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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教會差派的宣教士也有老齡化現象，根據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二○一一年的統計，香港差出四百九十四名宣教士，平均年齡是四十六點四歲。香港

教會如何發展推動青年宣教，讓更多年輕人願意投身宣教事工？有宣教心志的年輕人

又在面對著怎樣的挑戰和困難？ 

 

（網絡圖片） 

我在這裡 請信任我 

現年廿七歲的 Sam於建道神學院修讀神學學士，他十五歲

便被蒙召去宣教。他曾在救援機構工作，也曾到多個國家短

宣，當中看見當地人的福音需要和惡劣的生活條件，便把感

動化成行動，踏上裝備自己成為宣教士的道路。Sam認為自

己的年齡在工場中沒有帶來障礙，因根據他的經驗，雖然當

地人知道他年紀較輕，可是仍會覺得他從較發達的地方來、

見識比他們多，所以也會尊重他說的話。 

  Sam坦言，在他蒙召初時，其母會反成了他踏上宣教路

的阻礙，因為教會覺得他太年輕，沒有經驗，又擔心他是否

認真。後來 Sam經過多年堅持，教會看見他去過多次短宣、

在救濟機構工作，又唸神學，最終確定他的心志，「最重要的是自己清楚蒙召後用心堅持，教會最

終會明白的。」他亦分享，有數位屬靈長輩過程中一直在給他意見和支持，他們的鼓勵與同行是使

他堅持信念的重要元素。 

 

左起︰嚴鳳山、胡樂文、熊黃惠玲、滕張佳音、

袁麗珠、曾錫華。攝於香港靈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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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教牧不懂支援宣教士 

  現年廿八歲的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宣教士 Keami未來計劃前往創啟地區服事。他指自己的宣教

心志是在外地攻讀資訊科技碩士學位時，因參與大學團契和厄巴納（Urbana）青年宣教大會而萌生。

一次他發現某宣教機構招請資訊科技專業的宣教人員，便開始尋找這方面的路。他在網上得知威克

理夫提供相關事奉機會，便嘗試聯絡該會。 

  由於差會要他向自己原本居住國家的辦事處申請，Keami○九年便返回香港並開始尋求弟兄姊妹

的財政支持，但過程中經歷不少困難，因弟兄姊妹的反應並不如他想像般熱烈。他認為香港信徒甚

至教牧大多都不知道如何支援宣教士，「在大家心中，宣教可能就是去一些地方植堂、領人信主，

但其實宣教是有很多範疇的，如威克理夫就是文字上的工作，弟兄姊妹卻未必認識。」他認為教會

要推動青年宣教，不能只靠差傳主日等，而應幫助青少年建立信仰觀、世界觀，讓他們知道人的生

命不只物質上的追求，更應有生命的異象。對於青年宣教，他指出經驗不足是必然的事，可是不應

因為這樣就不到工場事奉，他指自己即使踏上宣教路也會不斷接受訓練，邊做邊學。 

  那麼，教會應如何幫助年輕人踏上宣教路？在一月七日舉行的「開展青宣新世代——〈2011-12

香港青年宣教研究〉發佈暨研討會」中，多位宣教士、教牧及神學院院長分享其中的經驗與看法。 

異象傳遞最重要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友愛堂堂主任袁麗珠牧師分享其教會推動宣教的策略讓其他教會

借鏡。她指他們教會發展定期、定點的長宣工作，每年亦會派出最少三隊短宣隊。她認為，推動宣

教過程中，異象傳遞是最重要的。友愛堂一年有兩個差傳月，分別是四月與九月，向會眾傳遞差傳

異象。她分享，在九月的差傳月中，暑假剛去完短宣的隊伍可分享宣教經驗。他們又會在差傳月中

邀請宣教士分享，從多方面形成一個差傳的氣候。他們的門訓內容之一更是宣教體驗，她亦指教會

所有團契導師都去過短宣。談到短宣地區的選擇，袁麗珠指他們選擇的多是艱苦地區，因生活環境

與香港截然不同，發現回來後的年輕人都更懂珍惜所擁有的和更努力事奉。她認為，推動青年宣教

可感染成人會眾，也祝福著整個教會。 

須讓宣教士持續學習 

  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系主任曾錫華博士指出，在推動青宣上，堂會、神學院與差會三者

需要互相支持。上述提及 Sam曾因太年輕而令母會不信他的宣教心志，曾錫華認為，不應用掌權者

的標準來看年輕一輩，否則會拒絕很多人接受訓練，訓練時應給他們成長空間與支援，也應容許他

們失敗。他指現在年輕一代多數早享權益，然後負責，也有很多成長自失衡家庭，「神學院是否能

預備自己來訓練這些人？傳統的三年道學碩士訓練是否足夠？」他又提出，有時工場需要與訓練目

標錯配：工場需要適應力高的人；神學院卻可能訓練出一群人生經歷好、成熟的人，但卻難適應當

地的生活。他認為神學院的訓練應配合工場需要，「神學院訓練宣教人才，需要同時提供傳道人、

擁有跨越文化生活及事奉能力、能配合服事平台需要的訓練，其實這需要他們神學畢業後仍持續學

習。」 

  前線差會總幹事胡樂文博士則分享年輕人踏出宣教之路的難處及顧慮，包括覺得宣教士是讀不

成書才做的、怕找不到伴侶、怕自己不夠資格和有心志但有頗多陋習。他指出，今天要給青年人看

見的是未得之民的需要，也要讓他們有福音經歷。另外，較成熟的弟兄姊妹應成為他們的榜樣，也



要對他們有犯錯的量度。他以前線差會一個宣教體驗計劃為例，分享年輕人從中親身體驗宣教是怎

麼一回事並克服恐懼，回港後更成立了青宣團契，讓曾參與計劃的年輕人繼續關心宣教事工。 

更新對宣教的認識 

  曾遇籌款困難的 Keami認為信徒應擴闊對宣教事工及世界的認識，恩光使團宣教士及工場主任

嚴鳳山博士也認為，教會對宣教事工的看法要有三方面的更新。首先，教會需要重整顧己顧人的價

值觀，他指香港人習慣只顧自己的事，憂慮工作、買樓，其實要鼓勵年輕人願意出去宣教，成人需

先作以身作則的心靈宣教，讓年輕人看到成人也關心宣教事工。第二是需要文化現象的更新，我們

需要知道不同地方的文化現象，他舉例成熟在香港是以達到某個年齡作標準，但在印度結了婚的人

才算是成熟。最後是市場現象的更新，他指現時教會往往只向會眾談及宣教士的苦況，很多想做宣

教士的也可能被「嚇走」，教會其實應該報憂也報喜。 

  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在總結時表示，他認為理想開始宣教的年齡是卅二歲，但他覺得差

會或教會不需對宣教士的年齡有特別的框架，也可調高年輕宣教士的比例。他指差會或教會應要有

更多的彈性，對有志宣教的年輕信徒要有包容胸襟。他亦期待香港和華人教會能更關注宣教事工，

也能給予有宣教心的年輕人多點機會，「希望我們不是他們的絆腳石，而是幫助他們到工場事奉的

人。」 

青年宣教不可能？ 

──〈2011-12香港青年宣教狀況研究〉 

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滕張佳音博士指，由於看見香港的宣教士老齡化，便著手進行

〈2011-12香港青年宣教狀況研究〉，當中包括四份對象分別為青年宣教士、神學生、參與青宣大會之

青年基督徒及教會的問卷。 

  調查結果發現：派出宣教士的堂會通常是五百人或以下的堂會；很多神學生覺得差傳只是眾多事工之

一；有宣教心的青年信徒大部份覺得父母不會支持他們作宣教士，而教會則會支持；宣教士多在大專時期

蒙召；宣教士中以專職宣教為主，較少帶職宣教；青年信徒所關心的群體多元化。滕張佳音指，看見這些

結果後，教會和神學院應該醒覺，要想想如何部署策略讓更多青年人接受宣教訓練，和如何培養更多宣教

士，還有要思考「為何總覺得青年宣教是不可能的？」 

  另外，對教會發出的問卷共有四百廿七所堂會回覆，調查結果發現，共有一千六百五十一位青年信徒

擁有宣教心志，當中較多來自有設立青少年崇拜及以差傳為重點事工的教會。表示有宣教心的青年信徒

中，有八成是二十歲以上的，香港差會事工聯會前研究及出版主任熊黃惠玲在該發佈會表示，堂會和神學

院可思考是否有足夠資源訓練這群有宣教心的年輕人日後成為真正的宣教士。 

 

  該調查亦發現，堂會對差傳事工的支持大多是金錢上的，卻較少為信徒提供訓練。另外，有八成堂會



亦感到青年宣教有其優勢如適應力高，但認為缺點是年輕人經驗不足。 

  該聚會於一月七日上午在香港靈糧堂舉行，由該堂主任劉志良牧師主持，約八十五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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