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的話 在被差與滯留之間 麥文洵傳道 
   

  去年一月十九日，中華聖潔會宣教奉獻禮，三堂會眾濟濟一堂，

立志一生、一年、一次回應宣教差遣。誰知幾天過後，一月二十三

日，對應新冠肺炎的快速蔓延，教會發出了首個崇拜聚會指引；於

是一月二十六日的初二新春崇拜，我們開始戴口罩、量體溫、潔雙

手，揭開了疫下崇拜的序幕。再過幾天，一月三十一日(就是去年

今日)，教會發出緊急通告，首次在非惡劣天氣情況下，叫停二月

一日至九日所有實體聚會。當時完全意想不到，線上崇拜，會由最

初兩周，最後擴展至四個月之久(之後再有暫停實體聚會之時，大

家應仍記憶猶新，在此不贅)。 

  重溫這個時間表，有一個屬靈意義；疫情，對中華聖潔會來說，

是在宣教奉獻禮後開始的。 

  宣教奉獻強調行動，疫情卻要我們暫停，這是一件多麼令人不

爽的事。或許你會開始明白當時門徒的心境了：「復活的主耶穌不

是叫我們傳福音往普天下去嗎(太28:19-20)，但為何在升天前又囑

咐我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徒1:4)？」現在我們知道他們只需多等

十天，聖靈便降臨讓他們到處成為主的見證(徒2章)。但對當時的

門徒來說，要等待多久，是一個謎。可能是一星期、一個月、一年、

十年、一生，沒有人知道，只有主知道。再加上不能離開耶路撒冷

這個是非之地，對領受了大使命的門徒來說，是十分令人沮喪的。

原來日光之下無新事，去年，我們領受了一生、一年、一次的宣教

差遣，但直到今天仍在原地打頓；教會推動宣教的時間表，顯得遙

遙無期。在被差與滯留之間，應如何保守我們的心呢？ 

  跟大家介紹一個英文字 "standby" (可譯為「待用」，但表達

不到要侍候在旁準備(stand)的感覺……又是一個怎樣翻譯都不夠

傳神的例子)，這是很多電器在關機熄燈(off)與開機綠燈(on)之間

的一個中間狀態。當你家裡的電視那盞小紅燈亮著時，你便知道它

接駁好電源了，已預備好了，隨時可以準備放映了，雖然屏幕仍是

甚麼也看不見。昔日在馬可樓同心合意恆切禱告的門徒，在被差與

滯留之間的standby狀態中，進行了甚麼呢？(答案在徒1:15-26，

是一件彷彿跟大使命沒有關係的事)。今日，在被差與滯留之間，

你可以怎樣standby呢？你又怎樣看待，在這期間，我們在線上多

媒體所努力擺上的一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