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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雙月刊》2011年8月的「普世宣教快

訊」有如下的一篇：全球700萬西藏人之中，95%
是未得之民。一個名為「崔瓦」(Trel’wa，藏語，

「聯繫」之意)的特殊綜合媒體與家庭關係事工，開

始進入流亡南亞的14萬餘藏人群體之中。利用印刷

品、網絡及視訊媒體，從聖經的觀點提供答案，討

論他們常有的掛慮，例如：如何與年青人建立關係

等。父母稱讚這些節目「有益」及「深入」，而當

整個社團討論有關的原則時，一些希望認識更多的

人被引介會見當地的同工，因此得以聽聞福音。以

往曾否決80%開發事工的社區領袖，有些已參與這

項工作。

這個訊息給我們帶來的是：從一個新的角度來

看基督徒「使萬民得福」的工作。我們努力宣講，

或是努力佈道，或是盡力帶領查經班等等，對四周

的人會帶來甚麼影響？除了從我們自己來看，受眾

的看法如何？地區人士的看法怎樣？過往歷史給我

們的啟發如何？我們現時所慣用的方式有甚麼地方

需要反省？筆者在創啟地區服侍多年，嘗試用兩個

故事與讀者一同反省以上這些耳熟能詳，卻又因地

制宜的基本問題。

我們所在的地區環境特殊，若要服侍，彰顯基

督之愛，便不能不反思一向的做法。正如很多國家

一樣，當地政府不歡迎「外地人」「私下」進行宗

教活動，是以宣教工作者不能取得合法的居留地

位；也像一些經歷過殖民暴政後獨立的國家一樣，

歷史上積存很多對西方國家甚至對基督教或外來宗

教的民族悲痛感和管治血淚史。因此，要當地政府

和民眾對耶穌的生命和說話有一個親身的認識，必

須跨越這些文化和歷史的包袱和障礙。雖然如此，

一般政府卻歡迎外地人參與建設國家、發展社會、

造福民眾、照顧弱勢等工作。以下是在這個背景下

發生的真實故事：

生命的培育

十多年前，幾位退休或將要退休的兄姊，帶著

他們的專業、經驗和基督內住的生命，組織並註冊

成為一個服務機構，進入這地區其中一個當時仍然

落後的城鎮。了解了政府的政策後，他們與一家民

辦扶貧學校合作，發展助學的服務，這剛好滿足了

當時社會上大量沒有機會讀書的貧童的需要。由於

這群兄姊都是經驗滿載、智慧滿溢的人，他們看扶

貧助學不單是給錢供書教學，更重要的是關心貧困

學生各方面的需要。他們認為「成績」是重要，但

學生「各方面的成長」更是必要。他們將身體強

壯、心靈健康和人際關係和諧等元素，注入扶貧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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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服務之中。同時，為了要協助學生追上現代化

的學習，他們同步開展教師培訓，協助發展英語教

育，引進心理輔導，如此便幫助整間學校踏上進步

的階梯，師生們都直接或間接受惠於原是單一的扶

貧助學服務。在逐步擴展下，這機構與校方一同發

展扶貧教育服務，不知不覺間漸漸建構成一個關注

身心社靈整全人觀的「全方位扶貧的教育模式」。

當時正值政府要大力掃盲，追求教育成效，又

要發展英語教育等政策，後來更倡導素質教育。這

些政策，每一個都像與全方位教育有關的。但對一

個發展中的地區來說，縱有政策卻不一定有足夠的

資源和合適的人材將政策化成政績。有時，政策的

要求和地方的實況相差太遠，為要完成任務減輕管

治上的壓力，當局免不了要報喜不喜憂，並預先匯

報將要完成的發展計劃。因此，這個全方位扶貧正

合乎當地的發展需求，學校亦因此而增加了一點特

色。藉著一群有基督內住生命力的義工持續服務，

確定長線的委身，這個地區在數年之間有了幾個重

大的改變：

一、從政策層面看，數年間協助以千計的學子

完成普及的九年教育和高中教育，十位輔導教師

受培訓，十位英語教師受助，數十名高中生升上大

學。在過程中，這學校獲得了一些獎項，其中最令

人刮目相看的是在一次英語競賽中，這學校竟獲一

項國家一等獎、三項國家三等獎。這對於一間寂寂

無聞、資源缺乏、師資不高的民辦學校來說，這簡

直是天大喜訊。不但如此，對當地教育界來說，也

是平地一聲雷，大家對這群來自外地的義工都投下

了信任。

二、從恩典層面看，這群兄姊相信，除了人的

努力外，亦有神所賜正面和積極的影響。在十多年

的發展中，他們確切地經歷神的恩典。從思考服務

策略、合作伙伴、定點服務、釐定計劃、每天同行

等等，都有從上而來的靈感。在此之前，有誰會知

道當地政府要發展心理輔導工作；而且，誰也不知

道每月一次的英語教師服務，能對學生帶來多大的

影響；他們所需的專業義工，也不是憑人力可以招

聚的；這一切都是從天上而來的恩典。

三、從傳承層面看，叫他們驚訝的是後來發生

的事：這學校的服務，成為日後地區發展服務的藍

本和試點；這學校所培育的學生(扶貧生)，後來有

成為大學生的，當大學畢業後竟會回來與他們一起

同工，其中也有生命轉變的；曾與他們緊密合作的

地區領導和教師，後來都成為他們的好朋友，並成

為穩定參與的義工，其中少數也會在各樣特別的事

情上給予意見和支援。因為，當地人看見他們所流

露的生命，是真誠而且充滿著愛。

四、從見證層面看，其中最奇妙的，仍然是生

命的工程。從開始，這群兄姊已經定位要作一個守

法紀的群體。他們立足在當地主流的社會文化中，

不希望被孤立，不甘心被限在非法的範疇，也不願

意只在有限的環境裡為上帝辦事。另一方面，他們

也堅持基督的呼召是對全體的信徒，他們有未完成

的工作。就這樣，他們在合法、合情、合真理的要

求下，慢慢的成為今天受當地人和政府所重視的一

個群體。

五、從質量層面看，他們已註冊成為一個當地

的機構，有一群曾被培育的大學生成為主要同工，

也有認同而參與服務的當地義工群體。回想當初，

兄姊是採取了一個特別的角度來看「使他人得福」

的工作，不僅僅期望只有一兩個人的改變，(當然不

是說一兩個人的生命不重要)，而是針對更大的群體

的實況和需要，希望產生更長遠的果效和影響。數

字統計有時是相對的，例如約拿在尼尼微城開一次

全城佈道會，全城人都蒙福，看表面的數字是成功

的，上帝的評估卻出乎意外。再如挪亞用了120年
才領了8人(包括自己)蒙福。論數字及週年報告，有

何值得高興？當然，理想的是魚與熊掌兩者兼得，

正如彼得帶領3,000及5,000人信主，在心態、數

量、質量上都令人欣喜。

肉身的關懷

除了發展這個較宏觀的生命培育之路外，筆者

也看著不少人受惠於眼前的需要，醫療服務就是其

中一項。銀婆婆就是其中一個受惠者。經過幾年的

努力，在當地的醫療單位之間建立一個互相轉介的

系統。 住在鄉下的銀婆婆，80多歲了，雙足因為意

外受傷，誤信「牛糞」可治癒傷口，以致傷患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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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發炎潰爛，傷及了腳骨組織。鄉村醫生束手

無策，將她轉介給鎮醫院。而該鎮醫院正是為當地

建立轉介系統的對象。

接到轉介後，資深的護士義工連同院方護理人

員和鄉醫前往探訪。銀婆婆家貧獨居，女兒嫁到遠

方，夫家也很貧窮。經仔細檢查後，發現銀婆婆的

情況非常嚴重，家居也很骯髒，必須住院治理。鎮

醫院醫生也認為銀婆婆的傷患範圍廣且深，必須進

行殖皮手術方能癒合，需要轉介往縣級醫院。手術

完後，送回鎮醫院跟進、復康和休養，到病況穩定

下來，再送回家中由鄉醫和社區護士跟進照顧。因

為預先所作的建議和聯繫，便能將醫療單位轉介系

統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病人也得到合適的照

顧。

過程中，幾個重要的問題也得以解決：1. 護理

醫療的技術問題(專業技術)；2. 手術後果的承擔問

題(法律)；3. 昂貴的手術及醫療費用問題(經濟)。
帶著基督生命的護理人員在這時發揮最大的生命

力，關顧銀婆婆的身心社靈的整全需要；溫柔又技

巧地替她潔淨身體、料理傷口、準備乾淨的衣裳、

清潔家居、改善環境等。照顧病人不單在醫院內和

手術期間，基督救贖的生命不單在人的身上發揮鹽

和光的作用，在商討經濟和法律等問題上也發揮油

和酒的調和及舒暢功能。以身作則、誠信處事、將

僅有的獻上、多方聯繫、身先士卒、言出必行等真

理，在僵化的制度中作調解，最後兩所醫院、鄉醫

及鄉委等都受感動而願意減去部分費用，或是代付

基本所需，而機構也承擔了其中一部分。最後也是

最渺茫的，竟能找到銀婆婆的女兒並完成法律要求

的步驟。事就這樣成就了！

筆者必須見證，整個過程是由祈禱來支持和帶

動，應說的話、應做的事、應作的承諾、應作的

決定，若有些微出錯，一切便會徒勞無功。但基督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和效果卻是最突

出：銀婆婆由一個被遺棄、被遺忘的殘老變回一個

有尊嚴、受尊重的長者。基督的愛也就因而彰顯

了。

再思祝福之義

傳福音不應只是說一個故事，不一定快速收

成，也不應只是關於一些好人好事。耶穌道成肉

身，讓我們從有血有肉的人子身上看到神，祂是道

路、真理、生命。當基督的生命與我們的生命連繫

起來時，我們便要肉身成道，讓人從我們所言所行

經歷主的全真、全善、全美。想起歷史上的生命見

證：亞比米勒王如何看出「凡你(亞伯拉罕)所行的

事，都有神的保佑」。(創二十一章)亞比米勒王、

亞戶撒和非各如何看出以撒「我們明明的看見耶和

華與你們同在……你是蒙耶和華賜福的了」。(創二

十六章)公會的人如何看出「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

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希奇認明他們是跟

過耶穌的……」。(徒四13)你我又如何？

（作者在創啟地區服務）

誠意推薦
認識宣教生活必讀

內含29位女宣教士分享
她們在工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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