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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謳明大主教講道

聖馬提亞堂 85周年堂慶感恩崇拜聖馬提亞堂 85周年堂慶感恩崇拜

凝聚信徒聽主道  立定志向建神國凝聚信徒聽主道  立定志向建神國

白約翰會督中學合唱團獻詩

茶會上有別開生面的蛋糕亮燈儀式

今日我們在這裏聚集，是為着在過去 85

年上主給予這個群體的導引獻上感恩，

亦為未來的日子同心禱告，求主繼續帶領大

家，更好的在元朗這個社區廣傳福音，服侍

坊眾。

聖馬提亞堂 85 周年堂慶感恩崇拜已於 6

月 29 日舉行，崇拜由陳謳明大主教主禮及

講道，襄禮聖品除了堂主任陳榮豐牧師外，

還包括鍾嘉樂牧師、吳汝林牧師、彭培剛法

政牧師、黃家博牧師、劉子睿牧師、吳達維

牧師、葉子良牧師，他們有曾在該堂服侍

的，也有母堂正是聖馬提亞堂的。

陳謳明大主教在講道時，解答了一些教友對聖馬提

亞堂在聖彼得及聖保羅日慶祝堂慶的疑問，因為該堂的

前身聖公會元朗福音堂就是於 1939 年 6 月 29 日舉行

第一次崇拜，而聖馬提亞堂的命名則要到 1955 年才正

式確立。雖然聖經當中，關於馬提亞的描述遠遠少於彼

得及保羅，但他們都同樣回應了上主的呼召，因為耶穌

基督的緣故走在一起，也因耶穌基督的緣故分散各地傳

揚福音，建立早期教會。

「我們在聖彼得同聖保羅兩位使徒的聖日歡欣慶祝

聖馬提亞堂堂慶，是要我們記得，是彼得首先承認基督

信仰，建立了初期教會；是保羅徹悟信仰的真義，並作

萬民的宣講者；是馬提亞低調地建立了堅貞的信仰，並用自己的生命將上主的道帶到遠處。他們各有不同的自

身經歷，但他們招聚萬民為一家，擴展基督的教會，他們同樣得到上主榮耀的冠冕。」大主教謂，耶穌當日在

彼得這磐石上建立的教會，由保羅跑到各地去建立的教會，由馬提亞以他的生命所孕育出來的教會，今日就由

我們每一位來繼承。

由建堂初期的艱苦過去，到得到牧區常備顧問李鄭肖珍捐地並在 1960 年聖堂建成祝聖，及後來在牧者和

教友的熱心和委身下堂務急速發展。大主教細數聖馬提亞堂一段段歷史，他為牧區一直被上主使用，化軟弱困

難為祝福，在區內作美好見證而感恩。

「不像樣的長凳又如何？呻吟的風琴又如何？曾經挨窮又如何？沒有牧者人手缺乏又如何？社會動盪引致見

解分歧又如何？新冠疫情令事工停頓又如何？移民潮又如何？大家今日在這裏是見證這個牧區由最初幾十個教友

的元朗福音堂，如今開展了許多事工，成為對教區、教省甚至普世教會一個有貢獻的牧區。」大主教提醒，只要

大家同歷代聖者，聖彼得、聖保羅、聖馬提亞，以至聖馬提亞堂的先哲前賢一脈相傳，一起走向基督成為一個奧

體，在基督之內互相效力，就能成就天國的工程，這才是在聖彼得與聖保羅日慶祝聖馬提亞堂堂慶最深層的意義。

譜新詞迎百年堂慶

聖樂詩歌是崇拜不可缺少的部分，當日擔任司琴的鄧淑文和彭雅詠，先後獲得「龐德明主教夫人聖樂風琴

師獎學金」接受專業培訓，並一直以恩賜事奉；崇拜上除有詩班獻詩《揮舞救恩火把》和《主是拯救、真光》

外，還有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合唱團獻詩《Sing	Joyful	Praise!》。

值得一提的是奉獻詩《傳講主愛》，如果有出席過該堂 80 周年堂慶的話，都會唱過這首為堂慶而創作的詩

歌，五年後的 85 周年堂慶，陳榮豐牧師再為詩歌譜上兩段新詞，盼望教友同心歡欣聽主誡命，立願獻心宣講

上主大愛，並且不怕幽谷忠心侍主，縱百載仍至誠不變。

「群羊忠心不怕幽暗谷，馬提亞委身獻奉；善牧同行導，邁步往百載，縱變遷我誠未變。承傳哲聖，衝破阻

礙，在元朗傳講主愛。」《傳講主愛》

詩班獻詩

主教團共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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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歲月 ‧ 迎難而上

澳門聖馬可堂75年來能有這

麼多祝福和果子，期間充滿

困難，且面對不少社會時局

的轉變和挑戰，但教會仍迎

難而上，拓展天國事工。



教堂
遊蹤 聖提摩太堂聖提摩太堂

航海主日 2024航海主日 2024

香港聖公會基愛堂

誠聘	青少年幹事

協助教堂青少年牧養、小學學生及家

長、幼稚園家長之福音事工、處理一般

教會工作。需大專程度，具神學訓練優

先。須周六、主日工作。請電郵履歷

及期望薪酬至：skhkoc@yahoo.com.hk

（招聘用）

感謝天父的恩典，親自感動歷任牧者及弟兄姊妹看見香港南區的福傳及

牧養關懷的需要，使小小的芥菜種開始發芽生長。

於 1992 年在曾國偉會吏長的帶領下，成立了南區新傳道區之「預工小

組」，小組成員包括好幾位熱心事主的弟兄姊妹。曾會吏長隨即為禮拜堂定

下清晰方向，並著手物色合適的聚會地方，最後得聖公會呂明才中學校董會

之支持，決定以該校地窖小聖堂為崇拜聚會基址。在牧者和眾弟兄姊妹的努

力下，於 1993 年 5 月 4 日正式成立聖提摩太堂傳道區。及後，因小聖堂

位於地窖，教友需走兩層較狹窄的樓梯上落，對長幼實為不便，為本堂之長

遠發展，乃徵得聖公會呂明才中學校董會之同意與支持，並經教育署與屋宇

署之核准，將該校禮堂外之雨天操場改建為「新活動室」，從此，新活動室

可作聖堂崇拜之用。在教友熱心的推動下，舉辦了多次建堂籌款活動，如：

港島西區牧區聯合換物會、認捐運動及巡迴展覽等，雖建堂費用高昂，但在

眾志成城的合作下，已籌得大部份款項。

新聖堂在大家熱切的期待下於 1996 年 5 月 1 日竣工，獻堂禮於

1996 年 7 月 7 日舉行，由鄺廣傑主教主禮。聖堂一直保持簡樸雅致的氣

質，實為參加崇拜之弟兄姊妹一起敬拜讚美上帝的好地方。

聖提摩太堂雖然是一所規模較小的禮拜堂，但受託牧養範圍甚廣，覆蓋薄扶

林、置富、華富、華貴、田灣、香港仔、石排灣、黃竹坑及鴨脷洲等地區。該堂

與區內三所聖公會學校緊密合作推動學校福傳和牧養工作，分別為：聖公會呂明才

中學、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及與西南聯區合力承擔聖保羅

書院小學及中西區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的學校福音工

作，希望藉着與學校的聯繫能接觸家長和學生。此外，本堂也與區內幾間長者院

舍有緊密合作，包括位於華富邨的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華康宿舍、位於鴨脷洲利東邨的香港基

督教女青年會鄭傍卿護理安老苑及去年開始合作的利東康年護老院。感謝教友熱

心服事，每月分別到不同院舍與長者分享福音信息及與他們交談，關心他們的近

況等。在一些重要節期，教友們也會到訪與「老友記」一起唱詩和分享聖經故事

及派發禮物等。在恩主的帶領下，該堂大約兩年前開展社區關懷事工，對象為區

內長者，現時每主日早上大約有 60 位長者來禮拜堂聆聽信息及領取物資。為回應

香港島教區宣教行動計劃，提摩太堂耆英部於6月中在一所酒樓內舉行了一場「愛

無邊界」福音懇親福音聚會，大約有 60 多位長者及其親友一起參加，場面十分熱

鬧。

因聖提摩太堂是西南聯區其中一間禮拜堂，在歷史悠久而且熱心傳

福音的聖士提反堂大力支持下，該堂得到莫大的幫助，如聖士提反堂

之教友及同工協助置富始南小學的福音聚會和聖公會呂明才中學啟發日

營、樂齡事工部協助長者福音聚會等，聖提摩太堂深感受到肢體互相守

望相助的精神。

聖提摩太堂在天父的帶領下，在南區開展不同群體的牧養關懷工

作，就像芥菜種一樣不斷生長，竭力拓展上帝的國。未來將會重點推動

青少年學生福音工作、家

長及兒童事工，以及計劃

成立長者學苑等。正如使

St John’s Cathedral Choir

Benediction Service at London Oratory
Brompton Road, London, SW7 2RP

6.30pm

Choral Evensong at St Botolph’s Church
Trumpington Street, Cambridge, CB2 1RG

4.00pm

Choral Evensong at St Paul’s Cathedral
St Paul’s Churchyard, London, EC4M 8AD

5.00pm

Sung Eucharist at St-Martin-in-the-Fields
Trafalgar Square, London, WC2N 4JJ

1.30pm

Choral Evensong at St Paul’s Cathedral
St Paul’s Churchyard, London, EC4M 8AD

5.00pm

聖約翰座堂詩班

23 
July
(Tue)

25 
July
(Thur)

28 
July
(Sun)

30 
July
(Tue)

31 
July
(Wed)

聖體降福
天主教倫敦司鐸
祈禱會聖堂

下午六時半

頌唱晚禱崇拜
聖博托爾夫堂

下午四時

頌唱聖餐崇拜
聖⾺⽥堂 

下午⼀時半

頌唱晚禱崇拜
聖保羅主教座堂

下午五時

頌唱晚禱崇拜
聖保羅主教座堂

下午五時

徒保羅所說：「我栽種了，

亞波羅澆灌了，惟有上帝

使它生長。可見，栽種的

算不了甚麼，澆灌的也算

不了甚麼；惟有上帝能使它生長。」

（林前 3:6-7）求主悅納眾弟兄姊妹

手上所作的工，榮耀上主的聖名。

聖提摩太堂
地址：香港華富邨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電話：25505362

網址：http://dhk.hkskh.org/sttimothy

社區關懷活動「長幼童樂」慶祝父親節

長者領洗 教友一起服侍長者@愛無邊界懇親午餐福音聚會

聖公會置富始南福音聚會

本主日（7 月 14 日）為航海主日，海員

傳道會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每年呼籲教

會舉行航海主日，特別用來記念海員及他們

的家人，為他們祈禱。

海員仿似與我們的距離很遠，甚至與我

們生活無關。事實上，他們工作與我們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大約 90% 日常所需用品都

是透過海運送達，正是海員們在背後默默

地為人們服務。縱然大家的生活如此依賴海

員，大家卻不太了解他們的工作和需要。

航海主日所選用的經文

（詩篇 95:3-7）提醒大家，當

大家享受大自然的美麗及豐盛

時，大家不能忘記這一切都是

由上主創造，是屬於上主。同

樣地，當大家正享受進口的物

品時，請不要把他們的辛勞視

為理所當然；海員需要長時間

離開家園，在充滿危險的環境

下工作，在精神和體力上都深

具挑戰。雖然大家在生活中未

必能接觸這群體，但大家可以

在禱告中記念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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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馬太小學韓國之旅聖馬太小學韓國之旅

探索科技創新與文化特色探索科技創新與文化特色

聖西門呂明才中學畢業禮聖西門呂明才中學畢業禮

不論順境逆境也有上主的同在不論順境逆境也有上主的同在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於 5 月 31 日舉行第四十八屆畢業典禮，由東九龍教

區聖道堂義務輔理聖品鄧慶年牧師任主禮嘉賓致訓辭及授憑。

主禮嘉賓鄧慶年牧師致訓辭時祝賀眾位畢業生已經完成中學學習的階段，並祝

福即將進入新階梯的畢業生前程錦繡，時刻有上主的看顧。鄧牧師分享了他與聖西

門呂明才中學有關的深刻回憶及詩篇 139 篇 1-18 節，勉勵畢業生將來不論順境逆

境，上主也與他們同在，亦有美好的旨意在當中。最後鄧牧師以「有的路，是用腳

去走。有的路，要用心去走。絆住腳的，往往不是荊棘石頭，而是心境。所以，看

起來是路鋪展在我們眼前，實際上，是心奔跑在路上。只要心不走在絕路上，生活

也終不會給你絕路走。」鼓勵畢業生，盼望他們也能在上主的陪同下走未來的人生

路。

羅國基校董致歡迎辭時勉勵畢業生，離開學校後要敢於從挑戰中磨練意志，學

習與人相處之道，建立自我，尋找機遇。他更鼓勵畢業生要以自強不息的心，實踐

校訓「勤有功」的精神來面對一切挑戰，必能邁向更美好的明天。另外，羅校董感

謝所有老師過往的辛勞付出，為學生籌辦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並誠意邀請畢業生日

後多回母校，積極參與校友會活動，重溫在校園中的一點一滴。隨後，湯皓勛校長

以非洲格言：「要養育一個小孩，需舉全村之力。」來感謝在席每一位家長和老師

合力令畢業生能成為明辨真理、才德兼備的「明才人」，並以馬丁路德．金的名言：

「如果你不能飛，那就跑吧；如果你不能跑，那就走吧；如果你不能走路，那就爬

行。無論怎麼做，都必須持續地前進。」作結，囑咐畢業生砥礪前行，面對挑戰時

永不言棄。

今年的授憑儀式與往年不

同，本屆畢業生身穿畢業袍逐一

上台接受主禮嘉賓的祝賀，並與

班主任合照留念，場面溫馨感

人。校長更在畢業生下台時送上

訂製的畢業玩偶作為紀念，畢業

玩偶身穿學校校服，對畢業生而

言可謂別具意義。

延續上年度「承傳」的環

節，學校邀請畢業生代表曾詠晞

同學、甘芷彤同學及中一級代表

許茗芯同學上台致辭，活現薪火

承傳的可貴。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於 6 月 11

至 15 日舉辦了為期五天的韓

國首爾 STEAM 科普及文化交流之

旅，師生們有機會親身體驗韓國的

科技創新與文化特色，收穫滿載。

首站，師生們參觀了現代汽車

展示館，深入了解現代汽車的製造

技術及其在電動車、自動駕駛等前

沿技術上的最新發展。通過模擬駕

駛情境的互動裝置，同學們感受到

未來汽車駕駛體驗的無限可能。隨

後，參觀了 Kia	360 開放式空間，

欣賞韓國汽車品牌在造車工藝、設

計美學及品牌形象塑造方面的用

心。此外，還參與了韓國文化體驗，包括傳統食品製作及韓服穿戴，感受到韓國悠

久的文化底蘊。

接下來的兩天，師生們參觀了麻浦資源回收中心和首爾能源夢想中心。在麻浦

資源回收中心，學生們了解到首爾市政府在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方面的卓越成效措

施。在能源夢想中心，他們親身體驗了各種未來能源技術，認識到企業和政府在推

動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重要角色。此外，他們還參觀了首爾市民安全體驗館，模擬各

種災害應急措施，增強了安全意識和應對技能。

除了科技參訪，師生們還體驗了韓國的文化特色。參觀景福宮和北村韓屋村，

讓他們感受到韓國悠久歷史文化的魅力。走訪首爾的超級市場，對當地的日常生

活、物價和消費習慣有了更多的認識。

通過這次精彩的交流之旅，學生們不僅親身體驗了韓國先進的科技創新，也了

解更多韓國悠久的文化特色。這些寶貴的經歷必將成為他們終身難忘的回憶，並影

響着未來的創科學習和成長。

體驗韓國文化 參觀首爾市民安全體驗館

鄧慶年牧師授憑

羅校董、湯校長與畢業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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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聖公會聖約瑟堂
70週年堂慶感恩崇拜

日期：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日 (星期六 )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址：元朗錦上路吳家村83A (近新馬路巴士站 )

香港聖公會聖約瑟堂 2488 2060

交通：恕沒有泊車位提供，已安排接駁巴士於當日下午1:00至2:15，
         於錦上路鐵路站A出口提供接載服務

歡迎任何人士參與
歡迎任何人士參與

參觀了現代汽車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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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澳門聖馬可堂(60年代)

2022年5月7日 UCARE「家」多一點愛社區關懷活動

主曆2024年5月5日（復活期第六主日）

下午4時，位於澳門中區的聖公會聖馬可

堂，迎來了200多位牧者、嘉賓和教友，

一起在堂慶聖餐崇拜中，感謝天父的恩

典，仰望天父的帶領，迎向未來。

郭志丕主教在崇拜的講道中提到：「澳門聖馬可堂

今天有這麼多祝福和果子，走過的路並非一帆

風順。期間充滿困難，且面對不少社會時局的轉變和

挑戰，但教會仍迎難而上……」

堂慶感恩崇拜由謝子和主教主禮，並為 9 位弟兄

姊妹按手，正式接納他們加入聖馬可堂的大家庭，更

懇求聖靈的恩典沛降，堅固保守他們。接受堅振禮的

教友分別是：李衍根、孫月梅、張少鳳、吳正華、曾

玉梅、溫文熹、陳鳳影、陳宇龍和陳麗珊。

陳謳明大主教雖然未能親臨，仍以訊息鼓勵，讓

大家心感溫暖。

崇拜中詩班獻唱的詩歌《蒙恩頌讚》及《我的心

稱頌你》，還有感恩晚宴中兒童所獻唱的詩歌，都是

由教友作曲填詞。其中一首舊曲新詞，正表達了聖馬

可堂各人的感受和心志：

「蒙神愛眷，每日護佑；渡過禍患，走出幽暗。」

「常存讚美，快樂事奉；頌讚主恩，回應厚愛。」

75年？85年？

查看聖公會澳門聖馬可堂的歷史，其實已超過

75 年。故事應從 1938 年（即 85 年前）開始，當時

日本侵華，澳門不是戰區，而有大量逃避戰火的人由

大陸及香港湧入。

當年何明華主教為了牧養信眾，商借澳門白鴿巢

基督教墳場之馬禮遜禮拜堂，並差派原駐中山石岐的

麥彼得牧師於 1939 年 10 月 15 日抵澳，聚集了散

居之教友開始崇拜和牧養事工。

翌年，李添嬡姊妹被何主教差派到澳門繼任事

工，而聖禮方面由慕容賢會吏長襄理。一年後李姊妹

被按立為會吏。

在往後的短短時間，聚會人數迅速增長至超過

100 人，需要在馬禮遜堂外的空地加設數十張坐椅。

堂內堂外，同心敬拜。

戰爭的發展，導至往來的交通日趨緊張，甚至斷

絕，以致在港的牧者不能來澳門主持聖餐禮。何主教

在權宜之下，於 1944 年 1 月 25 日在肇慶按立李添

嬡會吏為牧師，之後她隨即返回澳門發展聖工，亦成

為全球聖公會史上首位女牧師。

戰後，因馬禮遜堂的地方不足應用，計劃另購物

業作教會聚會。在多方努力籌款之下，並得聖公會港

粵教區杜培義基金借款，在 1947 年購得白馬行 53

號復興旅館之兩層樓房。經過裝修及籌備後，1949

年正式使用，命名為「聖馬可堂」，許公燧牧師被差

派任職主任牧師。

由開展崇拜聚會，到聖馬可堂在 1949 年誕生，

剛剛 10 年。隨後聖馬可堂歷任的牧者（陳伯仲牧

師、曾紀岳會吏長、張綠鄉法政牧師、周夢秋會吏

長、鍾仁立會吏長、龍幹法政牧師、林汝升法政牧

師、朱廣中牧師、劉周勝牧師、陳錫輝牧師、彭榮昌

會吏長、彭培剛牧師、梁永康牧師、潘乃昭牧師、徐

旭帆牧師、潘靄君牧師，以及自 2014 年到任的牧區

主任馬偉利牧師、2023 年到任的輔理聖品程顯禮牧

師），莫不團結教友，拓展天國使命。

堂、校、社服同發展

聖馬可堂成立的初期，澳門經歷了很多困難和轉

變，但轉變也帶來機遇。

在上世紀 60 年代，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放棄蔡

高中學的主辦權，當時聖馬可堂的林汝升牧師果敢承

擔，由聖公會接辦這所學校，聖馬可堂在白馬行的堂

址亦重建以致堂校相連。之後在 1999 年蔡高中學及

小學在黑沙環的新校舍啟用，只保留幼稚園在白馬

行。

蔡高中學不單由幼苗開始，為澳門培育人才，且

成為聖馬可堂的宣教禾場。

隨着澳門社會發展，對社會服務的需求日增。聖

公會的社會服務處自 1997 年由細小規模開始，發展

迅速，多年來社服總部亦設於聖馬可堂在白馬行堂

址。

同處一個地方，讓堂、校和社服緊密相連，有利

緊密合作和同工之間的團契，同心拓展天國事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聖馬可堂走過不短的日子，堂址也經歷了多次的

搬遷、重建，為的是切合福傳和牧養的需要。即使遷

恩

典
歲月
‧迎難而上

恩

典
歲月
‧迎難而上

澳門聖馬可堂75週年堂慶

到白馬行這舒適寬趟的地方後，也沒有

自限，而是看到需要，就把握機遇，繼

續往外拓展。

多年前在靠近馬禮遜堂的白鴿巢店

舖開展事工，接觸當區居民，正是聖馬

可堂的外展項目，結了不少美好果子。

1998 年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澳門

傳道地區也在黑沙環及氹仔市區發展新

的傳道區。聖馬可堂作為澳門唯一的牧

區，也協助這項發展的重任，包括在 2002 年差遣 8

位資深的兄姊到氹仔傳道區，即澳門聖士提反堂的前

身。

除了對外拓展，聖馬可堂也不斷固本培元，帶動

教友透過小組研讀聖經，以「標竿人生」、「以馬忤

斯之旅」及退修會等，深化大家對信仰的認識和實

踐。

另一方面，面對不同群體的需要，例如兒童及青

少年、伉儷、家長、成年人，也加強培育、聯誼凝聚

和關懷。午堂崇拜亦同時有少年崇拜及繽紛崇拜（適

合幼稚園及初小同學），聖樂部也延展了小詩班。

在福傳方面，除了福音性研經和信仰分享會，更

連續 7 年舉行啟發

晚會，每次 10 節

或 以 上。 這 不 單

成為尋道者的初

步接觸點，更能有系統地讓大家初步認識信仰和生命

的實踐，從而決志跟隨耶穌及受洗。

石排灣的發展‧傳道地區的託付

近年澳門發展迅速，其中路環的石排灣一帶，自

公共房屋群、私人屋苑、社會服務設施及學校等落

成，居住人口大增，且甚多低收入及有特別需要的

人，對心靈關顧的需求甚大，而該區仍未有教會可供

聚集。

自 2021 年起，聖馬可堂雖然位於澳門半島的中

區，仍遵照聖公會澳門傳道地區議會的決定，開展了

石排灣的福音及關懷事工。

除了禱告、訓練、小組聚會和街頭談道，聖馬可

堂更聯同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蔡高中學及該區的

基督教機構，在 2021 疫情期間開始，連續 3 年在石

排灣舉辦「安居樂業平安夜」的大型聯歡會。

另外，一年數次與社服合作的「共用巴士」社區

活動，亦受居民歡迎。只是在石排灣仍缺乏固定場

地，讓教會聯繫居民和進一步推廣事工。

「書。適。樂。道」的誕生

聖馬可堂今年的培育主題是「延展愛心 ‧ 廣傳

福音」。一間位於石排灣業興大廈的小店舖「書。

適。樂。道」在天父的帶領下誕生了，將於今年暑假

期間開始營運。

這店舖是聖馬可堂的外展項目，由教會全力支持

而新成立的「馬可人一人有限公司」，經過競投而向

房屋局租賃。期望透過銷售生活文化物品和舉辦與積

極正向人生相關的活動，將平安喜樂和生命之道帶給

石排灣及更遠的居民。

雖然聖馬可堂這項新嘗試是另一次的「迎難而

上」，但籌備期間卻經歷天父的深厚恩典，亦得蒙聖

公會宗教教育中心及香港島教區的友堂（聖保羅堂及

聖士提反堂）大力支援，大家同作福音夥伴。

往後的日子，深信仍是恩典歲月。願天父繼續帶

領扶持。

2023年9月28日 
UCARE同樂慶中秋

75周年堂慶崇拜

謝子和主教主禮

郭志丕主教講道 堅振禮

75周年堂慶晚宴

今年3月23日 UCARE 繽紛彩繪慶復活



以撒．華特（Isaac Watts 1674-1748）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 馬可福音6章14-29節主日嗎哪
林振偉

以撒．華特

「上帝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將來希望」

「普世歡騰！救主下降：大地接她君王」

「每逢思想奇妙十架，銘感救恩，虔誠敬禮」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相信大家對這幾句耳熟能詳的聖詩必不陌生；它

們都是出自有「英語聖詩之父」之稱的以撒•華特

（Isaac	Watts	1674-1748）的手筆。華特對於我們

信仰生活的重要性，使其名字列入英格蘭聖公會的教

會年曆當中。在慶祝華特誕辰三百五十周年的這個星

期，讓我們一起認識一下這位偉大的聖詩作家。

華特在 1674 年 7 月 17 日出生於英格蘭的修咸

頓（Southampton），並在當地的英王愛德華四世學

校接受傳統教育，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及希伯來文。

他優異的學業受到當地一位善長垂青，保送華特到大

學繼續升學。因為華特家庭不從國教的背景，他未能

到牛津或劍橋升學；最後華特於 1690 年入讀斯托克

紐因頓（Stoke	Newington）的異見學院（Dissenting	

Academy）。

畢 業 後， 華 特 首 先 以 私 人 教 師 維 生； 到

1699 年他到倫敦的馬可里公理會堂（Mark	Lane	

Congregational	Chapel）擔任助理，三年後成為牧

師，並在該堂訓練講員。因健康原因，華特於 1712

年辭去牧職，並在亞畢尼爵士（Sir	Thomas	Abney）

的贊助下在其府邸居住。華特所獲的經濟支持雖不

豐富，但這足夠讓他自由地寫作。後來亞畢尼爵士

於 1722 年離世，其遺孀邀請華特繼續住在他們的府

邸，渡過餘生。在亞畢尼公園（Abney	Park）中，亞

畢尼夫人在兩條步道種植了榆樹，而步道就成為華特

寫作靈感的來源地。最後華特於 1748 年 11 月 25 日

辭世，並下葬在倫敦的邦希田園（Bunhill	Fields）。

華特雖然出生於不從國教的家庭，但他的神學立

場比較接近非宗派主義。另外，他的外表並不出眾，

但正因他平易近人、屬靈的舉止，以及堅定不移的信

心，使他深受眾人的愛戴。他筆下所寫的六百多首聖

詩亦散發出這些特質。華特之所以被稱為「英語聖詩

之父」，不僅因為他所寫的聖詩數量，更因為他的作

品鼓勵英語基督徒在他們的崇拜中除了唱頌詩篇外，

亦使用聖詩歌頌上主。

在 其 1719 年 出 版 的 韻 文 詩 篇 集（metrical	

psalter），華特就主張在改編詩篇成為韻文的過程中

「要仿效新約的言語」。華特曾解釋他如何以新約的知

識去詮釋舊約：「當詩篇作者以敬畏上帝來描述宗教

時，我便會將信德和愛德加入其中。當他談及透過上

帝之憐憫赦免罪過時，我便會加入救主的功勞。當他

講述山羊和公羊的祭獻，我寧願提及上帝的羔羊—

基督的犧牲。當他提到歡呼之聲伴隨約櫃進入錫安

時，我便歌頌我救主的升天，或是他在地上教會的臨

格。在他應許豐富的財富、榮譽和年歲時，我以恩

典、榮耀和永生取代這些典型的祝福；這些祝福在福

音中被揭示，並在新約中應許。」盼望大家日後唱頌

華特的詩詞時，可以用同樣的意念歌頌上主。

有關施洗約翰（下文稱約翰）被殺的資

料，歷史上只有兩處地方出現過。一處

來自新約聖經的兩部福音書（馬太福音 14:1-

12；馬可福音 6:14-29），另一處出自主後一

世紀的猶太歷史家約瑟夫（Flavius	Josephus）

筆下的《猶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可

是出於寫作的目的和對象的不同，兩者的記述

都有很大差異。後者的重點在於記載這件歷史

事件，沒有太多細節的描述，只在說明希律安

提帕（Herod	Antipas）處死約翰是出於政治

的考慮。他是大希律（Herod	 the	Great）其

中一位兒子，就是想要殺死嬰孩耶穌的那位大

希律，而把約翰收監的，是希律安提帕。事緣

安提帕娶了希羅底為妻，而她原是安提帕的兄

弟腓力已離婚的妻子，豈料這件事竟引起約翰

的評擊，安提帕看不過去，便把他監禁起來。

約翰的跟隨者為此鼓動起來，對抗希律。希律

見到當時不少猶太群眾對約翰的遭遇表示同

情，恐怕長期把他收監只會引起不可收拾的暴

亂，便索性把約翰處死。而約瑟夫記下這件事

件，是要表明希律安提帕是何等暴虐，黑白顛

倒，不得民心，所以遭到猶太民眾的厭棄，最

後更被羅馬皇帝褫奪政權，流放外方（今天的

法國境內），而他有這樣的結局，正是上帝要

懲罰他；惡有惡報，死有餘辜。

至於福音書寫下這件事件，手法很不一

樣。馬可是以故事的文學形式，而且在某些細

節上下過功夫，用以表達約翰的死所帶來以下

兩重的意思：一、希律作為猶太地區的統治者

竟離棄真理，不把上帝的律法放在眼內；二、

堅持真理的人—特別是當時的基督徒—將

有面臨迫害的危機，他們的生命猶如約翰，正

被離棄真理的人和他們所代表的政權威脅着。

這正是馬可想到要把約翰受難的故事加插在這

裏，讓當時的信徒明白一個事實：他們傳講的

是真理，而且因傳道而面對迫害的事，會是真

實的；約翰如是，耶穌如是，當前信徒面對的

挑戰也如是，都在說明一個事實：上帝國的實

現是需要付上生命的代價。

經文中有些細節是約瑟夫沒有記載的，有

可能是福音書作者，特別是馬可刻意記載下

來，用來凸顯希律是何等荒誕和他不可信的性

格。故事先從耶穌說起，因為他的名聲傳開

後，引起希律的注意。他好想知道耶穌的事，

和其中有多少是與約翰有關—因為正是他把

約翰處死。約翰在世時引起猶太民眾的注意，

甚至有很多人跟隨他。現在竟有另一位像約翰

的，而他比約翰更有能力，更具說服人的權

柄，身邊也有不少門徒，甚至所傳的道跟約翰

的都沒有太大分別（馬可福音 1:4,15），難怪

希律感到威脅，驚慌起來，相信耶穌正是「我

所斬的約翰，他復活了。」（16 節）這句話出

自他的口，表明了他深知自己多行不義，難免

有報應。

其實希律心裏明白，心中有愧。根據馬可

的記載，希律原不想殺約翰，因為知道「他是

義人，是聖人，所以就保護他，雖然聽了他的

講論十分困惑，仍然樂意聽他。」（20 節）這

明明要告訴我們：希律把希羅底娶過來是有違

當時的律法，所以才有施洗約翰批評他：「你

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18 節）—以

當時的文化氛圍，會被視之為亂倫（參：利未

記 18:16；20:21）。希律害怕約翰一旦得到釋

放，他還會繼續批評他，難免在民眾中間做成

紛亂，那豈不是自找麻煩，倒不如把他收監，

只要不殺他，民憤也不會太大，日子久了，約

翰也自然地被人遺忘了。這樣看來，希律不算

是不聰明的。

可是故事中另外一位當事人卻不是這樣

想。希羅底最感到自己受辱，但知道希律是沒

有考慮處死約翰的意圖，就只好等待時機進行

報復。這一次機會來了，就在希律生日那天的

宴會上，她想到可以利用自己的女兒把約翰除

掉。她女兒進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很

高興，而希律為要獎賞她，竟不顧自己只是作

為羅馬帝國下的一位分封王，說出了超越自己

權限的話，信誓旦旦的說：「無論你向我求甚

麼，就是我國家的一半，我也會給你。」（23

節）希律的荒誕就在於此，證明他只隨自己的

喜好行事，不顧身份，不顧後果。然而他卻要

為此付上代價，因為希羅底要自己的女兒要求

「施洗約翰的頭」（24 節）。希律頓時感到難

為，但為了保着面子，也只好答應。更值得注

意的，是她所要求的，不但是「約翰的頭」，

還要「立刻」把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25

節），足見不但希律荒誕暴戾，連他的妻子和

女兒也是同樣殘酷不仁，令人髮指。

禮樂悠揚
楊欣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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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海外傳道會相關碑記（十四）教會石頭記
張文偉

走向寧靜的歲月
呂利武

保羅的屬靈經驗

1974 年 3 月 15 日，主教府的小聖堂內，天主教香港教區李宏基主教，與香港聖公會白約翰主教共

同簽署一份文件，除兩位主教外，天主教艾巧智副主

教、馬毅華神父及湯漢神父（2009 年晉任天主教香

港教區主教，2012 年派立樞機）一同擔任代表。聖

公會港澳教區則委派張綠薌法政牧師、張紹桂會吏長

及薛本德牧師為代表簽署。

此文件名為：《天主教香港教區及聖公會港澳教

區之聖洗協議聯合聲明》，其中天主教與聖公會就洗

禮的禮儀用語，意義都達成共識。同時，亦是尋求進

一步合一歷程的起步。兩教會互認對方洗禮的效用，

均合乎教會傳統與神學的規定。

1974 年，亦是維多利亞教區成立 125 周年，白

主教重視教會歷史，故而委聘香港本地教會史專家施

其樂牧師（Carl	 Smith）編纂教會簡史小冊子，又派

聖公會宗教教育顧問楊鳳薇博士協助整理相關統計資

料，以呈現教區當時的宣教、教育及社會服務工作。

走進 1975 年，白約翰主教經歷多件重大事件，

首先，當年 4 月 22 日，白主教接到何明華主教夫人

電報，何主教於當天安息主懷，享年八十歲。是年 5

月 1 日，於聖約翰座堂為何主教舉行追思禮拜。此

外，西貢市淪陷，大批越南難民逃離當地，部分來到

香港，被安排居留於香港西貢越南難民營。因政治局

勢變化，原本支援西貢市聖基道化堂事工發展的新加

坡教區決定委託白主教協助相關工作，這獲坎特伯里

大主教及聖公宗東亞議會支持，又因數以萬計越南船

民擁入香港，為照顧其需要，聖公會教區福利協會為

船民籌款以供應難民之需用，又有不少教友通過香港

基督教協進會，參與救濟行動。其中，部分聖約翰座

堂教友更為難民開辦英文班，以便生活溝通。

5 月 4 日至 7 日，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訪港，這

是她首次訪港，雖英女王未有造訪教會，但白主教作

為聖公會在港領袖，他也出席數次歡迎活動，班佐時

牧師被指派與英女王會面，以反映女性在牧師聖職中

的獨特性。尤其，當年英國尚沒女牧師之際，與班佐

時牧師會面對英女王而言是一特別經歷。

作為首個按立女牧師的教區，香港經驗成為多地

借鏡，就按立女牧師議題，白主教多次獲邀到美國、

英國、緬甸及加拿大演說，以讓各地教會人士認識按

立女牧之背景及因由。

年底，白主教從英國休假回港後，即隨福利協會

探望在公共屋邨居住的服務對象，以了解社會動態及

基層生活狀態。11 月 3-5 日召開教區第 32 屆教區

議會，這是首次英文堂與中文堂議會之聯合議會，會

上動議重啟明華學院，以培育信徒領袖及宗教教育工

作者，會上，亦通過動議案，提請盡早祝聖華人副主

教，這動議於兩年半後實現，當時選出張榮岳會吏長

為華人副主教。

教區議會後，佈道家葛培理訪港，並舉行多場大

型佈道會，白主教亦鼓勵各堂支持，並為佈道會代

禱，白主教更受邀於佈道會上介紹葛培理牧師，白主

教介紹葛氏是中國人之友，更是耶穌之友。

保羅除了是外邦使徒

這身份令人讚嘆上

主的奇妙作為，此外，從

保羅的著作，我們也得知

保羅他自己也有許多個人

的屬靈經驗，這些經驗都

令人嚮往，實在也是值得

我們藉此去作參考、反省

及咀嚼細味的。

在聖經哥林多後書

十二章 2 至 4 節這段經

文中，保羅提及他個人的

屬靈經驗，描繪實是豐

富：「我認識一個在基督

裏的人，他在十四年前

被提到第三重天上去；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主

知道。我認識的這樣的一個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上主知

道，他被提到樂園裏，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

在這段經文中，保羅提及有這些經驗都是「被提到」的，可見這些經驗是由

上主作引導，主權在上主那裏。誠如我們常說的，能與主相遇是建於上主的恩

典。

保羅被提到去的空間，雖是保羅自身未能完全明白的，但這空間卻是他可以

意識到是神聖的「三重天」和「樂園」。保羅可以意識到這是神聖的空間，筆者

認為其中有兩個原因；這是上主知道的，及當中有隱祕言語，是人不可說的。

簡單來說，保羅是從上主所在之處看見上主，也是從上主所在之處聽見上主的說

話。保羅與上主相會了。

屬靈經驗是好的，它可以幫助靈修者的靈命成長、更新、突破，產生蛻變，

成為新造的人。但有時，靈修者又會因此有機會陷入自義、自誇，或被人高舉

的危機。就如保羅所說的：「…恐怕有人把我看得太高了，…又恐怕…過於高抬

自己。」因此，保羅很刻意說明他是軟弱的，不要自誇，而是只誇上主的恩典夠

用。

保羅曾經勉勵信徒要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一樣。靈修操練就是希望能效

法基督，與主相似。但當中吊詭之處是一切有關人努力工作的（Doing）在上主

前都顯得不是那麼重要，按人本相（Being）與上主相遇才是重要。當然，這不

勞漢賢

油賢自筆

是說靈修者不需要努力做好工作。

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提到：「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然而，我為你們肉身活着更加要緊。…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是

的，與主相遇是重要的，但靈修者在世上的行為和見證，也是必須的。

真的，就如有句話說：「不是屬靈大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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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協會
消息

父親節和母親節一直是華人文化珍視的重要節日，藉着雙親節，由福

利協會營運的元朗東頭過渡性房屋項目「同心村」精心策劃「頌親

恩」大型活動，讓子女表達對父母的恩情，也藉此向大眾宣揚孝義的傳

統美德。

政商民攜手合作 見證居民生命轉化

活動得到華懋集團的慷慨贊助，更邀請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蒞臨參

與，再次展現政、商、民的攜手合作。福利協會總幹事劉冼靜儀在致辭

時表示：「同心村的居民很幸福，經常有不同類型的活動可以參加，裝備

自我」。同心村一直透過「八大康健指標」，幫助居民建立身心健康的生

活模式，以積極態度面對未來的挑戰。正如今次何局長分享道：「來到同

心村總感受到居民的熱情，今次更見證到居民的多才多藝，最難得的是

更有不少居民的生命轉化。」

才藝匯聚同心村  

道愛無分身份年齡

才藝匯演參加者的年齡

由 2 歲至 80 歲不等，不分

年齡，只要有勇氣就可以

踏上舞台。從悠揚的歌聲到精彩的舞

蹈，從優雅的樂器表演到動感十足的

雜耍及魔術表演，每個節目都讓觀眾

為之連連拍掌。80 歲的陳伯伯以激

情洋溢的歌聲向太太傾訴愛意，他的

表演贏得了全場的掌聲和歡呼，也鼓

勵居民更多向家人表達愛。

現場亦舉行「煮出好親情」烹飪

比賽，小廚神用心製作美食，將對家

人的愛意融入每一道佳餚。許多小廚

神第一次挑戰烹飪，更體會到父母平

日對自己的用心照顧，他們也在現場

向爸媽說出「我愛你」，深深感激父

母的付出。

情深義重 感恩有您

活動設有「100 秒愛的故事」平台，讓

居民向家人表達愛意，每個故事都充滿溫情。

其中駱先生向太太真情告白的場面，更令觀眾

皆熱淚盈眶。駱先生細數兩人宛如過山車般的

人生經歷，在駱先生的復康旅程中，他們並肩

克服無數困難，未來他們仍會攜手迎接每一個

挑戰。兩人表示活動讓他們重溫了許多甜蜜回

憶，更堅定了相守一生的信念，希望能夠一直

陪伴在彼此身邊。

「感恩有您」愛筵共聚讓居民與家人在溫馨

的氛圍中共進美食，共享天倫之樂，留下難忘

的回憶；家庭體驗活動區則讓居民透過寫信、

親子按摩、手作等方式，向家人傳遞愛意，增進家庭關係。我們也

期待未來有更多能夠體現愛與感恩的活動，讓同心村繼續發揮關愛

互助小社區的精神。

參與演出的居民與嘉賓們歡聚一堂，留下珍貴的合影。

何永賢局長（右三）、福利協會劉冼靜儀總

幹事（右二）及華懋集團企業體驗總裁鍾慧

敏（右一）蒞臨參與，展現了政、商、民的

攜手合作。

舞台上才藝表演精采絕倫，台下觀眾

掌聲不斷。

媽媽向女兒傾訴愛的心聲，場面溫

馨感人。

同心村FB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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