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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侍羅姆人是神五年前給我的呼召；去年在神的帶領下，到了羅馬

尼亞作一年的宣教體驗，主要接觸與羅姆人相關的事工。感恩有

機會探訪羅馬尼亞不同地區的羅姆人，從而讓我認識他們的生活環境和

文化，也透過拜訪其他機構從中學習服侍羅姆人的竅門。在此，希望跟

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觀察和學習：

羅姆人教會普遍現象

每個羅姆人家庭總有幾個孩子，不少家庭藉著孩子參加教會的活

動、或是每星期到教會吃「愛心暖餐」而最終全家上教會。羅馬尼亞南

部有不少羅姆人教會，聚會人數從幾個人至100-200人不等。某教會的

兒童數目近月驟減，據聞是因為附近有其他教會(不知是基督教還是東

正教)送贈腳踏車給孩子，把他們吸引過去了，這事叫負責兒童事工的

姊妹頗為沮喪。另有教會的地點較偏遠，兒童事工沒有固定的負責人，

所以孩子們都不常來。反而有幾位少女，小時候已跟隨兄姊或鄰居上教

會，已經成為了習慣。她們背誦聖經金句都很流暢，但舉止談吐卻令教

會領袖頭痛。有人說不明白為甚麼她們還願意留在教會，我覺得她們是

因為生活中沒有其他更有趣的事可做，此區的羅姆女孩一般完成第八班

(14歲)就會輟學，不禁擔心她們成為人口販賣的目標。

令人心痛的狀況

東面Dobrogea地區的羅姆人大多是土耳其血統，主要信奉伊斯蘭

教。在本已較「大男人主義」的羅馬尼亞社會裏，這群土裔羅姆人對

「男尊女卑」的演繹有過之而無不及。基本上女孩子到了14歲，就得準

備嫁人。該區確實存在買賣婚姻的情況，我起初嘗試以華人給聘禮的觀

念去理解，後來發覺他們真的視女孩如貨物。有位少女今年只有16歲，

起步：
在羅馬尼亞羅姆人中間
一年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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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賣三次作不同家庭的媳婦。面對這樣的社會文

化，惟有人認識耶穌才能有所改變。

行乞與施捨

每日在超級市場外、火車站、街頭上，總會遇

到羅姆孩子伸手向人要錢，有時甚至有羅姆婦人帶

著孩子按差會的門鈴，向我們要錢。眾同工都有共

識，只會給他們食物，不會給他們金錢，因為他們

很有可能用那些金錢去購買煙或酒。有一次，我和

德國姊妹在市中心閒逛，很快就有羅姆孩子走過來

向我們要錢。姊妹會細細地跟他們傾談，問他們有

多少兄弟姊妹、有沒有上學；我就在旁邊禱告，給

他們香蕉或餅乾。有些孩子會上學，但因為種種原

因而不會每天上學；有孩子每天會到離家30分鐘車

程的市中心乞錢，手上有了8元、10元便拿回家給

媽媽買當日家裏需吃的。

又有一次，我跟3位外國同工到遊客區，準備

在露天地方吃點輕食。有一個約7-8歲的羅姆女孩走

來向我們要吃的，當時大家還沒有開始吃，正想應

否多買一份給她。但她只指著我碟上的蛋糕，指明

要吃。我請她等等，但她卻開始有點野蠻的繼續指

著我的碟，甚至想走過來拿。當下，我覺得她實在

過份，堅決拒絕；另一位姊妹嘗試跟她說道理。那

孩子就氣憤地走開了。

事後，那女孩堅持要得到蛋糕的神情縈繞在我

的腦海中，我開始明白為甚麼當地人討厭他們行

乞，同時思想是甚麼原故導致這個局面。面對行乞

的羅姆孩子，有些人相當慷慨，從超市走出來就塞

些零錢給他們。試想想，這些孩子從小習慣了伸手

就得到，而且通常都是他們想要的，於是他們就會

覺得行乞比工作賺錢更快更易，自然不會明白為何

要上學讀書。久而久之，他們甚至會認為人家滿足

他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當人家拒絕他們的要求

時，他們就會感到憤怒而表現得無禮。有服侍羅姆

人的機構同工說，最叫他

們無奈的是，他們努力

教導孩子要讀書識字，

勸說孩子的父母要讓孩

子上學，這些父母卻反

問：「讀書識字有甚麼

用？他們每日行乞賺回

來的錢比你們受過教育

去工作的人還要多！」

似乎不被欣賞的幫助

東部城鎮Babadag有教會牧者對鎮上的羅姆孩

子非常愛惜，他心痛孩子的父母普遍不明白教育對

他們的重要，原因是這些父母自己沒有接受過甚

麼教育，也不懂照顧孩子，有孩子甚至半年沒有洗

澡。牧者就為一些適齡入學、又願意讀書識字的孩

子到學校說項，要求學校讓他們入讀。資源所限，

教會目前只能幫助12個孩子，他們每天放學後就到

教會吃三文治、做功課。這位對羅姆孩子滿有愛心

的牧者興奮地告訴我，最近送了洗衣機給一位有10

個孫兒的祖母，希望減輕她做家務的擔子。我問牧

者：「她家裏有自來水嗎？」他說：「沒有，但她

家裏有電。她可以手動將水放入洗衣機。」一次，

我們前往探訪這家，牧者問祖母洗衣機好用嗎？祖

母說沒有用。牧者問原因，祖母說：「我沒有錢買

洗衣粉」。若這家庭連買洗衣粉的錢都沒有，我相

信他們也捨不得用電動洗衣機。

由於我們剛探訪過這個穆斯林家庭，祖母就「禮尚往
來」，帶著媳婦和女兒去參加教會舉辦的婦女節聚會

遊客區隨處可見這類勸籲人「不要助長行乞」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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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一位在北

部Dorohoi的羅馬尼

亞牧師，當我們為

羅姆街童舉辦活動

時，他坦言覺得我

們浪費時間。原來

他曾經與其他教會

為一些住在帳篷的

羅姆人向市政府要

求房屋安置，希望他們不用

住在帳篷度寒冬。他後來卻發現那些羅姆人不但仍

舊住在帳篷裏，還將臨時房屋內所有木材拆下來生

火；因此在他眼中，羅姆人是不願改變生活方式，

不會珍惜人家對他們的幫助。

有了洗衣機的個案，我明白他的感受。這兩例

子提醒我，在我們投放資源去幫助羅姆人之前，要

先嘗試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而非以我們的角度去

決定他們需要甚麼，這樣才有機會避免這類會令人

氣餒、甚至氣憤的情況。

文化學習

在過去的12個月，我其中的一個任務就是每月

去探訪住在首都南部的一個羅姆人教會。習慣了香

港急速生活節奏的我，事事講求效率，甚少留意要

與人花時間相處。加上我初到的時候完全不懂羅

馬尼亞語，同行的德國同工只會翻譯一些關乎我的

問題，所以每次跟羅姆牧師一家晚餐後待在飯桌邊

「交流」的兩小時，實在是一大挑戰。

羅姆村的女性從早到晚都在廚房忙著，而我是

卻甚少下廚的人，但每次探訪羅姆村總會遇上教會

預備「愛心暖餐」的日子，羅姆姊妹自然期望我加

入她們的行列。我起初很抗拒，一來是自知相形見

拙，人家邊談天邊從容地削馬鈴薯，我就拿著小刀

緊張地切；人家削了7個，我才完成1個。二來是心中

不忿女性何以一定要做廚房的事，不願意被定型。

感謝神提醒我要謙卑學習，教我由抗拒到接

受，甚至後來珍惜每次相處的機會。縱然我不能完

全明白她們談論甚麼，但逐漸發覺到由於願意花時

間陪伴、願意跟他們做同樣的事、願意讓他們認識

我的弱點，他們對我的接納和信任亦漸漸增加。當

有其他國家的短宣隊來訪時，他們發覺有甚麼問題

都會來找我幫忙。例如，有短宣隊員隨手拿了用於

廚房的膠盤去洗滌衣物，羅姆姊妹就緊張地告訴

我，不要讓人將那膠盤再拿到廚房使用，因為他們

對清潔的觀念，廚房與浴室的用具不能共用。

同時，羅姆牧師一家也給我鼓勵和耐性：為了

幫助我學習羅馬尼亞語，他們除了會在日常交談中

糾正我文法上的錯誤外，牧師還要我每晚睡前朗讀

一章聖經，他們全家都願意留下陪伴，忍受我愚拙

難聽的口音，以示支持。

這位難得有機
會入學讀書的

女孩，認真地

練字，寫得猶
如列印般工整

這群羅姆孩子連續三天參加我們的活動，一看見我就不斷
求我教他們中國功夫

作者(前排左三)與羅姆人牧師一家和差會部分同工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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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EMPOWERMENT

也許你此刻看見羅姆人的狀況會感到難以處

理，覺得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改變他們。神既是不偏

待人的主，我們奉差遣的就只要眼目定睛在祂身上

去忠心作工。我求問神在服侍羅姆人時該有何策

略；神提醒我Empowerment (加添、賦予能力)才是

箇中關鍵，以下有幾個零碎但可能與Empowerment

相關的片段：

有幸遇到一位已在羅國服侍了20年的韓國牧

者，從他的服侍經驗中，我觀察到服侍這個群體時

需要留心之處。例如：他為某羅姆村籌款買地建立

教會，他會推動會眾同樣出一份錢去購買部分的建

材。他為另一羅姆教會籌款多建一個房間，以供愛

心暖餐時使用，但他只付建材費用，建築工人的工

錢就交由羅姆牧師負責，由他決定和跟進人手分

配。這些幫助的方式，有效提醒羅姆信徒要為自己

的教會出一分力。

在一次集合在羅馬尼亞服侍羅姆人的同工會議

中，不同機構的參加者分享他們服侍的經驗，互相

支持守望。在專題部分，大會請來一位有豐富創辦

微型企業經驗的姊妹，她點出在羅姆社區中發展微

型企業要注意的事項，如要認識該社區的特質、可

信任的伙伴、區內的生活習慣等。會上我又認識了

一對羅姆夫婦，他們年少時受宣教士影響而認識耶

穌，經過多年來的培育，今日二人一同委身服侍區

內的青少年。

雖然，現在我只看見點點滴滴，但我求主讓我

對羅姆人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的見識上多而又

多，日後與其他有心服侍羅姆人的弟兄姊妹，可以

更有智慧和策略去合作。願一切都能榮耀主名！

（作者為香港好鄰舍福音堂會友）

羅姆教會的婦女一同預備「愛心暖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