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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20年來，很多華人教會投入各樣的短宣活

動，比如：泰北短宣、中國短宣、西伯利亞短宣、

印第安人保留區短宣、南美短宣、東歐短宣。然

而，要有個既安全，又能切身體驗的短宣經歷很不

容易，除非教會在安排短宣之前，能諮詢有經驗的

宣教機構，因為他們對宣教工場的瞭解遠超過地方

教會。

一般人對短宣的定義是指少於一年的宣教活

動，而一兩個星期的短宣只能算是訪宣，所以不

少人質疑短宣能帶來的果效和影響，並不是沒原因

的；而且，幾十年下來，不僅一些教會把短宣當成

例行公事，甚至「不做不行，做來無趣」的地步，

也有些參與的人把短宣當成另類的「度假活動」，

既能省錢又有趣。然而，我們該如何看短宣呢？這

篇文章探討短宣能帶來的實際影響、短宣的目的以

及參加短宣的教會和同工應該帶著哪樣的心態。

大多數的短宣隊都會到有特殊需要，或有特色

的工場。短宣工場通常是指那些對福音排斥，或福

音還沒普遍傳開的地區。比如三藩市和柏林是有名

的同性戀大本營，那裏很適合對同性戀有負擔也有

經驗的短宣隊前去；歐洲各國雖然很早就接觸福

音，可是在歐洲大陸還有不少的族群很少接觸到福

音，比如羅姆人(或稱吉普賽人)就是福音未傳到之

民。所以，2016年7月底柏林華人基督教會辦了一

次羅姆人的訪宣活動，經過大使命中心美國總會辦

事處的穿針引線，我們與匈牙利華人基督教會配搭

去探訪這群被世人誤解、遭遺忘和排斥的族群。

不可避免的，進入宣教工場一定會碰到一些新

奇的人、事、物，或得到不同的體驗。很多人的確

也因此而被吸引前去，就好像十年前我們來柏林，

除了因為這裏華人的需要，我們也被「東西柏林」

「柏林圍牆」「歐洲」所吸引而來到德國，這是無

可厚非的。然而，外在的吸引只能是起初宣教的誘

因，要繼續對宣教工場有負擔，必要有神的呼召和

對靈魂的負擔。

如果只帶著「例行公事」或「度假」的心情，

待這些新奇的感覺過去之後，我們很容易對宣教失

去了熱誠。所以，帶著正確的心態參與宣教是很重

要的。即使是短宣，我們也需要有神的呼召和對靈

魂的負擔。短宣之前要有教會的禱告，有足夠的聖

經裝備，以及有傳福音和個人陪談的基本操練。

短宣隊通常會帶著極大的期望想幫助宣教工

場；這種心志是可貴的，然而，那是不實際的。筆

者在全職奉獻為宣教士之前有五、六次的短宣經

驗，就好像從牆外看牆裏，或從牆裏看牆外，因為

看的角度不同，感受也很不一樣。從宣教工場來

看，我認為短宣隊如果能帶著以下的心態到工場會

更有得著：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不論是訪宣或短宣都可能

給當地教會帶來不方便。事實上，短宣隊需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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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說明，比如食衣住行的安排。除非有宣教機

構來幫助，這些責任很可能落在地方教會的身上

了。當地的牧者同工本來就有很多做不完的事，如

今還需要來照顧短宣隊，對他們是相當吃力的；而

且，一些靈命不成熟的短宣隊還有可能要求參觀觀

光景點，或買些當地的特產，或吃些特色食物。所

以，來到宣教工場面對地方教會，除了帶著感恩的

心，我們也要放下個人的愛好和盤算，儘量減少當

地同工的麻煩，專注在傳福音對象的需要。

其次，我們要知道訪宣或短宣能給當地教會或

工場的幫助是有限的。很多短宣隊回去之後，到處

宣傳他們帶多少人決志信主，或輔導了多少位痛苦

的人，或探訪了多少個有需要的家庭；聽起來好像

成就了很多。然而，事實真相很可能與他們看到的

很不一樣，而且，短宣隊來的時間太短，加上他們

離開之後，地方教會或宣教工場不見得有能力繼續

跟進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那些人很容易又回到

從前的光景了。

很多短宣隊所謂「舉手決志的人」，是每次呼

召都會舉手的人，他們不知道已決志了多少次。其

實，重點不是他們再一次的決志，而是決志之後是

否能被跟進栽培；那些有痛苦被輔導的人，幾乎

每個短宣隊來都會被輔導，每次的輔導都是淚流滿

面，其實，重點不是不斷被輔導，而是他們需要長

期被牧養；那些有需要的家庭好像樣板似的，每次

都有不同的短宣隊來探訪、送禮物，其實，他們真

正需要的是有人長時間陪著他們走過難關。畢竟，

屬靈生命或思維模式的改變不是一蹴即就，都不是

來一兩個星期的短宣隊能做到的。

只要信徒願意宣教，神就會祝福他們。透過來

到宣教工場，神會擴大你我的眼界看到神的作為，

也打開我們的心胸知道神愛世人，體會到神不僅在

我們自己教會作主為王，神的國度和權柄也在宣教

工場彰顯。筆者認識很多全職的宣教士或傳道人，

他們都是因為早年曾參加短宣，深切地體會耶穌說

的「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而得到全職事

奉的呼召和福氣。

宣教工場最需要的是長期的宣教士，他們是能

道成肉身的人。這些人願意埋下自己，活在有需要

的人當中來牧養他們，而非來幾個星期就離開的短

宣隊；就好像要把有問題的學生帶入正軌，學校不

太可能每幾個星期就換個老師來教。所以，短宣的

重點是你我的學習，而非我們能帶來多大的幫助。

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帶著謙卑受教的心到宣教工

場學習道成肉身的事奉。

最後，在短宣的過程，我們需要學習尊重當地

教會的牧者和同工。他們的經驗和看法絕對是重要

的，因為這些人最瞭解宣教工場的問題和需要。不

幸的是，很多短宣隊習慣帶著高姿態進到工場，認

為自己有足夠的神學訓練和事奉經驗與見識，也特

意花了錢和時間來到工場，所以，他們有自己的

一套想法和做法。其實，這是不對的，也是很危險

的。

舉個例子來說，有些短宣隊看到宣教對象的痛

苦和需要時，很容易就自作主張，不是掏心掏肺地

送禮物，就是給他們金錢上的幫助，這種作法不僅

不能帶來實際的幫助，也會使宣教的對象被「寵

壞」，期望每個短宣隊來都能給錢或送禮物。要知

道宣教的一個目的是讓人因為認識耶穌而提升自我

的形象，然而，這種給錢、送禮物的作法，卻無形

中更傷害了他們的自我形象；所以，短宣隊應該凡

事諮詢地方教會牧者和同工的意見。

很多華人教會有願意短宣的心志，這是很可貴

的，也應該被鼓勵；然而，如果能有事先的預備，

有正確的心態，也願意配合地方教會的牧者同工，

我相信短宣能帶來的影響會更大，也更長久，因為

筆者本身就是短宣的受益者。

願神祝福各地華人教會的短宣和訪宣，深願神

透過這些宣教活動，帶動後方教會對宣教的負擔，

也興起更多願意投入全職事奉的弟兄姐妹！

（作者為柏林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