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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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準備跟兩位學員老師談 ”危機處理” 這課題的材料; 除了尋找合適可參

考的資料外, 其他宣教工人的經歷也非常寶貴. 有宣教工人因飛機意外而直飛

天家; 有工人因交通意外而離世; 有女性工人在工場被強暴; 有工人一家幾口

被殺 (想想義和團事件); 有工人被人下毒; 有工人躺在地上看見子彈在他面前

飛過; 有工人初抵工場, 第二天便被洗劫一空; 有工人在光天化日下被搶手機 

(照相機); 有工人的錢包被偷, 但卻把錢包偷回來; 有工人被勒索金錢, 而勒索

他的竟是當地公安…出現在他們身上的經歷, 便是最好的教材了. 

 

那我也來一個贈興, 談一下過去的親身經歷與體會.  

初出茅廬, 踏足第一個宣教工場---菲律賓. 這個國家之前受西班牙人統治了

400年, 留下十分濃厚的拉丁風情和不拘小節的作風. 跟著二次世界大戰前後, 

分別受到外來日本人及美軍的統治, 令這個島國文化和混雜文化更為特出和

明顯. 60年代菲國是一個豐裕的國家. 種植的大米在亞洲是上乘的. 可那種樂

天風情, 較適合生活卻不利於發展. 獨裁的老馬可斯管治 20年, 國家有如江河

日下; 從富裕國變為貧窮國.  

我在 1983年進入這個國家. 不久, 老馬的政敵阿基諾回國時在機場被暗殺一

事, 掀起全國性的反馬示威浪潮.  

當時我跟師母約定 1986年 3月成親. 但在 2月卻爆發一連串反政府暴動, 且越

演越烈. 記得那天清晨, 一隊手持M16步槍的大兵進駐電台, 說是前來保護我

們及所有廣播電台設施. 內心的恐懼, 由身體不自主的戰抖表現出來. 因我住

的房子是靠近大門的第一間, 那些阿兵哥們就駐紮在我家及家門 (那是最安全

同是最危險之地). 要逃? 往那裡躲? 差會負責人來電提議我離開飛往新加坡

去…嘿嘿嘿…電台位於市北, 機場在市南, 中間地區正是爭鬥得如火如荼的地

區! 要往西的馬尼拉灣逃, 游泳到新加坡去嗎? 

天父特別憐憫這片土地, 結果情勢急轉直下, 老馬願意退讓, 流亡夏威夷, 一場

全國沒有流血的政變以和平手法告終. 而我也順利回來跟師母結婚, 抱得美人

歸, 一直抱了 36年. 

 

從處理危機這角度回想當日的經歷 



1. 當日被差遣出發前, 基本上是沒有談及 “危機處理” 或有關題目. 想想 40年 

    前的宣教發展, 有人願意起來被差遣, 已是光榮到了不得的事, 還要談什麼  

    “危機處理” ? 把工人藉禱告以信心交托給主就是了 

2. 就個人而言, 可能聽了其他資深前輩提議, 一早已準備好 “逃難包”, 內含護 

    照, 美元和機票. 可這些東西在突發事件出現時顯得毫無作用 

3. 差會領導人的確關懷前線工人, 在困難時刻來電鼓勵, 並作出具體建議. 可 

    他們對實際情況沒有了解, 不明就裡, 所提供的意見跟實際可行操作性相 

    距什遠 

 

看一下以人道援助事工聞名, 且有基督教背景的國際機構 ”世界宣明會”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早在 1999 由他們的危機小組專家 Charles Rogers 領導撰寫

一份向其機構內的工作人員提供安全手冊指引.1 這本長 148頁的小書共分 9

章, 除了表明機構自身對前線工人安危的基本立場外, 還向工作人員提供一些

對預防及應對不同危機出現時的指引, 還提及跟大眾媒體消息發布指引, 及工

人經歷危機後的心理支援.2 真算是夠全面了.  

其中提及工人到達前線事奉地點時, 應對當地的各種文化表達有所掌握, 如: 

了解當地尊重他人時的表達方式, 什麼時候及如何需要跟人打招呼,  當地 ”給

面子” 的基礎, 眼睛及手勢等身體語言表達, 跟當地人身體接觸的方式, 公開場

合及私下的彼此空間距離, 何謂合適的衣飾, 兩性關係需要留意之處, 對長輩

的合宜表達, 對時間運用的準則, 對政府官員什至皇室成員的關係表達, 社交

守則, 工作態度…這豈不是我們在訓練宣教工人有關文化表達時的必修科! 

(進一步推論, 原來不少工人勇赴前方為主工作前, 連這些 ABC基礎功都沒有

學過, 現在只能進行 ”補票” 而已)   

 

回望當日我經歷過政變一事 (其實我在菲國前後事奉了 8年, 也經歷過其他危

機, 如火山爆發, 地震, 經濟下滑, 對華人不友善等), 當地差會也急起直追進

行 ”補票”, 制定各種危機出現時的指引, 同時要求所有外來的宣教同工撰寫遺

囑. 也需要填寫清楚一旦需要緊急撤退時, 留下的家當如何處理等. 這些行動

顯示經一事長一智的過程. 

 

時移世易, 目前的前線工人在出發前, 一般差會會要求為他們購買意外保險. 

這麼一來, 要作出危機處理安排, 特別是否需要撤離時, 就不能自家決定, 需要

 
1 Charles Rogers and Brian Sytsma, World Vision Security Manuel---Safety Awareness for Aid Workers, World Vision,   

   1999 

2 World Vision 也由另一心理治療專家 John Fawcett執筆, 出版另一本書 Stress and Trauma Handbook, World  

   Vision, 2003, 專門協助因事奉環境而出現壓力和創傷的前線工人 



把保險條款拿來一併考慮了. 

 

宣教事奉, 在今天末後的世代, 已經把面對危機及處理危機算在事工當中. “選

中這條不自由的道路, 並非出於無奈, 相反地, 卻正是大膽地使用了自己底自

由”.3  不過, 站在差會行政及差派教會的屬靈權柄和關顧下, 我們不得不作一

些基本考量, 為我們那些在第一線的工人及其家人著想.  

 

前線工人們, 我們為你喝采. 加油! 

 
3 邊雲波, 獻給無名的傳道者, 種籽出版社, 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