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4年11月29日，巴拿巴宣教學院、國度領袖學院、榮耀之光關懷協會，與磐石領袖協會，

共四個單位攜手舉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幸福無國

界公益市集」。當天，上帝賞賜了美好的天氣。雖

是在冬日，陽光普照，微風吹來，既不寒冷又暖

和，是一個完美的天氣，吸引到許多人潮。

活動當天從早上10點開始預備，11點鐘正式開

幕，一直到下午5點半正式落幕。其中不僅有絡繹

不絕的人潮，更重要是，豪鼎飯店副總經理莊福

光，以及管委會管理中心主任蔡銳宏，都親臨現

場給予嘉許及鼓勵。活動開場時，更由矽谷大樓

管委會莊福光委員，以及國度

領袖學院行政主任王克影主

任，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參與

人員及學員共同見證了宣教新

氛圍，堪稱完美的序幕。

更重要的是，這次活動的背

後意義――公益市集的理念。

它走出教會圈，教會生態的四

面牆垣，直接進入人群，創造

與社會、企業、大眾，直接接

軌的宣教新氛圍。

此類活動要能夠成功，以下五個重要的元素及

面向非常值得探討，相信在未來，這可能成為在

地社區宣教的新模式。

（一）突破固有的宣教思維

（二）創造與社會接軌的宣教思維

（三）活化營商宣教的社區意義

（四）�善用社會資源，善用社會企業回饋社會的

要求與精神（ESG）��

（五）�福音的親民性，以及潛移默化的重要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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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社區宣教新模式
（一）突破固有的宣教思維：

傳統固有的宣教思維，是指派遣全職的宣教

士，進入到某個地區、國家或社區，進行傳福音

的工作。此類傳統型的宣教模式，固然有它非常

的價值，必須要給與高度肯定與鼓勵，甚至尊

榮。然而，因為世界趨勢的轉變，尤其是在疫情

之後，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策略、健康安全，

各方面的考慮下，傳統的宣教士將越來越難持有

簽證，並且因著各地經濟的通貨膨脹，要能夠全

額募款，也相較不容易。

因此，在疫情之後，傳統的宣教思維必須有所

突破；不僅是突破，也需要有更新、全新、合乎

現代趨勢的典範。另一方面，有日常接觸點的人

際關係網絡更顯得重要，它既真實又自然。只有

真正與當地的百姓融合在一起，才能夠有真實傳

福音的機會，並且告訴當地百姓福音好消息的可

能性。

因此在這些年間，關於帶職宣教、專業宣教，

特別是營商宣教……等議題如雨後春筍般地顯出

來。幾乎在所有的宣教會議、宣傳文案，以及宣

教的學術討論上，都成為最重要的主題。也因為

專業、帶職、營商宣教的興起，連帶教會界，宣

教界，也開始注重與栽培職場人士。

2024年在韓國舉行的洛桑會議，甚至有這樣的

宣告：「興起職場人士來做宣教，它的效果會比

傳統宣教的成果好99倍。」

（二）創造與社會接軌的宣教思維：

傳統的宣教、經典的宣教士，通常都要花至少

兩到三年的時間，與當地的百姓熟悉、融合、尋

找接觸點、認識社區、不斷地跟進、成為好朋

友、建立人際關係……進而逐漸地、慢慢地，將

福音傳給所建立的人際關係群裡面。

然而，此次公益市集活動，是開創了直接與社

區接軌的平台。並且直接藉由市集的方式，透過

銷售商品與商業模式，直接進入社區。藉由已認

識的人際網絡，進行更快速、更自然的「陌生開

發」。

雖然建立關係也要花時間，但是因為有商業來

往和商業活動，並且是以這種輕巧且自然的方

式，能更縮短宣教士在當地深耕的時間，改以用

更自然的方式、更自然的互動，跟當地人接觸。

（三）活化營商宣教的社區意義：

以往指稱的宣教，通常著重於個人或者特定的

家庭，比較少以整個社區為目標來進行正確的宣

教預工。在一些福音即將封閉的地區，直接傳福

音更是不容易，因此更需要這樣「隱藏式」，但

又帶出人性共同良善面的啟發與刺激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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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整個社區一起來做公益，一起來做慈善，

是相當能激發人性共同善良面的一個好方法。藉

由循序漸進的、正確的引導，建立真實的愛與關

懷的根基。當時候滿足，契機來臨，必能開創一

個使人來思想生命意義的關鍵機會。

營商宣教的最大目的，是開創與造就社區的福

祉與祝福。而這些祝福以及資源的給予，正是福

音預工最好的方式與橋樑。當然，因此而付出的

一切是無所求的，並非只因為福音的目的才這樣

做，而是真正願意造福予社區、深根於社區。

因此，活化營商宣教的社區意義，將是以後營

商場域的重要指標與基礎。而此次公益市集在這

方面的意義上，是極大的突破與嘗試，更是向前

邁進的一次跳躍。

（四）善用社會資源，善用社會企業回饋社會

的要求與精神（ESG）：

如何善用社會資源以及政府已有資源，來造福

社會、回饋社會，是當今教會與宣教外展的一

個重要課題。這些年間，中大型的企業已經養成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感恩回饋的責任

機制與信念。其中，ESG這一概念最早可追朔至

2004年，當時已經開始有倡議提及ESG的基本思

想，而正式被使用則是在2005年，由聯合國發布

的《責任投資原則》（UN�PRI）一文件中。

ESG指的是以下幾個面向――環境保護（E，

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S，Social）以及公司

治理（G，Governance），藉由這三個指標設立具

體的實踐原則，能使企業邁向永續經營。透

過企業或投資人評分，呈現的級距被

視為評估一間企業是否符合永續發

展的重要指標，也會間接影響投資

決策。

因此，善用社會企業回饋社會的

要求與精神，來造福有需要的社

區、族群、乃至於國家，將是

一個需要高度智慧、能力、

眼見、評估、風險管理……

一起共同運作的使命，甚至

是一個類似國度性的任務。

（五）福音的親民性，以及潛移默化的重要

效果：

走出牆垣，走入人群，福音的在地性，以及親

民性，甚至本土化、本色化，一直是福音是否能

真正深入當地人心的關鍵因素。接近人群，感動

人心的社區活動，最大的目的，就是在一次又一

次的接觸中，潛移默化地將生命福音的種子，落

實在預備好的心田中。

相信藉著善用社會資源，創建不同型態的社區

活動，進而營造宣教，傳福音預工的新氛圍，將

是我們未來可見的策略及新的生態系統。

上帝的愛，要跨越各種疆界
在神快速的全球工作中，在人心渴望的世代

裡，我們必須學習並思考，如何走出教會以及機

構的四面牆垣，走入人群，走入社區，去創造、

去擴建與人們相遇的灘頭堡。善用社會資源正是

祝福社區的最好跳板，這很可能也是目前許多

地區最安全有效的方式。盼望藉著此次的公益市

集，我們學習到這樣一個雙贏策略的可行性，因

為它受到人們的歡迎和需要。

愛，沒有國界。無論在什麼樣的宣教禾場上，

我們都能夠藉著縝密的策劃和有智慧地執行，將

上帝的愛送到任何超越國籍或疆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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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我決定移民到澳洲的時候，朋友們一聽到，

都跟我開玩笑地說，『你才30出頭而已，就

要退休了嗎？』我在1991年移民到澳洲，當時真

心以為，去到澳洲就是要開始人生下半場了。沒想

到，神讓我在澳洲認識祂。信了主後，我在40歲

出頭左右又回到台灣。因清楚領受神的呼召，在

2003年進入靈糧神學院就讀，接受全職服事的裝

備，而這，才是我真正的人生下半場開打。」高明

玉牧師分享。

回憶起學院的生活，她分享：「學院給我一段美

好的時光，這裡給我的培育，有四個面向的滿滿收

穫：『豐盛的神學建造、豐富的心靈養育、豐足的

手足情懷、豐饒的異象培育』。」

服事初期因流言蜚語，而自我封閉
2008年，在學院的裝備生涯告一段落後，高明

玉牧師隨即返回澳洲，投入教會全職服事，也積極

地、熱切地想要建造一個滿有聖靈同在的教會。

「回到澳洲布里斯本，一心只想把過去幾年所

學，全部應用在我的服事上。我會用這樣的詞來形

容，真是『照書養』的服事，學院怎麼教，我就怎

麼服事。羅馬書講到⋯⋯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

去做⋯⋯但當時的我，不是留心去做，因為滿腔熱

情，是『衝出去』做：一對一、全壘打、門訓、琴

與爐、醫治、釋放、短宣遠征……樣樣都來。」

有聖靈同在的服事，確實有果效，人們也真的開

始受聖靈工作的吸引，而進到教會。但高明玉牧師

沒有想到的是，來到教會的人群中，卻是動機各有

不同。有想要看熱鬧的、有獵奇的或窺探的，甚至

也有敵對的……因為澳洲布里斯本靈糧堂在正式

開拓之前，在地已經有行之有年的基督教教會文

化，聖靈工作在當地並不算廣為人知，因此，開始

有耳語與傳言說，這裡是異端。

流言傳入高明玉牧師耳中，逐漸影響教會，動搖

人心。與同工之間、與弟兄姊妹之間的往來與信

任，變得不穩定了起來。

「我像是經歷到芒刺在背一

樣，因為我不知道，流言是

從哪些人的口中散佈出來

的。明明大家在我面前，

不是都表現出敬重我、互

動友善的樣子嗎……我變

得無法信任人，甚至封閉起

自己的心。景況最糟的時候，

我把自己關在教會的中控室裡，因

為我不知道，可以向誰分享我的處境。」

冰雨中，神溫暖我挫敗的雙手
高明玉牧師回憶，自己原本害怕站在人前，上

台講話都戰戰兢兢的，但為了服事神，她願意擴

張、突破自己的限制，勇敢站出去，面對人群。

她的初衷，只是單純地想要傳遞真理，所以怎麼

也想不通，為何會遇上這樣的攔阻？

然而，在人的低谷，神總是會適時地伸出援

手，「因為參加牧者群以色列之旅，遇上了當地

50年來最嚴重的暴風雪，在冰冷的雨雪中，神深

深地拉住我。」

她還記得，冰雨中她的手扶在哭牆上，臉頰上

滑落的水，她已經分不清是雨水是眼淚。但奇蹟

似地，就在她的手貼上哭牆的瞬間，她感覺到一

股很深的暖流覆蓋了她，在寒風中暖了她的身

體。那個瞬間，她知道神很深地安慰她，也聽見

她所有的委屈。

「服事是一條很長的路，正因為漫長，所以必

定會有高山低谷。這條路上一定會有困難，所以

也一定會遇見恩典。當所遇到的困境無處可訴說

的時候，唯有神始終會聆聽。只管跟神訴說，因

為只有祂可以喚回我們服事的初衷。」

貼在哭牆上的手，不僅觸摸到神，也彷彿再次

捕捉住自己的身分，神提醒她，她不僅是女兒，

也是戰士跟祭司，她可以放膽地站出去；至於她

的蒙召之處，神也會永遠紀念。

澳洲布里斯本靈糧堂主任牧師  澳洲布里斯本靈糧堂主任牧師  

第14屆校友高明玉第14屆校友高明玉

整理撰文 | 企劃處  張釋云整理撰文 | 企劃處  張釋云走過流淚谷，進入喜樂泉

校友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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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1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共計餘百位靈神校友「回娘家」，從台灣各地、從海

外各國，歷經月餘的召聚，一同聚集。這是一場意

義非凡的特殊聚會，因為這天，剛好適逢70週年

堂慶。

聚會開始，謝宏忠院長向校友分享了一段重要的

訊息：「一顆蘋果樹上有幾顆蘋果，可以被數算得

出來；但是一顆蘋果籽可以結出多少蘋果，是沒有

辦法被估計的。我每次看見校友們，都是滿心歡

喜、感恩，這就像看見許多蘋果籽粒一樣，未來會

有多結實累累，無法被估計。在座的校友只有大概

約百餘位，但是你們所接觸的人，一定比我眼前所

見的這百餘位還要多出更多。神看我們的眼光也是

如此，祂總是看到比我們的眼見更大的範圍；祂差

派我們去結果子，是要叫我們的果子可以長存。」

豐收見證  使命持續延展
靈神大家庭投入神學教育耕將近35年，校友們

也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與會者特地遠從海外返

回：從澳洲、巴拉圭、馬來西亞……等地；而在

台灣，也有從花東、中部與南台灣……等各地前來

共襄盛舉。所服事的範圍，有的是在馬來西亞的偏

鄉原住民、也有馬來西亞穆斯林密集的地區；在台

灣，則有深入社區、接軌社會需求的老人事工、進

入監所的福音預工、以及西海岸傳統信仰根深蒂固

之地。這個大家庭差出去的神國工人，無不竭力地

傳揚耶穌、遍地拓殖充滿聖靈大能的教會。

謝宏忠院長滿懷感恩地說到，這就是神學教育的

意義，這些培育與結果，也不是只有對在座的校

友、以及現在在學的學生身上；就連所接觸到的人

群，也是神學教育所投資的範圍，觸及的地界是無

法估計的。「教會是神國的基地、神國是教會的疆

界」，這是靈神大家庭所熟悉的一段話，現在或未

來，這個疆界的範圍都將會持續開展，因為只要有

耶穌的門徒所在，神國的地界、無牆的教會就能持

續擴張。

特別報導

靈神大家庭每年都有不同形式的校友與師生聚會，但今年的這場聚集意義非凡。

適逢靈糧堂七十周年堂慶，海外與全台各地的校友齊聚，迎來一場充滿感恩與喜樂的校友會。

整理撰文 | 企劃處  張釋云整理撰文 | 企劃處  張釋云

攝影 | 樊家琪、韓文綺攝影 | 樊家琪、韓文綺

校友齊聚
感恩靈糧大家庭七十週年堂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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