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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上午，短宣隊完成了服侍，在和暖的朝
陽中踏上歸途。巴士載著我們從塞爾維亞一個

鄰近匈牙利的城市Subotica回到首都Belgrade，然後
乘機離境。看著沿途的風景，總希望趁這最後的機

會，用眼睛記錄著這個國家的風貌：大片的草地、

東歐風情的小鎮、南斯拉夫式的建築和東正教的教

堂，在我腦海中交織著一種個人對塞爾維亞的印

象。

看著看著，不禁想起旅途中一張又一張的面

孔：教會孩子們的天真爛漫、羅姆人的愁容、路上行人的茫然及身旁短

宣隊員熱誠的神態。儘管一切將成為我回憶中的片段，但他們的臉已印

在我心中，這一切都在豐富著我的生命，也開闊了我的眼界。

首次接觸有關塞爾維亞及羅姆人事工的資訊，約於兩年前透過大使

命中心的刊物，鑑於過去曾修讀西方歷史，對巴爾幹地區的國家早已興

趣甚濃，去年2月本來已決定隨大使命中心參與匈牙利與塞爾維亞的短
宣，然而短宣舉行的日期與自己一位友人的婚禮碰個正著，由於已答允

協助友人籌備婚禮，短宣只好作罷。這微小的事，背後也看到主奇妙的

保守。去年3月，左腳由於骨骼問題而受傷，行動及行樓梯變得相當艱
難，幾乎需要一整年的時間去治療，倘若早已報名，或許短宣期間，我

會成為團隊的負擔呢！

2016年年初，當左腳稍有好轉，適逢又看見大使命中心再次舉行塞爾
維亞短宣，呼聲再次在心中燃點。「報名！訂機票！續辦過期護照！購

買旅遊保險！」一連串的動作，火速進行，只想著這次必須背水一戰，

出發到工場。只是當預備的事項完成後，退路都切斷了，冷靜下來，想

到受傷的左腳偶爾會疼痛與乏力，就多了一層的憂慮，信心難免動搖。

但感謝主，祂總是要讓事情成就，短宣前的訓練，鞏固了我的信心，在

領隊徐國銘傳道介紹工場後，讓我更明白這地方的需要，特別是從投影

片中看到當地小孩們的貧乏，堅定了我出發的信心。而最深刻的是徐傳

道提出的一個挑戰：「宣教，好比一場屬靈的戰爭，若已經出發到工場

的宣教士，或正在為福音緣故而受逼害的弟兄姐妹在最前線，香港的弟

兄姐妹就好比在後方作支援的；若今天後方的物資那麼豐富，而我們只

他們的臉印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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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坐死守著物資，甚至享受著豐厚的資源，不發

放物資到前方供應戰士作戰所需，上帝會怎樣

看？」聽後，我的心相當受感動，暗忖著：「其

實也只是短宣，若相比當地長期委身的牧者，實

在微不足道。今年上帝既讓我左腳的力度較往年

稍好，我還需要有借口嗎？」我只好下定決心，

義無反顧踏上旅途。

其實，我在這次短宣的任務並不困難，主要

是作崇拜領詩以及偶爾擔任司琴，因此給我充足

時間去觀察工場的需要，與當地人有交流及聆聽

隊友們的分享。畢竟在書本上曾認識這國家，當

踏足在這片土地上，眼前所見的一草一木、房屋

道路、建築交通，也讓我興奮莫名！剛到埗的晚

上，我們得知酒店附近住了一批中東的難民，心

中已戚戚然。由於塞爾維亞位處東歐，必定成為

難民進入歐洲的前線要塞。當天亮後，徐傳道帶

我們走入難民聚居處時，感覺更為震撼！茫然的

眼神、殘舊的衣服、不知何去何從的未來；他們

露天而睡，只有一張毯子，承受著日曬雨淋、飢

寒交逼。儘管逗留時間不多，且礙於言語，也未

能與他們交流，但這一切，相信是上帝要讓祂的

跟從者看見，應當為這些飄泊者禱告，甚至在行

動上作出回應。

星期日到來，意味著我們服侍的行動要展開

了。首三天，我們都在Zrenjanin市，除參與當地教
會崇拜、獻詩、講道外，也協助教會的青年營，

為少年人及兒童提供活動。感謝主，在崇拜中，

我深深感受到，雖然來自不同的文化、語言、種

族，但我們都敬拜著同一位上帝，被同一位救主

所拯救；語言雖然不同，心卻合一。若要數算這

次短宣最深刻的愉快回憶，非青少年營莫屬了！

我們傾盡全力，不論是帶領敬拜、遊戲、交流，

各隊員都發揮所長，與其中的少年人及孩童有著

美好快樂的時光。當中的少年人有不同的種族，

有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當我們離開

這城市時，孩子們都流露不捨、難過的神色。這

一幕很觸動我，以往我總有點懷疑短宣之短，是

否真正能給當地人提供甚麼幫助？是否能讓當地

人感受到主的喜樂與愛？這次孩子們不捨的表情

給我很大的發現，原來我們的出現，已帶給當地

牧者具體的支持，讓當地孩子明白，這世界有人

關心他們，天父會差遣人去愛他們。

北上到達Subotica及Apatin，接觸羅姆人及走
進他們社區的機會多了。破落殘舊的房屋，缺乏

食物、潔淨食水的生活，再次觸動著我的內心，

但更讓我感動的是：看見、聽見當地牧者為這群

羅姆人所付出的行動與關愛，儘管在資源嚴重缺

乏下，牧者們用更多的信心仰望主的供應，仍然

要選擇跟從主

的 教 訓 ： 去

愛、去關心、

去幫助這些羅

姆人家庭，除

了帶給他們信

仰外，也希望

改善他們的生

活。

猶記得當

日下午，計程

車的窗半開，

微微涼風滲入，配上東歐風情的景色，不

覺有種心曠神怡之感，古老懷舊但不失典

雅華麗的小鎮，讓人陶醉！然而，隨著車

子向前進發，風景起了微妙的變化，越來

越鄉郊；建築物不再古典雅緻，反倒越來

越殘破。我意會到一件事，我們即將進入

羅姆人村子了。沿途開始看見零星的小孩
在貝爾格來德露天而睡的難民

房屋殘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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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好奇地凝望著我們的車隊，是羅姆人吧！

自己不禁浮起過往所聽過的許多未經證實、道聽

途說有關羅姆人的負面評論。人言可畏，這些負

面印象，居然讓我心中有了一點點的恐懼。但感

謝主，祂既然帶領我們來到了，必定有祂的方法

與良藥；想到上午聆聽了匈牙利裔的南美洲牧者

Pastor Tibor的見證，他的故事和對羅姆人的愛，就
如強心針般給我信心。

計程車停泊在狹窄的路上，這路只是在田間

日積月累被車輪輾壓而形成的，但吸引我眼球

的，卻是羅姆人居住的房屋及村莊，殘破不堪的

房屋、骯髒的積水，讓我心中產生很大的感慨，

到底他們是如何生活，如何挨過寒冬呢？在這種

隨時也會塌下來的屋內能安然入睡嗎？如此的衛

生環境，會否衍生更多疾病？在我思索間，從微

風捲起的沙塵中，已有不少羅姆人開始接近我

們；奇怪的是，雖然是這樣的環境，羅姆人孩子

的笑容是如此真誠、爛漫！他們走過來，看到我

們是中國人的臉孔就稱呼我們是「Jackie Chan」
(即武打明星成龍)，並架出武術家預備戰鬥的起手

式，相當討人喜歡。只是笑容的背後，卻看到他

們有些沒有褲子、有些衣服霉爛了、有些因長期

赤腳導致腳上滿是傷口⋯⋯一切一切都在觸動著

我。

Pastor Tibor也下車了，由於他不久前腳受了
傷，一拐一拐的走到羅姆人當中，大家都高興地

圍著他；腳傷無礙他對羅姆人的熱情與愛，無礙

他向我們介紹羅姆人生活上的艱難與需要。看見

這位牧者的笑容與背影，又讓我想起他的見證，

想起他如何在其他人不看好、在收入不足的情況

下仍然為羅姆人的信仰及生活而奔波，不單掛念

他們的信仰，連生活、住屋也為他們張羅，盡力

的服侍，全人的牧養。我儼然看到一位活活的屬

靈偉人在我眼前。

由於我們還有幾個村子要探訪，因此在這個

村子所逗留的時間不多。上車後，我看見幾個羅

姆人的孩子站在我們不遠處，笑容滿臉地目送我

們離開。我在想，Pastor Tibor留下如此美好的見
證，我該如何回應呢？想著、想著⋯⋯

不知不覺間，車已經到達Belgrade，轉瞬間
已經在飛機上了，似乎連日的服侍也讓我有點疲

倦，雖然在機上難以熟睡，我也該合上眼睛了。

半睡半醒間，當地牧者堅心仰望主的神態、默默

服侍著我們與孩子膳食的弟兄姐妹們的臉容、戰

友們的笑聲、孩子們的臉龐、羅姆人與中東難民

的愁容⋯⋯又再度如夢似幻般出現了。

（作者為差會同工，參與2016年塞爾維亞短宣服侍）

Pastor Tibor 帶領大家探訪羅姆人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