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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之時，我已移民英國一年三個月。雖說時間眨眼而過，但感覺像三

年六個月般漫長，當中的經歷難以筆墨形容。對我這個從未想過移民的中

年人來說，這段日子如詩篇八十四篇5至7節所言，上帝親自陪我走進乾旱的

山谷（流淚谷），靠着祂的力量，這山谷慢慢湧出恩典的泉源，力上加力地走

下去；我不僅經歷上帝的供應，祂更藉此重整我與祂的關係，使我在這一無

所有的旱谷中重新認識祂。

我以為自己放下一切移居陌生的國度，失去許多寶貴的人事物時，上帝

卻讓我經歷另一方面的賞賜與得着；我體會到這段路是祂的精心安排，為了

重新建立我的生命與靈性。

靠主有力量

落腳後最掛心的是就業。過去十多年在香港皆於機構或教會全職服

侍，且以文字工作為主，心知來到異鄉，幾乎沒可能找到相關的工作或事奉

機會。另一方面，由於帶來的積蓄不多，難以預計何時能覓得工作，自食其

力。感恩能夠暫時與家人同住，生活開支稍為減輕，但始終沒有收入，每月

卻有固定開銷。故此一到埗便開始找工作。

那時我向主禱告，期望能於2024年2月或之前找到工作，因為該月開

始我們便要正式交租（預繳半年租金期結束）。由2023年10月初到埗，到

Elsie

旱谷中歷恩泉

作者喜歡到公園散步，在大自然中親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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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底為止，共應徵了逾三百份工作，但只有三份有面試機會。雖然

愈找愈洩氣，但感恩的是，容易焦慮的我內心滿有平安。最後我於2024年2

月5日正式上班，並且在試用期過後成為正式員工（長工），並工作至今。只

能說上帝的時間最恰當。

經過乾旱谷

對於極度內向、有點「社恐」的我而言，在異地重建人脈委實不易。

移民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與家人團聚，這亦是期盼已久的，可惜事與願

違。來到這邊以後，並未有期待的團聚感，反而又走上「相見好，同住難」的

回頭路，即使大家住在附近也不常聯繫。除了親人以外，我只認識一位住在

另一城市的朋友，見面聯繫不易。即使找到合適的教會聚會，但內向的我也

不容易認識其他信徒。進入西人職場也像「雞同鴨講」，自己的英文不算流

利，加上文化衝擊，即使上司和少數同事友善相待，但溝通交流並不容易。

故此這段日子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單，與身處的羣體失聯了，彷彿除了上

帝與我，就沒有任何人可倚靠或傾訴。

然而我非常感恩，正因在異鄉沒有任何可倚靠的人事物，我只能單獨面

對上帝。我花上許多時間，以不同方式親近祂，親嚐祂愛的憐憫和安慰。上

帝「收取」我擁有的一切，只留下我與祂相對，讓我重新學習何謂信靠、順

服、忍耐和等候。

力上再加力

過去的我很容易因一些不順遂的小事抱怨上帝，甚至很易失去信心。

或許過去總覺得一切得來太易，甚至有點理所當然，常覺得祂既然愛我們，

又明白我們的狀況和需要，為何總愛「作弄」人，容許我們受苦？

直至移居海外，才體會沒有一切是理所當然的。過去擁有的是祂的賞

賜，現在沒有的是祂的收取。當發現過去的經驗、知識等都不管用，就只能

回到主前，學習單單倚靠祂。這一年我向祂哭訴無數次，讓我重新學習了禱

告—單純向主傾心吐意和聆聽祂的微聲；在恆常的讀經和靈修中，祂每

天以其話語鼓勵安慰；在崇拜中得着餵養，在服侍中操練謙卑。這一年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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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與上帝走在旱谷中，我才體會自己並非一無所有，而是單靠祂就滿足。這

段一無所有的旱谷體驗令我深深經歷生命的主與我同在，祂使我重新認識

祂，與祂的關係邁進另一階段，與祂更親近。

留在乾旱谷

縱然乾旱谷中恩典處處，但我仍置身其中。不清楚這階段歷時多久，或

許如以色列人身處曠野那樣漫長也說不定。人生的確充滿苦難，「然而，靠

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馬書八37）不僅主恩

夠用，這些經歷也助我謙卑下來，體會高山低谷都出自上帝，也只能靠祂走

過。盼望身在異鄉的我們不失信心，帶着屬天的盼望，靠主走完短促的人生

路，珍惜經歷和見證祂的機會。█

攝影：Danny Wong

上帝啊，
我們在祢的殿中想念祢的慈愛。

（詩篇四十八9）

聆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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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民

移居者的

     「授」 與 「受」

移居誌 02 /25 4 

雲上
有藍天

我的移居人生至今有三次之多。我年輕時誤

打誤撞下移居台灣，後來回流香港；中年時放下

工作到新加坡進修神學及服侍海外華人；如今則

在英國繼續海外華人的服侍。在這三十多年間，

我想起上帝在使徒行傳一章8節的呼召：「你們就

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

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所以移居對我

來說，另有一番「感受」。

其中，我體會到移居者有所「受」，須先有所

「授」（付出）；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

香呢？



接受需要過程

剛移居到一個新地方，總有蜜月期，感覺一切都很新鮮—景美人佳，

一切煥然。但時間一久，可能會發現天下烏鴉都一樣。那刻，或許就開始抱

怨，甚至對當初的決定產生疑惑：是否只是「秋天的童話」呢？這實在是自

然不過的事，畢竟土生土長於「獅子山下」數十載，許多生活文化和習慣早

已根深蒂固，豈能一下子說變就變？移居者雖然有不適應的時候，卻不要自

我催眠、一味自我安慰；誠實面對不適應和不快樂，才能慢慢接受事實。因

為這是一種文化的新陳代謝，需要讓舊有的不適逐漸排出，才能吸收新的

養分。

微妙的「授」與「受」

記得九十年代，我剛到台灣作小留學生，需與台灣室友同住。有一位室

友竟然擅自取走我的生活用品，甚至對我說：「同住一起，以『大我』為重，

做人不要小器！」當時我感受到「小我」被冒犯了。但勢孤力弱、語言不通、

寄人籬下，我開始向上帝告御狀！

結果，情況一點沒有改變，室友照樣天天拿我的個人用品！於是我苦

練國語，期待有朝一日向他盡「噴」鬱結。一個學期將要過去，正當我說話

的表達能力大有進步，沒想到室友竟然邀請我到他的家鄉遊玩。心想：不

去白不去，就去你的家發揮我的「小宇宙」。怎料在他家裏的吃、住、用都被

他的家人照顧了。當我拿出一點心意回報，他們竟說：「不要緊，平日你都這

麼照顧我們的孩子。」我才醒悟到看似細微的幸福已悄然而至。「人心計劃

自己的道路，他的腳步卻由耶和華指引。」（箴言十六9，《新譯本》）
後來，我才體會到每一個國家都有他們的「細微幸福」，如新加坡治安

良好，童叟無欺。當我們學習在新的生活環境中仍可慷慨「授」予他人恩

惠，或許隨時會遇上令人驚喜的「細微幸福」。

聖經提醒我們：「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加福

音六31）在新的地方生活，處身適應過程，我們可以學習從微小的人事物中感

受上帝每天的供應和恩典，並將之「授」（傳遞）予身邊的人，使授與受之間

形成一個共享「細微幸福」的生活圈，慢慢走過文化新陳代謝的適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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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通多采的人生

移居異國，需要學會接受自己的有限，同

時數算生活中細微的幸福，傳遞你領受到的恩

惠，不再視異國文化為另類的「他」。如同馬丁．

布伯（Martin Buber）「我與你」的理論指出，

我們不該視對話一方為「他」，這只會使彼此之

間存在不能避免的距離；相反，若視對話一方為

「你」，就能保持親密。因為對「你」的理解能幫

助「我」的成長，甚至發展為「我們」的共同關係

（solidarity）。
註

在英國，華人視聖誕節為有「你」的精彩，但

華人的農曆新年也有「我」的特色。於是每一年，

我所服侍的英國華人教會都與英國本土教會聯

合慶祝，讓彼此經驗「我們」一起的幸福。這不但

得到許多英國本地人士與新移居的華人支持，甚

至我們彼此的連結，帶來了英國人在教會的中文

堂接受洗禮，也有華人弟兄姊妹參與英國宗派成

為會友。

我們經驗到「授」「受」之間在上帝的恩典

下，匯通成精采人生。「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

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

潑的盼望」（彼得前書一3）。█

（作者是英國華人教會傳道）

 

註：蔡彥仁：〈宗教對話有助於化解宗教衝突嗎？一個基督宗教

的觀點〉《新使者雜誌》第103期（2007年12月），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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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鄧穎強
攝影 / Begonia

去年去年；；今年今年

新年彷彿是個分號

月月日日歲歲年年

時間流轉似無停歇

分號扣連過去現在

疫情驟至如感嘆號

日程被打上省略號

未來總是充滿問號

此刻需要安歇分號

定睛掌管萬有主宰

愛顧垂憐人間困頓

聚焦天父應許救恩

領會永恆完美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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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 藍 深 處
航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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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的聖地牙哥有一處叫「小義大利」的地方，幾艘古帆船停泊在

海邊。這是幾個世紀以前的老式帆船，船身修長，白帆飄揚。想像一下在蔚

藍的大海上，一艘這樣的帆船安詳地在日光下航行是何等的瀟灑。

蔚藍的背後

古船上有許多舊照，介紹曾在船上工作的船長、海員，還記載了當時人

們對海洋世界的想像，例如海洋盡頭是巨大的瀑布、有怪獸出沒等。大海給

不同時代的探險者一個蔚藍色的背景，在其上冒險有一種特別的浪漫。而

當時憑藉一艘帆船的力量去尋找大洋盡頭的瀑布是何等壯舉！恰如今天乘

太空船探測其他星球。

從古帆船上眺望大海，大海就像一匹寶石藍的綢緞，輕輕地翻滾出緩

緩的曲線。可是，在船艙裏懸掛着的圖照上，卻看到大海的另一個側面：駭

人的狂風巨浪，將帆船吸進海底的漩渦暗流；電閃雷鳴的暴風雨之夜，許多

海洋怪獸的傳說令水手們驚恐莫名。

不論在那個時代還是今天，人類心底裏都有一份深埋的躁動：不管怎

樣危險，也要看看海洋，要去尋找新大陸。

心靈的探索

在人類的心靈世界裏，擁有同樣的躁動：有沒有一個神的世界？有沒有

靈魂？死後還有生命嗎？我們在世界上的一切親情和友情，是否隨着死亡而

終結？

孫基立

世界的
角落



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嗎？

若願意，請做以下禱告：

天父上帝，我從心裏承認祢是獨一真神。祢愛人類，曾差遣祢的獨生子

耶穌基督降世為人，被釘十字架，用祂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第三天從死裏

復活，救我們脫離死亡的權勢。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是道

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祢那裏，認識真理，得着永生。

我明白以往因不認識祢，我是個罪人。求祢赦免我，接納我作祢的兒女，幫

助我更多地明白真理，堅定信心，一生跟隨耶穌，遵行天父祢的旨意。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你若做了以上禱告，
希望你填寫「讀者回應」與我們聯絡。

讀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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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讓我們無法甘於日常的衣食住行和機械性的工作責任。

心靈世界的探索經歷，一如揚帆出海的水手，出發的時候可能陽光明

媚，卻也會經歷風暴，暗流，偽裝的天使。宇宙的奇偉和奧祕遠勝海洋，我

們在心靈世界的探索也充滿了許多危險和不確定因素。

航途同行者

耶穌走過的旅程中不也在曠野遇到試探嗎？撒但甚至引用聖經話語來

試探耶穌，彷彿牠才是聖經的專家。然而，耶穌的回答堅定有力，且命令牠

退去。撒但退去後，真正的天使才出現。上帝的話是有權柄的。

我們在心靈世界奮進冒險時，若有耶穌同行，心中就有平安。祂經歷過

旅程的危險和風浪，祂會保護我們。

那個海事博物館讓人重溫了人類探索海洋的歷史，了解其中的風暴和

明媚。我們的心靈就如海洋世界，如果有耶穌陪伴我們在其中探險，更會有

豐富的收穫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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