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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月報，有一個很特別的題目要寫，是寫「一本」我們要出版的
書：《使命與傳承—播道會來華史(1887-1949)》，這本書是我們教牧領
袖們，有相當長的日子，心裏一直想要完成的夢，特別是慶祝130週年
期間，總覺得要坐言起行處理的一件重要「任務」，要開始行動，所以
執委會為此成立了歷史小組，去計劃及執行。
　　要寫一本「歷史」書，有很大量的資料要搜集、印證、整理，是艱
巨的。播道會在華經歷了一百三十多年，所以我們還是先處理在廣東發
展的第一段經歷，這是上集，這段在華南的日子，是播道會在華建立的
起源、建立根基及開始發展的一段重要時刻。
　　我們要把這段重要的歷史記錄下來，不只是因為讓資深的「播道
人」可以「想當年」，而是因為三一大能的神，在我們於這片「福音不
毛」之地的眾生，如何因着神的愛，被祂尋找，及救回到祂的羊圈之中
的一個「述神恩的見證」！我們都希望大家的喜愛這本「新書」！能藉
此書更投入這個「播道家」得救的群體。
　　歷史不一定是「大事件」，在堂會的運作中，亦有很多材料可以留
下成為記錄、成為歷史，如每週的崇拜秩序表（有稱為週刊），堂會有
《堂刊》（月刊/雙月刊），總會就有這份《播道月報》，當中所記錄
的，可以視為各單位的「日記」，甚至各堂會每年年議會的工作報告，
能保存下來（可以電子化），可以成為很好的「歷史」資料，成為未來
另一本「歷史書」的珍貴材料。
	 話說回來，對於我們在世的信徒，最好及最重要的歷史，自然是由
聖靈藉眾筆者完成的聖言「聖經」，不單只是希伯來人被揀選、拯救的
歷史，也是全人類獨一也唯一的救恩史！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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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容龍	(歷史學哲學博士，播道書院道真堂會友)	

	 中國古代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制度設置，「右史」不單要履行
記錄朝廷要事的職責，更要秉持公正，忠實客觀記載事錄。「史」字從甲骨
文發展至小篆	 ，均以一「中」字、下再加一只右手執持「中」字而成，意
指史事記錄必須中立、不偏不倚，很清楚闡明對歷史著述者的要求。許慎《
說文解字》早已解構當中的關係：「史，記事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
」從聖經內各種史實史事的記載，我們隨處可見執筆者這種剛正不阿、秉筆
直書的記述精神:	 不管是上帝的選民或僕人、君王、先知，甚至是耶穌的門
徒，對他們生平事蹟、甚至所犯的缺失如實披露，做到善惡必書，從不文過
飾非，這就是清代學者章學誠認為「良史」，除了要具有「史才、史學、史
識」之外，更兼備「史德」的要求。
	 清代學者龔自珍曾言:「欲滅其國者，先滅其史。」說明國家之興亡，與
其「國史」是否得以保存有很大的關連；民族是否能長遠連綿不斷地延續，
背後文化思想所起的支撐作用極為關鍵。《但以理書》第一章記載巴比倫王
尼布甲尼撒不單將大批猶大國族人從耶路撒冷擄去，更把代表民族信仰、文
化歷史載體的「神殿中的器皿」(但一2)等「禮器」掠奪，以圖摧毀猶大國族
人復國的意志，削弱民族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此外，尼
布甲尼撒王更試圖為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改名換姓，又以珍饈百味吸引他們改
變飲食文化，目的在透過消滅其對母國身份的認同，令但以理和同伴揚棄猶
太人民族的風俗習慣，以圖徹底將該民族剷除殆盡。鑑古知今，播道會百多
年以來發展至今，我們實在值得更多去為保存我們過去的「會史」而努力，
以達至薪火相傳，延續本會在建設「自由教會」、推動「福音自由」的文化
傳承，以建設合上帝心意的「真教會」(True	 Church)，實踐耶穌基督吩咐我
們往普天下傳福音的大使命。
	 《使命與傳承—播道會來華史(1887-1949)》是首本敘述播道會來華六
十多年來在廣州和香港兩地傳教發展的歷史書。1887年，美籍瑞典裔所組成
的美瑞丹總會(The	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	1950年與
Norwegian-Dan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Association合併，改名為：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	美國播道會)差派第一位傳教士寬侉倫
牧師到中國宣教，兩位芝加哥華人信徒蕭雨滋、吳碩卿也聯袂抵達廣州河南
共建美瑞丹教會，此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1931年改名)發展的由來。在1887
年至1949年間，美瑞丹教會積極地在廣州、香港兩地傳教，同時不斷拓展分

《 使 命 與 傳 承 — 播 道 會
來 華 史 ( 1 8 8 7 - 1 9 4 9 ) 》

(小篆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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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遍及番禺和增城。曾向珠江三角洲漁民農民、城市基層、婦女兒童、二
戰前後的災民開展福音工作；19至20世紀初在廣州建立華南宣教總署、廣州
聖經學院，以及創辦教育、啟明號福音船、玻璃彩繪工藝、人力車伕和監獄
傳教事工；抗日時期更發展賑災、兒童福音、和醫療傳教事工，二次大戰後
主辦孤兒院等各類救災工作。1937年起因日軍侵華而逐步南移，及至1949年
政治環境轉變，將傳教基地全面撤離國內移至香港發展至今。
	 始於十多年前，筆者對撰寫播道會來華發展史有負擔。直至2015年與香
港播道會總會一位執委重提此事，經溝通後得到積極回應，於是迅速組成隊
伍前往美國播道總會、三一神學院及多間教會檔案館蒐集史料。百多年以來
播道會多位傳教士來華、與中國教牧在廣州共建美瑞丹教會，在發展過程中
留下重要史料，後輾轉交到美國播道總會保存，彌足珍貴，也成了本書重要
的資料來源。筆者自小在播道會成長，曾接觸過本會早年來華的傳教士，也
聽過參與傳教的中國教牧講述在廣州時期的傳教工作，對於能有機會去撰寫
此段歷史只感到是上帝的恩典。撰寫播道會史，無疑成為魯迅先生所說有可
能吃到蜘蛛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一部中國傳教史，絕對相等於半部中國近代史，兩者關係之密切不容置
疑。過去不少撰寫教會史學者較集中敘述教會自身發展歷程，對近代時局與
周邊人物背景、互動環節交代較少，部份讀者往往茫無頭緒，難以明白同時
期中國史事發展而感乏味。本書為了讓讀者易於理解1887-1949年間播道會
歷史的進程，全文鋪陳以時間為經、以近代中國歷史演進為脈絡，同時大力
呈現細節的描寫，照顧人物與事件發展的前後左右，俾使在閱讀播道會在粵
港兩地歷史發展的同時，也能對近代史事、人物與時局發展之間情勢有所掌
握，突顯之間因果關係及轉變契機。
	 本書也是同類書籍中，首次以播道會宗派為中心作全面研究，系統地
陳述其在華所開展各類傳教事業。在重組播道會的史實發展過程中，筆者也
專注於重塑當中傳教士、華人信徒的生平，以及他們與時代之間的互動，以
各方面史料重新作出鋪排。此外，三自教會運動、本色教會運動、非基督教
運動、日軍侵華等重要事件也呈現給讀者，使較少接觸歷史者更易於理解播
道會所走過篳路藍縷的傳教發展道路。傳教士與華人教牧留下不少第一身記
述，本書也嘗試從當時教牧的角度作出觀察，使敘述更多能從中國信徒作為
本位來看待中國教會自身的發展，填補一直被史學界垢病為「以西方傳教士
眼中教會實況的基督新教發展史」不足之處。
	 筆者在整理播道會歷史檔案過程中最大的感觸，正如清末政治家李鴻章
曾說:「一代人只能幹一代人的事」，今天我們要盡心盡力守護好上帝交予我
們這一代人所有的工作，這不單止「後來者」會記下在會史內，上帝亦將之
詳盡記錄在祂的冊上，將來要向祂交賬。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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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華舜	(播道會130周年籌委會籌委，道真堂會友)

	 2018年，播道會130周年會慶，會慶主題：「作主門徒，回歸根本，同
心為下一代努力」。總會執委會成立了籌委會籌備會慶，並且另組織了一個
中國播道會會史的歷史小組，預備於130周年會慶前後出版本會會史。弟有
機會追隨陳黔開牧師，並與李殿俊弟兄、蘇振豪先生等同心預備，並得道真
堂好友王容龍弟兄最終答允以他的博士論文為綱要，撰寫了即將出版的《使
命與傳承—播道會來華史（1887-1949）》。
	 中國播道會宣教事工始於寬侉倫牧師和兩位海歸華人門徒蕭雨滋、吳碩
卿先生，他們由美國到達中國廣州、河南開始播道事工。及後，神繼續召喚
西國同工們及本地宗衆先賢門徒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先以「美瑞丹教會」堂名建立
教會及後於1931年改名稱為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自此，播道會就以一眾宣教士和
門徒，一間教會開始。130多年之後，播
道會在香港發展有60多間堂會、機構，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1970年代初，我開始接觸到鮑會園牧師，師母、鄭德音牧師、韓德純牧
師、李約翰先生、申路得姑娘…從提多主日學(播道神學院學生實習點)、道
真堂、恩泉堂、播道醫院、播道兒童之家…。眾先賢佳美腳蹤，謙柔節儉，
刻苦耐勞，至今仍然瀝瀝在目。韓德純牧師經常往鑽石山巷子裏去探訪主日
學學生。鮑會園師母更是我家中常客，帶領家父相信福音，及後並於恩泉堂
得何道彰牧師施浸。申路得姑娘宣教士早年除致力播道兒童之家培育孩子得

作 主 門 徒
回 歸 根 本

圖左三為寬侉倫牧師（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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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好處之外，她更經常到道真堂服事，與道真堂青年人、師奶們（道真堂
婦女團友的尊貴稱呼）亦師亦友，一同聚會團契。還有，我有機會與播道會
在中國的第一位信耶穌的先賢羅耀榮先生（參閱會史第三章：「創業維艱」
）的後人羅啟康弟兄一同於播道兒童之家擔任董事服事多年。
	 「使命與傳承」。1980年代，在我青年階段，我參加了播道少年團契聯
會（從現今角度術語，這是一青年領袖訓練平台）事奉學習。事奉過程中，
一班來自各堂的團契代表不難接觸到早年來華的播道會宣教士，也從在港總
會同工如梁景芳姑娘、張國定主任、文耀銘總幹事…等聽過他們介紹先賢
們如何在早年建設本會在粵港兩地傳福音事蹟。今回，藉着130周年會慶活
動，我們可以有機會全面疏理及編寫播道會來華會史實在是恩典處處。2016
年，陳黔開牧師帶領工作隊伍前往美國播道會總會檔案室搜集資料，並且探
訪及訪問部份西國宣教士的後人並得到美國播道會總會檔案室主管	 Dr.	 Tom	
Cairns、三一神學院教授David	 M.	 Gustafson	的接待與協助，提供了存於檔
案室內的重要檔案、書冊及圖片。工作隊自完成探訪後，單就一些原文為瑞
典文字的檔案翻譯工作亦費盡心思，以求對有關資料準確掌握。
	 2018年130周年會慶主題「作主門徒，回歸根本」揭示教會應按聖經教
導，我們彼此相顧，互勉行善，一同追隨基督，生命轉化，傳揚福音，建
立基督的身體。會史（1887-1949）的完成不為甚麼，乃希望讀者能薪火相
傳，延續本會在建設「自由教會」（free	 church），並持續推動福音自由宣
講，自由組織教會並以聖經為最高原則，建立一間一間門徒教會。
	 「創業維艱，回歸根本」。此時，香江進入歷史巨輪中另一段落。閱讀
歷史，我們可與當代如雲彩的眾見證人交通團契，得到鼓勵，從他們的足跡
得到啟迪方向；更重要的是我們更可在平行時空下領受神對教會劃破時空的
旨意。前人要走的路走盡了，要打的仗奮力向前打過了。創業維艱，但願我
等後輩在主恩光普照之下，回歸根本，愛神愛人，力傳福音，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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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黔開	(播道會歷史小組成員、本會榮休牧師)

	 播道會如何劃破時空？如何從零開始？實乃每位播道會會友夢昧以求的

歷史—感謝神《使命與傳承—播道會來華史(1887-1949)》一書快將面世！	

	 神的創造乃是從「無」到「有」，使徒行傳記載初期教會的歷史至二十

八章，以使徒保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

人禁止」高潮即止！（徒二十八31），此後我們只能從教會歷史找尋福音如

何延至今世，其中令吾人感動者，乃是神藉著十九世紀歐洲的移民潮，將敬

虔的信徒從北歐帶往北美，其中來自瑞典、丹麥、挪威移民，為了追求以聖

經為權威，耶穌基督的救贖為大使命，信徒皆祭司，繼而建立會眾制教會的

信念！他們銳意往普天下傳福音之際，竟以「中國」為首個差傳目標！從首

位宣教士寬侉倫（Rev.	Hans	von	Qualen）開始，從1887年至二十一世紀，

先後差遣數以百計的宣教士，毋懼坐貨船或飛機，橫渡太平洋到中國，繼以

學曉極具艱深的粵語，務求深入民間，藉植堂、教育、醫療、神學教育、社
會福利宣講福音，栽培中國同工，更面對着「非基運動」，義和團之亂，無

神論及政治思潮，他們存着對神的信心，為福音的熱忱奉獻生命，以血淚及

膝蓋建立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從零至今天達成在港之六十餘間堂會，會眾三

萬，從事神學教育，普通教育，社會福利，可見神的恩典豐盈，神的使命仍

是「往普天下去，使萬民作主門徒」（太二十八18-20）！

吾人查考神在本會作為之際，蒙神首領吳子坤牧師，於1937年寫成《

《 使 命 與 傳 承 —
播 道 會 來 華 史

( 1 8 8 7 - 1 9 4 9 ) 》

快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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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來華史》；美國播道會亦於差傳五十週年慶典出版來華史書《舉目觀

看》（Lift	Up	Your	Eyes），使吾人能稍知一麟半爪！隨着年日消逝，近代來

華事主之資深宣教士梁貴民、嘉理信、韓德純等牧師等先後完成世途，播道

會前輩鄭德音、何道彰、郭本恩、胡正中、凌召宣、鮑會園伉儷等教牧年紀

老邁，甚或已榮返天家，中國播道會深感記載神作為的必要，執委會於2015

年議決：委任小組從事研究並出版播道會歷史，經小組悉心策劃，於2016年

10月派出朱心然、凌愛基博士伉儷、王容龍先生，及筆者以兩週時間往美國

播道會總部，及三一神學院查考史料，並拜訪會祖吳碩卿牧師之孫女、九十

餘歲之邵吳馥懿師太，及元老胡正中牧師等。回港後由正在撰寫播道會歷史

之博士候選人王容龍先生，採用符合歷史研究的方法，寫成逾十七萬字之歷

史書，分九章陳述，圖文並茂，文筆流暢，內容高潮迭起，精彩引人入勝，

至盼我會肢體每家或人手一冊！史料更可供會友、團契及小組作會史問答比

賽之珍貴材料！更寄望日後繼續撰寫歷史至現代！

	 當日猶大王約西亞發現神的律法書(代下三十四8-33)，重燃盡心盡性遵

行神旨意的決心，願每會友從本會歷史書重申大使命，持守聖經真理，踐行

播道會傳統，作主門徒，回歸根本，重燃愛神及救靈的火炬！

社區教會徵聘傳道
須神學畢業，認同社區教會服事，
主要牧養長者及男士事工。	
有意應徵者請繕履歷寄沙田沙角邨
銀鷗樓A座地下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康福堂執事會收
或 將 相 關 資 料 電 郵 至 i n f o @
hongfook.org。資料只供招聘用。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安堂
誠聘傳道
神學畢業，具委身心志，成熟主

動，重團隊精神。負責青少年及職

青事工，請繕履歷至中國基督教播

道會福安堂電郵church@fookon.

org蕭牧師收。只供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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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恩榮
（播道會歷史小組成員、
本會寶雅福音堂會友）

	 130年有多長？在歷史長河中這
是短短的一段距離，在一個王朝可以
由初奠到中興，或由中興到衰落。在
現代人而言，那是祖孫五代這麼長。
	 對播道宗來說，由130年前在廣
州傳教奠基，能夠不斷發展，到二十
一世紀在香港開枝散葉，這絕不是偶
然的，箇中經驗值得我們細察。
	 王容龍先生替播道會所著的這本
書，涵蓋1889至1949年珍貴歷史，
可讓我們了解當時教會所要應對的困
境及策略，以至水路宣教的正反考
慮、成立人力車伕教會的機緣，教會
如何在社會充滿敵視的情況下為信徒
謀生計，如何開展了培靈研經的跨宗
派事工，如何因應信徒需要開始聖經
學院等，可謂篇篇精彩，仿佛讓我們
回到當日情景，與先賢們一同經歷這
段開拓歷史。
	 就家國情況，書中也詳述當年信
徒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抗戰前後播道
宗如何與信徒及有需要的人同行，每
一個行動都絕不容易，卻是愛與掙扎
的記號，讓人深思。
	 在校對過程中，我從這一幕幕情
景看到前人如何在神的引領下，在種
種困難處境裏盡忠，這珍貴經驗是我
們今天的鼓勵，也是我們所不應錯過
的！

在
神
引
領
下
，
播
道
宗
有
多
精
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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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總會暨窩打老道山福音堂邀請
會眾蒞臨張源龍傳道按立牧師典禮

播道會總會謹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主日）
下午三時正假本會窩福堂（九龍窩打老道84號冠華園2字樓）

為該堂張源龍傳道舉行按立牧師典禮，
由莫樹堅牧師主禮，按牧團尚有陳培明牧師、杜其彪牧師、

林誠信牧師、許亞光牧師、朱卓慈牧師及袁麗連牧師，
袁麗連牧師（望福堂堂主任）講道及

蘇穎睿牧師（前窩福堂堂主任）訓勉，
總會牧職部副部長袁麗連牧師頒發牧師證書。

播道會總會暨窩福堂敬邀各界人士蒞臨同頌主恩，
查詢請電2715 968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敬約

張源龍傳道於播道神學
院接受神學訓練，
並完成道學碩士裝備，
於二零一四年在本會窩
福堂任職傳道至今。

hhhhhhggg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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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資源發展及傳訊部

	 播道兒童之家除了兒童院護服務外，早於2000年
代，已增設兒童日間院護服務，照顧來自低收入及困難
家庭，而日間缺乏適當人士照顧的6-12歲兒童。近年，
被評估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兒童，逐年增加，顯示
這方面的需求殷切。因此，兒童日間院護服務已全面提
升，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提供一站式照顧、訓練及
家庭支援服務。
	 承蒙多達39間企業支持，與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
金配對，成就「S.E.N.	2.0	-	綜合日間院護及支援服務」
。感恩各界在籌募出現重重困難的日子，踴躍支持，使
服務得以在2021年3月順利開展。
	 計劃以家為本、以兒童為主、社區為基礎，全方位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及其家庭。綜合服務包括功
課輔導、各類興趣及成長小組、專業訓練(如言語治療、
感覺統合訓練及相關專業訓練)與輔導服務、遊戲治療、
親職輔導及家長工作坊等。	
	 疫情下，同工仍努力不懈，於暑假為孩子預備各類
活動，讓他們的身心獲得均衡發展，促進家庭和諧。
	 額外感謝已故莫如恩先生透過香港公益金資助播道
兒童之家的感統訓練室裝修工程及設施添置。工程已在
疫情緩和下獲建築署批核開展，並大致完成。期望能為
S.E.N.	 孩子增加專業訓練服務，並為家舍、甚至區內有
需要的孩子提供急需的訓練，回應社會需求。

綜合兒童日間院護及支援服務



兩 位 詩 人 的 感 慨
總幹事心語

 偶爾讀到一首令人感慨的宋詞，是蔣捷的《虞美人.聽雨》：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
明。
 蔣捷是「宋末四大家」之一，三十多歲時進士及第，作了幾年官，南宋
就滅亡了。他拒絕入仕元朝，並從此隱居，多次遷徙，在顛沛流離中度過餘
生。這首詞以三幅圖畫，概括了作者從少到老的一生：少年尋歡作樂，壯年
天涯漂泊，老年孤單寂寞。蔣捷透過「聽雨」這主題，描繪出一個坎坷變幻
的人生。
 聖經裏記載了另一位詩人的作品，他就是摩西。摩西一生比蔣捷經歷更
多憂患。他的第一個四十年在埃及皇宮裏渡過，第二個四十年在曠野牧羊，
最後的四十年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在西奈沙漠流浪跋涉。
 摩西在曠野四十年，目睹整代以色列人的更替，嘗盡「悲歡離合總無
情」的滋味。他在晚年寫了一首詩，也是他向上帝的祈禱，就是聖經《詩
篇》第九十篇。神學家以撒泰勒（Isaac Taylor）評論這首詩是人類寫作的極
品。如果我要畫一幅圖畫來形容這詩，我會畫一幅藍天碧海的圖畫。詩人心
裡的感慨，好像碧海一樣深；他的神學思想好像藍天一樣高。
 摩西這首詩和蔣捷的詞有相同和相異的地方。相同的是他們都經歷過人
生的坎坷離亂。然而，這兩首詩詞最大的分別，是蔣捷沒有機會認識真神，
只能聚焦於自己，摩西卻注目上帝。這點從詩篇九十篇的字裏行間可以清楚
看出來：
 第1節：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第12節：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
 第14節：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第17節：願主我們上帝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
工。
 由於摩西注目上帝，他的詩就流露着信心和盼望，他的人生也變成積極
和進取。
 你和我回顧過去的年日，或也像蔣捷一樣，感受到歲月無情，世事滄
桑。讓我們不要單聚焦自己，而是仰望上帝。祂祝福了摩西一百二十年的
人生，同樣也會祝福你，正如耶穌基督所應許的：「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十10）

羅錫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