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壽華牧師
香港宣道會北角堂前主任牧師及本中心顧問

賽德博士所寫的一本叫基督徒感到尷尬的書
《丟人眼前的福音派》(The Scandal of Evangelical 
Conscience)，列出許多由美國民調專家，調查基督
徒與非基督徒生活行為差異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福
音信仰的基督徒大體上與世人一樣。基督徒很可能通
盤接受享樂主義、物質主義、自我中心和淫亂的生活
方式，甚至如離婚的現象較一般美國人更普遍。歐美
社會越來越多人稱自己是無神論者，其中一個原因是
他們不能察覺基督徒的生活與他們有甚麼分別，甚或
比自己更缺乏生活的德行與良好價值觀。

聖經由始至終講述耶穌基督的福音是要呼召人
悔改，作基督的門徒。但許許多多的人羨慕得到平
安、得到永生的應許，卻不願意誠實的相信基督──
因為那意味人要付代價，調轉人生的腳步，以配合與
信心相應的生活行為，證明他真實「相信基督」。

教會表面的興旺，周全的組織、蓬勃的事工、
璀璨的活動，容易會被認為那就是神賜福的證據。但
是教會若沒有有效的「門徒訓練」，幫助神的兒女真
實地活出像基督的生命，這教會可能是被神厭惡的教
會，就像神在先知書中常警戒祂的子民說：「我厭惡
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惟願公平
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摩 5:21, 24）
事實上教會若不培育信徒成為真門徒，信徒多會在人
生某些階段遇到試探時跌倒，又或產生不良的見證，
阻礙別人信主。

教會領袖要建立信徒成為門徒，不可單倚賴群眾
性的培訓聚會，必須要加上小組性、長期關係、勉勵

伴行的培育形式。因為要能夠在生活上實踐信仰，在
明白真理之餘，極需要有人從旁引導、反思生活、勉
勵行善，才可以持續地作出生命的調整，而逐步可以
真實地活出基督。事實上，主耶穌在世上常向群眾作
教導，但祂大部份的時間是與祂的十二門徒伴行，作
適切適時的引導，門徒的生命才可以成熟堅固。因此
今天教會領袖若沒有作「埋身」的門徒訓練，他們還
沒有作完整的牧養培育工作。

另一方面，基督徒曾經歷門徒訓練的，他們的生
命也更能培育別人的生命。他們是真實地經驗到別人
的生命示範、別人如何針對性的勉勵自己，克服個人
的不是、摯誠地為自己代禱，他們便可經歷一種生活
的「充權」（enpower），放膽地把自己所經歷的作
在別人身上，而生命影響生命的能力可以延續下去，
且可以生生不息。

我自己教會多年前設立了「初信者門訓」及近
年的「進階門訓」，由一位師傅帶領二位或五位（進
階）門徒，一年內定期約見，研讀聖經、討論信仰實
踐、行動交待、禱告守望，也有些一起行動、生活相
處的安排。看見弟兄姊妹在其中生命明顯成長，誠實
活出信仰。不少門徒其後成為師傅，延伸擴展對
更多弟兄姊妹的幫助。感謝神的恩惠，也願基
督的教會更投入作門徒訓練，主的門徒活出天
國子民不同的生命見證，真實地見證天地間獨
一的真神。

生生門徒訓練 生生不息

週年前奏

2020 年 6 月號

第二十一期半年刊



區伯平牧師
牧會多年，兼事講學、寫作與培導；
現為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義務牧顧長；

亦為澳宣培訓中心顧問。

澳門宣道會的事工發展衍生出「澳宣培訓中
心」，而「澳宣培訓中心」的運作仍需寄附於澳門宣
道會；這是一幅微妙的互建景象。隨著「宣道中心」
的拓建，「澳宣培訓中心」也移至望廈山下的場地。
美副將大馬路萬基工業大廈四樓即使不是永久的基
址，也必然是長久的地址了。澳門宣道會的進程掀開
新的一頁，「澳宣培訓中心」也踏上新的階梯。

過去十年來都蒙上主鴻恩，得到可算頻密的機
會，能夠經常參與澳宣培訓中心的服事。每年總有幾
回前來澳門講授系列課程。啊，竟然有幸走過澳宣培
訓中心的一半歷史！

多年以來，每一回前來澳宣培訓中心，都是依
循着這條路線：在外港客運碼頭登陸澳門之後，就繞
着新口岸水塘走，朝向美副將大馬路去，然後依次經
過「新西洋墳場」，「普濟禪院」，最後步過「望廈
炮台斜坡」；通常不消三十分鐘，就來到目的地了。

走在這段路上，每一個「景點」都能引發起一
陣凝思。尤其近一年來，更是如此。「新西洋墳場」，
一位美國女宣教士長埋於此，已經 120 年了，她是宣
道會在兩廣地區的開山祖之輩。「普濟禪院」，1844
年中美兩國在此簽訂「望廈條約」，條文中包括開放
國土，讓洋人建造教堂。「望廈炮台斜坡」，葡萄牙
佔治澳門年間，為着抗禦中國而建置，宣教者卻是憑
藉葡萄牙的庇護，早在五百年前來到澳門，以至進到
國內。

走在望廈山前，這些宣教波瀾湧現於心間，不禁
思潮起伏。澳門不過是中華大地南陲邊岸的豆丁海角
而已，幾百年來竟然擔負着天國福音入華的重要踏板
角色。哪，踏板的所在地，澳門本地的民眾，是否受
到足夠的重視，同樣是要珍重的傳道對象呢？還是形
成「心懷中華卻遺下澳門」的矛盾思維呢？

翻開香港城市的發展歷史，建城初年也只是一處
踏腳石的角色。不論軍部，商界，宣教者，全都志在
中華大地；位置邊旁，面積細小，人口不多的香港，
不過是進向中國的後勤支援點而已。然而建城二十年
過後，教會就意識到，香港本地已經是一個足以必須
重視的傳道工場。於是教會人士很早就興起從事香港
本地佈道植堂的工作，使香港的信徒群體較早就能夠
成長健壯起來。

回到澳門的處境，幾百年來的歷史角色似乎演變
成為一個牢不易破的框架，使不少教會人士未能擺脫
「澳門是踏板」的意識。後遺現象就是未有注重培育
本地信徒群體，輕忽促進信徒健壯成長，少談務求信
徒深深植根，難以要求群體邁向自傳自養自治。

澳宣培訓中心不是為宣道會而設的，澳宣培訓中
心是為了建立健壯的澳門信徒群體而設。祝願主佑澳
宣培訓中心，清晰宗旨，任重道遠，建立教會。

望廈 山前的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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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或稱宣教）就是要跨越障礙來執行主耶穌所賜的「使萬民作祂門徒」的大使命（太28:19-
20）。大使命的要求包

括「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28:20）
，目的是「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　神面前」（西

1:28），所以差傳便必須有一群「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徒6:4）的傳道人來推動和帶領。

　　神學教育是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的，但對於那些要將福音帶到遠方及向異國異族傳道的宣教士而言，這更為重要。我們可

以從三個角度來看差傳與神學教育的關係：

一、從工人訓練的角度來看：

　　參與差傳的傳道人，無論是在前線作宣教士或是在後方的機

構及堂會作關顧、推動、教育等支援事工的人，都需要有全備的

神學教育及宣教訓練。以下是訓練的四方面：

　A.　生命（Being）
的培育：

　　宣教工人必須有為主受苦的心志及能承擔使命的屬靈生命，

所以必需有成熟和老練的生命（羅5:3-5）
，才能承擔傳道人的

職份和活出基督生命的榜樣。屬靈生命的成長是沒有速成的，更

不能拔苗助長，所以三、四年的學習訓練是很有必要的。

　　長時間及住院式的學習和生活在生命造就上有關鍵的作用，

因為一些屬靈操練和生活學習是不能在課堂傳授或自修得來的，

例如：學習謙卑服侍只能在實際參與後才能領會，所以建道神學

院要求單身同學必須住院，同學們都需要參與早會、有一定的屬

靈操練及學院義務工作（包括清理廁所等服侍）。

　　其次是與人相交和群體生活的操練與學習，這方面包括個人

的禱伴、學兄學姊的友輩同行和由老師帶領的關心小組等。團隊

事奉的操練就包括學生佈道團、詩班、宣教團契以至各種學生組

織等等，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培養「開荒、吃苦、火熱」的

建道精神。

　B.　知識（Knowin
g）的得著：

　　知識的內容包括聖經真理的學習、神學及教義的認識、傳福

音及教導方法的掌握、牧養教會及造就信徒的知識等。傳道人必

需對聖經內容有全面的了解和透切的認識及對聖經原文有基礎的

掌握，以致能應用在解經及講道之上，只有這樣才能運用聖經真

理來回應今天信仰及生活的問題。

　　傳道人對教義及教會歷史也需要有一定的認識，才能鑑古知

今，回應今天護教及傳道的挑戰。傳道人也需要掌握基本的實用

神學知識，例如牧養和輔導、社會時事的發展、堂會牧養和佈道

策略的知識。傳道人最基本的工作是能帶領堂會和傳道解惑，若

也能得社會的尊重和影響社區的話，那就更理想了，這是與個人

的學養與知識有直接關係的。

�C.　技能（Doing）
的掌握：

　　傳道人必需掌握實際的事奉技巧與能力，例如佈道、教導、

講道、牧養關顧、教會行政、輔導、領導、主持崇拜和禮儀等

等，所以除課堂教導以外，也需要配合實習及觀摩示範，例如堂

會週末實習、暑期全時間牧職實習、佈道團、講道訓練等，特別

訓練也包括家庭輔導及治療實習、院牧關顧訓練和跨文化海外實

習等。

　　人的傾向往往是重視自己的專長或恩賜，而輕視或忽略其他

人的長處及功能，但事奉要求均衡與配合。這是通識與專精的議

題，傳道人必須有基本的整全事奉技能，但在這基礎之上也要追

求能學有專精及發展個人事奉的強項，這是按恩賜事奉的原則。

　D.　宣教學的學習和訓練：

　　計劃參與差傳事奉的傳道人也必需接受宣教學和跨文化的訓

練，以培養跨文化生活和事奉的能力。基礎的學科包括宣教文化

人類學、民間信仰、宣教歷史、聖經宣教神學、宣教策略與模

式、宣教士的生活與事奉等等。

　　為幫助學員能將所學的內化及適切運用，跨文化訓練特別重

視整合性的培育和訓練，也會利用本地少數族裔的社群及地區作

教室教導學員，更會安排海外跨文化實習讓同學有親身體驗宣教

的經歷，建道神學院就有為主修跨越文化研究系的同學安排為期

八星期或一年的海外實習。

　　宣教需要怎樣的人材？宣教士需要達到傳道人的水平和要求

嗎？在近代西方教會主導的宣教運動中，宣教士的主要工作是佈

道和建立教會，所以絕大部份宣教士都是傳道人。但自二次大戰

以來，西方國家的前殖民地紛紛獨立，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抬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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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香港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與教牧及專業

進修學院主辦，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協辦，對香港青年（30

歲以下）宣教狀況作出研究，並於2011年10月11日舉行

《2011年香港青年宣教狀況研究》發佈會暨研討會。1 在研

究中有兩個結果值得思想：

1. 宣教士的老齡化－2010 年全港差出 511 位宣教士，平

均年齡為 45.8 歲。

2. 現今的青年人，相對過去的青年人（現已為宣教士），

短宣體驗成為他們領受宣教異象渠道的影響力在增加。

　　雖然這項調查是針對香港教會和香港青年，但對於身

處澳門的信徒有甚麼提醒和值得參考的地方？我想，最重

要的問題是大使命的承傳問題，尤其是海外宣教，宣教士

的年齡斷層會否造成青黃不接？教會又如何善用短宣隊來

深化弟兄姊妹對宣教的認識和普世福音需要的承擔？

　　過去，教會對短宣隊毀譽參半，覺得短宣隊增添宣教

工場許多麻煩，加重宣教士在工場的工作量，但卻沒有帶

來工場太多的幫助。但短宣隊在宣教工場除了工作的意義

外，如果能透過親身體驗加深宣教意識和異象，這不失為

一種體驗式的宣教教育，對教會和宣教工場都有長遠的  

意義。

　　如要這種宣教教育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有幾點是值得

留意的：

1. 短宣隊出發前必須要接受訓練，訓練最少包括兩方面，

一是對宣教的認識上，例如讓短宣隊員在出發前接受一

些差傳的課程，普世宣教（一）課程２就是其中一種。

課程會從聖經根據、歷史反省、文化考量和宣教策略四

方面有系統地去認識普世宣教事工，讓學員在宣教工場

可以多從這四方面觀察和思想，避免做一些抵觸當地文

化的行為；另一方面是團隊訓練，加強隊員間的認識和

默契，讓隊員明白「宣教」不是個人表現，而是需要有

團隊合作精神。

2. 短宣隊的目的不是單單參與事奉，專注事奉的果效；

認識、關懷宣教士及了解當地文化與困難，也是很重

要的學習。畢竟短宣隊逗留在工場的時間很短，但祈

禱和事奉的心志卻可以很長久，隊員對工場的認識會

延續和深化隊員為宣教士和宣教工場祈禱。

3. 短宣隊員對參與短宣應有正確的態度，短宣隊不是去

工場打強心針、也不是逃避本地教會的事奉、也不是

參與廉價的旅行團；而是實踐大使命的其中一個途   

徑，  「去」到萬民當中，學習在異文化當中傳揚主愛。

這應是本地佈道一種心志上的延續，而不是我們只向

「遠處的人」傳福音，但從來不向「近處的人」傳福  

音，這是「屬靈的遠視」，是屬靈視野的一種偏差！

4. 成熟的短宣隊應配合宣教工場的需要，而不是要宣教

工場去滿足短宣隊的期望，要求當地教會刻意為短宣

隊增添聚會，甚至「節目」；尊重當地的教會和教會文

化也是很重要的學習！

主耶穌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

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

（馬太福音 9:37-38）

　　無論我們是求主打發工人的那一位，還是被打發出去

的那一位，願我們都效法主耶穌憐憫世人的心腸和行動！

1. 研究資料詳情可參考建道神學院網頁：

http://www.abs.edu/live/zh/content.php?section_id=1500&section_lvl=6&section

_past_id=3,595&main=3&ck=1

2. 溫以諾、溫陳鳳玲、陳惠雪編著：《普世宣教》（一）（美國：大使命中心，2008）。

吳劉月明
師母（本

中心校長
）

　　2011年香港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與教牧及專業

進修學院主辦，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協辦，對香港青年（30

歲以下）宣教狀況作出研究，並於2011年10月11日舉行

《2011年香港青年宣教狀況研究》發佈會暨研討會。1 在研

究中有兩個結果值得思想：

1. 宣教士的老齡化－2010 年全港差出 511 位宣教士，平

均年齡為 45.8 歲。

2. 現今的青年人，相對過去的青年人（現已為宣教士），

短宣體驗成為他們領受宣教異象渠道的影響力在增加。

　　雖然這項調查是針對香港教會和香港青年，但對於身

處澳門的信徒有甚麼提醒和值得參考的地方？我想，最重

要的問題是大使命的承傳問題，尤其是海外宣教，宣教士

的年齡斷層會否造成青黃不接？教會又如何善用短宣隊來

深化弟兄姊妹對宣教的認識和普世福音需要的承擔？

　　過去，教會對短宣隊毀譽參半，覺得短宣隊增添宣教

工場許多麻煩，加重宣教士在工場的工作量，但卻沒有帶

來工場太多的幫助。但短宣隊在宣教工場除了工作的意義

外，如果能透過親身體驗加深宣教意識和異象，這不失為

一種體驗式的宣教教育，對教會和宣教工場都有長遠的  

意義。

　　如要這種宣教教育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有幾點是值得

留意的：

1. 短宣隊出發前必須要接受訓練，訓練最少包括兩方面，

一是對宣教的認識上，例如讓短宣隊員在出發前接受一

些差傳的課程，普世宣教（一）課程２就是其中一種。

課程會從聖經根據、歷史反省、文化考量和宣教策略四

方面有系統地去認識普世宣教事工，讓學員在宣教工場

可以多從這四方面觀察和思想，避免做一些抵觸當地文

化的行為；另一方面是團隊訓練，加強隊員間的認識和

默契，讓隊員明白「宣教」不是個人表現，而是需要有

團隊合作精神。

2. 短宣隊的目的不是單單參與事奉，專注事奉的果效；

認識、關懷宣教士及了解當地文化與困難，也是很重

要的學習。畢竟短宣隊逗留在工場的時間很短，但祈

禱和事奉的心志卻可以很長久，隊員對工場的認識會

延續和深化隊員為宣教士和宣教工場祈禱。

3. 短宣隊員對參與短宣應有正確的態度，短宣隊不是去

工場打強心針、也不是逃避本地教會的事奉，也不是

參與廉價的旅行團；而是實踐大使命的其中一個途   

徑，  「去」到萬民當中，學習在異文化當中傳揚主愛。

這應是本地佈道一種心志上的延續，而我們不是只向

「遠處的人」傳福音，但從來不向「近處的人」傳福  

音，這是「屬靈的遠視」，是屬靈視野的一種偏差！

4. 成熟的短宣隊應配合宣教工場的需要，而不是要宣教

工場去滿足短宣隊的期望，要求當地教會刻意為短宣

隊增添聚會，甚至「節目」；尊重當地的教會和教會文

化也是很重要的學習！

主耶穌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

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

（馬太福音 9:37-38）

　　無論我們是求主打發工人的那一位，還是被打發出去

的那一位，願我們都效法主耶穌憐憫世人的心腸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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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益處
多？

為他在其所建立的教會裡都培養出一位領袖，成為宣

教的同工。首先是「安提阿的循環」，耶路撒冷受

逼迫，門徒分散，安提阿教會被建立，耶路撒

冷教會差派宣教士巴拿巴去幫助他們，培育

門徒，預備他們向外宣教的心，並按著聖靈

的指示差遣保羅和巴拿巴前往路司得。接

著是「路司得的循環」，路司得教會是由

宣教士保羅和巴拿巴所建立，他們同樣

堅固教會，培育門徒，按立長老，並揀

選了一位有二元文化背景的青年提摩

太作為宣教士，藉此鼓勵路司得教會

效法安提阿教會，成為差傳教會，激

起另一個循環。隨之是「腓立比的循

環」，差以巴弗提前往帖撒羅尼迦；

再有「帖撒羅尼迦的循環」，差亞里

達古、西公都前往庇哩亞；還有

「庇哩亞循環」，差出所巴特往更

遠地方。韋納（Wagner）教授稱這

種循環為「宣教  360°」，2 指差會

或教會派出宣教士到某一個地方後至

教會自立，只能達到270°，要新建

立的教會能產生宣教士，才能達至

360°的完滿，功成身退。

 在這個循環中，可見合乎聖經的

教會以訓練門徒為本質，而合乎聖經的

門徒訓練是可以產生宣教人材。

 承接上季季刊由翁競華牧師撰寫主題文章《差傳

鐵四角》，概談了宣教士、差會、堂會和神學教育

四方面。由本季開始，希望可以逐一探討。

 自耶穌復活、頒布大使命、升天之後，

教會就擔負起承傳大使命的責任，而大使

命其中一個內涵就是「使萬民作主門

徒」，這也是經文中唯一的動詞（make 

d i sc ip l es），而去（go ing）、施洗

（baptizing）、教導（teaching）三個

動詞是以分詞形式出現，補充說明

「作主門徒」的內容或步驟。

 由於澳門信徒比例常處於1%之

下，所以澳門教會較著力在傳揚福音

上。但根據譚逸雄牧師對澳門基督教

宣教策略的研究，他發現澳門傳福音

的策略是要按教會承載生命的能力來

發展佈道事工，換言之，就算是教會

推動佈道，重點是教會能栽培多少

人，所以澳門教會需要強化栽培工作

和領袖訓練。1 本中心曾接觸不少信

主很久的信徒，他們都沒有穩定靈修

的習慣，作許多選擇時也沒有聖經的基

礎為依歸，生活表現與非信徒沒有兩

樣。所以要澳門信徒成長、成熟、發揮

應有影響力，教導信徒的成長途徑和基督

徒的生活原則是必須的。當教會建立了健

康的門徒群體，才能繼續地差遣，成為宣教

的基地與後盾，延續大使命。

 主耶穌不單以門徒訓練作為事工的焦點，而

且突破、更新了以往「門徒」的觀念，祂親自呼

召、挑選門徒，甚至收納女性門徒，常與門徒同在，以

身作則，隨行隨教，也因材施教。及至保羅，他不單建立

一個植堂的模式，他甚至開創了一種宣教循環的運動，因

教會與
門徒訓

練2015年1—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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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與
門徒訓

練

1.  譚逸雄：＜整全的福音－澳門基督教宣教策略的反思＞

 （建道神學院神學碩士論文， 2005），頁70。

2.  林安國：《華人教會－普世宣教的橋樑》

 （香港：宣道，1985），頁79-80。

3.  林安國：《華人教會－普世宣教的橋樑》，頁79。

吳劉月明
師母（本

中心校長
）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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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司得

的
循環

建
立
教
會

路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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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更遠地

庇哩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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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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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
的

宣教循
環圖

3

扶立成長

扶立成長

扶立成長

扶立成長

扶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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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會的
角色

黎嘉禮牧
師

（現任香
港宣道差

會總幹事
）

會三源其中之一個重點。當然差會非常歡迎堂會介紹及推

薦他們栽培及印證其宣教呼召的肢體成為差會的宣教同

工，差會在接納此等肢體之前又得堂會體諒、明白和支持

候選宣教同工必須在工埸宣教實習及接受跨文化訓練，經

正式接納成為候任宣教士之後，差會與堂會一同差派他們

到工場，重點不止在於安排差遣禮並禱告及經濟上的支

援，更鼓勵堂會設立相關機制如支援組準備支援受差同

工，並可派成員參予差會不同工場支援組，讓支援由對宣

教同工進深及擴濶至所屬整個工場。差會現有西印度洋、 

澳門、泰國、柬埔寨等工場支援組，一方面關心工場的宣

教士們，另一方面更全面鼓勵後方支持工場整體事工。至

於督導方面，差會在堂會信任支持下，自當盡力專心履行

此責，並且謀求不斷進深，但差會要做好此責，決不能以

高高在上之態度 (superior) 去做督導 (supervision)，反而

採取主耶穌已示範的態度，就是為僕（servant) 之操練，

與神與同工同行，一同合作合力服侍 (serve）未得之民，

在過程中一同尋求、辨別並最終成全祂可喜悅的心意。

 有人說宣教士、堂會及差會為宣教鐵三角，甚至加上

神學院變成鐵四角，這充份反映他們之間合作配搭的緊密

關係。宣教的服侍是團隊的服侍，以上四個單位缺一不

可。雖然傳統差會的角色在現今強調創啟事工及其多元

性、保密性及機動性等情況下易被忽視、邊緣化，甚至有

些更走向「去差會化」。

 無論從聖經、歷史及功能角色看，差會仍有其重要的

角色，只不過我們要與時並進，不斷學習和更新。著名宣

教學者溫德在其文章從歷史上指出差會的存在價值及功能 

(可參考溫德 Ralph Winter 著 -「神救贖計劃中的兩類組

織」/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p.209-219)。若從功能上看，

差會最少還要擁有和發揮以下功能，簡單以四「S」表

達，就是：一.甄選 (select /seek, screen)， 二. 差派 

(send)，三.支援(support），四.督導/問責 (supervise）。

 以香港宣道差會為例：差會旳使命是要將基督的救贖

和服侍帶給各族各民，而目的是建立遵行大使命的教會

（主的門徒群體）。要達成此目標就要差派更多宣教人員

到工場從事佈道、訓練、社會服務及建立堂會。如此我們   

就要尋找主所呼召的人才，經過辨別及甄選找出合適、合

用及願意合作的人才，把他們送上差會發展的工場從事上

述任務。由於我們相信神已賜給地方教會此等人才，故此

差會自然又必須與堂會緊密合作，發掘其中堂會所栽培宣

教各類人才：包括宣教士、差傳部組等行政、支援人才及

系統教導差傳的人才， 這也是本會五大方向之一：滙聚堂   

甄選

差
派

支
援

督導/
問責

1. 高炘編：《基督教教育概論》（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87），頁8。

2. John Corrie, ed., Dictionary Of Mission Theology: Evangelical Foundations (USA: IVP, 2007), 380.

3. John Corrie, ed., Dictionary Of Mission Theology: Evangelical Foundations (USA: IVP, 2007), 380.

4. 林來慰等編：《華人神學教育與福音使命－華人神學教育模式研討會彙報》

 （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91年第一版），頁24。

吳劉月明師母（本中心校長）

　　談到「神學教育」，大家很快就會想到神學院，並    

且予人一種嚴肅、高深的感覺，好像是凡夫俗子望塵莫及

的。其實「神學教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而言，      

「神學教育」與基督教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的意義

相同。一切有關教導人（包括男、女、老幼）相信並學習

真道（提摩太前書 2:7），成為順服主的門徒的一切活動都

是基督教教育。  
1 所以，教導的對象是包括所有人，無論

信與未信者；教導的目的是使人成為順服主、遵行聖經教

導生活的門徒（馬太福音 28:19-20）；而教導方法可透過

不同的方式如慕道班、初信栽培班、主日學、主日講道、

團契、查經班、門徒訓練班等。而教會因應對象的屬靈程

度的不同、角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教導內容，如初信者

接受初信栽培班，受洗後的信徒接受門徒訓練班、教會領

袖接受屬靈領袖訓練、教會執事接受執事訓練等。

　　從狹義而言，「神學教育」 （Theological Education）

就是專指「傳道人的神學教育」。其實從廣義到狹義的「神

學教育」，兩者是息息相關的。沒有良好的「堂會神學教

育」，「傳道人的神學教育」自然受到影響。同樣，沒有大

使命的「傳道人神學教育」，也直接影響「堂會神學教育」

及參與普世宣教。

　　至於神學教育的本質，早在新約時期的神學，其實  

就是「宣教的神學」（Theology of Mission），兩者沒有分

割，原為一體：

　　“The fact that the NT was ” consciously written 

within a missionary context” …… In the NT there was 

no separation between theology and mission.” 2

　　直至君士坦丁時代，基督教國教化，令致神學教育失

去宣教本質。及至 18 世紀德國神學家 Schleiermacher    

更將神學分為四門（four-fold pattern）：聖經研究、系統

神學、教會歷史和實用神學，自此宣教學（the study of 

mission）就被列入實用神學，也被邊緣化了。3 所以，在      

「傳道人神學教育」的內容上，宣教神學已經不是必修   

科了。

　　由此可見，「宣教」與「神學教育」其實同出一源。

根據 1991 年由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的《華人

神學教育與福音使命》的研討會彙報中，強調了神學教育

與福音使命的重大關係－神學教育不單止為教會提供教牧

人員，更要具備培養佈道人材及宣教胸襟的前瞻。所以神

學教育與福音使命是息息相關，就如蕭克諧博士所言：「神

學教育能促進普世福音事工的發展，也能阻礙普世福音事

工的推廣，問題在乎它是怎樣的神學教育。」 4

　　早期原本以教會、宣教士和差會稱為「差傳鐵三角」，

但後來被加上神學教育，稱為「差傳鐵四角」，不無其因，

因為它與普世福音事工是唇齒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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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 20 多年，香港和澳門的外傭工數字不斷

上升。在 2016 年，香港的外傭人數達至 352,000

人，截止 2018 年 12 月，本港外傭超過 38 萬（無

線新聞 2019-01-19）。菲律賓和印尼為本港提供約

98% 的外傭，其餘的 2% 則來自印度、泰國、斯里

蘭卡及孟加拉等地區。澳門所有非本地勞工大部分

來自中國內地、台灣和香港，其餘的是外國人。菲

律賓外勞人數在 2018 年 5 月增至 22,803 人，所有

菲律賓工人中有 48.5% 的人受聘為家庭傭工。其他

主要外勞來自越南、印尼和尼泊爾。

　　筆者的教會屹立在香港已超過 110 年，致力

傳揚福音，包括教育工作、關懷工作等；在過去

10 年，我們也學習開放空間去接待印尼姐姐。起

初，我們都認同這是一個服侍的契機，觀乎數目

之多，而不少的僱主亦是教會肢體。可是，我們

也聽到不同意的聲音：與其投放資源在印尼姐姐身

上，倒不如集中在本地的弱小社群。我相信擁有此

觀念的僱主只屬少數，但亦不排除「我族主義」

(ethnocentrism) 暗暗地影響著。此情況在告訴人與

人之間潛藏著排他性 (exclusion) 和不願意彼此接待 

(inhospitality)。教會應如何彰顯款待？首先讓我們

從經文中學習如何款待人。

 � 本人願意為「澳宣培訓中心」及其事工代禱。  

 � 本人願意奉獻支持「澳宣培訓中心」。  

奉獻方法：

1.　 以劃線支票連同本表格一併郵寄至本中心，抬頭請寫「澳宣培訓中心」。

2.　將款項直接存入本中心在澳門華僑永亨銀行之戶口（澳門幣：834827-100 / 港幣：822078-101），

把存款收條連同本表格郵寄或傳真至本中心，以便記錄及分發正式收據。

3.　親臨本中心奉獻。

 � 本人想繼續索閱每期季刊。

姓名（個人 / 教會 / 機構）：＿＿＿＿＿＿＿＿＿＿＿＿＿＿＿＿＿＿＿＿＿＿＿＿＿＿

地址：＿＿＿＿＿＿＿＿＿＿＿＿＿＿＿＿＿＿＿＿＿＿＿＿＿＿　電話： ＿＿＿＿＿＿＿＿＿　手機：＿＿＿＿＿＿＿＿＿

電郵：＿＿＿＿＿＿＿＿＿＿＿＿＿＿＿＿＿＿＿＿＿＿＿＿＿＿　填表日期：＿＿＿＿＿＿年＿＿＿月＿＿＿日

 � 「由里斯本到澳門 - 我們的承、我們的傳」　�「名副其實信耶穌〜深探〈哥林多前書〉」

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職業：＿＿＿＿＿＿＿＿＿＿　學歷：＿＿＿＿＿＿＿＿＿＿　　所屬堂會：＿＿＿＿＿＿＿＿＿＿＿＿＿＿＿＿＿＿＿＿＿

受洗教會：＿＿＿＿＿＿＿＿＿＿＿＿＿＿＿＿＿＿＿＿＿＿　　受洗日期：＿＿＿＿＿＿＿＿＿＿年＿＿＿＿月＿＿＿＿日

通訊地址：＿＿＿＿＿＿＿＿＿＿＿＿＿＿＿＿＿＿＿＿＿＿　　電話：＿＿＿＿＿＿＿＿　　手機：＿＿＿＿＿＿＿＿＿＿

電郵：＿＿＿＿＿＿＿＿＿＿＿＿＿＿＿＿＿＿＿＿＿＿＿＿　　填寫日期：＿＿＿＿＿＿＿＿＿＿年＿＿＿＿月＿＿＿＿日　

甄鳳玲博士

現職伯特利神學院心理學博士課程主任

宣教士的關顧者

日期：2019 年 10 月 14-15 日（星期一及二）

時間：上午 9:30 至中午 12:30；下午 2:00-5:00

費用：Mop300
上課地點：澳門宣道會宣道中心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9 月 15 日 ( 星期日 )

日期：2019 年 10 月 06 日，20 日，27 日，

　　　11 月 3 日及 10 日 ( 星期日 )，共 5 堂。

時間：下午 2:30-5:30

費用：Mop300

2019 年 6 月號 · 第十九期半年刊

督 印 人：吳金煌牧師

主　　編：吳劉月明師母

執行編輯：吳劉月明師母、葉錦樺姊妹

顧 問 團：區伯平牧師、黎嘉禮牧師、吳艷嫻博士、

　　　　　蕭壽華牧師、曾錫華博士、翁競華牧師

設計排版：螢設計 Glimmer Design

印　　刷：滙豐印務 Vui Fong Printing

印刷數量：1,000 份

　　五百年之前的宣教者，緊隨著葡萄牙的航海發現，

創路來到亞洲。他們由里斯本出發，繞過非洲，到達印

度的果阿，之後到達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然後來到中華

大地的澳門。你尋訪過澳門的果阿街和馬六甲街嗎？大

家都在承接著五百年之前的先行者；你知道承接住甚麼

嗎？你要怎樣續傳下去？

　　原來「信耶穌」不單單是期望上天眷佑，從

此定時出席教會聚會，甚至隨意給出一些錢財來資助

工作。信耶穌是徹底的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讓上主

管治人生。這正是〈哥林多前書〉的精警信息。

電　　　話：2859 1495

傳　　　真：2859 1431

電　　　郵：mati@cmamacau.org

辦公室地址：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48-48D 萬基工業大廈 4 樓 B

免費贈閱 · 歡迎索取 · 懇請禱告守望！

2 0 1 9 年 秋 季 區 伯 平 牧 師 課 程 簡 介

活出
由里斯本到澳門 一

　我們的承、我們的傳

名副其實信耶穌〜

　深探〈哥林多前書〉 款待之道
【 教 牧 及 機 構 同 工 組 課 程 】

【 信 徒 組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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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輔導看門徒的成長

「誰若嘗試
服事別人或

這世界，卻
缺乏深度的

自我認識，

內心的自由、操守和愛心，付出的將不具有任何意義。他只

會傳達自己
的自我中心

，野心和偏
見。」

1�

因今天在
大衛的城

裡，為你
們生了救

主，就是
主基督。

- 路加福
音 2章

11 節 -

姚李月清
師母

香港宣道
會退休傳

道

曾任本中
心「自我

成長」科
導師

以上來
自上世

紀靈修
大師—

梅頓（T
homas�

Merton）
的名言，

充分反映
出他對人

性深刻的
了解。

在教會事
奉日子久

了，我們
間中就會

接觸到某
些

領袖，不
知為何，

總是與人
相處出問

題，人際
關係欠

佳。有些
脾氣大、

好弄權；
有些與異

性關係曖
昧甚或

婚姻出軌
；有些在

管理錢財
方面出事

；有些則
礙於性

格的偏執
，往往做

出錯誤的
選擇及決

定，不單
傷害了

弟兄姊妹
的心，更

令未信者
引以為垢

。究其原
因，除

了社會越
來越複雜

，引誘層
出不窮之

外，我想
，缺乏

個人深度
的自我認

識及操守
更是基本

的問題！

神學家加
爾文認為

「我們擁
有的智慧

，就是真
正

和實質的
智慧，都

是由兩部
份組成：

認識神和
認識自

己。」所
以自我認

識與認識
神有不可

分割的關
係。自

我認識其
實有助於

信徒的靈
命成長。

從神學院
畢業十年

後，我有
機會再修

讀輔導教
育

碩士課程
。從成長

心理學及
輔導學中

學習良多
。除輔

導實習外
，學院更

要求每一
位輔導系

學生於畢
業前，

自己親身
經歷接受

專業輔導
的好處。

此外，我
們幾位

有興趣的
同學又自

發地參加
了一位老

師特別開
設的成

長小組達
一年半之

久。我漸
漸發現每

個人成長
的背景

對其性格
及人際關

係，影響
十分深遠

。所以畢
業後重

返教會牧
會時，我

刻意在已
有的聖經

系統課程
之外，

增設「自
我認識課

程」及「
成長小組

」，幫助
有心服

侍、追求
成長的弟

兄姊妹多
學習了解

自己，然
後才去

服事別人
。以下是

我帶領「
自我認識

課程」的
簡介，

願與大家
分享：

這些課程
目的就是

透過自我
反省及小

組分享過

程，幫助
學員探索

塑造個人
性格的因

素，從而
多了解

及接納自
己，並從

聖經—神
的話語中

重新建立
健康的

自我形象
。

教會若想
訓練出心

理健康及
成熟的事

奉者，我
建

議最好在
門徒訓練

過程中，
加上或注

意自我認
識與成

長的課程
或課題，

幫助有心
服事主的

人明白，
上帝喜

悅我們學
習服事，

更喜悅我
們學習做

人。

1.� 我是誰
？我喜歡

自己是個
男人／女

人嗎？我
的

優點與缺
點是甚麼

？

2.�生命的
季節：家

庭如何塑
造我的性

情？如何
面

對過去的
影響？

3.�我的情
感：解開

情緒之迷
／處理負

面情緒。

4.�我的思
想：積極

／消極思
想？

5.�我的人
際關係：

溝通／衝
突處理。

6.�神眼中
的我：重

建自我形
象，心意

更新而變
化。

在「成長
小組」中

，我會要
求學員：

1.� 願意向
神和人開

放自己，
參與課堂

的討論與
其

他學員有
建設性的

交流。

2.�閱讀指
定參考書

籍及聖經
經文。

3.�寫自我
反省文章

。

1　王志學
：《奇異

恩典在中
年》（香

港：基道
出版社，

1996），
頁 2。

從輔導看門徒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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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禱告，「用心」抗疫。
　　　　停課不停學，常以神為樂！

m「拍拖不甩拖」

姓名：＿＿＿＿＿＿＿＿＿＿＿＿＿＿＿＿＿＿＿＿＿＿

職業：＿＿＿＿＿＿＿＿＿　學歷：＿＿＿＿＿＿＿＿＿

受洗教會：＿＿＿＿＿＿＿＿＿＿＿＿＿＿＿＿＿＿＿＿

通訊地址：＿＿＿＿＿＿＿＿＿＿＿＿＿＿＿＿＿＿＿＿

電郵：＿＿＿＿＿＿＿＿＿＿＿＿＿＿＿＿＿＿＿＿＿＿

m本人願意為「 澳宣培訓中心 」及其事工代禱。

m本人願意奉獻支持「 澳宣培訓中心 」。

【 奉獻方法 】

1 l 以劃線支票連同本表格一併郵寄至本中心，抬頭請寫「澳
宣培訓中心」。

2 l 將款項直接存入本中心在澳門華僑永亨銀行之戶口（澳
門幣：834827-100 / 港幣：822078-101），把存款收條連
同本表格郵寄或傳真至本中心，以便記錄及分發正式收據。

3 l 親臨本中心奉獻。

性別：m男　m女　　年齡：＿＿＿＿＿

所屬堂會：＿＿＿＿＿＿＿＿＿＿＿＿＿＿＿＿＿＿＿＿＿＿

受洗日期：＿＿＿＿＿＿＿＿＿年＿＿＿＿＿月＿＿＿＿＿日

電話：＿＿＿＿＿＿＿＿＿＿　手機：＿＿＿＿＿＿＿＿＿＿

填寫日期：＿＿＿＿＿＿＿＿＿年＿＿＿＿＿月＿＿＿＿＿日

m本人想繼續索閱每期季刊。

姓名（個人 / 教會 / 機構）：

＿＿＿＿＿＿＿＿＿＿＿＿＿＿＿＿＿＿＿＿＿＿＿＿＿＿＿

地址：＿＿＿＿＿＿＿＿＿＿＿＿＿＿＿＿＿＿＿＿＿＿＿＿

電話：＿＿＿＿＿＿＿＿＿＿　手機：＿＿＿＿＿＿＿＿＿＿

電郵：＿＿＿＿＿＿＿＿＿＿＿＿＿＿＿＿＿＿＿＿＿＿＿＿

填表日期：＿＿＿＿＿＿＿＿＿年＿＿＿＿＿月＿＿＿＿＿日

電話 l 2859 1495　傳真 l 2859 1431　電郵 l mati@cmamacau.org　辦公室地址 l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48-48D 萬基工業大廈 4 樓 B

督印人 l 吳金煌牧師　主編 l 吳劉月明師母　執行編輯 l 吳劉月明師母、葉錦樺姊妹

顧問團 l 區伯平牧師、黎嘉禮牧師、吳艷嫻博士、蕭壽華牧師、曾錫華博士、翁競華牧師

排版 l 螢設計 Glimmer Design　印刷 l 印館 PrintShop　印刷數量 l 1,000 份

課程原定 3 月 1 日及 8 日（星期日）下午 2:30-5:30
舉行，但基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和教青局的指引，
有關課程將延期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 l 7 月 5 日及 12 日（星期日）

時間 l 下午 2：30 － 5：30

費用 l Mop200

地點 l 宣道會宣道中心（澳門美副將大馬路

          48-48D 萬基工業大廈 4 樓 B）

截止報名日期 l 6 月 7 日（星期日）

如屆時疫情仍未舒緩，課程將會取消，敬請知悉！

澳宣培訓中心　互勉

2020 年 6月號 l第二十一期半年刊 免費贈閱，歡迎索取，懇請禱告守望！

區伯平牧師《婚姻家庭系列課程》

拍拖不甩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