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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友誼

納西是一位什葉派的穆斯林，家住南亞一個繁

榮的大都市。他算是虔誠遵守自己的信仰，但正

如大部分人一樣，他對古蘭經的內容所知極少。近

年，在他工作的地方，來了一位新同事華哥，是一

位中國人。雖然納西以前很少機會接觸外國人，但

對中國人總算懷有好感。大家在午膳時候常作閒

談，無論工作、政治或宗教議題等無所不談。每逢

年節，這位同事更帶同家人去拜訪他，不知不覺間

大家建立了一份友誼。

宰牲節對話

這一年伊斯蘭教的宰牲節 (編按：在伊斯蘭曆

的12月)，午飯期間不知從那裡開始，大家將話題牽

到宰牲的問題上。華哥追問他：「為甚麼要用宰牲

的方法來慶祝這個節日？」說實在，納西很少想到

這一類問題，年年慶祝早已成為慣例，故此他即時

想不出答案來，但總不能在這異教人面前丟臉！幸

好他還依稀記得教長曾談及易卜拉欣(在基督教的名

稱是亞伯拉罕)獻兒子的故事，故他簡單地回答說：

「應該是和易卜拉欣獻兒子一事有關罷！」不料華

哥竟口若懸河地將整個故事由始至終詳細告訴他。

能否給我一本聖經？

納西聽畢整個故事後，非常驚訝，連忙追問華

哥從哪裡得知這故事的細節，為甚麼他卻從未聽過

呢？華哥告訴他這故事記載在聖經上的，納西連忙

回應：「能否給我一本聖經呢？」他渴望有機會看

聖經，明白更多他從來不知道有關真主的故事。

東方人的智慧

大部分穆斯林國家屬東方文化，東方人的智慧

往往透過詩歌、譬喻、諺語或故事等來表達，分析

或純邏輯性的西方思維方式對他們來說，顯得陌生

和格格不入。正如主耶穌的年代，能引起聽眾共鳴

的，都是透過一些針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他們的文

化相近、又能滿足他們心中渴求的、與日常生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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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故事。口述故事對很多東方人、少數民族或穆

斯林來說，都是很有效的傳福音方法。尤其是穆

斯林，他們對舊約聖經中的人物並不陌生。聽著聽

著，關閉的心靈會代入故事主人翁的角色中，被觸

動而願意敞開，繼而追問何以與他們所知的有別，

這就打開了話題，可以繼續探討。

口述故事、傳遞福音

現今世界上未得福音的族群中，不少都屬口傳

文化，傳訊以口語為主的，所以用口述故事的方法

來傳福音，往往可以減少所遇到的困境，卻收到更

好的效果。特別在那些對福音早已存有敵意的穆斯

林族群中，直接傳講福音往往不受歡迎，護教也可

能產生對立，提議查考聖經更有時會帶來詰難。在

這些情況下，講故事較容易被欣賞和接受，因為故

事本身不會產生對抗，避免了正面的衝突或爭論。

它既非直接說教，也不強迫人即時回應，只是把神

的話用故事的形式以口語具體展示出來，並將會產

生的結果交給神來掌管！

耶穌是真主

我們曾和一位穆斯林女孩子分享「耶穌平靜風

和海」的故事。讀畢故事後，我們一起討論內容，

並且問她：「你認為耶穌是誰呢？」她很自然地回

答：「耶穌能夠平靜風和海，祂必定是真主。」雖

然一個故事未必能讓她完全明白耶穌的身份，但對

於一個確認耶穌只是先知的穆斯林來說，已是一個

很大的突破。我們深信聖靈能透過祂的話感動和改

變人心！

福音進路

很多基督徒和穆斯林朋友建立關係後，因為不

希望直接傳講福音以免破壞彼此之間的友情，卻苦

無進路，分享福音的計劃一再拖延。如何才能打破

這個困局？如何才能自由地與人分享神的話語呢？

講述神的故事，既可以建立與人溝通的橋樑，

更可以成為傳福音的媒介，加上故事本身不容易引

起爭辯以至影響了友情，實在是一道可行的進路。

常用的口述故事方法

口述故事是動態的，不像閱讀經文般刻板，也

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和溝通，可以引起即時的

回應。然而，口述故事者必須有充分的預備，準確

地掌握故事的核心和重點。若是預備不足，令聽者

感到糢糊或不真實，可能會帶來相反的效果。筆者

有以下的建議：

1. 口述者必須選定和熟記一些聖經故事，祈求

聖靈感動和指示，在適當的情況下，開口講述一些

有寓意而又能滿足對方心靈需要的聖經故事，更要

祈求聖靈感動聽眾的心，開啟傳福音的門。

2. 常常攜備一些聖經故事書，隨時準備和穆斯

林及未信主的朋友一起閱讀，然後加以討論。

3. 很多人採用的方法是「按時間年代順序口述

聖經故事」(Chronological Bible Storytelling)，特別

是按主耶穌復活後在以馬忤斯路上向門徒講解聖經

的方法。

路加福音二十四27是這樣記載的：「於是從摩

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

解明白了。」這方法就是從舊約到新約，將神的永

恆心意藉故事表達出來。從神的創造、人的墮落、

摩西頒佈律法、犧牲與代替、大衛的罪、承諾的救

主、耶穌是誰、釘死與復活等的主題，顯明耶穌就

是那完美的祭牲、唯一的救贖主。這方法通常需要

八至九次的講解和討論，較為適合那些有心的慕道

者。如此，神的話語就能完整活現在那些從未曾有

機會接觸過祂的人心中。

4. 除了口述故事外，播放含有聖經故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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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如《耶穌傳》、《埃及王子》、《抹大拉瑪利

亞》等都是非常有效的。透過影片，故事內容更有

動感，未信者更能有效地明白聖經的內容。

5. 透過口述故事來查考聖經和討論，對栽培初

信者或作門徒訓練也是非常有效的。

心意更新

我們的學習模式，從小受到西方一貫的邏輯思

維影響，傳福音的工作也無法避免。要學習用口

述故事方法來傳福音，起初並不是那麼直接和容

易的。但只要不斷的學習和運用，準確的聖經故

事可以成為我們最佳的傳福音工具。藉著聖靈的

幫助，將那些活現在我們心中的故事口述出來，

必能引起聽眾的共鳴。當聖經故事牢記在他們心

中，神的話便會被複述和繼續傳播，就如早期教

會一樣，福音藉以口以言語傳到各地，教會從而

建立。我們深信神話語的大能，加上聖靈的感

動，必能讓人早日接受耶穌基督，經歷那從聖靈

而來的更新和奇妙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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