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教工場上的節日慶典                                     羅定獎 

 

 

宣教士保羅嘗言: 我們成了一台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林前 4:9). 宣教士如活 

在金魚缸內, 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 (所謂眾人, 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 來自 

不同國家的隊友, 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 什至包括你自己) 且對你評頭論足.  

怎麼樣?  

 
 

宣教工人踏足禾場, 迎來當地跟自己老家不一樣的節日慶典. 第一個感覺應該

是興奮, 新事物嘛, 自然會盡情投入. 可節日過後, 又會作些沉澱反思, 作為基

督大使, 怎樣認識那些慶典? 有些明顯跟敬天祭鬼有關的, 一些可能跟越過道

德底線有關的, 有些跟民族民風迷信活動有關的, 有些白事也可轉為紅事的1 

等. 如何定奪? (執筆之時, 正值華人春節, 其中不少風俗表達在信仰上都具爭議

性. 華人信徒跟外國宣教士可存在不一樣看法). 

 

從文化角度認識這個世界, 似乎找不到那個民族沒有定期慶典或記念活動的. 

生辰賀壽, 秦晉周年, 生育繁衍, 春耕播種, 秋收豐登, 衣錦還鄉, 榮升高遷…有

些覺得是祖先餘蔭, 需要感戴教化, 有些覺得是天理天命, 需要敬且畏, 有些跟

民俗傳說習俗有關, 需要代代相傳. 無論怎麼說, 都可找到個理由大伙兒大食一

頓, 載歌載舞, 高歌引頸, 開心玩樂.    

 

我的第一個宣教工場, 是備受天主教影響的國家: 菲律賓. 當地超過 9成人口說

自己是基督徒 (居然有不知道什麼叫信耶穌, 不知道什麼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每年 9月開始已經聽到聖誕歌曲在商場播放, 你可以想像他們對這個節日的高

度期盼. 每年復活節期間, 也會看到有被稱為 “宗教狂熱者” 願意學效耶穌被釘

十字架, 並且巡遊. 當地其他有關的節日包括記念法蒂瑪節 Lady Fatima, 黑耶穌

節 Black Nazarene, 聖嬰節 Santo Nino等, 都跟宗教信仰有關. 反正這個島國人

民每天都浸淫在節日氣氛中, 活在開心的日子裡.  

  

我們也不需要那麼驚訝, 比菲國人民更多節日的國家不少呢. 例如尼泊爾. 當地

同工表達, 他們一年下來 300多個節日 (官方法定假日超過 50天), 且大都跟印

度教的神祇有關. 大概我們可以想像當地人民花了多少精力在籌備及過節歡樂

中. 不過宣教同工卻擔心宣子宣女的教育學習進度, 及受異邦神佛影響, 那是當

 
1 中國高壽而歿的可稱為”笑喪/喜喪”. 究竟笑喪或喜喪的壽數如何界定, 都有不一樣的流傳. 有就 60為界, 有 

  說 80, 有說 85, 不一而足. 可參 https://baike.baidu.hk/item/喜喪/10219068 , 或    

  http://www.funeralservice.hk/index_topic.php?did=104213&didpath=/103906/104213 , 或  

  https://hauyan.hk/index.php/site/informationDetail/99  

https://baike.baidu.hk/item/喜喪/10219068
http://www.funeralservice.hk/index_topic.php?did=104213&didpath=/103906/104213
https://hauyan.hk/index.php/site/informationDetail/99


地朋友所沒有的. 比尼泊爾更多節日的, 還有印度. 當地民族可以興高采烈地告

訴你, “我們一年 366天都在過節中”. 的確, 泛神信仰的印度教, 卻也衍生小乘, 

大乘, 藏傳佛教/密宗, 日本神道教等…影響頗深. 在亞洲以佛教信眾為主的國家

服侍主的宣教工人, 同樣會碰到很多需要思考一下的問題. 例如: 有僧人一大清

早到你家化緣時, 你會供奉嗎? 參與印度朋友婚禮時會否同意在額頭上點個朱

砂紅痣? 

 

在穆民為主的國家服侍的工人也要面對當地重要的節日, 包括一年一度的齋月

及古爾邦節. 對我們而言, 那是一場屬靈爭戰. 當地穆友願意洗滌心靈, 打開心

扉, 尋求 “真主” 之際, 也是聖靈在人心工作之時, 更是宣教工人被受屬靈攻擊

之日. 焉能不儆醒禱告? 

 

南美巴西一年一度的嘉年華, 估計為你留下的印象, 不單是狂熱的森巴舞, 而是

穿著裸露的森巴女郎. 昔日在中亞洲服侍時的工場主任 P先生, 在巴西開會時

碰巧目睹了 ”盛大” 場面, 回來繪聲繪影的跟我們分享他的尷尬. 

 

西方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 他們的節日當然也含有不少信仰原素, 毋用多說. 除

此之外, 也有一些節日含混當地非宗教性的獨特文化原素. 在西班牙服侍的宣

教士, 當準備參與一年一度的蕃茄節之餘, 也會安心參與當地的奔牛節? (兩者

都富爭議性). 在德國服侍的工人, 會出席慕尼黑的啤酒節, 向天父請個假, 或跟

天父來一次豪飲嗎? (啤酒是酒嗎? 工人可以喝酒嗎? 當地民眾喝啤酒跟我們喝

王老吉有分別嗎?) 在蘇格蘭的同工應否陪同當地朋友參與記念先祖古維京人的

聖火節 Up Helly-An? 

 

我們華人宣教士可先從文化角度回應一下: 當我們歡度中秋把玩燈籠時, 可會

參與印度的排燈節? 當我們在重陽日記念先祖時, 可否接納墨西哥弟兄參與他

們的亡靈節或美國的萬聖節? 其他具爭議性的節日, 如廣西狗肉節, 台灣同志

遊行…我在網上找到一些全球節日清單, 以搏你一笑.2 (不過我認為這是包羅, 

但還未萬有). 跟著, 再從信仰角度回應以上的問題. 看看你是否會得到不一樣

的回應. 

 

宣教學大師 Paul Hiebert 從文化角度指出不同宣教士採取的方式3. 因每個傳統

節日形式或儀節, 包含了故事, 民俗, 藝術, 園遊, 市集, 演說, 歌曲, 舞蹈, 飲

宴, 衣飾, 化妝, 祭祀, 朝聖, 教化, 宗教等元素, 宣教士面對節日時有不同取

捨. 有些採取抗拒不接納當地的節日文化, 取而代之是把自己老家的東西搬來, 

教導當地信聚接納. 這樣下來, 耶穌的信仰永遠屬於舶來貨, 更什的是當地信徒

 
2 https://travel.sina.com.cn/festival/ 或 http://www.gdyzs.com/html/2009212110803.html  
3 Paul G.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Insight for Missionaries, Baker Book House, 1985, p.183-192 

https://travel.sina.com.cn/festival/
http://www.gdyzs.com/html/2009212110803.html


會把基督教信仰和當地信仰揉合而產生 ”怪異信仰”. 另一些宣教士為了認同當

地民眾而採取全盤接收的觀點. 他們當然要面對人性的弱點同時, 也要面對當

地文化跟真理的抵觸. 每當傳講真神信仰時會墮入 “豬八戒照鏡---兩邊不是人” 

的困境. 最後還有一些宣教士樂意跟當地領袖一同研究節日文化背後傳出的信

息, 以聖經真理調和, 演繹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信仰文化表達. 宣教士不單要

持定對節日的原則, 還需要教導當地初信者如何面對他們原有的節日背後的內

容和意義. 要達到這一地步, 著實不易, 也需要很長的時日.  

 

第一世紀當福音傳開, 從猶太人背景進入廣大的希羅世界時, 自然產生了節日

碰撞的問題. 有天使崇拜的爭論 (西 2:18 來 1-2), 有偶像崇拜的 (徒 15:29, 

17:16), 有神靈崇拜的 (林前 10:20). 那如何面對? 如何整合? 可有原則?  

   

舊約聖經記錄了先知以利亞在面對 450個巴力先知的敬拜假神時的幽默回應 

(王上 18:25-29). 第一世紀的大公會議, 以書信方式傳達簡單的提示: 禁戒祭偶

像的物和血… (徒 15:29). 使徒保羅除了一方面表達自己對 ”節日” 沒有那麼執

著, 可看這日比那日強的同時, 也可看日日都一樣 (羅 14:5) 之外, 又提醒我們

面對不同節日時的原則: 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不願意與鬼相交 (林前 10:14, 20)  

畢竟我們今天不單是過節這麼簡單, 而是 ”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 管轄這幽暗

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的惡魔爭戰” (弗 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