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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

馬太福音廿八章19節

　【記者李瑞娟台北報導】「華福
2020年預計推動全世界12個城市TIP
（科技、創新、先知性）Talk聚會，
包括台北、高雄、新加坡、多倫多、

澳洲、北美等地，讓不同地方具代表
性的嘉賓透過他們的生命故事，和當地會

眾彼此交叉對話。」即將於明年（2021）7月接
任華福總幹事的石牌信友堂牧師董家驊受訪表示
，期待透過個人的生命見證，讓大家發現上帝國
度在各地的奇妙作為及可能性，共同推動華人福

音運動為目標。
　世界華福中心於元月8日晚間在台北iM行動教
會奇蹟館，舉辦全球「煽風點火」計劃首場講座
（圖，李瑞娟攝），吸引百人參加。首先分享的是
Radius Asia宣教訓練中心總幹事陳維恩牧師，他
與妻子張悅慈前往巴布亞紐幾內亞「Biem」荒島
上宣教，帶領未開化的島民認識耶穌、建立教會，
並且利用貧乏、有限的資源，表演聖經戲劇。
　陳維恩說，當他帶著妻女準備前往荒島宣教，
身邊很多親友挑戰他：「你沒有權利帶兩個孩子
去荒島宣教！」但他充滿疑惑反思：「為什麼當
年家人帶我到加拿大，就沒有這樣的偏見？」他
認為，很多人之所以贊同加拿大移民，是因要移
居「先進國家」，但會反對前往荒島宣教，是因
當地是「落後的地方」。
　對於「煽風點火計劃」，董家驊牧師（圓圖，
劉以琳攝）說，計劃包括科技（Technology）、
創新（Innovation）、先知性（Prophetic）等3
個重要元素。受到工業革命和數位化革命的影響
，科技帶來了創新，雖然福音是不變的，但處境
在改變，我們回應大使命，概念跟框架也要跟著
更新，很多人不太了解先知性這個因素，以為是
「預言」，其實舊約先知都是宣講上帝的心意，
呼召當時的人們回轉歸向神。
　董牧師說，未來華福運動會以跨代、跨界和跨
文化三方面進行福音宣教事工，也就是隨著全球
化和人口的快速移動，全球基督徒人數不再集中
在西方世界，上帝興起許多非傳統傳福音方法，
「跨代」將福音帶進宣教士難以進入的地區，產
生「跨界、跨文化」等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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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劉以琳高雄報導】華福世界中心於元月
10日上午在高雄福氣教會舉行跨界、跨代、跨文化
「TIP Talk講座」，以不同領域的專業基督人才透
過故事、局勢及事件的分享敞開福音、宣教的對話
Q&A，約百人參加。
　10日上午由廣告人黃志靖長老擔任主持人，大
會邀請高雄福氣教會青年牧區馮珮牧師、外交部
澳洲司姜森司長、舊鞋救命發起人、十大傑出青
年楊右任分別以18分鐘最精華的對話彼此激盪，
其中皆一致強調「上帝國度的重要性」。
　明年即將接任華福總幹事的董家驊牧師說，因
著福音的緣故，馮珮牧師從教會所發展本土化「
幸福小組」策略，看到了全球華人世界觀、國度
觀的福音運動。而教會的主權是屬於誰？個人生
命的主權又是屬於誰？外交部姜森司長從外交眼
界看到政教關係唯有神掌權，而楊右任多年舊鞋
救命幫助各地族群，看見了人類要真實地悔改，
進而認識神，重新成為新造的人。

　宣教對話Q&A時段，由黃志靖長老主持，引
領三位講員（圖，劉以琳攝）交叉對話，他們
一致說到教會無法吸引人的原因是「無聊」、
「制式化」、「世代隔閡」，再再點出教會需
要在神的話語上更新，最重要是活出愛神、愛
人。不論是都市或偏鄉的基督徒，若沒有神，
終究會匱乏、感到絕望。所以要回歸福音本質
，「人心唯有神能夠滿足，而耶穌是一切問題
的答案！」人的幸福在於神的愛充滿，也能活
出每天的使命與盼望，那麼教會就不再無聊，
也可以打破制式化的制度，以及世代隔閡，能
夠饒恕，彼此和好，吸引世人歸向主。

點燃跨界、跨代、跨文化的福音使命

華福煽風點火 計劃重燃台灣復興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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