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本有關香港教會社關歷史的好書。

它分為三部分：一、從 1949 至 1997 年香港教

會因時制宜，積極參與社會的建設和所扮演的

一個重要角色；二、回顧香港福音派教會關心

社會的歷程；三、1997 年後中國崛起，因而

對香港包括香港教會加強控制。

為了使每一部分的討論更豐富和具體，

作者在每一部分加上一個補充式的個案，分

別為：一、1967 年的暴動帶來香港教會的機

遇；二、滕近輝牧師對教會關社的心路歷程和

對福音派教會的影響；三、探索中國的宗教政

策和機制對香港宗教自由的影響。

作為一位資深的歷史學者，作者邢福增教

授除了參閱了大量有關的書籍和文獻外，也著

重歷史是由其中參與的人物所描繪而成；因此

他特別審慎地引用當時教會領袖和有關社會人

士的言論，一方面務求客觀與真實，另方面也

可引起讀者對該書閱讀的興趣。

香港教會作為上主在世的僕人，她不能與

社會脫節，但今天當她正在要思索尋找適當

的路向回應時，卻快要面對 2047 年另一次重

大的轉變。「以銅為鏡，以史為鑑」，當她正

郭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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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 序

在徘徊、焦慮、恐懼、甚至是迷失時，這本書可以從歷史的研究和分析

中，準確地為她勾畫出一幅何去何從的地圖。

我誠意向關心香港和香港教會前途的教會領袖、教牧同工和主內弟

兄姊妹推薦這本難能可貴的書。

郭乃弘

2018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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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講歷史的書，作者是研究歷史的學

者。我站在今日的香港，掛念著將來，存著

期望地讀。這種讀法，未必對作者公道，因

為有自己的議程，但我就是這樣讀，相信不少

讀者也會這樣。

我的信仰告訴我，神與人相遇，主要是在

歷史中進行。祂在世上的工作，出現在人類

社羣生活中，基本上不是個別人士的奧祕宗教

經歷。新舊約聖經的敍述都見證了這焦點。

邢福增這本書涵蓋香港近代幾十年。在這些

年日，上主必然有祂的作為；字裏行間，我似

乎感覺到作者也可能有相似的體會。但讓我

不要代他說話。作為歷史學者，作者為我們

搜集了和處理了豐富的一手資料，好讓讀者自

行詮釋。他不會告訴我們某事件的發展代表

了上主的干預。不，這不是學者的角色，但

他會在事實基礎上，提出方向性的建議，供我

們參考。

一個我認為是很好的例子。論到香港教會

面對威權政治的取態，「筆者相信，有三方面

的責任是不能迴避的：（一）對中國宗教自由

的關注；（二）對香港公民社會的關注；（三）

馮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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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馮 序

對愛國的反思。」（本書頁 224）我認為這是一個完全可取、可行的議

程。作者跟著引述一件事，作為舉證（本書頁 226～227）：

2015 年 9 月香港宗教界的國慶茶會上，時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

的袁天佑牧師在代表基督教界致辭時，針對中國浙江省強拆十字架，造成

官民對峙局面表達憂心。抑有進者，袁更直面香港社會的撕裂問題，指

「過去一年，香港因政改的問題，社會的撕裂比前更甚。在政改方案被否

決後，政府將注意力集中於經濟發展和民生的改善。但個人深信，政制不

改善，社會仍會繼續存在對立」。他回應中國政府近年推崇的「和諧社會」

口號，強調社會的和諧，「不是『河蟹』，要思想政見統一」。真正的和諧，

是「看見不同意見」的存在。他引用的詩篇八十五篇：「慈愛和誠實彼此相

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寓意「真正的和平和諧，要存有公義，誠信

和對人的憐愛」。他更不諱言指出：「社會若存著指鹿為馬或是言語偽術的

謊言，依法辦事而忘卻公平公義的法治精神，對貧苦大眾沒有關愛，社會

是無法得著和諧。」袁氏在國慶場合的致辭，或會被扭曲為不識時務、不

懂大體，也不懂策略的表現。不過，是否為了時務、大體與策略，基督教

就要成為中國因素的協力者？這問題在主權移交二十年後，已變得愈來愈

迫切及嚴峻。

最後，讓我作一點個人分享。近年對路加福音八章的撒種比喻有一

些新理解。傳統的讀法是福音種子落在不同泥土。泥土代表人的心。

福音種子直達人心。不同的回應帶來不同的結果。今天，我認為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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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戰 後 到 後 九 七 香 港 教 會 社 關 史 論

準的讀法是福音種子撒在香港土壤，也可以撒在北京土壤，或美國土

壤。在我個人來說，福音種子是撒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在那土

壤上我作了基督徒。我想這種子可算是落在好土裏。但也許它其實並

不是那麼好。也許落在其他不同土壤的也是同等的好。無論如何，不

同的土壤必會對福音種子帶來不一樣的影響。今日 2018 年的香港土壤

已經不是六十年代的土壤了。我想這就是為甚麼使徒保羅要求教會「心

意更新而變化，察驗上主純全而可喜悅的旨意」。而教會「全面及批判

性的自我反省」正正就是這本書作者所呼籲的。

 馮煒文

 2018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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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之際，政大訪問學人宿舍的窗外正下

著綿綿梅雨，台灣中央氣象局的天氣預報說，

一股熱帶低氣壓即將進入台灣南部，並有發展

為颱風的可能，未來數天台灣更有連場暴雨。

自去年 9 月開始享用安息年假起，在這片土地

上不經意地渡過了乍涼還熱的秋天，既濕且冷

的寒冬，陽光暖和的春日，如今將迎來盛夏嚴

暑。又想到今年 2 月在台北數度感受到花蓮

六級地震的搖晃……這一切，在在說明四時

推移，萬象變動……個人在大自然面前，其

實十分渺少。

安息年期間，除了兩度赴美，及數度回港

外，大部分時間均在台北。人雖在台，有幸

免卻纏擾的行政及人事，但心境卻難以完全得

著「安息」。除了憂慮能否如期完成新舊稿債

外，在這個網絡連結的世代，更常被發生在香

港及中國的事情牽動。正因如此，常不能自

已地撰寫了好些「不務正業」的文章。曾在政

大旁的餐館見到楊繼盛的「鐵肩擔道義，辣手

著文章」題詩。我等凡夫，自知無法相比。但

想起這位被奸臣殘害，並在臨刑前仍無所畏

懼，在獄壁題詩明志的士大夫，也不禁問：如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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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戰 後 到 後 九 七 香 港 教 會 社 關 史 論

何在顛倒是非的黑暗世代中，仍能保存氣節？這份以死明志之心，真的

能「挽狂瀾於既倒」嗎？是的，他改變不了權臣當道的世代，但卻不讓

自己被這世代改變。

想念及此，腦海不禁出現陳特老師在病中所寫的〈生死徘徊十二年〉

中的一段話：

從整個宇宙來看，一切萬物，包括人在內，都不斷在生，也不斷在

死，不斷呈現，也不斷消滅，所有萬物的生死現滅都不影響整個宇宙的生

生不息。上帝是宇宙的根源，它使宇宙運作不息，使生機蓬勃，個人的生

老病死正好成就予宇宙的有生必有死，運作不息的規律。莊子是對的，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物之生，有賴於另一物之死；一物之死，成

就了另一物之生。人怎麼能夠祈求宇宙的主宰，只照顧個人的生死，而違

背宇宙的規律呢？我教哲學三十多年，在理性上完全明白這道理，但一旦

有病在身，個人求生的本能與意志竟使我對上帝發出怨言，想到這裏，對

著美麗的花草，不覺啞然失笑。笑自己的狹窄，笑自己的不能免俗。就這

樣，疏遠了的上帝似乎又親近了，本來鬱悶的心情也開朗起來。

陳特老師的生命體會，當然可以在理智上明白。但每一次經歷到考

驗與挑戰時，才真箇感悟到存在的沉重與掙扎。活在黑暗世代，如何體

會沉默上主藉萬有言說，這肯定需要自己去參透及經歷。廁身急劇沉淪

的社會，不禁問：信心與盼望，都底是甚麼意思？徘徊於變局之中，是

迷失還是沉澱？是前進還是倒退？路，要如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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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自 序

個人如是，作為信仰羣體的香港教會，相信也在徘徊。本書名為

《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是筆者在安息

年間第一本出版的著作。顧名思義，本書希望梳理半個多世紀以來，

香港教會在政治社會的時代變局中，在實踐社關路上面對的困局。誠

然，這不是系統及完整的論著，卻是筆者十多年間在教學及實踐反思的

整理。首先，筆者必須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及崇基學院神學院，批准我

自 2017 年 9 月起享用安息年假。同時，衷心感謝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宗

教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排及提供舒適的生活及寫作環

境，使用其豐富的研究資源；特別是蔡彥仁教授及呂妙芬所長，容許我

以訪問學人身分訪台，讓我得以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生活及寫作。走

過威權，當下台灣社會在中國強權打壓下，學習實踐民主之路仍然崎

嶇。正因如此，更令人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轉型，更要好好守護公民 

社會的基石。

本書的面世，蒙基道出版社梁冠霆博士催生，感謝他在出版過程中

一路上給予意見。光是書名，我們便多次往返交流。書內各章，大多

曾於不同的課程（2004 年香港神學院「當教會遇上政治」）、研討會（2013

年崇基學院神學院「和平佔中」神學研討會、2015 年建道神學院「滕近

輝牧師的事奉與人生」學術研討會、2017 年華盛頓宗教改革 500 年研討

會）發表。其中要特別一提關於六七暴動及中國因素兩章，在此特別感

謝《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沒有這套珍貴的紀錄片及與她的相遇，

我也不會研究六七暴動與香港基督教。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吳

介民教授，他的「中國因素」分析框架，啟發了我將之應用在香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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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戰 後 到 後 九 七 香 港 教 會 社 關 史 論

教的研究。在台期間，有機會與他交流，並獲邀向社會所同寅分享有關

內容，幫助我進一步完善自己的觀點。其實，回頭看來，戰後迄今香港

基督教在社關路上的探索，一直受到不同的「中國因素」約制。

特別要感謝為本書賜序的兩位香港教會前輩：郭乃弘牧師及馮煒

文先生。他們的名字就是歷史的見證，作為戰後半世紀香港教會變局

的參與者，見證了香港教會走過的路。兩位前輩對香港教會的貢獻及

擺上，讓我們這一代得以成長。由於本書完稿日期較晚，為了追趕出

版，要在極有限時間向兩位前輩邀序，實在心存歉意。

最後，仍是將感謝的話留給家人。太太葳妍長期的容忍及支持，已

經超出一切人的言說所能表達的話。這是我第三個安息年，卻是首次較

長時間離港。她默默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我兒灝志及述志，活

在一個會比我們更艱難的年代。抱歉我們這一代，沒為你們留下更好的

香港。願你們仍能堅持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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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時務都有定時」（傳三 1）。我們都知道，

夜盡會是天明，黑夜不會是永恆，這是上主命定的規律。歷史也告訴我

們，強權不會長久，教會也會犯錯，惟有仰賴上主保守，才能成就千古

保障。惟願在這「人不能測透」的時間裏，仍能忠誠底回應上主的時機

（kairos）。

是為序。

邢福增

安息年，寫於福爾摩沙

國立政治大學新苑

2018 年 6 月 14 日

香港立法會違憲爭議下通過一地兩檢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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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相信，香港是一處很奇特的地方。

她曾經被英國殖民統治一百五十五年，卻在中

國南方的邊陲，以獨特的身分見證及參與了中

國百年的巨變。不過，這個大英帝國殖民地

的命運，並沒像其他殖民地般走上獨立之路；

卻於 1997 年由中國收回主權，在「一國兩制」

這前所未有的構想下，成為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制度下的「特別行政區」。我們不能不承

認，香港故事，總是跟中國故事糾結在一起，

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金句」—

「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雖然並

不完全準確，但卻道出中國與香港間那種糾纏

不清的關係。要梳理香港基督教的歷史，也

需要將之置於上述的脈絡之中。

1842 的變局

香港基督教歷史，源自英國殖民地統治。

不過，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與「中國 」因

素不可分割。早於 1807 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遠涉重洋來到廣州，揭開了近代歐

美來華傳教運動的序幕。鴉片戰爭後，清政

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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