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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體育事工？

　　神差遣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人世間成就了神的救贖工作，並且選召了使徒
繼承這福音使命，在地上建立以基督為首的教會，成為世上的光和鹽，見證和傳揚神
的榮耀。事實上，教會在信仰的理解和實踐上，合一而多元。在不同的教會裡，存在
著種種不同的事工，而事工往往因應著神給不同教會的異象使命，以及每間教會的獨
特處境因素，各自有著不同的功能、角色和牧養對象。目的都是為實踐大使命，建立
人的生命，使之成為跟隨基督的人。而體育事工就是以體育運動作為一項教會事工，
去牧養一群熱愛運動的人，提供一個實踐大使命，建立人的生命，使人跟隨基督的平
台。

《認識體育事工》                    　　                                              洪國謙牧師     

體育事工的生態模式

　　運動是一種跨越種族文化的語言，
因此，運動本身不會受語言的限制，它
可以說是藉著一種身體語言去互相溝
通，而體育（physical	 educa t i on）就
是藉著運動這種非凡的語言，達至教育
的效果。因此，體育事工提供了一個團
隊，一個「玩運動」的團隊，一起玩
這個運動，但在玩之餘，其實在彼此建
立，以達至教育或生命成長的效果。在
運動進行期間，隊員之間會建立友誼和
互動的關係。所以，隊員本身都是一個
使人成長的媒介，他們的見證、運動操
守等都對別人造成不同的影響；而教練
和牧者不單能藉練習和比賽幫助隊員在
技術和體能上進步，人格和人際關係的
發展亦能兼顧。而透過團隊訓練，隊員

能學習忍耐堅持、服從紀律和犧牲、逆境解
難、控制情緒、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
觀，更能促進團隊合作，互相溝通，從而自
我了解和了解別人，學習彼此諒解、接納、
支持、分享和承擔，建立生命質素，做運動
可以成為培育門徒的重要場境。惟團隊默契
和品格建立需時，不能立竿見影。因此，這
個團隊必須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和共同承擔的
平台。所謂開放包容，意思是這個團隊必須
能開放給任何願意進入這個群體互相建立的
人，又能容納玩的空間，（因為玩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元素）能開放接納一切不同的人，
彼此磨合；所謂共同承擔，就是共同合作建
立一個互信，又一起承擔隊內責任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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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事工與青年成長

　　青少年在生理上正處於發育階段，在心理上正在尋索和形成的階段，他們著力尋回
或形塑自我。根據發展心理學理論，青少年在這階段正面對一大堆發展目標（Develop-
mental	tasks），他們正在尋索自我價值（self	value）、自我身分（self	idenity）、歸屬
感（sense	of	belonging）、自由自主（freedom	&	autonomy）、獨立（independence）
等等。所以，他們需要在群體中被肯定和被接納（acceptence），建立友情（companion-
ship），從而得到安全感（security）和歸屬感。相對而言，一般青少年在朋輩群體中較
容易得到一個自由自主和獨立的空間，讓他們發揮，肯定自我，尋回角色，得著身分，
建立成就感（sense	 of	 achievement）。而在這時期，在他們身邊亦有不同的媒介（so-
cialization	 agents）在影響著他們成長，包括家庭、學校、朋友、傳媒、網上群體、教會
等等，這些媒介能否為青少年成長提供空間，就成了關鍵的影響（包括正面和負面的影
响）。尤其是對一些來自破碎家庭或雙職父母，如果他們在教會得不到空間，找不到樂
趣，在學校又得不到肯定，甚至被排斥，他們可能會轉移在外尋索，而容易被不良份子
吸納，又或者沉迷在虛擬空間，帶來種種成長的問題。

　　體育事工能夠為一群精力充沛、熱愛運動的青少年提供一個成長空間，給予接納和
支持，扶助被邊緣化或在尋索中不知方向的青少年重新得到肯定，幫助他們整全及健康
地成長。不但在生理和心理上，他們也能在信仰上有所成長，成為一個吸引他們正面成
長的媒介。在信仰中尋回他們的身分和價值，建立品格和生命質素。

體育事工的佈道模式

　　我們一般對傳福音的理解，可能是外
出佈道，或開辦佈道會。但其實我們有時
也忽略了傳福音的另一元素，就是等待。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一連串比喻中──失
羊和失錢的比喻，都是告訴我們要主動去
找回迷失的羊或失去的錢，但在浪子的比
喻裡，我們卻看見傳福音的另一元素：父
親沒有出去找回浪子，而是一直等待浪子
歸來，家裡的門，一直為這個出走的兒子
打開，父親每日在等待，總給浪子回來的
機會，等待著要接納這個浪子。

　　因此，傳福音是包括「出去」和「等
待」的。我們要出去（outreach），不是在
教會裡面守候，不是在教會門口呼喊，而
應該是去到一些遠離福音或沒有福音的地
方，遠離我們的勢力範圍，離開我們的安
舒區（comfort	 zone），主動尋找福音未達
之民，這也是主耶穌和神給保羅的宣教方

向。此外，我們要等待，等待不是守株待
兔，而是等待浪子回頭，意思是不急於迫
他決志信主，逼他回頭，而是門常開，等
他自發回來，信仰從來都不是勉強的，而
是給人有空間去了解和作決定。要做到這
兩方面，我們首先要有足夠的包容量度，
而且需要主動出去與福音未得之民建立接
觸點，還可能要付出相當多的時間和他們
建立關係，並用時間去建構影響生命的見
證，等候神改變人生命的作為。這是一種
關係佈道，而關係佈道往往要給予相當的
時間和空間，並非一蹴而就。

　　體育事工作為一種佈道模式，其實滿
足了出去和等待的需求。一方面是出去球
場，運動成為一個重要的接觸點或共通語
言，直達球場上福音未得之民，其實按上
文而言，更是我們與其他群體的爭奪戰。
換句話說，即是在不良份子吸納他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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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們要找到他們，先吸納他們；而
球隊則成為留住他們或繼續接觸他們的
重要平台，給予足夠的時間建立關係和
互相了解，有足夠的空間去作見證和教
導，讓人有經歷信仰的機會，等候一日
浪子回頭，成為跟從基督的門徒。

體育事工的信念與準備

　　體育事工提供了一個團體環境，藉著團隊中的互動，朋輩的影響，運
動中的鍛練，在其中得到身、心、靈的整全成長。

　　所以，若我們要辦一隊球隊，應是一支怎樣的球隊？除了上述理念，
還應簡單釐訂球隊的核心信念如下：

1.我們要辦一隊正式的球隊，認真地訓練。
2.我們要辦一隊有FUN的球隊，認真地玩。
3.我們要辦一隊不斷成長的球隊，認真面對自己和他人。
4.我們重視球隊的整體見證，展現基督精神。
5.我們重視團隊精神，共同分享承擔。
6.我們重視球隊的個人成長，包括品格、價值觀、身分角色等。
7.我們團隊要有一定數量的信徒參與，並承擔向未信的隊友作見證和建立													
			關係的責任。
8.	所有隊員要服從帶領者。

至於在實務上要如何達到目標，則須有下述準備：

1.	異象傳遞：向教會領袖團隊和會眾分享體育事工異象。
2.	預備人手：教練和領袖、信徒隊員（讓他們清楚知道入球隊的使命）。
3.	招募隊員：可由隊內信徒邀請朋友或主動到球場以球會友，結識未信者。
4.	場地：租借學校或露天球場。
5.	內容：心理、技術、體能、戰術和團隊合作訓練，當中亦包括一些信仰分享和價值	
				觀或品格的建立，以及認識教會。
6.	比賽：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和磨合之後，參與區內外的福音聯賽或其他比賽。
7.	定期檢討球隊運作及向信徒隊員分享及跟進情況。
8.	藉隊員生命見證影響別人的信仰和領人返教會聚會。

總結
　　體育事工是一個長遠的事工，它針對特定對象，提供適切環境，作為
成長空間，幫助已信的隊員學習和實踐事奉和見證，幫助未信的隊員在其
中認識和經歷信仰的實在，發揮全人成長和全人關懷的果效，所以它不單
是運動訓練，更是門徒訓練，是一個實踐大使命，建立人的生命，使人跟
隨基督的平台。我們的課室是球場，課程就是隊內每一個人共同的經歷，
從經驗中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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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今次能再前往日本岩手縣短宣是天父的安排，耶穌基督的帶領。跟上次
一樣，我們要早上五時起床，因為八時二十分上機，到達東京機場已是約下午一時，
我們再乘車到岩手縣已是晚上八時三十分。這地方的店鋪很早關門，連飯店都關門
了，我們只好到日本隊的馮傳道家裡，馮傳道將家中存放的即食麵都拿出來給我們
吃。人們總要食物，天父對我們不薄，有麵給我們食。

	 到了另一天，我和幾位姊妹到一個市場，在一間賣菜的店鋪門前擺了兩張椅
子，做腳部按摩，及一間聆聽屋，人流也不少；我看另一邊有一個攤位，是當地村民
把拾回來的舊相收集好，等其他村民或他們的親友們領回去，我看到村民都互相幫
忙，覺得很有意思。

日本短宣分享 (2013年5月6日至5月14日) 柬埔寨醫療短宣分享（2012年12月10日至18日）    　  

                                                                                                                  黎家而

	 我們知道美玉姑娘(青浸短期宣教士)	 在岩手縣做義工
時，曾在乘車時遇到一位太太名叫佐佐木太太，她很熱心
做義工，又好客，她請我們一隊人吃午飯。

	 時間很快就過了幾天，我們為美玉姑娘和日本隊，
做了一個港式派對。當晚的場面很感人，我看見每位成員
都有一點點的淚光，每個人心裡都感受到主耶穌的救贖。
我們也希望讓日本人知道有主耶穌的救贖，我們人生的喜
悅，是主耶穌的恩賜，天父的厚愛，這美麗的畫面，令我
感覺輕鬆。我們去了岩手縣只是六、七天，但我已有大大
的得着，牧師的教導令我們領悟到要靠主耶穌而行，不可
離開祂的道，信靠祂就能活得精彩。

	 看見日本岩手縣的天災，相比起我在日
常工作上人與人之間不愉快的事，這真是小
之又小的事。對香港人來說，住在香港裡真
幸福，這個地方不太大，無天災也無地震，
只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香港人真是身
在福中不知福，只有信靠主耶穌，才能得到
喜悅。願人們懂得有步驟地生活，整個地球
都求主醫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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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醫療短宣分享（2012年12月10日至18日）    　  

	 感謝神保守帶領短宣隊由譚牧師率領一行8人平安出發，平安回來。我本以為未能
順利參與短宣，因月前於工作期間跌傷左邊肋骨，現仍有疼痛。另一方面，我已申請的
假期出現變動，因同時有兩位同事（包括自己）同一時段申請放大假，故需抽籤決定，
感謝滿有權柄能力的主耶和華神，在祂沒有難成之事。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我
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神，豈有我難成的事麽？」（耶利米書32章26-27）																																															

	 最後，我能與短宣隊員按時出發，見證著屬神的工作，沒有任何人或事可以攔阻，
願榮耀、頌讚歸與我們的救主。

	 共九天的行程，我體驗和認識到柬埔寨是一個貧富懸殊的國家。人民的信仰以佛教
為主，寺廟神像到處可見。人民的生活貧窮，缺乏糧食與潔淨水源，醫療制度與服務不
足，人民生活困苦。柬埔寨於1975年至1978年經歷內戰，在赤柬的極權統治下，殘殺了
全國近半數人口，故現在所見的約有70%至80%都是青少年人，他們是無根的一代。因為
貧窮而得不到基本教育及父母的教導，以致容易誤入歧途。

陳麗娟  

	 是次短宣我們在柬國首都金邊接觸
和探訪多個群體，包括1）國際學校的小
學生，宣教士教師，黃校長；2）學生宿
舍大專生，宣教士夫婦（Jameison）；3
）活水教會的吳牧師、師母及會友；4）
短宣隊員與黃建成醫生、劉玉鳳醫生及
醫學生。當中醫科畢業生到活水教會進
行義診，短宣隊員協助接待到診病人，
安排健康檢查及配葯等工作；5）隊員當
中的營養師及視光師均被安排給予多次
講座，對象是國際學校的學生（包括全
部隊員負責學校嘉年華）及學生宿舍的
大專生。

	 當中我親身體驗到宣教士們的無
私奉獻，尤其是黃醫生家庭的委身。他

們一家人，全然的擺上，離開父母、事業、
舒適安穩的生活環境，義無反顧的到一個文
化迥異的陌生環境。第一年還不能工作，只
做學生，學習高棉語（柬文）和當地文化。
黃醫生夫婦家庭甘願捨棄一切，跟從主的召
命，在當地作醫療宣教工作的事奉，見證了
何謂「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委身事奉。

	 黃醫生夫婦的事奉工作著重全人的醫
治（身、心、靈），他們的使命，心願是提
升金邊/全國的醫療水準，傳福音及門徒訓
練。他們見證著神的恩典和祝福——神為他
們打開更多的門，使他們可以接觸及教導更
多的醫學生和醫科畢業生，協助他們成為既
有醫術又有醫德的基督徒醫生。

	 宣教士的收入主要是由差會供應，而差會的經濟來源是來自信徒的
奉獻。黃醫生家庭的宣教經費，本為循理會差會支持，但因應劉玉鳳醫
生乃本會會友。弟兄姊妹們，我們理當義不容辭的在經費上支持黃醫生
家庭的宣教工作。趁福音的門仍打開，我們要全力支持柬埔寨的宣教工
作，包括代禱、金錢奉獻（全年認獻），甚至聆聽和回應神的召命作宣
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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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在基督教界是
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現代人更加視之為高尚情操，因為它描繪出一種捨已為人的精
神。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許多人的贖
價。」（馬太20：28）你是否知道耶穌曾幫門徒洗腳？主耶穌藉此說明祂來這世上的目
的。因此，大家都很敬重耶穌紆尊降貴、服務別人的精神，耶穌處世的態度，成了我們
的模範，我們的好榜樣。				

	 我很高興今年有機會參加2013泉州福州教會領袖退修策劃暨探訪服侍，我們一行
24人在8月4日深夜平安抵達泉州，感謝主！

	 譚牧師帶領我們在泉州有兩天的教會領袖退修策劃，我們一起商討教會的重要事
項，大家盡心、全心、忠心的討論教會未來前瞻和回顧，這些都是我們在青山浸信會這
個大家庭裡切身和重要的問題。我們每天被分成兩組，激烈但融和的商討家事，增加大
家對彼此的了解，並認識「教會」更深。大家彼此祈禱守望，希望我們的教會更能成為
主所喜悅的教會。因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我們敬畏神，就要好好珍惜教會，愛我們的
教會，及愛教會內每一個人，甚至花草樹木、桌、椅……我們都要有一份深厚的情感，懂
得愛惜！

                                                                                                                  李寬心 

	 8月6日，張志良大哥帶領十一位姊
妹在下午四時三十分平安到達泉州，哈利
路亞！

2013泉州福州教會領袖退修策劃暨探訪服侍

 (8月4日至9日)

	 8月7日上午，我們和泉州浪童一同往厦門科學館參觀，
下午往觀音山水上樂園遊玩。浪童來到我們的酒店和我們一
起出發，我看見每個浪童笑容可掬。我負責照顧的浪童比一
般的浪童較成熟，是一位十五歲的大哥哥，他很有個性、很
有型、也很cool。當大家高興地乘坐旅遊車出發時，他一上車
便掏出耳筒插着兩雙耳朶來聽音樂，我很想和他傾談來增加
彼此的認識，我問他一句，他便除下耳塞，並很有禮貌地回
應我一句，其後又用耳塞充塞雙耳，如是者，發生了幾次，
我明白其實他很保護自己。甚至停車前往洗手間的時候，他
也寧願留在車上，全車只有他和我留在車上。後來，王阿姨
上車來，我才放心下車前往洗手間，往洗手間的途中，突然
有一個小男孩前來拖著我的手，要我帶他往洗手間，於是我
就帶他前往。

	♦ 熙來攘往的人羣
和車輛，伴着夕陽西
下的美景，構成一幀
優美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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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科學館時，大哥哥也很開心，有遊戲，我和他一起玩；有砌圖，他能夠拼到
某些拼圖，我發覺他很聰明，我鼓勵他，他更加開懷。他最開心的是來到觀音山水上樂
園遊玩，當我從更衣室出來的時候，他很敏捷，竟不知所踪，我只好四處找尋他，後來
我來到泳池旁邊找他，我擔心不已的四處張望，在人頭湧湧的泳池中的確很難找尋他。
但當我發現他之時，原來他早已望到我四處張望地找他，關心他之情表露無遺，他頓時
向我綻放出燦爛的笑容，並把身上的衫拋擲過來，我感覺到他真正感受到我對他的關
愛，他很開懷，好像從我身上看到耶穌一樣。而我當時感覺到他好像球星，將球衣拋向
粉絲般似的一股自信，我刻不容緩地接過衫來，擺放在椅背上晾乾。我隨後再次前往到
池邊，問他懂不懂游泳，他說懂一點點，我因為擔心他的安全，於是下到泳池裡，並觀
察泳池底是平底還是斜底，發覺泳池是平底的，便放心了。游泳後，他還叫我姨姨，這
一聲呼叫，我甜在心裡，知道他游泳後會消耗大量體力，我便和他立刻選購食物呢！

	 8月8日和9日，我們去到探訪泉州浪童和福州浪童，了解他們的居住環境和生活
習慣。我們深切體會他們的生活艱難，我們只是參與幾天的事奉，但他們可能是一輩子
也這樣生活。願神祝福他們的身、心、靈健康，茁壯成長。

	 午飯後，我們起程回家，回到家已是晚上十時多了。我們在這次的探訪中所學習
到的，不是要得到甚麼，而是我們要獻上多少。當我們樂意獻上，雖然微不足道，但我
們已經成了流通的管子，讓愛湧流，成為活祭。願天父悅納我們全體愛心的獻上，熱心
的事奉，願榮耀頌讚歸於賜生命平安的主！阿們！

	 「因為人子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許多人的贖
價。」（馬可10：45）

	♦ 探訪隊員在基督教泉南堂的會客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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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探訪泉州、福州，使我對中
國流浪兒童多了認識和了解。他們的慘
痛經歷、痛苦，使人感到悲痛。很難想
像被稱為大國的中國，竟然有這麼多被
遺棄的兒童。據政府數字估計，中國約
有過百萬被遺棄的的兒童，他們成為中
國社會其中一群弱勢社羣。

《探訪泉州、福州經歷》                                                              陳德榮執事

	 這些流浪兒童是如何出現？他們主要是得不到父母、
家人的愛護，更甚的是，被父母或親人虐待、欺壓、性侵
犯，亦有部分因出世後發現身體有缺陷，不同程度的殘障，
智障等問題而遭遺棄。所以連他們的父母親也丟棄他們，以
致最後，他們最終流落在老遠的異鄉。後來，當地有關政府
部門人員發現，並轉介他們到「浪童之家」。神看見這羣極
無助的流浪童，呼召了有心人去解決這個問題，建立「浪童
之家」。「浪童之家」現時有兩所居住地方，一所是給身體
大致正常的兒童居住，地點在泉州；另一所在福州，主要是
針對照顧有智障及殘障的兒童。「浪童之家」的事奉人員，
按着神的教訓，為浪童提供全人的照顧，包括衣、食、住、
行的物質供應，又向他們提供心靈創傷的醫治，傳福音給他
們，建立他們的身份，使他們從沒有自尊、沒有自信、失
落、自殘等負面情況，慢慢通過愛心的培育，時間的施與，
使他們漸漸改變過來，重新走向正面及充滿喜樂的人生。

	 有一天，我們探訪隊與這群小孩一起到科學
館參觀及到游泳池暢泳，看見他們的表現行為，
與正常孩子相仿，我真的盼望他們已脫離過去可
怕的經歷，走向光明幸福之路。

	 	 	 	 在此真的要十分感謝「浪童之家」，因為各
位委身事奉的弟兄姊妹，你們全然獻上的事奉，
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及鼓勵，神必定悅納你們的
善心。你們不計較付出，不問收獲，只以孩童的
成長為重，關愛他們的心，贏得孩童的尊重、信
任、愛護，使他們得着生存的價值和意義。這事
工有很大的需要及支援，我們祈求天父憐憫。

	♦ 鐘樓是當地的地
標，我們到達鐘樓時，
己是黄昏。

	♦ 水井也是當地的地標，位
於福州之家的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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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初，天氣炎熱，青
山浸信會由牧師、傳道，執事
及信徒組成的三十多人，到「
泉源之家」去探望浪童。

《探泉源之家的感想》                                                                         胡崇英 

				次日的上午，我們每人被分配照顧一名孩童，並一同前
往厦門科技院參觀。孩子們非常雀躍，他們對每項展覽都
很好奇，一擁而上，玩得開心極了！下午，我們去了厦門
海浴場消暑遊，在泳池裡，孩子們都很守秩序，一直在我
們的視線範圍內，個個你追我趕，游來游去，互相潑水嬉
戲，愉快地度過了一天。

				第三日，我們到「福州之家」探望浪童。首先，參觀他
們的宿舍，每間房內雖然陳設簡單，但東西擺放得井井有
條。我們有一部份人去陪小孩玩遊戲，部份人則去聽義工
和同工的分享。幾位同工和義工都放下自己妻兒子女，離
開香港，來到福州照顧兒童。天氣炎熱，又累又辛苦，有
時感到寂寞，有時牽掛兒女，他們這樣委身的事奉，談何
容易。有些浪童是智障的，義工和同工一步也不能離開他
們，要全心全意地幫助。我們每個人聽了都深受感動。神
藉著他們把主的愛帶到那裡，讓孩子們在主的懷抱裡得到
庇護，他們侍奉及捨己的精神，為主作了見證。

				最後，我們觀賞兒童獻唱詩歌。在音樂的伴奏下，孩子們跳著優美的
舞姿，邊唱邊跳，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幸福的笑容。主讓孤苦無依的
浪童有一個安身之家，不再流離失所，得以重過有尊嚴和愛的新生。

	 	 	 	 此行使我們獲益良多，開闊了眼界，得到了很多的成長和進步。看
見了那些浪童，如果沒有協會來成立「泉源之家」，這群天真的孩子，
恐怕一生中過著流浪的生活。同時，我們也看見浪童在神的憐憫和看顧
下，得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

	 感謝主！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祢得福！

	♦ 福州市流浪未成年人
救助保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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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我有份參與福建泉州「泉源
之家」兒童及福州小童之探訪，他們實在
急需主內弟兄姊妹事奉，刻不容緩。為着
他們十八歲離開院舍前的裝備，日後能融
入社會。這段日子，若有肢體能付出像父
母的愛、老師的教導，協助孩子成長。我
亦希望事奉者在國家官員的體會、合法、
合情的條件下，得以安心事奉，漸漸興起
更多肢體參與事奉。

				短短四天裡，我見到耶穌的大愛，神愛
世人，也使祂的忠心僕人譚司提反主任牧
師得力，他每日的辛勞和悉心的安排，無
論食、住，乘坐交通，他都顧及。在此，
我衷心多謝譚牧師的帶領。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從小我
們被教導要向他人學習，他們既可以是
古代人物，亦可以是現代人物，甚至是我
們身邊的朋友。他們的共通點是會有著一
些從我們欠缺的美德、好習慣。若他們身
處在我們的群體之中，我們更會不自覺地
以他們作為群體中的領袖，並稱他為「大
佬」。

	 當中，我們不得不提到耶穌基督。
有時候我們會笑言祂是我們的「大佬」。
我們會相信祂所宣講的福音，亦會於日常
生活中學習祂的樣式。祂指那裡，我們就
行去那裡。雖說得著福音是恩典，但我們
也不會取得這份「恩典」後，就甚麼也不
幹。那麼，我們應如何對待群體中的領袖
呢？

	 有些人會視領袖為「萬能key」。「
有難題？問佢啦！」、「要派人作代表？
問佢啦！」、「佢有難題？佢問佢啦！」

《探訪泉源之家》                                                                                  佘沛雲

《跟大佬》                                                                                             陳栢暾

彷彿有這位領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至
於其他組員，難題解決後，當然可以享受
得到成果，卻不必用上一點點力氣。出現
問題時，只需「搬」領袖出來。他解決了
問題，不用勞煩我，才是重點。

	 儘管有人甘願作先鋒，亦不代表其
他人就可坐享其成，一點也不用付出。
「有福同享，有禍佢當」。你與我也許會
視某些人為「領袖」，或者自己已經是領
袖，是否也採取了這種「有福同享，有禍
佢當」的態度？這是主耶穌所教導我們的
嗎？在我們的信仰中，我們是否也會在順
境中就感謝主，在逆境中說神會為我安排
一切，卻不反思自己付出了多少，也不去
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社會上誰是當權的「大佬」？很多
人會說是行政長官，有些人說是中聯辦。
進去坐一會，贊成都變反對。按一按鈕，
一干「尊貴的議員」統統都要「歸邊」。

	♦ 酒店的會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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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韓風襲港，韓劇大行其道，但
很多人卻不知道在基督教解放神學中有
一支異軍曾經突起，就是韓國的「民眾神
學」。在今學期修讀處境神學課堂中，使
我認識了民眾神學，也從民眾神學中認識
了韓國和韓劇。

	 民眾神學自七十年代興起，借鏡拉
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和美國的黑人神學，從
自己的文化中與福音結合，產生了第一個
亞洲的解放神學。七十年代南韓面對朴正
熙獨裁政權，神學家和教會領袖帶頭上街
抗爭，帶領被企業剝削的工人爭取合理權
益，他們多被下監，甚至面對被處決。今
天南韓的進步，多少與民眾神學有關。民
眾是指備受政治欺壓、經濟剝削和社會歧
視的一群，其聖經根源來自馬可福音中的
「群眾」(ochlos)一字。

	 透過對民眾神學的探討，我更深明
白了韓國人心中的「恨」(han)。原來在韓

《從民眾神學到韓劇》                                                            龔偉昌

一國兩制？拋進了稔灣吧？香港，你與我相信都會覺得愈來愈不妥當。不過，有行政長
官嘛！給他一點時間吧！社會問題就會解決，總之，不影響到我就可以。人們一味地責
罵，行政長官當然做不好啦！是這樣嗎？信任就這樣是不斷地被突破底線嗎？當社會言
論出現歪理，制度被政治摧毀，還連你的娛樂都要管，你還可以默不作聲，無限度的容
忍嗎？

	 有人認為既然反抗都無用，大石依舊壓著蟹，不如想想如何配合吧！誰當領袖，
都不容我管吧！不好意思，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是否得到改變，是因著你我相信的公
義。為了我們，為了下一代，建設社會並非一人之力。你與我，都有份出力，而不是任
由一人不斷挑戰市民的極限。

	 「跟大佬」，背後是一種信任、信賴。不過，這不等於「賴」—有人出頭，自己
就可以甚麼也不幹，只是被動地跟隨。如果領袖所行的方向是美的，跟隨是好；但如果
領袖走錯方向，傾力扭回正軌，才是正途。

國人的歷史中，他們飽受欺壓，心中壓抑
和隱藏著深層的怨恨，這是由於自古以來
常受外族的統治，長期為中國的藩屬，並
在兩次大戰時受日本36年的統治而成為亡
國奴。其次是社會政治上的階級歧視，如
兩班和賤民/奴隸，在某一時期，他們人口
中近半是世襲奴隸。另外，他們受儒家思
想影響，著重階級觀念，婦女受到歧視。
最後是近代政治社會壓迫，即七十年代朴
正熙為發展經濟，任由企業對工人作出無
理的剝削。這一切到了一個爆發點，與福
音信仰結合，透過教會帶領的抗爭行動，
他們將心中的「恨」釋放出來，最後他們
相信在彌賽亞耶穌的幫助下，南韓受苦的
民眾會得到解放！

	 過往有很多在港播放的韓劇，例如
有關狐仙的故事(九尾狐傳)，或羅賓漢式
的故事(洪吉童)，甚至歷史劇集(當中的
奴隸/賤民和兩班)等等，透過民眾神學讓
我更明白韓國受苦民眾的「恨」(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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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神藉著祂建立的教會施憐憫並祝福大地各個民族，教會所肩
負的使命可謂任重而道遠。	在這聖誕佳期過後，踏入新的一
年，我們更應儆醒自身──是否能讓別人從我們身上看得見

耶穌基督？

南韓教會今天佔人口近25%，這與他們明白民眾的苦，並積
極以行動回應有關。而南韓教會在今天南韓人民心中的認受
性很高，這從韓劇中對白中也會發現到。只要你到過首爾，
一到晚上，城中到處都是紅色的十字架，即使你沒有到過首
爾，間中在韓劇的場景中也不難看到。韓國教會的成功，不
單是他們領袖與信徒的委身，也是他們對本國文化的認同與
接納，掌握了民族中的「恨」的傳統，並以舊約以色列人出
埃及和主耶穌的受死與復活的事件，與國家民族認同，並付
諸行動，才使今天南韓教會有這成果。他們相信耶穌與受苦
民眾認同，與他們同在，活在他們當中，教會要深入民間，
這都是值得我們反省的地方。當我們今天「追韓風」、「看
韓劇」，請不要忘記，神在過往曾藉著南韓教會和其民眾神
學，祝福這民族和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