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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普傳福音普傳福音普傳福音普傳    

*********************************************************************** 

 

「創文創文創文創文」的興起和挑戰的興起和挑戰的興起和挑戰的興起和挑戰 

 

 

莫莫莫莫 非非非非 

 

(基督徒作家) 

 

 

(編者按：作者於 2008 年與蘇文安牧師攜手共創「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為神國推廣文字

與文化異象，栽培並牧養文字工人。作者現時是「創文」負責同工。) 

 

 

華人教會文字知多少華人教會文字知多少華人教會文字知多少華人教會文字知多少？？？？ 

文字事工雖然在華人基督教會已行之有年，但不代表對文字事工的觀念，或牽涉到

的廣度與深度，華人教會普遍有所了解。一般教會對文字工作的認識，不外乎福音單張、

編教會週刊，講道、見證整理，護教文字或編寫教材。這樣的文字水平無須太高，達意即

可，所服事的對象也以基督徒為主。 

但如此把文字當工具性的使用，並無法發揮文字語言的最高含量與最大力度。短期

間，也許可以立竿見影，但若要談到流傳與保存，談到進入文化，影響思想觀念，深入人

心、觸動靈魂，就需要更有力、更精準的文字掌握，也就是文字駕馭。另一方面也需要有

文學、哲學等人文學的底蘊，讓訊息含量更濃，傳遞地也更有感染性，能夠一針見血。 

為什麼馬丁路德改革宗教可以成功？很多離不開他有大量邏輯辨證、娓娓道來的神學

著述、講章和讚美詩歌。為何馬丁路德金，可以發動不流血革命，留名青史？也和他“我有

一個夢”的講道，是有中心思想，有脈絡組織，還有韻律，有句法結構，且層層推進，是一

篇雋永的散文有關。 

基督教若要進入文化，就無法脫離文字載體。思想的革命常和文字的革命息息相關。

文字書寫也不能只限於為教會文化，或為福音事工來服事。基督徒的文字書寫，還應該參

與文化建樹，讓我們基督徒的思想和生命紀錄，可以和一般人類歷史的紀錄連結、融成一

體，而非斷裂成兩個並行的世界。 

換句話說，基督徒書寫不應該和屬世的文化書寫成為兩個並行的世界。基督徒書寫也

不應該是文化中的次文化(subculture)，只服事一個族群，基督徒族群。基督教書寫應該滲

透到文化裡，成為麵團裡的酵，或飛鳥可以棲宿的芥菜樹，在整個文化中不但能生存，還

能成長到能掌握文化主導的趨勢。 

然而，要有這樣主導的影響力，就不能只讓文字工作服事教會內部，只對基督徒寫。

也不能只寫福音見證或解經講道。我們還要面對世界，在各個文化領域裡建立富有聖經價

值觀的詮釋，也要進入生活，讓道成肉身，然後肉身再成文字。這是每一位文字工作者都

應該有的文化胸懷，也就是神國胸懷。趙天恩牧師曾提出“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

基督化”的觀念，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也包括了這三種。不論我們的文字崗位是屬於教會內或

教會外，這樣的天國胸懷是我們基督徒作者汲水的深井，也是我們翻出美麗浪花下的大海。 

通常影響海水顏色的，一個是海底的沙，一個就是天空的顏色。海水是一樣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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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是海水反映的是什麼，就呈現什麼樣的顏色。 

文化就像大海，基督徒無法脫離海域，只滿足於自家後院的一口井。或劃分海域，說

你這一塊屬世，我那一塊屬靈。我們全生活在一個文化大海裡，但基督徒可以選擇反映天

空的澄藍顏色，而非大地的污濁。基督徒的文字書寫，在文化裡，某些方面來說就是文化

淨化的一個過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靜態，很緩慢，但是靜態無聲與緩慢，就是神國

工作的方式。 

耶穌所說酵的天國比喻，發揮作用正在無聲無息中。芥菜樹的成長，也是在不知不覺

裡。每一瞬間查看，都看不出效果。但在一段時間裡，尤其置入時間長河裡，就會看出不

同了。就如以賽亞書裡所說的，神的僕人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賽

42:2)。基督徒在文化裡的文字書寫，真正的影響力不在大聲疾呼的護教或佈道文字。而在

無聲無息，不知不覺的輕聲細語中，在文學、藝術、電影和其他多媒體流行文化裡。短期

間看不出效果，但卻總有一天會看到涓涓細流，滴水而穿石。 

只要我們基督徒開始投入，且不斷地投入。問題是：華人教會投入了麼華人教會投入了麼華人教會投入了麼華人教會投入了麼？？？？華人教會有

這樣的認識來正視文化領域，且有負擔去積極開墾文化麼？教會講壇上幾乎聽不到“文化”

的教導，若有，也是傾向批判所多瑪、俄摩拉式的腐敗，一味抗拒。基督教入華已經兩百

年，基督教書寫進入文化則可說才開始，還在拓荒的階段，這方面可拿得出來的成績可以

說少得可憐。如何把華人教會引向更攸長的文字和更廣大的文化天地，是後現代所有基督

徒文字工作者所要面臨的挑戰，也是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簡稱創文)所要努力的方向。 

 

 

創文的主要文字事工負擔創文的主要文字事工負擔創文的主要文字事工負擔創文的主要文字事工負擔 

 

1/鼓勵所有基督徒把文字找回來鼓勵所有基督徒把文字找回來鼓勵所有基督徒把文字找回來鼓勵所有基督徒把文字找回來 

     對個人來說，文字、語言直接地影響我們的思想和表達，寫作與閱讀就是思想的磨利

和鍛鍊。因為我們的思考，是靠儲存的字彙來磨練得更細密，我們的表達，也是靠我們對

語言的駕馭來發揮，說得更精準。因此牧長或基督徒若對文字重視，對信仰便有了更深的

思考和更有效地傳達。 

   這也是為何我們看重神學院和我們書苑的攜手聯合。我們盼望文字訓練可以成為傳道人

的裝備之一，幫助我們未來傳道人可以找回文字，進而駕馭文字，把神的愛和生命傳遞得

更清楚，更有力量。 

   也鼓勵所以基督徒作者能用文字整理自己的靈魂，並在文化裡用文字發聲，用各類媒

體、網路來與文化中人作信仰對話。 

 

2/傳遞文字異象傳遞文字異象傳遞文字異象傳遞文字異象，，，，栽培文字工人栽培文字工人栽培文字工人栽培文字工人 

我們希望提供一個屬靈環境，傳遞文字異象，栽培文字工人。過去已有許多機構或教

會，開過一些零散的文字培訓課程或營會，帶來深淺不同的效果。但這樣營會多半是濃縮

文字事奉大圖畫，提煉文字人的多年事奉經驗，在一天或半天之內，像給學生喝雞精一樣，

一口氣灌下去。當時喝下，學生頓時覺得神清氣爽，回去後很多卻又發現無以為繼。 

多年來的教學經驗裡，發現寫作能力，是需要在時間裡循序漸進，不斷地操練。文字

事奉異象，也需要更廣、更深的傳遞，把各種可能將聖經這本書說出來的方式呈現給學生。

有的用故事，有的用聖經改寫，有的用聖經觀念與時代議題對話，有的用文學藝術評論等

等。 

所以我們的課程設計是有系統，有進階性，鼓勵學生像大學選課，一年又一年回來我

們的營會進深學習。同時，也可以把這暑假營會，當作文字人的屬靈退修會，在山明水秀

的地方，思考神的呼召和自己服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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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呼召並牧養文字傳道人呼召並牧養文字傳道人呼召並牧養文字傳道人呼召並牧養文字傳道人 

通常來書苑上課的，多是對文學或寫作有興趣的基督徒。我們盼望能不只是圓他們的

文學夢，更能進一步傳遞文字異象，建立文字工人品格。創文的精神就是“工人先於工作，

作者先於作品，真誠勝於一切”。 

不只如此，我們也會呼召在文字上獻身的作者。不只是鼓勵一些好筆，筆鋒一轉，寫

些屬靈的作品，我們更希望他能考慮進入文字事奉服事，而且是長期服事。也不只是鼓勵

能長期用筆來服事的文人，更希望他能為神奉獻他的一生。 

而且，所謂生命奉獻，不只是奉獻他手中那枝筆，更包括奉獻拿筆後面的整個靈魂和

生命。包括能為主受苦，能為主寫，也能有時候為主不寫，是全人的奉獻。 

 

4/建立文字人的社群建立文字人的社群建立文字人的社群建立文字人的社群 

我自己獻身文字二十餘年的經驗，體會到也觀察到許多作者都是單打獨鬥，散兵游勇，

感到上無統帥、旁無戰友。對自己的屬靈生命沒有可以交代，account 的對象，碰到靈裡爭

戰也沒有屬靈的扶持，因為教會裡的牧長或弟兄姊妹，對我們的服事所面臨的挑戰，並不

見得了解。因而常常會像以利亞，覺得孤身奮戰，喪氣又自憐。殊不知道除了自己之外，

神還揀選了「七千人」。 

今天，就是希望能藉著這個書苑，把這七千零一的「文字人」結合起來，成為一個社

群（community），在這個社群中提供牧養、團契和傳承。在我們上課的營會中，只要踩進

來，就是踩進一個屬靈的家，就是創文家人。我們盼望能超越只上課學習的學院氣氛，而

建立一個屬靈社群的歸屬感，彼此扶持，代禱，在寫作上也在生命裡，彼此打氣。 

營會外，我們尚提供寫作團契、網站、博客與 email 聯絡。我們深信創作也許在孤獨

中完成，但生命絕對是在社群中長成。 

此外，我們也希望能與當代許多已經書寫有成的華人基督徒作者，在時代裡攜手。作

家寧子曾經說過，一滴水掉入大海，根本顯不出存在。但若是一股清流注入，就有淨化的

作用。文字事奉的筆需要結合，才能產生推動時代文化的潮流。在時代裡，我們需要攜手。 

 

5/為華人基督徒文人在教會裡定位為華人基督徒文人在教會裡定位為華人基督徒文人在教會裡定位為華人基督徒文人在教會裡定位 

因為基督教歷史的包袱，對文學、藝術的態度比較排斥，文學藝術在教會裡是缺席的。

所以我也在進行一連串寫作，想釐清一些神學誤解，解除教會對文學藝術的禁忌與恐懼。

也盼能讓基督徒文人與藝術家在信仰裡找到自己的祭壇，讓文學藝術發揮出上帝創造美和

美感的心意。 

第一篇《基督教的美麗與哀愁－－試析基督教會和文學藝術的坎坷關係》，是從縱向

的歷史時間來探討，基督教教會和文學藝術的坎坷關係。已在大陸《橄欖枝》雜誌與台灣

《論壇報》刊出。 

下一篇《美的漂泊，門外的誘惑》，則是從當代橫向探討，如果現今天我們欲把文學

藝術重新引入基督教信仰，會遇到什麼樣的教會障礙、神學攔阻，和基督徒創作者可能會

受到的的誘惑和險灘。 

    我想寫成一本書，盼能幫助文學創作者能在信仰裡定位，同時也可以知道如何不在文

學藝術裡的一些誤區或險灘裡淪陷。 

 

短期目標短期目標短期目標短期目標：：：： 

為教會機構訓練編輯團隊為教會機構訓練編輯團隊為教會機構訓練編輯團隊為教會機構訓練編輯團隊，，，， 

為各個文字廣播媒體機構培養寫手為各個文字廣播媒體機構培養寫手為各個文字廣播媒體機構培養寫手為各個文字廣播媒體機構培養寫手，，，， 

為牧者基督徒找回文字為牧者基督徒找回文字為牧者基督徒找回文字為牧者基督徒找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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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目標長期目標長期目標長期目標：：：： 

在時代裡攜手在時代裡攜手在時代裡攜手在時代裡攜手，，，， 

在時間裡傳承在時間裡傳承在時間裡傳承在時間裡傳承，，，， 

創寫新的世紀創寫新的世紀創寫新的世紀創寫新的世紀。。。。 

 

 

創文事工的挑戰創文事工的挑戰創文事工的挑戰創文事工的挑戰 

談文字事奉就脫離不了文化，文字是文化的產物，書寫的作者和對象也生活在文化

裡，也因此專為培訓基督徒作者而成立的創文，要面對的是文字和文化雙重使命。推動這

兩種使命，在後現代所遇見的挑戰和初代教會，說實在有許多類同之處。 

 

1/初代教會面對猶太人的挑戰初代教會面對猶太人的挑戰初代教會面對猶太人的挑戰初代教會面對猶太人的挑戰 

通常理想事工的產生，都是工場導向。從現有禾場的狀況和需要著手，產生相關配合

的事工。若要開始牧會，就有牧會的訓練和神學的裝備。若要走小組路線，就會有小組結

構和理念的訓練。若認為領袖需要訓練，就會有一些相關訓練的課程產生。 

然而，文字和文化卻不是一種可以在教會工場現況中，可以看到或感覺得到需要開墾

的事工。這是一個必須先創造、且讓教會信徒看到有這方面需要，才能被採用的服事裝備。 

其實歷史上有許多進展，也並非從現有狀況來提供服事或服務。就好像市場，為何會

發明新的產品？就是因為先看進未來，發掘可能會有的需要，然後在群眾裡創造出那種需

要，用許多廣告、示範和厚厚的說明書，來教育顧客。 

文字、文化也一樣，也需要多面推廣和說服，甚至教導，才有可能得到華人教會的正

視，讓基督徒文人可以在教會裡得到當有的定位，也可以讓基督徒書寫多面有創意地進入

文化。 

    這現象有點像初代教會時，保羅面對猶太人的挑戰。那時候的猶太人已有宗教傳統、

聖經知識，也有承襲已久的教會文化。但當保羅出現時，卻要在一個古老的基礎上，呈現

新的需要，傳遞和猶太人所認知完全不同的福音，猶太人便很難接受，態度上是抗拒、打

壓，到迫害。 

同樣地，基督教入華兩百年，華人教會對事工和宣教的認識裡，比較缺少對文字與文

化的重視。我們不缺聖經知識，像猶太人一樣。對信仰也有傳福音的負擔，但大多是屬於

使普天下萬民作耶穌門徒的大使命，也就是福音使命。然後就是忙於建教會，牧養教會，

為靈魂搶灘，搶灘後，再忙著為靈魂找一個庇護所。 

至於怎樣可以讓這些靈魂回到現有文化裡，在基督裡重新摸索出生存之道，到安身立

命，到生出巨大影響力，所謂的“道成肉身”， 福音生活化，生活福音化。這一領域還不大

有人耕耘，也很缺少概念。這是需要華人教會有共識，一起來摸索的方向。 

但若一直脫離文化，畫地自限，視文化為洪水猛獸，還要談「中國基督化」便很難實

現了。實際上也不會實現，因為酵沒放在麵團裡，芥菜也沒有在文化中生長。被發的麵團，

作窩的鳥，都只限於在基督徒圈子裡，只服事了基督徒，基督教文化也就成為整個文化中

的次文化。 

因此，如果我們都有中國福音化的認識，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基督徒必須進入

文化，有所參與。 

然而，文化與書寫的負擔，在現有華人教會裡要傳遞，所面對的阻力，就好像保羅要

在舊有猶太人的信仰傳統上，建立基督是彌賽亞的新認識。我們是在現有教會事工中，比

如說神學教育、查經訓練、領袖訓練等，傳遞一個對大部分基督徒都很陌生的事工觀念和

需要。除了少數對文字或文化有負擔的，會辦基督教刊物送到文化裡，或上網寫博客來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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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中的討論，大部分牧長或信徒只覺不相干，是信仰生活裡的多餘，有時還認為是各

類服事的競爭。 

能認養文化機構或文字宣教士的教會，鳳毛鱗爪。也因此每當創文欲進入教會去開

課、傳遞使命或募款，常讓人有不知從何啟齒的困難，因為沒有對文字事奉與對文化使命

的共識，就缺少共同語言來分享。 

很多教會或基督徒都沒有文字可以是一種事奉的認識，也沒有文字事奉需要受裝備的

觀念。這就好像誤解學音樂的，就一定可以從事帶領敬拜讚美的服事;只要會說話的，就一

定可以講道而不用上講道課; 在公司裡作 CEO 的，就一定可以進入教會作屬靈領袖一樣，

是很大的一種“無知”。 

像猶太人懷疑保羅，一般華人教會對文字事工也充滿了陌生感或猜疑。很多覺得閱

讀、文化與寫作，是有閒有錢時，再兼顧的嗜好。是軟性福音，生活奢侈，或認為是教會

各種活動的競爭。甚至，還認為信徒生活裡無須文學藝術這一塊，免得被這世界腐化、侵

蝕。 

退修會開講座，也都會選擇事工性、培靈性、聖經或神學講座。要讓創文去開文字或

文學閱讀課，是需要很多的禱告和聖靈開路。 

感謝主，2010 年七月長週末，芝加哥最大的活水教會退修會，便開了這道門，讓創文

進去開了三堂基督徒閱讀課講座，用文學閱讀來培靈，這是華人教會與創文雙方面的一個

里程碑。 

想來神在文字與文化的時間可能到了？因為創文也在不同州的正道延伸制，以及南

加、鳳凰城、曉士頓幾個大教會裡，包括最遠，在成都的七個教會合辦下，開了這堂用信

仰的眼光讀文學，然後用文學欣賞來培靈的閱讀課。 

原則上，把文學、文化課開進教會、神學院的牆裡，是一個幫助基督徒重新審視自己

的文化觀、神學觀的開始，也是華人教會開放大門，重整神國視野，正視文化的對話嘗試。 

但就像耶穌為我們死，原來猶太人也不理解，不清楚，救恩是用這樣的形式完成。因

此保羅要不斷的教導，傳遞人們真正需要這樣的福音。創文所提供的文字事工訓練、文人

造就，和文化教導，也不是針對一般教會熟知的需要，因此創文的挑戰是在舊有的需要上，

提供新的觀念，不只提供文字、文化裝備，同還需要有帶領和教導的過程。我們需要創造

教會對文字事工和文化的認識有所需要。 

這是一條很長的路，創文也只是開始，相信日後會有更多的人投入，基督徒書寫在神

國裡的重要性，要廣為教會所知，便需要經過如此一段長長的教育過程。 

 

2/初代教會面對希臘人的挑戰初代教會面對希臘人的挑戰初代教會面對希臘人的挑戰初代教會面對希臘人的挑戰 

創文的使命除了推動文字事奉，創寫新的世紀，也包括推廣教會、基督徒對文化的認

識和參與。這就包括要不斷琢磨如何走進文化，也就是面對一群沒有神的觀念，也沒有信

仰，或是擁有不同信仰的普羅大眾，要如何傳遞我們的基督教信仰，以及如何產生有意義

的對話。 

這方面也像保羅，在初代教會時面對希臘人，也需要琢磨怎樣能把福音詮釋到文化

裡，讓對方也可以掌握我們的信仰觀念和語言。 

在哥林多前書九章 19-2 節裡，保羅重複說自己向什麼人，就要作什麼樣的人，其中包

括向沒有律法的人作沒有律法的人。可以看到保羅不堅守個人風格，也不固守在自己堡壘

裡，更不要求對方來遷就自己，學習自己的語言，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他走出去，

走近文化中的對方，了解、並遷就對方的生活方式，來與對方相交。對任何神放在他生命

裡的人，保羅會願意花工夫去了解對方的文化、背景和內在軟弱，然後再學習作那樣的人。 

在這裡保羅沒有明說，但可以想像，想作任何一種人，都應先從學習對方的文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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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文化語言是我們和別人連結的重要媒介，沒有語言，便無從開始，也很難有任何對

話。現今的文化語言，許多是來自流行文化，也就是我們生存的文化。 

我們的生存文化與流行文化，又是怎樣狀況呢？基本上就是媒體主導、媒體浸潤的文

化。所謂的文化語言，裡面充滿了媒體傳遞的語言、圖像和觀念。因此在任何傳講之前，

基督徒先需要從“化外人”變為“化內人”，涉獵一些電影語言、電視語言、網路語言，甚至

廣告語言，了解現代人心渴望，人性需求，這些會是我們的敲門磚，也是走進心門、作深

層信仰對話的載體。 

 

因此創文也推出“基督徒文化知多少基督徒文化知多少基督徒文化知多少基督徒文化知多少”的課程。 

    C110  基督徒文化知多少基督徒文化知多少基督徒文化知多少基督徒文化知多少 

 a.  基督徒對文化的愛恨情仇基督徒對文化的愛恨情仇基督徒對文化的愛恨情仇基督徒對文化的愛恨情仇 

     探討基督與文化的五個模式，探討聖經對神與文化的關係為何。 

 b. 基督徒流行文化知多少基督徒流行文化知多少基督徒流行文化知多少基督徒流行文化知多少？？？？ 

     探討什麼是流行文化？有什麼特質，有什麼功用？有什麼影響？ 

 c. 基督教與流行文化的關係基督教與流行文化的關係基督教與流行文化的關係基督教與流行文化的關係 

回顧美國教會與流行文化的關係。如何從監管、共存，到進入流行文化。為什麼

非基督徒拍的基督教電影，比基督徒拍得還要好？ 

 d. 基督教如何回應流行文化基督教如何回應流行文化基督教如何回應流行文化基督教如何回應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如何影響基督教？電視佈道節目有什麼侷限？電視佈道家有什麼陷阱？

流行文化如何影響傳福音的方式？又如何影響教會用流行文化來解釋神學觀念？

基督徒當如何和流行文化對話？ 

 e. 電子媒體的影響電子媒體的影響電子媒體的影響電子媒體的影響 

電子媒體的性質為何？在許多跳躍、斷裂的影像和音響裡，怎樣影響現代人看世

界和接收訊息？電郵和臉書又如何影響現代人的社群生活？電子媒體所形塑的生

活會為信徒帶來什麼樣的誘惑？ 

     f. 消費主義如何影響文化和信仰消費主義如何影響文化和信仰消費主義如何影響文化和信仰消費主義如何影響文化和信仰？？？？ 

消費文化如何形成？廣告有什麼特質？消費主義對文化有什麼影響？又如何影響

我們的信仰商業化？尋道者何時成為了消費者？ 

     g. 自我主義如何影響文化和信仰自我主義如何影響文化和信仰自我主義如何影響文化和信仰自我主義如何影響文化和信仰？？？？ 

個人主義如何興起？自戀文化如何產生？為何會有媒體名人現象？歐普拉如何成

為後現代祭司？自戀文化又如何影響講道傾向治療化，信仰生活成為另外一種的

靈魂按摩？ 

     h. 文化的消費者文化的消費者文化的消費者文化的消費者、、、、評論者評論者評論者評論者，，，，還是貢獻者還是貢獻者還是貢獻者還是貢獻者？？？？ 

探討 Andy Crouch《文化塑造》Culture Making，西方教會對文化的不同姿態，以

及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如此種種，都是在裝備基督徒如何面對當代“希臘人”，走進文化，用他們熟悉的文化

語言來對話和傳遞信仰。 

 

3/創文提供的是神的器皿創文提供的是神的器皿創文提供的是神的器皿創文提供的是神的器皿  

每一事工的興起，都有神的心意。創文的成立是來自神的選召，異象也是來自神的托

付。因此在神國裡，創文預備的是一個文字的屬靈環境，然後神揀選文字工人，神差遣來

學習，最後，神成就祂的工作！ 

除了在各地教會、神學院裡開設的文學閱讀課、文化課，每年八月第一星期是創文的

主打文字營會，一星期兩期課，在南加濱海的美麗 Pepperdine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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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三屆文字營會，開了 W100 文字實務培訓營，W210 寫作進深及採訪營，W300

文字事奉培靈與創作進深(一)，W400 文字事奉培靈與創作進深(二)，T100 基督徒翻譯課程，

以及 C110 流行文化裡的消費主義與自我主義兩堂。 

整體學生 44 人，但卻有 29 個教會背景，13 個牧者，6 個神學生。地理範圍除了在地

南加，還有從北京、加拿大、芝加哥、德州、北加等外地飛來，超過一半(23 個)是今年全

新加入的創文家人。 

在學生多樣化的背景裡，對創文異象有更全面的代表性，也更看見創文被神興起的心

意為何，讓我們很感到興奮。 

    蘇文安牧師的 W100 課，教室裡坐得近乎爆滿，這是創文的入門課，人數每年一定要

多，進階課才能有學生。W210 更看到蘇老師得英才而教之的活潑喜悅。莫非 W300、W400

課人雖沒那麼多，但因為這次有專業作者(一位九歲就進入寫作狀態的，冰心文學獎得主，

另一位是海外校園靈性文學小說獎得主)，很挑戰莫非教了多年的教材，也激發莫非想要開

發新的進深課程，對筆已經成熟的作者，可以進行牧養和基督教文學方面的啟發。翻譯課

鍾越娜老師也說堂裡發掘了她的美夢學生。作老師的，雖說教材會有些變動，但每年主要

是針對不同的學生，教學經驗都像新的一樣。這，也可說是教學相長裡的充實感。 

多次聽到學生反應，原來以為只是來學習寫作技巧的，卻沒想到會在課堂間不斷地得

到餵養，是意外的驚喜。這就是我們“工人先於工作，作者先於作品”的一貫精神。 

    這次靈修的主題是“海的禮讚”，所有書攤桌上都鋪有美麗似沙的桌布。桌上散佈有各

種形狀、大小不一的漂亮貝殼，寫有不同同學名字“愛的信封”是淺藍色，桌角落上還掛有

一串貝殼風玲，海的風味十足。 

    創文一大特色，是擺放錯落有致，整體圍繞會場的書攤，可以說是北美會場裡規模最

大的，擺設也最美的書攤。每年由老師推薦，一些文字事奉相關書籍、屬靈書，和最新華

人出版各類文學小說、散文、詩等書來服務基督徒作者。 

曾在北京某出版社任職，現在 Biola 唸神學的李晶不斷說：我不只是為我一人買，也

為國內弟兄姊妹買，他們太需要這方面資源了。 

雖然零頭賣書很是繁瑣，但這純粹為了服事我們的學生，看到大家買書踴躍也就覺得

值得了。 

    我們還設計“請聽我說”宣教夜分享。在夜間戶外，佈置閃著小燈的帳棚下，面對漁火

四處的大海，傾聽不同學生所代表的事工分享，且全體為其禱告祝福。另外則有夕陽下大

學面海公園野餐，兩人配一對地找個草坪，坐下彼此作深度交流。雖然今年風大，稍微感

到冷，但還是感到和大海相親的舒暢。 

如此種種，是我們 2010 年的嘗試與經歷，服事的人總是比較疲憊，為他人準備了盛

宴，自己多少下筷無心，但大夥仍愉快地完成了我們 2010 年的使命。 

這一切，都但願祂的旨意能美好地成就！ 

 

 

本文由作者供稿本文由作者供稿本文由作者供稿本文由作者供稿，，，，謹此致謝謹此致謝謹此致謝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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