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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懷
 世界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人除了要汲取課本上的知識外，還得要

多到各地旅行，開拓視野，增廣見聞。信主後在教會有機會對循
道衞理宗有更多認識，在神學院進修時修讀本宗的神學及體制，想着有一
天會不會有機會可以尋根，到英國看看循道會是怎樣，參觀會祖的故居
呢？感謝上主讓我有機會在暑假時到英國循道會實習，真的可以趁機到倫
敦參觀循道宗博物館和衞斯理約翰故居，以及循道公會中央禮堂。這次實
習開了我的眼界，讓我對本宗有更深入的認識。

世界很大，循道衞理宗的教會亦遍佈全球。這幾個月本會不同羣體
有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循道衞理人接觸交流，盼望透過他們的分享，大家對
不同地方的「循道衞理」有更多認識，激發你的思考與對教會的想像。另
外我們有一篇特稿是關於第三屆「合一之旅」，不同宗派牧者及信徒一起
參觀宗教改革發生的地方，及實踐普世合一工作的學習旅程。從自己宗派
到跨宗派，讓我們的視野更擴大，看見上主奇妙的工作。

趙秀娟牧師
總編輯

編

輯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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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慈光牧師

東馬長屋缺乏水電供應及

教育資源，砂拉越華人年議會
除協助差遣宣教士及幼兒教育

工作者出去服侍，華人教會在
城市接待到來工作的人，組織
團契及專屬的聚會點，待時機
成熟時協助成立教會，其大公
精神及宣教心令人欽佩！

林綺紅牧師

今次東馬學習考察團讓我有不少深刻

的見聞。首先是五月廿七日凌晨入住於二
○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舉行奉獻禮的沙巴
衞理總部大廈，此乃籌建數年及耗資一千
餘萬的新大樓，二○一八年十二月卅一日
沙巴衞理總部大廈的建築申請曾被視為神

蹟式的獲得當局批准！其次是馬來西亞衞
理公會逢週四睌，每間堂會都會舉行的教
會祈禱會。他們按年齡層的信徒基督教教
育培訓計劃，包括系統的聖經課程、門徒
課程，也有基督裏的良伴等！這一切都值
得我們感恩及參考！

今
年五月廿六日至六月一日，總議會牧師部廿一位教牧人員及時任候任總幹事李紹基先生、常務
委員余浩忠先生一起到馬來西亞東部考察，認識砂拉越及沙巴年議會之栽培及差傳工作。在

短短七日的行程中，我們參觀了沙巴年議會的新總部、詩巫的衞理神學院、小學、幼稚園及專上學
院、兒童院、青少年中心、服務智障人士的中心、福音戒毒村等等。當然少不得的是了解砂拉越年
議會不同部門的工作及到不同禮拜堂參加他們逢週四晚上舉行的教會祈禱會。以下是各位參加者的得
着：

學習考察團分享東
馬

與沙巴年議會會長許光福牧師伉儷在沙巴衞理總部大廈會長辦公室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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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勝意牧師

砂拉越作為循道衞理宗東南亞區首

屈一指的宣教士訓練基地，聽到他們對
異象的肯定、神學訓練之完備，以及對
外派宣教士的整全支援等等，感到他們
實在是名不虛傳，更讓我大開眼界，同
時對自身現有的海宣工作更有所反思。

李國強牧師

我首次踏足東馬，對當地教會的
發展認識十分淺薄，故此沒帶有任何
期望參與是次旅程。旅程過後，留下
了三個深刻的片段——我感到當地牧
者的宣教使命非常強烈，組織很有系
統，對所處之地掌握得十分透徹，有
利於推動整體教會發展。當地同工十
分友善，樂意將自己所有的與我們分
享，款待客旅那股熱情讓我十分難
忘。當地天氣與環境、原住民生活與
簡樸，亦提醒我在宣教路上各處有其
面對的挑戰，唯靠上帝厚恩，繼續為
主忠心擺上。

林崇智牧師

我對東馬衞理公會頗為熟識，曾探訪多次，一個相對簡
樸、不太城市化的社區，無論是牧者和信徒，對信仰都是很
單純、熱誠和認真，並努力學習和實踐，也願意為信仰和教
會的需要付上時間和金錢。

願他們的生命見證成為我們的激勵和榜樣。

黃惠嫦牧師

再訪東馬本宗教會、神學院和事工機構，仍感到他們服侍社區和宣教的那股熱誠，雖
然穆斯林是當地主要宗教並且信眾都得到優越地位，但教會盡力珍惜仍有的空間和機
會，努力服侍和宣教。記得多年前在一次華宣大會，他們分享海外宣教經驗，當年他們差
出去的宣教士過百，今天仍是一樣。

他們對主的愛和跟隨，是那麽投入，每聞他們的分享和見證，都能激勵內心和提
醒。願我們的教會都學效這些美好的榜樣，緊貼基督步履，在這多變的時代謹守聖約，信
靠恩主，切實作基督門徒。

陳德昌牧師

今 次 是 牧 師 部 第 二 次

探訪東馬的衞理公會砂拉越

華人年議會，第一次是差不
多二十年前由李鼎新牧長帶

領前往。這兩次的探訪都給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感動：
第一是他們熱情和周到的接

待，讓我們這班客人都有賓
至如歸的感覺。另外，東馬
教會十分着重宣教，特別是
差傳的事工。無論是本土對
伊班族的宣教，抑或海外的
宣教事工都見規模和有良好

的成果。第三就是信徒的愛
心和參與事奉的心志都十分

濃烈和積極，這都是我們可
以借鏡和學習的。

林津牧師

廿多年前已跟牧師部去過東馬一次，記得當時已經感到
當地的教會十分火熱。今次再去，她們仍然火熱，而且看到
在不同的事工上都很有策略，特別是在出版不同的栽培工具
上，我冒昧取了一整套的材料，現正在郵寄之中，期待收到
之後可以有很多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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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嫦牧師

再訪東馬本宗教會、神學院和事
工機構，仍感到他們服侍社區和宣教
的那股熱誠，雖然穆斯林是當地主要
宗教並且信眾都得到優越地位，但教
會盡力珍惜仍有的空間和機會，努力
服侍和宣教。記得多年前在一次華宣
大會，他們分享海外宣教經驗，當年
他們差出去的宣教士過百，今天仍是
一樣。

他們對主的愛和跟隨，是那麽投
入，每聞他們的分享和見證，都能激
勵內心和提醒。願我們的教會都學效
這些美好的榜樣，緊貼基督步履，在
這 多 變 的 時 代 謹 守 聖 約 ， 信 靠 恩
主，切實作基督門徒。

鍾鳳霞牧師

二○○二年十月，我們十位牧師曾
由時任李鼎新會長帶領探訪東馬砂拉越衞

理公會，認識當地的宣教工作。今次再度
重臨，感受到各種宣教和栽培工作仍然蓬
勃，持續發展。這次認識到他們雖然面對
不少挑戰，仍帶着異象開展了多樣化的
福音工作和涵蓋不同年齡需要的生命教

育。讓我們也受到激勵，學效他們的榜
樣，繼續向前發展。

謝志宏牧師

一直未有機會踏足東馬去認識砂

拉越衞理公會，很感恩這次可以踏上
這個旅程。

感恩可以認識當地同工及了解事

工發展，看似簡樸的地方卻很有組織
地運作，對社會發展與教會的影響也
很有遠見。

感恩可以踏足沈冠堯牧師曾走過

的地方，雖然今時已不同昔日，但為
前人走過的路而感恩，也深受感動。

卓廸舜牧師

過 去 參 與 每 一 屆 華 宣

青年大會，我都會遇到來自
東 馬 的 青 年 人 ， 他 們 總 給
我 一 種 與 眾 不 同 的 屬 靈 氛

圍。這次的探訪使我明白到
他們獨特的屬靈素質是受到

教會在聖經知識以及靈性上

的良好培育，再加上每週全
地區性的教會祈禱會，塑造
了一份與別不同的群體屬靈

氣氛，這真的很值得我們學
習。

潘玉娟牧師

廿二年前（ 2 0 0 2年）有機會隨長
牧到砂拉越詩巫，他們對宣教和栽培的
抱負深深烙印在我腦海裏。其後，每年
有機會與他們同工開會，知道他們努力
編寫課程，在堂會落實運用栽培弟兄姊
妹成長，並每年都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
地，令我非常欣賞和羨慕。同工們都非
常詫異一個比香港落後的地區，其宣教
和栽培工作竟然如此強勁，實在值得的
我們借鏡和學習。記得當年他們期盼要
差派一百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教，目
前已差了接近四十位宣教士前往不同地

區。更令我欣慰的是當年華宣在詩巫舉
行青年宣教大會的一位小伙子，今次再
遇上時他已成為詩巫教牧同工，並告知
之前有七年時間去了泰國宣教，然後才
回詩巫擔任堂會工作。實在看見上帝真
是大大祝福詩巫的教會，為他們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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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偉牧師

這是我首次探訪東馬衞理公會，感謝天父賜給這地純樸
的民風，教會先賢作了美好的見證，為教會建立了健康的屬
靈文化，同工信徒代代承傳。特別感動的是看到他們踐行宣
教差傳，作為教會發展的軸心，透過自行發展多元化的信徒
裝備工具和平台及整全的神學教育訓練，建立生生不息的門
徒生命。

王澤堂牧師

過往曾經踏足沙巴，但只是
旅遊性質，很感恩這次探訪沙巴
和詩巫的衞理公會，看見上帝在
看似不利的環境中，依然讓福音
遍傳及開花結果，建立整全、活
潑及有生命力的教會。在看來
簡樸的地區，教會的栽培、宣
教、教育、資訊傳播、媒體事工
等等都甚具規模和系統，也看見
信徒們單純的信心和委身，實在
是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和牧者努力

耕耘的成果，更是上帝大能的彰
顯及大大的祝福！

張國良牧師

之前透過參與華宣青年大會，有機
會認識到東馬砂拉越衞理公會的近況和發

展，今次到訪砂拉越的詩巫，能強烈感受
到他們在平穩的社會處境中，踏實地培育
和積極發展宣教，編寫了一系列有系統的
課程，並在年議會和教區裏全面推行，可
見到同工和弟兄姊妹同心興旺福音。

今次探訪旅程，在言談間聽到地區上
出現了社會變化，穆斯林積極在原住民中
傳教，亦使基督教會必須關注原住民的福
音工作，在教會內積極培育原住民的福音
群體和專注有系統的佈道發展，這不單是
屬靈和信仰的爭戰，更具體的是教會信仰
群體在地區上作見證，建立社會對信仰群
體的認同和肯定。

今次旅程收穫甚豐，提醒我牧養教會
要在社區裏有見證有行動。

原住民在長屋表演傳統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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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儀牧師

曾經到過東馬砂拉

越的詩巫數次，分別是因
為參加研討會和宣教大

會等。每次接觸到砂拉
越衞理公會的同工和弟兄

姊妹，都被他們的宣教熱
誠所吸引，今次也不例
外。砂拉越衞理公會不但
差派了多位宣教士到不同

地區服侍，在當地也積極
進行佈道工作，特別是向
原住民傳福音。信徒有强
烈的宣教熱誠，除聖靈工
作外，當然離不開一個完
備的信徒培育系統，幫助
信徒建立愛主愛人、積極
分享信仰的的生命，這提
醒我信徒培育是多麼的重

要。

宋寶琼牧師

感恩有機會參加牧師部的東馬考

察團！短短的七天行程中，印象深刻
的是在週四晚上參加當地所有堂會在

同一時間舉行的祈禱會，令人感動的
是出席者以青少年佔大多數。教會興
旺由祈禱開始。

劉建良牧師

在這次考察中，感動我的是參與他們全馬來西亞衞理公會的祈禱會，每個禮
拜四晚上，每一間堂會都舉行教會祈禱會。對，是全馬來西亞；對！是每個禮拜
四，所有堂會一起禱告。我深信在這個極需要上主臨在的世代，教會其中一項最重
要的服侍就是禱告。有時因為工作繁忙，很夜放工，又或身心靈的軟弱，我們較容
易選擇放下的教會聚會，就是教會祈禱會，這是明白的。但馬來西亞的弟兄姊妹的
禱告見證，提醒我們教會信徒一起禱告是何等重要，應先於一切「事工」和「活
動」，也先於一切「會議」和「計劃」。讓我們再為自己一起以教會禱告服侍禱
告，求聖靈教導我們建立更積極投入教會的禱告生活。

李少媚牧師

首次踏足東馬是二○○七年參加在詩巫舉行的第五屆華宣大會，感恩有這次機會讓我
更深入了解沙巴和砂拉越衞理公會華人年議會的宣教工作。我們所到之處、所遇見款待我
們的人，以及所聆聽的生命故事，都是上帝大能與恩典的見證，深深觸動人心。

記得十七年前，在宣教大會上，他們分享共廿六位宣教士被差遣出去，期望二○二
○年能增至一百位的願景。十七年過去了，他們現有卅四位宣教士在十個宣教工場中服
侍。在最鼎盛的時期，他們曾有七十一位宣教士，如今雖然許多宣教士已經退休，但他們
仍懷着希望，期盼二○三○年能夠實現一百位宣教士的目標。這展現了他們對海外宣教的
熱忱和堅定信念，這份熱忱實在值得我們效法！

趙秀娟牧師

今次是我第一次踏足馬來西亞這個國

家，認識當地的衞理公會。印象深刻的是參
觀衞理畢理學院，這是砂拉越華人年議會屬
下的一所高等學府。學院除了提供一般專
上學院的課程，亦因應社會需要訓練社工及
幼兒教育工作者，特別是為幾位原住民青
年提供免費幼師訓練，不只改變了她們的生
命，亦讓原住民兒童能接受良好教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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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七月廿三日馬來西亞衞理

公會砂拉越華人年議會美裡教區

牧者團來港探訪本會，當天早上
在衞斯理大樓分享本會的宣教牧

養、信徒培訓、學校教育及社
會服務的工作，亦參觀衞斯理
大樓，並共晉午餐，分享友誼團
契。雖然相聚時間短暫，大家都
有美好的交流。

余浩忠
常 務 委 員

感恩有機會參加牧師部的東馬考察團！
短短的七天行程中，印象深刻的是在週四晚
上參加當地所有堂會在同一時間舉行的祈

禱會，令人感動是出席者以青少年佔大多
數。教會興旺由祈禱開始。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與牧師部探訪東
馬，認識本宗在當地的三結合宣教。社會服
務及學院由牧者或信徒營運；教會設有營
會，栽培青少年宣教心志及認識教會運作；
全教會各堂更安排每月同一晚祈禱會，體現
合一精神！

李紹基
總 幹 事

東馬詩巫是我從未踏足過的地

方，感恩今次能隨團探訪，擴闊了我
對本宗的認識。最深刻之處，莫過於
當地教會上至會長下至信徒都充滿熱

情幹勁，對教會、對信仰都全然委
身，深深被他們活潑的生命觸動。我
也藉機深入認識了好幾位同工，期盼
日後兩地會有更多合作機會，讓本會
也同樣領受那豐盛恩典！

張苑心牧師

二○○七年夏天在進入牧職
未夠一年的時間，我因參加華宣大
會而踏足東馬。一個與香港較近
的地方，卻因未有直航航班及旅遊
景點，印象中要花很多時間才到
達。十多年前的印象是有點「落
後」，卻滿有「人情味」；教會
事工看似「簡單」，卻是很「踏
實」。

二 ○ 二 四 年 再 有 機 會 重

臨，很感恩見到這裏仍然是很「踏
實」。回想當年他們的遠景是培育
年輕信徒，十多年後的今日，他們
有更完備的信徒栽培課程，亦有
年輕人的宣教學習營會。更開眼
界是，他們有孤兒院、青少年中
心、幼稚園、小學及大專院校，與
不同成長階段的年輕人同行。

很滿足這次旅程能在不同地

方見證會祖衞斯理約翰的服侍精

神，更感恩能在離開香港前與牧師
部成員一起同行，無論是學習交
流，還是分享美食，也是感受到
「這刻我們在一起」的感動，縱然
未來不在香港服侍，但這個旅程讓
我在香港牧職劃上圓滿的句號。

陳德昌牧師在詩巫聖道堂祈禱會中與會眾

分享本會的情況及代禱事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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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於二○二四年六月十至十四日在香港順利舉行了「東亞區第四屆華人婦
女領袖訓練營」，對婦女聯會來說，這實在是個神蹟，因為我們從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單單是

用華語（普通話／國語）來舉辦一個跨地區性的訓練營，已經令我們頭痛萬分，畢竟我們的母語是廣
東話！但在我們的上帝面前，絕絕對沒有難成的事，只要祂的兒女懷着單純的信心，願意順服和謙卑擺
上，上帝就要成就更大的事。

「東亞區華人婦女領袖訓練營」每三年舉行一次，目的是為東亞地區的循道衞理宗姊妹們提供合
適的領袖訓練，營會以華語進行。今次的訓練營主題是︰「擁抱生命——服侍、突破、同行」，有來
自七個國家及地區的婦女領袖參加，當中包括馬來西亞（西馬、砂拉越和沙巴 )、新加坡、印尼、台灣
及香港，參加者共六十二人及五位教牧同工。婦女聯會一班籌備委員懷着戰兢的心，願意學習聖經中
那拿着五餅二魚的孩子來到主耶穌面前，將我們所有的、小小的奉獻給主，深信上主必要大大使用這
個營會祝福參與的婦女領袖們。

我們知道單憑我們作不了甚麼，所以我們學習先以禱告擺上。籌委們在營會前舉行每月的網上祈
禱會（共十次），逐一為每個國家／地區祈求，又請求天父為我們預備所有的硬件和人心。當知道我
們原本認為最合適的營地不能接受我們的申請時，頓時覺得晴天霹靂，只好選擇本會的衞理園，很擔
心參加者需要「千里迢迢」地拖着行李從梅窩街市步行到營地，尤其在炎熱又可能下大雨的六月天！
然而，上主為我們所預備的一切都是祂的最佳選擇。參加者原先都對遙遠又頗為「隔涉」的衞理園有
微言，但到最後她們大多數人都很欣賞這個優美又清幽的退修營地。同時，天父爸爸差派了足夠的弟
兄姊妹義工前來協助接送參加者，為她們拿行李、做跑腿，令她們一下機便感受到香港肢體的熱情款
待。牧師團隊為所有參加者預備了合宜的信息與教導，工作坊互動又讓人有思考的時刻；籌委們在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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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營會中隨時互補和開心樂意地投入參與，這一切都讓參加者留下深刻印象。總的來說，這群婦女領
袖都說在當中有很豐富的領受和得着，特別是需要突破自己、與人同行。

今次主辦華語訓練營讓我們再一次看到上主的奇妙作為，天父並不看我們的愚拙和不足（我們連
華語也說得不靈光），感謝主開祂女兒們的眼界，給我們機會學習單單倚靠祂，學習以禱告先行，以
信心交託，這樣我們亦可以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願榮耀頌讚歸予至高者耶和華！

譚麗明
大埔堂

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會長

團隊第十次祈禱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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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ve 
世界循道衞理宗協會
第廿二屆大會

世
界 循 道 衞 理 宗 協 會 （ W o r l d 
M e t h o d i s t  C o u n c i l ,  W M C）第

廿 二 屆 大 會 於 二 ○ 二 四 年 八 月 十 四 至
十八日（禮拜三至主日）在瑞典哥德堡
（Gothenburg,  Sweden）舉行，主題
為「On the Move」，會議就  migration
（遷徙）、pilgrimage（朝聖）及guiding 
lights（指引的光）等議題進行探討。是次
會議教牧連同會友共有十七人參加，以下
為其中兩位參加者的心聲分享：

陸沈禛
九龍堂

翻查字典，「On the move」其中一個翻譯是「在旅途中」。大會以此為主題，是在挑
戰教會是否在旅途中或是停滯不前。大會分別用「遷徙」、「朝聖」和「指引的光」作為
每日主題，探討了世界各地面對的議題及教會要如何「on the move」。

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是韓國主辦的Korea Peace Night，內容是為了南北兩韓的合一，分
享他們的工作及異象，並為此代禱。他們令我深刻感受到，作為基督徒群體他們十分重視
這個議題，盡力地與人分享，及為此獻上禱告。會祖當年是看見有需要的群體，因着那份
感動而服侍他們。今日我在社會上看見甚麼有需要的群體有感動而行動？

這次大會亦令我反思教會該如何走在旅途上。作為一條大船，轉彎所需的時間確實
比小船更長，但不代表我們因此停滯不前。誠如大會每日主題提醒我們，今日教會需要移
動，但並非無方向，而是要一步一步地朝聖，並在世上作為指引的光。世界各地的教會能
在大會中相遇，領受這異象後，又該如何在回到本土後實踐這份異象呢？讓我們持續對教
會的未來有想像，在主內與弟兄姊妹分享異象，並同行實踐異象，使教會一步一步地朝向
上主，回應這世代的需要。

是次會議之本會參加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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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曉嵐
觀塘堂

作為一名年輕基督徒，面對着當前世界各種價值觀以及新興議題的衝擊，有時實在不
知道該如何立身處世，遑論回應及發揮影響。決定參與此次大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
希望了解其他地區的教會如何受到這些思潮的衝擊，又是如何作出回應。

在會議當中，我有幸能與瑞典、巴哈馬、日本等地的教牧人員交流，了解不同地方
的基督教狀況以及當前面對的挑戰。原來瑞典的循道會早在二○一一年與基督教聖約教會
及浸信會聯合，成為一間聯合教會（Equmeniakyrkan），共同分享教會資源以及舉辦活
動。試想像即使是同一宗派也常常有不同的觀點和做法，如此聯合三個宗派的教會實屬不
易，但這也正正體現了他們在面對教牧環境轉變中，迎難而上的魄力和決心。

在接觸世界各地的教牧人員及信徒的過程中，我也深切體會到部分地區的急切需
要。大會非常難得地邀請了烏克蘭以及巴勒斯坦的肢體來分享，正如大家所知，他們正在
經歷戰爭，巴勒斯坦姊妹在分享中表示，此行回國後可能會被算帳，但他們仍然義不容辭
地來分享他們的處境。在他們看來，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可以為他們做些甚麼。戰爭剛開
始時，可能我們都會給予一至兩星期的關注，也會為到媒體影像中受難的人民流淚和代
禱，時間一久，他們的處境愈加困難，但高床暖枕的我們卻可能變得愈來愈麻木，漸漸忘
卻要在禱告中記念他們此時此刻的需要。而在此行中，我親眼看見他們在敘述自己處境時
所流的淚，說話時顫抖的聲音以及感受到他們迫切的需要，讓本來漸漸感到疏離和麻木的
我痛定思痛，把眼光重新拉闊，去關注世界上處於水深火熱的肢體。

我本來期望在會議中找到一些如何回應世界議題的答案，但在過程中卻發現更多挑
戰，而這些挑戰又比想像中更為複雜難解。因此，我更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所知所想的狹隘
和不足。就像一個少年雄心壯志的想到外面闖蕩，卻發現外面比自己所預知的更廣闊而複
雜，以為手上的是刀劍，怎料只是牙籤！我明白到，若果我真的想了解，除了認知的廣
度，更加需要深度；若果我真的想回應，除了頭腦的認知，更加需要行動。

最後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片段：在聚會中，每到誦讀主禱文時，我們都會以自己的母
語祈禱，就這樣來自數十個地區、一百多個教會的一千多人，用數十種語言一同開口禱
告，在迴盪的禱文中，我深深感受到與各族各邦信徒聯合為一的震撼。這樣，雖然我微小
又膽怯，但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孤身一人。這樣，雖然只是握着牙籤，或許我仍能試試一邊
磨刀，一邊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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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冠疫情的限制在二○二三年初逐步取消，但由於不同的國際性會
議和交流活動都需要時間籌備，因此不少都延至今年才舉辦或復

辦。就以本人為例，不計算個人的外遊和二月由本會在香港舉辦的亞洲循
道衞理宗大會，已經外出公幹了六次，包括：

◆  三月中世界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理事會探訪印尼華人年議會；

◆	五月底本會牧師部東馬考察團；

◆	六月底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委員會探訪全國兩會；

◆	七月初世界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理事會在新加坡開會；

◆	八月中世界循道衞理宗大會在瑞典舉行；

◆	九月初獲邀列席新加坡衞理公會之總議會會議。

當大家知道我這段時間要經常出外公幹，不少人都會跟我說一句：
「辛苦了！」但坦白說，除了是有點舟車勞頓外，其實外出公幹很多時反
而比在香港輕鬆，不用主持一個接一個的會議或是負責大小不同的聚會和
證道，可以簡單地觀察或聆聽別人的分享，從中進行學習和反思，也有機
會享受一下別處的地道美食和風土人情，都是十分愉快的。

問題是這些外出每次都需要付出不少的時間，回來之後往往都需要更
加努力才能追回落後了的工作進度，如果太多也的確有點辛苦，加上我若
離家，師母夜間會睡得不好，狗狗亦沒有我帶牠出外散步，心中也有點虧
欠。

無論如何，我始終相信教會是普世性的，即使在不同的地區，甚至是
不同的宗派，在主裏面都是一家人。在約翰福音十七章耶穌基督更懇切地
為普世教會和信徒合一禱告，因此若是可以的話，我們仍要珍惜每個交流
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看看有甚麼可以彼此幫助或是合作的空間，讓主的國
度能夠更好的擴展，也讓我們彼此間的愛成為主真實的見證。

胸
懷
世
界
林
津
牧
師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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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衝突到共融》 ,（香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主教香港教區，2017），195段。
2 .  I b i d，1 9 6，1 9 9段。
3 .  I b i d，2 0 1段。
4 .  I b i d，2 0 4段。
5 .  I b i d，2 0 9段。
6 .  I b i d，2 1 0段。

教
會曾經在聖經與傳統之間哪個才是權威出現分歧，源由是來自於路德所提出的《九十五條論
綱》逐漸廣為討論後，引帶到究竟教會應向甚麼權威來引證對錯。起初天主教會的確曾有

神學家提出教會的權威高於聖經。在回應補贖券（大赦證明書）的論綱時，普理瑞斯（Sylvester 
Prierias）曾說：「沒有教會的權威，聖經也就不真實可靠了。」 1  相比之下，路德卻視聖經為唯一
的最終審判者，其他權威只是從聖經中尋找基礎建立而成。可是，路德卻很少使用「唯獨聖經」一
詞，他視聖經為「首要原則」（Primum Principium），所有神學討論都要建立在這基礎上。他的重點
是沒有甚麼權威比聖經更高更重要。在這首要原則下，路德亦不會把所有事情只以聖經為出發點，而
更會參考個別處境而定。他亦確認早期教會關於基督論和三位一體的認信，因路德認為這些都能帶出
聖經當中的目的和意思。2

之後，天主教在一五四五年至一五六三年在天特（特倫托）所召開的大公會議，嘗試給予一個
平衡的答案。當中教會認為教會生活的模式應藉由兩個基礎傳承而來，包括聖經和沒有寫於聖經當中
的使徒傳統。而會議亦關注到若然人自行詮釋聖經，就以自己的理解去作出教義上的結論，將會是一
件十分危險的事。 3 然而天主教卻沒有因此而把聖經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於一九六二年召開的梵蒂岡
第二屆大公會議（梵二）中，在論及聖經的角色時，非常強調：「天主的話具有那麼大的力量及德
能，以致成為教會的支柱及力量，以及教會子女信德的活力，靈魂的食糧，精神生活清澈不竭的泉
源」。 4 可見  ，無論是天主教抑或是基督新教，縱然在宗教改革初期對於教會生活應建立在哪些權威
之上的確有分歧，但在二十世紀中後期開始，這些分歧逐漸找到共通之處。

二○○六年，由《羅馬天主教—信義宗聯會合一委員會》所發佈的文件《教會的使徒性》中表示
「聖經已在傳統中自我呈現，亦因此能夠扮演重要的詮釋角色。梵二並不是說傳統帶來了聖經以外新
的真理；它只是肯定了聖經所證實的啟示。」 5 文件中，羅馬天主教會亦確實表示教會的訓導不能壟
斷聖經的詮釋，而是在聖經詮釋的真實性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由此可見，羅馬天主教會今天對聖
經和傳統的理解已經不再如當時反對馬丁路德的神學家。最後，文件亦總結出「所以，對於聖經與傳
統，信義宗和天主教雙方有廣泛的共識，他們雖有不同的強調重點，但不需要繼續堅持教會現時的裂
痕。在這方面，和好的多元合一已經出現。」6

於信徒而言，除了為這合一而感到欣喜外，過程當中如何平衡傳統，聖經與詮釋，都是十分值得
我們學習的功課。有時在研習聖經時，參考不同的釋經書，把經文放在不同的處境中解讀，以及應用
在不同的範疇裏，同一段經文都可以有完全截然不同的理解和結論。合一的重點更加是一份謙卑。在
高舉某一種詮釋作為標準時，讓我們看見在歷史洪流中，上主的確帶領着教會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認識
真理，在擁有自己的見解時，亦能認識到教會歷史上不同的理解，以使我們能一起在合一之中，更深
地認識上主的聖言。

中 有 關 信 義 宗 與 天 主 教 就 聖 經 之 對 談
潘正行牧師

香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堂牧

天主教香港教區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屬下的神學對談小組
就《關於稱義/成義教義的聯合聲明》分享文章系列（四）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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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屆「合一之旅」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與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聯合舉辦，首屆於
二○一七年舉行，乃為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於翌年舉辦第二屆後，認為值得推動，建議每

兩年舉行。原訂於二○二○年的第三屆因受疫情影響，延至本年五月十一日至廿三日舉行。

是次旅程由基督教協進會主席王家輝牧師及天主教香港教區陳永超副主教任領隊，團員來自九個
宗派團體共廿三人，包括天主教、聖公會、信義會、崇真會、中華基督教會、國際五旬節聖潔會、基
督教勵行會、協進會及本會，而本會由余勝意牧師、杜敏玲牧師和任遠輝牧師代表參與。旅程安排由
德國開始，經瑞士、意大利，最後進入梵蒂岡。身在其中，就像經歷一次宗教改革的快閃精華遊。團
隊除了走訪具代表性的歷史地點外，也有機會與當地不同代表及機構交流、對談和學習。沿途中，團
友們一方面藉着大會安排的祈禱會、崇拜和彌撒豐富了彼此的信仰經驗；另一方面，在車程中、飯
桌上即興舉行的「詩歌交流大會」和「生命見證分享會」，更讓合一的學習變得生活化。在旅程完結
前，團友們已不斷「要求」重聚，至今各人依然對「重聚」期待和雀躍，相信上主藉此旅程已在我們
生命中留下追求合一的種子，並將繼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發芽生長。

日期 地點 內容
5月11日 香港國際機場出發

5月12日 德國柏林 參觀柏林圍牆、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及恐怖地形圖（Topographie des Terrors）

5月13日 路德城威丁堡

- 到訪威丁堡教堂（Schlosskirche）
◆  馬丁路德在此教堂大門上貼出《九十五條論綱》
◆  於聖瑪利亞教堂參加主日崇拜 
◆  當年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時期曾作講道事奉的地方，也是馬丁路德和卡塔琳娜舉行婚禮的
教堂。

5月14日 奧斯堡

- 到訪福音小城奧瑪玲（Ottmaring）
◆  一個由基督新教群體及天主教背景的「普世博愛運動」共同建立的生活社群，以聚居形式
實踐合一。

5月15日 奧斯堡

- 參觀聖安堂（St. Anna Augsburg）
◆  1518年馬丁路德與當時教皇代表卡耶坦樞機會面，其改革思想受到反對，並遭頒布逐出
教會的法令。

◆  1999年10月31日，天主教和世界信義宗聯會代表簽署JDDJ（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中譯《因信成義／因信稱義聯合聲明》。

5月16日 蘇黎世
- 參觀蘇黎世大教堂（Grossmünster）
◆ 宗教改革領袖慈運理（Ulrich Zwingli）曾在此擔任神父，並啟動瑞士的宗教改革運動。

5月17日 日內瓦 探訪世界信義宗聯會（LWF）及普世教會協會（WCC）
5月18日  過境法國，抵達意大利天特 （Trento） 

5月19日 天特 

- 認識普世博愛運動發起人盧嘉勒女士（Chiara Lubich）
- 參觀天特聖母聖殿（Basilica di Santa Maria）
◆  盧嘉勒女士領洗的教堂
◆  「天特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最後部分在此舉行
- 參觀天特主教座堂
◆  「天特大公會議」主會場

5月20日 羅馬

於聖母大殿參加聖靈降臨日彌撒

◆  天主教會四座特級宗座聖殿之一，建於公元四世紀，經歷不同時期的改建及重修至現今的
模樣。

5月21日  梵蒂岡 參觀博物館

5月22日 羅馬

- 參觀聖卡里斯托的地下墓穴 
- 參觀城外聖保祿大殿
- 參觀普世博愛運動國際總部

5月23日 梵蒂岡 跟教宗方濟各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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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關係」
余勝意牧師

約翰福音提到，當耶穌將要面臨被釘十字架前一刻，祂為門徒的禱告是要他們彼此合而
為一，可見這對於主耶穌基督而言，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當然亦有可能是何等擔心的事
情。

的確，只要不是自己一個人，你總得面對與別人相處上的協調，無論是最親密的夫妻關
係，還是一同成長和生活的兄弟姊妹，以至每天相處最長的同事關係等，合一無疑是一個需
要不斷學習和調適的過程。然而我們又會發現，當提到「合一」，背後首先有一個假設，就
是我們彼此之間是有關係的，因此才需要分享彼此對合一的期望。

這次合一之旅的其中一個體驗，正正就是「關係」。一羣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宗派的教
牧和領袖，藉着參觀教會的歷史「聖地」，不但了解宗教改革的歷史，更從歷史當中看到我
們彼此之間在主裏是有着一份極為親密的關係，因為關係親密，才會「肉緊」彼此，才會希
望彼此都有成長。

但關係要如何建立呢？首先當然是要相處、認識和溝通。在整個旅程中，除了對宗教改
革歷史有更多了解外，更多的是在旅途上的彼此分享、說笑、吃飯時的閒聊、認真的參與彼
此崇拜╱彌撒等等過程中的學習和得着。無論是宗派架構、神學訓練、教會生活習慣、對合
一的想像，以至個人興趣等上天下地的事情，在整個旅程中都有愉快而充實的關係，而關係
亦因着這樣的相處而慢慢地建立起來。

我們這一次參與旅程的成員，談得最多的話題是「重聚」，是個別幾個也好，全體成員
也好，不同組合形形式式的重聚，都在我們當中進行着。重聚——讓我深深感受到，正正就
是重聚，原來就是合一之旅的原意。

旅程雖完結，但合一之路仍然很長，盼望無論曾參與的或未有機會的，都帶着重聚的
心，爭取並珍惜彼此更多相處的機會，以致在主內本為骨肉相連的我們，能帶着再相會的期
盼和想像，努力追求在主裏合一。

探訪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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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帝的創造到彼此相愛

看基督徒合一  
任遠輝牧師

感恩有機會參與由基督教協進會及普世博愛運動合辦的第三屆「合一之
旅」，走訪歐洲多個與教會歷史有悠久關係的城市，參觀了很多屹立數百年的教
堂，走過先賢走過的道路。

其中有兩件最感恩的事情。第一是認識了普世博愛運動並其創辦人盧嘉勒女
士的事蹟，感謝普世博愛運動核心成員的接待及照顧，讓我們有這麼一個充實的旅
程；另一樣感恩的事情是在旅途中聽到來自不同宗派，弟兄姊妹有血有肉的生命見
證。

參與了這個旅程，讓我不其然對基督徒合一多了一份想像。一直以來，個人認
為上帝的創造是百花齊放的，聖經中記載着︰各從其類。在這種理解之下，合一似
乎不是要以建立一間教會為目標，因為當我們沒有存在不同的時候，我們就不需要
談及合一了，上主創造了這麼多不同種類的人，豈不正是要有不同的教會來牧養及
建立嗎？

另一方面，個人在人生經驗當中體會，與太太拍拖結婚超過二十五載，我們
很少發生爭拗，唯一的爭拗是在我們預備婚禮以及起初有小孩的時候，這讓我想
到，若不是要一起合作做一件事情，要好好相處其實是很容易的，唯有真正要合
作做一件事情，挑戰才會出現。然而今天普世教會，我們要一起做的事情是甚麼
呢？我們在當中有否共識？個人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為上主作見證，主耶穌
說︰「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35）我
們要怎樣彼此相愛呢？相信溝通及互相認識一定是正確的開始，並且因着萬事萬
物都在轉變當中，溝通及互相認識是必須要持續的。在等候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
子，就讓普世教會、不同宗派在地上繼續保持溝通並互相認識，促進我們藉彼此相
愛，在地上為上主作見證。

本會代表任遠輝牧師（左一）、杜敏玲牧師（左二）及

余勝意牧師（右一）與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右二）

於梵蒂岡合照。

與教宗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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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路程上的你和我
杜敏玲牧師

透過大會相當充實的行程編排，不單讓參加者實地重溫宗教改革的歷史，也
使我們認識和學習到合一運動不同形態的推動和進程。此外，團隊的組合也幫
助我們對基督宗教內不同教會的聖禮、體制，以致教會生活有更豐富和深刻的體
會。旅程中，我們既同唱富有各宗派特色的詩歌，也同唱超越宗派而共融的泰澤
詩歌；還有數次在長途車上，我們分享自己與上主相遇的神聖時刻及蒙召的經
歷，很感受到上主把我們連結在一起。場面令人感動，當中不少情景也十分令人
回味。

回想是趟行程雖短，卻使我們認識了彼此的生命，了解到不同宗派的神
學、傳統和不同教會的體制等，我相信，在這共同的合一運動歷史進程中，已留
下了上主和我們的足印。記得其中一次與同工的分享，談到合一實在未必要急於
一起籌辦甚麼事工，反而是一起生活，讓合一內化在我們的生活和信仰中。是
的，當我們願意開放分享自己，並慷慨聆聽別人的故事，便已經在合一的路上承
認彼此同行。

 我們一團只有廿三人，但能讓我們完成這旅程的，實在不止於我們，當中包
括事前籌備的同工，在旅程期間替我們分擔工作、使我們得以參與這旅程的弟兄
姊妹及家人，為我們寫信、使我們得見教宗的神父牧者等等，你們也是以不同形
式參與在這合一之旅中。

在未來的事奉中，我盼望能更積極地推動教會合一，與其他宗派的牧者同
工、弟兄姊妹交流，尋求合作的機會，共同見證基督的愛。你們也是合一路上的
一員，願主的靈充滿我們每一個人，使我們成為合一的見證人！

天主教香港教區代表、香港聖公會代表及本會代表攝於梵蒂岡聖彼得大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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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美國的考古學家秦維廉先生（William 
Meacham），原是美國聯合衞理公會海外

差傳部於二戰後派往香港宣教的海外差遣員，這
次呈現的工作摘要是經秦先生提議下，依據其於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七年擔任宣教職事時呈交的

一百頁工作報告，扼要介紹他在香港為本會的宣
教、教育與考古學術的工作。秦先生離任後一直
留在香港，對本港的英語與歷史教育皆有重要的
貢獻，而且對現今中國考古主流的多元文化起源
理論，有關鍵的先導角色。這些學術貢獻，將與
秦先生於一九八○年代以後的行誼，將另以專訪
報告詳加介紹。

 秦維廉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的納士維市
（Nashville），後在路易士安娜州新奧爾良市
的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取得文學士學
位。他本有志於考古與歷史研究，此後便在法國
巴黎索邦大學（ the Sorbonne）、意大利羅馬
的貴格利大學（Gregorian University）深造。學
成後這位年輕人銳意闖蕩四方，便在1970年來
到香港，成為美國的聯合衞理公會宣教士，被差
派擔任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書院的英語老師。在
此短短數年間，秦維廉先出版了供中學會考用
的Reading English: Notes and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at Form Five and Form Six Standard
（昭明出版社，1972），然後又出版了English 
Composition for Upper Forms（Academy 

Publications, 1973）。這些教科書的著作，反映
了這位同工在不同的崗位上，都要將專業精神發
揮至極的執着。他的課本風評甚佳，強調要教曉
香港學生以英語閱讀的技能，以期他們可了解英
語世界的文化與文學，更可具創意地利用英語來
寫作。或許較年長的會友，也曾聽聞甚至應用過
相關的課本來應付會考吧！

不過秦維廉在一九七三年前，一直未獲美國
的聯合衞理公會正式聘書。在一九七三至七七年
的第一份聘書任內，秦維廉便將他的宣教使命與
考古學術志趣合而為一，由一位英語老師轉型為
投身歷史教研的宣教學者。秦維廉的具體宣教任
務，是同時兼任以下三種互有關聯的崗位：

以香港考古學會會士的身分擔任「香港博
物館（City Museum，後改稱「香港歷史博物
館」）」的考古學榮譽助理員。

在 道 風 山 基 督 教 中 國 宗 教 文 化 研 究 社

（Christian Study Centre）以科學方法專研中國
文化，特別關注宗教在早期中國社會形成時的角
色，以及民間宗教在現代香港的儀節。

在中華基督教會轄下的學校中教授有關中

國古代史的課程，並承教有關中國宗教發展的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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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宣教委員會屬下口述歷史工作小組

秦維廉在這幾年間努力推動聯校歷史文化

活動，帶領香港中學的師生往博物館乃至考古的
現場探索。而在一九七七年後，他便於中學教育
中全身而退，專心於中國古代宗教與文明起源的
研究，並在學術期刊上刊登不少影響深遠的中國
考古學論文。他的學術興趣集中在可於香港就地
取材的古越族文化，而由此衍生他最重要的學術
見解。當時中國國內古代史的主流意見，是中
華文明只是起源於黃河流域，再逐步擴散至全國
各地。但秦維廉發現古越族文化不亞於黃河的
中原文化，而且中國的東南與西南也有古老的
文化遺蹟，於是他便反對文明起源的一元論，提
出中華文明的多元中心學說。這說法後來逐漸
得到考古發現的驗證，深切影響張光直（1931-
2001）等中國考古學權威學者，成為現今中國
文明起源的正統解釋。可以說，這位宣教士對中
國古代史研究，確有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秦維廉的考古與歷史志趣也不限於中國相關
的問題，也能打破基督宗教內容的不少壁壘。例
如他於一九八七年便聯合了本港教會及猶太人團

體，從地產商的推土機下，拯救了半山的猶太
會堂。此外，一九八三年他發表論文駁斥當時
的主流學術見解，論證都靈基督裹屍布的真實
性。一九八六年天主教教宗約望保祿二世，更特
別邀請他親赴意大利，擔任裹屍布炭十四研究小
組的成員。

當然，他的宣教工作重點仍在華南，而他
也一直在香港考古學會擔當要職，在一九七五年
至八五年間任職編輯，而在一九八五年至九六年
間更是該會的主席。此外，從一九八○年起至
二○一二年，他一直掛單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
心，任職研究員和榮譽研究員。在香港的數十年
間，主持了三十個香港的考古遺址，以及兩個澳
門遺址的發掘，對華南的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可
謂鞠躬盡瘁了。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秦
維廉向海外差傳部解釋他的工作，是要推動香
港華人對本地歷史的認知和興趣，以「解決本
地人的身分認同危機」，以期「十三年以後
（1997）他們能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的公
民。確切地說，今日在香港宣教，與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境內宣教並無二致。」這可說是秦維廉將
考古學術，與中港宣教合而為一背後的立心所
在。他以香港為家，退任各種職位後，現在仍居
於九龍，空閒時會去青年會九龍會所游泳與喝咖
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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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會訊》第三九三期提到一九六九年衞理公會在浦氏基金
支持下在大埔建立了愛德村，該筆資金來自浦蘭茂先生

（Theodore Manier Plummer）饋贈的遺產，用作中國難民救濟工
作。透過本文給讀者介紹浦蘭茂是何許人。

浦蘭茂先生與其家族
浦蘭茂先生的祖輩源自英國，家族在一六○九年獲得英王詹姆

士一世（King James I）授予於美洲維珍尼亞的商業經營許可，浦氏
家族因而開展在北美的生活篇章。按其家譜的考據，浦蘭茂屬於浦
氏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 VA）的家族分支。1 

浦蘭茂的曾祖父James Ransom Plummer在一八二○年代到田
納西哥倫比亞（Columbia, TN）發展，並加入美以美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一八四四年受派到納什維爾（Nashville, 
TN）擔任牧師；另外兩名兒子William Thadeus和James Ransom, 
Jr.先後都成為牧師。2 

浦蘭茂的父親Theodore Theophilus Plummer 因着木材生意於
一八九七年到了密蘇里的聖路易斯（St. Louis, MO），浦蘭茂也曾
為父親的木材公司擔任秘書。 3  直到一九○七年，浦蘭茂於德克薩
斯的梅賽德斯（Mercedes）買入320英畝土地，以農耕方式進行土
地開荒的投資。一九三○年代開始在德克薩斯海岸一帶投資石油鑽
探，因而累積到大量財富。

浦 氏 基 金 的  浦蘭茂先生

攝於1 9 6 9年大埔愛德村

註

1. The Second Charter to the Treasurer and Company, for Virginia (23 May 1609)," William Waller Hening ed., The statutes at 
large; being a collection of all the laws of Virginia, from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 in the year 1619 , v.1 (New York: R. 
& W. & G. Bartow, 1823), 80-98; Anne Plummer Johnston, The Plummer (Plumer) Lineage of England and America, 1066 To 
1927 (Anne Plummer Johnston, 1927?), 7-9.

2. John B. M'Ferrin, History of Methodism in Tennessee vol. III (Nashville, TN: Southern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875), 
266.

3. Company Changes Name," American Lumberman, no. 3245 (12 December 1942): 66, 68.

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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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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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繼賢
總議會文物檔案組浦 氏 基 金 的  浦蘭茂先生

浦蘭茂先生的遺囑
浦蘭茂與夫人膝下沒兒女，因此在一九四三

年擬定了遺囑，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八年又
經過兩次內容增訂。遺囑委託聖安東尼奧國家
商業銀行（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 of San 
Antonio）擔任遺產託管，在浦蘭茂過世後，以
產業的淨收入支付夫人的生活開銷直到安老。同
時訂下浦夫人過世後的遺產處置，指名捐贈予
當時美國衞理公會世界宣教部，幫助戰後中國
救濟事工。浦氏晚年曾在月桂樹高地衞理公會
（Laurel Heights Methodist Church）聚會，顯
然對衞理公會的事工也有所認識，在遺囑中說
明了自己的決定及意向：「我不是衞理公會的教
友，我腦海中僅只想到由此捐贈受惠之人，而衞理
公會宣教部能擔當有效管理。衞理公會專長於中國
方面工作，必能勝任並完成所提到之目的。」然而
從浦蘭茂遺囑訂立到夫人在一九五七年過世，中
國已經歷很大變化，衞理公會已退出了中國大陸
宣教，遺產用途上失去明確的對象，衞理公會因
此將部分遺產用於其他的慈善工作。

直到一九五九年，遺產託管人向美國衞理公

推 薦 閱 讀
邢福增。《願祢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

註

4. World Missions v. Nat. Bank (326 S.W.2d 934 (Tex. Civ. App. 1959))," casetext, https://casetext.com/case/world-missions-
v-nat-bank; Stanley Banks, and Pat Ireland Nixon, Laurel Heights Methodist Church, 1909-1949 (San Antonio, TX: Laurel 
Heights Methodist Church, 1949), 82-83.

會世界宣教部提出訴訟，使得浦氏遺產用途被重
新討論。最後德州民事訴訟法院就遺囑內容提出
「類似原則」的做法，建議衞理公會對離散於香
港和台灣的中國人進行救濟，指出教會已在兩地
開展工作；同時深信浦蘭茂過世前已知悉中國正
處於變局之中，遺囑修訂後仍將衞理公會視為適
切的遺產執行人，顯然是信任能妥善處理。4 

一九六一年香港與台灣兩地衞理公會在施梅

士會督（Bishop William A. Smith）指示下，開
始對如何運用基金對難民救濟進行討論，翌年
美國衞理公會正式將浦蘭茂先生遺產轉移到相

關救濟事工上。基金在台灣建立高雄福音新村
（1963）和台北平安新村（1967），及後在香
港建設了愛德村，並補助了台港兩地衞理公會難
民村中的工廠設備，旨在提供安身其中的難民藉
工作獲得收入。

台 灣 和 香 港 兩 地 先 後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和

一九七一年用完所分配的基金，浦氏基金項目因
此結束，及後交由兩地年議會社會關注部接手後
續工作。

1963年 高雄福音新村 1967年 台北平安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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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九月，你會想起甚麼？

作為青少年工作者，精神健康這個議題必定會浮現在腦
海之中。

本處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中心）的一名青少年曾
經分享：「我很想回到學校，但每當踏出家門的時候，就沒法
走出這一步。」在他的世界中，「想」與實際行動彷彿有着天
與地之間的距離，上學對他而言是看似簡單卻又困難的任務。

早前有大學研究指出，每六名青少年便有一名正備受情緒
困擾，而大部分壓力來源都是來自學業；更令人擔憂的是，當
中有部分青少年並未有接受精神及情緒支援。

為回應青少年的需要，中心上年度開展名為
「Teens精神健康關注計劃」，將中心打造為區內青
少年的歇腳點，以身、心、社、靈為介入方向，鼓勵
青少年學習留意身體狀況，並逐步洞察自身內在的情
緒狀態和需要，學習擁抱和接納自己，從中尋找生活
的意義。此外，同工亦鼓勵青少年多留意、接觸及感
受自身的情緒狀況，透過同工更多的陪伴青少年，耐
心聆聽他們的心聲及不同的體驗活動，讓他們感到被
看見、諒解及接納，從而建立自己的價值。

在不同的世代，青少年所面對的壓力和挑戰都
不一樣。有時候，我們以為需要許多不同的知識來幫
助他們渡過難關，然而，在成長過程中，只有讓青少
年感到自己有價值，才
能使他們有勇氣面對挑

戰。

為青少年服務，不
妨還原基本步，以陪伴
與接納成為我們服務的

核心。

循道衞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社
關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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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西非洲事奉了十三年，去年首次申請休假一年，放下工場的服
侍，回港進修。別以為我這一年可以休息，事實上我每天不是

趕閱讀進度，就是趕功課和寫論文，能夠完成課程全靠主的恩典和
神學院師生的幫助，讓我這個放下書包近二十年的學生可以順利畢
業，更在我的燈需要油之時，祂為我加油。感謝主！

現在我已經出發重回西非洲工場。在沒有其他差會同工共事的
日子，我會專注於當地人的服侍。我獨自前往距離首都一百多公里
外的發展中市鎮服侍（以下稱該市鎮為「姆市」），與當地的一個
非洲信徒家庭合作，在該區為主作見證。

曾經有信徒問我為甚麼要到鄉下地方？首先，姆市不是鄉
村，雖然申請電訊及銀行直接提款等服務都要駕車一個或半個小
時到鄰近的城市辦理，但姆市的人口超過一萬，在西非洲算是市
鎮，這裏有小型本地超市、街市和加油站。再者，雖然我主要的
服侍在姆市，但亦要兼顧過往差會在玫瑰湖和囝仔村的事工。最
後，這次有機會在姆市再度與玫瑰湖學校的創校人合作辦學，並與
當地信徒一起敬拜上帝，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面對姆市拓展事
工的挑戰，起初我都擔心這事是出於人意，而不是上帝的旨意，故
此在我留港期間一再請關心非洲事工的同道祈禱，求問上帝的心
意，並得着平安；回工場後，很快我就在姆市找到地方居住，也看
見這區內正在建屋，而且住民的人口不斷增加，於是決定來姆市事
奉，但願好消息廣傳，直到地極。如雅比斯向上帝的祈求，我也祈
求主：「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疆界，你的手常與我同在，保
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求主垂聽！

請為我重返工場的適應和新的服侍代禱：

1. 感恩有非洲信徒一家的支援，無論是安裝窗簾或夜晚要捉老鼠，
他們都二話不說前來幫忙，以致我一個人也不覺得孤單。

2. 十月起我在信徒家中教幾位年輕人英文、帶查經和講道，祈求主
賜我智慧與信息，並有好的語言能力。

3. 請記念一位歸主者，他即將成年，有權選擇自己的信仰，可以洗
禮。祈求主給我智慧，加添我的愛心去幫助這位年輕人，願聖靈
帶領他成長！

陳錦嬋會吏
本會外派差遣員

海
宣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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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上期《會訊》讀到關於教堂建築／裝修特色，發現觀塘堂百
靈樓禮堂的設計特色未獲介紹；身為其設計者之一，覺得滄

海遺珠，略有不甘，特此撰文分享禮堂設計之背後神學原委。

觀塘堂百靈樓禮堂位處於資助房屋的地下，禮拜堂實際
是樓上全層單位打通，故呈窄身長條型，聖壇與最後面座位
距離甚遠。在十餘年前重新設計時，我們以「由創造到再創
造」（Creation to Re-Creation）的基督教時間觀作為禮堂設計主
體。

禮堂以上帝創造天地的彩色玻璃置於正門，一方面從遠方可
以看到禮拜堂以外，也吸引人讓人進入上主的創造工程之中。整
個禮拜堂的長條型，隨即演變成整條基督教的時間線，亦即是
在禮儀上的復活蠟燭／逾越蠟燭（Paschal Candle），於禮堂入
口處的天花上，刻上A l p h a（阿拉法），並在台前天花上刻上
Omega（俄梅戛）兩個符號。我們今天就是生活在阿拉法與俄
梅戛中間的時間，由阿拉法邁向俄梅戛的旅途上。阿拉法的圖
像，我刻意請設計師扭轉了方向，就好像一條向前游的魚一樣；而俄梅戛則像一條向前推進的水母一
樣，一起邁向永恆的方向。

在阿拉法與俄梅戛之間，我們刻意加入循道衞理宗的特色，在地上舖
設了以紅、綠、紫、金四色的馬賽克反光磚塊，表達我們在此時此刻，必
須扎根真道、深入世界、作主門徒的信仰使命。然後在台前，我們亦設計
了一隻馬賽克的祈禱手，因為整個信仰羣體最終的目標，就是我們集體在
永恆的上主面前，獻上我們馨香的禱告的祭（參啟五：8）。在聖壇的橫
框上，我們則以新天新地的景象和生命冊展開作為圖畫，呼應進門時的那
幅上帝創造天地的彩色玻璃。而在最遠方，則是十字架下由我們弟兄姊妹
親手製作的聖壇，表達今天的聖餐（Communion），正是在預嚐永恆盛
筵，每次崇拜都是與永恆敬拜的共融（Communion）。

觀塘堂百靈樓拆卸在即，我也正在期待下一代的崇拜禮堂設計如何為
我們帶來嶄新的信仰體驗！歡迎你趁着還有時間，來百靈樓參觀一下！

梁逸軒
觀塘堂

進 入 阿 拉 法 與
俄 梅 戛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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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垂詢，逕向本人或總議會辦事處徐瑞華編輯查詢（電話：2 5 2 8  0 1 8 6  / 

3725 4527；傳真：2866 1879 或電郵 l it@methodist.org.hk）。敬祝

榮
譽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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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聖 靈 導 引 下 ， 本 執

行 委 員 會 開 展 探 訪

「 基 督 教 巴 拿 巴 愛

心 服 務 團 」 。 服 務

團 主 要 服 務  ， 為 她

們 提 供 院 舍 式 戒 毒 治

療 康 復 服 務 ， 透 過 認

識 福 音 ， 重 建 生 命 。

自 二 〇 二 一 年 開 始 本

執 行 委 員 會 探 訪 服 務

團 兩 個 宿 舍 ： 南 丫 島

訓 練 之 家 及 馬 鞍 山 宿

舍 ， 期 望 透 過 分 享 見

證 ， 以 基 督 的 愛 與 院

友 同 行 ， 幫 助 她 們 建

立 正 確 人 生 觀 ， 尋 找

生命意義。

日　　期：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七日（禮拜六）

時　　間：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

集合地點：本會救主堂（香港皇后大道西427-437號二樓）

收　　費：免費
內　　容：介紹清潔工之工作現狀及分析彼等之處境；實地探訪，與清潔工交流

報　　名：請於十二月二日（禮拜一）中午十二時前上網報名
 (https://www.methodist.org.hk/sscon- volunteer-activity-2024)

名　　額：十人　　　查　　詢：請致電3725 4541與蘇偉樂先生聯絡
【註：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至今開展三年，致力促進基層清潔工友之健康、安全與尊嚴，為清潔工友提供支援。】

本會社會服務部社會事務關注小組主辦    明愛勞動友善計劃協辦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監獄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近年酷熱天氣日數增加，在戶外環
境工作之工人首當其衝，當中從事
清潔行業之工友之處境日益惡劣，
不時面對脫水甚至中暑之風險。有
見 及 此 ， 本 小 組 訂 於 二 〇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 禮 拜 六 ） 上 午 舉 辦
「社區清潔工探訪」，邀得「明愛
勞 動 友 善 社 區 計 劃」【 註 】之 同 工 帶
領參加者走訪中西區之外判清潔工
友，了解彼等之日常工作情況及困
難，並送上關懷和祝福。

探 訪 內 容：  唱詩、短劇、魔術、遊戲、見證、信息及小組分享等。
參加者資格：本會21歲或以上，無親屬在任何巴拿巴院舍內受訓，並獲堂主任

推薦之信徒。　
報 名 須 知：  1.各次探訪均以堂會小組名義報名，請自行籌組足夠人數參與。
 2.報名以先到先得形式進行，本執行委員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截 止 日 期：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禮拜一）

請於本會網站www.methodist.org.hk/news/activities/下載報名表
查詢歡迎與總議會辦事處黎凱婷女士 (3725 4533) 或
許曼芝女士 (3725 4531)聯絡

誠邀有意加入服侍之會友（以同一堂會為單位）參加任何一項，詳情如下──

地點地點 南丫島訓練之家南丫島訓練之家 馬鞍山宿舍馬鞍山宿舍

日期

18/01、22/02、22/03、26/04、
24/05、28/06、26/07、23/08、

27/09、25/10、22/11、27/12/2025
（禮拜六）

11/01、08/02、08/03、12/04、
10/05、14/06、12/07、09/08、

13/09、11/10、08/11、13/12/2025
（禮拜六）

時間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名額 每次8人（參加之姊妹數目必須比弟兄為多）
備註 如有需要，可於探訪前聯絡本執行委員會委員舉行一次簡介會

網上報名

下載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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