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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與你的身、心、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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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是甚麼？

—是教會/基督徒的使命

—是上帝普世救贖計劃的實踐途徑

以上都是我們信主以來一直領受的教導。然而，

隨著筆者事奉年日越久，越發體會到差傳除了

滿足上帝的心意外，更大大滿足我們的全人健

康需要。

面對無止境的疫情，相信現在全世界的心願，

必定跟「健康」有關！

從聖經的觀點來看健康，可先從希伯來文「平安」

shalom來理解。這個字有完整、完美的意思，

表示當人願意活出被造時的應有生活方式，這

個狀態就是shalom的完美演繹。

且看我們的身、心、社、靈如何透過回應大使

命而得著真正的「平安」shalom。

身

有否想過，教會訪宣體驗除了提供平台讓我們

可以放眼看世界之外，同樣也可以是調節日常

作息、操練健康生活的大好時機？

筆者在牧會期間，眼看不少肢體因平時的生活、

工作甚至事奉帶來的種種忙碌追趕，每晚凌晨

三、四點還未入睡，因此每次訪宣出發前，我

必向參加者事先聲明：「訪宣體驗既是如此寶貴，

若我們身處異地，仍舊用在港一貫的生活習慣

行事，何來體驗、更新或改變呢？上帝也不要

求我們如馬大般不停做、做、做，反而更喜悅

馬利亞的專心聆聽。所以，這次訪宣的第一大

操練就是每天早睡早起，敏銳自己的精神狀態，

一同體驗何謂最佳狀態事奉主。」不少肢體起

初不以為然，經歷數日行程後，漸漸體會箇中

益處，更揚言回港後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

再進一步想，若你帶著前瞻的眼光來看，在未

來壓力越大、挑戰越多的世代，健康問題將會

是人類的一大關注。若你不單自己擁有健康的

體魄，更在營養學、體適能或治療等領域有所

專長，相信神必定使用你，能有效接觸更多的

福音對象，回應他們的需要。記得一次訪宣行

程中，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在宣教士退修營中服

事他們的子女，好讓宣教士能專心親近主。來

自不同國家的孩子們每天參與我們預備的多元

化學習活動，如遊戲、學習聖經、小組分享等，

其中最受歡迎的環節，竟然是訪宣隊一位年輕

姊妹每天黃昏時分，對著落日教他們中國功夫，

並藉此傳遞基督徒堅忍的信息！

因此，好好管理自己的身體，不單是為主走更

遠的路，更可能為主得著更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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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國際青年組織AIESEC曾經作過一項調查，訪

問介乎17-30歲的年輕人，了解他們對香港前

景的看法。一如所料大部分受訪者持不樂觀的

意見；然而，他們對香港最大的憂慮很多時並

非來自土地、民生、經濟、政治等因素，近

60% 受訪年輕人認為，越趨撕裂、敵我分明

的社會現象才是叫香港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進一步被問及可以如何扭轉這困局時，這些受

訪者表示香港人最需要的是提升「國際視野」，

持開放的心，理解、包容、融入、擁抱不同文

化及世界觀。

要培育一顆開放、包容的心，投入參與宣教就

是最佳的練習場所。近年疫情肆虐，教會很多

海外短宣體驗都處於停擺狀態，形成堂會差傳

事工進退失據。感恩的是，筆者的教會早在十

年前已經開展了本地跨文化事工，弟兄姊妹不

受地域限制，即使在香港也能關心差傳、參與

差傳。更能透過恆常接觸不同跨文化群體的機

會，不斷擴闊視野，培養出一顆又一顆開放、

包容的心。

根據「2019香港教會普查」一項有趣的發現，

在教會青少年人數不斷下滑的現象下，青少年

教牧同工曾否進修「差傳/城市宣教」，對青崇

人數增長的影響竟比曾否進修「青少年事工」

更大。從筆者牧養的教會自身經歷中也能印證

此事：這些年間因著教會對差傳的推動，不少

弟兄姊妹離開教會成為神學生、傳道人、宣教

士，也有一班肢體參與植堂，教會逐漸形成「走

出去」的文化，雖然也無可避免造成了事奉人

手流失，也有青黃不接的情況出現，但教會人

數卻不斷增長。當被問到為何會選擇在此教會

落地生根？很多弟兄姊妹表示，教會的外展使

命十分清晰，突破人傾向內聚的思維模式，形

成大家都很有動力，因此被吸引留在教會成長，

更樂意參與事奉，為教會出一分力。

社

香港人生活忙碌、基督徒就更忙上加忙，容易

顧此失彼，有時更容易忽略身邊的關係建立。

有否想過，若一個行動，能集跨文化體驗、休

閒玩樂、社交聯誼等目的於一身，豈不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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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就經常與教會弟兄姊妹到各地旅行，盡情

吃喝玩樂之餘，也會順道探訪當地的宣教士，

宣教士又會帶我們深度認識當地文化，過程中

輕輕鬆鬆地增進彼此的關係和對宣教的認識。

此外，筆者每到一處，都喜歡學煮當地的特色

美食，返港後下廚邀請弟兄姊妹家聚品嘗，發

覺這些休閒活動很多時比起正式的宣教異象分

享會更能達到推動的效果。因此，差傳不只是

「事工」，更是「生活」，好好掌握此道，就能

成為與神、與人、甚至與宣教士連結的管道。

靈

疫情期間，百事艱難。筆者認識很多宣教士因

疫情或工場越來越敏感而被迫滯留在港，前路

茫茫。關心他們之際，出乎意料地往往得到一

個回應：「你的限制是我的機會。」不少更表示：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福音可傳，就可以做

宣教士，環境奈我不何！」

筆者不得不反思，這些「逆境下的從容」到底

是怎樣練成的？再細心觀察，發現關心宣教的

人，大多流露著一種隨機應變的特質，對生活

時刻保持高度彈性。他們習慣了面對突發的事

情，習慣了跳出安舒區，習慣了操練信心的生

活，環境轉變對他們來說早已成家常便飯，因

此任何時候都可以活得自在，練就這份「從容」。

觀乎保羅的一生，就是最佳的引證。他蒙召作

外邦人的使徒，一生為主奔走，無論被囚、被

迫害、被指控、被輕看，沒有見過他埋怨一句。

別人看著他受苦，為他擔憂，他卻反過來要人

常存喜樂的心。這種反差，告訴我們甚麼道理？

我們早已習慣生活要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工作

如是，家庭如是，事奉如是。我們不願轉變，

拒絕失控，令我們在面對現今種種突如其來的

難關，一波又一波的衝擊時，招架不住，身心

俱疲。

是時候，我們再一次反思耶穌升天前的惟一吩

咐：「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

二十八19，和修本）。耶穌的心意，不是要勞

役我們，加重我們的生活擔子。反之，祂希望

我們藉參與宣教，跳出自己的安舒區，更向我

們重點指出，當我們實踐這大使命時，「我天天

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二十八20）

耶穌最掛心祂所愛的門徒在祂升天之後不能再

經歷與主同在的安穩，因而苦心經營這一個計

劃：當人一生思耶穌所思，行耶穌所行，不斷

重複耶穌在世時的工作與使命，有甚麼比這個

方法更能真實經歷主的同在呢？若你時刻感受

主的同在，又有甚麼事情可叫你憂心恐懼，盡

失依據？願你我都能體會主耶穌的這份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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