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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宣教探索-
把握時機

風鈴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這兩年彷彿如履
薄冰般渡過；在疫情的陰霾下，許多原
定的活動都被迫取消。

等待的一年
疫情下的日子，在家工作的新常態；我
的總結是:2020-2021年是「等」的兩
年: 等待開關、等待簽證，等待疫苗、
等待重新出發。在等候的日子，我與弟
兄姊姊一起探訪南亞家庭、派送防疫物
資、小禮物，總算建立了一些友好鄰舍
關係。

有家歸不得
來自香蕉國的娜恩，當外傭期間結識了
在港長大的巴裔丈夫，婚後育有一女，
已經五歲了。最近再添丁，孩子跟同住
的小姑那個7個月大的兒子同名，叫毛
罕默得；這個名字在穆民中十分重要，
因為這正是他們家傳户曉的先知寶號。

娜恩小姑絲南，育有兩女一男，小小房
子竟然住了四個成人及五個小孩。他們
經常會跟孩子去公園玩耍，舒展身心，
可是疫情嚴峻，只能待在家裡。

限制令初期，我們不能入屋探訪；改為
到門前派物資，把握機會關心他們。自
從娜恩結婚後，再也沒有機會回鄉探
親。她現時只能拿著「行街紙」(香港
臨時身份證明書)在港生活。縱使想念
家鄉，卻有家歸不得；雖很想有屬於自
己的房子，卻仍要寄人籬下，在狹窄的
房子裡生兒育女。一般來說，她們十分
重視在孩子出生後的探訪，因我們會預
備一些禮物及衣物給她們，寒冬送暖，
與他們分享從上而來的愛。

接待家庭奉上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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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禮物
此外，我和一些姊妹在假日仍會去公園
接觸姐姐，派聖誕禮物、分享和平之子
的故事。那有誰預備聽這故事呢?這一
天，我們遇到阿絲和安娜，大家雖戴著
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的接觸，但仍無
阻彼此間的分享。分享中得知阿絲在15
歲時離開家鄉，在「獅城」工作幾年
後，輾轉到了香港；一直留到今天，已
近40歲了。自第一任丈夫離世後，再嫁
給安娜的哥哥，現時沒有子女。而安娜
則有一個15個月大的女兒，她分享在生
產過程中自己幾乎難產而死；然而，為
了謀生，忍心放下幼小的女兒來港工
作。

平安! 這是艱難的一年，出人意表的事
特別多。

突然的死訊
朋友的工人姐姐阿婷正準備要回鄉，不
再作外傭了。我們把握最好機會相約在
一個周六探望她，好準備向她分享故
事。豈料那天早上，阿婷突然收到丈夫
的死訊，其實多等廿天，便可以一家團
聚；可是往往事與願違。

按照香蕉穆民的習俗，她的丈夫早上在
家離世，洗淨身體後隨即用白布包裹落
葬。由於全村都是穆民，只許自己的穆
民葬在村子裡；非穆民不能安葬在村
裡，這正是香蕉穆民很多不肯轉變信仰
的原因。

我問阿婷有甚麼想跟丈夫講卻未有機會
講的話，她說多謝丈夫照顧家人，希望
他能上天堂。她痛哭了一會後，依舊的
去做飯、打掃，照顧長者。我認識幾位
「姐姐」也痛失了家人，因為疫情，也
沒有機會回鄉與家人相見。可以想像，
她們是何等的無助、孤單、失落，感情
的空虛正讓她們走上更絕望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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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所在？
雲瑪一家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圖族人，是
我在港認識最虔誠的穆民。雲瑪家中的
大哥有很多夢想，其中一個夢想是建設
很多自己的清真寺，以方便他們一天五
次去做拜功。其間他們很自豪地向我們
展示他們自行翻譯的可蘭經和筆記，看
來他們的阿拉伯文也不錯呢！

心靈的朝聖
最近我認識了芭芭太太，她是我遇過最
開明的巴藉婦女，雖然在農村長大，卻
能操流利英語。她有三個孩子，知道孩
子當前必須把中文學好，所以送他們來
中心補習；我鼓勵她也要學中文，投入
本地社區文化。她跟我分享最想到麥加
朝聖，這時我跟她講了井旁婦女的故
事。故事中，婦人問老師一個非常重要
的題目：「應該在那裡敬拜？」

瘟疫的日子，禁止聚集、保持社交隔
離，在這新常態下如何拜神？答案並非
在清真寺，廟宇、甚至教堂，心靈的敬
拜超越了任何地域和時間。

一個非常可愛的小男生問我:「老師，你
見過天父嗎?」。我們縱然未親眼看見
天父，然而，衪要我們經歷衪、信任衪
和愛衪到底。以天父的法則行事，順服
衪的計劃，縱然未能走到地極，把握近
在咫尺的機會，成就主所交付的使命。

(作者為前線穆民服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