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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清莱



早饭时，尹传道给我们讲起他
带家人信主的故事：

“几年前我母亲在缅甸老家过
世，我和几个姐姐及其家人都
去了。他们要按照当地的习俗
办丧事。我说：‘母亲是基督
徒，我要按照基督徒的礼仪来
办，我来出所有的费用。’

“在那我做了一周的安息礼拜，
天天讲道，从母亲信主讲到自
己戒毒，从牧会讲到自己正读
的教牧学……。这一周的时间结

束时，家里的人对我说：在这
之前我们都不了解你信的是什
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为
你骄傲。”



戴帽子的姊妹是尹传道的二姐，她与教会的姊妹
在院里晾晒竹笋，备用教会的活动。

看二姐在炼这一锅猪油，恍如时光倒流。这
是三十多年前家里富足的景色之一。



在这里，我们正好碰
上邦沓教会接待了一
家从缅甸来的素不相
识的弟兄姐妹。他们
到清迈来给患癌症的
老父亲治病。

尹传道介绍说：他们
要来泰北看病又举目
无亲，刚刚信主，听
人提到我们教会就投
奔来了。我们接待他
们是责无旁贷的。老
人家做手术做化疗时，
师母在医院里陪护了
三周，同时做缅语泰
语的翻译……。现在老

人家已经痊愈，今天
下午就返回缅甸啦。

尹传道又说，教会一边要传道讲道，一边要做社区工作，这能让他们体会到基督徒
是什么样的人，让他们知道这就是教会，让他们知道宗教与属灵之地是不同的。

这家的老母亲和女儿（佤
族）知道我们也是来这里
“串门”的，就过来边说
着缅语边比划着掩饰不住
的喜悦。



早饭后，尹传道带领教会的同工们祷告，开始主日学。
今天，他还要去满星叠晨曦会讲道。



上午九点，
教会开始主
日学。这是
邦沓教会成
人的主日学
班。



弟兄姐妹
在一起很
开心



青少年的主日学，由教会的同工赵建华带领。



神学生石双林带领儿童主日学



这是邦沓教
会主日崇拜
事奉表。

读这个表，
可以看到邦
沓教会活动
的安排有条
不紊，也看
到一些人至
今还没有自
己的名字。





这是邦沓教
会的主日学
事奉表



从这张清洁轮流表里看到，这里做清
洁的分工没有死角，且都到位。



主日崇拜前，这两位小朋友发现了我
这个新朋友，叫我坐到一起聊天。挨
着我的这位叫王金香，她旁边的叫刘
玉香。我说：“你们俩的名字合起来
就是‘金香玉’啊。”然后，我们讲
金香玉，它是一种会散发出香味的玉
石，样子朴实无华。所以都说“有眼
不识金香玉”，今天我可看到啦，原
来就在眼前……。

我说你们的汉语说得这么好啊！两个孩子都谦虚
起来，一个说我还练得不多，另一个晃着头呵呵
地笑。
我问：“你们都是汉族吗？”
金香说：“我是傣族，玉香是汉族…...。”
我问：“傣族和汉族都怎么过年？”
金香：“…… 。”
主日崇拜的时间到了。

真高兴。被孩子的关注和友好弄得一天都浸泡在
愉快之中。



10:30am 邦沓教会开始主日崇拜。尹师母带领祷告：我们能认识耶和华是恩典，有机会坐在

礼拜堂是恩典，是祝福。我们为孩子祷告，愿他们成为基督徒。为下周的福音聚会、为下午
去周琼弟兄家做家庭崇拜祷告……。师母说中文，双林做泰文翻译。

会堂前的
这盆鲜花
是尹师母
早上，在
山上采摘
的野花亲
手插成的。



接下来唱诗。
在这里唱诗
是伴着舞的，
金香教我跳
舞。这一参
与让我一下
子就进入到
他们中间，
没了年龄的
隔阂与顾虑，
仿佛他们同
龄。



邦沓教会是在讲道前收奉献。我在崇拜前看见老师给那些小小孩儿们每人一个小钱（硬
币）。待奉献时，孩子们就依次把这个小钱放进奉献袋中。虽不是孩子兜中的钱，但这种
做法用尹师母的话说，这是对奉献的一种操练，让孩子们懂得奉献并成为一种习惯。

来这里做主日崇拜的只有少数成年人，大多数是孩子。这
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里，这与
中国农村的情况一样。年轻人在外面挣钱拿回来给家建房、
供养老人，同时把孩子送回来，让爷爷奶奶抚养。



今天是同工赵建
华泰语讲道，尹
师母做中文翻译。
建华讲道的内容
是关于做礼拜的
态度：上帝寻找
的人是一个敬畏
上帝的人，是用
心灵和诚实敬拜
上帝的人……。



各个主日学小组献诗





突然一阵大雨扫过，转瞬阳光照耀。抬头望出窗外，满眼翠绿清新。



吃午饭时最先到桌
边的是小朋友——

挨桌摆放碗筷，而
不是座等在那里。

今天在一起吃午餐
的：有教会抚养的
孩子、有教会的独
身同工、有缅甸的
佤族一家人、有尹
传道和师母，还有
跨洋而来的我们两
位。多少素不相识，
却都是因着耶稣，
坐在了这个热热闹
闹的家里。



尹二姐给我们做了
四个菜。其中一个
炒野芭蕉花，这是
难得吃到的佳肴。
二姐说，香蕉也有
花，但不好吃，很
涩。芭蕉花也是要
野芭蕉花才好吃。

野芭蕉花

乌鸡 + ？忘记叫什么了，口

感很好，像芋头但没那么绵
软。尹传道说，这是很补
的。现在山里产的不多了。

四个菜三个吃得记不起了名
字。它们都是当地的土产，
离开这里就吃不到了。

炒野芭蕉花

剥去芭蕉花的外皮，就可以
见到里面的像金针菇样的东
西，其中较硬的芯要抽去，
就可以炒着吃了。



下午，我们和尹师母一起去村里的周琼弟兄家，他长期有病不能来教会，教会就到她家做家庭
礼拜。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家庭礼拜”的这种崇拜形式。我们三人沿着陡峭的小路下山。



走到这里，尹师母说，这家很有钱，
你看能有这么一大片地，建起这么大
的棚舍养猪。要不是师母介绍，我们
还以为这是一个破败贫困之极的家庭。
真是不能妄作判断，擅下结论。



“这就是野芭蕉花”，
师母指给我们看。



一位村民捧着
一捧什么野花
与我们走个碰
头。她让我们
闻这花的味道，
然后兴致盎然
地讲这花如何
泡水，如何做
菜，如何制酱，
如何……。没

想到这一捧花
竟可以讲上这
么半天。

这里的人们，
走着走着，就
可以随手在路
边采出一盘天
然美食。



走在村寨里，好奇
得东张西望。

尹师母说：“我们
慢慢走。”我以

为这就是收住大步
流星的脚步，按正
常速度走。哪知道，
这个“慢慢走”

竟是慢悠悠地慢悠
悠地走。加上遇到
村民，还要聊上几
句。

这里的生活节奏是
上帝的日月星辰，
这里没有时间，只
有上帝的季节。



阵雨来了，我们就近
走进一家避雨。不与
人招呼，也没被招呼，
连那条黄狗都没有哼
一声。亦如走进古道
边的长亭。



雨过地皮湿，
我们继续往
山下走。



心
远
地
自
偏

沿山路看风景



我问海山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
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

——元·高房山

沿山路看风景



山并不忙，

却能生出千树万花；
水看似闲，
回眸时已奔流万里。

沿山路看风景



终于走到山根下，前面有村里的
孩子在玩耍。他们不知道上下山
是锻炼身体，也不知道大城市里
没有这么多的树和花。



这就是邦沓教会周琼弟兄的家。一间茅草屋，四壁是竹编板墙。
草屋接出一间过道，过道另一边的“墙”是借着砖房山墙的光。
虽四处透风，但泰北冬季平均气温在摄氏14 °- 29°，偶遇零上
10度左右的气温，在这里就叫“冻死人”啦。

这是周弟兄家的正门

两间房子中间夹出的过道处

过道

茅草屋的后面



站在主人家的房门处往里看时，屋内很暗，
从竹板墙缝隙透过的阳光显得格外刺眼。

用闪光灯照下的屋内↓



草屋的后面还有两间低矮的草屋，
是两间鸡舍。



我们在过道处坐下，
准备家庭崇拜。



祷告、唱诗后，尹师母讲解《圣经》的经文。这时，赵建华和石双林赶来，说杜师母和郭师母开车来接我
们返回神学院，现在就走。没有参加完他们整个活动，我们就赶回了邦沓教会。离开这里前，我们与这对
夫妇合影，记念教会的弟兄姐妹几年如一日地来这里为他们做礼拜，也记念他们没有因病弱而远离信仰。



一些村民虽然不肯相信基督，
不来做礼拜，但教会的建设
他们肯出力，教会建堂、盖
教室村民都来帮忙，他们也
乐意把孩子送到教会来。

村委会是由村民民主选举，
完塔村委会与村里的教会是
互相帮助，尽管村长不是基
督徒，但村里有事都来找教
会帮忙。每年的几个大节
（复活节、母亲节、感恩节、
圣诞节）教会都有大的活动，
这时就请全村人参加，来吃
饭，来看自己孩子表演节目。

建华和双林用摩托车载我们返回了邦沓教会。刚要离开，尹传道从满星叠教会赶了回来。我们
又在一起聊了一会儿教会与村民及村委会的关系：



这个周末两天半的时间，走走看看，
听听聊聊，故事没有讲完，生活还
在继续，此时，要说再见了。



回望大山里的
牧者和教会，
他们所做的就
是使地上成为
天国的属地，
将它建成看不
见的世界的一
块看得见的领
土，他们做得
尽心、尽意、
尽力。

（接看：2017 泰北短宣9 清莱美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