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心聲 二○一六年九月十/十一日 

你有轉危為機的信心嗎？ 蔡康怡牧師 

有學者指出，香港教會對於中國福音事工的參與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1. 守望期- 改革開放前，港人面對苦難的中國所產生一種血濃於

水的憐憫心態，但礙於中國的大門關閉，香港教會只能切切地

以禱告守望。 

2. 承擔期- 改革開放後，香港人一同經歷六四、九七中英談判事

件。這段時期，不少香港人對中國產生一種浪漫理想的關心。

加上中國大門開放，於是教會紛紛起來，進入國內作培訓、傳

福音。 

3. 迷失期- 九七回歸後，中國這一層神秘面沙逐漸被揭開，當知

得越多，就越發覺改變中國實在並不容易。另一方面，中國崛

起，中港形勢大為逆轉，港人無論在經濟、國際地位、甚至宗

教上都失去先前的優越感。再加上近年中國對宗教採取「高度

關注、提防獨大、借法設防」的執政心態，在這些因素下香港

信徒對中國的福音工作漸感迷失。 

作為一個忠於大使命的門徒，你看到的是什麼？是困難重重？還是

契機處處？ 

談到中國宣教，我們不能不提馬禮遜牧師。 

當二百年前佔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尚未聞福音之時，馬禮遜

牧師坐船到中國宣教途中，船長問他：「你認為自己真的有能力影響中國

人根深締固的拜偶像傳統嗎？」馬禮遜堅定地回應：「我不能，但我堅信

上帝能夠！」一個堅定的信念，足以讓我們看到今日中國的改變。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系教授李向平指出：「基督教往往是逆境下成長

的。人們很難看出基督教是在政府的宗教政策的支持下面得以發展的，

就近年來的深度觀察，基督教的發展，往往是在外在壓力較大的情況下

才是得以發展的。」君不見文革時期一切宗教活動中止，牧師、傳道人

和平信徒被打成「反革命」份子，中國的教會被關閉了整整 15年，誰曾

想到這個大逼迫過後卻換來一次信仰大復興，教會重開後堂堂爆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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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倍增？ 

宣愛家這些年來抓緊每個福音契機，為同胞的得救默默耕耘。你看

到以下事工的價值和成果嗎？這些事工有你參與的影兒嗎？ 

科大內地生事工- 以教授廣東話作為關愛平台，透過關心及協助內地

生適應香港的生活來見證福音。 

湖南事工- 以助學形式參與，對象為在學學生，每次暑假以營會作

平台交流。 

工廠事工- 每月一次到國內工廠與民工交流，並在暑假協助兒童夏

令班接觸民工子女。 

韓國留學生事工- 協助支援宣教士接觸仁川留學的中國內地生，讓

他們認識福音及受裝備作主門徒。 

澳門事工- 約一季一次，協助宣教士接觸福音對象。 

小數族裔福音事工- 對象為轉經族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