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走上宣教路                                         羅定獎 
 
70…古云 “人生七十古來稀” 出自杜甫的名句. 
70…聖經亦云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出自摩西的手筆. 
不過相對永恆, 70算得什麼? 
相對看 “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的主而言, 又算得什麼? 
70於我而言, 只顯示出 70年來的恩典和憐憫, 也顯示了 70年來的虧欠, 不
足夠, 閃失, 不配… 
 
我出生在大家庭, 是 12兄弟姐妹中的老么. 老爸是清朝儒生, 做生意沒多成
就, 後改行行醫. 母親是典型村婦, 目不識丁. 
8/9歲開始有機會聽到聖經故事, 後跟著鄰居前往教會, 參加主日學, 少年團
契, 詩歌班…到 20歲中學畢業時才真正經歷天父, 決定一生跟隨.  
因在教會混了多年, 除看到不少正面的生命例子, 叫人羨慕外; 但也看到一些
窩裡鬥的, 言行不一致的案例, 叫人納悶和不服. 我決心不要做個隨隨便便掛
名的基督徒, 卻立志要做個頂天立地真心實意跟隨神的信徒.  
還記得少年團契其中一幕...某年夏令營, 我們 10多位一起成長的團友在最後
一天獻心會上均表示願意一生行主的路, 一生奉獻為主而活, 一生事奉他…可
惜時至今天, 有些離開了信仰, 有些只作 “循規蹈矩” 的信徒, 只有一位成為
牧師, 一位成為宣教士---那是我.  
憑什麼能走上這條宣教事奉的路?  
起點可追溯有機參與福音廣播的 old old days.  
當年在美國銀行統計研究部任職 ”跑腳” ; 在不大如意的工作環境下, 問一下
教會傳道人可有轉工的機會? 剛巧福音廣播電台需要一名”跑腳”, 一拍即合; 
工資少了 1/4也在所不惜.  
先後兩年任職事工推廣部, 兼任工程部, 節目制作部, 聽眾栽培部; 跟著前輩
學推廣, 宣傳, 印刷, 錄音播音, 機件控制, 撰寫福音節目稿件, 什至節目制
作等. 廣播電台對我影響很大且深遠. 在那裡我認識了我是中國人, 認識了什
麼是事奉主, 認識了電台廣播可以作為傳福音的工具. 兩年下來, 經歷了 “什
麼都學, 什麼都幹” 的日子, 卻感到自己不才, 在傳福音的事奉上沒多大進
步, 無法繼續勝任. 正打算辭職離開之際, 剛遇到前來作義工的神學院老師, 
簡單對話後她提議我進神學院學習, 看是否可以幫助我在電台工作云. 如是
者進入人生另一階段.  
在神學院 4年學習, 除了豐富了聖經知識之外, 影響我最深遠的卻是學習到
能忠誠地認識自己, 接納自己. 一生受用. 
全時間神學院生活與學習, 兼部份時間繼續在電台工作; 一幌 4年瞬間過去, 



要畢業了, 前路如何? 我知道自己不是作教會牧養信徒的料子, 那也不是我
的性格, 簡單一黠回廣播電台服事就可以了吧! 問題出現了: 6年前我在推廣
部工作時, 親手張貼的電台招聘前往菲國作宣教士的廣告仍在. 怎攪的? 那
些年, 中國開放了. 那些曾說愛主愛國愛同胞的信徒往那裡去? 那些曾高唱
要委身拯救 8億靈魂的人在那? 那些比我有能力的工人在那? 既然沒有人願
意, 那我來吧. 內心沒有爭扎, 只有點不服氣. 反正我還沒有成家, 機動性強, 
且還有兄姐們照顧家中老人. 得到教會牧者的信任, 正式差派打發. 如是者, 
教會的第一個宣教士產生了. 那是 1983年. 出發前還撰寫了一份文章, 題目
是: 蜀中無大將, 廖化作先鋒 (好一個廖化). 
經歷了作為單身宣教士 3年的生活, 感到天父帶領, 回港跟師母結婚. (她是昔
日廣播電台的舊同工, 也蒙天父引導願意一生走上宣教路). 如是者我們一直
手拉手, 肩并肩的同工了打後的 40年.  
我們先在菲律賓電台一起服侍. 女兒將要出生前, 我們離開返回香港, 進入教
會學習牧養. 女兒出生後, 舉家前往美國進修, 加深對普世宣教的認識. 之後
再回港等候天父指引下一步宣教路時, 短暫任職華福中心研究部. 沒想到天
父引領我們重回菲國電台, 負責中文部每天 20多小時廣播的安排. 3年後電
台把我們調遷至台灣, 任節目部主任一職, 帶領 10多位當地同工一起為目標
努力. 3年後我們再被調遷回港 (親身目睹香港回歸的一刻), 帶領事工推廣部
和聽眾栽培部的同工事奉.  
我在想, 我倆人生最黃金的歲月都奉獻在服侍中國的福音工作上, 是時候離
開轉戰其他工場, 了解學習天父在其他地方如何運作”福音傳遍天下”的永恆
旨意. 在全球落在對 ”千年蟲” 恐慌的期間, 我們選擇前往以穆民為主的 ”傾
國傾城” 學習體驗. 沒想到 45歲才學習全新的語言 (且同時間學習 2種當地
語言…要命), 學習全新的文化表達, 結識全新的宗教信仰朋友… 
不過天父的意念比我們高; 2年半後, 天父藉著教會牧者及差會負責人, 同時
跟我們提出回港推動普宣的可能. 用了不多的時間禱告等候, 毅然接納雙方
邀請回港 (食兩家茶禮?). 一方面統籌 16間教會的宣教事工, 成立類似聯合
差會模式的 “竹居台協會”, 制訂 “5年內把宣教工人翻倍及籌募二百萬元作
教育訓練宣教士之用” 的目標. 同一時間, 為差會成立新平台 “香恩公司”, 跟
國內教會一起努力面對普宣的使命. 4年後, 女兒 18歲了, 我們把她交托在天
父手中, 讓她獨個兒到海外留學. 而進入空巢期的我們, 也決定遷到 C城服
侍, 教導聖經有關神愛世人的真理, 培育教會及肢體在普宣方面的參與和投
入. 我們前後協助當地成立一所專門培育跨文化工人的學校, 也協助成立他
們領導的宣教差會 (華恩學校及華恩差會), 為所交付的使命努力齊心. 
5年前, 按差會章則回港接受身體檢查. 一切達標, 可以繼續服侍. 廝時也, 
大家面對新冠病毒, 記憶猶新; 全城被封閉了 2年, 我們也閉不住了. 得到差



會的同意, 我們再一次轉戰工場, 前往歐洲繼續為使命打拚. 在彼方, 我們又
成立另一差會 “歐恩公司”, 有合法平台推動教會面對天父交托的大使命. 
今天進入 70行列. 嘗言: 一生賣身給天父, 一生賣身給宣教. 十分樂意把多
年來在宣教方面的學識和經驗, 全數奉獻給神的教會. 
打從踏足宣教工場以來, 每天都把值得記下的事寫在我的 log-book上, 期待
不能走動退下火線的時候, 可以把多年來不能忘懷的人和事表達出來 (到目
前為止, 存下來的第一手個人資料已有 23cm厚).  
是次文集就是把那些 “初試新蹄” , 先後在香恩網頁發表過的文章, 挑選輯錄
匯集成冊. 且看日後把其他資料慢慢整理, 繼續表達可也! 
只要 “福音還沒有傳遍天下, 對萬民還沒有作完見證”, 我們仍要祈求天父給
予我們能力, 完成使命.  
70展望: 我們有可能來到摩西所說的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 的境界嗎?  
天曉得? 天父曉得.  
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