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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當一位信徒蒙召，願意一生為主擺上，已經不

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了，特別在傳統華人的教導，照

顧父母是最基本的需要。但是，全時間事奉似乎要

預備未來的生活不可能豪華之餘，更需要預備過儉

樸的生活，因為我們認為能「受苦」就等於有美好

的「屬靈生命」。

還記得自己參與宣教事奉的四年，基本是缺乏

物質享受，這也不是最重要，那時候年青，可以接

受。只是最難接受的是自己的父母來探訪，已經不

能有足夠的錢招待他們，還要他們付錢，心中真的

不好受！這是否與「靈命」有關？

使徒保羅說：「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

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

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

秘訣。」(腓四11-12)我相信真正的屬靈觀是要「知
足」，使徒保羅從來沒有否定富有，他強調是要知

道在任何環境都要「知足」。此外，我相信工人得

工價是神的心意，應該有合理的待遇。

不過，筆者看宣教士的靈命更重要，要平衡發

展靈命，需要留意以下三方面：

1. 天天親近地：我所說的「地」是宣教士所

服侍的「地方」。記得宣教前輩教導有關尋求神的

旨意，特別是對宣教工場；一般的論點是願意為該

地方有一顆很強的禱告心，甚至一想到該地人民的

靈魂時便會落淚，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印證。幾

年前，教會差派了一位宣教士，他那一顆愛當地居

民的心讓教會肯定他的呼召。但當他真正踏足工場

後，現實的需要是他能融入該地的文化和語言。過

去很多華人宣教士縱然願意離鄉別井，跑到異鄉，

但未能融入當地，最大的問題是仍要保持自己習慣

的生活方式，對當地文化無形地產生排斥。有時候

為了肯定傳道人的身份，很想很快產生果效，反而

不能忍耐、謙卑，不能好好的學習語言；或許短期

會有果效，這只是半空的煙花而已，最終只能回到

母國。筆者相信影響華人教會最深的宣教士是內地

會創辦人戴德生醫生，從他的見證，看到他對華人

那份愛和接納。還有很多其他被神重用的宣教士，

當我們讀到這些宣教前輩的見證，他們的共通點就

是能「融入」該「地」，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和使徒保羅的「在甚麼人面前做什麼人」就是這個

意思。這不是一種強迫，而是愛的表現。

2. 天天親近人：筆者三十多年前進入工場，必

須參與為期十週的「適應課程」。還記得課程的其

中一科是「語言學」，每人要選擇一種語言，然後

以這種語言到菜市場去買菜。學習的重點不只是操

練語言，更重要是學習不要害怕陌生人。宣教士需

要勇敢面對不同國籍的福音對象之外，更重要是我

宣教士的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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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與不同國籍的弟兄姐妹同工，所以必須要主動

和有寬闊的心胸，不能固執，要求同存異。很多弟

兄姊妹藉短期宣教體驗來認識宣教，這是很好也是

最基本的渠道；只是短期宣教與真正投入是截然不

同的。所以，很多宣教士進工場後才發現，宣教士

的人際關係更為複雜。真正的合一不是要別人都聽

自己的意見，而是藉更多的溝通，在禱告中知道神

的旨意，願意為神放下自己的意見，同心服侍，重

要是神的國度被擴張。但是，撒但最喜歡是破壞人

與人的關係。所以，使徒保羅說：「要竭力保守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3. 天天親近主：無論是宣教士，或是全時間

事奉的工人，都很容易陷入一個陷阱，就是「忙

碌」。我們常常會稱讚馬利亞所得到的「上好福

份」，對馬大的忙碌成為自己事奉的警覺。但是，

打從入讀神學院已經因「忙碌」，而很容易忘記了

天天親近主。我要強調，「親近神」是指每天的讀

經禱告。宣教士壓力之大有時候不容易被信徒所能

了解，特別是現實的世代，往往看重成績。久而久

之，很容易便成為事奉自己的「事奉」，而不是事

奉「三一真神」。所以，每天親近主的重要，就是

每天讓神的話成為生命的提醒。我很喜歡中文翻譯

“Devotion”為「靈修」，就是每天藉神的話來修
剪自己的靈命。植物被「修剪」是因為希望能生長

得更茂盛；同樣，靈命被修剪，也是期望靈命的成

長。我相信宣教士需要天天親近主，也相信每天的

靈糧一定能使事奉更「事半功倍」。過去兩年，神

讓我重拾每天清晨親近主的習慣，甚至我開始抄寫

感動自己的經文。我真的感受到每天神藉聖經向我

說話。「修剪」有時候真的很痛，只要能成長也是

值得。

結論

要長期投入宣教事奉並不容易，我心中很欽佩

一生投入宣教的同工。當我們夫妻倆在台灣宣教的

時候，認識好幾位不同國籍的宣教士，我感到他們

愛華人的心不比戴德生醫生少，他們一生在台灣默

默的事奉，從我的觀察中，他們真的切實遵守上面

所提的三方面，「愛」台灣、「愛」人、「愛」

神。我相信神在世界中已興起很多這類的宣教士，

他們的生命不斷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大使命中心是宣教先鋒，中心很快便差派同

工到東歐去探討「羅姆人」(即吉卜賽人)的福音工
作，求主憐憫！我們更要為同工的平安和屬靈的洞

察力禱告，能夠看到他們的需要，能對症下藥，傳

揚福音，使他們歸回基督。

（作者為香港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主任牧

師，大使命中心香港董事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