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啟程前往韓國參與短期宣教之前，駐韓

國工廠的宣教士在準備會議上，與我們分

享了這次短宣的意義。我們的主要任務是

策劃中秋節的營會活動，服務對象是在韓

國的內地留學生。然而，此行的核心並非

傳福音，而是與新一代的千禧後建立聯繫。

於是，我們放下所有預期，以開放的心態

接觸這個跨文化的新世界，整裝待發與我

們的服務對象彼此認識。

與千禧後建立友誼的關鍵，在於全神貫注

地傾聽他們傳遞的資訊，懷著謙卑的心去

理解，摒棄所有預設的立場，不急於在腦

海中「多線程」地準備回應，更不要試圖教

導他們。只有透過坦誠的交流，我們的分

享才能觸動他們的心弦，一些細微的啟示

才能在彼此的理解中生根發芽。這是我對

自己的提醒。

建立聯繫，靈命進深
作者：Danni Lu（差關小組韓國短宣成員）

韓國信徒面臨考驗

在營會中，與這群留學生的交流過程中，我發現

他們大多處於極度缺乏安全感的狀態。有的剛到

韓國就在租房上受騙，有的與當地人發生糾紛，

最終要交由員警處理，身心遭受創傷。還有些人

因曾聽聞緬北的詐騙案和韓國教會的醜聞，不願

意冒險參加陌生人的聚會，擔心是某種騙局或陷

阱。

另一方面，韓國雖然是一個基督教信仰火熱的國

家，但近年來一系列事件令信徒對牧師、對基督

教感到失望。韓國的基督徒群體正經歷一場信仰

的考驗，在年輕一代當中出現了極端的屬靈追求

與墮落的兩極分化。疫情也導致許多非本地的信

仰群體失去了核心力量，甚至瀕臨消亡。

建立關係如優化代碼

我不禁恍然大悟，體察到宣教士設計這次短宣活

動那分深層意義。建立關係其實是一種資訊的輸

入與輸出，如果將人腦比作計算機的資訊處理系

54



統，人腦中已內化的知識結構就有如程式設計代

碼，決定著認知活動和行為的輸出。環境資訊就

像鍵入的命令，經由感覺系統的轉換和控制系統

的重構，最終啟動記憶系統中已內化的知識結構。

這一過程如同軟體運行時的數據處理，同樣的資

訊，在不同的程式設計代碼處理下，能夠激發出

多樣化的知覺和反應。換言之，對於同一個人，

同樣的資訊，在不同的時刻，會因為知識結構的

不同而激發出截然不同的結果。而知識結構又會

因著每一次信息的積累再生成不同的代碼。建立

良好的關係和展示專業的知識，就像是優化代碼，

提高資訊被接受和內化的概率。

同心合意地努力耕耘

信仰的內化不亦是如此嗎？從單一的觸點，到多

層次的連結，再到立體生動的交響互動。從一粒

種子到長成為參天大樹，每一個時間點的施肥澆

水、每一縷陽光，從微積分的角度都是等同的，

但隨著時間的積累，這些持續的輸入與輸出，孕

育出堅不可摧的根基和繁茂的枝葉。

在與留學生的交流中，我們雖然沒有直接觸及信

仰的深層話題，但我感謝上帝讓我們建立了聯繫。

這段旅程也讓我體會到，雙向關係的內化並非一

蹴而就，靈性的深化也不僅是個人修行的結果，

而是一個團體共同追求、堅定信念、以主的愛為

核心，共同成就的美好果實。正是這樣同心合意

地努力耕耘，讓我們的信仰之樹根深葉茂，結出

累累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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