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题：寻求城市的福祉 
经文：耶利米书 29章 5-7节 

 

 

 

 

 

讲员：潘志成牧师 
 

 
 

引言 
当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色列子民被掳

到巴比伦时，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

亡国、居住在外邦之地的人，传说上帝

的话说，叫他们安顿在异邦之地：「你

们要建造房屋，定居下来种，吃田里的

土产。你们要结婚，生儿育女……使你

们在那地方繁殖起来，人口增多，不减

少。你们要替我放逐你们去的那些城市

谋福利，为那些地方的繁荣向我祈求。

那些地方繁荣，你们才能繁荣。」（耶

29：5～7） 

 

对被掳之民而言，这段说话是具革命意

义的。耶利米不仅肯定他们可以在蛮邦

异国之地生活，而且还进一步说明他们

的责任，为当地的居民谋幸福，因为以

色列被掳之民的平安幸福，与当地的繁

荣是息息相关的。耶利米的劝谕，叫他

们为那地的人祷告，他肯定在外地祈求

上帝是可能的。这是革命性的建议，是

以色列人信仰的突破，是他们崇拜生活

的新经验。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我昨晚与大家一起追溯新加坡开埠时期

的移民社会，西方宣教士被母会差派前

来星马开拓教会。1819 年新加坡成为一

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四面八方的移民涌

入这个小岛，有来自印尼群岛，海峡殖

民地，中国南方沿海的华人等。1842 年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逐渐松

动，加上天灾频密，华人大量离开故

土，南迁新加坡求生活。移民人口激增

是西方教会差传所关注的。 

 

新加坡其实从开埠至到今天一直就是一

个移民的社会。我们称近期移入新加坡

的移民为新移民。他们的生活习惯、外

貌服饰与我们不大相同，讲话还带着故

乡的口音。其实我们在座许多人的祖先



 

 

也是移民，可能已经移入新加坡有三、

四代人了。当然没有人再称你是移民

了。但是你与我应该都是旧移民。我们

还记得自己祖父辈是来自福建永春，福

建南安，或是广东梅县等。 

 

为什么说新加坡迄今仍然是一个移民的

社会？根据 2020 年人口普查由公民和

永久居民组成的居民人口达 404 万，其

中 352 万是公民，52 万是居民。预测到

了 2030 年，新加坡总人口可能达 650

万至 690 万之间。不过，实际的人口数

量较难确定，取决于生育率、平均预期

寿命。移民的增加取决于全球与区域环

境、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需求等因

素。目前我们还有非居民约 150 万人。

他们是持有学生准证，工作准证，或专

业准证，在我们这里就业或求学的。 

在应对人口问题的挑战时，政府必须寻

求一个平衡点。如果我们做得不足，我

们的社会很可能陷入人口逐渐老化的困

境，进而失去活力与朝气，而年轻一代

也将到别处寻找机会。另一方面，如果

我们引进过多的移民和外籍员工，我们

将削弱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使国人产生一种被挤出自己家园的感

觉。要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以达成

“可持续的人口，朝气蓬勃的新加坡”

的目标。我们必须预先好好的规划，才

能为目前和未来的新加坡人创造一个美

好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们彼此关

怀，富有归属感，并且对国家充满自豪

感；这也是人们成家立室，养儿育女的

好地方；同时，老年人可以在这里安享

晚年，年轻人则有机会施展才华，创造

光明的前途。这些与差传有什么关系？ 

 

一般教会的差传观念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差传？

差传就是到海外，向不同文化的未得之

民传福音。好像我们认识到 1881 年，

英国长老会差派宣教士阁约翰牧师抵达

新加坡，从此开启长老会在新加坡华人

中传福音的新时期。他 1881 年 11 月抵

达新加坡后两周，就前往汕头学习语言

和传福音的方法，并于 1882 年返新，

在荣耀堂牧会，并设立多间星马的堂

会，成立南洋长老大会。 

 

又有德国信义会的宣教士冒着生命的危

险来到印尼马达山，向野蛮未开化，杀

人吃人肉喝人血的马达人传福音。 

 

另一个差传模式：由于世界各地城市的

发展，人口从乡镇涌入各地大的城市。

特别是客工，女佣，都到城市寻求更好

赚钱的机会。我们很熟悉 1995 年真理

堂开始本地泰国客工的差传工作。过去

我们到泰北向那地方的泰国农夫传福

音，但是现在他们来到我们家门口。我

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这些人还包括来

新加坡的海外留学生，菲律宾、印尼女

佣，缅甸护士。这些工作我们称为本地

差传或是本地宣教。 

 



 

 

移民基督徒的社会见证  
但是今天要分享或是说我们要学习新的

差传观念，是要从我们是新加坡的旧移

民或新移民说起，当然我们也是上帝国

的子民。我们被引导来到这个地方，可

能是我们自愿的，也可能是没有选择

的，因为生下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住

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生活形

态，我们的付出贡献，我们的爱心关

怀，我们的看守建设，这一切都是我们

的见证，就是差传，就是宣教了。这怎

么说呢？ 

 

近年来，华文教会开始对于“宣教”这

个词语有一些质疑。因为“宣教”明显

带有一种帝国主义的色彩，帝国主义是

带有侵占的意味，而基督教对于中国来

讲，帝国的侵占与基督教的传入中国是

联系在一起的。而保罗以“传福音”一

词来表达。例如他说，我若不传福音就

有祸了。但是约翰却是喜欢使用“见

证”一词。无论是用宣教、传福音或是

见证，对于所在的处境都有许多值得我

们反省的地方。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词

语，已经反应我们的形态了。 

 

耶利米不仅肯定被掳百姓可以在蛮邦异

国之地生活，而且还进一步说明他们的

责任，要为当地的居民谋幸福，因为以

色列被掳之民的平安幸福，与当地的繁

荣是息息相关的。从离开自己原属的故

乡，来到异国之地这个意义上。我们虽

然不是被掳来到这里，但是可能是为着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为要脱离一种不自

由的环境，不认同的政治体制。我们是

一批在这里安身立命的上帝子民。耶利

米对百姓的劝谕对我们也有相同的意

义。寻求城市的福祉；为这块土地上的

居民谋幸福。这是教会要问自己的问

题？我们是热心传福音，但我们有没有

为这块土地居民谋幸福？你爱上帝，你

有爱邻舍吗？耶利米的劝谕是要被掳百

姓去寻求异邦城市的福祉，要去为居民

谋幸福。当我们的重点不再是我可以得

到什么？而是这个城市需要我付出什

么？这些居民他们需要什么？这对我们

来说是要求付出和牺牲。这不就是耶稣

的事工吗？这不就是爱上帝与爱邻舍的

诫命吗？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

在主的身上。 

 

多元社会宗教间的关系 
新加坡稍早公布的 2020 年人口普查，

其中信仰人口这一块发生了比较大的变

化，过去占大多数的传统佛教信仰，10

年来比例逐渐下降，从 10 年前 33.3%降

至 31.1%，这种现象在华人社区的改变

最为明显，因为 2010 年，有 10.9%自认

是道教徒，2020 年已经降至 8.8%。相较

其他过去 10 年其他宗教信仰人口，过去

新加坡的基督徒人口比例则增加，从

18%提升为 18.9%。这样的比较，过去

20 年它的比率差距是更大的。 

 



 

 

这些统计数字所显示宗教人口的转移，

反映在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某一种宗

教的增长，其实是解释了另一些宗教人

口下降的原因。这可以构成一个敏感的

局面，问题若得不到妥善处理，严重起

来会导致宗教间的敌视和冲突。新加坡

能维持当前这种宗教和谐的局面应归功

于政府一路来对种族宗教和谐所做的努

力建设。这包括立法及推动宗教和谐宣

言、宗教和谐圈，制造宗教领袖交流对

话的机会等。 

 

首先，圣经没有提供一个放诸四海为准

的传福音方式，各地教会必须基于自己

的政治、文化背景塑造自己的见证模

式。这是一个很广的课题，只是基督教

给别人的印象往往只是很狭窄的，就是

一味的要去改变别人的信仰。在这前题

之下，你说宗教间有和谐的可能吗？这

里有彼此尊重的空间吗？李显龙总理曾

说：“一些宗教团体则选择守在自己的

圈子里，不与其他信仰者直接来往。这

一方面有可能是他们很单纯地想在自己

的团体，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由于他们

无法容忍他人宗教信仰。” 

 

道成肉身的宣教模式  
若说教会有的宣教模式，我想有的肯定

是道成肉身的模式。神的儿子成为了

人，住在罪人当中，与罪人认同，也引

导罪人回归天父。因此我认为新加坡的

教会可以以“牧养”来取代传统的“布

道。”约翰福音第十章 14 至 16 节。耶

稣是好牧人，牧人最要紧的任务就是牧

养群羊，不但耶稣是好牧人，他也委托

门徒，他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牧养

我的羊。使徒彼得也好，使徒保罗也

好，他们在各处按立长老，目的就是要

牧养群羊。只是你或许会说，牧养信徒

是应该的，因为信徒是耶稣的羊。但是

为何说以牧养取代布道呢？这答案是明

显的，因为约翰福音这里耶稣说：“我

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

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

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牧养圈外的羊 
往往我们重点放在领圈外的羊进入圈

内，可是没有留意圈外的羊也需要牧

养。耶稣要我们牧养圈内的羊，当然也

要我们牧养圈外的羊。首先我们要问，

为什么教会要牧养羊群？因为羊会偏行

己路，牧人要用百般的智慧劝诫，教导

将羊群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引到父面

前。羊会跌倒，羊会迷失，羊有属灵方

面的需要，圈内的羊如此，圈外的羊也

是如此。 

 

因此要为圈外的羊祷告，为这个城市寻

求福祉，也要为这块土地的居民谋幸

福。基督徒要投身义工行列，为这里的

居民谋福利。有一次，四宗教会领袖与

社会发展部的官员，市长有很好的对话

机会。在那一次对话时，部长呼吁教会

能留住新移民。过去有报道新加坡人歧



 

 

视与我们生活习惯不相同的新移民，或

是非居民。但是你可以给于他们帮助，

你愿意没有目的地为他们谋幸福吗？你

可以为新加坡的繁荣留下他们吗？ 

 

社区的关怀属于差传的范围 
今天我们讲为寻求城市的福祉，有提及

真理差传的转型。如果上帝的宣教是上

帝差派教会出去，进入人群中，为城市

寻求福祉，为居民谋福利。那么这就不

是一少部分的人的行动，而是每一个基

督徒的行动，更是我们的生活形态。他

一定包括你的祷告，你的奉献，你的行

动。因此，我们应该将这样对社区的关

怀归入我们差传的范围，就是说，对社

区的关怀要成为我们差传的一部分。 

 

结论 
感谢主带领真理差传度过 47 个年头，如

今己踏入 48 届。下来我们除了关心海外

跨文化的事工，也要更关注社区的关怀

事工，为城市寻求福祉，为居民谋求福

利。让我们不只是奉献，祷告，也以行

动，在生活，在人际关系上，本着爱

神，爱人的诫命，行出信心的行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