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脆弱者同行 

經文：馬太福音 25:35-40 

在聖經中，上帝總是顧念脆弱者（貧窮、邊緣、受欺壓、孤苦無依的人），

在舊約中常常透過律法與先知警告祂的百姓，要看顧孤兒寡婦，讓貧窮的人有

土地能夠生存，有機會能在田間撿拾收割後殘餘的作物。耶穌自己也出生在貧

窮的家庭，祂的父母在聖殿獻的祭物不是牛或羊，而是雛鴿（路 2:24），而按

照摩西律法，獻不起牛羊的人才獻雛鴿。祂更是常與脆弱者一起吃飯、生活，

深知其處境與需要。 

今天的經文（太 25:35-40）就是耶穌在進入整個受難事件前所作教導的結

尾。耶穌在太 24:3 開始終末的講論，從終末顯示出的預兆、將要來臨的災難、

人子的降臨、成為忠心的僕人、十童女的比喻、接受託付的僕人等等教導，主

題一直圍繞在「警醒」的信息，祂勸勉門徒，不要追求那些虛浮的宗教建築與

成就，而是現今就要為審判的日子預備，在信息的結尾更是提到，那些持續服

事脆弱者的人要得到天國之主的稱讚，反之則會往永刑裡去。 

在 195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美籍宣教士 Bob Pierce 在亞洲

宣教時，看見一些因著戰爭流離失所的孩子，就把這些孩子託付給當地另一個

收留這些孩子的宣教士，並為他們募款，持續供應其需要。他看見孩子是弱勢

中的弱勢，每當一個地區因為天災人禍而破碎時，孩子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當時他向上帝禱告：「願讓上帝心碎的事，也讓我心碎。」他期待不是上帝完成

他想做的事，而是差遣他去完成上帝的計畫，不久之後他成立了世界展望會。

因此世界展望會以基督信仰為基礎，期待能按照耶穌的吩咐，做在最小的人身

上，「「與脆弱者同行」，而「最脆弱的兒童與青少年」，就成為服務的對象。 

「脆弱/貧窮」是甚麼？ 

在相對富裕的台灣，每個孩子都是家裡的寶貝，有許多機會與資源學習，

在成長過程中會漸漸培養出自主性，選擇自己的道路，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夢

想，對社會做出貢獻。然而許多國家的孩子沒有這樣的機會，例如在孟加拉，

59%的女童會面臨童婚的問題，她們約在小學畢業的年紀就會被嫁出去，對象

可能是能夠當她爺爺的男性，她們在十幾歲，甚至不到十歲的時候人生就被決

定，失去其他的可能性，而童婚對於這些女孩而言無疑地會帶來身心靈莫大的

傷害。對這些家庭而言，出嫁的女孩除了可以減輕家裡的負擔，還可以為家裡

帶來一筆收入，甚至這筆收入能養活其他的孩子。 



一般人對於服事脆弱者的想像，是「救濟」，也就是供應夠用的金錢與物

資，幫助人渡過難關，維持基本生存。展望會成立至今 70 多年，經過一段陪伴

與服事脆弱者的旅程，早期也以供應金錢與物資為主要工作。然而隨著越來越

深入了解每個脆弱的地區、家庭與兒童，隨著事工模式越來越成熟，意識到

「脆弱」不只是物質貧窮，更是價值貧窮。即使拿到資源，脆弱的家庭或孩子

往往不知道該如何妥善的使用這些資源，不會使用這些資源來改善他的處境。

「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的概念，僅僅是整個對抗貧窮的一小部分，除了教

釣魚，還要幫助其意識到他有釣魚的潛力與學習的機會。一個脆弱的孩子需要

的不只是救濟，救濟屬於緊急人道救援的層面，處理的是基本生存的問題，當

緊急事件發生時（如戰爭、天災等），災民立時面臨到吃、住的問題，救援的款

項與物資需要立刻到位。然而救濟無法改變脆弱/貧窮的本質，一個孩子以及他

的家庭所需要的遠大於基本生存，孩子的成長需要健康與營養、被保護、受教

育，能參與並貢獻社會，能經歷上帝與人的愛。 

不只如此，「脆弱/貧窮」往往是支持系統與環境出了問題。在一些地區，

一個孩子要走 3 小時的路才能取回一壺水。一群孩子每天早上帶著水壺出門，

經過長遠的路途，取水之後去到學校（在一間簡單的屋子裡），放學後提著水回

家，其中比較幼小的孩子，過程中會因腳程跟不上而脫隊，面臨更大的危險。

除了花費大量時間與路途充滿危險以外，那一壺所裝的，是在地上的泥沙裡面

被往來的動物喝過的水，這更是孩子常常生病的原因。在這種環境下，孩子的

未來沒有盼望。除了培力釣魚的能力與思維，還要創造釣得到魚的環境。 

因此，社會大眾所熟悉的「飢餓三十」 - 緊急人道救援，只是展望會事工

的一部份，更多的，是在許多國家做「社區發展」的工作。在缺水的地區，建

立供水系統，原本孩子來回 3 小時取水的路程，縮短為 26 秒；在兒童保護意識

低落的地方，教育當地的居民與孩子的照顧者；在衛生不佳與疾病橫行的地方

設立醫療設施，宣導衛生與健康的觀念；在一些貧窮的地區，以「上帝的農耕

學」教導當地的人農耕的技術以及環境永續的觀念，使他們了解上帝將資源放

在他們周圍，透過這些方法能帶來更好的收成與收入；以聖經為基礎開設課

程，幫助居民認識到自己有上帝的形像，提升自我價值的認同，藉此帶來人與

自我、與家庭關係的修復。 

如聖經所呈現出來的，貧窮不只是缺乏，更是一種關係的破裂。與上帝、

與人、與自然界、與自我關係的破裂。因此以信仰為基礎，培育、建設、改變

文化、挑戰不公義的制度，使破裂的關係恢復、更新，才能使一個地區站起來



對抗他的困境與貧窮，才能使孩子能活出上帝的形像，實現上帝賦予他們生命

中的價值與使命，獲得豐盛的生命。 

「與脆弱者同行」是讓脆弱者自立的過程。在一個地區服事，不只是要帶

來建設與改變，這些建設與改變必須有「永續性」，因此當地的居民與組織必須

參與在這些計畫與事工之中，他們不是被救濟的人，他們是對抗脆弱的主體，

他們參與在其中。展望會不可能永遠在一個地區工作或提供協助，展望會總有

一天會離開當地，但是當地的組織和社區、家庭會站起來，當地的改變能夠延

續下去，展望會會離開，但他們會在耶穌基督的大能中勝過他們的困境，因為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當耶穌說「…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祂呼召

我們，並非只是「成為幫助者」，而是「與脆弱者同行」，透過脆弱者學習主耶

穌的樣式。上帝的兒子耶穌並非只是坐在寶座上指出人的問題，祂透過誕生在

馬槽與十字架的道路參與在人的苦難中，祂呼召人來服事祂，跟隨祂所走過的

道路，做在每一個最小的人身上，在每個有需要的地方，分享上帝的愛，反映

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