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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前言

談到跨文化宣教的裝備，一般人都會想到要有

神學及佈道植堂等的知識；筆者相當同意這些知識

的重要性。正因如此，不少差傳的前輩已經撰文談

及了。然而，筆者較早時在宣教工場輔助初到的

宣教士時，發現不少宣教士忽視了生活層面的跨文

化裝備。因此，筆者打算從生活層面的裝備來談宣

教。

生活與宣教是息息相關的，生活的適應直接影

響宣教士的身心靈。假如宣教士長期不能融入工場

的生活，他便不可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更可能因

長期受著文化衝擊而身心疲憊。

另一方面，在今日眾多的創啟工場中，宣教士

需要透過日常生活去接觸未信的群體；換句話說，

日常生活就是宣教的場所。耶穌在升天前吩咐門徒

說：「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

二十21)那麼天父是怎樣差遣耶穌的呢？按約翰福音

一章的記載，耶穌是太初的道，祂成為了肉身，住

在我們中間，把真理和恩典充充滿滿地活出來(約一

14)。這樣，我們作基督徒的，也是蒙差遣到我們的

生活環境中活出基督的生命。特別是宣教士，他們

並不是與世隔絕的聖人，而是活在人羣中的耶穌基

督的見證人。

生活的實例

筆者記得在日本工場時，很高興有短宣隊到

訪，但短宣隊往往會帶來一些不便。以下是一些常

見的例子：無論身在何處，來自香港的短宣隊都喜

歡高談濶論。在超市內，他們會興奮不已，不斷地

談論不同的貨品，他們極小察覺身邊的日本人對他

們的行為極其不滿。更甚的是，他們乘坐公車時也

喜歡在車廂中談天說地，從不了解為甚麼宣教士總

是不許他們談話，也不知道在日本人眼中，他們是

無禮自大以及毫無教養的。記得有一次，某短宣隊

員更在總結時分享說：「日本人真沒禮貌，在車廂

中與他們傳福音時，他們彷彿甚麼也聽不到，不知

道是他們的英語不靈光，還是甚麼緣故。」

當筆者還在日本服侍的時候，教會來了一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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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宣教士。筆者發現在教會內和社區中，街坊的話

題都常常圍繞著宣教士家庭的生活習慣。

街坊甲：那「外人」今天食牛肉。

街坊乙：是啊，我見他一家在某某超市買東

西！

街坊丙：他的幾個兒子在超市亂跑，西人真不

會教導孩童！

街坊丁：我看過他們的垃圾，完全沒有分類，

他們真沒分寸！

街坊甲：我們要加強社區的「保安」，特別不

要讓孩子們接觸他們。

⋯⋯不知道那「外人」為甚麼來我們的社區！

無論你是否願意，當來自異鄉的你進入一個膚

色及言語不同的地方時，上至你的言行，下至你所

扔掉的垃圾，都可能成為街坊的話題。他們會加以

討論，只是你不知道。關鍵在於，當你犯了錯誤而

不自知，你就無從改變了。 那麼，宣教士可以怎樣

裝備自己來面對跨文化的生活，以避免犯錯呢？

文化讀解能力

筆者相信宣教士必須學習如何讀解文化。然

而，筆者所提供的並不是甚麼高深的學問，而是一

種態度，謙虛求問的態度。其實，宣教士只要主動

觀察，並請教本地人的話，文化的讀解並不是無從

掌握的。以下是三個建議：

1. 觀察三步曲

要有效地讀解異地的文化和風土習慣背後的意

義，宣教士需要學習觀察三步曲，那就是：觀察、

求証、作出調整。

懂得觀察是宣教士求生並事奉的重要技能。就

如偵探小說中的福爾摩斯一樣，會觀察的人能用盡

身體五官把資訊一一收集起來；不會觀察的人只活

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會看而不見，聽而不聞。就如

上述短宣隊員的例子，隊員看不到車廂內的人對他

的敵視眼光，他更「聽」不到車廂內的寂靜；因

此，他需要學習觀察。 

其實，觀察是可以學習的。一般人因為沒有刻

意去留心四周的境況，所以沒有觀察到那些是有

用的資訊。因此，在學習觀察中，最重要的是「刻

意」(mindfulness)。「刻意」是一種狀態，就如軍

人在戰場上作戰時的心境，又如醫生在施行大手術

時的狀態一樣。宣教士在「初到貴境」時也應以這

個心態去學習，並讀解對方的風土文化。

接下來就是提升觀察的範圍了。一般人或會特

別重視學習語言，然而，宣教士掌握了語言仍是不

足夠的。為幫助宣教士能更有效地觀察，唐納德史

密斯博士(Dr. D. K. Smith)提出了12個人類在溝通

時常用的媒體，包括語言、文字、數字、圖案、物

件、聲音、動作、光線、觸感、空間、時間和嗅

覺。宣教士可以使用這張清單來擴展自己觀察的能

力。當他們留心身邊的人、事和物時，他們便有更

多資訊來了解文化差異了。

此外，在可行的情況下，宣教士更可以把在日

常生活中所觀察得到的事情，有系統地記錄下來，

所用的方法包括筆記、繪圖、錄音、攝影及錄像

等。這些記錄一方面能加強宣教士的記憶力，另一

方面也有利於日後用作分析和求証。筆者相信，當

宣教士願意下這些工夫時，他的觀察能力必然有所

提升。

2. 求証與文化優越感

許多時候，宣教士在初步的觀察後，會按照自

己的假設作出「判斷」，卻往往忽略了自己的「文

化優越感」(Ethno-centrism)對作判斷的影響何等的

大。例如，宣教士觀察到對方常常遲到，他或會按

自己的假設判斷對方不守時，或沒有良好的時間觀

念等等。但因為他沒有求証，一方面可能錯誤地批

評了異文化，另一方面可能失去了一個深入學習異

文化的契機。如果宣教士能主動地了解對方常常遲

到的原因，他或許能夠觸摸到異文化的世界觀。

若要了解異文化的世界觀，宣教士必須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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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世界觀。其實宣教士要先自問：「為甚麼自

己非常介意對方遲到呢？」慢慢地宣教士會發現自

己很看重時間，並渴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最多的

事情。接下來，宣教士要再問：「為甚麼自己渴望

在最短的時間完成最多的事情呢？」他或會發現他

非常重視效果。中國人有一句說話：「時間就是金

錢」。香港文化看重果效和利益，若我們看重「人

際關係」的重要性，便會容易領略看重人際關係的

文化中的人為甚麼會遲到。當然，這只是一個例

子。在一些非洲及南美的文化中，他們見客人是一

整天的，不會計算時間，他們也沒有預定下一個約

會，每一次見面都是完全投入，不會計算時間，所

以他們不會計較別人遲到30分鐘呢。他們介意的卻

是：「為甚麼宣教士每次都來匆匆，去匆匆呢？」

和「為甚麼宣教士都沒有禮貌，既不花時間問候家

人，又不留下來吃飯？」

按上述的例子，在求証之前，宣教士需要自我

檢視，並了解「行為」背後的價值觀，甚至世界

觀；接著，宣教士需要用不帶有批判的態度請教當

地人，尋求他們的幫助；最後，宣教士可以向當地

人複述自己所領略到的。這樣，宣教士就踏上了讀

解文化的第一步了。

3. 調整

宣教士是住在人群中間，所以在生活上需要作

出調整，以切合工場的生活方式。但並非所有行為

都可以跟隨的，必須先分辨這種「行為」背後是否

帶有偶像敬拜或違反聖經的世界觀，例如使兒女經

火和一夫多妻等，這些是顯而易見的行為，宣教士

自然不會跟隨，但一些涉及「福音處境化」等的複

雜神學課題，便需要多加討論、思考，但因為篇幅

所限，筆者不擬在此討論，只淺談生活上的「行

為」調整。

事實上，在異文化生活中，很多「行為」是宣

教士可以跟隨的。常見的例子如在飲食習慣上，中

國人用筷子，印度人則用右手等等，很容便學會，

但所吃的食物，有時需要在心態上作較大的調整。

記得一次筆者到日本短期宣教時，宣教士要求我們

吃納豆。當宣教士拿出那「美食」時，因為納豆的

臭味太強烈，短宣隊員都發呆了。作為領隊，我惟

有以身作則，一口把納豆吃下，那食感和味道實在

使我畢生難忘。然而，宣教士說，學會欣賞納豆能

打開福音的門，我深深被此話吸引，於是，我立定

決心學習欣賞納豆。我很高興當年作出了那微小的

調整，因為在往後於當地作較長期服侍的時候，我

見證了宣教士的話是真確的。正如文首所提到的生

活實例，宣教士的生活成為了當地人的話題，若是

生活行為調整得宜，便會得到當地人的接納。

結語

宣教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事實上，異文化的

生活是可以學習的；觀察、求證、調整是三個可行

的步驟。宣教士只要存有一種謙虛求問的態度，在

日常生活中不恥下問，並且虛心地學習和欣賞當地

人的生活和文化時，誤會自然減少，對方會感到被

尊重。宣教士在生活層面能融入當地文化，就能夠

住在他們中間，然後能建立深入的人際關係，便有

機會清晰地分享福音，事奉的果效必然會提升。反

之，不能融入當地生活，宣教事奉自然收不到果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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