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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大道上的台一線高架橋下，有排三

層樓的建築物。其中一棟掛著一個紅色

的舊招牌，上頭寫滿泰文。進入該建築二

樓，就會看到一群異鄉人窩在這個小小

的空間裡，也許剛結束主日禮拜、享用過

帶著鄉愁的愛宴，預備度過一個熟悉而

放鬆的午後。

這是位於新北市三重區、鄰近新北產業園

區的七星中會泰宣教會，在蓬勃發展、喧騰

熱鬧的區域默默開展對泰國移工的宣教事

工，關心他們的生活，也尋找機會分享福音。

泰宣教會牧師蘇傳通、牧師娘蘇達樂都是

泰籍宣教師，自2008年來台服事，原本借用

台北中會二重埔教會的場地成立「泰國勞工

宣教中心」，2020年受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七星中會接納、正式更名為泰宣教會。

關於台泰宣教的淵源，可追溯至1996年；當

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ayal（泰雅爾）中會牧

師溫春雨、長老林清勇等人，看見泰國北部

的需要，深入阿卡族（Akha）村落傳福音。

後來中山教會、淡水教會、馬偕醫院等北部

教會與機構相繼投入。

1998年，經過長老教會北部大會及關心

國外宣教的教會、同工研議，設立阿卡宣教

小組，並於隔年正式承接泰北阿卡族宣教事

工。此後宣教重心轉至泰北清萊的滿星疊，

並更名為北部大會阿卡宣教中心。歷經兩次

搬遷後，當地宣教師決定在金三角的清盛地

區購地建堂，並開辦門徒訓練中心、種籽學

苑等事工，發展日漸穩定；這段時間被稱為

金三角阿卡宣教中心。

由於宣教需要，北部大會也與泰國基督教會

（CCT）簽訂宣教合作協約，並與泰國基督教

會第七區會的黃橋教會密切聯繫。因著這層

關係，當黃橋教會看見台灣本地泰國移工的

宣教需要時，便決定差派宣教師來台；蘇傳

通決定回應呼召，帶著妻子來到彼時還陌生

的台灣。

成為宣教師之前，蘇傳通曾在新加玻打工，

並在當地接觸基督教。信主後，他跟著教會

一起去工地宣教。因著參與宣教的快樂和滿

足，蘇傳通決定成為傳道人，希望未來也能

前往其他地方宣教、牧養。

除了泰國本地，他知道國外也有很多泰國人

及泰國基督徒，尤其台灣就有數以萬計的泰

國勞工。「這些泰國勞工可能沒有地方聚集，

一起敬拜上帝，因此當時我就想過要來台灣

宣教。」蘇傳通說。

因此當他在新加坡的工作簽證到期，就面臨

兩個選擇：一是來到台灣工作，也是當時泰

國人境外工作的首選；二是回到泰國進修神

學，等待資格符合，可以到其他地方宣教。蘇

傳通選擇後者，回到泰國接受神學裝備以及

音樂服事訓練；一開始他也不知道日後會去

哪裡，但因為有同學認識黃橋教會，表示他

們正在尋找合適差派到台灣的宣教師，這才

開啟他的普世宣教之路。

當時黃橋教會開出資格條件，包含要有境

外工作經驗、嫻熟各種樂器等，這些蘇傳通

盡皆符合，他也在禱告向上帝表達：「如果是

祢要我去的，那我就會去。」當這個機會出

現，蘇傳通相信是上帝的旨意，也立即回應呼

召。而蘇達樂在知道丈夫的決定後，想起曾

在曼谷擔任會計時有外派來台灣的機會，只

是當時年輕、害怕人生地不熟。呼召臨到之

時，她的想法是理所當然跟隨丈夫的腳步。

 

「剛開始我們沒有錢，什麼也沒有。」蘇傳

通回憶起初來乍到，對台灣陌生，只是憑藉

信心行動。在台灣教會的協助下，蘇傳通先

借用二重埔教會舊址。「當時德國宣教師夏

義正牧師，每個禮拜六傍晚都會來教泰國移

工英文和華文。」蘇傳通請語言課的學生在

禮拜日上午做禮拜，起初約三到五個人，陸續

有其他有意願者和泰國基督徒參與，聚會人

數越來越多。

這段時期，蘇傳通嘗試開辦吉他班和電腦

班，培養泰國移工的才藝、技能，也吸引慕道

友前來參加；另外也持續開設英文班或華文

班。宣教中心的福音活動主要是小型佈道，

或者配合泰國節日的慶祝；看似明確，但事實

上泰國移工的宣教與牧養策略，與台灣教會

的傳福和事工模式仍大不相同。

泰國移工幾乎都是在工廠服務，通常企業

不會讓教會進入；另他們也沒有辦法用很流

利的華語或台語到社區宣教，因此不太能夠

引起居民興趣；因此通常是到泰國商店或泰

國人聚集的地方發送傳單。蘇傳通也提到，

以前教會附近有間工廠，剛好實施三班制，

很多值夜班的泰國勞工會到教會玩吉他或爵

士鼓，蘇傳通有機會向他們分享聖經。

早期智慧型手機還不普及，蘇傳通會利用

移工們的下班、休息的時間，邀請他們來參

加教會禮拜與活動；而智慧型手機普及後，

則更加仰賴弟兄姊妹的人脈，才能更直接接

觸到移工們。

另一方面，制度的改變也對宣教造成衝擊。

台灣給予泰國移工的工作簽證最多是12年，

除非有台灣企業願意聘用或該位移工取得合

法身分，才能留下來。當蘇傳通於2008年

底來台時，泰國移工在台灣的數量約為20萬

人，現在僅剩5.6萬人。移工來來去去、期滿

就回國，因此教會成員流動率高，也不容易

拓展；蘇傳通提到，有很長一段時間，泰宣教

會的穩定聚會人數約是30至40位，近幾年有

下降趨勢。

儘管如此，蘇傳通仍然十分感謝上帝。教

會一開始是跟二重埔教會借用場地，後來二

重埔教會人數增加，泰宣教會開始尋覓新聚

會地點。考量泰國移工的生活習慣，新地點

必須交通便利，且不需要過多的額外裝潢花

費；蘇傳通最後選擇的現址，樓下就有公車

站，空間也相當完整。他很感謝上帝的預備。

 

對這些久居異鄉的泰國弟兄姊妹來說，泰宣

教會確實就是溫暖的家。泰宣教會聚會主要

是主日禮拜；如果碰到連假，就會邀請弟兄

姊妹出遊、聚餐；主日聚會結束，弟兄姊妹們

也會一起用餐，分享家鄉食物，留在教會聊

天、玩耍，演奏吉他和其他樂器，常常一待就

能待到晚上。

弟兄姊妹們在受訪時分享，泰宣教會跟以

前待過的教會不太一樣，因為牧師和師母不

僅平易近人，也十分關心弟兄姊妹，常常為

他們分憂解勞。Rujira姊妹表示，她在泰國時

是信仰天主教，來台以後跟著親友進到基督

教會；她接觸教會七年，但過去習慣坐在後

排，邊聽講道邊打瞌睡，但在泰宣教會卻感

覺到親切。她也提到，以往在別的教會聚會

時，牧師較不會跟會友們一起用餐，反而有

點類似軍中長官。

而Amee姊妹受訪時則表示，自己是跟著先

生來到泰宣教會；剛來台時也曾在其他地區

到教會聚會。對她而言，泰宣教會弟兄姊妹

的關係更像朋友，願意彼此擔待、真誠分享；

她也肯定牧師和牧師娘就像他們在台灣的父

母，「有時候遇到一些家庭問題，蘇牧師會

提供許多很棒的建議，幫助我們在遇到困難

時，能夠處理自己的情緒或問題。」有時候禮

拜六晚上，她會提前來教會打地鋪，找時間

跟牧師娘聊天。

 

除了人數減少，蘇傳通坦言泰宣教會目前面

臨的最大挑戰，就是經費困難。

由於泰宣教會是為基層勞工設立的教會，且

會友流動性高，因此期待憑藉弟兄姊妹的奉

獻來自立自養，是非常困難的事。過往泰宣教

會是由北部大會支持，後來遇到經費困難，

在中山教會的交涉下改成部分贊助；然而當

時提供的經費如今已告罄，僅剩中山教會獨

力支持，難免捉襟見肘。

蘇傳通表示，在體制上，中山教會與泰宣教

會是平等的關係，但由於中山教會是泰宣教

會的輔導教會，願意照顧泰宣教會需要、陪

伴成長；然而，單靠中山教會的支持，負擔確

實沉重。蘇傳通甚至曾經以自己的薪水支應

教會房租。「雖然泰國那邊偶有奉獻挹注，但

以日常經費來說，仍然十分不足。」

而目前的聚會情形，有將近一半的人會在

三年內返回泰國，屆時教會人數會再度大幅

下降。蘇傳通仍在思考有什麼機會能夠幫

助教會堅持下去，但因著財務與牧養現況的

困難，泰宣教會無法做出太長遠或宏大的規

劃，只能盼望各界看見基層福音與跨文化宣

教的雙重需要，了解泰宣教會存在的獨特與

必要，以代禱和奉獻等方式支持，讓這樣的

善工可以沒有掛慮持續下去。

看見需要便行動

過往經驗為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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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音，

建造移工在異鄉的家

語言與政策難關
在台灣成為家人

自立自養的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