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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大使命雙月刊》本期的主題是關心宣教士子

女，請我寫一點要注意的地方。

近年來華人教會開始注意宣子和牧子(教牧子

女)的需要，這是可喜的進程。這方面的文章和書也

陸續登場(請參本期第27-29頁)，本文僅從寬一點的

角度來帶領大家一同思考，希望引發更多突破。

誰是宣子？

宣子是隨父母往異文化地區宣教，在異地求

學、適應文化、成長的一族。有時會缺少友伴，往

往也因文化不同而和表親們疏離，對父母熟悉的母

國、母會也感陌生，到少年時期，開始探索「我是

誰？」「我的主體文化為何？」……常常會產生許

多問號，需要花時間去整合成長的經歷，才能內化

為個人特別的產業，邁向神的命定。

誰是TCK？

近年更流行標記一群在兩種以上文化中游走

成長的青年人為「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s)，這就涵蓋了從商、訪問學人、跨境工人的子

女，他們經歷的轉變和離合有時比宣子還巨大，所

得到的支持更少。茲舉出一些例子，盼大家也把他

們列入為關顧的對象。

由中國大陸往歐洲經商的家庭，子女們靠自己

努力學習歐洲語言，在當地就學，有些感激父母養

育之恩發奮圖強，出人頭地；有些飽受文化衝擊放

棄求學，又交上損友，就浪費了大好少年時光。

較多的同類家庭選擇把子女留在家鄉，成為留

守兒童，和父母生疏了。長大後有的成材，也有的

到處流浪。

還有，就是世界各地廣大的華裔青少年，他們

也是TCK。

關懷的起點：態度 (或「平常心」)

宣子最感壓力的，第一是父母的事奉，父母的

擔子很容易也成為他們的擔子。第二是教會對他們

的期望，有些宣子很怕跟著父母「跑」教會，每個

主日都在不同的教會，又要重複回答難題，如「你

喜歡泰國還是喜歡香港？」「你為甚麼國語說得不

好？」「你會看中文嗎？」

接觸宣教士家庭，最好以平常心，不要大驚小

怪，至於問不恰當的問題那是免不了的，宣教士家

庭也會幫助孩子們疏導情緒。

關懷的重點

1. 代禱

不但為宣子，也為他們的父母，為整個家庭的

互動和一切大小決定代禱。不是說藉著禱告就不會

有風浪，而是祈求他們有正面的態度和十足的信心

去面對轉變和失落，感到神的愛從沒有離開；而父

母和子女之間能彼此體諒、彼此扶持；也求主給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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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喜樂的心，常和孩子一起說說笑、玩玩遊戲；為

子女祈求全方位的保護和屬靈遮蓋。

2. 全家去工場探望他們

若你的子女和他們的子女年齡相近而你們也相

熟，是好朋友，那麼，你們一家就很適合到工場去

探望他們，但以不干擾他們為要，前去之前孩子們

可以通通電郵，先熟絡起來。

3. 歡迎他們回來

宣教家庭回國述職最頭痛的是安定的棲身之所。

我認識一位單身姊妹，把自己的住所騰出來給一個述

職的宣教家庭，自己回到父母家裡居住，這是多麼細

心的關顧啊！預先去信探問他們有甚麼需要幫忙，然

後動員弟兄姊妹，例如做校長的可以幫助他們的子女

找學校入讀，牙醫可以為他們檢查牙齒，或替孩子們

補習中文，教他們打球、彈結他等等。

4. 為他們籌備學費

有些地方的學費十分便宜，也有些十分昂貴，

若要住宿則費用更高。

5. 其他費用

宣子回來時最好和父母一樣，能有一至二次

和輔導員(諮商/協商師)見面的機會，這是「回歸約

談」。最好請有跨文化生活經驗的輔導員約談，整

理一下在工場幾年的經歷和情緒，小孩和父母同樣

有文化衝擊，加上小孩子往往不懂表達心中的感

受，更需要引導。另外健康檢查也是必須的，一位

宣子回香港時檢查眼睛，眼科醫生驚訝萬分，怎麼

散光那麼深卻從未佩戴眼鏡？

關懷的核心：價值觀

執筆之際正值美國NBA籃球隊員林書豪連場大

捷，我只看了其中一場，甫完場即有記者訪問這位

滿頭大汗的23歲球員，捕捉他的感受。他說了三點：

1. 我才出賽兩週，仍然在錯誤中學習。2. 我們

的球隊太棒了，合作得太好了！3. 我們的教練教得

真好！

23歲的青年就這樣虛懷若谷，勝而不驕，我為

他而高興和感謝神，也為他父母全家感恩！

回顧一下華人望子女成龍之心，造成多少不必

要的壓力？子女要學習的第一是信心和順服的功

課，我們有給他們空間去學習依靠神嗎？還是我們

取代了神的位置讓他們依賴父母，到一個地步變成

反叛或不會獨立思考？

我們需要認真的認識我們的子女，尊重他們，

珍愛他們嗎？還是硬要他們跟從我們的理想？

執筆的時候，我們在北美一個多月內跑了幾個

城市，住在不同的老朋友家中，發現他們都已是祖

父母了，都在部分時間照顧孫兒，也都同樣地很溫

和但很執著地引導孫兒們，例如：3歲的孫女看見祖

母切好了一盤橘子，她卻說：「我想吃蘋果！」祖

母溫柔地說：「今天不吃蘋果，你吃橘子吧！」孩

子就乖乖地吃了，多麼有愛心和智慧的祖父母啊！

我們不常看到兩個孫女，每次見面都發現她們

更懂事，更會照顧自己。為此感恩不已，也對女兒

說：「你比我更會教導孩子哩！」

做父母，做祖父母，及早學習，多多練習，多

多求天父指引，是下一代、兩代的福，造就合神心

意、健康成長的下一代是我們光榮的本份。

不管孩子一直在本地成長，或是一波三折地在

宣教工場，或在從商的異地中掙扎成長，是單一

或多元文化，都共同地需要父母、親友們的愛和信

任。

宣子也有他們成長中的優勢，例如：早早學會

依靠神，學習簡樸生活，創意地玩耍而不需要貴價

的玩具，一家人緊密互動等等，求主使用宣子胸懷

普世的價值觀影響廣大的華裔群體，弟兄姊妹關愛

宣子的心必蒙主悅納。同時，祝願你們在揣摩如何

和下一代、兩代的溝通中，發現自己仍有進步的空

間。一位教育家說，培育子女的秘訣是願意和他們

一起成長。希望這也成為我們關心宣子，關心自己

下一代兩代的心情和心意。

(作者為資深宣教士，現積極推動宣教士關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