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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前的困境與糾結

接到東宣的公文——於2021年4

月1-5日，協助印尼總會文宣寫作訓

練，既緊張又興奮，然而疫情肆虐，

國門緊閉，常在徬徨不安下反問自

己：我可以去嗎？我該分享什麼？年

初，當聯總的公文發下，全部講習會

都移到線上，這次考驗大了！常問：

在各種缺欠、網速不穩定下，我還能

勝任嗎？只有常放在禱告中，靜待祂

的答案，求主擔當我的憂患（賽五三

4）。

3月初與印尼總會文宣處處負責

王保羅傳道聯繫上，獲悉在過去一整

年，因應政府的居家工作之防疫政

策，印尼總會的文宣同工非常努力地

利用資訊科技去維持部門的運作，若

以此推展至線上的文字訓練與講習，

的確沒有問題。誠如聖經所說：「人

心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

歡樂」（箴十二25）。感謝主！給了

筆者一個定心丸，就重新再編寫一套

上課分享的教材，再請何慧嫻姐妹把它翻譯

成印尼文。

值得一提，印尼總會的專職同工在事前

的充分準備，熟悉程式的設定，讓上課的過

程順利進行，感謝主的親自帶領，也要謝謝

專職同工在這方面彰顯過人的適應力及超強

的拚搏精神，一直以行動支持及安撫筆者的

緊張，說服筆者能夠把握有限的時間，把這

原本屬於互動的文字分享課程（實體課）改

為一天兩夜的網上授課。他們掌握外在環境

的變化，再掌握時代的脈動、教會的需要，

擬訂該有的行動方案。這種良好的環境適應

力，就是能深入觀察環境的變化，藉此調整

文宣處自身的策略，進而扭轉不利的情勢，

完成看似難以完成的使命。這是主耶穌賞賜

印尼總會的屬靈洞察力，使他們事事洞察先

機，不讓外在的因素阻礙聖工的推行，真是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林前二15）。

素未謀面，線上碰面頌「哈利路亞」

第一次見面，就一見傾心，加上主內一

家，一聲聲的「哈利路亞」——我們慣用的

「疫」起印尼總會文宣寫作訓練
文／魏迦瑪列

教會當藉著雲端科技新媒體，讓聚會、進修虛實整合，透過網路媒體聚會，

也同樣有美好的交通與屬靈的實際，神也在這個空間裡與我們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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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語，以讚美

主來彼此問安，

願主帶來平安與

喜樂，這正是眾

人的期待。這就

是我們與印尼總會文宣同工初次見面的噓寒

問暖，鬆懈了一度緊繃的神經，為接下來的

分享課程做深度的投入。

線上的聲聲「哈利路亞」，讓筆者看在

眼裡，感動在心裡，疫情阻止不了愛主的文

宣同工，撥冗參加一天兩夜的線上課程。經

歷了第一個晚上的分享後，筆者發現，從時

間和形勢上不能把線上的聚會（講習會、聯

誼會、查經班）只當作過渡期的手段和權宜

之計，畢竟，這病毒是否與人類共存亡，沒

人知曉。但是，這疫情確實是瘟疫病毒，它

的確是主來臨前的預兆（路二一11）。在等

待的當兒，為何我們不重新來定義這「新媒

體事工」？

疫情帶來從實體聚會轉為線上聚會的契

機，這是「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的益

處（羅八28）。與其只觀望或計算疫情的變

化，等候時機再出發，倒不如先行動，以線

上形式舉辦講習訓練，繼續與文宣同工保持

聯繫，繼續為文字宣道發聲，這是印尼總會

為新媒體而做的努力。

新媒體事工乃至新媒體教會也絕非只是

轉換一下陣地和平臺，更不只是工具而已。

新媒體事工最難的其實是觀念和思維的轉

換，以及相應方向和策略的調整。新媒體激

活了教會的公共性，也激活了教會的媒體

性。這次的疫情把教會整個逼上了新媒體，

也逼向了公共領域，誠如聖經記載的「宣

揚」（彼前二9），就是「出版給公共與大

眾」（publish）。所以，科技發展提供了很

大的一個體驗性，這種知識和體驗的疊加跟

融合，使這次印尼總會舉辦的文宣營，有來

自全國各地的51位同工參與，體現了一支非

常龐大的文字軍隊！

在這個趨勢當中，我們平時在實體課學

習知識，在線上也能變得碎片化、圖像化、

視聽化、場景化、感受化、處境化。打比

方，當我們以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做分享

時，與會的同工都能感同身受，都能從這一

章定主題，如：「我打魚去」、「耶穌站在岸

上」、「是主！」、「153條魚」等。每個都能

展示出感動人的文章，這是主耶穌早已預備

好給印尼總會的文字同工。

雖然，從凝聚力到整合力的難度是高

的，卻需要與會者更謙卑、更忍耐和愛人如

己的精神。這是一個趨勢，也是我們再學習

的機會，未來當然也需要專注度，需要凝聚

力，也需要記憶力，更需要屬靈的成長。

線上的文字訓練

線上的訓練，即是以視頻對話。然而，

視頻對話，通常就是文字、畫面、音樂等

各方面的綜合呈現，全面調動人的感官。所

謂「文字」即文和字，是人類用來進行約定

的記錄語言，是可見的符號。這次的文字線

上訓練，讓筆者與線上同工重溫聖經的文字

記錄，寫在版上或羊皮卷上妥慎保存的重要

「疫」起印尼總會文宣寫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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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四13）。我們今天參與教會的文字事

工，就是要努力把信仰的遺產保存下來，交

給下一代（帖後二15）。聖經記載：「你要

寫下」（啟十四13），那是天上來的命令，

所以我們約定一生做好「寫下」的工作。

聖經曰：「祂對我說：將這默示明明的

寫在版上，使讀的人容易讀（或作：隨跑隨

讀）」（哈二2）。文字工人要將神的教訓

文字化，人才能閱讀，這樣信徒的靈命才能

夠成長、生命得到更新。文字重要，因為

「話是風、字是蹤」，話說的快會忘記，字

寫的好才記住。用文字來見證神的偉大，用

文字載道（來十7），發揮文字事工的使命

也是主耶穌對我們的託付。

足見，文字傳道是如此的重要，並有功

效的達到傳福音之目的，所以筆者在課堂上

呼籲，教會必須要支持文字事工。同工若能

提筆做文字工作，寫出感人的見證與屬靈文

章與人分享，那是最好不過的。因此，這次

的線上訓練，當中好多也是第一次寫文章，

筆者也是第一次現場修飾15篇文稿，真能體

會文字同工「嘴歹不常在，筆尾才厲害」，

真是主恩夠用！

線上——化危為機的福音事工策略

回顧這一年多的時間，疫情帶來的挑戰

不少。現在全球進入多種新常態，甚至多

國的福音工作裹足不前，我們要學習並適應

新常態。而即使疫情退去，隨之而來的經濟

衰退及人心裡面的無助和空虛，仍是揮之不

去，這更需要主耶穌的福音。主雖使人憂

愁，還要照祂諸般的慈愛發憐憫。因祂並不

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哀三31-33）。

這種新常態引發新思維，繼而隨著時間

推進而變成新習慣，這肯定會影響教會，因

為信徒必須使用互聯網作為信仰、參與聖工

和參加教會事工訓練的聯繫工具，因此線上

方式並不是取代實體傳福音的方法，卻是實

體的延伸。有了Zoom 或 Google Meet，的確

Online打破實體各種局限，線上福音事工將

與實體並駕齊驅成為新常態，回應時代的需

要，而教會在這方面正扮演積極配合的角

色。

看到印尼總會以 Zoom 推行全國的「網

式教學」，「百人聯課」，這的確有助加強總

會與地方教會於福音事工上的聯繫、訓練、

互動、平衡及照顧個別之間的學習差異。

因此，這次的訓練課在編排時間表時，

則以「不追趕課程，不壓縮課時，不劃一表

現」為原則，靈活重組課時，全面照顧51位

與會者同工一起學習的多樣性。

意想不到的是利用Zoom進行的文字訓

練，能激勵各教會不同年齡層的同工一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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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發聲」。這次的線上進修，務求聯繫

全國的文宣同工，繼續保持為文字事工的推

行。可見，在科技思維技巧三線齊下，學習

不停擺。

傳統的實體課程，講員的銜接很重要，

並普遍將與會的學員視為接收知識的容器。

講員的確只是知識的提供者，而不是學習的

促進者。教與學的過程中，教學的目標就是

灌輸知識，學員全程被動接受，而今次的線

上分享，意外帶來學員「自助學習」，因此

在教學設計上要保障學員的時間、空間和意

志的自由；同時，由於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

加持，講員和學員可以充分利用線上的高效

和便捷進行合作學習和探究性學習。單是分

享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與會的學員就針對

這一章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見解與質疑，大家

在課堂上一起探究學習，感謝主！

說實在的，線上、線下學習方式各有優

勢，也各有劣勢。只有充分發揮好線上、

線下學習方式的各自優勢，實現線下支持線

上、線上賦予線下的高效融合，這才能更好

地提高與會者的學習效率、學習能力和思維

品質，也才能更好地適應未來教會事工上發

展的大趨勢。因此，筆者覺得線上，抑或線

下融合的重心在「學」不是「教」，因為筆

者也獲益其中！

經過這一次的線上訓練課，發現原來實

體教室的講員是可以按需要直接在線上修

改、編輯、增減上課的教材，使教學內容更

合適於現場的對象，並提供筆者與同工之間

更多互動的機會（特別感謝印尼總會專職同

工在系統操作上的協助）。現場的錄影，

也提供網上教室讓無法出席實體教室之學

習者選修的機會，這讓許多有心追求、受造

就的弟兄姐妹，雖無法全程參與線上課程，

於訓練結束後都有與講員聯繫提供文稿要求

修飾。筆者看在眼裡，心想大家即使不能像

孩提時代的耶穌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

面問（路二46），然而這種課後聽課也發問

問題，學習精神不也是一樣以父事為念嗎？

（路二49）

線上文宣講習，老少咸宜

無可否認，疫情令大眾在資訊科技的知

識鴻溝突顯，看似越掌握得少的越難學習

新事物，正如較年長的學員都是對科技較

抗拒，初時也認為上網學習，同時要使用

Zoom是非常困難的。然而，經過同工們的

耐心指導，教給大家科技工具（toolset）、

思維（mindset）及技巧（skillset），才能成

事。這反而沒有因為線上而造成地域限制沒

能參與活動，使這次的出席率不降反升。

由此可見，這次疫情使教會轉型至網上

聚會、網上訓練，也衍生不同的聚會形式，

包括單向性和互動性的聚會。這種現象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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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也得走向科技化和實踐化，增加擴展

性和有效性；再者，線上模式也能提供數

據化，讓教會能夠收集不同的數據，提供

客觀的依據，這在疫情陰霾下，教會能夠

集思廣益，在探討疫情下的差傳使命盡一

份力。這讓各國總會能夠反思疫情下牧養

的契機，塑造雙線的牧養模式。由於信徒

普遍對數碼化的接受程度提高，呼籲教會

共同進行疫情的事奉反思，將不利時勢轉

化為牧養新常態。因此，這線上線下進行

雙線牧養，將會是教會未來的宣道牧養方

向。

雖然，網絡上（On line）的事工模式

不能代替網絡外（Off line）的關係建立，

然而，這些知識的傳遞，若能加上專職同

工在這方面的引導作經驗實踐，更能事半

功倍。最後，在新常態下，各國總會勢必

要重新整合福音的宣教使命（The Who listic 

Mission），並牧養的方針。這疫情下的文

化衝擊，不用擔心，也不用怕，我們肩並

肩一起面對，有主可靠（賽四一10；羅八

31）。

面對這疫情，數位新媒體工具也成為

教會運用趨勢和因應之道，或許已經進入

善用科技建立無城牆的教會（亞二4），

這讓福音的影響力不會因為疫情而受影

響，更趨無遠弗屆。教會當藉著雲端科技

新媒體，讓聚會、進修虛實整合契機，是

時候讓信徒學習把信仰落實扎根在生活

裡，我們透過網路媒體聚會，也同樣有美

好的交通與屬靈的實際，神也在這個空間

裡與我們連結。我們還在顧慮什麼？      

我  日夜都想念祢 

想念祢的恩典  慈愛  憐憫

想得心都痛了

而祢的沉默  太久  太長

因此  就決定不再想祢

或許  可以沒有痛

祢愛我嗎？
文、圖／陳豐美

回
首
驀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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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那天唱到88首副歌一一

生時  祢愛我  死時祢救我

葬時  祢帶去  我罪孽遙遠

復活時  祢使我  白白稱義

霎時  恍然明白  祢是愛我的

是我的信不夠

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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