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上足迹 
 

 
母亲忙于收拾家中所有物品，我却尾随着她在房子里进进出出。一年的本地任务快要完结
，我们一家正准备回到宣教工场去。我追着妈妈到了父母的睡房，用两只小手叉在腰上，
站在床侧皱着眉问：「为什么我们要回泰国去？我不要！」 
 
一年前，我们家完成了泰国宣教的四年任期，并返回香港接受为期一年的本地任务。在短
短四年的宣教日子，我们经历了五次搬迁。到了这刻，我几乎完成一整年的广东话幼稚园
班，在学校和教会里结交了好些朋友，而且生活有规律，早已习惯这种生活模式，现在竟
要离开；再一次的搬迁。 
 
妈妈转身向我，温柔地讲解：「苏菲亚，我们要去告诉泰国人，耶稣爱他们啊！」 
 
我一脸不悦地回应：「谁管呢！由得他们吧！」 
 
身为宣教士的年幼子女，首次踏足工场绝不是个人选择。然而，不少宣教士子女（简称
「宣子」）在长大后仍会选择到海外宣教，只因跨文化的成长背景孕育了他们对环球社区
的爱。宣子带着宣教使命出发，深信自己的生命故事会有上帝的牵引，得以配合上帝对教
会作出的呼召，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然而，若把宣子在工场长大看成「曾参与」宣教事工
，便是个错误的结论。由小孩的心思和眼睛去看宣教世界，跟成年人参与宣教事奉相比，
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宣子成长于跨文化的悲喜交集中，长大后参与海外服事会变得更轻易，却同时更具挑战。
每个宣子的经历都是非常个人而独特的，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某些问题总会在某些阶段
出现，到底宣子该怎样面对和整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感受呢？当我长大成人，早就熟悉在
宣教工场生活是怎么回事，为何仍选择「回到」海外，参与服事呢？犹如生命的其他范畴
，对于「为何要回去」的提问，答案也是从多方面去想，包括了实际、情感及（无可争议
的）属灵层面。 
 
以实际作起始点 
 
从实际层面看，宣子也算是适合这种生活模式的。 「请别误会我！宣子没有额外的应变
基因，也未必天生爱冒险，更不一定喜欢外语。求生本能驱使小孩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哪
管是有没有意识地进行。由于宣子生活在各种文化差异中，他们学会面对各种挑战时，可
以弹性运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妈妈至今仍保存在工场会议中获赠的各式食谱。食谱是宣教机构的姊妹整理出来的，包括
了一些实用提示，例如：可选用哪些本土食材代替找不到的材料，又或是利用剩余素材制
造蛋黄酱之类的东西。许多人习惯了家乡的生活，只须到商店便购得基本的日常用品。当
他们在别国失去了这种便利，会感到不知所措。宣子在成长过程中早已晓得凡事不是「唾
手可得；我们会迅速寻找其他方法，认识和善用当地的丰富资源。事情不会变得容易解决
，但接受现实可让人感到轻省一点。在跨文化中成长的宣子不会觉得心的「异乡」是不可
跨越的界限。 
 
从实际场景来看，宣子有独家通行证出入宣教工作的后台（舞台）。或因宣子在工场上长
大，对于宣教服事的得失不会抱持美化而不切实际的期望。如早前提到，前排观众的身分
有别于亲自参与事工。 
然而，小孩子可透过观察学习。我们的父母于不同范畴各有所长、各有特色，但别人总认
为宣教的理想目标是「果实累累」，而他们期望的果子更是以数字、事件或项目计算。以
我对宣教服事的认识，那是无法按人的计划去获取「收成」的事工。简单地说，人手不能
转化生命，统计也不能量度生命的改变。 



许多宣子亲眼看见父母花上漫长的岁月与当地人建立关系。我们曾跟随父母到工厂宿舍或
破旧的小屋去探访会友，也曾被留守家里，因父母要到监狱探访。我和姊姊曾看着父亲出
门，坐上的车子载满怒气冲冲的男人（他们跟一位会友发生冲突），但我们不确定父亲能
否活着归家。我和姊姊试过无数次被父母吩咐回到楼上睡房去，只因会友突如其来的到
访。我们用上多不胜数的钟头，跟其他人在教会里查考圣经、门训或计划外展。我们没选
择下还要唱歌、跳舞和布置圣诞福音外展的场地。我们在餐桌旁一同祷告，求上帝打开属
灵不破之地。 
 
正因为我们身历其境，见证着父母的付出，往往得不到可见的回报；事情往往未如我们所
料般发生，尤其不在我们期望的「时候」发生。然而，因我们身处其中，更明白神的工作
并非由我们开始或结束。事实上，每次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上帝却带来改变和供应所
需。我们知道教会的大使命仍未完成，交给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任务也未完结。当我
们跟随父母在海外服事及回国以后，就看得更清楚这境况。过了多年以后，禾场仍等待着
收割的工人。 
 
情感依附 
 
另一个影响我们会否返回宣教工场服事，是情感的层面。无论我们是否察觉，情感总是渗
透到每个时刻。当我们站在岸边回望「往昔」这片汪洋，轻拂的海风也许唤醒阳光明媚的
片段，也可能勾起拼命求生的回忆。波涛或许把藏宝箱推送上岸，里面装满丰盛生命的珍
宝；有时冲上岸的是船只残骸，是曾经粉碎我们的东西。 
 
不少宣子表示，成长中 痛苦的经历就是一而再的道别，而令宣子 感到受伤的误解，可
能是其他人以为道别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这是个误会！事实上，道别只会变得越来越艰
难。借好友的说法，当我们明知开放自己可能会再次经历分离的伤痛，就很难保持柔软的
心去投入和建立新关系。我们的生命确实因着这些友谊而丰盛，但别离的痛苦仍是我们要
背负的哀伤。 
 
道别意味着会失去归属感，包括要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生活模式和当地的人。有一位服
事宣教士的家庭治疗师，曾经也是宣子的身分；她说由你第一次离开某处，从此往哪里去
都不能够建立百分百的归属感。你甚至不必离开某地；当一个熟悉又明白你的人移居他方
，他会带走你部分的归属感。 
 
无根的感觉能贬抑我们对生活稳定的渴求。因此，宣子要变得整全的话，无论遇到多少障
碍或身在何方，也要建立新的归属感。与人联系是一件美事，而自愿回归海外工场的宣子
往往就是喜爱这种联系。我们在东道国的文化里，永不会被视为自己人（本地人）；同时
，我们和家乡的朋友渐渐失去共通点。原本属于异文化的元素已逐渐渗透我们，使我们也
成为异乡人（长期居于第三文化中）。或许如此，有些宣子愿意重新进入曾使他们感到痛
苦的生活模式，因为我们在这模式里反而能建立一份归属感。 
 
宣教的底线 
 
然而，若宣子选择返回工场只是基于功能和情感的原因（例如：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为
了享受、安舒），大家就该挑战我们的决定。我曾与两个宣子好友讨论这议题，并问他们
：「你们认为工场吸引我们，是因为那异国他乡的环境是我们的安舒区吗？我们是否单单
回到自己的安舒区，而这安舒区恰巧是个极不安舒的地带而已？」他们毫不犹疑又坦诚地
说：「被吸引回去宣教工场本身不是问题，因我们深爱那地的人和生活。但是若上帝吩咐
你留在本国服事，你是否愿意？」 
 
服事的重点不是去哪里、做什么，若然是，我们永远无法安心。服事的出发点是顺服我们
的主上帝。若他并非我们的主，若我们从未在个人层面全心相信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那就不管是什么呼召，我们也不会跟随。 



我们可具备各种知识，或愿意在顺境逆境中拥抱异邦的生活模式，但这不足以成为我们去
那里或做什么事工的理据。谁晓得我们可达到什么成绩或取得什么成就？若我们以「成
就」为目标而进入工场，只会失望而回。早期宣教士由地球一端乘远航至另一端，却在船
上染病丧命，难道就没有完成召命吗？我们的父母未能领半个社区的人归主并加入教会，
难道是未能达标？才不是呢！我们蒙召，是为要每时每刻全然顺服和爱我们的主。 
 
我们去，因为亲眼看见仍有未曾完成的任务。我们去，因为神的救恩还未传到地极，又因
我们听见有人仍在寻找真理，却未曾听见惟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找到盼望。我们去，因为我
们爱，更是被独一的主所爱，就是那一位把大使命托付给教会，叫我们能背负祂的名。当
我们谈论属灵的事，是否有宣子的身分已不重要，是否去海外或进入世界顶尖市场也不重
要；唯一要紧的是我们对上帝的顺服，以及对失丧灵魂的爱。 
 
准备，稳妥 
 
当我和几位宣子朋友准备前往宣教工场，很需要让人正确地了解一下，我们怎样因着传承
而被模塑和装备，成为普世教会服事万国的一分子。我和朋友讨论时，他们提出满有远见
的观点——近年教会给海外事奉者的训练或简介，作出的跨文化指导，多数是配合从未试
过长期在异文化中生活的人。这做法会让跨文化中成长的宣子落入一种困局，因为宣子不
会用二分法去分辨工场和家乡。 
 
反之，宣子的回忆里藏着过去跨文化经历而来的千丝万缕和点点滴滴。若把这些经历整理
一下，相信更能造就宣子的生命。当我们抵达工场，仍旧会受到文化冲击，不因成长背景
而免疫。我们仍然会在各方面挣扎，包括语文学习、习俗、关系建立及与神紧密同行。 
 
我们除了需要基本的属灵护荫和属灵争战中的战友，也极需要跟明白子复杂传承的人保持
连系。有宣子朋友 近问我：「你将要前往服事的工场里，有人明白你身为宣子的成长背
景吗？」他们不是理所当然或倚靠的对象，但若有人平常可聆听我们倾吐，诉说过去或现
在所面对的挑战，肯定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敌人必会攻击我们的弱点，尤其在宣教前线的
努力，我们必须加紧训练以面对争战。 
 
后，我们跟主耶稣的个人关系才是真正的关键。我们会经历喜乐，也会遇见悲伤。当我
们明白神呼召我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是要同时经历苦与乐；又当我们明白神是我们的分
，那就无论身在何处也是对的地方了。 
 
 
 
（作者为宣教士子女，于东南亚工场长大，继而于香港的大学毕业。现正申请加入差会，
期望投身海外宣教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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