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朋友： 

去年 6 月 12 日零晨第一次發出牧函，寫的時候還不知會發生甚麼事，但

612 這一天成為了香港歷史的一個標記。轉瞬一年，這年的日子難過，相信港人

都深深體會，不論身份、角色、信仰，甚至政治立場（沒有立場也是一種立場），

皆無一幸免。由反逃犯條例到國安法和國歌法上台，香港似乎已進入另一個世界；

香港以外，世界疫情和國際關係緊張，有人認為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為奇。

彷彿天下之大，無處容身。慣於生活得自由自在的香港人，也感受到自由的可貴，

發現原來一切都非必然，自由社會給予人安全的保障，當有一日上街走走，說句

人話或在網上抱怨幾句，也得冒著隨時受壓力、丟飯碗、被欺凌、甚至被捕、喪

命的風險，怎能活得自在呢？ 

也許活得艱難，但在最困難的日子，也許才令人想起基督信仰最重要是甚麼？

正如很多以色列人在亡國後才想起誨訓的重要，重新整理律法書和先知等教導，

學習遵行神的誡命，在安樂的日子時，將那些都拋在腦後。現今的教會群體，是

否也需要經歷破滅、敗亡才會重新思考和學習信仰呢？ 

教新在 6 月 4 日發表一篇文章，分析 2019 年香港教會普查的結果，單看題

目「『弱不經風』的香港教會」已知情況相當惡劣。讀者未必認同所有分析，但

香港教會積弱、老化、靈性低落等都非新事，即或沒有 2019 的普查，平日有留

意香港教會狀況的人都不會反對。只是多年累積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甚至越見

嚴重。不知這一年的翻雲覆雨，會否能喚醒沉睡的教會，重新擔起使命，在邪惡

的世界，培育出美好的靈性，持守屬天的價值，靠著聖靈引導，展現人性的光揮

呢？我們不能期望微弱的光可以驅走黑暗，但越多點光，越多人看得見黑暗中的



危機，不被黑暗吞噬，教會又能否在黑暗世代中發光，成為別人的明燈呢？身處

不公的環境，扶助弱小、供應缺乏；面對不義的待遇，為含冤受屈者伸冤，是否

我們今後要努力實踐的事情呢？ 

福音，不是在乎我們說出甚麼，而是在於我們活出甚麼。不在乎有多少人聚

會，而在於有多少人經歷福音的大能。日子越難捱，越能見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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