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敎牧期刊16 (2004年5月） 

宣敎士與活力差傳伙伴 

羅定獎 

- 、 對 宣 敎 士 崇 高 的 景 仰 

剛信主的時候，我曾向主耶穌表示心跡，要嘛就作個好基督徒，要 

嘛就不作基督徒。如何能證明自己可作個好基督徒呢？就到非洲作宣教 

士吧！願意全然委身，豈不證明自己的決志了嗎！結果，天父沒有帶我 

進非洲，卻帶我到菲律賓去，如此便展開了二十多年的宣教事奉生涯。 

二 、 入 行 過 程 

1977年，當時我正在銀行工作，但卻不甚愜意，於是「轉工跳 

槽」，跑到遠東福音廣播公司工作。1978年內部調遷，進入製作部直接 

參與製作福音廣播節目。由於從未接受過大眾傳播訓練，得D區心瀝血才 

完成一份稿件時，硬撐了一年，我終於受不了壓力，向上司申請報讀神 

學，當時的目的很鮮明——學習寫好福音廣播節目稿件。 

1983年從建道神學院畢業，心中毫無半點掙扎，一心重返遠東廣 

播，任職寫稿先生。然而卻看見遠東廣播刊登廣告，聘請前往菲律賓任 

職電台宣教工作人員’這則廣告自我初入遠東工作時已有’想不到六年 

來仍乏人問津。年青的我既熱心，也有點兒衝動’無法明白為何口說愛 

主愛國，願為國家奉獻傳遍福音的人，竟沒有一個願意前赴福音廣播前 

線？思前想後還是沒有滿意的答案’結果拍拍胸腫’毅然自動請纓’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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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敎牧期利 

上征途。說來可真汗顏’四年神學訓練’只修讀過溫以諾博士教授兩個 

學分的差傳導論，如此這般便上陣去了 ° 

三 、 回 望 香 港 敎 會 走 過 的 差 傳 路 

六十年代，香港教會普遍還不太懂差傳或宣教為何物’當時教會差 

派工人出外’大多以開荒、佈道、植堂和牧養為主要事奉模式。宣教工 

人一般受過正統的神學訓練，加上愛主、愛人靈魂的心志就奉命出發° 

(建道眾多先賢前輩，早年就前赴南洋’發揚開荒、火熱、吃苦的偉大宣 

教精神，一幹就幾十年。縱然他們不懂甚麼是宣教學，卻以行動表彰出 

來。他們沒有現代宣教士後輩的奢侈或幸福，可以接受多元化的宣教訓 

練和裝備，只懷著丹心一片，為主為道盡心竭力，遇上困難便硬著頭皮 

面對。他們大概都會向天父支取力量吧！）往後的二十年，香港眾多教會 

都開始發展差傳這玩意’被差派到海外工場的宣教士數目也逐年增加。 

八十年代開始，由於某些國家或地區不准許宣教士用傳統方法在那 

裡為主作見證，帶職宣教便應運而生。不過在當時，大概只有教師、醫 

生、護士和工程師才有資格成為帶職宣教士的。 

踏進2004年，全球百分之七十五的國家已刪除了宣教士簽證。傳統 

宣教士能為主工作的機會日漸減少，不同類型的帶職宣教士或雙職宣教 

士卻陸續出現。 

四 、 今 天 的 宣 敎 工 場 需 要 怎 樣 的 宣 敎 工 人 ？ 

回想過去二十多年，按筆者在不同的宣教工場的經歷，耳聞目睹’ 

親身體會’深深感受到普世福音事工的成敗，跟宣教工人的表達有絕對 

關係。無論差會結構多強、教會支援多大、神學院訓練多充足，宣教士 

的生命與事奉表達卻往往是成敗關鍵。畢竟我們是在做人的工作，目的 

是要把全球不同種族、背景、文化和性格的人’完完全全帶到基督面 

前，讓他們作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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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敎士與活力差傳伙伴 61 

宣教士自己怎樣做「人」呢？ 

1999年香港差傳事工聯會進行宣教士離職原因的調查，在報告的附 

件臚列了幾個亞洲國家宣教士離職的首七個原因（參附件一），其中數 

個原因尤其突出，包括團隊不和、不滿意差會，以及與當地領袖不和。 

1998年，台灣公元2000年福音運動出版了《給我全世界》，在附 

錄也臚列了十二個不同差會要求宣教士的資格，其中 多差會要求宣教 

士曾受聖經學校或神學訓練，排行第二的要求共有六項，分別是重生得 

救、清楚蒙召、教會推薦及支持、身體健康及身心健全、有語言訓練及 

語文能力和願憑信心過生活。可見一般差會對宣教士的要求都甚高，而 

所有願意踏足工場的宣教工人都是丹心一片、滿有信心、裝備充足的， 

他們都有清楚的呼召，都曾受神學訓練，然而為何面對同工時竟然有這 

麼多的不滿，甚至有不少人醋然離職？ 

五 、 對 神 學 院 同 學 的 建 議 

作為建道校友，我十分樂意以過來人的身分，給同學一些建議’並 

請同學不要對宣教抱有過分羅曼蒂克的祈望，正如宣教前輩朱昌錢牧師 

說，「宣教不是風花雪月」。我要指出，宣教士並非不吃人間煙火，宣 

教跟柴米油體無法分開，以下我試就衣食住行四方面跟同學分享。 

( - ) 衣 

宣教士要在衣飾方面與當地人認同嗎？你可以接受赴非洲作見證的 

同工像當地人一樣不穿衣服嗎？ 

早期宣教士來華傳教，改穿唐服，留長髮，穿草鞋，帶給中國人甚 

麼感受？數年前我們在中亞洲事奉’到工場後馬上跟當地人認同’留了鬍 

子，穿上厚大的帽子和外衣’自問跟當地人十分相似。一天走在市中心’ 

迎頭碰上兩位向我問路的人(問路的當然是找當地人吧，看來我已成功了 

一半！），誰知對方竟然用普通話問我：「中國銀行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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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幾位在中亞洲國家事奉的同工，竟曾為婦女可否穿褲子鬧不 

和。背景原因是當地婦女只能穿裙子，不可穿褲子。為福音對象的緣 

故，宣教同工應跟當地的文化認同，不穿褲子只穿裙子。但是當地嚴 

寒，有女同工在裙子內加穿褲子，卻因此引起風波，本是服裝問題，卻 

引申為文化、甚至道德倫理問題， 終竟引起同工不和！ 

二十多年前’我剛進建道接受裝備，一週六，吃過早飯，一位四年 

級學長把我帶到一個房間，直接指摘我穿牛仔褲甚有挑逗性！當時真是 

丈八金剛。我未進神學院前在教會事奉也穿牛仔褲，傳道人(也是建道 

校友）卻從來沒有指摘我有挑逗性，究竟問題在哪兒？ 

我對尋求在宣教工場事奉主的同學作出的建議是：不要為自己預設 

服飾的底線’在學院和教會訂下的標準內，接納自己和別人的一些奇裝 

異服吧！ 

(二）食 

宣教士挑食可以接受嗎？ 

從小父母就教導我們不可挑食。但今天的營養學家卻告訴我們要挑 

選有營養、健康的食品，避免高膽固醇、高熱量的食物。 

許多時候，宣教工人根本連挑食的機會都沒有。他們唯一的選擇就 

是：要嘛就吃’要嘛就不要吃。中亞烏國的油飯簡直就是油泡飯；菲律 

賓的鴨仔蛋不單營養高，且可以看到成型的羽毛、眼睛和內臟；柬甫寨 

的炸蠍子跟炸雞翼的味道不相上下。有些宣教工人為福音緣故，在穆斯 

林地區作見證，選擇不吃緒肉，後來卻發現當地人雖然按文化習俗不吃 

豬肉’但卻吃豬肉製成的肉腸，那該如何是好？ 

受家族遺傳疾病影響，我長年患胃氣脹，不可吃太多高殿粉質的食 

物’例如花生、土豆（即馬鈐薯或薯仔）。但在中亞洲事奉的地方，土 

豆是主要食糧，那怎辦？憑信心吃吧！我在這兩年半都沒有胃氣的問 

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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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敎士與活力差傳伙伴 63 

二十年前我還在建道學習’不少來自東南亞及韓國的同學都有吃辣 

椒的習慣’對我們這些不吃辣的人而言’這是個好挑戰。當時在二十三 

號屋前’種植了四棵辣椒樹’每次到飯堂用餐時，我便隨手採摘三數枚 

新鮮辣椒’加上醬油一起吃， 初確是辣得淚流滿面，汗流浹背’但漸 

漸也就習慣了。我們還打趣說，不吃辣的休想畢業，畢業後更休想踏上 

宣教工場。 

試想在以雞蛋為主糧的地區’若宣教工人拒絕吃雞蛋，當地人有甚 

麼感受與回應？這是問題的關鍵。 

我給同學的建議是：每次在飯堂用膳時都試試挑食，挑那些你不喜 

歡吃的來吃，憑著一點兒歡喜快樂的心享用食物。 

(三）住 

昔曰學院宿舍沒有安裝冷氣，熱水爐也是直接燒石油氣（瓦斯）那 

種，供十多人輪流使用。時代進步了，今天學院的居住環境比以前優勝 

得多。（明天將比今天更好，那是很自然的事！） 

若有宣教士居住的房子安裝了七部冷氣機，你覺得怎樣呢？當地的 

小朋友可是非常的「心水清」，必會逐一數點冷氣機的數目。至於宣教 

士房子前草地上裝飾用的假石是進口貨，當地人也自然把這一切看在眼 

裡。 

還記得小時候看過一幅圖畫，那是一位宣教工人帶著他的行李家 

當，前赴非洲叢林的工場事奉。一隊當地僱工協助搬運’其中一位工人 

頭頂一個坐廁（或稱馬桶），你對這位宣教工人有甚麼評價？ 

我們在中亞洲事奉的時候，很容易分辨那個家庭屬於俄人’那個家 

庭屬於哈人，分別在於那個家庭有沒有傢俱。有者是俄人家庭’沒有者 

則是哈人家庭。 

宣教工人踏足工場後’馬上會發現固有的私隱突然變成奢侈品°假 

如是夫婦倆並肩踏入工場’情況會較好，單身同工住在當地人中間’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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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要面對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腫逾。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能有人站 

在你那沒有房門的房間，看著你弄這個做那個，連穿衣服，上廁所，你 

也會發現有些眼睛好奇地看著你。 

中國人說相見好、同住難，跟其他宣教同工一起同處一室，情況是 

否會好一點？不一定！二十年前我在學院生活時住在A宿舍，一天晚上 

十一時許，各宿舍已關燈，突然聽到B宿舍傳來呻吟的聲音。有幾位A 

宿舍的同學本著愛心跑去看過究竟，原來某同學病了，且十分辛苦，我 

們便馬上用擔架把這位同學損抬下山到長洲醫院急症診所。嗯、！ B宿舍 

的其他同學呢？都抱頭大睡了。其中一位同學還有充足睡眠，準備明天 

早上宣講信息，題目是「愛」呢！ 

跟同有事奉心志的同學一起居住，並不一定事事如意。有同房同學 

常把他的個人物品隨便放在我的床上，他那不拘小節的行徑，為我帶來 

說不出的困惑與苦惱。 

踏入宣教工場的我，當時還是單身一人，跟其他弟兄一起居住。我 

把洗好的衣服拿到屋外曬衣場，用衣夾夾好，讓美麗溫暖的太陽好好弄 

乾我的衣服。不久，卻發現本來夾在我的衣服上的衣夾，好像變魔術一 

樣，夾在別人的衣服上，我登時有被偷竊的感覺。不過，有另一位建道 

校友告訴我他的故事，原來他發現本來掛在曬衣場上要吹乾的衣服，卻 

掛到別人身上去了。這根本就是一個擁有權的問題。若你很在意所擁有 

的東西，同房的仁兄仁姐拿取去了，便會有一種被剝奪、被侵犯，或沒 

有被尊重的感覺。 

另外，還要學習別太介意同房可能偷吃你的餅乾。宣教工人吵架結 

怨，可能是由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件引發的。 

我對有心考慮在異文化環境事奉的同學，有以下的建議：一、不要 

介意跟那些「臭名遠播」的同學同房居住（特別那些以打軒出名的同 

學）。二、在學院規則許可下，經常轉換居住環境。三、學習享受而不 

擁有物質，也學習與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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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 

初到工場事奉’我發現各西方宣教工人均擁有小汽車，十分羨慕。 

有一天，前往另一家機構辦事，離閱時看見一位西方同工也在那裡辦 

事’相約好一同返家，享受一下坐順風車的愉快省錢經驗。甚麼？不是 

坐你的小汽車回去嗎？噢，原來你是一位沒有小汽車的西方同工！對不 

起！自此對這位同工另眼相看，尊敬有加。 

宣教工人在工場上擁有自己的小汽車，究竟是好是壞？其實各有取 

捨，仍要取決於為當地人帶來甚麼印象觀感。 

另一個在工場上常常碰到的經歷，就是不同文化對「距離」的概 

念。問一下當地的朋友，由A地前往B地距離有多遠，答案常常是「不 

遠！走一下就到了 ！」那究竟要走多遠？可能三分鐘，可能三十分鐘， 

可能一小時。（宣教工場的經歷：由A山看到對面不遠的B山，距離只 

在距尺，可得花兩小時到達那邊呢！) 

我對同學的建議：好好學習「行」，用兩條腿走路。反正我們身在 

長洲，不妨多點作行山運動，锻鍊大小腿肌肉，以便日後為主行道。 

除了在以上衣食住行四方面努力一下外，我對同學們還有幾個附加 

的建議： 

1.習慣幽默。學習取笑自己而不自卑，訓練凡事一笑置之的技能。 

2.認識自我文化中心的有效運用程式。以自我文化為中心，批評別 

人的文化，優點是能肯定自己的文化，同時也肯定自我，然而這會把自 

己留在一個單批判別人和事物的地步’不能自拔。假若能學會以別人的 

文化作中心，對別人和自己的文化都公允地作出批評，那會是件美事。 

3.學習「吃得開」。神學院訓練出來的同學，有如打過「木人巷」 

可以下山的和尚。雖然是學習了十八般武藝’但不要以為自己刀槍不 

入、天下無敵。請學習數算自己的弱點’承認自己的有限’虛心向同工 

請教，這會在工場上百利而無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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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np 

宣教事業一如其他事奉形態，從來都得付上一定的代價。可是，流 

出來的汗水，甚至血水’都不會白流的。這不單建立自己，也建立別 

人，也在異邦中建立神的教會和國度。 

送上腓立比書二章5至8節作結’與同學們互勉：「你們當以基督 

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 

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 

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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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韓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香港 

(差會） 

香港 

(宣敎士） 

1 團隊不和 團隊不和 不適應文化 不滿意差會 退休（完成 

任期） 

團隊不和 

2 不適應文化 差遣團體 

支援不足 

差遣團體 

支援不足 

調職 團隊不和 孩子 

3 事奉終止 

(死亡） 

孩子 欠工作滿足 

感 

團隊不和 個人問題 不滿意差會 

4 孩子 不適應文化 團隊不和 欠 工 作 滿 足 
咸 
/CJ� 

調職 個人問題 

5 不滿意差會 訓練不足 與當地領袖 

不和 

婚姻/家庭衝 

突 

不滿意差會 與當地領袖 

不和 

6 被差會撤職 督導不足 婚 姻 / 家 庭 

衝突 

年邁雙親 與當地領袖 

不和 

健康問題 

7 督導不足 不滿意差會 年邁雙親 孩子 孩子 督導不足 

香港 

(差會： 

香港 

(宣敎士） 

不滿意差會 退休（完成 

任期） 

團隊不和 

支援不足 支援不足 

調職 團隊不和 孩子 

事奉終止 

(死亡） 

孩子 欠工作滿足 

感 

團隊不和 個人問題 不滿意差會 

孩子 不適應文化 團隊不和 欠 工 作 滿 足 
咸 
/CJ� 

調職 個人問題 

不滿意差會 訓練不足 與當地領袖 

不和 

婚姻/家庭衝 

突 

不滿意差會 與當地領袖 

不和 

被差會撤職 

督導不足 

督導不足 

不滿意差會 

婚 姻 / 家 庭 

衝突 

年邁雙親 

年邁雙親 

孩子 

與當地領袖 

不和 

孩子 

健康問題 

督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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