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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錦江家人： 

 

  在 8 月 3 日（周六晚上），黃大仙因反修例風波發生了第一次大型

警民衝突。有些弟兄姊妹當晚因著這次衝突而未能返家，心裡很徬徨，

有些教友問及教會當晚可否開放給有需要人士。另外，也有不少本區的

居民因當晚情況而感到非常困擾。故此，當收到警方通知將會有另一次

大型集會發生於 8 月 5 日下午時，教會考慮到下午的示威活動可能帶給

居民有更大影響時，在緊迫的時間下，我們作出開放的決定。就這次決

定，堂會主席曾於三堂崇拜中向弟兄姊妹作出解釋及澄清，但可能部分

弟兄姊妹當天未能出席崇拜，故此，我們就事件再作解釋及澄清： 
 
1. 教會今次開放同行站的決定，由於時間緊迫，未能事前向弟兄姊妹講解

背後的聖經原則和理念，正因如此，有些會友感到困惑，無所適從，教

會是明白及體會到的。在現時社會意見如此兩極化，教會做或不做一件

事，都可能引起某一方的不滿或批評。然而，教會不是按政治立場，而

是按聖經真理作依據來做決定。 
 
2. 聖經教導信徒群體要實踐「款待」(hospitality) 的職事。希伯來書 13：

2 提醒我們：「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

不覺就接待了天使。」這個經文可以翻譯得更貼切：「不可忘記用愛心

接待陌生人(stranger)；因為曾有接待陌生人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希伯來書的「接待」(philoxenia)，指熱情款待，“philoxenia”由“phileo”

(指愛人、對人有情感)和“xenos”(指陌生人)所組成，從字源學的角度

來看，「殷切款待」是指對陌生人熱情的愛。所以，「款待」的基本意

思就是信徒群體活出「對陌生者的愛」(love of strangers)，樂意開放場地

接待外人進入，為來賓提供住宿、飲食與保護等。「款待」於教會歷史

與傳統佔有重要位置，信徒要恆常實踐，「款待外人」乃是信徒群體面

向公眾的踐信。信徒開放居所，居所就是聚會場地，同時也是「款待外

人」的空間。 

  



  在 8 月 5 日開放副堂作同行站，目的是與街坊、鄰舍同行，在當天

很大可能出現動盪時，讓街坊、信徒、甚至其他陌生人能有暫避、安歇

的地方，讓他們在副堂中休息、安靜、祈禱。而且，我們也預備了人手

為街坊提供輔導及心靈支援的服務。事實上，當天有些不是穿黑衣的街

坊，帶著小孩走進來要求暫避。就算是穿黑衣的人要求入來休息，我們

也不能確定他之前做過甚麽事或他持什麼立場，故我們絕不能單憑衣

著來判斷一個人。在歷史中，因戰爭而被捉的敵國戰俘受了傷，出於人

道理由也要給予治療，何況是我們的街坊、鄰舍，不論有否做錯事，他

進來請求水喝，有地方安歇，教會都不應拒絕。 
 

3.在「浪子的比喻」中，小兒子要求父親把家產分給他，這舉動是在當時

的社會來說，是一件很不孝的事情。他不單不孝，傷了父親的心，他更

用了父親的血汗錢來花天酒地、任意放蕩，最後花光了所有的錢財。在

兒子仍在揮霍無度的日子時，這位父親每天在門外等候那「敗壞」的兒

子。所以，當小兒子還「相離還遠」時，父親便看見他了，還「動了慈

心，跑去擁抱着他，連連親他。」（路 15:20）他亦沒有責罵小兒子，

甚至沒有機會給小兒子講出他自己只想作家中雇工的想法，他直接恢

復小兒子原來的地位，「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

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還舉行宴會慶祝（路

15: 22-24）。這比喻說明了天父對世人的愛，不管世人做了多錯的事、

何等傷了父的心，但仍然憐憫，接納「失去的兒子」。主耶穌在地上的

日子，更曾在罪人中間，在他們家中坐席，法利賽人中的文士看見耶穌

和罪人並稅吏一同吃飯，就對他門徒說：「他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

嗎？」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

得着。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可 2:16-17）教會作為基

督在地上的代表，一方面我們只是蒙恩的罪人，不比任何人優越，我們

也就是經歷了救恩，以致我們也要恩待別人，讓他們透過我們這流通的

管子經歷主恩。另一方面，我們是要與不同的人，不論是已信或未信者

同行。這同行不代表我們認同對方的立場及行為，我們只是本著基督的

心腸，不想失去任何一個「浪子」。 
 

  無論大家的政治立場如何，最近幾個月所發生的事，每個人都可能

因立場的不同、所接收的訊息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感受。香港正面對著

嚴峻的時刻：社會撕裂、家庭撕裂、教會也撕裂。盼望我們在主的家中，

不用彼此猜度，在愛與互信中靠主修補這個撕裂的同時，亦按真理去回

應時代的需要，以使教會能緊守地上應有的身份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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