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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攝於 2024 年 5 月 31 日「作主門徒 興旺教會 
—— 由祈禱開始 5-3-1 運動」祈禱會後

各位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

　　非常感恩，隨著本教區啓動「5-3-1 運動」，

不少教友比從前更重視福傳工作，並經常思考如

何在生命中廣傳福音；更值得高興的是，大家都

嘗試付諸行動！傳福音時，我們有時會為不知道

該說甚麼而擔心，亦會擔心所講的是否正確。

　　十二世紀聖人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

曾說︰「要常常宣講上帝的福音，需要時就開口講吧！」生命影響生命，我們的生命，是最有力引領人

追求上帝真理的途徑。當家人、朋友、同事看見我們的生命見證，他們就自然會被耶穌的愛和大能吸引；

當我們嘗試邀請他們來教會時，他們就更可能欣然接受。

　　我認識一位姊妹，她篤信佛教多年，內心仍然沒有平安。某年，她應兒子邀請出席聖誕歌述崇拜，

並在崇拜中感受到一份莫名奇妙的平安。因為這份平安，觸發她進一步了解這個信仰，開始學習依賴上

帝，並把一切的憂慮卸給祂，最終決志信主。

　　這位姊妹是烹飪高手，很擅長煲老火湯。退休後，空閒時間多了，於是自發每周都煲一大鍋湯，分

送給工作繁忙的教友、鄰舍、朋友，使他們能有湯水滋補身體。因著她的善意和關心，許多人對基督徒

產生好奇，開始接觸教會，然後決志跟隨主。她成為教會裡其中一位帶領最多人信主的「主的門徒」。

我為她的行動感謝主！

　　今天，在我們身邊有哪位同事、朋友、鄰居需要我們特別關心？我們可以如何表達這份關心？我們

又可以邀請哪一位來參加教會的活動？在未來數月，我們的牧區 / 傳道區有甚麼活動特別適合他們來參加

嗎？願我們都嘗試作出邀請，繼續把福音廣傳。願上帝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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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傳福音，只要願意，就有很多參與的

機會。表面上，我們比早期教會，或今天限制宗教自由之地的信徒

來得幸福。但當我們細心思想，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域的基督徒，大

家面對的傳福音困難和問題，其實只是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我們生活在一個五光十色的世界，一個充滿各樣試探、世俗主

義和多元價值膨脹的時代，當我們在眾人面前宣稱耶穌基督是主、

是上帝兒子的時候，我們實在需要莫大的信心和勇氣。特別在新冠

疫情之後，香港人面對不明朗的前景，疲弱的經濟，變幻不定的國

際形勢，教會應如何把握時機，為社會傳播平安與喜樂的福音呢？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一個恆久不變的道理。

謝子和主教於 2022 年成立「牧區發展小組」，旨在探討一切有助牧

區和傳道區「質」與「量」增長的發展策略。所謂「質」，便是指

信徒的信仰表現、培育和成長；「量」就是信徒的人數增長、宣教、

事奉和奉獻等。小組於 2022 年 9 月發表了一份建議報告（在此不作

詳述），其中有關教區過去 18 年（由 2003 至 2021 年）的增長情況

值得大家留意：

有關聖公會人傳福音之我見有關聖公會人傳福音之我見

文．葉錦輝法政牧師

香港島教區
（10 所牧區和 6所傳
道區）的統計數字

2003 年 2018 年
15 年內
增長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新冠
疫情期間

     平均主日
   崇拜參與人數

3037 人 4597 人 51% 4082 人 1849 人

2514 人
（實體出席）

1959 人
（網上參與 )

     洗禮人數 285 人 416 人 31% 397 人 263 人 255 人

2003 年至 2018 年洗禮總人數：7094 人（每年平均洗禮人數：472 人） 

    堅振禮人數 171 人 221 人 29% 209 人 63 人

   註冊教友人數 3320 人 4341 人 31% 4232 人 4150 人 41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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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顯示，2003 至 2018 年教友註冊人數分別為 3320 人和 4341

人，15 年內人數增長 1021 人，增幅達 31%。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

如此樂觀。2003 至 2018 年間，洗禮的總人數其實有 7094 人，與教

友註冊人數的 1021 人增幅相差甚遠。到 2019 和 2020 年，洗禮人數

共有 660 人，堅振禮總人數 272

人，教友註冊人數卻分別為 4232

人（2019 年 ） 和 4150 人（2020

年）。即是說，人數不僅沒有增

加，反而有開始下降的趨勢。小

組亦就各堂提供的發展報告，

在 2023 年 10 月向常備委員會提

交了綜合分析。總的來說，各堂

都面對不同的困難和問題。雖然

彼此在形式或程度有所不同，但

基本上大同小異。經歷 2020 至

2022 年的新冠疫情和近年的教

友移民潮，各堂可謂元氣大傷。

對資源和人力較為充裕的牧區來

說，疫後復原能力較強，速度也

會較快；但相對較弱小的牧區，

他們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從上述數字來看，雖然各堂每年都有領洗或領堅振的教友（請

留意，大多數領洗禮和堅振禮的人數，其實主要來自教區幾所「大

堂」），但教友的流失卻大大抵銷了增長的人數。或許讓我反躬自省，

除了教友培育和成長的需要外，我們在福傳事工上究竟有甚麼欠缺？

又有甚麼值得大家反思的地方？且讓我從以下三方面探討一下：

(一 )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傳福音的職分，這不僅是聖經的教導，更

是耶穌交託門徒的使命。聖公會人不是不傳福音，只是許多弟

兄姊妹不懂得怎樣去傳，特別在個人傳道方面；亦有些教友傳

福音的態度是順其自然，不作強求，缺乏動力和迫切感，就好

像放了太少鹽在食物裡，沒有甚麼作用。記得鄺廣傑榮休大主

教曾說，這種傳福音的態度，就好像足球比賽一樣，聖公會人

只在龍門外圍帶波，兜兜轉轉，始終欠了射球入門的一腳，錯

過了很多領人歸主的機會。加上資源和人手不足，教友更加倚

賴牧者的推動，以致在傳福音上十分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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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教堂出現了不少新加入的年輕夫婦核心家庭、新來港人士和退休人

士。以筆者事奉的牧區為例，近年領洗的人數更以他們居多，而他們在牧區的捐

獻和事奉表現都十分積極。由此可見，聖公會人的福音工作，除了過去專注在學

校和社服單位外，實在需要與時並進，憑著更大的決心和勇氣，以新思維（think 

out of the box）來尋找新的方向。

( 二 ) 筆者曾在香港島教區宣教事工委員會 2017 年出版的《如此信、如此行》宣教手

冊中撰文，題為〈如何在牧區內外傳揚福音〉。內文提到，聖公會人向來認為聖

公會的學校和福利協會的服務單位是我們傳福音的優勢，牧者可以到學校講早

會、主持崇拜、參加畢業營、融入學生團契，或到安老院舍和長者中心探訪、帶

領福音聚會等。然而，這種優勢也可能使我們以為成功是理所當然的。依筆者所

見，面對學校和社服單位的廣大福音禾場，很多牧區或傳道區雖然十分努力，但

往往因為資源有限，人手不足，無法兼顧太多，加上學校課程比以前緊密，學校

活動頻繁，學生又忙於學習，傳福音的機會和時間減少，以致許多時候事倍功半，

成效不大。時至今日，如果有人說學校工作「只問耕耘，不問收獲」，那麼，教

堂在學校的工作到底只是履行「教會辦學團體」的責任，還是以帶學生返教會、

信耶穌為目標？ 

( 三 ) 牧師給人的印象總是非常忙碌。有人說︰「牧師，你剛從教堂的講台下來，就到

殯儀館見棺材（主持安息禮）；從醫院探病出來後，又立即到聖堂主持婚禮。既

要擔當校董、校牧的角色，又要參與教區和教省各委員會的工作，還要處理堂務、

文書打字、出席會議，甚至為教堂的財赤傷腦筋。牧師，你真棒！」但且慢歡喜，

請問你的弟兄姊妹哪裡去了？今天我們看見的，往往是教會的事奉擔子只落在牧

者和少數人身上。這在教會傳福音的事上，肯定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使徒保羅說︰「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林前 9:16）保羅認為傳福音不僅

出於別人的需要，而是出於個人信仰生命的一種表現。當一個

人發現自己所相信的是那麼真實和可信時，他就會急不及待找

機會與人分享。凡他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

得這福音的好處。

　　各位弟兄姊妹，三年疫情過去，教會生活出現了很多

轉變，這些轉變可能已經成為了教會的新常態和挑戰。求

上主教導我們如何適應這些改變，將生命的焦點專注在

耶穌身上，與上帝建立親密關係，反省我們傳福音的態

度和方式。上帝呼召我們，我們是為這事出來的，好

叫我們能夠迎難而上，欣然接受上帝的使命，與人同

得福音的喜樂。最後，筆者希望能夠藉此文章拋磚引

玉，引起大家對傳福音的關心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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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堂澳門短宣之旅
文‧何潔瑩牧師

譚梁禮頤姊妹

感謝主，整個短宣的籌備及進行過程都非常順利。雖然當

日天氣炎熱，但仍不減弟兄姊妹之宣教信心。各人努力不

懈地嘗試在街頭佈道，看見聖雅各堂弟兄姊妹能帶着一顆

赤子之心，傳揚神的話語，感恩萬分！

蔡詩聰、許子穎伉儷

有一個老人家，本來一直說不用跟他講了，但因為小

兒子堅持把五色福音珠遞到他面前想送給他，最後老

人家終於接受，更讓我們有機會跟他簡單聊一聊，告

訴他主耶穌愛他！小朋友對傳福音的堅持和無所畏

懼，實在叫我們非常鼓舞！

陳麗華姊妹

這是我第一次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傳福音，主帶領我和岑太與一

位賭徒相遇。過程中，她一直低着頭，自言自語講自己的經歷

和感受— 她把所有錢都輸光，現在沒有錢交租。我不知如何安

慰她，只能細心聆聽。然而，上帝告訴我：「不要怕，只要信。」

因着這句話，我鼓起勇氣，把手腕上的五色珠送給她，鼓勵她

不要放棄。她的困難，主耶穌會知道的。

耶穌又對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馬可福音 16:15）

聖雅各堂傳道部和伉儷部於今年 7 月 6 日，在暑假開始前到澳門短宣（或者應該

說是「訪宣」，因為時間實在太短），藉學習街頭佈道，及了解馬禮遜昔日到澳

門傳道的心志，燃起兄姊心中的福傳火焰。以下是短宣之旅的兄姊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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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雅博小朋友

今次街頭佈道遇到一位婆婆，原本她說自己甚麼也不相

信，但在我們將《勇闖新天地》裏面的五色福音向她解釋

後，她對福音產生興趣，我們便把這本書送給她，並與她

一同祈禱。祈禱之後，她說回家會再閱讀書中內容。

傳福音給別人，如果他相信了，真的十分好呢！

葉澍佳弟兄

下午的「禾場」在更繁榮的街道，行人熙來攘往卻甚少樂意

駐足交流，就連靠在一旁休息的人也無意多聊。但很奇妙，

一位忙碌的年輕人反而願意傾聽。雖然他不斷左顧右盼，似

乎生怕錯過正在等待的人與事，但亦耐心聆聽，沒有表達出

一絲不耐煩。最後，我們把五色珠手鍊和福音小冊子贈送給

他，他驚訝地問：「送給我的？」在繁華的街道，爾虞我詐

的風氣磨蝕人心，磨蝕到無暇顧及內心的需要。

篇幅所限，在此僅可節錄部分兄姊感言。誠意邀請你瀏覽聖雅各堂網頁，參閱全本《2024

年 7 月 6 日澳門短宣後感》，盼望藉此燃起你心中那團宣教的火焰！那怕只是微小的火

種，相信天父也必會悅納，因為我們依從主耶穌的吩咐——「傳福音給萬民聽」。

蘇鈺盈姊妹

我們來到一橋之隔的澳門短宣，旅程卻令我想到，其實香

港也有許多未認識耶穌基督的人啊！我們作為信徒，有否

盡力把福音傳給這些人呢？適逢教區推行「5-3-1」運動，

「作主門徒，興旺教會」。作為聖雅各堂的教友，如果我

們能夠在灣仔區做好宣教工作，那是多麼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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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國？還是煉獄？
文．梁智偉牧師

   近期，各大網絡影視平台都在熱播一套

饒有趣味的日本動畫：《成為殭屍前要做

的 100 件事》。故事背景設定於當代東京，

男主角天道輝大學畢業之後，決定揮別兒時

成長的地方（群馬縣的農家），隻身留在東

京工作。根據動畫的設定，輝本身是個直

率、勇敢和行動能力頗高的少年。他在學生

時期，十分熱愛欖球運動，擁有一大堆想做

而未做的事情，並冀盼未來能達成內心的願

景，過著充實、滿足且有意義的生活。

   剛剛告別大學生的身份，輝就被一所大

型影視企業聘用。他起初的確欣喜若狂，一

心期望從此展開人生精采的篇章。然而，人

生通常不似預期。輝在製作部任職，三年間

承受着無止境的超時工作，上級與主管無理

的要求，以及永無盡頭地重複一些沒有意義

的作業。這一切非人化的壓抑，令輝陷入身

心俱疲的困窘，精神近乎崩潰，喪失對生活

原有的冀盼與熱情。往日的青蔥小子，今天

卻變得行屍走肉。他每天拖著失去靈魂的軀

殼上班下班，回家稍作休息後，又得再回到

那個充滿壓抑和冰冷的地方。

   直到某一天，不知從何而來的喪屍群，

充斥東京大大小小的街道，並且不斷無差別

襲擊人類。隨著愈來愈多人變成喪屍，整個

日本社會的秩序和規範亦隨之瓦解。這個貌

似人間煉獄的狀況，卻是輝重啟人生的契

機。面對頃刻的變故，他感悟到生命的短暫

和珍貴。於是，輝列出了 100 項在變成喪屍

之前，自己必定要做到的事情，例如在天台

露營、在大廈外牆畫壁畫等，務要讓人生不

枉過。

   其實，這套動畫所針對的問題，是日本職

場為人垢病的「社畜」（しゃちく）現象。其

中所呈現的，正是如輝一樣，被社會中無形的

枷鎖箝制，盲目地因循固有規矩，甚至捨棄個

人尊嚴，置自己的健康、情感、人際、志趣所

不顧，最終成為喪失靈魂的活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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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第十章提及的年輕財主，不也是處於類似的境地嗎？

他可能坐擁萬貫家財，才智過人，並嚴守律法的各項條文。然而，

他還是感到空虛厭煩，自覺離天國很遠。於是，他主動向耶穌尋問

永生之道，盼望能重拾生活的熱忱、存在的意義。不過，當耶穌指

出，他必須拆毀那些抑壓人性美善的牆垣時，他卻滿懷不捨，結果

帶著憂愁黯然離去。

   天道輝和年輕財主的故事，是隱喻，也是詰問，迫使我們深入

思考，要活出一個怎樣的人生。可能，我們並沒有經驗過喪屍橫行

的日子。但是，置身一個競爭激烈、節奏急速、側重效益的大都市，

心底難免衍生煩躁、不安、恐懼和厭倦。這些存在的焦慮，正是以

上兩位青年才俊所展現的原型，也是在我們靈魂之中激蕩著，對真

實生命的渴慕。至於他們對當下處境不同的回應就提醒我們，人生

永遠有選擇的可能。一念天國，一念煉獄。作為耶穌基督的追隨者，

我們又會如何抉擇？求慈悲之主，引領保守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