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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inced that no one should live and die without hearing God's good news, we believe that He has 
called us to make disciples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in communities where He is least known.

我們深信：沒有人應該在這世上活了一遭，卻在死去以前從未聽聞基督的好消息； 
我們相信神呼召我們，在那些最少聽聞基督的群體中，去使人成為主耶穌的門徒！



# 國際總主任2  # 苦難

每當一個新的宣教士家庭被差派，去到某個非常偏遠的地方服事，為人父母的，必定渴
望更好地了解他們將要居住的地方；於是，他們會詢問機構領袖，也會要求一些照片做
參考。當他們發現，全家似乎要住在只有極基本設施的房子時，他們可能會想做簡單又
廉價的裝修，使居住品質更舒適些。然而，團隊領袖卻回應說：「不！改善居住條件是
非必要的要求，你們應該像基督耶穌的精兵那樣『同受苦難』！」

保羅寫信給提摩太的時候，真的是這個意思嗎？或者當彼得說「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
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時，是這個意思嗎？

SIM 國際事工差會的核心價值之一，是「我們將成為一個像基督樣式的群體」，我們相信
「跟隨基督的榜樣，意味著犧牲、困難，甚至死亡。」但我不認為前述團隊領袖所說的
苦難，是新約作者呼籲神的子民忍受和參與的那種 「受苦」或「苦難」。

彼得前書中，彼得寫給在各樣患難中的信徒。有些是奴隸，受到乖僻主人的剝削；還有些
受到冤屈的。作為信徒，當我們以這些方式受苦，被那些不認識基督的人苦待時，彼得提
醒我們跟隨基督給我們的榜樣。所以，彼得寫信提及的信徒並不是在「刻意尋求受苦」。
刻意尋求或製造苦難，並不是信徒的使命，我們也不應該為他人「尋求苦難」！

剛剛我提到的核心價值，前一句是「我們願在愛、服事、聖潔和順服天父方面，被轉化
成像基督樣式的群體。」當神的子民未能像基督一樣，在愛中彼此服事，反而成為苦難
的源頭時，這真是可悲啊！ 願我們作為上帝的子民永遠不要成為那些製造苦難的人！

我們是希望的使者，我們應當追求眾人的福祉。我們已經同意「在愛、服事、聖潔和順
服天父方面，被轉化成像基督樣式的群體。」我們的使命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
的心與神同行。」

作為神的子民，願我們在與所有人交通的時候，能夠行公義，好憐憫。當我們因為與基
督同受苦難時，願我們忍耐，知道是我們的神得到了榮耀。

願我們成為一個像基督樣式的群體！ 

同受苦難
包菲爾 Phil Bauman ／ SIM 國際總主任

SIM 的核心價值之一

學像基督的樣式——我們渴望在愛、

僕人事奉、聖潔和順服天父等方面，

轉化成有基督樣式的群體。我們相信

跟隨基督的榜樣，意味著犧牲、困難，

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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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位西方宣教士到台灣來宣教，至今已將近二百年，台灣已有許多大教會，很多教會在各處植
堂，神也很祝福各教會的事工。但是，台灣的教會及基督徒分布，其實多數還是在城鎮，而且主要
針對本國人；幾個非常被忽略的族群，仍然可說是福音未得之民，這其中包括偏鄉老人、移工及國
際學生。

因為年輕人到都市工作，造成偏鄉多數是老人及小孩；因為諸多原因及需要，使得外籍移工不斷的
增加，還有許多台灣男性到東南亞娶妻，因而新住民人數竟超過 50 萬人。每年各國來台就學的國際
學生，人數也在增加中。在下列圖表中可看出這些人口的狀況。

SIM 台灣理事會 2023 年通過，要在台灣接收海外宣教士，在上述三個族群中發展福音事工。偏鄉老
人年紀愈來愈大，能聽聞福音信主的機會卻愈來愈少，有些甚至在安養或長照中心，子女也無心力
去關照；若沒有人特別去探訪傳遞神的愛、傳神的福音，他們可能就永遠沉淪了。

外籍移工因為身在異鄉，非常孤單，遇到困難常無人問津；特別是從福音封閉國家來的移工，宣教
士通常難以拿到簽證去那裡宣教，但神竟把他們帶到台灣，我們實在不能忽視這大好機會。

國際學生和移工的情況很類似，當人隻身到異鄉求學或工作時，心總是比較敞開，因為沒有熟悉的
支持系統，孤單無援，所以當有基督徒或宣教士（特別是家鄉來的宣教士）來關心他們，幫助他們，
就比較容易信主。而這些國際學生或移工，若能在台灣信主並被門訓，當他們回母國時，就能成為
使人作主門徒的人，這是非常策略性的宣教事工！

今年一月，有位原本在印國服事的台灣宣教士，因簽證困難而回到台灣做印國移工的福音工作。今
年三月底，則有一位來自印度東北的宣教士，到台灣開始學台語，將來要向偏鄉老人傳福音。我們
需要更多宣教士，也需要更多台灣的教會，看到這些群體的福音需要，可以一起在他們當中為主得
人，並門訓他們，將來回母國時，成為使人作主門徒的人。

SIM台灣及接收工場的
現況與未來 謝麗娟／ SIM 台灣辦公室主任

泰國 菲律賓 越南 印尼 合計
71,137 人 153,922 人 272,644 人 288,055 人 785,758 人

越南 印尼 馬來西亞 日本 香港
27,491 人 16,725 人 10,457 人 8,427 人 8,158 人

包含產業及
社福移工

（2024.06 月）

僅列出人數最
多前五個國家

（2023學年度）

來台移工
人數統計

來台留學
境外生
人數統計

3# 台灣差派 # 台灣接收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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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在一個教會中，是所有門徒的責任。它
不只是宣教士的事，不只是牧師、長老的責任，
而是「每個基督徒的責任！」教會能持續參與
宣教的一大重點，就是要幫助教會弟兄姊妹明
白這個觀念，並且要特別讓教會領袖明白。

▎目標需一致

宣教，也是教會的共同目標，因為大使命就是神
對人的計畫；耶穌說：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
徒，而「萬民」就是指各族、各民、各邦、各國、
各方，是全世界的人。教會增長、教會蒙福的根
基，是福音使命，就是傳福音，而跨文化宣教是
其中很重要的一環；當然，蒙福、增長是神所賞
賜的，我們不是為了蒙福、增長，而去傳福音、
跨文化宣教，而是讓弟兄姐妹有動力、有這樣的
經驗，去傳遞福音的好消息與好處。

▎重點是持續

因此，「宣教動員」在教會裡就顯得非常重要；
如果只要動員一次，也許可以很轟轟烈烈，但
要做到持續就不容易。台灣有很多教會，都是
宣教士來台開創建立，或者推動、建造的，他
們也傳給其他的牧者同工，然後一直延續下來，
所以「持續」的功夫很關鍵。

在「持續」的工作當中很基礎、很重要的，是
要推動或幫助教會內部建立正式的宣教組織；
這個組織名稱可能是宣教委員會、宣教部、宣教

小組，並在建立組織的過程中，獲得教會主任牧
師，或是主責牧者、主責長老等領袖的認可。

有些教會也許不同意設立組織，那就要好好去
溝通、去禱告，要想辦法去建立這樣的正式組
織；即便無法設立，暫時先成立一個禱告小組
也可以，但目標依然是要成立教會內部的正式
組織或部門。

也許有些人會說：我認真服事就好，不需要有
這些抬頭、不一定要這個正式的組織。然而，
它卻是「持續」的重要關鍵！如果沒有，當熱
心人士慢慢衰老、退去或離開，那個持續就沒
了、就斷了。國際差會可以 100 多年、200 年，
教會可以一直延續下來，就是因為有一個正式
的組織持續在推動。

▎做法要實際

教會內部的正式宣教組織，第一個重要的工作，
就是釐清它的定位、職責，事奉的原則、策略
等，可能需要經過一些討論、制訂一些規章，
也許不需像六法全書一樣密密麻麻，但確實需
要有基本目標、方向。

舉例來說，石牌信友堂約在 1995、1996 年開始
推動跨文化宣教，而謝麗娟宣教士就是我們第
一個差派的宣教士；1995 年時教會就開始學習，
透過成人主日學課程、訂定幾個不同主題，由
同工們去探索、學習，因此才訂出一些原則。

如何在教會中 

持續動員
線上分享（講於 2024.06.10） 
許正郎／石牌信友堂宣教部長老

整理撰稿 
賴中申／ SIM 台灣同工

# 宣教動員

延伸 
問題

教會如何在神的掌權與人的努力
中，參與大使命？

延伸 
問題

教會中的宣教組織成員應包括誰？
平常要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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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訂出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則是：我們支
持我們所差派的宣教士，或是所支持的宣教士，
我們不是支持宣教士去的那個地方、那個事工
而已。換成白話來說就是：宣教士今天在這個
城市、這個國家，我們就支持這裡的事工，過
了幾年，宣教士被差會差派到另一個鄉下或國
家，我們就跟著宣教士，去那個鄉下的地方跟
他一起同工服事。麗娟宣教士一開始在蘇丹的
喀土木服事，後來去迦納，有一年她還去南非，
後來回到肯亞做南蘇丹的工作……她在非洲 12
年，我們教會的禱告就跟著她，在非洲繞了一
大圈，我們的奉獻、關心也跟著進到那些地方！

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編列、提出宣教預
算；所有的事工、年度計畫，是跟著預算走，
預算不能亂編，而是跟著希望要做、想要做、
一定要做的事，列出來以後一個一個編列出來。
當然，還可以推動信心認獻，鼓勵個人、家庭、
小組、團契，在平常的十一奉獻之外，憑著對
上帝的信心，為宣教認獻。

幾乎所有的教會要推動宣教，第一個會問的就
是：宣教奉獻的費用會不會排擠行政經費？這
是教會最擔心，但是不敢提、不敢問的；石牌
信友堂當年要開始推動宣教，這就是第一個問
題。當時同工們指定我去做相關的學習、探索，
之後就在我們的成人主日學裡談這個主題。

結論就是：不會！宣教經費不會排擠行政經常
費，反而宣教經費會促進教會的奉獻增加。我
也可以親自見證，石牌信友堂 28 年前第一年推
動時，憑信心編列了宣教預算 150 萬，直到今
年（2024）編的預算是 560 萬，中間沒有一年
是衰退的；同期間，教會經常費的整體奉獻也
不斷提高，我親自經歷並見證這過程。

A
在教會內部 
建立正式的 

宣教組織

B
釐清教會參與
宣教的原則、

目標、方向

C

編列、提出 
宣教預算

▎多面向動員

教會內部的正式宣教組織，要在教會中透過各
種層面動員：

1. 禱告
推動全教會禱告，為宣教士、宣教事工、差會、
機構禱告，公布與傳遞宣教士代禱信，與主日
崇拜、禱告會結合，為宣教禱告

2. 學習
透過主日講道、成人主日學、兒童主日學、閱
讀宣教好書或期刊雜誌，編預算支持同工接受
其他機構開的宣教課程

3. 奉獻
制訂宣教財務原則，例如：宣教奉獻要專款專
用、教會奉獻固定比例提撥或補足宣教專款、
推動信心認獻等

4. 培育培訓陪伴
針對預備要去宣教的人，要培育、栽培、造就，
也要支持訓練後線的宣教同工、牧師長老執事等

5. 推動國內外短宣
制定短宣原則、策略、目標，短宣經費原則，短
宣訓練與教導，安排短宣隊員回來後見證分享

6. 與差會合作
成熟的差會有很多資源、連結，甚至短宣隊也
可與差會合作

7. 宣教主日或年會
教會可安排宣教週、宣教月、宣教兒童主日學，
重點是在特定時間內全教會的宣教動員！

# 宣教動員

許正郎長老是現任SIM國際事工差會東亞區理事，及

SIM台灣區常務理事，曾任SIM台灣區理事長，也是

現任威克理夫翻譯會台灣區財務理事，並在石牌信友

堂宣教部擔任部長，在教會中長期推動宣教。
延伸 
問題

訂定宣教的原則、目標時有哪些注
意事項？宣教預算通常涵蓋哪些面
向或事工？

延伸 
問題

除了上列 7點，教會中還有哪些層
面可以動員宣教？



葛藤，是一種具有驚人蔓延力和繁殖力的植物，並
且根莖會互相纏繞。在日文裡的意思，是事物糾
結、無法解決，也表達與內心相反的欲望、衝突、
複雜、不協調。這正是我過去一年多在日本所經歷
的各種「葛藤現象」。

去年（2023）5 月，我得了急性闌尾炎，這是個非常
普通的急症，只需開刀將闌尾切除即可。但這突發
的疾病，卻讓我人生初次住院：在日本入院兩回、
住院近兩個月，竟遲遲無法開刀！最後，我飛回台
灣第三次住院和進行手術。所有人都納悶，日本不
是有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和精湛的醫術嗎？為何一個
小小的疾病，日本醫生無法開刀處理？住在鄉下、
語言無法溝通的我，也無法理解自己的病況，醫生
只是每天來確定我的肚子會不會痛，並請我耐心等
待發炎指數降低。

事後我才明白，原來日本文化極度重視標準作業程
序（SOP）。語言隔閡加上高度發炎的身體，不符
合立即開刀程序，這樣情況下若要進行手術，似乎
成為日本醫生很大的壓力。開刀的風險，誰來承
擔？最後，我決定回台灣開刀，彷彿奇蹟般，我還
能飛回台灣。當時我的闌尾已經潰爛，原本簡單的
小手術，變成了不簡單且危險的耗時手術。感謝
主！雖然花了蠻長的時間，但身體終究康復了。

此時，我已來日本十個月，但有四個月都在反復住
院治療闌尾炎。另外六個月，我都在瞭解和適應日
本的生活。日本是個講求制度的國家，而這制度對
外國人來說，不太容易理解或熟悉。加上語言的困
難，我耗費很多力氣去理解和適應嚴謹的法規，包
括嚴格複雜的垃圾分類制度（見右圖）。

身體的急症，無法當下開刀治癒解決，也猶如我在
日本宣教的困境，不協調、矛盾、掙扎。過往 20
年在非洲的宣教經驗，在日本卻無用武之地。我常
求問神：「為什麼要呼召我來日本？我一點都不適
合日本！」

一般人（包括基督徒）喜歡的日本，是美景、美
食、購物和娛樂，但對日本的福音工作鮮少關注；
而日本人是和善、團結、有禮貌的民族，對基督
教卻無好感，甚至有強烈的敵擋和抗拒。所以，
日本宣教是無比的艱難，語言又非常困難，宣教

宣教的葛藤
柯淑芬／差派至日本的宣教士

士容易灰心喪氣。這個看似光鮮亮麗的國家，實
則是被屬靈的黑暗權勢深深籠罩的土地，如同葛
藤糾葛纏繞，不見光日，甚至窒息。

我在日本宣教所經歷的，無論是身體疼痛、心中苦
處或語言學習挫折，神都看見、都知道。在我最
低潮時、不知為何神要呼召我來日本時，我意外認
識一對愛主的日本夫婦，當他們知道我是因宣教來
到日本時，他們激動的感謝我願意來到福音這麼困
難的國家。我頓時淚眼潰堤，似乎所有的委屈和艱
難，在那一刻間像洪水般爆發！

原來在我最軟弱的時刻，覺得自己並不能在日本有
果效的服事時，神卻透過這對夫婦鼓勵我、安慰
我。使徒保羅身上有一根刺，我們不確定那是什
麼？他懇求神挪移那個痛處，但神並沒有照保羅的
意願回應。其中一個原因，是免得他自高自大；同
樣的，我過往 20 年的宣教經驗，也無法轉化成在
日本宣教的助力，免得我驕傲。神對保羅的回應是：

6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10）

日本宣教雖是艱難，但神所要求的，只是回應祂的
呼召，並忠心傳講福音。

# 宣教士見證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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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真光
看見印度教徒
關於印度教徒，你可能不知道的 7件事！

為了動員及倡議台灣的教會、基督徒，更多關注
印度教徒的福音需要，SIM 台灣將於 2024 年排
燈節前後（10 月底、11 月初），舉辦「迎真光 
看見印度教徒」系列印度教月活動，內容包括：

 ♦ 認識印度教線上影音館

 ♦ 為印度教禱告 15 天手冊

 ♦ 海外連線講座 x 如何接觸印度教徒

 ♦ 南亞大國工場經驗談 ╳ 前任 SIM 台灣宣教士

 ♦ SIM 的短宣、長宣機會

 ♦ 2025 印度教徒訪宣團

活動細節仍在規劃中，敬請密切留意 SIM 台灣
官網及臉書消息。

# 印度教# 宣教動員

絕大多數人會成為印度教徒，是因為「出
生在印度教家庭」，而不是基於某個信念、
敬拜特定神明，或皈依、歸信的行為。

2 

印度教徒人口最多的五個國家分別是：
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

3 

佛教與印度教的關係：
佛教就像「印度教的新教」，但在印度這片
古老大陸上，又被吸納回印度教中；事實
上，整個東亞文化圈，都受印度教影響。

5 新紀元思想源出於印度教，它認為信仰
是自由的，自己決定自己要敬拜的神，
而且自己也可以是神。印地語的問候語
Namaste，意思就是「我禮敬你內在的
神靈，這神靈也同樣存在我心中；以我
內在的神，禮敬你內在的神。」

6 

全世界約有 12 億印度教徒
（Hindus），佔全世界人口
15%，他們有九成以上住在南亞。

1 
15%

全世界唯一正式將印度教
定為國教的國家：尼泊爾

4 

「排燈節」（Diwali）是印度教徒的重
要節日，又稱為萬燈節、光明節；排燈
節為期長達五天，信徒歡慶良善戰勝邪
惡、光明戰勝黑暗，並在日落時點亮花
俏的燈串，以及房屋周圍的傳統陶燈。
許多家庭還會在排燈節期間穿新衣、戴
珠寶，拜訪家族成員或公司同事，贈送
甜點、乾果、禮物。

7



SIM台灣招募中!
職稱／動員部宣教士
使命與職責／
動員促進台灣本地教會與基督徒，在跨文化宣教
相關的智識、靈性上，持續禱告、成長及行動參與；
協助關顧受差派的 SIM 宣教士，穩固其後勤支持；
協助關顧、門訓、造就、成全正在預備中的準宣
教士，以及仍在尋求投入跨文化事奉的基督徒。

資格／
1. 接受過至少一年神學裝備
2.  接受過宣教心視野（Perspectives）或把握時機

（Kairos）或其他跨文化宣教相關課程裝備，並
領有結業證書

3.  推薦人三位，格式由 SIM 提供；其中至少一位
必須為目前所服事或聚會教會的牧長。

薪酬／
1.  做為 SIM 本地宣教士，需籌募個人支持費，包

含每月薪資及勞、健保、職災及勞工退休金，
年度籌款預算及每月生活費面議

2.  辦公室會提供必要的籌款訓練，並在籌款不足時
盡力提供協助；同時，也會管理支持費的帳戶，
所有對宣教士的奉獻，將進入 SIM 台灣的帳戶，
並開立可以抵稅的奉獻收據給奉獻支持者。

職稱／辦公室專員
角色與職責／
1.  台灣本地接收工場事工協調與聯絡，在台宣教

士聯絡與關顧
2.  協助動員、招募海外宣教士來台（事工對象：

偏鄉老人、外籍移工、國際學生等福音事工）
3. 協助台灣差派辦公室相關動員及差派事工

資格與薪酬／
1.   大專畢，對宣教有熱情與負擔
2. 熟悉 OFFICE 基本技能
3.  接受過宣教心視野或把握時機等跨文化宣教相

關課程裝備
4. 擅與人溝通、團隊合作
5. 具英語基本溝通能力
6. 月薪三萬，視差會財務每年調薪

SIM 中華基督教國際事工差會 113 年 1-6 月累計收支餘絀表

2024 預算 1-6 月合計 2024 預算 1-6 月合計

收入合計 22,502,600 12,751,442 支出合計 22,502,600 12,091,689 
宣教士奉獻 10,000,000 5,005,689 辦公室人事費 1,120,000 589,056 
印度東北事工奉獻 6,500,000 4,169,890 行政及宣教動員費 1,477,600 646,861 
黎巴嫩事工奉獻 3,160,000 1,590,000 宣教事工總支出 19,660,000 10,765,579 
辦公室經常費奉獻 2,218,338 1,563,960 - 宣教士費用 10,000,000 5,005,689 
為宣教士書籍奉獻 200,000 113,694 - 印度東北事工費 6,500,000 4,169,890 
其他收入 424,262 308,209 - 黎巴嫩事工費 3,160,000 1,590,000 

台灣接收工場 245,000 90,193 
 本期餘絀 659,753

以上意者請洽：謝麗娟主任 
debbie.fachhai@gmail.com

    251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166-2 號 13 樓　　   0971-701165　　   simtaiwan.org　　
  taiwansim@gmail.com 　　   facebook.com/simtaiwan.mission

為節省印刷成本及保護地球資源，鼓勵您訂閱 PDF 電子版， 
請電郵至 taiwansim@gmail.com 更改索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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