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病毒)自三月十一日成為環球大流行疫症之後，已經蔓延至全球超過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至五月中累

計全球感染個案已經超過四百五十萬例，近三十萬人死亡。在這期間，為了控制疫情，全球超過一百個國家和地區頒佈隔離政策，進

行全面或局部封鎖的「禁足令」甚或「封城」以阻止群眾感染，佔一半世界人口約三十八億人受到停擺影響。面對疫情威脅，很多海

外教會和宣教工場上的教會都被迫關閉，實體聚會被迫停止改以網上聚會。在這期間，有差傳機構聯合不同差會和宣教士舉辦網上研

討會，了解在新冠病毒疫症陰霾下，各地宣教士在宣教工場的情況，本文匯集這幾次研討會的資料，從各位講員中集思廣益，探討在

疫情下未來的差傳使命。

	

疫情下的文化衝擊
	

	 現在大部份的資料都認為新冠病毒是自去年底在中國湖北武漢開始，在疫情初期，華人甚至亞裔人士有時被人聯想到新冠病毒，一

些不禮貌甚至帶歧視的言論偶有發生；但是隨著疫情蔓延全球，這些針對華人或亞裔人士的事件也逐漸減少，反而各民族在抗疫的方

法上有時會出現一些文化差異。例如：在抗疫期間，亞洲地區普遍鼓勵民眾戴上口罩預防感染，相反西方人普遍對口罩比較抗拒，他

們普遍認為有病才戴口罩，寧願保持社交距離；在日本有宣教士說當地信徒埋怨西方宣教士不戴口罩。這也難怪，從電影上東方傳統

俠客是蒙面，而西方俠士是蒙眼。然而，在非洲的華人有口罩也不敢戴，因為當地很多人沒有能力購買口罩，因此華人戴口罩很容易

成為搶劫目標。疫情也衝擊一些傳統觀念，例如打招呼時，西方傳統握手、拉丁美洲傳統擁抱和中東傳統的親嘴等等，都在疫情下成

為禁忌。還有，在疫情時期本來就不適宜群體聚會和聚餐，但是有個別文化以聚餐作為群體社交便面對挑戰，例如在巴基斯坦有宣教

士表示以往每星期都有幾次與當地房東一家十多人一起吃飯，作為建立友誼、傳福音的機會，現在疫情期間這些邀請卻成為難阻。

停擺下的宣教反思
	

	 一直以來，差會的工作主要是推動差傳、籌募經費、差派宣教士、短宣支援等；但是，自從疫症發生以來，這幾方面的工作受到

很大的限制甚至停滯不前，因此需要作宣教反思。首先，從危機處理上去反思，誠言這次是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對上一次是1918至

1920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然而，世界各地都曾經發生疫症、政治事件或地區性衝突，導致宣教工作停頓、宣教士撤離等。事

實上，宣教工場的危機時有發生，差會一方面衡量到宣教士的處境和安全，從而制訂一些危機處理守則；另一方面，宣教工場在危機

事件發生後如何應變、宣教工作又可以如何延續下去呢？以目前的疫情為例，在停擺下雖然有些工作可以在網絡上進行，然而很多宣

教工場沒有這方面的準備，導致很多宣教工作都停頓下來。況且，過去很多宣教工作的重點是放在宣教士身上，在疫情下宣教士的接

觸層面減少了，需要當地信徒去承接工作，宣教工作的重心也轉移到他們身上，故此訓練當地信徒是刻不容緩的。還有，過去差會的

宣教項目著重施與，教會出人、出錢、出技能去支持這些項目；然而，在疫情下可以預期有一段長時間的經濟下行，宣教項目固然大

受影響，更重要是如何調整這些宣教項目，從施與(Giving)到授予(Empowering)，使當地信徒能達到自給自足。

新常態的差傳使命
	

	 目前，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在世界各地的防疫措施下改變了世人的生活模式，這種改變預期會延續一段時間，形成後疫情的新常態

生活模式，在新常態下差傳使命也需要有所調整。首先，全球在疫情大流行下，具備網絡條件的宣教工場都以網上進行宣教工作和聚

會，這種既遠且近的網絡宣教平台成為當前急務，有宣教士表示他們的網上聚會多了些慕道者參加，過去一些沒有來聚會朋友也參加

網上崇拜；事實上，在疫情期間更多人思想有關人生的問題。然而，網絡上(Online)的工作不能代替網絡外(Offline)的關係，因此，使

用網絡宣教同時要配合個人接觸。在疫情期間，面對的工作當然受到限制，但是仍然可以透過社交媒體、電郵和電話等，來保持聯絡

建立關係。另外，這次疫情亦提醒宣教士和差會，對本地同工的栽培和承接工作的重要。在疫情下，一時間出現林林總總不同的網絡

培訓課程，需要過濾選擇；然而，這些知識傳遞，若再加上宣教士的導引作經驗實踐，更能事半功倍。最後，在新常態下要重新思想

整全福音的宣教使命(The	 Wholistic	 Mission)。疫情期間導致經濟下滑，除了傳福音，很多人也需要緊急救助，若能夠加上長期的支

援或技術訓練，達到自力更新的果效。例如：華傳在烏干達北部的福音中心，有一個社區農場，幫助當地人作農耕培訓。

	 新加坡聖約播道會門訓領袖導師曾金發牧師說：“這世界有一種病毒遠超過人類歷史以來已知的所有病毒，這病毒就是罪，而且這

種病毒絕對沒有免疫力，它感染了百分之百的全人類世人，無一倖免，沒有希望，唯一能解決的是這世界需要救主、需要救恩。”(註)		

這是我們在疫情中持守的宣教使命。

(註: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0/march-web-only/7-lessons-covid-19-coronavirus-churches-singapore-us-euro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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