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8月號               第93期
出版：大使命中心

Publisher: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美國總會GCCI：

848 Stewart Drive, Suite 200
Sunnyvale, CA  94085, U.S.A.
Tel: (408)636-0030, Fax: (408)636-0033
E-mail: info@gcciusa.org
Website: http://www.gcciusa.org

香港分會GCCI(HK)Ltd.：
Room 201, General Commercial Building,
156-164 Des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56－164號
通用商業大廈201室
Tel: (852)2540-0131, Fax: (852)2540-9770
E-mail: gccihk@netvigator.com

加拿大通訊處GCC-Canada :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C 9X9, Canada
Tel: (905)884-3399, Fax: (905)884-9465

國際董事會：
孫約翰（主席）    溫以諾（副主席）
蘇文峰（文書）    李德華（司庫）
陳琛儀 何志滌     
馬英傑 于慕潔  
鍾世豪  陳惠文 

香港董事會：
何志滌（主席）    鄭以心（副主席）
雷瑞英（文書） 羅錫為（司庫）
龍維耐     郝繼勇
關杜桓 陳惠文

加拿大董事會：
馬英傑（主席）     陳琛儀（副主席）
陳國瑄（書記）    陳啟棠（司庫）
高雲漢（事工主任）

榮休會長：王永信

會長：陳惠文

義務副會長：溫以諾

顧問編輯：王永信

總編輯：陳惠文

執行編輯：陳惠雪

封面設計：林潔嫻

封底及內文排版設計：孫福榮

印刷：璟栢印刷

香港印刷 Printed in Hong Kong

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ISSN 1537-1875)
is published bi-monthly (February, April, June, August,
October & December) by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848 Stewart Drive, Suite 200, Sunnyvale, 
CA 94085, USA.

Periodicals Postage Paid at Sunnyvale, CA and at
additional mailing offices.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848 Stewart Drive, 
Suite 200, Sunnyvale, CA  94085, U.S.A

卷首語 

義工，不可或缺！ 總編輯 1

主題文章 

義工──神賜的恩典 陳志成 2

義工、天價 梅景 4

義工才是主力部隊 楊愛程 6

不可或缺的義工 龔振成 9

牧會三十年、培訓義工卅載 潘國華 11

從寄發刊物看金齡人士履行大使命的機會 劉大智 14

恩賜、能力與事奉  王慧明 17

創新的宣教生力軍 非貝 19

大使命中心義工群像 編輯室 21

普世宣教 

普世宣教快訊 World Mission News 林成蔭輯 23

齊來探討北美華人宣教契機 同路人 25

有虛有實中的真實──網路宣教的落實 蔡佩芬 27

莫讓時機不再 黃約瑟 30

科學與信仰 

地震與科學 金繼宇 31

深化靈命 

從「屬靈操練」看「大使命」（六之四）

　　大使命五重奏(之三)：路二十四44-49 林來慰 33

讀者回應

一位牧者的回應 林榮樹 35

大使命中心消息 

王永信牧師英國佈道及培靈會之行  36

大使命中心會長澳紐教學之旅  38

大使命中心書籍、影音訂購單  40

香港青年宣教大會 　　　封底裡

新書出版  封底

免費贈閱，歡迎自由奉獻。
本刊文章，文責由作者自負。
歡迎轉載，以廣流傳，請先與本刊聯絡。
如需刪節，請將刪節稿寄本刊，

以便轉作者審核。

大 使 命 雙 月 刊
第九十三期        二零一一年八月

目 錄



1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93   August 2011

卷首語

不僅爵位遠超其他大臣，他竟說服亞哈隨魯王下旨

要一切臣民都向他跪拜，惟獨末底改不肯。哈曼非

常憤怒，不只要殺害末底改，更設計要滅絕末底改

的全族，就是全國的猶大人，而且已得亞哈隨魯王

的諭令，通告全國，限期執行。末底改又說服以斯

帖揭發哈曼的陰謀，求王修改御旨，拯救了全族

人，甚至將哈曼掛在他原為處死末底改所預備的木

架上。

就這兩次事件，末底改都是以義務身份，阻止

惡事成就義事，用今日的術語來說，他是義工。

新約例子

亞居拉、百基拉這一對夫婦，多年來與保羅同

工。他們原住在羅馬，但因克勞第命令猶太人離開

羅馬，於是帶著妻子搬到哥林多。他們的本行是織

帳棚，但積極投入事奉，時常隨保羅到各處去。在

使徒行傳十八章，路加醫生記載亞居拉和百基拉在

以弗所遇到亞波羅。亞波羅很有學問，很會講解聖

經，而且能夠將耶穌的事跡詳細與別人分享，在會

堂裡也放膽講道。可惜他只知道約翰的洗，於是亞

居拉和百基拉這對夫婦就把亞波羅接到自己家裡，

將全備的真道向亞波羅詳細講解。

亞居拉和百基拉不是全職的傳道人，但他們的

屬靈根基穩固，甚至可以教導新進的傳道人(如亞波

羅)；他們不只是帶職事奉，更以事奉為重。

今日，教會和福音機構時常慨歎缺乏人手，假

如每一位信徒都參與或多或少的事奉，相信神的家

不會缺乏人手。本期特別邀請一些教牧同工和機構

同工分享他們如何鼓勵弟兄姊妹參與事奉，以及他

們可以參與哪一類的事奉。其實，無論男女老幼，

只要大家願意，神的家一定有您的事奉崗位。義

工，是神的家不可或缺的！

相信大家對「義工」這個名詞不會陌生。「義

工」的英文是 volunteer。韋氏字典的解釋是：One 
who enters into or offers himself for a service of his 
own free will。換句話說，義工就是自願提供服務的

人。義工在大陸多稱為志願者，香港及海外華人社

會稱為義工，台灣近年來有稱為志工，尤其是佛教

團體。然而，一般教會團體，仍多沿用義工。

究竟義工是怎樣來的？按照維基百科網，義工

制度成形於第二次大戰之後。茲引述如下：「義工

制度的確立可追溯至二次大戰後福利主義抬頭，但

義工本身的存在則自古以來已經存在，古時候的贈

醫施藥可被視為義工的雛型。西方義工起源的重要

概念建基於羅馬時代的博愛精神和基督教的宗教責

任及救贖觀念，透過義務工作表現出人性的愛及弘

揚宗教的善性。而近年義工制度的確立，是為了彌

補政府對社會支援的不足，結合政府、商界及民間

的力量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服務。」(2011年5月
29日網上資訊）

無可否認，義工的起源由來已久。讓我們來看

看聖經中一些例子：

舊約例子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以斯帖記中有關以斯帖和

末底改的故事。波斯、瑪代王朝年間，亞哈隨魯王

因王后瓦實提違旨，不肯謁王而下令廢后。之後，

亞哈隨魯王再選立王后，猶大女子以斯帖被立為王

后。她的養父末底改時常在王宮的周圍，探聽以斯

帖的消息。當他知道兩個守門太監謀反，要殺害亞

哈隨魯王，末底改就通過以斯帖向亞哈隨魯王報

告，阻止了一場叛變，使王不致被害。王更下令將

這次事件寫在歷史書上，永誌不忘。

其後，一位亞甲族的大臣哈曼，受王的看重，

義工，不可或缺！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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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義工──神賜的恩典
陳志成

引言

絕大部分的福音機構和教會都需要義工參與，

例如董事會的成員，或是一些需要大量人手在短期

內完成工作的崗位等。在過去二十年全時間的事奉

裡，筆者大部分時間以同工的身份與義工合作，但

也有以義工的身份參與事奉的時候，深感這兩個不

同身份的事奉可以相得益彰。教會的義工大部分來

自本身的肢體，教會的義工、同工與教會的聯繫密

切，異象與使命亦緊緊相連，但福音機構的情況則

不一樣，本文主要就福音機構的情況而作出分享。

「當義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聯想，很多人

會想，義工是協助把刊物放入信封或作一些細微的

工作，其實不然。大部分機構的董事或好些具領導

性的崗位都是由義工所擔任，例如筆者現時在差會

參與的角色(義務執行主任)。對筆者而言，義工的重

要性不在於其崗位的高下，就好像一台大機器中的

各樣零件，雖扮演不同角式，但每一部分都不可或

缺。以下的內容，只是根據筆者的有限經驗而作出

的點滴分享，希望對機構和義工們帶來一點點的反

思。

一、異象與委身的動力

每一個機構都有其獨特的異象與使命，擔任不

同角色的義工，由董事、協助事工的以至協助辦公

室運作的，都當認識和認同該機構的核心價值，以

致在參與的過程中，因為明白該機構的重要性和價

值，可以帶著使命的參與，而不是只看見自己參與

的部分。

機構亦當把握機會，分享其異象及重要發展，

讓每一位參與的義工都明白這個重要的一環。因為

異象帶來事奉的動力，沒有清晰異象的事奉，在出

現困難的時候容易令人氣餒；反之，清晰的異象可

以帶來更熱烈的委身事奉，甚至有衝破困難的能

力與祝福。進一步而言，若機構可以有效與義工分

享，義工們亦可能帶動更多其他肢體關注和參與該

機構的事奉。

筆者參與義工的機構是一個國際性的差會，

所認識的義工不少參與超過二十年的。尤記得當筆

者一家在南非事奉的時候，參與的一個家庭聚會原

來是義工們的祈禱會，那些忠心的長者，十年、二

十年以來，定期的為差會的事工禱告；就是在香港

的福音機構之中，亦多有長期參與的，若不是有異

象的推動，實難以維繫長期的參與。除了委身於教

會，義工同樣可以委身於一些自己認同的機構，以

長期的參與為榮，帶著信心與祝福，與機構一同經

歷挑戰與難關，或是喜樂與慶祝的階段，以致神的

事工得以興旺。

二、機構與義工的張力

相對全職同工的參與，雖然義工投放在一個機

構的時間有限，但在處事和參與的過程中，必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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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其他同工和義工有所交流。在筆者過往二十

年多的經驗中，出現不同的意見，或在忙亂之中發

出不合理要求，是經常發生的；意見不合的一個因

素，是各人性格或處事的方式不一樣；有時候，同

工因為要趕快完成事情，在壓力之下有意無意說出

令義工不快的話，或要求工作表現而欠缺對義工們

充滿感謝的心態。

而在一些義工的心目中，或會認為自己是協助

機構，是義務的付出，因而輕看了被問責的要求，

更甚者是要求機構遷就自己的思維和處事方式。福

音機構在這方面應當加以注意；大部分的機構都有

一定的傳統(tradition)和慣常的處事方式(norm)，另

一方面，義工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性格和處事方式

亦不一樣，因此，機構應當在義工參與事奉之前給

予適當的解說(orientation)，以及時刻注意可能出現

的人際張力而加以協調(debriefing)，使能避免不必

要的衝突，讓健康人際關係出現，令事工及義工更

為受益。

三、成長的機會

知道有不少熱心的義工，他們帶著一種個人的

使命參與福音機構的事奉，但其中一種情況是自視

過高。筆者認識一些義工是教會裡十分活躍和有經

驗的肢體，他們相信自己有足夠的經驗和能力參與

機構的事奉，但事實上出現了差距。大部分是因個

人成熟不足，或是處事欠缺彈性，特別是那些在教

會裡擔任領導角色的肢體們，很容易帶著一定的優

越感來到機構「幫忙」與付上，但學習的心不足。

當機構同工與他們作檢討的時候，這些義工的心中

有點難以接受，不自覺地認為自己到來付出了最好

的能力，機構應當完全接受，而不應要求改變。

其實，謙遜自省是極重要的基督徒品行，成熟

的基督徒可以把握每一個情況來使個人成長，作為

義工而可以帶來更成熟和全備的事奉，實在是一個

祝福！反之，好些義工也會出現「跳槽」的情況，

短時間參與一個機構之後，又轉到另一個機構事

奉；如果這個轉換是因為沒有正視問題，而是一種

逃避，實在非常可惜！與此同時，機構的同工也當

謹慎和敏銳義工們的情況和需要，作出恰當的處理

和回應；如果發現是同工們的溝通出現問題，機構

亦應當加以調整，讓機構成為令每一個參與者成長

的場所。

四、報償與忠心

義工長時間參與機構的事奉，就是超過十年或

二十年，機構一般會給予一些極為象徵性的嘉許，

而不會豐厚的禮物。在今天這個講求個人滿足的世

代，義務的長期服務仍否帶來一種榮譽感呢？正如

上文所述，義工們有可能經歷到不愉快的事件，然

而，我們作義工所為何事呢？當然異象是其中的一

個動力，但筆者相信忠心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元素。

聖經提及忠心與良善(太二十五)是末後永恆賞賜的

衡量準則，天父是厚待我們的神，祂把各樣的恩賜

分予祂的兒女，我們可以按著神所賜下的恩賜來服

侍，實在是值得感恩和高興的！神在我們的過去一

直預備我們的背景和恩賜，我們實在需要忠心的運

用，而不是單單為自己的興趣而生活。聖經的教導

亦同樣提醒我們當看自己合乎中道(羅十二3)，按著

恩賜事奉，故此我們不是以事奉崗位的高低來決定

參與；筆者的教會中有不少肢體是在福音機構中事

奉的，其中一位是機構的主管級同工，但他在教會

的事奉，經常樂於擔任司事的角色，因為那是他其

中一個明顯的恩賜――喜樂地招待別人。故此，我

們要對準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並以永恆的賞賜為

榮，以致我們在參與義工的行列和過程中，更豐富

地經歷上帝，並要得天上的獎賞，就是天父上帝的

喜悅。

結語

筆者相信以弗所書四章11-12節所描述的內

容，也當用於福音機構之上，就是「他所賜的，有

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如果我

們相信福音機構也是祂的一部分，不同的恩賜配合

得宜當是神榮耀的彰顯，也是機構可以被神大大使

用和發揮的祝福。

（作者為香港國際事工差會義務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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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事奉有工價嗎？

當我們汗流浹背求官謀職的時候，都不會忘

記爭取至高待遇，好能豐衣足食養家活口，更要可

以存積生息！社會的功利教導，讓我們在意：付出

是否與收入平衡？「錢多、事少、離家近」是人們

謀職時的美麗夢想。沒有收益的事，沒有人願意

去做；但若有豐厚的利潤，「鬼也願意為你去推

磨」！

教會和基督教機構多為非牟利組織，經濟來源

是靠眾人的奉獻，事工推動是靠眾人的努力，而大

家所做的工多半是義務性質的。沒有眼見的工價而

去做工，就是所謂的「義工」。「義」這個字用得

好：是義務，是義不容辭的義勇，是義薄雲天的義

行！然而在一般人的觀念裡，義工的工作，多半是

簡單又易於上手的事，好像組裝郵件、搬運物件、

影印折疊、清掃環境……，即便是在教會裡，義工

們所做的，也都是長執領導們所決定要做的事；義

工實在的解釋就是「義務勞工」！

義務、委身

因神的憐憫，個人何其有幸，因緣際會，若干

年前服侍於美國舊金山灣區首創的跨教會家庭事工

機構。神所設立的家庭婚姻制度，千古以來就是魔

鬼撒旦所要破壞拆毀的，空中掌權的惡者歡喜見到

各地的離婚率愈來愈高，夫妻反目，親子成仇；人

們迷失在茫茫人海，沈浮於名利之間。近年來，同

性戀更成為熱門話題，在這場人倫大戰之中，似乎

也喚醒了人們對男女關係、婚姻家庭、親子關係的

探討與重視。婚姻家庭的事工如雨後春筍般蓬勃地

展開，即便是坊間，人們也開始普遍地討論起家庭

問題。我所服侍的，是一個在世界各地有許多據點

的基督教機構，然而機構中支薪的同工並不多，我

驚見其中許許多多的「義工」，更難得的是，第一

線重要的事工，多是這些忠心的義工完成的！這完

全顛覆我們一般對義工的認知與看法。在這個機構

裡，義工擔任著許多重要職務，其中不乏與群眾接

觸的枱面上人物！可以說，在這個機構裡，義工群

是事工的主力，是不容忽視的中堅力量！

我們都知道婚姻家庭的問題，非一朝一夕可

以解決，如同冰山，浮出水面的僅是狀況頂端的

一角；在幫助人們婚姻家庭的時候，若自身的裝

備不足，不但幫不了忙，自己還可能陷入情緒的

危機中。在這機構裡，第一線的義工都是願意委身

的好基督徒，他們承諾委身，願意投入大量的時間

與精力接受培訓。這方面事工的培訓不是三天兩週

可以速成的，至少要經過一年的實習，有些人可能

義工．天價
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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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完成。受訓者要能完全的謙卑

順服，要先破碎自己，再重塑生命。在事事講求快

速，人人考慮自己已有的名譽地位的今天，這樣的

培訓是極大的考驗！不但考驗受訓的人要破碎老

我，謙卑順服，虛心接受指導批評，也考驗訓練者

的愛心與勇氣，在面對不同背景的人、不同人格特

質的人，如何導引他們柔軟虛心，好在主裡與眾同

工歡喜地合一服侍；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事工，若

不時時儆醒，小心步伐，很容易走入驕傲，走進網

羅！

神事、人工

一件事工的完成，有賴眾同工的齊心努力。

在過往的經歷中，我深深體會：工作是人為的，成

就是神為的。事工的啟動在於禱告；禱告尋求神的

心意，禱告神安排適當的人選，禱告神托住祂所興

起的事工。神呼召我們成為基督徒，也呼召我們為

祂所用；身量漸長的基督徒總要開始服事，為神所

用。無論事工大小，都會面臨許多挑戰，若沒有神

的呼召和人的委身回應，在沒有任何利益可圖的情

況下，有誰願意在自身忙碌的生活中多花時間與精

力去為人排憂解難呢？我們需要求神呼召對這件事

有負擔的同工起來，我們需要受呼召的同工有委身

的承諾。然而在人的世界裡，難免仍受著罪的轄

制；在忙碌的生活中，必然會有情緒不穩的時候，

就算同為基督徒，人際相交也難免有大小火花迸

裂。當一大群來自不同家庭、不同背景、不同經歷

的人聚集商議，對事情的處理自有不同的意見與方

式。只有把人帶到神前，靠不住的禱告，求主賜智

慧給眾人，求主使領導者能懂得按聖經的教導來排

解紛爭。只要是神所興起的事工，祂必成就！

領導、同工

跨教會的機構事工，若是短時間可完成的，

比如郵件的寄發，我們不難發現，來自不同教會的

義工會自動「結黨」，不過因為時間短促，熟人相

互聚集較易建立默契，反能促使事工提早完成。但

如果是要長時間委身的事工，義工們的合一就是一

項考驗了。在我曾服侍的機構中，眾義工因有相同

的感動而聚集，我們彼此能放心地分享生命經歷，

在一次又一次的課程和講座中，共同學習，相互砥

礪。雖然來自不同的教會，但對神的認識是相同

的，對神的信心是一致的；因為心靈敞開，我們受

感於彼此的故事，珍視每一個生命的經歷；同工團

隊中的故事，不是變調的是非，而是我們拉近距離

的磁石。長期服侍的義工團契是十分重要的組織，

藉由團契的相交，我們更多認識對方，互為肢體，

彼此相愛，以致服侍的時候更有默契！

每一個事工都有領導人，個人在服侍的領受之

一，乃是在於教會或機構實在需要一位靈命成熟、

有生命見證的領導者；「以生命影響生命」是成功

事工的必備條件。神國事工的領導人對團體的真心

關愛，是鼓勵眾人齊心的要件！領導者是整體事工

的策劃帶領者，日理萬機，要顧及許多的層面，但

如果能發自內心的關懷義工們，得時就與大家一起

同工，這對義工群而言，更是極大的鼓舞！無論事

工時間長短，領導者的每一個問候，每一份支持、

每一句關懷的話語，甚至一個鼓勵的眼神，都能提

振士氣！

義工、無償

義工的工作可簡短，可長重；可能是體力的，

也可能是腦力的；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長時

期的。無論如何，我們肯定義工花了心力，卻是沒

有眼見的收入，或許因此義工能承諾的時間可能因

其自身的環境而常有改變。不可否認，在世謀生，

會有許多實際狀況的影響，以致搖動我們對義務工

作的承諾。然而面對這些現實的狀況，教會與機構

要有應變的能力，也要看當時所處的狀況來決定是

否要啟動備用的人力、尋找新的人力或暫緩事工。

假若事工已擴展到有一定的需要，還是由專任支薪

的同工來負責較為理想，因為全職或半職的工作為

同工的生活所需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人們在沒有生

活因素的困擾時，能夠專心地承諾付出足夠的時間

於義務工作上，其所貢獻的力量便會穩定而確實。

筆者前工作的機構，也因為在某一地區開始聘用專

職的同工後，事工大大興旺。雖然這位同工是退休

人士，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但因為他承諾負責推 下轉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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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從1998年11月加入短宣中心，從事《真理

報》的編輯工作至今已逾十二年。在這麼多年的事

奉中，神的大能大愛和豐盛的恩典數也數不完。例

如，加拿大的郵寄費用每年都在上漲，而世界各地

要求寄贈《真理報》的人也越來越多，我們的郵寄

名單每月都在增加，郵資總額從十年前每月600多
加幣，增加到現在的近2,000元加幣。然而，神的供

給仍然一無缺乏。不過，其中更令我感動的，就是

有眾多的義工心甘情願地擺上，絲毫不計回報，為

神作文字宣教的尖兵。比如最近一段時間，溫哥華

區內的汽油價格升至每公升1.40加元左右，而我們

的派報義工們仍然毫無怨言，照常按時出車送報。

短宣中心卻無能力為他們補助汽油費和提供保險上

的保障，但神所呼召的福音戰士真是以一當十！

廣博的專題寫作

我們的編輯委員和供稿者也都是義工，其中好

幾位自《真理報》創刊開始就在做義工，已十多年

了！有時，一位作者因故要終止寫作，正在發愁留

下的專欄如何處理時，神就及時差遣另一位作者補

上，所寫的稿件恰好是筆者和編委們所祈求的。

當筆者瀏覽《真理報》的網頁 (www.truth-
monthly.com)，回顧過往所發表的文章時，心中實在

為神的保守和帶領有著無盡的感恩。單單看看頭版

的專題文章，其中多數是分享神在個人生命中奇妙

作為的見證，作者幾乎來自世界各地、從事各種職

業，是有著各種千差萬別的教育、家庭和人生經

歷，年齡、性別、個性特點等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

人。他們的生命故事都是十分真實、感人的！筆者

曾經把這些見證故事編輯成冊，以《追尋豐盛的人

生》、《蒙恩的人生》和《奔向新的家鄉》為標題

出版發行，提供給各地各教會的主內肢體作為傳福

音的輔助工具，每位見證作者都未取分文酬勞。沒

有這群義工，《真理報》的內容怎能如此豐富、多

姿采呢！

專欄的情形也很相似，筆者不得不提名以示

感恩！從年齡上看，曾經有已退休的陳聖榮牧師，

年屆90還不停在寫稿，直到他安然見主之後，筆者

手上還有幾篇他寫的文稿沒有來得及發表！一直到

被主接去才停筆的專欄作家還有幾位，比如越南籍

華僑林之榮老師，來自香港的退休教師王克讓老弟

兄，都是在生命的最後時日才擱筆。一位畢生從事

科學教育的馬建南博士，一邊跟癌腫瘤對抗，一邊

寫《信仰與科學》專欄，直到再也握不動筆的那一

刻。如果不是出於對神至死忠心的心志，誰能做得

到呢？

有一位筆名叫「童真」的專欄作者，在她還

作護士時就開始寫，所以專欄的標題為《癌症護士

日記》；她退休之後仍然在寫，所以標題就改成了

《童真日記》。還有一位遠在新加坡的「全職媽

媽」也曾寫過一段時間，把她帶領幾個孩子的甘苦

和神的恩典娓娓道來，讓做父母的讀者都有切實的

感受。估計如今她的孩子們也都長大成人了吧！從

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作家唐巾雄姊妹，對新移民的

孩子們的生活有細緻的觀察和敘述，她的專欄文章

就收集在一本題為《溫哥華的小移民》的小書裡。

另有兩位姊妹從上大學時期就開始寫專欄，直到畢

業、就業、戀愛、結婚、生養下一代，可說神在她

們人生中每一步的帶領，點點滴滴都反映在她們的

專欄文章中，讀來確實有著別樣的生動鮮活，又有

難以掩藏的真情實感，都讓人有真切的領受。

受歡迎的夫婦配搭

專欄作者中的「夫婦檔」廣為人知的，那就是

何仲柯和何蘇緋雲了！蘇緋雲博士的《教養兒女的

秘訣》就是她為《真理報》寫的《教養兒女》專欄

文章的合集。專欄不單在當時大受歡迎，合集出版

以來更受到世界各地許多主內弟兄姊妹的歡迎，已

義工才是主力部隊
楊愛程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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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多次重印，發行逾萬冊，也在中國大陸用簡體字

公開出版發行。他們夫妻二人在教養兒女上，正如

他們多年來在事奉神的各項工作中一樣，是親密無

間、志同道合的同工，是最好的團隊組合。當2004
年蘇緋雲博士的《教養兒女的秘訣》結集成書以

後，筆者和他們二位商定，蘇博士轉作《真理報》

的「科學‧聖經‧人生」專欄的主筆，而何醫生則

寫《教養兒女》的專欄，目的是讓讀者從這位有根

有基、經驗豐富的父親的眼光來了解聖經中有關教

養兒女的真理。經過五、六年的時間，何醫生在這

個專欄上發表的文字也已經編成一本合集出版了！

我們把蘇博士的合集作全套書的「上集」，或者叫

《教養兒女的秘訣》(母親版)，而把何醫生的文集

稱為「下集」，即《教養兒女的秘訣》(父親版)。
這樣，我們便可以清楚地了解這對愛主的夫婦從各

自的職份和視角上，對同一件事工――教養兒女，

從同一個真理源頭――神的話語所領受的原則與方

法，既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又帶有鮮明的獨特

性，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在教養兒女上夫婦如何各司

其職，各自發揮個性及性別特色，既有同一目標，

又有不同側重，但又能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好榜

樣。

忠心服侍的小義工

在這裡，也要提到「父女檔」，其中的「父

親」就是筆者，很慚愧我不是義工，但大女兒楊

光確實是忠心的義工之一。1999年她只有12歲，

就開始幫忙分發《真理報》，我開車，她拿著報

紙一家一家地送給華人商號，很多次會被個別沒有

禮貌或對基督教有偏見的人呵斥，她雖然感到非常

難過，但從來沒有拒絕參加這樣的工作。如果說，

隨跟筆者去分發報紙有點勉為其難的話，當《真理

報》「雙語園地」的編輯則是她滿心樂意的事。從

她還是個中學生的時候開始到如今，已經十年了！

她7歲時跟我們移民加拿大，在國內只上過三年幼

稚園，但因為做這份義工的緣故，居然可以寫稿、

翻譯和採編。不但她自己做，還聯絡了一班同學和

朋友一起做，從而使《真理報》有了一扇為與她同

齡的「小移民」開啟的小小窗口。當然，筆者在這

過程中也難免要做一些「現場練兵」式的輔導和訓

練。今年秋天，她要到東岸就讀法律學院了，想到

這位重要的義工不得不離開，還真有點不習慣。求

神帶領別的年青人來接替她的工作。

不可缺的郵寄義工

前面已經提到幫忙分發的義工了，還有一項

沒有了義工幫助就無法完成的經常性工作，那就

是郵寄了。《真理報》加西版目前每期發行數量

為27,000份，對象主要是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
地區，其中以大溫哥華地區的發行量最多，卑詩

省內陸地區也有少量的派發。此外，發行範圍已推

廣至中部的卡加里(Calgary)、愛民頓(Edmonton)、
沙省(Saskatoon)、維吉 (Regina)等地，並且在美國

的西雅圖(Seattle)、芝加哥(Chicago)、三藩市(San 
Francisco)、洛杉磯(Los Angeles)、丹佛(Denver)等
地也有一定數量的派發。事實上，我們也有很多海

外的讀者，如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澳門、新

加坡及非洲、歐洲、美洲各地，數千份郵件要一份

一份包裝，若沒有一群忠心的弟兄姊妹來幫忙，我

們的同工哪裡可以擔負呢？

願神賜更多義工

說實話，我在動員和招募義工上完全沒有概

念，事實上，這些年來很少有哪位義工是筆者能夠

請來的。是神親自感動他們，就自動自發地來參

與，是他們對這份小小的刊物有一種屬靈的認同，

願意擺上時間、才幹和金錢來支援我們，為的是藉

國語傳愛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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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一個大地區的事工，全時間工作，收入雖比不上

從前，但畢竟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和福利，他可以全

心全力的投入服侍，以致地區的據點持續加增，事

工擴展了，更多的家庭蒙福受惠了。

教會或機構輕簡但量大的工作，多是仰賴義工

們去完成，只要規則明確，義工都願意承擔，一般

都沒有甚麼問題。但若是長期的，是專業的，義工

自己一定要確定有神的呼召，也願意全然的委身。

若事工有必要的培訓，義工也需專心尋求。服侍的

心要對準神，世人看來的功成名就，最容易成為我

們的絆腳石。所以，無論是義工自身的裝備或教會

與機構的徵選，都需要事前有細密的規劃。

報償、天價

教會和機構基於經費考量，使用義工是必然

的，神也必樂見我們在祂的愛中合一地服侍。樂意

服侍的心不容被輕看，我們常以為，沒人看到我的

努力，沒有工價的工作好寂聊；別忘了，慈愛的天

父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台前的事，眾所矚

目，掌聲響亮，多人願作；台後的事，繁雜瑣碎，

乏人問津；殊不知，默默所為更能彰顯生命的光

亮，即便當下沒有任何掌聲，沒有一錠銀兩，但我

們所做的，天使都記下了，神也都將記念！無論是

台前光鮮亮麗的展現，或是台後默默無聲的付出，

都是需要的，也是被紀念的。因為聖經這樣記載：

「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應當大家

平分。」(撒上三十24)
有一個故事這樣說：某大牧師回到天家，僅能

在神的宴席中敬陪末座，卻發現那位曾被他趕出教

會的流浪漢高居首位，亞伯拉罕都不時為他添加菜

餚。大牧師甚是不解，鼓足勇氣去問神。神回答說：

「親愛的孩子啊，我當然知道你為福音奔忙，為牧

養盡心，但是你想一想：你四處講道，是不是為了

眾人的掌聲？你總是陶醉在人們對你的稱讚之中；

你把教會當私人公司，迎進來的多是達官貴人，你

但憑人的長相與裝扮來接待他們，奉獻的收入把教

會整修的很美，也供應人們豐富飲食，你自己的生

活也沒有匱乏，但你拒絕了渴望追求聖靈的心。孩

子，污染聖殿的，不是破舊髒爛的衣裝，而是自私

驕傲的心！你所見到的流浪漢，他把每一分求得的

小錢都用在聖工上，他自己寫下經句和感言，印製

小單張，分送給許多人，帶領了許多人來歸我，他

的心是純淨的，是全然向我的，他沒有留下一分為

他自己！現在他坐的位子是他所當得的。」

有甚麼事是神不知道的呢？看似「無價」的義

務勞工，其實不偏待人的神，早已為我們存積了銀

兩在天，都已把工價存進了我們在天國的帳戶，為

我們安排了宴席的座位。這樣的天價報償，等著我

們去領取啊！

（作者前為機構同工，今仍經常為機構作義工）

著文字工作的特殊功能把福音的種子傳播出去，

以擴張神國的疆界。

這份報刊是為神的兒女所預備的，是他們

人生路上的伴侶，是他們從事個人佈道時的好幫

手！希望《真理報》成為各地華人教會和每一位

信徒個人佈道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並且利用互聯

網和郵寄的方式向世界各地，特別是中國大陸

的未信者傳福音。筆者期望有更多義工來幫助推

廣！深願弟兄姊妹們把其中令受感動的部分向別

人介紹，特別是推薦給那些尚未得救的親友和鄰

舍，好讓他們也有認識真理的機會，而不要把這

份報刊當成休閒讀物，讀完就丟進垃圾箱。

我們更希望神在不久的將來開啟中國本土福音

文字工作的大門，好使《真理報》和其他福音刊物

如同在海外一樣自由地刊行。我們早已為此祈禱，

並在努力作好準備，待時機成熟，我們就可以立刻

發行中國版的《真理報》。若神成就，我們需要更

多的義工來參與《真理報》的文字事工，敬請各地

區各教會的弟兄姊妹繼續為之代禱！

(作者為加拿大溫哥華《真理報》加西版總編輯)

上接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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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在一個專為華裔宣導乙型肝炎的餐會上

遇見一位白人義工代表，筆者好奇地問他為甚會對

這個發生在華(亞)裔身上的健康問題如此關注，他

說：「因為我所居住的社區裡有很多華(亞)裔，所

以我要關注。」他也說，他的職業是舊金山市的消

防隊員，但住在舊金山灣區的另一個城市，也是那

個城市的義務民意代表，因為關注這個亞裔普遍的

健康問題，故與另一位有心人(也是非華裔)成立了

一個宣導乙型肝炎的社區組織。筆者聽了，心中非

常佩服！華人傳統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是先修身，再

齊家，然後進而治國和平天下，但一般人大都停留

在修身和齊家的階段，或許有些有能力的人希望為

官或做民意代表，但多數人不會進入社區裡去當義

工，參與服務社區的事。幸好，今日美國的第二代

華裔已經漸漸改變這個傳統觀念，不少人開始參與

社區的義務工作。

西方多義工

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義工(義務工作者)
或志工(志願工作者)就是一個人參與助人、具有組

織性、基於社會公益責任的行為，藉著發展義務工

作以解決社會上不勝負荷的需求。一般而言，義工

以自由意志，不求回報地奉獻自己從事社會福利、

心理健康、社區發展、災區救援等方面的工作。

按美國聯邦政府2010年所提供的報告(註)顯示，在

2009年有6,340萬美國人為他們的社區提供義務服

務，較2008年多了160萬人。他們貢獻了81億小時

的服務，其人力價值接近1,690億美元。

美國或西方國家的人普遍喜歡參與義務性工

作，這種利他的行為有些是基於「在世上作鹽作

光」和「行善」的聖經真理，有些人了解自己是上

帝賜予各樣資源和恩賜的管理者，因此很多西方人

士願意貢獻他們的時間、金錢或能力，來幫助他們

身邊的人或社區、國家，甚至世界上其他地區的

人。顯著的例子之一，是本地校區的家長代表大多

是白人；另一例子則是，近年來世界各地發生嚴重

的天災時，許多西方國家的救援隊都迅速地趕到當

地提供救援。

聖經的教導

耶穌基督教導門徒，要他們成為世上的鹽和

光，叫人看見了他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天上

的父(太13-16)。使徒保羅也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

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4)。新約聖經其他的作

者也一再勉勵信徒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

善(來十24)。廣義地說，基督徒參與關懷社區的義

務工作就是一種善行的表現，是神的吩咐也是神所

喜悅的祭(來十三16)。一個重生的基督徒就是藉著

他的善行來表達他的信心(雅二22)和蒙恩的生命。

普世的基督徒若能夠按照主所吩咐的去行，把好行

不可或缺的義工
龔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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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延伸到教會圍牆之外，那麼基督徒對社區和世界

的影響就能更廣泛和深遠了。或許，這是我們華人

基督徒可以一起努力的方向。

機構需要義工

筆者所服務的機構「角聲癌症關懷」是一個以

華人義工為主的基督教社區服務機構。我們的宗旨

是藉著關懷癌症朋友，彰顯基督愛心。我們為全美

國的華裔癌友和家屬提供的服務包括：癌症資訊、

社區資源、免費電話癌症教育講座、粵語癌症教育

廣播節目、互助會、電話關懷和本地的居家探訪。

這個機構只有兩位全時間的職員，但我們有上百位

直接幫助我們推動癌友服務的義工，另外還有一百

多位代禱者。倘若沒有這些義工的幫忙，單單憑著

兩位職員，我們能夠提供的服務和關懷就非常有限

了。

我們將義工隊伍分成為：1. 在辦公室裡使用電

話為癌友和家屬提供資訊和心靈關懷的義工；2. 在
社區裡探訪癌症病人和家屬的義工；3. 幫忙帶領癌

友互助會的義工；4. 主持和提供癌症教育講座的義

工；5. 協助特別活動的義工；6. 參與策劃的義工。

義工們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專科醫師、護理師、

營養師、復健師、社工師、地產或保險經紀人、家

庭主婦、老師、工程師、郵遞員、排版設計師、科

學家、退休人士等。他們按照自己的興趣、能力和

時間來參與癌症關懷的工作。因為有他們的參與，

「角聲癌症關懷」才能持續地提供如此多元和全面

的服務，否則，我們所能提供的服務便受到局限，

所以義工是這個事工絕對不可缺少的重要資源。

本於基督的愛

完善的服務和有效的訓練是相輔相承的，所以

「角聲癌症關懷」按照各項服務內容的需求為義工

提供各種訓練。義工們受訓完畢後，在服務的過程

中也繼續接受在職教育和督導，如此，可以提升服

務質素，接受幫助的癌友和家屬也能感受到義工們

的真誠和得到實在的服務。而當義工們感受到他們

的付出是有意義時，他們的熱忱便會提高，委身就

更堅定了。在我們的義工裡有好幾位本是接受服務

的對象，他們有感於義工們的真誠關懷，因此在病

癒後加入了義工的行列。其實，癌症關懷工作(無論

哪一種關懷)是一種本地的宣教，因為透過基督徒真

誠和持續的關懷，許多原來不認識耶穌的人就能感

受到基督的愛，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領受了基督的

愛，也自然而然地信靠了耶穌，成為基督的門徒。

任何一個機構對待和管理義工當有一個健全

的制度。除了為義工提供訓練外，還要有持續的支

持和督導。而義工在參與服務時也應當有正確的態

度，除了不要自以為是或自作主張、不自誇、謙卑

學習、委身、盡心盡力承擔責任外，最重要的是要

明白，義工也是基督的使者，所作的服侍要本於基

督的愛。

感恩

感謝神的恩典，「角聲癌症關懷」從2004年9
月成立至今，已經有20多位服務超過5年的義工。

他們的委身和堅持，他們對病友付出的關懷，彰顯

了基督的愛，成為了我們機構也是華人癌友和家屬

的祝福。我們盼望更多熱心的基督徒能夠進入社

區，參加各地的慈善公益組織，將主基督的愛表現

出來，成為世界的鹽和光。叫世人因著基督徒的見

證，被吸引來認識和經歷耶穌基督。倘若你的教會

有興趣發展社區裡的癌症或一般關懷工作，倘若我

們現有的培訓內容能切合你們的需求，倘若我們的

經驗能夠幫助你們，請瀏覽網站cancer.cchc.org，或

與我們聯絡。

註：參網頁 http://www.volunteeringinamerica.
gov/ - Volunteering in America 2010 Issue Brief.

（作者為美國「角聲癌症關懷」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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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中旬於加拿大雷城之加拿大神學研

究院道學碩士科畢業禮後，隨即偕同太太及另一位

同學連日駕車，從沙省之雷城趕路到安省之渥太華

履新。從該年5月1日至今，不覺在教會牧養事主已

屆卅載。在這三十年來，曾在4家華人教會中牧養

事奉，從不忘記培訓義工的重責。本文試就筆者在

這幾家教會中的親身體驗，以及一些個人觀察，撰

文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渥太華華人宣道會擔任助理牧師期間

(1981年5月1日至1984年11月中)

上世紀70年代末，華人教會在加拿大東岸的

建立方興未艾，筆者有幸在80年代初承接這股興旺

之潮，目睹事奉的對象――年青人火熱的心，青年

團契由一個增加至四個。當時人手非常缺乏，於是

立刻展開一系列的培訓班――小組組長訓練、查經

訓練、團契職員訓練等。弟兄姊妹接受訓練後，在

不同的崗位上事奉主，經歷神的恩領，靈性也長進

了。其中有幾位年青人更蒙神呼召，進入神學院接

受裝備。

除了團契數目增加外，語言事工方面也有擴

展。隨着土生土長的華裔漸漸長大，設有英語的兒

童主日學外，也增加英語青年團契，而主日也需要

增設英語崇拜，使那些華裔可以得到適切的牧養。

這樣一來，義工的需求更大了，惟幸教會長執有此

看見，多方面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與，義工人數也

蒙神加添。

京士頓華人宣道會作駐堂牧師期間

(1984年12月1日至1990年11月中)

由於教會座落在一個大學城――加拿大名校之

一英皇大學(Queen's University)，故90%會眾都是大

學生，只有不超過十個家庭的成人參加教會崇拜。

雖然教會較小，人數約為100人，所謂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事工卻是樣樣齊全，故事奉人手捉襟見

肘。有見及此，筆者在講台信息中多注重鼓勵信徒

參與事奉，而且差不多隔月都舉行一些事工主日，

例如：兒童事工主日、主日學事工主日、團契事工

主日、迎新主日、福音主日等，藉着這些信息鼓勵

信徒參與教會各項事奉，在事奉中經歷神，使靈命

牧 會 三 十 年 、
培訓義工卅載
潘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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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成長。

為使年青的弟兄姊妹對教會更有歸屬感，我們

也栽培一些年青的領袖參與教會的執事會，這些領

袖可以在執事會中表達他們同輩的心聲，使教會可

按年青一代的需要來策劃事工。

除了週末舉辦一些訓練班如：恩賜與事奉、傳

福音訓練、佈道會陪談員訓練等外，筆者還仿效保

羅在使徒行傳二十章20節所說：「你們也知道，凡

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人

面前、或在各人家裏，我都教導你們。」在弟兄姊

妹家中舉行一些培訓班，是他們有興趣學習，也是

他們所希望認識的，如：末世論簡介、基督徒倫理

學等。筆者的期盼就是栽培更多義工在團契、主日

學、探訪佈道等事工上參與。

卡城華人宣道會作主任牧師期間

(1990年12月1日至2003年2月28日)

上世紀90年代的加拿大華人教會正值教會增

長及植堂時期。由於大量新移民湧流進卡城，筆者

事奉的教會也遇上這股新移民潮，教會人數直線上

升。為照顧這批新移民，教會特別舉辦一些講座，

又同時培訓弟兄姊妹作義工，在佈道、栽培事工上

幫助這些新移民信主者。尤有進者，也加設一些成

人家庭福音組，繼續跟進一些慕道者。

此外，教會原有的中文學校也需要由小學擴展

至中學。學生人數超過500人，教職員及同工人數

多近60人，可見義工需要極大。

由於聚會人數不斷增加，教會地方及停車位有

限，加上一些弟兄姊妹住在距離教會較遠的地方，

故筆者將植堂的異象向長議會分享。感恩的，長

議會隨即成立植堂小組，並多方培訓弟兄姊妹作義

工，承擔教會各方面的事奉――無論在新植堂會或

留守本堂。感謝天父祝福植堂事工，在1993年10月
植建「城西堂」，現在已與母堂的聚會人數相約，

有700多人了。

1993年植堂期間，母堂送出200多位弟兄姊妹，

於是聚會人數由600多遞減至400左右，但神的恩典奇

妙，不到兩年人數又復原，要增設一堂粵語崇拜，

在主日清晨8時正聚會；翌年又因中國大陸新移民激

增，筆者向長議會提議再在主日下午1時30分加設一

堂國語崇拜。因此，崇拜需要更多義工參與，我們

也樂意任用新血，加以培訓後就投入事奉。

山景城主恩基督教會作主任牧師期間 

(2003年6月下旬起至今)

三藩市灣區的高科技公司對屬下的工程師要求

甚高，工作時間極長。在主恩基督教會聚會的會眾

多是在這工作境況下，故培訓這批「大忙人」作義

工是需要諸般的智慧和富彈性的，不能墨守成規，

教會必須作適時的調較。

筆者在主恩基督教會事奉初期，不斷強調教會

合一，事工上彼此尊重合作。三堂崇拜――粵語、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在教會所定的共同主題及方

向下，各施所長、發揮不同文化背景的事工，盡量

任用年青人、新加入教會者在教會各方面事奉，實

行人人事奉。

而在教牧同工的事工方面，筆者提倡教牧團

隊，亦採用了教牧事奉的「矩陣」Matrix，即每一

教牧均作其所屬語言會眾的牧者，但同時兼任全教

會三堂的某一項事工。譬如某一位教牧是英語堂的

牧者，但同時亦兼任全教會的宣教事工牧者，如此

類推。透過這教牧矩陣的事奉模式，各教牧按其負

責的事工全力去培育義工來事奉。例如在過去三

年，每年都有超過30多人參加貝利斯的短宣。這批

短宣隊員來自三堂的弟兄姊妹，先經過³個月的培

訓，成為精兵，為神在宣教事工上爭戰！

個人觀察

信徒為甚麼要參與義工的事奉呢？筆者相信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愛教會，為教會

捨己。」(弗五25下)每一位跟隨耶穌的人都要愛教

會，正如基督愛教會一樣。教會不是屬於一位或多

位牧者的，教會是信徒在主裡的大家庭，人人在自

己的家庭裡都有一個角色，所以必須參與事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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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事奉是與神同工，經歷神的同在，使人對神的

認識增加，靈命得以成長。

信徒怎樣參與教會的事奉呢？信徒應循以下三

方面去做：

一、要培養對教會的歸屬感，三個步驟是：

1. 建立生命上的相同連繫，同有一主、一信。

2. 受洗加入教會，歸屬這個團體，成為其中一

分子。

3. 倘已在別的教會受洗，便要轉會，得到教會

的會籍，才會對教會事事關心。

二、要加強對教會的歸屬感，因此要實行以下

三點：

1. 經常參加聚會，認識教會的人和事，實際知

道教會的發展。

2. 與弟兄姊妹配搭事奉，使能彼此認識更多，

促進在主內的情誼。

3. 更要追求個人的長進，除自己安靜讀經靈修

外，也要參加教會的培訓課程，不要使靈命停滯，

導致離開教會。

三、在以下三方面支持你的教會：

1. 在奉獻上支持教會，有份於教會的聖工發

展。

2. 透過事奉支持教會，身體力行，肢體配搭來

支持教會聖工發展。

3. 以禱告來支持教會，記念教會聖工，仰望神

恩典，這是不可缺少並且是最重要的一環。

教會需要推動總動員

「任何一種運動的發展與它能否成功地動員所

有會員不斷地、持久地宣傳他們的信念成一正比關

係。」(Strachan Theorem)所以，教會應恆久地鼓勵

和訓練信徒作義工，使信徒與教會都得到適切的成

長，長成基督的身量。保羅說：「所以弟兄們，我

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

然的。」(羅十二1)

（作者現任美國三藩市灣區山景城主恩基督教會

主任牧師）

本刊每期製作費為

US$1.5一本

敬請為本刊

製作費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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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是向所有基督徒頒發的，因

此，很多人心中很容易為這一群人勾畫出一些很典

型的形像。對你而言，當想到履行大使命時，你腦

海中會浮現怎樣的畫面？

今年3月，我有機會到北加州三藩市灣區一

行，拜訪多個福音機構，並特意去探訪我多年的好

友陳惠文姊妹。陳姊妹邀約我在星期二上午與十多

位大使命中心的義工們見面，沒想到這一群金齡的

義工讓我體會到他們履行大使命的心志和方法，拼

出了一幅嶄新的畫面。

聽禱告的神

相信到過加州的人，都會羨慕加州的陽光，尤

其是我這位來自華盛頓州普捷灣的訪客，非常渴望

暫時遠離濕漉漉的天氣，享受加州的陽光。不料，

出發前的氣象預報叫我大失所望，原來這一週不單

會陰雨連綿，狂風暴雨更會排山倒海般掩至。既然

如此，我只好帶備一切雨具。

陳姊妹告訴我，義工將在星期二上午到大使命

中心協助《大使命》雙月刊的郵寄工作。雖然天氣

預告是陰霾密佈，但同工和義工們都逼切為星期二

的天氣禱告，求神賜下好的天氣。因為天氣惡劣將

會影響義工的人數，還會影響將滿載刊物的郵袋送

往郵局的過程，把雙月刊弄濕。

神真是奇妙，祂是聽禱告的神！在約定的星期

二早上，風和日麗、陽光明媚，義工團迫切禱告的

果效，天父細心的安排又一明証。我一早抵達大使

命中心，剛坐下，就聽到陣陣輕鬆的笑言笑語，郵

寄義工團抵達了。

金齡義工團

這個義工團真是與眾不同！平均年齡大概在

70歲左右(有幾位已超過85歲)，但每一位都是精神

奕奕，滿臉笑容。他們走路可能較慢，但雙手還很

靈活，裝組信封的效率驚人，兩、三小時可以完成

8,000多份。據大使命中心同工的經驗，因為他們專

心，而且熟

習，所以速

度勝過不專

心，又常喜

歡走動舒活

筋骨的年青

人。

這個義

工團來自山

景城主恩基

從寄發刊物看
金齡人士
履行大使命的機會
劉大智

主題文章

金齡義工專心、熟習，裝組信封的速度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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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會。2001年，大使命中心遷到北加州不久，他

們已開始參與義工的服侍。我訪問了其中幾位，問

他們為甚麼願意來做義工，以下是部分的回答：

「我在1957年已經信主了。雖然現在年事已

高，在教會的事奉不多，既然自己仍能開車，所以

珍惜這一個事奉的機會。」

「我認同大使命中心的異象。大使命中心的事

奉是以基督為中心的事奉，見到同工們將生命全然

擺上，所以非常樂意和他們同工，盡一分力量。我

時常為大使命中心禱告，並且閱讀他們出版的每一

本書刊，包括每期的雙月刊。」

「雖然自己年紀已長，仍能有此事奉機會，可

以出一分力，感謝神！」

「每次來大使命中心事奉都非常開心。透過參

予寄發這些福音性或屬靈刊物，我能夠接觸未信主

的廣泛人群，也和其他地區教會的弟兄姊妹在主裡

相交，使我的事奉能超越本地和本教會的範圍。」

「我老年體弱，不能為主做些甚麼。這些刊

物的內容都是鼓勵教會和信徒履行主的大使命，幫

助郵寄這些刊物，讓我感到有份直接參與主的大使

命。」

「我信主不久，很高興能參與事奉，享受肢體

的愛，同時可以向屬靈前輩學習。」

「每兩個月我有機會來這裡事奉，更可以為

大家準備午飯，完成了裝組郵寄包裝後，一起享用

及交通，我心裡很高興。這是大家熱切期盼的義工

日！」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義工團，雖然他們已沒

有收入，但仍堅持出錢、出力為大家預備美味的午

餐。有時，他們故意多弄一點餸菜，讓同工可帶回

家享用。部分長者已參與事奉超過五、六年，但仍

是興緻勃勃，不肯言休。當我問他們其中原委，

大家異口同聲笑著說：「請問我們的總管盧弟兄

吧！」

義工團總管──盧文標弟兄

盧弟兄是義工團中年齡稍輕、精力充沛的少數

幾位之一，其實他也年屆70高齡，全家信主，兒孫

滿堂，所以時常到不同的兒女家享含飴弄孫之樂。

他是主恩基督教會的會友，曾任多屆執事，幾年前

從工作崗位退休後，在教會中參與多項事奉，對宣

教很有負擔，差不多每年都參加短宣隊。

當我請盧弟兄分享他多年在大使命中心做義工

的感受時，他說：「大使命中心剛遷到北加州時，

是租用我們教會(主恩基督教會)的地方。當時我們

的主任牧師(程國儀牧師)鼓勵我們支持及協助大使

命中心的工作。開始時，我只是幫忙裝組信封，後

來看到大使命中心同工們工作很重，覺得應該多幫

忙，減輕他們的負擔，於是就自動負起策劃整個郵

寄發行流程，幫助聯絡義工。不經不覺已七、八年

了。」

開始時，義工團的成員大部分是金齡(75歲以

上 ) 的弟兄姊妹，

現在增加了一些不

用 上 班 的 家 庭 主

婦，使平均年齡降

低了。我向盧弟兄

請教他招募義工的

方法，盧弟兄分享

說 ： 「 我 向 教 會

團契的弟兄姊妹們

號召說，這是每兩

個月一次的短宣體

驗！許多信徒因年

年事已高，特別珍惜事奉機會

盧文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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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高，覺得沒可能去『宣教』，但很想參與，因

此我鼓勵他們參與宣教機構的事奉，支援宣教工

作。他們大部分都不能開車，我答應為他們安排交

通接送。這樣，大家都高高興興、積極回應當短宣

義工，兩個月一次擺上一天的時間。這些義工們都

很穩定，參與的時間平均超過四年。」

每次義工日，盧弟兄在早上8時就駕著他那部

七人車，由遠至近去接載這些義工，有時盧太太會

另開一輛車接載其餘的人。工作完成後，又逐一送

他們回家。因為盧弟兄夫婦的愛心，使這個金齡義

工團能參與事奉，真是神的恩典！

送郵局重任

把雙月刊(有時或會加入一些單張)放入信封，

再裝進郵袋的工序完成後，又到另一個環節了，就

是將100多個滿載刊物的郵袋送到郵政局去寄發。

這是需要體力的工作，神安排另外兩位義工幫助搬

運這些每個介乎30至50磅的郵袋；他們是張家駒弟

兄和林成蔭弟兄。看到他們五位同工和義工熟練地

將一個一個郵袋放在手推車上，從二樓用電梯運到

一樓，然後再搬上貨車，送到郵局後，還要將郵袋

卸下，放在郵局指定的地方。這一個環節大概需要

兩小時。

張弟兄和林弟兄兩位都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退休後，看到大使命中心在人力資源方面的需要，

願意每星期抽空一、二天來幫助大使命中心的工

作。他們一位是電腦專家，一位是物理學教授；他

們不僅協助電腦、資訊、網頁、文字的工作，更隨

時捲起衣袖做任何修理和勞力的工作，真是年青基

督徒的好榜樣。

我的拼圖

藉著參與郵寄，事奉超越本地

義工們每次都帶來美食，與同工一起享用

我在大使命中心只有大半天的時間，但看到義

工們的多元化(不同年齡和不同專業)，但同將事奉

焦點集中於基督，履行主的大使命，使我腦海中浮

現的實踐大使命圖景增添了多姿多彩的立體感。義

工們的投入、委身，在事奉中洋溢著喜樂，更藉著

事奉彼此在主裡相交、團契，同心合意地完成神所

交付給他們的工作，我體會到不同的年紀都可以實

踐主基督的大使命！

註：雙月刊郵寄義工團成員及參與事工的年份

盧文標 (7年)、劉啟宗 (3年)、劉太May Wong 
(3年)、錢陳淑慧 (2年)、梁楊慧君 (新)、李景寧

(2年)、鄭智仁(2年)、鄭林寶寶(2年)、伍陳美登(6
年)、梁聯益(5年)、梁林金玉(5年)、方偉章(1年)、
陳李鴻媛(5年)、高黃若碧(8年)、高李少儂(5年)、
Regina Wong (10年)

（作者與丈夫二人一直支持大使命中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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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主所創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每位信主

的弟兄姊妹都得著主的愛，也得著神的恩賜，願人

人都甘心樂意以神所賜的恩賜每天為神而活！

在信主的歷程中，神安排了不同的宣教士在我

身旁。他們甘心踏上宣教路，在生活上跟隨、見證

耶穌，全然獻上，放下自己所擁有的事業、資產、

地位、時間，走上一條世人視為艱難的路。從他們

的分享，知道他們在工場上的爭戰激烈，我深受感

動，我們在後方的要懇切為他們禱告。

雖然自己進入了人生的下半場，蒙神使用，給

予很多機會在各種情況下作不同的義務服侍。在外

地居住時，我常作司機接送會友出席崇拜。若有姊

妹需要，無論金錢資助或陪伴出入醫院覆診等，不

需有人差派，我也主動參與。在香港，當看見年長

孤獨長者懷念家鄉的孫兒時，我樂意陪伴她回鄉探

親，享受與家人同在之樂；當主內弟兄姊妹從海外

回港時，我會相陪；對回港述職的宣教士，也會盡

量抽空參與祈禱會，也會奉獻支持。

在自己所處的環境裡，我也盡量發揮神賜給

自己的能力，如到少年區給予鼓勵，讓少年人有機

會得著福音。蒙神開路，我也有機會到國內的工廠

裡和員工以英語交流，尋找機會分享神的信息。對

於婦女工作，自己參與探訪國內一些婦女已三年多

了。一些香港人在內地建立家庭，我和一群有心的

肢體每星期與港人的家庭分享查經活動，建立她們

的靈命。

2009年，我有機會參與香港選民事工差會的短

宣，到中東探訪一個華人宣教士家庭。我曾進修宣

教課程，對宣教有些認識，但當親身到了異地，更

加體會他們一家人面對異文化下的各種壓力和不同

的挑戰，在語言、日常生活習慣等方面都有不同的

學習，孩子入讀當地學校、學習當地語言。再者，

當地生活費用高漲，所遇到的種種難處，就是在家

書中也不能盡言。

短宣完畢後，我的內心有強烈的感動，繼續為

這宣教家庭懇切代禱，並求神加倍祝福他們一家。

當地的文化很重視家庭生活，也很喜愛小孩，所以

我在祈禱中求神為他們加添小孩，在當地出生，顯

明神在祝福他們一家。這禱告一直在我心裡，直至

一天，在差會的祈禱會上得悉他們的喜訊，心裡十

分激動，神是一個聽禱告的神！興奮之餘也明白

宣教士在異地待產的難處，九個多月要到醫務所檢

查、覆診，有很多額外的安排。經過禱告後，我與

差會聯絡，表示願意到宣教士家中幫忙。宣教士有

家人到當地幫忙，當宣教士太太入院生產時，陪伴

她和安頓家中各樣家務，使作母親的有機會休息和

盡快復元。而當宣教士的家人回港後，我可以接替

他們的工作。就這樣，我在2010年到了當地作陪月

恩賜、能力與事奉
王慧明

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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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助家務的服侍。我所做的實在不多，只是接送

他們的長子上下課，也在家中幫忙作點簡單的家務

及煮飯。宣教士的生活相當忙碌，早出晚歸，若沒

有人在旁協助，增加了新成員便會忙上加忙，壓力

更大。

感謝神，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的長子和我建

立了信任。例如在乘搭交通工具時，他愛坐在巴士

的前座，因為是一個特別高的座位，使他感到有如

坐在馬鞍上，很威風似的。一次，我拿起相機，替

他拍了一幀很神氣的照片，他特別高興。接他下課

回家時，他看起來很累，我便從袋中取出幾顆Ti-
Tak糖，他吃後便精神起來，腳步也輕快了，走到

車站乘車回家。於是，我們的關係非常融洽。

當地生活消費高漲，到市場買菜比較便宜一

點。他們要帶著初生的嬰孩，照顧著長子，拉著重

重的菜籃，再乘搭公車回家；這真是件不容易的

事！願天父在這宣教家庭中額外多賜智慧、力量！

他們一家人雖然在物資上沒有很大的缺欠，但當地

華人稀少，所以遇見海外同胞，格外有親切感。雖

然有參與當地的英語崇拜，但當地的基督徒流動性

很大，很多屬於過客，宣教士也需要很多鼓勵和支

持。

這次到中東探訪宣教士，作短期的服侍，對我

來說，擴闊了自己的眼光，增強了對差傳的關心，

使我懂得普世宣教的重要性，更能深入了解遠方宣

教士的需要，禱告記念他們。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在1994年4-6月出版的《往

普天下去》，刊登了熊黃惠玲姊妹根據STEM (短期

宣教差會)對短宣隊的研究所作的報告：

一次的短宣，未必可以使你投身成為宣教士，

但可以擴闊你的眼光，增強你對差傳的關心，使你

變成一個胸懷普世的基督徒。據STEM為常常參與

短宣的人所作調查顯示，短宣者在短宣過後，為普

世宣教的祈禱時間長了，為宣教而奉獻的金錢亦倍

增。在同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曾參加短宣的人對其

它類別的差傳活動有較積極的參與。如：

為宣教籌款 + 29.9%

為宣教士預備居所 + 53.8%

寫信給宣教士 + 144.9%

參與本地佈道工作 + 10.5%

成為差傳委員會的委員 + 83.7%

分享宣教異象 + 225.5%

帶領有關宣教的小組查經 + 13.3%

尋求自己在宣教事奉的崗位 + 41.9%

尋求機會與不同國籍的人接觸 + 68.6%

完全不參與宣教活動 -66.2%

我也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這中東國家住上一段

日子！今天，當我每次感恩祈禱時，我也不會忘記

主對這地方的厚愛，自己也感受到主耶穌為這城流

淚！現在，每次在領聖餐時，聖靈也感動我為神的

選民代求。感謝主讓我們這些外邦人得著救恩，在

神拯救世人的計劃中有份！讓我們繼續為我們的屬

靈兄長代求，求神把我們連接起來，一同擴展神的

國度。

舊約中記載寡婦供應先知食物，新約也有婦人

獻上自己微少的金錢，神都不會輕看。我領悟到，

神醫治了我，主耶穌的愛臨到我。施比受更為有

福，雖然自己沒有高深的學歷、地位、金錢，主看

我的內心，他知道我愛祂有多深，我有多少能力可

以獻給主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恩賜和能力，有

沒有抓緊機會來事奉主呢？一杯涼水給與有需要的

人，只看我們是否願意去作。願年青的、年長的、

任何年紀的人，都願意到外地作事奉！神對你的祝

福是永不落空的，這是神的應許。願榮耀全歸於

神！

（作者參與香港選民事工差會的義工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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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幾位衣著簡樸、隨意的年青人來到

我們的辦公室。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有的是海歸

香港的留學生，也有土生土長的「80後」。各人手

上拿著的若不是iphone便是ipad，都是新的科技產

品，除此之外，他們都同有一顆宣教心。他們是應

筆者之邀而來，與我們一起構思如何利用資訊科技

叫人認識福音。

去年中，筆者在搜集資料的時候發現，中國內

地網民已超過4億5,000萬，當中三分之二會利用手

機上網。過去十年，環球電台已使用互聯網向內地

青年廣播福音訊息，接收的多是城市的學生及上班

族。事實上，今日在中國，無論公車上或快餐店裡

等公眾場所，都可以看見很多年青人手握手機，並

經常與友人在網上聯繫或搜尋資訊。互聯網自從3G
網絡開發後，不知不覺已成為年青人私人生活的一

部分，

眼見這個趨勢，神感動筆者一方面為手機作

傳福音平台的事求神開路，能夠開拓一個適合手機

網民的平台；一方面又著手加增網路青年節目，探

討時下年青人的議題和需要，藉以傳遞聖經的價值

觀，又能提供具體的方法來幫助國內的年青人在現

今的世界中過敬虔的生活。 
三十多年前環球電台在香港設立辦公室，一

直以來由於資源所限，事工經費依靠神的供應，但

我們又常常經歷神的恩典，神賜下不少人力和義工

來協助日常事務。然而，以城市年青人為對象的互

聯網中文事工，並非傳統的事工，要在日常網站管

理的工作以外再發展新的廣播平台，加重了現有同

工的負擔，非常吃力，很需要年青的、有相同異象

的有能之士成為我們的合作伙伴，一起探討可行之

策。神果然應允了我們的禱告！

這群生力軍雖然年青，但很早已自己創業，開

設公司，難得的是他們以自己的專業來努力拓展神

國，願意作我們的軟件開發伙伴。就是這樣，環球

電台今年上半年可以推出第一個手機應用程式了。

神有如此美妙的安排，我們獻上感恩不已！

這個以事奉為目的的公司，其中主力與我們合

作的伙伴是郭弟兄，剛於去年結婚，可說是事業、

家庭都是新的開始。他分享作為宣教伙伴的心路歷

程時說，神對他愛顧有加。郭弟兄於2001年在美國

升學時信主，2008年回到香港，與友人一起成立自

己的公司，他負責資訊科技的項目管理。他與友人

創業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公司能成為服侍教會

的平台，當他們透過公司的生意伙伴認識了環球電

台，發現通過互聯網使用電子媒體接觸中國內地青

年的異象與他們期望的服侍方向相同，深感這是神

創新的宣教生力軍
非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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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備。

被問及為甚麼事業開始不久卻會參與環球電台

開發手機應用程式時，郭弟兄不需要多思想便回答

說：「香港有不少的機構都在從事傳福音工作，需

要很大。環球電台的人力資源不多，但同工們都努

力謀發展。而我們公司的意念和工作技能與中文互

聯網事工團隊所走的路線相近，所以願意作長期的

合作伙伴，一起拓展新的思維，構思新的意念，開

發流動平台。這是我們公司的一個項目，藉此來服

侍神，履行宣教使命。」

郭弟兄也說：「聖經告訴我們，神揀選了利未

支派作事奉人員，但也吩咐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供

養這些利未人。一般基督徒視傳福音的工作為免費

服務，並沒有留意從事傳福音的人需要支持。在商

業社會裡，很多人都是以金錢回報來衡量自己的付

出是否值得，但在合作過程中建立了關係，又能認

識不同的福音事工，擴展自己的服侍疆界，對信徒

來說也是一種回報。」

談到事奉的得著，郭弟兄也經歷了一些個人的

突破：「我原是個比較內向的人，很少主動接觸其

他人。透過認識中文互聯網事工的團隊，我擴闊了

社交圈子，個人也在成長。況且，發展流動電話平

台的項目有創意，又很有趣味，與團隊一起構思的

過程帶給我滿足感，我很享受！」

有創意、生動有趣的媒體能夠吸引年青人對福

音產生興趣，從而帶來正面的果效。聖經教導我們

要靈巧像蛇，耶穌基督在世時也常常利用當時以色

列流行的方法，透過說故事和比喻來講解福音，今

日我們也可以透過年青人流行的媒體、利用手機平

台，用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神面前，讓他們有機會

接受福音。

被問及這個事奉的挑戰，郭弟兄不諱言有憂

慮：「其實，環球電台是我們公司第一個的『客

戶』，也是暫時唯一的手機項目客戶，所以我也

在擔心公司能否應付這個挑戰。公司需要維持營

運，有一定的成本，但一般基督教機構的財政並不

充裕，能付給開發公司的報酬不多，我們當然也不

會多取，只視之為一項事奉。神正在操練我們的信

心！相信只要我們所作是為神而作，神便會開路，

也會看顧一切。」正如聖經上說，只要「先求神的

國和神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我們與伙

伴同步前行，一同學習倚靠神，經歷神，仰賴神的

供應。

最後，郭弟兄有感而發：「這不單是一件有意

義的工作，也是兩個團隊間的策略性合作，藉此事

奉神，幫助人，為福音機構和商業公司帶來雙贏的

局面。」

筆者回想自己和周遭很多的人，像郭弟兄一般

年紀時，往往只顧追求自己的理想，或鑽營事業，

賺錢來購買自己喜愛的東西，單看自己的需要而忘

記了身邊的人。後來蒙神揀選，有機會在環球電台

服侍，眼見不少弟兄姊妹願意付出精神和時間來服

侍神，其中一位姊妹曾在電台有半年義務的部份時

間服務，現時也有三數位在作義工，筆者為此感謝

神！也盼望有更多年青人如郭弟兄和他的朋友，以

及這位姊妹一樣，加入一個事奉團隊，透過自己的

興趣和才幹服侍神。

按：欲使用智能手機如Iphone, Ipod touch, Ipad
收聽環球電台的青年節目，請到Apps Store 搜索

Ktwr 下載手機應用程式。

(作者為香港環球電台同工，負責聯絡不同的團

隊，透過發展網上廣播事工接觸國內青年人，事

工詳情可瀏覽www.ktwr.net/b5/aboutus。原文刊

環球電台互聯網中文事工2011年6月通訊，經本

刊編者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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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機構一般都需要義工的協助，否則很

多事工都無法開展，大使命中心也不例外。自成立

以來，蒙神賜予很多義工來幫忙，無論是具體有形

的支持或默默地在代禱，讓我們看見一群忠心的勇

士，在神的國度裡同心合意地為主的大使命盡忠，

我們為此而獻上感恩，也向他們對神的忠心致敬！

在這篇文章內，我們無法一一提名，但相信他們的

名字和忠心已記錄在天上的名冊內。

美國總會的義工

大使命中心的義工中，數服侍時間最長的當

然是王永信師母張茀迪姊妹，也數她的服侍範圍最

廣，她是長期的「百搭」義工。當某一個崗位缺乏

人手時，她是當然的「替工」，由郵寄、打字、接

待處，以至運送、購物，甚至弄飯等，她都樂於承

擔，勝任有餘。現在，她仍協助更新美國辦公室的

郵寄名單。

給筆者印像最深刻的是師悌德牧師，他自退

休回美國後，常到大使命中心來幫忙。當他80高齡

時，仍每年多次來探望並順道作義工。師牧師不怕

辛勞，樂於做木工、粉飾牆壁等工作。甚至他們住

進宣教士退休宿舍裡，仍記掛著我們，當師母去世

後，師牧師每年都從東岸飛到當時大使命中心所在

的美國德州銅谷營地來幫忙，直至大使命中心搬到

三藩市後，飛機航程太遠，而師牧師已屆90餘，不

適宜再如此飛行時才停止。師牧師夫婦是中國內地

會的宣教士，他們一生都服侍中國人。

大使命中心在1995至2001年曾在德州管理一

個佔地甚廣的退修營地，當時的全職同工很少，

營地的管理和維修有賴眾多的義工幫忙，長期的

有Hager and Sylvia Hay夫婦、徐恆夫和王慧如夫婦

等。每當營地「客滿」時，更有很多教會的弟兄姊

妹前來幫忙，為數很多，無法一一提名。

大使命中心美國總會於2001年搬到三藩市灣

區，主恩基督教會的弟兄姊妹便成為義工，尤其是

一大群長者，至今仍長期在協助郵寄的工作(見本刊

〈從寄發刊物看金齡人士履行大使命的機會〉一文

的介紹)。感謝神！他們期盼著每兩月一次的「義工

日」，並視之為履行大使命的機會。

香港辦事處的義工

在香港方面，先有忠心的黃喜蓮姊妹，這位良

善又溫柔的兒童畫院老師，與王永信牧師和陳惠文

會長在華福中心事奉時已經為同工。當大使命中心

香港辦事處沒有同工的期間，她代為儲存及處理所

有文件，待聘得同工後，又協助重新設立香港辦事

處，然後退下來，靜靜地關心同工，為同工代禱。

後來又有文秀芳姊妹，是一位專業會計，由於她選

擇自由工作，所以在工餘時間來協助處理郵寄名單

達三年之久。秀芳姊妹更常常說，這是我積儲天上

財寶的機會。

2003年開始編譯《普世宣教手冊》的時候，

因為全書以文字和數字為主，校對方面需要大量人

力，也因為有時間限制，必須在一年內完成。筆者

正在籌算的時候，三位剛放下了教學工作的姊妹，

也是筆者的多年老友，如木蘭、錦萍、秀娟等，原

本期望先休息再上路，有見及此，每天都來到辦事

處埋頭苦幹。感謝神，《普世宣教手冊》終於在期

大使命中心
義工群像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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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內完成，得以面世。這是筆者多年來都津津樂

道，為此感恩不已的事！

今日在服侍的義工

今日，除了上述提及的王師母及一群金齡義

工外，大使命中心有很多義工在幫忙，筆者借此文

向他們道謝！在文字方面，美國有金繼宇博士。他

是地震學專家，在美國政府機關裡工作，在東京大

學講學時認識了大使命中心的董事丁惟柔姊妹，得

丁媽媽的推薦，他退休後每週一天來協助翻譯的工

作，也就有關科學的文章提供意見，「科學與信

仰」一欄就是經他提議而設立的。丁媽媽已於2007
年回天家，但金博士仍每週都到大使命中心來，甚

至有時更把趕急的文件帶回家去翻譯。香港有黎錦

萍姊妹。她原是位中文老師，現在協助校長處理行

政事務和家長的福音工作，並且修讀了夜間的聖經

文憑課程。從《普世宣教手冊》時起，她已經參與

校對的工作，每一期的《大使命》以及各本小冊子

都先經她校閱，才進行排版。得到她的幫助，筆者

的擔子輕省了。

會計方面，曾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美國總會

的會計出缺，Grace Cheng每星期天老遠的從北部

的Danivalle駕車來到San Jose，為大使命中心處理

會計賬目。其後聘得同工，她又盡心教導新同工如

何處理財務。Grace自從第一屆華福大會的會計事

奉後，不間斷的在機構裡當義工。香港方面，Alice 
Lam從2003年開始一直義務協助處理會計賬目。她

是會計專才，在商業機構任職，工作壓力不輕，而

一子一女就讀初級中學，照顧他們所需的精神和時

間也不少，但Alice仍願意協助大使命中心處理香港

的賬目，感謝神！

在電腦、網頁方面，有張家駒弟兄。張弟兄

是電腦專材。三年前，自電腦工作退休後，因一次

偶然陪伴宣教士朋友造訪大使命中心，知道大使命

中心在人力資源方面的需要，開始抽空幫忙將通訊

錄名單整理，免得漏寄，也方便電腦運作。目前是

固定每週來當義工一天，主要協助電腦方面各種的

需要。張弟兄在60年代信主，在美國東岸多年來熱

心帶領校園查經班、協助成立中文教會，也參與建

立兒童福音等各項工作。退休後遷到西岸的北加州

來，認識了大使命中心，這是神的預備。

在大使命中心，張弟兄最新的工作是全面更新

中心的電腦網頁。張弟兄付出的心血，使全球信徒

們能更直接、迅速地取得普世宣教的資訊和方向。

10多年來從未間斷、年紀最高的義工是林成蔭

弟兄。林弟兄與王永信牧師相交淵源始自60年代的底

特律市，當年他是物理系教授。80年代開始，林教授

到了香港的華福中心辦事處當義工，義務協助行政

工作和擔任英文編輯。到了80年代末期，因妻子身體

健康不適合香港的氣候，一家搬回美國。在美國更

新傳道會開始季刊文字工作，也包括NIV聖經研讀本

的中文翻譯，同時曾兼負行政主任的工作。

林弟兄在1996年搬到德州的達拉斯市，當時大

使命中心的總部也在附近的銅谷市，王永信牧師隨

即邀請他歸隊，參與英文季刊編輯和選錄、中英文

「普世宣教快訊」的工作，後來也由他接替了行政

主任的職責。在2001年，大使命中心遷移到北加州

灣區，林弟兄仍維持協助輯錄「普世宣教快訊」。

多年後，林弟兄一家也搬到西岸來，新的義工關係

再次緊密連接。目前他每週有三個下午到大使命中

心來，除了「普世宣教快訊」的選輯工作，也協助

其他翻譯的需要，更隨時伸出援手，協助任何運作

事工上的需要。

林弟兄的專業長處是物理，似乎和他多年的

事奉工作風馬牛不相干，神有為他早作預備嗎？答

案是「有」。他一再強調，重要的是個人有願意的

心志，不是著眼於過往的工作經驗及成就能否在義

工的工作上派得上用場。感謝神！他也強調，在任

何基督教團體和機構中，肯定有多方面的需要，義

工是不可缺的人力資源。信徒首先有願意事奉的心

志和樂意服侍的態度，如此，無論參與那一項的義

工服務，必能成為有效的成員之一，經歷事奉的喜

樂。

大使命中心需要不同性質的義工，有意參與服

侍的弟兄姊妹，請與美國和香港的大使命中心辦事

處聯絡，加入我們的事奉團隊，一同為推動宣教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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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7位教會領袖簽署了請願書遞交予國民大會，要

求保障國民的宗教自由。他們並非要求新的自由或權

利，而是國家憲法規定可擁有的自由。這是不輕易的舉

動，任何人敢公開質詢政府當局，必須冒被逼迫、監

禁，以及所屬教會被關閉的危險。然而，無論這行動的

後果如何，大體上不會影響國內的教會。基督徒會繼續

事奉，教會也要不停增長。

<Voice of the Martyrs, www.persecution.com, 5/16/11>

馬拉維：從事兒童工作一向被視為懲罰。一般來說，若

是領袖犯了過失，就會被派去作兒童事工。自宣教士的

兒童事工近年帶領許多兒童及家長們信主後，這個心態

也有了可喜的改變。教會拓植分堂，20間佈道所會逐漸

發展成教會。同時，也已設立強化這事工的訓練。

<Grac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www.gracemi.org, 5/9/11>

中東：沙特地阿拉伯的一個地下教會受到福音電視台的

培育，聽聞電台有對等增額募款運動時，花了幾週時間

禱告並作出超乎能力的奉獻兩千元美金。支票在募款限

期後才到達，但一位電台董事以「雙倍增額」即四千元

奉獻給電台。這地區近期動盪不安，電台仍繼續收到觀

眾的回應。

<SAT-7 Newsletter, www.sat7.org, May 2011>

西藏：全球700萬西藏人中，95%是未得之民。一個名為

「崔瓦」的特殊綜合媒體與家庭關係(藏語「聯繫」之

意)事工，開始進入流亡南亞的14萬餘藏人群體。利用印

刷品、網絡及視訊媒體，從聖經的觀點提供答案，討論

他們常有的掛慮，如：如何與年青人建立關係等。父母

稱讚這些節目「有益」及「深入」，而當整個社團討論

某些原則時，一些希望認識更多的人被引介會見當地同

工，因而得以聽聞福音。以往曾否決80%開發事工的社區

領袖，有些已參與這項工作。

<Pioneers, www.pioneers.org, 5/12/11>

伊朗：政府近日加強逼迫基督徒。從2010年6月至2011年

1月，至少有202位基督徒被捕，遠超於2008及2009兩年

的總和80。消息被公開報導，阿訇也在週五的講道中談

論。越來越多的穆斯林轉信基督教，政府非常憂慮。據

估計，基督徒的數目已達幾十萬，家庭教會急速增長，

大量的新約聖經被分派，衛星電視台不斷播放福音信

息。一般平民不信任政府，也不信任宗教領袖，因為他

們經歷了很多承諾不兌現、戰爭、國際關係被孤立，以

及種種的仇恨。人民容忍不同宗教信仰的程度提高了，

加強逼迫基督徒反而使基督教更有吸引力。

<Christianity Today, christianitytoday.com, June 11>

專業宣教：十年前一機構組織了一隊專業人士，以專長

在醫療、商務、水利、衛生、農業等方面支持宣教士、

本地教會及差傳團體。事工帶來傳福音的機會，巴拉圭

一些教會高達40%的基督徒是因接觸醫療/衛生事工而信

主的。甚至短期的專業宣教也有幫助，各行各業都有需

要。

<The Mission Society, www.themissionsociety.org, 5/24/11>

布基納法索：在非洲，並非人人都能登上網絡，但手機

卻很普遍，有400多萬人使用。卡安巴族人的言語很難學

會，音樂、文法都很複雜。一機構將基督教音樂配合卡

安巴言語，放在手機的資料卡上，讓族人隨時隨地可以

聽到帶福音信息的母語音樂。

<Wycliffe Associates, www.wycliffe.org, 5/31/11>

差傳會議：十年前一位牧師得到一異象，為牧者、差傳

機構、教會領袖及有差傳意識的信徒組織會議，彼此聯

繫、合作去完成主的大使命。這個每年都舉行的會議，

多年來已推動共10萬人及200機構參與，幾百位長、短期

宣教士到了世界各處。兩天的聚會包括125個工作坊及數

十個事工的介紹。下次會議將於明年1月20-26日在俄利

根州Portland舉行。

<Luis Palau Association, www.palau.org, 4/25/11>

巴基斯坦：水災令1,800萬人受災，1,200萬人被迫遷離

家園。某地區有100個家庭得到一個機構的幫助，住進半

永久性軍營中嚴重損害的教會學校裡，150名災童進入那

學校就讀。當軍方要收回營地時，學校向機構求助。機

構差遣工人重建一條1,500呎的圍牆圍繞教會及學校，並

修復3間被損壞的教室。軍方看見70位工人數日晝夜不停

地完成需時數月的工作，大受感動，就允許他們留下。

這隊工人的見證，帶領了許多人信主。

<Operation Mobilization, www.omusa.org, 5/24/11>

普 世 宣 教

林成蔭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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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17 top unregistered church leaders have taken a bold 
step to petition the Chinese Parliament urging them to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country. They are not asking for new 
freedom or rights, but what are promised in the constitution. 
It is a risky move, as anyone standing up publicly to the 
authorities can be subjected to persecution, arrest and their 
churches closed down. Yet the outcome of this action will not 
affect the Chinese Church. Christians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nd the Church will grow.

<Voice of the Martyrs, www.persecution.com, 5/16/11>

Malawi: Working with children has been seen culturally as 
a punishment. Typically, leaders get sent to that task after 
doing something wrong. Missionaries have seen rewarding 
change of this attitude as their children ministry has brought 
both children and parents to Christ. In recent years, this helps 
several churches being planted plus 20 preaching points that 
will evolve into churches. A training center has been setup to 
strengthen the effort.
<Grac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www.gracemi.org, 5/9/11>

Mideast: An underground church in Saudi Arabia nurtured 
by the gospel broadcast sent US$2,000 to the agency after 
hearing about the matching fund project, several weeks in 
prayer and sacrificial giving. The check came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a board member of the agency “double-matched” 
it by adding $4,000 more. During the tumult the broadcast 
still receives audience responses.

<SAT-7 Newsletter, www.sat7.org, May 2011>

Tibet: 95% of the 7 million Tibetans in the world remain 
unreached. An unique media aspect and familial approach of 
the Trel’wa (meaning “relate” in Tibetan) project is gaining 
entry into those in exile (more than 140,000 of them) in 
South Asia. Using print, web, audio and visual media, the 
project addresses a frequent concern of the people – “what to 
do with our young people” -- with biblical answers. Parents 
have hailed the program as “useful” and “deep.” As entire 
communities discuss the principles taught, those seeking to 
know more are connected with local workers guiding them to 
the gospel. Local camp leaders, who denied more than 80% 
of past development efforts, have engaged in person. 

<Pioneers, www.pioneers.org, 5/12/11>

Iran: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has become intensified and 
more public. At least 202 were arrested between June, 2010 
and January, 2011, compared to a total of 80 in 2008 and 
2009 combined. Arrests are announced to the public, and 
mullahs talk about them in their Friday sermons. The officials 
are concerned as more and more Muslims are becoming 
Christians estimated in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House 

churches are booming; large numbers of New Testaments 
are distributed and satellite TV beams in Christian messages 
constantly. People no longer trust the officials or the clerics 
as they see nothing but broken promises, war,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and hatred. Tolerance is growing, and if anything, 
more persecution makes Christianity more attractive. 

<Christianity Today, christianitytoday.com, June 11>

Specialists in Mission: 10 years ago, an agency created a 
team of specialists and professionals to support missionaries, 
local churches, and mission groups. They assist in health, 
business, water/sanitation, agriculture, etc. These efforts 
create outreach opportunities. As many as 40% of members 
in some churches in Paraquay could b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outreach of health/medical ministry. Even short-termers are 
useful and all kinds of skills are needed.   

<The Mission Society, www.themissionsociety.org, 5/24/11>

Burkina Faso: In Africa, most people may not have internet 
access; cell phones are quite prevalent. 400 millions have 
them. The language of Kaanba tribe in the nation is musical, 
very complex and hard to learn. An agency has putt Christian 
music in Kaansa language on cell phone memory cards, 
allowing them to listen to encouraging music in their own 
language wherever they go.

<Wycliffe Associates, www.wycliffe.org, 5/31/11>

Mission Connexion: 10 years ago, a pastor had a vision and 
started a conference for pastors, mission agencies, church 
leaders and mission-minded lay persons. This yearly event 
has since hosted over 100,000 attendees and 200 agencies. 
Hundreds of people have been sent out for short and long-
term around the world. The 2-day event includes 125 
workshops and dozens of ministries. The next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on January 20-21 in Portland, Oregon.

<Luis Palau Association, www.palau.org, 4/25/11>

Pakistan: The flood distressed 18 million people and 
displaced 12 million. In an area, some 100 families lived in a 
severely damaged church school in a semi-permanent military 
camp. An agency helped them back to their own home so 
150 flood victim children now attend the school. When the 
army wanted to take back the camp, the agency answered call 
from the church to help. A team was sent to rebuild a 1,500-
foot long wall around the church and school, and fix 3 of the 
damaged classrooms. The army was so impressed by the 70 
workers working day and night to finish a few months’ job in 
a few days, they allow them to stay. The group’s witness and 
outreach led many to Christ.

<Operation Mobilization, www.omusa.org, 5/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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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常聽見北美華人慨嘆，同路人往亞洲參

與宣教困難重重，機票昂貴是原因之一。相對地，

由台灣、香港差出的宣教士，多先考慮中南半島、

南亞；因為是文化相近，又是需要迫切的佛教、印

度教、伊斯蘭教地區。而東歐和非洲，對住在東亞

洲的華人來說，相當遙遠，路費也貴。

誰來關心散居東歐的華商？

從地緣看，東歐和南美洲應是北美的「近

處」，而北美華人教會走過的50年，某程度可以把

經驗用在今日的東西歐或中南美洲。且舉一例︰40
多年前俄亥俄州(Ohio)的Cleveland未有中國教會，

其後來了一對姓鄺的夫婦。他們在香港本是教書

的，移民後，丈夫在餐館工作。夫妻二人全情投入

把福音傳給當地華人。一個個領他們信主，栽培他

們，教會就這樣成立起來了。20年後，他們剛滿60
歲時竟申請前往巴拿馬開荒佈道。這樣佳美的腳蹤

很多！順著聖靈引導，中國人移到哪兒，報福音傳

喜訊的腳蹤也跟到哪兒，何等佳美！

大家都應記得，10年前許多華人牧者和信徒接

力往以色列去傳福音給當時很大批的中國勞工。三

年之後，中國不再有勞工到以色列了。這就提醒我

們，傳福音的契機可能很短暫，應當抓緊。

讓我們向商人來學一點功課。他們一看見某

地方有商機，就排除萬難的無遠弗屆的前往，而消

息也自然會不逕而走，不久，商人就聚了一大群，

彼此照應。傳福音豈不也當如此觸角敏銳，排除萬

難，而且把契機告訴其他同路人嗎？

就我所知，至少有一間(按：應該不止)北美華

人教會是定期前往東歐佈道和培訓的。以我的淺

見，若有一對中年商人夫婦，靈命成熟，在聖經真

理上有根基的，被教會差派前往東歐，巡迴佈道及

牧養散居的華人，一段時間之後進行檢討，及重訂

策略，再派別人前去，或按需要轉移陣地。

塞國首都及南部一城鎮都已有中國教會。同路

人去的Subotica市是塞國北端更靠近布達佩斯，而

Subotica市居民大多是匈牙利裔，故此當地的Sabo
牧師和他的女兒打算找布市內的中國教會幫忙，看

看怎樣帶領一小撮慕道者認識主，查考聖經，一步

一腳印，福音總要有人去傳開。

同路人用了三天時間與當地牧者和信徒挨戶探

訪市集上的中國商人，真的沒有(未有)基督徒，反

倒有一兩家「耶證」信徒。回來之後，收到塞爾維

亞牧師電郵說，請繼續寄福音書刊給他們，而且也

普 世 宣 教

齊來探討
北美華人宣教契機

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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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寄給鄰國波斯尼亞(Bosnia)的牧師，他們也有負

擔向中國人傳福音呢。

聽見東歐的弟兄姊妹如此愛中國人，深受感

動！他們其實生活拮据，又受東正教(政府資助)的
壓力，尚且要關心住在他們當中的中國商人(我看商

人都比本地人賺錢更多哩)，不禁自問，中國人，你

在哪裡？

回想50年前北美也是當地基督徒用愛心接待

中國留學生、餐館、洗衣館的華人，把福音傳給我

們，因此，我們應與東歐教會携手合作把福音傳給

華商們。和東歐弟兄姊妹合作雖有文化語言障礙，

但又增添不少跨文化的情趣，何況我們正在示範如

何融入當地文化。一般華商只知道兩條路：由住的

地方往市集以及購買食物。反而是一群吉普賽人和

華人互相守望相助，成為朋友哩！

隻身前往異地營商宣教，固然可敬可佩，但

今時今日，資訊發達，宣教教育普及，深願北美牧

者們先在宣教教育上裝備自己（註），一同探討策

略，挑選合適的肢體加以訓練和差派。看見有華人

聚居營商而尚未有成熟的敬拜群體，則互通消息，

或按感動叫教會「認領」某城鎮，派一小組前往探

測，回來一同禱告，再派合適的人(像當年的鄺先生

夫婦)去巡迴牧養或定點牧養。

至於差派、督導、支援、關顧等等「配套」，

可以邊做邊學。群策群力，非看見「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信主群體」不罷休。

當地教會為市內的華人祈禱，

盼望這篇短文開個頭，讀者若是商人、留學

生、專業人士、移民，請你把你地區的福音需要告

訴大家，好讓近處的肢體們按著聖靈感動去回應

「馬其頓」呼聲。

註：2010及2011年大使命兩次舉辦宣教預備營

正是為此。

看！他們在教會內預備了很多美食來迎接華人。

弟兄姊妹在教會後院預備食物

當地一位姊妹(右)帶我們到一個華人(左)的商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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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宣教需要「非傳統」的宣教策略，宣教

不再只是派遣宣教士飄洋過海到遠方去傳福音，宣

教工場不再有明顯的「前線」與「後方」之分，宣

教士也未必都是所謂的「全職」宣教士。今天，所

有的信徒都負有福音傳遍世界的使命，也領受聖靈

的能力，因此無論在近處或遠處，同文化、近文化

或異文化，每位基督徒都有責任為復活主基督作見

證，分享福音領人歸主。

隨著全球城市化及人口的移動，許多從前梯山

航海才能到達的民族與群體，如今可能是我們的鄰

舍，跨文化的宣教可以遠在天涯，也可能是近在眼

前。需要福音的人可能是你隔壁從四川來的鄰居、

孩子中文學校裡從印尼來的同學、從日本來的辦

公室同事，也有可能是常來你的博客逛逛的山東老

鄉……就如我家附近住了很多印度人，開了不少印

度雜貨店、理髮店，也有一個香火鼎盛的印度廟。

華人教會一向對於新的科技、文化接受都比較

慢，常處於被動的局面，但不可否認，在網路裡有

龐大的未得之民，他們同樣也需要福音，基督徒有

責任在網路中傳揚耶穌基督，在特有的網路文化中

使用受眾能夠聽得懂的語言，讓神在浩瀚的網路裡

說話，彰顯祂的恩典和慈愛。

由於網路中的虛虛實實，很多人對「網路宣

教」的有效性持保留的態度：「一個真實的人在虛

擬的世界裡，會是真實的嗎？」「在虛擬的世界

裡，網民可能信上帝嗎？」因此，要落實「網路宣

教」就必須認清網路世界「有實有虛」，才能「出

虛入實，化虛為實，虛實相成」制定策略有效地傳

揚福音。(蘇文峰〈面向虛擬的信仰挑戰〉，第二屆

網路宣教論壇信息，8/28/2010。)
主耶穌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

有虛有實中的真實──
網路宣教的落實
蔡佩芬

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二十四14）
1996年，因著網路的誕生，不但帶給人類生活巨

大的影響，打破了空間的限制，網路快速的發展更

為「福音傳遍天下」開創一個新的契機。網路可以

跨越地域、衝破國界，是將福音快速傳到地極的工

具，甚至能到達一般傳統宣教士不能到達的地方。

現今，全世界人口約69億，根據2010年6月底的統

計，網路人口近20億，亦即是說，全世界人口約有

33%會上網。在五大洲中，亞洲是網際網路交通最

繁忙的地方，亞洲有8.2億網民，中國高居第一位，

有4.2億，其次是日本、印度、南韓、印尼，而網路

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我們必須把握這個傳福音的

契機。

主耶穌當年走遍各城各鄉，看見許多的人，就

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

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

稼。」(太九35-38)當今，網路上的莊稼已經熟了，

但工人少。網路中成千上「億」的人都需要福音，

神的工人在哪裡呢？

網路世界的「虛」

每個時代都有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如70年代

的毒品、80年代的酗酒、90年代的賭博，而2000年
以後，網路色情(Internet Sex)嚴重地侵蝕每個人，

80%小學以上的孩子都會看見暴露在網路色情的訊

息，我們必須知道我們以及孩子今日所面對的挑戰

是甚麼？色情電子郵件不請自來，網路色情、暴力

正以驚人的速度侵略每一個家庭與個人，很多少年

人從初中時候就上色情網站。

神吩咐祂的兒女「……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

普 世 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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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

壓制的得自由。」(路四18)網路是傳福音的平台，

也是撒旦用來敗壞人心的一大利器，在我們天天使

用的網路裡，有數以億計的靈魂，他們心靈空虛、

上網成癮、失去盼望、被網路色情捆綁……他們需

要主耶穌大能的福音來幫助走出困境！當我們在感

嘆青少年迷戀網路之時，我們是否也應該「興起」

為耶穌來捍衛這片領域？

網路的「虛」與「實」

90年代末，隨著個人網站、論壇、虛擬社區、

博客(Blog，部落格)的興起，中國面臨一個大眾話

語的狂歡時代。比如在新浪網刊出的一帖新聞，短

短幾天內或許會有上萬條評論。網路中的點擊率會

說話，從各大搜索引擎搜索字的排名就可以顯出人

們的思想重心。網路成為人們最好的面具，用以滿

足「隱私」和「偷窺」的隱秘心理，也有很多人是

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以擁有大量的訪客與網

友而自豪。當然，也有人藉著facebook等的個人網

區記錄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上傳圖片發佈自己的日

誌，與好友們分享資訊、討論感到趣味的話題，更

可以瞭解好友最新動態，一起玩「開心農場」等，

以排解心靈的空虛與寂寞。

可是，有大量網站充滿色情、暴力，嚴重危

害人們身心健康，污穢人的心靈，對孩子以及青少

年的影響更帶來可怕的威脅。現今許多家長都在憂

心青少年「網路成癮」的問題，發出「救救孩子」

的強烈呼聲。網路世界裡很多人都是心靈空虛的，

他們需要福音也是實在的，我們這群有生命經歷與

實踐的基督徒，如何將真實的信仰、主觀經歷和感

受，藉著先進的網路科技，以愛心服侍那些心靈空

虛的人，在虛擬世界裡傳達主耶穌真實可靠的「生

命之道」，是致力於「網路宣教」不可時刻忽略的

重點。

人的罪性是真實的，他雖然可以用虛假的面具

在網路中行走，但一旦沉迷於網路甚而導致犯罪，

對一個人的傷害卻是真實的。網路有很多污穢人心

的內容，也因著過度使用成為極具破壞性的癮癖，

在人身上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更是真實的。因此「網

路宣教」也必須落實文化使命，真實地透過基督教

網路媒體的良性影響來更新網路文化，教導網民杜

絕網路色情、網路沈癮、網路賭博、不實廣告、青

少年沈迷網咖等亂象，為主做鹽做光，真實地在網

上引導人心歸向基督，脫離罪惡的捆綁，這些都是

不可棄守的主要戰線。

網路傳福音的「虛」與「實」

中國的網路世界以驚人的速度成長，1997年10
月31日，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的《第一次中國互

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上網人數只有63
萬，www站點只有1,500個。但2010年7月15日發布

的第26次報告顯示，至6月底中國網民規模已達4.2
億人，中國的網站數目達279萬個，互聯網普及率

增至31.8%。而手機網民規模也達到2.77億人，全

國網路購物使用者達到1.4億。這些都是實在的人

實際地生活在網路世界中。從虛擬到真實，從真實

到虛擬的界限，隨著科技的進步越來越模糊。相信

很多人都存著一個疑問，「到底網路世界是真實的

還是虛擬的？」如果是真實的，「真實的人在虛擬

的世界裡是真實的嗎？」其實，我們真正需要思想

的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我們要如何「化虛為

實、出虛入實」，制定策略向他們傳福音呢？

以筆者所服侍的「新麗人」網路雜誌為例，

來訪網民可透過與網路輔導員的互動，以及討論室

主持人的福音介紹來認識主耶穌，輔導員也及時協

助來訪網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與困惑，給他們從神

來的愛與盼望。「新麗人」福音網路雜誌開站雖僅

7年，每月有數以百計的人接受主耶穌，我們會邀

請他們到所在城市的教會參加聚會，或是邀請他們

參加網上查經。面向數以億計的中國網民，「新麗

人」背後有數百人的龐大禱告網，為每個網路上失

落的靈魂日夜守望禱告；輔導中心每天都會收到很

多來自世界各地要求輔導的電子郵件，我們會針對

他們的問題或需求給予輔導，並表達我們的關心與

代禱。

對我們而言，每個網民的來訪都是神的帶領，

不只是一個郵址或代號，就像你我一樣有血、有

淚、有思想、有感情、在現實生活中帶著憂愁或喜

樂的生命，他們的心靈深處有無數的吶喊，需尋求

人生問題的解答，他們急需別人愛心的幫助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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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我們深深知道，網民身心靈的需要是真實的，

在虛擬的網路世界傳福音，的確會有人接受主耶

穌，得到救恩，但你卻看不見他們，也很難與他們

面對面地建立關係，那麼，這些人的決志是真實的

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林前十二3)，「因

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

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帖後二13）人

得救是聖靈的工作，人得救也是真實的。

「虛」「實」相成的網路使命

網路宣教必須兼具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福

音使命是：以網路媒體作為工具和管道，直接傳遞

著福音的資訊。基督徒不應在網路禾場中缺席，因

為，哪裡有失喪的靈魂，哪裡就是基督徒應該關注

的地方；只要有失喪靈魂所在的地方，就是基督

徒宣教的工場。今天我們關注的重心不應是該不該

做網路宣教事工，而是應如何更有效、更積極的透

過網路來傳遞福音的信息，讓福音進入更多人的心

中。

科技的發展帶給我們嶄新的機會，可以運用

我們的創意，發展各種文字及影音的宣教事工。其

它如遠距離神學教育、上網聽福音信息及主日信息

等，也都成為宣教的另一種管道。但是，科技的進

步並不能取代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往，網上「虛

擬的教會」也不可能取代傳統的教會，不過，網路

卻可以藉著培訓網站的架設、查經資料的快速取得

來幫助「門徒造就」的工作。

網路傳福音是一場屬靈的爭戰，仇敵撒旦正千

方百計地在網路上作破壞、拆毀的工作，引誘人進

入錯誤和滅亡之路。網路上的訪客是看不見的，那

惡者更是遍佈網路的每個角落，邪靈是空中掌權者

的首領，牠正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弗二2）。因

此網路宣教必須重視依靠聖靈的能力，不可僅致力

於經營網站或博客的圖文與內容，因那看不見的比

看得見的更重要。網路宣教必須善用先進的網路科

技，真實地服侍那些心靈空虛的人，在虛擬世界傳

達主耶穌真實可靠的「生命之道」。

網路由於接觸的人群非常龐大，決志信主的人

數相當多，是傳福音的利器，但也相對的有很多不

足之處。新信主者的生命需要成長，需要有教會及

團契的生活，更需要接受有系統的真理教導，凡此

都是一般作福音預工的網站所缺乏的，由於很難跟

進作有效的後續工作，流失的人相對也多。因此，

如何讓這些新決志的網民就近參加團契與教會，鼓

勵他們固定參加聖經教育網站的教學，或是瀏覽信

仰生活網站的書籍與文章，幫助他們生命的成長，

這些都需要各種類型網站的同工，排除門戶觀念，

進行更多的溝通與合作，才能「化虛為實、出虛入

實」，落實「網路宣教」的推展。

（作者現任「加拿大學園傳道會」中國網路事工

主任，編輯出版「新麗人」福音網刊）

第三屆網絡宣教論壇

將於2011年8月26-27日(週五至週六) 

假紐約華人福音會舉行

詳情請登網頁 http://internetmission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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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轉第34頁

去年，筆者的朋友，也是一位老師，去拜訪

一所伊斯蘭清真寺時，有機會詢問負責的伊瑪目

(Imam, 伊斯蘭教的教師)是否有興趣一起查考聖

經？答案竟然是「可以」！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朋

友珍惜有這樣的查經機會，於是約筆者一同前去。

可惜尚在安排的時候，這位伊瑪目已離開這個地

方，而筆者也開始幾個月的「安息年」。但安息年

結束之後，我與這位老師共進午餐，一見面，他便

從口袋拿出一封信，說：「你讀讀這封信吧！是那

位伊瑪目寄來的。」筆者只看了信的第一行便大大

驚喜，激動不已，因這位曾為伊斯蘭教師的人，竟

然接受了主耶穌！

執筆時正是2011年5月6日(後於6月4日修訂)，
阿爾蓋達組織領導人拉登剛被美軍搶殺。這幾天，

世界各國不論東西方或伊斯蘭國家，最熱門的話題

便是拉登之死。筆者靜靜的觀察伊斯蘭世界的反

應，心中就有個感覺：抓緊機會，否則時機不再！

也就是說，這是絕好的時機。為甚呢？以阿拉伯世

界為主的穆斯林非常沉默，不少北美的穆斯林也說

拉登不代表穆斯林。年初開始，北非、中東各國空

前變動，一國又一國的人民和平的走上街頭，他

們的訴求、心聲，全世界都聽到了，大家都為這

些「尋求自由」的人歡呼。總的來說，眾多的穆斯

林已厭棄獨裁的政府，這也間接對阿拉絕對的「神

權」提出挑戰；同樣，他們也厭惡暴力等恐怖行

為。他們高喊民主、自由，期望有真正的民主、自

由和人權，然而，這一切的基礎必須建立於真理及

一位愛世人的神之上，但他們卻誤認了真神，也有

很多人可能並不認識甚麼是真正的民主。

今天，13億的穆斯林之中，不少人正站在十字

路口，要為真理、自由踏出第一步，因而引起了中

東的「大地震」。這一步是要走的遙遙長路的第一

步，充滿夢想卻又帶著疑惑。夢想得到自由，活出

正確的人生價值；卻又疑惑這一步是否正確，會否

與千年信仰脫軌。千多年以來，伊斯蘭教信眾都以

信仰作為社會的內聚力，作為個人的精神依歸，一

旦與信仰脫軌，恐怕心靈空虛，人生變成空白。

依筆者的觀察，在呼喊推動獨裁政權的行伍中

有不同的派系，各有不同的目的。從伊斯蘭教的歷

史看，基要派的人數雖少，但他們積極而且強而有

力地宣講「回歸可蘭經」，甚至不惜動武、流血以

達到目的。他們必會爭取機會回歸伊斯蘭法例，回

歸伊斯蘭的傳統。在這一幕未全面出現之前，不少

人在思考個人方向、探討國家政制改革的時候，是

向穆斯林介紹真正民主來源的最好時機，我們不知

道這機會之窗甚麼時候會關上。

神的兒女和教會都應聽從神、順服神的旨意，

不幸的，很少神的兒女明白神的心，願意完全順

服。今日很多基督徒反而隨從了世俗的習慣，往往

以自我為出發點來決定如何愛神以及愛失喪的靈

莫讓時機

  不再！
          黃約瑟

普 世 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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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主要的自然災害之一，一次大地震往

往造成多人傷亡及巨大的財產損失。地震在世界各

地的分佈並不均勻，大多發生於一些呈條帶型的地

區，其中最重要的是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發生地

震的次數每年也不一樣，有高、低潮期。在過去

50年中每年平均大約有十三次7級及以上的地震發

生，其中最大的是1952年堪察加的9.0級，1960年
智利的9.5級，1964年阿拉斯加的9.4級，2004年印

尼的9.3級，及今年(2011)日本的9.0級地震。2004年
大震引發了巨大海嘯，使30餘萬人喪生。近年來地

震活動處於高潮期，去年(2010)有7級及以上的地震

多達22次，其中破壞最大的是1月12日的7.0級海地

地震，引致死亡人數高達222,000餘人，今年3月11
日的日本地震則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不僅引發

海嘯災難，造成兩萬餘人死亡或失踪，兩千多億美

金的財產損失，而且破壞了數座為發電用之核子反

應爐，導致危害人體的放射性元素的外洩。在此之

前兩個多月中，另外還有5次7級以上地震的發生。

而在中國大陸，2008年5月12日發生於汶川的8.0級
地震，則是1976年唐山7.8級地震以來為害最大的。

1999年9月21日的7.3級集集地震也是台灣有史以來

震級與破壞性最大的內陸地震。

聖經常提及地震及附帶的現象。例如，地震

曾發生於烏西亞作猶大王期間(摩一1；亞十四5)，
在主耶穌被釘十字架與復活時(太二十七54，二十

八2），及使徒保羅與西拉被囚於腓立比時(徒十六

26)。地震也常在末世論中被提及(亞十四5；太二

十四7、29；啟六12，十一13，十六18)。可能與地

震有關的事件包括地裂(民十六31-32)，約但河斷流

(可能由於上游有因地震而山崩造成的截流；書三

16)，及耶利哥城牆的塌陷(書六20)。地震在聖經中

之常被提及，可能由於以色列處於地震活動頻繁的

地區內，其東邊的約旦河谷其實是一條地質的斷裂

帶，稱為死海轉換斷層。歷史上，破壞性的地震曾

於約公元前1050、31年及公元363、749、1546和
1927發生在此地帶。1927年的地震且被歐洲、南非

及北美約100個地震儀器記錄到為6.2級，使得震源

100公里內之耶路撒冷、耶利哥等城鎮中285人死亡

及約1900人受傷。

歷史記載的地震災害與聖經所寫約書亞攻打耶

利哥城時的破壞頗為相似。該城距死海斷層僅2公
里，據考古學推測，城牆約建於5,000年前，歷來被

重建或改建了16次之多。顯示地震破壞的頻繁，地

震破損也可說明為何古老耶路撒冷的城牆有多處修

補之處及不同年代與風格的組合。

一、地震成因

地震的成因，科學家是在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

(8.3級)後才明白的。因為震後在陸地上的聖安德烈

斯斷層上看到一條長約430公里的裂痕，其兩側相

互移動了長達5米，而且主要是在水平方向。因這

錯動不在垂直方向，不像是地震的後果，所以一位

H.F.Reed教授推測這錯動可能是該次地震的成因。

此一推測在以後的許多地震中得到證實。這個「反

彈學說」(斷層兩側受到漸增的剪切應力，當某部分

阻力被克服而突然滑動時，兩側反彈產生地震波動)
的提出，距今不過一百多年。

但是，這種因果關係，先知撒迦利亞早在公元

前500年左右已有預示：「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

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

東至西，成為極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

向南挪移。你們要從我山谷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

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

大地震一樣。」(亞十四4-5)。這段話不僅預言基督

再來時會伴隨地震，也指出這地震是由於耶路撒冷

東邊死海斷層或其分支斷層水平錯動所造成的，就

如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是因聖安德烈斯斷層如此錯

動所造成的一樣。這段經文先講錯動，後講地震，

因此因果分明。比科學家的發現早了約2,400年。

在以上所提的1927年以色列地震後，人們發現

死海斷層錯動了50公分，而且在耶利哥上遊約40公
里(約書亞記三16所記之古亞當城附近)有泥塊掉進

地震與聖經
金繼宇

科 學 與 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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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河中，使流量暫時減低，相似的阻流現象還見

於1906、1834、1534、1267與1160年。

二、板塊學說

斷層為什麼會錯動呢？這要到1960年代「板塊

學說」的提出才有滿意的答案。據此學說，地球的表

層(岩石圈)不是一整塊的，也不是靜止的，而是由十

多塊「板塊」拼成，它們浮在下面的「軟流圈」上被

推動而作緩慢(每年數公分)的相對移動。板塊邊界是

些深大斷層，斷層中的摩擦力阻止其兩側板塊的相對

移動，直到在某一斷層面積的阻力被累積的應力克服

時就產生突然錯動，所產生之地震的大小，視錯動及

錯動面積的大小而定。錯動方向若是水平的，這斷層

就稱為「平移」或「轉換」斷層，如加州的聖安德烈

斯及以色列的死海斷層，若這方向是互相聚合的，則

造成俯衝斷層(一板塊衝入另一板塊之下)，或被擠壓

成高山，如喜馬拉雅山脈。若方向是分開的，則有地

下溶漿上移補充，形成新的地面，如在大洋中之山脊

帶所見的。巨大規模的(垂直)錯動若發生於海底，則

會產生災害性的海嘯。

板塊學說的基本概念雖很簡單，得之卻甚不

易，是經過長期多方觀察、分析與綜合才於半世紀

前得到的，涉及地震學、古地磁學、海洋物理學等

科系，因此被認為是地球科學一次革命性的發現，

它能解釋許多地球科學的現象，包括地震的成因及

在空間的分佈。但這概念，聖經的以賽亞書早在

約公元前700年就已指出：「看哪！耶和華使地空

虛，變為荒涼，又翻轉大地，將居民分散。」(賽二

十四1)。「將居民分散」不是指居民自己分散(當然

也可以)而是指他們被地面移動而分散。板塊為何

移動？主要因為地球內部因密度不同而對流(翻轉)
所帶動。在這段經文中，簡單的幾個字就把整個板

塊學說的基本概念指出，而且比「板塊學說」的提

出早了2,600多年。至於地面之會被更新，聖經在詩

一零四30(比以賽亞書更早)也早已提到：「你發出

你的靈，他們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換為新。」新的

地面主要處於上述的洋中脊地區內，但因被海水覆

蓋，所以要等到海洋物理學家開始海底鑽探後，才

被發現。

三、地球與大氣圈

以賽亞書還提到地球的形狀及大氣的狀況與

功用：「你豈不曾知道³？從起初豈沒有人告訴你

們³？自從立地的根基，你們豈沒有明白³？神坐

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蟲。他鋪張

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如可住的帳棚。」(四十21-
22)。中文和合本聖經譯為「地球」的一詞，原文

是「地」，而「圈」在原文也可以是「球」。所以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最好被譯為「神坐在地

的大球之上」。清楚講到地是球形的。以賽亞的事

奉時期約在公元前740-680，所以比希臘哲學家們

於公元前六世紀對地是球形的推測還要早，當然更

早過為要證明地是球形的麥哲倫所開始的環球探險

之旅(公元1519-22)。
以賽亞書的這段經文不只講到地球，還講到

「天」「穹蒼」，說它像幔子與帳棚。現在從衛星

所攝的地球相片來看，這真是何等的恰當！因為可

見的藍天白雲乃是大氣圈，其厚度與整個地球相比

薄如幔子。而且因為它能提供保護，使人不受紫外

線、隕石等傷害，故如可住的帳棚。

四、地的根基

以賽亞書提到「地的根基」。我們知道所有的

東西都需有根基才能定位，桌子以房屋的地板為根

基，而房屋的根基則是地(或地球)，地球的根基又

何在呢？

聖經中的約伯記於三千多年前寫道：「神將北

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一直以來，人們

一定覺得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但是等到牛頓發現

萬有引力及運動三定律後，才知道「將大地懸在虛

空」是合理的。因為地球繞著太陽有離心，而太陽

與地球的引力是向心的，可以抵銷地球繞日轉動的

離心力，因而產生動態平衡，所以地球可以懸在虛

空而不會掉到哪裡去。

結論

這些例子都顯示出聖經的超人智慧，不是常人

可以寫出的。正如提後三16所說：「聖經都是神所

默示的。」而神默示聖經的主要目的是為耶穌作見

證；他是神的兒子，來成為人，為要拯救信他的人

免於罪惡死亡，得到永遠生命。(約三16)

（作者為地震學家，退休後在大使命中心為義
工。本文部份內容曾載於〈地震見證聖經〉《宇
宙光》1999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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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頒佈給每一位門徒和每一間教會的「大

使命」，共有五個版本(分載於四福音和《使徒行

傳》)，可稱「大使命五重奏」。本欄計劃於今年六

期內論述，前三期已先撰一引言，後論第一、二個

版本；今期續談記載於路二十四44-49的第三個版

本。

這是使徒保羅的同工路加醫生的版本；他寫了

「前書」《路加福音》(徒一1)，後寫續集《使徒

行傳》，再給我們「大使命」的第五個版本；換言

之，五個「大使命」版本，他獨個兒提供了兩個，

比例頗高。

細讀路加撰寫的福音書和初期教會簡史這兩

部新約聖經的鉅著，總不得不激賞他留給我們甚多

「獨家消息」，包括「大使命」的細節。從「屬

靈操練」的角度看，載於《路》二十四44-49的版

本，有以下幾件事值得特別關注：

一、《聖經》

路加告訴我們，在頒佈大使命之前，主耶穌

向11名使徒和那兩個往以馬忤斯路上遇見主的門徒

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

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

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44節）

這幾句話突顯兩件事情：第一，主耶穌在世

時，曾花了約三年的時間與這11名使徒做密集的

「門徒訓練」，其中一個「課程」，竟然就是「舊

約概覽」，把整本猶太人的《聖經》，尤其是與祂

自己有關的真理，都向使徒們最少講解過一次了。

第二，主耶穌用頗罕見的「三分法」——摩西

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來概括整部猶太《聖

經》(即我們的《舊約》)。由此可見，祂相當重視

《聖經》真理的完整性；有鑑於當代有些猶太教的

門派只重視部分經文(尤其是《摩西五經》)，輕視

其他，主耶穌藉此表明清楚的立場：全本《舊約》

祂都看重，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

二、明白《聖經》的心

路加又告訴我們，主耶穌跟著做一件事：「於

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45
節）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復活的主，不知用甚

麼奇妙的方法，把使徒們「驚慌害怕……驚恐不

安……心起疑惑……又驚又喜……不敢相信」（參

37、41節修訂版）的心境，全部掃個清光，突然對

過往三年來在密集課程中聽見的講解，恍然大悟！

《聖經》白紙黑字，全本也好，片段也好，

除非明白箇中意義，「字句」與「心靈」結合，產

生應有的效用(最少要「明白」)，否則有甚麼益處

呢？真理信條客觀冰冷，除非有主觀的信心調和，

從 「 屬 靈 操 練 」 看 「 大 使 命 」 （ 六 之 四 ）

深 化 靈 命

大使命五重奏（之三）：

路二十四44-49
林來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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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熱切的行動實踐，否則無論如何正統，何等崇

高，都歸徒然。

三、應驗的道、赦罪的道

路加說主耶穌接著說：「照經上所寫的，基

督必受害，第三天從死裡復活，並且人們要奉祂的

名傳悔改、使罪得赦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

邦。」（46-47節）主耶穌再次強調，祂在復活前

密集課程所講解的內容，即整本《舊約》（「經

上」）預言關乎祂的救贖工作，在祂復活後已全部

應驗了。

換言之：寫成文字的道(聖經的話語)，在誕成

肉身的道(主耶穌基督)身上，基本上都成就應驗，

兩者互為印證，彼此肯定。而這兩者的終極功效，

是叫人悔改、使罪得赦。這就成為路加版本的「大

使命」的基本內容——宣講整本聖經的教訓，尤其

是它所見證的主耶穌基督。

其後路加的「大使命」提到宣講的地方（「從

耶路撒冷起直到萬邦」）、宣講的群體（「你們就

是這些事的見證」）和宣講的應許與能力（「我要

將……從上面來的能力」）等，在他載於《使徒行

傳》的第二個版本內，也再重複論及，在此不贅。

總言之，從屬靈操練的角度看《路加福音》

的「大使命」，必須注意整本聖經真理本身、明白

整本聖經真理的心和要宣講的實質內容。這三項，

都是「大使命」的先決條件，缺一不可。任何要與

「大使命」沾上邊的人，都必須在這三方面下相當

的功夫，才談得上實踐「大使命」，否則徒然。

（作者為香港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主任牧師）

魂。基督徒關心「我的感覺」遠超過關心「神怎麼

說」，與「我」有關的聚會，例如健康、情緒，

家庭，或者是靈命塑造、事奉、經歷神等，凡與

「我」有切身關係的，都得到熱烈的回應。為同胞

得救，我願意禱告、奉獻，這是自己人嘛！一旦提

到「我」範圍以外的人，便有「與我無關」之感。

為甚麼要提到猶太人、印度教徒，或那些「恐怖分

子」穆斯林呢？他們是異族，是外人呀！

聖經教導我們說「神愛世人」。世人是世上所

有的人，不只是「我」或「我的同胞」，神要我們

為得到萬民而活，成為基督徒後「活著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基督徒並無選擇，要活

出神要我們過的生活。能否做到，只看你能否下定

決心。

筆者蒙召向黑人穆斯林傳福音，建立教會，這

理所當然的事奉仍有些教會認為「希奇」。13億的

穆斯林，佔世界人口的五份之一，他們需要耶穌，

正在等待福音，你願意勇敢站起來回應神，把福音

帶給他們嗎？今日，伊斯蘭世界的人民正處於尋索

的路口，前路迷濛之際，你願意用真光照亮他們的

內心嗎？筆者深盼莫讓時機不再！

筆者多年來到各處分享「神愛穆斯林」，深

感今日不少華人教會已領受了神的心意，要向穆斯

林傳福音，只是不知從何入手。為此，必須整理一

些資料來幫助有心人，於是寫了《兩個13億》一

書，期望能幫助栽培華人信徒向穆斯林傳福音，

推行三個層面的訓練，是以友善、安全、簡易的

方式向穆斯林傳福音。而穆斯林歸主後，也可用

同樣的方法向同胞們分享信主的經歷，激發一個

持續的穆斯林歸主運動。有意索閱此書，可聯絡

Two1.3billion@yahoo.com。

願我華人教會一同領受向穆斯林傳福音的異

象，求主成就！

（作者曾在非洲宣教多年，如今在美國牧會）

上接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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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者 回 應

就《大使命》雙月刊第90期「福音派面對的挑

戰」一主題，筆者對幾位華人福音派前輩的文章有

一點點的回應，以下提出一些極重要的福音派的流

弊和挑戰：

一、既然委身基督與忠於聖經是福音派的核

心價值，何以主耶穌說是第一而最重要的最大訓命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卻未見在文章中提及？

當然，教會與信徒常常談「愛」，但愛神愛人有多

少落實於福音派的教會中，又有那間神學院以愛神

愛人的經訓為其院訓呢？此外，愛往往只限於人際

關係的層面，我們有多委身於主的最大訓命，去將

愛神愛人成為一切的核心，甚至包括國際社會及國

家政策的層面去呢？何以主耶穌在聖經真理中明顯

而清晰的，又是最重要的，卻似為福音派教會所忽

略的呢？

二、福音派的神學會否過份被加爾文或改革

宗所騎劫呢？目前拜讀Roger E. Olsen的Armenian 
theology  (亞米紐斯神學)一書，Olsen以神話/迷思

(Myths)來組織全書，指出時人誤以為亞米紐斯神

學與加爾文改革宗打對台，立場對壘的流弊，他反

而指出兩者許多相近之處。特別是國內的教會更將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為單一信仰純正的試金石。

追溯源流，到來東方傳教的多是熱衷於福音派的西

方宣教士，這是可敬可佩的。數典不忘本當然是美

德，但我們可否不必背上這白人教會的歷史包袱？

亦不必死守改革宗的牌坊仍可以是貞節的教會呢？

溯典源流，福音派教會回到宗教改革之唯獨基督、

唯獨聖經、唯獨信心與唯獨恩典的基礎是否更合適

呢？這本是一個更完備以基督為中心的聖經真理

(Christocomtric Biblical Christianity)，因此才是最

正典的福音派，而不是以偏蓋全於某支派的福音派

信仰呢！故此我們福音派要能以廣濶的胸懷去緊執

基督福音的聖經信仰，似乎幾位福音派大師如Billy 
Graham、John Stott及Carl Henry皆是此信仰的表表

者。

三、最後，小僕特別期盼華人福音派的信仰能

同一於多元，而不是將廣濶而豐富的純正信仰單元

起來，變成貧瘠不能對話、自嗚清高甚至霸氣橫秋

的信仰。華人的文化似視越絕對、越敵友分明就越

好，這才是對純正信仰在持著從天上來的異象，否

則就是不夠信心、不夠定力，不夠屬靈。但當我們

越將自己所擁有的視為絕對的真理的時候，我們就

容易變得自我，而不謙卑、不自我反省，越難容納

及吸納異己。但現實是，我們福音派也未必能清楚

說出甚麼是絕對的福音派信仰核心，有時我們不過

是鴕鳥般將相異埋於沙土，以免傷和氣而已。雖然

我們未必能完全認同甚麼是核心甚麼是邊緣，但我

相信這是求同存異的一條出路。換言之，核心的絕

不模糊，但邊緣的不求絕對清晰，以此能合一、能

多元去面對複雜而多元的信仰詮釋之現實，叫福音

派的華人信仰與教會更健大精壯，以能同心為基督

的福音齊心努力，愛神愛人直到永恆！

（作者為香港宣教會恩磐堂主任牧師）

編者按：林牧師很詳細的回應了90期多篇的

主題文章，可惜由於篇幅所限，未能全部刊出，辜

負了林牧師的心思，謹向林牧師及讀者致歉！

一位牧者的回應
林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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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信牧師是「中國信徒佈道會」(中信)及
「大使命中心」的創辦人。王牧師有先見，在上世

紀60代創辦中文屬靈刊物，讓生活在異邦艱難日子

中的海外信主及未信主的華人，靈命上得到餵養，

心靈得著滋潤，更藉此能夠認識神。

2011年3月，邀得王牧師偕師母重臨英國，為

本地的華人及中國海外留學生傳揚主基督末世的信

息，我們深感榮幸！更感謝神保守和美好的安排，

大家都得著激勵！

3月3日下午，在倫敦希斯魯機場接王牧師、師

母的時候，並不察覺王牧師有何不妥，內子看見他

左眼有少許黑印，以為是老人斑，不好意思詳問。

後來才發現他的左眼瘀黑，而且越來越明顯，追問

之下師母才告訴我們。原來牧師在啟程當日的上

午，在家不小心跌倒，弄致瘀血積在左眼旁，但他

忍痛仍堅持起程。這一位年屆86歲的長者，不顧惜

自己的健康，還坐11小時的航機遠道從美國而來，

向我們宣講神的話語，實在令我們感動不已！

我們邀請牧師及師母分享他們當初怎樣領受這

個異象及成立「中信」的過程。原來出版《中信》

月刊開始時是用手抄、油印的，後來因為反應良

好，需求量大，他們憑信心用師母工作賺來的積蓄

購買印刷機，編印屬靈文章。在那個年代，海外中

文刊物實在非常缺乏及渴求，這份《中信》是很寶

貴的刊物。(編者按：直至今天，《中信》月刊仍是

很多人愛看的讀物，也是用來向未信者傳福音很有

用的工具。)
為期六天的佈道會和培靈會，於3月5至10日分

別在英國兩個小鎮Northampton和Milton Keynes舉
行，兩鎮距離路程大約35-40分鐘車程。王牧師的

講題資訊如下：

3月5日 (週六) Milton Keynes佈道會

講題 ―― 從絕望到盼望

3月6日 (週日) Northampton佈道會

講題 ―― 人要往哪裡去？

3月7日 (週一) Milton Keynes培靈會

講題 ―― 為何掩耳不聽真理？

3月8日 (週二) Milton Keynes培靈會

講題 ―― 世上有絕對的真理嗎？

3月9日 (週三 ) Northampton 大學培靈會

講題 ―― 大災難與千禧年國度

3月10日 (週四) Northampton 大學培靈會

王永信牧師英國佈道

及培靈會之行
葉俊文

大 使 命 中 心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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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末世可怕嗎？

第一天，來聚會的人數超過100，Shefield及
Oxford兩地的牧師更親自帶領弟兄姊妹駕兩小時多

的車程前來，當晚有一位學生決志信主。第二天，

70多人來聚會，也有兩位朋友決志信主。

隨後四天，王牧師帶領弟兄姊妹看神創造萬物

的多元化，但與現今的後現代多元文化成對比，人

偏離那創造者的本意越來越遠。他勉勵弟兄姊妹及

傳道人要在這後現代社會中作中流砥柱，同時，不

僅努力穩站在主的真道上，更要逆流而上。他又鼓

勵華人教會將福音再傳回英國人。

英國於2007年經上議院(168票對122票)、下

議院(310票對100票)通過全面禁止「性傾向歧視

法――平等法(性傾向)」，並於該年4月30日生效。

今日，英國禁止任何機構有「性傾向歧視」，其中

包括社會服務、公共設施、僱傭、兒童領養等各方

面，法案同時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地區生

效。該法案受到例如天主教團體的反對，特別是涉

及收養兒童的部分。一些開辦兒童領養機構的宗教

團體反對該法案，因為這些機構不願

意為同性伴侶辦理領養孩子的事宜。

可是，在英國首相布萊爾內閣等各方

支持下，宗教機構努力爭取不受有關

法案的約束失敗，英國已不再是以基

督教立國的國家了！王牧師及我們盼

望英國人能及早回歸真神（Brit ian, 
return to God）。

王牧師在Northampton大學最後一

晚的信息，簡單扼要地將末世要發生

的事，按著次序並配合圖片列出，讓

大家能在極短時間瞭解現今及將來的

世界情勢。王牧師呼召時，九成與會

者起立回應表示願意被神使用；接著

的全時間奉獻呼召，也有4人願意獻

身，走到台前跪下接受王牧師按手禱

告。會後，牧師與他們分享他自己奉獻的經歷，鼓

勵良多。王牧師每天的信息都預備了講義，讓弟兄

姊妹能回家咀嚼消化、進深思想，並帶來他所著作

的書籍給我們參考。他的教導是如此認真！

王牧師講完了「末世可怕嗎？」的信息次日

(即3月11日)，早上一開啟電視就看見那可怕的末

世現象――日本九級大地震及海嘯的災難片段，災

情之嚴重令人慘不忍睹，不寒而慄。聖經告訴我們

「人在平安穩妥的時候，災難忽然臨到」是千真萬

確的事實，提醒我們趕快把救恩傳給走向滅亡的

人。

與王牧師相處近兩星期，感到他處事認真，事

奉嚴謹，頭腦清晰，並且律己以嚴，卻待人以寬。

王牧師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架子；王師

母更是如此。最讓我們眾弟兄姊妹感動並且欣慰的

是，他不輕看我們教會小，鼓勵我們努力，並且坦

率地指點我們該在那些方面需要注意及改善。他直

言的教導我們看之極為寶貴！感謝神讓我們看見一

位真牧者的風範，他和師母的生命確令我們敬佩，

值得我們學習。哈利路亞！

（作者為英國Northampton和Milton Keynes教會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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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陳惠文博士蒙澳洲悉尼教牧同工之

邀，於本年6月首兩週到悉尼講授普世宣教課

程，並主講宣教講座，與當地的教牧同工同心

推動宣教。感謝神！弟兄姊妹的反應良好，願

神繼續鼓動當地信徒，努力履行宣教使命。

大使命中心會長澳紐教學之旅

一位參加普世宣教課程的悉尼學員的回應

This informative course highlighted mission work as the will of God for 
all Christians to participate in order to fulfill God’s plan of bringing salvation to 
mankind. It gave a thorough account of the Biblical basis for 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s. The presentation gave an 
interesting account of how the gospel was propagated since the early days; global 
missionary activities, western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a, and the role which the 
Chinese church plays in today’s world. 

It provided useful knowledge for people who consider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 themselves or giving support to those who went. It explained how mission 
activities impact the world and local culture. The lectures gave insight on what many 
missionaries have gone through or can expect to go through. More importantly, it 
helped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as a Christian responds to God’s love, he or she should 
feel the same burden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missions (Mat 28:19)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o wants all men to be saved and to come to a knowledge of the 
truth.” (I Timothy 2:4)

Mel Quach

這課程增長了我的見聞。它強調宣教乃是神對所有信徒的旨意，為要完成神拯

救世人的計劃。課程提供了有力的聖經基礎，不論從舊約或新約來看，信徒都應該

履行宣教使命。課程更提到福音從起初如何被傳開、普世歷史中各次主要的宣教活

動、西方宣教士在中國的工作，以及華人教會在今世宣教場景中的角色，饒有趣味。

此外，它為有志參與宣教的人提供了有用的知識，使人明白如何支持在工場

的宣教士，也解釋了宣教活動如何影響世界和當地的文化，使我豁然了解許多宣

教士是如何跨越文化限制的。更重要的是，它幫助我們了解，當一個基督徒回應

神的愛的時候，應有負擔直接或間接地參加「普世宣教」，就是耶穌基督在太二

十八18所交付我們的行動。

提前二4說：「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郭兆熊

出席普世宣教課程的參加者都獲頒證書

周振成牧師代表籌委
致送禮物予會長

第一個週末在悉尼澳北宣道會教授
普宣課程

第二個週末在悉尼播道會靈福堂
講授普宣課程

大 使 命 中 心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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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博士除應邀到悉尼講學，

也在6月7至9日到紐西蘭奧克蘭

主講宣教聚會並介紹普世宣教課

程，及探訪當地同工及機構。感

謝神，大家有美好交通，在宣教

事奉上彼此都得著激勵！

在克里浸信會神學院中文部主講
「福音絲綢路」

在克里浸信會神學院與中文部主任黃文耀博士
及鄧錦財牧師合攝

在奧克蘭東區浸信會聚會上攝在奧克蘭的公開聚會

與三對籌委夫婦合攝

與同工參觀OMF書室合攝

在播道會靈福堂的展攤

教牧同工講座後合攝參加普世宣教課程的教牧同工及教會領袖合攝

籌備是次教學之旅的委員



普世宣教書籍

A.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

A1.繁體版

A2.簡體版

B.普世宣教手冊 C.普世宣教課程(一)

C1.繁體版

C2.簡體版

香港 HK$150 HK$130 HK$50

其他地區 US$21 US$18 US$8

香港寄出平郵郵資(每本計) 美國寄出郵資(每本計)

香港 澳門及台灣 其他國家 美國 加拿大

A HK$20 HK$26 HK$40 US$5 US$10

B HK$20 HK$26 HK$40 US$5 US$10

C HK$7 HK$7 HK$12 US$2.5 US$5

訂購手續：
1.向香港分會訂購，請用港幣支票／匯票，另加每本郵費，寄

香港分會，抬頭請寫：

	 「大使命中心有限公司」或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HK)Ltd.”

	 海外郵寄需時兩個月，請預早訂購。

	 需用空郵寄出者，請先與香港分會辦公室聯絡。

2.向美國總會訂購，請用美金支票／匯票．另加每本郵費，寄

美國總會。抬頭請寫：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3.訂購十本以上者，郵費略有調整，請先電郵聯絡

	 美國總會info@gcciusa.org

	 香港分會gccihk@netvigator.com

訂購數量：A1.	＿＿＿＿Ｘ$	＿＿＿＿＿＿=	＿＿＿＿＿＿	

	 A2.	＿＿＿＿Ｘ$	＿＿＿＿＿＿=	＿＿＿＿＿＿

	 B.			＿＿＿＿Ｘ$	＿＿＿＿＿＿	=	＿＿＿＿＿＿

	 C1.	＿＿＿＿Ｘ$	＿＿＿＿＿＿=	＿＿＿＿＿＿

	 C2.	＿＿＿＿Ｘ$	＿＿＿＿＿＿=	＿＿＿＿＿＿

																		美國加州讀者請加稅8.25%		=	＿＿＿＿＿＿(+

																													郵費（請參閱上表)	=	＿＿＿＿＿＿(+

																																															合計		=	＿＿＿＿＿＿

姓名：		 	 	 （中文）	 	 	 	 （英文）

教會：

英文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支票抬頭：

美國及加拿大請寫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寄美國總會

848	Stewart	Drive,	Suite	200,	Sunnyvale,	CA	94085,	U.	S.	A.

香港及其他地區請寫「大使命中心有限公司」或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HK)	Ltd.寄香港分會

Room	201,	General	Commercial	Building,	156-164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我已是《大使命雙月刊》讀者（編號：＿＿＿＿＿＿）　　□請按期寄贈《大使命雙月刊》

大使命中心出版書籍及光碟訂購單
「悠悠宣教心」女宣教士文集

香港 HK$60
其他地區 US$8

「從永遠到永遠」年表（繁體／簡體）

香港 HK	$40
其他地區 US	$6

「2009香港猶宣大會」講道集（全套三片DVD）

香港 HK$150
其他地區 US$21

「了解猶太人」講座光碟（全套六片DVD）

香港 HK	$270
其他地區 US	$35

香港寄出平郵郵資(每套計) 美國寄出郵資(每套計)
香港 澳門及台灣 其他國家 美國 加拿大

「悠悠宣教心」女宣教士文集
HK$5 HK$7 HK$12 US$2.5 US$3

「從永遠到永遠」年表（繁體／簡體）
HK$4 HK$7 HK$12 US$2 US$2.5

「2009香港猶宣大會」講道集（3DVD）
HK$4 HK$7 HK$12 US$2 US$2.5

「了解猶太人」講座光碟（6DVD）
HK$5 HK$12 HK$15 US$5 US$5

訂購數量：

「悠悠宣教心」＿＿＿＿＿＿套Ｘ$	＿＿＿＿=	＿＿＿＿＿＿(+

「從永遠到永遠」繁體＿＿＿＿套Ｘ$	＿＿＿＿=	＿＿＿＿＿＿(+

「從永遠到永遠」簡體＿＿＿＿套Ｘ$	＿＿＿＿=	＿＿＿＿＿＿(+

「2009猶宣大會」DVD＿＿＿＿套Ｘ$	＿＿＿＿=	＿＿＿＿＿＿(+

「了解猶太人」DVD＿＿＿＿套Ｘ$ ＿＿＿＿= ＿＿＿＿＿＿(+

　　            郵費	＿＿＿＿＿套Ｘ$＿＿＿___=	＿＿＿＿＿＿(+

																						美國加州讀者請加稅8.25%	=	＿＿＿＿＿＿(+

																																																			合計	=	＿＿＿＿＿＿

最新出
版

簡體版

最新出版

訂購手續：
1. 向香港分會訂購，請用港幣支票／匯票，另加每本郵費，寄香港

分會，抬頭請寫：「大使命中心有限公司」或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HK)Ltd.”
2. 向美國總會訂購，請用美金支票／匯票．另加每本郵費，寄美國總

會。抬頭請寫：“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



在香港，首次專以青年人為對象的宣教營會剛於本年6月9至11日在烏溪

沙青年村舉行。主辦機構是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但參與協辦和夥伴機構竟有40

多個，可說是香港宣教界的一大盛事。

當大家同心合意，恩典就臨到，神會成就一切。感謝主！參加營會的人數

高達700位，當中有74位是組長。感恩的是，這些年青人來自約230間教會，

可見教會積極鼓勵年青人來參加。然而，最令人驚訝和雀躍的是，在營會裡立

志作宣教士的竟有144位，哈利路亞！（上述數字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提供）

為此，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與眾協辦機構計劃跟進，作栽培的工作。此外，也把

相關的資訊放到facebook上，想更多了解是次宣教大會的，也可瀏覽差聯網頁

www.hkacm.org.hk。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每年都有關於宣教士的統計，2010年香港差出的宣教

士平均年齡約45.8歲，雖較前兩年稍為下降，但仍相當的高。這次青年宣教大

會年青人的踴躍表現，對眾教會和宣教機構來說是一個極大鼓舞。感謝神！

宣教夢飛翔
香港青年宣教大會

小組查經_年青人踴躍參與

來，替宣教士收拾行李_歷
奇活動之一

眾多的年青人願意接受主差遣

鳴謝：相片蒙香差傳事工聯會
提供，謹此致謝！

大使命中心參與展覽攤位
在展板上尋找年青宣教士的生平介紹

年青人對 大使命中心出版的年
表「從永遠到永遠」甚感興趣

同工向參加者介紹大使命中心

的刊物



二十多年前西方宣教界出了一本《大

使命的守護者》，記載上兩世紀的女宣見

證，我一直盼望華人女宣的事蹟也能及早

記錄下來，見證神的作為，也為後來者留

下足跡。現在終於看見了，盼望這是第一

冊，以後要收集更廣的華人世界女宣、男

宣生命的故事。

龍維耐

香港同路坊總監

大使命中心出版這本《悠悠宣教

心》女宣教士文集，內容有跨文化學

習、單身女宣、子女教育、建立友誼及

社區建設等，可算題材豐富，情理及實

踐兼備。讀者若細閱她們分享在工場事

奉的甘甜與苦辛，必能幫助了解宣教士

的經歷和需要，從而更適切地關顧宣教

士和她們的家庭。

洪雪良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

近代，神仍然重視且重用姊

妹。試看各地的宣教工場，姊妹的

人數不是比弟兄多嗎？更有甚者，

越是困難的地區，越多姊妹，尤其

是單身的姊妹。她們不怕艱難，願

意披荊斬棘。昔日，十九及二十世

紀的西方宣教士如是，二十一世紀

的華人宣教士也如是。

陳惠文

大使命中心會長

訂閱詳情請參閱第40頁訂閱單

新書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