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大使命》雙月刊   第九十五期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主題文章

基督教自馬禮遜來華，至今已超過兩百年，神

的祝福從西方教會傳到中國教會。二十一世紀初

期，面向中國這個廣大的「創啟工廠」，西方基督

教機構和差會，藉著長久性、多元化的愛心服務進

入中國。到來的「創啟工人」有大學講師、英語老

師、律師、醫生和護士等，他們優質的專業服務，

除了在各重點學府、醫院或慈惠機構服侍外，也將

學術和科技帶到中國，讓中國與世界接軌，更造就

了優秀的新一代。

同時，「創啟工人」更以生命影響生命，培育

了大批饑渴慕義的信徒。中國教會領受了從宣教士/
創啟工人而來的祝福，越來越多的教會、牧者也從

神領受了使命，積極參與差傳事奉的行列，學習跨

文化的服侍。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由側重農業轉

向發展工商業，大量的農民工離開老家，湧到一、

二線城市打工；而隨著中國一線城市的發展日趨成

熟，二、三線城市人口的教育和生活水準也逐步提

升。在沿海的一、二線城市教會，信徒隨著城市人

口的增加也大幅激增，並且紛紛在內陸二、三線城

市內植堂，建立自有體系。

城市教會信徒的素質也相應提升了，匯聚大量

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對福音使命的履行也相對認

真。當今國內城市的家庭教會內，年青一代的領袖

已重拾「傳回耶路撒冷」的異象，努力參與跨文化

宣教事奉，培訓跨文化宣教士遂成為不少教會的焦

點。

筆者參與培訓跨文化宣教士已有數年，嘗試整

合有限的經驗，從自我導向式的學習、道成肉身式

的教導和本土化式的培訓三方面，探討國內外教會

如何以夥伴形式培訓信徒，參與普世差傳。

一、自我導向式的學習

過去二十年，國內城市家庭教會裡，專業人士

及知識分子的信徒人數不斷加增，教會相應地需要

培育委身的信徒，承擔牧養職事；然而，由於信徒

人數日益倍增，導致傳道人或信徒領袖靈命要「超

速」提升，才可能肩負教會的事奉。自我導向式的

學習遂成為培訓的主流。

由於培訓資源所限，年青教會的領袖爭取不同

學習的機會——如從書本自學，或藉影音、視聽和

網上教材等等。因為保安的考慮，大部分的培訓被

迫在「地下」進行，學員要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

完成有系統的學習。他們必須改變傳統的以老師為

淺談國內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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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的學習方法，進到自我導向式的學習。正如A. 
Tough在1971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提到：凡學員主

動勤勉自修，學習效率總比被動以老師為主導來的

更理想。1

因為現今的資訊科技發達，培訓通過影音或視

像材料來進行，確實可以幫助國內信徒靈命提升。

可是，他們大多是第一代基督徒，在起居生活上需

要屬靈導師的輔導。然而，若信徒有自我導向的學

習心志，加上適當的輔導，筆者相信神祝福他們，

能結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可四20)。這樣，

中國教會更興旺，為神培育更多委身的牧者和宣教

士，收取主的莊稼。

二、道成肉身式的教導

筆者認為有效的跨文化訓練，訓練員要效法耶

穌基督「道成肉身」的委身心志：順服神的差遣，

甘願來到猶太人家庭當中，融入猶太文化，認定使

命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離世前三年與門徒全時間一

起生活，教導並裝備門徒。今日，願意委身的訓練

員必須具備「道成肉身」的心志，也要盡量認識學

員的生活及文化背景，並要隨時輔導和裝備學員。

這樣的「道成肉身」式教導，訓練員須長期委

身於服侍的工場，能流利使用本地語言，跟學員彼

此溝通，其次是深入認識他們的生活和文化背景；

更要長期委身栽培學員，培育他們在屬靈生命上紮

根成長。跨文化宣教訓練最大的挑戰是幫助學員明

白如何學以致用，把理論應用於日常的事奉上，以

身作則是一個理想的方法，故此不能單以短期密集

式訓練來取替。

現今的培訓工作有一個趨勢，就是差派不同形

式的短宣隊，到中國作各樣的專業培訓，對受訓者

來說是提升了專業的素質，可惜大部分的短宣隊員

對本土文化缺乏深入認識。一般培訓過後，訓練員

回國了，教材留下來了，但學員大部分不懂得如何

在日常事奉裡靈活地應用，這樣的訓練對本土教

會起不了深遠的影響。因此，筆者呼籲更多委身的

「創啟工人」願意用「道成肉身」式的教導，為中

國本土教會儲備更多仿效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

訓練員。

三、本土化式的培訓

由於全球化以及互聯網的廣泛使用，西方的差

傳訓練各專案都可以從世界各地送到中國教會。但

由於大部分訓練項目不能在短時間內翻譯為漢語，

加上這些項目不一定考慮本土化因素，以致有些教

材雖受到國外信徒垂青，卻無法被國內教會廣泛使

用。

還有，中國年青新一代崇尚西方文化，因而使

不少西方宣教士忽視本土化因素，有意無意地把自

覺優越的文化強加於當地信徒身上，嚴重者甚至因

此背上「文化高壓」的罪名。作為一個被神呼召

的宣教士，切記留心神要我們培訓出本土化的基督

徒，以致他們長遠地對中國本土教會成長帶來深遠

的影響，帶動中國教會邁向新里程。

結語

筆者過去九年有幸見證中國城市教會成長，以

「創啟工人」的身份長期住在西北，參與培訓國內

的教會領袖及跨文化的工人。個人深信神會使用中

國教會，成為明日的差傳教會。主若願意，會差遣

更多道成肉身的長期神僕與使女，陪伴中國教會成

長，以適切的幫助來建立合神心意的本土化差傳教

會。

本土教會的同工、領袖和信徒們，也要把握各

樣的資源，存自我導向式終身學習的心志，隨時

作好準備，接受神的呼召成為一個好牧者。要實現

「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的異象，差出更多宣教士，

也許，現在正是國內教會要訓練大批跨文化帶職工

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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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長期的專職創啟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