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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自然性

生命會結束（即死亡）是我們對生命最直接體會。死亡是大自然規律。人類是大自然

一部份，所以，人類沒有不按大自然規律生活，即死亡。為何死亡要注入生命中？

我們可以提出各種理由（包括進化理念），但這一切解釋沒有必然有助解構死亡於我的私

人意義，即我仍可以不接受我的死亡。

按基督信仰，生命的出現是從創造者而來，所以，生命不是偶然。縱使母親懷孕可能是「意

外」，甚至父母對新生者沒有期待，但生命不是全由他們賦予意義，因為他們只可按創造

者的創造秩序下而選擇生活，他們不是生命的創造者。問題是：人們有意識地認同創造主

的恩典而生育還是只按身體機能生育而已。同樣，類似問題也出現在死亡，即人們有意識

地認同創造主的恩典而死亡還是只按身體機能死亡。

為何創造生命和給生命有意義的創造主將死亡注入生命中？當死亡已被視為一件負面的事

（即它是反生命的），基督徒傾向認為這是人的責任（即人類犯罪的結果）多於認為死亡

也是創造主的創造。這可以從創二17、結十八4、羅五12和六23、雅一 15等反映出來。

在這理解下，死亡只剩下威嚇和破壞之意，須要被克服和否定。這對死亡的理解為耶穌復

活提供一個重要解讀，即耶穌的復活回應了人在死亡中的絕望，並消滅死亡的權力。

執筆之際，正是前妻離世二十年（1999年 10月21日）。

這二十年，我沒有停止思考和感受死亡對我是甚麼意思。

就此，我曾寫了《眼淚並未抹乾》一書、選擇教授「生寄

死歸」一課，並為提供安老服務團體提供相關培訓等。雖

然不同人的經驗能豐富我對死亡的體驗，但死亡是私人，

任何在當事人以外的解釋只可被視為一種分享，沒有權威

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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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認為死亡是對生的威嚇和對耶穌復活的理解是合乎其

內在邏輯，但這對死亡的消極理解使人們不自覺強化了對死

亡的不接受性，即死亡是生命的異化。反諷，從生命的異化

理解死亡本身可能是一種異化，因為它否定生與死是不可分

割。如上面所說，我們從大自然觀察到死亡是生命一部份。

那麼，如何調整死亡的自然和死亡是生命異化？其中一種可

能解釋，就是罪將死亡從自然改變為不自然，但罪沒有改變

死亡屬於生命的本相。罪曲解和破壞上主創造，卻從沒有能

力徹底扭曲上主創造。但為何創造生命和給生命有意義的創

造主將死亡注入生命中？永恆不屬於受造物。那麼，死亡指

出我們是受造。接受死亡即接受我們不是創造主。因上主在

耶穌基督的救贖，祂消滅罪的破壞性，回復死亡的自然性，

讓眾生在上主安息（安息不是死亡的代名詞，而是完全之

意）。

邁向死亡的生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所以，生命是邁向死亡的存有

（being）。反諷，死亡成全了的生命卻是沒有生命。如上

面所說，罪將生命異化，以致死亡成為對生命的威嚇。因

此，邁向死亡的存有須要有成為存有的勇氣（courage	to	

be），迎向死亡，不被死亡的不存有威嚇。然而，成為存

有的勇氣不是簡單的生存，否則，這可以是苟且偷生。成為

存有的勇氣指以無比勇氣活現存有。縱使死亡隨時出現，並

將一個存有的我改變為一個不存有的我，但當我仍保存生的

勇氣時，死亡使存有改變為不存有的威嚇反成為我更有意識

和更有決心體現存有。當死亡對存有不再構成威脅時，在成

為存有的勇氣之存有就更輕鬆和更自由迎向和接受死亡。以

上對存有與死亡的理解帶出若干問題。第一，我們從那裡來

擁有成為存有的勇氣？第二，成為存有的勇氣不在於生存，

而在於存有。那麼，成為存有的勇氣是否可接納自殺和安樂

死？第三，成為存有的勇氣是私人的。若人是在關係的存

有，成為存有的勇氣如何回應人因死亡而帶來關係的終止？

生命的生理性指出，生命本性是趨向生存，而非滅亡。這為

成為存有的勇氣提供生理基礎，但生理基礎絕非成為存有的

勇氣的目標，以致成為存有的勇氣可以選擇犧牲，以不存在

出現。再者，成為存有的勇氣從不是否定死亡，而是不被死

亡的不存有威嚇。耶穌基督說，「那殺人身體但不能滅人靈

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那能在地獄裏毀滅身體和靈魂的，

才要怕他。」（太十 28）耶穌的生命向我們見證一個成為

存有的勇氣的生命是一個為他者的生命。只純為自己生存的

存有不會讓人們有成為存有的勇氣，因為他將生命限於生理

層面，談不上意義。第二，這是願意降服於更高的呼召。「不

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路廿二 42）是耶穌成

為存有的勇氣之表現。只聚焦自己的生命不會為他帶來成為

存有的勇氣。第三，耶穌成為存有的勇氣表現在他承認他是

「人」。

我們不需要抄襲別人的人生，也不需要以成就來衡量人生，

因為成為存在的勇氣是私人的，不需接受別人指指點點。雖

是如此，但我們仍要有深入反思：即我所相信和實踐的存有

是存有嗎？成為存有的勇氣有能力挑戰偽裝存有嗎？

選擇死亡

人可以選擇安樂死嗎？若可以，甚麼情況才適用安樂死？選

擇安樂死是否就是沒有成為存有的勇氣嗎？若人有選擇安

樂死的自由，社會就要為他提供協助嗎？如何肯定個人安樂

死的決定不是他不願意的結果？安樂死是否一種優生論？

若不接受安樂死，不接受者可以提供甚麼其他可能性？我沒

有答案，但如上面所說，成為存有的勇氣不應限於生存，因

為這關乎存有。以下，讓我分享一份培育選擇

心靈的實踐。

我們對生命最直接和最簡單體驗之一，就是呼

吸。呼吸是自然，不需多加思考的活動，但刻

意學習專注呼吸不是畫蛇添足。專注不是一

種思考活動，而是不讓所謂自然的活動不經

意溜走。專注呼吸將我們精神集中於自己的呼

吸（吸入、呼出），並感受在呼吸時，胸肺部

起落、丹田的脹與收、鼻腔變化等。我們從呼

吸感受自己的身體和存在，而這種感受不是從

思辨而來，而是藉著全情投入呼吸中的自我發

現。所謂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關乎正念。正念就

是保持覺照，清清楚楚地覺察當下的存在狀

態。當人呼吸，並視呼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時，人就覺知

自己了。

若每日有最少數分鐘這樣學習專注呼吸，日常生活的遭遇就

可以得到過濾，回復正念。專注呼吸讓我們在混亂中找回自

己，並從中調整自己因情緒帶來呼吸的變化，從而可以以一

份平靜心靈投回混亂中，但仍有能力保持覺照。

呼吸牽涉呼出和吸入。我似乎是呼吸的主角，主導如何呼出

和吸入，但現實又不是如此。呼吸需要開放性，讓本不屬於

我的空氣透過鼻腔，進入我的身體；同樣，我的呼出是一種

自身的伸延，參與我以外的世界。事實上，當我們在大自

然呼吸時，我們就感受到樹木、植物、海洋、風雨等向我吹

氣，而我們也樂意被他們吹氣。在其中，我們感受與大自然

合一。相反，在鬧市呼吸，我們可能感到窒息。這不只是一

個污染課題，更是鬧市的空氣的聲音、速度、力度，甚至味

度等令人容易消耗，甚至感到迷失。那麼，到大自然呼吸，

不是為了清新空氣，而是為了自由和開放的空間。

生命基本是呼吸，因為這是每個生命都可以經驗的。呼吸是

沒有條件的，呼吸者不需要有意義和價值的人生，也不需要

有成就和社會地位的人生。生命基本是呼吸提醒我們，呼吸

是恩賜，所以，沒有生命是多餘的，生命也不需証明他不是

多餘；呼吸是生命的動力，所以，每一呼吸都帶來可能，呼

按基督信仰，	
生命的出現是從創造者而來，	
所以，生命不是偶然⋯⋯ 
同樣，類似問題也出現在死亡，	
即人們有意識地	
認同創造主的恩典而死亡	
還是只按身體機能死亡。

為何創造生命	
和給生命有意義的創造主	
將死亡注入生命中？	
⋯⋯這對死亡的理解為	
耶穌復活提供一個重要解讀，	
即耶穌的復活回應了人在	
死亡中的絕望，	
並消滅死亡的權力。

呼吸是自然，	
不需多加思考的活動⋯⋯ 
專注呼吸將我們精神集中於自己的呼吸⋯⋯ 
我們從呼吸感受自己的身體和存在，	
而這種感受不是從思辨而來⋯⋯ 
當人呼吸，	
並視呼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時，	
人就覺知自己了。

⋯⋯縱使死亡隨時出現，	
並將一個存有的我	
改變為一個不存有的我，	
但當我仍保存生的勇氣時，	
死亡使存有改變為	
不存有的威嚇	
反成為我更有意識和	
更有決心體現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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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認為死亡是對生的威嚇和對耶穌復活的理解是合乎其

內在邏輯，但這對死亡的消極理解使人們不自覺強化了對死

亡的不接受性，即死亡是生命的異化。反諷，從生命的異化

理解死亡本身可能是一種異化，因為它否定生與死是不可分

割。如上面所說，我們從大自然觀察到死亡是生命一部份。

那麼，如何調整死亡的自然和死亡是生命異化？其中一種可

能解釋，就是罪將死亡從自然改變為不自然，但罪沒有改變

死亡屬於生命的本相。罪曲解和破壞上主創造，卻從沒有能

力徹底扭曲上主創造。但為何創造生命和給生命有意義的創

造主將死亡注入生命中？永恆不屬於受造物。那麼，死亡指

出我們是受造。接受死亡即接受我們不是創造主。因上主在

耶穌基督的救贖，祂消滅罪的破壞性，回復死亡的自然性，

讓眾生在上主安息（安息不是死亡的代名詞，而是完全之

意）。

邁向死亡的生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所以，生命是邁向死亡的存有

（being）。反諷，死亡成全了的生命卻是沒有生命。如上

面所說，罪將生命異化，以致死亡成為對生命的威嚇。因

此，邁向死亡的存有須要有成為存有的勇氣（courage	to	

be），迎向死亡，不被死亡的不存有威嚇。然而，成為存

有的勇氣不是簡單的生存，否則，這可以是苟且偷生。成為

存有的勇氣指以無比勇氣活現存有。縱使死亡隨時出現，並

將一個存有的我改變為一個不存有的我，但當我仍保存生的

勇氣時，死亡使存有改變為不存有的威嚇反成為我更有意識

和更有決心體現存有。當死亡對存有不再構成威脅時，在成

為存有的勇氣之存有就更輕鬆和更自由迎向和接受死亡。以

上對存有與死亡的理解帶出若干問題。第一，我們從那裡來

擁有成為存有的勇氣？第二，成為存有的勇氣不在於生存，

而在於存有。那麼，成為存有的勇氣是否可接納自殺和安樂

死？第三，成為存有的勇氣是私人的。若人是在關係的存

有，成為存有的勇氣如何回應人因死亡而帶來關係的終止？

生命的生理性指出，生命本性是趨向生存，而非滅亡。這為

成為存有的勇氣提供生理基礎，但生理基礎絕非成為存有的

勇氣的目標，以致成為存有的勇氣可以選擇犧牲，以不存在

出現。再者，成為存有的勇氣從不是否定死亡，而是不被死

亡的不存有威嚇。耶穌基督說，「那殺人身體但不能滅人靈

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那能在地獄裏毀滅身體和靈魂的，

才要怕他。」（太十 28）耶穌的生命向我們見證一個成為

存有的勇氣的生命是一個為他者的生命。只純為自己生存的

存有不會讓人們有成為存有的勇氣，因為他將生命限於生理

層面，談不上意義。第二，這是願意降服於更高的呼召。「不

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路廿二 42）是耶穌成

為存有的勇氣之表現。只聚焦自己的生命不會為他帶來成為

存有的勇氣。第三，耶穌成為存有的勇氣表現在他承認他是

「人」。

我們不需要抄襲別人的人生，也不需要以成就來衡量人生，

因為成為存在的勇氣是私人的，不需接受別人指指點點。雖

是如此，但我們仍要有深入反思：即我所相信和實踐的存有

是存有嗎？成為存有的勇氣有能力挑戰偽裝存有嗎？

選擇死亡

人可以選擇安樂死嗎？若可以，甚麼情況才適用安樂死？選

擇安樂死是否就是沒有成為存有的勇氣嗎？若人有選擇安

樂死的自由，社會就要為他提供協助嗎？如何肯定個人安樂

死的決定不是他不願意的結果？安樂死是否一種優生論？

若不接受安樂死，不接受者可以提供甚麼其他可能性？我沒

有答案，但如上面所說，成為存有的勇氣不應限於生存，因

為這關乎存有。以下，讓我分享一份培育選擇

心靈的實踐。

我們對生命最直接和最簡單體驗之一，就是呼

吸。呼吸是自然，不需多加思考的活動，但刻

意學習專注呼吸不是畫蛇添足。專注不是一

種思考活動，而是不讓所謂自然的活動不經

意溜走。專注呼吸將我們精神集中於自己的呼

吸（吸入、呼出），並感受在呼吸時，胸肺部

起落、丹田的脹與收、鼻腔變化等。我們從呼

吸感受自己的身體和存在，而這種感受不是從

思辨而來，而是藉著全情投入呼吸中的自我發

現。所謂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關乎正念。正念就

是保持覺照，清清楚楚地覺察當下的存在狀

態。當人呼吸，並視呼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時，人就覺知

自己了。

若每日有最少數分鐘這樣學習專注呼吸，日常生活的遭遇就

可以得到過濾，回復正念。專注呼吸讓我們在混亂中找回自

己，並從中調整自己因情緒帶來呼吸的變化，從而可以以一

份平靜心靈投回混亂中，但仍有能力保持覺照。

呼吸牽涉呼出和吸入。我似乎是呼吸的主角，主導如何呼出

和吸入，但現實又不是如此。呼吸需要開放性，讓本不屬於

我的空氣透過鼻腔，進入我的身體；同樣，我的呼出是一種

自身的伸延，參與我以外的世界。事實上，當我們在大自

然呼吸時，我們就感受到樹木、植物、海洋、風雨等向我吹

氣，而我們也樂意被他們吹氣。在其中，我們感受與大自然

合一。相反，在鬧市呼吸，我們可能感到窒息。這不只是一

個污染課題，更是鬧市的空氣的聲音、速度、力度，甚至味

度等令人容易消耗，甚至感到迷失。那麼，到大自然呼吸，

不是為了清新空氣，而是為了自由和開放的空間。

生命基本是呼吸，因為這是每個生命都可以經驗的。呼吸是

沒有條件的，呼吸者不需要有意義和價值的人生，也不需要

有成就和社會地位的人生。生命基本是呼吸提醒我們，呼吸

是恩賜，所以，沒有生命是多餘的，生命也不需証明他不是

多餘；呼吸是生命的動力，所以，每一呼吸都帶來可能，呼

按基督信仰，	
生命的出現是從創造者而來，	
所以，生命不是偶然⋯⋯ 
同樣，類似問題也出現在死亡，	
即人們有意識地	
認同創造主的恩典而死亡	
還是只按身體機能死亡。

為何創造生命	
和給生命有意義的創造主	
將死亡注入生命中？	
⋯⋯這對死亡的理解為	
耶穌復活提供一個重要解讀，	
即耶穌的復活回應了人在	
死亡中的絕望，	
並消滅死亡的權力。

呼吸是自然，	
不需多加思考的活動⋯⋯ 
專注呼吸將我們精神集中於自己的呼吸⋯⋯ 
我們從呼吸感受自己的身體和存在，	
而這種感受不是從思辨而來⋯⋯ 
當人呼吸，	
並視呼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時，	
人就覺知自己了。

⋯⋯縱使死亡隨時出現，	
並將一個存有的我	
改變為一個不存有的我，	
但當我仍保存生的勇氣時，	
死亡使存有改變為	
不存有的威嚇	
反成為我更有意識和	
更有決心體現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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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最大的禮物》—生與死的靈性關顧

作　者：盧雲（Henri J.M. Nouwen）
譯　者：余欣穎

出版社：校園書房出版社，2014年

不知大家有否與我一樣，有一天突然想到，生命餘下的日子比已過的日

子少；或者發覺，過往死亡似乎遙不可及，但今天已經漸漸步近，心

感這事實既陌生但又知終會遇上；甚或發現原來自己從未預備好「迎接」它。

今次介紹一本談（迎接）死亡的小書給大家，作者是我們熟悉的盧雲神父，

他文字的細膩和真摯相信不用在此多寫。盧雲寫這書的背景，也是有天他接

到身邊友人離世的消息，而引發對自己與他人死亡的反思。

全書分兩大部分	—	「安然離世（dying	well）」	與「妥當照顧（caring	

well）」。安然離世的重點就是與死亡為友。開玩笑吧！我們怎能與死亡為

友，生與死不是對立的嗎？這正是盧雲想說的重點，要不與死亡為友，我們

就不能安然離世。盧雲解釋：當我們明白我們是天父的兒女	-	這寶貴的身

份，死亡就不需害怕；當我們明白死亡取消了與他人的隔閡，明白彼此是弟

兄姊妹，我們就可以迎向死亡；當我們意會我們像父母般，死亡會帶來後世

人的祝福時，我們就不再害怕死亡。這樣我們可以與死亡為友，安然接受

它。

盧雲在第二大部份談妥當照顧。同樣以他人為天父的兒女、為弟兄姊妹、也

為後世的父母，這三點去談及以怎樣的心態去照顧他人面對死亡。當中一點

發人心醒：我們去關心一個病人，不是希望幫助他維持生命、不是因為工作

需要，而是因為他與我們一樣是天父的兒女，值得愛和關注。在照顧他人，

常以「我」為出發點，我有能力、你有需要，所以我照顧你。盧雲的提醒是

可能重要呢！筆者以單為這點就有充足的理由去讀這書。

當然書內還有更多值得讀的理由，篇幅所限，就由大家去發現吧！

馬鞍山堂  |  譚健文傳道

吸不只是一個生理活動，更是與眾生結連。呼吸要求我們開

放，讓他者進入我們的生命。呼吸沒有使我們克服生命的弔

詭，但卻可以有厚度和深度承載生命的弔詭。

回憶連結生與死

死亡是私人的，但人在關係中，所以，死亡也終止關係。此

刻，死亡不只是亡者的專有，更是眾人的事。這解釋了為何

與亡者沒有一定認識的生者會因亡者的出現而有情感反應

（尤其因受不公義而死）。事實上，有人可能會因我的死亡

而痛心欲絕。就此，回憶成為生者與亡者之間很重要的連

繫。在回憶，亡者以另一種形式在生者世界出現；同樣，在

回憶，生者以回到過去與亡者的相遇。回憶突破死亡帶來關

係終止，並塑造一個生者世界和亡者兩個不同世界以外的第

三個世界。從儀軌角度，這第三個世界是閾限（liminality）。

從個人心理適應層面，這牽涉連繫延續（continuing	

bond）與放手（let	go）的討論。很多研究指出保持與亡

者的一定連繫，對倖存者在適應關係終止以後的生活有重要

幫助。隨著年月，連繫延續會相對地不像起初緊密，但這是

健康發展，與忘記回憶無關。事實上，閾限經驗屬於特別時

空。當將閾限經驗常規化，甚至成為日常生活時，這是危險

的，因為倖存者停留在一個看似真實但不真實的時空。我不

認同以切割來理解放手，但若放手含意不將閾限經驗日常生

活化，這是可接受的。話說回來，每個人在閾限的經驗不一

樣，我們無需為人設下時間，但留意閾限的過份吸納性就可

以了。

回憶是一個身份建立的過程。人沒有脫離歷史，而以回憶出

現的歷史使人成為有血有肉的人。血肉不是一個生理課題，

而是歷史課題。有別於歷史，回憶是私人的。我選擇回憶，

但社會也為我選擇回憶。在個人與社會回憶的互動過程，我

在關係中認識了自己和他人，並彼此關係。亡者雖然終止在

某一歷史時空，但他卻在懷念他的人之回憶中，並穿越了時

空的限制，參與了回憶者的生活和身份建立。回憶使亡者以

某種意義「復活」了。

基督信仰扎根於回憶。我們在聖餐回憶主耶穌為我們所做

的；我們在受難日回憶了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我們在諸聖日

和諸靈日回憶了先賢和親友。基督信仰指出回憶是一個向昔

日的進程，但這向昔日的回憶進程卻指向將來盼望。這正是

回憶使人復活了。

後語

這篇文章沒有多討論復活，也沒有從復活角度探討死亡。選

擇不從復活開始，就是不想死亡一開始就以被否定的形式出

現。人們學習與死亡共存才是人們最基本功課，即回復死亡

的自然、成為存有的勇氣、學習呼吸和以回憶連結生與死。

亡者雖然終止在某一歷史時空，	
但他卻在懷念他的人之回憶中，	
並穿越了時空的限制，	
參與了回憶者的生活和身份建立。	
回憶使亡者以某種意義	
「復活」了。

死亡是私人的，但人在關係中，	
所以，死亡也終止關係⋯⋯	
回憶成為生者與亡者之間很重要的連繫⋯⋯ 
回憶突破死亡帶來關係終止，	
並塑造一個生者世界和亡者兩個不同世界以外的第三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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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最大的禮物》—生與死的靈性關顧

作　者：盧雲（Henri J.M. Nouwen）
譯　者：余欣穎

出版社：校園書房出版社，2014年

不知大家有否與我一樣，有一天突然想到，生命餘下的日子比已過的日

子少；或者發覺，過往死亡似乎遙不可及，但今天已經漸漸步近，心

感這事實既陌生但又知終會遇上；甚或發現原來自己從未預備好「迎接」它。

今次介紹一本談（迎接）死亡的小書給大家，作者是我們熟悉的盧雲神父，

他文字的細膩和真摯相信不用在此多寫。盧雲寫這書的背景，也是有天他接

到身邊友人離世的消息，而引發對自己與他人死亡的反思。

全書分兩大部分	—	「安然離世（dying	well）」	與「妥當照顧（caring	

well）」。安然離世的重點就是與死亡為友。開玩笑吧！我們怎能與死亡為

友，生與死不是對立的嗎？這正是盧雲想說的重點，要不與死亡為友，我們

就不能安然離世。盧雲解釋：當我們明白我們是天父的兒女	-	這寶貴的身

份，死亡就不需害怕；當我們明白死亡取消了與他人的隔閡，明白彼此是弟

兄姊妹，我們就可以迎向死亡；當我們意會我們像父母般，死亡會帶來後世

人的祝福時，我們就不再害怕死亡。這樣我們可以與死亡為友，安然接受

它。

盧雲在第二大部份談妥當照顧。同樣以他人為天父的兒女、為弟兄姊妹、也

為後世的父母，這三點去談及以怎樣的心態去照顧他人面對死亡。當中一點

發人心醒：我們去關心一個病人，不是希望幫助他維持生命、不是因為工作

需要，而是因為他與我們一樣是天父的兒女，值得愛和關注。在照顧他人，

常以「我」為出發點，我有能力、你有需要，所以我照顧你。盧雲的提醒是

可能重要呢！筆者以單為這點就有充足的理由去讀這書。

當然書內還有更多值得讀的理由，篇幅所限，就由大家去發現吧！

馬鞍山堂  |  譚健文傳道

吸不只是一個生理活動，更是與眾生結連。呼吸要求我們開

放，讓他者進入我們的生命。呼吸沒有使我們克服生命的弔

詭，但卻可以有厚度和深度承載生命的弔詭。

回憶連結生與死

死亡是私人的，但人在關係中，所以，死亡也終止關係。此

刻，死亡不只是亡者的專有，更是眾人的事。這解釋了為何

與亡者沒有一定認識的生者會因亡者的出現而有情感反應

（尤其因受不公義而死）。事實上，有人可能會因我的死亡

而痛心欲絕。就此，回憶成為生者與亡者之間很重要的連

繫。在回憶，亡者以另一種形式在生者世界出現；同樣，在

回憶，生者以回到過去與亡者的相遇。回憶突破死亡帶來關

係終止，並塑造一個生者世界和亡者兩個不同世界以外的第

三個世界。從儀軌角度，這第三個世界是閾限（liminality）。

從個人心理適應層面，這牽涉連繫延續（continuing	

bond）與放手（let	go）的討論。很多研究指出保持與亡

者的一定連繫，對倖存者在適應關係終止以後的生活有重要

幫助。隨著年月，連繫延續會相對地不像起初緊密，但這是

健康發展，與忘記回憶無關。事實上，閾限經驗屬於特別時

空。當將閾限經驗常規化，甚至成為日常生活時，這是危險

的，因為倖存者停留在一個看似真實但不真實的時空。我不

認同以切割來理解放手，但若放手含意不將閾限經驗日常生

活化，這是可接受的。話說回來，每個人在閾限的經驗不一

樣，我們無需為人設下時間，但留意閾限的過份吸納性就可

以了。

回憶是一個身份建立的過程。人沒有脫離歷史，而以回憶出

現的歷史使人成為有血有肉的人。血肉不是一個生理課題，

而是歷史課題。有別於歷史，回憶是私人的。我選擇回憶，

但社會也為我選擇回憶。在個人與社會回憶的互動過程，我

在關係中認識了自己和他人，並彼此關係。亡者雖然終止在

某一歷史時空，但他卻在懷念他的人之回憶中，並穿越了時

空的限制，參與了回憶者的生活和身份建立。回憶使亡者以

某種意義「復活」了。

基督信仰扎根於回憶。我們在聖餐回憶主耶穌為我們所做

的；我們在受難日回憶了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我們在諸聖日

和諸靈日回憶了先賢和親友。基督信仰指出回憶是一個向昔

日的進程，但這向昔日的回憶進程卻指向將來盼望。這正是

回憶使人復活了。

後語

這篇文章沒有多討論復活，也沒有從復活角度探討死亡。選

擇不從復活開始，就是不想死亡一開始就以被否定的形式出

現。人們學習與死亡共存才是人們最基本功課，即回復死亡

的自然、成為存有的勇氣、學習呼吸和以回憶連結生與死。

亡者雖然終止在某一歷史時空，	
但他卻在懷念他的人之回憶中，	
並穿越了時空的限制，	
參與了回憶者的生活和身份建立。	
回憶使亡者以某種意義	
「復活」了。

死亡是私人的，但人在關係中，	
所以，死亡也終止關係⋯⋯	
回憶成為生者與亡者之間很重要的連繫⋯⋯ 
回憶突破死亡帶來關係終止，	
並塑造一個生者世界和亡者兩個不同世界以外的第三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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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兒子李國浦在六歲時，因一宗嚴重交通意外導

致身體傷殘，從此這位活潑可愛的孩子，因車禍

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身體活動機能，從此身

體不能自主行動，連視力也失去。我的太太因兒子發生這次

車禍後，因憂傷過度，患上了結腸癌，經過十多年的治療，

最後也是息勞歸主。而我的女兒面對這一連串的打擊，對上

帝的存在產生懷疑，選擇了離開上帝，變成了一個無神論

者。

雖然看似一連串不幸的事情發生在我的家庭上，很多人也會

問我會否因此放棄信仰？上帝仍是可信嗎？我回答他們，雖

然世人看似不幸的事接二連三，但我卻選擇更加依靠主！雖

然內心也經過很多的掙扎和反思，但我的決定是要更愛主，

要更依靠主，因為上帝是我人生唯一的盼望，唯一可信任的

靠山。

上帝並沒有承諾信靠祂的人，人生路就從此一帆風順，天色

常藍，但祂確應許信靠祂的人生活有力，感恩我仍有工作，

可繼續維持家庭開支，更可安排女兒到外國進修，雖然兒子

要二十四小時的貼身照顧，感恩的是有好的家傭和他的姨媽

可幫忙照料。

我每天也要上班，所以只能於下班後，才可照顧和陪伴兒

子，每天晚飯後，我也會和他讀聖經，一起靈修，又或講故

事給他聽，和他聊天，也和他一起祈禱。每星期的週六下午

我都會帶兒子去北角宣道會的甘心團契，主日也帶他一起上

教會敬拜主。

我身兼母職，在照顧兒子的心路歷程上，常反思人生的尊嚴

和存在的價值，讓我學習到甚麼？有甚麼是可以從中得著

呢？

我在照顧兒子上，常看到人是脆弱的，並沒有可誇口的地

方，人只要遇上意外或重病，便再無力誇口說人定勝天，因

最後，我內心也是常常記掛女兒李珏栩可以回轉基督，請大

家也禱告記念她，並也繼續為到兒子李國浦可以得著適合的

醫治，讓我和我的家人可繼續事奉主，阿們。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

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

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

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四 7）

後記：

李榮漢弟兄在筲箕灣崇真堂聚會已經接近三十五年，他在教

會負責兒童主日學事奉，兒子李國浦在他六歲時（1995 年

5月 4日）因交通意外導致身體傷殘，現在剛滿 31 歲。

為自己是無能力去自主一切，一切生活的所需，都必須依附

別人的幫助和照顧，雖然在表面看來，人似乎已變得毫無意

義和價值，不過我常在兒子身上看到上帝的慈愛，雖然發生

不幸事，我的兒子從沒表達過埋怨，他的內心仍是緊緊貼著

上帝，信靠上帝和愛上帝，他比起很多四肢健全，卻愛偏行

己路的人更為有福氣。

並且，我更學習到人要謙卑不自大，不要以為自己可掌握生

命一切，因為今天並不能猜想明天將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在自

己身上，所以只管每一天好好生活，做好自己就夠了，把握

每一天、每一次機會去榮神益人。我常常在想，無論兒子能

否完全康復，都是上帝的旨意，祂自有祂的時間和美好的安

排，因為我和我兒子的生命已完全交給祂，所以我們只管用

餘下來的生命，去為主作鹽作光就夠。

困難中看見上帝
筲箕灣堂  |  李榮漢弟兄

一家人齊齊慶祝兒子 31 歲生日晚飯

作者（右）和兒子一起看聖經

雖然世人看似不幸的事接二連三，但我卻選擇更加依靠主！	
	 	 雖然內心也經過很多的掙扎和反思，
	 	 	 	 但我的決定是要更愛主，要更依靠主，
	 	 	 因為上帝是我人生唯一的盼望，唯一可信任的靠山。

雖然發生不幸事，我的兒子從沒表達過埋怨，
	 	 	 他的內心仍是緊緊貼著上帝，信靠上帝和愛上帝，
	 	 他比起很多四肢健全，卻愛偏行己路的人更為有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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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兒子李國浦在六歲時，因一宗嚴重交通意外導

致身體傷殘，從此這位活潑可愛的孩子，因車禍

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身體活動機能，從此身

體不能自主行動，連視力也失去。我的太太因兒子發生這次

車禍後，因憂傷過度，患上了結腸癌，經過十多年的治療，

最後也是息勞歸主。而我的女兒面對這一連串的打擊，對上

帝的存在產生懷疑，選擇了離開上帝，變成了一個無神論

者。

雖然看似一連串不幸的事情發生在我的家庭上，很多人也會

問我會否因此放棄信仰？上帝仍是可信嗎？我回答他們，雖

然世人看似不幸的事接二連三，但我卻選擇更加依靠主！雖

然內心也經過很多的掙扎和反思，但我的決定是要更愛主，

要更依靠主，因為上帝是我人生唯一的盼望，唯一可信任的

靠山。

上帝並沒有承諾信靠祂的人，人生路就從此一帆風順，天色

常藍，但祂確應許信靠祂的人生活有力，感恩我仍有工作，

可繼續維持家庭開支，更可安排女兒到外國進修，雖然兒子

要二十四小時的貼身照顧，感恩的是有好的家傭和他的姨媽

可幫忙照料。

我每天也要上班，所以只能於下班後，才可照顧和陪伴兒

子，每天晚飯後，我也會和他讀聖經，一起靈修，又或講故

事給他聽，和他聊天，也和他一起祈禱。每星期的週六下午

我都會帶兒子去北角宣道會的甘心團契，主日也帶他一起上

教會敬拜主。

我身兼母職，在照顧兒子的心路歷程上，常反思人生的尊嚴

和存在的價值，讓我學習到甚麼？有甚麼是可以從中得著

呢？

我在照顧兒子上，常看到人是脆弱的，並沒有可誇口的地

方，人只要遇上意外或重病，便再無力誇口說人定勝天，因

最後，我內心也是常常記掛女兒李珏栩可以回轉基督，請大

家也禱告記念她，並也繼續為到兒子李國浦可以得著適合的

醫治，讓我和我的家人可繼續事奉主，阿們。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

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

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

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四 7）

後記：

李榮漢弟兄在筲箕灣崇真堂聚會已經接近三十五年，他在教

會負責兒童主日學事奉，兒子李國浦在他六歲時（1995 年

5月 4日）因交通意外導致身體傷殘，現在剛滿 31 歲。

為自己是無能力去自主一切，一切生活的所需，都必須依附

別人的幫助和照顧，雖然在表面看來，人似乎已變得毫無意

義和價值，不過我常在兒子身上看到上帝的慈愛，雖然發生

不幸事，我的兒子從沒表達過埋怨，他的內心仍是緊緊貼著

上帝，信靠上帝和愛上帝，他比起很多四肢健全，卻愛偏行

己路的人更為有福氣。

並且，我更學習到人要謙卑不自大，不要以為自己可掌握生

命一切，因為今天並不能猜想明天將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在自

己身上，所以只管每一天好好生活，做好自己就夠了，把握

每一天、每一次機會去榮神益人。我常常在想，無論兒子能

否完全康復，都是上帝的旨意，祂自有祂的時間和美好的安

排，因為我和我兒子的生命已完全交給祂，所以我們只管用

餘下來的生命，去為主作鹽作光就夠。

困難中看見上帝
筲箕灣堂  |  李榮漢弟兄

一家人齊齊慶祝兒子 31 歲生日晚飯

作者（右）和兒子一起看聖經

雖然世人看似不幸的事接二連三，但我卻選擇更加依靠主！	
	 	 雖然內心也經過很多的掙扎和反思，
	 	 	 	 但我的決定是要更愛主，要更依靠主，
	 	 	 因為上帝是我人生唯一的盼望，唯一可信任的靠山。

雖然發生不幸事，我的兒子從沒表達過埋怨，
	 	 	 他的內心仍是緊緊貼著上帝，信靠上帝和愛上帝，
	 	 他比起很多四肢健全，卻愛偏行己路的人更為有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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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永遠是一份禮物，是上帝託付我們的，並不屬

於我們的。故此，我寫這篇人生報告必須是從讚

美上帝角度出發，當中許多人生片段被跳過而未

有交代。沒有人有能力深入詳盡又完整地說明一切，唯有

那位無所不知、擁有超凡力量和智慧的，祂為我成為基督，

背負我罪孽、錯失和過犯走上十字架。祂既不會踐踏我的靈

魂，也不會讓我感到自卑。祂反倒常常賜予我站起來的新力

量，往前行的勇氣，以及克服極端壓力的盼望，祂給予我祂

的愛又命令我要毫不保留地與別人分享。生命意味永遠在基

督裡死去，好能與祂一起重生。因此，以下所有紀錄，包括

難以理解的，都充滿了上帝奇妙的引導、眷顧、智慧、憐憫

和不配的同行。多少次我曾令祂焦慮，痛苦和羞恥？因此，

讚美祂是我寫下這不完整紀錄的唯一目的，我的生命因祂的

保守、祝福和無數相遇而得以非常豐盛。感謝所有曾為上帝

所用、於肉身，心理和靈命方面造就支持我的人。

我於 1920 年 4 月 13 日出生在瑞士托芬城（Toffen），父

母是 Arnold	 Itten 和 Anna,	née	Gurtner。我被命名為恩格

斯（Ernst）。特勞戈特（Traugott），這兩個名字後來變

得越來越重要（註：Ernst 的意思是嚴謹；Traugott 則是

信靠上帝的意思）。我的兄弟漢斯（Hans）為比我年長六

歲。我的父母各有天賦，可惜他們總是難以理解對方。我在

出生地上三年制小學，父親從 1913 年開始在那地的火車站

擔任站長。從十歲到十七歲，我入讀伯恩城（Bern）的免

費文理中學。1937 年春天，我父親出人意料地被解雇了。

長期的失業令家庭

出現無法預料的後

果，也帶來失望和

屈辱。我的學習成

績低於平均水平，

校長建議我離開學

校。我小時候曾想

成為一名傳教士和

牧師，我便嘗試通

過師範學院進入大

學，可是卻名落孫山。39 名申請者之中，只有 12 名被錄

取，因為當時教師數目過剩。所有前路似乎都被堵住了，

我期後在瑞士法語區一個農民家庭工作。通過我的主日學

老師和巴色差會的刊物，我感到自己與巴色差會隱然相關，

便貿然提出申請。1938 年秋天，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巴色

差會接納我的申請，但是要求我在冬季前往汝拉山區（Juva 

mountains）的農業學校學習。

從 1939 年 4 月到 1945 年春季，我在巴色差會神學院接受

了紮實的神學教育，之後跟隨 Preiswerk 牧師在格本斯托爾

夫城（Gebenstorf）工作。接著，我被差往中國南部傳教。

由於時局不容旅程展開，我又曾在軍隊服役超過一年，所

以我要求在巴塞爾和蘇黎世的神學院進修的請求被批准，

包括有三個月在蘇黎世接受傳教士 Wunderli 傳授中國語言

的奧秘。在那裡，奇蹟發生了，我認識了傳教士夫婦漢斯

（Hans）和羅莎莉·舒勒（RosalieScheurer-Flückiger）

的女兒露絲瑪麗·舒勒（Rosmarie	Scheurer）小姐。四個

星期後，在	1946 年秋天我們便訂婚。不幸的是，漢斯·舒

勒（Hans	Scheurer）於 1946年6月21日去世，享年53歲。

我於 1946 年 10 月 12 日從馬賽（Marseille）出發前往香港

和華南地區。從香港再通過汕頭到達梅縣。梅縣是客家人

之鄉，巴色會宣教士在那兒開設醫院和宣教站。從 1947 年

1 月 1 日開始，我在坪塘展開兩年的語言學習。期間我們於

1948 年 1 月 28 日在香港結婚。中國當時發生內戰，但我們

仍回到內地。1949 年春季，我們因持續的脅逼而移至南面

280 公里外的河源。1951 年 2 月，繼續傳教已證實不可能，

我們經歷了戲劇性的旅程後，帶著我們的女兒露芙（Ruth）

回到瑞士。她的雙胞胎姊妹已於 1949 年 1 月 13 日離世。

從 1951年夏季開始，我們就在巴色差會總部工作，

進行佈道和演講。1952 年春天，由於國家和教會

都不承認巴塞爾的教育，因此我們決定繼續深造。

我是首名被安排在伯恩城神學系學習的傳教士。我

有能力和健康去學習三種語言（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

語），並在兩年半內通過了神學考試。伯恩教會要求我在

1955 年 5 月和 6 月與 Berthold	Zwicky 牧師一起工作兩個

月。此後，我於 1955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再次效力巴

色會擔任聖加侖城的巡迴傳道。我和露絲瑪麗被派往香港

的神學院或兩所書院任教，由於我在中國很少使用英語，

所以我們被送往英國提高英語水平。我們的三個孩子露芙、

烏蘇拉（Ursula）和狄奧多（Theodor）則交給岳母照顧。

1956 年 12 月 6 日分離時刻到來時，那刻的感受實在難以

形容！「為甚麼將孩子留在家中？」這個問題不單是我們

問自己，也有其他人問起。當時戰爭處處：匈牙利的起義，

四圍都不平安，埃及和英國也起衝突。香港七分之一人口

染有結核病，社會不穩，也沒有學校可讓孩子們上課。

從 1957 年 2 月到 1961 年 7 月，我每週要教 36 節宗教課，

因為當時沒有其他人選。在那段日子，上帝賜給我們一個

女兒安妮可（Annerös）。1961 年 7 月 31 日，我們從香港

出發，並於 1961 年 8 月 23 日抵達熱那亞，度過了一個難

忘的團聚。出於家庭原因，我們在香港神學院的原訂任務

未能落實。5 月 11 日，本傑明（Benjamin）加入成為我們

的孩子。

我們與巴色差會達成協議，1962 年 4 月 8 日被任命為黑爾

根根布赫湖的牧者。在 1962 年 7 月 1 日正式履新，此後在

這崗位服務 23 年，至 1985 年 6 月 30 日退休。但是，不

論我的心靈和思想都不能忘記香港，同時總是有那裡的同事

和朋友來拜訪我們。應香港年輕同事的要求，我從 1978 年

9 月 2 日至 1979 年 5 月 18 日以顧問的身份重臨香江。我們

的服事完全沒有收取酬勞，祇是要榮耀那位呼召、保守和引

導我們的上帝。在 1982 年、1983 年和 1984 年，我們接待

了三位來自香港的同事，以便他們認識瑞士的教會並作出貢

獻。從 1986 年 11 月 23 日到 1987 年 6 月 17 日，我們有機

會探訪了中國的 16 個教會群體。所到之處，我們都被要求

再次回來，因為實在缺乏訓練有素的牧師。

回國後，我開始默想禱告來為此作準備。1988年 6月 11日，

我們的大女兒露芙意外去世。這對所有人都是極大的痛苦，

但同時也是有幫助的經歷，尤其是對於我們科隆的女婿。在

90/91、93/94 和 96/97 的冬季，我們很多次拜訪客家地區

教會，都是出於感恩的自費行動。我們拜訪了 100 多個教會

群體及其牧者，和他們進行深入的交通分享。。羅絲瑪麗的

兄弟馬丁（Martin）出生於 1932 年，患有唐氏綜合症，自

1971 年以來就與我們一起生活，在那些日子就由家鄉善良的

人們代為照顧。1999 年 10 月 15 日至 2000 年 2 月 12 日的

第五次訪問，我的妻子沒有同行，因為她已經有身體虛弱的

跡象。分離是很困難的，但我倆都獲得內心力量。有關呼召

的後續行動很重要：感恩有五位中國牧師和兩名傳教士繼續

接棒。

露絲瑪麗於 2000 年夏季開始病情漸重，據朗根塔爾

（Langenthal）的醫生稱，該病情應可被 7 月 18 日至 8 月

23 日之間的診治所克服。因此，我們便敢於計劃在 10 月份

與本傑明及其家人在佛羅里達州的房子裡度假。但是 10 月

25 日，病患在我們出發的前一天突然復發，我和露絲瑪麗

度過了美好的十二天，最後一次回望我們這段婚姻的歲月。

她在佛羅里達州的醫院逗留了三個星期，然後我們飛回伯恩

的醫院，她在赫爾佐根布赫湖（Herzogenbuchsee）的一

家長期醫院住了六個星期，她過去經常在那兒擔任紅十字會

的志願工作者。1 月 21 日清晨，羅絲瑪麗被她的救主召回

天家，我們都為她的一生深深感恩。

按照上帝旨意，我於2003年 1月4日至3月29日對（客家）

基督教會進行了最後一次訪問。

（#此乃易定恩牧師自己撰寫的自傳，由陸漢思牧師負責德

文翻譯至英文，梁翠華姊妹由英文翻譯至中文，謹此致謝。）

易定恩牧師（1920-2019）自傳
一些感受、思緒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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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永遠是一份禮物，是上帝託付我們的，並不屬

於我們的。故此，我寫這篇人生報告必須是從讚

美上帝角度出發，當中許多人生片段被跳過而未

有交代。沒有人有能力深入詳盡又完整地說明一切，唯有

那位無所不知、擁有超凡力量和智慧的，祂為我成為基督，

背負我罪孽、錯失和過犯走上十字架。祂既不會踐踏我的靈

魂，也不會讓我感到自卑。祂反倒常常賜予我站起來的新力

量，往前行的勇氣，以及克服極端壓力的盼望，祂給予我祂

的愛又命令我要毫不保留地與別人分享。生命意味永遠在基

督裡死去，好能與祂一起重生。因此，以下所有紀錄，包括

難以理解的，都充滿了上帝奇妙的引導、眷顧、智慧、憐憫

和不配的同行。多少次我曾令祂焦慮，痛苦和羞恥？因此，

讚美祂是我寫下這不完整紀錄的唯一目的，我的生命因祂的

保守、祝福和無數相遇而得以非常豐盛。感謝所有曾為上帝

所用、於肉身，心理和靈命方面造就支持我的人。

我於 1920 年 4 月 13 日出生在瑞士托芬城（Toffen），父

母是 Arnold	 Itten 和 Anna,	née	Gurtner。我被命名為恩格

斯（Ernst）。特勞戈特（Traugott），這兩個名字後來變

得越來越重要（註：Ernst 的意思是嚴謹；Traugott 則是

信靠上帝的意思）。我的兄弟漢斯（Hans）為比我年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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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帶來失望和

屈辱。我的學習成

績低於平均水平，

校長建議我離開學

校。我小時候曾想

成為一名傳教士和

牧師，我便嘗試通

過師範學院進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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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39 年 4 月到 1945 年春季，我在巴色差會神學院接受

了紮實的神學教育，之後跟隨 Preiswerk 牧師在格本斯托爾

夫城（Gebenstorf）工作。接著，我被差往中國南部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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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後，在	1946 年秋天我們便訂婚。不幸的是，漢斯·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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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 1946 年 10 月 12 日從馬賽（Marseille）出發前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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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願工作者。1 月 21 日清晨，羅絲瑪麗被她的救主召回

天家，我們都為她的一生深深感恩。

按照上帝旨意，我於2003年 1月4日至3月29日對（客家）

基督教會進行了最後一次訪問。

（#此乃易定恩牧師自己撰寫的自傳，由陸漢思牧師負責德

文翻譯至英文，梁翠華姊妹由英文翻譯至中文，謹此致謝。）

易定恩牧師（1920-2019）自傳
一些感受、思緒和看法

不
從
俗
像
基
督

徹底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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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王福義長老及張文彪長老七十大壽，總會於	

9 月 20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晚宴，分享上帝的恩典。

• 南華莆堂的顧問長老林伯齡長老的太太林李庚嬌姊妹於

2019 年 8 月 24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已於 9月 20 日晚

在大圍寶福紀念館福照堂舉行，願上帝親自安慰林長老

及其家人。

• 巴色差會宣教士易定恩牧師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下午三

時在瑞士安息主懷，願主紀念祂僕人在世的奉獻，他的

生命也成為本會眾後輩的美好榜樣；願上帝親自安慰其

家人。

• 今年總會與	U-fire	合作的「青年同工暑期實習計劃」已

於 9 月底完滿結束，總

牧與兩位副總牧與九間有

份參與的堂會青年導師們

進行了一次檢討會，儘管

因著初次舉辦經驗不足，

仍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

方，但參與的 15 位青年

人大多都能在當中得益，

擴闊視野，彼此連繫，也加強了他們對崇真會的歸屬感。

大部分導師都認同明年總會應繼續舉辦此活動，並於 10

月 16 日與各堂負責青少年的教牧同工或堂主任進行了一

個分享計劃會，一起構思明年事工可如何進行得更完善。

• 總會歷史檔案小組於 11月 2日安排到訪跑馬地墓地，

紀念差會早期來港及內地的宣教士並向他們致敬。

• 陸漢思牧師帶同一位以往曾在筲箕灣崇真中學任宗

教主任三年的前巴色差會宣教士徐碧蘭姑娘（Ingrid	

Ehrler-Cyprian）來筲箕灣堂探訪教會及

學校。她是 1968-1972 年在香港，頭一

年學中文（與陸漢思牧師同期）。當時住

在巴色差會在摩星嶺的物業。上一次來港

探訪學校是在 1989 年。

各部消息總會消息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感謝天父的恩領，本部已於 2019 年 10 月成立「大踏步

兒童發展中心」，透過跨專業服務團隊為 12 間幼稚園 /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為具特

殊需要的幼兒提供評估、治療及訓練服務，並會為其教

師及家長提供支援，冀能攜手促進幼兒的成長發展。此

外，本部亦獲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

撥款資助「攜手同行計劃」，計劃旨在紓緩具特殊需要

幼兒家長之壓力。

• 本部較早前獲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撥款資助，於 10 月 20

日至 23日為長者服務單位同工舉行生命教育台灣四日三

夜交流團	。共有 15 位同工包括督導主任、單位主管、

社工、護理及職業治療師職系同工參與。交流團安排參

觀台北及台中共四個單位，當中包括：以咖啡館及桌上

遊戲跟長者進行生命教育、為身體機能逐漸衰退的長者

提供持續照顧服務的院舍、為末期病人提供安寧服務的

醫院，以及由當地大學教授透過授課及實地參觀「癒花

園」，了解悲傷輔導的概念及實踐。參與同工均表示甚

有得著，且致力嘗試在現行的服務上加入生命教育元素。

• 2019 愛心券籌款活動已於 12 月 2日順利完結，點算工

作正進行中，謹此多謝各堂會、學校及委員的鼎力支持。

另本部將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月 16 日農曆新年期

間舉行「蒙福紅包」籌款活動，相關的宣傳物資將安排

於 1月初送到各堂會、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本部盼能

透過上述兩項籌款活動為各項自負盈虧服務籌募經費，

敬請各肢體積極參與支持。

總會差傳部

• 感謝上帝，9月 27 日在黃埔堂有差傳聯禱會，由本會

宣教士蘇媛慈姑娘分享「跨文化宣教的苦與樂」，又有

OMF執行主任梁松英醫生分享跨文化宣教的需要。當天

出席的共有 17位弟兄姊妹。

• 本部差傳部長周國昌牧師和差傳幹事孟牧師將於 11 月份

往沙巴探訪巴色會和巴色神學院，請代禱記念。

• 本部差傳部長周國昌牧師與差傳幹事孟牧師於 10月 2日

至 5日探訪台灣崇真會、客家宣教神學院，和台灣客家

福音協會，有美好的交通和分享。（詳情請參閱《崇真

Mission》11 月號）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感恩倫布語舊約的初稿審核已完成了《創世記》至《利

未記》。

• 菲律賓差會（SlL）願意在 11 月開始，每月代轉金錢给

倫布島舊約審核委員的薪津費用。免卻外匯轉賬的麻煩。

感恩！

• 母親意外跌斷手腕後，鐘點工人和家人每天要輪流照顧

她，祈禱希望外傭能儘快上任，減輕我們的壓力和負擔。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感謝天父讓蘇姑娘回港述職能夠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居

住，也可以讓弟兄姊妹來她居所聚會。

• 蘇姑娘的爸爸在奇妙的檢查下發現 6厘米的血管瘤，感

恩一星期內已能安排手術，以及整個過程蘇姑娘可以留

港陪伴爸媽，請記念蘇姑娘爸媽的健康，以及繼續禱告

他們能早日信主。

• 蘇姑娘現正在澳洲跨文化訓練中心上課，記念她能夠專

心學習。

• 蘇姑娘於 12 月中將會回泰國曼谷，請記念續簽證事情一

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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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交流團	。共有 15 位同工包括督導主任、單位主管、

社工、護理及職業治療師職系同工參與。交流團安排參

觀台北及台中共四個單位，當中包括：以咖啡館及桌上

遊戲跟長者進行生命教育、為身體機能逐漸衰退的長者

提供持續照顧服務的院舍、為末期病人提供安寧服務的

醫院，以及由當地大學教授透過授課及實地參觀「癒花

園」，了解悲傷輔導的概念及實踐。參與同工均表示甚

有得著，且致力嘗試在現行的服務上加入生命教育元素。

• 2019 愛心券籌款活動已於 12 月 2日順利完結，點算工

作正進行中，謹此多謝各堂會、學校及委員的鼎力支持。

另本部將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月 16 日農曆新年期

間舉行「蒙福紅包」籌款活動，相關的宣傳物資將安排

於 1月初送到各堂會、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本部盼能

透過上述兩項籌款活動為各項自負盈虧服務籌募經費，

敬請各肢體積極參與支持。

總會差傳部

• 感謝上帝，9月 27 日在黃埔堂有差傳聯禱會，由本會

宣教士蘇媛慈姑娘分享「跨文化宣教的苦與樂」，又有

OMF執行主任梁松英醫生分享跨文化宣教的需要。當天

出席的共有 17位弟兄姊妹。

• 本部差傳部長周國昌牧師和差傳幹事孟牧師將於 11 月份

往沙巴探訪巴色會和巴色神學院，請代禱記念。

• 本部差傳部長周國昌牧師與差傳幹事孟牧師於 10月 2日

至 5日探訪台灣崇真會、客家宣教神學院，和台灣客家

福音協會，有美好的交通和分享。（詳情請參閱《崇真

Mission》11 月號）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感恩倫布語舊約的初稿審核已完成了《創世記》至《利

未記》。

• 菲律賓差會（SlL）願意在 11 月開始，每月代轉金錢给

倫布島舊約審核委員的薪津費用。免卻外匯轉賬的麻煩。

感恩！

• 母親意外跌斷手腕後，鐘點工人和家人每天要輪流照顧

她，祈禱希望外傭能儘快上任，減輕我們的壓力和負擔。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感謝天父讓蘇姑娘回港述職能夠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居

住，也可以讓弟兄姊妹來她居所聚會。

• 蘇姑娘的爸爸在奇妙的檢查下發現 6厘米的血管瘤，感

恩一星期內已能安排手術，以及整個過程蘇姑娘可以留

港陪伴爸媽，請記念蘇姑娘爸媽的健康，以及繼續禱告

他們能早日信主。

• 蘇姑娘現正在澳洲跨文化訓練中心上課，記念她能夠專

心學習。

• 蘇姑娘於 12 月中將會回泰國曼谷，請記念續簽證事情一

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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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消息

筲箕灣堂
• 本堂第三十三屆啟發課程將於 10 月 5日至 12 月 14 日舉

行，啟發營為 11 月 16 日至 17 日。是次會使用香港啟發

課程新世代系列。

• 10 月 1 日為本堂成年部於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舉行

大聚會，有 87人報名參加。

• 10 月 20 日為本堂聖樂敬拜主日，講員為羅釨旗傳道。

深水埗堂
• 李榮恩牧師於 9月 1日舉行歡送會，會上李牧師提供珍貴

的歷史照片及視頻，感謝他多年在本堂的事奉。

• 本堂於 10 月 5日舉行「禱告神學」講座，邀請了郭鴻標

牧師蒞臨講授。

• 本堂於 10 月 13 日舉行「摩西五經的倫理

和應用」講座，邀請了黃福光博士蒞臨講

授。

大埔堂
• 本堂於 9月 15 日至 10 月 6日，崇拜後安

排成人主日學課程「基督徒價值觀」，導

師是陳武盛傳道。

• 本堂吳鴻岳弟兄完成青年同工領袖訓練計

劃感恩。

• 本堂於10月1日舉行讀經日營，硏讀書卷：

《約翰壹書》全卷。感謝主共有 10 多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 陳武盛傳道和吳鴻岳弟兄於 10 月份起於

救恩書院進行學生福音工作，求主加力給

他們，引導同學認識真理。

窩美堂
• 本堂關顧部於 9月 15 日崇拜後舉辦『中

秋愛行動』，備有水果及月餅小吃，與弟

兄姊妹崇拜後一同慶賀中秋。

• 本堂於 9月 29 日舉行「主日學主日暨謝

師宴」，一眾學生藉此感謝主日學老師及

助教在過去一年的盡心服事，以歌曲、文

字或感言表達對老師悉心教導的感激。

• 本堂於 10 月 1 日舉行「2019 窩美同樂

日」，感謝天父保守當日有合宜的天氣，

讓會友及其他親友透過今次旅遊，增加彼

此間的認識。

富善堂
• 本堂於 10 月 7日在救恩書院禮堂舉行讀經日營，主題：

從《創世記》看上帝的旨意與使命，邀請李穎蓮教士擔任

講員。

• 本堂於 10月 27日舉行戶外崇拜暨教會大旅行，地點為大

埔新娘潭。

• 本堂於 12 月 8日舉行冬季洗禮，求主保守受洗肢體，在

教會健康成長。

元朗堂
• 本堂讀經計劃現已完成《路得記》的閱讀及 10次分享會；

現正進行《撒母耳記上》的閱讀，求主保守弟兄姊妹渴慕

主話的心。

• 感恩上帝讓本堂順利完成於朗晴邨協辦的中秋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