上帝在开路，藉
此让俞洁和苏珊透过学生认识他们的父母，开展福音工作。

对此，俞洁和苏珊在长久的疫情封锁后，终于看到了一扇为他们敞开的门，可以
有方向、有信心做更长期的宣教投入和计划。感谢主。

但愿散居在此的新侨、老侨，都可以有更多机会认识主，求主看顾保守，指
引开路，让祂的工人能完成所托付的工，荣神益人。

达沃市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最重要的城市，
也是菲律宾第三大城市。据悉达沃市目前约有一万
多名华人（疫情前约有五万人，都因疫情回国了或
回不来了），而僅有一间小型华人教会。在疫情缓
解之后，SIM差派黄约瑟牧师和夏长华牧师飞往达沃
市，探望海外华人事工宣教士李俞洁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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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种与收割撒种与收割    
夏长华牧师博士（SIM 海外华人事工顾问及首任主任）夏长华牧师博士（SIM 海外华人事工顾问及首任主任）

在SIM的安排下，于7月赴菲律宾达沃市探访海外华人事工的宣教士俞
洁和苏珊，虽然僅两周时间，却是宝贵。

布道布道
在俞洁带领下，到中国城及华人区传福音、个人布道及分发福音单

张。其中一些人有良好的反应，当然也有拒绝的，但感谢主，我们再次向
他们布道分单张时，其中一位接受了！这位妇女经营儿童脚踏车生意，也
是俞洁的邻居。早餐时我们曾为此祷告，下午主就给我们回应了，主真奇
妙！

                            
主日主日
我们参加了当地华人福音教会的敬拜，恰巧是他们团契建立十年后，

第一次以教会的形式聚会，约有四十多人出席。当天有机会与负责人黄传
道夫妇及多位主内同工見面，他们建议 SIM 可与他们同工，开拓当地的华
人福音事工，并参与教会的各种聖工，如主日学教导、个人谈道入门等。

后记后记
达沃市是个待撒种和收割的福音沃土，然而作工的人少，愿有更多华

人宣教士怀着天囯的使命，为主忠心摆上。请为现有的宣教士代祷，疫情
封锁结束了，俞洁需要更多智慧规划不同的项目来接触当地华人，例如亲
子与婚姻关系座谈、中文补习等；苏珊则蒙主带领进入当地一所基督教学
校教导中文，未信的学生们对于这位来自中国却不是拜菩萨的老师极感兴
趣。最后，也请为他们的三个孩子（8岁、6岁、3岁半）的学校和在家教
育，及身心灵平衡发展，讨主喜悦代祷。    

在鳄鱼公园向华人做个人布道

参加当地华侨华人教会之主日崇拜

逐店拜访，分享福音

夏牧师与俞洁的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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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主呼召我与陈牧师到SIM海外华
人事工事奉。上任没多久，我们就出发到马
来西亚和柬埔寨探访并分享海外华人事工的
异象，也藉着网络和菲律宾的俞洁夫妇、日
本的约翰夫妇交流。

马拉维马拉维
    5月，我们还没有正式上任即被邀请与过
境新加坡，要到越南服事的前马拉维SIM主
任HJ见面。HJ在马拉维服事期间，就对当
地华人事工极有负担。在他的努力之下，今
年2月已有来自美国SIM的Esther姐妹到马拉
维开拓华人事工，他盼望东亚区也能支援那
边的工作。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7月，我们与东亚区总主任华生一起到东
马来西亚，探访了海外华人事工的第二任主
任陈朝强牧师夫妇及前宣教士谢必胜牧师夫
妇，了解了非洲的华人事工情况。我们预定
在明年3月前往非洲各国继续探索海外华人
事工的机会。
  

柬埔寨柬埔寨
    6月，我们收到来自柬埔寨的华人宣教士
卢姐妹的电邮，分享了当地华人的福音需
要。于是我与陈牧师在8月中旬就出发到那
边两个星期实地了解情况。据悉柬埔寨的华
人华侨大概一百万左右，其中金边的华裔比
例比较高，约有十几万人，所以这里真是一
个巨大的福音禾场！求主呼召更多华人宣教
士到来开荒布道！

   

日本日本
   2019年9月，约翰和恩珍就接受装备要参
与海外华人事工，但因疫情而直到今年5月
方成功出发（等候期间他们曾协助东亚区办
事处的翻译等工作）。他们在日本的东京三
鹰市开拓华人事工，并与周边的日本教会合
作，开办华人团契及神学培训。

菲律宾菲律宾
       2019年10月，俞洁与苏珊带着孩子出发
到菲律宾，刚安顿完毕即遇上疫情大封锁。
虽然整整两年多面临了诸多拦阻，但感谢主
他们依然决定延长服事任期到 2024 年，盼
望捉紧机会留在当地开拓华人福音工作。

后记后记
       在了解更多之后，我们更加清楚唯有
「藉着祷告」，才能在出行受阻、人力不
足，并疫情后期整个大环境的改变下，继续
开展向海外华人传福音及动员海外华人基督
徒献身宣教的使命。请代祷。

上图：谢必胜牧师夫妇（左），目前在东马牧会
下图：陈朝强牧师夫妇（左四和五），目前在东马
           福音戒毒所事奉

陈牧师在金边华人教会主日分享信息

事工报告事工报告  陈秋璇师母（海外华人事工特别助理）陈秋璇师母（海外华人事工特别助理）

2022年2022年2022年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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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023年
计划与展望计划与展望  陈佳明牧师（海外华人事工主任）陈佳明牧师（海外华人事工主任）

        明年2月，SIM将在非洲肯雅举行实体的2023年全球大会。届时我们将在大会之后加
入总主任华生前去拜访海外华人事工在非洲的工场，包括早年开发但因各种原因停滞或
结束的、现在还在继续但缺乏长期工人的，以及许多正等待SIM去协助和开荒的据点。
非洲幅员广阔，我们期望能尽力安排到最多地方，一次过实地了解那边的海外华人福音
现况。这是我们明年的目标之一。

       第二个目标，则是希望能设立SIM海外华人事工委员会，招揽对海外华人有负担、
有经验、有资源的众肢体，众志成城扩展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福音工作。俗话说有阳
光的地方就有华人，特别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重启大规模海外移民潮，移民
涌向世界各地。2016至2017年度，世界散居华人数量约5800万，是 1980 年代初数量的
2.6倍；而保守估计在2020年已达6000万，其中东南亚约有4100万*！于是，我们的第三
个目标，就是更多开发东南亚区域的海外华人福音工作，目前已有柬埔寨发出的呼声，
我们盼望不只是听到，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去到！

       最后，我们最大的目标其实就是回到原点，希望有更多华人基督徒愿意作主门徒，被
差遣、被使用。如此方能应付庞大的福音需要，才能跟上上帝的脚步，趁着白日，快快去
撒种、灌溉、收割！  

*中华侨务第一刊 2020年 No.6 - 21世纪前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
  分布和籍贯的新变化。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2008年，SIM国际事工差会（东亚
区）有鉴于向海外华人布道的重要性，
以及动员海外华人基督徒献身宣教的
急 迫 性 ， 于 是 成 立 了 海 外 华 人 事 工
（SIM Chinese Diaspora Ministry，简
称 SCDM）。异象是有华人餐馆的地方
就有华人教会，有宣教禾场的地方就有
华宣同工。

2023年2023年



主的恩典够用 主的恩典够用 
约翰与恩珍（日本）约翰与恩珍（日本）

出发前的差派礼

  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夫妇于5月抵达日本
东京，有很多感恩也有很多挑战。主保守
我们在预算不是很多的情况下遇上日币贬
值，租到很适合服事的房子，买到很多不
错的二手家电用品。虽然尚在忙碌的安顿
中，主已开始使用我，抵达一个月左右即
开始了三次主日讲道，三次线上证道及三
篇宣教见证。还有机会准备主日聚餐、在
退休会中准备晚宴、在15周年纪念礼拜时
准备手冲咖啡，也邀请了牧师和师母来家
聚餐。食物让大家有更舒心的交流环境，
并在交流中安慰造就人是我们宣教的初
心。

    太太恩珍来这里之前也计划了很多，
思考着如何使用自己的恩赐（英语教学）。
但是来到之后才发现与预想的情况有很多
不同。日本仍是因为疫情而无法展开很多

事工的国家之一，会众子女不参加线上崇
拜，使得原计划的主日学及英语教学事工
被搁置。原是为了“宣教事工”而来，却
只能照顾牧师的儿子（快两岁），好让牧
师师母可以更好的服事主日及主日聚餐。
这一过程上帝让她学会谦卑，每天来到上
帝面前寻求祂的旨意，放下自己的计划期
待上帝的计划的实现。

       来日本之前，这里的教会牧师曾说日
本有三十年没有发展！最开始没明白什么
意思，来了之后才明白日本在某方面是停
滞的，例如行政作业仍大量依赖纸张并且
申请周期很长（开银行户口要三周）。这
提醒我们要加快脚步在这片福音硬土努力
做工，绝不可停滞！请为日本的教会和我
们的服事代祷。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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