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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宣教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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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文人文人文人 

    

从饮食中彼此认识和了解从饮食中彼此认识和了解从饮食中彼此认识和了解从饮食中彼此认识和了解 

        中国人有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饮食不仅是满足中国人生存的基本需要，更是建立

社交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环。圆桌饭宴是中国人的特色，一班友人和谐地围桌而坐， 通过

边吃边谈来彼此认识、促进了解，有着一种圆满融洽的气氛。中国人从小到大被教导，

餐桌礼仪是为别人的好处，进食时要留意同桌人的反应，互相迁就和协 调，保持一种客

套和谐的气氛，这也可反映出款客者怕招呼不周，有失款客之道的心。 

        曾接触内地教会，或到内地短宣的弟兄姊妹，都可能遇过这种情况：在一些内地教

会或弟兄姊妹的家用膳，当地的弟兄姊妹会从厨房不停地端来上好的食物，包括肥 猪

肉、内脏、甚至是蚕蛹、狗肉等。他们要用最好的食物招呼从远方而来的主内肢体。但

被款待的弟兄姊妹却对这些食物“敬而远之”；有些则勉为其难吃少许，以 免令款待者失

望，真是既为难又尴尬！另外，在内地，使用“公家筷子和汤匙”的观念仍在慢慢孕育

中，但弟兄姊妹也会留意到仍有不少教会尚未有此习惯。有一 次，S 同工到内地培训，

与当地信徒同桌吃饭，当地人来回数次用自己的汤匙放到大汤碗里盛汤，然后直接送到

口里。这种饮食习惯，香港或海外的弟兄姊妹可能很难接 受，尤其是在接待远方友人的

饭宴里。又有一些同工分享，内地信徒很留心客人进食的情况，在客人还未吃完半碗饭

之前，就快快地给他们多盛半碗，实在非常客 气。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自己已声明饭量

足够，主人还是要为他们盛饭，实在造成浪费，也令他们很尴尬和过意不去。另外，内

地烹调所用的油比较多，弟兄姊妹不 习惯吃一些较油腻的餸菜。以上所提及的饮食文化

差异，有可能令两地信徒对彼此的认识出现偏差，影响双方的相处。 

        当我们处身于另一种饮食文化的群体中（虽然我们也是中国人），若我们仍带着自

己的喜好和习惯来对待事情，容易进入误区，破坏两地弟兄姊妹间的感情，建立不 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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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关系；反之，我们应该用“跨文化”的眼界和态度去调节自己的感受，表现出礼貌、

接纳和投入。吃什么并不要紧，吃多吃少也可以商量，反而有礼貌、尊 重、给主人家

“面子”才最重要。通过我们的反应，他们能知道我们有多重视他们、是否平等对待他

们。所以，通过饮食与内地弟兄姊妹加深认识和了解才是最重 要，切勿让饮食文化的差

异，把我们两地信徒的心隔开了！ 

  

从饮食中建立关系从饮食中建立关系从饮食中建立关系从饮食中建立关系 

        内地教会的同工很多时候也通过与外来同工一同饮食来加深了解，以建立进一步的

关系。不难发现，外来的同工与内地同工洽谈事工，会议的场所往往都在用膳的地 方，

会议变成一个“饭局”。的确，饭桌会议能拉近彼此的关系，舒缓紧张的气氛，“边吃边

谈”之间，信任就不知不觉被建立建来，很多问题都慢慢解决。J 同工分享，有一次，他

代表某机构要与内地某间教会洽谈工作计划，双方花了数小时一起吃饭，短时间内彼此

建立了互信的关系，用膳后回到教会，对方就立刻书面 承诺，不需要再洽谈详情，因为

该教会的负责人已信任这位同工了（ J同工本不知同桌用膳还能有这样的效果）。由此

可见，在中国文化中，人们花在一同饮食上的时间实在宝贵。当关系被建立起来，信任

就产生了，教会事工的发展 就能更顺利和省时。 

        另一位 M 同工分享，内地同工喜欢带他们回家吃饭，好能更多了解当地同工的家

庭情况。M 同工分享，有时候真的需要灵活处理，不要以为在教会、或是会议室才能有

正式的交流，在饮食时间所交流的事情，往往更贴近他们生活的情况和需要，藉此能了

解 他们在服侍上的困难和需要，于教会事工的发展也是重要的。 

  

从饮食中流露情义从饮食中流露情义从饮食中流露情义从饮食中流露情义 

        中国人是重情重义的民族，在饮食文化上，有很强的“东道主”观念。所以每当有外

地信徒到内地教会探访或是培训，教会一定会盛情款待，满桌佳肴是常见的场 面。若是

出外用膳，他们也常常坚持要请客，款客热情，流露出对外来弟兄姊妹的感谢、爱护的

情义。W 同工分享，有一次培训，与当地同工外出用膳，吃完后，他的另一位同工与当

地的一位师母竟像摔跤似的争着结帐，场面很尴尬。内地同工很看重接待工作，帐单一 

定要由他们来付，不能亏待客人；但我们体会他们教会的经济情况，根本没想过要他们

请客。W同工总结，以后用膳前要与内地同工先说好结帐的问题，了解彼此的 立场，

定出可行的安排方法（例如每方请客一次等）。虽然内地同工并不富有，但他们也是很

有尊严的，他们也可以为外地的弟兄姊妹付出。我们要注意，切勿在请 客的事情上伤害

了与内地信徒的感情，有时这些伤害往往在不自觉间加诸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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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总而言之，饮食文化与中国人息息相关，我们能从内地的饮食文化，了解与内地信

徒建立关系的重要因素及所应持有的态度。认识并接纳彼此的差异，以别人能感受 到尊

重的方式来建立双方的关系尤为重要。愿我们能通过认识和了解内地的饮食文化，在下

一次接触内地信徒时，能给予他们多一份认同和支援，建立更美好的配搭 关系，共同建

立坚固的内地教会。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二期第十二期第十二期第十二期，，，，2008年四月年四月年四月年四月。。。。 

(原文刊于《展望中华》2006年 10-11月号，页 4-5。蒙允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