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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月 4日至 8日台灣短宣分享

去台灣之前，我並沒有太大期望，只帶著初
次到訪台灣的新鮮感就出發了。我們到達的
頭兩天都待在高雄，在這兩天之中我初次體
會到台灣的文化，其實與我想像中的台灣差
不多，就是街上都是摩托車、有早餐店、熱
鬧的夜市、猛烈的陽光。從台灣的捷運(地鐵)
中，我亦感受到台灣悠閒的生活節奏。記得
有位同行的姐妹說台灣的電梯太慢，但我卻

覺得是剛好的速度。另外，我亦感受到台灣人
的熱情。我們在到達的當天就到了當地教會探
訪，我們到達的時間遲了，但當地的牧者和青
少年依然等待我們，又熱情的招待我們，為未
吃午餐的我們買了滿桌的食物。

而在第三日，我們出發去台東探訪布農族，去
到一位原住民牧師創立的布農族休閒農場。他

續下頁 >

胡樂晴姊妹

們的表演介紹了傳統中祭祀、打獵所唱的歌。
歌詞講述他們對大自然的感謝、感恩，雖然我
聽不懂歌詞，但我在他們的歌聲中感覺到天父
創造大自然的美好，而他們自然的和聲、無伴
奏合唱更令我感受到他們從心中唱出的歌聲。
之後我們到了牧師家吃晚飯，他們帶來兩首詩
歌，而在他們真誠的歌聲中感受到對神單單的
敬拜，非常觸動。當中亦認識到一個馬來西亞
宣教士，她提到�個姨姨都可以支持一個宣教
士 ( �-auntie project )，令到我反思其實只要
願意，就算不能身體力行，你都可以參與在天
父的宣教藍圖之中。

感謝上帝豐足的恩典，讓我們順利完成在高雄
和台東的所有行程和服事。五天簡短的行程，
各隊員卻在聖靈帶領下有著很豐富、深刻的看
見和反思。感恩能有機會以簡單文字與弟兄姊
妹分享少許我們在台灣的所見所聞。

很多弟兄姊妹不參與短宣，其實非因他們不關
心差傳事工，而是感覺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
「恩賜／貢獻」，在香港也不勝教會事奉崗
位，到異地也同樣「幫唔到手」，因而卻步。
因此，在這次青少年台灣短宣，我帶著一個祈
盼出發：這群年輕人固然年輕，聖經知識或不
及教會兄姊，服事的年日和技巧也未如教會兄
姊，他們卻必然要在其中領受差傳宣教的異
象，他們的體會和分享將成為教會眾兄姊、眾
弟妹靈裡的激勵。這是我深深的禱告。然後，
天父又真的讓我透過這次與年輕人的同行回應
我的禱告，讓這些年輕人首先激勵了我，堅固
了我的信心。

這次短宣，有很多意料不到之事，上帝卻一一
使用，使這些微不足道的事成為我們獨有的宣
教體驗。例如：在高雄的頭兩天行程，因著飛
機延誤，以及探訪對象突然有事等不同原因，
不同探訪無法如原定計劃進行，要縮減時間，
甚至要取消。因此，除了在第二天晚上我們能
接待香港宣教士，與她共進晚餐之外，我們在
高雄的行程基本上就是在吃吃喝喝。這些事都
是我們沒有預計，也無法控制的。但遇上這些
事，不禁叫我們自問：難道我們來台灣只為了
吃喝玩樂嗎？在教會分享短宣代禱時，我們不
是說要更深認識台灣教會的信仰文化嗎？我們
靠著弟兄姊妹的金錢奉獻和教會的資助來到台
灣，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呢？在我作為傳道人也
自我懷疑之時，卻突然想起，宣教士在工場的
時候，不也經歷這些嗎？宣教士同樣雄心壯志
地出發到工場，卻總會遇上林林總總不可控的
困難，叫他們無法如想像中「為主工作」，叫
他們經歷同樣的「懷疑人生」。縱然這體驗並
非我們來台灣的期望之一，卻讓我們切身地體
會了宣教士質疑自我，質疑召命的掙扎。另一
方面，上帝又藉此再度打破了我們對「宣教／
短宣＝到異地做啲野」的錯誤理解。不論是訪
宣 ， 短 宣 或 長 宣 ， 參 與 宣 教 的 人 並 非 「 外
勞」。宣教僅僅是人對上帝感動的回應，僅是
如此。感謝這班年輕人，雖然他們未能完全明
白，卻又很願意開放學習，讓上帝擴張我們對
差傳使命的理解。感謝天父讓我與年輕人一同
親身參與，親身經歷。

在出發前的代禱信中，我便提及希望這次能
認識台灣文化如何影響信仰在當地傳播，而�
日中確實看到文化與信仰之間緊密相連。例
如我們在訪宣的過程中一直被提醒盡量不要
拒絕本地人的熱情邀請，因為台灣文化中對
被拒絕比較敏感，宣教士分享時也提及到因

劉婥翹姊妹

著這類文化差異的緣故，在習慣之前她與本
地人相處總是需要謹慎小心，這使她在台灣
作見證變得更加困難。

在到訪台東布農族時，我們亦能看到自身文
化與信仰相融的例子。雖然台灣布農族仍然
保留祭祀的歌舞用作介紹布農族的文化以及
核心的精神⸺「分享」，從中能夠看出他們
對自身文化感到自豪，但這項「分享」的特
質，同樣展現在他們自己的信仰裏。即使我
們只是短暫相遇的人，談及信仰如何真實參
與在他們的生命時，他們也樂意坦露生命的
高低起跌與我們分享。

我們相信同一位上帝，展現信仰的方式卻有
所不同，但同樣能看到上帝在每個人，以及
整個群體之中工作。看著他們將文化與信仰
都融入自己生活之中，使我反思我們現時在
群體中展示的信仰又是甚麼模樣。若福音在
一處土地扎根時，會融入當地的文化，那我
向他人分享信仰時，又有沒有將自己固有的
文化當作不可缺少、不可動搖，甚至自以為
福音的一部分，認為他者展示福音時也應該
要帶有這些元素。

我們要傳的福音是甚麼呢？又應該如何看待
同一信仰群體裏文化、地域、世代之間的差
異呢？相信不限於這短短五日，這是短宣結
束後仍然需要持續思考的問題。

Liva Leung
註解



播道差传 2024 年 10 月 ~ 11 月240 播道差传 2024 年 10 月 ~ 11 月240

去台灣之前，我並沒有太大期望，只帶著初
次到訪台灣的新鮮感就出發了。我們到達的
頭兩天都待在高雄，在這兩天之中我初次體
會到台灣的文化，其實與我想像中的台灣差
不多，就是街上都是摩托車、有早餐店、熱
鬧的夜市、猛烈的陽光。從台灣的捷運(地鐵)
中，我亦感受到台灣悠閒的生活節奏。記得
有位同行的姐妹說台灣的電梯太慢，但我卻

覺得是剛好的速度。另外，我亦感受到台灣人
的熱情。我們在到達的當天就到了當地教會探
訪，我們到達的時間遲了，但當地的牧者和青
少年依然等待我們，又熱情的招待我們，為未
吃午餐的我們買了滿桌的食物。

而在第三日，我們出發去台東探訪布農族，去
到一位原住民牧師創立的布農族休閒農場。他

在台灣短宣的五天當中，除了開心愉快地體驗
當地台灣飲食文化外，看見了不少香港、台灣
和少數族裔面孔。

先說台灣人，說話習慣是以輕快語調為主，音
色偏高頻，助語詞的尾音常常拉高，時常加插
笑聲，可謂生動、可愛。令人覺得和他們說話
是輕鬆愉快的，格外溫柔。這點是我最明顯感
受到。

少數族裔面孔是原住民之一，布農族。說話方
式是和普遍台灣人都是一致的。但膚色是偏黑
的，體格健壯，充滿生命力。布農族人以前是
用火槍打獵，但受到現代社會影響，大多都去
城市發展了。但偏偏有一部分族人堅持一份信
念，是一份對家的信念，是一份對土地的信
念。所以他們然而在自己的家園裏工作，縱使
生活困難，仍然堅守着。何謂生命力！

當地台灣教會與宣教士

第一天我們去了台灣鳳山區的一間教會。到了
教會後發現招待我們是一班小朋友，最小的是

楊立基弟兄

們的表演介紹了傳統中祭祀、打獵所唱的歌。
歌詞講述他們對大自然的感謝、感恩，雖然我
聽不懂歌詞，但我在他們的歌聲中感覺到天父
創造大自然的美好，而他們自然的和聲、無伴
奏合唱更令我感受到他們從心中唱出的歌聲。
之後我們到了牧師家吃晚飯，他們帶來兩首詩
歌，而在他們真誠的歌聲中感受到對神單單的
敬拜，非常觸動。當中亦認識到一個馬來西亞
宣教士，她提到�個姨姨都可以支持一個宣教
士 ( �-auntie project )，令到我反思其實只要
願意，就算不能身體力行，你都可以參與在天
父的宣教藍圖之中。 十歲左右，最大的是大二生。聽說他們是在崇

拜後專誠留下來招待台灣短宣隊，當中有個花
名是「鮪魚」的國小生只是認識教會兩個星期
左右就跟著來事奉，真是不要少看他們年輕
啊！當中我們一齊分享美食和有一段聊天的時
間。

在第二天，我們去了高雄地鐵站附近的教會，
這間教會較為特別。除了有我們第一天參觀教
會的大多的設施外，這間教會設施有圖書館、
書店和課室。看來台灣教會非常注重教育。

參觀完後，我們有幸和當地宣教士同時是香港
人的Ivy。Ivy的經歷中時常碰釘，但在百般痛
苦中，令她堅持宣教的是對神的呼召和熱情。
在她的經歷中，我明白到宣教士異在他鄉工
作，是多麼希望有位相鄉人可以聆聽和關心
她。宣教不是單單一人的工作，是要一群人一
起去宣教。那怕一點關心和禱告都會成為宣教
的養份，成為宣傳士的動力。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布農族是台灣十六原住民之一，根據她們描述
布農族是相信有精靈的存在的。從前打獵前男
人們會祭槍，祈求有獵物來到槍前。他們以最
少的痛苦結束獵物的生命，拿取足夠的獵物就

停止狩獵。務求大自然得到平衡和諧。但現代
社會的影響下，大多人都去城市發展了，為生
活妥協。有位布農族男子見到自己的土地不再
榮華，族人們只靠酒精虛度光陰。所以他就站
起來，在自己建了現今的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也成立了布農文教基金會。好讓布農族再站起
來，以咖啡代替酒精。令布農文化繼續傳承，
讓土地繼續養育新一代。他就是白光勝牧師。

後言

我十分有幸在台灣短宣中認識不同的人。感謝
上帝的奇妙帶領，隊中竟有三位隊員是物理治
療師，並很願意替我護理，令我早前因單車意
外碰傷的手臂，可以更靈活轉動了。又如在鳳
山教會和小朋友一起玩樂的時光，以及在布農
族家庭和布農族人分享家常飯和一起唱詩歌，
實在非常感恩。雖然沒有機會了解當地基督徒
如何與同性戀者相處，但我在台灣基督教的書
店中，也買了兩本基督教與同性戀的書本學
習。

感謝上帝豐足的恩典，讓我們順利完成在高雄
和台東的所有行程和服事。五天簡短的行程，
各隊員卻在聖靈帶領下有著很豐富、深刻的看
見和反思。感恩能有機會以簡單文字與弟兄姊
妹分享少許我們在台灣的所見所聞。

很多弟兄姊妹不參與短宣，其實非因他們不關
心差傳事工，而是感覺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
「恩賜／貢獻」，在香港也不勝教會事奉崗
位，到異地也同樣「幫唔到手」，因而卻步。
因此，在這次青少年台灣短宣，我帶著一個祈
盼出發：這群年輕人固然年輕，聖經知識或不
及教會兄姊，服事的年日和技巧也未如教會兄
姊，他們卻必然要在其中領受差傳宣教的異
象，他們的體會和分享將成為教會眾兄姊、眾
弟妹靈裡的激勵。這是我深深的禱告。然後，
天父又真的讓我透過這次與年輕人的同行回應
我的禱告，讓這些年輕人首先激勵了我，堅固
了我的信心。

楊思諾教師

這次短宣，有很多意料不到之事，上帝卻一一
使用，使這些微不足道的事成為我們獨有的宣
教體驗。例如：在高雄的頭兩天行程，因著飛
機延誤，以及探訪對象突然有事等不同原因，
不同探訪無法如原定計劃進行，要縮減時間，
甚至要取消。因此，除了在第二天晚上我們能
接待香港宣教士，與她共進晚餐之外，我們在
高雄的行程基本上就是在吃吃喝喝。這些事都
是我們沒有預計，也無法控制的。但遇上這些
事，不禁叫我們自問：難道我們來台灣只為了
吃喝玩樂嗎？在教會分享短宣代禱時，我們不
是說要更深認識台灣教會的信仰文化嗎？我們
靠著弟兄姊妹的金錢奉獻和教會的資助來到台
灣，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呢？在我作為傳道人也
自我懷疑之時，卻突然想起，宣教士在工場的
時候，不也經歷這些嗎？宣教士同樣雄心壯志
地出發到工場，卻總會遇上林林總總不可控的
困難，叫他們無法如想像中「為主工作」，叫
他們經歷同樣的「懷疑人生」。縱然這體驗並
非我們來台灣的期望之一，卻讓我們切身地體
會了宣教士質疑自我，質疑召命的掙扎。另一
方面，上帝又藉此再度打破了我們對「宣教／
短宣＝到異地做啲野」的錯誤理解。不論是訪
宣 ， 短 宣 或 長 宣 ， 參 與 宣 教 的 人 並 非 「 外
勞」。宣教僅僅是人對上帝感動的回應，僅是
如此。感謝這班年輕人，雖然他們未能完全明
白，卻又很願意開放學習，讓上帝擴張我們對
差傳使命的理解。感謝天父讓我與年輕人一同
親身參與，親身經歷。

續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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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台灣之前，我並沒有太大期望，只帶著初
次到訪台灣的新鮮感就出發了。我們到達的
頭兩天都待在高雄，在這兩天之中我初次體
會到台灣的文化，其實與我想像中的台灣差
不多，就是街上都是摩托車、有早餐店、熱
鬧的夜市、猛烈的陽光。從台灣的捷運(地鐵)
中，我亦感受到台灣悠閒的生活節奏。記得
有位同行的姐妹說台灣的電梯太慢，但我卻

覺得是剛好的速度。另外，我亦感受到台灣人
的熱情。我們在到達的當天就到了當地教會探
訪，我們到達的時間遲了，但當地的牧者和青
少年依然等待我們，又熱情的招待我們，為未
吃午餐的我們買了滿桌的食物。

而在第三日，我們出發去台東探訪布農族，去
到一位原住民牧師創立的布農族休閒農場。他

在台灣短宣的五天當中，除了開心愉快地體驗
當地台灣飲食文化外，看見了不少香港、台灣
和少數族裔面孔。

先說台灣人，說話習慣是以輕快語調為主，音
色偏高頻，助語詞的尾音常常拉高，時常加插
笑聲，可謂生動、可愛。令人覺得和他們說話
是輕鬆愉快的，格外溫柔。這點是我最明顯感
受到。

少數族裔面孔是原住民之一，布農族。說話方
式是和普遍台灣人都是一致的。但膚色是偏黑
的，體格健壯，充滿生命力。布農族人以前是
用火槍打獵，但受到現代社會影響，大多都去
城市發展了。但偏偏有一部分族人堅持一份信
念，是一份對家的信念，是一份對土地的信
念。所以他們然而在自己的家園裏工作，縱使
生活困難，仍然堅守着。何謂生命力！

當地台灣教會與宣教士

第一天我們去了台灣鳳山區的一間教會。到了
教會後發現招待我們是一班小朋友，最小的是

楊立基弟兄

們的表演介紹了傳統中祭祀、打獵所唱的歌。
歌詞講述他們對大自然的感謝、感恩，雖然我
聽不懂歌詞，但我在他們的歌聲中感覺到天父
創造大自然的美好，而他們自然的和聲、無伴
奏合唱更令我感受到他們從心中唱出的歌聲。
之後我們到了牧師家吃晚飯，他們帶來兩首詩
歌，而在他們真誠的歌聲中感受到對神單單的
敬拜，非常觸動。當中亦認識到一個馬來西亞
宣教士，她提到�個姨姨都可以支持一個宣教
士 ( �-auntie project )，令到我反思其實只要
願意，就算不能身體力行，你都可以參與在天
父的宣教藍圖之中。 十歲左右，最大的是大二生。聽說他們是在崇

拜後專誠留下來招待台灣短宣隊，當中有個花
名是「鮪魚」的國小生只是認識教會兩個星期
左右就跟著來事奉，真是不要少看他們年輕
啊！當中我們一齊分享美食和有一段聊天的時
間。

在第二天，我們去了高雄地鐵站附近的教會，
這間教會較為特別。除了有我們第一天參觀教
會的大多的設施外，這間教會設施有圖書館、
書店和課室。看來台灣教會非常注重教育。

參觀完後，我們有幸和當地宣教士同時是香港
人的Ivy。Ivy的經歷中時常碰釘，但在百般痛
苦中，令她堅持宣教的是對神的呼召和熱情。
在她的經歷中，我明白到宣教士異在他鄉工
作，是多麼希望有位相鄉人可以聆聽和關心
她。宣教不是單單一人的工作，是要一群人一
起去宣教。那怕一點關心和禱告都會成為宣教
的養份，成為宣傳士的動力。

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布農族是台灣十六原住民之一，根據她們描述
布農族是相信有精靈的存在的。從前打獵前男
人們會祭槍，祈求有獵物來到槍前。他們以最
少的痛苦結束獵物的生命，拿取足夠的獵物就

停止狩獵。務求大自然得到平衡和諧。但現代
社會的影響下，大多人都去城市發展了，為生
活妥協。有位布農族男子見到自己的土地不再
榮華，族人們只靠酒精虛度光陰。所以他就站
起來，在自己建了現今的布農部落休閒農場，
也成立了布農文教基金會。好讓布農族再站起
來，以咖啡代替酒精。令布農文化繼續傳承，
讓土地繼續養育新一代。他就是白光勝牧師。

後言

我十分有幸在台灣短宣中認識不同的人。感謝
上帝的奇妙帶領，隊中竟有三位隊員是物理治
療師，並很願意替我護理，令我早前因單車意
外碰傷的手臂，可以更靈活轉動了。又如在鳳
山教會和小朋友一起玩樂的時光，以及在布農
族家庭和布農族人分享家常飯和一起唱詩歌，
實在非常感恩。雖然沒有機會了解當地基督徒
如何與同性戀者相處，但我在台灣基督教的書
店中，也買了兩本基督教與同性戀的書本學
習。

感謝上帝豐足的恩典，讓我們順利完成在高雄
和台東的所有行程和服事。五天簡短的行程，
各隊員卻在聖靈帶領下有著很豐富、深刻的看
見和反思。感恩能有機會以簡單文字與弟兄姊
妹分享少許我們在台灣的所見所聞。

很多弟兄姊妹不參與短宣，其實非因他們不關
心差傳事工，而是感覺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
「恩賜／貢獻」，在香港也不勝教會事奉崗
位，到異地也同樣「幫唔到手」，因而卻步。
因此，在這次青少年台灣短宣，我帶著一個祈
盼出發：這群年輕人固然年輕，聖經知識或不
及教會兄姊，服事的年日和技巧也未如教會兄
姊，他們卻必然要在其中領受差傳宣教的異
象，他們的體會和分享將成為教會眾兄姊、眾
弟妹靈裡的激勵。這是我深深的禱告。然後，
天父又真的讓我透過這次與年輕人的同行回應
我的禱告，讓這些年輕人首先激勵了我，堅固
了我的信心。

楊思諾教師

這次短宣，有很多意料不到之事，上帝卻一一
使用，使這些微不足道的事成為我們獨有的宣
教體驗。例如：在高雄的頭兩天行程，因著飛
機延誤，以及探訪對象突然有事等不同原因，
不同探訪無法如原定計劃進行，要縮減時間，
甚至要取消。因此，除了在第二天晚上我們能
接待香港宣教士，與她共進晚餐之外，我們在
高雄的行程基本上就是在吃吃喝喝。這些事都
是我們沒有預計，也無法控制的。但遇上這些
事，不禁叫我們自問：難道我們來台灣只為了
吃喝玩樂嗎？在教會分享短宣代禱時，我們不
是說要更深認識台灣教會的信仰文化嗎？我們
靠著弟兄姊妹的金錢奉獻和教會的資助來到台
灣，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呢？在我作為傳道人也
自我懷疑之時，卻突然想起，宣教士在工場的
時候，不也經歷這些嗎？宣教士同樣雄心壯志
地出發到工場，卻總會遇上林林總總不可控的
困難，叫他們無法如想像中「為主工作」，叫
他們經歷同樣的「懷疑人生」。縱然這體驗並
非我們來台灣的期望之一，卻讓我們切身地體
會了宣教士質疑自我，質疑召命的掙扎。另一
方面，上帝又藉此再度打破了我們對「宣教／
短宣＝到異地做啲野」的錯誤理解。不論是訪
宣 ， 短 宣 或 長 宣 ， 參 與 宣 教 的 人 並 非 「 外
勞」。宣教僅僅是人對上帝感動的回應，僅是
如此。感謝這班年輕人，雖然他們未能完全明
白，卻又很願意開放學習，讓上帝擴張我們對
差傳使命的理解。感謝天父讓我與年輕人一同
親身參與，親身經歷。

續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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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月 4日至 8日台灣短宣分享

去台灣之前，我並沒有太大期望，只帶著初
次到訪台灣的新鮮感就出發了。我們到達的
頭兩天都待在高雄，在這兩天之中我初次體
會到台灣的文化，其實與我想像中的台灣差
不多，就是街上都是摩托車、有早餐店、熱
鬧的夜市、猛烈的陽光。從台灣的捷運(地鐵)
中，我亦感受到台灣悠閒的生活節奏。記得
有位同行的姐妹說台灣的電梯太慢，但我卻

覺得是剛好的速度。另外，我亦感受到台灣人
的熱情。我們在到達的當天就到了當地教會探
訪，我們到達的時間遲了，但當地的牧者和青
少年依然等待我們，又熱情的招待我們，為未
吃午餐的我們買了滿桌的食物。

而在第三日，我們出發去台東探訪布農族，去
到一位原住民牧師創立的布農族休閒農場。他

續下頁 >

胡樂晴姊妹

們的表演介紹了傳統中祭祀、打獵所唱的歌。
歌詞講述他們對大自然的感謝、感恩，雖然我
聽不懂歌詞，但我在他們的歌聲中感覺到天父
創造大自然的美好，而他們自然的和聲、無伴
奏合唱更令我感受到他們從心中唱出的歌聲。
之後我們到了牧師家吃晚飯，他們帶來兩首詩
歌，而在他們真誠的歌聲中感受到對神單單的
敬拜，非常觸動。當中亦認識到一個馬來西亞
宣教士，她提到�個姨姨都可以支持一個宣教
士 ( �-auntie project )，令到我反思其實只要
願意，就算不能身體力行，你都可以參與在天
父的宣教藍圖之中。

感謝上帝豐足的恩典，讓我們順利完成在高雄
和台東的所有行程和服事。五天簡短的行程，
各隊員卻在聖靈帶領下有著很豐富、深刻的看
見和反思。感恩能有機會以簡單文字與弟兄姊
妹分享少許我們在台灣的所見所聞。

很多弟兄姊妹不參與短宣，其實非因他們不關
心差傳事工，而是感覺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
「恩賜／貢獻」，在香港也不勝教會事奉崗
位，到異地也同樣「幫唔到手」，因而卻步。
因此，在這次青少年台灣短宣，我帶著一個祈
盼出發：這群年輕人固然年輕，聖經知識或不
及教會兄姊，服事的年日和技巧也未如教會兄
姊，他們卻必然要在其中領受差傳宣教的異
象，他們的體會和分享將成為教會眾兄姊、眾
弟妹靈裡的激勵。這是我深深的禱告。然後，
天父又真的讓我透過這次與年輕人的同行回應
我的禱告，讓這些年輕人首先激勵了我，堅固
了我的信心。

這次短宣，有很多意料不到之事，上帝卻一一
使用，使這些微不足道的事成為我們獨有的宣
教體驗。例如：在高雄的頭兩天行程，因著飛
機延誤，以及探訪對象突然有事等不同原因，
不同探訪無法如原定計劃進行，要縮減時間，
甚至要取消。因此，除了在第二天晚上我們能
接待香港宣教士，與她共進晚餐之外，我們在
高雄的行程基本上就是在吃吃喝喝。這些事都
是我們沒有預計，也無法控制的。但遇上這些
事，不禁叫我們自問：難道我們來台灣只為了
吃喝玩樂嗎？在教會分享短宣代禱時，我們不
是說要更深認識台灣教會的信仰文化嗎？我們
靠著弟兄姊妹的金錢奉獻和教會的資助來到台
灣，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呢？在我作為傳道人也
自我懷疑之時，卻突然想起，宣教士在工場的
時候，不也經歷這些嗎？宣教士同樣雄心壯志
地出發到工場，卻總會遇上林林總總不可控的
困難，叫他們無法如想像中「為主工作」，叫
他們經歷同樣的「懷疑人生」。縱然這體驗並
非我們來台灣的期望之一，卻讓我們切身地體
會了宣教士質疑自我，質疑召命的掙扎。另一
方面，上帝又藉此再度打破了我們對「宣教／
短宣＝到異地做啲野」的錯誤理解。不論是訪
宣 ， 短 宣 或 長 宣 ， 參 與 宣 教 的 人 並 非 「 外
勞」。宣教僅僅是人對上帝感動的回應，僅是
如此。感謝這班年輕人，雖然他們未能完全明
白，卻又很願意開放學習，讓上帝擴張我們對
差傳使命的理解。感謝天父讓我與年輕人一同
親身參與，親身經歷。

在出發前的代禱信中，我便提及希望這次能
認識台灣文化如何影響信仰在當地傳播，而�
日中確實看到文化與信仰之間緊密相連。例
如我們在訪宣的過程中一直被提醒盡量不要
拒絕本地人的熱情邀請，因為台灣文化中對
被拒絕比較敏感，宣教士分享時也提及到因

劉婥翹姊妹

著這類文化差異的緣故，在習慣之前她與本
地人相處總是需要謹慎小心，這使她在台灣
作見證變得更加困難。

在到訪台東布農族時，我們亦能看到自身文
化與信仰相融的例子。雖然台灣布農族仍然
保留祭祀的歌舞用作介紹布農族的文化以及
核心的精神⸺「分享」，從中能夠看出他們
對自身文化感到自豪，但這項「分享」的特
質，同樣展現在他們自己的信仰裏。即使我
們只是短暫相遇的人，談及信仰如何真實參
與在他們的生命時，他們也樂意坦露生命的
高低起跌與我們分享。

我們相信同一位上帝，展現信仰的方式卻有
所不同，但同樣能看到上帝在每個人，以及
整個群體之中工作。看著他們將文化與信仰
都融入自己生活之中，使我反思我們現時在
群體中展示的信仰又是甚麼模樣。若福音在
一處土地扎根時，會融入當地的文化，那我
向他人分享信仰時，又有沒有將自己固有的
文化當作不可缺少、不可動搖，甚至自以為
福音的一部分，認為他者展示福音時也應該
要帶有這些元素。

我們要傳的福音是甚麼呢？又應該如何看待
同一信仰群體裏文化、地域、世代之間的差
異呢？相信不限於這短短五日，這是短宣結
束後仍然需要持續思考的問題。

Liva Leung
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