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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從這一期開始，我們對「通訊」的內容作了一些更改。我們的重點將會放在

切實的工作報導、同工的介紹和分享，以及預告參與歐洲宣教機會的詳細情形。 
  在這一期中，我們登列了陳若魯弟兄最近在羅馬尼亞事奉的經歷和感受；介紹

了 COCM 一位新的同工于小玉和她的見證；訪問了長期參與支持 COCM 事工的金

新宇牧師；也宣布了參與羅馬尼亞短宣的機會。希望我們這一些更改能令大家對

COCM 的工作能有更切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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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工介紹 
  隨著越來越多的中國大陸移民和學生進入

歐洲各地，COCM 也逼切需求有中國大陸背景的

宣教士。感謝主，最近有多位有這樣背景的新同

工加入了 COCM。這裡向大家介紹其中的一位：

于小玉。 

  于小玉是中國的新生一代，是父母的獨生

女，背負著極重的責任和期望。她在中國念大

學，在英國念教育学碩士，有良好的中英文基礎。她蒙神的呼召，進修神學。雖然

她一向在英國人的教會聚會，但神學畢業後卻加入了 COCM，成為一位實習宣教

士。對一位父母尚未信主的獨生女來說，這是她一個十分艱難而又重大的決定。 

  由於她沒在中國人的教會教會聚會，故極需要經濟上的支持。如有教會或弟兄

姊妹對她的事奉有所感動，可通過 COCM(Canada)對她作出支持。 

 

 

 



  踏上宣教路          
                                                  于小玉                 

  我叫于小玉，来自中国青岛。从小受无神论教育，认为这世上没有神。我

在烟台上大学的时候，通过美国宣教士及身边基督徒朋友的生命见证，特别是神自

己通过圣经的启示，认识了主耶稣。 

  大学毕业来到英国，当时因为只是为了出国而出国，并没有想过自己到底想要

什么，来到英国后才开始问自己。当时我读的是教育学硕士，但其实一点都不感兴

趣，感觉很痛苦。在祷告中向神诉苦，问神怎么办，神问我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

会做什么？我说想要更多认识神，想要学习圣经。但当时神让我看到应该把已经开

始的学业圆满完成，不能够半途而废，所以我当时就尽力的好好把书读完了。 

  读完书之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其实也没有方向，但还是投了一些简历，结果

什么都没有下文。人生好像又走到一个尽头，不知该怎么办。其实我在这之前跟教

会的长老分享过想要读神学的想法，并且我们的教会非常重视宣教，我也从中更加

认识到神对我的大爱，以及 更加体会他对失丧灵魂的忧

伤。在这个时候，教会的长 老再一次跟我谈起这件事，鼓

励我思考到底自己想要做什 么，而不是为了要工作而盲目

的工作，他鼓励我到神面前 询问神的心意。 

  神奇妙地把我带到了 Redcliffe College 宣教培训学

院，也奇妙的让我不信主的 父母同意并资助让我可以读神

学。神让我在 Redcliffe 经历 了他的怜悯、恩典，也更让我

对宣教有更多的热心和认 识。我一直认为神要让我跨文

化宣教，把福音传给不同语 言文化的人。 

  但是从我读神学第一年起，我因实习就来到 COCM，而且之后，总会有人对

我说这就是我以后要服侍的地方跟方向。虽然我并不这么认为而且认定要跨文化宣

教，但是很奇怪，却总是愿意来到 COCM，并且有需要的时候，我也愿意来服

事。 

  我一次在剑桥实习的时候，把这困惑跟一个属灵长辈分享。我原以为他会同意

我的想法，没想到他也是认为我应该向我的同胞传福音。之后，神也让我看到自己

的骄傲，很多想要去其他地方宣教的想法有很多个人英雄主义的潜意识，并没有真

正把神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神也再一次让我来到 COCM，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真正为主摆上一切的生命见证，我越来越看到自己的罪，来到神面前，痛哭流泪，

愿意神的意思成就。 

  就这样我来到了 COCM，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向自己的同胞宣教，这是神

对我目前人生阶段的带领。我也相信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要为未来投入跨文化的

宣教做好准备。不但要在生命的成长中更加放下自己，穿戴主耶稣基督；还要面对



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挑战：第一，作为独生子女的挑战，怎样面对既要为福音的

缘故不得不撇下父母，到神带领的地方服事（马太福音 19：29；马可福音 10：

29；路加福音 18：29），又要担负起作为唯一的儿女要赡养父母的责任以及遵守

神要我们孝敬父母的诫命（出埃及记 20：12；申命记 5：16；以弗所书 6：2-

3），并在众亲友当中为神作美好的见证。第二，作为家中第一代基督徒的挑战，

父母对独生子女的期待都很高，怎样能让还不信的家人父母理解我们跟随神的选

择、怎样面对他们的不理解和反对。 

  所以在回应神的呼招，跨出宣教这一步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众弟兄姊妹的代

祷。感谢神，我的父母虽还没有认识神，但是因着对我的爱，一直都在试着理解、

支持我；能够放手让唯一的孩子远在英国为神的家工作，这真的只有神做工。我为

很感谢神。也请您与我一同为我在中国的父母祷告，愿他们也能看见神的真实可信

及他的慈爱恩典，让他们也尝尝主恩的滋味是多么的美好。 

 

 

             進入宣教基地 
                                                                陳若魯 

  在今年四月的時候，我再次前往羅馬尼亞的首都布加勒斯特，主領了復活

節的聚會和一連六天的培靈會。在相隔了七年之後，我清楚的看到神在當地華人中

的工作，以及當地唯一的華人教會-伯特利華人浸信會-的成長。 

 

   羅馬尼亞地處東歐，以東正教為主。其首

都布加勒斯特人口約 220 萬，華人約有一萬五

千，大部分來自浙江的溫州和青田，少數來自

河南、湖南和福建。絕大部份的人在在一個叫

「紅龍市場」銷售衣服、鞋物和日用品。他們

每週工作六天，由早上四點多到下午一點開

店，下午則到倉庫拿貨，星期天休息。他們的

顧客來自羅馬尼亞各地以及鄰近的國家如烏克蘭和土耳其等。 

  

  伯特利華人浸信會每星期天借用羅馬尼亞浸信會會

址舉行主日崇拜。他們一點鐘集體讀經，一點半教唱

詩，兩點正式聚會，五點之前要清場。現在經常的聚會

人數在 110 人左右，今年復活節的聚會則有 133 人。 

   

  除了借用羅馬尼亞教會作主日崇拜之用外，教會又

租用了一個三房一廳的地方作為福音中心。週一至週六

的聚會如查經、團契、詩班練詩、培訓和特別聚會都在

福音中心舉行，一般是下午四至六點。福音中心的三個

房間也用作宣教士、講員和短宣隊住宿的地方。 



  現在教會聚會人數穩定，弟兄姊妹們充滿活力和熱心，對聖經竭力追求，而且

相當熟悉。教會的運作漸趨正規化，去年第一次會友大會選出同工，出席人數達百

分之九十。今年更通過了建堂，並購買了一塊地作建堂之用。教會在去年開始了的

工作，在北部小城向建築工人傳福音，已有多人信主，包括今年復活節受浸中的兩

位弟兄。差傳工作的參與加倍的激厲了弟兄姊妹對事奉的熱心，也幫助了他們靈命

的增長。 

            擴展福音國度 

 
  當中國人在十多年前進入羅馬尼亞的時候，

一般人的生活都不太富裕，也沒有在羅馬尼亞長

期居留的意向。如今教會弟兄姊妹的生活較前大

有進展，很多人都買了車子、建了房子，開始有

長期居留的傾向。年輕人的人數也漸增加，羅語

和其他外語的能力也增強了不少。從人數來說，

這個教會已成為東歐最大的華人教會。這些因素

讓教會的宣教基礎漸漸建立。除了在本地有一個

很大的傳福音的禾場之外，羅馬尼亞周圍的國家

也呈現出極大的差傳機會。願神在將來的日子中使用這個曾經是一個宣教工場的教

會，成為一個在本地和周圍地方宣教的基地。加拿大在這個宣教工場曾積極的參

與，現在也積極的參與這個宣教基地的工作和發展。 

 

 

羅馬尼亞短宣機會 

  加拿大 COCM 將會組織一短宣隊前往羅馬尼亞首都布加勒斯特，日期是八

月八日到八月二十三日。短宣隊的工作會包括個人佈道、派單張、帶領聚會、初信

栽培和門徒訓練等.整個行程的費用約為$2,000.歡迎對宣教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報名.

報名者請將姓名、性別、出生日期、信主年月、所屬教會、曾有或現有的事奉以及

聯絡的方式以電郵寄往 admin@cocmcanada.net 或以信件寄往：COCM (Canada), 
P.O. Box 32528, Richmond, BC V6X 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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