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澳門基督教會始於何時？

首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事奉的馬

禮遜（Robert Morrison）於1807年9月4日下午4時登陸澳門，開始了基督教在華

發展的事業。之後，以個人身份來華的普魯士人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

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等眾多傳教士於三十年代後抵澳。雖然在香港開

埠及五口通商的1842年之前，澳門和廣州都是傳教士僅能駐足的中國土地，但

如馬禮遜的中譯聖經、《華英字典》，以及早期的宗教印刷物其實都在澳門印

製。1因此，以基督教在澳門的發展是中國基督教歷史的開始，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傳教士來澳非為澳門而為全國。廣州、澳門皆非其心儀工作場地，

而是等待中華開放的滯留地。因此，當香港開埠、五口通商、禁教令解後，滯

澳傳教士紛紛移師。1845年前後傳教士後紛紛轉往上海等地傳教，澳門作為傳

教事業「踏腳石」之任務也告結束。再者，傳教士受制於禁教令，只能興辦一

些文字和教育事工，未能在澳門大力佈道，建立教會。可以說1807馬禮遜抵澳

至四十年代傳教士撤出澳門，期間的宣教事工沒有在澳留下任何影響力，連成

為澳門教會的開基也算不上。直到1898年，剛從倫敦會自立的道濟會堂（中華

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的前身）派傳教士來澳佈道、建堂，重頭做起。這才可

算為澳門基督教會之始。1898年是重新開創的局面。而澳門第一家堂會的建立

更遲至1904年。

因此，1807馬禮遜抵澳展開了基督教在華發展，但真正意義的澳門教會歷

史卻在近百年後的1898年才開始。

1  包括意義深遠的《中華叢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又譯《中國叢報》）。雖然《中華叢刊》標明

印刷於廣州（Canton），但顯然相當部份印於澳門。因清政府嚴禁外國人學習中文，馬禮遜當年為避其耳

目，便於東印度公司澳門辦事處偷印聖經及《華英字典》。後來負責《中華叢刊》印務的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長居於澳，便於1835年起使用馬氏留下的的字模。1839年，鴉片戰爭臨近，所有廣州外僑

撤至澳門，《中華叢刊》便全面在澳門編輯、印製。吳義雄：《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文化活動略論》

《學術研究》第6期（2002年），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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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回歸十年與牧養

的回應、展望與楔機」

從澳門回歸歷史看教會的展望與楔機：

澳門華人基督教會之預備與開基
（1807年至1937年） 朱秉仁老師

（本院客席講師）
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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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早期傳教士在澳的傳教策略（1807－1898）

1.  「廣州——東南亞」模式

首段的基督教在華發展史，其實是一個以「廣

州——東南亞」為中心的傳教史。澳門是廣州的延伸部

份。無論行政管理、文化傳播的角度看澳門都不是一個

「獨立的」澳門，更惶論整理出一部「獨立的」澳門傳

教歷史。

所謂「廣州——東南亞」模式，是馬禮遜發明的一

套傳教策略。廣州是傳教士接觸華人的主要場地，也是

傳教士的主要工作地點。但廣州同時又是耳目眾多的軍

政重地，不便處理宗教事務，只適宜從事世俗工作，例

如擔任歐美商行的中文秘書。又因清政府禁止外國人學

習中文，故中文文字工作也只能暗地進行。澳門則與省

城稍遠，可印製宗教刊物，甚至為信徒施洗。只是當時

澳門天主教會對基督教的不友善，澳門同知、望廈士紳

對外國人的管理，大規模的口頭傳教、傳道教育、文字

工作，則必須在東南亞的華僑群體中進行。這都並非傳

教士來華前深思熟慮的政策，而是來華後因着面對各種

困難而急就章草創而成。

馬禮遜原對澳門完全陌生。事實上，馬禮遜的坐船

本來可以直入廣州黃埔。然而，正於馬禮遜來華的1807
年，海盜綁架船隻頻繁，逼使外商請求母國海軍護航，

惹廣州府猜疑，2於是在1807年5月廢除外船直入黃埔

的慣例，改為在澳門停靠，由同知府代雇引水人接至黃

埔。正因如此，澳門於1807年9月4日3成了馬禮遜來華

的首站。從倫敦會的報告、工作指引等文獻可看出差會

起初根本不將澳門納入傳教目標。4其實，澳門究竟是

否算得上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一站，筆者是有疑問的。澳

門的確是馬禮遜第一片踏足的中國土地，以後的文字工

作中也顯然有頗大程度是在澳門進行。但這只是今人從

地理、行政概念上考慮，時人卻並非如此思想。無論從

政治或文化上看，澳門都是廣州的延伸而非主體。更有

甚者，澳門實際上連大後方都算不上，因向華人口頭佈

道，待華人回鄉傳教，大量印制傳教書刊等等的工作，

都在東南亞而非澳門。東南亞才是廣州這中心的大後

方。

2 早於1805年，英軍已「適海盜張保等猖獗，英兵船四，泊虎門，請代捕

盜」，引清政府起疑。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夷氛聞記》《明清時期

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卷三）》（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頁

不詳。下載自「澳門虛擬圖書館網頁」／（http://www.macaudata.com/
macauweb/book257/html/063801.html）。

3	 為數眾多的資料都錯將馬禮遜抵澳日期記為9月7日，但這實為他拜訪美國

駐廣州領事之日。（9月6日晚上抵穗）

4	 倫敦會在馬禮遜出發前發出授權書，內容提到他的三項任務：學習中文、

編華英字典和翻譯中文聖經。不單相當於工作指引的授權書未提過澳門，

甚至馬禮遜第二任夫人艾思莊（Elizabeth Armstrong）所編的《馬禮遜回

憶錄》也遲至1807年8月29日馬禮遜進入南中國海，開始期待澳門，「澳

門」一詞才首次出現。馬禮遜著，艾思莊編，鄧肇明譯：《馬禮遜回憶錄

（全集）：他的生平與事工》（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7），頁

55。

在「廣州——東南亞」模式下，馬禮遜在華傳教二

十七年，能口頭傳教的華人有限，由他施洗的信徒更只

有四人。他們都是因為協助教務而接觸傳教士、聖經和

福音小冊子。他們為了逃避官府的逼迫，洗禮已然隱

蔽，遑論建立教會。5

2.  以澳門為中心？

不過，此期間其實有人不服從這行之有效的規

則，例如著名的另類傳教士郭實臘，以及與郭氏親近

的美國浸信會海外傳教會（General  Convention 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傳教士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和另

一位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他們更成為浸信會開創在華事業的鼻祖。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這並非因為中國開放，而是他們違抗差會指令和

清朝禁教令旳效果。

自1837年來澳至1842年間，叔未士除了像以往的傳

教士，常為歐美人士主持崇拜外，其餘時間就無視中國

法律，公開派傳單、探民眾、聚信徒，更以粵語講道。6

他在1837年末已在澳門及附近鄉鎮派了近三萬份傳單，

每天都向澳門華人傳教。7其夫人何顯理則仿傚郭實臘夫

人溫施黛（Mary Wanstall）的做法，在家辦學傳教。而

羅孝全則主力向痳瘋病人和蛋民傳教，8也旁及鄰近鄉

郊。不過，他們在澳積極佈道，並嘗試到內地視察，惹

起了差會不滿及其他傳教士不安，怕直接對華人傳教會

破壞傳教士與中國政府的關係。9

香港開埠、五口通商，是澳門傳教事業的轉捩點。

傳教士期待已久的「中華開放」（China Open）已然到

來。他們需要決定下一步的部署。深入內陸？還是擴展

沿岸？但無論是哪一種，澳門都不是理想的傳教中心地

點。主要理由有二：

5 早於1821年，馬禮遜原配病故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為解決基督教徒缺乏

墓地問題與葡方商定，可於公司別墅旁興建墳場，而墳場內設教堂，存留

至今。（現名聖公會馬禮遜堂，Morrison Chapel）然而，這跟在華人中招

聚信徒，建立信仰群體沒有關係。

6 在「廣州——東南亞」模式下，傳教士要先在東南亞向當地華僑學習語

言。而東南亞華僑一般只會方言，不會官話。因此傳教士所學中文其實是

客家話、福建話、潮洲話地方言。叔未士因直接來澳，故所學為粵語。

7 當時外國人遠離澳門城（即大三巴以南，葡人所住地區）有一定危險性，

這正表明叔未士的冒險精神。好些華人對外國人或仇視或誤解，會乘外國

人出城之機襲擊他們。華人不得與外國人聯絡，叔未士公開佈道，不單自

己需要冒險，他所接觸的中國人也要冒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十九

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64-65。湯開建、吳寧：《美

南浸信會澳門活動考述（1836-1937）》《澳門研究》第34期（2006年6
月），頁157。

8 湯開建：《美南浸信會澳門活動考述（1836-1937）》，頁157。

9 專門研究叔、羅的Margaret Coughlin認為他倆是「美國西部邊疆的產物」

（products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戰鬥性拓荒者」（militant	
pioneers），某種意義上是以征服者的心態來向中國人傳教。劉紹麟：

《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1842至1866年的香港教會史》（香港：中國神

學研究院，2003年），頁74。Margaret M. Coughlin, “Stranger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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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地處邊沿：在過往的「廣州——東南亞」模式下，

不少傳教士從東南亞華僑中學會了南方方言。（如

潮州話、客家話、福建話）他們在中國開放後最理

想的工作地點，順理成章就是福建、潮州一帶，或

者香港的潮州、客家群體。澳門雖也有福建人村落

（望廈），但相對於剛剛開埠的廈門、福州，並不

吸引。

2.2. 氣候：對於歐美人士來說，中國南方太濕太熱。10

例如美國長老會傳教士，除了婁理華（Walter 
Macon Lowrie），11幾乎全都被患病打跨。長老會

在1838年，按馬禮遜的「廣州——東南亞」模式，

派往新加坡的何牧師（Robert W. Orr）夫婦和宓牧

師（John A. Mitchell）夫婦，以及長老會最先來華

（澳門）的麥拜德（Thomas McBryde），都因不

適應東南亞氣候而回國。12

三、基督教會正式在澳門建立（1898年至1937年）

1.  促使基督教來澳的因素

鴉片戰爭後，歐美教會在以廣州為華南的傳教中

心。香港則因有英國管治，遠離大小教案，故也有不少

傳教士聚集。華南教會中，香港發展不亞於穗。於1898
年來澳傳教的正是廣州、香港的英國和華人傳教士。

澳門雖於1807年已開始接待首批來華傳教士，但要

直到1898年才有教會以澳門為傳教對象，派傳教士來

澳，甚至到1904年澳門才建立首家教會。這當中有三大

因素。

1.1. 澳門華人社會演變：雖然中國弛禁傳教，華人理應

容易接受外來信仰，但澳門與鄰近的殖民地（香

港）不同，澳門擁有士紳階層。葡國也因其弱勢而

10 “I think the climate of the ports of Ningpo and Shanghae will be found 
most suitable for per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d. Persons disposed to 
bilious complaints and dyspeptics will suffer a good deal in the Canton 
and Fuhkeen provinces.” Walter Lowrie, 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missionary to China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1854),  
248.

11	 婁理華父親老婁理華（Walter Lowrie）是美國參議院議員，曾任參議院秘

書長11年。他在1836年帶領長老會差會工作直至1868年逝世，有份派遣

婁理華來華傳教，直至其1847年殉道，全程見證兒子的傳教生涯。婁理

華殉道後，老婁理華整理、出版兒子的家書，名為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missionary to China. “LOWRIE, Walter, (1784-1868),”Bi-
ographical Direc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vailable from (http://
bioguide.congress.gov/scripts/biodisplay.pl?index=L000485).

12	 何、宓未來華已返美，麥往廈門後於1843年回國。何、宓之譯名是根據

湯清的《中國基督教百年史》，但偉烈亞力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無記載其中譯名。從他們沒有固定的中文譯

名可推斷其對華人教會沒留下太多影響力。湯開建、顏小華。《美國長老

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26卷第1期（2006年1月），頁115。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

港：道聲，2009年一版三刷），頁115。（湯、顏一文以奧爾、米切爾為

兩人譯名。）

對澳門華人文化極其容忍。13因而澳門華人對傳統

儒家思想的擁護跟內地無兩。連西洋學說都不容易

進入澳門，遑論使澳門華人放棄道統，改信基督

教。根本性地使澳門華人社會接受新事物（如基督

教）的，是保守勢力在澳門沒落，和民國建立後粵

東地區基督徒在社會發揮之影響。14

1.2. 華人教會自立：外國傳教士於十九世紀中葉離澳，

選擇其他可建立傳教中心、教會的地區工作。而他

們建立教會成熟後則交由華人主理。故傳教中心

自立由華人主理之後，華人傳道者自然向鄰近地區

開展傳教工作。因此，當十九世紀末倫敦會在香港

的道濟會堂自立，便告組織澳門傳道會和新界傳道

會向周邊地區佈道。1898年來澳傳教的正是道濟

會堂的華人牧師王煜初，以及英國傳教士皮堯士

（Thomas William Pearce）。

1.3. 歐美教會越發關注中國：雖然澳門屬於葡國殖民

地，從未發生教案，但其教會發展卻與中國內地傳

教弛禁後時有發生的教案有密切關係。中國史上最

嚴重之教案庚子教難，正是澳門建立其最早之教會

的契機。庚子教難期間，浸信會教堂之損失、信 

徒之殉難，使遠在美國的浸信會信徒既感難過，又

深明傳教大業未成。教難對中國教會之破壞，反倒

激發他們對中國傳教之熱心，派更多人員到中國傳

教，包括到澳門建立教會。

2. 最早的基督教會堂

2.1. 澳門浸信教會15

1903年，浸信會背景的美國聖經傳道會有見義和團大

舉消滅在華浸信教會，遂派杜心餘（S. Charlton Todd）
牧師夫婦來華，復興浸信會傳教事業。他們於1903年12
月抵澳，在營地大街租賃一所三層大屋作聚會、傳教之

用，每晚開堂傳教。積極的杜心餘不諳粵語卻已公開講

道，邊學邊講，先用傳譯，至能自行負責為止。1904年
他們帶領五位青年受浸，並於1905年建立教會，初期名

為「信福會」，共有基本教友二十五名。

13 澳葡政府甚至於1909年頒佈《華人風俗習慣法典》法令，保障澳門華人

（包括已入葡藉）仍能以傳統華人文化生活。辛亥革命後，澳門華風才從

根本變化，澳葡政府始在1948年以《華人屬人法法令》取代前法	 。林廣

志。《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5），

頁227-231。吳志良，楊允中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

澳門基金會，2005年），頁323。

14 這正是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行醫期間竟找不到多少支持革命者的原因。康

有為的維新派在澳門一直都更受支持。梁壽華：《革命先驅：基督徒與

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年），頁146-147。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82-
383，392。

15 史料主要取材於劉粵聲的《兩廣浸會史略》，澳門浸信教會的《立會九十

五週年紀念特刊（1904-1999）》，和李亮人1970的建道神學院畢業論文

《澳門基督教教會事工探討》的有關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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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清政府廢除科舉，（1905年頒佈，1906年落

實）除了口頭傳教，杜心餘也創辦一英文學校「靈導小

學」，建立傳道教育，但不久因缺少教員而停辦。後來

浸信會也在1908年再辦培志學校、培正分校（與廣州培

正無關16），1913年辦靈導女校，但都無以為繼。（培

志停辦年份不詳，培正於1924年停辦，靈導女校於1931
年停辦）

除了傳教教育的不成功，對浸信會最大的傳教阻力

是來自社會的道德敗壞和政府政策。教會創基立址之處

治安不靖，品流複雜，從事走私劫掠者眾，是傳教的一

大阻力。而澳葡政府則沿用舊例，禁止在大屋樓下傳

教，直至1908才完全廢除為止。種種不利因素影響了浸

信會的傳教方針，改為專向港澳火船頭海傍一帶不太識

字的漁民教育、傳教。他們籌集款項購買福音船停泊該

處，向水陸人士傳教，日間則設學校供水上子弟就讀，

每週有四晚開堂講道。浸信會日後繼續增添福音船至三

艘，最大者能容一百五十人，並沿河道開往中山各鄉鎮

傳教。

1907年差會增派加拿大傳教士嘉理慰（ John 
Galloway）牧師來澳。嘉氏的到來正好填補了杜心餘在

1908年回國述職後一病不起所帶來的空缺。1910年，聖

經傳道會歸入美南浸信會海外傳道部，從此「信福會」

易名為「澳門浸信教會」，並迅速發展，以澳門為中心

向江門、前山、斗門、下棚、南水、下柵、古鎮和小欖

建立分堂，又接管香港浸信會在石歧的分堂。除了自香

港浸信會接管的石歧之外，斗門、江門、南水等地人士

大都說四邑話。由此可見，澳門浸信教會向中山各縣的

傳教工作，可能與語言有關。最耐人尋味的是，不知是

純屬巧合，還是羅孝全離澳後，其事蹟在信徒間口耳相

傳，澳門浸信教會的早期工作，竟跟羅氏七十年前的工

作十分相似。他們除了在澳門向漁民傳教，也簡接促使

五邑浸信聯會在赤溪縣大衾島興辦痳瘋醫院。澳門浸信

教會在建立初期就開創了百多年來未見的局面，不單不

再是臨時避難點，更既為傳教工場，亦為傳教中心。

浸信會在創會十二年後的1905年將行政、財政交予

華人，又在1919年請得伍漢華為傳道人，開始由華人

承擔教務。1925年，浸信會又按立了美國宣道會神學

院（Nyack College）的畢業生林保羅，17為他們首位華

人牧師，為浸信會帶來新風氣。林保羅同年與嘉理慰一

16 因廣州培正的辦學理念，成效深得兩廣浸信會認同，故當時各地都有按培

正辦學章則辦理的「培正分校」，但都與廣州培正沒有關係。

17	 原名林權章，信主後改名保羅，著名的家庭教會領袖林獻羔的父親。（林

獻羔1924年在澳門出生）林保羅離職澳門浸信教會後，曾到廣州參與兩

廣浸信會少年團事業，又到廣西傳教，與悟州建道書院有所接觸。二戰前

為維持家庭需要，遠走新加坡教授神學。戰後林保羅回國，於1948年任

香港九龍城浸信會牧師。Ken Anderson, Bold as a Lamb: Pastor Samuel 
Lamb and the Underground Church of China (Grand Rapid: Zondervan, 
1991), 27.

起整頓教務，將會友中生活有違聖經教導者革除會籍。

兩人又參照美國浸信會訂立「約文」，讓信徒入會時立

約，以示忠於教會及信仰。

2.2. 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18

稍遲建立的志道會堂，呈現的是與澳門浸信教會全

然不同的景況。志道會堂主力向市民傳教，從未在澳門

以外植堂，19而且辦學成功，因而信徒領袖能帶領少年

人參與教會對社會的關懷行動。這些對社會的關懷，也

有利建立教會在公眾的印象，幫助志道會堂的發展。

十九世紀末自立起，自立不久的香港道濟會堂的事

工越來越大，目光遍及省港澳等地。1898年，道濟會堂

的主任牧師王煜初，長老區鳳墀、何芹甫，以及倫敦會

在廣州的英國傳教士皮堯士一同籌組澳門傳道會，到已

數十年沒有傳教工作的澳門傳教。20

期間，澳門正好有幾位外國傳教士留居學習中文，

他們也有意參與道濟會堂在澳門的事工。一年後，有幾

位華人經常聚會。再次年，跟隨格致書院暫避來澳的總

教習鍾榮光也受洗入教。1906年之前此信徒群體的崇拜

人數已有三十至八十人不等，其中三份一為女性。信徒

中的廖德山和余美德則建堂前借出寓所供信徒聚會。21

由於澳門信徒中不乏教育程度高的專業人士，財政

充裕兼有幾位外國傳教士適逢居澳可就近協助，因此信

徒並未急於建堂。直到1905年，家庭聚會人數已增至

一般住宅難以容納的程度，同時澳門信徒聘得道濟會堂

會友李澍貴為宣教師，又有熱心信徒謝榮，捐出屋地

興建教堂。因此志道會堂終於能在1906年6月16日正式

成立，建於當年偏僻的黑沙環，為一棟可容三百人的平

房，是澳門華人第一座興建的教堂。22謝榮所捐之處偏

僻，但信徒仍決意在該處建立教會，是由於部份教友期

望能將此地發展成「基督徒村鎮」，23但最終發現此環

18 史料主要取材自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的《建基一百週年簡介》，何麗昆的

《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百年史略》和李亮人的《澳門基督教教會事工探

討》的有關部份，如非其他需註明的材料，不再一一細註。參中華基督教

會志道堂：《建基一百週年簡介》（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2006
年），下載自「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網頁」：（http://macauctc.hkcccc.
org）。何麗昆：《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百年史略》《澳門牧養夥伴》

（電子版）第9期（2007年6月），頁21-26。下載自「澳門聖經學院網

頁」：（http://www.macaubible.org/Macau%20Pastoral%20Partners/
mmp09.pdf）。李亮人：《澳門基督教教會事工探討》（建道神學院畢業

論文，1970），頁17-19。

19 香港有教會名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志道堂」，是由澳門的中華基督教會

志道堂旅港會友於七十年代建立。然而那並非澳門志道堂向香港傳教植

堂，而是澳門會友為逃避政治風氣而建立教會。

20	 王誌信：《道濟會堂史．第三章：創立期》；下載自「王氏家譜」。

21	 兩人都為醫生，余氏為澳門首位華人女西醫。廖德山是孫中山先生習醫

的同學。因後來格致書院遷回廣州復課，已在澳修讀部份課程的廖氏隨

校搬到廣州居住，信徒改到余美德家中聚會。王誌信：《道濟會堂史．第

三章：創立期》；《道濟會堂史．第四章：鞏固期》；下載自「王氏家	

譜」。（網站已停辦）

22	 澳門浸信教會雖已成立，但二十年代才建堂。

23	 王誌信：《道濟會堂史．第四章：鞏固期》；下載自「王氏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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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其實有礙傳教。因此志道會堂於1909年在市區設閱

覽室及佈道所，主日則作主日學用途，名為「真道研究

所」。研究所既能在室內藉教育、文化活動傳教，也能

讓信徒平日在市區有聚會點，主日才到黑沙灣崇拜。而

信徒在教會成立之初，已有清晰的「傳教與社會關懷」

使命感，於是後來又在研究所內增設志道小學及聯愛女

義學，主力向澳門的城市人口傳教及從事教育事業。確

立方向由「基督徒村鎮」轉變人為「傳教與社會關懷」

之後，志道會堂信徒遂決定集款在市區馬大臣街購地遷

堂，於1918年落成，1919年啟用。241926年，志道會堂

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易名「中華基督教會

志道堂」。

值得留意的是，從創堂到三十年代的眾多值理當

中，有不少教育界相關人士。例如倡議建堂的廖德山、

余美德和鍾榮光。廖氏是廣州培正書院（培正中學前

身）倡建者之一，又曾任廣州培正書院協理。余氏則曾

在廣州西關協助長老會女傳教士富馬利（Mary Hannah 
Fulton）醫生創辦廣東女子醫學堂（中國第一所女子

醫學院「夏葛醫學院」（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的前身)。余氏旅居澳門期間，不單協助建

立教會，更協助志道堂建立蔡高學校，25並歷任義務校

長、校董會主席。後來擔任嶺南大學（廣州）首任華人

校長和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的鍾榮光，不單在澳期間主

理格致書院，更建立了康有為的弟子、教育家陳子褒26

與志道會堂的關係。陳子褒後來也成為志道會堂的值

理。這些熟識教育事業，甚至在教育界知名的人士都有

利志道堂的傳道教育事業，使其學校既能服務社會，又

能幫助傳教。

2.3. 澳門培靈會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內發生非基督教運動，廣州

（當時國民政府首都）不時有學生參與反基督教示威。

又因國共合作，共產主義宣傳、對基督教會越見不利。

在廣州的英軍更與示威者衝突，十二名示威華人被殺，

引起動亂。27

24	 因澳門天主教會的影響，只能建造一座英式紅磚建築物。現在的尖頂教堂

是在1966年才建成。陳榮輝：《教會教導事工與明日之澳門教會》（香

港：建道神學畢業論文，1982），頁28。

25 1966年「一二．三事件」及1967年「聖若瑟中學被鬥爭事件」後，志道

堂考慮澳門政治氣氛轉變，將蔡高中學交由有英國背景的聖公會接辦。

關於「聖若瑟中學被鬥爭事件」以及蔡高中學易手，請參朱秉仁：《「

一二．三」事件及其發展對澳門基督教會的影響》《建道學刊》第28期
（2007年7月），136-139、146-148。

26 維新失敗後陳子褒離華到日本考察數月，認定「一國之盛衰，係乎教

育」，並於1901年與弟子創辦澳門最早有改良性質的「子褒學塾」。除

了學塾，陳氏又推行平民教育、女子教育，全都與志道會堂的事工相呼

應。子褒學塾創辦初期，除吸引澳門本土學生外，也招收了一些為避庚子

教難的旅澳學童。夏泉、徐天舒：《陳子褒與清末民初澳門教育》《澳門

研究》第22期（2004年6月），頁209-214。

27 盧約翰（John Rose）：《苦難重重的教會：循道公會華南教區開基一百

年的歷史（一八五一至一九五一）》（香港：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

會，1984年），頁109。

有見及此，一些信徒和機構都為遠離多事之地而移

居、遷移至澳門。1927年在廣州發起的首屆廣州培靈

研經會。創辦者之一的陸鏡輝長老28也在非基運動期間

移居澳門，並激勵澳門教會舉辦性質相似的「奮興佈道

會」。29大會曾邀王載、王明道等領會，澳門信徒因而

得益不少。香港也於同時期仿傚廣州，舉行港九培靈研

經大會。日本侵華後，澳門奮興佈道會因戰爭而暫停。

四、結語

澳門基督教會的出現，既有巧合亦有必然。澳門成

為馬禮遜來華首站是一場巧合，但成為早前傳教士在廣

州以外的文字事工「秘密工場」、「秘密施洗場地」卻

是必然。因當時全中國最安全進行這些活動的地方就是

澳門。

但總的來說，澳門成為早期傳教士聚集之處，只基

於等待中華開放的需要。一旦中華開放，傳教士自然轉

往內陸傳教。中華開放後澳門所有事工消失也屬必然。

但香港華人教會的自立，卻成就真正意義的澳門教會出

現。正如澳門浸信教會的出現，幫助四邑話地區的基督

教會出現一般。

除了教會的自立對傳教事工有決定性影響之外，教

會的傳教方略亦尤為重要。只是從澳門教會的開基看，

訂定方略並不容易。倫敦會原打算派馬禮遜直入廣州，

卻無可奈何下創制了「廣州——東南亞」模式。美國長

老會原考慮澳門或香港成為其華南傳教中心，傳教士們

卻敵不過華南濕熱氣候。澳門的傳道教育本來由浸信會

發起，但教育人材卻聚集於志道堂。志道堂本計劃建立

「基督徒村鎮」，最後順應信徒恩賜改辦教育、社會福

利等事工。反倒浸信會透過向船民傳教，有機會深入中

山各地鄉鎮建立教會。當事人雖有一定的預測，但在發

展過程中也順應的上帝的給予（given），以建立適合的

方略。

28 陸鏡輝，廣州人，生於1888年，十八歲考入天津北洋醫學堂，十九歲信

主，為天津倫敦會會友，1941年出任志道堂首屆執事，1950年與許公

遂、計志文建立宣道堂。

29 「培靈」一詞由趙柳塘於廣州新創，澳門教會未立即跟隨使用。謝以信：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培靈研經大會簡史：香港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前身》；	

下載自「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網頁」：（http://www.hkbibleconference.
org）。

是澳門收禱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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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發展歷史反思 關耀興傳道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在澳門成立的年日剛超過二

十年。在二十一年前，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於一九八

九總議會代表部會議通過開展澳門宣教，經過向轄下各

堂呼籲奉獻金錢，於筷子基購買基址，並於同年十月一

日聘請全職差遣員（宣教士），在十二月一日成立循道

服務中心；然而，在一九九零年八月五日開始舉行主日

崇拜，其後服務中心在九八年搬往黑沙環建華新村，二

零零二年澳門堂也搬往建華新村，二零零九年成立氹仔

家庭成長軒。

在過去二十年，教會透過服務中心及堂會去關心基

層人士，新來澳人士，失明人士，又舉辦補習班及各類

活動幫助居民改善生活，也設有助學金及家庭援助金幫

助有需要的家庭。在二十年內加入本會之會友剛超過一

百人。當踏入二零零九年，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為紀

念澳門宣教二十年，特別舉行了一連串講座，探討了解

澳門的情況和更適切澳門需要的發展方向。在零九年十

二月更舉行『石破花開研討會』，邀請了澳門立法會議

員、大學學者、教育界及基督教界人士，作出回顧分析

及展望新機遇的探索，務求在這石頭之地，開花結果。

一. 佈道反思

1. 服務與宣教配合

在回顧過去二十年，服務與宣教是緊密地配合，亦

是早年發展的關鍵。當坊眾透過參與服務中心的活動，

認識了堂會的同工，從而同工建立關係，逐漸由中心會

員轉化成為堂會會友。另一方面，教會看到當年有不

少兒童因著家境清貧而無力升學，便設立助學金幫助

他們。由於服務中心座落民居，附近的兒童也很樂意到

中心遊戲玩耍，成為接觸兒童的橋樑。當翻開舊日的相

片，不少現今的領袖就是當年的兒童。

一九九八年是一個分水嶺，服務中心搬往建華新

村，第一任全職差遣員被調派回港。雖然，在建華新村

開展了基督少年軍第一分隊及建華團契。但要求成員返

回筷子基的堂會則有困難，堂會與服務的配搭並未能緊

扣一起，遂堂會於二零零二年將堂會搬往建華新村，保

留與服務中心同區發展。

早年透過助學金讓同工可以接觸及探訪受助者家

庭，後來因著政府推出免費助學，本會因而取消助學

金，接觸會員的途徑便少了一環。而只有透過家庭援助

金，關心受助者身心靈及提供有限量的經濟援助。

雖然，堂會與中心是同一社區，但並未能容易與會

員接觸，也曾試行舉辦兒童活動，於補習班講聖經故

事；後來也因著人手不足而暫停。經檢討下，發現中心

及堂會欠缺了一度橋樑，讓會員順利進入到堂會。過去

會員能成功加入堂會，堂會與中心都是同在一個位置，

堂會同工很容易認識會員，從而建立了一定的關係，可

以邀請堂會聚會。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服務中心與堂會分

開在不同位置，加上是信徒的服務中心同事並不多，因

而帶領會員由服務到認識主受限制，便透過基督少年軍

接觸會員。從而在突發危機的關顧才略有效果。在這一

環，我們仍需努力改進。

2. 短宣隊的支援

社會服務中心的會員是我們的重點佈道隊員。除此

之外，有時也會藉著短宣隊的到訪，協助於公園、街

頭、洗樓派單張、清晨上松山接觸晨運人士、在午膳接

觸學生、甚至任何時段也向區內人士傳揚福音，將漁網

大大的撒開。雖然回教會的卻是鳳毛麟角，但起碼有宣

傳作用。也會借助短宣隊的熱心，來挑起教友的佈道心

志，從中發掘有佈道恩賜的弟兄姊妹加以栽培。

3. 關係佈道

不過，最簡單而有效的佈道，卻是關係佈道。教會

每個月都有兩三個新朋友出席崇拜；今天，教會未受洗

的人數佔聚會人數一半。可見，堂會仍有很多空間，讓

他們接受主。我們也曾舉辦福音性查經班，讓他們了解

信仰；星期日舉行福音主日，讓他們決志信主。因此，

鼓勵教友學習講見證，與人分享上帝在他們身上的作為

是最有的佈道工具。

二．牧養反思

由於我們自開始成立的異象，便是關心貧窮人及弱

勢社群，我們分別接觸的群體有精神病康復者，癌症康

復者，視障人士，行動不便人士。有不少單親家庭，同

樣面對著婚姻，兒女，經濟等問題。他們有如撒種的比

喻，被撒在荊棘中的種子，他們發芽生長了，卻面對困

難重重，我們要努力將他們的困難解決移走，他們才會

生長更容易，結出更多粒子來。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澳門堂主任）

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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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牧養弱勢社群

因此要牧養他們，就必需熟悉政府的醫療福利及住

屋政策，這也是很多求助者最關心的事情，因著政府的

政策改動下，他們不知道有甚麼是可以申請，社保與基

本維生指數有何分別，怎樣才能領取疾病津貼。因著他

們身心俱疲，陪伴他們到社工局，協助查詢或辦理有關

手續。有時更要幫助他們向其他機構申請津貼。但有時

根本甚麼款項也不合資格申請，我們會透過慈善款解決

他們燃眉之急。

由於受助者的情緒反應會很大，亦不願再不斷重覆

事件，我們需要有同理心，使他們被尊重及認同。當然

有時根本無能為力，只是陪他們同行這段人生旅程。雖

然狀況沒有改變，但因著有同行者的關心，心靈已得著

釋放。至於他們的家庭問題及兒女問題，我們會藉著個

別輔導及專題講座，幫助他們。雖然，我們盡力預防問

題產生，給予教育，如兒女成長後，開始談戀愛、結

婚、工作等問題。要健康成長，更需要曾經歷這困難的

教友以過來人身份，與這些受助者分享，激勵他們更倚

靠上帝，成為他們的同行者，絕對比同工更有說服力，

讓他們參與同儕牧養。

2. 牧養青少年人

由於教友會的青少年人部份來自弱勢家庭，個別的

成長需要花時間處理，協助他們改善。教會曾有兩段時

間刻意栽培青少年人，期望他們能繼續成長，便可以支

持教會，但因著個人的升學、就業、同輩的不和、不認

同教會的方向等等困擾，都使青少年人發展積弱。而且

現有碩果僅存的青年人，在教會的角色很重要，雖要關

心他們的心靈需要。而少年人為升學及感情問題糾纏不

休，加上對父母的意見聽而不聞。教會便成為教導他們

成長的地方，除了給予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動，也要更多

認識他們的需要，才能對症下藥。他們需要大哥哥大姊

姊與他們一同渡過青蔥歲月。

3.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

今天，教會要面對外在環境對教友的吸引和影響，

我們也需要靈活多變，提供多元化的活動。我們藉著香

港的支援，曾推動門徒小組、盟約小組，以馬忤斯之

旅，小組組長訓練；或藉著政府的撥款，舉辦適合青少

年身心靈成長的活動。更藉循道衛理宗的世界性的網絡

特點，可以他們參加本宗的世界性活動，從而擴闊視

野。

4. 加強聖經裝備

合適的教友成長系統對於本堂是急需的，課程需要

深入淺出，讓他們得以吸收聖經知識。將會以團契時間

加強聖經教導，或在職員的培訓，教授基本研經法。鼓

勵青年人進修聖經課程等等。只有增加聖經的知識，深

化實踐聖經真理，才能有力面對多變的社會。

5. 提升崇拜的質素

崇拜生活是教友的生活重點，生活性的講道對弟兄

姊妹最有幫助，讓他們容易掌握。逐步提升教友對本宗

崇拜的認識，讓他們明白每一個環節的意義，從而提升

個人與上帝交流。不斷培訓教友成為主席、領唱員、司

事員，讓他們積極為屬靈的家付出。崇拜內有牧禱環

節，透過牧者為教友提出的事項禱告。每月有一次崇拜

後的分家禱告，讓同年齡而未能出席團契的人士得著支

援及關心。每月一次的愛筵，也促進各人友誼團契。探

訪活動也每月兩次的探訪教友。期望教友享受星期天的

生活。

6. 培養成熟的教友

在長遠來看，要教會得以繼續發展，不可以只靠同

工，更何況本會提倡彼此牧養，信徒皆祭司。教會過去

二十年的發展，倚賴宣教士，或在香港聘請的同工。外

地同工們要適應澳門文化及堂會文化都要花兩三年才能

了解。除了期望神呼召本地同工，也期望教友不斷成長

熟，可以肩負使命。除了，在去年開始成立管理委員

會，讓教友更多的表達意見，學習管理教會。團契小組

也成立了職員會。讓教友更積極參與，為教會的發展付

出一分力，使這個屬的家更有凝聚力。

在面對未來的發展，要緊靠上帝，行在上帝的心意

中，無論得時不得時，都努力為主作工，使石頭之地開

花結果。



氹仔教會問卷調查與分析

前言

本期以澳門回歸十週年「教會及教牧角度」作出回應及發展機遇，所以編委議決定以氹仔教會問卷調查，從統計數據

較客觀的全貌為基礎，並對比澳門政府氹仔十年來人口及發展數據，我們可以了解澳門華人基督教會的面貌。

為了更深入了解數據背後的實況，我們以不同的形式來表述，當中不單讓同工對話及交流建構平台，另從交談中認識

彼此對澳門這十年來發展帶來的衝擊如何回應及面對、期望與感受，特別在不同宗派、年資輩份不同的思想及信念交流下

所產生的建議，相信會有果效，可惜的是在商議及邀請上能出席只及被邀者的一半，從這個過程上反映目前澳門教牧事奉

實況及難處，但在努力下，我們亦可找到一些啟發，現就按其次序來表達其內容：

1) 以氹仔問卷調查作出簡報及分析；

2) 專訪宣道總堂資深牧者藍欽文牧師；

3) 另外在兩篇以座談會來表述不同牧者的觀念及建議；

在細察彼此對話中，讀者可與他們共話，體會到他們以教牧身份對澳門的心思意念及期盼，好讓我們多一點、深一層

認識牧者在此情此境中的事奉，從而激勵一顆與教牧同伴同行的心態及行動，同心互建未來的澳門教會及社會。

敬請為澳門福音事工及堂會發展代禱，讓新社區能有更多教會關顧，回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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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會植堂 4
宣教士拓展 4
開荒佈道 0
聯會策略 0
其他 2

增長 7 
停滯 2
衰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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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下 1 
21-40 5
41-60 3
61-80 0
81-100 0
101-120 1 

121-140 0
141-160 0
161-180 0
181-200 0
200以上 0

教會近五年（2004-2009）的發展情況

2009年教會崇拜聚會平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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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遷入多 3
本區居民比較容易接受福音 1 
講台信息較強 3
青年信徒多 1
信徒注重小組或團契 4

信徒遷出多 2 
本區居民比較不容易接受福音 2 
講台信息較弱 0
老年信徒多 0
信徒不注重小組或團契 0

教會內舉行佈道會 4 
參與聯合大型佈道會 0
街頭佈道 3 
個人佈道 7 
醫院探訪佈道 0

沒有 0 
幼稚園或托兒所 1 
青少年服務 2 
老人服務 1 
圖書館或閱覽室 0
學生功課輔導 3 
心理輔導 1 
社區活動中心 1 

沒有 1 
幼稚園或托兒所  1 
青少年服務  2 
老人服務  1 
圖書館或閱覽室  0
學生功課輔導  3 
心理輔導  1 
社區活動中心  1 

6

7

4

5

8

增長原因

停滯或衰退原因

近五年經常採用的佈道方式

教會現時提供的社會服務

過去十年教會提供社會服務

敬拜活潑火熱 1
經常佈道 2
信徒事奉熱心 5
注重社區服務 1
其他 3 

敬拜不夠活潑 1 
很少佈道 1 
信徒事奉冷淡 0
很少社區服務 0
其他 2 

學校佈道 2 
監獄佈道 0
鄰舍逐家佈道 0
社區服務佈道 2 
其他 1 

婚姻及家庭支援 2 
援助/捐款 1 
醫療及保健 0
社區清潔 0
語言班或興趣班 4 
新移民 1 
戒毒及防治藥物濫用 1 
其他 2 

婚姻及家庭支援 3 
援助/捐款 2 
醫療及保健 0
社區清潔 0
語言班或興趣班 6 
新移民 0
戒毒及防治藥物濫用 1 
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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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療
及
保
健

社
區
清
潔

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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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興
趣
班

新
移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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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及
防
治
藥
物
濫
用

其
他

老
人
服
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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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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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經常採用的佈道方式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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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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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會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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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大
型
佈
道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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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個
人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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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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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訪
佈
道

學
校
佈
道

監
獄
佈
道

鄰
舍
逐
家
佈
道

社
區
服
務
佈
道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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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名稱 教會成立主因
2009年
平均人數

近五年發展 
概覽(04-09) 增長原因 停滯或衰退原因  近五年常採用佈道方式

過去十年所提供
社會服務

現時提供的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教會
發展的幫助

目前財政及組織領
導的主要決策人

拓展教會的建議

1 協基會活石堂
5. 是因為協基會

見到氹仔地區
的需要而植堂

2. 21-40 1. 增長
1. 信徒遷入多
5. 信徒注重小組或團契
8. 信徒事奉熱心

沒有
1. 教會內舉行佈道會
4. 個人佈道
6. 學校佈道

13. 語言或興趣班
1. 沒有
13. 語言或興趣班

3. 普通

4.  是牧者為執事
會主席，由執
事成員一同商
討作決定 

1. 賭場或沒有其他
2.  氹仔區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家庭、建築工人、住

宿本地家庭的外傭等等，還有一些海外華僑回澳居住。

2 宣道會氹仔堂 2. 宣教士拓展 2. 21-40 1. 增長 10. 其他:神的恩典 沒有
1. 教會內舉行佈道會
3. 街頭佈道

16. 其他:不定期的不同
類型講座及嘉年華會

16. 其他:不定期的不同類
型講座及嘉年華會

5. 非常少 3. 宣教士負責
沒有研究; 
本地澳門人。

3 氹仔宣道堂 1. 母會植堂 2. 21-40 2. 停滯 沒有

2. 本區居民比較不易接
受福音

6. 敬拜不夠活潑
10. 其他：地區對象人口

少，堂點細，人力不
足

3. 街頭佈道
4. 個人佈道

3. 青少年服務
4. 老人服務
6. 學生功課輔導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0. 援助/捐款
13. 語言班或興趣班

3. 青少年服務
4. 老人服務
6. 學生功課輔導

2. 頗大 4. 其他 海洋區，石排灣

4 美景宣道堂 1. 母會植堂
6. 101-

120 1. 增長

1. 信徒遷入多
2. 本區居民比較容易接

受福音
4. 青年信徒多
5. 信徒注重小組或團契
7. 經常佈道
8. 信徒事奉熱心
10. 其他:著重關懷跟進

沒有

1. 教會內舉行佈道會
3. 街頭佈道
4. 個人佈道
6. 社區服務佈道

6. 學生功課輔導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3. 語言及興趣班

6. 學生功課輔導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3. 語言及興趣班

2. 頗大 1. 完全自立
新世紀酒店附近，海洋； 
家庭服務

5 浸信宣道會頌揚堂 2. 宣教士拓展 2. 21-40 2. 停滯 沒有

1. 信徒遷出多
2. 本區居民比較不易接

受福音
7. 很少佈道
10. 其他：服事對象，很

多是短期在澳門工
作／學習的群體

4. 個人佈道 13. 語言或興趣班 13. 語言或興趣班 2. 頗大 1. 完全自立
南新花園、花城公園附近居民，人口較密集地區; 
新成立的小康家庭，短期在澳門居住的人口。

6 基督教濠光堂 2. 宣教士拓展 2. 21-40 1. 增長 10. 其他:神的恩典及工作 沒有
1. 教會內舉行佈道會
4. 個人佈道
9. 社區服務佈道

13. 語言或興趣班
16. 其他:午間休憩站（

學生）戶外喜年華會

16. 其他:午間休憩站
（學生）

2. 頗大 3. 宣教士負責 沒有

7 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1. 母會植堂 3. 41-60 1. 增長

1. 信徒遷入多
3. 講台信息較強
5. 信徒注重小組或團契
8. 信徒事奉熱心
9. 注重社區服務

沒有 沒有

2. 幼稚園或托兒所
3. 青少年服務
6. 學生功課輔導
7. 心理輔導
8. 社中區活動中心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0. 援助/捐款
15. 戒毒及防治藥物濫用

2. 幼稚園或托兒所
3. 青少年服務
6. 學生功課輔導
7. 心理輔導
8. 社中區活動中心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0. 援助/捐款
14. 新移民
15. 戒毒及防治藥物濫用

2. 頗大 2. 母會領導
路氹城區 
中產家庭

8 廣安教會氹仔分會 5. 其他:為勞工 1. 20以下 3. 衰退 沒有 1. 信徒遷出多 9. 社區服務佈道 13. 語言或興趣班 13. 語言或興趣班 4. 很少 2. 母會管理 禱告中心（禱告山)

9 阿們611靈糧堂 1. 母會植堂 3. 41-60 1. 增長
3. 講台信息較強
8. 信徒事奉熱心

沒有
4. 個人佈道
10. 餐會佈道

1. 沒有 1. 沒有
6. 其他:

未清楚
1. 完全自立 包括所有的項目

10 澳門播道會 
氹仔福音堂

2. 宣教士拓展 3. 41-60 1. 增長

3. 講台信息較強
5. 信徒注重小組或團契
6. 敬拜活潑火熱
7. 經常佈道
8. 信徒事奉熱心

沒有 4. 個人佈道 沒有 沒有 沒有 3. 宣教士負責 沒有

11 基督教國際神召會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12 澳門韓國人基督教會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澳門氹仔教會調查報告

非常大 0
頗大 5 
普通 1
很少 1
非常少 1
其他: 未清楚 1

9
提供社會服務對教會發展的幫助

(續前頁)

0

1

2

3

4

5

提供社會服務對教會發展的幫助

非常大  頗大     普通   很少  非常少   其他:
未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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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名稱 教會成立主因
2009年
平均人數

近五年發展 
概覽(04-09) 增長原因 停滯或衰退原因  近五年常採用佈道方式

過去十年所提供
社會服務

現時提供的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教會
發展的幫助

目前財政及組織領
導的主要決策人

拓展教會的建議

1 協基會活石堂
5. 是因為協基會

見到氹仔地區
的需要而植堂

2. 21-40 1. 增長
1. 信徒遷入多
5. 信徒注重小組或團契
8. 信徒事奉熱心

沒有
1. 教會內舉行佈道會
4. 個人佈道
6. 學校佈道

13. 語言或興趣班
1. 沒有
13. 語言或興趣班

3. 普通

4.  是牧者為執事
會主席，由執
事成員一同商
討作決定 

1. 賭場或沒有其他
2.  氹仔區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家庭、建築工人、住

宿本地家庭的外傭等等，還有一些海外華僑回澳居住。

2 宣道會氹仔堂 2. 宣教士拓展 2. 21-40 1. 增長 10. 其他:神的恩典 沒有
1. 教會內舉行佈道會
3. 街頭佈道

16. 其他:不定期的不同
類型講座及嘉年華會

16. 其他:不定期的不同類
型講座及嘉年華會

5. 非常少 3. 宣教士負責
沒有研究; 
本地澳門人。

3 氹仔宣道堂 1. 母會植堂 2. 21-40 2. 停滯 沒有

2. 本區居民比較不易接
受福音

6. 敬拜不夠活潑
10. 其他：地區對象人口

少，堂點細，人力不
足

3. 街頭佈道
4. 個人佈道

3. 青少年服務
4. 老人服務
6. 學生功課輔導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0. 援助/捐款
13. 語言班或興趣班

3. 青少年服務
4. 老人服務
6. 學生功課輔導

2. 頗大 4. 其他 海洋區，石排灣

4 美景宣道堂 1. 母會植堂
6. 101-

120 1. 增長

1. 信徒遷入多
2. 本區居民比較容易接

受福音
4. 青年信徒多
5. 信徒注重小組或團契
7. 經常佈道
8. 信徒事奉熱心
10. 其他:著重關懷跟進

沒有

1. 教會內舉行佈道會
3. 街頭佈道
4. 個人佈道
6. 社區服務佈道

6. 學生功課輔導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3. 語言及興趣班

6. 學生功課輔導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3. 語言及興趣班

2. 頗大 1. 完全自立
新世紀酒店附近，海洋； 
家庭服務

5 浸信宣道會頌揚堂 2. 宣教士拓展 2. 21-40 2. 停滯 沒有

1. 信徒遷出多
2. 本區居民比較不易接

受福音
7. 很少佈道
10. 其他：服事對象，很

多是短期在澳門工
作／學習的群體

4. 個人佈道 13. 語言或興趣班 13. 語言或興趣班 2. 頗大 1. 完全自立
南新花園、花城公園附近居民，人口較密集地區; 
新成立的小康家庭，短期在澳門居住的人口。

6 基督教濠光堂 2. 宣教士拓展 2. 21-40 1. 增長 10. 其他:神的恩典及工作 沒有
1. 教會內舉行佈道會
4. 個人佈道
9. 社區服務佈道

13. 語言或興趣班
16. 其他:午間休憩站（

學生）戶外喜年華會

16. 其他:午間休憩站
（學生）

2. 頗大 3. 宣教士負責 沒有

7 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1. 母會植堂 3. 41-60 1. 增長

1. 信徒遷入多
3. 講台信息較強
5. 信徒注重小組或團契
8. 信徒事奉熱心
9. 注重社區服務

沒有 沒有

2. 幼稚園或托兒所
3. 青少年服務
6. 學生功課輔導
7. 心理輔導
8. 社中區活動中心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0. 援助/捐款
15. 戒毒及防治藥物濫用

2. 幼稚園或托兒所
3. 青少年服務
6. 學生功課輔導
7. 心理輔導
8. 社中區活動中心
9. 婚姻及家庭支援
10. 援助/捐款
14. 新移民
15. 戒毒及防治藥物濫用

2. 頗大 2. 母會領導
路氹城區 
中產家庭

8 廣安教會氹仔分會 5. 其他:為勞工 1. 20以下 3. 衰退 沒有 1. 信徒遷出多 9. 社區服務佈道 13. 語言或興趣班 13. 語言或興趣班 4. 很少 2. 母會管理 禱告中心（禱告山)

9 阿們611靈糧堂 1. 母會植堂 3. 41-60 1. 增長
3. 講台信息較強
8. 信徒事奉熱心

沒有
4. 個人佈道
10. 餐會佈道

1. 沒有 1. 沒有
6. 其他:

未清楚
1. 完全自立 包括所有的項目

10 澳門播道會 
氹仔福音堂

2. 宣教士拓展 3. 41-60 1. 增長

3. 講台信息較強
5. 信徒注重小組或團契
6. 敬拜活潑火熱
7. 經常佈道
8. 信徒事奉熱心

沒有 4. 個人佈道 沒有 沒有 沒有 3. 宣教士負責 沒有

11 基督教國際神召會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12 澳門韓國人基督教會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由澳門聖經學院及澳門基督教聯會於2010年3-4月發出問卷及跟進此研究計劃，並列出報告

完全自立 3
母會管理 2
宣教士負責 3
其他 2

10
教會目前財政及行政組織領導主要決策

0

1

2

3

教會目前財政及行政組織領導主要決策

完全自立    母會管理  宣教士負責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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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宣道堂

藍欽文牧師
專訪小組：朱佑人弟兄、游偉業院長及冼錦光牧師
記錄：陳惜梅姊妹

藍牧師回憶在回歸前後的轉變及感受：

回想澳門回歸前教會的狀況：未回歸祖國前，澳門

一直受葡萄牙政府統治，由於他們較尊崇天主教，對其

他宗教並不重視，故也不會投放資源，甚至也對它們的

傳教有一定難阻；另外受當時社會環境發展影響，約60-
70%中學畢業生多選擇出國或國內升學，在大學畢業後

便直接留在國外就業，從而對教會的人才流失造成很大

的影響。故在回歸前教會的發展有很多困難。

澳門回歸後及過去十年間社會發展對基督教的影

響：隨着澳門回歸祖國後結束了由以往殖民地統治方

式，變為澳人治澳；以及中央對澳門特區的全力支持，

令澳門社會有了更新及突破，在開放賭權下，吸引不少

外來的商家前來投資，不但提升了澳門在世界的知名

度，建立良好的營商環境，也帶動了整個城市經濟發

展。同時也改變了年青一代的思想，開始有更多中學畢

業生考慮留澳升學或在國內、外的大學畢業生，回流澳

門發展，有些由年少時已在教會成長的信徒，對教會的

發展起着正面的作用，讓教會得到極多的人力資源，又

使他們更好發揮，協助教會發展。

隨着特區政府開始對不同宗教信仰的接納及重視，

改變了基督在澳門的發展，就如以基督教名義向政府申

請場地舉辦不同活動及佈道會，在審批過程也比以往容

易。

專訪

宣道堂在澳門的定位：

宣道堂在澳門建立將近六十週年，並在1993年更重

新修建總堂。我們認為神既然讓我們可以在澳門這個小

城成長，建立教會，也應更愛這個小城，更多的關懷及

投入；故我們重視教育牧者、傳道、同工以及堂會的每

位兄姊，必須先擁有愛神愛人的心，同時清楚知道神既

讓我們生活在澳門，也應為澳門感謝神，建立愛國愛澳

的心，有了同一心志，在服侍上大家便能更同心，積極

參與社會的發展並更好的作出配合。感謝 神一直以來

的帶領，也更深入了解這個地區有什麼不足或缺乏的地

方，神會透過什麼方法擴張國度？我們可以如何更好的

配合？神賜給我們有禱告權柄，讓我們就用祈禱，求神

幫助和帶領。既然明白到這一點我們便開始製作祈禱手

冊：《為澳門禱告十萬小時》，透過動員各兄姊的同心

合意的祈禱，讓神的光光照澳門。在回歸十週年當天晚

上，我們更在澳門地標：大三巴前地舉行大型音樂佈道

會。

將來的計劃：

適逢澳門回歸十週年，希望藉此機會聯合澳門不同

的基督教團隊，透過建立聯會的方式，讓澳門福音的工

作更整全，並發揮各教會的所長，領人歸主。

專訪內容：了解澳門回歸前後至今之社會發展對基督教的影響。                                 

矗

｀澳門収簣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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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統計內的數字是否反映到現時教會的實況？

（譚）： 按分析，本澳教會以50人以下的微型教會為主，現澳門普遍崇拜人數以30人居多。

（白）： 若按數字，只能反映短期情況，也要考慮洗禮情況。有流動人口存在，所以1-2年統計出來的人數

差別很難正確反映教會有否增長。   

（范）： 20-30人聚會的微型教會在中國似乎正常，崇拜人數可能會受不同因素影響：

 1. 如遊客的到訪或不常來教會的信徒；

2. 洗禮者與崇拜者有分別，當中包含了部份的慕道者；

3. 因信徒在不固定地點工作，以及輪班工作的影響，無法參與固定的教會活動；

 總結以上3點對統計時造成一定的困難。

（冼）：在過去10間澳門有約20間的新教會建立，相對可觀。

（譚）：證明已開始有植堂及新加入情況。

（冼）：其中以氹仔新城市發展10年前2間，到這10年內新增8間﹝當中包括4間植堂、4間新建立﹞

（白）：在統計新建堂會的聚會人數上需注意到，有部份舊信徒轉到新堂會聚會。

（范）：植堂教會與母堂崇拜時間不一，有部份信徒重複，﹝可能他們會同時參與兩間堂會的活動﹞。

座談會 （1） 

澳門回歸十年與牧養的回顧、展望與契機
之教會與教牧角度

主持：冼錦光牧師 記錄：陳惜梅姊妹

（冼）：從今年度的全教會統計分析數據中，請問大家有可看法？

年份 堂會數目 崇拜人數 佔人口比率 會友人數 佔人口比率

1980 20 1,250 0.27% 1,200 0.26%

1985 33 1,800 0.40% 2,500 0.60%

1995 50 2,740 0.55% 3,625 0.73%

2005 69 3,810 0.81% - - - - - -

2010 76 3,905 0.72% 4,898 0.90%

（譚）： 本份資料是由「教聯會」與「澳聖」定期以每年問卷調查方式收集數據統計分析所得。當中的數字

主要表示了一些趨勢，通過數字更能反映現狀；從80年代至今教會增加，宣教仕人數的增加同時，

整個城市的人口也不斷增多，透過分析讓我們有客觀的訊息：宣教仕增多，遠不及人口增長。

參與座談會成員背景如下：
（譚） 譚逸雄 （前任中國信徒佈道會澳門區主任）
（白） 白約翰 （澳門晨光福音堂堂主任）
（范） 范錫強 （澳門聖公會聖士提反堂堂主任）
（游） 游偉業 （澳門聖經學院院長）
（黎） 黎允武 （澳門白鴿巢浸信會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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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 按統計數字，本地同工118位、宣教士65位，每間教會平均有2位同工，是否不夠本地化？

每 間 堂 會 同 工 人 數

 0 1 2 3 4 5 6 7 8 9 14 總數

教會數目 3 24 26 8 9 2 1 0 1 1 1 76

本地同工人數 0 18 37 14 22 4 3 0 2 4 14 118

外來宣教士人數 0 6 15 10 14 6 3 0 6 5 0 65

同工總數 0 24 52 24 36 10 6 0 8 9 14 183

（白）： 仍然是不足夠，但由於澳門物價不斷上升，在招聘同工時，造成經濟問題。 

（黎）： 牧養及同工發展等深受經濟影響，所以較難本地化。

（譚）： 有某些教會沒有牧者，只有傳道人，所以較難牧養本地兄姊成為同工。

（范）： 沒有牧者是很大的問題，無法牧養，很難成長。

（譚）： 表內數字可給予簡單比較。

（游）： 可更多微觀分析不同個案，可能出現的偏差，用質性了解。

（譚）： 澳門出現很多教會只希望擴堂，應考慮不同時間崇拜，香港已很普遍，本澳不願轉變的原因何在？

（白）： 澳門文化改變，以往街坊式，細教會較難增長，大教會由於有大型建築物，讓初信者更感興趣，現

也有教會搬到工業大廈。

（游）： 報告內出席人數達80%的教會，較難吸引新人，可考慮分不同時段，如：週間崇拜及不同時段活

動。

（范）： 善用堂會，可考慮不同時段。任何統計也是取中位數，最重要也是分析。不同宗派不同處理。

（游）： 可能存在人手不足的問題。

（黎）： 可能會沖擊舊有文化。

（范）： 可能有部份牧者需週間回國內牧養或栽培，無法分身。

（冼）： 十年內同工的穩定，社會專業化對信徒的影響，是否各教會同樣受影響？

（黎）： 傳道人人數，要同時考慮崇拜人數是否有增長，數字不一定準確。

（范）： 現今社會對專業人士推出週末密集課程及交流會，令他們無法參與教會事奉。

（白）： 開分堂也受影響，核心的信徒受社會影響，社會普遍現狀看重學歷，不停被要求進修，所以很多職

務只能由傳道包辦。

（黎）： 引伸人手問題，願意服侍，可能也要有相同異象，永遠只得傳道帶領，會影響質量。

（白）： 澳門的工作時間分為不同時段，而且員工要不停轉更，無法決定一個時間聚會。

（冼）： 社會改變如何影響到牧養工作，困難何在？

（黎）： 可考慮參觀不同教會的發展模式，令牧養更新。

（游）： 出外參觀及效法是重要，但要清晰自己教會故有文化及特色，要分析所屬社區，現教會存在問題。

（黎）： 要有新觀念，不再默守成規，要開放再過濾，尋找合適自己教會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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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 轉變的困難及尋找未來發展方向？

（譚）： 兄姊開始注重栽培，但由於欠訓練，無從入手。

（白）： 兄姊願意投入的程度，對教會發展有較大的影響，在轉變時觀點要突破；困難之處在於當發覺學無

所用，怕影響傳道，或有部份不願負責只是參與。當出現大部份這樣的兄姊時，教會就很難發展。

（范）： 聖公會的發展模式：教會、教育、社福，三方面發展，有異象一定會與教友分享；洗禮者一定會安

排服侍，讓他們投入，一定要出席每個活動，關顧與牧養是離不開。資源上的共用，人手、知識，

多分享資源，擴寬眼光；注重崇拜講道；其次團契生活的建立，有遠境應在團契中試行，不只在核

心同工會議做，這樣的可行性較好。另外，電郵也很重要，多互動，了解他們的近況讓他們知道牧

師參與，並在鼓勵中帶出信仰。

（冼）： 現在社會觀、事奉觀也有所改變。

（白）： 要轉型有突破，教會不單是社會服務中心。

（范）： 社團文化強，需與時並進與社會文化緊貼。

（冼）： 角度觀要廣闊、心靈、空間。

（譚）： 教會要走向社區化，由於社區很多需求，可建立互助。社區教會建立網絡。

（游）： 可先建立及提供培訓給不同層面服侍的兄姊。

（冼）： 如社工，必須先裝備讓她明白信仰，活出基督。

（游）： 建立社區教會時，需考慮是否有管轄，（交數情況）。

（譚）： 大部份教會仍未能自立受限制，首要幫助他們自立。

（范）： 較難自立的原因，並非是否協助問題，而是歷史性問題。在社會快速增長更難持久。

（黎）： 有母會，可以有資源及支持，如較好的母會，願意金錢自立，行政自立。

（白）： 要自立，有物業可能較易，同工的工資也是影響自立的因素。

（黎）： 奉獻問題，信徒是否願意承擔？

（范）： 現神召會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經營，多源而合一；澳門有部份是分拆型教會，如何讓信徒明白自己訊

息，持久成長？

（黎）： 牧養策略問題，先建立完整架構。

（冼）： 十週年有何期望？

（譚）： 期望信徒對個人佈道熱誠，願意講福音。

（黎）： 大型教會，對社會有較大的影響力。在發展過程中關懷才最重要，傳道牧者應打開眼光開放視野。

（范）： 若澳門成為全民基督徒，應先重視自身澳門教會成長。

（游）： 將澳門需要帶給其他地方，找更多資源支持澳門及中國教會，建立更多研究中心，訓練更多本澳人

材，與香港及其他地方接連。

（白）： 本澳同工不斷增長，（座談會欠缺本澳傳道人及女性聲音），落實本地同工的立場。

（范）： 1. 社區文化轉化；

2. 神學教育多元；

3. 文字、媒體事業的發展；結合以上3項對社會將有更大變化。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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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的座談會是續座談會（一）後之跟進，主要來自本地新生代的年青同工作出對談分享，內中亦涉及不

同宗派及教牧成長關係帶來的反思及建議。

座談會出席成員背景如下：

（游） 游偉業 （澳門聖經學院院長）

（黃） 黃展鵬 （四方福音會澳門堂傳道）

（儀） 黃嘉儀 （協基會活泉堂堂主任）

（鄺） 鄺景運 （浸信宣道會頌愛堂傳道）

（敏） 黃麗敏 （二龍喉浸信會傳道）

（李） 李立勝 （中華傳道會澳門堂傳道）

（冼）： 試表述現時澳門回歸後所事奉堂會之現況（會眾及教會事奉的實況），如上期「牧養夥伴」報導教

會數字有所增加，而是次調查結果氹仔教會在10年內由1間增加到10間（主要華語為主） 。

（黃）： 所屬的堂會是有兒童院背景，由85年開始信，93年事奉。教會發展初期有23名會友。教會十年間的

轉變：現時會友人數跟以往接近，教會會友人士來自不同背景，部份會友工作在政府，醫院，工作

環境緊張／無形壓力／抑鬱，導致家庭婚姻出現問題。

（鄺）： 不少教會是在八、九十年代建立的，當時的主要對象是學生，到今天，學生已經成為職青，許多已

經成為父母。我認為這內在因素的影響，勝過其他外在因素（例如澳門經濟）的影響。所以，我們

必須了解他們的處境。

 在學生時代，他們曾經投入過、熱心過，可是現在卻比較抽離。這大概是因 為工作、家庭的責任愈

增，也可能是因為需要重整信仰，處理失望，甚至醫治傷害。因此，我們毋須對他們的抽離太過失

望，反要盡力協助他們，預備他們去走下一里路。另一方面，他們很多是第一代基督徒，既沒有上

一代的榜樣，卻要成為下一代的榜樣，讓我們設法去支援他們，耐心地建立他們這一代，因為信仰

群體是一代一代地建立起來的。

（敏）： 教會99-09年間，以職青及年青人主為。大部人在外地讀書的年青人，回流澳門之後，帶著海外教

會的習慣，也有因工作的影響，難以投入教會或不返教會，例如：台灣教會的服侍模式。

       近2-3年新加入的朋友主要來自賭場工作、家庭、在職，也有是主動聯絡教會，尋求幫助。近一年

祟拜人數150人左右，年齡30-50歲為主，早堂約30人，午堂約100人，英語堂約20人。教會青少年

比前幾年少。教會04年立志成為差傳的教會，經濟上升，同工受差到海外宣教。

座談會 （2） 主持：冼錦光牧師    記錄：關瑩姊妹

澳門回歸十年與牧養的回顧、展望與契機
之教會與教牧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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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 回歸後教會一批中學生陸續進入大學，畢業，就業並結婚生子；到現在教會以職青及年青夫婦為

主，因此，在牧養上也要作出調整；教會實在與澳門這十年來的變化有著密切關係，生活節奏變化

很大，如：工作時間的緊張，人人進修等；教會鼓勵會眾尋求神的呼召，不要迷失自我。

（李）： 08年神學畢業，平均每月一次講道訊息分享，其餘時間則由外來講員協助。現時澳門的賭權開放，

及社會轉型，對澳門民生影響深遠，弟兄姊妹生活方面，最明顯的影響莫過於是工作較前忙碌了很

多，但話雖如此，會友在奉獻方面卻從來忠於聖經教導，忠於上帝。由於部份會友來自不同的政府

部門，在牧養方法上需要作出多點調教和理解。信任基礎是首要建立的橋樑。

（冼）： 教會如何面對目前澳門劇變下對教會及社會的影響?

（黃）： 香港及澳門的信徒同樣面對計有是性開放的社會道德問題，所以個人成長十分重要，生命極需要更

新。另一方面澳門種族亦趨多元化。包括：澳門本地，香港，印尼、菲律賓、非洲、越南、國內等

等。由於宗教及文化不同，因而對基督教也做成影響。如：在黑鬼山擬建回教廟。所以要用更多時

間去關心他們。從宗教角度，應運用有效的策略，針對來澳門工作的群體，特別是關注國內群體的

宣教需要，例如：福建人、溫州人、國內留學生等。教會亦應開放及合作模式，包括：資源及恩賜

的配搭。運用各教會不同的資源，一同開展不同群體的服侍。教會在去年亦因著一位來自非洲的四

方福音會同工來澳門進修博士課程，他藉此鼓勵及祝福我們。教會在上半年亦在主日下午借出堂會

開拓以英語的崇拜及推展福音事工。再者我想極需要在本地訓練同工，培育本地接班人，承擔教會

工作，特別在職青奉獻者方面。

（鄺）： 從澳門教會的發展歷史可見，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教牧同工的穩定性。若教牧同工不穩定，

如何面對社會轉變將無從說起。為此，教牧同工需要本地化。本地化從教會自立自養開始，以教牧

與信徒互信為成熟。

 此外，社會劇變，帶來多元的需要，和空前的機會，但如果機構、事工超過本地教會所能承載，恐

怕無助於建立教會，面對社會。因此，讓我們秉持核心使命，使澳門人作耶穌的門徒（若澳門人未

作門徒，澳門人將如何使萬民作門徒呢？）。使人作門徒是生命影響生命，一代影響一代，急不

來，要踏實地做，一個一個地做。只要目標清晰，早晚會結好果子的。

（敏）： 這個有深層次的信仰問題，同工增加到目前四位，崇拜亦加上早堂，晚堂，並加強培訓，在未來計

劃亦加插每月一次以週六進行的青年崇拜。有同工對散居的菲、越、印等外傭在澳門工作有所負

擔，因他們也在影響著澳門宗教的發展，如：伊斯蘭教進行的宣傳，吸引部份的人加入伊斯蘭教。

教會面對各樣社會轉變，或許可以變成轉機。但要回應時，我們必須以宣教或以神國度作為更寬闊

的架構來承載，才能有足夠的容納度來面對這個改變。

（游）： 我們需要進行教會及機構深入研究，作為教會發展的客觀理據。而整全的宣教信念，亦需要了解群

眾背景等因素，藉著這個『教牧夥伴』平台及其他資源配合，以支援教會的需要。而澳門聖經院在

課程上亦是根據教會的需要，不久將來成立各種中心以配合教會及社會發展。

（儀）： 教會對社會問題及信仰問題要提供討論空間，深信信仰是活的，是可以活出來的。如何將信仰與個

人生活及社會連上關係是會眾所關注。教牧同工的成長空間亦很重要，除了個人方面，教會提供合

宜的支援，不論在時間及財政上，讓教會整體都有共同成長的空間。

- 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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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成工作間的祝福 
歐鄭麗鳳女士 著    崔浩基傳道 譯

“早上好”，這是我走進電梯時，對一位正在清理電梯鏡子的清潔阿姨微笑的問候。她應聲說:“太

太，早上好！”事實上，偶爾我也會遇到她。她和她的同事們一向都把我們住的大廈打理得非常整潔。所

以我決定感謝她把大廈的升降機及公用地方打理得這樣清潔及舒適，並稱讚她的工作做得很好。當她聽到

我的讚美時，她立時變得容光煥發，並告訴我，從來沒有人（指大廈的住客）對她有這樣的稱讚。我可以

看出她非常高興，我也很高興可以令她高興。相信那一天，我已經化身成她工作間的祝福。 

在我的工作間，有時我會遇到清潔工人和其他技工，我也會感謝他們對辦公地方的照顧，使我們有一

個更好的工作環境。每次當他們一聽到這樣的稱讚，總是以會心微笑作回應。很多時候，這些卑微和嚴

重底薪酬的工人們，幾乎從沒有受到任何讚賞或鼓勵。就如其他在工作場所的人一樣，當他們做得好的時

候，我們應給予讚賞和鼓勵。 

我也想不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恍然大悟，我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將我的人生成為他人的祝福。顯

然這種態度是直接與我的信仰 — 主耶穌有關，因為“祝福”是在聖經中一個重要的主題。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

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12:1-3，參徒3:25） 

耶和華呼召亞伯蘭跟隨祂和應許賜福給他。不僅如此，亞伯蘭將也要化身成萬國的祝福。我們這些信

了耶穌的人就都如成了亞伯拉罕的孩子一樣，因此亞伯拉罕的信心也祝福了我們。換句話說，憑藉我們在

主耶穌基督裡的信心，我們也繼承了這種奇妙的應許（加拉太書3:6-9）。這是耶和華所賜，使我們何等

驚歎的應許和祝福！上帝呼召我們到祂那裡，祂祝福我們。反過來，我們也要成為上帝賜福這個墮落世界

的工具。 

我們生活在一個墮落的社會裡，流行和普及文化就是抓緊和追逐生活上的“好東西”。換句話說，我

們希望得到所有可以得到的祝福，有時甚至不惜犧牲別人而得到。很可惜，許多基督徒在工作場所也是

屬於這一類。有時，甚至當我們付出，也是出於錯誤的動機–也許是出於內疚、遺憾或乾脆只是為了在人

前好看。通常是以“我”為先，以“他”為後。我聽說這個詞“JOY”（喜樂）的意思是“Jesus”（耶

穌）第一，其次是“Others”（其他人），然後先到“You”（你），即把耶穌第一，別人在你面前。這

是所有基督徒應該做的。 

事實上，當我們把別人放於己之先，並尋求祝福他們，我們會享受到極大的快樂和從上帝而來意想不

到的祝福。使徒行傳20:35所說：“福施比受更為有福。”就像聖經中所有其他經文一樣，任何一個實踐

這經文的基督徒都可以證明，這是千真萬確的。所以祝福換來更多的祝福，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良性循

環。當我們奉耶穌的名祝福別人時，我們是在讚美上帝，從而我們得到更多的祝福（可以是在屬靈上，心

靈上或物質上）。 

那麼，如何才能成為別人祝福，尤其是在工作場所的背景下？ 

有人可能會問“我有那麼多壓力，又忙碌和凡事都不如意，我怎麼可能祝福別人呢？”有趣的事情

是，祝福別人可以使部分的壓力在某種程度上得到緩解，因為祝福他人時會產生喜樂，當喜樂臨到，壓力

自然減小。當“祝福別人”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在大多數情況下，你並不真的需要擠出更多的時間去祝

［ 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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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別人。祝福會從上帝的觸摸開始，之後聖靈會引導你。 

我們可以有無數的方式在工作中祝福人，如果要實踐，我們必須確信我們能以某種方式或在任何情況

下，不論我們所處的位置如何，也可以化成祝福，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是行政總裁，經理，或企業家才

可以祝福別人。即使那些受僱於排名最低的工作，也可以是一個工作場所非常的祝福。 

祝福他人是我們每一天必須作出的一個選擇，很多時候，祝福他人是很簡單的，只需要我們意願和在

需要時加上謙卑，我們可以在工作場所化成祝福。 

一.  通過我們的工作方式 

1. 追求卓越 

我們的工作方式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他人的“詛咒”。當我們做好我們的本份時，我們會祝福

我們的同事，老闆和客戶。因為他們知道你是一個可以依靠使事情辦好的人，你的同事，老闆和客戶

就會被祝福。 

“他對我們的團隊，部門，公司，或客戶是一個祝福。” — 這是我們希望聽到與我們日復日一

同工作的人的讚美。而不是，“我希望他離開公司或者被轉移到另一處。”或者“和他一起工作或只

要有他在的時候，真是一種痛苦。” 

我們必須記住，“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

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西3:23，弗6:7-8）

當我們面對着沉重的工作壓力和要求，不合作的同事和不合理的期限，有時真的很難去多走一

步。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精益求精。但以理是一個極好的聖經例子，他的工作表現突出（但 

6）。神應許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3:13）以及“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

是你們的力量”（尼8:10）。唯有靠祈禱，讀神的話和與神有一個真正而活潑的關係，才可以使我們

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和帶領我們度過困難和艱苦的景況。 

2. 與上帝的喜樂同工 

沒有人喜歡與一個不斷抱怨，凡事不滿，喜怒無常，難以合作的同事或上司共事。我們應該不斷

地問自己，我們如何能夠創造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使人們與我或為我工作時，都期待回來上班，期

待與我在一起。傳道書五章 — 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神的恩賜。而且如果我不喜歡我的工作，我

需要讓神的靈幫助我找出，在我的工作中什麼是我可以享受的。 

二.  待人接物 

1. 待人方面，無論他人在什麼崗位，都應該尊重他。（雅2:3-5）“因為神不偏待人。”（羅馬書

2:11） 

2. 當稱讚的機會臨到時，慷慨地和真誠地來稱讚。當同事，下屬，甚至老闆都做了很好的工作或生

意時，稱讚他們。 

3. 注意你的言詞。“謹守口與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災難。”（箴21:23）。避免閒話。“你要除

掉邪僻的口，棄絕乖謬的嘴。”（箴4:24）。當我們開口之時，我們要祝福別人。“污穢的言語

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弗4:29）“不以惡報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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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因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

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彼前3:9-11）

 基督徒應該說一些稱讚別人的話，透過自己的說話建立人和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建設性的意見。 

4. 練習謙卑。即使你是老闆，當你錯的時候，應願意並立時說對不起。真誠地說對不起，你不僅祝

福對方，也可以贏得尊重。“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

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5:5）“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3）

5. 以同情心對代他人，以寬恕對代得罪你的人。（弗4:32） 

三. 在我們關心別人上（太22:36-40） 

1. 通過騰空時間，有時即使成為對我們的不便，有需要的人只需要我們在那裡與他一起，這是任何

基督徒都可以做。 

2. 通過幫助那些受傷的人-那些在身體、情緒或精神上負重擔和受傷害的人，以及那些活在恐懼中

的人。（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 路加福音10:25-37）。 

3. 通過傾聽和同情的耳朵 - 願意聆聽 - 他們的痛苦和悲傷等等。許多人渴望有人能聆聽他們，所

以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雅1:19）。這樣做，對那些有鬱結的人，你將成為他們的祝福。 

四. 為他人祈禱 

祈禱是一個最合乎聖經來祝福人的方式。當於我們一同工作的人足以民信任我們而分享他們的問題，

他們通常會接受我們為他們祈禱的提議。即使是其他信仰，他們通常也會感激我們為他們禱告。 

以祈禱的方式，也可以成為令他人感到深刻的祝福，因為祈禱可以修補和進深彼此的關係，因為祈禱

是戰無不勝的。下面是一個我最喜歡，在工作場所關於祈禱的故事。 

她是一個普通的清潔女工，她希望成為一個為基督而清潔的出色女工，她也想在清潔的工作上榮耀

基督。自從她來到辦公室那天，她工作的時候是大家都是已經回家之後，她才開始她的清理工作，她從來

沒有機會認識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當她開始渴望不只單單做清潔的時候，她開始在她自己小息期間，為每

個在辦公室的人祈禱及為他們寫了一張紙條，告訴他們她為他們祈禱的內容。在紙條的結尾，她總是用“

親愛的，清潔女工”來結束。幾個月內，在辦公室裡發生了一個明顯的區別，是她不知道。3-4個月後的

一個晚上，她如常的來到已關燈的辦公室來上班。突然，大家都從他們的辦公桌的後面跳出來，並高喊“

驚喜”，他們還推了一個蛋糕和一些飲品和一幅標語寫著：“歡迎，清潔女工”。他們說：“我們很想見

到你。在過去4個月，在這間辦公室裡發生了一種巨大的變化，而我們無法找出原因。在休息室裡，講是

非，批評和攻擊人的事減少了。現在有的只是更加積極的氣氛，我們無法找出原因。有一天，當我們在談

話中，突然間意識到，我們得到的那些紙條就是唯一可能，而我們辦公室有這樣的變化，可歸功於你。因

此，我們想見見你。“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基督徒在不同的工作場所，也許不是在公司當總裁或行政總裁，也可以祝福別

人和使之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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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真誠的行動和衷心的禮物 

作為基督徒，當機會來到的時候，我們真誠的行動和衷心的禮物可以祝福別人。下面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感謝上帝，這是星期一，馬克格林）。 

艾蜜莉，一個在聯合國工作，身材矮小的華裔女士。有一天，她一個相當高大的女同事感到不息。 

“我可以給你一杯茶嗎？”艾蜜莉問她。 

“不需要了”對方回答。而不久，她說：“我不喜歡這裡的茶葉。我只飲甘菊。“ 

艾蜜莉離開了她，悄悄地披上上衣，乘電梯到樓下街上附近的商店。她回來的時候，帶了一個盒

甘菊茶，然後用她那小小的手交給這個高大的女士。立時，艾蜜莉被一個巨大的擁抱所籠罩，那女士嚷

著，“艾蜜莉，我愛你。” 

在這令她窒息而巨大的擁抱中，艾蜜莉低聲的回應說：“我也愛你。” 

顯然，艾蜜莉用一個真誠的行動和衷心的禮物來祝福了她的同事。她這樣做的同時，她與她的同事

正建立了更密切的關係。 

當我們能夠通過我們真誠的行動和衷心的禮物為他人祝福時，它將化成喜樂，因為無論我們做什

麼，我們正在為神而做（歌3:23）。 

六. 通過與他人分享福音 

我們收到最大的祝福，就是上帝的禮物，這禮物就是祂通過耶穌基督來拯救我們。因此，我們可以

給同事最大的祝福，就是分享福音。然而，在工作場所，這通常是困難或不恰當的。如果沒有委婉的方

式和跟隨聖靈的指引，它可能會導致弊多於利。我們必須記住，強行地叫人接受福音的訊息，是不可能

有多大的成果，而很多時候反而事與願違。在工作場所，通常是在建立了良好關係之後，才討論我們的

信仰，當表達時才會使對方感到舒適和容易接受。我們的同事能夠快速分辨真偽，我們是真的在基督裡

愛他們或是我們只為着“贏到靈魂”而努力，而我們只是當他們是一個獵物而已。因此，通過祝福使我

們與同事保持一個健康和良好的關係，（文中提到的那五點），是非常重要的。 

總結：不住感恩 

日復一日，無論是知道還是未有察覺到，我們在大小的事情上已被上帝祝福。培養一種感恩意識和

數算上帝的祝福，是對我們的屬靈成長和與上帝建立良好關係一個主要原素。當我們得到來自上帝的祝

福，這些祝福的喜樂應該建立在我們願意去祝福別人的基礎上。每當一個信徒無論是在言行祝福他人，

他是帶着天國的符號進入工作場所和他人的生命。所有我們為主名的緣故所說所做的這一切，在適當的

時候，無論是我們知道或不知道，這一切將會結出果子。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民6 :24 - 26）

願上帝使你的每一天都化身成對別人祝福的器皿。

是澳門收禱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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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討論以下題目：

人最美麗或最英俊是甚麼時候？ 這是我頗有興趣的話題。

這裏暫不作神學及聖經的討論，最基本的答案相信是我們復活後的樣子；只想分享一些我的體會。

首先，我從來不太喜歡觀看選美節目，兒時幻想自己做甚麼小姐另作別論；最初的發現是在觀賞運動員

比賽的過程，攝影師近鏡頭捕捉他們面部的表情，整個比賽的心路變化，「專注」和「決心」是他們俊美之

處！

接著，人在遊戲時所流露的神情，（一些能與人直接交流的遊戲，所以打機等不包括在內），不論年

齡，當人能夠「投入地」、「忘我地」、「主動地」玩耍，那怕口形因笑而擴大，那張面容必然美，並且自

然！

還有，人在愛河中，這條愛河不一定是愛情，當人的生命與另一個生命「真情接觸」，被另一個生命「

真實觸摸」，那會不美？但有些時候是以悽美來形容！因為人是需要交流與愛！

當然還有你，是的，是正在閱讀的你，我看到投入閱讀的人，眼神頗為有「火」，他們像要認識多一

些、了解多一些、思考多一些、感受多一些。

 我期望基督徒都是俊男美女，在我們的生命中展現「專注」、「決心」、「投入地」、「忘我地」、

「主動地」、「真情接觸」、「真實觸摸」和「火」等等俊美元素，在我們與主耶穌並人際關係的發展過程

中，欣賞並經歷「美」！

黃嘉儀傅道
牧思

牧者心語
『澳門回歸十年堂會展望與契機』 冼錦光牧師

澳門回歸十年發展成果顯著，進步不少。一是

微型規模有所突破：人口由431,506人增至549,200

人，淨增27.22%；面積由21.45平方公里增至29.6平

方公里，淨增27.22%。二是經濟總量迅速擴張，GDP

由497.42億增至1,718.7億，總增幅為245%，實際年

增13.57%，其中2002-2008年期間為16.2%。其三是

HDI（HumanDevelopmentIndex，1990年開始，聯合國

引進「超GDP發展觀」，採納人民壽命預期、教育、識

字及人均GDP等，計算人類發展指數），反映出人類生

活質量，澳門由0.864上升至0.943，2007及09年香港排

第24，07年澳門排21，09年中國內地排92；從以上分

析來說澳門為全球不多見的高達標之一1。

1 參楊允中著「精品路線與人力資源深度開放」（澳門：柳智毅著『澳門人

力資源開發研究』；澳門經濟學會出版，2010年5月版，序言，頁viii）；

另參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資料及圖表分析，澳門日

報，2009年11月19日，頁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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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與GDP及HDI數字對比澳門教會及聚會人數的

分析2時，都顯出極大的差異，這出現了甚麼問題：是

我們佈道與牧養上不足應付，或本地同工的數量及數質

並未達標，或許在整體人力資源配搭尚未健康地發揮及

發展，或在神學及屬靈層面上未有足夠容量來承載及影

響；甚或與澳門現時社會文化整體發展上，未能切實對

口，這都是需要我們作出深入反思及檢視？

面對不斷轉變的社會及文化中，我們教牧如何履行

應有角色與其使命，是否仍有不變的真理基礎來作出指

引。願以下列一些牧者同工給我們作出不少提示、勸勉

及教導。3

『信仰群體的信仰實踐，如崇拜生活、悔改、赦

免、復和等德行，是聖經詮釋不可底缺的元素。信仰群

體中的聖經詮釋至終之目的，不是資料的攝取，不是概

念的釐清，不是取決於遠古的考證，不是神學家在辦公

室內鑽研文本的材料，而是信仰的實踐，是聖經意義的

展現（performance）和盛載（embodment）是信仰群

體當下的德性倫理的見證展現。詮釋的實踐強調知仰群

體如何通過詮釋聖經而展現其因仿效基督而生的德性倫

理之價值和憧憬。換言之，詮釋不僅是理性思考，也必

然包含踐行性（agency），而信仰群體就是聖經意義的

踐行者（agent）。更徹底地說，聖經研讀和詮釋不僅屬

於傳道牧者或經學老師的專業技巧，也不單是每一個信

徒應該有的體會和經歷，更是教會整體的見證。』（曹

偉彤「序言」）

『聖經和教會是互相歸屬的。乃建基於因為聖靈啟

迪而洞見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工作。所以，聖經的閱讀

和詮釋，是放置於歸屬耶穌基督的信仰群體。信仰群體

作為詮釋聖經的基本讀者，意味群體承傳的歷史和傳

統，對詮釋有一定的作用和意義。信仰群體歸屬聖經是

2 游偉業及冼錦光合著「『石破花開』澳門健康堂會有效佈道的反思」（澳

門：澳門牧養夥伴第13期，澳門聖經學院出版，2010年5月，頁5-10）

3 參：孫寶玲著『聖經詮釋的意義和實戰』香港：建道神學院出版，2008年

以聖經為其信仰和生活的權威。如果聖經的權威在於耶

穌基督，那麼聖經詮釋與信仰群體的崇拜、認信、行

為、議題、社會關注，就是彼此塑造的互動過程，目的

在於呈現『基督是主』的認信。』

『信仰群體是歸屬耶穌基督的有機體，但並非表示

她與世界隔絕/離。教會抗衡世俗文化，也不等於是文

化的絕緣體。瓦特遜提出的並心圓，從裡到外順序是經

文（Text）、教會（Church）、世界（World），正是

詮釋要展現的憧憬和實踐，推展三一上帝救贖恩情。因

此，堅持聖經屬於信仰群體，強調聖經詮釋回歸神學詮

釋的道路，絕非閉門造車的自我陶醉。聖經詮釋不僅在

限制於某時空文化內的身分整理，而是從這身分開出的

實踐、使命和傳承。』

『聖經是上帝的道，那麼聖經學者必須要思考如何

以整合的思想、信仰的規範和語言、真摯的經驗，轉化

艱澀難懂的術語資料，恆常以上帝的道牧養滋潤會眾的

生活，向社會世界展示生命的憧憬。』

因此在此時此刻，此時此地，就以祭司以斯拉對當

時代，向回歸群眾來導出其首要任命及核心價值，也

作為當代牧者內心肺腑之言：「以斯拉在同年的一月一

日，從巴比倫起程往耶路撒冷去，他決定獻身專心研讀

主的誡命，不單身體力行，還要將這些律法誡命諄諄訓

誨、教導以色列人。」（當代聖經，以斯拉記七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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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預告
第十五期：澳門回歸十年與牧養回應、展望與契機（二）機構角度

編者的話

屬靈操練其中一種是將個人身體放鬆，用呼吸並動

作互相配合，把過去的放下，要來的放緩，才能享受真

正活在當下。若是要設計牧養及宣教事奉策略卻必須先

正視當地歷史及現況，才能展現將來景象。

本期主題先由朱秉仁老師以回顧上帝在澳門基督教

歷史的心意（1807至1937年—澳門華人基督教會之預備

與開基），澳門基督教會的出現，既有巧合亦有必然。

而澳門成為早期傳教士聚集之處，只基於等待中華開放

的需要。當考慮教會看自立對傳教事工有決定性影響之

外，教會傳教方略亦尤為重要，以教育及建立基督徒村

鎮的方略的例子時，當時人雖有一定性的預測，但在發

展過程中也順應上帝的給予（given），以建立適合的方

略。

此外，再從教會實況作出介紹及分享，前者即以循

道衛理聯合教會澳門堂20年的發展作出個案分析及反

思，後者以氹仔地區過往十年來教會發展的統計數據及

澳門教會調查等作出討論平合；以不同教牧同工作出不

同角度的討論，如：探訪宣道堂藍欽文牧師對澳門事奉

心態及感受，同時亦展開兩組不同的同工作出交流與對

話，從而產生不一樣的觀點角度及關注，帶來更闊視野

來認識當下教會及群體面對的挑戰。當中有同工更建議

澳門堂會需要建立更大的框架來承載目前教會事工帶來

的局限，不因阻礙應有上帝的給予發展空間，這一點相

信是我們藉得另行開展較具體及深入的研討及對話。

在回應當下及發展將來而論，本刊曾在十一期中亦

提到鄧紹光教授透過莫特曼的終末論觀點探討澳門的將

來，世界並非全然由當下所決定的，乃是由耶穌基督徒

死裡復活所敞開的，而教會在世的使命是在邁向終末的

上帝國度的旅程中，我們這信仰的一群只是守住上帝的

道，在聖靈裡活出基督的信仰，一點一滴地在世上留下

可供改變更新的空間和機會來見證主名。

為此緣故，我們這一群信仰群體是否認識上帝賦予

我們的獨特性（太五13-14）及使命感（太五15-16），

一起為主興起發光（賽六十1），見證我們是上帝所選

召而不一樣的生命特質及位置呢?（彼前二9）。當然若

與加上下一期以機構角度來了解澳門回歸十年的反思，

在視野上必會帶來更全面性的了解及回應，讓我們拭目

以待。

冼錦光牧師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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