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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斯庫斯迎聖誕
如何激發弟兄姊妹對普世宣教的熱情
從想幫神的忙，到為神而走的腳
溫柔的力量
為我們的宣教士禱告
宣教工場需要你、財務收支表

2
3
4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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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資料、取消訂閱、改電子版，請掃描填寫P8通訊資料變更表

 Photo Credit / Pixabay

聖誕平安 
繼續宣教

Ｓ Ｉ Ｍ 台 灣 期 刊
2024年・第 3期



# 聖誕節2  # 宣教工場

在某個「聖誕節」幾乎毫無意義的地方，耶穌
的追隨者今年將聚集，並在秘密聚會中慶祝祂
的降生。

這些人由北非的忠心見證人（Faithful Witness）
團隊召集——幾個世紀前，這裡就是決定應在
12 月 25 日慶祝耶穌誕生的地方。他們將在聖誕
節吃庫斯庫斯，一種北非人常吃的粗粒小麥粉
食物，並用阿拉伯語敬拜耶穌，這個傳統始於
2022 年。

在當地國家，多年來並沒有特別方式來慶祝和
紀念救主的生日。只有「外國人」會那樣做。
然而，這個聖誕聚會是新的、且有獨特的北非
特色。初代信徒帶著勇氣和合一，來敬拜這位
以馬內利的神。

在這個需要秘密聚會的地區，正是出身於迦太
基——位於今日北非突尼西亞的一座城市——
的特土良（Tertullian），首次建議耶穌的生日
應定為 12 月 25 日。據說，早期的北非教會認
為，耶穌是在祂受難的同一天（3 月 25 日）受
孕的，而特土良只是將祂的生日定在九個月後。

一個世紀後，一位同情基督信仰的羅馬皇帝將
聖誕節納入曆法中。換句話說，北非曾是全球
基督信仰的重要影響力中心，但如今情況已大
不相同；現在約有一億人居住在此地，有生之
年卻從未有機會接觸福音。

「在我們的伊斯蘭文化背景中，聖誕節對我們本
地多數人來說，毫無意義。這一天既不是國定假
期，也沒有任何形式的承認。我們可能會在百貨
公司看到販售的塑膠聖誕樹，但這些是為慶祝新
年準備的，是西方軟實力的象徵……」一位當地
忠心見證人團隊門訓造就的門徒這樣說。

如果 12 月 25 日是工作日，即使是耶穌的跟隨
者，也只是繼續日常生活：默默地跟隨耶穌。
我們以低調、道成肉身的方式，進入我們的鄰
里和事奉之地。耶穌的同在就像一股清涼的小
溪，流淌在這座沙漠城市中：神與我們同在。

忠心見證人團隊專注於動員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非洲學生，他們中有許多人在自己的國家擁有
基督信仰背景，來忠實地向北非同學見證福音。
這些學生因大學獎學金被吸引至北方，但我們
相信，是神自己差遣這些國際學生，成為福音
的使者。他們的使命驅動軌跡，美妙地慶祝了
道成肉身：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約翰福音 1:14）

法國殖民時期建立的地方教堂，幾乎存在於每
座北非城市中，這些教堂在這個使命中發揮了
關鍵作用。忠心見證人團隊的同工牧養這些會
眾，並聚集許多遠離家鄉、感到孤獨的學生。
他們帶著少數群體的身份，以全新的方式，讓
聖誕信息更加鮮活：

「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翰福音 1:12，和合修訂本）

Couscous for Christmas

文｜忠心見證人團隊 Faithful Witness     譯｜賴中申

庫斯庫斯迎聖誕

請代禱—求主使這獨特的聖誕慶祝
能代代相傳，持續下去。{ }



我們教會曾渴望激勵會眾參與普世宣教，但當時
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並不豐富，因此需要制定一
些有效的策略，幫助教會把焦點轉向普世宣教。

感謝神，經過六年的努力，我們這個小型教會
將普世宣教的預算比例，從 9% 提高到 45%，
並成功差派了多個家庭成為宣教士，一切都是
神的恩典與帶領。

我們的目標，是讓教會知道：大使命並非只是
教會事工之一，而是整個教會的核心使命。以
下是我們採用的五項策略：

1  在每週主日講道中融入宣教焦點
我們有意識地每週強調宣教的重要性，讓會眾
明白每個信徒都應參與大使命。我們的具體做
法包括：

 ♦ 在每篇講章中加入與宣教相關的應用點。無
論是講婚姻、偶像崇拜或喜樂，我們都尋找
與福音及宣教工作的連結，幫助信徒看到這
些主題與大使命的關聯。

 ♦ 安排特定的宣教禱告時間。例如，為來訪的
宣教士禱告、為代禱信中的需要代求；我們
也經常使用各類禱告資源。

 ♦ 唱與宣教有關的聖詩或敬拜歌曲，或者偶爾
安排多語言詩歌。

2  深化每位教會成員參與宣教的步驟

Ａ）支持跨文化事工與宣教機構

我們希望每位會友都能參與普世宣教，並增進
對大使命的承諾。為此，我們定期鼓勵會眾透
過兩個機構奉獻支持兒童關顧事工，我們會準
備兒童照片，並在主日崇拜後設立報名攤位，
讓人們可以立即行動。

我 們 也 定 期 組 成 團 隊， 前 往 喬 治 亞 州 的
Clarkston，這個被稱為「美國最多元的一平方
英哩」難民安置區，進行一日探訪。雖然距離
我們教會有兩小時車程，但能讓人們近距離參
與跨文化服事；若你所在城市附近有類似地點，
也會是好選擇。

Ｂ）短期宣教旅程

每年，我們組成短宣團隊前往瓜地馬拉的同一
個小鎮。選擇中美洲是因為相對低廉的費用和
短程飛行，讓更多人能參與。我們與當地教會
合作，並支持該社區的學校。有些成員更因此
得以親自探訪他們所支持奉獻的兒童和家庭。
每年造訪同一個地方，不僅拉近了我們與當地
教會和居民的距離，也使雙方建立了長期的關
係。我們結交朋友、保持聯繫，並期待每年再
相會。這些安排讓會眾從簡單的奉獻支持，到
參加本地難民事工，再到國際短宣，逐步深化
他們對普世宣教的理解和投入。

3  讓宣教成為教會每個事工的核心

我們不將宣教限定為特定課程，而是融入教會的
每個活動和團體，無論年齡層或興趣。從嬰兒到
長者，每個群體都能接觸到宣教的概念。我們的
小組則會「認領」一位宣教士，定期與他們聯絡、
為他們代禱，並向其他會眾分享他們的近況。

4  設立宣教委員會

宣教或差傳委員會的主要責任，不是親自承擔
所有支持與關顧宣教士的工作，而是為教會成
員創造更多參與差派事工的機會。他們的工作
包括促進對宣教的討論和了解。例如，在教會
入口處的電視上播放宣教士的代禱事項，輪流

[ 文接下頁 ] 

如何激發弟兄姊妹對 
普世宣教的熱情？

文｜克里斯牧師／ SIM 美國 裝備訓練主責     譯｜賴中申

3# 宣教動員 # 教會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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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最新的禱告需求。他們還設置了一張地圖，
附上每位宣教士家庭的照片，並用圖釘標示他
們的服事地點。為了讓會眾有更具體的連結，
地圖上方掛了多個時鐘，顯示各宣教地區的時
區時間。

5  差派與支持本會派出的宣教士家庭

我們選擇集中資源，專心深度支持從本教會差
派出去的宣教士家庭，而非將有限的經費分散
給多位外部宣教士。第一個家庭的差派花了一
些時間，但隨後更多家庭陸續加入這項使命。
每次有宣教士家庭啟程，前往長宣服事的海外

工場，我們都充滿感動、既不捨又喜樂。在牧
養教會 8 年後，我們一家也蒙召被差派到玻利
維亞的亞馬遜地區事奉。

隨著更多家庭被差派，我們教會逐漸學會在送
別的哀傷，與支持的喜樂間找到平衡，這也使
整個教會的心態與使命意識得到更新。即使我
們只是一個小教會，但主的恩典使我們能在短
時間內差派多個家庭。如果您的教會目前資源
有限，可以考慮與其他教會合作，聯合支持宣
教士的事工。

4

從想幫神的忙， 
到為神而走的腳

文｜謝麗娟／ SIM 台灣區主任、宣教事奉至今 28 年

# 宣教士見證 # 宣教士養成

內文節錄編修自台北信友堂新媒體錄製的「這些人那些事 生命

故事 祂是陶匠，我是祂手中的器皿（上）」，周幼群採訪。

我的家鄉在彰化芳苑，是傳統拜拜家庭，直到
在台北就讀高中、大學、研究所時，才陸續接
觸教會，信主、受洗，並好好讀聖經、尋求信仰，
還教兒童主日學。

▎主啊！當然是我，我想幫你的忙

當時每當讀到聖經提到「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我可以差遣誰呢？」或是「我的羊
在諸山間、在各高岡上流離，在全地上分散，
無人去尋，無人去找。」我都會想：怎麼會沒

有人呢？我在這裡，主啊！你還可以差遣誰呢？
當然是我！但其實當時我只是覺得神需要幫助，
而我可以幫上忙。

當時教會的諸長樂牧師很有智慧地對我說：「你
唸完研究所之後，要不要先去基督教機構工作？
如果這是神來的呼召，這個呼召應該會越來越
強，如果不是，就會越來越淡。你也應該要回
報父母，對不對？所以妳先工作報答父母。」
於是，我就聽他的話，去應徵展望會的工作。

1996年參與在石牌信友堂青少年事工

克里斯曾在北喬治亞州牧會 8 年，之後全家在南美

玻利維亞的福音未得群體中服事；自工場返美後，在

SIM 美國辦公室中擔任過人事主任、招募主任。

[ 文接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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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初的呼召，是一個全職的呼召，後來在展
望會工作時，我去印尼參加亞洲區的會議，第
一次聽到有關印度兒童的狀況，那些弱小孩子
們的畫面一直抓住我的心，我想：世界上怎麼
有這麼可憐的孩子，這麼樣的貧窮？而從那次
會議回台後，印度孩子的困苦就一直在我心裡
面，揮之不去。

跨文化宣教的呼召，則是在之後我唸神學院時
才真正確定。我一直對印度有非常深的感動，
於是跟我的教會說，神學生需要在暑假去海外
短宣，我可不可以去訪宣？去印度看看，那是
不是神要呼召我去宣教的地方。教會願意支持
我去印度訪宣，他們說：「可以，但是你不要
一個人去。」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想像我一個人
去印度那樣地方，所以就派了蔡筱楓師母跟我
一起去了兩個星期。

▎宣教不是一個人的事，是全教會的事

神學院畢業後，諸牧師告訴我：「妳希望去宣
教，除了妳父母同意以外，還有一個工作：就
是你需要讓教會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如果到
最後，所有的長執都同意讓妳出去宣教，妳就
可以出去。如果他們不同意，妳就繼續留在教
會事奉。」

所以，神學院畢業之後，我在教會接下來一年
的事奉重心就是：拜訪我們教會所有領袖及所
有團契，去分享我的宣教負擔及呼召，一直到
他們都願意差我出去，我才能出去！ 

要推動教會差派我去宣教很不容易，要我父母
同意就更不容易了。我媽媽擔心我快要三十歲
了還沒結婚，就一直給我安排人相親；當時我
其實正與從未見過面的印度籍廖華才牧師通信，
他剛到非洲蘇丹事奉，而我也正申請加入 SIM
差會，於是也誠實地跟差會談了這個狀況。

差會領袖說：「我們建議你先去蘇丹一年，一定
要有實際的交往，妳才能夠判斷到底合不合適，
光書信來往很難判斷。如果妳覺得真的是神所
配合，妳可以跟他結婚。如果妳覺得不是神的
旨意，妳可以留在那裡繼續事奉，如果妳覺得
尷尬的話，也可以選擇到其他國家事奉。」

所以我就跟我爸爸媽媽說這個狀況，媽媽就說：
「好啊！那妳去一年看看！」感謝主，最後一
道門也打開，神就讓我的父母同意我可以出去
宣教。直到很久以後，媽媽才告訴我，當時她
的想法是：「非洲？妳沒法度啦！我看一年妳
都待不下去，妳就馬上回來了」

▎順服呼召，踏出一雙為神而走的腳

神對我宣教的呼召，我的教會整體來說同意了，
差會也接納我，然後我父母最後也同意了，這
些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印證，所以我心裡就
很確定這真是神的呼召。

當我後來在宣教工場面對很多困難，走不下去
的時候，我永遠記得自己曾經怎樣尋求神的呼
召。神如果清楚的呼召你去宣教，你也不可以
隨便自己決定離開的，不是嗎？ 

# 宣教士見證 # 宣教士養成

謝麗娟夫婦一家三口在印度

2005年母會蔡筱楓師母來訪肯亞



溫柔的力量溫柔的力量

「溫柔的人有福了，他們必承受地土！」 

（馬太福音 5：5）

我和先生所服事的這個工場，女性地位非常低。

女性要承擔昂貴的嫁妝，在婚姻裡要承擔全部
家務，還要照顧丈夫的整個家族。

在山區，一個女人可能要嫁給同一個家庭的兩
個或三個兄弟；生理期時她們會被趕出家門，
在屋外單獨的茅草屋中生活直到生理期結束。

信主得救的信徒則被整個社群排斥，最終可能
被家人趕出家族，無家可歸……

這樣的故事，在這喜馬拉雅山山脈下的小國裡，
比比皆是。

我在貧民窟開始姐妹事工已有三年，每週一次，
風雨無阻。每當雨季來臨，進入貧民窟的道路
變得極其難走，每次我都要換上雨靴，一腳深
一腳淺才能進去。

三年來，雖然參加團契的女孩們總是來了又走，
我仍嘗試用教中文、做手工藝品的方式，來吸
引和接觸這些女孩，學習技能、增加自信、增
加收入；然後一起分享、鼓勵、禱告、讚美。

現在，已有幾位姐妹，包括貧民窟教會牧師的
妻子，非常穩定地委身在團契中。

去年，我在姐妹事工的基礎上，開始了一個文
創品牌，以此地絢麗多彩的自然和深厚的人文
為創意，設計一系列的首飾。我是主要設計師，

然後由團契中的師母和幾個姐妹一起制作，我
給這個小工作室起名「溫柔的力量」。

這個名稱連接我們的異象，在異象下連接著一
群充滿熱情、心中有愛與憐憫的當地姐妹。她
們熱愛自然、文化，並將所感受的轉化為創作
能量；她們內心溫柔，懷揣夢想，對生活充滿
盼望；她們堅韌不拔，不願活在世俗眼光下，
只願向真理而行！

我們希望這些姐妹可以將自己的感情和故事，
透過這個小小的平台，展現給每個熱愛生命和
想認識真理的人，也藉著展示她們的工作能力，
在這個輕視女性的國家裡，成為神美好的見證。

來自城市的我，第一次踏入貧民窟社區時，讓
我感到震驚、無法想像！我從未想過這個世界
上有一群人，竟住在如此破爛、不潔的環境中，
例如一個鐵皮房子裡可以住一家三代人，河水
氾濫時整個房子裡都灌滿髒水和垃圾……

但是看到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還有教會誕生，
有信徒這裡敬拜神，有神的話語在教導這裡的
年輕人和孩子，讓我頓時充滿力量，讚歎我主
我神的奇妙大能！我們的神是不看環境的神，
有祂在的地方就有祝福和恩典，這就是讓我堅
持服事的動力，神時刻讓我在這樣受苦的環境
裡學會順服、感恩、憐憫和祝福其他人。

文｜ Sophie（喜馬拉雅山小國）

6 # 宣教士見證 # 宣教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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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 — 台灣 移工與新住民

墨茉 — 南亞創啟茶茶國

# 禱告# 宣教士

謝麗娟 & 廖華才夫婦 與廖頌恩 
— 台灣辦公室主任

1. 求神賜麗娟體力、智慧及記憶力，來處理許多
的事務；並賜恩膏給她每週四的線上分享，她
也需智慧準備 2025 年一月份的退修會。

2. 求神賜智慧、體力及健康給華才，並祝福他在
馬來西亞 Mara 族教會中的服事。

3. 求神賜智慧及喜樂的心給頌恩的學習，也幫助
他對神有飢渴的心，並有屬靈的導師及同伴。

莊育靖 & 張佳雯夫婦 與莊力揚莊力妍 
— 南非祖魯族（在台述職中）

1. 求回台述職兩個月（12 月和 1 月）期間，有 6
個主日有講道服事，以及其餘分享行程，求主
保守及幫助他們預備。

2. 德班聖經學院院長暫時遠距帶領學院，懇求主
厚恩幫助學院運營、經費，以及 2025 年招生，
求神充足供應。

3. 南非祖魯族中的青年和兒童事工進入兩個月假
期和休整，求主保守青年們在假期間善用時間。

1. 感謝神讓苗栗活水教會有新的聚會場所，求
神幫助教會的弟兄姊妹適應教會的轉變，也
幫助成人和兒童主日學能儘早開始，並恩待
每個家庭能有家庭祭壇。

2. 求神引導 Sophia 在南方澳漁港外國漁民中
開始福音事工，也賜下合適的同工；也求主
保守 Sophia 每週開車到不同縣市的服事，
出入有平安，並能有足夠體力。

柯淑芬 — 日本東京

1. 感謝神，使每月兩次的兒童英語俱樂部，人數
一直穩定成長，從第一次僅有 7 個孩子參加，
到如今穩定有 15-17 個孩子加入；求主帶領，
使這些未信主的孩子和家長，能得著救恩！

2. 為求主幫助淑芬能夠有適當的休息；東京是個
忙碌且壓力大的城市，她最近感到自己更需要
能夠有安息日的休息。

1. 近期當地空污持續惡化，求神幫助墨茉能有
健康的身體，過敏症狀能改善。

2. 一月中將要語言考試，求主讓她有智慧安排
時間複習，也能有好的記憶力和體力來面對
考試。

雲彩 — 台灣 新移民及新二代

1. 繼續求主在課輔班的志工侯老師身上動工，使
他能遇見神，並且認識、跟隨主。

2. 求主恩待課輔班的老師們（包含雲彩），有神
賜的智慧和愛心教導學生，讓學生們從小就能
夠認識神。

加樂 & 小恩夫婦 與 Judy  
 — 東南亞創啟金玉國

1. 求神繼續給加樂信心預備中文班，目前招生
不順利，將繼續進行招生廣告。全家也在申
請一年工作簽證，求主開路。

2. 為即將到來的聖誕節禱告，無論公司、教會都
在進行佈道和紀念活動。求主賜下活潑的盼
望，讓每一個來到主前的人都同得福音喜樂。

Vicky — 中東創啟地區（在台述職中）

1. Vicky 已 平 安 返 台 述 職， 求 主 幫 助 她 在 述
職期間的適應，有好的休息與更新，與家
人、 朋 友、 教 會 支 持 者 有 好 的 連 結， 更 能
彼此鼓勵激勵；並恩待她述職期間的報告
debriefing，與健檢順利。

2. 繼續為她家人的身心靈健康守望，求主保守
Vicky 媽媽的視力與聽力，妹妹和她的食道逆
流能得醫治。

為我們的宣教士禱告 由ＳＩＭ台灣差派



是你嗎？宣教工場需要你
泰國的大城府 Ayutthaya

忠心見證人團隊（聚焦於向
福音未得群體見證基督）
工場需求：
1. 幼兒中文老師，在「喜樂

的心雙語之家」教幼兒
中文（短期、長期）

2. 英語老師，將任教於公
立 學 校、 寺 廟 學 校， 並
協助提升泰籍老師英語
能力（長期）

賴比瑞亞的首都蒙羅維亞

SIM 於 1965 年創辦並經營
的 ELWA 醫院 
工場需求：
1. 機械工程師或電機工程

師，維持醫院運作，並訓
練當地同工（半年以上
或長期）

2. 醫療長，主管全院醫療，
並成為與政府主管機關
聯繫窗口（長期）

南亞某國的穆斯林群體

當地合法註冊的非營利機構
工場需求：
♦ 職訓中心主管或顧問，

必須具有貿易或職業訓
練專長（長期）

短宣機會：
♦ 具藝術、音樂、設計、舞

蹈、運動專長，培力與陪
伴當地非正式學校的弱
勢兒童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國際事工差會 113 年 1-10 月累計收支餘絀表

2024 預算 1-10 月合計 2024 預算 1-10 月合計

收入合計 22,502,600 22,726,309 支出合計 22,502,600 21,923,578 
宣教士奉獻 10,000,000 8,192,951 宣教事工總支出 19,660,000 19,682,578 
印度東北事工奉獻 6,500,000 8,215,877 - 宣教士費用 10,000,000 8,234,451 
黎巴嫩事工奉獻 3,160,000 3,232,250 - 印度東北事工費 6,500,000 8,215,877 
辦公室經常費奉獻 2,218,338 2,495,670 - 黎巴嫩事工費 3,160,000 3,232,250 
為宣教士書籍奉獻 200,000 136,694 辦公室人事費 1,120,000 866,520 
其他收入 424,262 452,867 行政及宣教動員費 1,477,600 1,170,379 

台灣接收工場 245,000 204,101 
本期餘絀 80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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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宣教機會 # 財務收支

如欲探索更多海外宣教工場事奉機會，請上網查詢，或與 SIM 台灣辦公室接洽 
https://www.sim.org/opportunity-search 

通訊資料 
變更表

SIM 台灣 
網址集合

宣教禱告資源 動員者集結 
LINE 群組

http://simtaiwan.org
mailto:taiwansim%40gmail.com?subject=
http://facebook.com/simtaiwan.mission
https://www.sim.org/opportunity-search
http://bit.ly/simtw-data
http://linktr.ee/simtaiwan
http://linktr.ee/simtaiwan
http://linktr.ee/simtaiwan
http://linkgoods.com/pray4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