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懷前線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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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每一位在前方為主打拚的宣教同工, 都十分期待得到背後支持教會和肢
體的關懷. 我們都期望除了固定的經濟支持, 及恆穩的禱告支持之外, 還能收
到多一點其他的關注. 從心態上來說, 一方面顯出 ”吾道不孤”, 另一方面是向
工人傳出被肯定的信息, 還有一個叫人更心動的, 就是顯得教會能回應天國使
命, 真的投入普世宣教行動中. 呵呵, 需要的市場蠻大的. 
  
記憶第一次在菲國宣教的經驗, 老闆代表差會和教會的雙重身份前來訪望時, 
內心欣悅之情, 從我這個大男人的眼中蹦出淚水來, 太期待, 太感動了. 畢竟菲
國距離老家不算太遠, 前來旅遊的肢體也不算少.  
那在中亞 “傾國傾城” 呢? 便相形見拙了. 一來地理位置較遠, 二來機票較貴, 
但最重要的是教會和肢體對當地的了解度不夠, 還加上宗教的敏感性, 他們壓
根兒絕少想到前往那裡旅遊, 更談不上有什麼行動表示關懷那裡的宣教事工
和宣教士. 有點失望. (但每年都收到聖誕咭, 那是真的) 
另一個還算感動的經歷. 在寶島事奉時, 當時教會差傳部部長趁著出差之便前
來探望我們. 他是 3年來唯一關懷我們探望我們的教會代表. 太謝了. 保持著
這種關係, 結果當恩澤差會成立時, 我邀請了他前來擔任其中一位董事. 20年
了, 他就是現在的董事會主席. 
 
教會真的願意關懷前線工人? 我相信是真的. 不過可能是不懂得怎樣表達才算
合適; 特別要關懷在創啟地區或在深山叢林地區的跨文化工人, 真不容易. 
多年前一位前線老朋友向我吐槽: 他的支持教會體會前線工人在屬靈方面都
是輸出, 幫助建立別人的生命, 反倒缺少別人對他的 “餵養”, 所以決定把後方
教會主日敬拜的聚會內容, 錄製拷貝成為卡式磁帶 (一種年青肢體可能聽過但
沒有見過, 更沒有使用過的古老傳播工具), 把它郵寄送到宣教士手中, 以作關
懷及支援. 你同意這個行徑嗎? 因為是老朋友, 他願意向我表達內心的感受: 從
正面來說, 他真的十分感謝教會對他的真摰關懷, 但從負面角度---太多了. 因
同工是在山區服侍, 那卡帶包裹是無法送抵家門的. 他得要找一天有空檔時間, 
從山區跑到最近的鄉鎮領取, 且要付當地郵局稅款和保管費. 另外更直接的困
難因素, 教會從沒有考慮過前線工人有沒有卡帶播放器? 當地有沒有電力供



應? 電費是否高昂? 或有沒有電池 (或電芯)?  最後他表示, 寧可收到教會寄來
的公仔麵 (方便麵) 更好. (好一個屬肉體的宣教士!) 
 
其實理解事情也不大困難: 
1. 一般教會及肢體對前線工人及他們事奉的環境情況, 沒有深入了解, 對政治 
    和宗教的敏感度缺乏掌握, 也因此忽略了跨文化因素的考量 (例如拿些家鄉 
    豬肉干作為手信禮物送給在穆區事奉的工人, 或在書信中詢問在創啟地區 
    服侍的工人向多少人傳了多少福音, 結了多少果子等…) 
2. 一般教會關懷前方工人, 都是從自己的角度或出發點來考慮: 前來關懷工 
    人, 牧養工人, 支持工人. 這有點一廂情願的感覺, 沒有想到前方工人的角度 
    和出發點, 了解他們的即時需要, 往往出現閉門造車的果效 (我有好幾次聽 
    過前來關懷前方工人的牧者, 他們對宣教工人的勉勵 “堅尼地”, 不接地氣  ) 
3. 大家聽過 “訪宣” 這詞吧. 教會把這個關懷的行徑變為事工, 連同三數位肢體 
    前來表示關懷. 宣教同工有機會跟他們 “掏心掏肺” 的表達, 盡訴心中情, 建 
    立信任嗎?他們的關懷真能搔着癢處嗎? 
4. 最差評但又是最常見到的是所謂 “短宣” 安排. 教會從自身的訓練門徒作出  
    發點, 順道前往工場, 一來探望工人, 二來訓練信徒, 讓後方肢體增廣見聞,  
    了解前方宣教事奉. 這麼一來, 前線同工除了被關懷之外, 還需要承擔 “地 
    陪”, “翻譯”, “導遊”, “用人” 等角色. 若那些被訓練的肢體在沒有跨文化的警 
    覺性下大發熱心, 以自己懂得的方式替天行道, 這更會為前線同工的跨文化 
    事工及建立好的關係帶來災難性後果 
 
對前線宣教工人的關懷, 的確是十分重要. 每一位願意走上這條服侍路上的工
人, 都有個人及家庭不同的需要; 還得加上事奉的環境 (政治環境及宗教環境), 
及開展了的宣教模式等, 更顯得關懷宣教工人, 殊不簡單. 我曾經跟好幾位有
心參與關懷宣教士的肢體交流過, 他們都接受過神學訓練, 心理學訓練, 輔導
學訓練, 唯獨沒有宣教學訓練, 更沒有在宣教工場生活過及服侍過 (極其量是
擁有一些 “短宣”經驗), 他們真的可以在關懷前線工人的事奉上提供實質貢
獻?   
 
每一位前線工人都需要有人關心. 但他們需要的不是門面式或事工式的膚淺
關懷, 而是需要深度和闊度. 我看過一些特別的關懷行動, 你會支持嗎? 
        有專職老師請假半年, 放下教席, 前往協助前線宣教士子女的中文教育 
        有家庭主婦願意放下身段, 成為女傭, 前往協助一對宣教士夫婦的家庭運 
                作, 好讓該宣教士夫婦放心有人照顧孩子, 而他們可到另一地方退修 
                休息喘氣 



        有肢體願意在前線工場, 協助蓋房子, 炒菜, 開車等粗工 
        有專職輔導同工願意花一段時間陪伴前線同工, 不做別的, 只作禱告伴侶,  
                同哭同笑 
        有專職旅行社肢體, 願意協助宣教士合法地運送合適的物資給前線工人 
 
這些例子都很個別性, 不一而足. 期待前線工人能得到天父藉教會的關懷, 深
受安慰 
 
(附: 向你推介這本有關關懷宣教事工的書, “華人宣教關顧路” (龍維耐醫生 
        夫婦聯手主編,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和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聯合出 
        版, 2011年出版). 是一本分別從四方面角度和觀點 (宣教士, 教會, 差會,  
        及工場) 來探討有關關顧的話題. 雖說已出版十多年了, 但內容對我們局 
        內人而言, 仍顯示說到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