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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起，非洲內地會(Africa Inland Mission, 

AIM)推出一項名為轉化的發展(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計劃，由宣教士Lois J. Ooms擔任主

任。在肯尼亞，她把社區、教會領袖、專業醫護人

員、宣教士及本地教會連結起來，開始組織一個低

成本的全人社區發展團隊，專注於健康護理、寡

婦、愛滋病之家、孤兒、小額貸款等工作。Lois並

撰寫有關這項全人發展工作的神學、原則和實踐

的訓練材料，以及關於草根階層的健康護理、愛滋

病關懷、預防瞎眼、小額貸款、訓練健康助理等

材料。至2007年，肯尼亞已進行了40個這發展計

劃，同時也延伸到其他地區如印度洋、烏干達、萊

索托、安哥拉、莫三鼻給、馬達加斯加、東南亞和

中亞洲的創啟國家等。

「轉化的發展」是一個全人發展的進程，所做

的並非只針對當地人口的需要，給予物資援助，而

是發掘神給予當地社區和個別人士的恩賜，鼓勵他

們善用來改變自己的社區。透過福音，我們明白貧

窮人在肉體上、思維和心靈上都要承擔罪的後果，

但藉著聖靈與神重建關係，便會結出好的果子。這

樣的轉化是從根本上改變，因為當人的思維完全被

福音大能改變，他們認識和實踐聖經世界觀時，整

個社區都會隨之而改變。

以下是其中一個成功的例子：

「轉化發展計劃」在非洲一個人口超過30萬的

大城市Nduanene(化名)進行。2002年，基督徒群體

為了遏止愛滋病毒的肆虐，並防止進一步蔓延，開

展了一個並不嚴謹的合作關係。一支「非洲內地教

會」(Africa Inland Church, AIC)的隊伍開始為信徒

提供「全人轉化發展」的神學、原理和實踐訓練。

以下是一位宣教士的報告，她沒有成立任何行動計

劃，而是以「教練」身份，用聆聽的耳朵和用心靈

去看已經轉化了的人群、教會和社區。她從各區內

參與各色各樣行動計劃的人士口中搜集資訊，聽到

了以下的意見：

牧者和教會方面

•牧者不再只講「關於聖經」，而是活潑的應用在

現實生活中，包括面對愛滋病。

•教會的關顧漸趨全面──不單處理「屬靈」議

題，也處理弱勢群體，如照顧孤寡、開辦學校、

派發食物給有需要人士等。

•各宗派共同致力社區關懷。

•教會的領袖面對愛滋病者和教會內的青年人。

•部族的牧者彼此原為世仇，今卻為主築壇作見

證，更自發地在發展項目上共同努力。

•信徒接受培訓，成為「轉化發展」工作坊的領

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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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領袖方面

•學校的管理層應邀協助輔導年青人。

•社區的長老重視青年人，邀請他們參與決策。

•其他發展計劃的領袖向曾受「轉化發展」訓練的

領袖們請教。

•家庭開始集中於設定各項目標、管教孩子，因

為他們察覺到惡劣的家庭關係不應被視作「正

常」，通過和孩子的討論和有意義的提問，關係

得以修補。

•社區携手建設中學，包括負責建造坑廁。

•學校教師為很多弱勢兒童購置學習用品，並鼓勵

社會人士捐贈衣服給較自己更需要的學童等。

孤兒和弱勢社群方面

•一群本地教會的婦女設了一個庇護中心，收容在

城市垃圾堆中長大的女孩。

•這庇護中心的12位女孩中，已有7位在高中就讀，

表現良好；她們已由絕望轉變為自己未來作夢。

•這些女孩開始承擔責任，一些已擔任學校的風紀

或班長。

•照顧這些女孩的人都有正當職業；除了一位以

外，全都是當地教會的熱心信徒。

•照顧者負責女孩的紀律和需要，不讓女孩受忽

略。

•以往在國內到處行乞的人，現在以務農或從事非

正規行業謀生為傲，走出依賴。

•智障者重新認識自己的能力，並幫忙維持家計，

也不再容許別人虐待他們。

寡婦和單親媽媽方面

•寡婦和單親媽媽在教會中感到被接納，自覺是有

用的人；她們會儲錢開展事業及購買土地；學校

負責人又讓她們工作，代替支付學費。

•寡婦開始儲錢以應付各樣需要，包括幫助更弱勢

的群體。

婦女方面

•敵對部族的婦女互相擁抱，要求對方寬恕，並挑

戰男人也要這樣做。

•男人開始看到婦女的能力，給予她們機會使用恩

賜和才能。

年青人方面

•許多年青人都接受了主，行為改變，減少濫藥，

也學懂了要負責任。

•年青人向大學生傳福音，並進行運動比賽，70位

大學生加入了一間教會。

•受到轉化發展影響的社區，輟學率減少了；青年

人都接受領袖訓練。

•年青男女開展了非正規事業，教導別人，也幫忙

養家。

•青年持守貞潔立場，反對濫交，曾經濫交者則悄

悄地向信任的成年人認罪。

•年青人明白一個好領袖即使在沒有人監管下也要

做好。

文化/態度方面

•減少依賴，人們意識自己本身就是基本的資源。

•愛滋病患者公開自己的狀況，向人請教，也教導

別人如何與愛滋病共存而活得精采；他們感覺現

在可以發聲，並且被聽見。

•教會領袖發覺在教會舉行婚禮的收費1,200美元，

太昂貴，許多青年人因而被嚇跑了。所以，他們

設立了一款只需120美元的婚禮儀式。

•男孩經過加入基督教會禮 (Chr i s t i an  Ri te  o f 

Passage)、女孩通過輔導後成為榜樣，並開展行

動以幫補家計。

•許多人如今明白務農也是一種受人尊敬的職業，

因為他們已經認識他們擁有神──第一位農民的

形象。

•人們開始辨識到並非所有文化都是好的；文化的

轉變，可以由一個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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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挑戰

•「生命的盼望」(孤兒及弱勢兒童計劃)能否持

續成疑。兩年前推介的「按神的方式耕種」

(Farming God's Way)計劃後，22％能自我供給，

我挑戰他們在未來兩年要達到50％。

•非政府組織和「西方」教會看到成果，他們也希

望有所行動，故提供大量補助，認為這樣可以做

得更多和更好，又差派短宣隊前來；這樣會傷害

和剝奪他們的尊嚴。

•有些只想謀取私利的人正慢慢地躡手躡腳，溜進

女孩庇護中心的管理委員會

•一些局外人很想知道主在做些甚麼，但一些脆弱

的社區看見有外人，就不會推動他們的期望，中

間因而產生了張力。(所以幾個計劃的負責人要

求作為局外人的我們在市鎮中會面，而不要在現

場，避免產生這些問題。)

•隨著各樣不同的大項目快速增長，很難保持接觸

以作鼓勵、祈禱和指導而沒有「干擾」。

•文化改變的軌道是脆弱的，也很容易會「出

軌」。

•鼓勵「合作夥伴」為那些參與該市轉化計劃的人

祈禱，讓他們有「自己選擇的尊嚴」；並承諾即

使沒有預期的結果，也不會離棄他們。

個人意見

我們必須承認，大眾媒體、愛滋病的宣傳和許

多其他團體在這個地區的工作，推動了轉化的發

生。特別欣慰看到人們思想/態度的轉變，以及轉化

如何由愛滋病的問題開始，逐步擴展到社區生活的

其他課題上。上述的變化就好像一團小草叢越發長

大；靠著神的恩典，假以時日，逐漸蔓成一片鬱鬱

蔥蔥的草地，滿有潛力將城市和周邊的城市轉化。

最近，我花了三天時間在市內跟很多參與社區

計劃的人談話；從我的觀察，上面所寫的跟我所看

到和聽到的很一致。就我個人而言，這是主所成就

的遠超我們夢想的一個有力見證；我們看見祂在很

多不同的群體中作工，但願一切榮耀、尊貴和讚美

都歸與祂！

（作者於1969年起為非洲內地會在非洲的宣教士。

現駐芝加哥，為非洲、亞洲、中美洲、中東和北美

各地區的宣教工作擔任諮詢員和培訓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