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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科學家把「末日鐘」（Doomsday Clock）再推前十秒，破紀錄地
離「末日」只有九十秒，象徵人類文明的危機前所未見地深重。烏克
蘭的戰事，除了令人憂慮爆發核戰外，也使各國政府在減排的協商

上陷入僵局。去年十一月在埃及舉行的氣候大會，對如何逐步實現《巴黎協
議》（Paris Agreement）的承諾隻字不提，多少也加深了科學家的憂慮。

一位美國的環境顧問曾說，氣候變化不單是科學問題，更是靈性問題，因為
在氣候變化的深層問題，其實是自私、貪婪和冷漠。換言之，如果不處理人
性問題，我們便無從應對生態問題。對此，教會羣體責無旁貸。

雖然生態神學在香港以至華人教會仍在起始階段，但普世基督教早於一九六
○年代已經察覺生態危機之於教會與神學的迫切性，而有關的討論至今方興
未艾。在基督教云云的生態論述中，引起最大回響的，莫過於教宗方濟各在
二○一五年發表的通諭《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

  從教宗方濟各的
《願祢受讚頌》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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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介文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哲學博士，現為中大「宗教
倫理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及「崇基學院
神學院」兼任講師，專研基督教生態倫理、公共神
學及宗教與社會，對漢語公共領域中的氣候變化神
學尤感興趣，亦曾任教基督教思想史、教會歷史、
神學基礎等科目。

教宗指出，大地是人類與其他物種共同的家園，因此人類必須改變不負責任
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尤其是富裕的國家。站在信仰的角度，大地眾生皆是我
們的鄰舍，在氣候變化下首當其衝的人民與物種更是我們必須看顧的一羣。
當然，愛上帝是愛鄰如己的基礎，而上帝不但創造萬有，更持續地在世界之
中施行拯救與更新。因此，如果我們看自己的私利過於大地的福
祉，便不但沒有愛人如己，更沒有真正地愛上帝。

在這基礎上，方濟各認為當今生態危機的癥結，在於人類濫用科技放任地發
展經濟，而沒有相應的倫理與靈性體系加以制衡。為此，他倡議一套整全生
態學（ integral ecology），重新視人類為自然生態的一部分，並且強調經濟學
與生態學、社會公義與環境保護的緊密關係。同理，要達至淨零排放和促進
氣候正義，便必須正視個人、社羣以至國家的靈性問題，特別是個人主義、
自我中心和急功近利。

按教宗所言，這些靈性問題，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下表露無遺，因為商家樂於放大個人的
慾望，以賺取更大的利潤。然而，教宗無意推倒整個經濟體系，而是鼓勵人們反思並轉化消
費的模式，透過消費者的力量迫使生產者採取有力的減排措施。至於教會羣體，也可藉環保
教育和生態靈修等方式帶動低碳生活的文化，並以「上主—大地—人類」的相互關係更新聖
禮與教會禮儀，使信眾以更整全的眼光理解三一上主的創造、拯救與護佑。

方濟各的通諭表明，氣候危機與教會羣體的崇拜、靈修、神學和實踐息息相關。可以說，當
人類活動即將越過全球暖化的臨界點之際，整全的信仰不能忽視人類與大地眾生的關係，而
整全的生態學不能排除宗教與靈性的層面。

那麼，信徒可以如何參與在氣候公義的倡議與實踐之中？較老派的說法，就是從個人生活做
起，一步一步地實踐低碳生活，例如一周一素食、節約用電等。雖說這有點陳腔濫調，但並
非完全沒有作用。當然，氣候變化是系統性問題，不是個人層面的改變便能解決的。但是，
低碳生活可以形成一種文化，進而形成輿論，而輿論是推動政府與跨國組織採取行動、落實
減排的必要條件。

在全球公民社會中，基督教會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一分子；一方面是因為信徒數目佔全球人口
近四分之一，另一方面更是因為其靈性和道德的感召力。所以，如果教會羣體成為活躍的氣
候公義倡儀者，其力量是不容小覷的。故此，在我們的崇拜、靈修、神學和實踐中注入生態
意識，是朝向達至淨零排放重要的一小步，而這也是筆者作為神學工作者的實踐方向。



胡明川
大學期間修讀環境科學及生態學，畢
業後於非牟利環保機構工作，主力關
注香港自然保育、規劃及發展等議題
及政策。現為香港觀鳥會副總監。二
○一七年曾赴台灣參與「關愛受造世
界」洛桑運動東亞地區會議，重新思
考環保工作和信仰之間的關係。

地球的危機
近年大家或許感受到地球暖化及極端天氣所帶來

的影響，但有聽過全球的生物多樣性也正急速下降

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

府間科學政策平台（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於二○一九年發布的《全

球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評估報告》（下簡稱《評估報告》）1

指出，約有 25%的動植物物種正受到威脅，即大概一百萬個物種

正面臨絕種危機，而近幾十年的滅絕速度較過去一千萬年的平均速

度高出至少幾十到數百倍，是人類歷史中前所未見的。地球各種生

物及生態系統一直都為人類提供潔淨的空氣、水和食物，為我們的健

康甚至全球的經濟活動作出貢獻。因此我們面臨的不只是一場生態危

機，更是一個生存危機。《評估報告》亦歸納了全球自然生態受損害的五

大原因：土地利用及海洋使用的變化、直接捕撈生物、氣候變化、污染，

以及非原生物種的入侵。這些都源自不同的人類活動（例如基建、能源

業、旅遊業、漁農業等），背後亦可能由不同的政策、措施、社會及經濟發

展所推動。可見，自然保育並非只是環境部門的工作，可持續使用天然資

源的概念亦需納入其他政府部門及工商界的運作之中。同時，市民作為消費

者亦可選擇其生活模式，盡力保護自然資源不被過度使用，減省不必要的消

費和垃圾。實在要全民皆兵，才能有機會扭轉現時每況愈下的局面。

信徒的責任
環境問題，人人有責。而作為基督徒，我們都知道上帝創造萬物，並賦予人

管家的職分，保護環境是責無旁貸的，但最初推動我投身自然保育的，並非

我的信仰。後來聽了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新約聖

經學者包衡教授（Prof. Richard Bauckham ）的演講，並認識了第三屆洛桑世

界福音會議（ Third Lausann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所發表的宣

言《開普敦承諾》（ The Cape Town Commitment ），2 才讓我重新思考創造、

福音和救贖之間的關係。包衡教授指出，基督來這世界的使命，就是要

讓人與神、人與人、人與其他受造物和好，而「復和」的範圍也應和「創

造」的範圍相同，即福音並非單指拯救靈魂，而是也跟人和受造世界

的關係有關。《開普敦承諾》亦指出，「當傳揚福音時宣告『耶穌是

主』就是在宣告包括地球在內的福音，因為基督的主權是在一切

受造之物之上」。所以，基督徒不應只關心向未得之民傳福音

及牧養信徒之事（修復人與神的關係），或關懷社會及弱勢羣

體（修復人與人的關係），我們亦需要反思自己的生活有否

顧及其他受造物，是否妥善管理上帝的創造物（修復人

與大地萬物的關係）。因此，環保和愛護大自然就不

再是個人興趣，而是每位基督徒關心神所愛的一

切受造物的回應，是信仰在生活的實踐，是整

全福音使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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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的心態
雖然現時社會整體環保意識比八、九十年代強，但香港仍然是以經濟發展

為主導的城市，要推動自然保育實在不易。過去十年在發展規劃中推動

保育的經驗狠狠地告訴我，失敗是日常，而面對這令人氣餒的現況，曾經

都令我感到迷失。有次整理香港的自然保育歷史，更發現很多重要保育

成果，都與發展有一定關聯，例如：錦繡花園和米埔自然護理區、

九廣鐵路落馬洲支線和塱原農地濕地的保育（現今政府已收回該

區土地成為塱原自然生態公園）等，但同時我亦被前輩們如此

用心的堅持所觸動。若不是他們的努力，今天我們都沒法欣

賞到米埔、塱原的雀鳥，或進一步開展更多的鄉郊保育項

目。3 或許你會問，這些成功例子的共同點是甚麼？我

認為是天時、地利、人和。但這是可遇不可求的，要

堅持下去才有機會遇上轉機，而守護和延續前輩們努

力的成果亦非常重要。當我愈去堅持，就愈
發現它和信仰有很多相似之處。自然生

態的保育，是為了未來世世代代的人類可持續使

用地球的資源；我們這刻作出怎樣的決定，是用

今後若干世代的時間線去思考的（就像信仰中的

永恆），而嘗試落實人和大自然和平共存的保育

願景，就像將天國人與神、人、萬物復和的景象

彰顯在人間。這關乎人類可否繼續在這地球上生

存，是我們在這世界的使命。至於所努力的能否

成事，那就在於上帝，盡力做好應做的，問心無

愧便可。

註釋

1. 報告內容可參 https://ipbes.net/global-assessment；瀏覽於 2023 年 2 月 

20 日。報告重點可參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

blog/2019/05/nature-decline-unprecedented-report/#；瀏覽於 2023年 2月 20日。

2. 《開普敦承諾》，見 https://lausanne.org/content/ctc/ctcommitment；瀏覽於

2023年 2月 20日。

3. 例如塱原河上鄉自然保育管理計劃，參 https://cms.hkbws.org.hk/cms/index.php/work-

tw/habitat-mgmt-tw/long-valley-tw；瀏覽於 2023年 2月 20日。又例如香港魚塘生態保育計

劃，參 https://cms.hkbws.org.hk/cms/index.php/work-tw/habitat-mgmt-tw/�shpond-scheme-tw；瀏覽

於 2023年 2月 20日。



曹曉彤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
事，推動性別公義及生態
關懷事工，疫情期間於香
港大學修畢社會科學（輔
導學）碩士。

美
國心理學會於二○一七年首次把「生態焦慮」（eco-anxiety）定義
為「面對環境災難及氣候變化所引起的身心困擾」，1 這不是列入
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的心理疾病，

而是因為近年全球出現頻繁的極端氣溫，以及氣候變化帶來了物種滅絕、
糧食短缺或緊急遷徙等而引發的慢性恐懼，並且會對日常生活產生精神困
擾，例如可導致恐慌發作、食慾不振、煩躁、虛弱和失眠等。這種焦慮深
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且尤其影響年青人，根據《刺針》（The Lancet）在
二○二一年發表有關「生態焦慮」對於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2  調查覆蓋
了一萬名十六至二十五歲的年青人，受訪者來自十個不同國家，涵蓋歐、
亞、美、大洋洲及非洲，結果發現超過半數（59%）的人表示非常或極度
擔心，高達 84%的人表示中度擔心。報告亦發現受訪者對氣候變化有很
多負面想法，當中有 75%的人對未來充滿恐懼，83%認為人類沒有照顧好
地球。

生活在香港的我們或許會感到有點距離，雖然也能稍稍經驗到較以往多的
酷熱天氣——二○二二年的七月是香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個月，但冷
氣唾手可得，彷彿沒有帶來深刻的困擾。

啊不！

友人服事本地難民羣體，她告訴我在上年炎熱的夏天，不少難民因為疫情
而被迫長期困於劏房中，又因未能負擔電費，只能默默忍受又焗又熱的氣
溫。「室內長期三十四度，比室外還要熱」，炎熱的氣溫嚴重影響睡眠，
甚至引發了不同程度的皮膚炎。另一位本地農夫友人也說上年特別的艱
難，雨量比以往頻繁，但各地區差異可以很大，並且天氣愈來愈難預測，
以致農夫未能預早防備。巨大的溫差殺死不少農作物，反常天氣也破壞了
生態鏈，害蟲在農田侵食了不少蔬菜，影響收成，甚至還有某些農物要被
迫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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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分享提醒我們，香港並不能免於受到環境災害的影響，
只是社經背景、性別、種族等因素令社羣經歷的困擾有差
異。多元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理論指出，社會的不同維度共同造就

如今的我們，以此理論應用於理解生態議題上，或會發現例如中產／白人
更能負擔得起可持續生活方式，窮人／少數族裔則是站在環境災難的最前
線，他們的情緒、行為和思想都受此影響。前者或會因為富裕的環境而活
在錯覺中，以為極端天氣只是幻象，因為他們可以借助科技減少天氣對自
己的影響，依然有源源不絕的糧食；後者則會容易感到絕望和無助，身心
直接受限於環境災難。

作為活在香港的城市人，大部分時間都會活在「試探」中，高壓的生活甚
至會成為藉口，令我們為了便利而犧牲環境，那麼如何可以提醒自己避免
「富人排碳，窮人埋單」？想起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舉辦多次的「跟大樹學靜
修」活動，導師譚文晶帶領參加者走進協進會長洲的營舍，透過與樹木連
結進行信仰反思。與大樹獨處溝通的時間讓我記憶特別深刻，其中一次我
被砍掉的大樹樹幹吸引，以五感不同角度仔細留意上主的創造，那樹幹上
居然重新長出嫩葉和樹枝，我不禁驚歎於樹木的生命力和能量。自從在活
動中經驗與樹木的連結，我現在走在街上都總被樹所吸引，在城市中多與
大自然連繫，一方面是高壓生活的喘息，也是被提醒人類與上主不同創造
之緊密關係，堅韌的大樹總是鼓勵我不輕易放棄。希望你閱讀文章後也能
觸摸甚至擁抱大樹，支取力量後，更能顧念受困於環境災害的姊妹弟兄。

註釋

1.  Joseph Dodds, “The Psychology of Climate Anxiety,” BJPsych Bulletin 45.4(2021): 

222～226.

2.  Caroline Hickman and Elizabeth Marks et al., “Climate Anxiety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nd Their Beliefs about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 

Global Survey,”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5.12(2021): e863～ e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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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研究叢書

大公書信神學

張略 著/ 即將出版

最
近有信徒問我關於寫作計劃的事，我告訴他

我剛完成了「大公書信神學」初稿，他一臉

茫然的望著我，好像聽不懂我在說甚麼。的

確，一般信徒都熟知甚麼是四福音和保羅書信，但對

「大公書信」作為新約正典中的一組經書，卻不甚了了。

我們現在稱為大公書信（ Catholic Epistles ）的組合，

指雅各書、彼得前書、彼得後書、約翰一書、約翰

二書、約翰三書及猶大書等七卷書信。這組正典書

卷是新約三組書卷中最後形成的組合：最早的是四

福音，接著是保羅的十四卷書信（包括希伯來書），

而大公書信這一組合，可說是最後完成了新約的正

典。在早期教會，在包括亞他拿修、梵蒂岡抄本、

西奈抄本、亞歷山太抄本、敍利亞別西大譯本等正典

綱目中，大公書信都是置於保羅書信之前，這排次反

映出某些神學觀點，本書會就此作出解說。此外，

大公書信這組合本身的內部排次，也不是隨意的，本

書也會探討這內部排次所反映的神學觀點，而在討論

個別書卷的神學時，便會指出這些書卷之間的神學關

連。這種正典進路的神學，可幫助我們了解正典整體

及三個個別組合之間的神學關係，以及在大公書信中

個別書卷之間的神學關係，並對教會的意義，因為正

典是教會的正典，是教會和信徒奉為信仰和生活權威

的。亦因如此，當我們討論個別書卷的神學時，也不

會只停留於描述性（ descriptive ），亦會探討其規範性

（ prescriptive ）。本書的另一特點，是要指出大公書信

各書卷都是使徒的見證，他們將上帝的啟示，包括舊

約、耶穌教導及早期教會的教導，作出詮釋，並應用

於個別書卷所針對的情境中。本書在討論個別書卷的

神學時，會盡可能反映個別書卷所關注的主題，而不

外加一套神學框架於其上，也會關注個別書卷背後的

敍事（ narrative sub-structure ），如何主導著作者的見

證。最後一章則會嘗試將大公書信的神學整合起來，

並大公書信作為一組經書所呈現出來的敍事。

本書在新冠疫情爆發的三年間寫成，也是我和內子梁

笑媚居於昆明後所完成的第一本書。這幾年在內地生

活，內子打點我們日常的一切起居飲食，且跟我過著

「秤不離砣」的半退休生活。有老伴相隨，實為今生之

幸，足見證上帝的宏恩。謹以此書獻給她，感激她的

情深義重。

願榮耀歸給那配得稱讚和敬拜的三一真神。

節錄自原書〈自序〉

大
公
書
信
的

神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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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伯來書一章 5 節下以「又
說過：……」作開始。它
有兩個作用，一方面是表

示它是接續 5節上「上帝曾對哪一
個天使說過……」的引述句；另方
面，它也是引入另一個修辭式提
問，期望讀者否定上帝有對任何天
使說過：「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 
的子」。

5節下的引文引自撒母耳記下七章
14節。這引述的經文與詩篇二篇
7節相同，都是上帝以第一身在說
話：「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
子」，這是強調父上帝和「子」的關
係。因此，作者將這節經文與詩篇
二篇 7節併在一起看也是合理的。
但是，要酙酌的是，撒母耳記提及
的「子」明顯是指大衞的後裔，這
與上帝的兒子有甚麼關係呢？

或者讀者會認為兩者的關係在於上
帝的兒子耶穌基督屬大衞的後裔
（參馬太福音開首的耶穌家譜），
所以經文若指向耶穌也很合理。不
過，舊約聖經關乎上帝與大衞家有
連繫的經文也不少，而撒母耳記下
七章特別之處也在於此。

大 衞 應 許
（來一 5 下〔引撒下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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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七章描述大衞有一個為上帝建造殿宇的願望，但上帝卻拒絕了
大衞的意願。雖然如此，上帝卻給大衞一個與「家」有關的應許，而應許
的內容記載於 11節下至 16節。「家」（bayit）這字在七章共出現十五次，
它首次出現於 5節，記述著上帝已知曉大衞期望為上帝建一個「家」（「和
修版」譯作「殿宇」）。雖然上帝不應允大衞，但卻反過來應許「必要為你
〔大衞〕建立家室」（11節；「家室」原文也是 bayit），這個「家室」並不
是有形的房屋，而是「當你〔大衞〕壽數滿足、與你祖先同睡的時候，
我〔耶和華〕必使你身所生的後裔接續你；我也必堅定他的國」（撒下七
12）。這個後裔終於可以為上帝建造祂的「家」，「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堅定他國度的王位，直到永遠」（13節），而希伯來書引用的是 14
節，就是接著這個應許再發出的「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
了罪，我必用人的杖，用世人的鞭責罰他。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
開在你面前所廢的掃羅一樣。」（14～15節）這個應許像是指向所羅門，
但若參考 16節，就知道這是對整個大衞王朝的承諾：「你的家和你的國
必在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16節）經文由
大衞想為上帝建立一個家，到最後上帝反而應許大衞的「家」和國在大衞
面前永遠堅立，大衞的王位也必堅定，除了是要帶出上帝對大衞的恩惠，
更重要是上帝對整個大衞家的應許，經文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因此，希伯來書作者引用的這節經文，並不是單單經文中有「兒子」一詞，
而是在撒母耳記整個上文下理來看，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應許，若再擴展到
舊約聖經對大衞應許的發展看來，撒母耳記下七章也是非常重要的：撒母
耳記下七章 14節特別提及上帝會作大衞後裔的父，而下半節提到上帝的
責打卻是回歸時代成書的歷代志上十七章 13節所沒有的。

歷代志上採用撒母耳記下七章來表明上帝跟大衞後裔的親密關係（十七
13，二十二 10，二十八 6；詩二 7），詩篇強調大衞王朝永不衰落（詩
八十九 30～34、49，一三二 11～12）和上帝對大衞家的愛（詩八十九
28～35）。參照先知的傳統，我們知道上帝對大衞家的應許是以色列可以
有王的盼望（撒三 8，六 12；賽十一 1～5；耶二十三 5，三十三 15；摩
九 11），因著這些詮釋的傳統，到第二聖殿時期，撒母耳記下七章自然成
為預告彌賽亞的經文。在新約聖經中，約翰福音七章 42節也引用了撒母
耳記下七章 12節，足以顯示撒母耳記下七章在當時的地位。

「昆蘭文獻」（4Q1741 I, 10～11）也提及彌賽亞將會是上帝的兒子。在末
後的日子，大衞的子孫就是解釋律法的人，這段文獻記載這王的國度會存
到永遠，這王也是上帝的兒子，正如耶利米書三十三章 15節所表達的，
是「大衞的苗裔」。

撒母耳記下七章 14節與詩篇二篇 7節共同表達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兩段
引文背後都有受膏者和君王的意思，是世上的君王無法匹敵的，受膏者的
國度要存到永遠，而上帝將成為這位受膏者永遠的父。這兩段當時都認為
是預告彌賽亞的經文所帶出的信息，完全配合希伯來書一章的上下文要帶
出的上帝兒子身分。

摘
自李

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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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惠師……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
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十四 26）

換
句話說，保惠師（即聖靈）的運行軌迹，
便是門徒等人的記憶。

留意約翰福音有很多耶穌的論述，篇幅頗長，當中有些是耶穌與別人交談
的記錄，作者更表明他是現場的目擊者。然而，目擊者能有這樣強大的
記憶力，把耶穌的教導條理井然地一一記存下來？故此，不少學者主張，
作者是參考坊間所流傳有關耶穌論述的傳統，才能如此。當然，不能排
除其可能性：如果作者是目擊者，即耶穌十二門徒之一，他大有可能是把
吸收到的資料過濾後，選取所需，並將之跟自身的經驗融通，才著墨成
書。在此，我們便需多些了解古人是以記憶（memory）作為其學習知識
的重要機制這事實（另參詩一 2；申六 4～9等）。

話說回來，值得留意的是，近代名作家史其貝（Joseph Skibell）在研究猶太
上古文獻《塔木德》的一書中曾言：「古代的老師，都備有一名通譯擔任助
手，其作用有點像擴音器，必須用洪亮的聲音，重複他講的每一個字，好
讓一大羣與會者都能聽到老師的發言。」他更舉例如猶太的拉比迦瑪
列三世（Gamaliel III；即徒五 34出現的迦瑪列的孫子），便有一位
通譯，名叫赫茲皮（Huzpit）。  1按此了解，我們有理由相信，作
者約翰也大有可能是耶穌的通譯員。請不要忘記約翰又稱「雷
子」（見可三 17），其可能意思有二：（1）指他的性情暴躁；
（2）指他的聲音有如雷聲之洪亮，好一個「平地一聲雷」。

事實上，耶穌宣講不斷，有時面對的羣眾數以萬計（見路
十二 1，十四 25），祂是如何能使他們都聽見祂的聲音，
從而明白祂的教導？當然，上古的演說家大都受過訓練，
懂得如何運氣吐字等，又會找有揚聲作用的地方作宣
講，但找來一個聲音洪亮的傳講助手，傳講時能一
字不漏，傳神地重述自己所言的，也是順理成
章的事。

留意作者自言是耶穌所愛的門徒，
意思大有可能是指他與耶穌有
著緊密的關係，可說是耶穌的

記 憶 的

9 7 張永信 本書作者

可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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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喬瑟夫．史奇貝：《塔木德故事集—認識猶太經典的哲人與浮生百態》，郭騰傑

譯（台北：啟示，2017），頁 236。

2. “ ... utilizing all the skills gained through imitation of the masters,” Jo-Ann A. Brant, 

John (Paideia Commentaries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Press, 2011), 9.

心腹，而當耶穌和十二門徒一起守逾越節晚餐時，耶穌表明有門徒要出
賣祂，這位主所愛的門徒竟能靠近主的胸懷，細聲向主求問（見約十三
23～ 25），可見這人，即作者本人，是坐得最貼近耶穌的一位，才能如
此。這份近距離和耶穌的接觸，絕不會是旦夕之間便發生的。我們推
想，正好因為作者，即耶穌所愛的門徒，便是耶穌的傳講助手，深得耶
穌信任，並在傳講的事上，把耶穌的教導不折不扣地揚聲重述。按此了
解，在他的記憶裏，耶穌的論述訓言，當然在在都深刻地拓印進他的心
坎，歷久不忘。也許正因此故，他能寫下耶穌在不同場合的長篇講論。

不過，縱使他不是傳講助手，身為門徒，他該也是邊聽邊記下耶穌的訓
言，把耶穌的言行牢記心中，並且以效法的方式，活出老師留下的生活模
式。在上古，這正是門徒拜師學藝之道，即從老師的言教身教中有所學
習，亦惟有這樣，才能盡得老師的真傳。  2

總的來說，這教育方式是：「記憶—思考—效法—行動」。

反思：透過永住在我們心中聖靈的感動，「記憶—思考—效法—行動」
也可以成為我們學習神話語的重要模式，這亦絕對是我們屬靈生命成長的
王道。說到底，作為神的子民，我們要把聖經的教導牢記在心。試試放
緩自己急速的城巿步伐，來一個「偷得浮生半日閑」，從而進入靜謐裏，

細想聖道，默觀基督，感思人生。如果每一天都有所領
悟，生命便會不斷地成長，能活出最好的自己。

還看約翰一生的成就，他所寫作品，都是把記
憶中耶穌的其人其事，與他日後所處身的不同
處境，經過思考融通後，組拼成切合時宜的佳
作：福音書、書簡和末世啟示錄。在主的靈動
下，門徒約翰的素筆變成了點睛之筆，寫得逸
興遄飛，淋漓酣暢。

禱告：求主助我熟習「記憶—思考—效法—行
動」的生命成長模式，好使我生命成長不斷。   

摘自

張永信：

《約翰，蒙愛的門徒》（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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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著作精選

01	回歸簡淳的屬靈生命—
	 在紛繁中尋找和諧（暫名）
 Freedom of Simplicity:
 Finding Harmony in a Complex World

 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著／黃大業 譯／即將出版

	 聖經通識叢書

02	貫穿古今的啟示—
	 希伯來書析讀（暫名）

 李雋 著／即將出版

希伯來書被學術界喻為「新約聖經的灰姑娘」，在看重歷史研

究的時代被學者忽略，直至近二、三十年，這灰姑娘搖身一變

成為王子舞會的主角，學者趨之若鶩，不斷有新的研究發表。

希伯來書別樹一幟，是新約聖經最深入探討舊約聖經預示彌

賽亞難解經文的書卷，也是少數詳述基督的救恩如何承襲舊

約祭禮和祭司傳統的經文。信徒所熟悉的第十一章信心偉人

的記載固然精彩，但書卷從一開始縷述基督如何超越天使、

摩西，按麥基洗德的體系作祭司，以及基督如何成全舊約獻

祭制度的論述也同樣獨到精煉，既與猶太人的釋經對話，又

沿襲祭禮的傳統闡釋基督的地位，新約聖經若沒有希伯來書

的話，信徒對救恩的認識必然大打折扣。

希伯來書文筆秀麗，與舊約經文的詮釋傳統和脈絡多有對

話，讓信徒明白「在古時，上帝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啟

示，如何在末世於祂兒子身上顯明。希伯來書告訴我們，基

督的救恩並非舊的約失效而作替補，上帝並非朝令夕改。從

創世的安息到祭禮的設立，整本舊約聖經都指向這一位上帝

的兒子，祂的臨到並非取代舊的約，乃是揭示舊的約的真正

意義。

作者簡介
李雋，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博士，現於

香港神學院任聖經科副教授。著作包括《譯有所得：細味加拉太書 40
天》、《繪本裏的 45 堂品格課》，譯作有《考古耶穌：解開上帝兒子身

分的迷思》等數本。在基督教報章撰寫「原文嚼字」專欄介紹新約希臘

文，於網上平台分享「新約。聖經。希臘文」，歡迎瀏覽：https://www.
patreon.com/NTGreek；https://www.youtube.com/@chinesebiblentgreek；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BibleNTGreek/。

本書是靈修大師傅士德經典作品 Freedom of Simplicity 的新修

版和最新中譯本。在本書中，作者從基督教歷史和聖經出

發，以溫暖、易懂的文字，帶領讀者一起探索一個容易為現

代人所忽略、卻又與我們靈命健康攸關的重要屬靈向度—— 
簡淳。

簡淳，其實並不簡便。本書告訴我們，簡淳是恩典也是操

練，既容易卻又吃力，既強調內在也講究外在，既肯定世物

的好處卻又要我們不為世物所役。簡淳提醒我們，我們要先

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重訂生命的優次，並在紛擾複雜的生活

中學習和諧過活——無論是豐足還是匱乏之時。

作者簡介
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靈修大師及暢銷作者，作品包括《靈命操

練禮讚》、《基督徒看錢、性與權勢》、《移動的聖所——與傅士德一

起靈修：30 天靈命操練之旅》及《禱告真諦——尋找心靈真正歸宿》，

後者曾入選《今日基督教》年度最佳圖書，並獲得福音派基督教出版

協會頒發的圖書金獎。他是美國「漢勞華希」教會更新中心（Renovaré）

創辦人，致力以各種形式復興耶穌基督的教會，同時也是《與神同行

的生活聖經》（ The Life with God Bible ）的編輯。



大公書信共有七卷書信：雅各書、彼得前書、彼得後書、約

翰一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及猶大書。這組書卷是新約三

組書卷中最後形成的組合；最早的是四福音，第二是十四卷

的保羅書信（包括希伯來書）。最後，大公書信這組合可以說

是完成了新約的正典。

在早期教會的正典綱目，大公書信置於保羅書信之前，這排

次反映出某種神學觀點，本書為此作出解說。不單如此，

大公書信的內部排次不是隨意的，本書也會探討這內部排次

所反映的觀點，指出大公書信各書卷之間的神學關連。這種

正典進路的神學，幫助讀者了解新約正典整體及新約三組書

卷，以及大公書信中個別書卷之間的神學關係，並對教會的

意義。本書亦會討論個別書卷的神學，不會只停留於描述

性，亦會探討它的規範性，探討書卷各自所關注的主題，以

及其背後的敍事如何主導作者的見證。

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指出大公書信各書卷都是使徒的見

證。他們將上帝的啟示，包括舊約、耶穌教導及早期教會的

教導作出詮釋，並應用於個別書卷所針對的情境。本書最後

一章將大公書信的神學整合起來，並將這組經書的大敍事呈

現出來。

	 聖經研究叢書

03	大公書信神學
 張略 著／即將出版

本書簡綱如下：
1. 大公書信的神學：導言

2. 雅各書的神學

3. 彼得前書的神學

4. 彼得後書的神學

5. 約翰書信的神學

6. 猶大書的神學

7. 大公書信的綜合神學

作者簡介
張略，退休前為中國神學研究院新約教授。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

士，澳洲摩亞神學院（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 ）神學碩士，蘇格蘭聖

安德烈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哲學博士。著有《雅各書註釋》、

《提多書——立於恩典的健全生命》、《彼得後書、猶大書》、《希伯

來書、大公書信與啟示錄要領》（合著）、《新約歷史與宗教文化導論》

（合著）等，學術論文則散見於多份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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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風寒風．迥異教會
周志豪 著／HK$108

近二十年來，韓國流行文化席捲亞洲，其影響力遍及世界各

地，出現了所謂「韓流」的社會文化現象。至於韓國教會在

大半個世紀以來的驚人增長，同樣是現象級的，除了大型教

會林立，信徒禱告生活火熱，每年亦會派出大量宣教士到

世界各地傳福音，宣教士人數更曾高踞世界第二，僅次於

美國。由此，不少教會中人皆視韓國教會為成功的榜樣和

借鑑的對象，認為複製韓國模式就是復興的保證。

本書作者周志豪牧師為韓國華僑，在韓國事奉數十年，深

耕福音廣播工作，對當地的民族特性、文化風俗、社會議

題，以至教會的歷史源流、成長復興、危機挑戰等，均觀

察細緻入微，同時又時刻保持跨文化的自覺，傳達出深邃

的 人 文 和 屬 靈 關 懷。更 重 要 的

是，通過本書，讀者可進一步明

瞭韓國民族在歷史中孕育出來的

堅韌、頑抗、猛衝、從命順服等

精神，如何塑造了韓國教會其成

與敗的迥異之路，實在是值得我

們借鏡學習的。

第三文化孩子是全球遊牧民族，他們跟隨父母在另

一種文化中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間多次遷移，身

上融合了所經歷過的不同文化片段。

作者把她個人成長及服事第三文化孩子的經驗寫

成文字，並將紮實的研究、靈性體驗以及她

豐富的輔導經驗融會而設計成各種具體、 
明確、有趣的活動。這是一本寶貴的資

源手冊，適合家長、關顧者、差派機

構和第三文化孩子閱讀。

複
製
韓
國
模
式

      

就
是
復
興
的
保
證
？

韓
國
教
會
又
是
如
何

      

走
上
一
條
迥
異
之
路
？

宣教家庭與

第三文化孩子的

成長經歷

印象文字
最新出版

第三文化孩子︰
一份需要關顧的禮物

Third Culture Kids: A Gift to Care For
鄔麗卡．恩維克（Ulrika Ernvik）著／吳蘇心美 譯

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出版、海外基督使團 出版統籌／HK$168

/  延伸閱讀  /

宣教士子女真實的故事
滿載恩典、驚險與歡笑

金戰車——
真實故事：神在工作（中英對照）

郭珍尼 編／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提摩太團 譯
香港環球福音會／HK$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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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世界遺產中隱藏著豐富的教會歷史！

有些世界遺產印證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

例如馬丁路德改教足迹、聖方濟的家鄉阿西西；

有些世界遺產則打開我們的視野，

讓我們看見教會歷史中較為隱藏的片段，

例如丹麥的耶靈石刻、挪威的木構教堂、衣索比亞的岩石教堂……

每一項世界遺產都可以廣化、深化我們對教會歷史的了解。

截至二〇二二年底，世界遺產總數共有 1154 項，遍布世界各地，包

括文化遺產 897 項、自然遺產 218 項、複合遺產 39 項，其中有一部

分與基督教歷史息息相關，從世界遺產來看教會歷史，不失為學習

教會歷史的另一途徑。

作者廣泛搜羅浸信會的歷史資料，有系統地整理及

分析，為要探索浸信會的歷史起源及信仰根源。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嘗試回答幾個重要的

歷史問題：浸信會是誰創立的？何時誕生？在哪裏

首先出現？是如何開始的？第二部分探討浸信會的

信仰根源：這個信仰從何而來？先賢受了甚麼思

想影響才開創浸信會運動？本書最後一章更精煉

地撮述浸信會信仰的一些共同特徵。全書條理分

明，深入淺出，簡明扼要，既有人物故事、文獻引

錄，又有理論簡介，內容豐富，見解精闢，有助讀

者掌握浸信會的歷史及其信仰的精神面貌。

換個方式學習教會歷史

  讓世界遺產說故事

勾勒浸信會
初年的歷史梗概
解構浸信會信仰之來歷

18

出版

石頭說故事——
從世界遺產看教會歷史

魏外揚 著／售價待定

/  輔助資料  /
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名單（附圖文）

配搭閱讀

尋根溯源：
浸信會的歷史起源與信仰根源

杜錦滿 著／HK$118

不容從眾的教會群體：

浸信會、信洗派暨貴格會

鄧紹光 著／HK$118

浸信會信仰之根源

及特色（修訂版）

邢偉林等 著／HK$78

出版



01 舊約聖經的先知書——
 從先知到先知書
黃儀章 著／HK$220

正如布伯（ Martin Buber ）所言，先知是神人之間的中介，

讓天與地有所交流；因此，讀先知書是認識舊約神學的高

峯。作者在本書中介紹了希伯來聖經中「後先知書」的概

念，帶領讀者進入先知的世界。本書先介紹先知，以先知

作為切入點，然後再解釋書卷，讓讀者能更易掌握先知書

的內容。

	 讀 經 ／研 經 	

02 門徒的工作觀——
 實踐神學省思框架教材
陳永康 編著／商區福音使團
導師本 HK$120／學員本 HK$100

套裝 HK$200

本書針對現代職場處境，設有多個現況討論環節，讓導師

和教牧、傳道可深入了解初職的職場狀況、職場價值觀

念、靈性需要和掙扎，從而開展跟進的牧養工作，幫助信

徒在職場體現信仰和生活價值，為上帝做美好的見證。

	 教 會 事 工 	

神學大全的奧義——
聖多瑪斯《神學大全》

1～26題「一神論」譯註版
冼君行 譯註／塔冷通／HK$180

9 7

聖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是教
廷的神學顧問，前後共花了十四年寫下四大套六百一十三
條題目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為神學定下了固若金湯
的哲學基礎，好讓基督徒不用流於「迷信」，而是跟隨理性地「智信」。這本
正是白話譯註《神學大全》第一部分「一神論」的入門書。

作者繼《龍樹中觀的世界》後，再為大家譯出聖多瑪斯的《神學大全的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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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建道學刊第 59期：
 靈修
陳韋安 主編／建道神學院／HK$100

本期主題是「靈修」，共刊載了六篇學者對「靈修」範疇的

學術研究，包括趙崇明的〈從「歸心祈禱」談到《不知之

雲》的神祕主義靈修傳統〉、陳顯宗的〈依納爵的心窄問

題與辨別神類如何轉化靈性〉；黎嘉賢的〈走過成神之路

的人——十架約翰〉與袁蕙文的〈靈修就是操練默觀禱告〉

都是探討十架約翰（ John of the Cross ）的思想；還有潘怡

蓉的〈「小」徑隱藏的「大」心靈〉及廖炳堂的〈「福音派靈

修」作為屬靈傳統和學術科目的現況和發展評析〉。本期

還刊登了吳羅瑜的〈從羅馬皇帝解決糧荒的御令看新約教

會的背景與獨特處〉以及蕭錦華有關香港教會歷史研究的

文章〈取捨有「道」——當代基督教華人神學家滕近輝牧

師（ 1922-2013 ）之他教觀〉。

04 創造雜誌：中文版第 19期
 猛獁象之謎
極光創作／HK$35

本期焦點介紹的動物是猛獁象，篇章內提出的各樣文獻有

助我們推論挪亞大洪水後地球氣候變化的可能性。另外，

當然少不了其他有關自然、歷史、科學、聖經及相關主題

的文章。

	 期 刊 	

03 04

本書是作者從三十餘位清教徒的著作中擷取精華，
經過精心編排，成為一年的每日靈修作品。

主題包括默想神的屬性、神的護理、信徒的責任、
信徒的福分、苦難對信徒的意義等。

一天的分量雖然只有 550字上下，但其中深邃的真
理足以令我們細細思索，讓信徒在一天的開始即嘗
到屬天的甘露。

同訪古道——
清教徒靈修指引

Voices from the Past
理查．羅斯（Richard Rushing）編著
張仲騏、徐嘉徽 合譯／HK$168

出版



像耶穌那樣敬拜—
寫給每位基督跟隨者的指引
Worship Like Jesus: A Guide 
for Every Follower
作者：康斯丹絲．卓俐
 （Constance M. Cherry）
譯者：黃嘉莉
出版：基督教文藝
定價：HK$98

此書是一本指導手冊，關乎敬拜

的門徒訓練。作者介紹了敬拜的

基本特點，從而轉化讀者對敬拜

的理解，引導他們作仿效耶穌敬

拜的門徒。內附思考提問及祈禱

文，適合個人閱讀或小組討論。

在職場作主門徒—
職場門徒的訓練指南
Workplace Discipleship 101: 
A Primer
作者：大衛．吉爾 （David W. Gill）
譯者：陶文娟
出版：橄欖
定價：HK$156

聖經的基督教精神對於職場工作

生活有何意義？作者全面探討職

場門徒訓練所需的各樣裝備，幫

助讀者在工作中活出基督信仰，

發揮影響力。

禱告新生活—
30天從聖經人物學禱告
作者：何照洪
出版：天恩
定價：HK$112

禱告的目的不應只求心願成就，

更應著重跟神建立關係。本書

講解禱告的原則、條件、注意事

項，再從不同的聖經人物身上學

習禱告，反思禱告的意義。書末

附有禱告生活自評區，讓讀者檢

視自己的禱告。

我心頌讚—
教會與音樂
Te Deum: The Church and Music
作者：韋保羅 （Paul Westermeyer）
譯者：謝林芳蘭
出版：天恩
定價：HK$288

本書綜合基督宗教音樂歷史、神

學及崇拜學各領域的知識，探討

一些常見的聖樂議題，細數不同

時代對音樂態度的演變，幫助牧

者和聖樂同工建立更整全的教會

音樂神學觀。

信任與互愛—
靈修輔導裏坦誠與

自在的人際關係
Trustworthy Connections: 
Interpersonal Issues in 
Spiritual Direction
作者：安妮．溫徹爾．西爾弗
 （Anne Winchell Silver）
譯者：唐鴻
出版：光啟文化
定價：HK$100

靈修輔導是甚麼？與一般的心理

輔導有何不同？本書除了解釋靈

修輔導的概念，也點出靈修輔導

關係中會遇到的問題，並提供一

些倫理原則給讀者參考。

被誤解的呼召—
重解舊約的 8個呼召故事
Real Calling: A Survey of 
Call Narratives in the Old 
Testament
作者：曾思瀚
譯者：曾景恒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101

作者透個八個舊約中有關呼召的

故事，帶領讀者重回故事的場景

和脈絡，並進入古近東文化背景

來詮釋這些呼召故事，讓讀者可

以重新理解和檢視，避免誤解和

誤用。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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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很富足—
遇見 14位聖經人物，
開啟豐富人生新眼光
Que le pauvre dise: Je suis riche
作者：曼紐．哈波 （Manuel Rapold）
譯者：AGAPÉ華人學生團契
出版：台灣學園傳道會
定價：HK$76

作者研究聖經中關於貧窮的教

導，並從不同聖經人物中找到一

些原則，能讓人調整心態，找出

能力與資源對抗貧窮，活出上帝

創造的豐盛生命。

如何成為真正的
信仰者—
楊照談遠藤周作

作者：楊照
出版：麥田
定價：HK$117

遠藤周作自幼受洗成為天主教

徒，卻成長在日本軍國主義及戰

爭陰霾下的昭和時代，家庭、時

代與宗教經驗都對他造成衝擊。

他透過不斷的創作來探討信仰和

反思日本社會文化。

牧者的復興—
讓新約重塑對牧養的想像
The Preacher’s Portrait: Five 
New Testament Word Studies
作者：斯托得 （ John Stott）
譯者：施多加、梁銘慧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94

當牧者陷入身分認同的危機，如

何能夠幫助他們？斯托得透過挖

掘新約中五個關鍵角色，描繪出

世界在等待的牧者樣貌，重塑牧

者的牧養想像，復興他們的牧養

熱情。

習慣改變命運

作者：區祥江
出版：亮光文化
定價：HK$138

作者整合了不同的理論，在本書

中介紹各種建立習慣的模式與工

具，引導讀者戒掉壞習慣，並建

立一些重要和良好的習慣。隨著

日復日的實踐，好的習慣可以改

變我們，使我們終可成就上主給

予的召命。

店長推介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平衡的講道—
以符合聖經的優先順序

來安排講道
Preaching with Balance: 
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Biblical Priorities in 
Preaching
作者：唐納．漢彌爾頓
 （Donald L. Hamilton）
譯者：張聰
出版：聖經資源中心
定價：HK$215

本書通過七個有關講道的視角來

展開討論，幫助傳道者找到有益

的建議，提升講道質素。

津遵樂道—
精選釋經專文

作者：周永健
出版：海天書樓
定價：HK$138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周永健

牧師是一位資深牧者，擁有豐富

的講道經驗。本書匯集了他的

八十篇釋經講道文章，教導我們

在個人生命和教會生活等方面踐

行主道。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Chapters 1~11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Bill T. Arnold / Eerdmans / HK$600
The Gospel of Matthew, vol. 1: Matthew 1~13 (Eerdmans Critical Commentary)
Walter T. Wilson / Eerdmans / HK$450
The Gospel of Matthew, vol. 2: Matthew 14~28 (Eerdmans Critical Commentary)
Walter T. Wilson / Eerdmans / HK$450
The Old Testament Law for the Life of the Church: Reading the Torah in the Light of Christ
Richard E. Averbeck / IVP Academic / HK$400
Rethinking the Atonement: New Perspectives on Jesus’s Death, Resurrection, and 
Ascension
David M. Moffitt / Baker Academic / HK$350
The Apostle and the Empire: Paul’s Implicit and Explicit Criticism of Rome
Christoph Heilig / Eerdmans / HK$299
The Jesus Handbook
Edited by Jens Schröter and Christine Jacobi / Eerdmans / HK$749
A Reader in Biblical Greek
Richard A. Wright / Eerdmans / HK$249

	 聖經研究 	

01 Experiencing the Land of the Book: A Life-Changing Journey through Israel
Charles H. Dyer / Moody / HK$249
作者是資深神學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熟悉聖地的旅遊嚮導。他結合歷史和聖經背景，輔以數

百張彩色圖片，以幽默的筆觸，生動活潑地帶領讀者走訪凱撒利亞、迦密山、拿撒勒、加利利

海、死海及耶利哥等，趣味盎然。

英文新書資訊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神學／護教

	 生活 ／靈命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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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Interpretation: Reclaiming the Priority of Ecclesial Exegesis 
R. R. Reno / Baker Academic / HK$229
Mapping Atonement: The Doctrine of Reconciliation in Christian History and Theology
William G. Witt and Joel Scandrett / Baker Academic / HK$279
Is God a Vindictive Bully?: Reconciling Portrayals of God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Paul Copan / Baker Academic / HK$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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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Humility: A Year of Searching for a Vanishing Virtue
Richard J. Foster / IVP / HK$250
現代社會崇尚個人主義，謙卑的待人態度逐漸遭人遺忘。作者認為謙卑作為一種美德，對塑造

品格，轉化靈性生活，都十分關鍵。故此，作者透過本書與讀者一起，以一年的時間探究及操

練謙卑。此外，本書的特別之處，是其中運用了北美原住民拉科塔族（ Lakota ）的曆法為框架，

透過每月二十八天，為期十三個月的默想，操練謙卑這不可或缺的美德。

教牧／宣教 Embracing Rhythms of Work and Rest: From Sabbath to Sabbatical and Back Again
Ruth Haley Barton / IVP / HK$250
現今社會生活節奏急速，工作與作息之間實在難以取得平衡，即使是教會牧者及領袖也不例

外，他們背負著各式各樣、永無窮盡的責任，這些重擔往往成為他們的網羅，令其難以喘息。

因此，除了恆常的安息日，他們更需要適時取用更長的時間來安息。作者從自身經驗出發，闡

釋教牧及領袖應如何在安息日及安息年中真正地休息、敬拜上主、與人彼此饒恕、養生養心，

最終尋回事奉與作息的健康節奏。

You Are the Beloved: 365 Daily Readings and Meditations for Spiritual Living: A Devotional
Henri J. M. Nouwen / Image / HK$200
The Deeper Life: Go Beyond Knowledge to Experience Spirit-Filled Living
A. W. Tozer / Moody / HK$129
Uprising: The Epic Battle for the Most Fatherless Generation in History
Kris Vallotton / Chosen / HK$149



1. 讚美中信心不斷升起 CD
 讚美之泉

2. 信心的宣告 CD
 基恩敬拜

3. SET FREE 亂世／釋放 CD
 同心圓

4. 瀕死經歷 7+7：遊歷天堂 DVD
 映星娛樂國際

5. 40周年限量版——齊唱金曲藍
芽播放器

 ACM

6. 聽見這世代的呼喚 CD
 讚美之泉

7. 晨禱 CD
 基恩敬拜

8. 讚美操 9：不要失去你的微笑
（CD+DVD）

 讚美操協會

9. 耶穌基督 DVD
 永生之道

 HOPE城 CD 
 Worship Nations

1. 走進靈性修煉的關係之旅
 FES 中學部「吾靈修」計劃、
 陳塵  ／FES

2. 啟程：帶著被愛的記號
 鄭起老  ／校園

3. 踏上靈性修煉的尋覓之旅——
	 28 天與塵一同經歷神的恩典
 FES 中學部「吾靈修」計劃、
 陳塵  ／FES

4. 迷霧裡的召命
 高銘謙  ／宣道

5. 看見鄰舍，看見召命——
	 重建門徒身分的 14 個生命轉化
 葉漢浩  ／印象文字

6. 召命——以生命回應神的召喚
 楊錫鏘  ／福音證主

7. 福音叫人有活著的勇氣——
	 在三重失去中再思福音意義
 思路．豐  ／FES

8. 2023 年大齋期靈修手冊
 2023 年大齋期靈修手冊編輯
 委員會  ／基督教文藝

9. 信仰是／不是這樣的（中英對照）
 蔡頌輝  ／明風

 馬太福音登山寶訓系列——
	 獨特的鹽		有用的光
 黃德光  ／夏達華研道中心

1.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Rick Warren  ／Zondervan

2. One-Minute Devotions Morning 
by Morning

 Charles H. Spurgeon  ／Christian Art 

Publishers

3. Experiencing God Day by Day
 Henry T. Blackaby & Richard 

Blackaby  ／B&H

4.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An 
Interactive Journal to Help You 
Navigate the Hard Days

 DaySpring

5.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Devotional for Kids

 Rick Warren  ／Zonderkidz

6. Say and Pray Bible: First Words, 
Stories, and Prayers

 Diane M. Stortz  ／Thomas Nelson

7. This Is My Happy Place: A Positivity 
Journal to Finding God’s Light

 Hope Reagan Harris  ／DaySpring

8. The Pocket Bible Devotional for 
Women

 Christian Art Gifts

9.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A. W. Tozer  ／HarperOne

 One Minute with God for Students 
365 Daily Devotions

 Christian Art Publisher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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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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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不少讀者與基道書樓的相遇，也許是發生

在弼街基督教大樓 10 樓或禮頓道公理堂大樓 15

樓我們書樓兩店的現址，然而，我與基道的緣

分，卻跟許多「資深讀者」一樣，始於一九九九年亞皆老

街金山商業大廈 5 樓書樓舊址。從當年旺角這一隅的小天

地，到書室後來漸漸成長，我在基道已渡過了二十三個寒

暑，而我不僅見證著同工人數的增加，也見證了銅鑼灣店

的開設，自己也從書店前線協助者的角色，漸漸變成了同

工們的同行者。在這段荏苒的時光中，是上帝的恩典讓我

在不同的崗位上，有機會與基道、與大家一起成長。

只是，於過去幾年，面對著種種挑戰，不僅書店日常的節

奏被打亂，讀者和教會的需要亦不復一樣，我才發覺到原

來往日的經驗不一定管用，一切都得從頭學起——但同

時間又更新了我對書店服事的認識。猶記得疫情初期，當

全城為一盒盒口罩奔波，書店同工們卻為供應教會一盒盒

「聖餐套裝」而不住努力。無奈地，疫情令全球物流失能，

以致聖餐用品也一度稀缺，就在那樣的日子中，書店有一

個片段特別令我難忘：當時只剩下最後一盒聖餐套裝，兩

位來自不同教會的姊妹，並未爭搶，卻選擇分享，各分半

盒。在緊絀的時候，我看到她們分享的已不僅是聖餐用

品，而是來自上帝的那份相互關懷。

此外，隨著疫情和隔離措施不斷變化，書店作為文字事工

的前沿服事，自然也大受影響。而對我來說，當中最大

的挑戰是如何在確保同工健康之同時，盡力維持書店的服

務。我們走過了五波疫情，也經歷過兩店的同工相繼確診

或輪流隔離的日子，除了試過關門兩天進行消毒，我們大

部分時間仍然勉力每天提供服務——儘管我們也得根據

實際情況不時調整營業時間。回顧這段每天都在變化張羅

的日子，除了上帝的保守與看顧，也是同工無私的奉獻和

彼此無限的體諒，以及讀者、同行者無盡的支持，才讓書

樓在疫情中能守住初心——

於我而言，服事的初心是叫書店成為一個讓人與書建立聯

繫、同時也促成人與人美好相遇的地方。記得已去世的蔡

桂球社長曾分享過一句話：「我覺得開一間書室，就是要

開一間充滿靈魂的書室。即使我們將大量貨品搬進去，也

要讓這個書室充滿生命力，有血有肉，充滿靈魂。」這段

話深深地影響著我。究竟如何才能營造一個充滿溫度和自

在的閱讀空間，讓心靈能得著滋養和更新，讓緊密的關係

得著結連，讓活著的意義能在閱讀的日常中尋見？——直

到今天，我還是經常這樣問自己……



線上自助求書流程

	 請先登入，讀者搜尋所需書籍後，於書籍資訊頁面上按「徵求二手書」

	 該二手書上架後，系統會自動發送電郵通知，讀者可自行於網上選購

	 讀者可於「會員專區」一覽徵求清單，以及取消徵求個別書籍

徵求二手書教學

新推出
讀者線上自助
求書服務

徵求二手書

基道BOOKFINDER × 好書永續

書籍上架後
自動電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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