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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從臺灣參加了「世界代表大會」後，匆匆回沙巴上班兩天，

又趕往沙巴總會，利用短短兩天的時間接受文宣訓練，用意是給自己在文字宣

道方面多一些磨練，加強自身的能力，將來能盡棉薄之力。

去，抑或不去？

3月31日晚上開始至4月2日為期兩天半的「文章潤飾營」，課程安排相當

密集，理論與實踐並行傳授，是主講人蔡恆忠執事這幾年來所累積的經驗。他

為了讓與會者能寫好一篇文章，於是重新分享「正確的釋經」，讓我們溫故而

知新。足見，寫好一篇屬靈的文稿，需要清晰的表達、連貫的思路、準確的用

詞，這樣才能把聖經讀出來，真讓與會者獲益匪淺。

這次的「屬靈文章潤飾營」基本上就是在教室、餐廳、寢室三點之間不停

地穿梭。每當腸枯思竭時，就會想何苦來這一遭！但，歷經腦力激盪後，總覺

甘甜。

參加文字訓練，無非是享受主耶穌也喜愛的另一種生活――到曠野地方去

歇一歇（參：可六31）。說真的，太多的聖工佔滿自己的時間，以致忙碌中

失去安靜靈修的功課；作聖工固然重要，安靜的心更不能少。要得到源源不絕

的靈力，筆者體會到不是單單拚命地做完眼前的工，要緊的是心靈的歇息（賽

三十15）。也就更了解主耶穌在工作一段落後，要到曠野歇一歇了。

 課程的安排中，與會者每天都能收取嗎哪。在兩天各三、四十分鐘的禱

告與讀經分享中，的確是神的靈大大運行之美好時刻，藉著主領者的見證與勉

勵，開啟每一顆整裝待發的心靈。透過處負責的介紹，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地

球表面上仍然還有許多未聽見福音的馬其頓人。十大語言中僅有中文、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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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潤飾營側記
激發起讀者對於文字的興趣和熱情顯然比灌輸知識來得重要。

201708版權所有



27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經規定是「寫」。如果一有錯誤，必須整章

重新寫過，可見其認真之一斑。

再者，若是把一節或一句話，從一章或

一段經文中抽出來講，而忽略上下文的意

思，稱之為「斷章取義」，如此會誤解該句

話真正的用意，這文字工作者是不可不慎

的！當提到「上下文之連貫性」時，蔡執事

提醒我們務必注意行動的連貫性、思想上的

連貫性、行動與思想的連貫性，以及與其他

經卷的連貫性。

應當避免堅持在無關連的地方，勉強造

出和上下文沒有關係的句子。況且，有些

本身即有完整意義的陳述，比如《箴言》有

些章節都是獨立的真理陳述。因此，有了釋

經學，我們就能注意上下文，不至於斷章取

義，也讓研經更有興趣及持續性。

潤飾文章須先懂寫文章

來上課之前， 我們都以為「文字事奉」

的理念和「作文」的指導原則相同，這是大

錯特錯。「開卷作者心，下筆讀者意」，說

明文章是讓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有了全新

的認識，這是無法否定的。但是，身為一個

編輯，我們的認知與職責又是什麼？

「心與筆的交流」正是編輯者務必明白

的，我們不能隨意刪改作者與讀者以文字

交流的氣氛與平台。我們的工作，應該圍繞

著「潤飾」這一環。因此，先有屬靈知識的

蘊底和文學的基礎，再體會作者是如何找靈

感、抓重點，如何構思文章，如何經營細

節，及最後的文字潤飾。「潤飾」不代表需

文，以及英文是大家所能理解的，想到還有

俄羅斯語、印度淡米爾語……，是我們不懂

也不認識的語言，然而這些語言使用者人數

眾多，都是未曾聽見福音的。何時才能把本

會基本教義、十大信條翻譯成他們的母語，

的確是我們國外文宣同工的重大使命，難道

只有他們需要扛起責任？我們不是更應該在

禱告上支持他們嗎？（帖後一11）。

此外，聯總文宣部部負責周碩軍執事以

及主講人蔡恆忠執事再三的提醒，在這個馬

來群島上，沙總文宣處的確肩負著更重大的

使命――多多出版馬來文的刊物。這豈不是

更需要靈力、人力、金錢方能成事嗎？站在

同一個起跑點上，一切的馬來文獻要出版，

沙總文宣處何嘗不需動用大批知曉三語的同

工，一起協助我們的巫文組同工去蒐集、

編輯，甚至翻譯、排版後才能出版呢？這是

「分工」又「合作」的裙帶關係，因為我們

都是一體的！

釋經要準確，不僅是提醒

課堂上，蔡執事一直強調釋經不能馬

虎，因為對神的話首要態度是敬畏謹慎，轉

化成行動，自然是釋經的準確，若放縱恣

肆，哪還有依歸的標準！不過，準確並不就

等於直譯，直譯仍有可能曲解。因此，句子

以正確易懂為原則，特別是通用語詞，應該

盡量避免別出心裁。

猶太人對聖經極為尊敬，不但語文，連

思想、文化，也受其影響。他們的經文必須

用手抄寫，至今仍然如此，因為他們認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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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植入很多專業的術語，最重要的是激發起

讀者對於文字的興趣和熱情，這才是「潤飾

文章」的真諦。

心與筆的飛躍

於「潤飾文章」的工作上，蔡執事邀請

全體與會者共同潤飾，大家可以提出各自的

看法，為何要這樣修，為何不要那樣潤飾，

整個課堂就熱鬧起來。與此同時，每當修好

一篇文章，蔡執事都會邀請一位「讀書人」

以感性的語調來通讀一篇，讓我們都能體會

到作者提筆時的心情，又能感受到讀者閱讀

文章時的感動！

這讓我們明白「文章的潤飾」其實就是

做到原作者未做到的「文字筆耕、生命留

痕」。

文字需建平台。很多偉大及多產的作

者，多年來的作品只藏在書櫃裡，這些都是

他們筆耕的心血，長遠留存，影響深遠；也

有不少牧者每期在會訊上發表感人的佳作，

卻只留在會堂的四牆內給少數人享用，多可

惜！他們缺少了一個平台，而「文章潤飾

者」務必明白文字工作者艱辛血汗的作品，

應有一個固定及廣大的平台。雖然開始時可

能被拒絕或無人欣賞，經「文章潤飾者」的

筆，好的文章終久會被人賞識、傳遞及珍

藏。現今科技發達，若能利用國際網絡，文

字的影響更能快速地深入世界每一個角落，

在想不到的隱密心田中開花結果。無形中，

亦在未信者的心田中開花結果。

文宣新路在哪裡？

科技日新月異，人的思維也改變了，華

人教會的讀者隨之也有不少轉變。從出版聖

經註釋、專題探討的文章，在寫作、命題、

編輯、美工、排版、傳遞等方面都跟以前很

不同；今日的文字工作要扮演一個多層次的

角色。我們需要「以文字為主，輔以多元媒

介」，這樣在廣傳福音的同時，也能造就信

徒，建立教會。

出版科現正致力探究讀者在學習及思維

上的轉變，發覺我們這一代思想極具邏輯

性，表達力求順理成章；但年輕一代，甚至

剛識字的兒童卻並非如此，所以出版書籍，

要配合他們的特性。例如將信息寫成一個個

小片段，或以圖像精簡清晰地帶出一個個概

念，讓讀者容易掌握，樂於閱讀；如上網

般，要設法吸引讀者開啟每個窗口，然後幫

助他們消化信息。再講一些聖經上的教導，

最後引導讀者自我反思，並嘗試怎樣實踐。

足見，要處理好文章的潤飾，需清楚文章的

表達方式需配合人思維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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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語文不斷隨著時代、地域轉變，世

俗文化也同樣地不停衝擊基督教文化，「文

章潤飾者」在修飾著作，實有捍衛真道的責

任：一方面設法保存優良的傳統文化，另一

方面維護文化使臻於高尚美善，不讓卑下

媚俗的文化侵蝕信徒心靈；且藉修飾後的文

章把光明的道傳給人（徒二六23），讓人

接受基督的救恩，勝過魔鬼的權勢（徒二六

18）。

有您們真好！

參加了這一次的「文章潤飾營」，第一

個收穫是認識了一班喜歡文字且華文造詣奇

高的同工。這次在「文章潤飾營」裡坐了12

位同工；雖然，都坐在那裡聽蔡執事上課，

但是文字事奉的經歷各有不同。有的是資深

的文字工作者，有的只能算是文字票友。有

的已經在從事文字事奉，有的和筆者情況差

不多，沒有文字事奉的經歷，但是希望透過

學習提升技巧。有的是常年筆耕不斷，也有

走出校門後就沒有再提筆作書的。

更難能可貴的在於，幾位華文老師的同

工願意投入時間和精力，藉工作坊與眾人分

享自己積累的文字經驗，以及那些帶著血淚

和汗水的成長經歷。看得出來，他們是誠懇

地實踐著「傳遞文字異象，栽培文字工人」

的目標。 就是這樣平實真誠的服事態度，

讓筆者可以從最初的不安中完全放鬆下來。

算起來，大家相處的時間有限，卻還是

能夠從課上的討論中、從課間的閒聊中、從

用餐時的天南地北的交流中，聽到每個人生

命中的點點滴滴。其中，有的故事新鮮如草

上的露珠，晶瑩奪目；有的故事則是用一個

世紀的時間匯聚出來的大河。這一些，都可

以成為文章潤飾的本錢！

感謝主，有您們真好！

末後提醒：見證之歌

於4月1日下午安息日聚會時，蔡執事以

「見證之歌」與大家分享。當中提及神是造

人、賜人生命的神。趁著還有時間，神向摩

西暗示其死期已近了，問他是否功成身退了

（申三一14），進而提醒我們，是否在神給

我們的機會中把工作做好？是否在神允許屬

於我們的時間上完全忠心？

因此，神要摩西在生命結束前再做一首

詩歌，要教導百姓們吟唱，時時提醒自己，

神曾經的作為和以色列人的悖逆。神希望以

此詩歌來警戒他們，認識他們的磐石。摩西

巴不得將祂的教訓淋漓如雨、滴落如露，如

細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約翰看到神的榮耀和能力，殿中充滿了

煙，甚至沒有人能進殿。他也看見摩西的歌

不能不唱（啟十五2-3）！我們在參與聖工

中，絕不能忘記靈修。試想，若不是神給我

們恩典，有誰能進到祂面前？更稱為祂的兒

女？因此，要珍惜神賞賜的身分，謹守過日

子。在神施慈愛時，快快歸向祂，不要等到

救恩的門關閉，那時才想起還有幾篇文章未

潤飾，交代我們的工作尚且未完成……。屆

時，又有誰能救我們呢？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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