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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對自由經濟主義的神學批判

當 身 體 被 市 場 化

■駱頴佳（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研究主任）

2  /  文思坊

沃
德（Graham Ward）是近年最具創意的英國文化神學家，

也是本源正統派（Radical Orthodoxy）的一員猛將。他

在《世界與教會：作門徒的政治》（中原大學，2011）一書，

對自由經濟的批判極具洞見。本文試從沃德的見解作進一步反

省。

自由經濟社會的身體危機

  沃德指出，當代自由經濟最大的挑戰是對身體觀的扭曲，

它將人約化成純以關心自己欲望的消費者，令我們不關心別人

及社會的需要，對政治參與更漠不關心。這種自利主義是自

由經濟主義造成的。自由經濟主義最大的問題是將生活所有

領域徹底私有化及市場化，而自由經濟主義與威權政治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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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combination of liberal economics and 

authoritarian politics）更加速了社會服務

全面私有化及利潤化，令政府及政客愈來

愈向商家或少數既得利益者傾斜，不向市

民及弱勢者負責，令政治運作不透明之餘，

更削弱市民對政治參與及信任，破壞了「中

介層級政治活動」（intermediate levels of 

political action）。

  沃德指出，這種全面市場化的經濟環境

令社會進一步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

致使市民只日漸看重個人的利益、野心及

身體欲望的滿足，着眼於市場上人與人的

利益鬥爭，最終徹底地將人建構成一個

顧客及消費者，而不再是一個有社會責

任，並關心社羣及他人生命的公民。人變

成一個與社羣及層級疏離的原子人（the 

atomist man）。全面市場化的社會令經濟

議題替代政治議題，令中產階級對增值的

興趣遠大於政治改革的興趣，多元社會完

全受制於寡頭的自由經濟主義。

後物質文化的身體神學

  作為神學家，沃德關注的是怎樣可以

令資本主義成為一個負責任的資本主義，

而轉化的關鍵不只在經濟及政治的改革，

而是重建一種建基在基督信仰的身體形

上學。他不滿近代歐洲思想家，如德勒茲

（Deleuze）或 南 希（Jean-Luc Nancy），

將人看成一種流動及不定的存有，如德勒

茲的游牧民（nomadic），不但未能回應

資本主義帶來的挑戰，更有可能成為共

犯。反之，基督教的身體形上學不是建立

在短暫的消費欲望滿足上，而是建立在一

種真、善及實在的身體觀上，它能肯定身

體的多元面向，即人不只有物欲需要的面

向，還有諸如宗教及倫理的面向，而上帝

也不只創造了一種身體，而是創造了有着

生活、種族、性別、階級及文化差異的眾

多身體，讓我們不再視身體為與世界及他

人疏離的身體，重新賦予身體的深度意

義（h e a v y  w i t h  m e a n i n g），好對抗一

種將身體扭曲成單面向的化約性物質主義

（reductive materialism）之餘，更有助建

立一種崇尚可持續

發展（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利他（a l t r u i s t i c）

及雙互合作的「深

度 民 主」（d e e p  

democracy）。



  沃德指出，保羅神學有助建立一種深

化身體價值的身體形上學。在林前十二

章，保羅寫信給活在羅馬帝國管治下的哥

林多教會時指出，身體是新教會秩序建立

的重要條件。但信徒不是自然成為這身體

的肢體，而是經由受洗及上帝轉化後為這

身體所吸納，故這個被基督轉化的身體，

與其他身體既相聯又有別。因此，基督身

體也是一個受管治的身體（the governing 

body），卻有別於羅馬壓迫性的身體管治。

分別在於基督的超越性與復活的身體，藉

着聖靈，重新賦予人身體的榮耀價值（「不

體面的給它體面」，林前十二 23），將一

些不體面的身體接連到基督的身體。

  沃德指出，林前十二章不只是寫教會

論，而是以身體類比一種理想國家及宇宙

性城市的想像，從中肯定人的差異：猶太

人、希臘人、為奴、自主、男／女（加三

28），好對抗羅馬殖民帝國主義的管治。

換言之，保羅是宣布了一種新的教會政體

（polity），抗衡帝國主義：在新的政體裏，

人與人有更親密的關係，並具有門訓的性

質，藉效法基督，將上帝對人的愛一直傳

下去，成為社會見證，並挑戰外邦人的價

值，拒絕向世俗化妥協，令身體成為不斷

行動、轉化及超越現實的身體。

  沃德深信，保羅的身體政治正救贖被

自由經濟扭曲的身體，令人在教會裏養成

一種有別於利己主義的身體觀：不只關心

自己的身體，也關心別人有缺欠及不體面

的身體。這種基督作中心的政體，構成一

種尊重差異的新社會秩序，讓生命彼此建

立，為世俗社會建立價值。

總結

  沃德的反省令我們想到自己會否也不

自覺受資本主義的影響，看自己為自私的

消費者，多於為主及他人而活的門徒，令

上教會成為「買」教會服務，只着眼那裏

有否多元的主日學或名牧講道；又或教會

只視會友為「消費者」，而一味遷就他們

的口味，忘了信仰的核心是叫人作門徒。

此外，保羅的身體神學使我們想到，表面

與政治無涉的教會生活，其實對資本主義

文化帶有一種政治的顛覆性，並救贖扭曲

的身體觀。因此，我們得思索今日教會生

活是否能活出保羅的身體政治，藉此構成

一種尊重差異的新社會秩序；抑或教會漸

失卻應有的包容性及大公性，未能向世界

展現一種另類的社會／政治／文化秩序，

有違作門徒的責任。

4  /  文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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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8日 （星期六）下午2:30–5:00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 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 3 樓副堂， 港鐵太子站 B2 出口 )

「信仰市場‧消費教會」講座
在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下，今天的教會和信徒正不知不覺地受到消費主義影響。

一些教會的服務猶如商品般推銷，信徒來教會亦只求快餐式服務。

面對這種社會現象，我們當如何從神學的向度詮釋？教牧與信徒該如何回應？

讓我們一同探索，尋找出路。

名牧坐鎮
講道吸引

裝備完善
增長迅速

星級教會
信心之選

港鐵沿線
交通方便

星級教會，
歡迎你參加聚會！

駱頴佳博士(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研究主任)
龔立人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范晉豪牧師(聖公會諸聖座堂署理座堂主任牧師)

講員

葉菁華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主持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協辦合辦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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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系列 4

《基督教崇拜導論》
詹姆斯．懷特（James F. White）著
Cat. No. 2304 / ISBN 978-962-294-731-3

  這是北美基督教崇拜書籍中最廣受採納的教科書之一，包括

東正教、天主教及更正宗的神學院及大學，被視為平衡、全面的

崇拜入門書籍。這譯本以其第三版作底本，內容涵蓋對基督教崇

拜現象、理念及歷史的探索，並分別討論了崇拜的時間和空間、

教會音樂、每日公禱、聖道禮儀及各種聖禮，包括入教禮儀、聖

餐及特用禮儀（如按立、婚喪禮儀）等。懷特融會當代的研究，集當代學者之大成而

作貫通的討論，讓人認識到基督教崇拜一本萬殊，多采多姿。

  詹姆斯．懷特是聖母大學禮儀神學名譽教授，也是著名的禮儀學者，曾任教於多

所大學，包括德魯大學、聖母大學、南衞理公會大學，及在耶魯大學、美國天主教大

學、埃默里大學作訪問學人。懷特著述甚豐，包括多本崇拜書籍，如：A Brief History 

of Christian Worship等。

靈修系列 11

《道地靈修 3》
Cat. No. 1101.11F / ISBN 978-962-294-200-4

    縱有萬象紛擾

        總不忘

        道心常存

  這系列廣邀不同背景的信徒執筆，每篇靈修分享扣連人生際

遇、聖經經文及當今處境這三個面向。本書作者有專業輔導員、教牧、文字工作者、

青年信徒等，透過他們不同的生命事蹟，讓你認識聖經對人的實在影響力，並且連繫

到當今處境，展現信仰「到地」的一面，給你道地的啟迪。

  本系列按教會年曆編排（第三部由將臨期至升天節），並附三代經題、默想問題

及人生雋語，務求讓信徒每周親炙聖言，更愛慕上帝的話語。

歡迎加入「道地靈修」Facebook專頁 :
www.facebook.com/CCLCmeditations

（英文版封面）

10月
出版

10月
出版



《希伯來聖經的文本、歷史與思想世界》
游斌 著 / 614頁 / HK$220 / Cat. No. 605 / ISBN 978-962-294-008-6

  希伯來聖經包含着作為上帝聖民的以色列人近二千年的歷

史，其根本問題意識在於「耶和華是誰？」這一問題之內。

  本書運用多層次的聖經鑑別學方法，如歷史鑑別學、文學鑑

別學、形式鑑別學、社會學鑑別學、編修鑑別學等，尤其倚重傳

統史方法和正典鑑別學，以以色列思想史為基本維度，分析希伯

來聖經中蘊含着的文本與羣體、羣體與羣體、文本與文本之間的豐富而複雜的關係，

展現其中的文學、史學與神學世界。

  本書總結了近代聖經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覆蓋了整部希伯來聖經的各個方面，

其中條理清晰、內容詳實，更帶有作者本身對特定問題的思考與觀點，從而引發出讀

者諸多的反思。
李熾昌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人間基督教「說．書．會」系列 02

《老年痴呆症—與患者及家屬同行》
吳義銘、潘倩儀、陳婉雯、錢黃碧君、戴樂群、

龔立人、范晉豪 著 / Cat. No. 1325.02 / ISBN 978-962-294-126-7

  老年痴呆症現今越發普遍，身邊的親人如果不幸患上了，該

如何面對？此病除影響患者本人，作為照顧者的家屬也承受莫大

壓力，其中辛酸非旁人可理解。本書既有老年痴呆症患者和家屬

的親身分享，也有多位作者從不同角度，拆解老年痴呆症種種疑難，提出專業見解。

讓我們與患者和家屬同行，顯出關愛，共覓前路。

    本書從不同角度探討此症，並載有細膩感人的患者和家屬經歷，讓讀者知道如何

維持患者和家屬的生命素質。  陳麗雲教授（香港復康會副主席）

    本書由老年痴呆症患者、家屬、醫生、學者和牧師撰寫，嘗試以不同角度，解構

活在遺忘國度的長者，看見他們背後的生命熱忱。  汪國成教授（東華學院校長）

    親友亦可以透過這書明白患者和其家人的困難而給予適切的關心和支持。

  周榮富牧師（基督教聯合醫院主任院牧）

「說．書．會」先由作者撰寫文稿，再於講座與讀者分享，經參考讀者的回應後修改，然後編輯成書。

7

10月
出版

９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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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關懷系列 1

《童年的困擾》
海姆．吉納特（Haim G. Ginott）著 / 張宜鈞 譯 / 173頁
HK$60 / Cat. No. 3001 / ISBN 978-962-294-784-9

  本書在美國一直保持暢銷書的紀錄，銷售冊數達五十萬，且

先後被譯成十四種不同文字。作者根據多年在父母、兒童身上的

心理治療工作經驗，編寫成書，旨在幫助父母了解孩童的心理，

指導父母解決和子女相處時面臨的難題。

  《童年的困擾》正正回應父母學習管教子女的需要。

盧松標（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督導主任）

全人關懷系列 3

《阿德找阿德—兒童為本遊戲治療》
愛思蓮（Virginia M. Axline）著 / 李連枝、丘維清 譯 / 268頁
HK$75 / Cat. No. 3003 / ISBN 978-962-294-794-8

  作者為當代美國的心理治療專家，以「兒童為本遊戲治療法」

輔導問題兒童著稱。本書是根據她治療經驗的真實個案寫成，敘

述五歲的阿德，怎樣被父母壓抑情感，以致性格孤僻、心存憤恨、

行為怪異及自我否定。後來經過在遊戲室的治療過程，阿德逐漸

尋回自我，成為一個身心健全、快樂的小孩。

  本會專業的註冊遊戲治療師都不約而同告訴我，這是她們奉為必讀的書。

羅淑君 (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

    此書值得兒童工作者一看再看，也讓家長從另一角度認識孩子真正的需要。

曾蘭斯 (協康會總幹事 )

重排設計  嶄新上市

即將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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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教會常強調耶穌的神性，卻甚少談論祂的人性，在

回答「耶穌會怎樣做？」（What Will Jesus Do?）這道問題時，

往往只以愛心、包容等「神聖」的答案

作回應。然而，當我們相信耶穌除了是

完全的神，同時也是完全的人時，就知

道答案不可能這樣簡單。

  有沒有想過，作為人的耶穌，除了

在福音書所提及的，祂在地上的幾十年

是怎樣過活的？祂對社會制度有甚麼想法？祂的舉動對當時社會有甚麼特別的含意

或衝擊？到底祂是怎樣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祂今天活在香港，會怎樣回應不同的

社會議題？ 

  也許《耶穌的另一面》能給予我們一點頭緒，同時帶給我們一點衝擊。

  書中指出可以就復活前和復活後的耶穌兩個方向去研究：復活前的耶穌是指作

為一個歷史人物，在世上生活過的猶太人耶穌；復活後的耶穌就是信仰中的耶穌，

被教會冠以意義，同時也是我們可經驗的耶穌。

  《耶穌的另一面》重點描寫歷史中的耶穌，馬可士．伯格以不同的角度出發，

帶領讀者重新了解耶穌，當中包括耶穌的猶太人身分、自我認知，耶穌行動的政治

性和顛覆性，耶穌的教訓方式和其他神學身分等。在每個分題裏，馬可士．伯格都

先清楚陳明一些背景資料，如猶太社會環境、倫理、社會結構、舊約聖經資料等，

讓讀者能更容易明白他的論點，為讀者帶來清晰而嶄新的視野去認識耶穌。

  當中的論述，挑戰着讀者對耶穌的固有看法，如耶穌的身分和在地上的工作，

相信大部分讀者會自然地想起「上帝的兒子」及「為人類贖罪」。然而，馬可士．伯

格指出，福音書是教會的文化產物，是耶穌死後多年才寫成的，當中可能會加入教

會的教導，故福音書內的耶穌並不是歷史的耶穌，耶穌給予人的主要信息可能不只

是教會常強調的上帝之子的身分，或是為人類的罪而死的工作；而耶穌對自我的認

識更可能沒有彌賽亞身分，這些都是令人震驚，同時值得反思的新觀點。

拓思系列 19
《耶穌的另一面：歷史耶穌與當代信仰的相遇》
馬可士．伯格（Marcus J. Borg）著 / 王忻 譯 
2011年 6月 / 157頁 / HK$78 
ISBN 978-962-294-010-9

耶 穌 人 性 的 一 面
■蕭朗宜（大學二年級學生）



  

10  /  六十年來

基文青年叢書

始創於 1968 年，張曉

風的《給你，瑩瑩》是這叢

書的第一本。當年本社總編

輯許牧世教授看了此書的初

稿後，有意把它納入這叢書

中。張曉風有感許牧世教授的信

給她一種知遇的感覺，樂於讓他出

版此書。她更深願這書，藉着馨香的禱告，

真正地有益於人羣。

許牧世教授在出版序言表明：

對於青年信仰的建立，生活習慣的養

成、人格的塑造，教會都有直接責任。而

在這方面，對青年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

們素常所愛讀的書報雜誌。

可見，本叢書對象乃是青年信徒。各

書內容豐富，兼有創作和譯作，1997年前

出書近 30種。七八十年代成長的一代，相

信還會記得一些經典著作，包括《獄中書

簡》、《地毯的那一端》、《迎向光明》及三

浦綾子的《冰點》、《雁狩嶺》等名著。

■陳淑芬

    有一個問題考考讀者，本社歷來出版了哪些經典書系？當中你認識的又有多少？曾

令你難以掩卷的是哪幾本？本社出版的書系內容廣泛、題材多樣，以下挑選三個別具意

義的經典書系，其在牧養信徒、神學研經方面，一直貢獻良多，現為讀者逐一簡介。

每日研經叢書

本叢書於 1969年起開始出版。新約部

分全由巴克萊執筆，第一本面世的是《馬

太福音》（上冊），其後接續出版新約其他

書卷，合共 17卷。巴克萊的聖經註釋在英

語國家售出超過百萬部，流傳甚廣，為一

般神學生、教牧及平信徒帶來很大貢獻。

巴克萊在各卷前言道明寫作目的：

本社經典書系概覽

為慶祝本社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來」特稿分別以不同主題重溫     本社走過的路。主題包括：本社的創立故事、同工小故事、本社創舉、人物專訪、書系、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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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學術的成就傳達給普通讀者，使人

更清楚了解耶穌基督，更熱誠地敬愛祂，

更緊密的跟隨祂。

至於舊約部分則由 11 位歐美學者合

作寫成，由紀博遜博士任總編輯。本叢書

經過 28 年的努力，於 1996 年完成出版全

套共 41冊。

中文聖經註釋

這叢書的編著緣起和旨趣，總編輯周

聯華牧師寫道：「中國學者應該起來完成

一套中文聖經註釋。」一羣致力神學教育

的學者，在其教學和研經的經驗中，深感

    為回應時代需要，本社現今仍致力發展不同書系，盼為讀者編著更多優質叢書，擴

闊閱讀視野，提升靈命素質；他日如能成為讀者心中的經典書系，在讀者千變萬化的閱

讀生涯裏，留下一些重要的印記，是為本社至盼。

教會需要有一套中文聖經註釋，給有志於

鑽研聖經的讀者作為參考。中文聖經註釋

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回應了當時的需求。

本叢書已出版 21卷舊約、16卷新約，

由中港台三地牧師學者撰寫，去年出版《約

翰壹貳叁書》，至此新約註釋全套出齊。本

書註釋的一大特色是：

本書任何一冊都非節譯某一外文的著

作，而是由筆者研究消化，融會貫通後的

作品。

可見，本叢書是由中國聖經學者原創、

合力編著的誠意之作，至今仍為華人教會

珍貴的研經輔助材料。



12  /  焦點閱讀

工作、死亡與疾病─一個傳說
摘自《托爾斯泰說故事》，第115-120頁

  這是流傳於南美洲印第安人之間的故

事。

  據說上帝最初創造人的時候，不曾要

他們做工：那時人無需衣食住，全都長命

百歲，不知道甚麼叫疾病。

  過了若干時候，上帝來察看人如何生

活。他發現人並沒有快快樂樂地過日子，

而是互相爭吵，只顧自己。他們把事情弄

得很糟，不但不能享受人生，反而加以咒詛。

  上帝自言自語道：「這都是人分開來

生活，每個人只顧自己的結果。」為了改

變這種情況，上帝讓人非做工不能生存。

他們必須蓋房、掘地，種植和收穫水果、

五穀，才可以免受飢寒。

  ⋯⋯

  過了一段時期，上帝又來察看人生活

得怎樣，究竟獲得了幸福沒有。

  他發現他們的生活還不如以前呢。他

們固然一道做工（這是迫不得已的），卻不

是大家共同勞動，而是三五成羣，相互爭

奪工作，彼此干擾，耗盡精力和時間，事

情愈弄愈糟。

  上帝看到這個辦法也行不通，就決定

不讓人知道自己的死期，隨時可能死亡，

他向人宣布了這一點。

  上帝暗自思忖道：「人一旦知道自己

隨時都可能死掉，就會知道愛惜有限的光

陰，而不去窮兇極惡地爭奪身外之物了。」

  可是結果適得其反。當上帝又來察看

人的生活，發現他們過得跟以前一樣糟。

  那些強者，憑藉人隨時可能死亡這一

點，征服了弱者，殺掉一些，又以死來威

脅另外一些。於是，強者和他們的子孫好

吃懶做，無病呻吟；而弱者終年勞累，不

得稍息。強者與弱者互相害怕和仇恨，人

類的生活每況愈下。

  上帝看到這幅情景，為了補救起見，

就決定使用最後一個辦法：他把各種疾病

散播到人間來。上帝以為人一旦隨時都可

能患病，健康的人就會可憐病者，並且幫

助他們；而當他們自己病倒後，沒病的也

就會來幫助他們。

  上帝又走開了。當他回來察看人有病

後怎樣生活，他發現他們的生活比以前更

糟了。上帝是抱着讓人團結的目的而使人

害病的，結果疾病反而加劇了人與人之間

的隔閡。能夠逼迫別人替他們勞動的強者，

自己害病後也強制人家去伺候他；可是當

別人害了病，他卻不肯去護理。那些被迫

為別人勞動，被迫伺候病人的人，已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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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  ·  托爾斯泰（Leo N. Tolstoy, 1828-1910），出

生於俄國的大地主家庭，是偉大的文學巨匠兼思想家，

先後創作《戰爭與和平》等長篇小說，奠定文壇地位。

五十歲時正式歸向基督教。他關注窮人問題，晚年更

追求平民化的生活，決意放棄著作版權。一九一零年

離家出走，希望獨自隱居，途中在小鎮的火車站內病

逝，結束傳奇一生。

本書精選了十篇小說，情理兼備，道盡人間美醜真偽，

舉重若輕，飽讀的人仍會得着驚喜。大師級說小故事，

別有洞天，帶給你嶄新的閱讀體驗。

經典站 2
蕭乾 文潔若 合譯
2011年 6月 / 125頁 / HK$65
ISBN 978-962-294-521-0
Cat. No. 1887.02

精疲力竭，因此沒有時間去照顧自己家的

病人，那些病人被撇下沒人管。闊人尋歡

作樂，不願意受到病人的打擾，就把那些

可憐蟲放在隔離的屋子裏，聽任他們受夠

了罪而嚥氣。他們得不到人同情和安慰，

而死在那些雇來的看護手裏。那些看護不

但毫無惻隱之心，甚至還露出鄙夷的神態

來。而且，人認為好多疾病都是會傳染的，

他們深恐自己也會受到傳染，於是他們不

僅避開病人，甚至連看護病人的人，也不

敢接觸。

  上帝自言自語道：「倘若連這個最後

的辦法都不能使人明白他們的幸福所在，

那麼就讓他們受夠了罪再去明白吧。」因

此上帝就不再過問人間的事情了。

  上帝離開後，過了許多年，人才明白

他們應當幸福，而且可以幸福。最近才有

少數人開始知道，有些人害怕勞動，遊手

好閒；另外一些人累死累活，不得休息，

這是不合理的。人人都應該勞動，把勞動

視為樂事；通過勞動，團結在一起。他們

開始明白，既然人隨時都會遭到死亡的威

脅，擺在每一個人面前唯一明智的道路，

就是把自己有限的年月，甚至每一分鐘，

都用來與人和睦相處，做愛人的事情。他

們開始明白，疾病非但不該使人對立，反

而應該給人以同心協力、相親相愛的機會。

（一九零三年）



基 督 教 神 學 教 育 叢 書
上世紀60年代，鑑於華文神學課本及神學與聖經研究工具書缺乏，好些文字事工的前

輩遂聯合起來，組成委員會，籌募經費編著和翻譯合適作品，以供神學院教授、神學

生及一般信徒之用，並藉以溝通東西神學思想，交換神學研究的成果。一系列的基督

教神學教育叢書應運而生，分別由台南神學院、道聲出版社及本社承擔出版，造就信

徒，至今部分著作已成為經典了。

《新約導論》

麥資基（B. M. Metzger）著     蘇蕙卿   譯

  作者是國際知名的新約學者，任教於美國普林斯敦神學院多年，著作甚豐。本

書旨在將近代學者新約研究的心得，用淺顯易明的方法介紹給讀者。在衡量各名家

的主要論據時，力求公允。行文簡潔，盡量避免學術慣用的專門術語，因此特別適

合新約研究初階之用。

《以色列史》

布賴特（John Bright）著     蕭維元   譯

  本書以序論開始，敘述主前兩千年，東方各時代的情勢，書中各篇探討族長時代、

以色列民族的形成、以色列王國的興衰、猶太教的本質與發展等，對於立志研讀聖

經的人來說是研經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基督教會史》

華爾克（Williston Walker）著

謝受靈   趙毅之   譯

  作者學識淵博，是基督教會史大師。書中敘

事中允，篇幅均衡，故各地神學院一直採用為教

科書。本書更經協和神學院李查遜、鮑克、韓狄

三位教授詳加修訂和增補近代教會部分，使全書

內容更見充實。

14  /  經典重溫



《我與你》

馬丁布伯（Martin Buber）著     許碧端   譯

  本書深深影響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神學、文學，是一本將人帶進宇宙奧妙奇觀

的書。內容探討人類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如何與造物主建立真誠的友誼。誠為二十

世紀重要的哲學典籍之一。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

吳利明   著

  本書評介趙紫宸、吳耀宗、王明道、徐寶謙、吳雷川等人的思想和工作。他們

的言行，足以代表當時華人信徒處於急遽轉變的社會中，所作出種種不同的回應。

對今日要面對政治、經濟等劇變挑戰的信徒，提供了極寶貴的思想出路。

《角色與真我》

杜尼耶（Paul Tournier）著     胡簪雲   譯

  作者是日內瓦著名醫生，曾受心理治療訓練，有極豐富的心理治療經驗。全書

共分四部分，分別綜論角色、生命、真我、委身等問題。

《近代神學思潮》

韋廉士（D. D. Williams）著     周天和   譯

  本書綜論當今基督教思潮中的四個神學問題，即聖經與權威、基督教倫理的基

礎、耶穌基督的意義、教會形式與性質。讓信徒了解二十世紀神學界究竟討論些甚

麼，以及神學家認為已有了甚麼研究成果。可說是神學思潮綜論，對二十一世紀讀者，

仍具先知性。

15



■翁傳鏗

16  /  社長室

驟
眼看來消費與信仰好像是兩碼子的事情，兩者隸

屬於不同領域；不過除了消費文化與大眾文化 

（mass culture） 有着密切關係，更需大眾傳媒（mass 

communication）的推波助瀾外。有趣的地方正是mass

一語是消費與信仰兩個領域都使用的詞語，mass在消費

文化是指烏合之眾，一羣毫無目的和關係的人，藉着媒

體的教育建立了意識，從而在商品─記號的關聯之中，

一窩蜂地購買商品，但重點不在商品，乃是突顯購買者

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地位。（參林立樹：《現代思潮─

西方文化研究之路》，頁 187-193。）

　　Mass一詞在傳統教會是指彌撒，雖然我們基督新教

除了在聖誕（Christmas : The Mass of Christ）期間不自覺

使用之外，很少使用這個詞語，不過mass實際源自拉

丁文（missa）差遣的意思，就是指「去吧，你領受了差

遣！」mass的動詞則是軍事用語，意即「投擲或猛扔」。

「因此，彌撒差遣禮的本來意思是要把我們『像炮彈一樣

激射』回到世界之中去履行使命（mission），這便是我們

走在一起歡慶彌撒的意思。」（參皮爾斯〔Pierce〕，《敬

拜不息─重尋轉化世界的使命》，頁 32。）

　　這樣看來，烏合之眾藉着投入神聖彌撒之中，從而

聖化生命，正如聖餐就是致力將敬拜與生活連繫起來：

消費
與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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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奉上餅和酒，而不是小麥與萄葡，更不是奉上麵包師和釀酒師的勞動成果。我

們所奉上的，是人類雙手、腦袋、心靈與整個身體的共同努力。」（《敬拜不息》，

頁 51。）這種看法正與田立克將信仰定義為終極關懷不謀而合：就是我們需要時刻

摒除所有其他關懷，因為只有「主─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可十二 29-30）所以終極關懷是不受制約的，不依附於

性格、 欲望或環境的任何狀態條件，亦即信仰不能須臾離開終極關懷，否則便沒有

信仰可言。

　　換言之，現代人要接受基督教信仰，必然要面對消費欲望在人心靈的衝動，委

實是艱鉅的挑戰，但是「全然明白基督救贖奧祕的信息：就是每一個信徒重拾上帝

完美的形象與樣式，這樣才是真正相信基督的救贖，從而體會上帝對自己以及鄰舍

的愛，並且努力在不同的生活層面活出福音精神。」（John F. Kavanangh, Following 

Christ in a Consumer Society , p.198）由此可見，現今信徒及教會處身於消費文化的

社會之中，一方面不應離開世界，因為世界正是上帝所愛的，我們受召也是要在世

界中活出福音精神；另一方面教會也要避免將消費文化的負面影響帶進教會，甚至

瓦解教會的核心價值。

  我們的信仰精神歷來關懷弱勢，但近年來教會成功的指標就是建築物、人數及

錢財的龐大。上帝的使命乃差遣我們服侍世界，當然同工先要反思不要太過斤斤計較，

但作為地方教會的管理者，更要以信仰精神運作教會，而非以消費文化的商業手法「經

營教會」。聽說有些堂會要求傳道人每個月要帶領若干個新成員加入教會，就像商業

機構員工「孭數」般。尤為重要的是信眾怎樣看自己所屬的教會：是永生上帝的家

抑或是超級市場？如果是永生上帝的家，那麼無論家的情況是興旺或衰微都需要參

與其中；如果是超級市場，就會好像部分信徒，以選擇的心態進入教會，如果某些

事工、人事等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立即往其他教會跑。可惜他們往往並不易找到

最後落腳的地方，以致近年來信徒見面不再問「你屬哪一個教會？」，而是「最近你

在哪個教會聚會？」

　　30 年代中國教會有句口號「奮進教會，先從我入手。」（Revive Thy church 

beginning with me, O Lord！）其實這是禱文，目的是喚醒每一個信眾，先讓上帝作

工，從自己開始活出信仰，以延伸至教會和社會，促進上帝國完全實現於人間，深

信在今天這仍是回應消費與信仰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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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於6月25日假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舉行「家庭輔導的再思」講座暨工作坊。

是次活動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辦，有

百多名參加者，希望能藉此反思現有家

庭輔導存在的問題，並裝備信徒迎接時

代挑戰。

  講座由周榮富牧師主持。曾潔雯博

士首先從社會處境和政策分析香港家庭

面對的問題。她提到香港家庭面對的問

題日益增多，而相處時間少與素質下降

更令家庭容易發生磨擦。她認為今天的

「文盲」是一些不懂變通的人。因此，她

希望會眾能把是日信息傳開，讓更多人知

悉及改變過來。

  郭偉強先生則以「從社區服務透視香

港家庭面對的困難和挑戰」為題，以自己

昔日的例子，說明現今社會甚至教會都

忽略了同行者的角色，只着重於培訓輔導

「媽媽作家教你塑造愛讀孩子」講座報導
  本社於7月9日假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與該校合辦「媽媽作家教你塑造愛讀孩

子」講座，邀得兩位作家級媽媽黃幗坤和吳美筠，與在場約80位家長分享親子閱讀經

驗，問答環節時，家長均踴躍提問。

  兩位首先分享自己的愛讀故事。黃幗

坤最回味的閱讀故事，與「窮」字分不

開，雖然她小時很貧窮，但心靈世界卻因

書本而豐富。吳美筠小時也很貧窮，再加

上寂寞，閱讀抒解了她的寂寞，使她學會

安靜和發現自我。
左起：陳潔心（主持）、吳美筠、黃幗坤。

主持人及三位講者暢談心得。左起：周榮富牧師、
曹敏敬牧師、郭偉強先生、曾潔雯博士。

「家庭輔導的再思」
講座暨工作坊報導

■盧卓能



  下半場兩位則分享鼓勵孩子閱讀

的策略。黃幗坤借鑒猶太人優良的文

化，從小培養孩子閱讀的興趣，使他

們熱愛追求知識，受益終生。吳美筠

為孩子找合適的書，為他們創造愜意

的閱讀空間。她不贊成把閱讀跟學業

成績掛勾，否則鼓勵孩子閱讀就會變

得很艱難了。

  愛讀童年，從家庭開始。

員。其實，同行者只需要一對開放的耳

朵、願意聆聽的心靈，便能安慰身邊有需

要的人。

  最後，曹敏敬牧師從輔導角度探

討家庭牧養的挑戰。他引述摩爾（ T . 

More）的觀點，認為我們需以關懷去觸動

每一個靈魂。透過思考（thinking）、同在

（being）及實行（doing）與家庭一起成

長，也藉此給他們一杯涼水。

  講座後舉行工作坊，由何雪芬姑娘、

梁錦榮先生、盧松標先生、黃天安牧師、

文盧麗萍女士及蘇子強先生分別探討以

下課題：長者照顧、低收入家庭、親子關

係、長期病患、夫婦關係、青少年濫藥，

內容豐富，討論氣氛熱烈，參加者均表示

獲益良多。

*是次活動的簡報和講義資料，可瀏覽本社

網站 （www.cclc.org.hk）。

19

完場時，家長紛紛請兩位媽媽作家簽名，並請教親子
閱讀心得。

社長（前排左二）與是次講座嘉賓及工作坊講
員合照。 工作坊分為六個主題，由專人帶領探討。

（相片由基華小學提供）



2010-2011「愛讀不愛毒」計畫
聯校徵文比賽得獎名單

小四組 小五組 小六組

冠軍
蘇倬琪
拔臣小學

徐熙來
協和小學（長沙灣）

黃寶瑩
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亞軍
陳慧慈
基慧小學

王茵茵
基法小學

楊瑋絃
基灣小學（愛蝶灣）

季軍
黃凱晴

基華小學（九龍塘）
彭晴毅

協和小學（長沙灣）
張敏慧

協和小學（長沙灣）

*除冠、亞、季軍外，每個組別尚有 4名優異獎得主。

如欲細閱得獎名單及作品內容，請瀏覽本社網站（www.ccl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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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讀不愛毒」
精彩片段重溫

  開學啦！隨着新學期展開，標誌着「愛讀不愛毒」計畫

已踏入第二年。趁此機會，讓我們一起重溫首年的精彩內

容、相片及徵文比賽得獎名單。過去一年，我們為參與此計

畫的六所學校分別舉辦了兩次作家講座及三次好書分享活

動，承蒙出席的作家有孫慧玲、阿谷、君比、黃少芬、盧勁

馳、汪明欣、張潤衡等。我們還以「遠離毒品及追求積極人

生」為主題，舉辦了聯校徵文比賽，共有17間中華基督教會

區會小學參加。

  讓我們重溫「愛讀不愛毒」的精彩片段一覽及徵文比賽

得獎名單。



21

正生書院的梁寶儀老師（黑衣）
鼓勵同學多讀好書，要為擁有的一切
感恩。

講座後，同學爭相請孫慧玲老師簽名。

張潤衡勉勵同學要逆境自強。

如何擁有一個積極人生？
失明女作家汪明欣以自身經歷分享。

君比（左一）分享創作的四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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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 7 天的香港書展已於 7 月 26 日完滿

結束。今年書展吸引近 95 萬人次進場，創下

22年來的新紀錄。本社以「童閱世界，廣闊天

空」為主題，展出

多本新出版的「童

閱」書籍，盼望藉

着各種優質童書，

引領兒童投入多采

多姿的閱讀世界，

擴闊他們的眼界，

也增進知識。

  最 新 推 出 的

「童閱」書籍，有吳美筠

新作《雷明 9876》、英國

大文豪卻斯特頓懸疑小說

《業餘神探─布朗神父

奇案精選》、經典小說《托

爾斯泰說故事─短篇小說精選》

及生動有趣的《聖經寶物開心找》，

在書展中均廣受小讀者歡迎。

  除了童書外，我們也展出了一

系列神學、靈修、聖樂及輔導的新

書和經典作品。新書方面，以暢銷書作家馬可

士．伯格的作品《耶穌的另一面：歷史耶穌與

當代信仰的相遇》最為突出。此書的原著英文

版銷量超過 25 萬冊，中譯本也不負眾望，登

上了我們書展攤位的銷量榜首。

  這屆書展，我們得到很多讀者蒞臨支持，

在此衷心感謝各

位！我們會繼續努

力，出版更多優質

書籍，推動閱讀風

氣。明年香港書展

再見！

香 港 書 展 2 0 1 1
走進童閱世界　翱翔廣闊天空

1. 閱讀能夠啟迪心靈、開闊視野，正如我們的
主題。

2. 「童閱」書籍深得小讀者愛戴。
3. 今屆書展的銷量冠軍《耶穌的另一面》。
4. 「實用輔導叢書」是另一重點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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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來訪

 ■ 7 月 14 日華東神學院一行 9 人由謝

炳國院長率領來訪，由梁林開牧師、

馮壽松執事及社長接待。

 ■ 8 月 8 日崇基神學院吳炳華牧師帶領

內地學者及研究生共 51人訪問本社。

人事動態

 ■ 7 月 31 日市務部韓慧芬姊妹離職，

願主賜福前途。

 ■ 8 月 9-19 日社長翁傳鏗牧師以香港基

督教協進會宣教與人才培訓委員會主

席身分赴內蒙探訪。

基 督 教 文 藝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社長	 翁傳鏗   編輯委員會 堵建偉 施為 陳淑芬 陳潔心 馮載紅 葉玉萍 執行編輯 陳潔心
總辦事處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文藝書室 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電郵：bookroom@cclc.org.hk
雅善書室 九龍城馬頭涌道135號聖公會聖三一座堂 電話：2713 0903 傳真：2712 0896 電郵：ascent@cclc.org.hk
發行  新界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2697 0304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第二十七屆基督教聯合書展
日期：2011 年 10 月 15-23 日 

地點：九龍彌敦道 136 號 A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大禮堂

《希伯來聖經的文本、歷史與思想世界》

《基督教崇拜導論》

《道地靈修３》

《老年痴呆症─與患者及家屬同行》

歡迎蒞臨本社攤位選購好書！

欲知各項優惠詳情，請留意本社網站 www.ccl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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