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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廿年香港教會興起一股短宣熱潮。據相關調
查，在香港1,260間堂會中有超過700間曾舉辦短
宣。而2005年在美國的調查中顯示，有超過兩
百萬13-17歲青少年曾參與短宣，其中十分一人
有三次以上經驗。時至現今2015年，「短宣」
更似乎已成為今日教會潮流。

一些短宣現象
教會辦短宣，信徒參與其中，理應目標一致，
然而也有一些特別的現象：
1.  有些教會為讓會眾可更「容易」參加短宣，

便將短宣行程簡化並增加和結合更多旅遊元
素，變成短宣旅行團；

2.  又有一些教會
實 踐 著 「 麥
當勞式宣教」
(McMission)。
就是在整個短
宣行程不停工
作 ， 及 硬 將
香 港 式 的 詩
歌 、 佈 道 模
式 、 辦 事 作
風 等 照 搬 到
短宣地方；

3.  有些參與者年復年地參加短宣，彷彿是以此
方式來宣教、「回應」大使命。

短宣的基本目標是為了讓信徒親身體驗宣教士
的生活和工作、認識跨文化的鴻溝，唯有當他
們更認識工場的人和事，才能更準確地為工場
的種種需要禱告，同時也讓信徒檢視自己在
「大使命」裡面的角色。究竟怎樣才能讓短宣
發揮它應有的功用呢？

讓短宣成就更美的果效─就是閱讀
要讓短宣發揮它應有的功用，我們要有在神面
前的「看見」。使徒行傳十七章15-21節提到，
當保羅看見雅典人活在滿城偶像文化中時就心
裡著急，更積極地與當地人辯明福音，希望他
們可以認識永活的神。保羅的「看見」原文是
「注視、審察」，是用心的看(behold, discern)。
倘若我們在短宣的過程中也能如保羅般的「看
見」，而不是如雅典人般不大在意的說說聽聽
(徒十七21)〔就是把短宣如一般旅行般看看這看
看那，玩笑一番，無甚了了〕，那麼，短宣於
參與者來說，就饒有意義了。

從昔日保羅的「看見」思想出發，短宣其實可
以是一個「閱讀」（見識學習）之旅，我們可

註：短宣可分為兩大類，第
一類是信徒到工場實質支援
宣教士，例如專業或行政支
援、協助宣教士子女教育，
這類短宣一般由兩個月至兩
年不等。第二類則是香港信
徒普遍認識的短宣，即以考
察、體驗為主的宣教之旅，
時間由一、兩天到幾個月不
等，有人稱這類體驗為「短
宣體驗」或「訪宣」。本文
所談的主要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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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以下四方面的閱讀：

1.  「閱人」。就是閱讀（認識）人。這裡的人
包括：

 a.  自己─在短宣過程 中認識自己的強處、
弱處、特性。我是否真是一個有紀律性的
人？在與別人的相處配搭服事中也檢視自
己與人相處的表現如何；

 b.  團友─先閱己後閱人。在認識自己的強
項短處的同時，也叫自己更懂得體諒別人
的弱點和欣賞別人的恩賜及強處；

 c.  當地人─從他們的文化，如衣、食、
住、行、打扮、言談、語調、舉止、互動
等去了解他們的生活文化、想法，也會讓
我們更懂得學習如何為當地人祈禱，並關
心他們的需要；

 d.  宣教士─同樣地，從他們身處的文化中
閱讀(了解)宣教士及他在當地的生活及困
難，能讓我們更能體諒宣教士的難處並接
納他們的軟弱，學習如何為宣教士祈禱和
如何關心他們。

2.  「閱事」，也包括閱讀當地的運作與程序
(proces se s )。透過閱讀了解當地的做事方
式、時間運用、法律的執行、醫療體制(如
看病的過程)等等，從而明白其中的文化和
我們的差異。

3.  「閱物」(objects)。即從短宣地的文物、建築
等認識其中的文化特色、價值觀念與世界觀
(屬靈意義)，也能幫助我們了解當地人在接受
基督信仰上可能面對的攔阻。

4.  在短宣中除了「閱人」、「閱事」和「閱物」之
外，更重要的是「閱神」。有兩
方面：

 a.  神愛我們的心。透過短宣行程
中的經歷，特別是在缺欠、
限制和困難的時候，更讓我們
看見神的引導，和祂對我們的
愛護和供應，並祂的能力和作
為。神對我們是何等的恩典。

 b.  神愛萬國萬民的心。若我們心
存謙卑，在短宣過程中不斷學

習尋求神及祂的心意，經驗告訴我們，神
也必將祂的心意向我們顯明，讓我們看見
當地人靈魂的呼喊，及神愛這些在捆綁中
的人──祂正在不斷呼召人來回應，為祂
收莊稼；在認識宣教的原委的同時，也叫
我們反省自己對大使命的承擔、該如何去
回應神。

 「閱讀」的新體驗──青宣
面對穆斯林世界的種種限制，傳統著重佈道的
短宣模式有需要作出調整的地方，給信徒另一
種「閱讀」的新體驗。

前線差會以鼓勵年輕人體驗穆宣為出發點，自
2010年起，每年舉辦為期四周的「青宣計劃」
(青年領袖跨文化宣教體驗計劃)，讓他們切身感
受宣教士所處的環境、跨文化的衝擊，到今年
已是第六屆。除卻以上的閱讀元素外，每週的
重點項目/體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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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語言及文化學習
第二週 專題研習與探討
第三周 民宿(與穆民或穆斯林歸主者一起生活)
第四周 反省整含

全程沒有頻密的佈道工作，相比不斷做的傳統短
宣，有隊員形容為一次「悠閒的短宣」，也因而給
予隊員更多時間和空間去從多面「閱讀」。到第
四周的反省和整合，他們便開始進入與神對話的
歷程，醒察自己在神面前的生命。經過青宣的
洗禮，隊員有怎樣的變化呢？透過過去五屆的經
驗，我們喜見他們有些開始參與服侍本地南亞裔
的事工，有些則積極在自己堂會推動宣教；更令
我們雀躍的，是看見有隊員願意踏上前線工場成
為宣教士，在前方直接承擔穆宣的服侍。

小結：從「閱神」至「悅神」
唯願我們的短宣，是一個幫助我們更願意領受
呼召，委身事奉的活動。也讓我們不再活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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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安舒區，願意出來在各樣事物上更多尋求
神、察看神，在我們不同的崗位上，為神的國
度而緊張、努力。

神不會要我們每一位都走到前方做宣教士，但
祂必定呼召我們做一個緊張祂國度的宣教人。
唯願我們的短宣不單是一個「閱神」之旅，更
是叫我們成為討神歡喜的「悅神」之旅。那樣
的短宣，才能延續下去！那樣的短宣，才能有
得做！

前線差會籌辦短宣的經驗分享 ── 
懂得「造」，才有得「做」

本會的短宣體驗包括由一、兩天的本地或廣州
文化之旅，一、兩週的工場考察、探訪宣教
士，以至一、兩個月的宣教體驗計劃（主要是
每年七月舉行之「青年領袖跨文化宣教體驗計
劃」）。

它們與普遍的短宣有以下不同之處：
1.  「做」的層面：在籌辦活動、提供服侍時，

我們格外強調參加者對神的信靠、謙卑的服
侍，不會視自己為「辦活動高手」，也不會
妄自菲薄否定服侍的價值，而是強調對宣教
士的支援，更重要的讓隊員細察神的作為。

2.  製「造」穆民交流平台：不論是一、兩天的
文化之旅，或一至兩週的工場探訪，也十分
強調參加者必須與穆民交流，而不可單單停
在「辦活動」的層面。為期一個月的「青宣
計劃」更會安排一週的民宿體驗，讓學員與
穆斯林一同生活。我們深信唯有透過與穆民
埋身接觸，才可真正體驗文化，也能讓參加
者感受神對穆民的愛。

3.  陶「造」生命：隨隊同工/導師的角色除卻是
「紀律專員」，確保團隊活動配合當地同工
之安排外，更會按聖靈帶領作隊員的生命導
師，引導他們反思信仰。

有些人對短宣嗤之以鼻，認為浪費資源和時
間。不過很多時隊員的回應，卻是出乎我們的
意料、「計劃」之外，例如：「跟穆民談信仰
時，我才發現自己的聖經知識和生命見證是多
麼貧乏。」「神透過這次活動，加深我們的友
誼，讓我在短宣的後期可以以耶穌的名為他
（一位穆斯林）和他的家人禱告。」「有呼
召，真的不是『大晒』的，原來我還有無數要
改善的地方。」「數年前決定參加『青宣』，
原是出於美麗的誤會，以為是一個月內可以到
幾個工場考察，原來只可選一個地方……，下
個月我便踏出工場，正式成為宣教士了。」

我們不敢貿然說「短宣有冇得做」，因為一直
不是我們在做甚麼，而是神親自作工。是否
「有得做」，在乎我們是否依靠神，盡力製造
一個讓參加者經歷神的環境，並不斷以禱告托
著他們，讓他們認識神更多。

*	原文曾刊於《基督教中華傳道會 2015-2016 年度差傳通訊第八期》，現經過作者修訂後於本通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