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得工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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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上兩篇談宣教工人的工價話題; 分別從差會, 工人及教會的角度看工價的

安排. 事實上, 今天的世代千變萬化, 在支持宣教工人生活費 (或養活工人) 的

話題上還出現不少其他的模式.  

 

其中一種: 差會直接以聘用方式接納宣教工人為機構員工. 那表示差會是 “老

闆”, 宣教工人的工價, 便得要按 “市場” 定位, 也看差會內部的員工支薪機制進

行. 這麼一來, 宣教工人不用為籌募經費而煩惱, 且在工價上得到一定的 “保

障”. 差會經費基本上也是從教會及個別信徒的奉獻而來. 這種方式的好處是無

論教會或個別肢體, 以支持差會整體性事工及宣教工人生活費用為奉獻目標

而不是單狹窄地支持某一位自己的宣教士; 而差會在資源運作上也會按差會

的營運需要, 靈活使用. 不過相對而言, 這個方式衍生的困難也不少. 最重要的

是聖經觀念需要澄清. 過去我們一直強調教會是整個普宣使命的中心; 而差會

作為一個使命架構1, 主要是協助教會完成使命. 採用這個方式是突顯差會功能

而失去教會的主導 (我聽過有教會牧者批評: 差會從教會中搶走人才錢財); 更

何況這個方式似乎失去了教會 “差派” 的屬靈地位和權柄. 

 

另有一種情況出現, 就是宣教士既不加入差會, 也沒有教會差派及支持, 自行

出發, “工價” 來源方面只仰望天父的供應 (什至有人套用保羅的名言作支持: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 或飢餓, 或有餘, 或缺乏, 隨事

隨在, 我都得了秘訣”2). 這種方式涉及幾個問題. 其一是教會的差派問題 (己返

回天父懷中的前輩周聯華牧師曾表示作為宣教士不必由教會差派, 耶穌早已

差派他去傳福音了3). 另一個更實在的問題是: 工價自定. 若這類工人屬提早退

 
1 有關差會作為使命架構, 是相對教會作為會眾架構而言. 有關這兩種架構的觀念, 是宣教前輩溫德 Ralph  

   Winter 在 1974年首次提出. 更多資料可參考溫德 的文章, 神的兩種救贖架構, 展望心視野, 温德, 贺斯德編 

   著, 橄欖出版, 2017; 或溫德, 神救贖計劃中的兩種組織, 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 陳惠文主編, 大使命中心出版,   

   2006 

2 腓 4:12 

3 周聯華, 宣教人生---我活著是為宣教, 序言, 夏忠堅著, 道聲出版社, 2008年 8月 



休, 手中有一定的積蓄, 無需為 ”五斗米” 而分心; 但假如他手上沒有積蓄, 那還

得花不少時間向各方籌募了 (我認識一對宣教士夫婦帶著一位小朋友出發到

工場, 每一次發通訊時都提到他們生活多缺乏, 孩子活得多悲慘…唉!). 這麼一

來, 工人在工場可能餓死或飽死 (就看他的籌募能力了), 無人知曉, 也無從關

懷, 更無法監護/ 監管. 他會經歷很多天父供應的奇特體驗, 但就是缺少了透明

度, 且引申忠誠度的問題.  

 

再有一個情況是宣教士來到前方工場, 以帶職宣教身份事奉, 無論營商投資或

職場打工等, 以賺到的利潤或收到的工資作為 “工價”, 豈不兩全其美, 可以減輕

或避免背後教會的經濟壓力? 但同樣問題出現: 誰為宣教士在帶職過程中協助

把關, 而避免宣教士落入金錢陷阱當中? 有關營商宣教的問題你一定不會陌

生. 畢竟真正深入討論這種帶職宣教模式只有 30多年日子, 連什麼是營商宣

教便言人人殊了. 作為營商的老闆, 他的工價是否為一般老闆級的水平才算合

理? 由誰來拍板? 他的營商賺錢手法可有問題? 賺到的利潤如何處置? 虧本時

怎辦? 還能活下去嗎? (我認識一位開房地產中介公司的牧師, 他向我表示, 賺

到錢糊口時便做牧師, 沒有錢的時候做中介. 看官諸君, 同意嗎?) 有關打工收

取工資方面, 老闆開的工資時否有剋扣的情況? 且一天工作下來 (特別以體力

勞動為什者), 還有多少精神體力投入宣教事奉? 對, 工價問題解決了, 但引申

不少其他問題來.   

 

還有一個 “有名無實” 的支持模式 (用這個詞總有些負面味道, 雖然基本上沒

有. 試試看可改為 ”借殼”). 我認識一位有宣教心志的名醫, 他被某國政府高薪

聘請前往那國協助發展他們的醫科專業. 這國家在宗教上是禁閉, 一般宣教士

不容易前往事奉. 難得呀! 這位滿有心志的醫生竟同時願意申請加入某宣教機

構, 且被教會和差會接納. 基於事奉工場的敏感性, 一切以低調方式進行. 教會

出面差派, 承認他的心志; 差會接納他成為友誼會員 associate member, 協助他

在彼邦作生命見證時的策略和物資需要, 也盡可能關顧他在屬靈生命上的需

要. 至於 ”工人的工價”, 由於他是頂尖名醫, 教會那有可能以經濟支持他? 所以

象徵性的支持他每月 1元, 但答應在禱告上無限量支援, 願意跟差會合作支持

差會各方面行政的決議. 對, 這是一個十分美好的支持工人工價的圖畫, 但只

能算是例外中的例外, 機乎沒有可以複製.  

 

我前後用了三篇文章, 嘗試觸碰有關工人工價問題. 當然, 全球宣教工人有 43

萬多, 各自有接受工價的方式和渠道. 天父供養工人, 可見一斑. 那些仍在 

underpaid 環境中服事的工人, 天父跟你一同流淚呢! 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