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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教按立張文偉、余鋒倫為牧師

池嘉邦牧師引述東方教父亞塔

那修的觀點指出，一切受造之

物，包括所有動物，都與肉身

的「道」有密切關係。上帝的

救贖計劃，是藉基督的「道成

肉身」，傾注恩典在各受造物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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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省分別在9月29日和10月6日按立張文偉、余鋒倫（上圖）和張梓賢為牧師（左圖）

郭主教按立張梓賢為牧師

余鋒倫	張文偉	張梓賢余鋒倫	張文偉	張梓賢
三會吏領受牧師聖秩三會吏領受牧師聖秩
香港聖公會在 9 月 29 日晚上於聖約翰座堂舉行按

立聖職聖禮，由教省主教長陳謳明大主教按立余

鋒倫會吏、張文偉會吏為牧師。原本於同日受按立為

牧師的張梓賢會吏，因被界定為新冠肺炎病人的密切

接觸者須家居檢疫，結果其按立聖禮須押後一周至 10

月 6 日上午在聖約翰座堂舉行，由郭志丕主教主禮。

9月 29 日當天是聖米迦勒與諸天使日，為按立禮

講道的聖三一座堂李安業座堂主任牧師提到，聖經有很

多關於天使形象的描述，他們純潔、帶着上帝賜予的

真、善、美，滿有恩典，所以，因此李牧師相信，天使

有很多特質，對基督徒的信仰生命而言，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學習的。

看哪，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頂端直伸到

天；看哪，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創世

記 28:12）

李牧師謂，從聖經中可以

看到天使的角色，就是向人類

傳達上帝的重要信息，由此可

見，唯有最親近上帝、最接近

真理泉源的，才能夠宣講上帝

聖言。因此，李牧師勉勵即將

領受牧師聖秩的張文偉和余鋒

倫，也要如同天使一樣，「上

去下來」，接連天上和地下。

「身為牧師，首要的任務，就

是帶領兄弟姊妹為普世去祈

禱，以及鼓勵別人祈禱，但牧

師很多時在工作一整天後，才

會發覺自己原來也沒有甚麼時

間去祈禱！」李牧師強調，學

像天使一樣，透過禱告與上帝建立緊密關係是相當重要

的。

「人與人的關係其實也是一樣，想對子女、朋友或

學生有更深入的認識時，就只能透過溝通和聆聽，沒有

任何捷徑！溝通出問題，關係就會出現危機，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尚且如此，又何況與上帝的關係呢？身為牧

者，若果與上帝的關係出現缺口，他所做的一切都會歸

於虛空。當牧者鼓勵弟兄姊妹祈禱的時候，自己又有沒

有檢視自己的生命？有沒有每天都撥出時間跟從上帝、

聆聽上帝？牧者要如同天使，為教會、為自己、為所有

人去祈禱，將世間的苦難和人面對的事帶到上帝跟前，

並且在同一時間，將上帝的救恩、恩典與大能帶給教

友、帶給每一個人！」李牧師說。

你們是否願意恆切禱告，勤習聖經，尋求一切

有益的學問，加深你們的信心，幫助你們堅守福音

的真理，及抗拒謬誤的思想？（按立牧師聖職禮文．

察問．大主教察問領受牧師聖職者）

李牧師又勉勵兩位準牧師要做個好的牧羊人，愛教

會、愛弟兄姊妹，效法基督「非以役人、乃以役人」，

以愛戰勝恐懼與苦難。但他強調，「愛」和「平安」並

非單單只靠嘴巴去講，牧者宣講的，一定要跟自己的生

命完全吻合，牧者有沒有關心教友？有沒有花時間聆聽

教友？有沒有花時間關懷你身邊的人，別人都會放在眼

裏；同理，想要宣講上帝聖言如同天使一樣，就需要靠

研讀聖經，而研讀聖經也不是單單只為準備講章：「牧

者是要為自己去研經，祈求聖靈感動和帶領；若果只顧

埋頭工作，沒有研經親近上帝，慢慢就會發現自己所

講的道會越來越乏味，甚至連會眾也可以聽到和感受

到。」

李牧師提醒張

文偉和余鋒倫，要

在未來的日子愛護

教會、愛護每一個

人，用愛感動大家、鼓勵大家、教導大家，讓眾人感受

到從上而來的平安；當在工作感到孤單疲乏時，就要回

到上帝身邊，尋求上帝的引領，因為牧者所做的事工，

並不是自己的事工，而是教會的事工，是上帝託付的事

工：「唯有經常親近上帝，才能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造就教會！人的生命很忙碌，每一件事都會將人牽引離

開上帝，作為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

是親近上帝、懇切祈禱、研讀聖經，並且愛身邊所有的

人！」

至於 10月 6日上午的按立聖職聖禮，可說是一次

比較特別的按立禮。香港聖公會一向習慣在下午或晚上

舉行按立禮，但今次就需要因時制宜，罕有地安排在上

午教省牧師會的原定舉行時間進行，以便盡快為原應在

9月 29日領受牧師聖秩的張梓賢會吏補行按立禮。

作為牧師，你們的職務是以言語和行為傳揚耶

穌基督的福音，及依照福音的教訓建立你們的生

活，你們要愛護及關懷所有的信眾；年幼及年長、

強壯及軟弱、貧窮及富有的人，你們要一視同仁，

照顧他們。（按立牧師聖職禮文．察問．主教訓勉領

受牧師聖職者）

為按立禮講道的香港島教區謝子和主教勉勵張梓賢

會吏謂，按立禮雖然要延期一個星期舉行，但這卻是在

疫情新常態下要學習和適應的事，「預料之外的事隨時

都可以發生！我們需要去接受、去適應、去仰望上帝，

從中看到上帝的美意。」

針對近年香港社會出現不少撕裂、經濟不景、商戶

倒閉、移民潮、新冠疫情持續三年，不少人都感到沮

喪、徬徨、擔憂，很多人無法知道明天是否仍能維持生

計，謝主教強調，教會面對今時今日的情況，必須積極

牧養上帝的子民。謝主教引用當天書信經課羅馬書十二

章 1至 12 節聖保羅所言對張會吏表示，一個稱職的牧

者，是要強化裝備基督的身子—教會，而牧師就是在

一個群體—上帝的家履行牧職，所以牧者不應是孤軍

作戰，也不應在教會裏我行我素，反而要與其他牧者、

弟兄姊妹，一起侍奉和發展聖工。

他謂，聖保羅在羅馬書提醒大家，要多發掘、欣賞

別人的恩賜，彼此相愛，裝備每一個人成為上帝的門

徒，致力讓教會在質和量都能增長及成長，帶領更多人

認識耶穌基督，建立我們的家—教會。

謝主教語重深長提醒張梓賢會吏：「在牧師的職分

裏一定會遇到困難、挑戰，但更有機會見到上帝的奇

妙；你會有失落、疲倦的時候，但卻會聽到、見到很多

人對你的鼓勵、愛心和關心！因為我們是上帝的僕人和

眾人的僕人，所以牧職是相當蒙福的生命！願上帝祝福

你成為良善、忠心的僕人！」

連同 9月 21 日的按立會吏聖禮、9月 29 日的按

立牧師聖禮，香港聖公會已是連續三個星期舉行聖職按

立禮，難怪謝子和主教在講道時笑言，這對香港聖公會

而言真是一個好消息、歷史的一刻：「希望陸續有來，

有更多人願意獻身侍奉上帝！」

李安業牧師

謝子和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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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
遊蹤 聖士提反堂聖士提反堂

聖士提反堂建基於 1865 年 6月，是香港聖公會第一所華人教

堂。一百五十多年來，聖堂一直秉承基督信仰，在區內廣傳

福音，服侍社群。

聖士提反堂早期位於港島今天的上環荷李活道大笪地附近，

初期主要由西人牧師主理堂務。其後因政府換地遷至西區薄扶林

道現址。1888 年薄扶林道新聖堂落成，除了設立教堂外，又兼辦

神學院及飛利學校，作為推廣教務之基礎。當時教會工作已發展

至九龍半島。隨着牧區教務發展迅速，當時歷任牧者已積極進行

擴建計劃，1956 年建成小學校舍，1965 年在般咸道的位置重建

第三代聖堂。牧區除原有的幼稚園及小學外，更於 1967 年在薄

扶林道聖堂舊址興建聖士提反堂中學，至此牧區便有了一個完整

的教育體系，對於日後教會的宣教事工，有莫大的貢獻。

港島西區幅員廣闊，半山環境清幽，高尚住宅林立，名校集

中，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安居之所；然而，山下西營盤及石塘咀

懇切為弱勢社群與社服同工祈禱懇切為弱勢社群與社服同工祈禱

關懷主日

本主日（10 月 9 日）為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所訂的「關懷主日」。

新冠疫情自2020年至今，香港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新冠疫情高峰，社會急

劇轉變，市民對社會服務的需求非常殷切，社會服務機構及同工面臨一個又一個

的重大挑戰。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呼籲聖公會各牧區、傳道區，藉「關懷主日」

凝聚教友，學效主耶穌基督的榜樣，有着犧牲的心志和清晰的遠象，看到當前社

會的需要。

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期盼大家都為香港社會服務的需要、弱勢社群、社會服

務機構及同工等同心祈禱。

關懷主日祝文（任選其一）

（一）永生的上帝，你的聖子來到我們中間，為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使被擄

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

禧年；求你使我們也有着同樣的心志，把關懷的使命栽種在我們的生命

裏；如此，我們就能與基督一起，行關懷的職事，就是創傷的得醫治，

破碎的得復元，滿布風浪的得安穩。藉賴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聖

子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們。

（二）永生的上帝，你曾差遣你的愛子來到人間，宣告上帝憐愛世人和天國來

臨的好消息。求你幫助我們，一方面為基督作見證，引人跟隨他進入你

聖士提反堂

地址：香港般咸道71號

電話：2546	1212

網址：http://dhk.hkskh.org/		

　　　ststephen		

一帶，人口稠密，市面繁囂，街道縱橫交錯，行人來去匆匆。但

無論在山上或山下居住的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生命仍然充

滿憂慮和不安。在過去的日子，聖士提反堂歷任牧者與教友披荊

斬棘，辛勤耕耘，除努力在區內廣傳福音外，更興辦學校，為牧

區建立了穩固的根基和優良傳統。

聖士提反堂設有各級主日學、主日查經班、主日信仰班及多

個團契小組，經常舉辦各式講座、參與牧區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

的福傳工作、開辦「啟發課程」福音聚會和加強信徒的培育工作

等，藉此增進會友的靈性生命和實踐上帝的使命。

此外，聖士提反堂又與聖公會福利協會合作，由該會提供駐

堂社工服務，好讓教友能夠得到更周全的關顧。

2006 年，聖士提反堂、聖路加堂和聖提摩太堂在鄺保羅主教

的主導下，聯合組成「香港島教區西南聯區」，俾能資源共享，加

強西南牧區的牧養、培育及宣教工作。2022 年，聖堂響應香港島

教區謝子和主教的倡議，採用「活出呼召、與人同行

相愛、燃點希望平安！」為全堂主題，作為牧區未來

三年的發展方向。

歡迎大家到聖士提反堂參與

崇拜、聚會，一起追求生命的美

善，認識福音的真諦。

的國；另一方面也致力改

善社會，使你的國早日完

全實現。藉賴我們的主和

救主耶穌基督，聖子和聖

父、聖靈，惟一上帝，一

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

無盡。阿們。

Diocesan Boys’ School (“DBS”) Primary Division

Recruitment for the Post of 
Primary Division Headteacher

Job level Senior
Work exp >15 years 
Education Bachelor’s degree
Industry Education / Training
Job function Education / Training > Management – Schools / University /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 Teacher – Primary / Secondary
 Education / Training > Others
Language Chinese – Cantonese; Chinese – Mandarin; English
Location Hong Kong

The Position
Reporting to the Headmaster and the School Committee, the Headteacher provides 
vision, leadership and direction for the School. He/she will have day-to-day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across all facets of school operation which includes interfacing with 
students, teachers, parents, old-boys,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Candidate
The ideal candidate should possess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 Seasoned educator with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practices in primar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 Team-builder/ player with proven track record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 Forward thinker who is focused 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	 Excellent	communicator	who	is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poken	Putonghua	

an advantage
• Strong understanding or belief in Christian values and principles

Applications
Interested parties should send their applications together with resumes to TT Ho of Korn 
Ferry (HK) Limited, 15/F, St George’s Building, 2 Ice Hous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or by email to DBSPD@kornferry.com on or before 22 October 2022.  Please 
contact TT Ho at (852) 2971 2700 for inquiries.  Applicants not invited for interview 
within 4 weeks after the closing date may assume their applications unsuccessful, 
and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will be destr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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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男女中小學
參加聖保羅堂教育主日崇拜

青衣主恩小學劉宏深同學		青衣主恩小學劉宏深同學		
堅毅不屈的生命勇者堅毅不屈的生命勇者

仁立紀念小學
正向力量滿校園正向力量滿校園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學生劉宏深憑着堅毅的信念，

成功戰勝癌魔，並獲選為第十屆司徒華好學生獎

與張永賢律師奮進獎學金（2021）得獎者。

宏深 10歲時患上淋巴癌，一般人在得知自己患有

癌症的時候，都會感到惶恐、焦慮，甚至非常沮喪，

宏深卻坦然說：「心態才是戰勝病魔的成功關鍵。」

宏深接受化療的治療期長達兩年，治療初期並不

順利。醫生按宏深的情況用藥，但他對藥物的反應過

敏，除了脫髮外，更每天腹瀉數十次，使他痛苦不

堪，小小的身軀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但堅毅的宏深卻

認為：「無論開心還是不

開心也得過日子，那為甚

麼要選擇悲傷地度過一天

呢？」因此，宏深在接受化療期間，

他仍孜孜不倦地學習，還不時請醫院

的志願義工為他補習。他忍受着病痛

認真聽講，把握這珍貴的每一分每一

秒。

感謝天父眷顧積極樂觀的宏深！

他隨後的康復進度理想。經過兩年的

治療後，他終於可以重返校園。癌症

使他更珍惜學習的機會，他的好學心比其他同學都要

強。回到學校首三個月，他每天都用三小時以上的時

間溫習和預習，在校內不時與同學一起

做功課和討論課堂內容。每當遇到不明

白的地方必定勇於發問，因為他深信勤

能補拙。他自律的精神和好學的心，令

老師無不感到欣慰和動容。即使因治病

而離開了校園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他回

到校園後很快便追上進度，並且取得理

想成績。他不僅取得校內中文作文比賽

優異獎及校內英文演講比賽亞軍，更獲

得操行獎和全班學業成績獎第二名。宏

深最喜歡的科目是英文，他說英文是世

界三大語言之一，他愛通過觀賞英文歷

史影片學習英語。

		 	宏深在校內擔任班長和組長，由於他做事盡責，

所以得到同學們的認同。他很珍惜和每一位同學相處

的時光，對同學總是和藹可親，又樂於助人，同學們

都非常喜歡他。即使他的年齡與班中的同學有差距，

但他和同學們很快就打成一片，小息時總是有很多同

學圍着他轉。

		 	經歷惡疾的宏深相當注重個人健康，他最愛打羽

毛球和遠足，因為可以鍛鍊身體，訓練反應，也可以

藉此結識朋友。宏深十分尊敬老師，對師長懷有一顆

感恩的心，他和媽媽都常常說：「全因老師的愛護關

懷，他才可以重拾美好的校園生活。」

期盼宏深的經歷能啟發他人，他那顆堅毅不屈的

心能成為別人生命的光。就如馬太福音五章十六節所

言：「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

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自 2019 年開

始，持續發展基督化正向教育，

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可發現正向

氛圍的布置	：	正向海報及壁畫、「感

恩門」、「Power	Up 成就榜」、「老師

欣賞你」、「彩虹鑰匙」、「服務列車」

等，使學生在充滿正向動力的環境下

成長。

「仁紀」一直本着基督的大愛培

育學生，並注重他們的身心靈健康發

展，學校特別在生命教育課程時段，

為不同年級安排情緒教育課和靜觀課

程，並配合繪本閱讀和各科的正向課

堂活動，洗滌和滋潤「仁紀」學生的

心靈。每個學期，校方都會在「仁紀正向影院」舉辦電影欣賞活動，透過卡通電影主角的故事與經

歷，讓學生一同學習正向品格。學校亦經常邀請家長到校參與「仁紀正向學堂」，支援家長親子教

育。

新冠肺炎疫情擾攘近三年，打破了愉快的

家庭和學習生活，持續不斷的防疫工作，使各

人的情緒都變得繃緊。「新常態」下的生活以

及紛亂的社會環境，使人身心俱疲。在疫情最

嚴峻期間，學校仍然持續為學生提供實體和線

上的正向心靈活動。校方在 2022 年中的特別

假期，為全校師生和家長，提供了長達五星

期的「YLM	Wellcation	：『仁紀身心靈加油假

期』」，提供宗教、藝術、音樂、體育、輔導、

語文、動物、科學以及 STEM 等線上課程。

讓困在家中的學生，仍然可以感受到學校的關

懷，和享受學習的樂趣。

「仁紀」相信，每個學生都是獨特而寶貴的，亦深

信他們有不同的成長動力		（POWER	 -	Passionate in 

learning, Overflows with joy, Welcomes any Challenge, 

Establishes Healthy Habits, Ready to serve）與性格強

項（Strength）。所以，學校在本年度繼續舉辦全校性

正向獎勵計劃「正仁小子 Super	S	計劃」。鼓勵學生在

五個不同的方向，建立正向的人生態度。全校老師都會

按照同學的課堂表現、學習態度、參與服務和挑戰的勇

氣等，利用電子應用程式，為學生增加「閃點」和「能

量」，鼓勵他們以正向的態度迎接各項成長挑戰。

聖保羅男女中學及小學的校董、校長、教師和同學，在 9

月 18 日上午到聖保羅堂參與教育主日早禱崇拜。

當天崇拜由校董會主席鄭慕智講道，他指出，大家正身

處於一個面對永久危機的新紀元，教育同工和家長必須思考

如何應付眼前的困難、競爭和挑戰，以培養孩子成為新時代

的領袖。在這個科技急促發展及資訊膨脹的年代，知識的半

衰期只有五年，教與學不應只是知識的傳授和學習，更要輔

助及裝備孩子掌握自我學習、持續學習及終生學習的能力。

他提醒會眾，可透過「學習」（Learn）、「忘卻」（Unlearn）和

「再學習」（Re-learn），讓孩子了解自己的不足。同時透過廣

泛閱讀，擴闊孩子的知識領域，讓他們具備廣闊的胸襟和環

球視野。師長要幫助孩子在持續的學習中不停充實自己，擁

有深入分析及思考的能力，並學會善用豐富資源，讓孩子對

學習有熱誠，有持續的動力推動他們不斷學習。

鄭慕智又提到聖公會教育的使命，是要提供優質教育，

推展基督教全人教育理念，協助學生以基督徒的價值觀和聖

公會的傳統去探索生命的意義和目標。他引用箴言提醒會眾

要按孩子的個性和需要因材施教，讓孩子學會自律，走當行

的路。

鄭慕智鼓勵教育同工和家長，在孩子面對人生路途的挑

戰時，不單需要知識協助師長、父母處理難題，更需要家

人、師長的愛心協助以及上帝的同行，才能以正面的態度迎

難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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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4日是紀念動物主保聖法蘭西斯日

（The feast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每年聖約翰座堂和諸聖座堂均會舉行動物祝福

禮，讓信徒認識到，受造眾生，不論是人與其

他動物，皆可以到創造主面前敬拜。

愛好動物和對動物神學素有研究的池嘉邦牧師表示，因為華人教會

的救贖論比較集中個人靈魂得贖，而信徒普遍承襲傳統認為動物

沒有靈魂的觀念，所以上帝的拯救動物是無法參與。牠們離世後會灰

飛煙滅，為作為家主帶來悲傷，疑惑及憂慮，成為今日信徒牧養關顧

必須正視的問題。

另一方面，人以萬物之靈自居。動物淪為人類利用的工具，來解

決人類在追求更舒適生活、健康、便利、娛樂、食物提供及各樣經濟

上的需求。人不斷對動物造成了剝削、壓迫及虐待，把某些受歡迎的

物種過度繁殖，謀取暴利，而把動物困在狹小的鐵籠裏儲存，以致造

成了動物受到虐待、患病及死亡。

池牧師引述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在「上帝之

城」（City of GOD）中論到有關人類不義地傷害動物的罪性。人類雖

然有權管治低於自己，缺乏理性的動物。但所謂「管治者」（ruler）應

該是一位「牧者」（Shepherd），而牧者的角色及責任是包括護衞他的

「群畜」（flock）或對抗外來的「捕獵者」（Predators）。奧氏提醒信徒

不要參與殘害動物的表演，也不要參與那些過分奢侈的肉食宴會。

池牧再援引早期東方教父阿塔拿修（Athanasius, 296-373）的道

成肉身神學。他把動物放在更宏觀的範圍，整個上帝及其創造的關係

來考量。上帝藉着他的「道」來創造萬有；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

藉着他造的。這個世界之美善、美麗及和諧，是必須要倚靠着上帝的

道不斷繼續地臨在和創生才能夠存在，否則就會化為烏有。如此，一

切受造之物包括所有的動物都與這成肉身的「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

係。基督的降生、死亡和復活根本上是為到拯救整個創造，而不單只

是為着救贖人類。上帝的救贖計劃是藉基督的「道成肉身」傾注恩典

在各受造物之中。

至於經院哲學泰斗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

在討論到有關上帝的創造及動物的位置時，池牧師指出，他強調受造

眾生皆有其本身所有的獨特美善（goodness），以至各按其分，使到

整個宇宙成為完美。如此，動物存在本身不是為人類服務而設的，一

切的創造均以上帝為中心，而人類亦只是上帝創造萬物的一個部分，

並且按照上帝的命令要看管、照顧所有的生物。因此人類的身份乃是

受託者，不能以主宰者的身份（Mastership）來支

配其他動物。可惜的是，因着世界的墮落，人

類殺害及利用動物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但歸

根結底都是人類犯罪所帶來的後果，這並

不是上帝在創造時的美意。

不少信徒認為亞當命名動物的故事表達人宰制動物的權力關係，

但英國聖公會梳士巴利教區前任主教貝克（John Austin Baker, 1928-

2014）指出，亞當的「起名」除了權力意涵外，也有對動物愛的責任。

因為起名是起名者對受名者的完全了解和愛的表達。上帝用地上的塵土

創造人，給他起名叫亞當而亞當的本質就是塵土的意思。故此在亞當為

各種動物起了甚麼名字，那就是該動物的名字（創 2:19），這其實就是

愛的關係。聖經又提到，上帝也是用地上的塵土來造出野地各樣的走獸

和空中各樣的飛鳥；所以動物和人類有共同的起源，也不能分割地被聯

繫在一起，而且與上帝的關係也是一樣的密切。

現在的受造世界，尤其是動物界卻不是聖經所提及的美好、和平、

共融的世界，更不是上帝的創造時美好的旨意，而是一個「墮落」

弱肉強食的世界。當中的動物在於捕獵者和

獵物的關係。池牧師研究的聖公會當

代動物神學家安德魯林基（Andrew 

Linzey, 1952-） 表示，自從人類墮落

後，整個受造世界改變了，因為罪的

原故，動物的生命犧牲作為祭物；在

上帝面前都是好的動物，現在有潔淨

和不潔淨的，更甚的是動物原不是食

物，現在成了食物及供人使用的工具。

林基提倡的動物神學正是要回應以

下五個範疇：

一、對整個創造的態度：

林基提出要「與耶穌一起」，

萬 物 藉 着 基 督 也 是 為 他 而 造，

人 們 要 決 心 對 抗 將 動 物 看

作「 東 西 」（things）、「 商 品 」

（commodities） 或 人 類 的「 資

源」（resources）。這是以人為中

心及功利主義的錯誤態度。人類

不是造物主，不能以動物之主自

居，人類不過被上帝託付來照管

動物，絕對不可以只顧在動物身上

獲取自己利益，人類對動物根本沒有

專制的掌控權。

二、痛苦的問題

因為人類殘酷對待而受苦的動物，跟無辜受苦的耶穌

一 樣。 他 引 述 紐 曼 樞 機（Cardinal Newman, 1801-1890）

1842 的講章，受苦基督好比無辜受苦的動物，謙卑而得不到

保護。因此，苦待無辜者，不論是對小孩或動物，都相等於將

痛苦施虐在基督身上。耶穌基督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正是

人類的榜樣，向世上所有弱勢族群，不論人類或動物展示出關愛

和保謢。空虛絕望不單存在於人間，也存在於動物所受的苦難當

中。福音的使命有責任去關懷合乎上帝創造美意，卻又正在受苦

的動物。

三、動物的救贖問題

救贖是關乎整個創造與上帝的關係，絕不是把重點只放在人

類的罪上面，而是從罪惡中得到釋放。根據亞他那修的道成肉身

神學，萬物藉着在基督裏，脫離罪惡的捆綁再次與上帝復和，讓

上帝的生命在我們裏面得到滿全。

現在的大自然根本不是上帝創造時原本的面貌。弱肉強食的

墮落世界充滿了暴力，紛爭和衝突，不斷帶來痛苦和死亡，對抗

着福音所展示上帝的愛。基督徒為動物權益奮鬥，正是

與殘酷並死亡勢力的屬靈爭戰，讓受造眾生逐漸

與天父和好。

四、 對動物之尊重、責任與動物權益

上帝給予人類「管家」（Stewardship）

的工作，但人類往往以「統治」（Dominion）

的姿態來任意控制其他動物。作為大地管

家，人類必須尊重上帝的創造，而不是操控

受造眾生。其次，作為受託的管理人，基督

徒就要有責任及義務來照顧動物。林基提出

要與耶穌站在一起，就是要積極關懷弱者來

對抗那「強權就是公理」的觀念。動物權益的

核心正是提醒我們，動物不是我們的財產或工

具。動物本身是擁有着尊嚴和權利之生命。

五、「宏愛典範」（Generosity paradigm）

「宏愛典範」是上帝對普世群生之寬宏的大愛，以建立人類

與動物之間的關係。福音的精神正是要效法基督用寬宏大愛，甚

至自我犧牲，來關愛照顧及服侍那些無辜受苦、弱勢無言及生命

脆弱的動物。面對着當今世界對動物進行利用、剝削、殘害及消

費等自私行為時，林基從神學反省中為動物發聲及向世界發出挑

戰，指出動物權的必然性，上帝才是創造主，也是唯一給與動物

本身價值的源頭。當人類為着自身的生活需要、利益、物慾享受

及科研醫療而將傷害動物合理化時，林基卻從耶穌基督福音的

「宏愛典範」之實踐來維護動物權益，並指出人類這樣苦待動物是

不合乎上帝旨意。

如此，每年的動物祝福禮不是將教堂變成動物園，而是擴闊

信徒對福音的理解，向受造萬有和解與合一踏前一小步。

池牧師池牧師和你淺談和你淺談動物神學動物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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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出來傳道，主要在今天巴勒斯坦北部，即福

音書所稱的加利利，最後他帶着門徒往耶路

撒冷去。而從北方的加利利下到猶太境內的耶路撒

冷，最直接和較短的路程莫過於經過撒瑪利亞人居

住的地區，然而這是一般猶太人不太願意選擇的，

因為他們認為撒瑪利亞人均屬上帝眼中看為不潔的

子民，早被上帝摒棄，若與他們接觸，難免受玷

污。因此，當路加寫到耶穌選擇「經過撒瑪利亞和

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必然有其意思，明顯地要

說明撒瑪利亞人也在上帝救恩之列。

就在途中耶穌遇見一群痳瘋病人，一共十位，

都呼喊耶穌，求他醫治。當時，痳瘋病是絕症，又

具有傳染力，所以痳瘋病人要被隔離。利末記13-14

章就有寫到凡經祭司檢定為大痳瘋的，這人就是不

潔淨，必須被隔離，直至痊愈，再由祭司檢驗，定

為潔淨後，才可重拾社群生活。這解釋了為何這群

痳瘋病人要遠遠站着，不敢靠近耶穌，只能高聲喊

着耶穌的名字，求他醫治（12-13 節）。

值得注意的是路加福音筆下的耶穌，相當尊重

律法。首先，耶穌與痳瘋病人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免得他們被人驅趕。跟着，耶穌要求他們去把身體

給祭司察看（14節），這是為了符合律法的要求（利

末記 14:1-11），由祭司作檢驗，定他們為潔淨。如

此，他們便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社群生活中，不再

被人歧視。由此可見，耶穌不但希望帶給他們身體

的醫治，也同時幫助他們重建自己的人際生活。

故事中寫到十個痳瘋病人去見祭司的時候就潔

淨了（14 節）。這表示耶穌的醫治能力不會受距離

的遠近所影響，也同時顯明耶穌的醫治沒有因人而

異，選擇地醫治這個、放棄那個。這些痳瘋病人都

是被社會遺棄，被別人標籤的人，但在耶穌眼裏，

他們同樣會被接納，沒有不得醫治。

最後故事寫到這十個人中，只有一位回來感謝

耶穌，還特別寫到「這人是撒瑪利亞人」，就連耶穌

也驚訝為何只有這位撒瑪利亞人回來感謝他，其餘

九個同得醫治的猶太人竟不知去向（17節）。是他們

善忘嗎？或是他們以為上帝賜恩給他們是理所當然

的呢？這裏寫到「這人是撒瑪利亞人」，不會是簡單

地為了記錄這件事，路加還有很多話寫在後面，要

他的讀者多加思索，把其中的意思逐一地揭示出來。

當我們仔細閱讀四福音書，會否發覺到路加福

音是所有福音書中記載最多關於撒瑪利亞人的事

呢？其中原因是路加刻意強調上帝的福音是要去到

全世界的。他在《使徒行傳》寫到耶穌升天的事，

已強烈地表明福音要傳遍地極。那裏寫着：「但聖靈

降臨在你們（使徒）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

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這都說明路加筆下

的著作，都特別強調上帝救恩的普世性，他自己也

身體力行，常常與保羅一起，往外邦傳揚耶穌基督。

但福音具有普世性這一點，不一定是每個人會

認同的。當時的猶太人有一個觀念，救恩的首要對

象是以色列人，上帝先揀選拯救他們，之後才到外

邦人。就是耶穌也說過：「我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

失的羊那裏去。」（馬太福音 15:24）其實還有不少

死硬分子，堅持救恩只會給以色列人─因為他們

是上帝的選民。這些猶太人對外邦人─特別是撒

瑪利亞人，懷有很深的敵意，認為他們在上帝眼裏

是不潔的，必遭滅亡。其實這份「非我族類」的自

義，一直影響着他們對上帝的認識，和如何看待鄰

舍。在他們心中，「撒瑪利亞」就是一個必遭上帝毀

滅的族群，哪會談得上是他們的鄰舍呢？只要再讀

「善撒瑪利亞人」的故事（路加福音 10:25-37），便

會發現到當耶穌問那位律法師：「你想，這三個人哪

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那人的鄰舍呢？」他是這樣說

的：「是憐憫他的。」為何他不直接說「是那位撒瑪

利亞人」呢？因為在他的信念裏，「撒瑪利亞」這個

字是禁忌，不好出口。人到了這個地步，他會怎樣

看他的上帝呢？上帝的救恩會是普世性嗎？他們甚

至要把得救的決定權據為己有，不自覺地把自己當

成上帝。

再回到原來的故事，那裏寫到這位被醫治好的

撒瑪利亞人「回來大聲歸榮耀與上帝，又俯伏在耶

穌腳前感謝他」。「俯伏」就是「拜」的意思，是配

合「大聲歸榮耀與上帝」的禮儀動作，表示他確信

耶穌是主，與上帝同享尊榮，也代表了救恩不再是

猶太人的專利，上帝的憐憫遠遠大過人可以想像的。

對於這位撒瑪利亞人而言，他來自的族群在當

時已被猶太人認定為永遠被上帝隔絕，與救恩無

份，這是第一重的不幸。他染上痳瘋病，被視為不

潔，被人藐視，失去社群的支援，是第二重的不

幸。然而，耶穌對他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

你」，表明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甚至比自以為必然得

救的猶太人更大。他的心會是寬廣的，也因此懂得

感恩，看到耶穌已親自給他施恩，使他得與上帝同

在。這也是路加藉着這個神蹟故事想要傳達的信息。

佛漢威廉士與《英語詩集》
詩禱
蔡樂媚

主日嗎哪
林振偉

能夠聽主在他心內說話，且從主的口中接受安慰的話語的

人有福了。人能夠歡欣的傾聽上帝的微音，卻不注意塵世的凡

響，這人的耳朵有福了。密切注意內心的事，而且還在天天努

力準備自己，期待能接受天上的奧祕，這樣的人有福了。摒除

俗事的阻礙，省下光陰為上帝，這樣的人有福了。

Thomas a Kempis《效法基督》

詩篇第 6篇是懺悔詩，詩人大衞一開始就呼求上帝的恩慈

憐憫，赦免他的罪過，他說他是軟弱的、驚惶的，甚至連骨頭

也戰抖，大衞坦然在上帝面前認罪及尋求寬恕，因為他深知道

他的「罪」使上帝震怒，他要謙卑在上帝面前，祈求赦免。

大衞的可愛之處在於他很坦白，他也很明白上帝的心意，

大衞知道，與其隱藏自己的罪，掩飾自己的過犯，甚至死口

不認錯，倒不如謙卑地，坦誠地向上主認錯，並祈求上主的寬

恕；大衞也深知道，若然上帝離開了他，他真的連活命的指望

也沒有了，他認識上帝，懇切禱告，求主聆聽他心中的呼求及

拯救他。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大衞給我們很好的榜樣，我們要謙

卑在上主面前，誠實反省自己的生命，在哪裏仍有缺失，求主

幫助我們有更新和成長，不要陷入自欺欺人的處境中，不然，

我們只會離上帝越來越遠。此外，我們要提醒自己不要因罪而

自慚形穢，相反，要相信上主的恩慈與憐憫，上主必會赦免我

們，接納我們，更新我們的生命。求主幫助。

禱文：
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的應許，你是我們永久不變的避難

所，使我們的心靈能有安歇之處；求你以你的慈愛扶持我們，

尤其是我們處於疫症肆虐的陰霾之下，讓我們抱緊你所應許給

我們的盼望，我們要依靠你，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去年六月底，屯馬線全線通車。電視新聞

訪問一名鐵路迷羅先生，他開口唱了一句：「屯

馬開通真的很興奮」，使許多網民二次創作。羅

先生以「綠袖子（Greensleeves）」曲調填上
新詞表達自己心情，讓筆者憶起會考及高考年

代，英語聆聽考卷的背景音樂，正正是佛漢威

廉士的《綠袖子幻想曲》。

佛漢威廉士（Ralph Vaughan Williams 1872-
1958）許多管弦樂作品，其實都與他成為《英語
詩集》音樂編輯有關，包括《泰利士主題幻想曲

（Fantasia on a Theme by Thomas Tallis）》、《民
歌〈富人與拉撒路〉五首變奏曲（Five Variants 
of Dives and Lazarus）》等。
《英語詩集（The English Hymnal）》於 1906

年面世。詩集的「始作俑者」就是來自高派傳統

的牧師廸爾瑪（Percy Dearmer 1867-1936）。
廸爾瑪一直都認為，十九世紀的俗樂過分多情，

而這類音樂正影響着聖樂發展。他在聖馬利亞

堂的風琴師邵馬田（Martin Shaw 1875-1958）
與他有同樣看法，甚至強烈批評幾位維多利

亞時期作曲家的作品，包括史坦納（Sir John 
Stainer）、斑貝（Sir Joseph Barnby）、戴克斯
牧師（The Revd John Bacchus Dykes）及蒙克

（William Henry Monk）。
他 們 寫 作 的 曲 調 包 括

「Sandringham」（《完全的
愛歌》）、「Eventide」（《夕
陽西沉歌》）等。當《古今

詩 集 本（Hymns Ancient 
& Modern）》的修訂版於
1904 年面世時，廸爾瑪

更加希望《英語詩集》能成

為《古今詩集本》的另一選

擇。同年，他親自拜訪佛漢

威廉士，邀請他成為《英語

詩集》的音樂編輯。幾經轉

折，無神論的佛漢威廉士終

於答應。

作為禮儀學家，廸爾瑪

在其著作《牧師手冊（The 
Parson’s Handbook）》中提出聖公宗禮儀應該
借鑑宗教改革前的英國禮儀，而非改教後西方教

會源自意大利的禮儀。相信佛漢威廉士亦認同這

個看法，故此在《英語詩集》有許多以英國多

地的民歌改編成的曲調，包括「Forest Green」
（《小伯利恆歌》英國調）、「Monk’s Gate」（《剛
毅信徒歌》）等。

佛漢威廉士在詩集的序言中寫道：「每當有

會眾一同唱頌的時候，使用熟悉的旋律是十分重

要，或者，這些旋律起碼經得起時間的洗禮；所

以，『特別寫作的曲調』（許多其他詩集的禍根）

盡量避免在這本詩集使用。」他只為詩集寫了四

個曲調，至今，有三個曲調仍廣受使用，包括

《眾聖歌》的「Sine Nomine」。	
關於會眾唱頌聖詩，佛漢威廉士在序言中建

議：「每月可以舉行會眾聖詩練習，使會眾學習

那些較少唱頌的曲調，形式如下：首兩節由詩班

唱頌，第三節起加入會眾，到最後會眾可以不用

詩班協助下唱頌。另外，可以考慮舉行『聖詩演

奏會』，讓詩班獻唱較少人認識的聖詩，作為主

日傍晚風琴演奏會的另一選擇。」各堂或者可以

考慮一下這類聖詩頌唱會，讓弟兄姊妹一同加深

對唱頌聖詩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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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知未來

文藝閱讀
江程輝

轉哲點
楊俊強

潘霍華

他真的壞透嗎？
法理˙載仁

蘇信恩

初踏足刑事工作時，常常接辦「求情」或俗稱「過堂」的提訊案件。這些仍在

處理程序事宜階段的案件，都集中在裁判法院的第一法庭（簡稱 Court	1）處

理。故此，凡到第一庭辦案，都能同時旁聽十數二十宗、甚或三十多四十宗性質

相近的案件。那時候，心裏總暗想：	「為甚麼每個被告的求情陳詞總是一式一樣、

幾乎了無新意的？家有年長父母照顧、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家中總有一個病人

（甚或有至親剛離世）……難道他們就沒有更好的求情理由？」

事實上，身邊不少人（不論是親朋好友、行外人、甚或一些法官）都覺得刑事

大律師常常「屈都撓翻直」，為被告求情根本就有違良心。在他們心目中，被告認

罪，表明他罪有應得。求情？根本沒有甚麼好求。

隨着執業時間長了，開始對人性多了一點點（必須強調：只是多了那麼一點點）

的體會。記得聖經提及亞伯拉罕與耶和華「辯論」：創 18：20-33，背景是耶和華

決定剿滅所多瑪和蛾摩拉兩座城。一反常態，亞伯拉罕看來沒有直接「順服」耶

和華的決定，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與耶和華「講數」。亞伯拉罕說：「假若那城裏

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麼？」隨後，亞伯拉罕將數字一次一次降低：45

個、30 個、20 個、到最後 10 個。經文沒有提及這兩座城當時的總人口是多少—

有的考古 / 聖經學者說千多人、有的說幾萬人、有的說幾十萬人。無論如何，我們

總有理由相信，50 人絕對並非這兩座城市的大多數—相反，必然是極少數。

對旁人來說，這些被告人可能乏善可陳、罪有應得。然而，事實上我們每人在

上帝眼中可能都同樣乏善可陳。雖然所多瑪和蛾摩拉兩城罪惡甚重，耶和華尚且

願意只要有 10 名義人，就為了這 10 名義人的緣故不毀滅兩城。反觀我們，我們

卻容易因身邊人的少許不是，而徹底抹殺他們曾經所作的善行。

每個人背後或許都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倘若我們多一點耐性、少一點先入

為主；多一點聆聽、少一點批評，或許我們能夠更了解和體諒對方為何會這樣做。

時間很微妙，它彷彿存在，但又無從觸摸。聖奧古斯丁

嘗言：「時間是甚麼？若無人問我，我倒知道；若要

我解釋，卻一無所知。」一般而言，我們會把時間分為過

去、現在、將來三段。

我們無法扭轉過去；幸運的是，我們在某程度上能夠

預知未來。最常見的例子，是天文台所作的天氣預測。當

然，天文台的預測並不能保證百分之百準確，不過天文台

會運用客觀數據作出預測，數據愈多、變數愈小，預測就

愈準確。

人之所以對某些事感到後悔，主要是做了一件事後被

認為是錯誤的決定。相信不少人會有類似的經歷：「為甚麼

不早點出門呢？現在要遲到了。」「為甚麼不忍耐一下，留

待大減價才買呢？」「為甚麼不……」

後悔之際，心中會不期然冒出：「早知如此，何必當

初？」的念頭。如果能夠時光倒流，或是有預知的能力，

相信他們會改變當初的決定。只是，如果一個人真的有能

力準確預知未來的一切，世界會否美好一點？答案是否定

的。

設想有一名高中生，他預知自己必然會考上心儀的科

系，這樣他還會用功讀書嗎？假如有一位女士，她預知自

己將會孤獨終老，這樣她還會落力尋找對象嗎？上述兩種

情況，有好事也有壞事，但不管如何，他們很大可能不會

去努力嘗試作出改變，亦即是說，他們將會錯過了人生的

某些體驗。

當然，現實上我們

並不能完全預知未來，

亦正正如此，人生才有

無限的可能。我們會有

動力為未來的人生打

拚，無論得到的是苦是

樂，至少可以自豪地跟

自己說曾經為人生付出

過、努力過，總比白白

得來有意義。

潘霍華與薇依的光明之路

在聖經和教會傳統，光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信仰象徵，既代表

三一上主本身，也代表善、愛、盼望等重要信仰元素。光，讓

我們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尤其在黑暗的日子，往往成為信徒重要的盼

望象徵。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在《在光中行：二十個映

照基督真道的生命》正正描述了歷史上多位信徒「在光中行」的生命

故事，他們不少都曾跌入生命的低谷，經歷極其黑暗的日子，卻仍然

靠向那光、擁抱那光，並在生命中活出真光。

其中一個是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政治氣氛極度緊

張的時日，他本已離開納粹政權操控的德國，在外享受人所公認的自

由，卻毅然返國，使自己處身虎穴龍潭，最終更遭到處決，以身殉

道。他這樣做，當然是為了對上帝忠誠，也就是要活出他所理解的真

自由。跟一般對自由的理解有別，他所理解的自由，並非能夠盡情做

自己想做的事，而是要做自己應做的事，他甚至認為真自由的要素就是：紀律、行動、受苦、受

死。終究而言，他其實是指要把自由交付上帝，細心察驗，並以無比勇氣，做生命中應做的事，

即使要付上沉重代價，卻總能一步一步活出完全的生命。他的說法是：「將自由交付上帝，就在榮

耀中得以完全」。在極盡黑暗的時日，潘霍華以生命去映照基督真光，他所做的可能相當微小，或

可說是失敗告終，但在黑暗中，即使更微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四周。他就是這樣放下自己，忠誠服

侍，完全靠賴上帝，切切實實地活出了真自由，融入基督的真光，最終在上帝的榮耀裏活出圓滿

的生命。

書中另一個映照基督之光的生命，就是思想家薇依（Simone	Weil）。她為靈性下的定義相當

有意思，就是強調「等候」和「留心」，套用於默觀操練，就是要在禱告中安靜放鬆，但同時又要

時刻注意，此乃關乎某種「無我」，她形容為「將［自己的］思想及憂慮放下，向當下敞開心懷，

容讓心思被眼前的事塑造」。（頁 152）「無我」這觀念不易理解，乃孕育於薇依在某次參與聖餐禮

的神契經驗，也涉及複雜的神學背景。但其實，這種「無我」在她生命中更早的時候就已有所呈

現，她為了體驗低下階層生活，曾有一段短時期在工廠工作，與無權勢者站在同一陣線，這經歷

為這個學術底子豐厚的女子打開心眼，更多看見生命的奧祕。後來她進入信仰，但卻拒絕受洗，

因為要與大多數世人一起身處教會以外，不想獨善其身；這個想法當然甚具爭議，但的確展現了

薇依那種「無我」的情懷。甚至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仍然持守這種「無我」，堅持要與人認同，

定意將每天餐量與最貧困的法國同胞看齊，弄得身體虛弱，成為她的其中一個死因。若說潘霍華

實踐信仰的方式就是放下自我，活出上帝裏的真自由，那麼薇依這種「無我」即可謂異曲同工，

惟有放下自我，進入「無我」之境，方能時刻注意上帝的臨在，也看見萬物背後的奧祕，卻又同

時切實與諸般世人，甚至大自然同住共活。

潘霍華與薇依皆活在黑暗時代，面對戰爭、經濟、政

治問題，還有科技急速發展帶來非人化的社會，使人受盡

壓迫。但即使在這樣的社會，二人原本都過着相對安舒的

生活，卻同樣選擇投進黑暗，踏上受苦之路，展現出某種

放下、捨己、無我，既要全然活在當下的世界，比任何人

更清晰看到苦難的真像，卻同時要注視上帝，最終踏上上

帝的榮耀之路。受苦便是榮耀；真自由就是紀律、承擔；

放下、無我，方能看見生命的奧祕—在每個黑暗的世

代，這兩人的屬靈洞見都能為我們指引前路，踏上「在光

中行」的生命之路，最終能夠體會，那光確是真光。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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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抗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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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電話關懷有需要人士

支援有需要的基層家庭

將心意化為力量將心意化為力量
心意行動撐起弱勢家庭心意行動撐起弱勢家庭

心意行動專區
宣揚正向信息，將心意化成行動

早前，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席捲全港，百業蕭條，重創服務、旅遊、飲食及零

售等多個行業，相信香港未來仍要面對倒閉及結業潮。市民除了應付各式各樣

的生活開支外，還要額外應付防疫用品支出，這對基層家庭而言，更是百上加斤。

近三千家庭受惠

很多來自聖公會學校與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屬下服務單位的基層家庭，靠着

積蓄生活，有些家庭在疫情下只餘數千甚至數百元，陷入經濟困境。就好像做地

盤散工的張生，他是家中的經濟支柱，自第五波疫情後便失業數月，再加上家人

先後確診，停工及疫後康復支出大增，幸好學校老師知道情況，將他們的個案轉

介至「心意行動」。除緊急援助外，心意行動亦提供各樣支援，令他們的生活漸回

正軌。

然而，事情總是難以預料。張生復工不久，他的岳母確診末期腸癌。為方便照

顧，岳母須搬到張生家中，生活及醫療費等開支大增，令一家再陷困境。幸得小學

社工及心意行動再次為他們申請現金援助，加上情緒支援，與張家渡過一個又一個

難關。社工亦與張太商討，最後張太也出外工作幫補家計，暫時找到了出路。

另一邊廂，任職速遞工

作的盧先生亦受停工影響，

如同不少低收入家庭，因積

蓄耗盡，就向財務公司借下

五十多萬高息貸款，儘管現

時已經復工，但每月償還貸

款及交租後，一家三口生活

費已所剩無幾。盧太因經濟

壓力，漸漸出現抑鬱及焦慮

徵狀，須社工輔導及介入，

並安排申請緊急援助。為

了紓解盧生一家長遠經濟困

難，經社工轉介，他們成功

申請過渡性房屋，經濟壓力

得以紓緩，盧太的情緒亦逐漸平復。

過去三年，類似張家及盧家的個案不勝枚舉，由於失業、患病、借貸、入不

敷支的困境，不少家庭往往因看不見出路而情緒大受困擾。金錢未必能解決所有

問題，然而「心意行動」的抗疫緊急援助，總會成為及時雨落到有需要的家庭手

中，加上社工及老師的熱心援助，這些家庭最終都可以看見出路及曙光。心意行

動抗疫緊急援助自 2020 年推出，已經批出近 3,000 個申請，與社工及老師攜手

合作幫助有需要家庭。

教友同行支援弱勢社群

弟兄姊妹願意與人分享主愛，可讓生命更有盼望，成為社會上弱勢社群的同行

者，無論捐款予「抗疫緊急援助」，或參與「消費券支援弱勢社群計劃」，都能令

到受惠者再展笑顏、感受到愛與關懷。

2022 年初疫情嚴峻，心意行動「抗疫專線」在一個多星期，便

順利招募了 100 位來自各堂的弟兄姊妹，無懼疫情參與義工行列，包

括專車送遞物資予確診人士、分發抗疫物資及電話關懷長者等服務。

眾弟兄姊妹身體力行，出錢出力，彰顯基督精神，亦發揮「聖公會」

三頭馬車互相效力的精神，在社會上作鹽作光。

誠邀支持「慈善獎券2022」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即將舉行「慈善獎券 2022」，籌得的款項，

部分善款將撥予「心意行動」推動服務。「心意行動」的工作，實在

有賴主內弟兄姊妹的支持與同行，期盼大家都踴躍支持「慈善獎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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