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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雙月刊的主題文章提及中國教會雖

然有宣教的熱枕，但缺乏宣教的經驗。宣教士往 

往在尚未預備好的情況下就被差到宣教工場， 

因此遇到各種挫敗，造成頗高的流失率。本期主

題文章嘗試進一步解釋宣教士在工場中將要面對

的三個主要挑戰，以及應對這些挑戰所需的相應 

裝備。這三大挑戰分別是：異地生活的挑戰、 

適應異文化並向異族傳福音的挑戰，和宣教工場

多元化事工的挑戰。

異地生活的挑戰

很多教會、弟兄姊妹及儲備宣教士都以為宣

教事工的“成與敗”最重要的因素是看福音事工 

的果效：接觸未信者的數目，傳福音的方法和 

工具，以及信主的人數。這些雖然是宣教的 

目的，不過很少人明白宣教事工能否“成功”，

除了聖靈的同在與宣教士的心志以外，最重要的

是宣教士能否在工場適應當地的生活和文化。

筆者有9年的宣教經驗，丈夫現今仍在差會主

管宣教士和各地的工場。我們看到許多宣教士，

雖然有宣教的熱枕，但因本人或家人不能適應當

地的氣候、語言、衣食住行、醫療條件、孩子上

學等事宜而被迫離開宣教工場。事實上，倘若宣

教士能夠適應當地的生活和文化，福音事工或多

或少都會有所拓展。殺傷力最大的並非是缺少傳

福音的能力，而是缺少長期異地居住和適應宣教工

場的能力。

因此，宣教士的培訓，不能只局限於佈道 

技巧、神學知識或教會管理等層面，還必須包括對

宣教工場實際情況的瞭解。有不少差會甚至要求宣

教士在被差派前，須要先去工場實習一段時間， 

以此作為正式接納宣教士的先決條件。

文化適應的挑戰

除了對異地生活的適應，參與跨文化宣教的工

人也必須瞭解文化的差異，以致能適應當地文化，

並且能用當地文化可以明白的方式傳遞福音。

當我們剛到德國宣教的時候，我們團契借用的

德國教會的牧者請我們到他家喝下午茶。我們喝過

咖啡、吃過蛋糕後，他帶我們到附近的小徑散步，

散步後回到他家已經是傍晚六點多了。他說已經是 

晚飯的時候，我們還以為他會邀請我們留下吃 

晚飯，不料他卻說不打擾我們回家吃飯了。我們覺

得這位牧師非常奇怪，在中國人看來有點不禮貌。

後來才明白，原來德國人的晚餐是最簡單的“冷

餐”。德國人很多時候會請朋友吃下午茶，嘗一下 

自己烤的蛋糕，這就是款待客人。對他們來說， 

邀請人吃晚飯才是不禮貌。

還有一次，一位嫁了德國人的中國女士說她的

丈夫生病了。當丈夫看完病回家，她問丈夫醫生的

 陳袁美華主任



診斷時，丈夫竟然說這是他個人的隱私，做妻子的不應

該過問。原來德國文化傾向於極端的個人主義，家人，

包括配偶、父母、兒女，都無權過問個人私事。這對於

偏重家庭、集體主義的中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

這些跨文化的經歷讓我明白：在傳福音的過程中，

認識自己的文化，以及福音群體的文化是十分重要的。

否則，不但會鬧出許多笑話，還有可能在開始傳福音之

前已經給人一個負面的印象，甚或產生誤會，妨礙將來

福音事工的發展。

多元化宣教事工的挑戰

第三個宣教士出工場前必備的條件就是：對宣教事

工的多元化有全面的瞭解，並具備靈活使用的能力。 

首先，有些福音未到之地是禁止傳福音的國家。如果宣

教士只用在自己國家內常用的傳福音方法，不但可能碰

釘子，更有可能被殺害。誠然，宣教士要具備為主殉道 

的勇氣，但卻不應該因缺乏智慧而白白送死。因此， 

那些準備進入對福音封閉國家的宣教士，一般都需要用

另一個職業或營商的方法才能合法進入該國家，才可以

開始從事福音事工。

再者，宣教士到了異族異邦，向當地未得之民傳揚

福音，必須先找到切入點。有句諺語說得好：「人們不

關心你知道多少，直到他們知道你有多關心他們。」如

果我們一看到陌生人就開口傳講福音，雖然動機良好，

但因與我們缺乏信任的關係，對方往往不願意用心聽我 

們訴說。假以時日，如果我們與福音對象已經建立 

關係，他們感受到我們對他們的關心，以及聖經中所說

的那種愛，他們就會願意聽我們講福音，甚至會好奇，

希望知道是什麼原因令我們願意關心他們。

因此，許多宣教士花很多時間與福音對象建立 

關係，並且用多元化的事工讓對方感受到我們的關愛。

當年外國宣教士來華，將福音帶給我們中國人，在中國 

不但建立教會，也建立學校、醫院等社會福利機構， 

關注中國人靈、魂、體的需要。所以許多華人，想到當

年來華的宣教士，都深深地被他們那種愛中國人的心所

打動。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工場，宣教士也參與多元

化的宣教事工，從事農業、商業、辦學、醫療和扶貧等

不同工作。這些雖然不是直接的福音事工，卻可以作為

福音切入點的預工，同時也供應信徒身體和心靈上的 

需要，用言與行來傳遞整全的福音。

以上所談到的關於宣教士在工場上可能遇到的三個

挑戰，提醒有志宣教的基督徒，進入宣教事工不能只有

熱情，而沒有裝備。環球中國事工部看到中國教會願意 

承接宣教之棒，但缺乏相應培訓的現實情況，為此， 

空中神學院計劃在年底推出宣教系列課程，希望可以盡

我們的能力，裝備一群有呼召、願委身的華人信徒， 

讓他們在出工場前得到所需的裝備，能長久有效地把福

音帶給未得之民。

資源
快遞

從2010年到2021年這11年間，徐武豪博士完成了三本生活著作：《人生徐筆》、 
《武筆留言》，及《豪筆留情》。

徐博士將他對人生的領會、學到的功課，乃至失敗的經歷，都毫不吝嗇地與讀者
分享；在真理的追尋、事奉歷程、家庭生活和人際關係上留下真摯的心聲，讀來情理
兼備、真摯感人，可以體會到如何在平常生活中活出真正的信仰。

三本著作都有繁體、簡體兩種版本，歡迎弟兄姊妹到各大基督教書室和加拿大環
球廣播辦公室購買，收益將全數用於支持中國事工。



園 地
空中神學院

經過了五年的漫長學習，我終於

在今年3月完成了空神的所有課程。

一路走來，有欣喜雀躍的時刻，也有

低落煩悶之時。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都非常感謝主的帶領，讓我有機會

學習這套課程。同時，我也非常感謝 

整個空神團隊，感謝團隊為我們預備

如此豐盛又實用的中文神學課程， 

願神親自祝福、紀念所有空神同工的

付出！

這套課程在以下三方面對我有很

大啟發和幫助：

一、 認識神和聖經真理

一直以來，我對神學課程的印象

是枯燥乏味、沒有樂趣。學了空神的

課程，我反而覺得意猶未盡。其原因 

是各位講員都有很多寶貴的服侍 

經驗，他們在各自的課程裡加入了

生動有趣的實例，而且講員對自己的

課程都有很深的研究，講起來脈絡 

清楚，讓人印象深刻。

就拿《利未記》來說，我其實對

它很感興趣，但是以前每次看到裡面

的律法就頭疼，很多次都是直接跳過

了。這次《利未記》的學習，讓我很

清楚地明白了這卷書的內容，也讓我

看到神賜給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是分

別為聖。儀式律法看起來很複雜、

很麻煩，但是卻為了能夠敬拜聖潔的

神而設立的。道德律法更是神美好的

旨意，神盼望以色列人在道德上同樣

聖潔。有很多道德律法甚至是需要我

們現代人對照反思的，比如不可以

拖欠工資（利19:13），不可以搬弄

是非、不可以害鄰居（利19:16）。 

雖然我們不在舊約律法之下，但是在

具體實踐中，我們卻可以拿來參考 

一下，以便於我們行出愛。

二、屬靈生命的改變

在整個空神課程學習的過程中，

我覺得自己在彼此相愛、請求饒恕、 

饒恕別人、謙卑方面學到了很多， 

並且慢慢在實踐中提升。

兩週一次的線上學員（宣教士）

團契讓我認識了很多弟兄姐妹，並且

在每次聚會中都會有老師精心準備屬 

靈大餐。弟兄姐妹們一起敬拜、 

讀經、代禱，真的讓我很感動。每兩

個月寫一封家書給空神老師，他們都

會為我代禱守望，他們對我的關愛鼓

勵我繼續前行。每一次做完試卷都會

收到老師鼓勵的話語，心裡暖暖的。

有時即使需要重寫試卷，評閱老師 

也會很溫柔地提示需要重新思考的 

方面。非常感謝這些可愛的老師們、

同工們！

正是有了這樣相愛的線上團契和

鼓勵我的同工，我在當中學到了如何

更好地說鼓勵的話語、造就的話語。

弟兄姐妹互相為肢體，我們很需要彼

此切實相愛和互相饒恕。當我覺得自

己對別人說了不妥的話語或者得罪了

弟兄姐妹時，我也會主動地向他們表

達歉意，並請求他們的饒恕。當我覺

得得到了弟兄姐妹的幫助和認可時， 

我也學會了及時表達感謝。為此， 

我很感恩，也感謝主藉著空神團契

和同工的代禱讓我在愛的能力上有 

提高。

三、服侍更加得力

由於我在異文化的禾場服侍， 

能夠透過空神的課程清楚地瞭解了 

“跨文化”和“超文化”的意義對我

的服侍有很大幫助。

雖然我已經在這個禾場上服侍

遠方來鴻    
空神帶我飛得更高

了七年多，但是反思下來，我有時

確實會不重視當地的文化。尤其

是在當地文化和我自己的文化起衝 

突時，我可能很自然地認為自己的文

化是對的。然後，我就會更加生氣、

懊惱。其實，這樣的方式並不能榮 

耀神。我自己也清楚暴露怒氣與當地的

文化相反，只是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

這時，我會提醒自己，要有超文

化的心胸去接納當地文化，而不是

用我的標準要求他們。就如耶穌所

說：“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

中有梁木，怎能對弟兄說‘容我去掉

你眼中的刺呢’？”因著始祖犯罪，

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成了罪人。因此，

世上沒有完美的文化。我自己的文化

也不完美，也是被罪污染了的文化。 

那麼，我何須苛求他人呢？細想 

下來，在異文化的環境裡，很多衝突

並不涉及對錯，只是習慣和方式不同

而已。擁有開闊的心胸和態度去接納

不同的文化群體，這才是解決之道。

以上是我的簡短分享，歡迎大家

踴躍報讀。同時，願神幫助在讀的學

員們早日完成全部課程，堅持就是 

勝利，加油！

海姊妹（2023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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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事工發展主任：陳袁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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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朱華、嚴行 (特約同工)

事工代表：

鄭旭松 (溫哥華) 
(604) 957-0811

李曉霞 (卡加利)  
(403) 383-3220

譚妙玲 (愛民頓)  
(780) 716-9349

羅宵 (倫敦)  
(519) 476-6352

耿烜(京士頓)  
(613) 877-4445

事工報告 
(2023年 1月至 6月)

事工介紹

活學聖經故事

收支總況

2023年總預算 $762,341

收入 $341,531

支出 $402,433

虧蝕 ($60,902)

去年盈餘 $122,804 

累積盈餘 $61,902

註：以上資料未經核數師最後核實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TWR Canada直接寄至本機構， 
或到 www.twrcanadacm.org 線上奉獻。

財務簡報  

(2023年 1月至 6月)

請加微信號 TWRtraining 

獲取更新資訊

培訓事工

講道團契 15次 165人次

查經團契 17次 478人次

研經團契 9次 264人次

宣教團契 8次 72人次

教牧團契 3次 214人次

門徒訓練日 2次 135人次

教會資源分發

簡體版大字聖經 154本

聖經播放器 153部

教會資源使用

活學聖經：網站訪問人數 3461人

空中神學院

現有學生 1289名

畢業學生 115名

新學生 76名

學生聚會 137次

註：空中神學院總畢業生人數為 1564人，  
總學生人數為 2853人。

空中神學院計劃在今年年底推出宣教系列課程。這套課程專為有負擔成為
宣教士的華人信徒而設，不僅包含基礎的神學課程，還包含一些針對在宣教工
場中要面對的實際情況而設的課程。

《宣教士的生命與事奉》一課講解了宣教士的生命（身心靈）、宣教工場
各種事工，以及在工場中所需的行政管理；《佈道與植堂》一課教導宣教士
在宣教工場如何佈道和植堂，講解實際方法和步驟；《宣教與文化》展示了瞭
解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文化與宣教的關係，對將要在跨文化環境中服事的宣教
士特別有幫助；《整全的宣教使命》拓展我們的宣教視野，讓我們跳出宣教
只是口傳福音的限制，讓宣教士學習如何將言語與行動結合起來，傳揚整全的 
福音；《帶職與營商宣教》一課幫助學生明白宣教士可以用帶職或營商的渠道
來傳福音，也提供一些實際的計劃和推行的方法。

SOTA宣教系列

編號 課程名稱

必修科

M01 信仰要義

M02 宣教士的生命與事奉

M03A或 教會歷史人物

M03B 中國教會歷史

M04 新約綜覽

M05 舊約綜覽

M06 系統神學

M07 查經法與釋經原則

M08 護教學與異端分辨

M09 基督教倫理學

M10 佈道與植堂

SOTA宣教系列

M11 宣教學

M12 宣教與文化

M13 整全的宣教使命

M14A或 釋經講道

M14B 講道學

M15A或 教牧輔導學

M15B 基督教教育概論

選修科（只選三門）

X01 《傳道書》

四選一
X02 《以弗所書》

X03 《彼得前書》

X04 《羅馬書》

X05 帶職與營商宣教

X06 專題培訓（或短宣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