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我參與中國事工以來，常有關心我

的人提醒我每次到中國要加倍小心，

又有不少從中國回來的牧者信徒告訴我中

國的宗教管制加強了，再次提醒我要加倍小

心。我有時候會告訴這些關心我的人，我聽

聞他們所說的事也聽了二十多年了，每次都

是一樣的消息，便是很緊，收緊，對於這些

好意的提點，不是麻木了，而是知道了！

中國管制也不單是宗教方面，凡是有可

能影響中國的發展，國家的穩定，中國都要

管，必要管。無論是資訊、經濟、宗教、民

生，無一倖免，很多信徒都很想知道中國目

前對宗教是收緊還是放鬆，但從不同人的親

身經歷與中國實況來看，中國是又緊又鬆。

對中國的宗教情況，絕不能以“一刀

切”的方法來看，中國雖不是多元文化但肯

定是多元化，自治區與非自治區，沿海與內

地，明顯會有很大之區別，宗教法之實施也

會各施各法。這不是任意妄為，而是對症下

藥，要管的固然要管，不要管的便不會管。

目前有兩種不太正確的看法：一是認為

中國堅決要消滅宗教，無神論的國家絕不容

許宗教的存在，因此，從事中國福音事工者

都要有受苦的心志，準備必有的逼迫，這是

一種悲情的看法；另一種的看法是中國一定

要有宗教“全面”的自由，可以自由傳教，

宗教活動不受限制，無論在中國或海外的信

徒，一定要不惜一切，為中國的宗教自由奮

鬥到底，這是一種激情的看法。

事實上，對中國的宗教情況不用太悲也

不用太激，反而要不悲不激，循序漸進，中

國的宗教空間明顯在擴展中，但不一定符合

一些人的速度，正如中國副主席習近平訪美

時指出，“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有空間

要珍惜，沒空間要等待；不要錯失機會，也

不要操之過急。

（一）中國的鬆與緊

中國是一個大國，要管治談何容易，也

難免會有“一言堂”的出現或需要，但“一

言堂”並不等同“一成不變”，事實上中國

在宗教事務上也有不少的改變，甚至改善。

雙管齊下
張弛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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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尊重中國，願意配合的人，會有“鬆”的一面，萬事好商

量；對於藐視中國，強迫改變的人，必有“緊”的一面，殺一

以儆百。凡是對中國形象有助，國家發展無礙的事，甚至是宗

教方面，都有它發展的空間與自由；但若有損國家形象，威脅

國家利益，中國都會絕不留手，甚至趕盡殺絕。對於能見能知

的宗教活動，多會容忍；對於較為神秘的宗教團體，容忍的幅

度會大大收窄。對國內自組的宗教團體會較為放心，與海外連

結的卻會引起擔心，穩定與受控是中國所看重的，突變與失控

卻是要極力避免的。

因此，中國政府對宗教之存在與發展是雙管齊下，鬆緊兼

備，應鬆則鬆，應緊便緊，以國家形象與利益為前提，以漸

進與受控為進路，在不同地方，不同時候，對不同的事件，

會有“鬆”的消息，也會有“緊”的報告，這不是矛盾，這是

實況；這不是虛假而是需要，教育要因人施教，醫病要對症下

藥，為何中國的宗教便不能鬆緊兼備。

當然，大樹有枯枝，凡事有例外，整個中國的宗教界，假

冒為善者大有人在，屈枉正直的也確有其事，這也不足為奇，

正如一位中國牧者約見我時，當我問他為何中國教會容許未信

或不信派的人當領袖時，他反問我難道北美沒有嗎？

（二）海外的順與逆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若能明白中國之景況，從事中國福

音事工的人便無往而不利，也不用白白的犧牲，又或壞了事也

不明所以。

從事中國事工的，有順勢而行也有逆流而上，順勢者在珍

惜所有的空間；逆流者要爭取更多的空間。順勢者並非沒有立

場，逆流者亦非自討苦吃。有空間發展的時候，不要裹足不

前；有空間需要的時候，也不要閉口不言，要進取也要表達，

不要過於被動也不宜過分激進。

當有人依法而行，不要說他們是“賣主求榮”；有人據理

力爭，也不要說他們是“無事生事”。正如前文所說，中國是

一個大國，是多元化的國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事，便要有

不同的處理方法，絕不能只順不逆，也不要只逆不順。不單由

於地方與事之不同，也很在於不同的人，有人受軟不受硬，

也有人受硬不受軟，便要各施各法，才可以如願以償。父母對

不同的孩子施教也會因人而異，在中國的服侍為何不要順逆兼

施？

同樣，大樹有枯枝，凡事有例外，海外到中國發展事工的

人也有在真理上妥協的，也有自視過高，自以為義的，不該順

而順，不該逆而逆的也是大有人在，能勸便勸，能挽回便挽

回，不聽勸，不能挽回的，能避便避。

最後，以保羅的一段經文互勉：“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

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

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

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哥林多前書9：22－23

）。無論是鬆是緊，或順或逆，最終的目的是要多得人，明白

中國的“鬆”與“緊”，謹慎自己的“順”與“逆”，如此雙

管齊下，必可事半功倍。

德國查經組長訓練
徐武豪主任在三月初到德國訓練查經組長，有來自四個城市
25位組長出席，同時也把空中神學院推介給當地，裝備有心
的學生領袖，以助他們在德國之服侍與及日後回國之事奉。

2012年“我的中國心”異象分享會
一月份在愛民頓，二月份在卡加利，
三月份在多倫多已分別舉行，雖然是
冬天，仍有許多信徒熱情出席，一同
分享對中國事工之關心與承擔。在
愛民頓有150人，在卡加利有近100
人，在多倫多有80人出席，最後一個
分享會將在4月15日在溫哥華舉行。

愛民頓分享會

卡加利分享會

三月在多倫多的分享會

三月在德國的查經組長訓練

在德國主日崇拜後與部份信徒合照

“ 我的中國心”巡迥分享會



有機電臺 華語台和

粵語台，

都有一個名為《再生紙說話》的節

目。四年前當博客、部落格和網誌非

常流行的時候，我們請了八到十位作

者，把他們的文字讀成聲音，與聽眾

分享他們所寫的，這就是“再生紙說

話”。

讓我來介紹其中兩天的節目，她們是

阿音和Peggy的“再生紙說話”。

阿音去年9月11日，就是911事件十

周年和日本海嘯半周年的時候，拿了

一年無薪假期去日本幫忙重建日本

災民的住所和心靈。當別人都淡忘

他們的時候，阿音默默地為日本災民

工作和禱告，並每星期把所見所聞所

想錄下來，寄回來和有機電臺聽眾分

享分擔。

Peggy是生意人也是許多福音歌曲的

寫詞人。雖然她身處加拿大，但她心

繫亞洲，關心她原居地發生的一切。

她的網誌擁有很多讀者，但Peggy三年

來，每星期把網誌錄下來，讓有機電

臺的聽眾聽見她的心。

以下是阿音和Peggy的Blog節錄。請到

radioorganiclive.com 或有機電台.com

收聽，也可以到節目重溫收聽重播。

“再生紙說話”：
聽聽他們所寫的

人面桃花     
阿音

我們在大槌町用做工作大本營的赤濱小學
旁，有一家小小的店子。店主伯伯溫文爾
雅，愛畫畫賦詩；好客的他，每天也沖
咖啡和茶給我們暖和暖和，我們當然卻
之不恭。

有一天，店子裡的看
板寫上了俳句。大意
是：

三月呢 

在夢中相見的人 

多矣

我問伯伯，在海嘯中
離世的朋友多嗎?

他凝重地點點頭。

伯伯說，雖然家人無事，然而認識的人卻
很多不在了。所以他很期待義工們每天的
到來，叫店子熱鬧一點。有時候雪太大，
我們清理瓦礫的工作會暫停一天。

他早上過了10點還看不見巴士時，便會
想：啊，今天不來了呀...

這天大雪，大槌不出隊。

看著白雪紛飛，想起那個寂寞的身影今天
要失望了，心裡不禁戚戚然。

這個情人節的晚上，我們沒有卿卿我
我，也不來甜言蜜語這一套。林書豪
是我們傾談的話題，也成了焦點。 

看完林書豪幾場賽事，我開始明白 
「 林書豪瘋」Linsanity 是怎麼樣發
起來的，我也愈來愈喜歡他了。

他是一個不驕傲的哈佛優材生。 
2010 / 2011年度，哈佛全世界排行第
二，被取錄不單要成績好，還要是一
個全才：熱衷發展課外興趣、富領袖
才能，面試還要考驗你的談吐技巧和
風度。哈佛畢業生，應該是高人一等
吧，應該自我感覺良好吧。林書豪不
單是哈佛畢業生，還是 Ivy League 的
優材生。但林書豪在鎂光燈下，卻是
十分謙遜，沒有名校出身的驕矜。每
次有記者問及他的個人成績，他都誠
懇地說：「不是我個人的成就，是教
練的功勞和隊員的合作。這真是一隊
很好的球隊！」 

他是一個明白人生價值的青年。加
入 NBA 球隊，竟是林書豪大學畢業
後，第一份追求的工作。他和那些靠
著球技入著名大學的球員，是截然兩
條相反的！如果你是林媽媽，會讓哈
佛畢業的兒子以打籃球為職業嗎？如

果你是林書豪，哈佛畢業後會讓自
己受委屈，在應徵期間受白眼嗎？
我相信他完全明白學位不等同學
問，職業不等同事業，事業也不等
同成功。追求學 問修養，是塑造個
人的質素和內涵。堅持夢想，不輕
易放棄，最後夢想成真，就是生命
的圓滿和豐盛。如果他日為自己的
人生作結算，能說句「不枉此生」
，才是滿 足，才是無憾！

林書豪在接受 CNN 訪問的時候，坦
言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為著
現在擁有的而感恩。他不
想預計未來，只想擁
抱現在的喜樂， 
也努力活好 
每一天 。

我不知道是他的
運氣，還是他的
技術創造了歷史，
我只知道林書豪送了
我們一份很好的情人節
禮物。 

就算 Linsanity 有一天消失，林書豪
也是成功的。堅持活出自己的理想
人生，就是最大的成功！

林書豪送給我們的情人節禮物 
Peggy



顧問團與事工團隊

顧問團： 江昭揚牧師、莊祖鯤牧師、賴若瀚牧師、梁康民牧師、溫偉耀博士、
王乃基牧師、黃鼎盛牧師、黃文超牧師、邱清萍女士

事工團隊： 中國事工發展主任：徐武豪

有機網上電台台長：麥之華

同工： 沈宏、鞠紅、方建中、薛以佩、李紫珊、嚴行�特約同工�

加拿大環球廣播中國事工部

因基督的愛激勵著我們

地址： 4 -20 Amber Street , 
Markham, Ontario   
L3R 5P4

電話：(905) 754-0023 
免費長途：855-492-6220
電郵：china @ twrcanada.org 
網址：www.twrcanada.org/china

環球廣播中國事工 
亞洲聯絡處 

香港
電話：(852) 2780 8336
電郵：info@twr.org.hk
網址：www.twr.org.hk

台灣
電話：(02) 27844294 
電郵：bchiang@twbm.org
網址：www.twr.asia

新加坡
電話：(65) 6444 8661 
網址：www.twr.asia

本機構為 Canadi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arities 認可會員

因為身體傷病的
緣故，2011

年我一直休息在
家，有較多的時
間讀經、靈修、閱
讀、寫作，並參與
一些事奉。一個偶
然的原因，在年底
的時候，開始接
手“環球”的一些

文字工作。就這樣，我走進了“環球”，走
進了一個新天地，神讓我看到新的見證，新
的恩典，新的帶領。

為熟悉工作，我翻閱四頁對開的《我的
中國心》雙月刊，每一期，徐武豪弟兄都在
充滿熱情地談中國事工，談經歷、談感受、
總結事工經驗、探索事工方向⋯，那份濃濃
的中國情，深深地感染著我。我知道他心系
中國大陸，多年來全力投入在中國事工上，
無怨無悔，盡心盡意。作為一名從中國大陸
而來的基督徒，我為香港背景的徐弟兄對大
陸同胞所存的深厚愛心，非常感動。

工作中，我接觸到親切友愛的同工，更
藉著文字接觸到從未謀面的同工，鞠紅姐妹
在我來到之前已經遠赴北京宣教，我只讀到

了她熱情澎湃的《向著中國，差遣我！》一
文。而當我編輯新的一期文稿時，收到了鞠
紅姐妹的見證稿，令我欽佩的是，剛剛到中
國四個月的時間，她已經為神結出了一批福
音的果子。神州大地對福音如此渴求，禾場
廣大，工人缺乏，我更加理解了徐武豪弟兄
的急迫，也看到了鞠紅姐妹的努力，以及上
帝的祝福。

更讓我感動的是，藉著編輯工作，我讀
到了大量來自中國聽眾給環球廣播的信，有
的表達感謝，有的送上問候，有的期盼解
答，有的尋求資料⋯，他們有的在偏遠地區
裡，有的在都市打工，有的文化不高，有的
年紀老邁，從字體上可以分辨出他們不同的
年齡、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需求，不同
的性情，然而，他們對認識神的話語的熱切
之心是一致的，他們在艱難的環境中努力持
守真道的態度是一致的⋯

感謝神，祂奇妙的帶領，在環球廣播辦
公室這安靜的“後方”，也能直接感受到宣
教“前線”的信息，弟兄姊妹在事工中彼此
鼓舞，讓我常常被基督的愛激勵。主啊，願
你潔凈我，讓我這不配的器皿可以服事主，
與眾聖徒一起為主做美好的工。

嚴行

事工代表：

詹淑珠�溫哥華� 
 (604) 909-1654 

郭慧娟�溫尼伯� 
(204) 998-1673

馮啟源�愛民頓� 
(780) 937-2212

謝曾芳蘭�倫敦� 
 (519) 471-6303

本地大陸群體事工

主日分享 8次

講座 1個

佈道會 2個

中國神學生輔導 14次

加拿大中國群體 
牧者分享

3次

中國神學生月禱會 2次18人

中國群體牧者月禱會 2次15人

書籍免費分發 
C D免費分發

731本   
269片

空中神學院

現有學生 161名

已畢業學生 31名

新學生 5名

功課批閱 35份

中國國內事工

同工培訓 1次18人時*

信息分享 2次 55人

查經分享 4次22人

探訪本土宣教士 3次

書籍免費分發 390本  

註: 人時：一人一小時

中國事工 (1月 - 2月)

收支總況

2012年總預算 $ 555,000

收入 $ 41,417

支出 $ 85,586

赤字 ($ 45,169)

去年盈餘 $ 32,009

累積赤字 ($ 13,161)

中國事工

預算 $ 400,000

收入 $ 28,851

支出 $ 62,513*

赤字  (＄33,662)

去年盈餘 $ 18,023

累積赤字  (＄15,639)

有機電台

預算 $ 150,000

收入 $ 12,566

支出 $ 24,073

赤字 ($ 11,507)

去年盈餘 $ 13,986

累積盈餘 $ 2,479

註: 以上資料未經核數師最後核實 
*其中20,000是印發大字聖經之訂金 
奉獻請寄至本機構，或到www.twrcanada.org網上奉獻。

財務簡報 (2012年 1月至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