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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盼望這篇短文能牽引出更多傳者和承者
發聲，藉文字的傳播，傳者與承者共享、共
存。每位承者應該同時也是傳者，而每位傳者
也是先承受過來的。

香港浸信會差會邀稿時給我們的文題是Mission
Mentoring,亦即是「宣教差傳的勉導」，責任
放在傳者身上較重；然而，我們亦想強調，願
承者都期許自己是將來的傳者，後浪推前，宣
教波瀾壯闊。

以利沙是個竭力的承者
(列王紀下2：1-12)

在以利亞50多個門徒中，以利沙很特別。三次
央求師傅：「我絕不離開你。」他是否只為得
著那件可以分開河水的外衣？有一位「宣子」
，也是神學家，她這樣說：「不是的，以利沙
實在很捨不得以利亞。」想到這裡，我們在此
向許多宣教家庭的孩子們致敬：「你們的父母
雖有成百上千的門徒，但他們最愛的是你們！
你們承先啟後，是宣教的種子。」在此也安慰
宣教界的「以利亞」，你们雖望兒女緊緊跟隨
你們宣教的腳踪，但神的心比我们的心大。

「Mentoring勉導同行」是今期浸傳網的主
題，這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更是關顧宣教士所
必須的焦點。據筆者的經驗，在二十世紀九十
年代，已開始探討怎樣關顧宣教士；當然，那
時是摸索著前行。時至今日，香港宣教界已建
立了一套有效的「Mentoring勉導同行」。
今期浸傳網內容就包含了承傳的回顧，前任宣
教士及前輩真情的分享及反思，並探討支持宣
教士之種種行動。總的來說，這期內容豐富的
「Mentoring勉導同行」文章，希望讀者細
閲，也歡迎與我們分享您們的見解，深願香港
在推動宣教士關顧上可更上一層樓。

此外，有關香港浸信會差會申請註冊成為法人
事宜：本會已在2023年3月1日獲稅務局接納
為免稅慈善機構(即稅務條例Section 88)，並於
4月20日成功註冊登記，為一切註冊事宜得順
利完成而向神獻上稱頌和感恩！現正等待香港
浸信會聯會與差會商議細節事宜，期盼在2024
年浸聯會的年會正式通過，差會可再向前邁
進，努力推動差傳事工。

署理總幹事的話
姚樹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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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維耐醫生夫婦

主
題
文
章

藉文字傳承

聖經本身就是文字的「傳」，從創世記到啟示
錄，不但傳達了我們信仰的全部，就連生活上
極為微小的做人處事的奧秘，也都一應俱全。
聖靈作為導師常常出人意外地照明一句話語，
例如：一個「宣子」陷於網絡的罪中不能自
拔，一天，他讀到使徒行傳5:6節「你要痊癒
麼？」從那時候，他的網癮得了醫治，後來更
成為傳道人。

大多數宣教士都曾因受某一位或多位西教士的
傳記啟發。欣見近三十年來，華人宣教士也紛
紛「立言」 。我認為傳記不應只是記事，更重
要是寫下個人宣教生涯中的生活點滴、趣事、
成長經歷；天父在危難中或人的軟弱中的搭救
事跡，都是極珍貴的！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早前
出版的「宣教生涯」就是很好的例子。

生活中的傳承

我從小跟著父母的宣教踪跡，由廣東到香港，
之後去到印尼；隨後又回到澳門和香港。母親
帶著我們五兄弟妹搬來搬去絕不簡單，而且她
又經常暈船浪的；你能想像在往印尼的船中，
父親要照管四個活潑的十歳以下的男孩是怎麼

一回事嗎？其中印象深刻的包括：弟弟曾在鄰
居的鏡櫃店中踩了一腳碎玻璃，我的自行車(單
車)有一次被一輛巨型的摩托車壓扁了，又有一
次，父子三人由三輪車掉落河中！這些有驚無
險的經歷，至今未忘！

若你問：「作為宣教士的兒女，學到什麼？」
我的回應是：「父親傳給我們「信仰」，而母
親模造了我們的「信心」。」父親潛心鑽研聖
經，講道時常有特別的亮光，例如父親說拉撒
路從墳墓出來一定是像火箭一般的，因拉撒路
全身仍包著綁帶啊！而母親從小跟著外祖父在
鄉間傳道，她憑著對主的單純信心，教導我們
循循善誘，她的人生金句是「凡事謝恩」！如
今成了我們和女兒及孫女們的金句！

拉比在那裡住？

1983年，念全和我被邀請往新加坡協助開拓為
亞洲區宣教士而設的訓練中心；從此，我離別
了手術室，念全離開廚房。我們不知不覺開始
了長達三十年的跨文化團隊生活。正如我們的
英 國 同 工 說 ： 「 一 般 基 督 徒 聽
到【團隊生活】(Community living)」總是投以
羡慕的目光。哈哈，歡迎你們親身的體驗什麼
是團隊生活。」另一位日本同工說，「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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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磨鐵﹗」又有一位說：「隨時會有突發事
臨到任何一個成員。」這些瑣碎但深具影響
的事件許多已在我們的文字見證中陳述了，
不再重覆。但要強調的是西方宣教界為我們
華人開創了宣教訓練的模式，就是師徒們必
須透過在一起生活彼此磨合、認識、互信，
以致揣摸出如何在異文化共融的秘笈，單單
靠講課、閱讀是不夠深入的。三十年來，許
多宣教士(老、中、青)都驗證了團隊生活，
最好是跨文化團隊生活，是M i s s i o n
Mentoring不可或缺的元素。

團隊生活源於主耶穌呼召十二門徒，帶著他
們足足三年，之後主耶穌吩咐他們「往普天
下去，傳福音給萬民。」這就是最佳、最有
力的Mission Mentoring。

而回歸的宣教士是最佳的傳者，21世紀初，
有六位資深宣教士走在一起，探討如何凝聚
回流的宣教士，就在2004年，同路坊1「誕
生」，回應了這迫切的需要。

宣教士關顧的傳承

隨著二十一世紀到臨，宣教界早在上世紀90
年代末，正式啟動了關顧宣教士(Member

care) 的課題和行動。簡言之：宣教承傳離
不開訓練；而訓練離不開生活；而生活中必
須展現全人的關顧才能健康。因此，過去20
年來訓練和關顧，越來越打成一片，分不開
了。舉例：保羅文化中心的「關顧宣教士的
訓練」(Member Care Coaching)就是加入
團隊生活的元素，透過團隊生活去訓練關顧
者。

過去三年的新冠病毒引起的世紀疫症中，默
默 地 興 起 了 另 類 的 關 顧 事 工 ， 就
是透過ZOOM (網上)去關心宣教士。雖然不
及實體，但也達到了一些連繋的作用。

設立專業關顧者
在傳與承方面的重要角色

二十多年前開始注重宣教職前評估，那時差
會看重這份評估，幫助他們甄選宣教士，減
輕風險，增加效果，避免誤判而受傷。那
時，輔導員是極寶貴的工具，但只被看為是
工具。感謝主，我見證到幾位不受專業限制
的宣教士輔導員，他們願意和宣教士們保持
聯絡，費力的聆聽(宣教士當時是以長途電
話中傾訴)、有時會自費的邀請宣教士子女
午餐(註：要宣子們主動的見輔導近乎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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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事)、甚至到病房探訪問候宣教士。

在此，我們要向這群不願被點名的專業關顧
者致敬：「你們真正弘揚了M i s s i o n
mentoring！你們的生活已影響了無數生

命，挽回了許多負傷前行的宣哥宣姐們。」

誰是專業關顧的傳者？除了輔導員，心理咨
詢師，還有屬靈引導者 ( s p i r i t u a l
director)，及其他有前線宣教經歷的牧者，
都是極珍貴的傳者。

同儕勉導Peer Mentoring

感謝我們一位同工首創「勉導」一詞，既
「 勉 」 且 「 導 」 發 音 又 類 似
「Mentoring」。許多宣教士喜歡找「師
傅」或指出誰是我的老師等等。但有的也只
是停留在「為師」或「為徒」，卻缺少同
伴。宣教士長期在異文化中，回到「陌生的
老家」，另有一番滋味，不容易被理解，保
羅文化中心有一特別項目，就是每逢週二傍
晚的同路人祈禱會，近年越來越興旺，網上
參加者比實體的人數還多，而這風雨不改的
祈禱會產生了意外的祝福，就是「連結」，
亦即是同儕勉導，有一句話：「在教會中，

我的心事講了別人也未必明白；但在同路人
祈禱會，不講，大眾都明白。」

結語

我們這群往日的「承」者，如今要努力去
「傳」：去發現需要你引導的後來者，亦師
亦友，你們不必理會退休後無所事事；我們
的任務將伸延到見主面之時，即使不再四處
走動，我們的禱告，和生命，都是在
「傳」。走筆之際，想起郭婉玲宣教士已卧
床三年多，她仍未能說話，只有親人陪伴；
然而，她的生命仍在說話！

寄語承者：「你們站在前人的肩頭上自然看
得更遠，請珍惜你們已擁有的宣教資產
(Mission heritage)。」因為多給誰，將向
誰多要。(路加福音12：48)末世風雲變急，
我們未曾面對的挑戰，你們也將經歷；你們
務要忠心，直到見主的面。(啟示錄2：10)

(作者夫婦為資深宣教士、
保羅文化中心創辦人)

註1：今日的保羅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