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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年，香港人經歷了半世紀以

來最大的動盪。自政府推出「逃犯條

例」修訂草案，先後有一百萬、二百萬

市民上街表示反對，從起初的和平示威

演變成暴力抗爭；從原先政見立場的爭

執轉變為道德良知的掙扎。

七、八月開始，整個香港陷入前所

未有的社會撕裂，無日無之的暴力不斷升

級、道路被阻塞、設施被破壞、店舖被毀

等一幕幕有如恐怖襲擊的畫面，汽油彈、

催淚煙，此起彼落，看得讓人心痛。許

多市民亦因此出行不便，連簡單的購物

或與親友相聚，甚至看醫生也隨時受

阻，大家都感到惶恐不安。「起底」

和舉報之風，更令不少人生活在白

色恐怖之中。前景不明朗、對執法

者沒信任、資訊混亂、社會充斥著

怨氣戾氣，連基督徒也不例外。

這場風暴，不單是對香港的考

驗，也實實在在是對香港基督教

會和信徒們的考驗—對政治問題的反應、政教關係

的闡釋和定位、社會運動的參與程度……更重要的是

對不同意見立場的接納包容，對上帝旨意的探求和信

心，並信仰的實在體驗。

因政見和立場的差異，社會和不少家庭嚴重地

撕裂，教會實在是社會的縮影，因此也不能倖免。然

而，主耶穌基督對門徒的吩咐：「我怎樣愛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約十三34）這更是當前教

會團契生活的挑戰！我們能包容、接納和愛「異見人

士」嗎？

能為這城做甚麼？

「我能為這城做甚麼？」這是本會六十五周年會

慶微電影《晞望》的主題，重點是鼓勵信眾與社會同

心同行，在日常生活當中落實「愛鄰如己」。

七月初，參加了本會一間幼稚園的畢業典禮，看

見精靈活潑的小孩子，領了人生第一張畢業證書，載

歌載舞歡慶即將踏入人生新階段—小學、中學、大

專……忽然，接二連三的抗爭與反抗爭的場面湧出腦

際，心裡一沉：「主啊，這些孩子將會如何？等待著

他們的『明天』會是怎樣？已屆退休之齡的我，真的

能為這城能為這城

做甚麼做甚麼？？ ■呂慶棠牧師
元光堂



可以說時日無多，縱使天塌下來又如何？再回到文革

時期，甚至戰亂的日子，於我又如何？到時或許我已

經告別凡塵，被主接到天堂樂土。但留下來的，還有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或更長遠的日子，他

們會如何？他們會生活在惶恐之中，還是快樂之中？

他們可以暢所欲言，還是要滿舌虛謊詭詐，才得以安

穩？主啊，我能為他們做些甚麼？」

在一片迷茫之中，耳邊響起了這歌詞：「日月

所照陸海地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頌主聖

詩》第300首）是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

天地的主。」祂既是全地的主，掌管歷史和人生的

主，眼下的三數十年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小段，

在洪水之上，祂仍坐著為王（詩二十九10）。「神

為其民堅固城牆」（《頌主聖詩》第195首）、「上

帝兒女最為安全，有何安全可與相比？」（《頌主聖

詩》第446首）「所以，不要憂慮，說：『我們吃甚

麼？喝甚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

需要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都知道。你們要先求上

帝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

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31-34）

面對動盪的日子、不明朗的「明天」，我們

作為上帝的兒女，卻能得著上帝不變的應許和福

分：有著祂無限的眷祐，有天父為依靠，有主耶穌

的愛為力量，有聖靈時刻導引，有從上而來的平

安，以及有永生的盼望。對於未信主的人，我們

可以為他們做些甚麼？主說：「……『律法上寫的

是甚麼？你是怎樣念的呢？』……『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

如己。』……『你去，照樣做吧！』」（路十25-

37）

在這充滿仇怨、敵我難分的世代，我是否仍然樂意無

差別地去「愛鄰如己」？

八月初得了這個啟示，即聯同區內的教會於短時

間內推出「愛鄰舍祝福祈禱會」，繼而在十二月主辦

「萬民樂繽紛．基督已降生」愛鄰舍聖誕嘉年華，向

區內街坊宣揚道成肉身的基督、「榮耀的王成肉身，

和平的君降世」……，但願隨著聖誕鐘聲的響起，為

香港市民帶來真實的平安，暴力和仇恨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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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六月起多個月來，香港市民經歷從未

面對過的處境，不論任何政見、身分、信仰等也被捲

進這個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出來的政治風

波，最後演化成香港各區的激烈衝突。說真的，作為

牧者的我也是生平中第一次經歷這樣的惡劣境況，當

自己親身面對也未及適應時，就要以牧養角色帶領弟

兄姊妹共同應對，是何等的困難！

在「反修例運動」前期，我亦經歷低潮期：曾不

斷反思事件發生的始末而感到迷茫；曾面對抱持「是

其是，非其非」的不同政見想法的弟兄姊妹而選擇偏

執；曾面對外間的壓力而選擇逃跑。最後，主卻以經

文來堅固我的信心，「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

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雖改

變，山雖搖動到海心，其中的水雖澎湃翻騰，山雖因

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詩四十六1-3），

藉此再次重拾主呼召我作牧者的初心，就是「要與喜

樂的人同樂；要與哀哭的人同哭。」（羅十二15）

風波縱然還未平息，前路或許更黑暗，在這亂世

中也不要忘記主給我們的使命。也許主內朋友覺得我

似是走得很前，但我相信作為牧羊人的，不就是要走

在群羊前面帶領著牠們嗎？主呼召我們前往的每一個

地方，都是祂要我們走到的「前線」，只是我們仍有

否憑著主給我們信心作出適當及造就人的選擇？究竟

我們選擇「present（在場）」或是「absent（缺席）」

呢？我選擇走到示威區了解現場的狀況；我選擇與一

些香港牧者發起守望香港的聯署和祈禱會；我選擇與

不同政見的教友分析立場，彼此了解；我選擇與牧養

中的堂社校同行，一起面對挑戰；我選擇聆聽年輕人

的心聲及守護他們平安；我選擇聆聽成年人的擔憂及

疏解他們的不安；我選擇站立在分歧當中作和平之

子；我選擇在不義的地方以基督的真理發出聲音。

作為牧者，或許眼淚也流過了，催淚彈也吃過

了，痛罵也受過了，但不要因此而氣憤失望，因為對

比耶穌基督，我們作的是算不得甚麼吧！就讓我們一

起繼續以基督的福音守護我們的群羊，守住我們的信

仰和教會，守望我們的香港！

■■林一君牧師林一君牧師
天耀生命堂天耀生命堂

亂世中亂世中
勿忘使命

教會弟兄姊妹到示威衝突地方行區祈禱教會弟兄姊妹到示威衝突地方行區祈禱

與學校校長和老師在天水圍衝突與學校校長和老師在天水圍衝突

發生時留守校園發生時留守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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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教會天水圍教會

聯合守望香港祈禱會聯合守望香港祈禱會



面對香港處境的面對香港處境的

信仰反思信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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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哈利

自年幼起讀聖經故事，有不少聖經人物都是在患難中堅守對上帝的信心，不斷向上帝發出

呼求。以往看聖經故事，以斯帖與猶太人一同禁食祈禱，逃過了滅族的災難；摩西與以色列人

經歷重重阻撓後，終於能離開埃及。看見他們在若干年後，終於捱過艱難，實在替他們感恩。

然而，當身處難關時，要能夠持守信心，真的不容易。

六月初的香港，仍有許多「和理非」的街頭活動，諸如築起人鏈、大合唱之類的行動。

社會情況急速變化，時至撰寫此文之時，幾乎天天都有衝突發生，甚至我們看見，不只有人受

傷，更有人失蹤甚至死亡。你有想像過，香港會變成這樣嗎？

一直深信，作為基督徒，我們必須常常禱告，特別是在現今的社會狀況中，我們誰都不容

易在紛亂的資訊中釐清事實的真相，亦看不清楚明天會發生甚麼事，以及整個香港社會將如何

走下去。我每天祈求香港沒有衝突導致的傷亡發生，當權者盡快回應市民的訴求，讓眾人心靈

得到安慰。特別有感我們現在正面臨魔鬼很大的試探，它在加速我們與家人和朋友間的仇恨、

敵視和攻擊，這段日子裡，你曾與你的家人、朋友因政見問題而爭執嗎？如果我們有足夠的空

間去聆聽上帝的聲音，記得愛上帝愛人的誡命，請花少許時間聆聽對方的心聲、瀏覽多方面的

資訊，更重要的是主動重啟對話。因為無論此運動以甚麼方式完結，若沒有以愛與真誠為基礎

的對話、溝通、理解、體諒，關係的裂縫就難以縫合。

甚願大家願意成為和平之子，撫平家人、朋友間、教會以至香港整體社會的傷口。



我是一名護士，亦是近月示威活動的所謂前線

急救員。自六月開始，我愈走愈前，七月時我和隊友

們已經位處最前線，現在每一次行動都伴隨著各種子

彈，催淚彈和水炮。

我不打算詳述在前線的工作，因為我們的所見所

聞，所經歷的，都非筆墨所能形容。作為醫院的醫護

人員，目睹死亡從來是家常便飯，我也曾經以為世上

沒有甚麼景象能衝擊我的心靈。

人間地獄，是我曾經用來形容我所經歷的慘況。可

悲的是，這個地獄不斷地變得更恐怖，6．12，7．21，

8．11，8．31，9．29，10．1，10．31，還有最近的中

文大學和理工大學，每當我以為事情已經發展到不能

再差的時候，最終我們都會身處「更地獄的地獄」。

那麼到底是甚麼驅使我們一直堅持？是愛嗎？

還是責任？或許真的是這樣，我就算不把聖經搬出來

說，甚麼要愛鄰舍如同自己之類的；放下基督徒的身

分，單單只是身為人，就要有做人的良知。常常聽說

甚麼政教分離，查問身為牧師的家母才了解更多，

原來是源於馬丁路德對當時教會過分干預政治而提倡

的。再看看現今社會，這套說法到底是成為了宗教團

體對這問題避而不談的擋箭牌？還是只是不想利用宗

教立場使所謂沉默的大多數被代表？政治太深奧，我

不知道。

但是，正如我為各大傳媒所做的訪問和報道，

■諾言■諾言

我的說法從來無忘初衷。我已年屆三十，好歹也有

穩定的事業和收入，絕對有潛質做一個不問世事，

不關心政治的人。我的看法是，我可以不談政治，

但我不能埋沒良知，正如外間一直說的：「黃藍是

政見，黑白是良知。」就算不是基督徒，也會有分

辨是非黑白的能力，不去看清楚現實，說到底只是

在逃避。

對於本文的標題，我也想了很久。本期的主題是

「與上帝同行」，這無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相信

不是誰都能隨隨便便就認為自己真的在與上帝同行。

對於與上帝同行這一說法，或許我會理解為為上帝作

工，然後相信上帝就會與我們同在。自六月走在街

頭，無論是我自己還是所有市民都在經歷蛻變。當局

勢一直惡化，當不穩定已變為日常，當面對暴力已成

為習慣，我卻從來沒有感到恐懼。

我們常說要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對很多人來

說，走到街頭會懼怕被捕，被打，甚至被秋後算賬。

我不能解釋為甚麼我不懼怕，無論是面對槍林彈雨，

還是無形的白色恐怖，但我一直心有平安。感恩上帝

保守我的腳步，即使我一直像玩命般往戰區𥚃衝，但

只曾受過一點輕傷。

未來會怎樣，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在與上帝同

行，我也不敢說；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實上帝一直與

我同行。

還是還是上帝與我們上帝與我們同行同行？？
與與上帝上帝同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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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到德國不萊梅（Bremen）已經兩個月

了，一切都在適應當中，謝謝大家禱告記念！

我們第一次踏足德國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差

不多是三年前的這個時候。我記得那時香港才剛有秋

意，大多時候仍是穿著短袖上衣，再多也是加上一件

薄外套。但在德國已經是十度，早晚更接近零度。這

邊的天氣的確叫在香港成長的我們難受，感恩現在已

漸漸適應了，起碼暫時不太難受。

我們第二次來德國是二零一七年，按著工場規

定到不萊梅實習兩個月，學習怎樣在德國生活。我們

一直都在香港成長，感到生活很方便，也建立了一定

的習慣：每天坐同樣的交通工具，走同樣的路，吃同

樣的早餐；拍拍八達通，刷刷信用卡，萬事都通，可

說是完全不經大腦決定就可以生活，剩下來的精力，

全放在學業或工作上。

到了德國，卻要從頭思考怎樣生活，林林總總

的車票，哪個最實惠？師母就跑超市，看看哪些食材

可以餵飽一家人。傳統德國人只有午餐進食熱食，早

晚主食是麵包，喝個熱咖啡，很少外出用膳。若要跟

隨他們的方式飲食，我們會很不習慣；但若要每餐都

烹調食物，又很費時間心力。不習慣就覺得不方便，

我們現在仍是覺得不習慣。

經過這兩個月的實習，在今年九月正式踏上工

場時，我們已經有很好的心理預備。但落實在這裡生

活，要辦理許多繁複的手續，要處理的事情也多，和

短期居留很不同。可以在短時間裡處理好，全是上帝

的恩典，也有賴弟兄姊妹們的幫忙。

宣教士家庭，多一重兒女適應的問題。許多人鼓

勵我們，說兒女應該比我們適應得更好，學語言比我

們更快。由於德國的小學是四年制，哥哥和妹妹現都

上公立中學了，學校設有適應班，讓海外學生學習德

語。一班約有十個學生，功課都在學校完成，他們暫

時也不感到學習有壓力。

在孩子上學一星期後，我和師母也開始上德語

密集課程，星期一、三、四、五的上午均要上課，下

午就是自修，周五晚至主日就是教會的服事。在適應

期間，我每月仍有一至兩次到其他城市講道，往往是

天未亮就頂著寒風出發，晚上十時後才回到家，舟車

勞頓，我真是感到有點體力透支。星期一早上的德語

課，腦袋往往一片空白。

舞舞吧吧
與　　和　　共舞！混亂 不安 ■陳永安牧師

本會宣教士

陳牧師與師母陳牧師與師母

兒女在學習中兒女在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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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蕭念全、龍祈申等著：《破冰船—與宣教同航》（香港：保羅文化中心，

2017)，頁 220。

我感到某些方面適應得很快，但有些地方仍然在調校當中。在經歷

這種種轉變過程中，有研究指出這是「文化和時空轉移的歷程」1，簡要

如下：安定→ 離開→ 過渡→ 進入→ 安定。在過渡期有以下表現：

因著宣教，我們的家庭已進入「過渡歷程」的種種未知、混

亂和焦慮中。因著香港的現況，許多人重新思考要怎樣生活，

也經歷著上述的歷程。這是生命重整的過程，但憑著信念堅持

下去，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們是可以重新被建立起來的，我們可

以帶著盼望渡過現在的艱難。讓我們一起舞吧！

學習德語學習德語

轉移的歷程 角色、身分 人際、表現 心路歷程 時空感覺

過渡 未知

無身分
無系統
無頭緒

混亂

誇大困難
誇張行徑

誤會
模糊

自我中心
離群

焦慮

失望
害怕

不安定的作息
和職責
惡夢

情緒波動
哀傷

進入未來

請為陳牧師一家禱告請為陳牧師一家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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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一段社會局勢不穩定的時期，感到身心疲

累，要接受訪問，要寫讀後感，對Doris來說實在是一

項大挑戰。然而，充滿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她，這一刻

能把焦點轉移，讓她體會這原來是美事。靜下來，就

完成撰文了，而且讓她重拾堅定的信心。

「對！沒有目標，就會迷失，世界太多誘惑，

也有太多聲音，有時不知不覺，以此取代上帝的旨

意。」從Doris提高聲線肯定地說，可見她確實有深刻

的領受。

「現在我希望常常能以『不偏離上帝旨意』為我

人生的目標，因為這才是最真實和最持久的；無論今

日作甚麼，都是為明天作準備，以致我能向著標竿前

進，一點時間也沒有浪費，也不會懼怕講錯、做錯、

決定錯，因為行在上帝所定的軌跡之上，是最安穩

的。」雖然，Doris到今日仍未知畢業後的去向，但

她肯定「錢財名利」並非得力和喜樂的源頭。不過，

信仰使她充滿「盼望」，而「盼望」則讓她看到「將

來」，有「盼望的將來」自然就有動力去為下一步定

「目標」。今天，面對考試是當前要務，只要盡力去

做就好了。她深信在未來的日子仍有無數的考試和挑

戰等待著她，希望每一次都能把焦點轉移到上帝給予

的標竿上。

標竿人生的內容很豐富，教導讀者各種與上

帝相處、親近，討上帝喜悅的行為。執筆之際，

是完成閱讀後的差不多兩個月，正值香港社會動

盪。我再打開這本書的其中一課，記得之前看的

時候印象很深刻，現正值自己的學校受蹂躪的時

候，感受更大。

這課探討苦難的意義，一開始便開宗明義：

指出苦難使我們蛻變。一開始，我不太明白書中所

寫：上帝用環境多於透過我們的讀經使我們更像耶

穌。後來，我開始理解，人總是傾向用自己的能力

解決各種問題，當自己可以做的都做了，仍改變不

了現況，正束手無策的時候，更能不加修飾地向上

帝發出最真切誠實的禱告。

書中要求讀者要為身處一切境況中謝恩（而不

是為一切境況謝恩），因為上帝要我們感謝祂利用

各種難題來成就祂的目的。我不禁問上帝：「可是

我怎樣才能以感恩的心面對這一切？」在發問後，

我突然想起這本書一開始所寫：人的創造絕非偶

然，人被創造是為要榮耀上帝。不只是與自己同一

立場的人被造能榮耀上帝，另一立場的人同樣也能

榮耀上帝，也是上帝精心的創造。我便開始為另一

立場的人禱告，為他們的心靈健康與家人而祈禱。

踏出第一步很困難，因為我之前並沒有想過和試過

這麼做，但這一步正是耶穌教導我們要做的事情。

祈禱後，我為自己能為另一立場的人禱告而感恩。

雖然事態發展仍令人憂心，但我相信書中所

寫：「在困難中，我們的希望是建立在上帝掌管宇

宙萬物以及上帝愛我們的真理上。」

■馬澤如姊妹
馬氏紀念禮拜堂

《標竿人生》讀後感

■■信義報編輯部信義報編輯部

今天所作的今天所作的
是帶你去到明天要去的地方

前言：感謝大家對二零一九年「我讀．故我知」

的支持和鼓勵。今年我們會再接再勵，以此專欄

配合信義報每月的主題，構思相關好書，並透過

專訪，更立體地介紹書籍。讓我們透過不同作者

的作品，共同讀懂上帝的心意。

《標竿人生》《標竿人生》

華理克牧師著華理克牧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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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麥桂嬋，今年七十二歲，一九四七年在香

港贊育醫院出世。

自小家貧，沒有機會讀書，識字不多。我有七兄

弟姊妹，哥哥排第一，我是大女，排行第二，要照顧

妹妹和四個弟弟……

一九六七年經工友介紹認識我丈夫。他比我大十

年，是家中獨子，性格內向，少說話，喜歡攝影。我

二十二歲那年便與他結婚。婚後，我們住在他工作的

火炭染廠宿舍。我們有三子一女，長女出生後，我只

好辭工，專心家務……

我的兩個兒子都已結婚，我有三個孫。每逢週末

或者節日，所有兒孫都會回來一起吃晚飯，由我做大

㕑。我最常煮的菜叫大豆芽炒肉鬆，兒孫們都非常愛

吃。這道菜是家母常煮的小菜……」

—摘自《回味．故事》〈樂觀開朗人生　麥桂嬋〉

* 文章摘錄自《回味．故事》一書 

*《回味．故事》http://bit.ly/32GfvS4

■■社會服務部社會服務部

「我是盧芳蘭，人稱芳姨。很多人說我給他人第

一印象是一位精神煥發、活力充沛、面帶笑容、和藹

可親，有問必答的長者。但你可知道笑容的背後，其

實都經歷了一番辛酸艱難的日子。

我的父親早逝，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回港生活。

我長大後結婚了，以為會有幸福的日子，但是丈夫又

不幸早逝，遺下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面對突如其

來的轉變，在沒有一技之長下要獨力照顧家人，當時

我拿著一筆小小的資金，苦思如何可以把資金好好運

用。最後，透過親戚在虎門買下了兩個細小的舖位，

再將子女交託在港的母親照顧，便獨自去虎門開創自

己的事業，每隔一星期由虎門回香港看望子女，這樣

在虎門與香港之間兩邊走……

……人在異地，我要『膽大心細』去處理日常

的事務，有時面對黑白道的問題，也迫著自己大著膽

子，面無懼色地面對他們……」

—摘自《回味．故事》〈隻身打拼的日子　盧芳蘭〉

本會社會服務部推行的「真味‧珍情」計劃，邀請長者製作家

鄉小菜，同時道出人生的甜酸苦辣，讓長者彼此建立互助網絡

與社區連繫。計劃將當中的故事整理成《回味．故事》一書，與

大眾分享長者的廚藝與人生。以下是其中兩個故事的節錄。

人生人生
分享 藝廚

回味

盧芳蘭盧芳蘭

麥桂嬋麥桂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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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培育部

1. 2020-21年度Connect計劃：挪威學員交流

日期： 2020年8月出發（為期半年）

地點： 挪威

名額： 兩名

參加資格： a) 受洗兩年或以上；

 b) 年齡介乎18至25歲；

 c) 高中畢業；

 d) 英文口語及書寫能力良好

計劃內容： a) 出發前，參加預備課程；

b) 到達挪威後，參加HALD International 

Centre的學習；之後在教會或機構實

習半年；

 c) 回港後，參與本會的義務服事一年。

費用： 全免，所有支出由主辦單位承擔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以英文書寫），連同個人得

救見證（300-500字）及教牧推薦信，

寄交油麻地窩打老道50A信義樓四樓

「信徒培育部CONNECT計劃」

截止日期： 2020年1月31日（五）

面試日期： 2020年2月7日（五）

2. 「主啊！容我與佢同行」講座

日期： 2020年2月7日（週五）

時間： 晚上7時至9時

地點： 信義樓5樓禮堂

內容： 學習與9至15歲的子女建立良好的溝通

講員： 羅秀賢博士（興學證基協會基督教優質家庭教

育中心主任）

對象： 本會家長信徒

名額： 80人

費用： 50元

截止日期： 2020年2月3日（一）

報名方法： 將報名表及支票（抬頭：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寄或交油麻地窩打老道50A信義樓

4樓（信徒培育部講座）

詳情： www.elchk.org.hk

查詢： 2388-5847（總辦事處王小姐）

大眾傳播部

道聲出版社

隨著社會不穩，基督教出版業的經營環境嚴

峻，文字宣教工作陷入困難處境。現緊急呼籲各堂

會能一筆過撥款或為文字宣教事工籌募經費，與我

們一起共渡時艱，讓道聲能繼續為道發聲。如有查

詢，請與同工黃愛霞姊妹或張雅雯姊妹聯絡。

因應現時香港社會情況，為保障顧客及員工安

全，門巿開放時間將採取彈性安排，必要時會按實

際情況提早關門。請留意相關告示及本社Facebook

專頁發佈的最新消息。

歡迎各堂會與本社聯合舉辦讀書會活動，詳

見：http://bit.ly/2xi2wtg

誠邀具事奉心志、熱愛閱讀的基督徒應徵門市

部職員。查詢請致電2388-7061與張小姐聯絡。

2019年全年講座安排，定期更新，詳情請瀏覽：

http://bit.ly/2r2pxww。

社會服務部

香港礦山挑戰賽2020

第四屆香港礦山挑戰賽將於2020年3月1日舉

行，為配合鞍山探索館開館5周年，今年大會以「Be 

Mine, Moving Up 堅我如初」作為主題，強調立館的

初心，也喻意我們要像鐵礦石（MINE）一樣堅硬，

面對任何逆境都可以忠於自己（MINE）本有的價

值，發揮可能性。由鞍山探索館主辦的香港礦山挑戰

賽是香港首個以礦場為主題的慈善大型越野比賽，參

加者將化身礦工，競走於馬鞍山鐵礦場遺址、礦村、

昂平高原及梅子林一帶，當中完成挑戰任務，邊玩邊

認識馬鞍山獨特的歷史文化，為保育香港礦山出力。

詳情及報名：h t t p : / /g y c . e l c h k . o r g .h k/

mine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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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召聘

堂會 職位

1. 道恩堂 傳道同工

2. 活靈堂 傳道同工

3. 平安堂 傳道同工

4. 中心堂 傳道同工

5. 恩澤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6. 信恩堂 傳道同工兩名

7. 靈合堂 牧師及幹事

8. 信愛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9. 香港仔堂 傳道同工

10. 頌主堂 傳道同工兼幼稚園宗教主任

11. 信望堂 主任牧師

12. 宏信堂 牧師

13. 錦上生命堂 幹事

14. 天耀生命堂 福音幹事

15. 真理堂 幹事

編者話

新一年的開始應該是充滿喜樂和盼望

的，但過去大半年香港社會所發生的事情，

難免令大家增添一份愁緒。今期《信義報》

分別邀請了資深的牧者、走在前線的新按立

牧者、青年肢體及前線急救員，分享過去幾

個月來他們在社會運動上的所見所感，盼望

讀者從文字裡看見他們對信仰的反思，並相

信靠著主，心裡「仍有晞望」。

總辦事處召聘

職位

1. 海外宣教部 宣教主任及拓展差傳教育幹事

2. 總辦事處 助理會計及初級會計文員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或掃描Q R碼觀

看。召聘所收集的資料只供招聘用。

誠徵復活節攝影 或繪畫 作品

4月12日就是復活節了！
耶穌的降生和復活都是我們信仰的核心，聖誕節和復活節都是基督

徒的重要日子。4月信義報將以「復活是……」為題，誠徵攝影或繪
畫稿件（附不多於30字的作品描述）。請以電子檔案格式（JPG或
PNG）把作品電郵至lu_news@elchk.org.hk，截止日期是2020年2
月7日（五）。作品的尺寸須為3000x2000像素或以上。請註明作者的
中文名字及所屬堂會。

注意：

1. 一經遞交之稿件，代表已授權本報使用，包括信義報或網上

 平台發放。如不贊成請註明。

2. 作品經取錄後，將獲50元道聲書券作鼓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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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認為在因信稱義之前，是十架的救贖；人避

過了上帝的憤怒，是因著信心，但這不是說不需要代

價，而是這個代價由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代付了，所

以人可以藉著上帝兒子的受苦代贖，單單因著信就可

被稱為義。

在以上的教導中，路德提出十架神學中一個非常

核心的基礎，就是「受苦的基督」。基督一詞是受膏

者，是道成肉身、三位一體的聖子，基督的出現一定

彰顯著榮耀，但路德解說十字架救贖的時候，表示基

督為了罪人的緣故而孱弱地死在十字架上，基督隱藏

了自己的榮威尊貴，全部都收起來，以人的樣式死在

十字架上。因著這位「受苦的基督」，我們可以在苦

難中找到他。

通常我們不會將受苦和基督拉上關係，因為全

能榮耀的基督怎會受苦，但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基督，是真的痛苦不堪地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永能

和神性隱藏在痛苦裡面。「受苦的基督」帶有兩個意

義，我們不要以為基督在苦難中缺席了，要單單靠我

們自己來支撐著整個局面。在苦難中，基督必然在其

中，因為在十字架上，我們看到他是會在苦難中，耶

穌基督不會只坐在寶座上，基督也在十字架上，更加

準確的是：「不是他與苦難者同行這般簡單，而是他

根本就是苦難者之一」；另外，我們不要以為苦難就

是終極，因為耶穌基督死後第三天復活了，這位「受

苦的基督」最終是得勝者，他經歷痛苦之後，最終得

勝了，也完成了他拯救人類的計劃，事情是用耶穌基

督的方式來完成。

「受苦的基督」帶領我們經歷幾件事，在苦難之

中，我們相信耶穌基督與我們一起經歷痛苦，這是他

的應許。所以，今時今日，耶穌基督也在我們當中，

我們不是孤獨的，我們相信耶穌基督不缺席苦難，他

在我們當中同受苦難。

既然耶穌基督應許了他也在我們的苦難中，所

以，在苦難中就一定有出路。我們不要被個人的孤苦

困擾，逐漸走向絕望；我們要依靠耶穌基督，更要看

到當下基督所受的痛苦比我們更深更廣；我們當下所

受的痛苦，耶穌基督也在其中，我們要在受苦中仍締

造盼望，耶穌基督必然在其中，並且等待得勝。

我們要認清「受苦的基督」，在混亂不清的世

代，耶穌基督隱藏了他的榮耀，受苦代贖，就必定

有更大的旨意在其中，我們要等候和持守。真與假的

確難分難辨，但藉著信心，感受一下是好是壞，這是

一次艱難的功課，當下憑著信心一路與受苦的基督同

行，最終我們必會得勝。 

　　的基督—
當下的意義
受苦

監
督
的
話

■張振華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