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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世 宣 教

全是恩典

今年7月期間，我參加了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主辦、大使命中心協辦的2014肯尼亞歷奇訪宣之

旅。11天的行程當中，除了坐飛機的時間，半天的

自由活動，參觀Safari Park 和 National Museum 之

外，其餘7天都是朝七晚十一。也就是說每天七時

起床，早餐後集體靈修和敬拜，然後在領隊賴顯

光宣教士的帶領下，走訪肯尼亞(Kenya)首都內羅

畢(Nairobi)市內各宣教工場及當地基督教團體的事

工。多個晚上，訪宣隊都獲邀到宣教士或信徒領袖

的家中作客，分享他們的宣教經驗。回到住宿的退

修院後，隨即到會議室參加當天行程總結，各隊員

就所見所聞彼此交流。回到房間後，隊員一般都會

在網上與家人或代禱者聊上幾句。及至梳洗完畢，

已是11時許了。過往短宣的經驗告訴我，約在四分

三的行程過後，我總會病上一兩天。可是，這次神

為我預備的非一般豐富行程，竟然讓我有心有力地

享受。感恩！

怎一個「窮」字了得 ── 
非洲肯尼亞訪宣後記
黃結綿

肯尼亞印象

朋友知道我從非洲回來，除了關心我有沒有感

染伊波拉病毒之外，第二個最多人關心的話題，就

是非洲的貧窮問題。一個國家的客觀現況是有目共

睹的：人口多少，擁有多少天然資源，國民生產總

值多少，人均收入多少等統計數字，都可以讓人理

解該國的經濟面貌。這些數字我在出發前已略知一

二，回來後從朋友們所關注的方向，回溯了這次旅

程，上帝讓我看到的，是應該用一個窮字來概括

嗎？ 

主辦單位在行程安排上，是以開眼界為目標。

透過參觀差會的建設，包括神學院、醫院、宣教士

子女就讀的國際學校、宣教士的墓地，以及聖經翻

譯的機構和作業流程；還參觀了三個較大的貧民窟

和單親婦女、街童、殘障兒童等多項事工，讓我這

個沒有體會過非洲宣教的基督徒，捕捉了這個國家

的一鱗半爪。

如果要回應朋友提出的貧窮問題，那麼，此行

貧民窟裏的學校

訪宣隊攝於肯尼亞內羅
畢的聖經翻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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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的客觀事實，實在跟《國家地理雜誌》的圖片

一樣震撼。然而，我看到的卻不僅止於這些表面的

民間疾苦。老實說，這是我第一次到肯尼亞，加上

行程如此豐富，

每天睡前都很

想整理當天的見

聞，無奈多次都

是在禱告中昏睡

過去。回到香港

以後，重看了自

己和隊員所拍的

5,000多張照片，

內心沒有戲劇性

的觸動，然而有

些畫面至今仍然

令我不安。

自強不息的貧民窟事工

Kibera是內羅畢市內最大的貧民窟，人口180

萬。居住環境惡劣，沒有衛生條件可言，缺水缺

電，道路泥濘，這都是市內所有貧民窟的特色。我

探訪了區內一個六口之家，這家的男戶主在市區一

個購物商場當保安員，月入8,000先令(Kes)，折合

約725港元，在當地堪稱收入不錯的好工。女戶主

是家庭主婦，帶著4個孩子，最小的還在襁褓中，

最大的應該唸小學了，但付不起學費，沒有上學。

扣除了2,500先令的房租，這六口之家就只得500港

元應付生活一切所需。我跟女戶主在這個不足100

平方呎的昏暗房間，聽她靦腆地述說如何經營一

家的吃、喝、拉、睡。她的家就是世界銀行公佈的

「全國一半人口生活費每天不足2美元」的典型家

庭。Kibera區內有一個綜合事工中心，負責人Pastor 

George跟訪宣隊解釋時稱，這裏的主要事工是辦

學，但經費不足，除了向遊客和探訪團體募捐之

外，中心內設有手工藝紀念品小賣部，百分百是手

做的(Hand made)。這小店既是許多區內手工藝品製

作者的維生之途，也補貼了辦學經費。最令我驚訝

的是，綜合事工中心居然還有保健中心，當然，設

備、儀器和藥物都缺乏，但當值的非洲裔醫生和一

名助理都非常友善地向訪宣隊介紹該中心的現況。

我是第一次看到沒有藥物的藥房，和沒有任何醫療

器材的診症室，但同時又看到兩顆暖烘烘的心，和

兩張不卑不亢的笑臉。還值得一提的是，婦女培訓

課程學員的創意。當我看到課室內擺放著多部團體

捐贈的縫紉機，以為接著就會有人向我們炫耀色彩

斑斕的非洲時裝，誰知最亮眼的，竟然是課室牆上

展示的學員作品 ──全部材料都是麵粉紙袋做的。

雖然缺乏原材料，卻不能壓制學員這股創作衝動

──這就是非洲人的生命力！

是貧窮，還是公義

已故南非總統曼德拉有一句名言：

“Overcoming poverty is not a task of charity, it is 

an act of justice. Like Slavery and Apartheid, poverty 

is not natural. It is man-made and it can be overcome 

and eradicated by the actions of human beings.” ─  

Nelson Mandela

討論一個國家的貧窮原因與對策，不是三言兩

語就能下結論；但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聖經一直

訓斥導致貧窮現象的種種不公義行為。從利未記二

十五章提出的土地分配方法，及至以賽亞書五章

8-10斥責有錢人佔領窮人的土地；這些經文都是關

貧民窟中的婦女在售賣食物

Heshima 事工的殘障兒音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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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濟運作與公義的。聖經又指出工人得工價是應

該的(參路十7)。然而，這些原則都有應用在這個被

剝削的國家嗎？ 舉例來說，由西方國家經營的品牌

咖啡連鎖店出售的咖啡，從肯尼亞進口原豆，製成

的咖啡在世界各國的連鎖店出售，平均折合超過30

港元一杯。但那些種咖啡豆的肯尼亞農民所的利潤

只有港幣三毛。這是經濟體系帶給這個國家的結構

性不公義啊！

我在Heshima Child Centre 購買他們所製作的手

工藝品時，就知道他們的價錢偏高，但我仍然樂意

購買，不是因為我知道我這樣豪爽，最終受惠的是

那些患腦癱的兒童，而是我當時真的覺得自己有點

像「巴珊的母牛」(摩四1)，希望懲罰一下自己。

神感動阿摩司，宣告聖經中最嚴厲的話，攻擊

那個時代的上層社會婦女。是否就是我的寫照？

經濟正義

要闡述聖經的經濟正義觀，方法之一是回到舊

約的土地分配政策。以色列是農業社會，土地屬於

人民的基本資產，是創造財富的基本途徑。土地分

給所有百姓，不能被少數有錢人或政府壟斷，每個

家庭都擁有自己的土地，自力更生，擁有尊嚴。或

有買賣，利未記二十五章提出，每五十年要將土地

歸還原地主，使家庭不致永遠失去他們的土地。神

並派遣先知指責君王、有錢和有勢權的人，佔領了

窮人的土地，強調神毀滅以色列和猶大國的重要理

由，就是因為他們欺壓窮人，並從窮人奪取土地(參

賽五)。然而，奇妙的，先知展望未來，預言彌賽亞

的降臨，說到人人都要再度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

花果樹下(彌四4)，就是說，彌賽亞來臨時，將再次

恢復經濟正義，每個人將擁有自己的土地。

結論

神要每個人和每個家庭都能獲得生產資源，只

要肯努力工作，就能自力更生，獲得足夠的收入，

得到溫飽，並且成為社會上有尊嚴的一分子。今日

的世界，最少也佔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沒有辦法獲得

生產資源，以致無法維生的。照聖經而言，那就是

最根本的不公不義。

（作者為本年「肯尼亞歷奇訪宣之旅」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