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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
的一個契機

義的真理，加爾文寫下巨著 《基督教教義》（The 

i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但最終

要在日內瓦才能實踐其改革宗理念。

法國屬於我們所說的後基督教國家（Post-

Christianity）。曾幾何時，她是基督教信仰的

發達地區，如今宗教被歸類為主觀性的個人信

仰，從公共空間退出，人類高舉自我，以為社

會科技的進步將解決一切問題，所以人類不需

要上帝了。

今天，法國的基督教信仰極為衰落，根據統計，

福音派基督徒只佔總人口的0.5%。多數法國

人以無神論者自居，並且對談論宗教非常反感，

大多數人都是個人主義者，生活孤獨，沒有真

正的朋友，也缺乏信任。其實他們非常需要福

音，然而，許多當地的教會仍處於成長的掙扎

「你們也要一同用祈禱來幫助我們，好使許多

人為我們感恩，因著他們許多的禱告，我們獲

得了恩賜。」（林後一11）

我們夫婦 80至90 年代曾在法國留學和工作，

在那段時間認識主耶穌並信主，隨後我們奉獻，

回香港讀神學，並尋求神的旨意，漸漸清楚神

要我們事奉海外的華人和知識分子，因為這和

我們多年來的經歷、文化背景等都有密切關係。

其實神早已在裝備我們，在法國生活十多年，

我倆對她的文化傳統有一定的認識。法國身處

宗教改革的核心地帶，在1562-1598年間有

八次宗教戰爭（天主教對更正教徒的迫害），

對國家造成了極嚴重的破壞。16世紀宗教改

革家約翰加爾文（Jean Calvin）與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同時期發現於聖經的因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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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需要外國宣教士來牧養，根本無暇顧及對

外傳福音、宣教，大部分教會沒有外展事工。

近年，有許多華人僑居法國，也有許多國際留

學生在法國求學，亦有不少法、中家庭的組成

和養育下一代，這成為我們在法國傳福音的一

個契機。

在封城期間，政府規定晚上六時後不能外出，

所有店鋪關門。我們正在苦惱如何接觸有需要

的人時，便認識了某人道機構，他們會收集當

天賣剩的麵包糕餅，晚上去到各大學宿舍區探

訪學生，關心他們。解封之後這項合作幫我們

認識了不少同學，了解到他們苦無老師教授法

語，神奇妙地讓我們接觸到國際宣教士，他們

在不同的法國教會招募信徒參加門徒訓練，課

程包括傳福音、服事人群等；這正正就是我們

所需要的，於是法語班在這些門訓弟兄姊妹的

支持下，便成功開辦了。

若果你喜歡與不同國籍、文化和背景的年輕人

交流，或喜歡分享各種生活經歷、信仰，又或

者想擴闊眼界，我們歡迎你來這邊看看。跨文

化的服事和跨文化同工都展示著在神的國度裡

信徒的合一，是討神喜悅的。

 

圖片說明：

1 派麵包隊把收集回來的麵包糕餅分發給學生。
2 成功開辦了法語班。
3 感恩節聚會。
4 學期完結，一起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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