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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形象，是索取服務者、是求助者、是缺乏

者。但經過第一天的短宣和跟Eman同工的探

訪後，讓我看見難民中有也「過江龍」，他們理

念清晰、知識豐富，只是落在權力的逼迫中，

被逼來港避難，當中有接受了救恩的、有願意

聆聽福音的，我看見他們在困境中仍有計劃、

有抱負，但同時也感受到每一顆受傷的心—

他們眼裡說出各人嘗過最恐怖的苦。

四個具使命的同工

做宣教同工、擺上自己，是很美好卻又很艱難

的奉獻。四個同工不是純粹在打一份工，他們

工作的重要時刻主要都在「下班後」發生，跟

服事對象維繫關係，不是短期的關顧，而是

長遠的全人關懷。相信除了主的愛，沒有其他

力量可以維持他們的動力。眼見他們拖著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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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白佔地土，

主讓我看見

我去年參加本地跨文化短宣，出發的前一週，

北宣的講道題目是「何必白佔地土」。的確，從

前的宣教士從英美來華，讓我們的祖先信道，

得了信仰的地土。我們在這地土像一棵樹栽在

溪水旁，只是久未結出果子。社會變、世界變，

我們在地土上動搖，失去了從前的安穩，反成

了我們放眼外族需要的契機。

在這次本地短宣中，主讓我看見三方面：四個

民族社群、四個具使命的同工、有心志的同行

弟兄。這次短宣令我思考兩件事：基督的愛有

甚麼意義？我可以做甚麼？

四個民族社群

從前聽過、也觀看過相關的影片，卻甚少親身

接觸外族社群。在接觸的四個社群中，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非洲的難民社群。我之前認知的



在本地跨文化短宣期間舉行的

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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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軀，仍在主裡堅持愛人，我自己可以做甚

麼呢？

有心志的同行弟兄

同行者很重要，短宣活動後，我返回工作崗位，

有沉重的工作要處理。幸有弟兄依然聯繫我，

叫我不忘記短宣的經歷和感動，不是「看過了、

遊歷了，便依舊」，主在不同時候仍提醒我不

要白佔地土，要結果子了。

基督的愛有甚麼意義？

我本身的工作是關於福利、助人的工作；我有

助人的心志，但，助人是為了讓人「有福利」嗎？

只有福利和資源、甚至有關懷的心，卻沒有基

督的愛，有甚麼意義呢？

另一些令我深刻的片段是外族的文化差異：

• 穆民自覺自己的文化是好的，讓女子封閉起

來是最好的保護。

• 佛國自覺自己的文化是好的，不談愛慾追求

無我是最上成的修行。

這都是那惡者的謊言。求主保護愛祂的人，讓

基督的愛灌注各民各族。主的愛不是慾念，不

是封閉的鎖，是真神創世、救贖的旨意。

我可以做甚麼？

我有不同技能，只是自覺身體不好，易病易累，

平日工作下班後已應付不了其他事務。只是，

我又記起上文的畫面：宣教同工們拖著疲憊身

軀，仍在主裡堅持愛人，我自己可以做甚麼呢？

求主帶領。

願主意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