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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原自王維《終南別業》一詩，意思常常被引申為當一個人走到流水的盡頭，眼前是無路可走
了，不如索性坐下細看，也許柳暗花明又一村，進入另一境界之中。從聖經《出埃及記》的角度來說，水窮與雲起也正正
道出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曠野飄流40年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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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在過去數年都缺乏動力
和方向，另一方面國內的人才和資源比香港高出不少。根
據南華早報在2013年11月11日的報導，中文大學金融學理
學碩士課程（MSc in Finance）中，99%的學生來自國內，
而在全港的研究生中，國內學生佔了約66%，到了2015
年，這情況更是愈演愈烈，香港本地的年輕一代在高等教
育和訓練方面已漸漸落後於形勢。很明顯，在香港這個以
市場競爭能力為主導的知識型職場中，香港下一代的職場
前景實在令人困擾。

是的，香港的職場處境的確與上世紀80年代有所不同。在
30多年前，香港經濟在內外多個有利因素的支持下，得
以全面起飛，同時間，物價和住屋成本相對仍處於較低水
平，令打工一族進入一個前所未見的黃金時代。因此，當
一提到經濟和生活，我們時常會喜歡與以往的日子比較，
最常聽到的是：「以前做嘢xx年，就可以揾到xx和xx，現在
就連揾份似樣的工作都極艱難，而且今時今日人工唔高，
物價又貴，升職加薪更難….」這些說話雖然真實地道出現
今處境的困局，但我們卻知道說這些話根本於事無補。時
代畢竟與以往完全不同了，我們亦不可能回到從前再唱獅
子山下的老調。出路，到底在哪呢？

當日上主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後，先要穿越曠野，在窮
山惡水間走走停停40年才能進入迦南。對剛出埃及的以色
列人來說，他們在埃及生活了數百年後，早已習慣了當地
的生活方式。離開埃及，過了紅海，進入曠野後，由於生
活環境和方式完全不同，令他們不停地懷念以往的日子，
覺得自己陷在一片不毛之地。然而，上主卻在曠野中用雲
柱和火柱不斷引領和保護他們，並且與以色列人立約，建
立了他們的信仰和典章，數十年後，這個細小的民族進入
迦南，在一個全新的舞台上，上主叫他們在萬民和強權中
見證祂…

職場曠野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在
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在那裡，你們的祖宗
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厭
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
為！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來 
3:7-11）

近年，和年輕一代的在職信徒談工作與召命，很多時都會
感到他們有一種無奈和缺乏盼望的情緒，這並不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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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召命
「什麼是你在職場的呼召？」

時光倒流，如果二十年前在教會問這個問題，相信不少信徒
都會摸不著頭腦。對本地信仰群體而言，職場召命是一個比
較新近的觀念，但在廿年間，卻已得到很大的發展和重視。

溫哥華維真學院職場神學榮休教授Paul Stevens，可算是引
入職場召命至本地教會的標誌性人物。他的職場神學是以呼
召為核心，近乎完美地統整了教會歷代以來的事奉觀、教會
觀、成聖觀與靈性觀，組成了一個互為關係的體系。1

簡而言之，職場召命這進路認為信徒以至人類的工作都是源
自上帝的呼召，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個人和社會、使世界成為
一個更美好的地方（人類呼召，human calling）、發揮個人
恩賜、展現人生目的和獲得生活意義（個人呼召，personal 
calling）。2 工作（無論是受薪抑或是非受薪的） 是信徒在世

所蒙的呼召重要的表達，是整個基督徒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因此，我們的工作應與蒙召的恩相稱（弗四1）。

職場召命這個觀點，非常著重識別並跟隨呼召的過程（其實
這不就是我們跟隨主的歷程麽？）。大體而言，這個過程包含
兩個互動的元素：屬靈辨識 (spiritual discernment) 與積極
投入 (active engagement)，兩者缺一不可。3 最近二十年，
這個進路還得到心理學多個領域（工業及組織心理學、生涯
心理學、宗教與靈性心理學、正向心理學和呼召心理學） 的
研究支持。4不久將來，這一整合的模式可望成為信徒裝備或
門徒訓練的必要內容。

與此同時，本地亦有信徒以呼召作為核心，建構出「工作的
四重職事」(the fourfold ministries of work) 這一藍圖以指
引信徒如何在職場實踐整全的事奉：稱職能幹、追求卓越 
(ministry of competence and excellence)；提升倫理、改造
文化 (ministry of ethics and change)；關懷心在、建立關係 

本地職場事工的六種主要模式 (三)

無可否認，香港的職場正經歷過去幾十年來未見的轉變，
很多香港過往引以為傲的競爭優勢現在已被趕上，而香
港的經營成本以及企劃能力卻未見吸引。在我認識的肢
體中，不少以「曠野」去形容自己的工作處境。曠野的特
點，是「揾食艱難、前途未卜」，有些職場信徒在此時，不
免會時常和過去比較，甚至會對未來失去盼望和方向，若
此際再向他們提出工作與召命，真有點兒「何不食肉糜」
之感。

然而，上主卻是在曠野中向以色列人不斷說話，把自己的
屬性向以色列人展現，授予他們各種律例和典章，更予他
們進入迦南的召命。在進入迦南兩百多年後，大衛建立了
以耶和華信仰為核心的王國，一千年後，耶穌基督以大衛
子孫的身份進入人間，成就了救贖。這一切一切，由曠野
開始，更是基於信心。《希伯來書》告訴我們，以色列人
在曠野中不得進入上主的安息，是因為他們不相信上主在
曠野中仍舊帶領他們，對以色列人來說，這不信令他們整
整失去了一代的人和時間，代價是極為沉重。

回到香港的職場現實，也許我們認為已經是行到「水窮之
處」，走到「乾旱疲乏無水之地」，但是既然知道我們的路
只能繼續走下去，我們也許可以嘗試憑信「坐看雲起」，以
信仰和敏銳的心，相信上主的帶領，忠於上主的召命。

也許，我們可以嘗試回到信仰之中去思考這個問題。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後第二個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
間、汛的曠野，由於吃得不好，就向摩西、亞倫發怨言，
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那時我
們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你們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
野，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出16:1-3）。不久，他們
又為到食水供應的問題向摩西發怨言，以至摩西呼求耶和
華說：「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我。」（出17:4）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不久，在曠野生活的現實問題便陸續出
現，甚至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而在投訴
中，他們說在埃及時會「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也會
喝得快樂）」。人在困難中，往往會懷緬過去，有時甚至會
忽略了必須面對現實的重要性，結果只有坐困愁城。

然而，曠野真的只有被動、憤怒和無奈嗎？在曠野的日子
中，上主向以色列人啓示了十誡、祭禮、律例和典章，為
他們將來在天下萬國中見證耶和華信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和內容，而以色列人自己也在曠野之中第一身地經歷了上
主的法則和帶領。曠野飄流，原來是上主子民認識上主的
重要環節，也是領受召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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