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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否認，今日華人教會對
宣教士的關懷已較前為妥貼，然
而，重點仍在於經濟支持；至於環
境的適應，能夠融入當地文化與否，
大概不是無從入手，就是覺得「船到
橋頭自然直」吧！要在當地生存，自然
有辦法；不能生存，大概不是這方面的材
料，歸去也吧！初到貴境時，我們都很關心宣教
士的適應，但在工場日子久了，他們的孩子出生
了，或且長大了，所遇到的問題便跳出環境適應
的範疇了。或許會說，小孩子嘛，很容易適應，
三、四歲的小孩不消三、兩天便與當地孩子打成
一片；在當地出生的更容易，可以說流利的當地
言語。可是，回到家裡卻說家鄉話，當中存在的
「身份」問題，有誰明白？

我是誰？為甚麼我不是美國人？英國人？為
甚麼要上中文學校？這是移民的下一代經常發出
的問題。宣教士子女的身份問題會更多，也可能
有經常遷居的情況。試想，宣教士有原居地、受
訓地、工場、進修地，若是工場調遷，所住的地
點會更多了。子女上中學，要離家到國際學校，
地點又多了一個。這種經常的遷移，成年的宣教
士夫婦也需要努力的適應，而在成長中的青少
年子女有更多的問題──身份、交友、學習、語
言、生活適應等等。

筆者的首個職業是中學老師，雖放下教鞭
多年，但對青少年的成長仍有一定程度的關心，
青少年階段的自我定位和價值觀，影響其一生。
看了龍祈申(Cindy Loong)所編的Growing up 
Global: What a TCK’s Life is Like一書(註)，內
心有更大的感觸！祈申是位宣教士的子女，曾隨
父母居於美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地，明
白到處為家卻處處不是家的感受。她以過來人
的經驗，在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服侍，關懷和支持
在成長中的宣教士子女，並且編成了這本書，由
Shepherd International Church出版，期望大家能

對宣教士子女有更多認識和關懷。2009年
10月，英文版已是第二次版發行，而中

文版則在11月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出
版，取名為《宣教族的下一代──

破繭而出》。
老實說，其中幾篇我是流著

眼淚來看的，特別是在第一、二部分，當看Ruth 
Lam在“Love Unspoken”中問我是誰，Florence 
On在“On Being Bicultural”中申述中外混血的
自己在尋找身份時的掙扎，淚水和血汗交流，筆
者不禁熱淚盈眶。可是，到第三、四部分，當看
到Titus Yu寫出神在掌管(God is in Control)，看
到他們如何從迷失中回到神的懷裡，在眼眶裡打
轉的淚下滴；這是感恩之淚！感恩的是，這些宣
教士子女幾經掙扎下回到神的懷裡；感恩的是，
他們能夠把痛苦的經歷化為別人的祝福，如今在
世界各地事奉神；感恩的是，他們有寬大的視
野、多元的文化，是神為祂國度所儲備的精英。

看到了第五部分，筆者更要感謝神，祈申把
這一群第三文化孩子的在文化和屬靈上的經歷總
結，使我們對他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神藉著祈
申的努力，提醒我們要好好關心宣教士的家庭，
特別是他們的子女，因為他們是最有經驗的跨文
化鬥士，他們是宣教的精英！

寄語教會裡關心宣教士的人，在經濟支援、
恆常代禱、電郵聯繫、談宣教大計之外，也要關
心宣教工場上的孩子，不要忽略他們！

註：

TCKs是Third Culture Kids的簡寫，中文是「第三文

化一族」，其意指不在本國、本族成長的人，擁有雙重

文化，甚至是多元文化，宣教士子女一般都屬此。可參

本刊2009年10月號第八十二期〈第三文化一族〉一文。

Growing up Global: What a TCK’s Life is Like一書中

英文版可向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購買，親臨或在網上訂購

皆可，網址：www.hkacm.org.hk；美國讀者亦可電郵至

<cindyloong@gmail.com>。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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