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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以下針對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進行彙整，並且對於未來差會在差派短宣隊

伍、以及相關的研究上提供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針對台灣國際基督教會過去數年所派出的中國校園短期宣教隊伍，本研究嘗

試透過詮釋現象學的方法，將旅程中基督徒的深刻體驗再現、並加以詮釋，以得

到對於宗教學有意義的洞見。本節將整理過的訪談結論陳述於下： 

 

一、信仰壯遊 - 行在水面上 

 

對於短宣隊員而言，參與這項任務帶給他們非比尋常的挑戰，就好像彼得要

接受耶穌的邀請，跨出漁船、在水面上行走那般的需要信心。這決定跨出去的體

驗，包含了「革命精神」以及「跳脫常規的壯遊」兩個層面。 

因為在教會內嘗試中國短宣的最初幾年，大家對於短宣並不熟悉，也不是那

麼多人有在中國傳福音的經驗，大多只是知道在中國的地下教會冒著被抓的危險

在聚會，因此「將福音傳給廣大的中國學生」這種帶著理想又承擔著風險的任務，

就給了參與者一種彷彿自己在進行「革命」的興奮感，也能更切身感受到聖經裡

為義受逼迫的感覺。 

雖然參加短宣的基督徒平常在台灣也很努力傳福音，但總是覺得「跳脫常規」

可以體會到不同的東西。除了跳脫，也期待未來即將要發生的冒險、未知、不確

定。這些可能引發不舒服的感覺，讓人離開舒適圈，而得以進入冒險的氛圍，也

產生了開啟未知故事的興奮感，對於基督徒而言，這種未知的旅程即將成為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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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經歷，使得短宣的壯遊不僅僅是旅遊，更是信仰的壯遊。 

正因為本研究的短宣模式是一種開放式的旅程，參與者必須從無到有在當地

將福音傳開來，他們只能倚靠上帝與彼此的幫助，努力去體會、討論、摸索任何

的可能性，所以伴隨這個挑戰所帶來的心流經驗、或高峰冒險經驗，對於信徒而

言必然不只是世俗生活的旅遊經驗，而是有神聖意義的「與神同行」經驗，正如

在前面的訪談所重複看到的一樣。他們所期待的，正是像朝聖者一般，可以去深

刻體驗信仰的旅程，只不過對於一般的朝聖旅程而言，顯聖的是地點與其背後的

神聖故事，而對於短宣隊員而言，神聖的是與上帝一起經歷的整個冒險歷程。 

 

二、中國印象 – 踏上應許地 

 

短宣隊員帶著神聖的使命踏上中國的土地，面對未知的挑戰，就像是進入神

所應許的土地一般。在進入中國的這個部分包含了三個主要的體驗層面：「文化

轉換的衝擊」、「文化轉換的適應」、以及「矛盾的中國想像」。 

從進入中國的火車臥舖裡，短宣隊員就開始體驗沉浸在壯闊土地裡的感覺，

這種感覺不只是一種視覺上的開闊與刺激，更得以使人進入脈絡中，讓觀看的人

有一種自覺渺小、卻與脈絡產生關聯的奇妙意識，例如 Angela 透過從未聽過的

地名進入了遼闊地土的脈絡，透過只曾在課本出現過的地名，進入了中國歷史的

脈絡。對於信徒而言，這樣的身歷其境可以引發真實的信仰體驗，真的感覺到自

己的渺小與上帝的偉大。 

在短宣過程中，一直出現讓隊員們大開眼界的新奇經驗。訪談中提到這些經

驗時，他們總是掩不住自己的興奮，因為這些新奇的體驗的確給人帶來重新去觀

看世界的滿足感。許多新奇的體驗讓人既興奮又滿足，但異地的體驗未必都是正

面的，特別是剛到的時候，很容易會把眼前的事物拿來跟家鄉的經驗來作比較。

這些比較與不同，不僅是一種「文化轉換的衝擊」，更引發了信仰上關於「它者」

的問題。因為短宣成員不只是來旅遊，所以不能只把自己當作無關的局外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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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當成冷冰冰的「它者」來觀看，這些人的困難與苦難，正是短宣隊員前來的

目的。但是，要如何去了解這個不同的世界、怎麼樣才能有新的觀點來看這些「傳

福音的對象」、要用什麼樣的姿態來處理彼此的關係，這就是信仰上的問題，也

因此這些文化的衝擊與適應過程，成為了短宣隊員最深刻的信仰體驗之一。 

短宣隊員透過融入的方式，來達成「文化轉換的適應」。包含使用當地人的

語言、同理當地人的生活經驗、作當地人喜歡作的事情等。在融入的過程，短宣

成員得以有深刻的文化浸入，也反思如何以上帝的心去愛「他者」，這是他們很

大的收穫。 

也有成員因為歷史想像與實際情況的中國，有很大的落差，因而產生了「矛

盾」的情感，透過觀察與思考，William 發現了全球化如何在文化資產上影響中

國。短宣體驗對他而言也擴展了國際觀。 

整體來說，進入了中國這個應許之地，短宣成員經歷了文化上的衝擊與適

應，打開了視野、豐富了經驗，但也改變了本來對於中國的想像。 

 

三、相依為命 – 屬靈家庭 

 

基督徒在短宣的過程中，像一家人般緊密的彼此幫助、彼此鼓勵，就像是初

代教會的團契生活那樣簡單與美好。這個部分的體驗，要分成兩個層次來討論：

「同甘共苦的關係」、「屬神國度的大家庭」。 

短宣隊員面對陌生環境的挑戰，能夠依賴最多的就是彼此。每天生活在一

起、作戰在一起、目標一致，什麼都彼此分享，就像「同甘共苦」的家人一樣。

短宣的情境，使得大家必須彼此依賴、信任感很快建立起來，許多隊員們都在過

程中建立起革命情感。然而，親近的關係有時也帶來摩擦，但是又因為有共同的

使命、時間不多，所以必須馬上面對、馬上解決，於是很快能從中成長，得到團

體生活的寶貴經驗。對於短宣隊員而言，每天親近的團契生活，無論是美好或衝

突，都使得他們更加能夠去確認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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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地基督徒的互動，也是短宣隊員的難忘經驗之一。雖然因為安全上的考

量，不見得每個隊伍都常常能夠與當地基督徒有很多的互動，但是只要有機會碰

面，當地基督徒對於遠道前來幫忙傳福音的短宣隊員，都是充滿感激。而當短宣

的隊員與當地基督徒相遇，也往往被他們一無所有、卻堅持服侍的心激勵。這些

感覺不僅是感動與感謝，更讓隊員體會到信徒在屬神國度都是一樣的，因為彼此

非親非故、卻很快可以彼此互通。對於短宣成員而言，「神的國度」這個既抽象

又具象的宗教概念，在群體關係中得以實現。特別是在茫茫人海中，能夠感受到

一股共同的力量，使得彼此的內心能夠馬上相通，超越文化的隔閡，這是「很有

感覺」的信仰體驗。 

 

四、拯救靈魂 – 神聖的巧遇 

 

短宣隊員參與短宣，是去回應了神的呼召，但他們不曉得神會預備誰來與他

們相識，所有的巧遇都如同神聖的安排。因此基督徒與當地認識的大學生所建立

起來的關係，有著濃濃的、難以言喻的情愫，這當中包含了「好奇的磁力」與「關

係的感動」兩個層次的體驗。 

因為過去兩岸學生少有直接接觸的經驗，所以大家對彼此的生活世界都很

「好奇」。不只大陸學生對台灣學生的生活很感興趣，其實短宣隊員也從大陸學

生那邊得到很多的體驗與刺激。兩岸的學生有同樣的語言卻不太相同的文化，加

上難得有機會遇到彼此，差異加上機遇，就產生了許多火花。 

很多短宣隊員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素昧平生的朋友對他們的付出。這

種明明知道對方並不富有、甚至匱乏，但是又感受到對方很想要去付出的心，讓

短宣隊員很「感動」，也更願意用心與他們做朋友。大陸學生因為這些來自異地

台灣的朋友，而更想盡地主之誼。台灣的基督徒則因為身處異地被接待，而更加

感動，也更想把握時間去讓關係有所突破。因此，異地緣起的關係，交心得特別

快。有很多關係都是這樣建立起來，幾個星期下來，就已經是很深的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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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的時間有限，隊員們很清楚，跟中國學生建立的關係並不只是一起聊天

同樂、更希望對他們的生命有所影響，因此隊員們都願意在關係裡冒險，希望所

給的期許可以引起生命的改變。這因為有這樣的期許，短宣的關係不會平淡，反

而在彼此的生命故事裡留了難以預見的轉折。當轉折變成了成長，就會讓愛人的

與被愛的體會到感動。 

每一次短宣的故事都不相同，因為你不知道你將遇到什麼樣的人，會和他們

一起編寫什麼樣的生命故事。正因為整個短宣的過程有太多不能預先掌控計畫的

行程與事件，於是這些不可預知的安排，對於基督徒而言就是一種神的帶領、聖

靈的工作。 

 

五、夢想生根 – 親眼看見 

 

過去短宣隊員都是只是聽聞別人分享短宣的經歷，現在終於自己親身經歷。

他們回顧這趟旅程，感覺就像作了一場「天堂之夢」，而這當中的許多經歷，讓

他們親身體會到信仰生命與上帝的連結，也持續在他們生命中帶來「改變」。 

長假之所以令人不捨，最重要還是那些美好的經驗與回憶。隊員們覺得短宣

這個跳脫原來框架、去專心體會信仰生活的過程，就像是一場美得像在「天堂的

夢」。常規生活裡，總是有很多要必須負的責任以及繁複的工作，這些擔子常常

讓人沒有心力好好去思考、體會，忙亂的信徒若是失去了反思、失去了感動，也

就失去了力量。因此每個短宣的成員幾乎都特別提到，單純、專心地為神而活，

讓他們在信仰上成長很多。雖然短宣的生活一樣是很忙碌的，但是焦點卻很清楚。 

短宣的情境，使得信仰變得切身了起來。不論讀經、禱告、或是傳福音，一

切都變得那麼必然且深刻。這樣的生活，不論是與神、與人的關係都有許多的感

動。根據短宣隊員的分享，不論是跳脫常規的生活、專心投入、生活單純、或者

不再有人耳提面命，都使得他們更能夠深入地去體會信仰，而且更感受到與神之

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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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驗，短宣成員得到了他們難得的經驗、美好的回憶，更重要的是當他

們可以親身參與時，宣教不再只是遙遠的夢想，而是看得到摸得到的生活經驗。

短宣的體驗因此也給隊員帶來「改變」。正如大部分短期宣教研究的結果，很多

短期宣教參與者都大大的被鼓勵、而考慮成為一個長期的宣教士。從這些隊員的

回應看來，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覺得「真的看到了」這個夢想。 

 

第二節 建議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看到短期宣教的豐富體驗，對於這些參與的基督徒有很

大的影響。最後，我希望對於未來差派短期宣教的規劃者、以及後續相關的研究，

提供一些建議。 

 

一、對於差派機構的建議 

 

(一) 要重視短宣參與者的收穫 

短宣參與者固然抱著熱心前來幫忙，有些甚至自掏腰包，但無論如何不

應視他們為理所當然的工人、傭兵，只問他們的工作成效、卻不關心他

們的體驗如何。短宣參與者此行是否能夠感受到收穫，關係著未來持續

的動員力。短宣參與者所需的收穫，並非要被當成服務的對象來伺候，

而是要讓他們在過程中看到真正的需要、激發他們能夠付出自己所擁有

的、並提供對參與者而言能力相當的挑戰。短宣過程中適當的休息、沉

澱、開闊眼界的安排，可以讓參與者有更深刻的反思，進而整理出有意

義的收穫。這些寶貴的收穫不只能幫助他們此行更有品質的產出，更讓

他們帶著感動離開。這些無價的感動會激勵更多的熱心，回來投入於需

要的地方。 

(二) 注重人與人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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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帶來最多體驗的部分，幾乎都與人與人的接觸有關。雖然有些短宣

的形式，主要是在作一些社會救助或建設工作，但也應該要讓參與者能

夠有足夠的機會與當地人作有意義的接觸。語言有可能會產生隔閡，應

該要盡量找到可以溝通的方式。文化上的不同則往往引起更深刻的刺

激，越深入的交流越好。 

(三) 短宣結束之後的跟進 

持續讓過去的參與者知道他們所作的付出，在當地留下了什麼影響，對

於只能短期參與的基督徒來說，是很大的激勵，也會不斷提醒他們記得

當地的需要、還有那些美好的回憶。很多體驗過短宣的基督徒之所以認

真考慮要長期待在中國，是因為情感的因素。當他們在情感上與傳福音

的場域真正產生了依附，再回到當地去付出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更多質性的個案研究 

針對華人基督徒參與短期宣教的相關研究實在不多，又因為國外的短宣研

究多為量化研究，通常透過問卷來分析變項之間的關聯，比較難讓後續有

興趣的研究者領略不同的短宣模式到底如何進行、產生感動的箇中趣味在

哪裡。質性的個案研究能夠提供的故事與描述，可以作為信仰研究比較深

刻也比較有趣的論述佐證。但需要更多不同的個案，才能豐富短宣體驗的

全貌，而不至於井裡觀天。 

(二) 從中國學生的角度出發 

本研究專注於短宣基督徒參與者的體驗，以及短宣對他們的影響。至於短

宣對象的中國學生那端，就不是本文討論的焦點。然而，從中國學生的角

度來看這些突然出現在他們生命中，並且對他們有很大影響的基督徒，是

什麼樣的體驗？在短宣過程，作為傳福音對象的中國學生，並非只是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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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者」，而是互為主體的與基督徒彼此影響，畢竟整個短宣的傳道故

事，要透過雙方共同來完成，沒有一方能夠單方面的決定這段經歷如何發

展。我相信對於中國學生這一方的體驗探究，也會是個相當有意思的研究

題目，能夠提供我們許多不同的省思。 

(三) 從單一信徒的生命史出發 

從本研究的訪談中，我也發現了每個人在短宣過程中最印象深刻的體驗，

往往與個人過去的生命史有關。例如對於 Amy 而言，她最被磨練到的部

分，不論是在幫助中國學生讀聖經，或是與其他短宣成員有所摩擦時，都

與她過去被要求好表現、但缺少親密關係的成長歷程很有關係。在短宣的

情境中，這些部分有了深刻的反省、並產生信仰上的體悟，使得結束短宣

之後她自覺在這些部分已經有了成長改變。短宣的情境使得她有機會專心

的面對這些自身的困境，也有在湖邊流淚禱告、之後深深感受到神的安慰

的信仰體驗。對 Amy 來說，短宣在她的生命史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我

覺得除了皈依之外，信徒在信仰的成長歷程中出現的生命轉戾點，也是信

仰體驗研究的好題材。若使用敘說研究的方法，可以更深刻的探究一個生

命故事的歷程，如何影響她所經驗的信仰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