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幹事
的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

自去年開始， 我重拾學生的身分修
讀跨 文 化 （ 宣 教 ）教 育。 一 邊履行總 幹
事的職務， 一 邊埋頭書本中 ，雖然忙
碌，但課程帶我 進 入  更廣闊的 思 考
空間 ， 與 自己丶與 神展開了深 入 的
「對話」。

神差遣我們實踐宣教使命，是要我們進入不
囘的文化，與不同的羣體對話。當我們與人
對話，我們也渴望人能遇見神，並願意 與神
對話，明白福音的真義。

環顧現今的處境，疫情仍未受控，香港的 社
會狀況充滿變數，社交距離、意見分歧無形
中成了隔膜，令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被中斷。

猶太哲學及教育家馬丁·布伯 (Martin Buber) 
就對話有獨到的見解，認為人與人的溝通
應是「我與你」，而 不是「我與它」。為何
「你」會變成「它」呢？因為很多人在溝通的
過程，沒有尊重對方，或沒有從對方的處境

去理解對方，將對方變成物化的「它j。

他的看法讓我更深思考怎樣才是真正的對
話。對話並不只是單靠—張嘴巴，如果雙
方沒有相遇 ，便不能彼此認識。在現今不
安的 世代，種族、世代、政權、宗教之間的
矛盾越演越烈，令我更深反思跨文化對話。
宣教士的角色，正是要成為神的使者，與人
真正的對話。我深深相信，我們先要與上
帝、與內在的自我(inner self)作更深入的對
話，才能與人真正的對話！

今期《晴》的封面故事為福 音 船50週年，
事工自1971年創立以來，船員們成為神的
使者，在所到的港口分享主愛。他們來
自60個國家，語言、文化各異，在這個跨
文化場景中，他們願意謙卑對話，嘗試理解
對方，學習彼此相愛，讓世人看見這是從神
而來的愛！

差沭，｀
世界福音動員會（香港）
總幹事

篠宅盐立）迥訐
很多香港人認識OM,是由福音船開始。OM第一艘福音船於
1971年啟航，至今已航行50年。事工的誕生，是始於0M創辦
人韋華(George Verwer)的一個異象，再加上一份堅持，才得以
實現。

在60年代，OM佈道車隊由歐洲開往印度，舊貨車中放着一箱箱
書籍，旅程長達兩個月，韋華覺得相當艱苦。雖然坐飛機可以縮
短行程，但當年的機票實在太貴了！韋華開始看見用船來做佈
道工作的異象，他心想：「船除了可運載書籍，也可提供住宿，
更可以舉辦不同活動。J

韋華沒有航海知識，身邊也沒有人熟悉船隻運作。當他分享這個
異象時，人人都以為他瘋了，負面的回應居多。韋華沒有因此而
放棄，不斷邀請弟兄姊妹為此禱告。

一年、兩年過去了，一位英國船長願意協助OM尋找合適的船，
事工計劃亦逐漸得到教會的支持。

, OM購入第一艘船，異象成為事實。由起初到現在，
釐所到的港口，除了接待訪客，也在岸上作社區服侍，

印這萇`帶給萬民。透過在船上的事奉，弟兄姊妹
這輯·不少、迢i在完成事奉後投身長期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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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事工 

與年青人同行
疫情初期，我們主要透過電話及視像關心少數
族裔家庭，向有需要的家庭派發口罩，並與較
少聯絡的家庭再次連繫。後期我們因應疫情恢
復有限度的家訪。

2020年的事工目標為走進人羣中，以生命建立
生命。我們主力與年青人建立關係，除了在學
業上幫助他們，也盼望協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讓他們健康成長。

在培訓方面，我們協助本地機構舉辦義
工 培 訓 課 程 ， 讓 參 加 者 認 識 少 數 族 裔
文化，並以一對一的方式與他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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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建議每本奉獻港幣$100，以支持相關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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