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貧民窟中服侍的聯想                                                                                       羅老師 
 
每次出差, 我都習慣性帶上一本可供沿途閱讀的書.  
在最近一次出差行程中, 挑選了一本有關服侍貧民的書. 
 
先談一些觀察: 全球出差公幹旅遊的人士, 駱驛不絕; 各地機場均有出售書籍雜誌
的店舖, 可購買的人不多. 當然, 各航空公司都用盡全力搶客, 改良乘機旅客的習
慣, 提供極具吸引力的視聽資訊, 讓乘客在冗長的航行中, 安坐椅上好好享受. 看
一下周邊乘客, 要嗎觀看航班螢幕娛樂資訊, 要嗎觀看自帶的電子工具, 要嗎休息
打瞌睡…看書的人, 幾乎沒有. 我是老餅, 對先進的影視資訊興趣不大, 那看書閱讀
唄, 是我的選項---稀有動物的行徑. 
 
這次帶上閱讀的書, 書名是 Costly Mission --- Following Christ into the slums1. 作者 
Michael Duncan, 新西蘭宣教士, 早年跟妻子加入差會 Servants to Asia’s Poor,2 前
往菲律賓其中一個貧民區服侍, 工作多年後, 離開差會, 舉家遷往澳大利亞, 在一
所社區教會中任教牧職事, 繼續服侍.  
 
作者 Duncan 老兄在菲律賓服侍, 描述當地情況, 馬上鉤起我很多回憶. 我留在菲
國前後共 8年 (分兩段時間, 5年 + 3年的服侍---跟作者相似, 他也是前後 2段時
間合共 9年在菲國服侍); 加上 ”賓地” 是我宣教人生的首站 (跟作者一樣), 經歷的
每一件事, 認識的每一個人, 都留下深刻記憶, 歷歷在目. 所以無論談及個人感受, 
對環境事物分析, 對貧民事工的事奉理論/理念等,  心態上已經毫無困難地進入作
者的經歷中.  
 
菲律賓是貧乏國家嗎? Yes and No.  
記錄所及, 早在上世紀 60年代, 菲國是亞洲其中一個 “糧倉”, 生產的稻米作物, 無
論質與量都領先整個亞洲. 但時至今日, 按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IMD) 發佈的
《2023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3, 在全球 64個經濟體中, 菲律賓排名 52位, 經
濟表現第 40位, 商業效率第 40位, 基礎設施第 58位, 政府效率第 52位. 國內貧
富差距極為懸殊.  

 
1 Michael Duncan, Costly Missions---Following Christ into the Slums, MARC, 1996 
2 這差會主要在亞洲幾個在經濟發展上較為落後國家的貧窮戶中服侍. 沒有中譯名稱. 諸君可直接前往該機構網址  
   了解.   https://servantsasia.org 
3 有興趣者可參閱 IMD發佈的報告 https://www.imd.org/reports/annual-report/2023/world-competitiveness- 
    center/#:~:text=In%202023%2C%20our%20flagship%20World,among%20the%2064%20we%20measured.  

https://www.imd.org/reports/annual-report/2023/world-competitiveness-


從富國到窮國, 一落千丈; 主要原因是: 貪污. 國家的整體利益大都落入政治家族
手中. 幂律定律 (Power Law) 的二八理論完全適用於菲國 (20%人掌握 80%全國資
源).  
分享馬尼拉市 2個有名的景點. 其一是垃圾山 (Smokey Mountain). 說白了, 那是該
市的一個垃圾堆填區及焚化區, 終年焚燒冒煙. 不少貧民卻也就前往該區撿拾還
未被燒毀的可用物品, 什至有人在那裡建搭簡陋居所, 方便撿破爛. 為求生存, 他
們只能接受因終年焚燒垃圾而產生出來的有毒物質和酸臭味. (人呀, 人!) 另一打
卡點是 “華僑義莊”. 說白了, 那是華人墳場. 有錢的華人把先人安莽於此, 但把墓
地修建得美輪美奐, 遠看是一棟一棟的小型別墅, 跟耶穌形容當日法利賽人的行
徑如出一轍. 4 在“華僑義莊”旁邊卻是菲國當地人的墓園, 富有的菲國先人墓地佔
地不少, 貧窮的菲國先人卻被安放在有如集裝箱碼頭的層層疊墳 “牆” 上. 相對之
下, 你馬上可以感受到菲國的貧富懸殊是何等巨大. 
 
回到閱讀 Duncan老兄的書. 共 12章, 135頁. 他從自己如何領受 ”異象/使命” 作
起點, 以個人 (包括他妻子孩子) 前往菲國貧民區服侍的經歷, 內心爭扎, 面對眼前
的景象, 剖析自己差會對貧民提供的援助方案計劃; 之後前往英國 Oxford Center 
for Mission Studies作喘息和深造, 後重返菲國貧民中服侍. 總結出一些有關貧窮
的理念, 貧民窟的出現, 協助貧民事工的可行性方案, 同時把整全福音傳遞出去.  
 
不少社會學家對貧窮及解決貧窮, 提出叫人眼花瞭亂的方案. 而聯合國訂定每年
10月 17日為消除貧窮國際日, 希望喚起世人對貧民的關注; 也期待來到 2030年, 
可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現的貧困 (包括消除極端貧困), 將生活在貧困中的所有年齡
層的男子, 婦女和兒童的比例至少減半. 
 
我個人相信貧窮是不可能消滅的. 從簡單邏輯角度, 看一下人口的經濟結構圖, 就
肯定永遠有一些 “墊底” 的人, 他們就是貧困的人 (無論你理解為相對貧窮或絕對
貧窮).  
一如主耶穌所直言: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 只是
你們不常有我.” 5  從普世宣教角度, 我們在傳遞福音的同時, 不可能避開面對貧困
大眾的需要問題; 分別在於把扶貧看為 “項目” 經營, 或是宣教士以 ”道成肉身” 的
方式住在貧民中間, 為他們帶來祝福與盼望! 
 

 
4 參聖經 太 23:27 
5 參聖經 可 14:7; 太 26:11; 約 12:8 



作者身處其境, 也誠實地表達參與貧窮事工的一線宣教士所面臨的實際挑戰, 包
括: 
1. 身體健康面對長期及短期的影響 
2. 沒有私穩權, 失去安全感 
3. 被盜竊的經驗及懼怕被盜竊的心理 
4. 面對性騷擾 (特別單身女宣教士), 及留下不易磨滅的記憶 
5. 失去 ”家” 的舒適感 
6. 艱辛的生活 
 
閱讀了 Duncan老兄的書, 我特別記下一些令我什有感通的表達, 輯錄如下: 
1. 天父醫治我們, 好讓我們能服侍祂, 及祝福別人 (3頁) 
2. 不是為貧民作些什麼, 而是跟貧民一起作些什麼 (50頁) 
3. 我不能在他們心中取代天父的地位 (51頁) 
4. 若基督為主也願意為我犧牲, 那今天我為他犧牲擺上都算不得什麼了…是時候 
     停止在我們的教會中玩安全的宗教遊戲了, 是時候停止使用屬靈客套話並面對   
     現實世界了, 是時候成為一個有宣教意識的教會而不僅僅是滿足於成為一個開 
     心樂園的教會了, 是時候成為一個受十字架影響的教會而不僅僅是受我們文化     
     影響的教會了, 是時候讓我們所有人繼往開來參與實際行動了. 為了基督的十 
     字架, 我們應該因此而做 (81頁) 
5. 從來項目也好, 方法也好, 都不會產生福音果效, …唯有好的工人才會 (113頁) 
6. 他不願意花時間跟人在一起, 那福音工作便拉倒吧 (113頁) 
7. 不要把搶救靈魂的屬靈事工看為人間業績…我們不要以為可憑技巧就能把它 
    掌控 (118頁) 
 
多謝天父對 Duncan老兄一家的感動和引導, 成為宣教路上雲彩般的見證人. 也祝
福所有在貧民中服侍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