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歌 1:28)    08/2020 
                     

 

 

 

林奕勝、林何少玲  

從德國哥廷根、卡塞爾的分享信 

疫情下的事工動向 
 

新冠狀病毒把我們的生活和事工推到新的模式 – 全方

位上線。從頭 2 個月的摸索，到現在差不多半年的操

作，再不適應也得習慣了。德國從 5 月開始逐步解封，

但社交活動 (宗教聚會) 還是有嚴謹的規定。基於 6 月

份哥廷根曾出現兩次集體感染，要執行實體聚會的人

手安排實有困難，我們大部分的事工仍然採取線上形

式，只有周五查經班從 8 月開始回到我們家聚會，線

上線下同步進行。 

 

線上事工畢竟有挑戰 – 很難接觸新朋友、考驗信徒的

自發性、不能代替實體的肢體互動，然而弟兄姐妹也

爭取約好 3-5 個人在某信徒家一起線上崇拜，以此彌

補久遺的團契生活。透過在線上聚會的幾個月裡，我

們意外地服侍了弟兄姐妹在中國的家屬、海歸的肢體

和周邊小城巿沒有華人基督徒聚會點的信徒，我們以

另一種方式同心敬拜神，也是一個驚喜！ 

 

在全球疫情的不穩定下，今年的短宣隊都沒辦法來到

宣教工場，但「線上的短宣工作」卻不被限制。我們

在 6 月份邀請了多倫多城北華基劉家斌牧師和他的團隊，

帶領了 4 講的「職場聖徒」；在 7 月份有福音證主協會

的陳燕薇傳道，分享了 4 講的「認識聖經的地理．文化．

處境」，這些專題幫助信徒更多的學習和實踐信仰。 

 

除 了 接 受

支 援 ， 我

們 有 幸 給

與支援。 

對 內 ： 支

援 其 他 德

國 華 人 聚

會 點 的 講

道 和 輔 導

工作。德國華人牧者是長期缺乏的。疫情前，若要邀

請外來講員，最靠近的得坐火車來回 3 個小時，中途

距離的至少也要 5-6 個小時交通時間。然而，線上講 
 

 

道強化了資源分享，減輕了宣教士長期事工繁忙的壓力。

 對外：支援一個中國宣教士團契，將會提供兩次的專

題培訓。若要直接在中國辦培訓，現在的環境因素比較

複雜，但網上平台卻解決了這難題。感謝主讓我們有機

會參與不同的事工，打開我們的眼光，認識在不同地區

服侍的宣教同工，傾聽他們的挑戰，在主裡一起成長。 

 

疫情下的生命被翻轉 
 

上一次的分享信因篇幅有限，未能述說弟兄姐妹在疫情

期間「被獨處」時，如何被上帝拆毀、醫治和重建。我

們邀請其中兩位，以第一身執筆分享他們的故事。 

 

哲學學霸在疫情下的信仰沈澱  

從去年 12 月到今年 5 月，我努力壓抑著內在的心理變

化、隱藏著不被人發現。直到今年 3 月中，德國政府對

疫情作出回應，學校、餐廳、教會等公共場合相繼關閉。

對於海外留學生來說，這些措施宣告著社交生活的取消

和獨居生活的來臨。獨居逼著我面對真實的自己：那個

孤獨的、消極的、自卑的、焦慮的「我」，那個在他人

面前被遮掩的「我」。但同時，獨居讓我有足夠的時間

與精力回到耶穌裡面。我知道，要與那個糟糕的「我」

抗爭，主耶穌是我唯一的救兵。 
 

Lockdown 一週之後，我的情緒徹底崩潰，發現自己對

任何事都提不起勁，彷彿什麼都沒意義。想睡又睡不著。

害怕與人接觸，哪怕是線上的溝通都讓我恐懼。唯一支

撐我的就是寫論文，我不斷延長自己的工作時間，因為

這是唯一讓我覺得自己還正常的東西。最終，我撐不住

了，找師母求助。感謝師母的輔導，感謝弟兄姊妹的陪

伴和鼓勵，讓我在疫情經歷了信仰的復興，榮耀歸於神。 
 

我是一個高功能型的人：凡事做明確的計劃，擅長按計

劃而行。這個性形成與家庭環境無不相關。我媽媽非常

自律，她一直如此教育我。高功能型性格自有它的好處，

但壞處是讓我習慣了凡事靠自己，而不靠神拯救的大能。

當生活遇到困難，第一反應不是交託給主，而是自己解

決。自我控制讓我感到自己很強；生活的變數越多，我

的掌控欲越強。但掌控欲越強，自己離崩潰就越近。 



 

 

我嚴格規劃時間。從起床到睡覺，從工作到娛樂，甚至

是與人溝通的時間，都規劃仔細。可是「異樣」開始了。

我發現，除了在我的「社交時間」之內，我無法與任

何人溝通，一旦溝通就焦慮 – 因為這不是我的計劃之內。

別人邀我喝咖啡，我拒絕，因為這不是我喝咖啡的時

間；別人邀我吃飯，我拒絕，因為這不是我吃飯的時

間；別人找我聊天，我拒絕，因為這是我的睡覺點。 
 

在家隔離成了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時候，我才

發現，過去的幾個月，我沒把自己當人，更不要說看

見神美好的創造，神所珍愛的女兒。我把自己當機器人。

作為一台機器，其價值在於「正常運作」。剛開始，這

種「正常運作」帶給我快感。可是後來，我才認識到這

種做法致命的問題：我嚴重喪失樂趣。做事的意義會

被扭曲，不再是以工作榮耀神，而是機械地完成它們。 
 

比如，學習是為了寫論文，哪怕進展很快，我發現自己

有了強烈的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 – 「這篇論文根本沒有

價值，是垃圾」，「就這水平還想做學術？」，「做學

術沒有意義」… 曾經的我，喜歡看書，享受獲得知識

的樂趣。可慢慢的，我覺得自己一點都不喜歡做學術

搞研究。丟掉學習的快樂只是開始；後來，我發現自

己不可遏制地對一切喪失樂趣。彷彿什麼都沒有意義。 
 

回頭看，是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出錯了。當生活遇到不

順，我沒有轉向神，而是選擇以自我控制來解決問題。

凡事倚靠自己來解決問題，就是飲鴆止渴。終有一天會

走到自己能力的盡頭，才痛哭流涕地想起神的話：「你

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

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 3:5-6) 

 

藝術家媽媽的破碎和更新 

我對生命和靈界一直好奇，我好奇這個世界，希望通

過心靈的探索能夠找到答案。從小接觸的神佛和寺廟，

讓我感覺黑壓和

不安，但不敢得

罪牠們，怕它們

會懲罰我。面對

高考的壓力和未

來的去向，我還

是去祈求一些力

量。人的局限性

讓我更想尋求一

位真正可以保護

我、給我平安的 

                姐妹的作品 – 箴言插畫 1               的力量。 
 

 

 

後來，我考上了美院的油畫系。我花很多時間看各種哲

學和藝術類的書。我總在追求一種感覺，但感覺是漂浮

不定的，我的精神狀態也隨之漂浮。大學畢業後，我去

德國留學，我把德國純藝術專業中最高的學歷都完成了。

我在藝術世界裡越陷越深，追求藝術也成了自我安慰和

填補心靈空虛的目標。藝術成了偶像，我像上癮般享受

著創作帶來的成就感和存在感，人在空虛和快感之間不

斷 循 環 。 即

便 站 上 潮 頭 ，

我卻陷入驕

傲和週期性

的抑鬱裡。

因 為 遠 離 神 ，

我 錯 過 了 生

命 中 太 多 美

好 的 東 西 。

我 曾 抱 怨 過 ，

但 我 曉 得 ，

這是因為我 

                   姐妹的作品 – 箴言插畫 2                        偏行己路。 
                     

在疫情期間，我認真地重讀聖經，神的話每一句話都帶

著智慧和能力 – 一次又一次幫助我脫離困苦，安慰受傷

的心，帶給我力量和喜樂，最重要的是，重新賜下永恆

不變的愛和平安。藝術本來就是虛的，去追是永遠都追

不上的，結果只會是空虛不安。感謝神給我一個永恆不

變的標竿，一路所預備的都是祝福。 
 

我雖渺小，在上帝的懷抱裡卻很安穩！我反思我的創作，

神沒有否定我過去所做的，而提醒我：「孩子，你所做

的使你平安喜樂嗎？」我在牧者帶領下以箴言書靈修，

每句經文都直敲我心，於是我想到為這些經文配上插畫。

現在，我真願意把專業、把恩賜奉獻給神，不僅放膽在

作品中見証神，在畫畫視頻裡也把神的話公開地分享！ 
 

以前我很疑惑，神為什麼要人讚美祂？現在我體會到神

是多麼愛我，讓人可以在讚美中回應神的愛；藝術就是

讚美神的方式，可以讓愛和生命活起來！「然而神既有

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

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弗 2:4-5)  
 

代禱需要     
 

• 德國疫情 8 月是德國中小學放暑假的季節，出去渡假的

人多，人流多也代表風險高，各州都有大小集體感染的

消息。願民眾繼續做好防疫措施，減少社區爆發的風險。 
 

• 信徒狀態 求神鼓勵肢體並堅定他們的信仰。堅持穩定

的個人靈修和團契網絡聚會生活，使信仰落實到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