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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頁滋養書聚

第三季書聚日期：9 月 2 日

主題：不在神學院樂讀神學書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中信辦事處（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商業中心 9 樓），現場及線上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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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定期舉行「頁頁滋養書聚」

頁頁滋養書聚盼與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分享閱讀的感動和思考、聆聽靈裏的尋問與省察，

主裏互勉同行。

請「你」預留時間（每季第一個星期六）一起參與滋養生命的書聚。

9 月 2 日 主題：不在神學院樂讀神學書

12 月 2 日 主題：曾跟自己最深情對話的書

• 讚好點閱「書．在起跑線」臉書專頁。
• 加入「頁頁滋養書聚羣組」，互動分享，閱讀這門樂事。
• 歡迎瀏覽剛過去 6 月 3 日的書聚「想與香港人共讀的書」及當天的分享內容。

歡迎瀏覽過去的

書聚及分享內容



文／編輯室

時代的震動

「教會更新運動」在2021年

的教會研究調查報告指出，2020

年初迎接新冠疫症來襲前，教會

羣體已正面對考驗，因教會已呈

「弱不禁風」、「撕裂」和「流失」

的情況。這三年多的社會遽變和

疫情困境下，教會遭遇前所未有

的衝擊，往後的牧養和發展將要

如何？

世界華福中心前總幹事陳世

欽牧師也曾言：「亂世、疫情，

沒有為教會帶來新問題，相反，

是揭露了教會現在的問題。」他

說教會從恍似安穩的世局中，突

然要面對紛亂不安的考驗，然而，

這正好考驗教會的本質？也考驗

信仰是甚麼？更考驗教會能否藉

此成為教會成長、突破和更新的

契機？

在回應時代轉變產生的洶湧

波瀾時，教會羣體的身分是甚麼？

這個身分能否為我們自己，以至

我們身邊的人，帶來意義與盼望？

台灣神學院教授林鴻信牧師提醒：

教會羣體切勿被地上世界的價值

觀沖昏頭腦，淡化心志，壓抑了

天國的價值觀，忘記了天國子民

的身分。倒要讓天國價值觀成為

地上生活的選擇與生命抉擇的標

準，常常警醒。

辨識時代挑戰

上文一籃子的詰問與提醒，

是過去兩期《傳書》1與讀者一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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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思考、反省、探討的課題。按

調查報告和牧者良言所示，2020

年前的香港教會，實在已陷於非

常態，並不是正常狀態。

不僅香港的教會，台灣的教

會亦不遑多讓。新近出版的台灣

《校園》雙月刊，2 用了三組數字

反映自2017年起到 2022年疫後

教會的狀況：主日聚會人數減少

33%；參加實體聚會的人數減少

30至40%；聚會人數超過千人的

教會數目、兒童主日學的人數和基

督徒的總人數估算減少了50%。

香港經歷近年社會變遷，疫

情困境，人心思變，離堂、離教

的狀況較易理解。但參考近鄰台

灣的教會普查報告數字後，是否

提醒我們應從客觀環境對教會衝

擊所引起的信徒流失現象，細心

察看及辨識，這個世代的教會出

了甚麼問題？ 

因此，當「世界衛生組織」

宣布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突

發公共衛生事件」，各國可全面

復常的時候，教會也在摩拳擦掌，

期盼能夠早日復常，但要恢復的

究竟是那種形態的「常」？

「教會」再探索

本期封面故事的五篇文章，

分別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藉以

集思廣益，盼望能和讀者一起探

討和思考：教會在傷逆未癒，疲

弱乏力之時，當如何活出教會應

有的原態。

溫哥華基督教沐恩堂呂宇

俊堂主任指出疫情下網絡聚會發

展的新向度，同時更強調面對身

邊貧窮羣體的需要，教會需作出

轉化。他帶出「一家教會」（One 

Church）的理念，並提出挑戰：

教會有耶穌的 DNA 嗎？信徒似

耶穌嗎？

香港恩光書院梁永泰院長從

神學和歷史的向度出發，指出教

會有一個重要的職事，就是宣講

真理。在新時代裏，教會更要作

出檢視：要傳揚怎樣的福音？怎

樣的真理？在回顧香港教會歷史

時，他指出從五六十年代湧入香

港的難民福音佈道開始，到七十

年代，隨着社會發展，香港和教

會都步向中產化，經濟雖有改善，

但卻懼怕失去。近幾年的移民，

反映的也是這個現象。但危機也

是轉機，他直指這也是香港教會

作神學反思的時候，要思想怎樣

的神學才能將天國的價值，放在

當下的教會裏。

牧者小乙從香港教會五十至

六十年代一段復興的歷史，帶領

讀者仰望神，觀察父神如何在歷

史轉折的時代，顯出祂的作為和

心意。信徒不僅要有敏銳的目光，

察看祂的作為，更要明白祂的心

意，因祂怎樣掌管教會，也要怎

樣掌管現在和將來。若信徒能洞

察祂在歷史中的作為，就能心存

盼望，一步一步跟隨祂走向人尚

未得見之地。

最後兩篇文章分別是中國

神學研究院楊思言助理教授，

WEUnion Hub 創辦人 Esther 的

分享。兩位都是從自身接觸到的

年輕信徒羣體出發，分享她們的

觀察和探索。楊教授從神學家塞

賈多的教導作出反省，提醒教會

要關注年輕人，特別是對他們牧

養的想像。Esther更是身體力行，

分享了幾位不同宗派的年輕信徒

在當下的掙扎，她的真實經歷，

對狹隘的教會牧養觀，顯出了充

份的彈性和隨意。

然而，這一期的封面故事文

章只是就時代轉折中的教會再探

索作個引子，期望能營造出一個

空間，鼓勵信徒羣體能在時代轉

變中，更有尋求認識真理、委身

基督、謙卑向聖靈開放的思維，

踐行以基督為首的教會真生命。

註釋： 

1. 《傳書》封面故事：天國子民的考驗

與重整（第181期，2023年2月），《傳

書》封面故事：天國子民的身分省思

（第 182 期，2023 年 4 月）。

2. 《校園》封面故事：做禮拜，然後呢？

（第 65 卷第 2 期，2023 年 3 月）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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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謂 教 會 的
本 質 與 核 心 ？ 文／呂宇俊

當全世界都說「復常」，香

港教會是否也要復常呢？問題是

「復」甚麼「常」呢？疫情後叫「新

常態」，那麼疫情前便是「舊常

態」。現時教會是否正為疫後缺

事奉人手、缺乏奉獻而擔憂惆悵

呢？問題是為何教會要回到「舊

常態」？讓我們先看看香港教會

的「舊常態」，才決定是否要「返

回」吧！

教會的舊常態、新常態

2020 年以前的十多年，我

經常被邀請到不同教會、基督教

機構及企業進行培訓。在多次的

地產從業員培訓中，都有經紀問

我類似問題：「呂 SIR，你知道

全香港最浪費土地資源的是哪些

公司嗎？」他們通常未讓我回答

便說：「是教會啊！」場面非常 

尷尬。

你的教會在疫情前是否都是

在「浪費地土」？一星期七天，你

的教會運用了多少天？2019 年

香港教會普查資料顯示，「假設

教會每次崇拜平均為三小時，教

會每天開放八小時，最高使用率

的週日是92.8%，週六的使用率

是15.2%，週一至週五的使用率

只有0.7%」。教會只集中在週日

運作，這樣的舊常態是我們想返

回的嗎？

當世界已善加運用線上及

線下的連繫，教會又怎樣？疫情

時全城停止實體聚會，教會立刻

應變開始使用新媒體和應用程式

軟件（如 Zoom），並開展網上崇

拜。有教會跟我分享，以往害怕

接觸新科技的年長弟兄姊妹竟然

成為教會 Zoom 小組的負責人；

一位姊妹更與筆者說：「新冠疫

情或許是上帝拆了全世界教會的

牆，以致教會不被困在建築物內，

而是要把福音傳開去。你看！現

在福音可以透過網絡廣傳。」

教會的原有常態

使徒行傳中的教會相信是教

會原有的常態：「他們天天同心

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

餅，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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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

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二

46-47）初代教會原來不是閒置的，

他們天天都「用」教會，他們一

起用飯、「得眾民的喜愛」。這些

都是教會的特質。

香港教會要回到原來的常態

並不是天方夜譚，因為現今已有

好些教會做到了。其中的香港基

督教會宣道堂旺角堂曾是閒置的

教會，從一星期只用教會一兩天，

到現在已一星期七天用盡堂會各

處，最近又買了另一處空間，用

作關懷露宿者及食物銀行，更租

了另一處空間作社區中心，關顧

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童

及其家庭，因而出現很大的轉化

和增長。會眾人數從六七十位到

疫情前的三百多位；從很少信徒

參與事奉，到現在全教會熱心事

奉；疫情期間還有一支逾百人的

義工隊，每天派五百個家庭的需

用物資。為何這教會在幾年間有

那麼大的轉化？筆者知道有好幾

間不同規模的教會已因這教會的

經驗而開始經歷重大轉化。原來

他們都抱持「一家教會」（One 

Church）的神學理念。

教會本質與核心： 
「一家教會」

史 耐 達（Howard Snyder）

在《解讀教會 DNA：發現基督身

體的生命密碼》中以極好的比喻

理解教會與基督的關係：「若一

間教會真正是基督的身體，便會

有耶穌的 DNA……以聖經為本

的教會論會強調教會是身體，唯

獨耶穌是頭。」1 聖經中「基督

的身體」是保羅獨特的教會課題，

這「身體」包括地方教會或普世

教會。陳若愚觀察到，羅馬書和

哥林多前書較多從地方教會的處

境探討這課題；歌羅西書和以弗

所書則集中闡釋普世教會在基督

裏的身分、生活與使命。2 以弗

所書記載教會是神的身體：「又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

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祂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

一 22-23）「教會」指地方教會連

於那萬有之首而成為一。所有個

體連於耶穌，同一時間，一個主

體代表所有信徒。3 這便是「一

家教會」的神學理念。

耶穌的 DNA 是甚麼？我想

到祂在路加福音的一段公開講話，

可說是祂的「就職演說」：「主的

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

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

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 18-

19）。「傳福音給貧窮人」是耶穌

工作的核心，也是祂身體帶着的

DNA。

最後以兩個反思作結：

1. 當我們經常說要效法耶穌，

香港教會效法得如何呢？教

會有耶穌的 DNA 嗎？我們

似耶穌嗎？

2. 宣道堂旺角堂的陳淑娟牧師

常說：「如果教會關了門一

個星期，附近的街坊會知道

嗎？若不知道，是否正反映

教會在該社區裏是可有可無

的呢？」你的教會是否「得

眾民的喜愛」呢？

（作者是香港伯特利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城巿領導］、溫哥華基督教沐恩堂堂 

主任）

註釋： 

1. 史耐達、魯尼恩合著，紀榮智譯：《解

讀教會 DNA：發現基督身體的生命

密碼》（臺北：華神，2005），頁 32-

35。

2. 陳若愚：《教會、使命與聖禮：基督

教要義導覽》（香港：基道，2018），

頁 127。

3. W a l t e r  A .  E l w e l l  a n d  B a r r y 

J .  Be i t ze l ,“Church ,” in  Baker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8 ), 

4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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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永泰

教 會 深 受 近 年 的 疫 情 影

響，有改為網上聚會、有停止探

訪……證明教會與世人一樣，同

樣活在歷史當中，深受社會變遷

影響。到底教會是在影響人類歷

史，抑或被歷史的洪流掩蓋？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而基督

是掌管萬有的，包括歷史的主權。

教會既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人

是按神的形象被造，教會就有影

響歷史的可能性和責任。教會不

是活在真空當中，而是基督的使

者，宣告祂是萬有之首。

復興的原則：傳揚真理

按筆者的老師理查德．洛夫

萊斯（Richard Lovelace）記錄教

會歷史中復興的元素，其中一個

重要元素是宣講真理。教會藉着

聖經的啟示和歷代聖徒的神學反

思，對上帝真理會比一般人知道

得多。教會要傳揚甚麼福音？甚

麼真理呢？

教會需要
復常抑或
復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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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不是自人犯罪之後才開

始，而是從上帝起初創造天地開

始，讓人認識上帝是一個怎樣的

上帝。祂創造空間和時間，並按

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叫人看

守園子，耕耘大地，生養眾多，

遍滿全地。人類要發展出以上帝

為中心的文化和文明，這責任在

人犯罪和被基督救贖後仍要繼續。

同樣，基督的救贖不僅拯

救個人離開罪惡得着永生，而且

祂從死裏復活，天上地下所有

權柄都是祂的，所以教會要去，

不單要使萬人，是要使萬邦作

主的門徒（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怎樣使一國一邦作主

的門徒，就在乎如何扭轉其世界

觀和價值觀，以致可在每個領域

彰顯基督的主權，包括經濟、政

治、科技、教育、生態等。

天國的福音亦然，就是天國

已經降臨，上帝的管治一直存在。

耶穌對門徒說：天國已經在你們

中間，就是天國初熟的果子可於

現在發生。教會要宣告基督為君

王的天國福音，萬有萬國都要向

祂交賬。

教會的實踐與身分

教會的所行（Doing）和所是

（Being）、教會的行動與本質，

以至實踐與使命都是彼此息息相

關。香港教會在中日戰爭、國共

內戰及二次大戰之中以救助難民

與佈道社福為主。五十、六十年

代慢慢起步，七十年代各種事工

開展，果實纍纍。

然而七十年代以後，教會和

香港人一樣中產化，生活條件稍

有改善，就懼怕變遷，懼怕矛盾，

怕失去言論自由和致富自由。最

近香港教會多人移民，比例較香

港整體人口為多，這是否顯示我

們出現身分危機、羣體危機或使

命危機？ 

香港神學與教會未來

神學反思是教會在歷史和社

會處境中的信仰反省。拉丁美洲

有解放神學，韓國有民眾神學，

台灣有原住民神學，香港教會這

段日子又有甚麼神學？

流散神學似乎是香港教會的

思想。流散海外者要面對文化差

異，留在本港的是原地過渡者，

卻出現心理流散。教會怎樣看一

國兩制？怎樣看國民身分認同？

怎樣看全球化和本土意識？這些

是當前的課題。

筆者在這裏建議幾方面的香

港神學反思：

一、 過渡神學：亞伯拉罕、摩西、

但以理、以斯帖、尼希米等

都曾過渡至一個新的文化。

香港在過渡期內又如何心存

盼望？

二、 邊緣神學：香港是在中國邊

緣，怎樣以小眾影響大眾？

怎樣作鹽作光？怎樣以一小

撮人影響主體文化？這是艾

略特（T. S. Eliot）在《基督

教與文化》中探討的問題。

三、 混種神學：保羅是希臘和希

伯來文化的合體，約瑟是埃

及和以色列文化的結晶。摩

西和保羅都是雙重文化人。

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匯，怎

樣融合本土和祖國文化？包

容並兼是香港的可貴之處嗎？

四、 吊詭神學：香港這彈丸之地

能創作出許多具影響力的流

行文化，如電影、電視和音

樂。人口不多，但遊動於四

海，在世界各地都有親友。

華東水災、四川地震和非洲

災難發生時，香港人是世上

罕有的最早捐獻和救援者。

結論

所以教會需要復常抑或復

興，要看我們如何回歸教會歷史

當中，從而建立自己的身分與使

命，並以基督的創造、救贖和天

國的主權作為起點。香港教會要

重建教會觀，不僅在人數、佈道、

建築物，甚至體制的健康指數上，

而是在乎上帝在人間，天國降臨。

在此時此地的時代反思中，將彼

岸的價值放在當下。

（作者是香港恩光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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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在美國的亞斯

伯理大學（Asbury University）

內出現了 Z 世代逾 280 小時的敬

拜聚會，更因社交媒體應用的

普及，瘋傳網路，吸引許多人如

朝聖般湧至，稱為亞斯伯理復

興（Asbury Revival）。人人紛

紛說：「這會是教會復興的火苗

嗎？」。綜觀近年香港教會從高

峰滑落，加上社會變動和疫情的

衝擊，信徒會否也期望復興？

原來神曾在五六十年代為香

港教會的復興留下腳蹤，若我們

能多點了解，並在祈禱中尋求，

說不定聖靈會再燃起復興的火。

復興的路有十年之久，分有

四個階段。

醞釀期

四五十年代的香港教會，算

得上信仰純正，但靈命冷淡、膚

淺、萎縮。青年人參與團契只視

為正派的社交聚會，遑論祈禱、

讀經、傳福音等。1946 年戰後，

浸信會少年團聯會 1 開始恢復夏

令會，但青年人的屬靈生命變化

不大。

1951 年，情況起了很大變

化。神使用當時在長洲的令會，

主的話語叫赴會者心靈被觸動，

隨處可見流淚禱告和認罪悔改的

情況，很多人被聖靈光照，看到

自己對別人的虧欠，紛紛認罪。

甚至有青年人急不及待要乘船回

家，向家人賠罪、賠錢，然後回

長洲繼續聚會。

復興期

令會過後，經歷復興的青年

人期望延續聖靈的工作，在暑假

文／小乙

復

興

的

火

炬

點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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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前舉辦了一連三日的退修會。

又在下屆令會來臨前，舉辦聯禱

會、冬令會和夏令會，期盼復興

的火能持續下去。1956 年夏令

會後，他們更發起派發十萬張福

音單張運動，數百位帶着印有十

字架記號白色臂章的青年人，分

隊到街頭、木屋區；在大笪地、

新填地夜市場，向人傳耶穌救贖

的福音。這些青年人對罪非常敏

感，時刻儆醒自己要過聖潔的生

活。但他們的行為也引起教會領

袖猜疑，認為他們過於偏激，需

要監管和規範。

由此，對復興存疑的風雨也

陸續吹至。有青少年在令會中受

感動要徹夜祈禱卻被阻止；也有

跪在路邊祈禱的青年人，被人亮

起汽車前燈和響號趕散；更有勸

他們不要為罪流淚痛哭，只要用

紙寫下來後燒掉就可。

爭戰期

聖靈復興的工作不斷在青年

人中間擴大和深化，參加少年團

聯會的團契數目也日見增加。與

此同時，他們和教會領袖的衝突

也持續增加。1957 年，青少年

和教會領袖間的關係變得白熱化，

教會領袖認為有必要規範少年團

的發展。剛好當時有西教士從美

國認識了「佐道會」，便建議以

此來組織青少年的服侍，獲得眾

多教會領袖的支持。同年 8 月，

他們邀請少年團聯會領袖於澳門

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佐道會和少

年團之間，何者更適合栽培青少

年人，與會的教會領袖也分享了

教會與青年人間的關係疏離，期

盼新的組織能將一羣離心的青年

人挽回，恢復彼此和諧的關係，

投票的結果是大比數反對。

青年人面對這種處境，深感

猶如處身爭戰中，迫使他們更愛

主、更追求主、更願意走十字架

的路。他們將 1958 年夏令會的

主題定為「背起十架跟從主」，

開會禮的講員為陳約翰牧師。除

講員的分享圍繞基督和祂的十字

架外，見證的內容是罪的處理、

生命的奉獻和全時間事奉的呼召

與回應。

經過幾年的艱難，少年團聯

會於 1961 年年底舉行會議，商

討聯會應否繼續下去，結果以一

票之差通過結束。

影響期

但在少年團聯會結束以前，

已有幾間教會的少年團決定離開，

自行開設聚會，並成立福音堂。

也有教會的青年人拒絕離開，堅

持繼續留在教會聚會，甚至參與

服侍，但被教會領袖拒絕。有年

多的時間，他們的團契、詩班被

解散，甚至不准教主日學。無奈

之餘，他們仍堅持不應停止服侍，

於是自行於醫院和木屋區作佈道，

但情況日見惡劣，多留年餘後，

他們也被迫離開，成立福音堂。

也有教會對青少年採截然不同的

態度，他們的領袖說：「教會不

可跟隨別人的看法，把大好的青

年人迫走。」結果，因着他們對

青少年的愛惜，智慧的處理，青

年人都留下來。

前後十年的復興好像因少年

團聯會結束而告一段落，過程卻

帶來兩股重要的影響。一是福音

堂的興起。離開的青少年紛紛成

立福音堂，有別於宗派下的教會。

他們在徵詢屬靈長者的意見後，

建立教會時多參照新約早期教會

的模式。二是復興期間，除了浸

信會，還有播道會、崇真會、中

華基督教會、禮賢會和喜樂堂的

青年人也得到復興，更促使了青

少年福音機構的成立，如畢業生

基督徒團契（1957 年）、中學生

基督徒團契（1957 年），香港基

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61 年）和

學院基督徒團契（1962 年）等。

回顧這一段歷史，筆者一方

面慨嘆青少年靈命復興帶來的卻

是教會內的衝突，無論是選擇離

開或繼續留下，都讓雙方受到傷

害。另方面卻是感恩，昔日教會

的冷淡、膚淺和萎縮，並沒攔阻

神的工作，聖靈親自興起一羣年

青人去復興祂的教會。說不定神

會在今天，興起你和我，復興現

時破損疲弱的教會。

（作者是牧養教會經年的牧師，也常參與

文字服侍。）

註釋： 

1. 浸信會教會的少年團，成員主要是中

學生，他們彼此聯繫，成立少年團聯

會，籌辦每年一次的夏令會。它是獨

立組織，不隸屬任何教會和機構。

參考資料：

1. 陳喜謙。《在這些年間—神復興的

作為與學生福音運動》。香港：香港

教會更新運動，2015。

2. 〈平安福音堂「蒙恩傳統」分享系列，

第一次分享：「平安福音堂的起源」〉

可在 http://acrobat.adobe.com/id/

urn:aaid:sc:AP:b08e54a1-cacb-493c-

9fb8 -dd060635d630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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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俗語有云：「一樣米養

百樣人」，但我們不能不承認，

香港自經歷 2014 年佔中運動、

2019 年反修例運動，及至爆發

全球疫症、國安法立法，加上移

民潮，舊有的香港已經一去不復

返。教會在以往慣用的牧養模式

下，的確牧養了一代信徒，但今

時今日仍能因循下去嗎？年輕一

代的離堂現象是教會不能迴避的

問題。筆者在神學教育中接觸到

一些有關牧養年輕一代的反思，

盼藉此分享其中觀察。

年輕一代看到福音與社會的

緊密關係

一場政治運動震盪了香港教

會一貫追求個人屬靈生命、詩歌

敬拜、讀經、祈禱、團契等的主

要牧養模式。當然，教會普遍對

社區服侍有很大負擔，很多堂會

都有不同的社區事工，這是不能

否認的，但市民參與政治運動的

訴求明顯非為獲取更多服務，而

是期望改善政治制度公義。教會

因聖俗對立的框架，視屬靈和屬

世為兩個敵對領域，令有些教會

不單不能回應社會的聲音，甚至

宣揚只盼望來世（將來上天堂）

的信仰，與整個社會對公義的關

注不相干。

這種信仰表述肯定令很多信

徒感到不滿足，感到有違上帝要

求祂子民該有的生命呈現。年輕

一代信徒期望教會能聆聽和關注

社會人士關注的公義議題，並作

出回應，而不是在社會經歷千瘡

百孔時，仍只不住說一套僅限於

屬靈領域、盼望上天堂的福音。

就算一所堂會不可能就政治議題

達成共識，教會也可聆聽和關注，

例如在崇拜禱告中提及，或至少

容許不同意見。

給予空間作不同嘗試

我很喜歡神學家胡安．盧思．

塞貢多（Juan Luis Segundo）的

說法：如果一樣東西在不斷幻變

的世界中都恆久不變，即這東西

是沒有敏銳性的，完全不能與人

類歷史拉上任何關係。1 他這番

話是針對聖禮而說的，但也普遍

適用於教會的做事方式。正因為

整個城市的政治環境變了，下一

代面對的處境與上一代截然不同，

教會必須擴闊對年輕人牧養的 

想像。

他們想要的不是嚮往這世界

以外的領域，而是在此時此地、

真實生活中能呈現的信仰，包括

教會身處的社會，以至信徒身處

的職場、社區、家庭等。言下之

意，信仰及牧養可以走出堂會，

例如斜槓（slash）現在已不是新

詞彙，牧者若以slasher（斜槓族）

身分牧養，有何不可？這種以往

必不鼓勵的做法，今日反而可能

適合，讓信徒從牧者生活中看到

信仰如何被活出來。

我任教的神學院曾邀得一位

校友來午會分享，他從十年的全

職傳道轉為甜品店負責人。他描

文／楊思言

年輕信徒和牧者對
「教會」的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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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當初轉職時發現，甜品店讓他

接觸的人遠多於堂會的任何事工。

很多年輕神學生都很認同他的經

歷，這正正是今日牧者可作的不

同嘗試。

追求增長vs.追求成長

塞貢多討論教會增長時提到

一個很好的對比，就是植物的成

長（vegetative growth）和 小 孩

的成長（maturing growth）的不

同。2 植物只是原地踏步的成長，

用現代潮語來說就是「自肥」。

他認為傳統教會經常追求人數和

事工增長，強調穩定，其實這是

以自我為中心的成長；小孩步入

青少年階段，再邁向成年，要學

會變通，能與不同的人對話，能

服務別人，甚至能參與這世界的

建設。我喜歡他提到的一點，就

是小孩進入青春期總是在冒險，

要自己探索。人要不怕冒險（或

廣東話說的「撞板」），才真正變

得成熟。塞貢多認為，教會真正

的成熟該是這樣，能在新處境作

新嘗試，能與教會以外的不同界

別對話，能自我檢討並改變做法，

而不是一味「自肥」，否則沒有

意思。新一代信徒和牧者正需要

被給予空間，不論在堂會內或外，

作新嘗試。

不要一下子定性離堂或改革

是「消費主義」

容許我再引塞貢多的話：

教會要聆聽無神論的世代。當人

轉離教會，究竟他們是轉離上

帝，還是只轉離教會宣講的那個 

上帝？3 教會都是由罪人組成，

簡而言之，不論是教會的架構或

宣講，都很可能帶有罪。因此一

個人決定離開教會，不一定是他

在「消費」，也可以是源於教會

的問題，或者教會一直以來傳講

的福音並不是聖經教導的福音，

或根本沒有與社會各界的關注拉

上關係，那麼離開可能是反思福

音的第一步。所以教會面對這一

代的離堂潮，可以是非常難得的

反省機會。

上一代領導教會的牧者若

樂於聆聽年輕信徒和牧者的看

法，並放手給他們按領受參與

天國，教會作為有機體（organic 

body），才是真正成長。因此，

不論是空間、做事方式，甚至福

音內容的表述，就容讓他們再 

探索。

（作者是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助

理教授）

註釋： 

1. Juan Luis Segundo, The Sacraments 

Today  (Maryknol l ,  N.Y. :  Orbis 

Books, 1974), 8.

2. Juan Luis Segundo, The Community 

Called Church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73), 35-37, 98-99, 

128ff.

3. Juan Luis Segundo, Our Idea of 

God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7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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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與現實的邊界模糊

我們都活在神所愛的世界

（參約三16），而這世界已進入數

碼與現實邊界模糊的世代。根據

〈Digital 2022 Global Overview 

Report〉，香港16至64歲的互聯

網使用者人均每日上網 6 小時 46

分，1 撇除睡覺的 8 小時，每天有

40% 的時間在網上流連。教會既

然要向人作見證，就難以與網絡

世界隔絕。這幾年的疫情成為契

機，叫教會積極把線下聚會搬到

線上（Of�ine to Online），崇拜、

團契、禱告會、查經班等形成新

形態；但當限聚令消除，很快便

把會眾從線上搬回線下（Online 

to Of�ine）。教會要回復常態，

還是需新舊整合？

筆者神學畢業後，班門弄斧

大膽應用過往職場所學的 OMO

（Online merge Of�ine），嘗試從 

線上和線下的融合營銷策略，以

循環一體化的體驗與服侍對象互

動。去年1月，我們在 Instagram

（IG）建立了 WEUnion Hub（下

稱 WEUnion）平台作線上宣教，

接觸信徒或未信者，引到線下實

體聚會牧養；又從線下邀請朋友

參與實體聚會，引到線上追蹤 IG

專頁，希望透過 IG 限時動態或

貼文彼此互動牧養。我們在線上

線下與人結連，不問宗派、堂會

和來歷，一起各按其職，彼此造

就服侍，盼成為神喜悅的合一見

證（參弗四 1-12）。

相信、接納、同行

不問宗派、堂會和來歷，不

代表我們完全不去了解一個人的

無邊界

O M O
宣教牧養
的探索 文／Esther 

12

封
面

故
事 教會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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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相信每個人都由過去

的足跡形塑此刻的自己，所以願

意接納每個人的過去。也許他是

離堂者、潛泳者、事奉者或未信

者；也許是感性派、理性系或神

經質。只要來到感覺自在，願意

相信和接納我們，又想繼續的話，

便成為「我們」，一起同行，在信

仰課題上交流討論，實踐服侍，

作主的真門徒。

「我們」遇上， 
卻不一定成為「我們」

April 從小在教會成長，大

學畢業後因工作繁忙，已很久沒

有上教會。在社會運動中，她目

睹委身服侍年輕人的基督徒，

看見貼地的信仰，耶穌就在生活

中保護祂所愛的人，這讓她再度

反思信仰，嘗試重新禱告，與家

人和好。本想再多走一步，卻一

直無動力上教會。偶然之下，她

參加了 WEUnion 的線上電影吹

水會，本想積極起來，卻又一次

懶惰。幾天後，突然收到筆者的

WhatsApp，聖靈提醒她不要再

拖拉，然後就成為「我們」，重新

建立教會生活。

May 在成長中經歷欺凌，一

直害怕羣體交流，過去上教會也

只會出現於崇拜，從不參加團契

小組。因為在 IG 看到感興趣的

題目，參與了 WEUnion 的線上

信仰吹水會，這種隔着屏幕的距

離感讓她感到安全與自在，成為

了「我們」一段時間，一起查經

禱告。後來恢復實體聚會，她也

逐漸淡出，惟有在禱告中記念她

的需要。

June 突然透過 WhatsApp 

聯絡 WEUnion（即筆者），期望

了解我們的聚會，也分享她的迷

惘。因為教會領袖的變更，突然

覺得自己與教會格格不入，不知

道是否應該轉教會，並約筆者傾

談，於是我們相約在Zoom見面。

聆聽她的煩惱後，筆者作出一些

回應，鼓勵她再思並與自己的教

會牧者溝通，也一起為此禱告。

她從沒有出席 WEUnion 聚會，

沒有成為「我們」，然而我們成

為她迷惘時的一點支持，成了一

陣子以禱告守望的網友。

筆者相信在 WEUnion 遇上

的每個生命都是由聖靈引領而

來。不論他們會否留下來成為「我

們」，或能同行多久，都會珍惜

能夠相聚和服侍的機會。關係建

立從來都是彼此相信與委身，也

是個人自由的選擇。若清楚知道

自己跟隨聖靈行事，就算一場聚

會只有幾個人出現，那又何妨？

筆者厭倦職場追逐數字的遊戲。

自在的多元文化氛圍

「我們」來自浸信會、五旬

宗、循道衛理宗、播道會、靈恩

派……不同的宗派成長背景走在

一起唱詩、祈禱、查經和討論信

仰，沒任何違和感，也沒甚麼宗

派特色在主導，只抓緊我們的共

同點：相信同一位三一真神，看

同一本聖經。縱然在信仰體會上

看法不同，每個人都可以發言，

期盼一起以經解經，從經文中看

見實體，認識上帝，探討生命，

以真理回應生活，其他的事都充

滿彈性和隨意。

沒有要求下的真Hard Sell
我們沒有規條界限，但有話

直說。我們不要求參與者每次都

來，準時出席，但渴望相見。我

們不要求參與者讀經靈修，卻告

之讀神學更好。我們不要求分享

袐密，但可能會私下相約。我們

相聚不為風花雪月，既然是來認

識上帝，探討生命，自然會講聖

經、神學、禱告和真話。在這充

滿偽裝的世界，我們需要「真」，

我們盼望走在一起，有足夠的包

容和承載力，能夠放下包袱，真

實相交。

線上線下的融合

即使網上也好，實體也好，

不能沒有彼此，也不能取代彼此，

因為香港人早已遊走於這兩個空

間之中。「我們」在網上，在現

實生活，都是真實的我們，偶爾

需要一些距離感，偶爾想要走近 

一點。總之我們走在一起彼此相

愛，就成為合一見證的教會。無

論哪個空間，不都是在同一個世

界嗎？

（作者是 WEUnion Hub 創辦人）

註釋： 

1. 〈Digital 2022 Global Overview 

Report〉；可在 <https://datareportal.

com/reports/digital- 2022 -global-

overview-report>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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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解毒

文／劉文亮

阿光在露台種了香草，每天

吃麵或煮菜便加兩片。吃了一年

多，他開始感到呼吸困難、腹痛、

嘔吐及虛弱無力，被送進醫院，

才發現香草出問題。原來花盆的

泥土含有很多重金屬，種出來的

香草不斷釋出有害物質，使阿光

慢性中毒。

苦毒積聚  毒害心靈

其實世上叫人慢性中毒的東

西還有很多，其中一樣東西叫喋

喋不休。人有心事沒甚麼大不了，

但心事含有怨毒，且不停重播，

問題就大了，累積到某一天就會

劇毒發作！

心中抱怨叫人愁眉不展，久

而久之化為苦毒，人就開始凡事

不感興趣、失去活力、無力關心

家人朋友，且整天怨天尤人！閒

時就在心中想這事怎麼不對、那

人怎麼堅離地、這樣做怎麼不合

理、他怎可以傷害人、我怎樣受

傷……那就要小心。黑暗中的怨

言正發放毒氣。怎麼辦呢？原來

靠耶穌可以解毒。

有一首泰澤詩歌這樣寫道：

「耶穌基督在我心中照耀，不要

再讓黑暗喋喋不休；耶穌基督在

我心中照耀，打開心門，迎接祢

的愛。」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記載兩

個門徒由耶路撒冷走到以馬忤斯，

他們在路上彼此談論，然後耶穌

出現，與他們同行，那時他們知

道有幾個婦女說耶穌復活了！可

是那時兩人滿面愁容。

令人興奮的「消息」只不過

令人驚訝，叫人有盼望的「發現」

並沒有使人解憂。直到同行的耶

穌向他們說話，以聖經引導他們

明白真理，他們的心才打開，甚

至火熱，一幅全新的天國圖畫向

他們展現了。心中有光照耀，黑

暗就無法向人說話！

心靈排毒四部曲

我們若心靈中毒，甚至灰心

絕望，可藉以下四部曲，靠耶穌

好好解毒。

第一步：煞停內心聲音。非

因那些聲音是對或錯，乃是我們

渴望從幽怨中抽身出來，聆聽耶

穌說話！

第二步：積極做好自己。我

們感到不滿而「詬病」雖然無可

厚非，但我們別忘記自己擁有君

尊祭司的身分，亦是神眼中寶貴

的生命，還有榮耀精采的天路要

行，還有未開展的未來。讓我們

在無望世界中返回自身，在神大

愛中做好自己。要知道我們和別

人也要交賬，所交的就是積極做

好自己，向主以愛還愛的賬。

第三步：我要放眼未來。不

埋怨的最佳方法是望向遠方，幽

怨的力量源自將人鎖在絕望的過

去中，為不幸怨憤遺憾，悲哀自

憐。惟有放眼未來，因為看見神，

視野就全然不同。

所以第四步就是：迎接賜我

希望的神。看到未來並非就好，

我們必須看賜人希望的神。望所

以是望，因為在神裏面有出路，

有路就體會到聖靈所賜的喜樂平

安，引領我們朝向天家直跑！

在以馬忤斯路上，耶穌主動

走向門徒，對他們說話，一切便

重新開始了！

（作者是生命福音事工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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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塞一開，宿敵成徒
文／朝朝

生於大數城、受教於名師迦

瑪列門下，並深得法利賽人、文

士和祭司賞識的掃羅，猶太教學

術背景深厚，熱心事奉獨一真神。

知悉有加利利人耶穌宣稱自己是

神的兒子，以基督之名建立的教

會迅速增長，門徒人數極快飆升，

就向祭司長求得文書作為法律依

據，到處抓捕基督徒，捆綁帶到

耶路撒冷懲處。他向主的門徒口

吐威嚇兇殺的話，不單在京城肆

意捉拿信徒，更囂張狂妄，將逼

害的魔爪伸至大馬色。

人人眼看大馬色基督徒災難

即至，誰會想到復活主此時施行

奇事！

被主擊倒的掃羅

仍未及進城，天上聖光驟現，

其能力將掃羅擊倒在地，瞎其肉

眼卻開其心竅，使掃羅明白到：

他逼迫的基督信徒所信的主是真

實的，他們所傳的耶穌真是彌賽

亞、復活的基督！攻擊基督的信

徒就等同攻擊主耶穌！

復活了的彌賽亞、拿撒勒人

耶穌讓掃羅自小所受的猶太教信

仰根基劇烈搖撼！他必須作新的

神學省思，甚至必須為此謙卑尋

求至禁食禱告。

挽回弟兄的亞拿尼亞

那位聽到「掃羅來了」的風

聲而害怕的亞拿尼亞瑟縮家中之

際，卻在異象中蒙召為掃羅按手

治癒其眼，使他重見光明，並宣

告基督的召命，使掃羅作外邦人

和以色列民的使徒，也預告了掃

羅的下半生要為主受苦。

亞拿尼亞奉命行事，劈口就

稱掃羅為「弟兄」，因他明白這

瞎子已蒙主直接揀選，成了主內

弟兄。「……掃羅弟兄，在你來

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

打發我來，叫你能再看得見，又

被聖靈充滿。」（徒九17，《和修本》）

掃羅當下心眼開通，肉眼復元，

就即時受洗歸主，胃口大開，吃

過飯就身體復常了。

為主回轉的基督見證人

我們在宣教事奉中，有時會

遇上類似基督教會的宿敵。有些

人不乏智慧見識，有些人帶着官

方權力，喜歡和當地教會對着幹。

等到有一天神親自介入他的人生，

使他認識耶穌基督是真神，並且

在他生命中有獨特的旨意，他明

白過來，就會成為主使用的器皿。

尤有甚者，他日後成為教會在當

地的強而有力的見證人，對福音

的傳揚大有益處。

亞拿尼亞在此事上也是關鍵

角色。他是第一位稱掃羅為「弟

兄」的人，也是將神的揀選清楚

展示，並為掃羅施洗，幫助掃羅

重整信仰的人。他有自知之明，

了解找掃羅如羊入虎穴，但因主

派遣而勇往直前，證明他在主裏

是剛強的。他有容人之量，給掃

羅自新的機會。亞拿尼亞成為掃

羅進入基督信仰的啟蒙者，以生

命影響掃羅的生命。

現今的教會需要掃羅和亞拿

尼亞，更需要復活主的大能作為。

願眾多悔改的掃羅和亞拿尼亞起

來，願主多多興起其大能作為，

像古時一樣！

（作者是獻身泰國宣教歷數十寒暑的宣

教士）

（徒九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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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浪潮
是 新 一 代
性 文 化 挑 戰 文／鄭安然

早前我就香港性教育議題接

受《星島日報》訪問。第一條問

題是：「你覺得香港年輕人的性

態度是否比以前開放？」相信不

少人直覺認為是，然後就提出性

教育要與時並進，不要講太多傳

統觀念，反要向他們多講「自願」

性行為及避孕方法。但我認為今

天思考性教育時，「保守或開放」

的框框已過時。 

婚前性行為比例不升反跌

根據家計會每五年一次的中

學生性態度調查，1991 至 2006

年的四次調查中，接納婚前性行

為的中學生人數逐漸上升，發生

婚前性行為的數字也逐漸增多。

這可理解為，認知上愈接納一個

行為，就愈大可能實踐出來。但

奇怪的是，2011 至 2021 年的三

次調查中，雖然接納婚前性行為

的中學生增多，但發生婚前性行

為的數字竟逐漸下跌，由 2006

年的最高峰 14.1% 跌至 2021 年

的5.7%為1996年的低位。另外，

中學生的拍拖比例近年不斷下跌。

有趣的是，以上觀察也反映在美

國青年身上，他們同樣愈來愈多

人認為婚前性行為沒問題，但高

中生有性經驗的數字下降；今天

美國高中生的拍拖數字是嬰兒潮

及X世代高中生拍拖數字的一半。

研究世代差異的心理學家

琼．特溫格（Jean M. Twenge）

指這下跌趨勢大約來自2012年，

與香港類似。她形容這巨大轉變

正發生在智能手機普及的年份。

今天的新一代與智能手機一起成

長，高中前已有 Instagram，記不

起互聯網之前的世代。

尋回逃入虛擬的年輕一代

雖然性經驗下跌，但他們觀

看網絡色情的數字不斷上升，情

緒問題也是過往多個年代的青少

年中最高，而且對責任恐懼、更

想留在家中被父母照顧等。這和

早幾代年輕人常逛街、不想回家

和渴望獨立已完全不同。在青春

期階段，新一代需要學習在現實

中與自己和他人相處，接納自己

的不完美，在人際衝突中學習，

過程雖傷痕滿佈，但回頭看會感

恩這個令自己變得強大的機會。

但今天智能手機取代現實世界，

提供巨大和即時快樂，讓他們錯

過成長的階段。一個十分內向的

小六女生曾對我說，現實世界與

人相處很煩，因此自己沒有現實

朋友，只有網上朋友。但強硬禁

止他們使用手機也不是好方法，

因為這等同拿走他們的救命草。

我相信教會在這世代有新任

務，就是引導年輕人投入現實世

界。讓他們知道這裏有接納他們

的牧者和導師，也有羣體相處和

現實集體遊戲的滿足。曾有一位

患情緒病的少女參加教會幾天的

營會後不藥而癒。新一代性教育

背後牽涉整個虛擬浪潮的大環境，

影響新一代的自我觀，進一步影

響他們對情性的價值觀，這值得

我們留意。

（作者是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總監，進入

學校及教會講解合乎真理的情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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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某韓國電影以 1981

年釜山「釜林事件」為背景，講

述 22 名大學生被指控進行非法

集會，因此受到殘酷虐待和拷問，

平凡的稅務律師仗義拯救這班學

生，為他們辯護。這套電影叫好

又叫座，但引發各方爭議，因為

它反映國家的司法腐敗。誠然，

司法公正是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

穩定的要素，也是法律的自身要

求，其主要目的是要在司法程序

和結果中體現公平、平等、正當

與正義，讓公義得到彰顯。

律法中的公平原則

出埃及記二十三章 1 至 9 節

描述司法公正的律法，1 至 3 節

是第九誡「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的演繹，不僅指不誠實，也可能

是在壓力之下而作的。這三節經

文共五個「不可」，屬於絕對禁

止的情況：

一、 「不可隨夥佈散謠言」指不可

散布不實或無根據的言論，

毀壞他人的名譽，藉以妨礙

司法公正；

二、 「不可與惡人連手妄作見證」

指作見證的人不可與惡人結

黨，或屈服在羣眾壓力之下

作假證供；

三、 「不可隨眾行惡」是指不可

隨從羣眾或社會上有權勢的

人作惡；

四、 「不可在爭訟的事上隨眾偏

行，作見證屈枉正直」指在

訴訟上作見證時不可隨從羣

眾轉變，扭曲公義的判決；

五、 「不可在爭訟的事上偏護窮

人」指在訴訟上不可因是窮

人或無權力者而有所優待。

公平的原則甚至引申至法庭

上對頭人的牲畜，百姓也當用慈

愛與良知對待，不可容讓仇恨存

在人際關係上，例如遇見仇敵的

牲畜迷了路，基於道德責任一定

要帶回給仇敵；對頭人的牲畜壓

在重擔之下時，你不要離開，一

定要與他一同解決（參4-5節）。

1至5節的對象可說是百姓，

6 至 9 節主要針對司法官員。這

裏所指的「窮人」不僅指階層，

而是指經濟狀況，司法官員不應

在訴訟上袒護窮人，也不可藉制

度欺負人，扭曲公義的判決。要

遠離謬誤的事，不可殺害無辜人

和義人，因為神不會以有罪的為

無罪。不可收受賄賂，因它能弄

瞎明亮的眼目，扭曲了無辜人的

說話。不可欺壓寄居者，因以色

列人曾在埃及作過寄居的，知道

寄居者的感受。

為上帝秉行公義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常聽

聞妨礙司法公正的事，有些人往

往因為恐懼或個人利益而做出影

響司法公正的行為。聖經提醒我

們，神的子民不可因羣眾壓力、攀

附權貴或袒護弱勢而作虛假陳述

或不實見證，扭曲了公義的判決。

百姓或為官者都應不偏不倚地呈

現事實，以彰顯公義。最重要的是

謹記神會施行審判，不會以有罪

的為無罪。與其懼怕受權者，倒

不如懼怕賦權的上帝更為上算。

（作者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博士候

選人）

司法公正
（出二十三 1-9）

文／譚廷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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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孩 子 的 生 命
        留 下 甚 麼 ？

文／若瞳

父母想子女好好成長，這

是十分自然的事。不過要訂立怎

樣的養育目標才算是好呢？這不

禁令人深思。因為打開報紙，我

們不難發現很多家庭問題涉及

父母的管教，從而造成兩代的隔

閡。若你也落在類似的處境（不

僅父母對子女，也可以是子女對

父母），或者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作品《位置》可以給

你一些共鳴。

安妮．艾諾是 2022 年諾貝

爾文學獎得主，她是生於 1940

年的法國作家，其作品大部分是

自傳體，描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寫得十分出色，並多次獲獎。今

次介紹的《位置》就曾獲得勒諾

多文學獎。

主角與父關係疏離

《位置》的故事看來十分平

淡，一開始主角成為教師，父母

替她高興。然後時間一轉就到兩

個月後，主角的爸爸去世，她要

回老家處理喪事。當事務處理完

畢，她在回家路上忽然有一種「現

在，我還真是個中產階級」的想

法。後來她更想動筆記下她和父

親的距離，形容為「像分據兩處，

不相交的愛」。主角描述祖父是

農莊工人，當車夫或協助農務，

被人提起的特點是「不識字，也

不會寫字」；她父親童年時可以

上學，已經比祖父好得多。不過

父親仍以勞動方式賺錢，例如第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父親曾經在

工廠上班，又曾當建築工人，也

在煉油廠當過工頭。二戰之後，

他曾在市政機構工作，負責填平

炸彈坑洞。她父親是勤勞的人，

作者家庭的經濟也漸漸改善。

不過在主角眼中，「看似幸福的

背後，有一股拚命賺錢的急迫緊 

張感」。

在生活環境逐漸改善的家庭

中，父親和主角的關係也有點緊

張，例如父親會說土話，而且生

活沒有品味，不會閱讀，不會去

博物館。作者面對中產朋友的家

人時，第一樣被問到的就是嗜好，

例如會聽爵士樂還是古典樂。後

來主角長大結婚，她的丈夫也會

嫌棄其父親，因為覺得和他「欠

缺有靈性的對話」。在主角的心

目中，父親最感驕傲的事就是將

主角送進中產世界。

物質生活不及親情可貴

看完這個故事不禁感到唏

噓。為人父母盡力讓孩子過更好

的生活，卻反使兩代關係疏離。

這令我想起聖經的話：「教養孩

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離。」（箴二十二 6）父母

的期望自然會影響子女的生命，

同時連繫着家庭的關係。如果父

母只是一心想孩子有更好的享受，

結果可能會像這故事，下一代有

好的生活和前途，卻賠上親子關

係，甚至到了父母過身，孩子感

受的是終於成為中產，而非哀傷！

希望這故事能提醒我們，物質生

活雖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始終是

家人的關係。

（作者畢業於樹仁大學中文系，現為火苗

文學工作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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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出了甚麼問題

文／爾悅

筆者回顧過去二十多年香港

的傳道牧者面對教會景況的探索

和領受，其中三位牧者的分享或

能給我們一點提醒。

《更新地方教會的策略》

郭乃弘牧師回望九七對教會

的衝擊、展望未來時，在 2000

年寫下此書，給當時的教會提出

方向。

他指出世界不斷變遷，教會

也要更新，不然服侍就沒有果效；

而教會的頭既是耶穌基督，就需

接受祂的指導和差派；教會也是

基督的身體，延續祂在世上的工

作。他提出五個教會更新策略：

一、 更新敬拜：有生命力的敬拜

應重回以神為中心的重要之

事（an important event）；

二、 更新社會服務：放棄從上而

下的施與、受助，學效耶穌

道成肉身的虛己，進入人羣；

三、 更新傳福音：離開只能暫時

叫人舒緩的福音，回歸耶穌

被釘十字架的福音起始點；

四、 更新培育：改變着重聖經和

宗教知識的培育，效法猶太

人的會堂和家庭教育，結合

信仰在生活經驗中；

五、 更生團契：讓信徒能共沐於

聖靈同在的團契生活中。

《為何教會不像樣》

陳喜謙牧師在 2008 年出版

此書，內容是他在機構和教會的

服侍經歷。他點出教會真正的問

題純粹是對教會觀缺乏認識，故

此書的副題是：論「教會觀貧乏

症」的成因與解藥。他提出教會

是父神的家、基督的身體和聖靈

的殿。回應這三個信念，教會需

有三個功能：敬拜神、對內的團

契生活和對外在地上繼續基督的

行動。至於怎樣實踐，他沒有給

我們很多教導，讀者可參看書內

「藉着按牧教導教會觀」的範例

（頁 151-154）。

《不做堂會奴隸， 
成為基督身體》

馬保羅牧師在 2018 年出版

此書，這是他第二本著作。2008

年他在《堂會確是一間有限公司》

指出教會在現有社團條例、堂會

發展和增長模式下逐漸變成堂會。

惟八年後教牧和信徒領袖的擔子

愈見沉重，於是他再接再厲，指

出要分清堂會是服侍教會的工具，

不好本末倒置。

書中第一部分診斷教會六大

問題；第二部分是基礎，分享他

對教會的看法；第三部分是實踐，

指出教會作為基督身體的七個必

要元素。全書內容夾雜他的理念

和經驗，尤其他在細胞小組網絡

裏的領受。

探求出路

二十多年過去，回顧書中描

述，教會景況竟未見出路。三位

有心牧者在不同時期不約而同提

出教會的問題就是教會觀的問題。

盼望他們所言能給我們一點亮光，

尋求主的帶領和託付，繼續探求

以祂為元首的教會出路。

（作者是喜愛閱讀，樂於分享閱讀之豐潤

的牧者。）

參考資料： 

版面所限，請到本會網站 www.ccmhk.

org.hk《傳書》電子版內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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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揀選的張蔥仔
文／胡保羅

張蔥仔，原名不詳，蔥仔可

能是婆家給她起的渾名。她兒時

被帶到陳塔嫂家當童養媳，陳塔

嫂成了她的養祖母。按當時習俗，

童養媳 4 歲要纏足；稍大要學燒

飯、洗衣、做衫、刺繡等；10 歲

後不許出門；14 歲就成婚。但主

的揀選改變了她的人生。

蔥仔因主成聰明

馬偕宣教士（George Leslie 

Mackay）1 到台灣淡水展開福音

工作時，張蔥仔那年 12 歲。陳

塔嫂到淡水聽馬偕講道後深受感

動，更帶同村婦女前往聽道，成

為當地首位女信徒。

翌年，馬偕到五股坑陳塔嫂

家鄉傳教，得到村民讚許，村長

更捐出一塊地興建教堂。台灣北

部首間教堂建成，馬偕開始招收

12 歲以下小孩來教堂學習，常遭

是創舉。英國領事更要求張聰明

本人、其親生父母和養父母寫誓

約書，表明心意。她的誓約書說：

「我張聰明，現當眾位眼前，推

心謹告，現在甘願配與教士馬偕，

成為夫婦，以我自信，毫無阻礙。

我望眾位眼前共悉，我張聰明現

配與你馬偕永為我丈夫。」內容

雖簡單，但筆跡樸拙，語氣中表

現出不懼怕的自信。

聰明婚後隨夫度蜜月——訪

問台灣北部的教會，完成了她首

次的宣教旅程。

由家庭開始宣教服侍

聰明與馬偕育有三個孩子，長

女偕媽蓮（Mary Ellen Mackay）、

次女偕以利（Bel la Cather ine 

Mackay）和幼子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馬偕是個忙人，

大小事務都親力親為，上午教神學，

公婆苦待的蔥仔是其中一人，惟

她讀書聰明，並將獲得的獎學金

交予公婆，才得繼續上學。而她

的原婚配對象在同年病逝。

1878 年，18 歲的張蔥仔受

浸了，馬偕給她改名為聰明。後

來經馬偕的學生陳雲騰作媒，又

徵得陳塔嫂和蔥仔家人同意，她

和馬偕於同年5月17日在淡水英

國領事館由領事為他們主持婚禮。

靠主無懼的婚姻

他們的婚姻並非草率從事

的。馬偕就曾遭差會質疑，馬偕

說：「我在這裏看見婦女一直被

輕視和忽略。我經過長時間的考

慮和祈禱，決心要娶漢人婦女作

伴侶，來拯救這羣被遺棄的婦女。

況且她是年輕、有愛心和熱心的

基督徒。」張聰明在那保守的年

代大膽嫁給外籍宣教士，算得上

張聰明不辭勞苦緊隨其夫馬偕博士

的宣教服侍。圖為其全家福。

被主揀選的張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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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到醫館為病人治病，晚上幫學

生測驗，家中事務都由聰明處理。

除了馬偕和兒子不習慣台灣料理而

吃西餐，他們一家的生活，睡的穿

的都與本地人無異，直至日據時期

才改穿洋服和睡鐵床。

聰明除照顧孩子，打理家務，

她的家也是個接待的地方。來她

家的人很多，有學生、外國人、

領事、商人、南部的宣教士和路

過的旅客。所以當地有句話說：

「去馬偕娘仔那裏坐坐。」而凡

到來的，她都欣然接待。

傳承宣教服侍

婚後23年，馬偕安息主懷，

張聰明才 41 歲。還好三個孩子

都已長大，大女兒 21 歲、二女

兒 20 歲、幼子 19 歲。馬偕離世

前兩年，兩位女兒分別在同一天

和兩位本地人結婚。

大女兒媽蓮嫁予其父在淡水

的學生陳火之子陳清義，兩人婚

後到艋舺（現新北市萬華）服侍。

媽蓮性格溫和，二人領養了一對

兒女，兒子後來是著名的畫家，

任教淡江中學，女兒是牧師娘。

次女以利嫁給其父在牛津學

堂的學生柯維思，他畢業後留校

擔任助理，同時在醫館幫手，深

得馬偕疼愛。馬偕離世後，張聰

明和以利一家回加拿大暫居，直

到 1907 年淡水女學堂開課，以

利受聘回來擔任教員。他們有一

個兒子，是教會長老，也是作育

英才的教育家。

馬偕離世時，叡廉還在唸書，

於加拿大完成教育碩士後，隨即

和羅仁利（Jean Ross）結婚。婚

後七個月，就回台灣創辦當地第

一所男子中學，擔任校長，直到

70 歲才退休，留在淡水終老。

聰明的服侍

主揀選張聰明嫁給馬偕，也

悅納她的祈禱。當時的社會受封

建禮教束縛，婦女要自由外出簡

直匪夷所思。因此一二百人的聚

會只有幾位婦女，並且多是老婦，

但在她婚後與馬偕一起服侍時，

便打破局面。聰明聰穎賢慧，能

說能寫，又諳英文，也熟悉當地

風土人情，能用台語將聖經的教

訓清晰淺白地表達，吸引年輕婦

女聽道。

1879 年她與閏虔益（Rev. 

Kenneth Junor）師母合力在教會

內服侍婦女；1882 年馬偕創辦

牛津學堂，身任校長，聰明是六

位老師中唯一的女性。馬偕回加

拿大述職時，她曾隨同到東部各

省訪問，更被邀請上台分享她的

經歷，叫人印象深刻。他們更獲

支持於1884年成立淡水女學堂。

雖然因民眾尚未開化，不願女兒

在外拋頭露面學習知識，開學時

僅招得 34 名葛瑪蘭（宜蘭）平埔

族 2女孩。但隨着女學堂的擴展，

12歲以上的女孩都能接受教育，

成長起來的婦女慢慢成為女傳道

和婦女的指導者。

張聰明與馬偕結婚時，兩人

都未有兒女私情，但在她被揀選、

被賦予新名字後，他們踏上一起

服侍的路。主不單改變了一個童

養媳的命運，也使用她幫助丈夫、

養育傳承福音工作的兒女、更藉

她打破許多當時婦女的宿命，藉

服侍將更多婦女帶到主前得恩。

（作者是位廣閱中外宣教士傳記，以展

現這些神僕人美好生命來祝福信徒的 

牧者。）

註釋： 

1. 馬偕宣教士生於 1873 年，27 歲時被

加拿大長老會派到台灣北部。他於

1901 年安息主懷，侍主 28 年。

2. 與高山族同是台灣原住民。

他們一家都融入本地人文化和生活習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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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精 神 病
同 行 四 十 載

一般來說，精神病康復者不

會主動分享這病，因為有標籤效

應。我們的見證，也不是「成功

神學」可用的例子。但近年來，

我的態度軟化了。我不值同伴們

被人看不起的事實，於是嘗試講

多些、寫多些。「愛裏沒有懼怕；

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

壹四 18 ）

猶如一根刺

這個病非比尋常，初期反覆

的病徵，可以很折騰：失眠、幻

覺、幻聽、失控、腦功能退化……

十分煎熬，也使人失去動力和生

存意志。我不能保住一份好工、

與別人好好交往、持續參與有意

義的活動，甚至讓生活作息穩定。

從確診那一刻，似乎已奠定了下

半生不能做個「正常人」。

這些年來，反覆的病況和不

間斷的吃藥、治療，我早已習慣。

但感謝主，在心底，我仍有感恩

的空間。記得四十年前，我在英

國升學，因為首次離鄉別井，身

心靈都不適應，短期內精神病病

徵一一湧現。同年，我認識了主

耶穌，帶我決志的新加坡姊妹為

我度身訂造了一套栽培課程，又

送上親手縫紉的刺繡，上面寫着：

「生命要活出花朵，並要超越她

的種子所承諾的！」我很感激她。

畢業回港後，我的舊同學都說我

變了；以前是自大、疏離的人，

信主後卻變得平易近人，簡直是

個奇蹟！

信主以後的道路並沒因而平

坦，我的心也少有平安。但在我

掙扎時，聖靈會提醒我：這病是

神給我的一根刺，告訴我人生並

不完美，我不能凡事倚靠自己。

保羅說：「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

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

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林後

十二7）於是，我就繼續信靠神了。

年輕時，神讓我選擇了教學

這個行業。二十年來，我先後教

過中學、小學、大專、教育中心、

教會兒童班，最後做了私人補習。

與年輕人和兒童接觸使我有許多

窩心回憶，雖然也夾雜不愉快的

片段；與此同時，工作壓力也不

少，我一直需服用重藥、見輔導

員等才能堅持下去。

聖靈的陪伴牽引

聖靈本來是貫通神和我之

間的橋樑，但我信心不足，所以

自問還是個在暴風雨中「小信的

人」。讀經也因為腦袋不濟，未

能好好吸收其中精義。我愛讀詩

篇，尤其讀到詩人在危難中向神

的呼求：原來我也可以這樣向神

求出路！我也想像自己像雅各和

約伯一樣，是個義人，在困苦中

與神與人角力，求神給我一個公

平的結局。人是不能完全明白自

己的，但神可以！祂說過只要我

堅持下去，最終必有賞賜；我堅

持讀經祈禱，尋求神的心意和教

導。聖靈告訴我：神在我一生中

有祂的預備。多年來在身邊的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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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精 神 病
同 行 四 十 載

文／Jackie

伴也告訴我：「神要幫我，祂自

有祂的方法。」真真不錯呢！

大概這個病太複雜了，要處

理也實在不容易，教會直至現在

都沒有關顧我們的團契。但我感

恩，自從大學畢業回港以來，我

學會了在母會的小組裏，與沒有

病的姊妹們相交。她們很接受我，

除了細心聆聽我的傾訴，為我的

病不住禱告外，也很願意與我分

享她們生活的點滴。這份情誼，

實在使我感恩不盡，因此我希望

以自己的綿力，藉着溝通，讓平

常人能對精神病患者有多一些認

識，少一些誤解。

神告訴我，祂不計較我的眾

多軟弱，祂自有用我的地方。「我

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

後十二 9）祂在我離職後領我加入

了康復者團體，認識很多同病相

憐的朋友，一起參加活動、飲茶

食飯；有了互相支持和鼓勵的病

友，我的病況似乎不那麼恐怖了！

我有了安全感，學習放下身段，

也開始對自己是康復者的身分有

重新的想法，不再忌諱公開自己

的康復經驗。中心安排了大大小

小的機會讓我分享，得到的回應

也很正面，我的膽子大了不少呢！

成就不一樣的我

自己既經病困，便對其他有

需要或有軟弱的人，格外敏感，

主動關心。我嘗試在同一天空下

與他們認同、關心他們，也尋求

在行動上的配合。曾經有一段日

子，神賜我機會不斷接觸這些與

自己背景截然不同的人，使我對

人情世情有更深的體會，也學習

以同理心與人相處，用平常心面

對風浪，感謝主！大概我這個人

在信主後變得隨和友善、在教會

內外也有不少朋友，雖不能說有

病是福氣，但這病的確成就了不

一樣的我。

這些年來，雖然要繼續與負

面思想、精神障礙搏鬥，經歷也

不少，但神證明祂沒有撇棄我（參

詩九十一 9-16）。神給我靈感、

能力和機會，在教會、社區、報

章雜誌，用筆桿發揮我所聽見、

看見、感受到的一切，傳達愛的

訊息。而讀者的回應和鼓勵，成

了我生命裏的強心針。我除了感

謝神，還能說甚麼！

今天，我終於明白，神一步

步地引領我走過人生的高山低谷，

祂要我知道：精神病不能把我困

住，是祂揀選我去彰顯祂的大能，

在我這個卑微的人的身上！我感

恩祂在我人生中的安排，也深信：

祂要救我，必救我到底（參來七

25）。但願人生路一直走下去，

仍能繼續見證祂的名！

（本欄歡迎讀者投稿，稿例請參看本刊

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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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在工場發生衝突時，

差會、差派教會、宣教士、工場

的教會或機構、會友、同工等每

一單位都會承受負面影響。在宣

教士與工場夥伴之間，差會擔當

調解人的角色，實是責無旁貸。

找出根源  避免衝突

處理衝突不是上策，減少甚

至避免衝突才是上上之策。發生

衝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差會首

先要自我反省，是否對宣教士缺

乏關心，對工場夥伴是否沒有保

持交流；也要向神求智慧和勇氣

面對，求賜饒恕和諒解在雙方的

心內動工。處理衝突不是要擔當

法官角色判決對與錯，重點是處

理彼此間的差異，把張力與衝突

帶來的破壞減至最低。

了解雙方衝突的根源尤其重

要。若是原則性引起的衝突，如

基要信仰、道德或誠信問題，且

問題出自宣教士，差會應當向工

場致歉，然後召回宣教士進行督

導。若是當地工場出問題，就好

言指出不是之處。若是能行，可

以和解合作。

在宣教士申請加入差會的過

程中，差會當然會對宣教士的信

仰、品格、團隊合作等作多方面

審核和評估，因此在一般情況下，

宣教士很少發生原則性衝突。衝

突通常源於人際關係、文化衝擊、

機構或教會傳統等，而處理這些

情況並沒有對與錯，差會需要的

是取得雙方信任和認同其調解人

的身分。

個別約談  了解實情

在了解情況的起初階段應個

別約談，處理宣教士和工場領導

的情緒張力。與宣教士應彼此尊

重，不可用上司下屬的口吻應對。

要聆聽對方話中之話，思想宣教

士在日常的報告中有沒有引起衝

突的線索，切勿以辦公室思維推

想衝突源頭，要明白宣教士在工

場面對團隊不同的處事方式和價

值觀，以及文化處境因素帶來的

不同。最後透過聆聽引導宣教士

看見自己的盲點。

與工場負責人約談時，要讓

對方明白彼此是事工上的夥伴，

同作神國福音的僕人。切要避免

對方誤認差會想推卸責任，站在

宣教士一方來問責。明確表達彼

此同是領袖的身分，一致目的是

解決宣教士與工場處事的分歧。

雙方可借用摩西的岳父—米甸

祭司葉忒羅 —在出埃及記第

十八章的方法，以先觀察、後建

議的方法處理。

最後邀約雙方進行溝通，以

解決彼此之間的差異，讓彼此有

明白、諒解、復和與繼續事奉的

機會。若彼此不能繼續同工，亦

需要藉着禱告，祈求神賜福雙方

事奉的路，讓神國事工不會蒙羞，

福音工作不致受損。

（作者是美國中信海外差傳部部長）

文／黃宇奇衝突
處理宣教士
與工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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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頒布大誡命和大使命給

每位基督徒，即使少年和兒童，

也可以和必須參與在神要救贖萬

國萬民的宣教裏。然而，少兒是

否認識神創造和救贖他們的目

的？宣教與他們有何關係？宣教

與他們每天寫作業、求學和考試

有何關聯？如何活出神的話語，

過討神喜悅的生活？如何帶領人

來認識神？…… 同時，身為少兒

的父母、牧者和導師，在培育宣

教少兒中扮演哪些角色？父母和

教會會否懷疑年紀尚輕的他們不

夠資格成為神的器皿？他們現在

能被神使用去祝福人嗎？

神所看重的宣教少兒

翻開聖經，我們看見神非常

重視少兒。神愛他們，也使用他

們。今天神仍要興起少兒成為這

時代的宣教精兵，去見證和傳揚

祂：誠實、正直、在誘惑中堅定

信念保持聖潔和有神的同在（參

創三十七 2-36，三十九 1-23 的

約瑟）；有智慧、懂事和體貼（參

出 二 1-10 的 米 利 暗）；受 敬 虔

人影響、有人為他禱告、認真

學習、警醒、專注聆聽、忠心事

奉，並得神和人的喜愛（參撒上

一 19-28， 二 18、26， 三 1-20

的撒母耳）；合神心意、耐心等

候神的時間、關心神的榮耀過於

自己的安危，並以信心倚靠神（參

撒上十六 6 - 十七 58 的大衛）；

在困境中不埋怨、在痛苦中關心

人的需要、向未信者見證神的能

力，並指引人到神面前（參王下

五 1-19 的以色列無名小女孩）；

不偏左右、效法敬虔的先祖行

神看為正的事和尋求神（參王下

二十二；代下三十四的約西亞）；

以智慧應對、認識自己與天父的

關係、以天父的事為念和順服父

母（參路二41-52的耶穌）；主動、

無私又慷慨奉獻，並樂意與人分

享自己所擁有的（參約六 1-14

的無名小男孩）。而少兒的父母、

牧者和導師就是宣教少兒的生命

牧養者、教導者、塑造者、訓練

者、推動者、引導者、影響者、

效法者、輔導者、代禱者、陪伴

者和激發者。

宣教營會訓練精兵

過去幾年，我們與教會及基

督徒家長一起配搭，透過少兒宣

教精兵訓練營培育牧養下一代導

師和少兒的宣教心，裝備他們成

為胸懷普世的天國精兵，激發他

們現在便投身家庭、學校、職場、

教會、社區等，過宣教的生活，

日後投身宣教的禾場。

為了加強導師和少兒的參與

興趣，營會的內容設計與節目策

劃緊緊相扣，結合聖經信息教導

傳遞真理及體驗式活動，加深學

習、實踐與經歷，包括培訓他們

認識宣教、宣教的神和自己在普

世宣教中的角色與使命、體驗保

文／葉淑芳少少 兒兒 宣宣 教教 無無 國國 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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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和初期信徒的宣教之旅、效法

他們在掙扎中全然獻上生命給主、

認識救恩和福音的真意、建立信

仰和宣教的聖經基礎、生命更新、

塑造和培養屬靈品格、認識與發

揮恩賜、接受訓練、學習事奉和

團隊配搭。

營會還設有營前的宣教功

課、與宣教士零距離交流、即場

給予少兒鼓勵與代禱、每晚為普

世宣教禱告、回想當天的學習及

寫成長日記、每早晨配合主題作

靈修、操練書寫和分享個人得救

見證、禁食禱告、禱讀等，使導

師和少兒培養各種宣教習慣，在

每天日常生活中努力跟隨主，積

極投入天國的救贖工作。

別輕看少兒宣教心

不可叫人小看少兒年輕，他

們跟導師一起，生命被主觸摸和

激勵。有的從搖頭拒絕順服到靜

默思考；有的為自己可以跟保羅

一起走當年的宣教路而深感榮幸；

有的立志成為小保羅，不以福音

為恥；有的夢想成為宣教士；有

的願意拿起宣教的接力棒；有的

看見宣教士已做了很多貢獻，而

表示他們能受苦，我們也能，因

為苦難比起獎賞，實在不算甚麼；

有的發現宣教不只是口說而已，

更是用行動活出主的樣式；有的

願意突破自己吃不喜歡的食物；

有的看見周圍的人和老師的福音

需要而向他們傳福音；有的從愛

和服侍身邊的人做起；有的要好

好學習順服神和父母；有的知道

信仰的路不容易，禱告求主加添

信心和力量來信靠祂；有的為福

音的緣故，求主改變懶惰、埋怨

和內向的性格，好能完成使命；

有的要多讀聖經和世界各地的新

聞，好知道神的心意和為世界禱

告；有的希望還沒信主的人能在

他身上看見神的光等。主的工作

還未結束。

營會後，我們從導師的跟進

中得知，有些少兒開始思想生命

存在的價值與真義，並規劃自己

的宣教人生。有些主動提出要參

與福音工作，關心有需要的未得

羣體；有些到醫院探訪病人；有

些繼續接受事奉培訓，預備自己

參與各項服侍。

我們不過是神的僕人，是與

神同工的。我們相信惟有神使導

師和少兒成長與改變（參林前三

5-9），成為合主使用的貴重器皿

（參提後二 21）。讓我們齊心攜

手，在世界還未得着下一代之前，

讓基督先得着他們，引導他們渴

慕與跟從基督，讓宣教的火繼續

傳遞和燃燒。

（作者是馬來西亞中信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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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雜亞洲生活文化

秘魯是南美洲國家，也是

一個多元文化國家，當中又受西

班牙的影響，如很多建築物都有

西班牙特色。但最讓我驚喜的就

是，有很多亞洲國家的文化都深

入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去

市場買食物，很容易就找到不同

的中國蔬菜。這裏的豉油，西班

牙語也叫「豉油」、豆腐也叫「豆

腐」，只要你用廣東話說出你要

的中國食材，他們都聽得懂。當

我跟他們說：這些食材名字的發

音其實是廣東話，他們都難以置

信，因為他們對這些名稱已習以

為常，以為是西班牙語！他們也

會學我們中國人慶祝農曆新年和

中秋節。他們稱呼當地的中國餐

館是 Chifa，其實就是中國人的

「食飯」，讓人感到很親切。

中國人在秘魯已有二百多年

歷史。很多時在十個秘魯人中就

會遇到一兩個擁有中國人姓氏的。

大多數秘魯人對中國人都很尊重，

他們稱呼所有第二代和第三代的

中國人做Tusan（即「土生」），意

思是中國人的後裔。

我和太太在秘魯讀神學和事

奉已經四年。我曾經在南美的委

內瑞拉住了二十多年，也有機會

到巴拿馬參加事工，但從來沒有

見過一個南美國家，像秘魯有這

麼多中國人的傳統，所以感覺非

常親切。感受到他們很像我們中

國人都是保守派。

事奉中的文化衝擊

話雖如此，在事奉中仍會面

對不同的文化衝擊。例如我們帶

領團契時，有時講題的內容未必

能滿足所有參與的年輕人，因為

團契中有一部分人是在秘魯出世，

另有一部分人是來自中國；有些

人只懂西班牙語，有些人只懂普

通話，所以聚會時常遇到語言的

問題。但感謝上帝的恩典，有很

多都懂西文和中文，可以幫助我

們翻譯，突破語言的限制。

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從中國移

民來的，但他們的兒女是在秘魯

出生，因工作的緣故，沒有很多

時間陪伴子女，加上父母與子女

的成長及文化背景不一樣，故產

生很多家庭問題。這些問題令人

感到很頭痛，不知道怎樣解決，

因為雙方的文化背景截然不同。

雖然如此，卻讓我們學習倚靠上

帝的恩典和智慧事奉。每一次的

挑戰都不一樣，但每一次我們都

經歷到上帝親自作工，並祂的神

蹟。每一次的困難，都是一個學

習機會。感謝神！

現在我們很多事工都使用雙

語進行，不懂中文的年輕人，也

會學習唱中文詩歌，這些年輕人

非常聰明，他們為了唱中文詩歌，

就將中文寫成拼音；為了去事奉

上帝，讓中國人和秘魯人都可以

聽到讚美神的詩歌。

文／劉嘉禮、馮燕

秘魯—
一個有家鄉感覺的國家

文／劉嘉禮、馮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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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突破隔閡

在過去的復活節，上帝再次

讓我們經歷祂的恩典，也見證了

不同文化的弟兄姊妹同心事奉，

是何等的美！當日教會中西文組

一起到一個貧民區舉行福音佈道

會，不同文化的秘魯弟兄姊妹成

為一體去事奉：懂西班牙語的負

責唱詩歌、玩遊戲和分享福音，

不懂西班牙語的則負責送禮物和

看管場地，大家衝破語言的隔閡

同心事奉，成為一幅很美麗的圖

畫。無論遇上多少甚或很多不同

的文化衝擊，我相信靠着上帝，

一定可以得勝。因為差派的是耶

和華，供應的也是耶和華，祂必

會成就自己的旨意，耶和華的名

是應當稱讚的，願祂得着最高的

榮耀！

（作者是美國中信駐秘魯宣教同工）

 秘魯是南美洲國家聯盟的成員國，人口估計為3,600

萬，民族包括美洲原住民、歐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

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一些地區通用克丘亞語和其

他印第安土著語言。各民族文化傳統融合在藝術、

飲食、文學和音樂等領域，創造了多元的表達方式。

 秘魯的宗教是天主教和安第斯神話的結合。儘管目

前 75% 至 81.3% 的人口被認定為天主教徒，但秘

魯的宗教儀式和慶典深受西班牙和本土文化影響。 

 秘魯的 Machu Picchu（馬丘比丘）被選為現

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秘魯生產最多不同品種的薯仔，是世界

之冠，共有 41 種品種。薯仔也是秘魯人

每天的家常便飯之一。

 秘魯有大約三十多萬中國人，其中有一半是

經營餐館的。在首都中心有唐人街，是遊客必到的

景點之一。

1.

2.

3.

4.

5.

Alex & Elisa 想你知：
秘魯的信仰、文化、風俗、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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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李偉良、韓昱：感恩但以理國際學校的建築工程及

時完成，並預備第一屆學生和教職員。記

念籌備8月1日開學及8月18日的開幕禮。

劉成發、胡秀梅：將於7月到台南出席神學畢業禮，

求主保守行程。未來數月有海外肢體到泰

北擔任中文老師，求主使用他們成為學生

的祝福。

哈海山、馮惠茵：記念6月初接待訪宣隊，6月中回

港述職，均有美好分享。阿小先於 7 月初

回泰南預備但以理國際學校開學，記念哈

山與孩子在港時各樣順利。

辜質純： 為泰國同工在空氣污染的情況下領導羅勇

青少年事工的健康祈禱。為未來在三藩市

建立泰國教會的一切所需禱告。

何文怡： 請為社區探訪及邀請村民參與福音聚會禱

告。祈求有足夠的英、中文老師，加入團

隊一同服侍。

緬甸

感謝神！動亂中的緬甸仍有事奉空間。為神學院

2024新學年招生，求主揀選及呼召祂的僕人；為緬

北門訓中心物色長遠地方禱告，求神預備購地和建

築的經費。

 中南美洲地區 
厄瓜多爾

梁健民、周慧嫦：感恩部分弟兄姊妹可在疫後回鄉

探親，也開始有訪宣隊前來支援。為一切

籌備，訪宣團隊的適應，及華人社區的積

極反應祈禱。

伯利茲

夏偉鵬、曾麗珍：麗珍自去年兩次中暑後，愈來愈

難適應炎熱天氣。請記念我們已回美國休

息，並尋求神引導是否全然退休，或轉為

短期宣教。

 亞洲地區 
香港本土任務 
洪少樂、楊秀英：記念秀英 7 月與神學生往泰北短

宣行程平安；少樂母親身體日漸衰弱，求

主賜得救的平安和盼望；求主為在港日本

人福音事工開出路。

陳偉娟： 求主賜智慧與不同的宣教有心人適切同行；

又賜下策略開拓新工場及本土跨文化工作。

為未信及已信家人的得救和信心代求。

關珮而： 求主賜健康和專注力在 6月中順利完成所

有功課。感恩爸爸有胃口，求主保護他行

路穩健。家人早日信主。

台灣

梁志韜、沈潔瑩：記念在新工場的生活適應及事工

開展；求主賜智慧及謙卑的心與主任牧師

配搭。求主幫助潔瑩恢復健康。

南韓

小娜： 自父親中風入院施手術後左半身癱瘓，現

已轉入療養院接受復康治療，求主憐憫醫

治，並讓父親願意信靠祂。

永泉、影婷：7月將回港述職，求主帶領路程平安，

與弟兄姊妹有美好相交。

印尼

凱特（暫留美國本土服侍）：第一期培訓課程剛完成，

求神指引下一步。求神帶領能順利完成美

國入籍事宜，早日返回工場。

保羅、恩惠：記念能按時完成神學作業；求神帶領

述職行程所需辦理的事情能順利；為簽證

延期能順利簽批。

澳門

郭麗思： 求主賜智慧計劃下半年的石排灣事工，並

有充足同工支援拓展。求主保守身心靈，

供應一切所需。

李妙如： 求主使用《宣子兵法》差傳課程，能擴闊

學員眼界，堅固他們的宣教心志。記念少

年宣教營的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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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達黎加

為長者福音事工安排：醫療健康講座、探訪養老院

及關懷社區長者；為中南美洲第二代華人的青年福

音事工：網絡見證短片，收錄信仰難題解答代禱。

秘魯

劉嘉禮、馮燕：為帶領敬拜隊的新挑戰，同時妥善

分配照顧孩子和教會事奉禱告，求主賜智

慧祝福孩子和弟兄姊妹。

委內瑞拉

趙振光、敖敏怡：感謝神保守振光的身體逐漸康復。

記念與哥斯達黎加中信商量派遣訪宣隊到

來教會服侍，求主幫助。

 大洋洲地區 
新喀里多尼亞

資深同工於10月移居法國，求神興起本地信徒成為

同工，又差遣教牧或宣教士到努美亞全時間服侍。

瓦努阿圖

安德魯： 感恩疫後通關能與妻子家人有美好相聚，

又與新加坡的神學院同學有團契分享。求

主幫助眾人渴慕真理，更求主保守能忠心

服侍。

斐濟

感謝主！斐濟華人教會已於5月14日正式加入新西

蘭恩慈台福基督教會，求神賜福，又預備合適牧者

帶領教會。

 歐洲地區 
法國

斌、玲： 為能認識新的福音對象禱告；為即將畢業

的學生繼續認識神；求主使用馬城的外展

福音工作堅固信徒扎根在真理上。

德國

丁利昌、吳燕美：由德國牧師分享的「十誡」系列講

道已結束，求神感動信徒積極活出祂的話，

成為法蘭克福的鹽和光。

 其他地區 
連心橋： 感恩上半年有機會重返菲律賓探望過去服

侍的教會，堅固信徒；求主帶領下半年外

出教學的行程及預備。 

驢子： 癌症療程後正處康復期，記念身體愈來愈

健壯。新一期的婚姻家庭課有主的同在，

讓學員學以致用。

叮叮、噹噹：盼6月能取得簽證，7月出發到新工場

開始宣教培訓。求主預備合適又相宜的事

工及家居用品；並為我們的適應，及每天

開車出入平安禱告。

麥子： 求主保守已信主媽媽的健康，又藉弟兄姊

妹的探訪，激勵她上教會；也求聖靈感動

哥哥一家信靠神。

爾彥： 為每週帶領不同聚會及每天的晨禱會，求

主加力並保守身心靈健壯；求主賜智慧和

辨識力裝備和牧養信徒。

如一夫婦：婕一肝酵素偏高，求主幫助注意生活作息，

照顧身體及定期複檢。記念未信主家人早

日認識基督。

月季： 感恩漸漸適應新工場的生活，求主幫助能

與夥伴建立關係，逐步開展服侍，又求主

保守能在工場上繼續神學進修，好好裝備。

漁夫： 感恩可探望曾服侍的教會，求主使用個別

輔導的時刻，使他們內心剛強。又求主開

啟更多培訓的門。

枝子： 求神賜智慧完成多語文網頁建構，並明白

祂對網頁主題的心意；更感動有經驗的肢

體參與，賜異象製作福音短片。

 

鄧仲明、梁淑蓮宣教士任期已於 2023 年 5 月 31 日

完結，本會感謝他們過去多年的服侍，願上帝帶領

他們前面的服侍方向。

如欲閱讀各宣教士的代禱信， 

請瀏覽：www.ccm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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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信 差傳祈禱會
一起參與  了解工場  學習差傳  同心守望

日本祈禱會
日期：2023年6月25日（星期日）

 2023年7月30日（星期日） 
（逢每月最後週日）

時間： 晚上6：00（實體及網上同步進行）

香港中信  差傳代禱消息
Tri（法國短期宣教同工）： 記念暑期法語學習，及在服侍中繼續經歷神的工作，

生命扎根在主愛中。

地點：
中信辦事處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9樓

查詢：
請致電2810-9933或

電郵mission@ccmhk.org.hk
聯絡劉姊妹

參加者歡迎以連結報名：https://forms.gle/KXkbRTrn4skNiQkz9

香港中信傳send筒

ccmhk.mission

批發及門市收支簡報
（2023年3月至4月）

收入 金額 (HK$)
批發營業額 4,755
門市營業額 373  

總收入 5,128

支出

批發支出 944

總支出 944

本期結餘 /（不敷）  4,184
承上期結餘 /（不敷）  6,259 

本年度累積結餘 /（不敷）  10,443
歡迎以自動轉賬方式支持本會事工

查詢請致電 2810-9933 會計部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財務報告（2023年3月至4月）

常費及事工費

收入  金額 (HK$)
常費奉獻及銀行利息 1,153,726
同工薪酬 100,716
文字事工 400,220
佈道及栽培資源 14,346
本土福音事工 2,550
研討會 / 營會 26,600
差傳事工及宣教士行政費 238,441
雜項收入 2

總收入 1,936,601

支出

辦公室開支 163,710
同工薪酬及福利 777,115

《中信》月刊 416,793
《傳書》雙月刊 97,591
網絡媒體 6,000
本土福音事工 7,583
研討會 / 營會 15,235
差傳培育及拓展 83,800

總支出 1,567,827

常費及事工費結餘 /（不敷） 368,774
承上期結餘 /（不敷） (333,036)

累積結餘 /（不敷） 35,738

宣教經費

香港中信  金額 (HK$)
宣教士經費收入 1,041,339
宣教士經費支出  1,040,483 

結餘 /（不敷） 856

宣教工場經費收入 147,366
宣教工場經費支出 24,000

結餘 /（不敷） 123,366

宣教工場神學生助學金收入 7,050
宣教工場神學生助學金支出 0

結餘 /（不敷） 7,050

海外中信

代轉奉獻 279,269
代支 508,013 

結餘 /（不敷） (228,744)

備用金

宣教士備用金收入  135,797
宣教士備用金支出 105,346 

結餘 /（不敷） 30,451

宣教研究經費

王永信牧師跨文化宣教紀念基金 
收入 250

欲支持本會經濟， 
奉獻可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滙豐銀行 001-327600-001

恆生銀行 286-374434-001

恆生銀行 286-374434-280（人民幣）
恆生銀行 286-374434-203（美元）

支票：抬頭請寫「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或CCM Christian Mission Ltd. 
並寄回本會收。

自動轉賬：請到本會網站下載 

  「奉獻自動轉賬授權書」， 

 填妥後寄回本會。

繳費靈PPS：中信商戶編號為6127
首次使用PPS請致電18013 
或登入www.ppshk.com，

登記後請致電18033奉獻。

請以奉獻者聯絡電話登記為「賬戶號碼」。

賬戶號碼： 

讀者編號： 

奉獻金額： 

奉獻日期： 

PPS付款編號： 

聯絡電話： 

奉獻後：請將銀行存款單 ／網上捐款記錄 ／ 

繳費靈付款編號，連同個人資料 

寄回本會，以便發出收據。

憑本會發出的奉獻收據，可在香港申請免稅。

下載奉獻表格 下載自動轉賬授權書



文／黃劉雅璧
steward @ccmhk.org.hk

泰 南 點 亮 燈 海 的
       進 展 與 代 禱

我曾在此多次分享泰南辦學計劃 1，由最初領

受異象到述說上主如何於各方預備。今次進一步記

錄計劃的進展，分享神奇妙的作為，邀請你為這個

承載真理的光，匯聚成燈海的平台祈禱。

記錄神的作為

我們的異象是透過基督教國際學校的優質教育，

培育泰國青少年成為影響社會的未來領袖，並傳揚

福音、建立持守真理的門徒，匯聚成見證基督的燈

海，照遍各方。邁向實踐異象與使命之路殊不簡單：

籌募購地經費、購地、籌組辦學機構、籌集辦學資

金、興建校舍、訂立組織架構和課程、組織教學團

隊、招生……每一步進展都顯出神奇妙的作為。

購地經費是在最紛亂的日子時籌募。泰南辦學

計劃於 2019 年開展後，正逢香港陷在逆境中，及

後的世紀疫症肆虐全球，經費籌募居然在雙重橫逆

下於去年 8 月底完成，確實是一個神蹟！我常想，

若差會、堂會、宣教士在逆境及疫情中才考慮是否

拍板開展，可能計劃會被擱置！上主確實認識我們

有多少信心！

籌集建校辦學資金、開設辦學機構和興建校舍

都在嚴峻疫情下進行。尋找投資者是另一神蹟！感

謝主預備了擁抱異象、認同營商宣教、經得起信心

考驗的弟兄姊妹投資。校舍興建過程亦困難重重，

宣教士發出呼籲，各方懇切禱告，終見進展，工程

終於在今年 3 月 31 日竣工。為這一切從心底向上

主發出頌讚與感恩！

宣教士們忠心靠主，勞苦作工，堅忍面對一個

又一個的難關與挑戰。代禱團隊一直守望，藉禱告

一同爭戰。神總在合適時間揀選和感動人投入參

與。一步一步，事就這樣成了。「但以理國際學校」

Daniel International School (DIS) 將於今年 8 月 1 日

開學。

邀請你為以下事情禱告

1. 閱畢以上神的作為，請你按感動獻上一個感恩

禱告。

2. 為組織教學團隊祈禱：感恩上主把富有經驗的

校長帶來，現正招募有教學熱誠和宣教使命的

老師加入，求主預備。

3. 為申請學校牌照祈禱：課程已獲教育部認可，

求主開通達的路，除去各樣的惡，順利批出牌照。

4. 為招生祈禱：求主引領欣賞及擁護學校辦學理

念的家長，把合適的學生帶來。

5. 為宣教士及當地同工祈禱：要處理的事多，人

手缺乏，壓力大，求主保守團隊的心，靠主作工，

得力前行。

6. 求主指引往後每一步，讓 DIS 承載真理的光，匯

聚一盞一盞點亮的燈，見證基督，榮耀主名。

註釋： 

1. 〈主放在我心上的宣教對象（二）〉（《傳書》第148期〔2017

年 8 月〕）；〈泰南辦學—請同心禱告守望〉（《傳書》第

153 期〔2018 年 6 月〕）；〈泰南點亮燈海的見證〉（《傳書》

第 165 期〔2020 年 6 月〕）。有關泰南辦學計劃詳情，可參

閱《傳書》第 160 期（2019 年 8 月）的封面故事「在泰南點

亮燈海」各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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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門徒行傳：茅塞一開，宿敵成徒	
我們在宣教事奉中，有時會遇上類似基督教會的宿敵……等到有一天神親自介入他的
人生……他明白過來，就會成為主使用的器皿。
� ���朝朝

書·在起跑線︰教會出了甚麼問題？
三位有心牧者在不同時期不約而同提出教會的問題就是教會觀的問題。盼望他們所言
能給我們一點亮光，尋求主的帶領和託付，繼續探求以祂為元首的教會出路。
� ���爾悅

封面故事：點燃復興的火炬
昔日教會的冷淡、膚淺和萎縮，並沒攔阻神的工作，聖靈親自興起一羣年輕人去復興
祂的教會。說不定神會在今天，興起你和我，復興現時破損疲弱的教會。
� ���小乙

封面故事：教會需要復常抑或復興	
教會的所行（Doing）和所是（Being）、教會的行動與本質，以至實踐與使命都是彼此
息息相關。
� ���梁永泰

情性教育再想像︰虛擬浪潮是新一代性文化挑戰	
新一代性教育背後牽涉整個虛擬浪潮的大環境，影響新一代的自我觀，進
一步影響他們對情性的價值觀……
� ���鄭安然

新
專欄

雋
言
・
再
思

■ 大學畢業，中英文良好，中文書寫尤須清晰流暢
■ 喜愛閱讀，有文字事奉熱誠及創新思維
■ 認識新媒體網絡平台運作
■ 須有團隊精神與同工配搭相關文字事工
■ 謹慎、細心、善溝通、能獨立工作
■ 申請人須附得救見證及近期生命見證各一篇

■ 中七或DSE畢業、持有 LCCI 3 或以上程度
■ 熟識中英文文書處理及會計軟件
■ 最少 2 年相關工作經驗
■ 有事奉心志，對會計工作有熱誠
■ 細心，善於溝通，有責任感，能獨立處理工作
■ 負責處理奉獻、開票、一般會計分類入賬等日常工作；
協助批發盤點及行政支援等工作

中信團隊
在時代轉折中堅守使命
徵召以下隊員

請把握事奉機會，親繕履歷、附近照及得救見證郵寄至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9樓　中國信徒佈道會　周姊妹收

或電郵至 hr@ccmhk.org.hk　查詢電話：(852) 2810-9933

文字幹事／助理編輯 會計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