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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視

歡迎你，我不斷祈禱，久候多時了！

聽聞這裡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我似聽到：「誰在疫症時為我去呢？」

於是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感謝主，你無懼疫情，來鼓舞了我。

看見那已熟的莊稼真多、等著收割啊，

我們只能盡力，靠主救得一個得一個。

於是我問：「主的工人，你在哪裡？」

我和你
文．攝影／曹姿孋

中 信 國 際 差 會

CCM INTERNATIONAL

會  訊

9/F., Win Plaza, 9 Sheung Hei S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2810-9933   Fax: (852)2868-3212
Email: ccmihk@ccminternational.org
Website: www.ccminternational.org

主曆2020年6至7月 
 第126期）



以「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

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

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 8）的教導將宣教分

文／鄧振成

同文化宣教　文／李妙如

相信接受過初信栽培的基督徒都曾被教導要為主作見證，與人分享福音。可是不少基督徒信

主久了，傳福音的心便趨冷淡。從個人的經歷發覺，若有一起傳福音的夥伴或團隊，互相鼓勵學習、

彼此配搭、激發愛心、並分享聖靈的工作和大能，就更能維持傳福音的熱忱。 

昔日在教會，我們組織了佈道團，佈道的對象有教會肢體未信主的家人，我們互相探訪家人，

表達愛心的關懷；在親友間傳福音更體現福音不是單憑口傳，生活的見證至為重要。佈道團亦安

排定期在公園和食肆向陌生人傳福音，這鍛鍊我們傳福音的膽量，學習敏銳觀察對方的處境、需

要和感受，找出傳福音的切入點。感謝主，我們都經歷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參羅一 16）；母

親信主時，不少肢體和牧者與我一同歡喜感恩，因他們均有份結出這福音的果子。

來到澳門工場，得知這裡社會網絡緊密，著重關係，關係佈道較為切合當地人。我們與義工

在機構座落的社區每月向商戶派發《中信》月刊，期望將福音的種子植入街坊心裡；也藉每月的

接觸與街坊建立關係，遇有可傾談的對象，便可多點關心對方，有機會更可分享福音。派發《中信》

月刊的行動更引發我聯繫區內的教會，一同推動社區佈道計劃，這計劃鼓勵教會的信徒關心還未

信主的鄰舍，每次社區佈道行動後的分享更彼此激發傳福音的熱誠。在區內有一個很需要支援和

關懷的家庭，由於兩個孩子同時參加了區內兩間教會的活動，當孩子的父親去世，這兩間教會無

分彼此，一同為父親安排安息禮拜，帶給這家庭安慰和支持，這實在是很寶貴的合一見證，踐行

了主耶穌給教會的大使命。

（作者是香港中信駐澳門宣教士、澳門中信執行主任。）

M1 (same culture & language) 
seim ˊkʌltʃә әnd,әn ˊlæŋɡwidʒ 

同
tóng

化
huàwén

文

為 M1，M2，M3。M1 是「猶太全地」，指向同文

化和語言的群體傳福音。有時會將它定為佈道。

（作者是香港石蔭宣道浸信會主任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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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施麗輝 

相信這段時間我們做得最多

的是洗手、洗手、洗手。雖然在

幼稚園時早已學會洗手，並已養

成飯前及如廁後洗手的習慣，惟

現在不論男女老幼，年齡若干，

我們都煞有介事地重新學習如何

洗手。不同媒體鋪天蓋地式教導

大眾洗手的正確步驟，要洗多久？

用甚麼洗手液還是肥皂？甚麼時

候需要洗？若沒有水洗時怎辦？

為此我們都成了洗手專家。無他，

只因性命攸關，恐怕沒有洗手或

洗得不夠乾淨，感染到新型冠狀

肺炎便糟糕了。

洗手成為我們既熟悉又陌生

的習慣；洗手成為我們既平常又不

連續工作了三星期的陳醫生脫下

手套沖洗著雙手。面對眾多確診

者，即使不眠不休，竭盡所能仍

無法將病人從死亡邊緣救回，生

命像水穿過他的指縫間剎那流逝，

消失得無聲無息，甚至連至親的

家人也無法送別。想到這裡，陳

醫生不禁流下男兒淚。洗手能洗

去病毒，卻無法洗去內心的悲傷

和無奈。

救命害命與使命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洗手能

救人亦能殺人。彼拉多面對群情

洶湧的群眾要把耶穌釘十字架，

「就拿水在群眾面前洗手，說：『流

尋常的舉動，牽動著我們的心緒。

焦慮恐懼與悲傷

單親媽媽阿麗甫進家便馬上

衝進簡陋的廁所洗手，她站在洗

手盆前猛烈地洗擦著雙手，心裡

在盤算：可以在哪裡買口罩及衛生

紙？萬一買不到口罩便沒法繼續到

酒樓做兼職洗碗。十二歲的兒子已

整整三個月沒有外出，困在籠屋

內不知何日得見曙光？想到沒法

給兒子一個完整的家，心生歉疚，

萬一自己確診肺炎，誰來照顧兒

子？想著想著便愈發使勁地洗手，

要洗去內心的焦慮和恐懼。

任憑水龍頭的水徐徐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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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的血，與我無關，你們自己

負責吧。』」（太二十七24，《新譯本》）

即使他在耶穌身上找不到任何應

該處死的罪（參路二十三 22），

主耶穌最後還是在他手下受難，

死在十字架上。洗手只是彼拉多

推卸責任的藉口。

弟兄姊妹，你又抱著甚麼心

態洗手？保命、救命還是害命？

或許我們不是醫護人員，站在抗

疫最前線拯救人的生命，但卻肩

負著更大的使命。「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一 27）。我們總有不同的藉口：

我笨口拙舌、我不是傳道人、我

沒有能力和時間、我沒有金錢……

我們跟彼拉多有何分別？

下次當你洗手時，聆聽一下聖

靈的聲音，觀看水中映照的容貌，

是主耶穌嗎？還是彼拉多？

（作者為中信國際差會協調主任）

註：根據「世界人口時鐘」統計，一天的

死亡人數約16萬人（以2020年3月28日 

計。）https://countrymeters.info/cn/World

當中有三分之二人口未認識主耶穌。

末了。」（太二十八 19-20）在我們

認真洗手的那 20 秒時間內，便有

37 人失去生命（註），其中 25 人活

活地被丟在燒著硫黃的火湖裡去

（參啟十九 20）。若不傳福音，我

們便有禍了，因為責任已經託付

我們了（參林前九 16-17）。

病可怕罪更可怕

拯救生命，刻不容緩。我們

洗手，看到病毒的可怕，卻看不

到罪更可怕；我們洗手，擔心患

病與死亡，卻沒擔心審判與永

死。我們洗手，卻不幹，在忙碌

的生活中把大使命丟在一旁，沒

有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參雅

中信國際差會會訊    第一二六期  （4）



文／韓昱

走過年歲的路

我走過三條人生的路。

第一條路，大家都用同樣速

度朝同一方向走，快不得慢不來、

無法停歇，只是走著走著，前面

的人不覺少了，後面的人轉眼多

了—這是年歲的路。

那天到醫院檢查身體，看到

掛號單上的數字「51」，心裡不

是滋味，問護士是否搞錯了，我

今年才五十。小姑娘問我哪年出

生，看電腦計算出來的年齡後，

瞄了瞄我，說沒錯。

我納悶了好一陣子，才想明

白是自己搞錯了。大概是難以接

受五十以後的數字吧，故硬是在

記憶裡給自己凍齡。由於疫情的

緣故，候診室特別冷清，我的心

也特別空洞，哀悼著逝去的十年

青春。 

過去十年，我的同輩都在走

另一條路，窮盡所能，惟恐落後，

爭到前面的沾沾自喜，落在後面

的悻然頹喪，這是事業之路。

另走天國事業之路

我所以會在泰國南部這小鎮

流連忘返（或佇足不前？），是

因選擇了天國的事業。記得剛抵

埗時，雄心壯志，寄望極速為天

國開拓一小片土地。轉眼十年，

青春揮霍殆盡，拓荒者那份堅定

信念，我還堅執持守，惟成績並

不顯著。當我駕車穿梭於大街小

巷時，赫然發現，這片原應被我

征服的小地方先馴服了我：在慢

條斯理的節奏中過得充實安然，

欣賞上帝所造的人與自然的美好；

也能在傳福音被拒時釋然，信靠

天父的愛與憐憫遠超自己有限的

認知。

然而，與其說是被環境馴服，

不如說是天父教我明白，宣教事

業非以征服為手段，乃要謙卑與

人同行，活出基督的樣式。所以

踏入人生下半場時，團隊毅然決

定再進深一步，建立一所基督教

學校，讓整所學校與社區同行，

活出基督的樣式。

信徒成聖之路

至於第三條路，最是弔詭。

起初會以為路程不遠，或覺自己

沒差太多吧，可是愈走愈覺路途

遙遠，因愈認識自己的軟弱，愈

意識到它的頑固，於是體會到根

本無力走到終點。這時你才明白，

唯一的方法是回到起點那第一步，

乘搭恩典號，憑著耶穌的寶血，

方能直達終點。這條就是所有信

徒都要走的成聖之路。

抱著彼此相愛、切磋成長的

觀念，我家歡迎同工或肢體長住。

起初皆大歡喜，惟日子一久，很

多不爽積累在心，如東西沒放好、

心愛的廚具被不當使用，一不小

心就會在言語或態度上讓對方不

舒服。這樣如何成聖？只有一起

回到主面前，求赦免，互相道歉，

承認並接納彼此都不完美。

宣教士是導師的角色，各人

期待自是較高，我們習慣站在高處

展示美好的自己，漸漸變得下不了

台，不敢素顏。故需提醒自己，

成聖之路不是走給人看，唯一的

觀眾是天父，必須裸妝，由天父

親自為我們添加華美裝容。

（作者是香港中信駐泰國宣教士）

我的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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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施麗輝

宣教團隊
培養抗逆力 9個重要因素

在跨文化事奉中面對的壓力

和挑戰，非常人能承受，有調查

指出宣教士在五年內離開工場的

比例高達 47%1。如何避免流失，

一直是差傳領袖及關顧者多年來

努力的方向。資深關顧者 Kelly & 

Michele O’Donnell 在其 Member 

Care Updates 2 刊出了 Eric & Laura 

Adams 的研究 3，其重點在於團

隊領袖的抗逆力（Resiliency）與

流失率（Attrition）的關係。擁有

良好抗逆力的團隊領袖，能勇於

面對困難、挫折與失敗，不易被

擊倒以致流失。如何培養抗逆力？

研究提出以下九個重要因素，值

得宣教士、差會、訓練者及關顧

者參考，並努力朝著這幾方面深

耕細作。

1 . 培養自省能力：
認識自己的強弱處，懂得積極地自我關顧，保持靈性、

情緒、人際關係及精神與身體健康。

2 . 覺察上帝同在：

不斷覺察上帝的同在，並發現主的應許 —「我常與

你同在」— 是如此真確。

3 . 身分扎根於神：
而非地位、財富、聲望、別人的評價、沉溺的嗜好或

其他偶像。

4 . 確認上帝呼召：
視職業、崗位角色及事工為回應上帝呼召作使徒的服

侍渠道。

5 . 歡迎勉導同行：
尋找同路人及那些富生命經驗的勉導，向他們學習承

擔，而這些人也願意提出深入的問題。

6. 發展內在資源：
俾能面對挑戰及逆境時，仍堅持不懈。

7 . 建立團隊成員：
促進成員之間互相尊重各自不同的恩賜、技能、經驗

和貢獻。

8 . 渴望深入參與：
積極投入參與新的社區，不斷提升語言流利度及建立

信任的關係。

9. 培養謙卑態度：
透過事奉及從別人身上學習謙卑，能鼓起勇氣面對現

實，而非訴諸否認和自欺欺人。

（作者是中信國際差會協調主任）
註釋： 

1. Taylor William, Too Valuable To Lose: Explor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missionary attrition (Californi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7), 13.

2. https://mailchi.mp/a712949070a7/resiliency-for-team-leaders-special-news-may-2018-member-care-updates-1384517

3. http://membercareassociate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5/Attrition-Resilience-Interview-Summary-with-Weighting-1.pdf

 （研究共訪問了四十多位跨文化團隊領袖、關顧者、工場及差會領袖，按他們的經驗並排列出九個因素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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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感恩秀英母親的神

經痛有好轉。求神軟化兩位

母親的心，早得救恩。

陳偉娟： 因著疫情，下半年差傳事工有

很多不確定，求主賜智慧判斷；

又賜更多愛心關懷宣教士；保

守家人平安。

南韓

小娜： 疫情下改用線上聚會和各類服侍，求神使

用。願主在疫情後，賜合適契機重開面對

面的聚會。

永泉、影婷：請記念疫情得控制，可回復正常的聚

會及生活。求主恩待未信主的家人。

梁志韜、沈潔瑩：感恩在疫情中我們和

學生都平安。請記念大兒子天

皿能順利大學畢業，得主帶領

將來的路。

日本

關珮而： 一位西籍宣教士差派到服侍的

日本教會，因他不懂日文，教

會亦沒經驗照顧；現被委派作

溝通橋樑，求主幫助。

印尼

凱特： 請記念活動中心能儘快獲發建築批文動工。

中心建成後會開辦幼兒園，求主使用。

澳門

郭麗思： 石排灣的聚會已因疫情暫停，

求主賜智慧繼續牧養長者、婦

女及兒童；信徒能經歷主的同

在與恩典。

李妙如： 求主指引福音平台的事工推

展，預備可合作的教會及人力

資源。請記念 8 月少年宣教體

驗營的招募。

泰國

李偉良、韓昱：請記念籌辦國際中學的

各方面預備；又求主保守女兒

升讀英美大學不受疫情影響。

子恩： 請記念疫情期間，既藉網絡與人分享福

音視頻，並繼續參與推動跨文化服侍的

預備。

劉成發、胡秀梅：感恩一家平安。求主

儘早平息疫情，並 7 月到台南

進修與畢業之事不被耽擱。

哈海山、馮惠茵：請記念疫情下能找到

服侍的方法和機會；在家自學

泰語的進度；孩子能適應網上

學習。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疫情下探訪和聚會減

少了，求主賜智慧以不同形式

服侍。請記念兩位年長母親及

家人的健康。

伯利茲

夏偉鵬、曾勵珍：疫情期間求主引領事

工的開展；保護伯利茲的弟兄

姊妹和市民平安健康。

大洋洲地區

大洋洲

鄧仲明、梁淑蓮：求神保守出入平安，安

穩渡過疫情；並賜智慧在疫情

下善用網絡接觸城鄉的華人，

堅固信徒，宣講救恩。

歐洲地區

法國

斌、玲： 願歐洲人民在疫情中能認識獨

一真神；並記念近月認識的回

國留學生，在原居地能繼續認

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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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區

連心橋： 感恩疫情期間仍有教學機會和充足休息，

身體得以從長久的疲乏中恢復過來。

雅歌、詠詩：感恩疫情下和家人有更多相處和溝通時

間；求主保守讓事工所受的影響減到最低。

驢子： 身體抱恙，需要休息。感恩有家人照顧，

求主醫治，並保守家人身心靈安康。

頌詩： 感恩疫情下仍有網絡培訓機會；請為未信

主家人早日接受救恩禱告。

海洋： 感恩參與宣教，感謝差會和教會的支持。

7 月將退休，求神帶領未來方向，能有更多

時間照顧父母，並請記念他們早日信主。

叮叮、噹噹：請記念計劃中的差傳訓練營可順利

進行；將在母會教「使徒行傳」的主日

學，求主使用。

森弦： 求主幫助每天能從靈修中親近祂，領受

屬天智慧和能力面對事奉。

大衛、涵娜：求主開啟悟性，把握這兩年在美國

進修的日子，好好裝備。

麥子： 請記念母親和我在工場中的適應、求主

在疫情下憐憫患者及保守前線醫護。

中信國際差會是信心差會，是以信心邁開步伐、

以信心勇敢向前、以信心完成所託。所以全球中信

是一個信心大家庭。

因為信心，不計薪酬，不計代價，一起共赴艱難。

因為信心，不畏坎坷，不怕風雨，一起同舟共濟。

因為信心，不找藉口，不走捷徑，一起面對挑戰。

因為信心，不能退縮，不願放棄，一起急流勇進。

因為信心，不肯安逸，不敢偷閒，一起矢忠不二。

因為信心，不為自己，不為成就，一起全為耶穌。

因為信心，不染世俗，不沾利益，一起全心愛主。

因為信心，不負異象，不忘使命，一起完成託付。

因為信心，不為人知，不留名聲，一起傳揚主名。

因為信心，不憑眼見，不憑感覺，一起信靠順服。

因此

因為信心，歷年來加入成為中信的董事、同工、

宣教士，都一起同心同行走到今天。

如想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然而

信心是要付出代價的（參啟十三 10）；

信心是要經過考驗的（參彼前一 7）；

信心是要不斷成長的（參帖後一 3）；

信心是要付諸行動的（參雅二 26）；

信心是要全然順服的（參羅十六 26）。

有人說：

噴泉之所以漂亮是因為她有了壓力；

瀑布之所以壯觀是因為她沒了退路；

水之所以能穿石是因為永遠在堅持。

所以信心就是「勝過世界。使我們勝過世界

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壹五4，《新譯本》）

我說：

有信心的人，沒有看見都信；

信心小的人，先看見才相信；

沒信心的人，看見了都不信。

所以信心就是「對盼望的事有把握，對還沒

看見的事很確定。」（來十一1，《當代譯本》）

（作者是新馬中信總主任）

信心大家庭
文／許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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