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朋友和主內肢體： 

每年四月，是頌恩開始新年度的時候。一般情況，我們會在一至三月商議新

一年計劃、預算和行事曆。可是今年第一季大部份時間，都在疫症漫涎下度過，

農曆年後便停了聚相，轉眼季尾，這年大概無法如常開始新一年度。但在這段混

亂的時間，我們也重新發現，甚麼才是最重要。這也許有助我們思考和計劃往後

的方向。年度將過，容我作一個簡單的整理和反思。 

2019-2020 的年題為「定位・前後」，是期望我們更深入了解現況，包括社

會、教會和自己，重新定位，清楚自己的狀況，邁步前行。這一年過去，我發現

需要重新定位的並不只頌恩的弟兄姊妹，也是香港大部份人（包括教會）需要面

對的課題。這也完全超出了我們的預計。 

隨著六月初百萬人大遊行，為一連串社會事件打開序幕，隨著事情越演越烈，

暴力不斷升級，到有人喪失生命，香港巿民成為世界焦點，政府對巿民訴求依然

無動於衷，社會的撕裂更深，且已無法修補。更有人因此而兄弟反目，家人缺裂。 

一向溫和，也鮮對政治表態的教會界，在六、七月也紛紛對發表譴責聲明和

聯署；當時也很多人在討論「教會」應否對外開放（嚴格來說是討論「教堂」當

如何對外開放）；是否適宜供應有需要人士的物資，如食物、飲料、甚至防身用

品等；「何謂公義？」成為了主要的宣講主題；哀歌、咒詛詩等甚少接觸的經文，

這時也引起了不少信徒的共鳴。 

若有立場不同的信徒（甚至家人），可能是已水火不容。無人能在情緒高漲

中緩和這張力，但卻也逼我們面對，自己究竟有多大愛心，能否包容不同立場的

人；信仰中，持守公義還是和諧相處比較重要；為自己認為重要的，願意付多少



代價等等。也聽過有教會仍期望獨善其身，抱著過往一貫勸信徒「一人少句」的

原則，結果兩面不討好，最後牧者無奈地面對「藍有藍的走，黃有黃的走」。 

因此，不論立場，這一年的局勢逼著我們定位。「教會是甚麼？」、「教會

有何用？」、「教會與世人的關係？」等等，這一切，與過往我們所理解的可能

都不盡相同，我們要重新理解自己，為自己定位。 

社運還未落幕，踏入 2020 新一股疫情巨浪便又湧現。去年罷工、封路，生

活偶有幾日受阻，當時有些人感到就如世界末日；但這次全城停擺近兩個月，還

未見任何起色，忽然又讓我們明白，罷工、封路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原來只是微

不足道。半年前爭論不休的「對外開放」問題已成過去，這一刻要思考的是「教

堂」無法開放時，如何成為教會。所以坊間開始熱烈討論網上崇拜、網上教會等

運作。但討論似乎停留在如何直播聚會，舉行網絡活動（查經、主日學），但教

會的核心是在聚會和活動嗎？還是一群被神呼召的門徒，在地上建立天國，使地

上最軟弱、貧窮的人都聽到福音，看到盼望呢？若是後者，即或一時間無法相聚，

我們都是教會，每天生活就在建立天國，讓人看到基督的榮光。 

也許我們暫時不能「返教會」，但卻讓我們更清楚自己的定位，我們最重要

的不是返教會，我們可以不受地點、時間規範，自己成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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