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教士述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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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差遣教會向差會提出: 可否延長前線同工回鄉的述職期. 當然他們提出, 

自有見地. 

 

先交待一下基本觀念和發展 

1.  200多年來, 眾多宣教士被天父引導, 被教會接納, 把他們及他們的孩子差派  

 到世界不同角落, 傳遞 ”神愛人神救人” 的信息 

2.  昔日工人離鄉背井的情況, 跟今天相比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昔日交通工具沒   

 有今天的方便和發達. 宣教士經歷千山萬水, 遠赴重洋, 單坐一程越洋渡輪, 

 需時 3個月或半年. “述職” 這回事便是一回 “牽一髮而動全身” 的大事,  

 不可能隨便 “想當然” 

3.  所以當你了解到或聽到第一代宣教士, 都抱著 “有去沒回” 的心態來服侍,  

 他們忠心, 他們委身, 一生一世的服侍…怎不動容 

4.  時代巨輪不停輥動, 也驅動了宣教模式的轉變. 隨著差會和教會的成熟, 也 

 考慮到大環境, 前線事工, 後方教會等因素, 工人的任期也從一生一世改變 

 為 5年一任, 或 4年一任. 這麼說來, 工人在前方任滿一期後, 才安排一次回 

 來述職; 而一次述職可能長達一年 

5.  隨著時代發展, 包括交通工具的日行千里, 不少差會都慢慢接納 (是被環境 

 影響? 或是被人為影響?) 宣教士服侍周期, 從 4/5年一任縮短為 3年或 2年 

 一任 (更有人提出可否 1年一任? 那是被短宣的觀念影響了嗎? 或是即溶 

 咖啡和方便面的影響?)  

6. 工人任期長短之爭 (不是爭喇, 是不同看法喇!) 也帶來一些有關述職期的思 

 考 

  6.1 述職期多長? 2個月? 3個月? 半年? 一年? 

  6.2 是述職? 是匯報? 是籌募下一期經費支持? 是有機會吐槽, 給老板打大報 

      告小報告?  

  6.3 回來休息? 算是工作嗎? 這麼好的一份 “絕世筍工”? 那乾脆改名換姓,  

      不再稱為述職, 命名為 ”本土工作安排” (home assignment) 好了 

 



無論局內或圈外諸君, 可有興趣了解工人在述職期間, 需要/可以做什麼?   

1. 跟派遣及支持教會匯報前線的事工發展, 天父在彼方的恩典, 生命被建立 

   的見證 

2. 在匯報的同時, 也為下一任期的經濟需要籌募. 更有進者, 可以同時協助教   

   會, 以第一身見證人的優勢, 推動普宣, 招募更多後進 

3. 休息 (前設是: 工人在前方拼命為主工作, 沒有好好休息), 身體和心靈都有 

   機會重整 

4. 跟家人見面, 相處, 倍伴 

5. 進修加油 (經歷了前方的服侍, 知道需要什麼裝備, 或是個人工作一段時日,  

   只有付出, 現回來補充 “燃料”), 無論是修讀一些短期課程, 看一些工場上沒 

   有機會看的書本或資料, 都可以來個 “重新得力”  

7.  前方工作了一段時日, 也需要來個回顧, 沉澱及反省, 等待天父顯示下一里 

   路的方向 

8.  對在醫療健康衛生條件較差的地方服侍的宣教同工而言, 述職期內其中一項 

 任務, 就是作身體檢查 

9.  需要處理的文件, 證件, 整理, 申請, 補辦, 安排… 

10. 以我個人經驗: 述職期間, 那張咀都沒有停擺過, 要嗎不停說話, 分享信息 

  見證, 要嗎不停的吃, 接受肢體的款待 

 

剛才我套用了那句十分老套的話: 時代巨輪不停輥動, 卻也十分現實. 在目前全

球通訊網絡發展速度得驚人的環境下, 宣教士述職要處理的多項, 都不必等待

回來述職時才出現, 例如跟教會和差會匯報, 隨時進行; 進修裝備, 隨時進行; 

安靜等候, 隨時進行…那述職珍貴之處, 就是跟肢體 (舊雨新知) 關係的建立 

 

不過述職來得這麼輕鬆嗎? 說實話, yes and no. 想想單身宣教士回來, 跟一對宣

教士夫婦回來, 跟拖男帶女的整個家庭回來, 情況非常不一, 天壤之別.  

40年前踏足宣教, 給予我有關述職的親身體會. 老單 3年期間回家述職, 十分

輕鬆愜意, 到處走動分享, 也十分興奮, 新鮮嘛! 婚後, 在沒有女兒之前, 也算

是兩個老單, 只是跟父母家人見面, 跟教會肢體見面, 都以雙份計算就行. 不過

有了女兒之後, 要思考的問題和範圍就完全不同了. 述職時間和內容分配, 也得

考慮小不點的實際需要. 內心暗地裡表示, 還是留在工場的好! 

 

宣教士述職期間需要作的安排, 具體面對的問題, 可不足外人道.  

1. 先是個 ”二度文化衝擊” 問題. 回到老家, 似熟不熟. 行車道是左是右? 家鄉 

   話出現的新詞彙, 聽的似懂非懂. 昔日媽煮的最好味道的菜已轉化為回憶.  

   弟兄姐妹的熱烈歡迎變得有點公式化. 氣候冷暖, 穿著風格和品味, 物價對 



   比…在在需要重新適應 (且一段時間後又要打回原狀). 畢竟你覺得家鄉已改   

   變了的同時, 他們也覺得你已變了  

2. 居住及生活問題, 基本上是生存本能問題---死不了的, 但卻也涉及關係問題. 

   老單同工回來, 跟爸媽一起, 頂自然的事. 夫妻檔回來, 住在男家女家? 住 

   多久才合適? 若孫兒孫女都出現, 那雙方父母是否會爭寵? 宣二代大都變為  

   “香蕉” 了 (皮黃心白), 上一代表達愛心的言語和手法, 很多時叫宣二代感 

   到困惑, 什至驚怕. 終於混熟了, 馬上又來一次離別淚. 有差會願意安排宣 

   教士一家住在旅館, 或在某肢體空出來的房子, 給同工有 “賓至如歸” 的感 

   覺, 可宣教士把房子物品弄壞了, 水也沒有關好就走了…都有聽聞 

3. 安排聚會作匯報, 對使命同工而言, 確是正中下懷的機會. 我們巴不得所有 

   神的教會都受感積極參與普宣行徑. 我們也樂於分享前線所見所聞, 讓肢體 

   了解天父在不同領域上如果叫人得生命. 但是在實際操作上, 卻出現些微 

   困難. 假如宣教同工是由一間教會差派的話, 那就簡單得多了. 若是由數個 

   教會聯合差派和支持的呢? 需要動動腦筋了. 昔日我們夫婦倆的情況有點極 

   端: 想想, 我是由一個 16間教會聯合的組織差派, 而妻子是由一個 30間教 

   會聯合的組織差派. 回來述職, 若是聯合聚會, 那就乾脆安排, 若要分散, 卻 

   要向 40多間教會匯報, 出現 “順得哥情失嫂意” 的情況. 如此這般, 述職是 

   休息? 嘿嘿嘿 

4. 還有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單身宣教士可以幸免), 就是孩子的適應與安排.  

   宣教士本有神的感召, 明白走上這條事奉的不歸路, 任何問題都可以迎難而 

   上. 但孩子卻要為宣教士父母的事奉付出代價. 回家述職? 何處是吾家? 短 

   期還可以, 嚐鮮嘛, 但回來之後, 跟著父母到不同教會分享相同的報告; 那 

   些不認識的叔叔阿姨們好像十分了解我, 且有時更會用過於熱情的方式表 

   達, 夠受的. 教會或宣爸宣媽可會為宣子宣女安排一些適合孩子的活動? 

 

吐了這麼多苦水, 來一個正面的結束. 回家述職最令我感到窩心的, 就是有不認

識的肢體跑來跟你說: “過去的日子, 經常為你禱告”  

Mine mine mine, 說不出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