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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因應母會突發需要，回母會事奉；1994年，獨力拾起牧養的棒。

2013年，憑信回應呼召，開始交棒之旅；2014年，交出在堂會牧養的棒。以上概

括地描繪了我走過的接棒交棒路。

回顧過去廿多年的事奉經驗與觀察，發現有些教會在領導層的交接過程中，

竟將「交棒接棒」變成「揼棒執棒」！亦有「年事已高的牧者仍坐鎮重任，交不出

棒；年輕力壯的牧者卻黯然離開，未能接棒」。「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傳四1）本

是不爭的事實，大可以承傳感恩之心視之，但若然帶來傷痛不甘，實屬可惜！此文

乃拋磚引玉，盼各同道一起關注此現象。

在教會領導層的交接過程中，可考慮「大環境、小氣候、接棒者、交棒者」四

個因素。

大環境—相信下一代勝過上一代．回應社會的危機與契機

近年「佔中」一事引發社會出現了明顯「撕裂」，甚或「世代之爭」的大環境。

鴻溝爭拗問題在於「信任」。上下兩代因互不信任而難以有效溝通，更遑論交棒

接棒。因此，培養「信任下一代」的氛圍是教會的當務之急。以積極開放、沉得著

氣的態度來促進兩代的交流，相信他們會比上一代精采，讓他們有「犯錯」的機

會，與關心社會的年輕人一起探索前路，或可為教會帶來轉機，否則只會面臨更

大困境。若只選「聽話」、「跟著以前的照做」的接棒者，教會只會越顯「離地」。

小氣候—注重互信互補的團隊關係．建立聆聽順服的信仰群體

堂會事奉崗位的交接看似只牽涉兩人，但其實全會眾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

角色。基於對上主的信，領袖和會眾都不應再留戀交棒者的往績，而是學習接受

接棒者的創新。不要追尋星級領袖，而要建立一群貫徹團隊精神的領導層。在高

舉個人主義的世代，教會實在要擁抱「委身他人成功」的信念，建立互信互補的

關係。在強調民主精神的同時，領導層和會眾也需學習聆聽和順服聖靈的引導，

使交接過程得著群體的印證。

接棒者—接納被造的獨特與限制．接受扶助的他者與聖靈

不論是接是執，接棒者都要在上主面前肯定自己的獨特性。不單自身的獨

特，也是身處境況的獨特；同時以謙卑坦誠的態度，承認自己的限制，聆聽別人

的勸諫。切忌與人比較，自招無謂的沮喪挫敗，須知每一代所需的領袖都是不同

的！過往的接棒經驗，讓我知道要開放地接受上主派來的「天使」的幫助，更要

操練專一和敏銳地跟隨聖靈！當耶穌交棒時，特別提及作為保惠師的聖靈，是信

徒能作更大的事的力量源頭（參約十四11-17, 25-26）。接棒者最重要的工作就

是引導教會領袖、會眾與自己一同跟從聖靈的帶領。

交棒者—承認難以言喻的失落感．忠於上主引導的事奉路

交棒者可能是交接能否順暢的關鍵人物！交棒者必須不僅是「退場」，更是

「放手」。真實的放手不單是不插手，更是按接棒者的步伐和需要來予以支持。

交棒者如何在曾牧養的群體中自處，適應彼此關係上的微妙轉變，實非易事，箇

中的感受亦未必會被明白。然而，交棒者仍要對準上主心意、為著教會好處而堅

持放手！在退下崗位的同時，當展示持續事奉的榜樣，另尋合適的事奉位置，忠

於召命。順暢地交棒是教會之福，且能生生不息地回應時代，千萬不要令「交棒」

最終變成「揼棒或搶棒」！

深願眾教會在聖靈的引導下能積極學習、主動踐行「交棒與接棒」這件 

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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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學研究院四十周年（1975-2015）院慶所有聚會都已圓滿結束，榮歸上主。四次「院慶感恩崇拜」於去年5月18

日、7月13日、9月6日、11月14日在加拿大溫哥華、澳洲悉尼、中國香港和美國費城順利完成；感激三個海外區董事會全力以

赴的籌備策畫。去年9月25日舉行的「院慶培靈會」，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座無虛席，1,600位參加者主要是30歲以下的年輕

信徒。此外，自去年10月到今年5月一連八次「院慶校友重聚日」，433位歷屆畢業校友攜眷踴躍出席；多謝校友會職員的參

與協助。

院慶年間，學院接連主辦了九場公開神學講座，回應教會關注的信仰議題；外間反應十分熱烈，答問時段的互動更見精

采。今年5月19日我們首次舉行「中神北美培靈講座」，在滿地可、渥太華、多倫多、密西沙加、愛蒙頓、卡加利、溫哥華、波士

頓、羅德島、紐約、新澤西、華盛頓、芝加哥、曉士頓、西雅圖、波特蘭、三藩市、聖荷西、洛杉磯等四段時區、19個城市、27

間華人教會，同日進行視像轉播；感謝中神北美各區委會和「生命之道」義工團隊的協調合作。

今年6月25日畢業禮和7月16日普通話課程畢業禮，合共畢業同學154名。三位內地研究生獲頒授哲學博士學位：宋軍牧

師乃中神校友（MDiv 10），現為本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聖書教會顧問牧師；他的論文題目是《變局中的抉擇：中

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歷史的終結（1949-1951）》。湯士文老師畢業於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本科00，研究科03）、香港中

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MTh 09），現任教於杭州浙江神學院；他的論文題目是《從「有福的」詩篇看詩篇第五卷的架構和

神學》。呂德志牧師畢業於瀋陽東北神學院（本科86）、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研究科92），現任哈爾濱市基督教兩會主席

及會長、黑龍江省基督教協會會長、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他的論文題目是《中國基督教生命管理芻議：哈爾濱基督教生

命管理的微觀機制研究》。感恩之餘，學院亦要向三位擔任外校監考的學者致謝；他們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邢

福增院長、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約教授黃福光博士和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李金強教授。

「生命之道」在過去15個月內，先後於北京、澳門、倫敦、上海開課；我們的同工與當地粵語教會緊密合作，為學院一直

致力推動華人普及神學教育的異象，邁出別具意義的重要一步。美國區董事會在籌募教授薪津奉獻上亦有突破：他們獲得

一位主內肢體慷慨承諾，將於下學年起成立「天恩諾佑」教席。因此，目前中神共有六個冠名教席；按照我們的粗略估計，

若再增加到七個教席，其累積總收入便可以達到學院全年奉獻預算的十分之一。

本年度分別有四位同工和教授先後退休：葉寶蓮校友（MDiv 92）96年加入本院，負責期刊和書籍出版的編輯重任，

十九年如一日筆耕不辭勞苦，為學院的文字事奉忠心把關。鄭順佳博士（MDiv 86）自95年學成歸來，歷任神學科副講師、

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他的著述《唐君毅與巴特：一個倫理學的比較》（2002），是教授團唯一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

神學論文。江丕盛博士（MDiv 79）2012年應邀出任副院長、趙叔榮霍佩芳教席教授、信仰與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過去

四年，他就神學倫理及社會議題發表的50篇專文，都可以從「格思」網站下載重溫。王靄達先生自2001年起，為學院籌募經

費盡心竭力；2013年院長履新，他答應留任拓展聯繫一職直至今年6月。我們為Albert弟兄16年來的貢獻感恩不已，也期待

他在加拿大繼續支持中神的拓展事工。

去年7月，簡佩霞女士加入本院為行政主任；Christina姊妹是復康界資深社工、具豐富行政管理經驗，本院深慶得人。8

月吳盧德賢博士和儲備師資黃國維博士（MDiv 05）相繼加入中神教授團。Tracy老師2012年在美國福樂神學院獲哲學博

士學位，主修臨床心理學；她與夫婿吳玉樹牧師舉家回港，是我們中間80後最年輕的助理教授。Bernard老師剛從芝加哥

Garrett福音神學院畢業，四年內完成哲學博士課程，主修基督教倫理；11月洪亮博士自德國Tübingen大學畢業，旋即加入

中神隊工，他們兩位都是本院神學科的後起之秀。今年4月，陳許多琳女士應邀擔任「生命之道」執行顧問；Doreen姊妹在

2008-12年間乃中神院董會主席，卸任後加入本院為策略拓展主任，兩年內覓得新一代的接班同工，便功成身退。這次她再

度毅然負起重任，協助「生命之道」事工發展更上一層樓，我們致以由衷感謝。

去年8月，黎高穎怡校友（MCS 08）調任院長室部分時間教育策畫主任，全力推動研究院課程檢討發展；註冊及學生事

務主任一職由馮建強校友（MDiv 14）接替。今年8月新學年伊始，教務長黃嘉樑博士三年任期屆滿，將由副教務長李適清博

士（MDiv 06）接任；我們感謝嘉樑老師對研究院和教授團的卓越領導，也祝福他在教學和著述方面蒙主更大使用。張智聰

博士（MDiv 03）與黃國維博士將出任副教務長，分別負責研究院的普通話課程及研究生課程（Postgraduate Studies）；李

耀坤博士（MDiv 96）亦將接任信仰與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的職責。

三位中神儲備師資也都展開了他們的進修學習。楊思言校友﹙MCS 10﹚去年在蘇格蘭亞伯丁大學神學碩士課程畢業

後，獲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錄取為博士研究生，主修系統神學。胡俊鑾校友﹙MDiv 12﹚9月亦負笈美國田納西州范德堡大

學攻讀舊約，師從蕭俊良教授。李穎婷校友﹙MDiv 13﹚今年2月起返回母校全時間進修，計畫在本院完成她的舊約博士 

課程。

最後，我要感謝中神院董會一直以來為學院不住的代禱守望、運籌帷幄；也謝謝全體董事的信任和鼓勵，通過院長續任

的安排。踏進第五個十年，祈求上主繼續帶領中神：持守從天上而來的異象使命，為教會裝備無愧於大時代的神國僕人。

（本文為2015-16學年院長報告修訂版）

「我是『老雙非』！」輕巧一句，時空迴旋，微妙淵源從50年代說起。

宋軍牧師是港生孩子，父母當年從國內來港工作，1965年誕下這位老四。直

到小學時期，才返回北京定居。

眼前這位歷史學人，專研中國教會歷史，亦是明清宗教結社歷史的專家：「看

金庸小說裡，有白蓮教呀、明教呀，很有意思，好喜歡這種很好玩的歷史！」冷門

卻有趣的歷史探尋，自此成為他的專業，也是他人生路上的第一次拐彎。話說宋

牧自初中到高中，皆在專門培育翻譯人才及外交官的學校就讀，其後考上北京師

範大學外語系日文專業。那些年，只要精通外語，就是腳踏青雲路，手執金飯碗，

誰知他卻做了一個嚇煞爸媽的決定：「因為我太喜歡歷史了，從小就喜歡嘛，於是

去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一頭鑽進歷史的學子，念碩士班最後一年的時候，自己亦投進了歷史大 

事中。

與歷史相遇

那年的六月初夏晚上，一個偶然決定，兩位年輕尖子的人生命途迥然兩樣：

「當晚很睏，我回家睡覺，他出去看熱鬧。」他，是宋牧的同窗好友。是夜，年青

生命就此消逝於長安街頭，連在校檔案其後亦被銷毀，仿如不曾存在：「他走上

街，死了，他的價值在哪？我能活下來，但人生意義是甚麼？我活著的意義又是甚

麼？」價值掏空，理想破滅，在虛無失落中，赴日留學，後來回國教書：「我還是一

直找不著方向，找不到生命的最核心部分。我是老師，如果學生問我：『人為甚麼

活著？』，我完全回答不了！我想，不要誤人子弟，不要教書了！退而求其次，專注

讀書吧！」於是，調職到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閉門讀書，做學問麻醉鎮痛，以

為終於找著自己的位置、想要的生活：「結果，我就信了主！」

1997年聖誕節，朋友邀請他參加家庭教會聚會。當聽見牧師把象徵主耶穌

身體的無酵餅擘開的清脆聲音，眼淚無法抑止：「竟有這樣大的愛，在我還不認

識祂的時候，祂已為我死！」乘搭公車歸家，滿腦子還是剛才的信息，車上售票員

大叱一聲：「到～哪～？！」他心頭一震：「是啊，我要到哪裡呀？」當下決志，要走

向光明，遂開始參加查經班，並於翌年復活節受洗。

數月後，他在日記寫上一個夢想：「為中國教會寫一本歷史。」其實，那時候

宋牧仍潛心於民間宗教的研究，但他突然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我做這個有意義

嗎？以往是為自己而活，現在要為主而活，但我該怎麼活？應做甚麼呢？然後，感

動就來了。」

安息的逃城

回望蒙召過程，可謂妙事連連。上主不僅應允他的祈求，止住當時頭髮急掉

的速度，為他保存「現在的規模」，至今未變；更幽他一默，送上一份大禮兼外

號。有天，宋牧邊騎著單車邊禱告，求上主一如昔日差派烏鴉，銜著餅和肉餵飽

以利亞般，賜下需用，冷不防『啪！』聲，一大泡鳥屎不偏不倚地正中腦門。他立

時抬頭，但見送禮來的那隻大烏鴉，「噗～噗～噗～噗！」瀟洒地拍翼遠去，留下

收禮人大笑不停：「那刻，我明白了！不管祂給我的是屎是餅，反正祂回應了我的

禱告。確實到今天為止，我從未缺乏。」這位愛貓咪的「貓牧」，自此又名「鳥屎

牧師」。而小羊偶爾化身烏鴉，總不忘在奉獻封寫上：「你的鳥屎」。

其實，對宋牧來說，回應呼召最難闖的一關就是父母：「怎知跟爸媽一談，他

們就說：『好呀！』他們很紅色啊！這是很奇怪、令我驚訝的事！父親還說：『你的

神是值得你一生去尋求的。』媽只要我不會餓死。」過了這關，研究著述亦按時完

成，離職安排也奇妙地解決。1999年9月1日起，開始全時間服侍，而一切經歷都

成為他的「伯特利的柱子」，扶持他挺過接下來的嚴厲操練與成長功課：「牧養

過程中，很多時候都想逃跑不幹，受不了啦！任何人給我理由，我都可以否定。但

只有一個理由是我否定不了，就是神呼召我的這些印證。每次，我只能站定在這

裡等候神，重新蒙祂加力，繼續上路。」

2005年，宋牧帶領所牧養的團契一起加入守望教會，兩年後離開；2010年再

度回去，一年後又分道揚鑣。兩進兩出，箇中涉及堂會登記及戶外崇拜問題，內

部分歧嚴重。在這段顛簸不平、黑暗無光的漫長日子，上主一次又一次把他安放

在中神，先於2007年入讀道學碩士課程，再接續修讀哲學博士課程：「在我走投

無路的時候，中神是我的逃城。她不是一種逃避的逃城，而是一種安息的、給空

間的逃城。這裡是一個很安全的環境，是一個家的感覺。」

迴旋與交叠

宋牧於2014年加入中神團隊，做研究兼授課，亦當牧職做培訓，半年留港，

半年回國。因教授中國教會史，見證香港近年變化非常大：「在香港，講國內教

會，就像聽外來的東西，跟他們沒甚麼關係。其實，我們當中有交叠的故事。我們

的福音是要超越那些牆。也許，最重要的改變就是接觸，跟他們在一起，比坐在

課堂上聽，是更重要的一種識得。」

去年完成哲學博士論文後，開始思考餘生規劃：「看著獅子山，就想，如果我

還有時間，神又許可，最後為神做一件事情，到底我想做甚麼呢？」禱告之中，發

現當年的感動與夢想，猶在心中：「我不是作牧者的料，我老問神，為甚麼不讓

我寫歷史，卻讓我牧會？祂竟然要我堅持18年，總是按著我，不讓我逃跑。」朋

友的提醒，給了他嶄新感悟：「收集史料是我工夫的部分；但要寫好歷史，還要有

情。對中國教會的情，是要靠服侍來產生，這18年就是了！」就如曾以為昔日所學

沒用，倒頭來卻發現民間宗教的知識與訓練，往往擊中信徒心裡最致命的恐懼

與價值觀：「用了八年時間，告訴我：『有用！』，這是第一圈。然後，經歷18年，

祂說：『好了，你可以寫啦！』，又是另一個圈。」而他眼中「唯一的童子功」：日

語，還未派用場：「聽、說、讀、寫、譯都訓練了，現在只用來看動漫、日劇和小說，

哈～哈！這讓我很奇怪！但祂不會徒然，在我生命所賜的這些，必有祂的目的和

計劃，這是我相信的。這一個圈，我心中一直期待，是察看神的作為的期待，我就

在期待中等候驚喜吧！」

在時間長廊上，不難發現一圈一圈的迴旋步，有大有小，有進有退，或向左，

或向右，繞圈交叠，連綿為妙曼舞姿。

訪問及撰文

鄧美美
拓展聯繫

MDiv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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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迴旋步
長 廊

宋 軍
中國 文化 研 究 中 心主任
P h D  2 0 1 6 , M D i v 2 0 1 0

1. 宋軍牧師的少年時代。

2. 留學日本進修，當地同學聽到他講普通話，驚訝地說：「原來你會中文呀！」

3. 師母依蘭的支持鼓勵、同行相伴，給宋牧極大安慰與力量。

4. 「1、2、3……」「吓～影了！？」宋牧的貓咪家族。圖右的貓媽有點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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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做人
同行．同行．
  同做人

1. 原文“best-case anthropologies”取自Brian Brock,“Introduction,”in Brian Brock and 
John Swinton edited Disability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2), 1.

2. John Swinton的專文“Who is the God We Worship?: Theologies of Disabilities; 
Challenges and New Possibi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actical Theology 14 ）
(2011): 273-307總結和歸納了自80年代開始發展的眾多傷殘神學，有不少涉及神學人觀 

著作。

3. 專文收錄在Disability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353-390. 下文重複引用專文，不另作註

腳，在正文以號數表示相關頁數。

4. Brian Brock and Stephanie Brock, “Being Disabled in the New World of Genetic 
Testing: A Snapshot of Shifting Landscapes,” in John Swinton and Brian Brock edited 
Theology, Disability and the New Genetics: Why Science Needs the Church (New 
York: T&T Clark, 2007), 35-36.

5. Brock & Brock, “Being Disabled,” 39.
6. John Swinton, “Introduction: Re-imaging Genetics and Disability,” in Theology, 

Disability and the New Genetics, 6.

葉佘枝鳳
實踐科助理教授

MCS 2004

每週最佔時間的就是處理不同部門的事工、計劃、會議，完成一個接一個（或同

時好幾個）的實務。節奏急速，對我這種在香港土生土長、早被灌輸「凡事講求效

率及計算成效」的傳道人來說，「十個茶煲九個蓋」的情況還是應付得到的，座

右銘的是「唔駛急，不過要快」！對事如此，漸漸，對人也是如此。

可是到方舟後，經常跟身心飽受障礙之苦的人相處，已遇過多次，他們清楚

表達希望身邊的人能稍稍停下來，去傾聽陪伴，同在同行。更叫我訝異的，竟然

是他們也會希望聆聽我的需要、我的生活煩惱或有趣經歷，為我禱告，給我鼓勵

安慰，與我同笑同哭。於是我明白，原來建立關係，才是他們更重視的事情。而建

立關係這回事嘛，不能急，不會快，也沒能怎樣計算或量度得到具體的成效。

這使我重新思想一貫服侍的傾向，似乎很容易只停留於解決一些眼見的問

題，例如推輪椅推到目的地、安全地協助餵食或如廁等等。當然，這些幫助都很

有意義，實際上也有需要，但這不該等如服侍或同行的全部。我視他們為工作

中出現的「問題」，需要我去「處理」和「解決」，抑或看得見他們跟我一樣也是

「人」，他們有意見、有心聲、有感受，並和我一樣需要在屬靈群體中掙扎成長，在

關係中建立自己？我願意進入他們的生命，也容讓他們觸摸我的生命嗎？我與他

們在靈裡真正相遇過麼？

傷殘者挑戰我慣有的意識型態

「方舟」，挑戰我檢視自己過往至今自以為跟隨主的事奉和思想模式：我是

否早已被這世界的即食文化、實效主義、競爭氣氛所渲染？甚至將上主創造的每

個獨特的人「物化」？還是，我切實地學效主的服侍模式、跟隨祂的腳蹤？處身於

傷殘群體當中，我逐漸領會為何基督昔日臨到世間，縱有至高權柄和榮耀，卻從

不以強者自處，也不以操控的姿態與身邊人相遇—主不單服侍貧窮人，祂實在

是自己先成為貧窮，與這世上一切的貧困無依者認同，以致卑微的人能夠因着祂

而被抬舉、提拔（撒上二8），回復作為「人」的尊貴身份（詩八、賽四十三4）。

如果主是我的老師，那麼，傷殘朋友就是我的助教，叫我更深領受、明白

「人」的本質，同時接受「人」的脆弱和尊榮。如果我說要與傷殘朋友「同行」，那

麼，我就是跟他們學習同在創造主的跟前，做回一個真正的「人」。 

在射精前」的年代，殘障孩子仍被視作「災難」。

吾師Brian Brock為阿伯丁大學基督教倫理教授，師母是婦產科護士，大兒

子Adam有唐氏綜合症兼嚴重傷殘。他五個月大時，患上感冒，醫生閱畢病歷

後，責備師母，說：「為何沒有進行產前基因檢測？豈不知，他永遠不能在普通學

校讀書嗎？」4，醫生的不滿，表示他受不了這夫婦的「疏忽」，無法理解他們為何

沒有依照所謂「合理」程序，防止一個注定「輸在起跑線」孩子存活。

先在此澄清，援引以上例子，目的不是否定產前檢查和醫療科技的價值，亦

不是批評曾接受終止懷孕手術的婦女。我所要批判的對象，不是個別人士行為，

而是塑造和影響人們言行態度的文化價值，以及一些使大家盲目相信智障生命沒

有價值的思潮。

先進生育科技，好像為人類提供一個防止「殘災」設施，為家長提供生育 

「選擇」，篩走「輸在起跑線」的下一代。這些「選擇」，使那些像Brock夫婦般認

信胎兒是神所賜的產業（詩127）5，不是消費商品的信徒家長，看似不可理喻；亦

使那些因信仰拒絕接受不必要產前基因測試，拒絕「選擇」的人，看似不負責任。

Swinton道出現代人對傷殘的態度含糊。一方面，我們會向傷殘人士表示歡迎，

另一方面，我們又高度接納篩選殘胎的基因測試，仿佛同時在說：「若你們從沒

出生，可能大家會好過一點」6。這在在反映我們對「最佳狀態人觀」有份欲拒還

迎的依戀。

潘霍華在1934年流亡英國時，在倫敦聖保羅教會一次講道的開場白，或許對

今日信徒仍擲地有聲，他說：

到底世界上軟弱有何意義？到底身體、精神或道德軟弱有何意

義？……我們可曾察覺，我們對生命、人類、上主的整體態度，最終繫於

此問題的答案？（p.361）

潘霍華仿佛勸勉我們，再看一下眼前軟弱的兄姊，他們好像一面鏡子，反照

大家在這個追求「贏在起跑線」的世界，對上主的認信，以及對人和世界的理解；

並提醒我們信仰不正統的地方。而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與傷殘兄姊同跑，沿

途看他們所看的，聽他們所聽的？是否願意貼近聖經真理，擁抱一個沒有去殘去

弱的人觀？

聖經吩咐信徒「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只是聖經所談的奔

跑不是淘汰賽，亦不講求最佳身體狀態。信徒是為所領受的福音奔馳，得勝在

乎持守真道。

何謂人？
向傷殘朋友學習

當現代人思考「何謂人？」，腦海裡通常浮現成就卓越人士，以人類最理想

情況作為依歸，有稱這聯繫習慣為「最佳狀態人觀」1。我們構想「正常人」多是

沒有殘疾，傷殘人士是人類「異常」案例。同樣，當教會服待傷殘人士，多被看為

「特別」事工，只留給少數「特別」有心的信徒，好像跟主流會眾無關。

近年，有關傷殘的神學反思著作，眾作者嘗試尋回一個沒有去殘的人觀 2，

回歸基督教傳統，逆轉以上慣性思維，提出一個以軟弱為依歸的人觀，直指它比 

「最佳狀態人觀」更符合我們的信仰，挑戰我們向傷殘朋友學習「何謂人？」。

本文將介紹其中一篇著作，並闡釋它對今日強調「贏在起跑線」的社會的信仰 

含意。

潘霍華的神學，一直備受中外學者和信徒推崇，可是較少研究他與傷殘的關

係。Bernd Wannenwetsch 於2012年出版專文“My strength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Bonheoffer and the war over disabled life”3，嘗試填補這片

空白。他驚喜地發現，捍衛傷殘生命的尊嚴，不是潘霍華的一個倫理議題，而

是他所投身的神學和政治抗爭中的焦點，亦是他許多重要神學洞見的發源地

（p.353），特別是他在伯特利療養院的經驗（p.354）。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潘霍華與多位認信教會神學家聚集在伯特利療養

院，草擬《伯特利信條》，以維護教會信仰的純正。某次主日，當他們在療養院崇

拜時，潘霍華為眼前景象所震撼，他看見痙攣的兄姊突然病發倒下。聚會後，他

寫信給袓母，表示在這信仰混淆時期，他在伯特利發現仍有部份堂會知悉教會為

何物，清楚教會該怎樣和不該怎樣。他更表示，在那裡第一次察覺軟弱傷殘的生

命，能夠揭示一些常被人刻意忽略的真相，就是人「根本無力保護自己」的事實

（p.354）。

Wannenwetsch敏銳地指出，潘霍華在伯特利領受的洞見，對他日後思想和

治學影響深遠。潘霍華常常警惕人要提防理想主意侵蝕神學（p.354）。他沒有

像我們慣性地「特別化」傷健敬拜群體，視參與者「特別」有愛心。相反，潘霍華

堅持教會本是「為他者」的，伯特利不是「特別」事工，而是一處揭示人類和教會

真相的地方，展現基督徒普世性聯盟的事實（p.355），這聯盟的意義不在慈惠事

工的道德價值，而在認知事物上，即他後來稱作「從下層受苦者的觀點」看世界

的認知進路（p.356）。這視界有助人們脫離納粹德國追捧的理想主意，使人踏

實地接納自身軟弱的本相，抵制淘汰殘障生命的罪惡。

今天，或許人類不會再大規模屠殺傷殘生命，但這不代表我們放棄了「最佳

狀態人觀」，在今日強調「贏在起跑線」的社會，殘障仍被看為「不幸」；而在「贏

進入方舟這個傷健共存的群體，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自我發現」的旅程。我

深信神透過方舟，正讓我這個「人」經歷被醫治和更新，甚至重新被定義。

傷殘者揭示我深處的恐懼

去年三月，我剛加入方舟之家任職傳道。最常遇到的情況，就是在這教會裡

所接觸到的傷殘朋友，不少是即使你多用心去聽、多努力去看、如何動腦筋去猜，

也還是聽不懂、摸不著他們究竟想表達什麼。

畢竟我過往與傷殘人士的相處經驗稀少，在牧養傷殘信徒的經驗上，更只是

「菜鳥」！故此每次面對這些在方舟常常碰到的場景，我便會感到很不自在。

起初，我以為那種「不自在」的感覺裡頭，只不過是包含一些尷尬、少許不耐

煩，以及一點點的疲累罷了。但後來在一次靈修自省中，神讓我發現原來我對自

己的限制甚為恐懼和抗拒，總想將它們掩藏；然後，潛意識中再將這種恐懼淡化

和壓抑，不願面對「我這個人就是有如此這般的限制」或「我也有十分無能的時

候」的事實。

每當跟傷殘的主內肢體親近地相處，他們外顯易見的限制竟如鏡子一般，反

照出我內心隱藏的限制、殘缺與貧窮！原來這才是我不自在的根源。這叫我時常

反思︰究竟作為一個「人」，健全者和傷殘者，其實誰更有障礙？又問︰究竟誰更

不能坦然接受作為一個「人」的限制和貧窮呢？我是否看到，且願意承認，我也

是其中一個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呢？

作為「人」，我曾被他人所傷、被自己的罪過所傷，這是我的殘障。作為

「人」，我有我內心深處吶喊着的呼求—渴望被接納、被愛、被等待、被耐心

聆聽，不會被嫌棄和忽略—就跟傷殘朋友沒有兩樣。於是，每當我聽不懂、看

不明他們的表達，他們卻不厭其煩地重複，更努力地去「說」或「做動作」以圖幫

助我理解時，對我來說就是一種醫治，助我有勇氣去坦然承認，甚至擁抱自己的

無能。

傷殘者校正我服侍的方向

到方舟之前的數年，我在一般的主流教會裡事奉，除了教導和關顧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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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拿出來談，大家就像生活在孤島上。由於經常做訪問，卻又發現原來有許多人

不約而同地覺得：『沒有人跟自己想法相近』、『只有我是這樣想』。」

有一段日子，Apple的日程就是返工、返學，再返工，報畢凌晨新聞，才回家休

息：「那時楊醫的課堂，以及後來Annie師母（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在

《靈命培育三》提到『辨識』（discernment）的概念，在在幫助了我面對當前環

境，給我重整空間，再思上帝放我在這崗位上，給我的召命。我的召命是甚麼呢？

就是希望我們『嗌交』前，能夠知道對方在說些甚麼。就算很不喜歡對方，亦要

尊重事實，致力先解並搞清對方想法，至少可以『嗌得』準確一點！若說信仰與工

作的整合實踐，我想就是這一個位吧！自從知道自己的位置，心就踏實了！」

辨識時代面貌

畢業後，Apple一直參與楊醫帶領的「經文默想」聚會。去年11月的一段經

文分享，教她既錯愕又難忘：「是路加福音十二章49節至十三章10節，當中提到

信徒應要知道『時代的需要』，聽罷登時呆了！因為我確實不清楚、不知道！」傳

媒人就算站在前線，耳聞筆錄，鏡頭所見，盡是時代足印，但要辨識時代的面貌，

卻是另一門功課：「今天處身紛亂的嘈雜聲中，各說各話，訴求不一，自己很易迷

失或感到前無去路。經文說『應該知道』是一個要求，而『我不知道』則是一個

現況。自己既然不知道，就學習求問，然後做所當做的事。」

求問的路上，Apple覺得沒有所謂「標準」或「正確」答案：「回望整個學習歷

程，給了我一個十分明確的信息，就是不要僭越經文的信息，更不要自以為掌握

上主。經文默想的操練讓我明白到，我們從來不是絕對權威，只有上主才是。社

會上，太多人覺得自己那一套比別人正確，排他之餘，無法接受任何意見。有些時

候，確令人有100%的理由很嬲，但無論如何總要留下1%，不是因為那人值得～

哈哈，而是留下一個空間，尊重上帝才是掌權的那一位，不是我掌握最後的權

力。」是以，在日常裡學習面對異見，實踐兼容，她認為尤其重要：「這是當前社

會最大的挑戰，卻又是身為信徒的我們，每天可以做的事。我們身邊總不乏想法

相悖的人嘛。大家講飲講食以外，坐下來傾談這些問題時，就算意見無法相合，

起碼不致於割蓆斷交。或許，我們由此能夠看到彼此忽略的觀點。」

生活與政治，家庭與工作，在Apple看來，從來不是分割的平行線，而有上主

在其上拼合交織，領她成為引線者，穿梭對立之間，化作流通管子。

在同一平面上，兩條平行線，永不交會，說明了幾何定理。只是，一旦落在人

間處境，平行線上，各自表述，就會形成鴻溝。而傳媒往往就如貫穿其中的截線，

記者充當引線者，藉文字、聲音或影像，呈現兩道平行線之間的對立差異。也許，

正是那一道線，促成互相聆聽，彼此溝通的機會。

一個完滿終結

資深傳媒人何翠萍（Apple），本身是財經記者，現為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

事務助理總監，今年更獲選為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常見傳媒人轉工跳槽，

Apple卻截然相反，不經不覺在商台工作20年，連她自己也沒想像過：「我好喜歡

返工，這是很蒙恩的事。20年來，看見祂一直引領。我跑財經線，但不泛涉獵港聞

的機會，連選舉論壇也做過。儘管事前做功課痛苦得很，心理壓力極大，但這崗

位給了我許多嘗試的空間，實在太好！」

入職之初，Apple心底就有一個祈願：「祢可否給我看得見一個既是好記者，

又是好信徒的人呢？」上主沒有讓她落空，不僅向她顯明信仰與工作相互揉合絕

非夢話，而是鮮活可見；更帶領她加入團契，並來到中神修讀基督教研究文憑。

不過，一讀就是11年，2004年入學，2015年畢業，期間生兒育女，要兼顧家庭工

作，又遇學制轉變，說放棄太易，要堅持更難：「讀得完，算好！差點『斷纜』。」一

次飯局，遇上一位中神校友，勉勵她努力完成學業：「其實，當時只欠六個學分就

可畢業。而最後這六分，讀得很完滿，是一個很完滿的結束。」

完滿，更在於超乎預期的首尾呼應。

由首個學期報讀《門徒召命》到最後學期重選《個人門徒召命》，從張修齊

博士執教到楊錫鏘牧師授課，同一科目貫穿整個學習旅程：「我在初中時候信

主，讀基督教學校，到中神念書時，在信仰上總算是有點歷練吧！但張修齊老師

的課，給我一種空間，讓我體會在靜默裡經文的力量，實在深刻！」畢業前，因學

科選擇所限，遂再次修讀改制後的同一學科：「當然，我也是慕名來讀。楊醫帶我

們重尋經文真正要說的是甚麼，並學習由此觀照我們今天的生活，幫助我們為自

己定位，實在獲益良多。」

那學期，正值2014年9月，社會分歧之烈，已演化為非我同道，不相往來的兩

條平行線。

從孤寂到安身

Apple形容，當時整個社會為低氣壓籠罩：「新聞專業練就了我們，即使我有

自己的看法，亦不影響怎樣執筆。然而，當人與人之間的爭拗那麼嚴重，每天都

在巨大張力中寫稿，亟需小心鋪陳前文後理，清楚點出說話者的信息核心，好使

文章不致偏頗。」返工寫稿，以專業為本，一支筆的

定位反而清晰；下班回家，掙扎就來了：「老實說，人

的看法總會有對有錯吧，面對那些『不是全盤認同，

就要全盤否定』的選擇，我覺得非常為難！每當離開

工作間，就會不停想：我該怎麼自處？投身？抽離？

抑或置身兩者之間？」社會矛盾大爆發，生活場景頓

成戰場：「到某個階段，甚至覺得自己是被遺下的一

個，被遺棄了！若不想發生爭執，唯有絕口不提。但

訪問、撰文

陳慶玲 
校友聯繫

MCS 2011

鄧美美
拓展聯繫

MDiv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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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美國考察的錄影廠內

2. 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辦論的電台聯播

3. Apple與丈夫麥沛泉、大兒浩信及小女心諾

4. 在電台直播中

延伸課程

信徒生命更新

信徒心靈

2016-2019年度［現正招生］
生命成長之路，並非靠己往外撲求，而是回歸內心，與神連結，活出豐盛。本課程正

邀請每一位願意騰出心靈空間等候上主的信徒，學習放下自我，走一趟邁向順服基督

的生命更新旅程。

2016年10-12月

證書課程

關顧證書課程
查詢請電 279 423 8 5 或瀏覽w w w.cgs t .edu

「心靈」是人的內在生命，包括思想、感覺、情緒、情感、意志、記憶、心理、潛

意識及靈性等。心靈雖是肉眼看不見，但卻是整全生命的核心和基礎，不斷影

響我們的生活與行為。心靈癱瘓或蒙受創傷的人，難以確定人生的意義、價值

和使命。

本課程期盼幫助信徒先建立強健的心靈─跟自己的心靈連結，學習反觀內

心，與聖靈契通；繼而明白他人的內心，聆聽並回應神的召喚，作一個委身關

懷別人的心靈關顧者。

對象須具中五或以上學歷（「婦神」舊制學生豁免學歷要求），重生得救及已接

受水禮的基督徒，並需要教牧推薦。

2016年10月開課，課程為期四年（註冊生修讀期限為10年），共修12個科目。

首兩年著重「觀心、健心」，後兩年學習「關心、獻心」。

定期舉辦退修營會（自由參加），讓學員操練安頓於上主之內，經歷真正的身

心安康。

認識心靈世界

本科旨在引介心靈世界的涵義，包括意念思維、情緒感受、靈性觸覺、創

傷記憶、心理需要、心靈智能等，兩性對心靈世界關注投入的差異，如何

觸摸自己的心靈，拓闊心靈空間的途徑，建立與自己、與神談「心」的屬靈 

習慣。

講師　林添德先生（本院客座教授，心理治療師）
　　　鄧徐惠儀女士（資深家庭教育工作者）
日期　21/10至9/12/2016 周五下午（8堂）
時間　2:00－4:10pm
地點　本院課室（九龍塘多實街12號）
截止報名日期：2016年10月13日

1. 在美國考察的錄影廠內

2. 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辦論的電台聯播

3. Apple與丈夫麥沛泉、大兒浩信及小女心諾

4. 在電台直播中

 查詢請電279 4 23 0 0或瀏覽w w w.cgs t .edu

信徒神學證書科目（晚間上課）
耶穌生平 張略牧師

從《彼得前後書》看職場經歷與成長 李適清博士

力從心發─在基督裡年老 葉佘枝鳳博士

舊約書卷選讀：耶利米書研讀 楊文立牧師

中小型堂會青少年事工─牧養理念與策略 黃偉健傳道

歐醒華牧師（回應講員）

新約歷史 林澤超牧師

信徒神學證書科目（日間上課）
研經基本原理 林來慰牧師

聖經地理 王培基牧師

傳道書─熱愛生命在今天 區伯平牧師

信徒神學證書（網上科目）
舊約書卷選讀：上主僕人的見證─

《以賽亞書》40-66章釋義

李思敬牧師

先知書概覽（下）：後先知書 李思敬牧師

信徒心靈關顧證書科目
認識心靈世界 林添德先生

鄧徐惠儀女士

研究院輔導課程先修科目
心理學概覽 譚日新博士

一般科目
輕輕鬆鬆學原文─希臘文進階 黃鍾翠嫻女士

對象　26歲或以上男女信徒，學歷中五或以上

日期　19/10/2016 - 19/6/2019

時間　逢星期三上午 9:30 - 11:40

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長沙灣）

第一年科目

認識心靈世界

我的心路歷程

解除心思捆鎖

第三年科目

心應心溝通技巧

辨識內心抉擇

與心碎者同行（I）─婚姻轉彎處

第四年科目

與心碎者同行（II）─病患與傷弱

與心碎者同行（III）─伴行哀傷路

心靈關顧者的呼召

第二年科目

讓心靈輕省自由

心情深度行

預防心靈疾患

上述科目會因應需要而修訂，請留意每季的課程簡介。

課程輔導導師按學員需要個別或小組約見，提供基本的成長輔導或屬靈 

導引。

查詢請電 279 4 23 87 或瀏覽w w w.c gs t .edu

請 為 我 們 代 禱
1. 請記念延伸部開辦的新課程，求神使用，讓弟兄姊妹得到適切的裝備。

2. 新學年開始，求神按祂的信實和恩典，帥領學院的事工，恩待教授們的教學工作。

3. 請為錄取的新生感恩和禱告，求神使他們帶著堅定的心志專心接受裝備，並且很快適

應學院的學習生活。

2016年5至6月

HK$

奉獻 5,332,269 
學費及其他收入 3,975,537 

9,307,806
支出 (8,699,045)

本期盈餘 608,761 

承上期盈餘 199,483 

本年度盈餘 808,244

                       註：尚欠銀行按揭貸款 HK$16,203,155

經常費財政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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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回條及奉獻可寄回本院九龍塘

多實街12號。美國、加拿大或澳洲

的奉獻則可直接寄往以下地址：

美國 U.S.A.
U.S. Office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P.O. Box 1565, Mountain View, 

CA 94042-1565 U.S.A.

Tel: (650) 938-2478

Email: office@cgstus.org

澳洲 Australia
Australian Board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P.O. Box 32, Enfield, NSW 2136

AUSTRALIA

加拿大 Canada
CACGST

P.O. Box 72128, Old Orchard P.O. 

31-4429 Kingsway, Burnaby, BC 

V5H 4P9 CANADA

0
9

-10
/16 - 12,0

0
0

奉獻方法

1. 附上支票  支票號碼                                                                                      

                 付款銀行                                                                                    

 支票抬頭「中國神學研究院」或“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2. 直接存入戶口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往來戶口546-066952-001，存入後可將存款收據一併寄

回，本院按收條發出正式收據。

3. 信用咭 

 □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咭號碼                                                                                                 

 信用咭有效期至                                                                          （MM/YY）

簽名                                                                                                                    

註：1. 信用咭奉獻只發出香港及加拿大正式收據，可享香港及加拿大稅務寬減。

 2. 美國地區使用信用咭奉獻，可獲美國辦事處發出正式收據，請登入 

    http://www.cgstus.org/donation.php。

本人願意奉獻            幣                              元支持貴院以下神學教育事工

經常費項目
□ 研究院課程 □ 生命之道事工 □ 教授薪津 □ 其他                      

其他專項
□ 內地事工 □ 神學生助學金 

奉獻者編號                                                                                                    

姓名（中文）                                                                                      先生/女士

      （英文）                                                                                                              

身份證號碼

地址                                                                                                                            

                                                                                                                     

電郵                                                                                                                      

聯絡電話                                                                                                                      

本人為中神 □ 校友 □ 延伸部證書課程畢業生

 □ 延伸部學生 □ 生命之道學員 □ 其他

□ 如閣下從未收閱本院以電郵發出的宣傳資料，請到本院網站www.cgst.edu/ 
     subscribe登記。

學院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為行政用途，並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予其他人士或組織。

學 院 消 息

董事會

■ 學院董事會議及周年大會已於6月25日上午舉行。

2016至2017年度第一次董事會會議中選出新一屆

職員：主席：聶德權先生，副主席：袁海柏先生，文

書：蔡宗正牧師，司庫：劉忠明教授。

■ 歡迎新任董事：李盛強牧師（MDiv 1993）、袁葉華

牧師（MDiv 1997）、鄧雪貞女士（DipCS 1998）。

任滿離任董事：伍山河牧師、章肇鵬長老、陳恩明

牧師、劉清清醫生。學院感謝他們過去多年來的參

與和貢獻。

教席教授

■ 我們十分感恩，於今年6月，學院獲得美國首都華盛

頓區委李建德先生奉獻以「天恩諾佑」設立非永久

冠名教授席。在此，我們衷心感激李先生對學院的

鼎力支持。董事會議決雷競業博士獲委任為「天恩

諾佑教席副教授」。

■ 董事會議決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李耀坤博

士獲委任為「趙叔榮．霍佩芳教席副教授」。

院長行蹤

■ 院長李思敬牧師於7月1至5日前赴加拿大多倫多及

美國華盛頓主領聚會並探訪中神支持者。

■ 李牧師於7月7至9日應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邀

請，主講其六十周年堂慶培靈會。

■ 李牧師於7月23日受邀擔任基督教靈實協會董事會

退修會講員。

■ 李牧師於8月3至16日前赴新西蘭奧克蘭、澳洲墨爾

本、悉尼，主領聖經神學講座、教牧領袖座談會、中

神之夜培靈會、教牧敘餐、崇拜證道，以及探訪區委

及校友等。

■ 李牧師於8月12至14日應悉尼恩道基督協會邀請，

主講2016雪梨華人基督徒培靈研經會。

■ 副院長張略牧師於7月25至29日赴韓國，出席亞洲

神學協會Triennial General Assembly，大會主

題：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Asian Churches 

Pressing On。

教授動態

■ 副教務長黃國維博士於6月20日應邀在「社會困局

下的牧養實踐：楊慶球牧師榮休研討會」中擔任回

應講員，回應講題：「學人牧者與社會困局下的牧養

實踐」。

■ 葉美𡣖老師於6月26日代表學院出席基督教青少年

牧養團契廿五周年感恩崇拜暨聚餐。

■ 黃國維博士於7月3日代表學院出席香港威克理夫聖

經翻譯會總幹事就職禮暨倫布語新約聖經電子版

奉獻禮。

■ 葉佘枝鳳博士於7月9日代表學院出席施達基金會廿

五周年感恩會暨總幹事就職禮。

■ 李耀坤博士於7月14日代表學院出席《時代論壇》

舉行之「守望時代笑談中—兩代社長的告白與交

接」典禮。

■ 辛惠蘭博士於7月15日應環球聖經公會邀請，主領

「環球天道聖經講座2016—讓聖經向你說話」，

題目：「讓彼得前書向你說話」。

■ 黃國維博士於7月22日至8月12日應香港基督徒學生

福音團契邀請，主領信仰課程：「無望世界真盼望：

科技社會中的信仰生活」。

■ 李適清博士於7月24日應福音證主協會邀請，在基

督教坊「有 say 講場」2016中，主講：「工不可沒：

搭建職場會幕」。

■ 伍潘怡蓉博士於7月24日應福音證主協會邀請，在

基督教坊「有Say講場」2016中，主講「相遇都會靈

程路」。

■ 教務長李適清博士、黃國維博士及薛霞霞博士於8 

月22至26日代表學院前赴台北，出席第九屆世界華

人福音會議。

■ 李適清博士發表文章:〈外展與召命〉，收《『尋』．

思：邊青社會工作》。香港：博學，2016，頁99 -

104。

同工消息

■ 拓展聯繫王靄達先生於7月1日退休，本院感謝他過

去十六年來忠心的事奉。

■ 延伸課程主任葉沛森博士於8月底離任，本院感謝

他過去的服侍。

■ 陳黎婉嫻博士於9月1日起獲委任為延伸課程統籌

兼任署理延伸課程主任。

■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軍牧師於7月6日應邀出席

北京中國基督神學院2016年會並擔任講員，講題：

「從歷史看當下中國教會處境」；並主領工作坊，主

題：「走出中年迷思」。

■ 生命之道事工主任梁國權先生於7月30日至8月9日

前赴美國紐約及新澤西主領培靈會，並在主日崇拜

中證道。

校友消息

■ 漢語聖經協會總幹事沈志超校友（MDiv 2001） 

於6月30日榮休，總幹事一職由郭罕利校友（MCS 

2003）於7月1日接任。

■ 羅兆泉校友（MCS 1990）於8月1日出任香港威克

理夫聖經翻譯會總幹事。

■ 莊逸宏校友（DipCS 2009）於8月1日出任台灣校園

福音團契總幹事。

主懷安息

■ 前澳洲區董事會成員廖仁堅校長於6月23日安息

主懷，追思感恩會已於7月2日在澳洲基督教播道

會頌主堂舉行。本院深表哀悼。

新學年

■ 2016-2017年度新學年開始的活動：晚間課程及

日間課程分別於8月26日及8月29日舉行迎新日；

8月27日及8月30日下午至9月2日分別為部分時間

同學及全時間同學導向營。開學崇拜於9月5日晚

上7時30分於本院禮堂舉行，由聖經科教授黃嘉

樑博士證道，講題：「要我給你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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