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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認為中國教會在宣教事奉上的進展如何？

B: 十年以來，看著中國教會從「說」宣教，到踏出

許多小步，嘗試真正的「去」宣教和關心所差出

的宣教士，個人認為中國教會在這方面已經有很

大的成長與突破。然而，成長不在朝夕之間，需

要長久的培育。但在時勢和各方面條件仍不大理

想的時候，同工們仍願意不斷嘗試，這份勇氣和

堅持，值得我們敬佩！

A. 你所說的時勢與條件都還不理想，是指甚麼？

B. 中國地大人多，歷史悠久，每當朝代更迭，人民

生活受到不少衝擊。教會的歷史雖短，這些年

來也受到政治與社會文化各方面的衝擊，對跨文

化宣教理念的認識與視野明顯受到限制。另一方

面，整體社會比較單一化與封閉，不像國外。香

港、台灣等許多地區，往往受到不同文化的衝擊

與影響，信徒一般已習慣從不同角度來思考，就

算所接觸的社群大部分仍是華人，思想也受不同

文化所潛移默化。但在國內，最近十年才真正的

開放與發展國際經貿，大量的商貿與文化交流促

使社會不再單一化。教會面對社會的轉型，也在

學習過濾不同的價值觀，對跨文化的理念與視野

可算剛起步。信徒一方面要應對社會變化的衝

擊，一方面對外來的資訊要學習、消化和應用，

這過程並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

A. 信徒個人成長又有甚麼要面對的呢？

B. 這些年來面對政治上的變化，信徒長期處於不完

全信任身邊人的狀態，因為你永遠不能確定身

邊的人是否異端？是否公安派來刺探的？曾經發

生多宗這樣的事件：在一個小教會裡，一位熱心

的信徒來了教會三年，表現非常愛主，當她取得

教會領導信任後，就一次把教會的幾位資深的領

導擄去了。當這幾位弟兄姊妹突然失蹤後，才知

道這個表現熱心的信徒原來是「東方閃電」的臥

底。

 長期活在驚恐的環境下，要培育一個深層的信

任，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許多海外華人投訴國

內信徒隨時變卦，十多年培養的感情一朝便反

臉，沒有任何形跡可尋。事實上，整個大氣候所

造成的後遺症，要在一個極安全及被接納的環境

裡才能復原。同工們聽得多，也曾經歷被他們背

信、出賣，以致對他們的信任度也不高。所以，

若我們不以身作則，如何能將基督那無條件的接

納傳給他們呢？

A. 你認為目前中國教會要培訓宣教士，最大的困難

是甚麼呢？

B. 首先不要讓社會甚至民族的文化繼續影響教會，

我並不是指對物質的追求或道德標準方面，是指

較深層的，例如中華民族的固有概念「各家自掃

福音出中華
嘉嘉

主題文章

「福音出中華」這口號已在宣教圈中傳講多年了，也

有不少人從各方面來探討，發表了不少理論。但在理論與

實踐之間仍有差距，這差距不單在國內同工身上出現，也

出現在我們普世華人的宣教群體身上。筆者訪問了一位正

參與培訓國內宣教同工的肢體，請他分享當中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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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前雪」。在信徒之間，這觀念仍根深蒂固。雖

然屬靈上常「說」要彼此相愛，但是落在生活的

層面上仍是事不關己則少管為妙，免得別人說你

多管閒事。因此，在一個團隊裡，每每提到屬靈

的事便會說得很動聽，但只是一些表面功夫，因

為在生活層面上大家都會保持一個安全距離。這

屬靈與生活分割的生命，很難真正達到以生命影

響生命，用生命去為主做見證的。生命裡外的貫

徹，若不突破，中國宣教士很難在外發揮真正的

生命力。

A. 這似是很深層的問題，海外的信徒能為他們做些

甚麼呢？

B. 他們有這樣的心態，大部分是因為缺乏勇氣去建

立人與人之間的深層關係。大部分的中國信徒因

成長環境的破碎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心理健康

的層面都需要重新被建立。這樣他們才會有健康

的自我形象，有健康的方法處理衝突，關係才能

進深，才能活出聖經的教導。

 個人認為，神藉中國歷史上的動盪，叫許多華人

在海外一些安全的環境成長，有健康的心理，並

不是偶然的，是要我們彼此建立。我們首先要肯

定他們，讓他們從聖經的教導中重新建立一個比

較健康的自我形象。在穩定環境下成長的信徒，

應多體恤國內同工的限制，多吃一點虧，當與他

們發生衝突時，多點耐心與愛心，以健康的方法

與他們一起學習怎樣處理衝突，好讓他們親身經

歷、發掘，聖經的文化能超越自身的文化。

 有一次，與一位國內同工分享詩篇一三九篇，談

到當我們在母腹中神已認識我們，並且非常愛我

們。這同工開始流淚，他說他熟讀聖經，服侍多

年，這詩篇也背得很熟，頭腦上也知道神愛他，

但從來沒有體會到，也沒有人告訴他，這詩篇也

是對他說的。或許你會覺得這不可思議，事實這

位弟兄是眾多中國同工的寫照。他們很少涉及個

人的感受，自然會把一些真實的掙扎變成是罪或

軟弱，因而缺乏對自我的接納，也沒有健康的個

人形象，因而聖經也就停留在理論的層面，不能

進入到生命裡面了。

A. 這對他們從事宣教有影響嗎？

B. 當然有！缺乏個人層面感受的關顧，對宣教士來

說是一大致命傷！試想，宣教士在領受呼召、

接受裝備、離開本家本族、在外面適應文化衝擊

和孤單……當中牽涉多少複雜的感受！若教會的

領袖或甚至整體的文化都拒絕面對掙扎、個人感

受，這些宣教同工便會常常活在罪疚之中，常常

覺得自己不配、不行，長期的壓抑加上自我的否

定，於是，很快就在工場流失了。

 所以，海外的同工可以多些鼓勵他們分享內心的

掙扎，正面地肯定他們，而不是當他們在掙扎中

再加以教訓一頓。事實上，他們不缺乏教訓他們

的人，卻缺乏接納他們的人。若能在這些時刻裡

多鼓勵他們，為他們禱告，讓他們經歷被神接納

和愛，他們會慢慢的突破以往的框框，活出嶄新

的生命。

A. 在普世差傳的模式方面，你有怎樣的見解？

B. 現今普世的差傳模式與架構，都屬西方的形式，

而現今許多海外的華人群體，都有西方教育的

背景，所以對差派或宣教士的資格都以西方一貫

的標準去衡量。舉例來說，一般海外華人教會都

認為作宣教士要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和學識，背後

又要有穩固的經濟與禱告支持網絡，在心志與品

格方面也要經過嚴格的挑選與考驗。我並非不認

同這些條件的重要性，但我也提出一個問題：在

一個有待成形的過程裡，神若選召一些教育水平

不高的人，又或他們背後的教會也不明白其個人

呼召，或因資源與資訊的限制，他對宣教的認識

並不全面……；若神選召這些人作中國宣教的先

鋒，普世的華人該以怎樣的態度去看這些我們認

為「不合格」的人選呢？

 我們首先要謙卑自己，學習不要用我們固有的框

框去評估與判斷這些先鋒，因為我們也只是憑西

方的宣教經驗去看；誰能保證神不會讓中國有自

己差派的模式，選召一些不同於往日的宣教士、

甚至用一些我們從沒想過的方法與平台去宣教

呢？正如某些地區需要創新的宣教模式。我們須

以謙卑的心去看神的手如何塑造這龐大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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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成為未來宣教工場上一股龐大的力量。

A. 在這摸索的階段，你對中國教會有甚麼期望？ 

B. 中國教會要認識自己在宣教方面有哪些不足，以

西方或海外華人教會的經驗為師，若能先與一

些成熟華人差會合作，取長補短，再發展自己的

模式，成立自己的差會，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發

展。

 在宣教士差派方面，宣教士出發到工場之前，要

有一套比較整全的宣教士訓練，不是立即差派。

到工場後，在學習語言和文化上要投放時間和資

源。同時，差出宣教士之後更要跟進和關懷，不

能讓他們在工場上自我掙扎。正如前面所提到，

中國信徒自我形像存有這樣的偏差，到了宣教工

場後，一遇上衝擊便很容易流失，這正是目前從

中國差出的宣教士所面臨的問題，也是我所關注

的。

A. 謝謝您的分享！

（作者從事關懷宣教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