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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四年多漫長的枯等，兩

地遙遙隔空相思。疫情管控解禁

後，宣教士可以歡然回國述職，

探望親人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再

回返原居地，宣教士和子女因為

水土不服，竟然都相繼病倒了。

在家鄉逗留一週，宣教士的兒子

和女兒被那裏的一磚一瓦、一花

一草、風土民情深深地吸引了，

他們最津津樂道的乃是年邁的祖

父母和姥姥所烹煮的美味佳餚，

不僅齒頰留香，更令他們流連忘

返。再離家，宣教士看似滿載而

歸，多年思鄉之情被父母的寵愛

給滿足了。然而，臨別依依，縈

繞不散的是濃郁的離愁和無法割

捨的親情，牽腸掛肚的是已屆古

稀之年的父母親。到底何年何月

還能重逢團圓，再次喜極相擁而

泣呢？

對於離鄉背井到遠方事奉的

宣教士，他們需要放下的何止是

在原居地的功成利就和安舒穩定，

最難以割捨的還是親情、友情和

肢體之情。進入文化、語言、環

境迥然不同的工場，迎接他們的

就是綿綿無絕期的思念和孤獨。

調適、改變、放下，去擁抱新的

人生絕非容易的過程。因此，陪

伴他們，傾聽他們的心聲，探望

他們，把屬靈家人的溫暖帶給他

們，把一些家鄉的美食送給他們，

跟他們一起禱告，直到他們漸入

佳境……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主身上。

「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

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

裹；有病的，我必醫治；只是肥

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

養牠們。」（結三十四16）

（作者是新加坡中信總幹事）

文／溫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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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信徒信主後便踏上信仰

歷程，靈程路上有起有跌，但目

標及方向是邁向成長及成熟，靈

命得以塑造。對於身在工場的宣

教士來說，靈命塑造顯得非常重

要，因為他們在工場面對的挑戰

比原居地的更大。他們與主有美

好的關係，又有美好的靈性，一

方面可以靠主勝過，另方面產生

事奉的美好果效，因為果效來自

宣教士的生命，向未信羣體流露

生命的服侍。正如箴言四章 23

節：「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

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

出。」及路加福音六章43節：「因

為，沒有好樹結壞果子，也沒有

壞樹結好果子。」所以靈命塑造

的目的是建立人與神更親密的關

係，在愛裏結連，生命更像耶穌

基督。

雖然宣教士身在不同文化

及處境，我們確信聖靈及神的說

話是塑造宣教士靈命的基礎。聖

靈與神的話兩者可以超越不同文

化和處境，向宣教士說話，明白

神對他們的心意（參約十四17、

26），藉以塑造宣教士的生命。

要達致處境化的靈命塑造，宣教

士需要依靠聖靈培養兩個向度：

屬靈的高度及屬靈的深度。

屬靈的高度 
屬靈高度指操練在環境中定

睛察看神的同在及祂的作為，明

白祂的心意。不管是宣教團隊、

當地人際關係，甚至工場所在國

家環境變化，都是神塑造宣教士

生命的素材。近年世界政治動

盪，天災頻生，宣教工場首當其

衝。宣教士需要操練的是，雖然

身在動盪的處境，在疑惑不解的

環境裏，透過屬靈高度觀看神的

同在及作為，以致生命繼續持守

盼望及召命。一位來自動盪工場

的宣教士分享，面對外在的紛亂

環境，他操練自己的內心因着全

然依賴主，確信祂是避難所（參

詩四十六 7），並且分辨神的作

為及自己該處的分，知道甚麼時

候要休息和放手，甚麼時候要

等候神，讓神成事（參詩四十六

10）。

屬靈的深度

屬靈深度指透過周遭發生的

事，讓宣教士深度理解及經歷神

是一位怎樣的神，也從中反照自

己的生命光景和需要更新的地方。

例如宣教士身處跨文化宣教團隊

或在異文化遇上人際衝突，正好

是神讓宣教士認識自己，發現自

己的強處和弱處，甚至是神透過

這些處境開啟宣教士生命的盲點

和需要更新的地方。若問題不出

於宣教士身上，神卻擺放宣教士

在此環境，目的是要讓其明白神

如何塑造生命。以上需要透過屬

靈深度視角，理解一切背後，更

深經歷神，也認識及面對自己。

羣體的靈命塑造

神除了透過環境塑造宣教士

的靈命外，也使用羣體作媒介。

即使宣教士處身不同處境與文化，

他們確實遠離原居地所屬教會羣

體，且在異地缺乏屬靈支持。宣

教士需要羣體彼此守望及互相提

醒，點出生命盲點，甚至在軟弱

中彼此代求。

既然羣體在宣教士靈命塑造

上扮演重要角色，那麼他們如何

在處境中尋找羣體支持，達致羣

體的靈命塑造？首先，宣教士要

明白所在的宣教工場屬於開放還

是封閉的國家。在封閉國家，一

般接觸當地信徒或其他差會宣教

士機會較少，大家都很隱藏。雖

然如此，不同的封閉國家也有不

同的封閉程度，一些封閉國家仍

容許基督教國際教會存在，宣教

士仍有機會認識及尋找羣體支持。

至於開放國家，除了自己的宣教

團隊之外，較多機會接觸其他差

會宣教士。我認識一位宣教士身

在開放國家，由於工場沒有隊工，

只有他一人，常感乏力，沒有支

持。在差會引介及協助下，將宣

教士與附近地區其他差會的宣教

士連結起來，最後他們組成小組，

定期彼此分享及祈禱，成為各人

彼此生命的祝福及提醒。

結語

最後，宣教士靈命塑造的主

導是聖靈。聖靈透過處境、羣體

及神的話培養宣教士的屬靈向度：

屬靈的高度及深度。宣教士要持

開放、謙卑和放下自我的心，才

能容讓聖靈工作，生命得以轉變，

更像耶穌。 

（作者是差傳人，在差會推動差傳及關注

宣教士生命培育）

文／羊羊

    宣
教 士 如 何 在 不

同
文

化 中

   落 實 處 境 化 的  靈 命 塑 造

界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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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愈來愈多香港人移民，

許多人於網上分享在新國家生活

的體驗，一下子我們發現自己經

歷的已不那麼獨特，特別是我們

的工場在城市，與香港的差異更

少。為了不再重複分享一些能從

其他渠道聽到的文化衝擊，諸如

行政效率低、語言限制、時間觀

念等，我們特意挑選一個有趣的

觀察：細緻的分工。

法式日常細緻

我們進入電訊商門市，欲查

詢手機或家居寬頻服務的相關合

約時，才發現門市只負責手機銷

售和簽新合約，其他事務門市職

員一概不知；我們帶女兒去矯齒，

才發現矯齒歸矯齒，拔牙歸拔牙；

做手術，也要分別約見專科醫生、

醫院行政、麻醉科和自行去藥房

拿相關醫療用品；我們去稅局查

詢一些專門的稅務問題時，原來

跟外國人相關的問題要到獨立部

門查詢，地方稅局不能解答我們

的疑難。若不是我們的法語能力

足以應付電話查詢，就必須親自

到全法國唯一一個在巴黎的辦事

處，不明白為何他們不能提供網

上查詢服務。簡而言之，法國的

分工很細，凡是不在他們工作範

圍內的，他們一概不知也不管。

法式事奉分工

我們在服侍場景也發現同樣

模式，分工後各自負責。雖然不

至於對他人負責的事一概不知，

但我們發現負責人有難處或未能

履行任務時，除非當事人尋求協

助，否則他們會尊重分工結果，

不會隨便插手他人的任務。我們

是顧客時，這樣的分工模式會讓

我們因為事情被複雜化而感到氣

餒、因為要花更多時間而不耐煩，

甚至覺得這樣的服務不夠專業。

假如這種處理事情模式出現在需

要團隊合作的關係上，我們會感

到無力、缺乏團隊精神和造成不

必要的困惑，但明白到不應貿然

以自己的文化傳統回應不同的處

理事情模式，所以我們刻意留心

觀察本地人的反應和處事方法，

才慢慢以不讓別人感到唐突的方

式回應。

融入法式分工

隨着在法國生活的時間漸

增，我們對這種分工處事模式已

愈來愈熟悉，接納程度也日漸增

加，更把自己的期望調整到合理

水平，負面情緒也隨之減少，甚

至能夠站在法國人的文化立場，

向剛來法國居住的人解釋和分享

其中的好處。因我們明白很多事

物不能單以對錯區分，反而應該

嘗試欣賞不同文化傳統和生活習

慣美好的一面。

（作者是香港中信駐法國宣教士）

文／斌、玲

 艾克斯是南法普羅旺斯地區中充滿活力的旅遊城市。她被鄉間包圍，很多街

道都建有噴泉。

 從市中心只需數分鐘路程，便可以到附近的特色菜市場和不同的藝術博物館。

這裏也是法國著名畫家塞尚（Paul Cézanne）的故鄉，世界各地的人都特意前

來參觀。

 這城市的另一特色是擁有法國規模最大的大學艾克斯馬賽大學，也是全國其

中一個學生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1

 宗教方面，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於2023年發表的報告顯示

了法國人的宗教信仰情況：2019至2020年，天主教仍然是法國公開的第一

大宗教，信徒佔人口29%；其次是伊斯蘭教，信徒佔人口10%；而基督教（新

教和東正教）信徒則佔人口9%。2

 在法國生活的人中有51%宣稱自己沒有宗教信仰，這宣稱在十年前為45%。

1.

2.

3 .

4 .

5 .

註釋： 

1. 法國在台協會網址：https://www.taiwan.campusfrance.org/shijiedaxuepaiming。

2. Lucas Drouhot (Utrecht University), Patrick Simon (Ined et ICM) and Vincent Tiberj (Sciences Po Bordeaux):〈Religious 

diversity in Franc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s and practices by origins〉；可在〈https://www.insee.fr/en/statistiques/ 

7342918?sommaire=7344042&q=religion〉下載。

 南 法 風 情

斌、玲想你知：

跨文化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第一五一期  （6）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第一五一期  （5）



甘美： 為哥斯達黎加訪宣隊完成服侍，平安返回

加拿大感恩。求主賜下健康和能力於8至

9月到兩省負責證道，能動員會眾回應小

城宣教需要。

美國本土跨文化宣教

枝子： 求主使用〈誰是彌賽亞？〉和〈世界末日，

你準備好了嗎？〉福音單張，幫助未認識耶

穌的猶太人或外邦人探求真理，早日歸主。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厄國乾旱令供電不足，曾經歷一
天十小時停電，求主讓政府解決能源危機。

求主藉我們的栽培課程幫助兩位弟兄的

生命成長。

伯利茲

夏偉鵬、曾麗珍：為青年宿舍的籌備工作，經費和
同工需要代禱。記念當地一位六年前在車

禍中左腳骨折的弟兄，因付不起手術費至

今未能行走，求主醫治。

秘魯

劉嘉禮、馮燕：求主堅固五位初信受浸的年輕人的
信心，並在教會中成長；求主賜智慧給我

倆懂得用愛心牧養年輕的一代。

委內瑞拉

趙振光、敖敏怡：為委內瑞拉華人福音聯會的會員
大會禱告，盼能促進各教會之間的活動和

互訪，彼此支援。求主帶領我們籌辦學校

假期的兒童活動。 

 歐洲地區 
法國

斌、玲： 為國際留學生事工能接觸新生，神學生家

庭到馬城教會的實習禱告。感恩短宣同工

Tri完成兩年差傳深度行體驗，願主引導

她未來事奉的路。

德國

丁利昌、吳燕美：三年前因場地不足而停辦的查經
班已經重新恢復，求神讓查經班能長久運

作，幫助弟兄姊妹認識真理，生命成長榮

耀神。 

 其他地區 
連心橋： 感恩完成《宣子兵法》差傳課程，求神在

各人心裏繼續動工；為在鄉村教會的服侍

禱告，藉證道、佈道訓練及探訪，挑旺弟

兄姊妹佈道的熱誠。

驢子： 為網上教學順利和平安禱告，盼能幫助學

員靈命成長。感恩能與宣教同路人一起退

修共聚，並享受假期實在美好。

麥子： 祈求外訪簽證早日批出；盡快適應海外生

活和教學工作，並能在當地尋找合適的教

會聚會。

爾彥： 已進行身體檢查，沒有發現實質問題，但

心臟仍然常感不適，求主醫治；為我兩位

患有癌症的姨媽禱告，盼她們早日信主。 

如一夫婦：記念振如有智慧帶領組長查經，安排團
契在適當時間分團。求主保守婕一及雙方

父母身體平安。

月季： 與老父因誤會互不理睬多年，感恩去年關

係修復；求神醫治父親的身體，並使他有

機會聽福音並能信主。

漁夫： 求主開啟更多服侍的機會，每次網上教學

保守線路及器材順暢；求主讓學員用心學

習，堅固他們。

香柏木： 求主預備神學教育所需要的人手、物資及

經費，使事工順利進行。求主保護出入平

安，能有强健的體魄和美好的靈命。

 

如欲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劉成發、胡秀梅：求主賜下8月共七堂信息分享當

說的話。感謝主能與中信同路人一起退修，

彼此激勵：又能與兒女有美好的相聚。

哈海山、馮惠茵：麻辣店運作暢順，能達致收支平
衡，並成為福音傳播的基地。但以理國際

學校8月中開學，盼望能在校組織家長啟

發課程。

辜質純： 為羅勇的同工在熱浪期間能繼續進行監

獄事工祈禱。我需要接受治療，求主讓我

早日恢復健康和體力，能返回泰國工場。

何文怡：為晨光學校408名學生及23名同工禱告，

求天父賜教職員滿有愛心和智慧，幫助學

生在學業上進步，讓家長安心。

叮叮、噹噹：第一屆「飛石 365」跨文化宣教訓練

在10月開課，求神賜我們智慧預備開課

的各方面安排。

方建英：求主帶領新開展的學前英語學習中心，並
保守申請過程，盼能將福音帶進社區，建

立關係。讚美主帶領我加入中信的差傳 

服侍。

緬甸

約拿： 感謝主讓妻子適應新的教職工作，兩名女

兒在學業上有明顯進步。為母親獨自生活

禱告，求主賜她健康和喜樂。

 大洋洲地區

瓦努阿圖

安德魯：桑托教會三位新朋友穩定出席崇拜，求主
幫助他們認識真理。感恩能與妻子回國探

望家人，並在宣教士退修會與同路人有美

好的相聚。 

 北美洲地區

加拿大本土任務

邱偉權、陳潔玲：為三省約150位小城探訪隊員路

上平安禱告；為雷城華人宣道會和溫城國

語教會今年有意加入中信小城探訪祈禱，

求主引導。

 亞太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為上月有美好的退修及兩週訪宣

行程順利感謝父神！記念少樂的大哥能穩定

參與教會聚會，秀英的弟弟回轉歸主禱告。

陳偉娟：求聖靈引導8月的差傳信息宣講。感恩有

機會參與昔日宣教夥伴在中美洲的按牧

典禮，並與闊別多年的當地弟兄姊妹彼此

激勵。

關珮而： 為再出工場的籌備、順利取得簽證祈禱。

記念新傭工盡快適應環境、能盡責細心照

顧爸爸，與家人有好的溝通。

韓國

小娜： 記念與學生到香港探訪教會及福音機構

的行程平安順利，並能增加彼此的連繫，

開拓各人的眼界。

永泉、影婷：求主帶領新學期的預備，中秋營會能
祝福學生。感恩在退修會中能與同路人相

聚，彼此激勵。

印尼

凱特（暫留美國本土服侍）：感恩順利領取美國護 

照，正等待重返印尼的工作簽證。求主帶

領返回工場的各項安排，並有合適的時機。

保羅、恩惠：感恩一家能參加宣教士退修會，獲益
匪淺。為兒子報讀初中學校，及預備入學

費用禱告。又求神醫治恩惠的腰痛。

澳門

郭麗思： 因缺乏短宣隊支援，求主賜同工額外的智

慧和能力安排暑期兒童活動。請為我的健

康禱告，近日常常身體不適，需要安排詳

細檢查。

泰國

李偉良、韓昱：但以理國際學校踏入第二年。感謝
神預備新的老師和學生。求主讓眾人共建

高質素的教育團體，靈命長進，神的國臨

到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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