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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以誠　同心同禱

宣教士是因順服及回應神的

召命，而願意離開自己熟悉的環

境或安樂窩，並將福音傳給未得

之民的一羣。差會如何與宣教士

同行宣教路，是他們能否繼續在

工場上服侍的關鍵要素之一。

從宣教有心人探索如何踏上

宣教路之始，同工若能以愛以誠

與他們同行同禱，信任的關係從

此便建立起來。

用心聆聽　堅立生命

宣教生涯歷盡起伏跌宕，宣

教士內心常波濤洶湧，或因工場

不同情況而懷疑自我價值。如一

位宣教士到工場後，相比在原居

地的服侍，他深感現時所作的得

不到同樣的欣賞和肯定，心中總

不是味兒，未被讚賞令他對身邊

人不滿。感恩的是他能表達自己

的想法和需要，在被聆聽、明白

及開解後，再次確立事奉的焦點

不是要得到人的認可，而是忠心

順服完成上主的託付。

同工關係也是宣教士常遇到

的考驗，因關係不和與緊張造成

心靈的沉重壓力和精神困擾。若

能以屬靈原則成熟面對，實是一

認識自己、認識人性的好機遇。

不是要解決對方，乃是先不要逃

避，勇敢面對自己。差會同工適

時的介入、同行與提點，在聖靈

的幫助下或可成為宣教士生命成

長的契機。

本乎真理　勉勵同行

在督導牧養宣教士的過程

中，難免會面對服侍對象的拒絕、

逃避和不承認，如有宣教士違反

工場守則，越界作不合宜的事情。

差會同工與教會牧者多次多番提

醒勸勉，提供挽回重建的機會。

遺憾的是當事人未能接受勸戒，

最終無奈要離開工場。這是令人

傷痛的，也是關顧同工要有的心

理準備。上主給人選擇的權利，

是否選擇按真理而行在乎人的選

擇，但仍需心存盼望，深信上主

仍在祂兒女的生命中繼續作工。

宣教士關顧的藝術

宣教士在跨文化服侍的過程

中，經歷無數考驗及挑戰，以上

只略舉一二。由於他們一般都具

有堅強的意志以應對宣教壓力，

同工的接納、包容、聆聽及關愛

才能讓他們敞開心扉；更不可缺

的是，尋求聖靈所賜的智慧、啟

悟和恩領，作合宜的提問及回應，

才能支援並扶持宣教士。因為關

懷及督導宣教士是由聖靈帶領的

照顧藝術。每位宣教士都是獨特

的，且有其特殊處境，同工需敏

銳聖靈的引導，以愛以誠履行上

主囑咐我們所做的。

（作者是香港中信差傳主任）

文／洪楊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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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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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

全球福音化（Global Evangelization）可分為本地的佈道和跨國

界及跨文化宣教，如下圖：

營商宣教的類別 2

在我所服侍的差會—SIM

國際事工差會，可以歸納至少以

下四類的營商宣教：

1. 即商亦宣：Business As 

Missions or Business For 

Transformation（BAM or 

B4T）

宣教士成立營商公司後，向

接觸到的人包括職員、客戶、供

應商、政府官員等作見證，藉符

合聖經真理的經商倫理及個人聖

潔生活成為一盞明燈，照亮當地

社會。在合適的場所或季節亦可

舉辦特別的福音聚會；公司聘用

的未信主職員就是最好的福音對

象；若有能力，特別是獲得盈利

後必須回饋當地社羣，如蓋孤兒

院或老人院等。

2. 商本宣教：Business Based 

Missions（BBM）

宣教士不會在成立的公司裏

傳福音，只以公司為簽證平台和

基地，宣教士聘請的同工可能多

為基督徒。他本人會到另一地方

進行宣教事工，如鄉下、學校、

大專學校等。他們也是以基督真

理及倫理道德來經商，有些宣教

士選擇只花部分時間處理業務，

其他時間則投入宣教事奉中。但

差會不贊同作虛假的生意來掩飾，

也不認同投放全部時間的傳福音

模式。

3. 用商供宣：Business For 

Missions（BFM）

用商供宣是為了幫助某個宣

教項目而在本國或是他國成立公

司以協助宣教事工能順利進行；

或是公司努力賺錢以支持宣教事

工或宣教士。參與用商供宣者一

般以擁有豐富營商經驗者居多，

他們本身可能沒有直接參與宣講

福音，卻扮演着重要的支援角色。

4. 微企助宣：Micro-enterprise 

For Missions（MEM）

宣教士在工場開展微型借貸

公司，藉微型貸款（micro-loan）

來幫助貧苦家庭（特別是寡婦）

發展小型企業。宣教士可以貸款

一百至三百美金為資本，給貧苦

家庭幫助他們做點小生意。他們

通常能在一年內還清貸款，同時

賺錢養家。微型企業的重點是持

續督導和跟進借貸者，過程中就

有很多機會讓他們看到宣教士

的愛心及生命，福音便很容易傳

開。由微型企業衍生的中小企業

開發 SME（Small & Medium 

Enterprise Development）在本

質上與微型企業是一樣的。

營商宣教的一些考量

營商宣教需要許多準備，因

篇幅有限，在此略提營商宣教的

一些考量：

1. 首先要禱告尋求神，也請教他

人如教會領袖、差會領袖等，

看自己是否適合參與商宣。

2. 不要忘記你是宣教士：宣教

士的所有準備你都必須參

與，包括參與篩選過程、宣

教裝備、跨文化訓練、上工

場後語言的學習等。

3. 再加上作商宣的許多裝備：

經商的基本知識。

4. 需要有營商業務的相關經

驗。

5. 具備市場 /產品知識；足夠

資本及週轉現金。 

6. 有可靠的得力助手。

7. 有志同道合、可信賴的夥伴。

8. 須清楚異象，確認動機。

總結

若你想參與商宣，先問問：

我能否以傳統宣教士身分服侍？

若能，那為何要參與商宣？當然

有些人本來就是生意人，希望接

觸到一般宣教士未能接觸的人，

那也是好理由。要不然，請不要

以為商宣好玩！商宣的挑戰是很

大的！若你決定參與商宣，就應

該好好準備，尋求神的帶領；你

也需要得到教會及差會的支持與

幫助。商宣存在種種挑戰，但確

是能讓我們實現宣教無國界的 

理想。

（作者是SIM國際事工差會東亞區前總

主任，現為顧問。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註釋： 

1. 本文作者觀察：目前因跨國界宣教遇

到三大挑戰：如簽證問題，匯款問題

和龐大福音羣體而引發的四大跨文

化宣教趨勢。他們分別為：帶職宣教

（bi-vocational missions），線上多媒體 

宣教（multimedia online missions），

散居者宣教（diaspora missions）及

本國內的跨文化宣教（intra-national, 

cross cultural missions）。

2. 這些中文名稱翻譯乃作者的初步翻

譯，若讀者有更好的翻譯，敬請指教。

文／林厚彰

營 商 宣 教
      無 國 界

全球福音化

本地的佈道  跨國界及跨文化宣教

本地佈道

在教會之內

教會本身的見證

教會設立的：
• 醫院、老人院、孤兒院、學校等

信徒在教會外的見證

如：職場事工，為佈道而設立工商組織

（營商佈道；但若對象是異文化者，也算

是宣教的行動）

在教會之外

跨文化及 /或跨國界宣教
 Cross Cultural and/or Cross Border Missions

帶職宣教

（Bi-vocational missions）

商宣

Missional Business 
織帳篷

Tent-Making傳統宣教

• 使用宣教士簽證
• 全時間宣教

• 使用經商簽證
• 經商同時宣教

• 使用雇員簽證
• 替雇主或公司、 
機構工作同時宣教 

本地佈道又可細分如下：

宏觀生態有了許多變化。這些變

化影響了跨國宣教，其中兩個很

現實的困難就是簽證及匯款。帶

職宣教可能是克服這些困難的好

方法。

何謂營商宣教？

營商宣教（上圖）是通過經

營任何商貿、服務、科技等公司

而得到簽證，在當地營商的同時

進行宣教活動。營商宣教士必須

出資本成立公司，甚至聘請工人

為他的公司服務。營商宣教必須

以最崇高的商業倫理道德來經營；

業務必須能祝福當地人，甚至成

為他們做生意的模範。

當然，除了創業的首數年，

營商也必須有很好的回饋使公司

得到利潤。然而，正因為是營商

宣教，公司的利潤或回饋不能只

以金錢來衡量。營商宣教的回饋

至少有三方面必須考慮：一、金

錢利潤；二、為當地社區帶來祝

福（如就業機會；設立福利機構幫

助貧困和軟弱者）及三、對當地人

靈性上的祝福（如福音廣傳、社會

和諧、家庭及婚姻關係改善等）。

現代（特別是疫情後）的帶職宣教，包括營商宣教，是跨文化宣

教四個主要大趨勢之一 1。面對各種跨國界的新動態如中國崛起、各

處戰禍、恐怖活動、環境破壞等衝擊下，我們發現全球跨文化宣教的

營 商 宣 教
      無 國 界
營 商 宣 教
      無 國 界

圖為泰南工場 

「即商亦宣」模式辦學及開店

界

跨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第一五三期  （4）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第一五三期 （3）



對於許多在香港生於斯、長

於斯的人來說，英國可說是一處

「這麼近、那麼遠」，既陌生又熟

悉的地方。信步於倫敦牛津街一

帶，會遇到熟悉的雙層巴士和路

牌；每年的聖誕燈飾使人彷彿置

身尖東；蹓躂於白金漢宮、西敏

寺、大笨鐘、泰晤士河和倫敦眼

附近，昔日只能在電視上看到的

地方盡收眼簾。對筆者而言，「日

不落帝國」的不似預期卻帶來莫

大的衝擊，同時也是反思和蛻變

的機會。

由快速到慢活

或許是現居於小鎮，和以往

住在香港的對比實在太大的緣故，

所以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這裏慢

活的生活節奏。這裏大部分人走

路慢、開車慢，連辦事效率也很

「悠然自得」—他有他的生活，

你有你的忙碌。認識一位弟兄來

英後兩年半才成功取得簽證，其

申請猶如跌入黑洞，他的焦慮和

無助可想而知。對於凡事習慣「唔

使急，最緊要快」的香港人來說，

學習帶着微笑和信心等候，懷着

同理心，多些理解和體諒，並忍

耐到底，實在是不容易卻又是必

須要的操練。

由「罕」談到「長」談

無論在超級巿場、街頭還是

家門前，遇到不認識的人往往也

會點頭問安，如果碰見認識的人，

很多時更會停下來寒暄一番，這

就是英國著名的 small talk。既

是 small talk，最好不要期望是

深情對話，但本地人對此樂此不

疲。某位弟兄曾分享，其妻做了

些港式小吃送給鄰居，原本預計

往鄰居處十分鐘便回家，結果一

去便是兩小時！對於以往習慣回

家便冷漠地關上大門，對鄰舍不

聞不問的部分香港人而言，或者

我們可以start from small（由小

而始），愛鄰如己，分享神愛。

由教會化身「社區中心」

筆者認識的華人（包括香港

人）的聚會教會可簡單分為華語

教會和本地英語教會，而華語教

會則再分為雙語（普通話和廣東

話）教會，以及普通話或廣東話

教會。無論哪種教會，她已不僅

是教會，而是社區中心。這不是

說她失去其本質，而是在原有的

本質上多添一重意義。很多從華

語地區負笈英倫的留學生及移英

港人剛到埗後會到教會，因為他

們知道那裏肯定找到「同聲同氣」

的人，意味着他們更容易踏足教

會，且會就生活各樣大小事尋求

意見和協助，造就了溝通和交流

的機會。這絕對是我們關愛鄰舍、

見證基督和傳揚福音的契機。

不少本地英語教會近年都有

感動開展華語羣體事工，如開辦

英文班、成立留學生或香港人團

契等，更有本地英語教會聘請有

華語背景的普通話或廣東話傳道

同工，以牧養來自不同地區、具

不同文化背景的華語羣體。當英

國本土教會、傳道同工，以至弟

兄姊妹都因着基督的愛張開雙臂，

歡迎、擁抱、接納我們，我們也

可問問自己和禱告上帝，「舉目

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

收割了。」（約四 35），這時候我

們可以為祂、為這片土地做些甚

麼？

（作者是英國中信事工主任）

London Eye

阿鋒想你知：英倫多面「睇」

 信仰：英國政府2021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只有46.2%的人自稱基督徒，令基督教自1801

年首次人口普查以來，第一次成為少數的信仰。

 教會：根據英國National Churches Trust的數據顯示，過往十年英國共有3,500所教會「關門

大吉」。當中有些教堂被荒廢，也有不少教堂被改建成商店、酒店、娛樂場所，甚至酒吧。

 英國華人事工：感恩經過近兩年籌備，英國中信正式於2024年7月得到英國政府當局批核成

為註冊慈善團體，並於10月獲接納成為中信國際差會成員之一。在此感謝中信國際差會和各

地中信的支持，也請大家繼續為英國中信禱告。

 文化：除了small talk外，英國人也喜歡問候別人。小時候在英文課所學的「How are you?」「I’m 

fine. Thank you!」更是不分晝夜在全英不同角落被使用。如果想更地道，可以再加一句「And 

you?」始終禮多人不怪！

 飲食：不少人來到英國後便瞬間變「廚神」，主因是外出用膳選擇不多、味道一般和價錢昂貴。

近年不少超級巿場設有亞洲專櫃，所以不用老遠走到中式超巿，也可找到中式調味料和基本食材。

 交通：延誤和取消可說是英國公共交通服務的常態，除了天氣、意外等因素外，有預告的罷工

也是主因之一。不過最令人沮喪的並非收到班次延誤或取消的通知，而是無聲無息、若無其

事的脫班……

文／陳宇鋒

倫敦英語教會為華人

新移民開設的英文班

華人教會的青少年團契

倫敦超巿的亞洲食品

專櫃

1 .

2 .

3 .

4 .

5 .

6 .

再看日不落帝國
下之

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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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本土跨文化宣教

枝子： 為2025年的猶太研討會和講道禱告，求

神賜智慧，助我作好準備，讓教會明白向

選民傳福音的重要性。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我們已於11月初離開厄瓜多爾

宣教工場；請記念教會弟兄姊妹在這過渡

期能堅持參與主日崇拜和查經小組，堅定

跟隨主。

伯利茲

夏偉鵬、曾麗珍：感恩順利完成一連三天的宣教會
議，與教會分享伯利茲的服侍。求神感動

教會和弟兄姊妹回應當地需要。

秘魯

劉嘉禮、馮燕：求主賜智慧栽培青年領袖參與服侍。
馮燕教導年輕人以中文和西文敬拜，盼能

有助他們學習中文，並透過詩歌分享福音。

委內瑞拉

趙振光、敖敏怡：為2025年的事工計劃及未來兩

年的執事改選禱告，求主親自揀選和引導。

 歐洲地區 
法國

斌、玲： 國際教會家聚小組順利開始，求主使我們

同心在主內成長。記念我們在事奉與生活

之間取得平衡，一家活出美好見證。

德國

丁利昌、吳燕美：為第二代事工禱告。求神賜智慧
能關懷和牧養青少年，因要牧養他們，必

須使用德語，而教會卻以緬語為主。

 其他地區 
連心橋： 祈求2025年繼續有實體教學的機會，並

求主賜智慧教導和備課，以面對不同語言

背景的學生。 

麥子： 感恩平安到外地學府教學及交流。祈求我

和母親能適應生活及投入教會。

爾彥： 求主賜我健康，也賜下智慧、愛心和忍耐

牧養羣羊，興起信徒領袖作帶領。另保守

二姊對主的信心。

如一夫婦：婕一的預產期為 2025年 1月中，求主

保守分娩過程順利和產後的身體康復，並

能早日回工場。

月季： 求神賜我勇於面對工場的艱難和有靈巧、

創新的智慧服侍，並感動同行者與我同禱。

漁夫： 感恩全年服侍順利完成，能與艱難中的教

會同行。求主新一年賜下服侍機會，探訪

不同同工。

香柏木： 求神為我和嗎哪預備長期居留的身分，能

繼續發展神學培訓事工。並求主感動教會，

供應一切所需。

靈鴿子： 求主供應服侍及關顧基督僕人事工的所需，

感動教會和弟兄姊妹回應及參與。又求主

助我落實每天運動。

 

特別宣布：

中信國際差會董事會已於 2024年10月17日接納

英國中信（UKCCM）為本會成員，並於 2025年 7

月5日舉行成立典禮。求主賜福英國中信在當地推

動華人及跨文化宣教之服侍。

榮休：

邱偉權宣教士已於2024年8月31日完成任期後退

休，現轉任為加拿大中信特約宣教士，繼續服侍主。

驢子宣教士已於2024年11月30日完成任期後正

式退休。本會感謝她過去24年在中信忠心事奉，

求主賜福和帶領她往後的生活。

 

如欲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劉成發、胡秀梅：感恩成發順利更新簽證，牙醫訪
宣隊也完成泰北山區的服侍。請為12月

回新加坡參與青宣大會禱告。

哈海山、馮惠茵：祈求但以理國際學校的家長啟發
課程能幫助家長進一步認識福音，讓基督

成為他們一家的主。

辜質純： 記念每週四次與四十多位年輕人在少年

拘留中心的會面。到泰北希望基金會考察

未來的青年事工發展，求主保守雨季出行

的安全，聖靈觸動未信者的心。

何文怡： 感恩2024年10 月12日被按立為牧師，

接任永通教會主任牧師；求主助我忠心事

奉。

叮叮、噹噹：跨文化宣教訓練的學員2025年初完

成首三個月訓練後，將展開「信心之旅」

和兩次海外實習，求主祝福他們的學習和

體驗。

方建英：求主助我與村民建立良好關係，了解他們
的需要，並懂得如何服侍他們。 

緬甸

約拿： 感謝主幫助母親順利獲得泰國養老簽證，

可長期居留，躲避緬甸戰火。求主賜福兩

名準備考試的女兒，能取得理想成績。

 大洋洲地區

瓦努阿圖

安德魯：為原住民能順服主的話語，用悔改的行為
見證主而感恩。

 北美洲地區

加拿大本土任務

甘美： 求主引導新一年的差傳事工及訪宣，能連

結教會，回應小城和中南美洲的需要。又

求主賜下健康的身心靈作服侍。

 亞太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感謝神在過去一年的供應、保守

和眷顧！求賜興旺的身心靈在新一年履行

主的託付。又求主感動秀英弟弟一家及少

樂的哥姊早日信主。

陳偉娟：感恩順利完成海外訪宣，求主繼續感動參
加者對工場的負擔。也求主引領新一年聯

繫教會推動差傳，並賜下協作訪宣的機會。

日本

關珮而： 記念為重返日本的差遣祈禱會能帶動宣

教心；及在工場找到合適房子和好房東。

為新工人細心照顧爸爸，未信主家人早日

信主禱告。

韓國

小娜： 2025年初回家探望父母，求神賜福一家

相聚，常存彼此相愛的心，少些爭吵，神

愛常在。

永泉、影婷：求主繼續帶領校園事工，興起更多工
人一同服侍海外華人。也求主賜我們健康、

智慧和力量！

印尼

凱特： 求主幫助早日獲得工作簽證。也求主賜智慧，

讓我能在課堂中與當地老師和學生更多互

動。記念在網上進修神學時有穩定網絡。 

保羅、恩惠：求主賜予為華人開辦的印尼語課程有
參與學員和義務老師，更能與學員建立美

好關係。也求主保守我們的健康。

澳門

郭麗思： 感恩9月底順利回美國完成計劃中的事項。

求主賜福週六親子小組活動，願眾孩子不

因補習而缺席。

泰國

李偉良、韓昱：求主供應但以理國際學校加建幼稚
園急需的五百萬元港幣，能於 2025年 8

月開學。也求主保守家中老人及兒女健康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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