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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筆者先後在德國生活了不少日子，有機會思考

更多問題。綜合觀察的思緒，努力放下偏見，筆者

用愛心寫下一些建設性的建議，期望能造福德國華

人教會，並借此作為例子，與同工同道思考在宣教

事奉上該如何操練。

筆者曾經請教一些在歐洲有豐富事奉經驗的牧

者，他們的意見是歐洲是「石頭地」，特別是德

國。由70年代起歐洲就被喻為牧者的墳墓，曾在當
地事奉受傷而轉往美加的大有人在，德國也不能例

外。筆者認識一些在德國的牧者，其中有些因為難

以在教會發揮而離開。當然，我們可以把眼光放在

呼籲更多牧者到德國服侍的事上，不必把三兩個個

案擴大討論。不過，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筆者不

能不提問，為甚麼那些願意到德國華人教會服侍的

牧者，最後會找理由離開呢？若我們不勇敢地正視

問題，只是呼籲更多牧者到德國，我們也要承擔他

們受傷的責任。感謝上帝的恩典，這次中德基督使

團共有18人參與到德國服侍，筆者認識一些有志到
德國事奉的同道，只是這次未能成行。筆者相信由

認識德國華人福音需要，到祈禱守望，參與短宣，

再到考慮每年到德國支援福音工作，甚至考慮投身

在德國華人教會服侍……都是值得感恩的。

筆者沒有在德國全時間擔任宣教士的經驗，

只是發自內心關懷德國華人的福音需要。在神學教

育的服侍中，筆者也曾分別接觸事奉順利與經常遇

挫折的牧者，在經驗裏，覺得應該對有志到德國華

人教會服侍的牧者同道，提出一些意見，讓大家有

更充份的預備。筆者同意有牧養經驗的牧者，在這

方面的服侍更能發揮作用。筆者希望到德國華人教

會事奉的牧者，內心單純，不要為求事奉有效果而

「濫用」上帝所賜的屬靈權柄。德國的華人教會大

部分已有10年歷史，若把成為教會之前的團契、查經
班也計算在內，歷史更長。一般新到任的牧者都不

會立即被該教會承認為屬靈領袖；一位牧者能夠被

會眾認可為他們的牧者，需要很長的時間。雖然投

身德國宣教服侍困難重重，但上帝必定保守帶領。

耶利米先知教導我們：「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

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

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

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一
7-8)投身宣教的同道必須有上帝的呼召，經常從聖經
獲得從上帝而來的信息，面對各種挑戰。

操練的重點

1. 要有為主忠心作卑微服侍的心志

若要分析在德國華人教會事奉的服侍情況，其

中一個值得提出的問題是：牧者們在神學院畢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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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牧會經驗。若他們沒有牧會經驗，遇上困難

是可以理解的。在德國的華人基督徒，小部分在到

德國之前已有長期教會生活的經驗，這些弟兄姊妹

的好處是熟悉教會的運作，壞處就是他們只熟悉

自己的教會。換句話說，他們對其它教會的認識有

限，如何與來自不同地區和背景的信徒領袖合作

呢？他們並沒有概念。至於在德國信主的弟兄姊

妹，他們對教會沒有概念，你如何塑造他們呢？筆

者認為牧會經驗培養人的耐性，讓人體會人的屬靈

生命改變與成長是超越人的能力範圍。傳道人經常

發現自己的極限、無能，惟靠上帝的恩典才能使講

道、教導和牧養的服侍產生作用；投身宣教的同道

要有一種為主作卑微事的心志，常常謹記惟靠上帝

的恩典來承托我們的事奉。

投身宣教的同道必須有心理準備，參與查經

班、團契聚會的人並不穩定，三至四年後便面目全

非，事奉工作經常面對「由零開始」的情況，相信

這與北美、澳紐等其他地區的情況相似。宣教同道

若缺乏自我肯定，很容易會灰心失望。因此，筆者

建議同道要有緊密的同伴，可以坦誠分享內心壓

力，可以互相支持。除了操練為主作卑微事的心志

外，還要開放自己與同路人建立「屬靈知己」的關

係。筆者認為還要操練「天國胸懷」，為上帝國度

的緣故，與不同背景的同道合作。筆者更鼓勵有志

到德國華人教會服侍的牧者同道，祈求上帝賜下愛

心和忍耐，建立一支強而有力的宣教團隊，讓大家

可以同心事奉。

2. 要有愛心接納不同背景的人

德國的華人背景複雜，有來自中國大陸、香

港、台灣、越南、東南亞及其它地區。「華人」這

個名詞承載了「多元化」的意思，不同地區的華人

有文化上的差異。筆者曾經聽聞有牧者為了集中資

源發展教會，偏重於某一類的對象，當然「物以類

聚」，假以時日也會凝聚一群背景相近的人。不

過，這是一種事工策略，而不是絕對真理。不同牧

者有不同性格、恩賜，作風自然不一樣，手法也不

一樣。若以教會所在城市的華人人口與教會成員的

數目及背景作比較，我們便會有很多新發現，其中

最明顯的是教會偏重了某一群人；意思是忽略了其

它類別的人。

筆者認為在德國華人教會事奉的牧者需要培養

與不同背景的人溝通的能力，例如要與大學教授、

博士後研究人員、年青大學生、餐館廚師、服務

員、亞洲雜貨店店員、德語比中文好的第二代、從

事專業工作的、做生意的交談，又要協助一些申請

難民身份的、沒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筆者鼓

勵有志到德國華人教會事奉的牧者，要有心理預

備，所接觸的華人是非常多元化的；要以愛心接納

不同方言、不同背景、不同學識、不同際遇，以及

帶著不同期望來的華人。此外，更有一個重要的課

題，就是如何牧養說廣東話的華人？德國華人教會

用普通話崇拜是肯定的，也不需要改變，但在教會

裏有廣東話查經班、團契或福音事工，也會對教會

帶來祝福。然而，說廣東話的人與說普通話的人往

往有很大的隔膜，如何匯合兩者一起同工，這是牧

養上的一大挑戰，也是對靈性的一大考驗。

宣教士需要操練靈性，讓自己有成熟的性格，

不但能夠面對文化衝擊，也要學習在甚麼人中間作

甚麼樣的人。當然，宣教士的屬靈操練必須包括

「跨越文化」思維，能夠尊重不同的人的文化特

性。

3. 要設身處地進入別人的處境

面對海外華人多元化的特質，宣教士需要操練

靈性，讓自己不單能夠接納彼此的差異，又能夠進

入別人的處境。宣教士經常會被誤解和無理批評，

我們需要先放下成見，將受委屈的事交託上帝，然

後再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整件事情。一個有「跨越

文化」思維、能多角度思考的人，比較容易「消

化」別人對你的無理誤會。更重要的是，宣教同工

應該具備建立關係、有效溝通的能力，無論遇到甚

麼難題，都要正面地思考如何恢復關係、重建關

係、如何進行更有效的溝通。這個操練殊不簡單！

除了有能夠設身處地進入別人處境的屬靈質素

外，到德國宣教的同工也要掌握德語的表達。筆者



17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107  December 2013

佩服那些甘心樂意到當地事奉的牧者，願意由熟悉

的語言環境到陌生的德國，已經是絕不簡單的決

定！然而，若在德國服侍而不能用德語溝通，就只

能停留在表面的服侍，難以明白弟兄姊妹日常生活

的掙扎，便不能有效的牧養定居德國的弟兄姊妹。

筆者認為投身德國宣教的同道，不能滿足於使

用普通話服侍，需要操練耐性，學習德語，才能產

生長遠的事奉作用。雖然德國急切需要傳道工人，

但宣教士不能用德語溝通，只能夠維持現狀，難以

開拓前路，建立教會也只能在第一代信徒中間發揮

作用。當然，有人願意到德國服侍總比沒有工人

好，但筆者仍要提醒大家，若上帝呼召你到德國華

人教會服侍，應該認真學習德語，以進入別人的處

境。同樣，在不同地區事奉的牧者也要如此。

總結

《論語》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為政二〉)提醒我們要用功讀書和認真思
考。同樣，事奉也要不斷自我反省，認清自己的優

劣。「為學與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樣，讀書而不思

考便會茫無所得；不讀書卻自己憑空思考，也會一

無所獲。同樣，事奉卻不反省，將會重蹈覆轍。筆

者希望有志到德國華人教會以及到各地海外華人教

會服侍的牧者同道，認真思考如何預備自己，應付

嚴峻的挑戰。

筆者認為，操練屬靈生命，甘心樂意為上帝作

卑微的服侍、培養用愛心接納不同背景的人、設身

處地進入別人的處境，是一個宣教士必須具備的屬

靈質素。主耶穌基督道成人身的服侍，正好是宣教

士學習的榜樣，願彼此互勉！阿們。

（作者為香港建道神學院教授、張慕皚教席、神

學研究部主任、神學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