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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七年元旦日，在威登堡馬丁

路德牧師的家裡像往常一樣聚集了好些

人。比較特別的，是在唱詩的時候出現

了路德牧師鍾愛的分部合唱。對於這位

天生對聲音比較敏銳的神學家和聖經教

授，四部合唱令他聯想到在樂園必不缺少

的天籟之音。福音信仰令他開竅之後，他

更認定「此曲固應天上有，主恩樂賜罪世

聞」。

雖然路德沒有用過「聖樂」這個詞

彙，卻常用「音樂」一詞，而且認定：

音樂是上帝極美好又極可愛的

一種恩賜，常常喚醒並感動我宣講

的喜樂。聖奧古斯丁無論何時感到

自己喜歡音樂的時候，就覺得良心

不安，因為他以為音樂是邪惡的東

西。他是一個慎於選擇的人，若他

活在今天，肯定會與我們一致。

■李廣生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

鄙視音樂的古怪人於我沒有用處，因為音樂是上帝

的一種恩賜。音樂驅逐出魔鬼，使眾生快樂，使大

家因而忘記一切憤怒、鄙俚、傲慢等等。除了神學，

我給音樂最高的地位和最大的榮譽。我不願意以我

所曉得的一點音樂與其他甚麼重要的東西交換。經

驗證明音樂僅次於上帝的道，堪稱為人心情感的管

家和褓母。我們知道鬼魔厭惡且無法忍受音樂。我

的心對音樂所起的反應是沸騰和滿溢的。音樂時常

令我精神煥發，並且救拔我脫離可怕的煩惱。1

對路德來說，音樂與神學都同樣重要，因為消極

說，兩者都能夠驅逐魔鬼；積極說，也同樣能夠宣揚

聖道。路德認為音樂是上帝起初創造的一部分，就是

看不見的空氣也會發聲，更何況鳥兒們？委身於改革

運動的路德從來沒有忽略上帝創造的大自然，對鳥兒

的叫聲，尤為敏感，也多有正面描述。但相比之下，

路德仍然覺得人類的聲音最好聽，足以證明上帝的慷

慨與智慧豐盛，特別是當難以言表、無法盡述的時候， 

謳歌頌讚就成為最有效、最適時的補充。

路德與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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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在一五三零年棲身高堡（Coburg），

靜候奧斯堡帝國會議召開的時候，路德健康情況

欠佳。他既無法閱讀，也不能寫作，只能默想、

禱告、睡覺、玩、無所事事。幸好有音樂！經驗

和聖經告訴路德，除了上帝的道，音樂最能激動人心，

安慰憂傷者，令開心者恐懼、驕傲者謙卑；能鼓勵那

灰心、安靜那激動的、撫慰那充滿怒氣和仇恨的。

難怪早在一五二三年，馬丁路德給選侯智者

腓德力（Elector Prince Frederick the Wise, 1463-

1525） 的 秘 書 佐 治 斯 巴 拉 丁（George Spalatin, 

1484-1545）的信就提到：「我們的計劃是要追隨

先知和教會教父的榜樣，為人民用他們的語言譜寫詩

篇，就是靈歌，使上帝的話語可以音樂形式臨到世

人。」

可見在路德心裡和口中的音樂不只是音樂，而

是今天我們說的「聖樂」。他認為如果音樂被錯誤使

用，像那些無恥詩人和他們所創作的那些愚蠢的情歌

的話，音樂就會淪為撒但的工具。因此，音樂的所有

音符和旋律必須為經文服務！那些有音樂恩賜的基督

徒更應該追求在聖靈幫助下，致力使上帝的道得以藉

音樂進入人心。

一五二九年，由路德作曲和填詞的《頌主聖詩》

第一百九十五首《神為其民堅固城牆》最為人熟識，

清楚表示他的基本歷史觀，就是改革運動期間各派角

力的背後，甚至整個人類歷史其實是上帝和撒但兩大

勢力的爭戰。此外，一五四一年路德寄調威登堡靈歌

而填詞的第二百四十九首《求主保護我眾信徒》，也

是不容錯過的。

注釋：

1. 羅倫培登著，古樂人、陸中石譯，《這是我的立場》（香港：道

聲出版社，2001），頁 413-423。



我從小就喜歡音樂。翻開家中的相簿，才知道原

來年幼的時候，祖母已帶我到她的教會參與詩歌唱頌

比賽。上了小學，我給老師選中加入合唱團，心想：

應該很好玩吧！所以沒有想太多就參加了。同時期，

我又想學鋼琴，父母沒有多問或反對，只要我喜歡，

他們就支持我，所以我又有機會從彈琴中接觸音樂。

到了中學階段，被老師邀請擔任合唱團指揮。喜歡接

受挑戰的我，心裡沒多想便一口答應了。上帝很恩待

我，高中時，我有機會正式學唱歌，也有機會加入「聖

詠小組」（香港一個聖樂合唱小組），在當中認識了

許多忠心於聖樂事奉的前輩。自那時起，我便不禁問

上帝：「上帝啊，祢一直讓我接受音樂的培育，較別

人有更多機會學習和開眼界，祢要我為祢作甚麼？」

年輕的我並沒得到確實的答案，只知道要繼續謹慎、

努力，無論上帝放我在哪個崗位，我都要忠心盡力做

好。就這樣，中學畢業後我便於大學修讀音樂，大學

畢業後就於中學擔任音樂老師。

另一方面，我於高中畢業時加入了信義會活靈

堂，在教會擔任司琴及詩班指揮。感謝主，讓我於教

會認識了伍中恩老師，她鼓勵我全職事奉上帝，並努

力向崇拜及聖樂的方向學習和服侍。經過多年禱告，

經歷了各種內心掙扎，我終於在二零一一年入讀信義

宗神學院，也於二零一六年完成了美國聖母大學的崇

拜禮儀學碩士課程，現在於活靈堂當教師一職，也於

神學院擔任詩班老師。

為甚麼我要講述這段「歷史」？因我發現不是我

揀選聖樂事奉的路，而是上帝的恩手一直拖帶我踏上

聖樂事奉的路。

聖樂是服侍，聖樂是牧養，聖樂是生命的獻呈。

回顧我的成長及多年事奉的歷程，上帝賜我音樂這份

恩賜，從小就裝備我。在我還未意識到祂的計劃之

時，祂已經在我生命中作工，透過聖樂事奉陶造我的

生命，琢磨我的稜角，教我學習與人相處，放下自己，

聆聽別人；學習順服上帝的心意，等候上帝成就的時

間……。原來上帝透過我多年來的聖樂事奉來牧養

我，幫助我建立重要的生命素質，好讓我今天能與上

帝同工，牧養祂的羊。

前面要走的路還很遠，我祈求上帝繼續裝備我、

陶造我，讓我能在崇拜及聖樂事工上服侍神學院、教

會和眾弟兄姊妹。有一首現代詩歌的最後一句道出我

的心聲：「我究竟算甚麼？神祢竟這般顧念我。」感

謝上帝對我的厚愛，求主用我！

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予愛我們的父上帝。阿們。

聖樂事奉之路 ■趙慧德教師
活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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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中不乏對音樂充滿熱誠的弟兄姊妹，討論

崇拜和音樂的使用是恰當與否，更可能談到面紅耳

赤，嚴重的更可能引致教會分裂。事實上，這個討

論涉及崇拜丶音樂與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世界信

義宗聯會早於一九九六年發表〈內羅比宣言 Nairobi 

Statement〉，內容正是討論崇拜和音樂與文化之間

的關係。參與會議的學者來自五大洲，探討過程歷經

三年，進行了三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於一九九三年瑞

士，第二次會議於一九九四年香港，第三次會議於

一九九六年非洲肯雅內羅比。信念書總結崇拜丶音樂

與文化的關係可分為四個維度。

1.	 崇拜和音樂應是超文化的（Worship	As	

Transcultural）

上帝是超文化的主上帝，不受人類文化所限制。

崇拜和音樂要表現出這些超文化的普世性，例如三位

一體的觀念就是超文化的，這些都是全球教會一同相

信的普世信仰，不會因民族的不同而改變。

2.	 崇拜和音樂應是本土化的（Worship	As	

Contextual）

上帝是道成肉身進入文化的上帝。耶穌是猶太

人，守猶太人的節期，過他們的生活，同時再詮釋猶

太人的文化和信仰而成為基督教信仰基礎，例如耶穌

用的比喻都是以當時猶太人熟悉的社會文化和事物去

講述，這些例子為教會使用本土化或本色化的崇拜禮

儀丶音樂丶標誌提供基礎。道風山的中國式聖壇和蓮

花十架就是本土化的結果。蓮花十架象徵中國佛教與

基督教的相遇，這是基督教對佛教的一種回應丶轉化

或會通。教會崇拜和音樂也應該具備這種本土化的維

度，特別針對香港現在獨有的情況。

3.	 崇拜和音樂應是抗衡文化的（Worship	As	

Counter-Cultural）

人類文化因罪而被扭曲，墮落，故此文化中會包

含反基督的元素。我們要留意音樂中有沒有人的自我

偶像化的傾向，因為有些音樂可能以關心社會或自我

實現為包裝，內裡其實是宣揚人類中心主義。作為事

奉人員需要留意這點，同時我們要轉變文化中那些反

基督的成分。

4.	 崇拜和音樂應是跨文化的（Worship	As	

Cross-Cultural）

上帝是各民族的主，祂希望各地不同的人種及他

們的文化都可進入祂的國。崇拜和音樂應能反映對於

不同文化的接納及使用，有效加強教會合一的見證。

對於一些有少數民族或不同膚色人士的教會群體，這

點極為重要。

總結

在內羅比宣言的總結中，世界各地的信義宗學

者和牧師們呼籲全球信義宗教會，應該致力將教會的

崇拜及音樂努力連結上面四點。作為信義宗成員的我

們，如下次討論崇拜和音樂的問題，何不嘗試以上面

四點作為基礎，再探索下去呢？

■黎卓然弟兄
靈安堂

崇拜丶音樂與文化的關係─
從信義宗的〈內羅比信念書〉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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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兩位老友記雖已年過七十，但行動自如，頭

腦清晰。八十一歲家住禾輋的羅細英，說話聲音響亮，

感情豐富；七十四歲住在瀝源的王小薇較為文靜，說

話有條不紊，剛好互補。

十七年前，細英退休後參加了信義會沙田多元化

老人服務中心的「齊唱新歌」唱歌班，小薇的丈夫朱

先生是其中一位老師。隨後，三人開始經常一起合唱

粵曲，漸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互相扶持，同哭同笑。

「你讀唔到，我讀；你解唔到，我解。」

朱先生早年患了大腸癌，醫生勸他早點退休，好

好把握時間。於是小薇鼓勵丈夫放下工作，參加中心

的活動，重拾喜歡的唱歌及詩詞。當時已六十多歲的

朱先生和小薇有五個子女，最小的只有幾歲，最大的

也只不過讀中學。可以想像，小薇這個決定，使她肩

負起整頭家的重擔。幸好，朱先生順利過渡他的退休

生活，並看著自己的子女逐一長大成人，有能力照顧

自己。去年，朱先生以八十八歲高齡去世。

因為疾病的關係，朱先生在中心上堂和教學時不

能進食，當中的感受只有他和身邊的小薇明白。朱先

生在二零零一年出現心臟問題，要做搭橋手術；二零

零三年大腸癌復發，他又做了幾次手術。當時他已心

灰意冷，甚至想過尋死，小薇鼓勵他，說有很多學生

需要他，叫他不要放棄。「你讀唔到，我讀；你解唔到，

我解。」小薇因此幫助朱先生教學，一直維持了十多

年。

「你唔好靠我，你要自己撐起身，靠我是沒用的！」

朱先生在世時，細英知道小薇要照顧朱先生，哪

裡都去不了，所以常常借故叫她到附近閒逛，也會主

動打電話給朱先生及小薇閒聊一番。雖然只是小小的

動作，卻充分顯示關心之情。上一輩人重情的點滴，

都在這小小的事情上盡顯出來。

去年，朱先生不幸離世。長期與老伴一起生活的

小薇，以往有甚麼不開心也會找細英。後來，細英一

句「你唔好靠我，你要自己撐起身，靠我是沒用的！」

這提醒了小薇，因為丈夫走了，要靠自己生活，不能

再倚賴他人。

當細英的丈夫二零零六年因患前列腺癌，身體

狀況漸漸欠佳而需要入住老人院時，小薇又會為他祈

禱，經常探望他。直至二零零八年細英的丈夫去世，

細英開始獨居。現在細英和小薇間中一起到酒樓飲

茶、耍太極、還定期參加中心活動，當義工。

「為甚麼不見細英呢？」

小薇和細英的情誼始於學戲、唱戲，也離不開現

已離世，他們尊敬的師傅。兩個活寶貝每次看見師傅

總是獨自拿著沉甸甸的曲譜和錄音機去上堂，於是兩

人二話不說主動走上前幫老師分擔這些粗活，還打趣

地說，這樣可以搏師傅給他們多點演出機會。當時唱

歌班的同學多達七、八十人，每位同學都渴望有機會

唱喜愛的粵曲。

有一次表演完畢後，細英和小薇如常幫老師將錄

音機和樂譜送回家中，小薇知道在安排表演的過程中

激怒了細英，所以堅持幫她拿東西。結果，怒氣未消

的細英一氣之下撇下小薇獨自離開了。小薇在運送途

中看見了老師，老師問：「為甚麼不見細英呢？」小

薇忍不住哭了起來，其實，這時細英也在大會堂附近

偷偷啜泣。

「有時向至親的丈夫都未必能夠講到某些說話，

有時又不想加重子女的負擔，難得有一個能聽我傾訴

的知己！」小薇說。

有時候我們未必需要做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情，細

水長流，摯誠相伴的關係，可能更值得我們去感謝！

■採訪、撰文：Jonathan Liu

人物專訪 8

禾輋瀝源一線牽
生死與共知心人

小薇

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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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傳》 ■黃華興教師
元朗生命堂

作者︱何禮魁

譯者︱戴懷仁、陳建勛

出版︱道聲出版社，1992 年

適逢二零一七年是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

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馬丁路德的出生，如何影

響他在改革運動中的每個選擇與決定？他的一生又如

何影響後世的歐洲教會、社會，以及整個世界？本書

作者何禮魁（H. H. Holmquist）博士是德國著名的神

學家和歷史學家，特別為馬丁路德的生平事蹟寫下傳

記。

本書不作枯燥沉悶的歷史記錄，不取深奧艱澀的

神學評議，而是採用十分適合普羅大眾的名人傳記手

法，來敍述馬丁路德的生平事蹟與教會改革運動其中

的來龍去脈。本書共有二百二十一頁，分為二十三篇，

每個篇章皆精簡獨到。讀者可以順序閱讀路德的一

生，以及他於教會改革運動中的重大關鍵事蹟。讀者

亦可以按喜好或想深究的方向選讀。

本書記述路德從埃斯勒本（Eisleben）出生，童

年在曼斯非得（Mansfeld）生活、成長；青少年時期

先後在馬得堡（Magdeburg）和埃森納（Eisenach）

求學，然後進入耳弗特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

深造。及後有一次，他在回家途中經過斯道特享

（Stotternheim）時忽遇雷雨，驚動了他潛藏已久的

信仰掙扎與抉擇，因而立誓作修道士，這成了他人

生的轉捩點。之後，他進入奧古斯丁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the Augustinian），繼而成為威登堡大

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神學博士及教授，並

受了教牧的職分。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路德釘

〈九十五條〉於威登堡教堂門外（參第六章），成為

教會改革運動的關鍵里程碑，從而展開教會改革運動

的序幕。一五二一年，路德在沃木斯（Worms）受審，

奠定他往後矢志為福音前途擺上一切。書的最後記下

路德的暮年及臨終事蹟。

這書能滿足不同讀者的需要：

＊ 對不太認識路德的讀者來說，本書能具體、簡潔而

扼要地介紹路德的生平和作為，以及當時代教會和

社會之間種種千絲萬縷的關係，讓讀者有所掌握。

＊ 對已略略認識路德的讀者來說，本書能提供最新研

究的發現，以及深入考究的分析（例如第十八章：

路德的儀容、品格；第二十三章：路德對於文化的

貢獻等等。）

＊ 對有意前往德國走訪路德生平足跡的讀者來說，本

書可作旅程的藍本、嚮導與良伴。

＊ 對有志研究或傳授路德生平與神學，或他參與教會

改革運動的歷史的讀者來說，本書更是不可或缺。

好
書
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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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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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基督新教的核心詞彙。有關信的定義，

每一位基督徒都可能想到希伯來書十一章 1 節：「信

就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對未見之事有確據。」從

這簡單的定義，我們已能大致理解，「信」不是自信

心，不是積極的思維，甚或不是接受一套教義。希伯

來書的作者以「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和「對未見之

事有確據」，來表達這信使人對未來有把握和確據，

因為這信最終基於信實的上帝。1 基督教的信是與上

帝和祂的道不能分開的，因為這信既然不是從人而

來，也非源自信心；這信就是從外加進人裡面，而這

使人相信的，就是耶穌基督和祂的福音。

使人稱義的信是怎樣的？路德在其羅馬書序言

中說：「信乃是上帝在我們裡面工作，改變我們使我

們從上帝重生（約一 13）。」又說：「信乃是活潑

又大膽的信靠上帝的恩典，它是如此有把握，使人願

意為它千次將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擲。」這信是有行動

的，是使人全心全人投效的；因此，這信就不是理性

上的認同，好像我相信在歷史上有一位耶穌，他被稱

為基督。不錯，理性在我們相信的過程中好像有著一

個角色，但最終我們能信，就不是因為我們的理性通

過了！剛好相反，就是聖靈藉著上帝的道在我裡面產

生這信，使我可以相信。所以這信不是我故有的，如

果是我故有的話，我藉信稱義，也就是我的行為了。

當保羅在羅馬書一章 17 節指出，我們得上帝稱我們

為義，是因為「本於信，以至於信。」意思是本於上

帝的信實，祂在耶穌裡把祂的義，藉著耶穌為我們這

些罪人死而賜予我們。周兆真院長指出，共同讀羅馬

書一章 17 節和三章 22 節，並把三章 22 節的正確意

思讀出：「就是神的義，藉著耶穌基督的信，加給一

切相信耶穌的人。」2

從以上的論述，可見信的重點在於所信的對象，

那就是上帝在耶穌裡的福音：耶穌基督為我們死在

十架上，使我們藉信耶穌的信實行動，得稱為義。

■戴浩輝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

圖：黃照達弟兄

詞
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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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要詳細了解新約的「信」，請參周兆真，《讀出天機》，（香港：

信義宗神學院，2016），頁 59-63 及 104-108。

2. 周兆真，《羅馬書》，中文聖經註釋 33，( 香港：基督教文藝

出版社，2007)，頁 120。

藉信稱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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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藉著參加在印尼棉蘭舉行的第九屆信義宗亞

裔會議，順道探討本宗的印尼基督徒，在最大的伊斯

蘭教國家裡仍是亞洲增長之冠的元素。

一．基本資料

印尼的正式全稱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共有五

個主島：蘇門答臘島 (Sumatra)、爪哇島 (Java)、加

里曼丹（Kalimantan，婆羅洲的三分之二）、蘇拉威

西島（Sulawesi）及西伊利安（Irian Jaya，新幾內

亞的西半部）。全國劃分為二十七省，首都為雅加達

（Jakarta）。印尼共有一萬七千五百零八個島嶼，素

有「千島國」之稱。

1. 人口、語言

按二零一七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報告，印

尼人口有二億六千三百萬。由於印尼群島上的族群各

異，形成多樣的文化及不同的語言。主要民族有爪哇

人、巽他人、馬都拉人、馬來人。官方語言是印尼語

（Bahasa Indonesia），卻有多達五百八十三種方言，

最多人使用的語言是爪哇語。

2. 宗教

印 尼 建 國 憲 法 中， 有 個 原 則 為「 班 查 西 拉

Pancasila」，規定每位人民一定要信仰宗教（註：印

尼政府承認伊斯蘭、基督新教、天主教、印度教、佛

教及儒教為合法宗教），否則將被視作共產黨，屬違

法行為。

印尼是世界上信奉伊斯蘭教人口最多的國家，

穆斯林約佔總人口的 88%，基督教及天主教徒約佔

10%、佛教及印度教等則約佔 2%。穆斯林每天五次

的朝拜早已成為生活中

固定的作息，基督教隨

西方殖民者傳入，盛行

的地區較為零散，不少

信仰地區屬少數民族居

住區。

二．宣教歷史與教會現況

1. 印尼教會宣教歷史

十五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把天主教傳入印

尼東部，十六世紀荷蘭人和英國人把新教傳入印尼

（Fox1987）。從十七世紀初開始，歐洲殖民勢力

開始正式掌控這個多島地區，荷蘭人並且在巴達維亞

（今天的雅加達）成立東印度公司，管轄這個物產豐

富的地區。起初荷蘭殖民政府在印尼是以賺錢為主，

希望保持宗教中立的形象（Noer 1980）。他們除了

吸收資源外，也把基督教傳入。

當時殖民政府並不壓迫伊斯蘭信仰，也賦予基

督教許多特權，對基督教的補助超過給伊斯蘭的補助

一百倍（Noer 1980），因此得以建立許多教會。1 

2. 華人及教會現況

一九六五年印尼發生軍事政變，當時總統蘇卡諾

由於政治立場傾向共產主義陣營，被軍方將領推翻，

蘇哈托在全國掀起大規模排華浪潮，禁止使用漢字，

造成現今許多四十歲以下的印尼華人不懂中文字，造

成文化斷層。

印 尼 的 伊 斯 蘭 教 雖 然 勢 力 強 大， 但 在 過 去

三十五年，上帝用了許多非人為的方法使教會增長。

■陳慧玲牧師
海外宣教主任

探討印尼信義宗教會─
基督徒在最大的伊斯蘭教國家仍增長

印尼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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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的政變失敗，為教會增長帶來一個前所未

有的機遇，穆斯林歸主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運動。目前

教會以操印尼語者為多。

三．印尼信義宗巴特克新基督教會（Protestant 

Christian Batak Church，印尼語簡稱為“HKBP”）

1. HKBP 簡介：現有四百五十萬名會友，二千名全時

間事奉的牧師及三千五百間堂會。

巴特克教會（HKBP）是德國 Rhineland Mission

差會，在一八六一年開始在北蘇門答臘的巴塔克地區

耕耘所結出的福音果子。巴特克教會於一九三零至

一九四零年起成為一間自立自治教會，今天是印尼最

大的基督教會，會眾分佈在群島的許多地方和其他國

家。

2. HKBP 教會發展

建立堂會的挑戰：在二零零六至二零一零年間，

HKBP 決定在 Bekasi 建一座教堂，獲得了鄰里的基督

徒和非基督徒的認可。按印尼政府要求，每當一個宗

教團體想要開設一項設施時，需得到六十個相同信仰

的人和九十個不同信仰的人提供他們的簽名。

在等待批准許可證時，HKBP 開始建造一個臨時

木結構，但官員否認許可證。第二年，由於缺乏許可

證而關閉了設施。HKBP 起訴當地政府，贏得印尼最

高法院通過。但地方官員沒有執行法院的裁決，最後

中央政府沒有因為不清楚的原因而退縮。

教會使命：教會的使命通過三個部門實踐—

a) 服務 Diakonia

主要關注將福音帶給非基督教徒（例如在棉蘭的

爪哇和泰米爾、廖內的部落及移民地區），提供社會

服務（例如照顧孤兒、盲人、輟學者）、學校（托兒所、

小學、高中和技術學校等）、醫院和保健中心，處理

愛滋病、環境、暴力和貧窮，以及性別公正等問題。

b) 團契 Koinonia

領袖訓練：筆者曾訪問教會領袖 –HKBP 教

會只有二千位全時間事奉的牧師，如何牧養這眾多會

友？得到的回答是 – 教會注重領袖培訓、講壇信

息、屬靈牧養、行政管理，以致事奉團隊能牧養訓練

這眾多的會友。

雖在遭難的日子，教會仍相當重視以下幾方面：

釋放型的現代敬拜模式，有助教會成長，帶動敬拜更

新；信徒生命更新，教會影響社會更新（如社區服務、

學校教育、社區救助等）、文化更新（如辦

報紙雜誌、創新文化風氣）。

c) 見證 Marturia

教會的願景：發展成為一個具包容性，

能對話和透明的教會，與其他基督徒和其他

信仰的人一起，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

根據耶穌基督的愛，讓上帝榮耀得彰顯。HKBP 強調

在不同社群中需要「接觸來往」、「相互尊重」、「宗

教對話」，因而帶來社會 「維持宗教和諧」，也得

著穆斯林的朋友。

HKBP 教會有一個重要機構── Nommensen 大

學，建立於一九五四年，以回應印尼這新興國家對高

等教育的需求。大學注重傳福音和美好的見證，藉大

學校園內的培育，塑造一代又一代具質素的青年。教

會還有一個神學院培訓領袖，並派送儲備人才往海外

神學院進修；另設有一間教師傳道學校，一間聖經婦

女學校和一間女執事培訓學校，以培訓婦女領袖。

結語 

印尼教會的復興有許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屬

靈秘訣，就是走十架道路。這是一條願意為主而犧牲

一切，甚至長期忍受苦難的一條得勝道路。苦難淨化

了教會，使穆斯林多數族群的基督徒更加勇敢和有智

慧，並且不斷增長。今日中國的香港基督徒，能如何

為天國奉獻自己，向世界作鹽作光？

注釋：

1. www.cccowe.org/churchreport

攝於：第九屆信義宗亞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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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

1.	十二天美國交流之旅（名額30人，5月2日截止）

日期：2017 年 6 月 13 至 24 日

團費：26,000 元

內容： 探訪美國福音信義會（ELCA）總部及加州西

南教區、交流及暢遊拉斯維加斯（大峽谷）、

洛杉磯及芝加哥的景點。

	2.	六天河南尋根之旅（名額30人，6月 1日截止）

日期： 2017 年 7 月 13 至 18 日

團費： 6,300 元

內容： 重踏中華信義會發源地，到訪河南雞公山及灄

口神學院舊址；探訪當地省兩會及神學院；遊

覽黃河風景區及雞公山。

＊請瀏覽本會網頁查看兩團的報名詳情。

3.	教會改革運動 500周年紀念首日封

本會為紀念教會改革

運 動 500 周 年， 特 別 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透過

香港郵政印刷了一套三款

首日封，每套訂購價為 500 元。實在值得收藏，歡迎

訂購。

發行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

領取日期：2017 年 11 月 1 日之後

訂購方法： 劃線支票抬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支

票背後請註明姓名、所屬堂會、聯絡電話

及訂購首日封的數量，寄交「油麻地窩打

老道 50A 信義樓四樓」，信封面註明「訂

購 500 周年紀念首日封」。

領取地點： 於總辦事處憑票領取

4.	《我們的遠象――基督徒對香港的承擔》講座

本會與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合辦教

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系列講座：《我們的遠象──基

督徒對香港的承擔》。

日期：4 月 26 日至 29 日

時間：晚上 7:30-9:30

內容： 與信徒一起解讀當今的香港形勢，以聖經和教

會改革運動的精神去看我們的遠象，引導年輕

信徒對香港的承擔。

詳情： http://bit.ly/2017Apr-Seminar

短片： http://bit.ly/2017Apr-youtube

信徒培育部

1.	少年及兒童導師訓練課程

合辦： 香港康體事工網絡

日期： 5 月 5、12 日及 6 月 2 日、9 日（週五，四堂）

時間： 晚上 7:30-9:30

地點： 信義樓五樓（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內容： 導師的生命素質、遊戲中學習（Kidsgames)、

帶領小組技巧及如何向兒童及少年傳福音

對象： 有心志服事兒童及少年人的導師

費用： 50 元（參與今年少年營會之籌委及組長免費）

截止報名：4 月 11 日（二）

2.	聲樂班

日期： 5 月 10、17、24 及 31 日（週三，共四堂 )

時間： 晚上 7:30-9:00

地點： 信義樓五樓（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導師： 陸堅智先生（「高男高音」歌唱家，畢業於荷

蘭皇家音樂學院，於不同音樂院校任教聲樂，

常參與大型聖樂作品獨唱及香港電台錄音。

對象： 本會聖樂事奉人員、敬拜隊隊員及崇拜主禮。

費用： 400 元

名額： 25 人

截止報名：4 月 28 日（五）

1&2 項的報名方法：將報名表連同費用（支票

抬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寄交「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 4 樓」（註明信徒培育部）。

＊上述活動及訂購查詢，請電 2388-5847 聯絡

總辦事處王懿南小姐或瀏覽本會網頁。



編輯委員會：戴浩輝，許德謙，蔡聖龍，鄧智仁，陳潔玲，梁美英，錢志明，孔憲波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本報文章，須先得本會同意。如對《信義報》有任何意見，歡迎致電郵至 lu_news@elchk.org.hk，也可於 www.elchk.org.hk 下載本報。

編者話

聖樂最大的作用，在於歸榮耀與上帝、

潔淨人心、昇華人類的思想，且讓人得著救

恩的智慧。讓我們參與教會聖樂服侍的弟兄

姊妹，一起思考聖樂事奉的特質，仔細查考

聖經所教導的真理，以作為聖樂事奉的基

礎，好使我們的事奉更合乎上帝的旨意。

召聘

1.	尊聖堂召聘傳道同工	

符合本會教牧資格，協助堂主任牧養及發展

教會，對男士及青少年牧養有承擔，富團隊精神。

請將履歷寄往屯門青賢街 15 號余牧師，或電郵至 

tuenmun.elchk@gmail.com。

2.	合一堂召聘傳道同工

符合本會教牧資格，負責青少年牧養，願承擔及

委身，富團隊精神。請將履歷、蒙召見證及兩名諮詢

人寄葵涌葵盛圍 364 號合一堂聘牧小組收，或電郵

至 united@elchk.org.hk。

3.	頌主堂召聘堂主任

符合本會教牧資格，具牧養青少年及家庭經驗；

請將履歷及牧養理念，寄粉嶺祥華村祥豐樓地下或電

郵至 halleluj@elchk.org.hk 聘牧小組收。

4.	恩澤堂召聘傳道同工

神學畢業，有牧養及教會行政經驗，需負責青少

年及職青牧養。請將履歷、蒙召見證及牧養理念，寄

至將軍澳尚德邨尚智樓四樓平台恩澤堂陳惠琴牧師。

5.	真理堂召聘傳道同工

符合本會教牧資格，對兒童事工有託付者優

先，重視團隊精神。有志者請來信連同個人資料至

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真理堂聘牧小組，或電郵至

yiuaysy@gmail.com。 

6.	靈合堂召聘傳道同工

符合本會教牧資格，負責青少年及家庭牧養，承

擔委身。請將履歷電郵至 commluth@elchk.org.hk。

7.	本會柬埔寨辦學召聘總校長（金邊幼稚園及小學）

有辦學行政經驗及宣教服侍心志，能承擔各種辦

學開荒期的籌備工作，包括招聘柬埔寨籍副校長及其

他員工、招生、訂立課程、監督校內各項建築及裝修

工程。有意請寄履歷至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 A 二樓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海外宣教部」，查詢請電 2855-

3950 聯絡陳牧師或電郵至 omd@elchk.org.hk。

8.	信樂堂誠聘福音幹事

中學畢業，半職或全職，有神學訓練更佳，負責

青少年牧養，協助堂主任發展福音事工。函履歷及得

救見證電郵至faithjoy@elchk.org.hk信樂堂堂主任收。

＊以上 1-8 項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大眾傳播部

道聲出版社

為整合資源拓展出版及提升服務質素，本社於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將道聲書局與道聲閣業務合併，

於真理堂側以道聲書局的名稱繼續營業，各項事工照

常運作，懇請以禱告及奉獻支持。

社會服務部

1.	信義會全港賣旗籌款義工招募

本會今年再蒙社會福利署批准，於 2017 年 6 月

24（週六）上午於全港舉行賣旗籌款活動，為本會「康

復服務」籌募服務經費，現正招募義工，誠望各界踴

躍支持。查詢電話：3692-5468。

信義宗神學院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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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振華監督

三月八日，早上七時十五分起床，梳洗完畢，帶

著期待的心情出發到尖東嘉福酒店，與執行幹事會合

之後，八時二十分坐在咖啡室等待。十分鐘後，郭蔚

文牧師、師母和他們的兒子一同到來，他們從美國洛

杉磯回港，下榻這裡。我得知後就趕緊約見在此。

第一次見郭牧師是我擔任執行幹事之時，那時他

來信義樓拜訪監督，我先接待他，但未有太多交談；

第二次是我擔任副監督期間，在一次聚會中見面，會

後只得匆匆幾句，但我知道他是從湖北灄口信義神學

院南下到港的第一批神學生，畢業後再被奧古斯坦拿

差會（Augustana）差派到深水埗傳道，創立及發展

了今天本會的深信堂、深信小學和深信幼稚園。

牧師笑容親切，溫柔敦厚；師母和他一樣雙目炯

炯有神，言說清晰，開心到令人欣慰。我介紹自己是

馬氏紀念禮拜堂的會友，由韓清河牧師為我洗禮，他

就笑說認識韓牧師。話題一開，就說到吳明節牧師、

蕭克諧牧師、張子騫牧師、祖文銳牧師、賈永振牧師

等等，之後他說自己是牧師之子，父親工作非常忙碌，

他少時也難得見到父親。牧師又告訴我，當時「中華

信義會」不同總會的分佈：豫鄂、湘西、湘中、豫中

和魯東……。他對哪一個牧師屬於哪一個總會都瞭如

指掌，這些內容我過往只從蕭克諧院長的《認識信義

宗教會》讀到，但今日卻是活生生的見證，神馳嚮往。

師母笑說牧師平時說這些歷史時，都沒有人共鳴，如

今找對了人，找對了人。我們吃了一點早餐，閒話家

常，又講到改變中華信義會和創立香港信義會歷史的

轉捩點，就是信義宗神學院遷校香港的決定，這是一

個很重大的決定。當時的院長定意如此，面對很多很

多的非議，最後卻是成就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

一列火車從內地一直開到尖沙咀，六十多位穿著厚厚

大衣的教牧和神學生下車，在懂得廣東話的梁善生同

學翻譯之下，分別乘坐二十部的士，從尖沙咀浩浩蕩

蕩出發往道風山……。

十二月一日那一夜，孤寂寒冷，六十多位中華信

義會的教牧、神學院師生千里迢迢南下香港，他們其

實是各西方信義宗差會在內地剩下的一批福音戰士。

百年內地發展長成的信義宗教會，到最後，就由他們

帶來香港。聽著聽著，覺得上帝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

祂的旨意深奧，難以理解，這也非常符合我們所說的

「因信稱義」，要有信心才看得見上帝。

也是時候要告辭了，我看見牧師的西裝結上一個

道風山的蓮花十字架，是兒子送給他的禮物，牧師回

來香港出席聚會時，都會扣上這個十字架。我相信，

也很明白，牧師和他們那一代人背起十字架跟隨主，

南遷道風山。這一段路，雪泥鴻爪，眨眼已是七十年。

這一個小襟章就是他們的一個世代，我們會謹記的。

牧師、師母，我們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老老嫩嫩，

都祝福你倆身體健康，福杯滿溢。

見賢思齊―
與郭蔚文牧師、師母的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