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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因政治的問題，社會

被撕裂了。雖然我們不能說：「教會

也被撕裂了。」但教會與教會之間，

又或是在同一堂會中，我們看見兩

代不同意見的浮現，不同政見的信

徒彼此關係的破壞。

新世代的青少年，對社會現狀多

有不滿。年長一輩（指成年及長者）

多經歷無怨無悔的刻苦奮鬥，才有

今天安穩的成果；看見年青一輩的

不滿時，認為他們是被寵壞的一羣； 

但另一邊廂，年青人認為年長者不明

白他們今日所面對的處境，只懂教他

們忍耐。年青人甚或覺得，年長者在 

社會或教會中只懂話事，並沒有理 

會年青一輩的心聲。無論在社會或 

教會，兩代間意見分歧，政治只是 

冰山一角而已。

「日光之下無新事。」但時 

代不同，大家面對的困難也有不

同。上世代不是人人有書讀，讀不

成書，靠努力也可生活，小生意經

營也可以致富。今天人人有書讀，

但他們不單要贏在起跑線，還要在

持續競爭和集團式壟斷的壓力下

去爭取機會。年長者能以過去的勤

奮勉勵年青人的同時，能明白今天 

年青人的困苦，不予以苛責；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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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廂，年青人能知悉有人的愛護，勉勵自己發奮圖強，共建

兩代的和睦，實為今天社會所應珍惜的。

教會，一直給人的印象，是和諧合一的，這只因為教會多

講個人信仰的事——傳福音領人歸主、信徒有靈修生活、熱心

參與教會事奉和奉獻⋯⋯教會亦常以政教分離、政治中立等，

避免談論社會及政治的事。但我們明白，人生活在社會中，

必受社會與政治所影響。這正如聖經所說：「首先要為人人祈

求、禱告、代求、感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

我們能夠敬虔端正地過平穩寧靜的生活。」（提前二1-2，《和

合本修訂版》）

年輕一代關心社會和政治的事，實在是一件好事。他們

所關心的，不只是投票選舉的事，還有環保、文化的承傳與

發展、社區的和諧等等。在今天只顧經濟發展的目標下，他

們看見社會的不公，亦看見前輩以「和理非非」的方式想改革 

社會，但並無進展。教會年青人當然多不認同暴力，但對社會

的不公難不懷有憤怒。假若只是壓抑他們的思想，為避免教會

中信徒因不同意見而產生分裂，避而不談，只會令他們對教會

更為不滿。

雖然大家意見可有不同，但教會中長者能與年青人同行，

從信仰、社會現狀、不同年紀人士的經歷和觀點，一同探索，

一同掙扎，一同關心社會和政治，這實在是美事。

近年不少青少年關心社會，甚至想參政，這也是一件好

事。教會給青年的印象是封閉，管理教會多為長執。要讓青 

少年覺得這教會是「我的家，我有分兒在其中」，實也應讓他

們在管理和發展教會事工上有分參與。

教會的合一與和諧，並不表示是意見一致，甚至是「河

蟹」。聖經中所說，「意志相同，愛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

一致的想法⋯⋯」（腓二2，《和合本修訂版》），乃是指效法

耶穌基督的心，能謙卑服侍他人，能不貪圖權與利，能多顧及

他人的事，能多從他人的角度來看事物⋯⋯教會信眾的團契

生活本應就是如此。不單是兩代之間，事實上，人與人之間，

因不同經歷，對事物的看法總會不盡相同。政治分歧的意見，

例如所謂「藍絲」或「黃絲」，同時都會在年長者中間出現。 

能彼此聆聽，尊重不同意見，才能建立和睦的關係。「彼 

此」的意思，就是要有「彼」，亦有「此」，而非「非此則彼」 

或「非彼則此」。

在今天撕裂的社會中，教會的合一和諧，實在是美好 

的見證。耶穌說：「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

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35）教會要成為教會，讓世人知道

我們在耶穌基督的管治下，在多元不同中合而為一（unity in 

diversity）。



香港的教會存有不少病 ，久久

未能得到正視。若我們繼續忽略自我

檢視和他者的批評，未能及時改正之

餘，也會招來教外人輕視和抗拒。教

會反成福音傳播的敵擋者而不自知。 

言行不一與信仰守望
部分信徒習慣以個人信仰理解作

為多元社會道德準則。他們會持強硬

立場和輕視的態度看待弱勢羣體的

權益，向社會不公沉默或胡亂釋經， 

甚至躲入宗教的保護傘內。難道教會

願意被視為「勇於挑戰弱勢權益」，

卻怯於伸張公義嗎？主耶穌昔日沒有

自限於講台與會堂，當今信徒亦不應

自限於個人生命的聖潔和福音事工，

卻要成為社會的守望者，真正地向 

上主交賬。

遇到有牧者胡亂釋經或發表不

當言論，眾教會領袖未有及時公開指

正，歪理隨之絆倒信徒與世人。教會

應借鏡使徒保羅的敢言，對抗不純正

的教導，指責靠攏權勢的行為，否則

教會羣體只會空有和諧外表而欠缺信

仰原則，問題隨之植根與擴散，教世

人對福音失望與卻步。

交流平台
礙於固有教會文化和經歷，資深

及能幹的牧者容易被孤立為權威或

強勢的領導者，阻礙與會眾的交流。

在長期單向信息傳遞和文化差異的

催化下，「一言堂」形象隨之被塑造

或定性，產生誤會與偏見。即或有透

過相熟的資深肢體作意見收集，難免

形成「圈內」與「圈外」之感，效益也

不彰。資深牧者與新晉牧者之間亦面

對相同難題，若沒有適切的溝通和了

解，徒添雙方壓力之餘，亦會嚇退後

來者甚或傷害教會。資深牧者繼而對

新晉牧者給予更多壓力、更顯偏執，

問題自然不斷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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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牧者要容讓專業肢體和後進

更多參與教會事務，適當地讓他們在

小錯中成長。這些牧者也要放下身段

參與小組團契或聚餐，放下偏執並主

動聆聽年青信徒的意見和心聲；信

徒也應越過圍牆關懷牧者，主動提出

意見以負起守望員之責，遇有牧者講

出不合宜的說話，亦應以委婉或尊重

的言辭作出建議。有容乃大，只要牧

者以身作則，會眾必會心領神會地學

習，建立尊重和體諒的交流。

流行信仰文化
信徒容易透過網絡接觸錯誤的信

仰知識，根基淺薄者若然疏於求證，

更會習非成是。尤其當片語式經文鼓

勵語、似是而非的抽象信仰抒情文盛

行，信仰幼苗難免被引導側重廉價的

心靈慰藉，有礙其整全的信仰成長。

信徒不能側重崇拜講道或短句式的查

經，忽視聖經或教會傳統的認知和理

解。教會亦要理清信仰認知的謬誤，

重申作門徒的代價，洗去着重得來

世救恩、輕視現世天國責任的誤解，

才能推動信仰追求的自覺，加深聖經

研習的氣氛，讓信仰不是流於表面或

文字短句的結連，建立緊密的信仰 

羣體。

基督徒若能看重聖經的理解、傳

統的承傳和聖禮的感化，尋求適當的

認知，才可建立實在的信仰生活，教

會才能健康地傳承，見證福音，榮耀

上主。

水鳥

基督徒，熱愛閱讀，特別喜愛聖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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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泰澤團體有一個清晰的召

命，就是致力與上主及人類修和、

共融。他們的召命包含兩個抱負：透 

過禱告進到內修生活，以及致力使 

這個世界能夠成為人類過更好生活的

地方。1

在政治環境複雜的香港，不少信

徒以行動來回應社會及教會議題，

他們認為這既是信徒的責任，也是對

社會負責的表現。不論他們的見解如

何，筆者都會欣賞這些信徒的勇氣及

努力，然而，羅哲弟兄的生命提醒我

們，原來我們可以用另一方式來回應

信仰。他選擇在法國的小村莊，以修

道的方式每一天為世界禱告。當我們

以為修道就像躲進山洞中不問世事，

只為提高自己的屬靈生命時，羅哲弟

兄卻告訴我們，沒有任何行動比禱告

更負責任。他認為禱告使我們有勇氣

委身為他人爭取自由，同時亦能與上

主保持一份內在的關係。2

見網民喜愛引用彌迦書六章8節

來說明信徒該如何行善。如果說「行

公義，好憐憫」是外在的行動，以建構 

更美善的社會，那麼，「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上帝同行」就是內在的靈性操

練，使自己全然託付上主，兩者相輔

相成，不能分割。我們的心擁有耶穌

的生命時，我們的行動才能像基督一

樣。我們被呼召出來事奉主，但我們

在生活中仍不斷尋索自己的召命，是

因為我們有疑惑，不清楚事奉的路是

否正確。然而，當心靈匱乏時，禱告

令我們記得復活在祂，生命也在祂。

生命的主用祂的靈滋養我們的生命。

只要我們恆常擁有禱告的生命，就會

感受到聖靈從不間斷地臨在我們生命

中，並不住地帶領着我們走過前路，

使我們懂得如何與上主及人類修和、

共融。

屬靈的人往往能用簡單的言詞道

出洞見，羅哲弟兄就是這一種人。他

的禱詞不浮誇，他的行動不激進，他

的生活簡樸，他親身與貧困者一起生

活，他的生命讓人看見上主的美善，他

單純地信靠上主。今天，人與人之間

缺少了一份互信，羅哲弟兄及泰澤團

體的生活方式，正正提醒我們作為信

徒的基本步是單純地以祈禱的心信靠

上主，並相信上主會帶領我們回到祂

的召命當中。今年8月10至14日，泰

澤團體將在香港長洲舉行東亞青年聚

會「信心與修和的朝聖旅程」，3歡迎大

家進退有時，以禱告的心前來一同修

和、共融地生活。

《盼望之路： 
泰澤羅哲弟兄的最後良言》
泰澤羅哲弟兄 著 / 范晉豪 譯
Cat. No. 1182.01 / ISBN 978-962-294-238-7
139頁 / HK$85

張梓賢

聖公會聖三一座堂青年幹事，崇基神學院

產品，曾在泰澤生活數月，與一眾曾在泰

澤生活的青年人聚成「泰澤同鄉會」，分享

泰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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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澤羅哲弟兄著，范晉豪譯，《盼望之
路：泰澤羅哲弟兄的最後良言》（基督
教文藝出版社，2015），頁49。

2  同上，頁53。 

3 詳情可見泰澤團體的官方網站：http://
www.taize.fr/zh_article18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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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健康教會：以家庭系統理論處理教會衝突》
Creating a Healthier Church:
Family Systems Theory, Leadership, and Congregational Life

作者：李察遜（Ronald W. Richardson）
譯者：阮雅瑜　黃杰輝
審訂者：陳蘇陳英
Cat. No. 3035 / ISBN 978-962-294-868-6
xvii+237頁/ HK$128

在高度焦慮時，教會內較不成熟的人

會試圖推動相同一致性和依照規範行事，

以達致社羣合一或連結。若使用保羅的

比喻，這像是說我們必須全部成為腳或手 

或眼。

這教會將有很強烈的「聚焦於他人」的

形態：教會將不斷監察，看看這些人是否

順從，「應當」怎樣怎樣，達成教會的期望，

又以教會領袖的標準，評定他們作為「真基

督徒」的程度。批判他人信仰與行為的元素

非常明顯，這是影響谷景教會內關係的情

緒氛圍最重要的因素。每一個人都清楚地

認為他人沒有成為他們「應當」有的樣子。

較成熟的人對自我或個體性有較強烈

的感覺，他們經歷邁向成熟連結的途徑是

對他人注意、有興趣和好奇，尤其希望知道

他人有甚麼不同。在這形式的合一中，他們

會對多樣化、差異性和獨特性感覺自在。

成熟的個體性會令我們更盡力為自

己的信念和生命原則下更清楚的定義，並

思考自己的行為，審視自己是否符合我們

說出來的信念。這是「聚焦於自己」（self 

focus），不是審判性的「聚焦於他人」（other 

focus）。我們較注意自己的難題與困難，負

起自己的責任。用耶穌的話來說，這些教會

成員少些將焦點放在他人眼中的「刺」，多

些處理自己眼中的「樑木」。

在第三教會，雖然沒有人會喜歡扛起

責任，處理那主日早上的爛攤子，但每個人

都肯改變自己對該主日的意願與計畫，配

合更大的需要，幫忙處理當前的事。各成員

靈活地處理那早上獨特的挑戰，同時又或

多或少履行平日的職責。他們也尊重別人

的特別需要，甚或錯誤，沒有標籤他人是

「錯」或「壞」或「不勝任」的。結果，教會成

員能和衷共濟，暢順地完成工作。

在谷景教會，互相尊重的觀念非常薄

弱，認為他人「錯」的感覺卻異常強烈，於

是威脅與反應活動都達到高水平，要完成

工作，教會要走的路困難得多。面對處境，

各成員的反應不夠靈活。每一個新難題、

參與者的每次溝通，以及處理難題時，為

令自我較舒服而走的每一步，都導致對他

人不甚尊重，他人也以同樣態度回應。

危機出現時，情緒成熟較低的人會變

得更焦慮，連結驅力受激化，各人堅持所

有人要以同一立場或同一套信念來行事；

可是，這種自動與不經思考的立場通常會

教會裏的生命驅力
摘自《共建健康教會》，第7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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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作者很精闢地將「博域家庭系統理論」應用於我們如何理解教會羣體的動態，從而
使牧養能更有效。這本書是難得的資源，幫助我們將基督的信仰活得更扎實，更靈活，
使我們在教會羣體中更能活出基督的形象和繫連妙結的精神。本書提供了一個藍本， 

讓牧者和信徒以一個嶄新的角度認識教會羣體的情緒運作，並提供很實際的方法去處理
教會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作者簡介

　　李察遜（Ronald W. Richardson）是生活系統（Living Systems）前行政總監，生活系統
乃一所機構，按精神科醫生梅利．博域（Murray Bowen）的家庭系統理論而提供輔導、 

培訓、教育和研究。他也是經驗豐富的教牧輔導員，以及長老會退休牧師。他就家庭
系統理論著作不少，包括：《走出婚姻戰場》（Couples in Conflict）、Becoming a Healthier 

Pastor、Polarization and the Healthier Church。

審訂者簡介

　　陳蘇陳英，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國際社家庭學院服務總監，家庭治療師，自1990年
初，開始研習「博域家庭系統理論」。陳女士現為「博域家庭研究中心」「促進博域理論 

發展」委員會成員，除於香港積極推行此理論，亦曾於美國、台灣和內地的研討會主講 

博域理論的應用。她亦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譽助理教授，及香港專業
輔導人員協會之認可督導和副院士。

破壞社羣。在危機之中，若要做到行動上的合一，是要各人有能力（和自由）對已知的情

況，深思熟慮，並以尊重的態度與他人分享自己的見解。



此衝突，人不容於政治勢力，人對現

實與自然的反叛，人對社會機制的質

疑，更難處理的，是人內心的矛盾和

衝突。無論是源於人為、環境現實，或

心理的、習慣性的障礙，只有衝突能

引動轉折，一次嶄新的發現，重新放

棄或堅持，或扭轉，才構成戲劇性情

節。然而戲劇性不是感動和引發共鳴

的全部能量，它還需要借鏡劇場美學

和結合影像、聲音、文學、戲劇甚至科

技等各種電影元素。關鍵是主題及創

作意念的構思怎樣形成，怎樣不重複

前人，追求深刻的意念，避免平庸，這

部手冊並沒有幫助我們。意念是關乎

生命的主題，人性的問題：生存的困

境，內心的叛逆和恐懼，生與死，愛恨

與饒恕，夢想與絕望等等。如果優秀

的編劇像上帝能看透萬事，他為人類

編寫的劇本應該怎樣鋪展？怎樣把一

個故事設計得引人入勝呢？

傳統西方戲劇目的是娛樂教育，

說教對現代消費者已失去了市場，對

觀眾運使影響的權力只會成為劇作家

的負擔。如果真的如高行健在《論戲

劇》所言，現代戲劇的美學是一種不

僅僅訴諸情感的精神境界。「劇作中

傳達的思想和對人生的認知不靠簡

單的是非判斷，而是通過審美來實現

的。審美不僅僅訴諸理性，同人的情

感（affection）聯繫更為密切。」富能量

的戲劇性轉折，很多時便是帶着時間

空間和心理上的距離，發現現代人面

對無孔不入的困境，內心的焦慮，才

可能帶來喚醒。這種困境中的超拔和

淨化，不是簡單的喜劇收場所可包攬

的。當然，我們不能只看劇本不看電

影，也不能被影像吸引而忽略一劇之

本；同樣，我們不能只以為電影即劇

情片，而不知有意大利導演兼文學家

柏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 1922-1975）

早在1965年所提出的「詩的電影」 

一樣。

已逝的影視圈奇才吳昊與大學

電影學院講師陳家樂合著的《編劇手

冊》，是編劇入門，書中羅列所有電影

編劇基本功，包括劇本格式和結構、

分幕及分場的段落處理、場面設計及

寫法、人物塑造、對白要求、情節模

式、起橋（即引入開首）技巧等，均

一一分類說明，並輔以國際知名電影

的劇本舉例指引，初哥讀到《少林足

球》的對白、《香港製造》的故事大綱、

《不道德的交易》的劇本分場，也的確

或能具體明瞭一個合乎規格、有板有

眼的劇本模樣。

書中所談論的明顯是主流港產片

的類型劇情片的編劇方法，自然不包

括較少出現在娛樂消費市場的史詩電

影、詩化電影、歌舞片、紀錄片等類

型。人生如戲，戲劇人生。無論舞台或

大銀幕，建構故事的骨節點始於也不

止於人物、場面、情節三部曲，而是要

有所謂「戲」──構成感動和引發共鳴

的力量。所謂情節的建構，往往在最

人性最迂迴的衝突和轉捩點上。

人生不可能沒有衝突，人生根本

就是由衝突構成：人與人固然經常彼

吳美筠

作家、藝評人、文學策畫人，寫詩也寫小

說。曾任教大專院校，現擔任香港藝術發

展局民選委員及文學組主席。

從
困
境
中
的
超
拔

現

代

人

需

要

的
「

戲

劇

性

」

《編劇手冊》
吳昊、陳家樂合著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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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蔚芹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編輯

感中醒悟過來，明白信仰的精髓不

是「緩和我們對確定感和安全感的渴

求」，反而是「教曉我們如何活在奧祕

中。」（頁17）就這樣理解的信仰，是

「靈性」的，因為我們在面對自己的懷

疑的時候，我們無可避免的需要認清

自己的限制，擁抱我們作為一個活於

特定時間、空間之內的有限凡人這一

事實，只是與此同時，我們不放棄認

識、關懷、參與這世界。

當我們學懂擁抱懷疑，我們才懂

得信仰之為何。當我們開始領略到這

一點，我們才能開始讀通哈力克神父

這部自由地穿梭於信仰傳統、歷史、

文化、當代處境、神學、社會學的作

品，才能真正進入他所構築的文字網

絡之中的層層意念思緒。

對許多人來說，懷疑，不是我們

希望抱有的態度或情緒。舒爾茲在

《花生漫畫》中所描繪的查理．布朗，

常常愁眉不展，往往是在擔憂着甚

麼事情似的，不少人對「懷疑」的印

象，就是視之如查理．布朗的性格那

般，其同義字就是「負面」、「偏執」、

「疑神疑鬼」。而這種「查理．布朗」

還有一個我們都很熟識的基督教版

本，他名叫「多疑的多馬」（Doubting 

Thomas）。

然而，在《擁抱懷疑的信仰》中，

作者哈力克神父給我們指向另一個理

解「懷疑」的可能方向：懷疑，非但不

是信仰的相反，更是邁向信仰之為信

仰不可或缺的元素。

這麼的一種「懷疑」，真的可

能嗎 ? 要打通這一關竅，關鍵首先

在於我們學懂區分憤世嫉俗指控式

（cynical）的質疑，跟一種源於思忖推

敲（pondering）的疑惑，哈力克神父

所說的懷疑，更近乎後者，這種「懷

疑」並不是心存怨懟的指責，也不是

偏執敏感的多疑，而是坦承自己的

有限與不知，直面對信仰、對自身、

對世界的不確定，但仍在其中探索 

思考。

哈力克認為無神論、宗教原教旨

主義、膚淺的狂熱信仰三者，其實本

質上沒多大區別，皆只從確定性理解

萬事萬物，無神論者確切地否定上主

的存在，後兩者則確切地認定上主必

然如此如此作為。但真正成熟、堅毅

的信仰，卻是深諳我們一己的限制，

既不流於一刀切的否定信仰，亦不墮

入粗淺的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之中，

處身於確定與否定之間的居間（in-

between），在懷疑之中尋問。

再進一步來說，擁抱懷疑，就是

脫離那種視自己、別人、世界為鐵板

一塊無可改變事實的視界，進到懷疑

之中，就是我們坦承自己並沒有能

包攬解釋萬物之所然的答案，我們

所能做的，只有先懸置判斷，耐心地

尋問，一步一步的釐清。而更加核心

的，是對上主抱持着耐性，即便是在

上主看似隱匿遙遠的時刻，是我們在

經歷心靈暗夜的時刻，在快要捉不住

的時刻，抓住信仰。

值得留意的是，這種信仰情態，

不但可在如撒該那樣對信仰抱持觀

望態度猶豫不決的人身上找到，更是

常見於信仰旅途上走了很長一段日子

的信徒。而這樣的信仰，並不使人安

舒，或更甚者，它是一種帶來「不安」

的信仰，因為它讓我們從虛幻的安全

《擁抱懷疑的信仰》
湯馬斯﹒哈力克（Tomáš Halík）著
徐美琪　譯 / Cat. No. 1181
ISBN 978-962-294-248-6 / 260頁 / HK$128



本書易讀易懂，縱觀了基督教的精華，伯格下筆清晰又準確。  Publishers Weekly

此書是個可喜的、深入淺出、牧靈的奉獻。伯格提供了一條重要的路，具積極作
用，使人慎重地再思福音。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Christian Century

作者簡介

馬可士．伯格（Marcus Borg, 1942-2015），為美國俄立岡州聖公會聖三一座堂（Trinity 

Episcopal Cathedral）教憲、牛津大學博士，曾任俄立岡州州立大學的宗教文化系系 

主任。著作近二十種，包括《耶穌的另一面》、《信仰關鍵詞》、《我們從未知曉的 

上帝》等。

譯者簡介

王忻，英國格拉斯哥文學與神學博士，曾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

學院助理教授、恆生管理學院講師，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及

公開大學翻譯課程。近年致力推動「看聖經學英語傳福音」

（www.selbl.org），以及宗教翻譯研究。

  本書結合了學術、經驗和回憶的方式，讓讀者進深認識基督教與基督徒生活。

伯格指出基督教信仰發展至今，不少核心觀念已偏離原意，令好些信徒一味埋首教

條，導致生命欠缺氣質和感染力。

  他強調信徒除卻得救，更當關注上帝所熱衷的神聖價值，就是公義和愛，並要

打開心扉，着眼於生命的轉化，透過踐行信仰歷久常新的元素，使人神關係更上層

樓。若信徒能對信仰「另眼相看」，更新固有狹隘的理解，會發現信仰其實既能滿足

頭腦，也能踴躍心靈。

在 幻 變 雜 沓 的 世 界 中
尋 回 信 仰 核 心 和 熱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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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有心：基督徒人生的再發現》
 The Heart of Christianity

By Marcus J. Borg
馬可士．伯格 著 王忻 等譯

Cat. No. 987.03 / ISBN 978-962-294-237-0



踏進2016年似乎氣氛有點沉重，

除了恐怖襲擊、經濟危機、社會紛爭之

外⋯⋯，基督教出版仍如年初嚴冬天氣

般，除了書室結業仍然繼續之外，出版

量也趨向減少。

但我們仍需懷着信心，緊靠上主，

盡力而為，現謹報告如下：

出版情況

• 初版╱修訂書共11種：

《自閉症》、《耶穌基督的天國運動》

（代印）、《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編年

史（1860-1911）》、《一部民族聖詩的

誕生》、《「佔領宗教」：羣眾神學》、 

《傳講聖道》、《人格素描靈修學》、《選

詞會意》、《濃濃真光情——福華哥感

恩特輯》（代印及製作）、《話語服侍》、 

《盼望之路》

• 再版書共34種

• 文藝通訊共6期

• 如果與2015年相比，新書出版少了5

種，而再版書則多了16種，情況差強

人意，期望今年能夠加倍努力，達致每

年基本指標24種新書。

翁傳鏗

第四十次(2016年)周年大會社長報告

人事動態

• 4月21日市務助理謝希文姊妹離職，願

主賜福前路。

• 5月3日市務助理林明慧姊妹上任。

• 7月31日助理編輯潘樂敏姊妹離職，願

主賜福前路。

• 9月5日中文聖經註釋舊約編輯丘恩處

牧師主懷安息。

• 11月10日荷蒙周永健博士答允擔任中

文聖經註釋舊約編輯。

文化活動

• 1月17日於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舉

辦「教孩子講故事」講座，邀得蕭岳煊

博士擔任講員。

• 3月18日舉辦「細耕心靈好土──培育

信望愛實例」宗教教育講座。

• 3月21日與塔冷通心靈書舍合辦「我信

與我們信──信經的內容特色與現代

意義」講座，邀得盧龍光牧師及蔡惠民

神父擔任講員。

• 4月18日假協和（長沙灣）小學舉行「第

三屆校際聖經故事比賽」。

• 4月24至26日本社與道風山基督教叢

林合辦泰澤退修：「作地上的鹽」。

社長室   　17



• 5月17日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香

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合辦「說﹒書﹒

會——網絡沉溺：深淵中覓出路」。

• 6月13日與新生精神康復會及香港中

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家庭及小組實務

研究中心合辦「朗程天空：青少年面對

自閉症的挑戰與機遇」講座。

• 6月23日基慈小學老師帶領五年級

二十多位學生來訪，了解書籍出版過

程，並即場閱讀及選購本社書籍，由鄭

堅徒、許佩茵、陳潔心及馮載紅四位同

工介紹及接待。

• 6月27日與時代論壇及塔冷通心靈書舍

合辦「簡樸生活的靈修體驗」分享會。

• 7月15日至21日參與香港書展，主題

「航向本源．讀出新天」。

• 8月1日至10日參與港九培靈研經會展

銷書展。

• 10月23日至31日參與「基督教聯合書

展」，主題「聆聽聖言．懷抱盼望」。

使命鞏固

• 9月11日假聖公會聖約瑟堂舉行同工

退修會，邀請周榮富牧師主題分享「同

心同行　專業更新」。

對外聯繫

• 1月6日福建神學院院長岳清華博士來

訪，由社長接待。

• 1月16日廣西聖經培訓學校李燕峰牧

師及梅山閣牧師來訪，由社長及葉玉

萍同工接待。

• 1月22日社長偕十二位同工出席基督

徒合一祈禱周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

拜。

• 2月9至14日社長偕同葉玉萍及吳蔚芹

兩位同工赴台灣觀摩台北國際書展，

並與總代理台灣教會公報社及同業交

流。

• 3月4日社長出席崇基學院第六屆崇

基基督教文化節開幕禮並擔任剪綵嘉

賓。

• 3月17日社長偕同葉玉萍同工探訪香

港聖樂促進會會長譚靜芝博士。

• 3月22日社長出席第六屆崇基基督教

文化節閉會禮，並擔任祈禱。

• 4月8至11日社長應邀赴閩探訪福建神

學院、福州培訓班及福清培訓班。

• 4月17日北京市基督教兩會一行十人

來訪，由社長接待。

• 4月19日社長出席香港華人基督教聯

會百周年會慶感恩崇拜暨宴會。

• 4月20至27日社長偕同麥燕芬同工參

與基督教文化學會應國家宗教局邀請

參與河南訪問團。

• 5月15日社長出席愛德基金會三十周

年感恩晚宴。

• 5月19日安徽省宗教局及基督教兩會

代表團來訪，由社長接待。

• 5月29日社長出席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會長林崇智牧師就職典禮。

• 5月31日社長出席聖三一座堂主任鄧

慶年會吏長就職感恩崇拜暨晚宴。

• 6月2至3日社長及司庫馮壽松執事出

席福建神學院新校區落成典禮。

• 6月26日社長出席基督教出版聯會周

年大會。

• 6月25至28日社長出席循道衞理聯合

四十周年教會路向領袖諮詢會議。

• 8月6日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內地學者

一行36人來訪，由社長接待。

• 8月14至18日社長偕同葉玉萍、馮載

紅、李建明、江程輝及吳蔚芹同工赴穗

參加南國書香節，並順道拜訪廣州市

兩會、地方堂會及協和神學院。

• 8月31至9月4日社長以香港基督教協

進會宣教及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身份

赴大理聖經學院主領開學前退修會。

• 9月22日社長出席香港宗教界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大會。

• 10月16日社長出席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周年大會，社長及易嘉濂博士獲選為

執委。

• 10月26至30日主席陳衍昌法政牧師帶

領李志剛牧師、馮壽松執事、翁傳鏗牧

師、葉玉萍同工、鄭堅徒同工、江程輝

同工及吳蔚芹同工赴上海、南京及北

京拜訪全國兩會傳播部、國家宗教局

文化出版社、愛德基金會印刷廠及各

地神學院。

• 11月1至8日社長參與愛德基金會三十

周年考察及慶典。

• 11月13日社長出席基督教家庭服務中

心周年大會。

• 11月18日社長出席香港教牧關懷輔導

協會特別會員大會。

• 11月20日社長出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特別管理委員會及周年大會。

• 11月23至26日社長赴上海參與高級論

壇。

• 12月9日社長出席基督教中國宗教文

化研究社周年大會。

• 12月29日福建神學院院長岳清華博士

來訪，由社長接待。

未來展望

去年我們決定改以文化活動，直

接傳銷，加強與堂會及學校合作⋯⋯，

成為突破困境的努力方向，雖然陸續落

實，並且有少許成果，但我們不敢自滿，

仍需繼續努力，盼望執委及同工繼續努

力，毋負上主託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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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沉溺必有因　親子關係要做好

  在這網絡時代，上網已成為人人的生活習慣，不少年輕人甚
至機不離手，令家長束手無策。本社早前舉辦的《網絡沉溺：在深
淵中尋出路》讀書會，請來「網開新一面」網絡沉溺輔導中心主任
李展熙先生解答家長的疑難。他指出，如子女有沉溺傾向，家長
應先了解子女正面對甚麼問題。

  李展熙更即場教導家長「六小步」技巧，幫助家長評估親子關
係，逐步拉近與子女的距離。不少家長都擔心，子女不願意與他
們傾吐心事。他認為年輕人遇到困難，大多會向父母尋求幫助，
只是大人常常忽略了他們的求救訊號，甚至開口便責罵，令子女
卻步。故此，家長與子女溝通時要多點耐性，陪伴他們一起解決
問題。

  是次讀書會討論的《網絡沉溺：在深淵中尋出路》一書，由輔
導人員、學者、醫生等各方專家撰寫，從同行者、家庭、輔導、精
神健康和信仰方面了解青少年沉溺網絡的現況，幫助沉溺者尋找
出路，重返社羣。本書亦適合受助者家長閱讀，學習如何關懷及
幫助沉溺者。

如需援助，可致電「網開新一面」網絡沉溺輔導中心熱線：2561 0363。

本社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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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為 陳潔心　吳蔚芹　馮載紅　江程輝（執行編輯）　　設計　許佩茵 鄭堅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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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動態嘉賓到訪

活動消息

• 3月21日〈Minister〉雜誌記者松
谷信司及崇基神學院研究員松
谷曄介來訪，由社長接待。

• 4月23日河南省兩會代表團來
訪，由社長接待。

• 4月16日本社與道風山基督教
叢林合辦泰澤退修日營：「慈悲
的勇氣」，反應熱烈。

• 3月1日執委沈冠堯牧師主懷 

安息，追思會及安息禮拜分別 

於3月25及26日舉行。社長於
追思會擔任分享，本社執行委員
陳佐才法政牧師在安息禮拜擔
任扶靈。

永遠懷念沈冠堯牧師

（1924-2016）

• 3月31日社長乘赴穗講道之便，
探訪廣東省兩會。

• 4月18至20日社長應邀前赴福
建神學院分享文字事工。

教會本是一個實踐愛的地方，可惜因着人性的軟弱、肢體間的誤會， 

令不少人傷心失望，甚至離開教會。「博域家庭系統理論」讓牧者和 

信徒以一個嶄新的角度認識教會羣體的情緒運作，用實際方法處理教會面

對的困難和挑戰，共建健康教會。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主辦

2016年 6月 25日（星期六）下午 2:30–5:00
聖公會諸聖座堂一樓感恩堂（九龍旺角白布街 11號）

費用全免　歡迎報名
電話報名：2 3 6 7  8 0 3 1  網上報名：w w w. c c l c . o r g. h k

講座推介
原價：$128
現場 8折：$102

題目  分享嘉賓

教會內信徒衝突的現象
 何志滌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堂主任）

以家庭系統理論處理 
教會衝突

 陳蘇陳英女士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國際社家庭學院服務總監）

培訓全人健康的領袖
 譚楊美寶博士
（香港浸信會醫院主任院牧）

本社動態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 
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腓立比書二章 1-2節）

文藝書籍熱賣榜
2016年 3-4月

 1. 童年的困擾(增修版)：親子溝通藝術
 2. 普天頌讚 (2006新修訂版 ) 音樂本 (中 /英 )

 3. 網絡沉溺：在深淵中尋出路
 4. 盼望之路：泰澤羅哲弟兄的最後良言
 5. 基督教世界史
 6. 彌賽亞 Messiah (English Version)

 7. 擁抱懷疑的信仰
 8. 共建健康教會：以家庭系統理論處理教會衝突
 9. 阿德找阿德：兒童為本遊戲治療
 10. 普天頌讚 (1977修訂版 ) 中英五線連數字譜 (精裝 )

6月 25日「共建健康教會」講座，
免費講座，歡迎報名。詳見頁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