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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跨越」系列主題來到了跨越語

言和文化的障礙。對現今跨國旅遊

頻繁的世代，這方面多少有所體會，障

礙不言而喻。就如主題文章第一篇提到的

用右手吃飯，你原本是怎麼想？這件事要

跨越的文化障礙是甚麼？你讀了就知道。

這些在宣教禾場服事多年的工人，在文章

中坦承自己面對的障礙，披露內心掙扎，

讀來令人深有所感：或許，率真和表裡一

致，是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的一大助力

吧！

本期內容同樣豐富，資訊含量高。有即將

告別工場的臨別感言，有即將展開長宣之

旅的宣子心聲，還有新任國際總主任的訪

談……真誠度超過220萬SHU（請參考本

期狄立禮的文章）！

你知道《萬族萬民》有專屬的部落格嗎？

只要打關鍵字「萬族萬民」就會搜尋得

到！祝閱讀愉快！

劉如菁

卷首語

宣子心聲

14  萬變的世界中，不變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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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佳麗特

第一，先摘下自己文化的眼鏡，戴
上當地文化的眼鏡。

每一個人都是打從出生就受到自己文

化的影響。我們抵達禾場時戴的眼鏡

還是自己文化的眼鏡；所聽到、看到

的都是透過這副眼鏡。禾場的文化、

飲食、做事方式，以至於綠豆芝麻小

事，只要是不熟悉的、不自然的、陌

生的、情感上不能接受的，透過這副

眼鏡，我們就以為那些是不對的。因

而我們很容易抱持批評、負面的態

度，變得比較挑剔，一直拿自己的文

化做比較，論斷他們素質很差，他們

做的沒有智慧、沒有學問等等。甚至

當起他們的老師，教導當地人自己的

文化，還以為那是合乎聖經的。

在印尼、馬來西亞等穆斯林國家，吃

飯的時候直接用右手拿食物。我們帶

著文化的偏見，會認為這樣很不衛

生、野蠻等等，其實我們應該先問當

地人這個做法的理由。原來他們反而

覺得餐廳的餐具很多人用過，也許洗

得不乾淨，所以比自己的手髒。但右

手是自己的，好好的洗手吃飯才是最

放心的。

我自己也犯了不少錯誤。 我們在台灣有位鄰居是大

學教授。有一天我看到他穿著破爛的內衣在掃地。這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文化衝擊：他是知識分子，經濟狀

況也很好，怎能穿破內衣在外面自由自在行動？若我

不知道他的職業，心裡就會可憐他，甚至藐視他。因

為我戴的是韓國文化的眼鏡；韓國文化看重穿著，要

穿得好才有面子，才不會被輕看。但台灣人比較追求

實用性，吃飯比穿著更重要。

我
有幸在2016年參加一個國際宣教大會，與來自

世界各國的人用不同語言讚美神，不禁想到那

節經文：

「此後，我觀看，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計算，是

從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來的，站在寶座

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啟示錄七

章9節）

神喜歡多姿多彩多樣性。惟有祂配得各族各民用各種

語言獻上的讚美。我們宣教的最終目的就在於此。

對宣教士而言，學習當地文化和語言的重要性怎麼強

調都不為過。以前宣教的方向是從西方到東方，從強

國到弱國，從富有的國家到貧窮的國家，現在的方向

則是從各國到各國。最近幾十年全球南方教會的成長

非常興旺，也差派不少宣教士到世界各處，但可惜不

夠重視學習當地語言和文化。

為了基督信仰的本土化，宣教士必須盡心盡力學習當

地語言和文化。未處境化的基督教很少觸及人心最深

處的需要。我們所傳的福音沒有徹底處境化，乃源於

我們的驕傲和懶惰，以致無意間成為他人得救的絆腳

石。

耶穌為了拯救我們，道成了肉身，就是處境化的好榜

樣。在使徒行傳不難看見保羅傳福音時處境化的榜

樣，反觀信主的猶太人，卻要求外邦背景的基督徒遵

守律法，意味著要先成為猶太人才能成為基督徒。過

去不少宣教士來華傳福音，結果卻衍生出「多一個基

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的說法。至今仍有不少人認

為福音是屬於西方國家的，更可惜的是，南方教會差

派的宣教士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為了福音和基督信仰的處境化，容我以個人經驗分享

三件事。

本期焦點

細數學習語言和文化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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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心裡開始論斷他們：「他們要去韓國，到底知

不知道韓國現在是多發展的一個國家？連這一點都不

知道。」過了四年，回國述職期間，我們一家轉赴英

國學習半年，那時我才知道對英國人來說，韓國是離

他們最遠的地方，就好像我們東亞人認為非洲是最遙

遠的地方。

我們的第一個工場在台灣。有時人家說，韓國是中國

的一部分，韓國人是中國人；當時我的反應徹底顯示

我是多麼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但我開始反省自己更

重視哪一個身分：是天國的大使，還是地上國度的大

使？ 我看到自己內心的自卑感。

相反的情感是優越感。最近韓流受到許多國家歡迎，

連帶對韓國人也產生好感。在我的禾場，我能自由自

在的、很有信心的講韓語，願意讓人知道我是韓國

人，這時，我的優越感浮現。

其實自卑感和優越感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樣是驕傲

的表現。

第三，要投資時間和經費學習當地的語言。

我的差會很重視工場語言的學習。第一任期的前兩年

需要全時間學語言，也會鼓勵新的工人這兩年最好不

要生孩子，不要有家人探親，以免干擾學習。當然，

這些都並非強制性。差會的規範雖然聽起來沒有人情

味，但是從長遠角度看，能否長期在工場有效的服

侍，確實取決於跨文化工人初抵工場的頭兩三年能否

專心學習當地語言。

耶穌成為人，以弱者的身分來到世上。我們願不願意

為了神國度和福音的緣故，放棄自己文化的包袱和民

族優越感，放下自己的「不是」，願意成為弱者，盡

力學習當地的語言，謙卑地尊重當地文化？因為我們

不是這地上國家的大使，而是天國的大使。

第二，我們要放下自己的驕傲和「不是』。 

我越認識神，就越看清楚自己的驕傲。身為宣教士，

在文化、語言、大環境不同的情況下更容易看到我自

己的不是、驕傲、自私。

1991年到新加坡接受職前訓練，是我第一次到海外

的國家。當時參與訓練的宣教士家庭分別來自十個國

家。其中有即將前往韓國的一對蘇格蘭夫妻，他們問

我：「韓國有沒有洗衣機？」我一聽就很不開心、很

細數學習語言和文化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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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以德 訪問/撰稿

─過來人的建議

要克服語言和文化的障礙，有沒有

甚麼訣竅？本期特別為大家訪問

一些工場上的過來人，請他們分享自

己的跨文化小錦囊。

本期焦點

在身上掛個「新手上路」的牌子，

說錯話就一笑置之。

保持彈性隨時調整，不要擔心自己

總在狀況外。

有問題就問，不要自己瞎猜。接受自己

的各種犯錯，從中學習。隨時敏銳體

察，有不懂的地方，就虛心發問。

讓自己沉浸在環境中；學習像當地

人一樣說話。

願意的心、謙卑、不恥下問。

Ruth Q

Aaron K

MD

道地

Nancy

心態篇：

為樂

1) 當你初至工場時，除非領導另有指示，否則你第一要務就是

學習語言。你不只是一個需要學習語言的宣教士，更是一個

將語言和文化視為「主要事工」的全時間學習者。 

2) 與人相處、接觸當地文化。你一定要走出去，結交朋友，試

著聽、說。 

3) 要有勇氣：你會犯錯，甚至會出洋相。重點是保持初衷、大

膽嘗試，進入「語言學得愈好，就愈樂意與人交談」的良性

循環。 

4) 堅持下去：會有挫折，會有掙扎，但仍要堅持下去，即使是

蹣跚牛步，但別忘了你是為了傳達人類歷史上最難以置信的

信息！

5) 成為學習者！這是最重要的態度，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我

們必須時時刻刻學習，必須願意看到上帝如何在截然不同的

文化中以看似截然不同的方式工作。我們願意傾聽人們的心

聲，向周遭的人學習語言、文化和生活，從中學習如何跟隨

基督，更深認識祂。正是在作為學習者的背景下，我們才被

信任能夠傳播福音的愛的信息。我們值得信賴，因為傾聽周

圍人的聲音、與周圍的人一起成長，這種態度從第一天起就

可以在你身上看到，並且從一開始就為你提供了與周圍的人

交談的場所。

學習語言文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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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刻意肯定語言文化的重要性，不是對錯的

問題，而是「不同」。

2) 放下過去的經驗與認知，學習作福爾摩斯，

欣賞所發現的不同！

3) 善用我們相同的部分，像是語言、關係、面

子，才能發現我們的不同。

4) 在近文化中更應認真學習，好比說，華人其

實反而比較難意識到中文文法，很多語言文

化都代代相傳，若不加以留意，自己可能都

不懂箇中奧妙。

需要有所警覺，留意細微差別。

文化差異比你我想像的多很多。

即使我們有華人的背景，很

多東西看起來可能一樣，但

還是有很大不同！例如，一

些詞彙聽起來相似，但意思

不同。所以語言和文化的學

習還是有必要的。

現 學 現 賣 。 和 鄰 居 聊 天 、 逛 逛 當

地 市 場 、 和 商 家 聊 聊 他 們 家 的 貨

品……等，都是學習的方式。

多 出 門 與 人 交 談 。 可 以 進 行 「 文 句 探

勘」，寫下你想學習的句子，並錄下母語

人士的語調，供日後反覆聆聽；最好學習

整個句子，而不是只記單字。

Nancy

為樂

道地

Ruth Q

Ruth Q

Aaron K

普通話能通的地區， 
該注意些甚麼？

1)  在一天當中排出學習語言的時間。可以先與其他同

學一起學習，然後自己學習。過程中，你會找到對

你最有效的方法，然後你可以抽出時間坐下來開始

實行。如果你不這樣做，其他事情很快就會佔據你

學習語言的時間。 

2) 嘗試發現自己的學習模式，並選擇合適的方法。如

果字卡有幫助，就使用；如果逛市場有幫助，那就

常去走走。 

3) 尋求協助！在學習過程中，甚至在你卡關之前，就

願意向周圍尋求幫助，無論是同學或當地人。

4）不要只使用Google翻譯！請盡可

能選購一本好的字典，或看看是否

有人可以提供你優秀的完整翻譯作

品。Google是條捷徑，但你還是

需要打下理解的基礎。 

5) 保持好奇心並經常提出問題：「為

甚麼在這裡使用這個詞，而不在那

裡使用這個詞？」「這個字應該如

何發音？」「應該如何使用這個詞

彙？」

實務篇：

和當地學生一起住宿舍，

或是和當地人同住。

道地

多問、多聽、多觀察。

Nancy

看當地的新聞或電視節目。結交朋友，

認識他們，也讓他們認識你。把你的文

化觀察寫入日記，方便以後查詢。

MD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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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大貓

對
於被呼召去異地異鄉服事的同工來說，無論氣

候、生活、語言和文化……都和自己習慣的故

鄉存在著差異。儘管出發前有所預備、接受訓練，然

而，真正踏足異國他鄉時，你會發現每天都有挑戰迎

面而來，猝不及防，也來不及思考。不是要勝過甚

麼，也不是需要妥協甚麼，而是在這陌生又不知所以

的世界中闢出一條存活且能參與的出路。必需且必要

的事只有一件：掌握當地的語言和了解當地文化，這

是需要時間和耐心去經歷和面對的關口。

回想自己曾在不同階段、不同地方學習和服務，在艱

辛和鍛鍊中，深深體會甚麼是天父的恩典夠用，在祂

沒有難成的事。這十幾年無論在創啟地區或對信仰開

放的國家，我的體會是天父呼召我們進入群體，和那

裡的人一起在或悲或喜、喜愛或不喜愛的事情中，經

歷從天父而來的愛和救恩，我們就是世上的鹽和光。

學文化的竅門

猶記得十多年前，我去到第一個長期服務的地區，服

事居住在群山中的一個少數民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

和文字，也保存著深厚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我初到

貴境，周圍的人事物全然陌生，卻又新奇有趣。相對

於學習語言，認識和學習他們的文化輕鬆多了，只要

有一顆願意親近他們的心和細心的觀察，再加上團隊

中經驗豐富同工的培訓和分享交流，便可事半功倍。

舉一生活習慣為例，村民無論做甚麼都是圍著火爐，

飯菜放在地上，小板凳拿來一坐就一起吃飯了！聽著

他們講家族歷史、傳統風俗，甚至是生活瑣事等，其

實不難認識他們文化，也更懂得去接受和尊重他們的

文化，藉此和他們建立深厚的關係。

至於分享福音方面，不能直接談論，需要從自己的言

語行為、生命故事來表達天父的救恩和愛，慢慢的就

會結出果子，那些年實實在在體會天父的奇妙作為。

新新的語言，的語言，
新新的文化，的文化，
新新的恩典的恩典

本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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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語言的功課

語言學習方面，由於同時要兼顧項目活動和學習語

言，結果未能把那個少數民族的語言學通，只懂得基

本打招呼的用語，在家庭探訪和交流上就需要本地同

工幫忙翻譯。所幸彼此都懂說官方語言，因此無論交

談或分享、帶領活動或進行會議，都不存在任何問

題，所以自己才能在山區服務了這些年。

然而，無論如何，如果能懂得和掌握本地語言，就算

只能打招呼，寒暄幾句，也有助於消弭陌生感和尷

尬，和他們拉近關係。說到底還是得憑著交朋友的動

機和熱忱踏出一步、和他們交談，就算自己的發音和

用語被取笑也無所謂，久而久之大家就成了朋友，就

有機會和他們分享好消息，其實這過程十分有趣、也

很快樂。

來到另外一個國家服務一年多以來，差不多是全時間

在學習本地語言，但無論是拼音、用詞、文法、書寫

等，還是難以掌握和運用。然而，這裡不像以前身邊

有幫忙翻譯的朋友或同工、彼此也沒有共同聽懂的語

言，所以學習這裡的語言成為服務的必備條件。

靠恩典一路走來

因此，自己只能靠著天父的恩典，始終懷抱對學習這

種語言的興趣，渴望可以和本地人交談。憑藉這股動

力，我自己從不敢開口，到憑信心講一兩句，到如今

在本地語言老師的教導和安排下，下個月初就會在教

會中用本地語言分享自己的見證。

一路走來，從什麼都聽不懂、都不會說，到可以交談

一些，再到可以用這裡的語言禱告、講聖經故事、分

享見證，連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但天父讓這些事發

生了。喜樂之餘，我必須承認，眼淚、耐心和勇氣，

確實是學習語言的必經階段，別無他法，只能抓住天

父放在自己心中對這群人的感動，以及一顆喜樂的

心，才能夠堅持至今。雖然現在距離和本地人輕鬆話

家常、聊天分享還有一大段距離，然而，天父的恩典

夠用，我們一起加油吧，為了福音的緣故！阿們！



人物素描
徐葳葳
Weiwei & Daniel Zwygart
1998年加入使團
柬埔寨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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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因你的名記在天上而歡喜。	

（路加福音十章20節）

老吳未及半百、仙風道骨，精準說，他

根本皮包骨，走路輕飄飄，連皮帶骨。

認識老吳的人，個個不解、背後嘀咕：

「這傢伙怎麼還活著？」左手叼根菸、

右手拿瓶酒，吞雲吐霧、左搖右晃，是

老吳的經典造型，在村子裡的識別度很

高。那天老吳胡言亂語、騰雲駕霧回

家，跟平日一樣，唯一不同的是，老吳

跌跌撞撞、沒跨進門檻，一腳踩空，腦

袋搶先著地，隨即不省人事。

吳太賣牛賣地、給老吳治病，西醫巫

醫、死馬當活馬醫，早晚幫老吳擦澡上

藥、按時伺候湯藥，老吳氣若游絲、

沒醒過。在外地的兒孫全回來，淚眼婆

娑、涕泗縱橫。和尚誦經超渡團受邀就

定位，主持喪葬的耆老正在預備，親戚

鄰居進進出出、唏唏唆唆，幫著打雜張

羅、回報打聽棺木、整理墓地的消息。

忽然，老吳坐了起來：「他們找不到我

的名字，叫我回來。」

全場瞬間停格、畫面凝結！所有人盯

著老吳、小孩也忘了哭，只有燒水的

柴火還在噗噗噗。老吳口齒清晰、條

理分明：「我到了那裡，他們打開一

本書，好大本，有這麼這麼大（老吳

比劃著），上面都是人名，名字旁邊寫

了這人做的事，有好事有壞事。我看

老吳的
   天堂遊記

到……，我看到……，我還看到好多人

跟在耶穌後面、往上走，那個梯子有

點窄、大概這麼寬（老吳又比劃了一

下），很多人欸。我正在想：『跟耶穌

走，真的上天堂！』時，有個人跟我

說：『這本書上找不到你名字，你不能

進去。趕快回去，不然他們馬上要把你

下葬了。』三個人朝著我走過來，好高

好大，跟大象一樣，有這麼高、有這麼

大（老吳再比劃），把我帶回來。」老

吳吞了吞口水、說：「我餓了。」眾人

瞬間醒了過來！幾個小孩放聲大哭、有

時像齊唱、有時像輪唱。吳太趕緊洗

米、熬稀飯，吹涼、餵他，一勺接一

勺。

根據吳太敘述，從此老吳天天說這事，

見人就說。當然，我們述職回來，老吳

也跟我們說。老吳將他的天堂遊記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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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如流，跟我們說完，他還語帶委屈、

加註補充：「他們都不相信我說的。

我真的看到！我到了那裡！我親眼看

到！」這怪不得人家，老吳盡說醉話，

誰也分不清他這回是醒著？還是醉了？

話說我們 2018 年到高涅就認識老吳一

家，常常經過他家，夫婦倆看到我們，

眼神冷峻、面無表情，我們沒膽造次、

不敢冒進，只能遙遙相望。疫情期間，

老吳大病一場，世態炎涼，老吳夫婦

心寒到底；同段時間，我們經過吳家，

照樣深情凝望，兩口子當春陽、心頭暖

洋洋，回我們一抹淺笑，我們索性以這

微笑當門票。從此進出吳家，像在自己

家。

現在如果我們過吳家門不入，吳太臉拉

很長、老吳開口很衝：「經過我們家，

不進來坐？！像話嘛！」我們認錯、保

證改過，跟他們協商報告，一個禮拜固

定到他們家一次，其他就真的只是路

過。他們雖然不滿意，但可以接受。從

此經過吳家，我們只要揮揮手當打招

呼，他們就賞我們一個裝滿同理和同情

的裂嘴大笑，還我們一個揮揮手，意思

要我們別耽誤時間、趕路要緊。

每次到吳家，在門口拉長脖子的老吳，

遠遠看到我們，把家裡的四把凳子通通

拉出來，等孫子挨過來、鄰居湊過來，

老吳開場：「他們找不到我的名字，叫

我回來…」，老吳講完、我們接棒。無

論我們怎麼講，老吳都是我們的神隊

友、首席助攻。 

「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

著祂，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就是這樣！我去過。」

「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

以靠著得救。」

「真的！要去天堂，一定要跟在耶穌後

面。只有那些跟著耶穌的，上天堂去

了。我親眼看到的。」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沒錯，拿香的人上不了天堂！那些上

天堂的，沒有一個手上拿香的，一個都

沒有！」

老吳出死入生的獨特經歷，讓他對耶穌

的態度大變；在村子裡，我們傳講耶

穌，老吳見證耶穌。儘管老吳對耶穌的

認知大躍進，還是不能相信，吳太也認

為時機還不成熟，唯一的顧忌就是親友

鄰里加諸的社群壓力，目前為止，沒人

相信老吳說的。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

到我這裡來的。」天父已經吸引老吳，

他正施施而行、慢慢向耶穌靠攏。下次

到了天堂門口，舊地重遊、不當導遊，

老吳定要聽到他們這麼說：「找到你名

字了！老吳，您這邊請。」



趙歆怡
2009年加入使團
台灣邊緣群體佈道事工

你心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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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建議我在臨別時刻分享感言，所以有了這段

話：

從五月天到恆春

很多人都知道我對台灣的興趣始於一個樂團：五月

天。

有位朋友說：「既然你這麼喜歡台灣，我介紹一位在

那裡服事的宣教士給你認識。」於是我聯繫了倪樸生

和鄒愛玲宣教士（Phil & Irene Nicholson）。他們告訴

我，使團在台灣的異象是向基層人傳福音，並向我介

紹相關事工的培訓計畫。我來自一個中產階級教會，

我總是好奇為什麼我們不像耶穌一樣，與稅吏和妓女

在一起，所以我想更多了解關於基層人的事工。

多年後，一位朋友向我透露一個秘密：「當時我們的

小組長問我，歆怡為甚麼要去當宣教士？她甚至不喜

歡人！」你八成可以想像我曾是怎樣的人――內向、

社交尷尬。如果你也覺得自己沒資格作個宣教士，那

你並不孤單。神選擇了你，所以祂會負責裝備你。

我開始了我的中宣（Associate），在恆春聖經教會與

洪仁德醫師夫婦（Randy & Janet Adams）、盧慈莉宣

教士（Christine Dillon）一起服事。我在那裡習得了

招待之道，請人到家裡吃飯。我學會烘焙這項技能，

也學了怎麼說聖經故事。我意識到，語言很重要―

臨別感言：
珍珠家園教我的事

我的台語當時並不夠流利，現在依然如此―但和語

言能力同等重要的是持之以恆的毅力。我週復一週地

拜訪鄰舍，認識他們，也認識他們的家人。

好難懂的萬華

我在2009年回到台灣，學了七個月的台語，隨後就

開始在珍珠家園婦女中心服事。珍珠家園的服事對象

是萬華的性工作者、茶室工作者或弱勢婦女。我遭受

的文化衝擊並非來自一般的台灣文化，而是由於萬

華，由於與那些邊緣人在一起。他們即使口袋沒錢也

要買香煙或彩票；姊妹們會因為一塊西瓜而互扯頭

髮。

我很無知，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慢慢認識他們的故事，

並了解他們為甚麼會這樣做。我的團隊，尤其是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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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的創辦人阿真（林迪真，Tera Van Twillert）宣教

士對我非常有耐心。雖然台灣同工的年紀比我大，她

們還是包容我直白的溝通方式。我和同事兼室友林

怡君互相扶持，我們回家後會繼續分享當天發生的事

情。

在前十年的事奉裡，我有種菜鳥心態。我始終覺得沒

有足夠知識做這個事工。我盡力學習關於萬華的一

切，並向其他非營利組織學習。我去了展覽、演講、

實地訪查；我與其他機構聯結。我花很多時間記錄我

的經歷，檢視自己的預設，反思每天聽到的故事。慢

慢地，我對貧窮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不僅是缺錢，還

缺乏資訊、家庭支持、人際關係……很多時候，她們

覺得自己別無選擇。

我非常感謝珍珠家園的婦女，即使在我過於武斷和無

知時，她們也接納我。我大量閱讀，試圖找到服事

的「標準操作模式」。我受到盧雲（Henri Nouwen）

和波以爾神父（Gregory Boyle）的啟發。他們尊重所

服事的人，一種相互的關係。他們沒有說：「我是專

家，讓我告訴你該怎麼做。」相反地，他們強調陪伴

的重要性。當然，沒有所謂致勝秘訣，沒有一套萬用

方法或策略可以完美應對每個處境。神是如此偉大，

為甚麼我們會以為祂只有一種解決辦法？

把餐桌變成神奇之處

2010 年，作為青年宣教大會的一部分，愛玲姊指派

我與校園團契配搭，陪伴一群海外學生環島。我乖乖

完成任務，因為動員台灣教會參與宣教也是我們使命

的一部分。青宣大會的幾個月之後，我請當中的幾位

學生領袖與我一同慶祝生日。結果這演變為一項傳

統，我們每年總會一起吃晚餐、布置聖誕樹。我也會

介紹不同場合認識的朋友，讓可能有相同興趣的人彼

此認識。一位朋友如此形容我的餐桌：「你從來不知

道你將遇見誰的神奇地方」。

這些在事工之外培養的關係對我很重要。每當我對台

灣教會、社會、文化、時事或潮流有疑問時，我都可

以討到救兵，這真是莫大的幫助。有些人因為要努力

生存並學習語言，所以無法馬上投入這些事情。但我

想鼓勵大家繼續努力，語言會幫你打開很多扇門。

神奇的餐桌；右一為歆怡的室友林怡君，

其後為怡君的夫婿陳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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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井

2014 年，經過大約四年的服事，我遇到了

撞牆期。我對果效的欠缺感到疑惑：「我們

真的在做對的事嗎？」「我在浪費時間嗎？」「我能

帶來改變嗎？」我非常感謝秦姊（秦瑞雪，Margret 
Zingg），我們北區的關懷同工，她注意到我很掙

扎，每週請我去她家吃一頓晚餐。

我來自一個任務導向的國家，我喜歡幫助人、解決問

題。我想要明確的目標，並知道能如何實現目標。但

事工卻非如此。有時人們不想得到幫助。有時要解決

的問題並不在我。有時我們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的朋友 Jenny Hawkinson 是住在溫哥華東區的藝術

家。她邀我去探訪 Downtown East Side，一個有很多

無家者的社區，癮君子會在街上注射藥物、吸食毒

品。Jenny 帶我來到「雅各的井」，一個讓人們自由

出入休憩的中心。我喜歡這種氛圍：一群文青用藝

術、福音撫慰人心，敬拜的歌聲由心而發。

某天，Jenny 帶我來雅各的井參加藝術課。老實說，

我很懷疑：美術課能為無家者帶來甚麼幫助？時間一

到，沒人進來，但工作人員們毫不在意，自在地開始

畫圖。他們住在一棟房子，每週一次招待無家者在家

裡用餐。他們的工作、興趣和日常生活結合。他們享

受工作，因為這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種佔據早

上九點到下午六點時光的行程。

這時，我才知道這是我一直在尋找的事工模式。

我得停止用「我的方式」服事，而是要順著上帝的節

奏而行。「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

長。」（林前三6）我只要做好上帝交給我的工作，

珍惜當下，享受過程，祂會負責使人生長。我調整了

自己的視角：結出果子是甚麼意思？是看得見的結

果，像受洗人數或是幾個婦女成功轉業嗎？或者上

帝有祂的判斷？再說，神有沒有叫我「帶來改變」？

不，那是我想要的果子。祂只是要求我忠心服事、耐

心等候，並禱告仰望。

堅持冒險，堅持信靠

套用怡君的牧師塔克（Rand Tucker）的話：「事奉

的果效可能比你五年後所期望的還少，但比你十年後

所能想像的還要多。」所以我們只需要堅持並信靠。

我在2023年12月22日離開台灣。請為我禱告，能將

所學的一切應用在新加坡的處境中，繼續忠心服事。

我也想把《茶室女人心：萬華紅燈區的故事》這本書

翻譯成英文。

最後，畢竟我們是使團，所以我想用戴德生的話來鼓

勵大家：「我們為神所擺上的若完全談不上冒險，我

們也就不需要信心了。」讓我們不害怕冒險，勇於嘗

試，並不斷學習！

筆者(右一)和林迪真(右三)



狄立禮狄立禮
Larry DinkinsLarry Dinkins
1980加入使團1980加入使團
泰國神學教育泰國神學教育

文化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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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泰國服事了四十三年，初次見面的人會提出的

問題我已經猜得八九不離十了：

1)「你會說泰語嗎？泰語很難嗎？」

2)「泰國菜是不是很辣？」

我的回答通常是描述自己有多少次被辣到連聲慘叫，

甚至流出眼淚，準備拿起手機撥打191（泰國的緊急

電話），召喚消防車到餐廳來。我可以發誓，我額頭

上的汗水可以讓一整鍋湯變得更辣！

如果你是像我這樣的外國人，在泰國點菜時，女服務

員通常會問：「您想在菜裡加多少辣椒？」辣度通常

從1 到 5，較低的數字表示微辣，而 5 只留給那些最

勇敢的客人。

1912 年，美國一位名叫史高維爾（Wilbur Scoville）

的化學家設計了一種更科學的方法來衡量辣度，他以

自己的姓氏為量表命名，給辣椒標定史高維爾辣度單

位（Scoville Heat Unit，簡稱SHU）。例如甜椒的辣度 
為 0，墨西哥辣椒為 2500-8000 SHU，放在披薩上的

塔巴斯科辣椒為 3-5萬 SHU，而卡羅萊納死神辣椒的

辣度為 220 萬 SHU！我猜啦，這名字應該是源於卡羅

來納州因食用這種辣椒而死亡的人數！

泰國人經常告誡我不要被辣椒的大小所欺騙，因為

有一種辣椒非常小，卻是最辣的，名為 prik kee nuu
（意思為「老鼠掉下的辣椒」）。如果你不小心吃了

幾粒 prik kee nuus，我建議你，趕緊跑到離你最近的

冰箱，把整盒牛奶拿出來往喉嚨灌下去。如果不幸附

近沒有牛奶，那就把碗裡的飯扒光，或是抓一袋冰塊

不停往嘴裡送吧。重點是：辣椒油千萬不可沾到嘴唇

上，尤其是眼睛，那我可救不了你！

宣教士前輩曾事先警告關於泰國辛辣食物的種種，但

就像大多數跨文化適應一樣，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

智，總是要得到教訓才學會。調整飲食只是宣教士為

了跨文化所做出的眾多改變之一。當您為泰國宣教士

面臨的所有屬靈層面的挑戰禱告時，請務必記念我們

在這個「微笑之國」所面臨的各項「平凡卻重要」的

日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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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萬族萬民編輯多年之後的

邀稿，回看過去這幾年生活

的轉變，深感神的帶領真奇妙！

相信關心宣教事工的讀者們對於

第三文化孩子（Th i rd -Cu l tu re 
K i d s ,  T C K ） 的 經 歷 應 該 不 陌

生，過去我在文章中也抒發了一

些成長的感觸。從上次投稿到現

在，我和妹妹的TCK「履歷表」

又豐富了不少！我們各自多讀了

幾間學校，轉換了幾種語言，搬

家 更 是 不 計 其 數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我已經讀過十五間學校，預

計明年還會繼續增加。

從上次提筆到現在，我有很多機

會反思自己與信仰的關係。在不

斷的轉變當中，我經歷許多與世

界價值觀的對話和衝突，學習放

下透過自我能力塑造的身份，走

向並確立自己在神眼中的價值。

宣子心聲  
哥哥

剛進大學時，正值社會充斥動盪

與衝突，我不時會信心動搖和軟

弱；所幸從小身邊有許多雲彩般

的見證人，一想到他們如何在諸

多限制下，堅持原則活出信仰，

就激勵我轉眼仰望耶穌。這是在

創啟地區成長的我最大的福氣。

最近幾年我花費不少心力關注國

際發展和社會企業領域，從學術

及應用的層面探討如何促使社會

轉化與進步。這些經驗幫助我更

多思索整全福音如何應用在現今

世代，回應需要。隨著全球化趨

勢，資訊不再受到少數人壟斷，

在學術界如此，在神學上更是如

此。當世界與信仰有更多直接的

對話時，作為基督徒應該如何處

世為人，如何讓世人從我們身上

看到耶穌的愛呢？出於這些問題

的挑戰、反思和整合，促使我在

兩年前隻身前往蒙古，踏上跨文

化宣教的旅程。



二零二四年．110期 15

小時候常聽到爸爸媽媽被叫「張

老師、謝老師」，在蒙古一段時

間之後，我也越來越習慣被別人

用蒙文叫「張老師」了。蒙古於

90年代初期成為民主化國家，之

後基督教才正式進入，因此教會

中大多是第一代信徒。我在大學

教書、帶領學生團契，也擔任當

地非營利組織的顧問，有很多機

會接觸蒙古牧師及宣教士子女。

在宣教關懷中較少被提及的是，

第三文化孩子在信仰上的經歷與

第二代基督徒常有相似之處。外

界或許會認為，父母作為全職事

奉者應該比較了解如何投入子女

的信仰培育，其實未必如此。而

父母的母會和差傳機構由於距離

遙 遠 或 其 他 限 制 ， 也 是 愛 莫 能

助。即使父母在認知上了解孩子

是獨立的個體，需要與神建立個

人的關係，仍然可能由於文化或

家庭因素，很少和子女談論信仰

話題，以致造成孩子內心的困惑

與掙扎。

這 些 經 驗 使 我 和 學 生 們 產 生 共

鳴 ， 因 而 有 機 會 深 入 信 仰 的 對

話。過去面對信仰的懷疑，在環

境轉變中的不安，以及對於未來

的徬徨，種種經歷竟然都成了美

好的見證。感謝主，縱然人有軟

弱，但神從不放棄在個人的缺陷

中彰顯祂的完全。

在成長過程中，變遷一直是我生

活中習以為常的一部分。上次在

文章中提到，對我們TCK而言，

安心溫暖而不變的歸屬感莫過於

家了。在蒙古服事的過程中，最

大的祝福就是，我認識了人生的

伴侶，我們也將共同獻身，回應

宣教的呼召。感謝主對我們全家

一路以來的祝福，也請為我們持

續事奉主禱告！

上帝是這趟旅程的開頭，我也甘

心 讓 祂 成 為 最 後 一 站 。「在這

裡，我們本沒有永存的城，而是

在尋求那將要來的城。」（希伯

來書十三章14節）



亦文

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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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故事

1849年6月，一名十七歲的英國少年走進父親的書房，隨手拿

起一份福音單張，他原想讀完喻道故事就放下，卻被其中

一句短語抓住了眼球：「基督所做成的工。」他的頭腦開始隨著這句短

語激盪：作者為什麼不用救贖（atonement）或和解／遮蓋（propitiatory）

這類的語詞呢？在主日學長大的他，很快想起福音書中的另一句話：「成

了」（約翰福音十九30）。

「耶穌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甚麼？」 

「不只是我們的罪，也是全世界的罪。主既已完成所有的工作，償清所

有的罪債，那我還能做甚麼？」 

自問自答到這裡，重生的喜樂開始充滿他。他的生命得到翻轉，眼目定

睛在基督所做的，不再為自己能做甚麼而惴惴不安。那一天，書房成了

聖地，聖言不再是說教。

僅僅四年後，這位年輕人坐船到了遠東，向中國人傳講福音，他發現，

無論是崇尚「修身養性」的儒家子弟，還是努力「積功德」的善男信

女，都需要在「基督所做成的工」中得安息。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

的，不僅是為了擁有福音近千年的英國人，也為了始終沒有接受福音的

中國人，以及全世界的未得之民。他努力學習用淺顯的語詞向一般人傳

達救恩，避免使用只有讀書人才聽得懂的高言大智。他，就是赴華宣教

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基督所做的工 / 成了

戴德生的母親與妹妹為戴德生

的得救持續禱告，終於奇蹟般

地獲得垂聽。

（約翰福音十九章3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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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精意

「成」／finish的希臘原文是 tetelestai。當日站在十字架下的每一位猶太人都

非常熟悉這個希臘字所對應的希伯來字詞。每年的贖罪日，大祭司都會為以色

列百姓的罪獻祭，當牛羊被宰，獻祭完成時，大祭司會對觀禮的百姓宣告：

「成了！」歷代的猶太人都知道牛羊並不能真正洗淨人的罪，所以這個儀式每

年要重複；但他們更需要知道的是，只有當耶穌這位完美的代贖者被殺時，才

能一次完成永恆的救贖。

在耶穌的時代，這個希臘單字還會在以下情況下使用：工人完成了所託付的工

作，無需再加班；藝術家完成了藝術品，無需再雕琢；欠債的人付清了債務，

拿到了結帳單。當耶穌在十字架上說出「成了」，乃是在宣告他已一次為萬民

付清了贖價。 

今日應用

無獨有偶，現代基督教思想家薛華（Francis Scheffer），二十多年來對羅馬書的

研究和查考，也以《基督所做成的工》（The Finished Work of Christ）為題在他

身後出版（1998）。古往今來，從奧古斯丁到馬丁路德，從衛斯理到戴德生，

無不先認識神所成就的，才能做成得救的功夫，並在此根基之上建造各樣事

工。宣教的人首先要自己以已經「成了」的事為樂，才能和其他民族分享福音

所帶來的盼望。

你是否因為救恩而喜樂／歡欣？在你的身邊，神又預備了哪些渴慕勞苦得安

息、罪孽得赦免的鄰舍？

禱告

1.	你是否因為救恩而歡欣？花一點時間再次默想「基

督所做成的工」，並求神日日更新我們的心，自己

先被主的喜樂得著。

2.	東亞文化常常會用工作來界定自我的價值，許多人

終日勞碌，被壓力淹沒，卻仍不能獲取心中的平

安。願這些靠自己做工的人能有機會認識那位已成

就一切的主。

3.	福音單張吸引了戴德生的注意力，關鍵的短語更是

打開了他的心門。東亞各國的年輕世代雖然處境各

異，但亦享有不少共通的思維，請為從事青年事工

的工人們禱告，願聖靈賜下敏銳與智慧，能抓到年

輕人心中的關鍵字，打開福音的對話之路。



號外
張育誠醫師
2023年接任使團國際總主任

饒以德 訪問

2023年 1 1 月 2 7

日，張育誠醫

師從馮浩鎏醫師手中接下使團國

際總主任的棒子。從首任總主任

戴德生算起，他成為使團歷史上

第11位國際總主任。

張醫師曾於台灣嘉義基督教醫院服務，負

責社區健康發展事工，同時參與僑民海歸

事工，向在台灣的泰國和菲律賓移工傳福

音，並協助他們在家鄉建立教會。張醫師

也擔任過工場主任，負責非營利組織、職

場事奉以及營商宣教。後來，張育誠醫師

接任使團國際區域主任，並參與使團總部

的領導決策事務。

在萬國跨文化學院（All	Nations	 Bible	

College）接受裝備期間，張醫師認識到家

庭一起服事、一起為宣教旅途預備的重要

性；也了解到宣教士在工場的適應不良常

常來自夫婦步調的不一致，而宣教士的撤

退往往是由於同工之間的摩擦。他深受提

醒，所以時常注意這些面向，服事中遇到

類似問題時也會多思索，加以調整。

張育誠醫生與妻子謝妙蘭女士經常一同承

擔服事的責任，他們育有兩名子女─快

樂的哥哥妹妹。哥哥妹妹和父母一起經歷

並參與海外事奉，如今他們都已成年，有

自己的職涯與生活。

透過萬族萬民的專訪，我們期待讓讀者們

更多認識這位新任的總主任。

與新任總主任
相見歡

使團全球異象議會主席石基華（Marc Schachtler）為新任總主任夫婦祝福禱告； 

右一為前總主任韓大為（David Ha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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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事奉，豐富主的教會

問： 您在使團服事多年，請用三個詞來形容您所認

識的使團。

答： 這是要回答「理想」的使團呢，還是「現實」

的？（笑）

 我會說是穩定、周全、勇於反思。我所謂的穩

定是，雖然使團會有需要改變的部分，但這個

機構有長期的導向，不會輕易改變服事的基

調。從另一角度而言，我們跟當地夥伴的關係

也是長期而穩定的。至於周全，我指的是使團

對於工人的支持，會儘量顧及各層面，給予全

方位照顧。穩定和周全是我一直以來對於使團

的印象。我一開始其實對勇於反思這個特質沒

那麼多認識，隨著在使團配搭服事日久，我愈

來愈認識到這個團體願意聆聽周遭的聲音，也

願意去聽那些不同、甚至是反面的意見，進而

做出反思與回應。

問： 許多宣教士比較喜歡做第一線的福音工作，而

視管理為「格外的辛勞」。您個人如何看待宣

教團隊當中的領導職分？

答：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談談許多人思想上

的一個誤區。我們常常聽到第一線事奉的見

證，也喜歡聽這類的故事，多少嚮往自己的服

事可以直接做在人的身上；但很多時候我們盼

望做在人的身上，是因為喜歡獲得人的回應。

然而，如果是一個好的僕人，我們不應該由自

己決定喜歡或不喜歡甚麼服事，而是去做主所

喜歡的事情。如果是主要我們擔任領導來成全

祂對眾人的呼召，那就是一件重要且值得去做

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比較常看見擔任領導的負面結果。

例如當了領導，必須堅持一些原則，所以時常

要當「壞人」，跟別人容易產生張力與距離。這

種距離感會讓很多人抗拒當領導。從這個角度

張育誠醫師從馮浩鎏醫師手中接下《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一書，象徵承接使團國際總主任的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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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時候一個團隊裡最小最易被忽略的弟兄

很可能就是領導。不只是領導，很多行政職位

也是這樣，整天面對的是電腦、數字、報表，

少有從人而來的成就感，也不是多數人喜歡做

的事。

 但這些角色都很重要。容我用醫生的角度來舉

個例子，我們可能看到一個人的肢體很健壯，

能做出美妙的動作，這背後其實需要很多不同

系統的配合，像是血液系統、免疫系統、神經

系統。同樣的，在屬靈的戰場上，除了上陣作

戰的，我們也還需要各種角色，像是看管兵器

的、纏裹傷口的。其實行政的職位很重要，但

卻很少人願意做，因為他總是在為別人鋪路、

為他人的成就喝采、講述別人的故事，卻不容

易在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相同的肯定與成就。作

行政的人因此很需要屬靈成熟度，在日復一

日的繁瑣事務中，才不會失去服事的喜樂。因

此，領導者需要謙卑，需要知道主的心意，願

意把個人隱藏，只為成就主的心願。

 另外我覺得當領導有個「特權」。在教會機構

裡的領導，雖然有領導的頭銜，但他仍是神的

僕人，上面有一個更大的老闆，這是和一般公

司行號不同的。由於需要清楚主的帶領，所以

領導者可能比一般同工更迫切尋求。他也會需

要用信心來與主同行，做一些必要的決定；可

是往往他也是最早看見主的帶領，並見證主的

工作得以成全，我覺得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問： 您在台灣土生土長，來自相對單一的華人文化

背景，卻要融入、甚至領導一個西方色彩濃厚

的國際性差會，當中需要面對哪些挑戰？ 

答： 語言是一個明顯的挑戰。不只是我們台灣人，

許多國際同工也並非來自英語系國家，他們碰

到的溝通障礙也跟我們類似。討論問題時，我

們好不容易想好該如何回應，人家卻已經換話

題了。不只是語言溝通的挑戰，有些時候更是

文化差異，例如我們可能習慣想清楚了才發

表，但有些同工是想到什麼就直接開口；有些

文化的思考方式是比較理性、直線思考，但我

們習慣觀察一個人的表情、語氣、姿勢等因

素，再去做整體的回應。

 障礙很多，但真正的挑戰在於：我們是否願意

花額外的力氣來與同工溝通？舉個例子，學習

當地語言，服侍當地人，我可以在其中獲得滿

足跟成就，但我願意花更多心力來跟團隊溝通

嗎？而這些溝通未必對我的「事工」有幫助。

更進一步思考，當進行這些溝通時，我心中是

否能夠有喜樂？所以它有兩個層面，一個是願

不願意，另一個是喜不喜樂。

 我們華人非常看重效率，但看待效率的角度可

以有所不同。我曾聽過同工說他是被呼召來服

事當地人，不是來服事他的同工；同工的問題

就讓他們自己去處理。但如果普世宣教是與普

世教會一起把全備的福音傳到全世界，那麼我

們就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是應該以合一的方

式共同服事；它本身就是一個見證。人們可以

從我們的彼此相愛，看見我們是主的門徒。

「團契」是使團追求的價值，也因著這樣的心

態，當禾場的教會茁壯成熟、我們彼此配搭

時，才能夠真正相互尊重、主裡合一。

問： 東亞包含許多不同國家和族群，宣教處境大相

逕庭，身為總主任，您將如何幫助各個工場的

團隊面對各自的挑戰？

答： 東亞已夠複雜，但還可以更複雜―我們現在

服事的對象也包含東亞的移民。他們跟所處的

移居地文化又有新的融合，不是傳統的特定東

亞文化，還包含了散居之後所衍生的新文化、

二代文化。

 因為複雜程度非常大，所以不可能有一套標準

公式讓大家一體適用。總部的領導一定要分

權、授權讓各個團隊有足夠的靈活度來面對所

處環境。總主任的角色也不是要去解決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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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的挑戰，而是要培養各個團隊有能力、有

敏感度來應對各自的挑戰，因此各團隊的領導

者培育至關重要。

 同時也要促進各團隊之間彼此對話、彼此連

結。各工場雖說處境不同，但其實仍有許多共

通之處。例如剛剛提到的移民群體，因為大家

都是搬來搬去，所以有些遭遇是類似的，但有

些經歷又會有差異。如果各個團隊能夠對話，

就可以分享彼此的經驗、資源，激盪出新的想

法或做法。

 此外，還要幫助各個事工達到真正的本地化。

各個工場的事工不是一直由外地人來負責，需

要儘快讓當地的同工來承接或參與，如此一

來，團隊就更能面對在地的獨特挑戰。

 在 這 個 基 礎 上 ， 所 謂 的 鷹 架 （ 腳 手 架 ） 任

務 也 需 要 再 做 一 些 補 充 。 我 們 過 往 的 概 念

是 讓 本 土 教 會 從 一 開 始 的 依 賴 走 向 獨 立

（independence），然後教會自立之後，宣教團

隊任務完成，颯爽離開。可是在當代全球宣教

（Global Mission）的概念裡，獨立或自立的下一

步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換句話說，

自立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分家獨立，而是為了合

一事奉，同為肢體，構成主的教會的豐富。

 回過頭來，使團也必須成為一個能夠接納各個

文化的差會。當它朝著合一的方向發展時，就

可以慢慢擺脫所謂的西方差會形象。我們的目

標並不是要讓使團變成亞洲的差會，如果說以

西方教會為主導是偏頗的，那麼以亞洲教會為

主導同樣是偏頗的。我們期待不管是東方或西

方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真正的合一，一起敬

拜、一起服事，活出聖經真理。

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言，要領導一個老字號國際機

構並不容易。但我們相信神一直在做新事，也邀請您

一起用禱告來參與使團和張醫師夫婦的新旅程。

以下是他們的代禱事項：「能夠聽見神的聲音，也聽

見人的聲音；有喜樂服事、有勇氣改變、有忠心跟

隨。」

筆者以德與新任總主任和台灣區主任夫婦、台灣區委會部分委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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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窗

感謝合作夥伴恩道電子書、微讀書城電子書的協助，《屬靈的秘

訣》、《第三文化孩子：一份需要關顧的禮物》等使團書籍也陸續

發行簡體版，服務更廣大的華文讀者。

簡體版為兩家電子通路的特別版本，需要透過平台專屬的APP方

能閱讀。雖然跟您過往的紙本閱讀經驗或有不同，但鼓勵您試著

體驗科技帶來的閱讀新感受：

● 一鍵下單，立即享受

● 出門在外，不需再攜帶一本本厚重實體書，您的設備就是

您的書庫

● 自由調整字體大小，閱讀更省

力

歡迎各位親自體驗，並將消息分享給

有需要的朋友！

使團好書也有簡體版囉！

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