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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短宣工場如何選擇短宣工場如何選擇短宣工場如何選擇短宣工場 

最近十年期間，很多教會都覺得短宣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讓肢體有機會直接參與普世

的宣教工作，更能將宣教工場的資訊和需要帶給教會。但很多教會在選擇短 宣工

場時，往往沒有頭緒，只要有呼籲便前往，對於當地的需要、跟進、栽培、短宣隊

員的資格、能力、準備、衛生及安全問題沒有多大考慮。筆者在過往六年內， 籌

組了不下十次不同類型的短宣隊，除了在加拿大本土數城市外，也到過中國、英

國、巴拿馬、巴西、秘魯等地。從中學習到一點的心得，願意藉此互相交流，彼此 

學習，讓短宣的工作能給參與者正面的認識，也協助到宣教工場有實際福音事工的

進展。 

筆者願以下的一些經驗與大家互相砌磋： 

（一） 工場的實際需要 

每個工場需要不同，在中南美洲的華人有許多是中國移民或非法移民。以巴拿馬為

例，有華人十三萬之眾，八成是從中國廣東省正式與非正式的移民，年輕人 很

多，中年夫婦帶了幼兒的家庭更多。當地一間成立只有三年的教會，在主辦假期聖

經學校時，即可以吸引 140個兒童參加，在另一個地點很輕易的也有 50位參 加，

可想而知當地的年輕家庭之多。故若在巴拿馬，需要藉兒童工作去接觸社區中的華

人，若在英國或歐洲這種需要就不大了，因為當地的新移民多是從中國大陸去 的

留學生、研究生，或是從香港去的中年家庭。工場的實際需要是首要決定條件，再

思考本身教會是否有適當人選或經驗，前往宣教工場支援及幫助他們，否則，反 

而可能成為他們的負擔；短宣隊員亦會覺得毫無建樹及浪費時間與金錢。 

（二） 短宣工場需要有跟進栽培的負擔與能力 

有些教會經歷了一、兩次短宣後便不再參與，他們覺得在短宣時帶領信主的人，當

地宣教士或教會沒法有好的跟進，以致新信者流失，而覺得不值，更有些傳 道人

因而覺得短宣沒有用處，這現象很可惜。當我們選擇短宣工場時，必須與當地教會

或宣教士有好的聯繫及建立一些跟進系統。短宣隊員的探訪記錄，決志者的資 料

都盡量介紹給當地的同工認識，最少有一次帶領他們到當地聚會處，以便當地教會

的信徒能認識他們。跟進栽培是雙方面的，絕大多宣教工場的同工，都願意跟進 

栽培新信者，扶立他們成長，這樣才會使教會被建立起來。有些人雖然決志信主，

但正如主耶穌撒種的比喻（太十三章 23節），他們的追求與成長，也如北美教會 

一樣，有強有弱。況且當地肢體、同工與新信者的關係不是那麼直接，若新信者屬

靈生命的根不深，枯萎與流失亦在所難免。所以筆者常常鼓勵短宣隊員，帶領了新 

信者後，要教他們祈禱，讀經及送一些屬靈單張、書籍或錄音帶協助他們成長。離

開後也要繼續與他們聯絡，鼓勵他們在靈裡長進。筆者更希望短宣隊員能再有機會 

前往，再探望及鼓勵他們。古曰：「創業難，守業更難」，「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帶領新信者成長非一日之工。但深信真理的道種及聖靈的內住在人心，神是不

會 離棄那些真心決志信祂的。 

（三） 語言文化背景的因素 

當選擇宣教工場時，當地的語言、文化及背景決定應派哪一類的短宣隊員。在東、

西歐的華人多是中國大陸的學者或講普通話的勞工，在以色列更是清一色的 男性

工人，而在塞班島的卻多是工廠女工。各地的語言文化背景不同，需要有類似層面

的短宣隊員，才能如魚得水，相得益彰。講廣東話的女性在以色列做短宣的難 處

可想而知，只懂普通話的短宣隊在佔絕大多數廣東人的巴拿馬，將會造成溝通上極

大的困難和困擾，不懂俄文及普通話的人在俄羅斯地區根本不能發揮功效；很多 

短宣隊員每次均需要有人帶領及翻譯才可以分享福音的話，不但效率大減且費時失

事。若文化背景懸殊，更是『隔靴搔癢』摸不到要處。 

（四） 本身教會的特性與所長 

每間教會都有其獨特性，如傳統式或開放式。各宗教亦有其不同的重點與特性，若

在宣教工場上的宣教士或教會的宗派與特性有很大的不同，也會形成困難與 衝

突。最理想的是同宗派或同是福音派的才好參與，非宗派的教會要小心選擇工場，

了解宣教士及其教會背景才可前往。個別教會的成員背景，社會層面亦有不同。 

短宣隊的成員若多是老闆和博士，就要付很大的適應和認知才較容易向勞工階層宣

教。相反地，文化水平低的，向大陸學者傳福音，若沒有適當訓練，亦會大打折 

扣。在中南美洲很多地方，若不懂做兒童工作的，只靠個人佈道或舉辦佈道會，功

效亦沒有那麼明顯。本身教會的獨特性與專長若能配合宣教工場的需要，就會有加 

倍的收獲，收相得益彰的果效。 

（五） 短宣的安全與費用 

教會差派短宣隊，是要負上一定的責任。當地的衛生環境，交通，出入的安全及起

居細節也要留意。聽說有短宣隊前往一些地區，因交通不便，道路崎嶇，路 途遙

遠，未到目的地已有很多隊員不適或病倒，亦有因食物不潔而引起嘔吐等等情形。

故此選擇短宣工場也要特別留意，更要對短宣隊員的身體狀況瞭解才可接受成 為

隊員。很多落後地區急需短宣協助，但必須瞭解需要，按各種情況而招募適合的人

仕參與，我們要知道「打什麼仗，用什麼兵」，短宣隊才能發揮功用及有成效。 

宣教工場的人身安全亦是選擇短宣工場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短宣隊員的人身安

全，無論隊員簽了什麼文件，甚至是「生死狀」之類等，但若真有什麼不幸事 件

發生，也非好事。在經濟方面，也要選擇一些交通費不是太昂貴的地方，轉接不太

複雜的地方。若每次短宣費用太貴，有錢的教會或肢體才能參與的話，恐怕容易 

引起誤會，以濟經基礎作為選篩參加者的資格，亦非理想。宣教工場在世界每一個

角落均有需要。筆者覺得在東亞地區的應多關注遠東區的需要，北美的應多注重中 

南美洲的國家。在中南美洲有近一百萬華人聚居，絕大部分是從中國前往的。其中



得聞福音的人不多，教會、福音站更寥寥可數。若希望傳福音給骨肉之親的話，每 

一地區的信徒，若能向鄰近的區域未聞福音的群體傳揚福音，就會省時省費。現時

的宣教策略，除了從未得之地開始，更要同時注重未得之民。中國人四散海外，中 

國的基督徒應向本地的未信主的同胞傳福音，亦要在鄰近的區域國家作宣教工作。 

筆者住在加拿大，往返中南美洲或西歐較方便，交通費用亦較往東南亞、中國、澳

洲等地廉宜。在中南美洲亦有百萬同胞，但信徒及教會寥寥可數。故此我選 擇中

南美洲為宣教工場重點，況且中南美洲的中國人，大多數是說粵語的，對加拿大的

信徒更沒有語言隔閡，而費用也較少，故此能一年往返數次。 

總括而言，選擇短宣工場目的是給肢體們有宣教的體驗，從中領會宣教士的工作及

工場上的需要，有組織的短宣隊能提供及協助宣教士各方面的需要。 

筆者謹以此文與讀者彼此交流，分享心得，更盼能收拋磚引玉之效。願藉短宣鼓勵

肢體多多體驗宣教事工、支持宣教事工，更能享受大使命所應許神與我們同在的經

歷。深願肢體能放眼看田，見到莊稼已熟，作工的人少的情景，從而投身宣教，從

短宣至中宣更至長宣。 

(作者曾湛光牧師曾任加拿大卡城宣道會城西堂的義務傳道，負責海外差傳事工。

現任巴拿馬宣道差會事工拓展主任，中南美洲聖經學院的推廣主任，自一九九七年

開始籌組很多的短宣隊前往中國、英國及中南美洲很多國家；也為華傳加拿大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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