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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世 宣 教

4月2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到西弗吉尼亞
州，參加較早前在礦難中死亡的礦工紀念儀式。
這是一次美國國內很嚴重的礦井事故，所以奧巴
馬很重視，並承諾政府會採取措施盡力確保礦山
安全。在中國，礦井意外更常見，大意外全球報
導，小意外可能沒有人理會，政府也屢次重申要
重視礦井安全，不可過度開採，礦工的性命要受
到保障。首長級官員也多次親身前往災場視察救
援，要求地面的救援人員盡量和他們保持聯繫，
激勵他們的生存意志，等候救援。

接二連三的礦井意外，不禁令人想起礦工
的處境。礦洞、礦井都是密封的環境，工人在裡
面工作，一旦與外間失去聯繫，或發生意外而被
困，燈火熄滅了，人無法離開黑暗的礦穴，性命
危在旦夕，那種處境和心境，實非外人所能明
白。

以被困礦工和地面救援隊作比方來形容宣教
士和教會的關係，未免有點誇張；但在工場的宣
教士需要和教會之間保持緊密的聯繫，就好像在

地下工作的礦工需要和地面的隊員保持緊密聯繫
一樣。

關懷宣教士的課本材料已經有很多，各差會
的網頁也提供了不少，筆者在此不必多談。本文
是從初出茅廬的新手的角度來寫，目的不是要討
論宣教學，而是分享筆者的個人見聞和心聲。

每位在工場的宣教士都期待教會給他們做
「定期檢查」。筆者想起許多年前在美國德州一
家華人教會聚會的時候，經常寫信給在南美洲伯
利茲宣教的一對夫婦(那時電郵還未流行)。他們
在回信中往往流露出收到信件時的喜樂，因為自
己不但沒有被人忘記，而且得到他人的關懷和鼓
勵。他們夫婦都積極執筆回信，而且篇幅比筆者
的去信更長，內容從夫婦、孩子的日常生活，到
工場上所面對的困難，無所不談，有時更附上生
活照片。我們通信整整一年後便有機會見面，感
情已經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了。

教會需要鼓勵更多人參與這種固定寫信(或電
郵)給宣教士的工作，正如地面的同僚關心礦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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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礦工一樣，是十分需要的。透過定期的通信，
教會的弟兄姊妹可能會慢慢培養了對宣教士和宣
教工作的熱情，日後有可能成為宣教士。但寫信給
宣教士要避免用華麗的言語，或基督教社群的「術
語」，只需要像寫給家人或朋友一樣，用坦誠的言
語，不故意賣弄屬靈生命，不以虛偽的熱誠。

當筆者寫信給這對宣教士夫婦的時候，一般會
附上一份教會的主日崇拜程序，他們都很高興。藉
著教會的消息，彼此提醒大家都是教會的一分子，
彼此分擔家中的事情。宣教士期待教會為他們祈
禱；也期待知道教會的消息，為教會代禱。

另一方面，教會收到宣教士的「家書」時，
也要「面對現實」，切勿期待每封宣教士的來信
都是「好消息」，例如上月有多少人信主、多少
人受洗等等。要知道，宣教工作需要時間，而且
收穫往往非數字可以衡量。正如礦藏的蘊含量決
定了採礦的收穫，不是礦工可以控制，但礦場主
人可以要求礦工用心工作。神在不同的人身上動
不同的工，包括宣教士、教會的領袖和會眾，甚
至周遭的人。

教會不要對宣教士有錯誤的期待，但也不要忘
記要求宣教士向教會負責。無論在工場、教會，或
平日的生活，每人都應向神及他人負責。教會有責
任避免對宣教士要求過高，以致虛報事實；也有責
任提防宣教士在無監管之下「變質」。

問責是宣教士和教會雙方的責任。教會要履
行承諾，在每星期的祈禱會及每月最少一兩次在
崇拜中為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祈禱，定期與他們聯
絡，坦誠地關心他們的生活、工作和屬靈生命。
如果可能，要多探訪他們，關注他們的需要，與
他們保持良好的溝通。正如礦工在地下工作時依
賴地面隊友的照應，教會差派出去工場的宣教士
同樣也依賴教會的代禱和關懷，因此，保持良好
的溝通就絕對不能忽略，因為宣教士可能如在礦
穴內的礦工一樣正面對同樣的危險關頭。

（作者曾在創啟地區教授英語及從事培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