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自開放以來都成為各方面的焦點，政治、經濟，甚至娛樂
圈與宗教界。中國之所以擁有巨大之吸引力，人口多為主

因，其13億龐大人口之意義，對經濟方面如是，對宣教方面也如
是。

紛爭與競爭  是禍不是福

清末時期，八國聯軍瓜分中國，使中國陷入一片混亂，如今，

不同的宗教也趁機對中國“宣教”，引發了另一種的混亂。到國內

傳教的不單有基督教，也有異端如耶和華見證人、摩門教與統一教

等。此外，國內本土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也得到更大發展的空間。

在基督教圈子內，眼見如此龐大的禾場，不同的宗派、差會、機

構、神學院紛紛湧入中國要佔上一席位。此外，由於教導不足，

基督教內又衍生出不同的異端與極端，宗教界之亂不比昔日八國聯

軍，引發出來之破壞甚至更嚴重。

王明道先生曾提醒信徒，教會所擔憂的不是外來的壓力而是內

部的問題，這段話雖已過了數十年，但仍是鐵一般的事實。在中

國教會是，在海外教會也是。約翰福音17章當耶穌在離別前為門

徒禱告時，一方面提及他們在世的使命（1-19節），另一方面卻提

及他們合一的需要（20-26節），內不合則外不展，怪不得耶穌在

13  章以身作則為門徒洗腳，提醒他們要彼此洗腳；在15章又語重

心長的吩咐他們要彼此相愛。

今天在中國教會中一大“明憂”便是紛爭，而在中國宣教上另

一“明憂”便是競爭。紛爭與競爭似乎是不能避免的情況，正如信

徒生命中的罪與世界中的惡，未到主再來的一天，似乎也不會離我

們而去。話雖如此，但我們豈不應盡力減少紛爭與競爭，豈不應不

要成為問題的成因。人會老，但也不要老得太快；人會病，但也不

要病得太多。內有紛爭，外有競爭，是憂不是喜，是禍不是福！

不誇也不貪 卑微的心態

中國人有一句話：“瘦田無人耕，耕開有人爭”。中國開放

後，傳道人紛紛回到自己的崗位。隨著開放，教會回復正常，官方

與非官方都有明顯的增長。海外信徒無論是過去曾在中國宣教的，

或從未涉足中國的，眼見這“現今的機會”，紛紛湧進中國，出錢

出力，為的是把握這“現今的機會”。當時的教會（至今也是）由

請來幫助我們！

我的中國心 
雙月刊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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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快 遞

於工人缺乏、資源不足、供不應求、如飢若

渴，當有海外信徒到國內一行，便會帶回更

大的挑戰、更多的需要，這種“供需”的效

應有增無減。

隨著海外之供應與支援，國內一些教

會的網絡或團隊開始壯大，小至數萬、大

至數百萬。在壯大之同時，對同工來說，

固然是喜事，但憂的是隨之而來便是權力之

鬥爭，海外之支援無論是金錢、文字與禱告

的資源、培訓的人才都會成為爭取之對象。

要得到更多的支援，便要有更大的“服侍對

象”，於是網絡與團隊要擴展。他們明白多

比少好，大比小強，正如士師記18章的祭

司，但支派的人對祭司說：“你作一家的祭

司好呢?還是作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

呢？”

到中國“幫助”國內教會的同工們必定

要有防範與警覺，免得成為紛爭之原因。若

發現國內教會的同工沽名釣譽，也要直言相

勸，特別要留意帶頭的同工，在言談間不難

看出事奉的心態，對“誇”的人要小心，不

要“貪”大而忘本，這個本乃是神對教會的

心意、神對工人的要求。“洗腳”不是一個

行動而已，要看的是心態，徒有“洗腳”之

卑微行動，便可能是源於驕傲之心。

要忠不要爭  榜樣非偶像

海外群體，無論是宗派或是機構，都盼

望在中國分一杯羹，事有所成，這也是無可

厚非的。要小心的便是數字遊戲，言過其

實。中國之大，很多人只是能說說而已，

實在很難體會。若稍有體會，便會同時體會

自身之有限，更明白詩篇第8篇中“人算甚

麼”之真正意思。服侍中國的人要“忠”而

不是要“大”，要“對準”而不是要“比

較”，有人有五千兩，有人有三千兩(馬太

福音25章)，不是五千比三千強，也不是三

千比五千弱，全是在於有沒有“忠”於所

託。

宗派與宗派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是各

盡其職，而非競爭對象，若有人在中國只

有一個點，不要自卑；若有數百個點，也

不要自傲。保羅在哥林多前書4章提醒我們

作工的人“要有忠心”（2節），“不要自

誇”（7節）。在中國服侍，要“忠”不要 

“誇”，心態正，行出來的便正；目標對，

果效便會對。中國國內的教會與同工不要 

“崇外”，但他們對“資歷深厚”、“資源

豐富”的海外同工有一定的欣賞與依賴，被

欣賞與依賴的人要切切小心，要成為榜樣，

不要成為偶像。

人都是好高騖遠，這是常理，但人也要

有自知之明，這是條件，否則只會爬得高，

跌得重，更悲哀的是跌的時候不是孤身一人

而是成群結隊。海外的競爭有可能會引起國

內的紛爭，中國人說：“冤冤相報何時了”

，我們要謹記“爭爭不斷即時了”，有競爭

的心態，求神赦免；有紛爭的出現，求神制

止。

自70年代末開放至今，中國一直發出

一個呼聲：“請來幫助我們！”一批又一批

的同工湧至中國，一批又一批的資源帶到中

國，到底成了競爭的內容、紛爭的原因，還

是教會的祝福、信徒的榜樣？這值得我們在

神的面前三思！

為中國的教會禱告，特別為帶領的同

工，求神保守他們的心！

為海外的教會禱告，特別為宣教的同

工，求神賜下服侍的靈！

環球廣播與聖言中心舉辦第一屆讀經營

環球廣播與聖言中心將在本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
在加東區舉辦第一屆之讀經營，由聖言中心會長賴
若瀚牧師帶領。

這次讀經營將有來自13間教會的13個小組，每一
個小組均由1位組長帶領，在9月9日於環球廣播處
已舉辦了組長訓練。

梁燕城博士評論道：

看了鄭家棟的見證，得
知這位儒學新一代大師
已悔改重生，成為基督
徒。原來在他最低潮
時，只有基督徒仍關
懷安慰，以愛恕之心
對待，他在獄中反覆

閱讀和思考聖經，也向
最高終極的仁愛真理祈
禱……他經歷到上帝的
臨在和淨化。其思想過
程曲折而深刻，帶著內
心的真誠自省，也充滿
了人生的辛酸與眼淚。

讀後歡欣雀躍，他的生
命已死而復活，得沐上
帝恩情。

知其將出版這見證，必
使多人得祝福。故特為
之序，向各方賢士及主
內弟兄姊妹推介。

中國著名學者新儒家代表人物 
鄭家棟教授信主見證——

《從儒家到基督徒》



自去年底離開全職事奉，進入半休息的
這段時間裡，給了我很多空間思考，

很多反省，也有更多時間可以好好地與神親
近。我很感激神這一路的帶領，讓我更認清
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失，以及明白自己未
來的腳步。這半年間，我發現自己從未離開
過這廣大的宣教工場，一直看到這工場上的
需求，也一直有極大的負擔。

我向來視自己是個傳揚神國度福音的本

土宣教士。不論是在教會，是在工作場所，

在家庭裡，在基督教機構裡服事，我都甘願

做福音的僕人。在過去全職事奉的期間裡，

從搬書，清理辦公室，數點貨物，到籌劃所

有活動，一手一腳慢慢地學，慢慢地做，也

學習慢慢地彎腰，慢慢地順服。這教會沒有

人願意支持，那教會就有人伸出援手；這教

會沒有同樣的看見，那教會卻有一樣的異

象。我才深深明暸做一個宣教士無言的辛

勞，也才稍稍明暸主耶穌在世，受到本

村本族人冷落的心情；也才稍稍明暸祂

默默地無聲，任人帶上十架的情形。

神從沒有給我超過我能忍受的試探，

總是在人失望的那頭，補足我所需求

的。我只須時刻去仰望，時刻去尋求祂

的同在。兩年半多的時間裡，好感激好

感激那些默默給我支持給我援助的弟兄

姐妹和牧者，有些甚至原本不認識的，

卻因為神的愛而走在一起，且只為神的

國度甘心付出！我從他們身上學習了許

多，也從神的國度裡逐漸明暸祂的計劃。

這半年退下來的期間，我幾次問過自

己：是否還願意繼續行走在這事奉的道路

上？還是乾脆遠離工場回到職場的工作

一個本土宣教士的心聲
吳愛玲

香港人說收到，意思就是
知道、明白、ok。

來到風雨飄搖的
香港。

反對聲音、對抗
氣氛、摸不清
的方向、停不
了的爭辯，令
我不安，這已
經不是我的香
港。

有機電臺異
象分享會之
前，與負責
的弟兄們吃
晚 飯 。 他
們對社會

和媒體的獨到看法、他們為年青基督徒的焦
心著急、他們對福音媒體的計劃期望，令我
振奮，原來我不孤單。

向50多位中青年弟兄姐妹分享有機電

臺的籌備過程、華語臺粵語臺每天直播10

小時新鮮節目的經過、10位廣播義工增加

到現在100多位義工的參與、智能手機下載

有機電臺程式的開始，多倫多以外新加坡錄

音室的設立，以及有機電臺未來的新發展。

大家都為這一切感恩。

會後弟兄姐妹為電臺禱告奉獻、邀請有

機電臺在他們教會設立香港錄音室、準備十

一月開廣播訓練班、并計劃明年差傳部金錢

支持有機電臺。

香港的弟兄姐妹，收到了！謝謝你們，

更謝謝天父。

後記：

回到錄音室，發現本來那舊舊的錄音電

腦換了一臺新新的新型電腦，還配上壓噪音

的配件，這是一位念大學弟兄的愛心奉獻，

讓我們秋季開始的每晚錄音暢通無阻，原汁

原味。收到了弟兄，謝謝你，更謝謝天父。

收到 謝謝
麥之華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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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以佩、李紫珊、 周欣欣、
吳愛玲、嚴行�特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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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代表：

詹淑珠�溫哥華� 
 (604) 909-1654 

郭慧娟�溫尼伯� 
(204) 998-1673

本地大陸群體事工

主日分享 35次

講座 5個

佈道會 4個

中國神學生輔導 43次

加拿大中國群體 
牧者分享

15次

中國神學生月禱會 7次54人

中國群體牧者月禱會 8次54人

書籍免費分發 
C D免費分發

4292本   
1170片

空中神學院

現有學生 188名

已畢業學生 41名

新學生 42名

功課批閱 140份

中國國內事工

同工培訓 11次5032人時*

信息分享 4次111人

查經分享 14次76人

探訪本土宣教士 16次

書籍免費分發 970本  

註: 人時：一人一小時

中國事工 (1月 - 8月)

收支總況

2012年總預算 $ 555,000

收入 $ 234,743

支出 $ 317,691

赤字 ($ 82,948)

去年盈餘 $ 32,008

累積赤字 ($ 50,940)

中國事工

預算 $ 400,000

收入 $ 146,400

支出 $ 229,187*

赤字  (＄82,787)

去年盈餘 $ 18,023

累積赤字  (＄64,764)

有機電台

預算 $ 150,000

收入 $ 88,343

支出 $88,504

赤字  (＄162)

去年盈餘 $ 13,985

累積盈餘 $ 13,824

註:以上資料未經核數師最後核實 
*近60,000是大字聖經印刷與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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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馮啟源�愛民頓� 
(780) 937-2212

謝曾芳蘭�倫敦� 
 (519) 471-6303

張海燕 
 (劍橋, 貴湖, 滑鐵盧, 海明頓) 
 (519) 957-2307

加拿大環球廣播 
中國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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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然後回頭在經濟上支持這些事工？又如

果真的再次踏上工場，也許當我還是只有這

一雙手，也許還是只有少數的支持時，我是

否仍願意甘心服事？仍甘心再次擺上餘下的

生命？更重要的是：祂的意願究竟如何？

今年4月28日，當我坐在加拿大環球廣

播那滿是西人的餐會中，看到他們對中國人

靈裡的關懷，對傳遞福音的熱切時，我心裡

有很大的感觸和激動：明白什麼是不分種族

的無私，明白什麼是在愛裡的無國界，什麼

又是“萬民萬族的敬拜”！相較於我這所謂

的中國人，在背負歷史滄桑、民族包袱的

情況下，對自己同胞付出愛竟是如此裹足不

前，真是慚愧！於是，我求神給我力量，讓

我願意再次順服，再次為祂使用。而這次的

出發，想必仍會有許多的挑戰，也會有許多

的阻撓，我求神幫助我在祂裡面長大，幫助

我行走在祂的道路上，永不偏離。

環球廣播（Trans  World  Radio/TWR）的

事工，在華人的圈子裡分外的陌生，也常常

為人與其他廣播機構混淆。雖然它是個“老

字號”（1952年成立）的機構，一直以全

世界為其傳播福音的對象，中國事工也開展

了35年，在加拿大2011年成立了中國事工

中心。我從今年4月底重新考慮“環球”的

呼召，到7月加入“環球”——這一路的迷

惘掙扎到最終確定，又讓我成長了不少。但

這次，我終於可以做自己心中很有負擔的事

工：幫助空中神學院的學生從學習到事奉，

幫助心靈上有需要的婦女從疲乏傷痛中走

出，並繼續介紹中國同胞認識奇妙的福音。

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那幕：當自己站在中

國的土地上，感觸萬分的看著來往的車輛行

人，想著多少在這片土地上的西方宣教士擺

上青春付上代價，又想著這土地上的心靈最

大的需求，不再單是物質上的改變，而是基

督的信仰時，我就熱血奔騰。我雖然沒有生

長在這塊土地上，卻有著同樣的歷史文化，

相似的民族感情，只盼望神的國度在這兒彰

顯和茁壯。我不敢忘卻神在我心靈上的託

付，也不敢輕易遠離祂的教導，但是我深知

自己實在有限得很，也常有缺乏和不足。期

盼往後在“環球”的事奉，仍繼續得到屬靈

前輩的提醒和指引，願所作所行合乎神道；

也盼望得到更多弟兄姐妹的支持和禱告，讓

我們一起為這廣大的工場來努力，讓“環

球”在中國事工上的付出，更能滿足人心靈

上的需求，更合乎神的心意。最後，要感謝

神所有一切的供應和帶領，願所有的榮耀都

歸於祂！

(接上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