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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入 亞 馬 他 拉 族
的 上 帝 之 語

黃明芳（本會宣教士）

大衛與明芳在澳洲中部亞馬他拉族進行聖經翻譯事工

將近二十年。時光匆匆，兒子以諾也已經十七歲了！記得當

初還在中華福音神學院接受造就時，老院長林道亮牧師的訓

誨—神的僕人在老年時要更加謹慎，不要在老年時失去起初

的異象甚至老年失節。當時還年輕的我只覺得怎麼可能！？

現在才明白，我們都不完全，如何靠主走完神的呼召和命

定，真的是一生的挑戰！

感謝主，有許多至死忠心的榜樣擺在我們的前頭，願

神繼續賞賜我們迦勒和約書亞的信心，即使年老髮白，仍維

持火熱愛主的心。最近準備要回台灣參加浸信會聯會婦女部

的六十週年慶，數算之間，赫然發現已經受他們的支持整整

二十年！感謝主，因著祂的信實，我們在宣教前線感受到一

雙雙用愛心、信心、禱告支持著我們的手。二十多年的故

事，不能一一盡敘，僅藉此角分享我們在聖經翻譯旅程中的

一些體驗。

從顯微至廣角、從平面到立體的翻譯過程
尚未踏入此旅程前，跟大多數人一樣，想到聖經翻譯

以為就是單純的學習語言和翻譯聖經。然事實不盡如此，在

訓練和體驗的過程中，視野逐漸被擴張。語言學習不是僅停

留在圖書館中的靜態研習，而是與整個族群的世界觀、風

俗、文化和屬靈認知都息息相關、深深相繫。剛進入亞馬他

拉族時，他們並沒有自己語言的書寫法，資訊交流主要倚靠

口傳，經過多年經驗累積，發現他們的強項是音樂和藝術，

因此在聖經翻譯的整體計畫中，經文應用和識字教育就在這

些範疇中不斷的調適和應用，其中所面對的艱難和挑戰，真

的是神熬煉我們信心的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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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馬他拉族的聖經翻譯團隊。 9/2019

▲	亞馬他拉語《約翰福音》有聲聖經套裝，包括書本、
光碟，與USB隨身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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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翻譯是非常冗長的事工，更是滴水穿石的磨工。

大衛從學習亞馬他拉語言到進行聖經翻譯已有近二十年的

時間，仍然不斷有新的發現：「原來這個字可以這樣用！」

「原來這句話這樣說會更好、更自然！」語言的學習可說是

一生的投入和委身，與我們一起進行翻譯的母語翻譯員，是

委身在與他們民族性非常迥異的事奉中：他們必須坐在那

裏，一連數個小時研究紙上的文字，或是仔細聆聽大衛逐字

逐句念著經過腦力激盪才一字一句翻譯出來的經文。

蒙召進入亞馬他拉族是神很大的恩典，祂的預備也超

過所求所想：在當地有至少五位願意和我們一起委身的牧

長，投入聖經翻譯，一起完成了《馬可福音》、《約翰福

音》、七卷書信（《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提摩太前、

後書》、《提多書》、《雅各書》和《腓利門書》）、《使

徒行傳》和最近完成的《路加福音》。至2016年，幾位牧

師相繼離世，只剩下一位年長的牧師繼續和我們同工，事工

進展頓時從自強號降速到普通列車。然而，我們堅定相信神

的恩典，雖然看似暫時卡住，但神是不受限制的，相信祂會

有奇妙的方法，在這族群中繼續興起奇妙的事！

多樣呈現的經文應用
由大衛負責的聖經翻譯事工，像一條河流，將神的話

帶進亞馬他拉族，明芳就在聖經翻譯的成果上繼續拓展，將

書本上的經文變身為可聽的有聲聖經，讓不論會讀或不會讀

的亞馬他拉族人，都可藉著有聲聖經接觸到母語經文。

音樂是亞馬他拉族的強項；他們喜歡彈唱詩歌，也喜

歡創作詩歌―隨興彈著電子琴找到喜歡的旋律，再把心中

的禱告寫下，就成了一首創作詩歌。一位姊妹賽瑪告訴我，

在村落中感到神的同在時，非常安詳，就常在村裡唱詩讚

美神。澳洲中部的少數民族還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敬拜讚美方

式，一盞微亮的燈泡掛在漆黑的夜裡，小孩聚在一起歡唱

詩歌，歌聲嘹亮！成人也隨興唱著喜愛的詩歌，一唱就到夜

半，孩子們就裹著毯子在一旁睡著，進入甜美的夢鄉。

提到亞馬他拉族原來都是在地上創作沙畫來傳承故事，現

在她開始鼓勵年輕的一代和她一起把熟悉的聖經故事畫下

來，讓老人、小孩都可以懂；一起畫油畫更是非常好的活

動，可以鼓勵全村的人一起參與。

此外，油畫尤其是澳洲原住民的藝術特長。他們繪

畫的視角是由空中俯瞰，所以動物都以腳印來呈現。莎瑞

姐妹立志要在油畫中呈現有關基督信仰的信息，也陸續完

成了數幀畫作，其中最有名的是「聖經翻譯旅程圖」，

在《約翰福音》翻譯完成時獻給團隊做紀念，目前收錄在

澳洲聖經公會出版的紀念畫冊中。莎瑞姐妹是位老師，她

▲	亞馬他拉族孩子們隨性聚集歡唱詩歌。

▲ 	莎瑞姐妹
的 畫 作
「聖經翻
譯 旅 程
圖」。

▲	莎瑞姐妹的學生的畫作「耶穌背著十
字架往各各他」。

▲	亞馬他拉語識字教育小冊《幾個男孩的故事》。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感謝神的恩典，亞馬他拉族群

中開始有年輕人願意接受新的挑戰。目前，大衛重新整理

亞馬他拉語的文法，預備寫成報告，明芳亦重新整理識字

教育教材重新編輯，以利將來的同工學習。

聖經翻譯的事工經過高山底谷、順境逆境，我們深信

是神開的門就沒有人能關。在這服事的領域中，我也不斷

經歷在神沒有難成的事；願我們彼此互勉，繼續盡忠，為

主打美好的仗！



宣教視窗

財務報告

108年6月－108年7月收支表
收  入 NT$ 支  出 NT$

宣教事工&其他專款  1,231,610 宣教事工&其他專款 1,231,610

一般奉獻  133,432 行政費  69,671 

其他奉獻  72,684 業務費  56,593 

利息收入  7,942 人事費  192,677 

其他專案收入  49,500 其他專案支出  49,500 

會費收入  600 

合計  1,495,768 合計  1,600,051 

本期餘絀 -104,283 

累積餘絀  3,36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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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羅 萬 象 的
經 文 應 用 事 工

黃明芳（本會宣教士）

聖經翻譯員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將母語聖經翻譯完成

了！那接下來呢？每位亞馬他拉族人都熱烈地搶購甫出版的

母語聖經，造成萬人空巷的局面？！這真是太理想化了！在

我們的真實體驗中，在經文完成之後，其實都經歷了另一場

的生產之痛！

因為少數民族本身的語言沒有文字，所接受的教育程

度也有限，因此並不善於閱讀。為了啟動他們對母語經文，

或者只是閱讀文字的胃口，我們真的是十八般武藝都要精

通！如同面對一個坐在桌前拒吃蔬菜的孩子，父母親絞盡腦

汁――到底該怎麼做呢？若硬是將蔬菜塞進孩子口中，只會

越弄越糟！聰明的父母要學著變通，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

轉：將蔬菜變身，加進孩子本來就喜歡的食物中一起吃下，

讓孩子吃得開心也不覺得被勉強！這就是經文應用的最佳詮

釋。

對少數民族來說，面對翻譯出來、印製完好的聖經，

會自主閱讀的人最多可能不到十分之一。既然讀經的胃口不

開，就得換個方式，把文字變成聲音或影像，讓有眼的就能

看、有耳的就能聽；在沒有燈光的夜空下可以聽，在乾旱沙

漠中馳騁奔波時也可以聽。只要他們願意，神的話語就能潛

移默化地進入人們的心中。

若單單地聆聽聖經還不能完全吸引他們，那麼有聲聖

經加上各種不同的配樂或是詩歌，也可以增加吸引力。在我

們的聖經書房裡，最暢銷的就是各種詩歌，聽詩歌也是可以

跨越種族呢！他們喜歡聽各種族群的詩歌，也許不能完全了

解歌詞的涵義，但欣賞不同的旋律，浸潤其中，也是一種享

受。

明芳的工作，除了製作有聲聖經和識字教材，也需要

在聖經書房擔任銷售及盤點的工作。因為書房地處偏僻，許

多產品都需要自己製作，比如USB隨身碟，從錄音、複製、

包裝、條碼、標價等，都要一手包。這些工作看似簡單，卻

都絲毫不可馬虎；在每一道程序中竭盡所能地仔細查驗，才

能製作出水準之上的產品。產品的製作過程亦如經歷生產一

般，其間的酸甜苦辣不易為外人道！但感謝主，因著神的恩

典，同工們持續學習，一起在經文應用的事工中齊心努力。

當看到族人歡歡喜喜地在書店裡買到喜愛的產品，就是我們

最開心的事了！

▲	詩歌創作工作坊，明芳與大衛牧師、莎瑞姐妹合影。

▲	聖經書房架上滿滿的詩歌光碟和USB隨身碟。

▲	一家人開心買到USB隨身碟和播放器。



原民小唱 事工脈動

會員近況

◎ 馮家熙夫婦【台北—秘書長】辦公室需要財務同工，求主

引導、預備最合適的同工加入團隊，賜福各項申請手續及

預備工作皆順利。

◎ 邱金克宜夫婦【台北─教會動員】求主恩待全家人在不同

地區、不同角色的事奉，盡都平安、順利、蒙恩，並與主

有活潑緊密的關係。

◎ 陳姊妹【亞洲─翻譯手冊】近來日夜溫差大，心臟時感不

適，求主憐憫保守有健康的身體。

◎ 馬倩平【台北—禱告事工】過去幾個月靠主恩典經歷開

刀、搬家、換外勞等挑戰，求神繼續醫治不明原因的疼痛

與潰瘍，並減輕身體病痛。

◎ 小菊姑娘【亞洲—聖經翻譯】少數民族在都市面對生活和

工作的挑戰，願神使用所有的環境，幫助民族朋友來認識

並尋求永生神。

◎ 劉力慈【巴紐—聖經翻譯／識字教育】八月中旬結束述

職，重返巴紐工場。在台重新建立短宣與後勤團隊；求主

帶領保守團隊，願長期穩定在後方做各項統籌與協助、短

宣訓練、禱告、異象傳遞、物資整理、後勤援助等事工。

◎ 莫姊妹【教會動員】完成福音單張繁體版；另，寫成一本

小書，求主賜智慧，使修改順暢，增加可讀性，激發讀者

的愛心。

◎ 施大衛、黃明芳夫婦【澳洲—聖經翻譯、影音多媒體】明

芳完成第一本有中文註解的識字教育小冊，亞馬他拉語

《路加福音》預備出版、印製，並籌劃出版亞馬他拉族油

畫冊；大衛的文法分析工作繼續穩定進行，都求主保守帶

領。

◎ 藍天夫婦【歐亞區—電腦、聖經多媒體】近日多有遠程旅

途，求主保守平安，能按計畫完成服事；也請為穆斯林國

家中的信徒靈命成長禱告。

◎ 詠寧【亞洲─聖經翻譯】求主帶領新一階段的事奉型態，

期待發揮最大效能，達成幫助少數民族聖經翻譯、轉化生

命的目標。

◎ 周姊妹【亞洲—聖經翻譯顧問、進修】祈求與主有日益增

長的親密關係，恆常把焦點放在耶穌身上，在大小事上尋

求主的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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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族群需要

◎ 舞動歌揚－歌揚譯經事工：

母語翻譯員腓力出身貧窮卻敬虔的基督徒家庭，讀大

學時就決定要當傳道人，在神學院畢業後，蒙神帶領，加

入歌揚譯經團隊。

腓力正在翻譯《哥林多前書》；一次，去一個信奉傳

統宗教的村子參加筵席，村人預備的食物是拜過偶像的祭

物。同去的基督徒認為信徒不該再吃拜過偶像的食物；但

不吃，等於不接納村人，陷入兩難。腓力於是帶領閱讀保

羅關於吃祭物的教導，眾人得以明白，已蒙基督潔淨的人

不會因吃祭物而沾染污穢，因此放心享受筵席，與村民維

繫美好的關係與互動。

代禱：

1.	 團隊計劃協助一些教會舉辦閱讀歌揚文經文的活動，

求主藉此讓歌揚信徒在認識神的真理中更加得著自

由。

2.	 譯經團隊計劃主管艾華傳道於四月完婚，但她的母親

在婚禮前一天因急性血管疾病過世，求主安慰。

◎ 有聲聖經APP事工：

1.	 第一批聖經播放器Proclaimer已於八月運抵台灣，另外

也訂購了400台播放器MegaVoice給蘭嶼的年長信徒與

居民，期望能幫助信徒透過播放器聆聽上帝的話語。

2.	 兩部推廣有聲聖經的短片剪輯完成，盼藉此更加傳遞

負擔、廣納寶貴意見：

	 「傳承」https://youtu.be/85Kr0Nx5flM

	 「神對我說話」https://youtu.be/IXcHknqyOVk

3.	 聽信真道國際事工（FCBH）代表於八月到訪與本會簽

署合作備忘錄，盼能於年底訓練本地錄音隊，肩負錄

製台灣原往民有聲聖經的責任。

◎ 東亞訪宣學員分享

今年暑假很開心能到東亞訪宣一週，一路上都充滿神

的供應和祝福。

期間，我們參訪一所職業學院，是由基督徒企業家所

設立的非營利公益慈善大學，老師們都是志工。學院的設

備很好，主要培養學生的就業技能，並提供獎學金補助。

和老師們聊天時，知道當地學生的需要就是順利就業賺

錢，但其實很多學校都無法幫助學生達成這樣的目標。老

師們對學生的栽培，不但是技術上的，更是在於職場的品

格教育。東亞許多民族屬未得之民，信徒很少，在宗教和

政治上亦都受限，人們真的很需要在各個領域「遇見」發

光的基督徒。

雖然現代的世界很多元，但神的原則清楚不變，若能

虛心學習，靈活地在各個族群中，用可以被接受的方式傳

揚神的道和法則，那行道之人便是有福的。願神感動更多

有負擔的基督徒老師投入這行列，把神教導給我們的品格

和價值觀，藉著教學，潛移默化地傳給學生。
▲	東亞少數民族的傳統村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