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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教區新年感恩及委身禮唱頌晚禱香港島教區新年感恩及委身禮唱頌晚禱

在黑暗時要更團結堅定信靠上主在黑暗時要更團結堅定信靠上主

2023年委身禱文

謝主教點燃聖桌中間的蠟燭，象徵基督的光永遠照耀大地，為人類世界帶來希望

香港島教區詩班

「……求主教導我們，無論身在何方或面對

任何處境，皆常存感恩的心，追隨基督，積

極發揮屬靈的恩賜，活出門徒豐盛燦爛的生

命。」（2023委身禱文）

香港島教區 2023 新年感恩及委身禮唱頌

晚禱於 1月 1日下午在聖約翰座堂舉行，由謝

子和主教主禮及講道，香港島教區詩班領唱。

崇拜中謝主教帶領會眾重新與上帝及友鄰

立約，委身基督和他的教會，在新年伊始時，

齊集教區母堂，奉獻自己，以致得以完完全全

地屬於上帝，成就他所交託的大小事情。

謝主教講道時表示，在新一年開始時，我

們有機會一起在這裏相聚，一起為過去而感

恩，為來年交託和委身，這是一個相當有意義

的崇拜。雖然每一個人所帶來的可能是不同的

感受，但大家都知道在主的愛中，上帝與我們

同行。

謝主教引述當日的經課《申命記》和《彼

得後書》，看到上帝告訴信徒，他願意信徒得

到祝福，期望信徒的生命是豐盛的。其實這兩

段經課的背景，在當時的情景其實一點也不好

受。《申命記》是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在曠野度過

了四十年而寫下的；而《彼得後書》成書時，

正是教會面對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教會外來

自羅馬帝國和猶太教的逼迫越來越嚴峻，弟兄

姊妹被捉拿、為主殉道，教會內面對很多不同

的挑戰，有不和與分裂，還有異端的攻擊；但

是，彼得提醒他們，不要放棄，繼續向前行，

繼續在信仰上進深，繼續依賴主賜予的盼望。

謝主教問會眾「在過去一年，我們經歷了

很多不同的衝擊和考驗，我們的信心是否大

了？我們對上帝的盼望是不是更加堅定？當我

們一起在家中隔離的時候，我們的忍耐是不是

多了？」彼得教導信徒，在這些事情上不斷進

深，就會見到主耶穌基督，不至於懶散和不結果子。因為上帝

已經將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信徒，使他們不致失腳，反而可以

過豐富的生命。

謝主教指出，在未來的一年會面對甚麼呢？沒有人知道。

在上年的感恩委身崇拜時，「第四波」剛剛進入尾聲，大家都

很興奮，準備重新上路，結果，「第五波」重創香港！有時真

不知道在生命前面的路上會遇到甚麼，但是摩西和彼得對跟從

主的人，給了同樣的提醒、教導、鼓勵和訓勉，就是要緊緊跟

從主，並以一種屬靈的眼光去看生命，將我們的生命交給主，

就會看到主以豐盛的恩典拖帶着我們。

雖然過去的日子不容易，但謝主教在各牧區見到牧長們的

努力與付出，也見到弟兄姊妹愛主愛人的心，讓他深受感動，

並且特別多謝他們。在「第五波」疫症中，不同牧區安排教友

送贈物資給受隔離的弟兄姊妹，知道要出去是很危險，但是他

們仍願意去做。見到很多院舍的年長人士染疫，但是院舍職員

們願意留守看顧有需要的人，真是很偉大的。謝主教見到很

多牧區都有跟隨教區的三個使命重點：「活出呼召」、「攙扶同

行」、「澆灌平安與盼望」，滿有創意地安排事工活動，他非常

感恩。

謝主教又謂，在黑暗的時候，教會是要更團結，更要幫助

弟兄姊妹有堅定的意志去信靠主，讓彼此看到上帝在我們當中

所交託的使命。願意在進入新一年時，帶着的是感恩的心。

在過去一年，可能大家所經歷的是種種的衝擊，因而反使我

們更強壯，信心更堅定，對

愛人、愛主的事更加肯定。

在 2023 年，祈願信眾將生

命再一次被上帝使用，願上

帝成為大家的亮光，即使大

家再遇上黑暗時，也不會害

怕，因為大家仍然能夠跟從

主。

在晚禱開始之前，教區

在座堂的李堂安排了與主教

聚會，讓教友可以輕鬆地團

契交誼。

重新與上帝及友鄰立約

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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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今年是教省成立25周年銀

禧紀念向大日子，鄭守定牧師

希望帶領讀者用温情與敬意，

細看我們的家，我們的教會。

用溫情與敬意細看我們教會



鐘樓

很多人都會被聖堂內這高聳的十字架所吸引

1956年落成的第二所聖堂

教堂
遊蹤 青山聖彼得堂青山聖彼得堂

當有人說「來自青山」，大家不

期然都會發出笑聲。其實於

1936年開基的青山聖彼得堂（青

彼）比 1961 年落成的青山醫院

早得多。而且青彼是屯門區議會

設立的屯門文物徑其中一站，讓

人認識到基督教在屯門區所發揮

的重要角色。

現在的聖堂是青彼歷史上

第三所聖堂。第一所建於 1937

年，曾用作聖堂、學校、活動中心等，現時用作牧

宅。第二所聖堂於 1956 年落成，後因政府規劃興建

輕便鐵路，遂於 1983 年清拆。第三所聖堂於 1992

年建成使用，與之前鄉村平房式教堂不同，這所青彼

教堂比周邊建築物都高，成為屯門地標之一。許多人

到來時，都會被聖堂玻璃牆上高聳的十字架所吸引，

而當大家在長椅坐下或跪下時，更可透過玻璃牆看到

青山山頂，不禁讚嘆上主創造的奇工，亦如詩篇 121

篇第 1 節所言：「我要向山舉目」。聖堂另一個特色是

鐘樓，每次崇拜前會用人手拉響大鐘，提醒大家是一

起崇拜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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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聖彼得堂
地址：屯門興才街1號

電話：2461	9182

網址：http://dwk.hkskh.org/stpeter/

青彼一向積極拓展教育及社會

服務，建立幼稚園、聖西門社會服

務處及診療所等，讓整全的福音，

落實在面對社區人士的需要中。其

中最具特色是幫助漁民子弟的學習

需要，興辦聖西門小學並附有宿

舍。漁民家庭父母可以放心將年幼

子女交學校照顧，他們就可出海捕

魚謀生，打破了過往漁民子弟無機

會讀書識字的惡性循環。雖然今天

聖西門小學已完成歷史任務，但它的貢獻仍存留在各

校友及他們家人的心中。

經歷一連串探討，祈禱尋見使命及異象，時任堂

主任郭志丕牧師（現為東九龍教區主教）及牧區議會

於 1999 年開始帶領教堂轉為小組模式，加強弟兄姊

妹彼此關顧及群體學習，而參與小組及崇拜人數亦有

長足增長。惟近年隨着社會環境及教友生活模式轉

變，教堂由小組模式轉以團契型式為主。現時主要以

分齡方式進行培育：主日學（分幼兒級及小學級）、

青少年部（分中學、大

專、職青及年輕夫婦家庭

團契）、家庭區（團契為

主、小組為輔）和長者

區（以諾團契、靈修書

法班）。

至於福音工作則以傳道點事工為切入點，接觸學

生及家長和社區人士。現時傳道點包括幼稚園、蒙恩

小學、聖西門呂明才中學及康恩園（聖公會福利協會

轄下單位，服務智障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疫情前更

會定期安排境外短宣或交流，遠至馬達加斯加、近則

內地、台灣及澳門等，以擴闊視野及提昇傳道熱誠。

				現時周六下午 5:30 晚堂、主日上午 8:00 早堂及

11:00 午堂，皆為聖餐崇拜。

更正

上期（2443期）第一版，提到福利協會副總幹

事文孔義曾經是聖基道兒童院總幹事陳王麗芬的

上司。實為陳太曾經是文孔義的上司，特此澄

清，謹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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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遊戲中認識垃圾分類

全感恩全感恩••傳承愛  偉倫育人三十載傳承愛  偉倫育人三十載

聖公會偉倫小學為慶祝三十周年校慶，以「全感

恩•傳承愛」為主題，於 11 月 25 日舉行「陽

光孩子 Zone 一 Zone」奉獻禮、校慶感恩崇拜、校

慶活動頒獎禮及「情繫偉倫三十載」大匯演，藉此一

同向上主表達感恩和讚美，並讓全校共同留下美好回

憶。

「陽光孩子 Zone 一 Zone」奉獻禮作為校慶的序

幕，偉倫的代表在謝子和主教及嘉賓團的帶領下摯誠

祈禱，把場區奉獻上主，懇求天父悦納並加以賜福。

「陽光孩子 Zone 一 Zone」是偉倫新建的場區，分為

「祈禱角」、「Happy	Zone」及「親親園圃」三部分。

學校盼望「祈禱角」成為師生洗滌心靈、親近天父的

地方；學生在「Happy	Zone」遊戲學習、發揮所長；

並透過「親親園圃」的種植活動，讓學生感受天父奇

妙的創造，學懂珍惜及尊重生命。

校慶感恩崇拜由謝子和主教主禮，郭志丕主教講

道，孔繁漢牧師司禱，陳國強座堂主任牧師帶領啟應

詩篇，校監鄧華錦牧師及林美寶校長帶領祈禱，老師

代表及學生代表讀經，學校詩班以詩歌《獻給我天上

的主》傳頌主恩。此外，學生、家長、老師及校董代

表亦獻唱《全地至

高是我主》，同心為

上主的恩慈信實獻

上頌讚。

至於全體師生

呈獻的「情繫偉倫

三十載」大匯演，

則以歌舞及話劇等

精彩表演祝賀偉倫。話劇表演以偉倫過去三十年的重

要時刻為藍本，透過六幕劇呈現歷任校長所帶領的偉

倫各具特色，每一幕對偉倫而言都是珍貴而意義非凡

的時刻，值得細味和感恩。大匯演期間，全校師生更

排列成代表「我愛偉倫」、「祈禱花」及「30 周年」

的字樣或圖案，寓意全體師生濟濟一堂，團結一

心。

為慶祝三十年前創校的恩典時刻，學校自上學

年起已籌備一系列的比賽活動，包括校慶親子海報

設計比賽、校慶親子徽號設計比賽、校慶親子標語

設計比賽及校慶主題曲創作比賽，讓每位偉倫的同

學和家長都有機會分享校慶的喜悦。

除此之外，偉倫全體師生及家長代表更共同拼

砌了一幅規模龐大的積木壁畫，作為獻給偉倫的

生日禮物。積木壁畫由十萬多塊積木組成，並以學生

愉快學習及多元文化的校園生活為主題，是一份承載

着愛和心意的珍貴禮物。期望學校抱持教育的初心，

在往後日子繼續為主作鹽作光，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

路，永不偏離。

聖公會基愛小學校長對談聖公會基愛小學校長對談
劍擊選手分享運動員苦與樂劍擊選手分享運動員苦與樂

為推動「 堅 毅 」 和

「勤勞」的價值觀

教育，聖公會基愛小學

張樂霈校長於 2022 年

9 月 13 日的成長課時

段，邀請奧運劍擊代表

「男子花劍運動員」蔡俊

彥到校輕鬆對談，分享

「運動員的苦與樂」。

現 年 25 歲 的 蔡 俊

彥，在接觸劍擊前，原

來最愛踢足球。小學四

年級的時候，才在媽媽安排下初試花劍，他坦言最初感抗拒，覺得很危險，但一

堂之後覺得好玩，很快便喜歡了。

蔡俊彥雖然在中學劍擊比賽已嶄露頭角，中三更獲邀加入港隊，曾於亞青賽

奪金、青奧會奪銀，但面對 2021 年東京奧運，因自覺打不出應有水準，經歷數

月的低潮，甚至想過放棄。幸好，在自我懷疑及氣餒過後，他重新出發，目前已

劍指世界排名首五名的位置。

運動員要兼顧學業從來都不容易，蔡俊彥同樣要面對考公開試的關口和面對

升學的問題，他當年決心考好DSE，向體育學院請假半年，埋頭苦讀，終如願以

償入讀港大會計系，不過原本打算完成學位之後才轉做全職運動員的他，因為不

想錯過運動員的「黃金年齡」，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毅然決定踏上職業運動員的道

路。

他解釋：「在青奧會奪銀之後，我覺得自己有潛力達到世界頂尖的水平，對

劍擊的野心及目標愈來愈大，希望把握自己身體機能最發達的時候衝擊更多。」

他承認全職運動員訓練絕不輕鬆，但因自己方向和目標清晰，甚快已經適應過

來。

蔡俊彥的奮鬥經歷，不但帶出運動競賽和體育精神的意義，更鼓勵學生建立

堅毅、勇於接受挑戰等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並啟發他們追求夢想，發揮潛能。他

又勉勵同學們要對自己有信心，別

看輕自己，要大膽嘗試不同的事情。

張校長安排是次運動員訪談，

希望學生學習以堅毅的精神去面對

困難，不輕易放棄，更鼓勵學生從

小找尋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使之成

為生命的一部分，不論學習還是將

來工作都能和興趣之間找到平衡，

活出精彩人生。

學社人聯課活動日學社人聯課活動日
李炳學生另類學習李炳學生另類學習

聖公會李炳中學向來以「I	SEEK	 I	ACT」為教育理念，鼓勵學生「積極探索、努

力實踐」。學校聯課活動部特別於 11 月 26 日舉辦「學社人」聯課活動日，藉

此提升學生統籌活動能力，讓學生有多元化的學習經歷，也為學生提供表演平台一

展所長。

活動日設有三十個攤位、四個工作坊及五場才藝表演，才藝表演項目多元化，

包括鋼琴獨奏、高胡木琴合奏、結他合奏、舞蹈表演、花式劍球表演、機械人編程

示範等等。至於攤位及工作坊，則分為「體藝體驗顯活力」、「知識探索拓眼界」及

「多元智能展潛力」三大主題，計有室內賽艇、水托畫製作、認識垃圾分類、童軍繩

結、「觸」「智」多謀等，師生可按自己的興趣參與。

「學社人」的所有攤位、工作坊及才藝表演都是由四社、校隊、學會等接近四十

個單位的學生幹事負責設計、製作及主

持，整個過程由學生主導，老師從旁提供

指導及協助修正。學生分工合作，互相配

合，發揮各自所長，從中亦認識到自己的

優缺點及體會與人合作的精神。

當日除了全校師生參與，學校亦邀請

區內包括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在內

的四所小學的師生到場參與。由學生化身

親善大使，耐心向小學生講解遊戲玩法，

引領小學生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之餘，亦

訓練學生的溝通技巧。攤位、工作坊及表

演涵蓋語文、數理、科學科技、藝術、體

育不同範疇，做到寓學習於遊戲，小學生

踴躍參加，樂在其中，滿載而歸。

一眾主禮嘉賓進行奉獻禮剪綵儀式

郭志丕主教講道

校監鄧華錦牧師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張樂霈校長和劍擊運動員蔡俊彥

蔡俊彥分享當運動員的苦與樂

既刺激又考驗體能的室內賽艇

︱消息2023.1.8    2444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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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守定

施美夫主教

史丹頓牧師紀念碑石

1998年教省成立

1924年 
聖保羅書院

錢穆

香港聖公會的開基
香 港 島 於 1842 年 被 英 國 佔 領。 史 丹 頓（The Reverend 

Vincent John Stanton 1817-1891）在 1843 年被奉派往香港，

成為牧養英國人及歐洲人的牧師。到任後，於 1849 年完成興建

聖約翰座堂（Saint John’s Cathedral），更於 1851 年建立聖保

羅書院（Saint Paul’s College），目的為訓練華人向中國傳教。施

美夫（Bishop George Smith 1815-1871）於1849年被祝聖後，

被奉派到香港為維多利亞教區會督。註 1 此乃聖公會之始。註 2

以後一個世紀以來，聖公會經歷了多番變革，從維多利亞教

區、華南（港粵）教區，到 1951 年轉為港澳教區，直至 1998

年成立教省。註 3  其早期對中國，特別在華南地區及在 1950 年

代後於香港，一百多年來皆在宣教、教育與各樣服務上作出重要

的貢獻。註 4 這些變革都不僅是聖公會教會內部體制的演

變，也跟香港及中國社會一百八十年以來的變化有密切的

關係。

註

1 十九世紀來，南方中國聖公會稱為會

督，北方則稱主教，實兩者皆為英文

Bishop的不同翻譯。由於1983年香

港聖公會亦改稱為主教。為免混亂，

後文一律用主教。

2 香港聖公會是1998年成為教省的名

稱。因着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名

稱，如維多利亞教區及華南（港粵）

教區，港澳教區等等。現以「成為教

省以後的名字」為主題作論述討論，

並在文中以「聖公會」為描述香港聖

公會在不同歷史及環境中的簡稱。

3 參考Endacott ,  George .  B . ;  She 

Dorothy E.,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Church (1849 – 1949), June 1949, 

The Standard Press Ltd.

4 Edited by Philip L. Wickeri, Christian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Culture: 

Essays on Anglican and Episcopal 

H i s to r y  i n  Ch i na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錢穆，《國史大綱》，前言，國立編

譯館出版，商務印書館印行，1940

年。

6 在近十多二十年間，適逢許多聖公會

逾百年的教會、學校及機構，紛紛出

這是我們獨特的教會
正如史學大師錢穆所說，一個

有知識的國民，對中國的歷史不但

應略有所知，更應對其本國的歷史

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註 5  同理，作

為聖公會信徒應對聖公會的歷史略

有認識，并且用誠心、用思考及禱

告，去反省在過去的歷史中尋找聖

公會的教會觀。

聖公會的歷史是獨特的，其歷史中的演變實反映着

香港社會以及中國百多年以來的變化。香港自 1841 年

起被英國管治。由荒蕪漁村變成有規模的城市，再成為

世界大都會及金融中心，並被稱為「東方之珠」，最終於

1997 年回歸祖國之懷抱。

回顧祖國二百年來走過的道路，清朝腐敗無能，國

民奮發自強，矢志維新，革命更生，卻每每舉步維艱，

經歷內憂外患，多次內戰外侵，一路走來，滿途荊棘，

受盡苦難，波瀾壯闊地奮鬥。二百年間，滄海桑田，

變化之鉅，世間罕見，使世界觸目。至今天的光景，

並不容易。聖公會與中國百多年以來的現代化正息息

相關。自史丹頓牧師 1843 到港履任起計，聖公會在這

一百八十年以來走過是怎樣的道路？又如何孕育出中華

大地中惟一有完整體制的教省？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

思。

用溫情與敬意
   細看我們教會

香港聖公會另一特別之處是她擁有比全球聖公宗其

他地方更多的學校及社服單位，於香港社會深具影響

力。究竟歷史的發展中是如何產生如此的特質？在歷史

的過程中是如何孕育出現在聖公會？我們作為聖公會人

究竟如何看待我們自身的身份—聖公會的教會觀？這

都是每一位聖公會人應關心的問題。2023 年更是教省

成立 25 周年銀禧紀念的大日子，趁這時刻思考聖公會

在香港發展的一百八十年的歷史，尋索她的教會觀，別

具意義。

以上就是在歷史的思考中尋找聖公會的原委。

研究的方法
這思考尋索將會用兩年時間，計劃共廿四篇，而採

用的方法，是盡量尋找相關史料，以簡明的文字作出陳

述。註 6

而每次將相關史料重新排列與疏理作為縱向的排列

陳述，每每會有新的而前人未有看見的發現。在排列陳

述中，亦如一般史家與學者將這些獨特的人、事、物、

地等等事件與相同時空的重要歷史事件及社會經濟背景

或相類似的事件並排，作為橫向陳述與比較，亦每每會

有重要的新發現。

在歷史資料與事件作縱向的疏理與陳述時，亦每每

在不同時空與年代發生的事件中，有相似的人、事、

物、地及事件可作比較，亦每每帶來新的看法與見識。

註 7

當思考歷史時，我們都可以有以下兩種不同的進路：

一，在可見實在的、繁瑣雜亂的事件中尋找；或二，在

萬變事物中尋求其普遍的原則，目的和意義。若只有前

者，可以變成只陳述過繁的事實，而沒有史識、史見而

變成虛無主義；而只用後者，亦可變成一個充滿想像及

空談的戲論。我相信只有二者綜合，事實與神學觀的相

互交融，真相才會呈現。註 8

研究的前設
因此，此專題論述的前設，是以香港聖公會在歷史

的發展成—「道成肉身聖禮的教會」（An Incarnational 

Sacramental Ecclesiology），

註 9  而這前設亦自有其歷史文

獻支持，何明華主教（Bishop 

Ronald Owen Hal l ,  1895-

1975） 在《 維 多 利 亞 教 區

一百年的教會歷史 ：1849-

1949》一書的序中論及派立

和祝聖主教與教會的關係呈

現出何主教視教會為道成肉

身及聖禮的神學觀點。他這

樣寫着：

「到底教區與主教祝聖禮意味甚麼？對上帝的兒

女來說，這並不比其他兒女更重要。或許對我們所

有人來說意味着兩件事。

第一，基督所建立的教會作為他的國度的媒介

與聖禮，將有限的時間帶到永恆，將人帶到上帝，

縱然人的渺小或人的敵意能夠阻礙，卻不能阻止上

帝的作為。

第二，任何上帝兒女無論在帳房裏、船上或家

中展現每一件愛德和善行，都能表達上帝愛德之目

的及意義。當主教被祝聖時，他便成為他被託付牧

養的教區愛德、力量和美善之源。」註 10

讓我們在這裏一同走上這條思考尋索之旅。

版了自身的歷史。加上香港聖公會成

為教會歷史檔案室及有專家、學者整

理史料，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充實了

研究的資料。

7 參考余英時《我的治學經驗》，新臺

北，聯經，2022年11月。

8 Refer to Balthasar, Hans Urs von, 

A Theology of History, Ignatius•

Communio Books, P.9

9 有關聖公宗對道成肉身神學觀念的

理解，可參閱Charles A. Gore, The 

Incarnation of the Son of God: Being 

the Brampton Lectures for the Year 

1891 ,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0)及范晋豪：《道成肉身 — 哥

爾的聖公會神學》（香港，宗教教育

中心，2009年）。有關「聖神的教

會」，可參考Avis, Paul, The Identity 

of Anglicanism: Essentials of Anglican 

Ecclesiology, T&T Clark, 2008，及

Ramsey, Michael, The Gospel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2009以及Macquarrie, 

John, A Guide to the Sacraments, 

SCM Press, 1997.

10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Church (1849-

1949), Preface. 

史丹頓牧師

何明華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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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賢自筆 詩禱
冼月芬

除了約翰福音外，其他福音書都有記載耶穌受施

洗約翰（下文簡稱約翰）的洗禮，而馬太福音

卻特別加上一段耶穌與約翰的對話。既然是「獨家

報道」，作者馬太必然有話要說。

那時候，耶穌還未正式出來傳道，他來到約旦

河，就是約翰傳道和為人施洗的地方。他請約翰為

他施洗，但這一問卻令約翰，甚至後來教會的信徒

感到困難，原因是約翰在傳道時說過：「我是用水給

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

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子也不配，他要用聖靈

與火給你們施洗。」（太 3:11）約翰福音也有一段

「獨家報道」，雖然是較後期的著作，卻多少道出了

約翰如何看自己在上帝拯救計劃中的角色和位置。

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上帝

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

以後來的先於我，因為在我以前，他已經存在』的

那一位。」（約 1:29-30）以上兩段文字雖然出自不

同的作者，但同樣地是在凸顯耶穌的位置和能力遠

比約翰大。這樣看來，約翰要阻止耶穌，對他說：

「我應該受你的洗」，是十分合理的。然而耶穌仍堅

持要受約翰的洗，說：「暫且這樣做吧，因為我們理

當這樣履行全部的義。」耶穌說出因由，就在「理

當」和「履行全部的義」這幾隻字上。

約翰作為先知─後來耶穌是這樣稱讚他的：

「是的，我告訴你門，他比先知大多了」，就深信這

是上帝對他的揀選，被上帝差遣，向以色列人傳遞

上帝的信息，教導他們必須「盡義」：堅守立約時

的應許，遵守上帝的律法，這是以色列人從小便被

教導的。他們的祖先與上帝立約的事，世世代代的

以色列人都不會忘記。那時，就在西奈山上，上帝

藉摩西邀請以色列人與他立約，說：「我向埃及人

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

上，帶你們來歸我。如今你們若真的聽從我的話，

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

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神聖的

國民。」最後，他們都願意與上帝立約，並應許

說：「凡上主所說的，我們一定遵行。」（出 19:4-

5,8）所謂「義」，就在這裏，就是他們終生必要履

行立約時對上帝的應許。所以耶穌用上「理當」這

個字，並且說「我們理當」的，就不僅是約翰，連

他自己也當「履行全部的義」。其實，這句話在在

表明了大家都在履行上帝的救贖工作，位置有別，

工作各異，但目標和當盡的責任都是一樣，要竭力

完成上帝交託給各人的使命。約翰的工作是要為人

施洗，便理當為耶穌施洗，而耶穌也好藉約翰的洗

禮，表示對天父所差遣，比先知大多了的約翰一份

尊重，自己也好以身作則。

當然耶穌的受洗不僅盡義，更重要的是在他領

洗的一刻，確證了自己的身份，而這個身份不是別

人加在耶穌身上的，而是出於天父上帝。還有，耶

穌的洗禮也為後來的教會確立了洗禮的神學。耶穌

在洗禮時出現的現象，聽到的聲音，都有豐富的神

學和教導在當中，特別是關乎上帝的創造。

首先，就在耶穌從水裏上來時，「天忽然為他

開了」。天開了，是為耶穌而開，看似奇妙，但重

點在於：誰把天開了？是天父上帝，他為耶穌正要

踏進履行救贖使命的重要時刻，顯出他要主動參與

其中。開了，表達上帝的意願，像以色列人在西奈

山，都是上帝採取主動。他要與耶穌，以至與世界

各國各族的人溝通和連繫。上帝在創造時，不也都

站在主動的位置上嗎？上帝看到「地是空虛混沌，

深淵上面一片黑暗」，這時候，上帝的靈運行在水

面上。（創 1:2）

就在天開了的同時，耶穌看見「有上帝的靈降

下，彷彿鴿子落在他身上。」這是聖靈的工作，好

像他在創造時運行在水面上。我們或許可以想像這

刻波浪澎湃的海面，就在聖靈運行在上面時，會像

耶穌平靜風浪時被止住，大大平靜了。還有在挪亞

方舟故事裏的那隻白鴿，就在整個大地的水退卻，

回復平靜時，被放出去，象徵地上的平安再次回到

原來的創造、回到人和上帝最親密的關係裏。大家

會否發現到洗禮池旁邊總會放置一支逾越聖燭？不

也在象徵上帝的創造嗎？那時，上帝說：「要有光，

就有了光。」天開了，聖靈像鴿子降下，都在在表

明耶穌的洗禮，以至教會的洗禮，都有這個意思：

要把我們回到原來的創造裏。

隨後天上傳來聲音：「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

愛的。」這是上帝直接和公開地向人類宣示耶穌的

身份，他是上帝的兒子，但也是他的僕人。首先，

這段話印證了舊約的預言。「這是我的愛子」取自

詩篇 2:7，是一篇受膏者的詩篇，那裏寫着：「你

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受膏者就是彌賽亞

（希臘文是基督），是以色列人一直等待的那位（賽

61:1），他要稱為上帝的兒子。「我所喜愛的」也很

有意思，取自以賽亞書 42:1，是上帝呼召先知作為

他的僕人時說的：「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

揀選、心裏所喜悅的！」其實這兩句話連在一起是

很矛盾的。一面是尊貴的君王，另一面是卑微的僕

人，兩個不同形象被放在一起。然而，當中有着上

帝的心意：耶穌既有君王尊貴的身份，但天父卻刻

意要他謙卑自己，取了僕人的樣式	（腓 2:6-8），不

以君王的威權和武力示人，卻用柔和謙卑的心來實

踐上帝的救贖	（太 11:29）。耶穌也是這樣教導他的

門徒：「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要作你們的用人；誰

願為首，就要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

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

的贖價。」（太 20:26-28）耶穌作為君尊義僕，意

義就在這裏。

世界原本不是屬於你，因此用不着拋棄，要拋棄的是一切的執着。

《心靈妙語》

這是一首個人的求告詩，由於詩人以優美和簡潔的文字，寫出心底裏最真誠

和懇切的祈禱，因而引起後來每位讀者的共鳴。詩人沒有告訴我們他所遭遇的是

甚麼—或是疾病、或是災禍、或是個人的恩怨情仇、或是宗教或是政治的迫害

⋯⋯，但由此卻誘發他內心的恐懼、焦慮和不安，日夜煎熬，身心衰殘，接近瀕

死的境地。

從詩人的文字當中，我們可以看見他雖然身處在人生的逆境，卻仍然感受到

上帝與他同行的寶貴。表面上看似是滿口怨言，但他的心卻是緊緊跟隨上帝。

第 1-2 節，詩人一共四次向耶和華上帝提問「要到幾時呢？」這說明了他內

心沮喪到一個地步，就是已超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悲痛，四次重複，說出他四個理

由：第一，「你忘記我⋯⋯	要到永遠嗎？」上帝似乎在他心裏已經沒有了他。

第二，「你轉臉不顧我」。即使詩人想到主面前，他也不理睬。上帝似乎不喜

歡他，甚至好像是懲罰他。第三，「我心裏籌算，終日愁苦。」呂振中聖經譯本

譯作：「我把苦痛放在自己身上，心裏終日愁苦。」第四，「我的仇敵升高壓制

我」。「仇敵」可指敵人或死亡。

從詩人向上帝所發出的禱告，可以感受到他正在經歷人生的苦澀與悲慟，然

而人生再大的苦難也會有終結和消逝的一刻，因此只要人能夠緊緊的依靠上帝，

眼睛注目在那位創造天地萬物的造物主身上，我們的眼目就能明亮，並且看見上

帝的救恩與慈愛。

禱文：

慈悲仁愛的天父上帝，求你饒恕我們的愚昧與無知，並加增我們對你的信心

和倚靠，好叫我們在這瞬息萬變的世代中，仍能緊緊跟隨你的腳蹤行走。阿們。
這是一個互動的專欄，邀請各位讀者拿起彩筆，為這黑白的圖畫，

填上你所喜愛的獨特色彩，亦藉着自己的畫筆，默想上帝的話

語，為自己的生命更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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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必然

誰是我的鄰舍 ( 上 ) ：淺談謹慎責任

小德蘭專愛耶穌的生命聖範

法理˙載仁

蘇信恩

文藝閱讀
江程輝

轉哲點
楊俊強

耶穌告訴律法師聖經中最大的誡命是愛上帝，其次就是愛鄰如己。律法師為了要

故意證明自己說得對，問了一個「條例詮釋」性的問題：「誰是我的鄰舍呢？」

耶穌便講了一個現在家傳戶曉「好撒瑪利亞人」比喻：參見（路 10:25-37）。

在民事的侵權法中，法律學生讀到最有名的案例是 Donoghue	v	Stevenson	

[1932]	AC	562。案中的原告飲用一瓶由被告製造的薑啤，但當差不多飲完的時

候驚嚇地發現一些腐爛了的蝸牛殘骸。英國上議院（House	of	Lords）該案中需要

決定究竟與原告（消費者）素未謀面的被告（製造商），是否需要對他負上謹慎責

任（duty	of	care）。法官於判決書中借用了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表示聖經的教導

是要愛鄰舍，而法律上謹慎責任的原則就是不能傷害鄰舍。法官繼而嘗試回答法

律上「誰是我的鄰舍呢？」的問題。上議院說：一個人必須採取合理的照顧，以

避免一些可合理預見的傷害，加諸於與其接近及直接受其行為影響的人	（“persons	

who	are	 so	 closely	 and	directly	 affected	by	my	 act	 that	 I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them	in	contemplation	as	being	so	affected	when	I	am	directing	my	mind	to	

the	acts	or	omissions	which	are	called	in	question”）。雖然 Donoghue	案其後被其

他案例微調，但 Donoghue	已成為家傳戶曉的案例。而法律界也將被告需要「防

止身邊的人受傷害的責任」冠以「[ 好 ] 鄰舍法則」([Good]	Neighbour	Principle)

的稱號。

法律當然是道德的最低底線。聖經要求基督徒做到的當然比法律的要求高。聖

經上的律法師（當然，律法師並非現今的

律師）顯然希望抱着一種「只做最少」的

心態向耶穌發問。這種純粹「按章工作」

的做人態度，或許我們也要引以為戒。事

實上，比喻中提到的祭司和利未人也是本

着一種「做好自己份內事」的心態，於是

往另一邊離去。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自己

的任務擺在首位，反而認為拯救傷者可用

「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態度處理。

對於法律工作者，工作久了就開始有

麻木的感覺，終日只是沉浸在證據、典

籍、條文中。久而久之，枯燥的工作也令

人漸漸失去了需要當每一宗案件的客戶都

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或許我們沒有

見死不救，但我們都也許曾嘗試以自己認

為重要的「工作」、「事務」為先，忘卻了要先抱着憐憫、慈愛的心對待我們工作

上面對的每一個人。這種因工作忘卻了關顧別人需要的弊病都值得我們警惕，以

免我們忘卻了「鄰舍」的需要。

一幅紀念 Donoghue v Stevenson 的法
律名畫，紀念這宗「蝸牛薑啤」案。

相比對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Ávila）的認識，我們一

般對聖女小德蘭（St. Thérèse of 
Lisieux）的生命和思想所知不多。
或許，聖女小德蘭的生命經歷與我

們對聖人的想像相去甚遠，她不

像聖女大德蘭那樣生前已出版多部

靈修巨著，並致力改革修會，成就

偉業，她也不像聖十架約翰（St.	

John	of	the	Cross）那樣受過全面

的高等教育，寫下神哲學的不朽巨

著，並與聖女大德蘭合力推動修院

改革，聖女小德蘭卻在生前未有出

版任何著作，在世寄居更只有短短

二十四年，一生多次受重病困擾，可說沒有做過甚麼大事，沒有甚麼偉大

的宣講，也沒有四出服侍，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只是一直留在法國一所隱修

院，每天以禱告及微小的服侍來過修道生活。不過，她死後才出版的自傳

《一朵小白花》卻旋即成為當時大眾爭相捧讀的作品，往後更成為靈修史

上的經典著作。

聖女小德蘭的生命的確極其弱小，沒有甚麼過人才華，只是個毫不起

眼的平凡修女。然而，正正因着她的生命如此平淡和弱小，相比其他早

已展現出超凡生命的聖人，她的生命或許更能成為我們這些同樣平凡的

人在當下追隨的榜樣。此外，她自認為所提出的只是屬靈小徑（the little 
way），相比其他聖人所提出神哲學及靈命境界的高論，尤其在我們生命受
到種種限制的時候，她這些平易近人的靈修指引，或許更能向我們展現出

走向上主的生命大道，引導我們在看似無可作為的時候，仍然嘗試以簡單

不過的信仰操練和實踐來活出超越眼目所見的超凡信仰。

閱讀聖女小德蘭的自傳，我們很自然就能感受到她對耶穌的純潔愛

情，而著名加爾默羅靈修作家蘇珊．穆陶（Susan Muto）的新近中譯著
作《小小心靈做大事》，則從聖女專愛耶穌的生命感悟中，整理出十二條

小徑，包括隱沒的小徑、割捨的小徑、單純的小徑等，幫助我們實際在日

常平凡的生活中學效這位聖女，藉着活出十二個簡單樸實的生命特質，步

進聖女專愛耶穌的信仰道路。或許，我們都同樣不過是野地裏的一朵小白

花，懷着弱小的心靈，但聖女小德蘭的生命正正告訴我們，當我們專愛耶

穌，以這份愛充滿我們的心靈，我們都能做大事，因為我們不靠己力，而

是以愛還愛，並與世人分享這份無比的愛。

我們每一天都會讀到或聽到別人的話，那些話有真有假。例如「現任特首是李家

超」是真、「澳門面積大於香港」是假。有些話則無真假之分，例如是請求（請

給我一杯水）、命令（你馬上給我滾！）、提問（日本的首都在哪裏？）這一類的話。

能夠分出真假的句子，邏輯上會稱為「命題」。

我們如何得知一個命題是否為真呢？試看以下三句：

(1)	2024 年的復活節是在四月。

(2)	張太太的初生嬰兒是女性。

(3)	在非洲，每一分鐘便有 60 名小童離世。

要判斷命題	(1)-(3)	是否為真，可以分別翻查月曆、出世紙和研究報告。當中有

些命題較易判定，例如月曆上的日期或嬰兒的性別，至於在非洲是否真的每一分鐘

有 60 名小童離世，那就非要做大型調查不可。總的來說，三個命題都是要藉着人在

世界的經驗去判斷真假，這類命題在邏輯學上稱為「綜合命題」。綜合命題帶有偶然

性，有可能是真，也有可能是假。

另外有一種命題，並不需要憑藉經驗，即我們不要查閱資料或五官的接收，便能

判斷真假。試看以下三句：

(4)	2024 年的復活節是在星期日。

(5)	張太太的媽媽是女性。

(6)	在非洲，每一分鐘便有 60 秒過去。

要判斷命題	(4)-(6)	是否為真，根本不用看月曆、身分證和時鐘，你都知道它必

然為真，因為復活節是定在星期日、媽媽一定是女性、一分鐘就是 60 秒。只要你知

道「復活節」、「媽媽」和「一分鐘」的定義，便馬上能判斷它的真假。這類帶有必然

性的命題，邏輯學上稱為「分析命題」。

知道命題的偶然和必然，這對我們日常生活有甚麼意義呢？舉一個例，平日你上

班所乘坐的巴士準時 7:30 到達車站，這是偶然的，因為巴士有可能因為機件故障、

交通意外、上一站有輪椅乘客上車等因素而導致晚點。如果我們知道巴士準時到站是

偶然，就會時刻做好應變的準備。

分析命題不錯可以保證必然地真（或假），但它往往說了等於沒說。如果明晚有

一個飯局，朋友問你會不會

出席，你回答：「我要麼出

席，要麼不出席。」這句無

疑是必然地真的，因為只有

「出席」或「不出席」兩種可

能，而這個回答已經把兩種

可能都涵蓋了。不過你若這

樣回答，對方卻不能接收到

任何有用的訊息，對溝通就

沒有幫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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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教省辦事處 2526 5355        香港島教區 2526 5366        東九龍教區 2713 9983        西九龍教區 2783 0811        澳門傳道地區（853) 2835 3867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2521 3457         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2521 7708     宗教教育中心 2776 6333 

同心村慶祝首個聖誕節同心村慶祝首個聖誕節
      官商民三方同心送上祝福      官商民三方同心送上祝福

嘉賓一同參觀「同聲同氣」居民互助閣

攝影攤位

嘉賓與居民代表歐氏家庭齊為同心村首棵聖誕樹亮燈

聖誕節是紀念主耶穌降生的日子，也是家庭團聚和

喜慶的節日。作為全港首個全面落成及啟用的大

型過渡性房屋項目，「同心村」迎接入伙後首個聖誕

節之際，特意聯同堂、校、社服群體，以基督關愛精

神，為居民送上祝福，分享聖誕節的喜悅。

連串慶祝活動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與聖馬提亞

堂聯手揭開序幕，「同心祝福聖誕夜」邀請到房屋局

副局長戴尚誠、新鴻基地產公共事務部公共事務總

監李鑾輝、福利協會董事會及執行委員會主席管浩鳴

法政牧師、教省秘書長及福利協會義務秘書劉永勤牧

師，以及聖馬提亞堂陳榮豐主任牧師擔任主禮嘉賓。

典禮舉行前，戴尚誠房屋局副局長與其他主禮嘉

賓團成員一同參觀「同心村」社區設施，包括綜合服

務大樓、便利店、社區廚房、「同聲同氣」居民互助

閣和遊樂設施等。居民更趁機向主禮嘉賓團表達入住

同心村半年後的感想，表示同心村除了租金較相宜，

居住及生活空間較寬敞之外，生活和交通配套亦可謂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居民又感謝政府關注基層家

庭的住屋需要，推出過渡性房屋項目，令居民能在舒

適的環境下居住，不但住得開心，整體生活質素亦得

到大幅改善。

為聖誕樹亮燈 將基督之愛傳遍同心村

管浩鳴法政牧師致歡迎辭時表示，「縱然『同心

村』是一個過渡性房屋項目，但協會上下同工都希望

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家，同心共建一個關愛互助的共融

小社區，將基督的愛傳揚到每一位居民，讓居民能

愉快過渡，成就未來。」他同時感謝新鴻基地產為同

心村送上第一棵聖誕樹，還有九巴於同日開通新路線

69 號服務，令居民出入港九各區更顯便捷。

主禮嘉賓團隨後移步同心大廣場，與居民

代表歐太及歐小朋友齊為同心村首棵聖誕樹進

行亮燈儀式。按下象徵「同心村」八大「康健

指標」的亮燈棒後，15 呎高的聖誕樹旋即為同

心村增添濃厚聖誕氣氛，同時亦象徵耶穌基督

的愛與祝福，隨着聖誕樹的光照遍整個同心村。

當日活動非常豐富，分別有聖誕攤位遊

戲、攝影攤位、聖馬提亞堂助理聖品張梓賢牧

師的聖誕信息分享、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及

聖馬提亞堂的敬拜隊詩歌分享及聖誕大抽獎

等，大人小朋友均玩得盡興。

聖公會三頭馬車彼此同行  

為居民留下快樂回憶

緊接的慶祝活動由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師生接力，為村內不同年紀的居民帶來「同你過歡

樂聖誕」，各式攤位遊戲包括聖誕保齡球、啊！聖誕

樹、火漆印章體驗活動、拋圈考考你等。遊戲過程不

但增加居民歸屬感、投入村內生活，也幫助一眾小學

生從小建立「助人自助」的正向價值觀，在過程中變

得更自信，助己助人，共同成長。

慶祝聖誕當然少不了報佳音環節，聖馬提亞堂敬

拜隊於平安夜當日特意到同心村，以連串的詩歌及聖

誕頌歌，重現天使向伯利恆郊外牧羊人宣告耶穌降生

的喜信。是次報佳音活動彷彿是一場流動嘉年華會，

不論是居民還是教友們都樂在其中，為村內的聖誕慶

祝活動劃上完美句號。

連串的聖誕慶祝活動亦彰顯出聖公會在堂、校、

社服三頭馬車的協作下，各肢體彼此同心合力為同心

村帶來首個滿載祝福和喜樂的聖誕節。

元朗東頭過渡性房屋項目「同心村」由香港聖公

會福利協會營運、新鴻基地產以象徵式 1 元借出土

地，以及政府撥款興建，已於 2022 年 5 月陸續入

伙，共設有 1,800 個不同戶型的單位，配合不同家庭

組合的需要。村內設有多元化社區設施和服務，配以

繽紛色彩的設計，活動區域空間寬敞，務求讓居民能

愉快過渡，成就未來。

「同心村」現時各類型單位仍接受申請，當中 2

人及 3 人單位申請人優先，已輪候公屋不少於 3 年的

人士 / 家庭，或居住於不適切住房或有迫切需要住房

的人士 / 家庭均可申請，申請詳情可參閱申請網站：

uc.skhwc.org.hk。

網上申請：http://bit.ly/3jzx1Wb

查詢熱線：3751	7430（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30分至5時30分）

電郵：uc.application@skhwc.org.hk

居民投入欣賞詩歌分享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的師生為居民帶來「同你過歡樂聖誕」攤位遊戲聖馬提亞堂敬拜隊獻唱詩歌及聖誕頌歌 15呎聖誕樹成為同心村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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