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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宣教士關顧 (missionary care)，又稱為同工關

顧 (member care)，是近年宣教教育的新課題。許多

教會的差傳部紛紛提問：我們可以為宣教士做些甚

麼？信徒可以怎樣參與？

為回應這方面的需要，香港的同路坊 (註)於九

年前開始每年舉辦「宣教士關顧研習班」。參加者

一年比一年踴躍，有教牧、差會同工、教會差關小

組成員。大家即學即用，樂此不疲。大使命中心在

美國加州與美國中信合辦的「跨文化宣教預備營」

也集思廣益，一同切磋甚麼是給予宣教士的優質關

顧。

宣教士出工場前、在工場中、返回家鄉時，不

同階段需要不同的協助，許多實務是可以動員弟兄

姊妹參與的。而且，在協助宣教士時，信徒的宣教

心與日俱增，激發他們參與短宣甚至長宣。信徒

由旁觀者，變為局內人，漸漸更認識宣教大業，明

瞭宣教士生活和事奉的甘苦，宣教便不再是遙不可

及，而是人人起動的同得萬民行動了。

宣教士關顧六要項

Neal Pirolo著的The Re-entry Team﹝中譯本名

為：林培樂《重歸的團隊》，由世界福音動員會(香

港) 2009年出版﹞中列舉堂會可參與的宣教士關顧

有以下各方面：鼓勵、事務、經濟、禱告、溝通、

回歸(重歸)。

鼓勵

可以藉寄生日卡、宣子宣女的畢業禮物、慰

問卡等等，最好請團契肢體簽名及寫上祝福或問

候語，按時寄上剪報、小禮物、教會特別聚會的

海報、肢體消息等等。現在電郵可以取代剪報及

聚會和會友消息，但仍需有個人的接觸(personal 

touch)，附隻字片言。而且，可以註明不需要宣教

士回覆，以減輕他們的工作量。同路坊關顧部每個

如何動員信徒

支援宣教士
龍蕭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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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都以電郵寄出「坊情」，輕快地描述香港城市的

近況，問候工場中的同路人，歡迎他們回港時參加

祈禱會，好能接觸其他同路人，這些都是鼓勵。而

組織為宣教士祈禱小組，也屬鼓勵和溝通性質的。

事務

過去由差會專責的許多事務，其實都可以交予

教會動員信徒去協助；不但減省了差會的行政，更

可成為信徒起動的目標。宣教士所屬的堂會更可以

動員會友去分擔事務性的支援，例如：申請簽證、

印發代禱信、為回歸(重歸)的宣教士找住處、子女

就讀的學校、安排專科醫師、律師、醫療保險、購

買二手車(尤其北美地區)、協助安置年邁的父母等

等。

照顧康復中的宣教士，也是另一項重大的任

務，特別是單身宣教士住院時的探訪，以及出院後

輪流送餐及清潔家居。宣教士有家人照顧固然好，

若不然，責任便落在弟兄姊妹的肩膊上了。

經濟和禱告

經濟和禱告支持是整個差派的基礎，牧者和差

傳部應擔當起統籌和推動之責，務叫信徒有確實的

意識(aware)和實行定期捐獻，恆切禱告。差傳部

可鼓勵信徒為宣教儲蓄，信心認獻；更應透過主日

學、講台、團契多多教導禱告支援及經濟支援的重

要和實行方式。不要怪弟兄姊妹不為宣教士代禱，

而是反省作為領袖有沒有教導、提醒、鼓勵及動員

他們去禱告呢？遠距離的關心是很抽象的，我們必

須殷勤地閱讀他們的來信，明白他們的實況，知道

他們的需要。

溝通

包括挑選一個人作代表負責定期和宣教士互通

電郵或信件；有需要時發動緊急代禱。在差派短宣

隊出發探訪之先，更要多多溝通，有效互動，減少

抵埗後大大小小的誤會，減省宣教士的工作量。宣

教士更應主動和這位教會的代表良性溝通，幫助他

們明瞭你的需要和處境，傳達代禱項目及為蒙應許

的禱項感恩。差和傳雙方都應努力不使溝通中斷或

產生張力，更要避免「假設」對方會明白或了解，

多說明、有耐性地雙向溝通極為重要！在這方面，

宣教士要多負責任，不要怪教會不了解你，而是自

問：我有努力又有智慧地敘述自己的情況嗎？我願

意負責照顧自己而不「假設」教會去「承包」我的

需要嗎？

重歸

歡迎並陪伴宣教士回家也是重要的一環。

宣教士回家之前應和差傳部(教會或差會)聯

絡，請他們代找合適的住處(地點、租金相宜)、車

子(在北美為必需品)、孩子們的學校。差關部可以

發動弟兄姊妹代為尋找。又要為住在熱帶的宣教士

預備冬天衣服，陪伴他們去購買。這都是弟兄姊妹

們可以做到而且滿心歡喜的服侍，差傳部只要動員

合適的肢體就可以了。

另外，宣教士也需要弟兄妹介紹家庭醫生、牙

科、眼科等醫生。曾有一個家庭到了印度7年，回

港才帶孩子去檢查眼睛，醫生大為驚訝，怎麼散光

這樣厲害還沒有配眼鏡？另一個5歲女孩一口牙齒

都壞了，愛主的牙醫細心為她補好，她開懷地再次

張口露出笑容，展示她一口白白的牙齒。從商的弟

兄姊妹又可按情況接受宣教士子女在他的公司見

習，增進他們的就業常識。曾經有女宣教士請我為

她染髮，因為她看見住大城市的女士都染髮，她必

須入鄉隨俗。

宣教士回鄉述職，不停的到各教會報告事工，

兒女們都不太願意每主日到不同的教會，此時，若

有熟識他們的肢體家庭，每主日協助帶宣教士子女

回去母會上主日學，那就是很實際的支援。曾有一

宣子攜英文聖經上主日學(在香港)被教師責怪，小

小心靈，甚感委屈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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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你若是宣教士昔日的好友，不妨相約用

一兩天時間一同退修或外遊，讓他心情放輕鬆時可

以深入分享工場中的掙扎。至少，共渡一個週末下

午或黃昏也是十分珍貴的。離家多年，日久情疏，

宣教士被多人認識，但知己未必多，陪伴回歸宣教

士是很珍貴的事奉。

及早成立差傳部和差關小組

前文臚列的關顧項目林林總總，大家不難想像

的是：如何分工？如何推動？如何避免遺漏或重複

呢？不錯，差派的宣教士人數與日俱增，關顧事務

煩瑣，確有必要成立差傳部和差關小組。大至與牧

者配合推動全教會的差傳主日、信心認獻，小至與

宣教士保持聯絡，都可以由差關小組統籌分派團契

(或小組)分工合作。差傳部通常隸屬教牧團隊，監

管經費的牧者在行政上和差會配合；差關小組則按

照差傳部的指引專門在實務上關顧宣教士，好叫他

們的事奉和生活更有果效。

支援關顧，從何入手？

從細閱及回覆代禱信開始

差傳部應有一人專門負責細閱宣教士的來信，

這是很重要的。把來信的重點列出讓全教會主日

崇拜時為他禱告，也可以放大貼在宣教佈告板當眼

處。兒童主日學也可以參與，孩子們純真的禱告是

大有功效的。這位負責人最好不要經常更換，越熟

悉宣教士們越好。

這位負責細閱代禱信的人也要負責去信問候宣

教士，告訴他：教會正在切切為他代禱。若宣教士

沒空回覆你的電郵，也不妨再電郵給他，甚至打電

話。之後，你便向教會報告神如何幫助了宣教士，

全教會(或團契/小組)的弟兄姊妹因此大受激勵，便

更用心去為宣教士代禱。

除兒童外，長者們也可被訓練成忠心的代禱

者，又可設計每個團契小組為一個宣教士禱告。不

過，當某位宣教士有重大的代禱事項時，就需要向

全教會呼籲緊急代禱了。

善用宣教士的代禱咭

越來越多宣教士前往創啟地區事奉，通訊大受

限制，又不能在信上暢所欲言，要避過敏感字眼，

照片更不可外傳，名字也要隱去，代以「別名」。

會友要學習關心代禱，雖有難度，只要實踐，不管

宣教士有沒有來信都忠心地按代禱卡列出的方向定

期、隨時代禱。

透過團契活動學習關心宣教士

製作手工藝品送給宣教士，如：編織十字架、

製作賀卡、編織珠子等等，按宣教士的事工需求可

以製作50、100份或更多的送給當地信徒，同時也

送上溫馨的問候。兒童主日學可以製作小禮物給遠

方的小朋友，或和他們通電郵(人數不要太多，也不

要勉強孩子們)。但是，大家在儘量發揮創意之先，

要問問宣教士這些手工藝品用得著嗎？用郵寄或待

他們回來時帶去呢？

其他可能的支援

如派人往工場看顧生病的宣教士或陪伴產婦(俗

稱陪月)，照顧回來讀大學的宣教士子女，協助即

將出工場的宣教士代存書籍及有紀念性的物品。另

一大項是協助整頓他的個人電腦，如：安裝防毒軟

件、保持私隱的軟件等等。有些單身女宣教士渴望

有人陪伴上路，陪伴者可拍攝工場實錄回來報告，

有助大家具體知情地代禱。

全教會都應認識你們支持的宣教士

有些教會在金錢上慷慨支持宣教，但把事工交

給「差傳部」就算了。其實這是教會一大損失，教

會應該引導由長者到兒童都習慣為遠方的福音需要

代禱，活化整全的福音使命。全教會為宣教士代禱

實行起來並不難，如：

1. 設置宣教展板：可以圖文並茂，貼上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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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照、工場概覽、代禱重點等。

2. 以電郵傳送消息，接到的人可以隨時為宣教

士代禱。

3. 每週主日崇拜為一個宣教單位禱告，以幻燈

投影(Power Point)放出該單位的照片及兩三項代禱

事項，既省時又印象深刻。

4. 由本堂派出的宣教士需要到每個團契分享異

象，並請他們代禱。

以上列出的是一般會友都可以勝任的支援項

目，只要牧者和差傳部帶領便可以推行了。

本文未提及面臨重大抉擇的關顧項目，如：緊

急撤退、天災人禍、事工重新分配等等，那是由差

會和教會領導人決定和啟動的事務。歡迎參考以下

書籍。

1. 《華人宣教關顧路》(華福中心出版)

2. 《光榮的受創者》(香港宣道差會出版)

3. 《重歸團隊》(世界福音動員會出版)

註：同路坊是一個關懷宣教士的機構，2004年6月
開始運作，並於香港設有辦事處，請看本刊第24-25頁的
介紹。

（作者為香港同路坊關顧部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