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9月

本財政年度累計
23年7月至24年6月

收入 捐款
 賑災捐款
 其他收入
 小計

支出 發展項目 — 亞洲
 　　　　  　中東
 　　　　  　中國及香港
 　　　　　  非洲
 災後救援及重建
 推廣拓展
 行政費
 年度折舊
  小計

盈餘 ／  （不敷）

HK$

HK$

HK$

HK$

九龍觀塘興業街16-18號美興工業大廈B座5樓B10-B11室
或香港郵政總局信箱3212號
電話 (852) 2381 9627｜傳真 (852) 2392 2777
www.cedarfund.org｜sharing@cedarfund.org
　　CEDAR Fund 施達基金會｜　　cedar.fund
    　 (852) 63836861｜　　施達基金會 CEDAR Fund 
匯豐 004-600-385678-001   中銀 012-581-2-020114-7

董事會
劉佩婷 （主席）
孫靜敏   任國熙
陳國芳   李習庸
葉漢浩

總幹事
馮韻兒

藉 教 會  經 教 會  扶 貧 濟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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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生命延續愛」遺產捐贈講座 阿富汗水災、孟加拉風災救援

註＞施達財政年度為每年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2024至2025年度全年預算支出為
HK$21,943,000，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財政報告未經核數師核實。

羣體性的整全使命
上主的撮合 

>
>

教會參與社關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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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大家認識遺產捐贈的意義和
注意事項，並獲得免費立遺囑的渠
道，施達基金會主辦、基督教會香
港活石堂協辦「延續生命延續愛」
遺產捐贈講座，令到大家
的愛心和祝福可以延續下
去。

施達撥款約港幣$28萬於兩地開展
救援工作，向災民派發糧食、衛生
用品和現金支援。請為我們的事工
禱告，亦請立即行動，奉獻支持救
災工作，支援兩國災民
渡過艱難時刻。

關懷 ‧ 起動

上主的撮合 
撰文：趙嘉欣（推廣拓展部主管）

2022年底，我們的同工前往尼泊爾
探望夥伴Samar i Utthan Sewa
（SUS）及我們資助SUS推展打擊
人口販賣項目的受助者。該項目地
點人口販賣問題嚴重，人口販子利
用尼泊爾和印度之間開放的邊境，
將尼泊爾婦女和兒童販運到印度；
人口販子又以工作機會誘騙貧窮婦
女，將她們帶到成人娛樂場所工
作，並剝削她們。夥伴表示，為了
進一步打擊人口販賣，希望獲得額
外資源開展新項目，為當地貧困兒
童及青少年提供教育，減低他們失
學機會，提升謀生技能，減低被誘
騙的機會；同時向他們提供防販賣
的知識，以防他們誤墮人口販子陷
阱。

可惜，施達資源不足，未可再增撥
款推行新項目。夥伴亦明白我們的
難處，因此他們提出請求，希望我
們回港後幫忙找教會支持。回港
後，我們祈禱，求主讓我們找到對
尼泊爾事工有所負擔的教會。我們
一直記掛夥伴的情況，但對尋覓支
持教會仍毫無頭緒。到2023年4月
左右，我們收到一位傳道人來電查
詢施達事工，希望了解不同工場的
需要，尋找共工的機會，對方便是
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的林贇傳
道。林傳道與我們本不相識，他只
是在網上見到施達的事工，便主動
作查詢。

我們與教會的牧者長執分享尼泊爾
工場的情況，感恩他們禱告後願意
認領該教育項目，肢體同心合意，
希望服侍當地的貧窮羣體；他們又

差派了黃佩珊傳道及林贇傳道與施
達同工於2023年11月前往尼泊爾，
一同探望夥伴及受助者，親身了解
當地情況。感謝主！祂垂聽我們的
禱告，撮合了尼泊爾夥伴、基督教
樂道會深水埗堂及施達一同共工服
侍！

黃佩珊傳道及林贇傳道親眼看到當
地貧困人的生活，親耳聽到他們的
生命故事，深深體會施達事工中
「豈止溫飽」的重要。他們感受到
教育、生活的援助固然重要，而主
耶穌大能的福音和永不止息的愛，
才能為被忽略的一羣帶來接納及盼
望，讓他們在靈裏和生活都得到拯
救。為鼓勵教會肢體一同向弱勢羣
體傳遞這份愛，兩位牧者回港後，
積極與肢體分享，盼望肢體除了在
奉獻上支持外，更能前往尼泊爾探
訪，親身關懷受助者。

施達一直堅持事工運作原則「藉教
會、經教會、扶貧濟困」，因為我
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有限，唯有聯合
同道，才可以有力地集體見證基督
的愛。若肢體有感動與施達一同服
侍，歡迎與我們聯絡，在世界不同
角落見證上主。

黃佩珊傳道（後排右）及林贇傳道 （後排左）
到尼泊爾探訪被歧視的貧窮社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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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今期《呼聲》再次跟大
家分享施達最重要的信念「藉教
會、經教會、扶貧濟困」。今期
「焦點．文章」探討基督教看社
關的歷史進程，以及分享施達如
何推動眾教會參與社關。「回
歸．聖言」以撒母以記下的經
文，帶讀者反思羣體性的整全使
命。「關懷．起動」則分享一間
教會與施達一起關懷貧窮社羣的
見證。

焦點．主題 回歸　聖言

教會參與社關的轉化
撰文：陳文達（傳訊主任）

施達與其他扶貧發展及救援機構最
大的分別，是以「藉教會、經教
會、扶貧濟困」為運作原則。這裏
的「教會」不是指某間堂會，而是
基督徒羣體。我們在香港鼓勵基督
徒羣體以奉獻、祈禱或義工服務等
方式參與，幫助貧窮人轉化生命；
而在前線，我們經貧窮地區的教會
及基督教機構開展項目，成就上主
的心意──眾信徒齊心參與社關。

香港基督教社關的歷史
進程

在香港教會推動社關並不容易，其
中一個因素，是自由派和福音派的
發展歷程與神學觀念，對香港教會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世紀自由主
義神學興起，受影響的自由派批判
聖經權威，比起相信超自然的事
物，他們更傾向以哲學和科學來解
釋宗教，因此淡化對來世的關注，
反而較關心現世，側重社會改革，
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相比之下，福音派則更強調個人靈
性救贖，認為基督徒應專注傳福音
救靈魂。19世紀好些福音派教會對
自由派批判聖經、淡化屬靈事物的
做法深感不滿。為抗衡自由派，福
音派愈來愈強調靈性救贖，對社會
議題持較為保守的態度，部分教會
甚至摒棄社關工作，以避免信徒誤
以為教會認同自由派。

在20世紀中葉以後，自由派勢力日
漸式微，福音派卻得到了蓬勃發
展。雖然部分教會仍有社關工作，
但也有很多教會對社關的重視程度
已失了平衡，或者要把社關連繫上
拯救靈魂的意義，才敢在教會推
行。例如有些香港教會稱社關工作
為「福音預工」，雖教會的使命不
是社關，但仍要藉社關工作讓人對
教會產生好感，繼而接受福音。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穌以一段經
文宣告自己的使命：「主的靈在我
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
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
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
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
禧年。」信徒除了將貧窮、被擄等
描述解作罪的影響，了解耶穌將人
從罪中釋放，也應明白祂實在於不
同處境幫助了很多人。耶穌的使命
不單針對屬靈層面，祂同樣關注人
在肉身的需要。上主的兒女亦應整
全地參與這使命，無論是福音派提
倡的拯救靈魂，或自由派着重的社
會行動，也要用心去做。

其實，19世紀自由派與福音派之爭
後，國際福音派對社關也有其反
思。在1974年的洛桑會議和2010
年的開普敦會議，都對福音派看待
社關的態度產生了重大影響。《洛
桑信約》指出，福音的整全性要求
基督徒不僅要關心靈魂救贖，也要

關心社會公義和人類福祉；《開普
敦承諾》則指出社會關懷是基督徒
對上主的愛和公義的回應。然而，
這兩個會議的反思並未迅速帶來普
及影響。部分教會仍跟隨過往的教
導，單單以福音佈道工作為重。

縱然許多本地信徒並不認識「整全
使命」，施達卻從未放棄，在這三
十多年來竭力提倡整全使命，推動
眾教會以社會關懷展現福音的好
處，因為這也是整全福音的一部
分。除了多年來前往本地不同教
會、學校及機構分享，施達近年更
積極開辦「施予達仁」課程，裝備
眾教會在開展社區工作中的知識和
技巧，希望大家在扶貧工作中「心
裏有忠誠，手裏有技巧」。
 
埃塞俄比亞教會的轉化

埃塞俄比亞是世界上最早接受基督
教的國家之一，其教會歷史悠久，
但因種種原因，扶貧工作面臨諸多
挑戰。首先，由第四世紀到現在，
埃塞俄比亞的主要基督教派別是東
正教會，比較注重禮儀和靈性生
活。其次，20世紀中葉以來，埃塞
俄比亞經歷了複雜的政治變革，包

括社會主義時期，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教會在社會事務中的角色。
20世紀中葉以後，福音派教會在埃
塞俄比亞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新的
挑戰。南非University of Pretoria
實踐神學教授Hannes Knoetze指
出，埃塞俄比亞一些福音派教會，
對事工的看法偏向狹隘，主要關注
會友情況，而不是社區參與，因此
教會在社區的影響力微不足道。

為了在當地教會傳遞整全使命，施
達 與 當 地 夥 伴 T D A （ Te r e p e z a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合
作，開展一個「教會及社區動員」
項目，推動當地教會走出四面牆，
援助貧窮社羣。自2022年9月項目
開始至今，我們向超過70位教會領
袖提供各種異象傳遞及培訓。而去
年，有九間當地教會，因為在項目
中燃起對社羣的負擔，動用教會自
己的資源開展扶貧工作，在這試行
的小型事工中，他們共幫助了48位
貧窮農民，包括提供種子及孩子的
上學用品，更為這些貧農家庭承擔
醫療開支。感恩的是，教會幫助的
並非全都是「自己人」，48位受助
者中有20位並非教會會眾，教會因
看到鄰舍的需要，便熱心回應，彰

顯整全使命的美。

這九間教會中其中一間叫Chare 
Zamine Kale Hiwot Church
（CZKHC）。在參與我們的項目
前，CZKHC認為社區中的建設和維
修等工作，是政府及相關機構的責
任，所以即使是舉手之勞，教會也
不會參與；即或生活不便，也寧願
等候政府和機構慢慢解決問題。但
透過我們的項目，他們明白到教會
的使命也包括與鄰舍一起共建美好
的環境。

早前一班CZKHC的教友看到很多村
民常常要涉水越過一條溪澗到鄰近

地區打工、做小生意、上學，期間
不時受傷；在雨季，學童更因水漲
而不能過澗上學；甚至有些村民為
了避免過澗，不願離開村子，與其
他社羣隔絕。CZKHC教友發起建橋
行動，動員其他村民一起參與，有
的參與木工，有的把木帶到澗旁，
齊心協力，終於把橋建成。除了建
橋，他們還承擔起定期維修的工
作，確保村民可長期安全過澗。
 
雖然不是甚麼大工程，但這木橋見
證着教會的轉化。施達「教會及社
區動員」事工的精神，不是在於我
們看見貧窮社羣的需要，就自己迅
速行動，也不是由當地夥伴獨自把
事情做好，而是耐心的把異象和技
巧傳遞，推動當地的信徒和社羣一
起參與。我們深信這是上主所喜悅
的事工方向和節奏。

CZKHC只是一個例子，施達多年來
在世界各地，努力不懈呼喚眾信徒
加入實踐整全使命，他們的工作就
如雲彩般的見證，藉社關參與，讓
世人感受福音的大能，並不限於靈
性上的豐盛，更彰顯於社區轉化。

羣體性的整全使命
撰文：曾浩賢（信義宗神學院院長）

經文選讀：撒母耳記下八15-18

「15大衛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又向
眾民秉公行義。16洗魯雅的兒子約
押作元帥；亞希律的兒子約沙法作
史官；17亞希突的兒子撒督和亞比
亞他的兒子亞希米勒作祭司長；西
萊雅作書記；18耶何耶大的兒子比
拿雅統轄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
衛的眾子都作領袖。」

基督徒談整全使命，很多時都從個
人的角度反思，即是「我」不單只
是向人傳講福音，叫人悔改信主，
加入教會得永生，而是包含更廣濶
的層面。基督徒除了關懷其他人的
靈性需要，也要為他們身、心、
社、職等各層面的需要謀福祉，再
延伸至好好管理整個上主的創造
（如環境保護）。誠然，我們都要
曉得整全使命的豐富。

然而我們要承認，一個人的能力是
很有限的，難以參與每一項事情。
其實，上主託付的整全使命是有其
羣體性的，即是「我們」要按上主
的心意分工合作，一同去履行這個
寬闊的整全使命。

正如本文選讀的經文，看似是一段
平白的人物和職位記述，但其實這
是一個隊工，是以色列民一直引以
為傲的大衛王朝隊工精簡版。在撒
母耳記下的結尾部份，我們還會讀
到一連串勇士的人名，都是貢獻於
這個王朝的（撒下二十三8-38）。
即使大衛如何有能力，若沒有約
押、亞比篩、以太、亞希瑪斯、約

拿單、戶篩、拿單等人同工，如何
能跨越各項困難和挑戰，成就大衛
王朝這幅美麗的圖畫？

今天，在上主託付我們的整全使命
當中，祂也不希望我們單打獨鬥，
而是要羣策羣力，好好分工。若多
個堂會都向某區的露宿者派飯，露
宿者便會有過剩的飯盒，資源未有
去到其他地區的有需要人士，徒然
浪費。筆者喜歡以拼圖作為比喻：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就像一小片拼
圖，各有負責的事情和範疇，而當
每一片拼圖都各盡其職，在上主的
設計下，拼湊起來便是一幅美麗的
圖畫！

思想問題：
1. 上主差遣你擔起的具體服侍是

甚麼（是哪一片拼圖？）？
2. 你有沒有跟其他人好好溝通，

分工以至協作，使事情變得更
美？

實踐行動：
1. 專 注 作 上 主 要 你 作 的 具 體 服

侍，並留心及以開放的心與他
人溝通和協作。

2. 禱告：意念遠高於人的上主，
祢是全幅藍圖的創造者。求祢
指引我們各人清楚自己在祢計
劃下的角色與任務，並幫助我
們專注其中，與其他人同心協
作，被祢拼湊成一幅美麗的圖
畫。奉主耶穌聖名，阿們。

CZKHC與村民建的橋，彰顯教會和社羣的力量。
阿富汗夥伴

埃塞俄比亞夥伴

因施達和夥伴推動項目，藉此推動多間埃國教
會實踐使命，以行動幫助當地貧農。

施達同工多年來不斷藉宣講、查經、專題講座及體驗活動動員眾信徒，關懷貧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