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屈於受創的服事恢復力(韌性) 
 

全球的局勢正在改變，今天有許多國家已經被視為高度警戒的風險地區。例如，在非洲
生活和工作所必須面對的暴力較以往更為鉅大。隨時都會有數個國家被牽連到種族戰
爭、瀕臨政變的邊緣、或陷入不同原因的動盪。當陷入戰爭時，民眾便不得不面對突如
其來的風險，因政治因素而撤離、流離失所。 
 
在這類環境中工作的人，多半服務於非政府組織、緊急救援、國際發展機構以及教會團
體。令人不安的是，他們很容易在海外服事期間遭遇個人的創傷。他們帶著好消息進入
險境服事，而這險境也成為福音的另一道前線。對於陷在危機中的國家，又急需充滿盼
望的福音，因此這事實的迫切性是前所未有的。 
 
近來有一份「研究計畫」  在探討哪些因素賦予工作者受創後的恢復力(韌性)及留任力，1

他們即使在非洲服事時，經歷了創傷事件，卻還能留守於事奉的崗位。此一研究計畫中
，針對服事非洲的西方跨文化工作者，加以釐清並分析其中幾個可能的關鍵因素，是有
助於他們的恢復力(韌性)的。這些因素，也正好是他們所屬機構強調的「最佳應變措
施」。 
 
有助於創傷後留任的因素 
 
研究計畫中訪談了一些工作者，他們經歷過不同類型的創傷。在創傷之後，他們仍在所
領受的呼召中堅持下來。我們研討了以下兩個問題： 
● 對續任事奉有幫助的「創傷前因素」是什麼？ 
● 對續任事奉有幫助的「創傷後因素」是什麼？ 

 
其中有四個創傷前的因素，受創者帶進了創傷歷程：強烈的個人呼召要他們滯留原處、
之前的經歷讓他們有備而來、上帝的話語、穩固的人際關係。 
 
創傷後呈現的四個因素則有：經歷神保守的一面、來自具權柄領袖們的關心、迅速找到
新的方向、從有效的關係網絡中獲得助益。 
 
創傷事件也同時帶來三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包括：不再重裝上任的生活方式、突如其來
的機轉/打開全新機會的大門、生命重整以進行將來的事奉。 
 
機構能為所屬的工作者做什麼？ 
 
研究進一步建議，團隊中有人經歷了創傷事件，領導者要如何強化/延展同工的恢復力(韌
性)和服事任期。研究中的三十位工作者，即使經歷了政治撤退、性侵強暴、汽車劫持、
武裝侵宅、搶劫等創傷，但並未因此離開服事的崗位，受訪時被詢及：哪些因素是有助
於他們守住前線服事的恢復力(韌性)與續任性。 
 
以下七項因素，是有助於前線工人守住崗位的恢復力(韌性)與續任性： 
 
1. 經營好的關係網絡 
 
高頻率述及的留任因素是，工作者之間健康的人際關係，讓他們更容易堅韌以對。工作

1 Ronald Brown（2005）在非洲服事的西方工作者自我覺察能在創傷事件後持續事奉的因素；事奉教牧博士
學位計畫，三一國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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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差派機構一方面確保成員之間的團隊合作，同時提供訓練和指導（coaching）以培
育良好的團隊關係。像這種「最佳應變措施」的作法，讓團隊間彼此提供「軟性沉降」
(soft landing)，彌補了受創後的傷害。 
 
差派機構建立的另一個網絡也很有幫助，就是跨區域網絡。當工作者必須撤退到鄰近的
國家，暫時庇護停留時，這個網絡就能派上用場。機構定期的跨區域聚會，不經意地拓
展、培養了工作者更廣闊的人際網絡。寬廣的關係網絡對於往後受創的恢復力(韌性)，
還可能是一劑大補帖。 
 
2. 認知創傷 
 
假如機構領袖不能認清工作者所遭遇的創傷，只會讓鴕鳥心態蔓延(彼此關係蒙上陰
影)。工作者承受的創傷可能對個人造成了鉅大的影響，但機構領袖若只是從電子郵件中
匆匆瞥過事件的描述，並不會有太多情緒的牽動。領袖的職責應該是去認知所發生的事
件，然後積極跟進、了解工作者受創後的調適情形。 
 
有個家庭在遭遇重大創傷事件之後，回到了家鄉短期停留。談到他們機構的領導人與妻
子同來探望時，滿了感動與溫馨說：「不是只寄一封電子郵件，他和太太一起過來
了！」行動勝過千言萬語，因著關鍵領袖的探訪，工作者家人覺得所受的痛苦得到了認
同。相反的，另一個家庭遇到一起激烈的搶劫事件後，卻沒有收到任何來自機構領袖的
回應。「看來他們好像就是漠不關心！」後者的家庭感到自掃門前雪的無助，也因為缺
乏領袖的回應而心裡受傷。 
 
3. 留在所屬洲區  
 
依照撤離的守則，滯留於所屬洲區團的所在地，包括第一階段先撤退到該洲區內的他國
（而非直接回到家鄉），這對於創傷事件後的工作者可能是比較好的做法。根據研究數
據可以看出，那些最有助於撤退者的存續力與恢復力(韌性)的，其實是既存關係給予的
關愛和支持。 
 
通常，在工場中所建立的個人關係，會比在家鄉的來得堅固。同樣的，在工場中同儕的
同理心，也常常是比較寬廣的，因為比較容易遇到經歷類似創傷的同路人。 
 
4. 在愛中說智慧的話語 
 
在工作者生命的關鍵時刻，領袖對他們說話的遣詞用字要格外用心, 這樣受創者會比較容
易欣然接受。有一位在工場忠心服事了二十年的工作者，經歷一場撤離行動之後，獲邀
加入其他國家的服事團隊。雖然這個機會很吸引人，她心理上仍委身於原來的服事工
場。當她的領袖來訪時，親口說：「妳已獲准離開這個事工，我認為妳應該接受另一個
國家的服事邀請。」這句話卸下了她心頭的重擔，讓她能夠轉換服事的跑道，而沒有棄
守職分的罪疚感。 
 
研究數據也顯示出，跨文化工作者具有強烈的委身態度，不輕易離開職分。事實上，他
們常把離開、調動看成一種失敗或背叛了屬天的授諭。要能推翻這種錯誤的想法，需要
一位信譽卓著的領袖，來適時說出合宜的話語。像這樣的領袖需要仔細聆聽、明白工作
者的處境，才能做到近乎為神發聲。 
 
5. 建立個人的風險與苦難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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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ReMAP II的結果來看，具有高度恢復力(韌性)的機構，在篩選候選人的程序上也有
完善的落實。良好的篩選機制，會要求候選人研討自己面對風險和苦難的定位何在。 
 
機構過去會要求候選人預備一份教義聲明，可是這份文件通常並未說明受苦的立場。如
今，愈來愈多的申请人身處於高風險警戒的國家，我們可以準確地認定，遭遇創傷已是
無可避免的。他們會遭到搶劫、會生病、受創傷，所以申请人勢必要考慮到這些風險，
發展出自己的苦難神學。 
 
在前往海外之前就建立風險與苦難的神學，可以恰當地理解苦難所在的景況，正促進了
工作者恢復力(韌性) 的增長。這對成長於西方文化的人來說至為關鍵，因為西方的苦難
觀點，會說我們受苦是因為哪裡出了錯，因此要盡全力避免苦難。有一位年輕媽媽，當
年就帶著傳統西方的苦難價值觀來到工場，認為如果她做對的事，神就會保護看顧她的
家庭，她就不會受苦。 
 
研究中74%的受訪者都提到，從聖經觀點理解苦難 （譯註: 而非從文化觀點)，是他們宣
教服事後的長進。一位工作者引用約翰福音十六章33節「在世上，你們有苦難」；另一
位則思想，既然耶穌是受苦者也熟知悲痛，我們跟隨他腳蹤的人，就應該預期會有苦
難。 
 
一位領袖提到，他相信當機構在跨文化族群中服事，苦難是必然可期的；故此神的工人
們需要預工，穿上適切的全副軍裝，建立充分的禱告網絡基礎。 
 
6. 培養責任感 
 
令人驚訝的一個發現是，從研究中看見許多工作者出身務農家庭所養成的價值觀：勤奮
勞動、完成派任、負責盡職、堅忍不拔、持守到底。一位越戰的退役軍人，將這些核心
價值帶進職場，提醒他除非指令變更，他都堅守崗位。有好幾位走過創傷的工作者都提
到相同的堅持，就是當困難來時，絕不逃跑。他們也比較定意在創傷中存活下來，奮力
前行以完成交付的任務。由此可見，機構的領導者的確需要思考如何發掘、培養候選人
的責任感。 
 
7. 堅立呼召 
 
差派機構必須不厭其煩地釐清「呼召」在當代所表述的實質意涵。申請者的動機是想在
世界上做些善事嗎？還是意識到別人的需要? 或是來自於打抱不平的感受？如果是，這
些情感意念如何調整、轉換為堅強的信念，足以在困難試煉中能站立得穩？這呼召是如
何發展成型的？新進的成員要從哪裡得著機會，來感知自己的呼召呢？ 
 
或許更深一層的提問是，上帝如何對祂的子民說話，呼召他們追隨主、作主的工。不管
使用什麼語言或語意來選才，差派機構在審核申請者去高風險地區服事時，其過程應感
到滿足意和確信，確認這呼召與服事的工場屬實。在遴選初期，確認來者有堅定的呼召
，並在服事中試煉其呼召，這必然對來日創傷後的恢復(韌性)大有幫助。 
 
討論問題： 
 
1. 請思想有哪些創傷前、創傷後的因素對工作者的留任有幫助。在你團隊的服事處境裡
，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呢？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因素對他們服事歷程的復原(韌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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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處？ 
 
2. 請討論機構能幫助受創同工的，有哪七件事。有哪些「最佳應變措施」合適在你的組
織推動？在你的文化中，哪些「最佳應變措施」有關連到苦難/創傷中的恢復力(韌
性)？ 

 
 
筆者Ron Brown自己經歷過三次政治因素的撤退：第一次是1991年在剛果辛巴政變時離開
首都金夏沙，然後是1997年離開剛果的布拉薩維爾。他與太太Myra和兩個女兒在1979年
前往非洲工作到2006年。目前Ron在加拿大卡加利市的基督教宣道會擔任顧問兼指導者
，並同時是MMCT國際理監事會的一員。這篇文章出自2007出版的Worth Keeping - Global 
Perspectives on Best Practice in Retention, Rob Hay editor, published by William Carey Library
。 
 
Mobile Member Care Toolbox  www.mmct.org 
 
 

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處 
原文作者: Ron Brown, Resilience in Service Despite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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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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