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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時機」就是不讓機會過去，在當下能夠掌握時間可以發揮得到最好和預期的果效。若將

這樣的一個概念放到教會的發展方向來看，我們發覺過去在加拿大的華人教會，都是有意無意地把

握了這樣的一個時機：上世紀 70 年代的學生接待、90 年代的香港移民接待，加國的華人教會就是

這樣的發展起來。本世紀的 10 年代也是一個機遇。回頭一看，好像是每二十年一個機遇似的： 

 

1. 70 年代：我是在 73 年來加拿大唸書，先在溫哥華而後到滿地可。雖然一個城是在西、一個

在東，但是兩地的教會及每間大學的 CCF(華人基督徒團契)都非常著力於接待落地的學生。

為我們的學習適應、生活細節幫助、認識更多的「同路人」、甚至是在假期的時間帶我們到

當地不同的景點，當然若我們願意，也會接送我們到教會的團契和主日崇拜聚會。特別在大

學裡的華人基督徒團契，更是接觸到一班同聲同氣的學生。大家的背景和方向都是一樣，遠

離在港的家人，離鄉別井。當時的學生大部份不像現時的家境那麼富裕，那時的我們多是

「清貧」，使用每分每毫都要計算一下才使用呢！假期則盡量找工作以幫補來年的學費和零

用。因此，在這個年代的學生對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要求是清楚的。在基督徒的愛心接觸和引

導下，對基督的信仰和人生是很有切身的體會呢！有不少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信耶穌的

學生，很多都蒙召全時間奉獻事奉，我也是其中一個。數算我在滿地可的教會，到 40 周年

堂慶時，已有超過 40 位肢體蒙召在不同的角色和崗位上事奉神呢！ 

 

2. 90 年代：正值香港面對 97 回歸中國。83 年中英聯合簽署回歸備忘錄，並 80 年代開始中國

改革開放，香港經濟起飛，有不少在加拿大的香港人回流香港找工作。踏進 90 年代越接近

97，因當時有很多在政治上不穩定的因素，越多香港人陸續考慮移居海外。這時比較多的是

投資移民，也有不少是提早退休。選擇移居加拿大的大多會定居於溫哥華與多倫多，重新再

開始人生的一頁。那年代回港的加拿大港人大多在本世紀 10 年代末才開始思想「回歸」。 

  因此，士浸也在這些年間因著大量的移民而教會的人數急升，造就了教會的擴堂發展。

當時我在渥太華牧會，同時見證了這一次的移民潮。有不少是舉家來加拿大，並打算落地生

根。家庭之中有不少是年輕的子女，大部份都是就讀小學幼稚園，到現在他們已在卅歲前後

了，並且有著他們的下一代呢。在這年代教會開辦了中文班給新移民的子女(普通話班也漸

普遍起來)、移民講座、加拿大法例、入藉講座等。教會用盡各方的渠道盼望能與這些新移

民有一個接觸點。加拿大華人教會的數目也是在這些年間大大的增長，植堂、擴堂、購堂常

有所見。只可惜每當教會發展到這地步，內部的不協調和爭議就被植堂、擴堂和購堂而激化

起來。當時北美華人教會的增長，大多都是因為對教會的發展有不同意見而分裂增長。但在

遺憾之中，福音也總算是這樣傳開來了。 



3. 2010 年代：亞洲十個移民，有七個是選擇加拿大定居，而在這七個落腳加拿大的有五個是

因為子女的成長與教育。當然這年代的初期，陸陸續續開始是中國的新移民居多。隨著八十

年代國家的開放政策，很多大陸的同胞富起來。大家都尋找不同的途徑和方法，為他們的子

女安排來北美受教育。發展到現時的階段，我們可以見到有不少「陪讀媽媽」，她們面對的

孤單感是非常之大，特別當子女們在讀書和環境上出現不適應，並表現反常時，她們的困難

掙扎是大的，因為沒有傾訴的對象，也沒有即時可伸出援手的人可以協助和開解她們。早前

在教會也接觸到這樣的一個「陪讀媽媽」。其實我們的教會可以切實的想想如何開展「陪讀

媽媽」事工。 

在過去十年，中國大陸的新移民的比率，佔全加拿大的新移民首位。這年代的中國移民大多

都是受過高等教育，不像前兩個年代。奈何大多在這裡卻沒有機會發展，轉行的轉行，要從

低開始捱起來。但他們大部份的父母兄弟姊妹家人都是身處中國，他們的心聲是：「家人無

法團聚的地方永遠也不是我們的家」，所以有很多都是在中加兩地來來回回呢！這些中國大

陸新移民也需要我們有系統的為他們開始「接待」事工。特別是一些初來報到，沒有任何關

係和支援的，能在他們「初到貴境」的第一年接觸到他們，幫助他們各方安定下來，與他們

建立友誼的關係，對他們日後認識基督的信仰也有很大的幫助呢！ 

  至於 2010 年代中開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回流香港尋找機會的，現在

因為種種的原因已有不少考慮「倒流」，重回加拿大(詳情可參去年 11 月的「主任牧師見聞」

《夕陽事工？！斷乎不是》一文)。這一批「倒流」的曾經歷過在加拿大學生時代的接待。

當然，這一次教會若然發起另一次的「接待事工」，與學生的「接待事工」斷然不同。因為

回流「接待」需要與學生「接待」的需要是大大不同。正如我離開了加拿大廿五年，去年回

來的時候我的需要是：找房子落腳、考車牌、辦理銀行戶口和信用卡、加國國民保險卡

(OHIP)、購買代步汽車、汽車保險、家居保險、生活環境的適應、哪裡可買到需要的東西、

何謂平與貴、出外飲食時的服務費－中國與西人的餐館不同之處、有甚麼新的景點和消閒的

地方；有子女的要尋找合適的學校、尋找工作；信主的尋找教會、重新對加拿大的認識、對

政府不同政策的了解、報稅的問題、朋友圈子的建立。林林種種的現實問題，真的需要建立

一個「接待事工」如以前的「學生接待事工」一樣。我不想肢體們將這看為一個「事工」，

而是一個「接待的服事計劃」。 

  若然我們有這「接待服事計劃」，士浸有近二千會眾，接觸面一定是很廣。加上我們可以在社

區和眾教會著力宣傳我們有這「接待服事計劃」，能接觸到的「回歸移民」一定不少。一方面可以

「成為祝福萬民的教會」，也可以分享福音的好處，藉著愛心彰顯的行動，為主耶穌作見證。不但

為已信主的開了士浸的門，也讓未信主的家庭開了經歷主耶穌的愛的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