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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十多年前到泰國探訪一個香港宣教士家庭，那

時他們兩個兒子在泰國本地小學就讀。當問及父母

對子女的長遠教育安排時，父母亦感到無奈。孩子

說得一口流利的泰語，可是中文和英文都不行，日

後回港升學將有很大的困難。後來又知道因為他們

不是泰國籍，學校一直都沒有替他們註冊，孩子又

不能留在泰國，怎麼辦？我們都很擔憂，但這位宣

教士媽媽跟我分享她的一個經歷。他們夫婦在一次

退修中，坐在小山丘上，遠望一片白濛濛的海港，

就好像看不見自己愛兒的前路一樣。當母親向主呼

求時，海上的船在響號，仿佛聽見主對她說：「你

們雖然見不到前路，但只管聽著我的聲音，我會引

領你們前行。」這對宣教士夫婦的遭遇，是早期大

部分香港宣教士家庭的寫照。因為缺乏前人的經

驗，當時的父母都是憑信心，摸著石子過河，一步

一步的慢慢地走。

宣子關顧事工的發展

1995年初，戴紹曾牧師在香港擔任海外基督使

團香港區代主任。作為宣教士子女(簡稱宣子)，在

中國長大，又是三位宣子的爸爸，戴牧師很明白關

顧宣子的重要性。可是，當時本地教會，甚至差會

對宣教士關顧的認識尚淺，要開拓這樣的新事工，

談何容易！戴牧師看見當時在香港未有差會開展這

個重要的事工，於是便邀請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簡稱

差聯)帶領本地各差會，群策群力，一起來參與。

同年5月，在當

時差聯總幹事盧炳

照牧師的領導下，

差聯「宣教士子女

關 顧 小 組 」 成 立

了。此時，主亦帶

領龍維耐醫生夫婦

回港服侍。自95年
起，龍蕭念全師母

就一直積極地參與

關顧宣子的工作。

除了盧牧師、龍師母和筆者，小組內也有兩位差會

代表及一位教師、一位差聯的輔導同工。很多宣教

士父母非常支持我們的事奉，給予小組很多鼓勵及

支援。

2003年，差聯的新領導層對事工有新的看法，

大部分的組員離開了。但得到一些宣子義工的支

持，同年自行組成「第三文化孩子團契」，持守相

作者與龍維耐醫生夫婦

燃燒宣子關顧的火炬─
香港宣子關顧事工開拓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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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異象，繼續參與關心宣子的工作。

2007年，差聯再次認定宣子關顧的工作，成立

「第三文化孩子關顧委員會」。目前，委員會由八

個差會代表及一位教師和兩位專業輔導員組成。委

員會又分成不同的工作小組，負責的工作包括：傳

遞異象及事工推廣、禱告、宣子教育、宣教士父

母關顧及輔導服務等。有關委員會的異象、目標、

宣子關顧的資料及活動，可參考差聯的網頁(www.
hkacm.org.hk)。

主的意念真是遠高於我們的意念！回望過去17
年事工的發展，原來神讓我們有幾年時間退下來，

重整事工，擴大工作的範疇，讓更多有不同專長及

負擔的同工一起參與。

事工三大重點

早在宣子事工正式成立之前，宣教士父母已發

出呼聲，提出宣子教育之迫切需要。隨著事工發

展，我們亦慢慢開展其他的關顧工作。以下嘗試分

享其中三個工作重點，包括：宣子教育、裝備及支

援宣教士父母及凝聚回港宣子。

1. 宣子教育

90年代初隨父母到工場的宣子都很年幼，他們

不是在工場的本地學校，就是在國際差會辦的學校

就讀。很多父母都非常關心怎樣幫助子女在工場裡

仍能學習中文及保持中國文化。

1) 華人宣子宿舍

參照德國及瑞士差會的做法，一群

在泰國的華人宣教士父母提出探討在工

場開辦華人宣子宿舍的可行性。宣子可

以在工場就讀華語或國際學校，在宿舍

可講母語及吃中國菜。

1998年我們有機會接觸馬來西亞達

叻基督教國際學校(Dalat School)，探討

在學校設立華人宿舍的可能性。最後經

與校方不同部門的同工商談後，認為學

校已為學生提供寄宿服務，若在校園特

別設立一個華人學生宿舍不是太理想，

於是設立華人宿舍的計劃便告吹。雖然

如此，幾個宣教士家庭很欣賞學校的基督教教育及

宣教氣氛。雖然學校使用美國課程，父母仍樂於把

子女送到達叻學校寄宿。香港宣道差會亦先後差派

了兩位老師，分別在學校當老師及助理舍監的工

作，協助照顧校內的香港宣子。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

步。」雖然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探討開辦華人宣子

宿舍，最終卻不成功。可是在過程中，我們能幫助

本地差會和宣教士父母們明白，為子女安排長遠教

育路向的重要性。因為達叻學校為宣子提供寄宿服

務，父母們可以安心留在工場繼續事奉。幾年後，

有些家庭被差會調派回香港繼績事奉，這些宣子亦

可以繼續在香港的國際學校升學。前幾年，大部分

在這些國際學校畢業的宣子，蒙神恩典，又能成功

升讀香港本地的大學。這是我們最初沒有想到的美

好成果！

2) 宣子教育經費

若要就讀於國際學校，高昂的學費往往是宣教

士們的一大挑戰！早期很多教會不明白為甚麼宣子

要就讀昂貴的國際學校，正如不明白為甚麼宣教士

在工場要購買汽車一樣。我們透過講座、文章分

享、個別會談等，幫助教會明白工場的限制。感謝

主，今天有更多的教會已明白關心宣子的重要，亦

樂意為宣子教育慷慨奉獻。

話雖如此，大部分的差會及教會仍未有為宣子

提供大專教育的費用。2009年，我們推出了「宣

子教育計劃」，為升讀大專的宣子提供免息貸款。

香港差會同工及宣教士探訪達叻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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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推出了三年，已有三個申請獲得批准。申請的

人數雖然未有預期之多，但感謝主，若有太多的申

請，恐怕我們也沒有足夠的資金哩！我們希望拋磚

引玉，藉此計劃喚醒教會需要繼續支持宣子大專教

育的需要。

3) 宣子老師及舍監

除了有香港老師被差派到達叻學校事奉，在過

去十多年，我們喜見有更多老師得到教會的經濟及

禱告支持，又透過差會的差派，成為宣教老師。他

們分別被差往亞洲、中亞及東歐等地區事奉。在

2011年，我們更首次為數位有志參與宣子教學及舍

監事奉的老師及信徒提供職前訓練。

4) 宣子回港升學

以往香港宣子在工場的國際學校畢業後，大多

數會到北美升讀大學。在2004年，我們有首位香港宣

子回港升讀大學。王巧琳姊妹在日本和泰國長大，

之後到馬來西亞達叻學校寄宿至中學畢業。她是第

一位在非英語工場長大的香港宣子成功考進香港的

大學。眼見成功的例子，近年有愈來愈多宣子申請

回港升讀大學，成為本地宣子教育的重大突破！

2. 裝備及支援宣教士父母

90年代中以前，一般差會都沒有為宣教士提供

跨文化生活的裝備和訓練，也不認識怎樣支持和關

心宣教士父母，有關方面的書籍和文章

都是西方的經驗。這方面的缺欠，我們

正在彌補。

1) 出版

《宣教士父母錦囊》於1 9 9 7年出

版，書中結集了數位華人宣教士父母及

專家的文章，分享跨文化教養子女的經

驗和須知。2000年我們出版了第一本由

不同年齡的華人宣子及他們父母所寫的

的見證集《無國界孩子――華人宣教士子

女手記》。此書非常暢銷，幫助讀者聆

聽宣子及父母的心聲，並鼓勵讀者為宣

子禱告。2009年我們的宣子龍祈申姊妹亦邀請了幾

位成年宣子，把他們成長的樂事及掙扎編寫成《破

繭而出――宣教族的下一代》一書(編按：有中、英

文版)。在過往十多年，我們感恩見到愈來愈多本地

的文章及書籍陸續出版，成為宣教士父母、差會及

教會寶貴的參考資料。

2) 裝備及支援

龍師母作為兩位宣子的母親，她十分明白跨文

化教養子女的挑

戰。十多年來，

她 一 直 鼓 勵 及

相約父母們一起

為子女及家庭禱

告。我們的宣教

士父母小組亦舉

辦了不少特別針對

跨文化教養子女的

講座及研討會，題

目包括：建立親子

關係、突破語言障

礙、宣子友誼及教會

生活等。這些聚會又

能讓父母彼此認識，

建立支持的網絡。

2007年首屆宣
子營會

宣子教師職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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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凝聚回港宣子

宣子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工場渡過，一般對香

港的認識不深，他們在香港也沒有太多朋友。三位

在港的宣子姐姐蕭加欣、王巧琳及龍祈申明白回港

生活適應的困難和掙扎。2007年夏天，他們在香港

舉辦了第一次青少宣子營會。此後連續五年，藉著

營會，慢慢凝聚了不少在香港的少青及成青宣子。

營會的目標簡明，就是希望年青的宣子重返香港

時，有機會彼此聯繫和分享，在主裡團結一起，建

立日後的支援基礎。營會特別之處在於此活動全由

成青宣子自發安排。見到宣子起來接棒，一起關心

他們的同路人，我們十分鼓舞！

感恩與致謝

文首提到那個在泰國的宣教士家庭，他們兩個

兒子今天已大學畢業，並已在社會上工作。我想，

從當時父母看不到前路，到今天見到兩位孩子的成

果，見證了主的恩手一直沒有離開他們一家。

同樣，神的手亦一直引領著事工的發展。在過

去十多年服侍香港宣子的日子，感謝神在不同的

時間帶領不同的人參與事工的發展。在事工的開墾

期，很多西方宣教士如戴紹曾牧師及海外基督使團

不少的西方同工，給予我們很多的鼓勵和意見。本

著共同的普世宣教目標，很多在工場上的基

督教國際學校為我們的宣子提供了優質的基

督教教育。

環顧亞洲各國，目前只有香港能集合本

地眾差會的資源，群策群力地一起承擔關顧

宣子的工作。我們要特別鳴謝當時差聯總幹

事盧炳照牧師、差會主管如廖婉芬牧師、翁

競華牧師等。我們也十分感謝龍維耐醫生夫

婦，多年一直在背後為我們解決很多大小的

困難，他們更親力親為，在前方跟我們一起

服侍。最後，不可不提的是一班忠心的義工

如趙慧雲、麥燕儀及幾位宣子老師，在事工

最困難的時期，他們持守異象，與我們共同

進退，我們才能走到今天的地步。

宣子關顧不是一個事工，也不是一項財政預

算，而是關係的建立、生命的培育。實在欣喜見到

宣子健康成長，有些更使用他們跨文化的恩賜和才

幹事奉主。感謝主讓我們能跟這群天國的孩子同行

17個年頭，見證主的信實和恩典。每當前路迷濛，

感謝主仍每步引領，伴隨前行。

當我們見到普世差傳工作仍未完成、當我們仍

見到宣子在我們身邊，宣子關顧的火炬仍需繼續燃

燒！

（作者為海外基督使團第三文化孩子顧問，作者

保留本文版權）

第三文化孩子團契成員

更正啟事

本刊第98期由馬小芸宣教士所撰寫的

〈靠著主的憐憫〉一文，其中第10頁「主

救我擺脫自憐」一分題的第5行，開首一

句應是「我要學習說雲南國語」，特此更

正，並對讀者及作者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