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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19 年，當時只得 16 歲的瑞典女孩
桑伯格（Greta	 Thunberg）在聯合
國氣候行動峰會上，指控掌握世界命
途的大人，再不拿出行動對抗全球暖
化，簡直就是偷走下個世代的夢想和
童年！她發言時義無反顧的表情震撼
所有人。

的確，極端天氣、極端氣候近年在多
國蹂躪，造成經濟及人命損失，有些
人覺得洪水還沒淹到腳跟，就會視若
無睹。但去年9月香港發生世紀黑雨，
打破天文台多項紀錄，包括黑雨生效
最長時間逾 16 小時，市民親身感受
到極端天氣的威力。今年 6 月在麥加
舉行的朝覲，竟多達 1,301 名穆斯林
中暑死亡，而常見的風災吹襲斯里蘭
卡和印度東岸，每每奪去多人性命。
這些地方都住了數以億計的穆斯林，
究竟是誰偷走了他們的靈魂，不讓他
們在有生之年認識和歸向主耶穌基
督？盼讀者同心記念各地穆斯林的窘
急境況。

今期「冷知識」淺談沙特阿拉伯與瓦
哈比教派的淵源，以及年輕的掌權者
薩勒曼帶來的社會改變，讀者也不容
錯過。

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聯合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
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表示，如果
地球平均溫度較工業化之前上升攝氏
1.5 度，極端天氣就會頻生，而 1.5
度是世界公認的地球安全界線。然而
直至 2023 年，地球已升溫 1.1 度，
形勢越趨嚴峻，難怪從今年 4 月起，

北半球又再天氣異常：強降雨、風災、
乾旱、極端酷熱，這不但帶來經濟損
失，更造成人命傷亡。

本文針對穆斯林主要聚居的地區，揭
示極端天氣及氣候對當地民生以至社
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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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地理環境，極端天氣對亞洲一些
國家或地區容易造成傷害，而這些國
家都是經濟不太發達的地方。它們排
放的溫室氣體份額相比已工業化的國
家少很多，卻承受難以抗禦的災害！

2022 年，巴基斯坦經歷了有史以來的
水災，從 6 月到 8 月，持續不斷又大
量的降雨（比平均高出 780%），使
全國三分一的地區被淹沒。因為基建
不足，洪水久久未退，對基礎設施、

農作物、牲畜和房屋造成 300 億美元
的損失。巴基斯坦受災人數達 3,300
萬，1,100 人因此喪生。

與巴基斯坦毗鄰的阿富汗，今年 5 月
中旬的強降雨造成洪災，奪去數百人
的性命，雨水摧毀了北部的村莊，房
屋被毀，一千多人受傷。聯合國已將
阿富汗列為最容易受到氣候變遷影響
的國家之一。

極端氣候對我們
有甚麼影響？
極端氣候對我們的影響大致可分成兩

大類別，第一，高溫和乾旱，第二，

暴風和強降雨。高溫乾旱使土地寸草

不生，沒水灌溉，而過度高溫使農作

物不易生長。高溫加上乾旱更會引發

森林大火，造成空氣污染。農作物失

收，一些物種被滅絕，糧食供應也出

現危機，經濟受損，若沒有外力救助，

隨之失去的就是人命。暴風與不尋常

降雨對農作物的收成、物種和人類的

傷害亦不遑多讓，但對基建的破壞所

引致的經濟損失，卻比高溫乾旱大！

熱浪、風暴肆虐

去年，印度已達攝氏 45 度高溫，今
年熱浪重臨，氣溫更超過 50 度。由
於印度緯度較低，加上北部地區的山
脈截斷了南下的冷空氣，使之成為世
界最熱的其中一個國家，而今年季候
風遲來，高溫持續時間會比往年更
長。這次熱浪至今導致最少 100 人死
亡。此外，孟加拉南部與印度東部在
5 月下旬遭受強烈熱帶風暴侵襲，風
雨造成數十條村莊被淹沒，最少 65
人死亡，約 100 萬人則須到庇護所避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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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鄰國伊拉克也是受氣候變化影響
嚴重的國家，出現夏季極端高溫、
頻繁乾旱、荒漠化及經常性沙塵暴，
當地的果園和特產棗椰樹因氣候變化
及長年衝突而受到威脅。隨著地球變
暖，農作物減產的情況將會加劇。

朝覲時中暑致死
另一個中東國家沙特阿拉伯也極端酷
熱，在今年 6 月 14-19 日的朝覲期，
日間氣溫竟高達攝氏 51.8 度！朝聖
的穆斯林每天可能要在戶外步行最少
15 公里，而未購買官方許可證的朝覲
團一般沒搭乘空調巴士，要取得飲水
補給也不容易，有些更沒有合適的住
所，就索性睡在街上，增加了疲勞和
缺水的風險。

據沙特阿拉伯官方報道，最少有1,301
人因中暑致死，包括600多名埃及人、
200 多名印尼人、98 名印度人，以及
來自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約旦、伊
朗、塞內加爾等多國的穆斯林 4，而
83%的死者都是在陽光直接曝曬下行
走很長路程，且沒有足夠的遮蔽或降
溫而中暑，其中包括老人和慢性病患
者。這觸發埃及政府吊銷 16 間朝聖
旅行社的執照，因為他們涉及安排非
法前往麥加的朝覲旅程，而那些公司
的經理則會被起訴。

註：
1	 Roghayeh Rezaei, “A Year on from the 2021 Water Protests, Has Anything Changed in 

Khuzestan?” Iran Wire, July 25, 2022. 2024/6/26瀏覽。

在地球的另一端中東地區，天氣越發
酷熱，不只嚴重影響人民的生活，更
因缺乏食水而生病，或中暑、或引發
其他疾病而喪命。此外，高度工業化
造成的氣候變化，令極端天氣不斷刷
新紀錄（例如降雨量或持續高溫），
倒過來重挫農業生產，而社會也難以
安定。

伊朗──什葉派為主的穆斯林國家，
長期缺乏水源，南部大部分地區有
廣闊的沙漠，加上伊朗超過八成的領
土位於乾旱或半乾旱氣候區，雨量少
（年均降雨量僅 252 毫米）而蒸發量
大，極端酷熱的氣候促使乾旱加劇。

其實早在 2021 年 7 月，伊朗西南部
胡齊斯坦省（Khuzestan）出現嚴重
的水源短缺問題，引發大規模的抗議
行動，並蔓延至首都德黑蘭及其他地
區。示威者最初只針對水源短缺問
題，但後來把反對的矛頭直接指向伊
朗政府和最高領袖。最終警察驅散和
鎮壓示威者，導致最少 8 名示威者死
亡、1名警察被殺以及數百人被捕。1	

去年，伊朗錄得超過攝氏 50 度的高
溫，室外就連死物都難抵熱力而融

化。在貧窮的東南部農村地區，有路
燈因天氣太熱而融化，而且在貧困的
城鎮，大多數人負擔不起冷氣來抵抗
酷熱，而每年夏天都有停電問題，要
熬過酷熱的夏天可謂絕不容易。

面對如此嚴峻的熱浪，伊朗當局實在
無法應付。人民已學會如何使用最少
的水去生活，而實際上，根本也沒水
可以浪費，當地人甚至無法多喝水以
防中暑，例如在西部城市馬斯吉德蘇
萊曼（Masjed	Soleyman）的村落，
因缺乏自來水而生病的人也就越來越
多。儘管地區政府投資並實施應對氣
候變化的措施，卻往往杯水車薪，收
效甚微。而且當局長期管理不善，導
致水資源嚴重缺乏，先天不足加上天
災人禍，如此煉成一個「水破產」國
家──全國所有水源，包括河流、水
庫和地下水都開始枯竭。

伊朗境內的水壩已降至極低水位，全
國 270 個城市持續面對缺水問題。2

在這情況下，便要爭奪資源，但卻容
易觸發地區衝突。在 2023 年 5 月，
伊朗與阿富汗塔利班在邊境交火，造
成士兵傷亡，就是源於兩國對共享水
資源的爭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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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太陽能水泵來幫助灌溉，建立實
驗菜園來種植新品種及價錢較好的農
作物。按當地宣教士的經驗，對抗當
地的沙漠化情況，除了提供新技術，
更重要的是心態上的改變。例如政府
推行培育樹苗的計劃，禁止隨意砍伐
樹木，但成效不佳，因為當地人一般
較為急功近利，只顧眼前利益，樹苗
尚未長成，他們為了砍柴生火、做家
具或作為建設材料，便砍下來。現有
的樹也變得越來越少。在這惡性循環
下，西非人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只會
越來越低。

結語
環顧整個世界，近年飽受不同程度的
極端天氣侵襲，當中有不少穆斯林受
災，這或成為福音事工的障礙，然而
轉換另一個角度，這也會帶來一些宣
教的新契機。所以，我們應以承擔的
態度去應對人類破壞大自然的事實，
減少浪費資源。此外，在穆宣和氣候
變化的議題上，要關注受極端氣候影
響群體的身心靈需要，我們也應多關
心別人，過較簡樸又低碳的生活。求
主憐憫和帶領。

非洲
按世界氣象組織報告（WMO）於
2023 年所發表的報告，非洲在全球的
溫室氣體排放不到全球的 10%，但卻
因氣候變化遭受嚴重的影響，這包括
糧食、生態、經濟、人口遷移及局勢
穩定等。

非洲大陸近幾十年來，氣溫上升速度
加快，2022 年，有 1.1 億人因惡劣天
氣受影響，48%和乾旱有關，43%和
洪水有關，經濟損失85億美元，5,000
人死亡。5 非洲有 55% 的人從事農業
生產，惡劣天氣對他們的影響首當其
衝，除了影響國民的收入，也導致國
家要從外國進口糧食，推高物價。農
民或要遷移，尋找更適合耕種或放牧
的地區。以下是一些對非洲穆斯林群
體的影響：

助長伊斯蘭武裝組織
在乍得，《華盛頓郵報》指出，惡劣
天氣助長了伊斯蘭武裝組織「博科聖
地」的勢力。6 武裝組織通常會操控
一些資源較好的地區，有時居民為了
生活，會前往那些地區，武裝組織會

逼使居民交出物資。武裝組織也會以
「我們會給你們美好生活」這類口號
招募成員。2021 年，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表示，氣候變化是「危機因
數」，意思是它不是導致問題發生的
原因，但它會加劇世界局勢的惡化。

氣候變化的影響遍及整個非洲，包括
不少以穆斯林為主要人口的國家。
聯合國難民署指出，氣候變化造成糧
食短缺和地區衝突等問題，使難民人
數不斷上升。不少宣教士的事工都是
在難民聚居的地方服事難民，他們不
少是來自伊斯蘭國家，但難民人數上
升，使服事人手也變得緊張。除了
難民，更多非洲穆民為了生計去到歐
洲生活，有些人有合法身分工作，但
可能有更多人偷渡前往歐洲，非法居
留，過著比家鄉更悲慘的生活。可是
更悲慘的，有些在偷渡期間遇上海
難，白白送上寶貴的生命。

在西非，一些宣教士會以農業為平
台，幫助當地的穆斯林在乾旱天氣下
耕種。例如引入一些新技術或器材，

註：
2	 伊朗氣候問題與人口遷移，澎湃新聞（2023 年 5 月 17 日），2024/6/28瀏覽。
3	 伊朗與塔利班在阿富汗邊境地區激烈交火，美國之音（2023 年 5 月 28 日），2024/6/26瀏覽。
4	 麥加朝聖悲劇頻生，酷熱天氣沙特被指管理不當，誰該為死亡負責？香港 01（2024 年
6 月 22 日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31329?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
medium=referral，2024/6/27瀏覽。

5	 非洲在不成比例地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世界氣象組織，https://wmo.int/zh-hans/news/media-
centre，2024/6/11瀏覽。

6	 How climate change inflames extremist insurgency in Africa?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
washingtonpost.com/world/interactive/2023/climate-change-extremism-boko-haram/, 2024/6/10
瀏覽。



2024年宰牲節和朝覲期剛完結，讓我
們此刻探索認識伊斯蘭教的重地——
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並其
中的恩怨情仇，為這個國家禱告，求
主的恩手引領這地的人民認識主基
督。

瓦哈比教派與沙特結盟建國
沙 特 國 形 成 之 初， 瓦 哈 比 派
（Wahhabism）創始人瓦哈布（al-
Wahhab）與沙特家族（Al-Saud）
結盟，在中東擴展領土。瓦哈布是遜
尼派神學家，以瓦哈比主義提倡伊斯
蘭復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運動等改
革。從沙特家族以自己名字建國至
今，沙特皇室與瓦哈比派系一直掌控
國家的政治和宗教詮釋及實踐。為了
維護兩幫人馬的權力和影響力，沙特
政府中的要職，包括軍事領袖，都必
須由皇室人員或瓦哈比派人士出任。
沙特阿拉伯作為伊斯蘭世界中遜尼派
（Sunni）的元首，深受極端原教旨
主義瓦哈比派影響，使沙特阿拉伯一
直實行最保守和嚴厲的伊斯蘭教法。

本會事工幹事
卓芽

冷知識

納吉迪人與希賈齊人
沙特在 1932 年建國以前，希賈齊
人（Hijazi）原有自己的領土和統治
權，後來被身為納吉迪人（Najdi）
的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派征服，自此
他們一直受沙特政府及納吉迪人打
壓。但希賈齊人卻是伊斯蘭兩大沙
特聖城——麥加（Mecca）和麥地
那（Medina）的守護者，且自視為
「伊斯蘭所選擇的人民」，而他們
都很認同這個重要的身分。

打壓什葉派及其他宗派
沙特阿拉伯嚴格奉行瓦哈比主義，
除了敵視伊斯蘭以外的宗教，也排
斥其他伊斯蘭宗派。在國內教育系統
中，所有課程內容必須以瓦哈比主
義為核心，在境內的什葉派沙特阿
拉伯人處境尷尬，遭受打壓和迫害。
作為遜尼派元首的沙特阿拉伯，與
其他什葉派國家、政權、政策關係
緊張，包括作為什葉派元首的伊朗，
以及伊拉克、敘利亞和也門。當權
者在打壓周邊鄰近的什葉派勢力，

同時也以反對恐怖組織的名義，鎮壓
和迫害國內的什葉派阿拉伯人。

年輕的新掌權者薩勒曼
歷史中，歷屆沙特君王有意進行各
種改革，但往往受到瓦哈比派制衡
而維護原教旨伊斯蘭主義，新措施
或無疾而終，或成效不大。然而，
過往恐怖主義和極端組織盛行的時
候，一連串的恐襲包括由瓦哈比派納
吉迪人拉登發動的 911 事件，讓沙
特阿拉伯背負罵名，薩勒曼（MBS,	
Mohammed	bin	Salman）乘勢削弱
瓦哈比派的權力，並收攏軍事及政治
權力，提倡以溫和伊斯蘭主義（但仍
是瓦哈比派）重新詮釋伊斯蘭教法及
執行。以往在境內鼓吹恐怖主義的瓦
哈比派教師因著受這股新政治風氣影

響，改變對伊斯蘭教法的詮釋，當中
包括為女性駕駛合法化。在國際社會
上，為了爭取更大的國際影響力和競
爭力，沙特著重與中國、俄羅斯及西
方的合作關係，因此各方同意互相幫
助，處理恐怖組織帶來的問題。隨着
薩勒曼近年雷厲風行，在經濟、民生
及宗教等方面開放改革，帶領沙特阿
拉伯進行石油以外多元經濟開放、女
權的民主自由、有違於伊斯蘭的民間
民族文化及音樂活動等，惹來不少穆
斯林群體爭議。

現時沙特阿拉伯人約有 3,200 萬人，
當中 63% 是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
而不少沙特人於海外接受教育。讓我
們一同來為這個國家及人民禱告，願
他們藉主耶穌認識真道。

淺談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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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麥博士（Dr.	L.	Mak）是前線差會國際
副總幹事、神學院伊斯蘭教教授 1，也
是熟悉伊斯蘭的專家，並多年參與穆
斯林宣教。他從四個相關角度分析以
巴衝突，他留待弟兄姊妹自行思考判
斷和作出回應。他提出這個議題之所
以複雜，是因為有許多觀點。他最後
指出神愛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猶
太人，而且要兩下合一的屬靈真理。

1）非基督徒的歷史學家如何看中東和
以色列：這些學者不相信聖經、預言、
揀選、末世等。他們認為猶太人亡國
後流散，遇到許多迫害和歧視。他們
相信猶太人在十九世紀末從俄羅斯逃
難至西歐的時期，才萌生錫安主義。

1917 年英國的巴爾福宣言支持猶太
人建立民族居所和巴勒斯坦地居民的

權利。後來聯合國將巴勒斯坦地分成
猶太國和阿拉伯國。但阿拉伯世界拒
絕分治方案，繼而發動戰爭，使許多
阿拉伯人成為難民。輾轉至 1993 年
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建立有限度
主權的地區。這些歷史學家認同以色
列有保衛自己安全的權利，亦關注影
響巴勒斯坦人的現實議題，包括自由
和居所。

2）普世穆斯林群體如何看以色列地：
耶路撒冷和伊斯蘭土地在可蘭經中非
常神聖，例如伊斯蘭教曾提到穆罕默
德在升天異象中看見耶路撒冷，而伊
斯蘭視為第三最重要的亞薩清真寺也
在耶路撒冷。

可蘭經表示過猶太人是敵人，是沒有
信心的群體，但也說過他們應備受尊
重。雖然伊斯蘭和可蘭經有不同甚至
矛盾的觀點，但在歷史上，猶太人及
穆斯林也曾經有和平時期，而且有猶
太精英在中世紀伊斯蘭治下身居要
職。然而，久不久卻會發生暴力針對
猶太人的事件。

3）伊斯蘭如何看政權與暴力：不同
的人在這方面的看法是多樣化的，從
偏向溫和至偏向衝突暴力的整個光
譜。

有人認為暴力是真正的伊斯蘭本色，
亦有許多人認為它們和伊斯蘭完全沒
有關連。有人認為聖書中阿拉並不主
張仇恨和暴力意圖，但那些看重麥地
那為政治中心的穆斯林卻贊成維護政
權時要使用暴力。許多穆斯林認為政
治很重要，但通常他們沒有實際行
動。但一些伊斯蘭主義者則認為政治
極重要，而且他們要作出一些行動，
而佔極小部分的聖戰者則鼓吹暴力。

4）從聖經角度對以色列的不同看法：
它的一端是採取字面解經，因此相信
以色列是一個獨特的國家（創世記
十二章）。另一端就將土地和人民理
解為已經應驗在教會和基督身上，所
以信徒才是特別的國度（彼得前書二
章）。

兩種解經方式及其包含的光譜
1）	登山寶訓（馬太福音五章）強調
從主而來的天國新地域；羅馬書
四章講到亞伯拉罕的後裔是那些
因信而不是按肉身的；希伯來書
十一、十二章講到那些信心偉人
時，他們正指望天上更美的家鄉
並天上的耶路撒冷。在一端，創
世記十二、十七、三十五章提到
迦南地會永遠成為亞伯拉罕後裔
的產業，而詩篇八十九篇提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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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按：現任英國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伊斯蘭科目專職教授。



Gordon 宣教士

特稿

的愛不會離棄祂的子民，神也會
堅守祂的約。

2）	申命記從一方面來看，神的應許
有附帶條件，若神的子民違背祂
的約，神說會離棄他們。另一方
面，申命記、以西結書及耶利米
書卻強調神會重新在全世界角落
招聚他們回到以色列故土。

所以，如果從字面解經，便會揀選舊
約應驗的經文，土地便關乎以色列。
若按象徵意義，就會從新約角度去看
舊約經文，將以色列土地應驗在基督
和教會身上。我們可以理解麥博士的
含意，就是今日教會和基督徒如何看
以色列的土地，和我們的解經邏輯有
直接關係。

麥博士的反思
麥博士在以巴議題的多樣看法所帶來
的複雜性，有以下的個人反思（其實
可視為他對宣教的看法）：

雖然一般人很難對以巴議題有清晰透
徹的看法，因為實在太複雜，但我們
仍然可以愛穆斯林鄰舍，仍然可以向
他們分享基督，並為他們祈禱。

面對提問時，麥博士的基本回應是：
我們住在破碎和充滿罪惡暴力和面向
死亡的世界，因此耶穌來拯救我們。
我們將每一對話和問題指向耶穌。我
們也可以分享說，神愛每一個人，包
括猶太人、穆斯林和所有的人，耶穌
為所有人而死，使人與神和與人可以
和好。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雙方在歷
史上都經歷許多傷痛。麥博士分享自
己聽過巴勒斯坦室友的個人經歷，鼓
勵我們聆聽弟兄的心聲，身同感受，
因為神靠近傷心的人。

結語
人們在以巴分裂衝突上傾向判定誰是
誰非，但其實雙方都在痛苦裡，也在
爭取生存的空間。所以，我們到底支
持哪一方的立場顯得並不重要，我們
懇切的禱告才是重點。讓我們能將討
論和對話轉化成禱告，讓我們為他們
的心靈和創傷得著醫治祈求，以榮耀
神的名。只有耶穌能叫兩下合而為
一，驅走仇恨。因為那暴力、仇恨和
血腥的循環，只有用寬恕、愛和恩典
的循環才能破解。

過去半年，我留意到香港教會的消息
是比較一面倒反對以色列，並沒有平
衡兩方面的觀點，也沒有帶出傳福音
的重要性。感謝前線差會廣闊的胸襟，
邀請我作回應分享。以弗所書二章是
很重要的經文，重點是做成一個新人，
就是由信耶穌的猶太人和信耶穌的外
邦人，兩下合而為一成為新婦獻給基
督。這同樣是華人教會的使命，以建
立普世教會。

此外，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特別提及外
邦教會要向猶太人傳福音，因為神並
沒有放棄他們。作為猶宣參與者，我
們當然是明白神愛猶太人，會關心以
色列，也尊重以色列的政權，但不表
示須要認同她每一項的決定，因為
以色列的政權是由許多不同的政黨組
成，各有自己的立場，當地人亦不可
能同意政府每一項政策。

以往我在耶路撒冷上課時，有許多阿
拉伯人或稱為巴勒斯坦人的同學。猶
太人與不同種族的人，其實相處十分
融洽，不少阿拉伯人也擁有以色列護
照。以色列地有不同類別的巴勒斯坦
人，其中有較溫和的，也有較激進的。
很奇妙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對中
國人有感謝之情。求主在這局勢中，
使用華人在當地作見證。請記念當地
的複雜性，因為以色列政府是由不同
的政黨組成，巴勒斯坦人同樣有多個
派別、不同政見。

盼望基督徒在眾說紛紜中，專注福音
需要，關心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也特
別要關心猶太歸主者，因為以色列主
流社會排斥他們，請記念他們的掙扎
和身分危機，也記念全球福音派教會
之兩極化意見。盼望猶太人與阿拉伯
人基督徒能在主裡兩下合而為一，並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兩下合一禱告的回應

（本文承蒙選民事工差會供稿，在此銘謝）

（以上為麥博士於 2024 年 4 月 8 日「兩下合
一的禱告」專題祈禱會的內容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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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教 士 分 享

從前常聽前輩說「宣教不浪漫」，雖
然頭腦上知道在工場總會面對文化適
應的困難、環境的挑戰，但仍對跨文
化服事充滿著期望，直到親身經歷才
能體會是怎麼一回事。

2021 年疫情期間，得到神多方的印證
和預備，我接受眾人的祝福便滿心期
待上路去了。因身上的一根刺，身體
不適令我面對團隊和事工都感到無比
的壓力，特別在封閉敏感的地區，更
意識到要更緊緊倚靠主。

心靈頓然粉碎
短短半年多，因壓力引發甲狀腺腫
脹，必須從工場回家接受治療。手術
順利完成，當以為休養過後，身體康

復了，就可以盡快返回工場，但心靈
卻感到疲乏無力。心中充滿疑惑及迷
失，從前對主那份單純的信心蕩然無
存，不期然問：「到底我是誰？」

當以為尋求屬靈長輩的指導，渴望得
到明白和鼓勵的時候卻換來重重的打
擊！他說：「猜不到妳的抗壓力這麼
低……」那些或許出於關心的問候，
被聽進耳中卻無奈地變成否定的利
器，我心如刀割。那刀狠狠地剖開我
內心的自卑和驕傲，其實是不想接受
自己的脆弱和無能，承受不了內心是
這麼脆弱，不想接觸人，害怕只要稍
被觸碰便會情緒爆發，內在的無力感
也讓我感到無比悲傷和恐懼。「我還
能夠服事神嗎？」過去積極的裝備以
及成長教會的關心愛護，彷彿化為烏
有，以為在神眼中自己不再是順服的
乖孩子。難道事奉生涯才開始不久，
就此要告一段落？心靈像美麗的花瓶
掉下，碎片散落一地。

信在膽怯中堅壯 心田
本會東南亞宣教士

忍耐順服等候
昔日以色民被擄歸回，重建聖殿，像
是呼喚我，讓身心靈歸回到祂裡面，
要全人被更新、醫治，在主手中重新
建立。壓力從何而來？來自害怕失
敗，害怕被否定，害怕被拒絕，還害
怕孤單！

回想六年前參與海外青宣計劃，導師
在行前培訓中勉勵我們，要實踐大使
命，先學習遵行大誡命，並先在團隊
中實踐，這是不可或缺的。在青宣體
驗過程中接觸穆斯林，學習謙卑，以
神的智慧和眼光認識伊斯蘭信仰與文
化，以基督捨身的愛去愛他們。「何
謂基督捨身的愛」？究竟我真正明白
嗎？我懂得去愛嗎？

神幫助我要學習先愛自己，了解自己
內心真正的想法，重新認識和接納
自己的內在情感。耶穌親自陪伴我回
到成長時曾面對的壓力和矛盾，救我
離開被扭曲的觀念，更幫助我從捆綁
中得釋放和自由。主與我同在，讓我
看得更清楚每一塊散在地上的心靈碎
片，分辨哪些是神造我、並屬於我的，
慢慢一塊一塊地拾起來。

仍願意去嗎？
沒有經歷這一路的苦楚，又何以明白
穆斯林根深柢固的信念，體會他們的
屬靈捆綁帶來的矛盾呢？前輩說「宣
教不浪漫」，但我從經歷中體會宣教
浪漫之處，在於面對患難中顯出卑
微的自己與主相遇，嘗盡主的赦罪、
被主愛充滿，以及被祂緊緊懷抱的滋
味，經歷痛苦卻使我生命更新、蛻變、
成長，變得更成熟和堅強，更多一點
同理心。

以賽亞先知面對以色列當時的光景，
聽見神的聲音：「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去呢？」（賽六 8）經歷了
兩年的全人醫治，主也藉此向我說：
「未來的環境會越來越困難，妳仍願
意去嗎？」我的心裡少了一份從前的
自信，卻在膽怯中多了一份對主的信
心和倚靠說：「主呀！我願意！請差
遣我！」

即將準備再踏上穆宣旅程，祈盼再次
上路，與主有更多美好的相遇，見
證基督捨身救贖所帶來復活生命的美
好。盼望穆民的心有一天歸回，認識
生命中真正的主，被釋放得真自由。
因祂活著，一切盡都在祂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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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瞄右方的 QR code，瀏覽本會最新的財政報告

收入	 	 HK$
奉獻收入	 ：	 980,831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54,889																									
其他收入	 ：	 235,079		

總收入 ：  1,270,799 

2024 年 1-3 月份，差會累積經常費盈餘 : HK$ 195,393  

支出	 	 HK$
宣教工場拓展	 ：	 118,235																									
宣教士關顧、支援及培訓	 ：	 335,353		
本地穆宣、動員與教育	 ：	 349,379																									
辦公室運作及行政同工薪酬	：	 272,439	
總支出  1,075,406

2024 年 3 月份差 會 經 常 費 收 支 報 告

講故事。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唱一
首歌 In	His	Time，領唱的老師播放
youtube時，畫面出現十字架的影像，
即時有部分學生表現得很不安，不願
唱下去，因為十字架象徵基督教。原
來，穆民自小被洗腦，認為基督教不
好，聖經被竄改，不值得相信。自此
以後，我們選歌小心翼翼，不要給予
學生把歌曲基督教化的印象。

藉聖經故事認識神
在學習中心，沒有擺放任何聖經和屬
靈書籍，以避開向學生傳教之嫌疑。
雖然如此，我們會向學生講述德育和
聖經故事，務求培育他們的品格，以
及教導他們認識神。穆民承認部分的
聖經書卷，例如：摩西五經、詩篇、
福音書等。所以，老師會輪流向學生
講述聖經故事。然而，我們不會拿著
聖經講述，卻以講故事的形式傳遞神

我認為在工場最大的文化衝擊可分為
兩方面：第一是如何向當地人表明自
己的身分，第二是如何向穆民傳福音。

首先，我到了工場，當地人很好奇為
何我這個外國人要來到他們當中。
因為香港是相當發達和先進的國際都
市，而工場相對落後。我就表明自己
是英文老師，專誠來教導英文的。有
神呼召我來，因為神很愛他們。另外，
當地人很早就結婚，未婚人士實屬少
數，所以他們很好奇為何我仍沒結
婚。有一個鄰舍甚至忍不住問我是否
單親媽媽，這令我感到啼笑皆非。我
嘗試向他解釋香港女多男少，未婚女
士是很普遍的。

第二，我們的平台是學習中心，每星
期舉行兩次英文班，服事對象是穆
民兒童。上課前，我們會一起唱歌和

小心翼翼
面對
文化衝擊

愛加
本會東南亞宣教士

工場 見 聞

的話。還記得有一位老師講述浪子的
比喻，學生聽得津津有味。老師說到
小兒子走投無路，惟有回去父家裡。
老師問：「如果你是父親，你會如何
反應？」大部分學生表示不會原諒兒
子，甚至有一個學生表示會殺了他，
只有一個學生表示會接納兒子。接
著，老師講述父親如何無條件的接納
小兒子，藉此表達父神的愛。

去年年底，我與隊員討論是否慶祝聖
誕節，卻遲遲未有共識。有隊員認為
慶祝聖誕節是有風險的，因為有些保
守的穆民家長或會介意。有隊員卻認
為要把握這重大節日，向別人講解聖
誕節的真正意義──天父賜下獨生兒

子耶穌給世人。最後，我們決定不在
聖誕節期間慶祝，乃在新年舉辦聖誕
新年慶祝會。為了安全起見，我們探
訪了一對姊弟學生的家庭，探聽家長
如何看待慶祝聖誕，初時父親的回應
是穆民不會慶祝聖誕。後來，他表示
如果唱聖誕歌，應該沒有問題。自那
次探訪後，他不再帶子女來學習中心
上課了。我們的提問很可能觸動他的
警覺性，惟恐繼續帶子女來中心會動
搖他們傳統的信仰。

因著以上的文化衝擊，我們盡量小心
翼翼，學習敏銳於聖靈的帶領以及穆
民的感受，務求與他們建立彼此信任
的關係，將他們帶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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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體驗  語言學習
              當地民宿  生命陶造

深入穆的地

對象：18-35 歲
報名費：HK$100（一經收訖，概不退還）
截止報名：8 月 31 日
查詢及詳情： 2753 7170/WhatsApp 98834270/
 www.frontiers.org.hk

西非文化深度遊
12 月 18 日至 2025 年 1 月 7 日

遊走風沙地帶，認識異國風采，
讓神帶領你去探索當地事工，一起經歷與神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