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西國傳教士東來傳道，藉

開辦學校，教授英語，當然亦讓學

生認識基督福音。天資聰穎者，在通

曉外語後，謀生能力自然更強。曾任

崇基神學院講師，教授香港基督教史

的施其樂牧師（Rev. Carl T. Smith）

在其著作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中提到，早年殖民地時期的香

港華人精英，年輕時在傳教士開辦的

學校讀書，有機會學習英語，畢業後

能擔任翻譯員，在政府任要職；亦有

成為英商與華人之間的中介角色—

俗稱為「買辦」。條件更優勝者，負

笈海外，學成歸來後於香港政商界中

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雖然如此，教育的著眼點從來不

是只為提升謀生能力，而是讓學生發

現自己的將來可以有無限的可能。能

夠懂得外語，日後無論是擴闊人際網

絡，還是到外地遊歷、進修，也是十

分重要的。

今時今日，學好「兩文三語」（兩

文就是中文和英文；三語就是粵語、

普通話和英語）對中小幼學生而言是

CWM 的成員教會大部份是來自前英

聯邦國家的教會，而這些地方基本上

也是以英語為母語或為官方語言。

在 CWM 不同的事工之中，有一

項名為「Partners in Mission」（中譯：

「宣教夥伴」計劃）。透過這個計

劃，在CWM成員教會之間，彼此分

享宣教人才。我想從 CWM的成員教

會中有宣教負擔的人能夠以外籍英語

教師的身份來港工作。他們一方面是

合資格的教師，而同時間是帶著宣教

使命到來，成為本會的宣教夥伴。讓

我們的學生不但在良好的語境下學習

英語，也讓他們在跟老師相處和學習

時，從老師身上看見和認識基督。這

豈不是兩全其美？

基本的要求，是特區政府推廣的語文

政策。期望通過打好語文基礎，能為

學生的未來發展帶來更多的可能。

學 習 外 語 ，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元

素就是語境。有見及此，教育局在

一九九八年開始於公營中學及小學

推行「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

計劃（中文一般簡稱為「外籍英語教

師」，而英文簡稱則為「NET」）。若

要受聘於 NET計劃下，該教師的基本

資歷與學校其他教師大致相同，唯一

分別就是該教師是以英語為母語。學

生在校園內與這些外籍英語教師交談

必須全程使用英語，而當學生習慣以

英語跟老師溝通，他們運用英語的信

心和能力亦會隨之而增加。

學校可以通過教育局或中介公司

尋找符合資歷要求的外籍英語教師。

同時間，學校亦可自行直接聘用符合

資歷要求的外籍英語教師。當然在茫

茫人海之中，怎樣尋覓到合適的人選

也是難以確定的。正因這緣故，我在

去年趁參與世界傳道會（CWM）會員

教會總幹事會議之際，跟 CWM的同

工分享香港教育界這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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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憫她所生的

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以賽亞書

49:15 

照顧及孕育下一代是整個社會的負責，尤其是照顧初

生嬰幼兒童。今年年初發生一宗備受關注的嬰孩懷疑受虐

事件，一名九個月大女嬰，由於家傭回家休假，父母經社

福機構轉介，將女兒交托社區保姆作短暫照顧，照顧期間

女嬰抽搐昏迷急送入院，及後醫生發現女嬰腦內有血塊，

眼睛腫脹，情況危殆。醫生認為其傷勢可疑而報案，事後

警方拘捕該名保姆。整個事件實屬悲劇，期望女嬰能平安

渡過，早日康復，祝願是次事件未有對孩子成長造成長遠

創傷。

有人認為是次不幸是偶發性單一事件，但當細閱有

關政策安排，實有缺失，當中有不少改進空間。社區保姆

是社會福利署推行的「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下的其中

一項服務，旨在為有需要家庭，在鄰里層面提供具彈性的

日間幼兒照顧，以填補常規幼兒中心的專業照顧服務的不

足，而社區保姆是以義工身分，經非政府機構安排，在他

們自己的居所或營辦機構所提供的地點，為九歲以下的幼

兒提供照顧服務。

雖然悲劇發生後，社會福利署署長作出快速回應，表

示於今年第四季加強社區保姆的配套，將目前由非政府機

構自行制定的 4 小時培訓，更改為由署方統一制定的兩層

架構課程，基本培訓為14小時，另外再針對部份要照顧有

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保姆，提供第二層 4 小時培訓，與此

同時亦有意加強監管，作不定期視察。但相信有關措施只

是亡羊補牢，未能真正回應問題的關鍵所在。

原先為幼兒提供日間恆常照顧服務的應為幼兒中心，

而社區保姆是作為其輔助服務，但隨著資源錯配，社區保

姆這一非專業的暫時幼兒服務發展至今卻變作為主導服

務，當中定位確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根據二零一八年

政府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幼兒照

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報告，指

出幼兒照顧服務應以融合「照顧」

和「教育」兩個元素的標準，專業

地以系統方式去孕育孩子，保護幼

兒安全是基本，而促進孩子成長發

展才是核心。

政府在二零二零年三月把以人

口為基礎的資助幼兒中心規劃比率

納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即每

25,000 人提供 100 個供三歲以下幼

兒使用的資助幼兒中心，更於二零

二三年《施政報告》中答應將加強支援在職家庭育兒，將

於未來三年內，分階段增設10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以及

提供額外近 900 個日間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去補追一直滯

後的幼兒照顧措施，如能盡早落實以上安排，糾正以往缺

失，相信日後可避免發生類似的不幸事件。

嬰幼兒時期是人類生命中最脆弱階段，最需要仰賴他

人的關顧，照顧者只要稍有疏失，都可能會讓嬰兒陷入危

機中。因此香港幼兒照顧服務必須以獨立幼兒中心服務為

主導，確保所有照顧人員受專業培訓，在嚴格的督導下提

供優質幼兒照顧服務。希望大家都要緊記，孩子是上帝的

託付，盡忠守護他們成長是各人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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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專講 盧松標︱本會社會服務總監

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孩子是上帝的託付孩子是上帝的託付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

突發事件禱文
慈悲的天父：

3月5日香港發生家庭悲劇：父亡子昏迷，求主安

慰家人、親友及眾師生，並拯救仍在昏迷中的幼小生

命。

拯救萬民的主耶穌基督：願祢的憐憫臨到所有身

心受困的人，救他們脫離一切困擾，引領他們從死蔭

幽谷中得平安，並早日得享美善人生。

常與我們同在的聖靈：願祢賜恩給香港教會，有

敏銳的觸覺，憐憫人的心腸，與困苦者同行的意志與

能力，適時向有需要的鄰舍提供關懷與援助，展現基

督的大愛。

願上主的國降臨，眾人能得享平安，並美善的人

生。願基督快來。誠心所願。

【2024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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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僕之言 黃偉然宣教師︱梁發紀念禮拜堂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

惟有上帝使它生長。可見，栽種

的算不了甚麼，澆灌的也算不了甚

麼；惟有上帝能使它生長。」（哥

林多前書三6-7）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

肢體，身體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

身體；基督也是這樣。」（哥林多

前書十二12）

兩年半前，我神學畢業

後，有幸加入梁發紀念禮

拜堂事奉，直到今天。在

邁向第三個年頭之際，

我希望藉是次「主僕之

言」專欄，紀錄我在這短

短年日的牧養工作中切身

體會、學習的事，一方面為自己作個

小結，另一方面亦盼望能與讀者彼此

勉勵。當然，文章篇幅有限，我無法

在此羅列所有學習到的事，我僅想藉

開首引用的經文，分享三點。

一、各司其事
哥林多前書中，保羅視自己對

當地教會的貢獻為「栽種」，把種子

撒在泥土裡；亞波羅的貢獻則為「澆

灌」，為植物澆水灌溉。兩項工作，

對於植物的生長均是不可或缺。保羅

這比喻提醒我們，在教會中，每人總

能作出獨特的貢獻，無人能夠取代別

人。這想法讓我們謙卑下來，承認在

主內，無人是一座孤島，相反我們都

是休戚與共、互相依賴。

在牧養的崗位上，牧者免不了置

身在林林種種、五花八門的事工中。

有時候，我們只看見「事」、只看見

「工」，便想加快手腳，獨自完成事

情。但保羅的話提醒我們，一位優秀

的牧者，不在於能以一己之力承擔所

有事情、以一當十。牧者的職責倒應

是把適當的人引領到適當的位置上，

讓他們善用恩賜服事，這樣，弟兄姊

妹才能作出他／她獨特的貢獻，一同

參與建立教會。無人能為教會作出所

有的貢獻，牧者亦不能，亦不需要。

二、魅力的詛咒
開首引用的經文，其背景為哥

林多教會中，黨派冒起，有人追隨保

羅，有人則高抬亞波羅。對此，保羅

在引文前一節的經文這樣問道：「亞

波羅算甚麼？保羅算甚麼？」正如在

引文中，保羅亦提醒哥林多教會的信

徒，雖然他和亞波羅對教會均有所貢

獻，但「惟有上帝使它生長」。

在今天的教會中，黨派和小圈

子的問題同樣離我們不遠。當我們稍

不留神，教會便會受困於這沼澤泥

濘中。因為正如哥林多教會一樣，

我們有不同的牧者，他／她們當然各

有魅力，但這些魅力若給過份強調，

便會引來紛爭、對立。保羅對哥林多

教會的當頭棒喝提醒我們，一位優秀

的牧者，不在於能以超凡的個人魅力

來呼風喚雨，而是在於能看輕一己的

地位、以大局設想、甘心承認上帝才

是一切的幕後主宰。我們若缺乏這視

野，便容易事事與人爭妍鬥豔、競短

爭長，使教會不成教會；相反若我們

都認清自己是襯托上帝的綠葉，我

們便能放下身段、以

廣闊的胸襟彼此配

合，異口同聲地說

道：「惟有上帝使

它生長」。

三、作為肢體的堂會
開首引用的第二段經文論到一

個身體有不同的肢體。每當論及這比

喻，我們往往會思考弟兄姊妹之間能

如何彼此配搭、尊重，這事當然十分

值得反思；但我們若試以另一個切

入點思考這比喻，我相信亦會很有意

思：作為肢體的堂會。

「作為肢體的堂會」，意思就

是我們把不同的堂會都看成為基督身

體上的不同肢體。這比喻讓我們思考

兩件值得細嚼之事。第一，不同堂會

（不論宗派、地域、規模、往事）均

互為肢體，彼此該尊重配合，而非相

互競爭。第二，不同的堂會作為不同

的肢體，自有不同的功用和優劣強

弱，所以堂會不用抱持「人有我有」

的心態來開展事工，相反倒應因應自

身的硬件（地理位置、所屬社區、

可用空間等）和軟件（群體性情、同

工恩賜、與外間機構的連繫等），

尋找自己的獨特性，

並在上帝國中，作

出只有自身才能作

出的貢獻。香港教

會其實從來不缺潮

流，譬如以下這些

事都曾在教會界流行起來：敬拜讚

美浪潮、九型人格、MBTI、《標竿人

生》、SWOT 分析、Alpha、輔導技

巧、共享空間、營商宣教……。這些

事如運用得宜，或者都有助牧養，但

前題是事情能適切堂會當刻的處境和

需要，而非單純因不甘後人而跟着潮

流走。我們若以這眼光看待堂會，把

堂會都看成為基督身體的不同肢體，

我們便能戒除「比較心態」，尋找自

己堂會在上帝國專屬的位置和貢獻。

從哥林多前書引申出來的這三點

反思，若以一個比喻作結，我會形容

教會其實就是一幅大拼圖。不論是堂

會與堂會之間，還是弟兄姊妹之間，

只有當我們願意各司其事、彼此配搭

襯托，作為拼圖的我們才能夠共同組

成一幅美麗的圖畫。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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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翁美茵校長︱協和小學

適逢二零二三年為本會創會105周

年，小學校長會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至三十日舉辦上海蘇州尋根及學習

交流團。團員包括中聯辦教育科技部

朱琦科長、區會總幹事王家輝牧師、

學務總監陳俊傑先生、直屬小學校

監、校董、中學校長及小學校長等一

行52人。是次我們與江蘇省教育廳合

作跟蘇州3所中學、14所小學和1所特

殊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

大零號灣
我 們 抵 達 上 海 後 ， 先 到 大 零 號

灣參觀，它是上海市閔行區的科技企

業園區。園區內以醫療機械人、人工

智能、海洋裝備及新材料領域，四大

產業企業為主。透過參觀及講解，讓

大家看到國家如何構建創新科技一體

化，藉著人才鏈、創新鏈及產業鏈貫

通高技術企業集群，全面建造創新能

力、科技力量、原創成果，成功發展

科技創新策源高地，成為世界級「科

創灣區」之一。

大零號灣是上海市內科創灣區。

聖瑪利女中聖堂原址
第 二 天 ， 我 們 由 前 總 幹 事 蘇 成

溢牧師帶領認識與區會有關的教會歷

史，並參觀聖瑪利女中聖堂原址。當

年中華基督教會首次全國大會亦在此

舉行，雖然現時已被商場及商業中心

包圍，但我們仍能在周邊拍照，了解

當年事蹟。

參訪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及聖三一堂
接著，我們到了中國基督教全國

兩會及聖三一堂參訪，中華全國基督

教協進會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基督教

部分宗派教會和跨宗派性基督教團體

共同設立的協作機構，包括16個公會

及6個教會團體。

昔日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於上海的會
址。

參觀聖三一堂。

當天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

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代表

除了介紹在國內的基督教工作外，更

贈送了我們各人一本聖誕版的聖經。

隨後我們參觀聖三一座堂，她屬於兩

會總部附屬大聖堂，亦是上海市現存

最早的基督教教堂，為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之一。

姊妹學校締結
其後我們由上海前往蘇州，在區

會小學校長會安排下我們的簽約儀式

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由蘇州市教

育局處長王靜芝主持，當天共有15對

學校簽約結對。

締 結 儀 式 假 蘇 州 市 實 驗 小 學 進

行，區會總幹事王家輝牧師、中央人

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科長朱琦、江蘇省教育廳對外合作與

交流處副外長鄭興及蘇州市教育局副

局長項春雷出席活動。總幹事王家輝

牧師更分享希望通過兩地教育合作，

全面提升教育高質量發展水平，是次

結對儀式亦是區會學校自疫情後第一

次大規模的聯校活動。
姊妹學校締結組合

香港學校名稱 蘇州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長沙灣) 吳中區蘇苑實驗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馬灣) 蘇州市實驗小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蘇州高新區文正小學教育集團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常熟市塔前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蘇州市相城區湘城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蘇州市崇道小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太倉市實驗小學
真鐸學校 南京師範大學吳江實驗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油塘)

昆山開發區震川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蘇州工業園區星洲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張家港市第一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蘇州市立達中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蘇州市第五中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蘇州工業園區仁愛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愛蝶灣) 蘇州工業園區金鷄湖學校

創會105周年
上海蘇州學習交流團上海蘇州學習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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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文化考察
行程最後一天的早上，我們到虎

丘山風景名勝區遊覽。虎丘又稱「海

湧山」，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姑蘇區虎

丘山門內。因風景之獨特優美，被評

為全國首批十佳文明風景旅遊區示範

點，全國文明單位。當天，我們遇著

下雨上山，雖然路途崎嶇、濕滑，但

亦無阻我們登山的熱忱。我們沿途也

拍下不少照片，為行程留下美好的回

憶。

我們在虎丘留下不少倩影。

匆匆五天的行程隨著探訪虎丘之

後便完結。我們吃過午飯之後便乘車

往機場去。今次的行程雖短，但收穫

豐碩，除了認識不少國內學校的文化

特色，開闊眼界外，也藉此機會讓我

們深入了解內地教會，我們兄弟姊妹

也有團契交流，這些都是難忘珍貴的

美好回憶。

完成締結簽約儀式後大合照。

在簽約儀式後，各位教育界同工

連同蘇州各校的代表隨即在蘇州市實

驗小學的校內場館觀摩「一帶一路」

倡議十周年蘇州教育回顧展演，我們

一同欣賞蘇州的教育成果表演。節目

完結後，香港的校監、校董及校長們

分成十五隊，由姊妹學校的校長帶領

前往其學校進行參觀交流。

兩地學校領導互相分享兩地教育

趨勢、校園文化、課程特色，探討彼

此的異同，互相學習，更有姊妹學校

已經就來年的教師專業交流和學生互

訪擬定計劃。

前往獨墅湖基督教堂進行退修
十二月二十九日早上，我們一行

五十多人前往獨墅湖基督教堂進行退

修活動。這座教堂主體採用哥德式建

築風格。最吸引人之處就是堂中有一

個高6.6米，寬3.15米的十字架矗立在

獨墅湖的水中，還有廣場中心矗立一

座高6米，重達3噸的青銅耶穌像。面

對如詩如畫的美景，我們不自覺地拍

下不少相片，留為紀念。此外，我們

由主任牧師引領到地下的小禮堂，並

由翁傳鏗牧師帶領我們進行崇拜，之

後分組團契分享。在是次交流學習的

行程中能有團契分享，實屬珍貴、難

忘。

獨墅湖基督教堂門前大合照。

參訪蘇州大學
午飯過後，我們一眾前往參觀蘇

州大學。蘇州大學天賜莊校區前身為

創建於一九零零年的東吳大學，我們

進入校區一路前往博物館，沿途風景

優美，充滿校園氣息，我們更駐足在

校訓牌坊下，細聽蘇成溢牧師親述大

學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的意義。隨後，我們進入博物館參

觀，館內展出不少大學著名校友的事

跡及墨寶，讓我們對大學及其校友有

更深入的認識。

 

蘇成溢牧師正在向我們解說東吳大學校
訓的意義。

夜遊「拙政問雅」
晚 飯 過 後 ， 我 們 參 與 「 拙 政 問

雅」夜遊項目，這是蘇州拙政園與中

國美術學院共同創作的大型實景園林

文化藝術光影夜遊作品。吳門畫派意

境為藍本，讓園林自身做主角，在文

物保護的前提下，通過光、音、氣等

媒介，讓月相的變化、四季的變遷、

風物的流轉都得以細微呈現，更從造

園藝術、歷史人文、昆曲欣賞等角

度，帶遊客感受蘇州園林的美學哲

思，體驗江南文人的詩意生活。我們

在導遊的引領下，逐一認識不同的藝

術作品，個多小時的導賞與參觀讓我

們大開眼界，也不禁讚嘆中國科技與

藝術融為一體的妙絕。

「拙政問雅」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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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學校支援服務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305室

電話：23971035

傳真：27873949

電郵：sgp@hkcccc.org

曾秀梅︱本會學校支援服務主任

大 家 可 曾 聽 過

有人說：「這個孩子

沒有優點的」、「那

個孩子真的一個優點

也沒有」等類似的說

話？當然大家都明白

不是孩子沒有優點，

而是在於說的人無法

看見得知而已。筆者

曾與一些愛好攝影的

朋友進行攝影活動，

聽說一詞名叫「攝影

眼」，正好可以用來放在如何看得見孩子的優點身上。

相信大多數人拿着相機進行拍攝景物時，都是眼前看

到甚麼就會影甚麼，而相信大多數人都是以個人身高水平

手持相機拍攝景物（圖一），這也是最容易最普遍的拍攝

狀態。但喜歡攝影的朋友曾建議，不防嘗試以不同角度進

行拍攝，不要只「企定定」，可以多走動身體和多將相機

擺放在不同的位置進行拍攝，你便會發現可以有更多拍攝

的題材和找到更豐富的畫面。就像（圖二）的例子，一般

人只會留意當前美麗的建築物來進行拍攝，從不會認為地

面的一灘水有甚麼好拍攝，不會發現原來地面的一灘水也

可以帶來不同的構圖，甚至驚嘆透過相機所看見的畫面。

這好比一般人很容易便能夠說出成績佳品行好的孩子

有甚麼優點，對一些調皮搗蛋不用功讀書的孩子就認為他

們沒有甚麼優點可言一樣。當中取決於有沒有多作不同的

嘗試去進行觀察，甚至降低身段多移動身體去發掘更多角

度。攝影眼也就是能夠看見別人所看不見的，以不同的視

角，留意到不同的細節，捕捉到平凡生活中那些微妙而令

人驚嘆的畫面，就算是讓人頭痛難教的孩子，相信用上攝

影眼的角度也會從他身上找到令人欣賞的優點。

有些家長也曾說：「為何別人口中所說我家的孩子與

我所認識的不同」，這與上述攝影的情況十分相似，雖然

大家眼見的人像景物一樣，為何拍攝出來的畫面效果不如

別人，那要問問自己是否只一味「企定定」去看景物，對

眼前的畫面用已有的固定觀點去拍攝；建議不妨多動動身

子嘗試尋找不同視角，多加觀察，多留意細節，相信這會

為 你 帶 來 新 發

現。看待孩子亦

然，嘗試放低大

人高高在上對孩

子既定的觀點角

度，因為觀點影

響我們對人事物

的看法，就像上

述 例 子 的 一 灘

水，你從不會嘗

試走近去看，甚

至蹲下來去細心

觀察，因為你只會認為這是一灘水而已。

攝影眼是可以透過不斷鍛鍊而慢慢培養出來的，喜

歡攝影的朋友是會經常拿著相機不斷進行拍攝，而久而久

之，當拿起相機時，不會著急拍照，是會先用眼睛觀察周

圍，這時，你會看見與別人不同的觀點，拍下屬於你的照

片。真正喜歡孩子的人會樂於花時間與孩子相處，這時，

只要你多細心觀察，以不同的視角，留意不同的細節，你

也可以擁有一雙欣賞孩子的眼睛。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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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蘇成溢牧師︱本會退休牧師、本會前總幹事

引言
本文是一篇有關傳教士與二十世紀香港基督教的文

章，以三位倫敦傳道會（倫敦會）傳教士：皮堯士、晏樹

庭和蕭覺真為對象，研究他們在教會、醫療和教育所作出

的貢獻及如何推動香港基督教的合一與本地化。

倫敦會的宣教理念
十八至二十世紀是西方基督教宣教運動的興盛時期。

在英國，基督徒因衛斯理兄弟及懷特腓德的屬靈更新運

動，看重個人悔改，對教會使命重新理解，促使英國的

基督教從國教轉為一般基督徒也能積極投身參與的信仰群

體。1793年，幾位不同宗派的牧師在閱讀了克里威廉一篇

呼籲基督徒要摒棄宗派藩籬，積極負起到未得之民地區領

人歸主的公開信後，1 深覺是上主的呼召，要成立一個海

外差會。於是，倫敦會在1795年9月成立了。2

倫敦會創立的目的：「向普世萬族萬民宣揚耶穌基

督的福音」。因倫敦會由基督徒創立，不屬任何宗派，因

此，它有很強的普世特質，透過宣教彰顯合一精神，能接

納不同國家和教會的人加入，差到世界各地宣揚福音。倫

敦會還有一種獨特發展宣教的推動力，就是不規限建立某

一宗派模式，只求有效宣揚福音。其創會〈基本原則〉說： 

在此宣告一項傳道會原則，本會並非要將長老

會、公理會、聖公會或是任何教會和教會制度

（嚴謹的人對這一點可能持不同意見）移植到異

教徒中，乃是將上帝榮耀的福音傳予他們。上帝

呼召某些人作祂的兒子，福音將存留在其心中

（事乃當如此），他們亦當負上責任，締造他們

心中最符合上帝聖道的教會和教會制度。3

即傳教士建立教會時，可自主決定採用一種最適合當

地和有效的教會模式。此外，也要培訓當地人才。 

倫敦會在華宣教的本地化原則和策略
自1807年馬禮遜來華及1843年理雅各將英華書院遷

港，倫敦會在華一直實踐它的宣教理念和策略。   

抓緊福音機會

倫敦會的傳教士只考慮是否有效宣揚福音，使人歸信

基督，毋須考慮任何特定教條教制。此外，倫敦會在中國

大陸及香港的宣教範疇是多元的，各範疇的傳教士來自五

湖四海，無分宗派。4 以道濟會堂為例，當1871年該堂牧

師何福堂去世後，倫敦會未能在英華書院及道濟會堂中物

色到繼任人選，先後覓得屬禮賢會的王煜初及巴色會的張

祝齡接任，反映了倫敦會能廣納賢能，以大公合一精神促

進福音。  

培訓本地人才

從馬禮遜起，倫敦會傳教士為要找到適合當地的宣教

方法，很快便開展培訓工作。香港首位華人牧師何福堂便

是英華書院的初熟之果。除了牧師傳道，倫敦會也訓練本

地醫護人才。1887 年開辦香港西醫書院及1893年那打素

護士學校，5 說明倫敦會一貫的培訓本地人才政策。

三位倫敦會傳教士  

皮堯士：促進宣教與合一

皮堯士牧師於中學時決志獻身，在倫敦新學院神學系

就讀。畢業後於1879年受倫敦會差派到中國。6 

皮堯士來華後駐在廣州，負責的範圍包括廣州、佛

山、博羅、香港及澳門。當倫敦會廣東事工的湛約翰牧師

退休後，皮堯士便接掌主席，轉到香港工作。7 1898 年

中英在北京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他即代表倫敦會

聯絡佑寧堂及道濟會堂，成立新界傳道會，差派黃述芳到

新界拓荒佈道。8 皮堯士除推動新界傳道，亦策動重興英

華書院，協助道濟會堂在般含道建堂，又推動華人堂會自

立， 包括灣仔堂、聖光堂和深愛堂等，並擔任香港大學馬

禮遜堂舍監。9

除了香港和新界，皮堯士也推動澳門的傳道工作。根

據倫敦會1900年至1906年的報告，10 自1898年起他便與

道濟會堂的長老區鳳墀和何芹甫前往澳門，探望當地的聖

公會和宣道會傳教士，更定期透過當地的信徒領袖廖德山

倫敦傳道會傳教士與倫敦傳道會傳教士與
二十世紀香港基督教的合一與本地化：二十世紀香港基督教的合一與本地化：

以皮堯士、晏樹庭和
蕭覺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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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推動傳道工作。廖德山是志道堂的創立人之一，他

是廣州博濟醫科學院的畢業生，有份創辦培正學校和嶺南

大學的開拓。1903 年至 1905 年的報告指出，皮堯士聯同

王煜初每年多次到澳門支援福音事工。當時在澳門的崇拜

人數有三十至八十人。11 到1904年至1905年，澳門的信

徒群體已計劃自建聖堂了。12 

皮堯士一生以大公精神為廣東、香港及新界和澳門

努力傳道，更積極促進香港教會的本地化和合一。本地

化是指由倫敦會協助道濟會堂、灣仔堂、聖光堂和深愛

堂自立自傳。13 1889 年他代表倫敦會簽署的《與華人教

會協議書》及協助道濟會堂遷至般含道現址。14 至於教會

合一方面，是指香港最早的合一組織：香港基督教聯會

（1915）。1914 年前香港七大公會：聖公會、倫敦會、

巴色會、循道會、禮賢會、公理會及浸信會的教堂已有跨

宗派的合作。1914年為合力賑濟廣東西江水災及籌備在港

舉行的艾迪佈道會，七大公會認為需要成立組織以推動聯

合事工，並推選威禮士、王愛棠及胡爾楝起草章程。1915
年4月8日舉行教會代表會議，通過成立香港基督教聯會；

皮堯士當選為首任聯會主席，1916年續任。15 由此說明，

皮堯士是當時香港基督教界一位受人尊重的領袖，也認同

他對促進教會合一的貢獻。

晏樹庭：攜手為醫療

在香港的醫院中，歷史最悠久的是1887年由倫敦會創

立的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那打素醫院）。目前，在

香港的公立醫院中，屬基督教背景的有大埔那打素醫院、

東區那打素醫院、觀塘基督教聯合醫院和將軍澳靈實醫

院。

晏樹庭醫生於1926年受倫敦會差派來港，在那打素醫

院服務，至1963年退休，在港服務共三十七年。他是那打

素醫院中任期最長的院長，由1935年至1963年共二十八

年。16 晏樹庭出生於傳教士家庭，是第五代，先輩們都在

印度工作，他也在當地出生。17 1941年正值二次大戰，日

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前的 12 月 19 日，他與任職

於英華女學校的傳教士畢敦小姐在合一堂舉行婚禮。18 其
後醫院雖被日方接管，但晏樹庭及部份醫護仍盡忠職守，

照顧病人。1945年戰爭結束，他從日籍院長接收醫院，恢

復院長職務。

晏樹庭醫生作為倫敦會的醫療傳教士，他對香港醫院

的發展和創建，並不止於與倫敦會相關的醫療機構。

1947 年至 1948 年間，大量逃避內戰的人由大陸湧入

香港。1949 年至 1950 年，數以萬計前國民黨軍人及家眷

聚居於調景嶺，因居住環境簡陋及衛生環境差，爆發肺結

核病。當時，不同差會在調景嶺設立營舍，幫助困苦和患

病的人。19 1951年先後有美國復初會的麥美蓮、蘇格蘭教

會的孫海倫、挪威聖約教會的葛瑞霖及1953年來港的司務

道及其他醫療傳教士為病人提供服務；20 那打素醫院的司

徒蓮和巴治安等醫生也定期前往診治病人。為了全面照顧

病人，在調景嶺建立一所肺病療養院迫在眉睫。於是，在

多位傳教士的推動21及晏樹庭任主席的「調景嶺基督教醫

務所委辦會」策劃下，靈實肺病療養院（靈實醫院前身）

於 1955 年動工興建。1958 年落成後，姜彼得及司務道被

委任為院長及護士長。22 及後那打素醫院仍定期派醫生到

靈實醫院診症，安排病人到醫院進行手術。此安排後來更

延展至與基督教聯合醫院的合作。23 

晏樹庭除服務那打素醫院及推動興建靈實醫院，他

更創立了香港痳瘋輔助會，協助建立喜靈洲痳瘋療養院。

1958 年香港政府頒授 OBE 勳銜以表揚他對香港醫療服務

的貢獻。24 

晏樹庭長期委身香港醫療服務，又促進跨宗派和差會

的合作，以合一精神實踐關懷生命的使命，造福社群。

特別一提，1950 年至 1960 年代區會視靈實醫院為合

作事業及歷年資助的福利機構。25 1961年12月30日靈實

醫院禮拜堂落成揭幕時，大部份襄禮崇拜儀節的都是區會

牧師，26 說明當年的倫敦會、區會、那打素醫院及靈實醫

院攜手合作的合一精神。

蕭覺真：培訓本地人才                                                                    

英華女學校由倫敦會傳教士牒喜蓮創立。英華女學校

的教育對象是一般華人婦女，以中文授課，課程以人文學

科為主。學校推行結合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的教育，造就本

地婦女。27 由於英華女學校、英華書院及道濟會堂均屬倫

敦會，牒喜蓮與皮堯士定期率領英華女學校和英華書院學

生到道濟會堂聽道，讓學生得着基督教信仰薰陶。28 

英華女學校一開始就有本地化元素，即華人教學、華

人舍監和華人牧養。它雖是差會學校，但校園內無論是學

習或群體生活，學生已有本地化體驗。

蕭覺真是英華女學校第四任校長。她於1927年來港，

先修讀中文課程，1929 年加入女英華，1939 年接替夏靜

怡為校長，期間經歷過二次大戰香港淪陷，被關進集中

營。1967年退休，在香港服務共二十八年。29 



公理堂誠聘宣教師及行政幹事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誠聘以下職位：
一、宣教師（禮頓道堂、必列者士街堂）：需神學畢業，負責 1）兒
童、家長或 2）青少年，具傳福音心志、善於教導、重團隊配搭。
二、行政幹事：於銅鑼灣禮頓道堂工作，需中學畢業/DSE程度，
熟中英文輸入、電腦軟件操作，有責任感，良好溝通能力、主動，
能獨立處理工作，協助及支援教會各項事工（包括圖書館日常運
作），需週日當值及按需要於假期上班。
有意者請繕履歷（應徵宣教師請繕履歷及牧養理念），電郵 recruit.
pastoral@ccc.org.hk，或寄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公理堂人力資
源委員會收【註明申請職位】。（應徵者所提供之資料只供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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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期間，蕭覺真推行學校管治本地化。1948年英華

女學校成立校董會，校董會十六人，包括倫敦會三人，區

會五人，校友會三人，廣東協會一人，社會人士四人。人

數上倫敦會在校董會少於三份一，三份二以上屬本地人。

1965 年校董會改組為十五人，取消倫敦會代表，區會則

增至八人，校友會及社會人士人數不變。30 英華女學校在

1950年前設立校董會，表明學校校政不再由宣教士掌控，

安排管治與管理分家。當然，倫敦會須確定本地有人能承

擔，才走此一步。事實證明，從1948年至1965年，無論

是教會、社會和畢業生，已有足夠人才了。

蕭覺真除推動學校管治本地化。1949年她鼓勵成立學

生會，預早培訓人才。她不單讓學生以公選產生學生會幹

事，選出後舉行就職禮，視選出的學生代表為能承擔責任

的人，認同她們能自持自重。31

來港服務的倫敦會傳教士，也參與區會執行委員會及

不同部門的工作。然而，願意投入本地堂會，受按立為執

事的傳教士，只有蕭覺真。1966年10月9日她在合一堂受

按為執事，同日受按的還有七人，她是合一堂歷史中唯一

受執事聖職的外籍人士。32

蕭覺真在香港的服務和作出的貢獻，就是培育人才。

她重視年輕人自主發展，裝備她們配合社會需要。她雖是

外籍傳教士，卻樂於投入本地堂會，成為執事，與本地信

徒共負宣教和牧養使命。

總結：對傳教士任務的一些思考
十九至二十世紀在香港的傳教士，大部份由外國教會

或差會派遣作指定的工作。作為受差派者，他們要向差會

問責，完成所託任務。然而，在海外宣教運動、基督徒學

生義務運動及普世合一運動等精神影響下，很多傳教士能

摒棄宗派之見，以人的需要為首，攜手在社群中服事，並

衍生了合一組識及本地化策略。

本文所介紹的皮堯士、晏樹庭和蕭覺真，是1900年至

1970年間在香港積極參與教會合一和促成本地化眾多外籍

傳教士中的三位。事實上，超過一個世紀以來傳教士在香

港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更對香港社會影響深遠。今日的

香港基督教已經從倚靠到自靠，且造就了多方人才和發展

不同事工，為香港、內地、亞洲甚至世界作出貢獻，這就

是傳教士殷勤播種後美好成果的明證。

本文首次發表於「陸漢思牧師榮休研討會」，活動由香港基督教

工業委員會主辦，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基督教中國宗教

文化研究社協辦，於2024年1月12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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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足印計劃

復常後，「足印」成員終於在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見面！傾談

中，大家都在探索「足印」在這個時候

可以怎樣招聚青少年，堂會又會有甚麼

需要，青少年和堂會能否如以往般參與

「足印」，走訪其他堂會、與牧者傾談

和為牧者祈禱，遇有需要時又可以支援

有需要的堂會舉辦佈道會，或對有特色

的堂會作深入認識，及在周邊作遊蹤活

動？

當大家仍處於不大掌握堂會狀況，

又在不少堂會同工流失與區會同工替換

之間，難以連結去了解堂會實際情況

之下，有成員說︰「點都好，抖得太耐

喇，一定要做啲嘢！」就這樣，我們決

定要計劃展開復常後的「足印」，期望

邊做邊了解堂會及青少年的情況，再作

日後較長遠的計劃。

大家抓住疫情期間香港人增加了本

地遊，多了走訪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香

港，而區會屬下的堂會、學校、機構等

多達過百間，加上「足印」最早期的活

動都是以走訪、打咭等模式進行，故此

小組就將這玩法配上現時香港的情況，

設計出「足印2.0」升級版。

活動玩法主要是參加者需到訪區會

屬下堂會、學校及機構，並與該堂／校／

機構拍攝並提交自拍照，根據下列情

況獲取分數，包括︰建堂100年或以上

堂會、離島堂系列、「過三關」（集齊

港九新界堂會或學校或機構）、堂校系

列、快閃bonus（由小組不定期推出導賞

活動）。

「足印2.0」升級版於二零二三年

五月中推出，十月三十一日完結。是次

以個人名義參與的人數比往年多，可惜

真正掌握遊戲規則、有耐力與時間完成

活動的要求，卻不是個個都可以，所以

到最後只有五位參加者完成活動，勝出

者會一同前往澳門遊玩及到澳門的堂會

打咭，冠、亞、季軍更被邀請出席區會

二零二三年的聖誕聚餐，並在聚餐中頒

獎。以下是部份參加者及小組成員的分

享︰

參 加 呢 次 嘅 足

印活動，其實本身都

係抱住玩下玩下嘅心

態，都冇估到自己可

以拎到第三名。玩嗰陣，喺香港唔同角落走來走去，探訪唔同

嘅教會，都探訪咗好多自己都未去過嘅地方，亦都有啲大開眼

界，例如有啲教會居然係喺啲樓層中間，隔離就已經係一啲住

戶，呢啲都係我唔會估到或者諗到，估唔到一楝平平無奇嘅建

築物，裏面居然都「藏」有一間教會。

之後當我得知自己居然攞到第三名時，都嚇咗一跳，不過可惜因為要考試，所以

都「蝕」咗一餐飯。之後澳門一日遊嘅時候，我都好驚訝，原來而家去澳門可以咁快

就到，可以咁方便，雖然澳門真係人有啲多，亦都行到有啲攰，但係都收穫良多，希

望有機會再多啲參觀下啦！

參加「足印」最初只是想自己經常會周圍去，如

果地點夾到，都可以去打咭，於是就定了某些日子去哪

一區，設定好路線，預計1至2小時走訪，心想要玩就要

去到盡，最後去了32間堂會／學校打咭。不過，其實走訪

過程不是太容易，有些堂會很難找，又有些會摸門釘，還有

到離島堂更難，本打算九月會到林馬堂的獻堂禮，擔任攝影師時順道打卡，賺取多些

額外分數，但最後因他們改期，就沒有去了。還有，令我最不明白，有些堂會設立在

大廈內，要經過一度閘或保安登記，才可以到達教會門前，不論香港或是澳門，有感

阻礙了人前去教會的機會。

活動中，有三間教會令我較深刻，有一間崇拜是在下午才開始，另一間在平日晚

上近七點前往，仍有教牧同工招待，真的辛勤。一間在學校內，而沒有指示牌，都是

小朋友帶我去拍攝，一入去，發現同工熟口熟面，原來是前一天拍攝按立牧師聚會時

認識。

在參加快閃行動—香港仔線，有機會參與基富堂崇拜，認識到該區歷史、重建及

發展，崇拜地點有些偏僻，在學校內接近頂樓的地方舉行，因舊區有不少長者，慶幸

有升降機；還有，去別人教會，會見到自己教會有甚麼不足，有甚麼可取，也是一個

不錯的體驗。雖然澳門一天遊的行程有少許趕，但可以認識當地歷史，到堂會打咭，

又可遊覽不同景點和品嘗特色小食，確實不錯。

多謝整個「足印」活動小組的安排。

任國豪弟兄︱青衣全完堂冠軍冠軍

胡偉臨弟兄︱林馬堂季軍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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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一年參與作「足印」活動籌委的工作。以往於區會

亦早已聽聞此活動，惟自己未有實際的參與，故是次的籌備工作

亦是自己的初次體驗。

為鼓勵區會內教友參與，是次籌備中亦討論到以導賞團的形

式舉行，期盼除了認識教會外，亦能對教會附近的社區和歷史有

多些了解。而該次於正式舉辦前，籌備小組亦有事先進行探訪，

亦是我在此次籌備中感受最深的部份。

1. 城市的變遷

可能以往少有關注香港仔這個地方，所以也少留意相關新

聞；來到這裡的感覺是舒服、開揚：城市裡多是馬路汽車、高樓

大廈；華富邨的公屋、居屋都不太高，尚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天

空；馬路、汽車都較市區少，故雖然不是遊客區，但亦算特別，

好像穿越時空看到了60年前的香港。

閒談後得知這裡將要發展再重建，討論亦提到重建後的樓宇

密度應該會較現時高、又或是引進更多「堂皇」的設施與建築，

或許很難再看到如此風景，頓覺可惜。

2. 瀑布灣與觀音山

沒想到香港也有瀑布！而且在以往的地方聽到以往的歷史、

相關事情，也會特別深刻！

3. 堂會的需要

堂會平日聚會地點於一所中學裡頭，教牧同工辦公室就只有

兩個房間，亦沒有太多空間供團契或小組聚會；與自己身處的教

會很不一樣。因為想起現時少年團契的青年人，團契完結後還會

繼續於教會流連、「打躉」，假如我們的團友亦能參與，可以讓

他們對「教會」有不一樣的眼光。

最後，雖然參加者的人數不多，但從他們上載的堂會照片

中，亦感受到他們的用心參與：盡力找出能獲得額外分數的堂會

（如：有堂校合作的堂會及學校、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堂會等）。

在點算的過程中，一眾籌委對區會轄下堂會的認識也頓時加深，

亦發現了一些一直被「誤認為」是屬於區會的學校呢，實在有

趣！

「足印」活動可能在此時就告一段落，但我相信，參加者對

區會各堂的認識不會就此停步，當區會將要以不同形式讓會友更

多認識區會時，盼這次經驗也能成為未來的養份。

當鍾嘉媛牧師建議我參加

「足印」活動的時候，我還在

猶豫不決。然而，經過一番思

考，我意識到這不只是一場冒險，

更是一次深入自我探索的機會。因此，我決定踏上這段旅

程，沒想到它最終會成為我人生中一次難以忘懷的經歷。

活動一開始，我們天愛堂這支同工團隊因為挑戰打咭

任務，走訪了眾多隸屬於中華基督教會的教會和學校。出乎

意料地，我們贏得了第二名。這份成就感遠遠超過了獲獎本

身，因為它代表了我們作為一個團隊共同付出的努力和汗

水。

抵達澳門後，從最初的不確定感到最後的全身心投入，

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其中不乏讓人驚奇和愉悅的經

歷。我和其他得獎者、小組的牧者及成員踏遍了澳門的每一

個角落，從燈光璀璨的銀河酒店和娛樂場，到那些寧靜安詳

的教堂，每一步都深深觸動了我的內心。

在銀河酒店前，資本主義的繁華景象讓我震撼不已；而

站在基督教墳場前，我則陷入了對人生意義的深沉思考。這

些豐富的內心體驗是我之前從未有過的。

澳門之旅同時也是一場味蕾的探索——氹仔的豬仔包

和貓山王榴槤雪糕為這趟旅程增添了無比樂趣。此外，參觀

馬禮遜小教堂更是讓我對澳門的歷史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了

解。

這次體驗讓我認識到，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由無數的足

印組成，我們所選擇的每一步都會塑造我們人生的路徑和風

景。我深深感謝這次機會，它不僅豐富了我的生活經歷，也

讓我對未來滿懷期待。

回顧這段旅程，它教會了我如何更加寬容和懷抱愛心。

現在回想起來，我為當初的決定感到無比自豪，因為這次經

歷已成為我人生中非常珍貴的一部分。

      後記      後記
是次活動已順利完結，「足印」也長達十年，創建了不同階

段的活動，得到不少牧者和弟兄姊妹的認識和參與，「她」有著

另一向度給堂會與青少年認識區會，又可以一起建立關係，共同

擁有不一樣的經歷。「足印2.0」已完成任務，在此再次感謝各堂

會同工的接待與支持，也感恩與不同堂會的弟兄姊妹分享，由打

咭、探索、深度遊、到一同服侍堂會的種種經歷，感謝大家的足

印一路同行。

與一眾團友及導師參觀認識區會裡六間擁有獨立座堂的

堂會。從出發前的背景認識，以至現場拍照及參與其中，很

是感謝先賢的不斷努力，從盼望中、信心裡頭成就了一個一

個獨立卻又合一的群體。團友在流著汗水認識的過程中，見

證了百年歲月的痕跡，

更有機會見證全新堂會

的建成，在我們的基督

徒生命中，留下了一個

個感恩而合一的足印。

張耀聰弟兄 & 星期TEEN地︱合一堂九龍堂第四名第四名

鄧苑晴姊妹︱合一堂九龍堂小組成員小組成員

葉德志弟兄︱天愛堂亞軍亞軍



聖頌團四月交流活動
總幹事與聖頌團定於四月十日至十四日前赴廈門進行聖

樂交流，其中行程包括探訪廈門市基督教兩會及部份堂點。

各堂人事動態
新聘同工：海南堂自三月一日起，聘得勞漢豪先生為該堂

宣教師；全完堂自二零二三年十月一日起，聘得李麗美女士為

該堂全職宣教師。人事動態：海南堂自二月十六日起，由該堂

堂主席曾愛珊女士擔任義務署理堂主任。

同工榮休：海南堂林永生牧師（服務本會二十八年）自

二月十六日榮休；林牧師榮休後仍留任該堂顧問牧師一職至

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擔任扶輪中學校牧一職至本年八月

三十一日。

志道堂葉培煇執事主懷安息
志道堂葉培煇執事已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息勞歸

主，安息禮拜已於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假澳門提督馬路190號

天主教殯儀館踰越堂舉行；願主安慰葉執事之家人。

長洲堂張潔儀宣教師丁父憂
長洲堂張潔儀宣教師之父親張國材弟兄，已於二零二四

年一月五日在屯門醫院安息主懷，在世寄居八十八載，其安

息禮拜已於一月二十九日晚上舉行；願主安慰張宣教師及其

家人。

英華女學校校史館
英華女學校校史館（原為一九二六年三級歷史建築，現

復修作校史館）定於三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於羅便臣道校

舍舉行揭幕禮。

基慧小學（馬灣）四十周年校慶
基慧小學（馬灣）定於三月二十五日下午舉行四十周年

校慶感恩崇拜。

資料更正
《匯聲》797-798期（2024年1-2月）資料更正：（1）第9頁

〈二零二三年本會大事紀要〉，「望覺堂陳志堅牧師（服務本會35
年）榮休」正確日期為七月一日；（2）第11頁〈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神學教育主日〉，內文應更正為「本年本會有一位領取基本神

學學額之神學生在崇基學院神學院就讀，另有四位領取神學培才學

額之神學生在本地神學院就讀。」。

區會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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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	王家輝、何寶鈴、李淦章、陳智衡、黄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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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

呼籲主內同道為香港守望祈禱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草案正進行公眾諮詢，

求主教導我們為香港的需要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天與地都是祢的，由創造至今，

祢對大地眾生的愛從未改變，因祢就是愛。願祢的公義

彰顯，天上如何，地上也如何。

願祢的慈悲覆蓋大地，流離失所的得安居，飢餓的

得飽足，病的得醫治，孤寡的得照顧，人人安守本份，

安居樂業。

我們的天父，特區政府正為維護國家安全及香港

穩定而制訂法例。願主賜智慧給相關官員，以人民福祉

為前題，制訂合適的法例，既讓國家及地區安全得保障

外，也保障市民應有的權利：公眾知情、言論、學術研

究、出版、 結社、出入境、營商、國際間的正常交流活

動、宗教信仰的個人及集會等自由不受限制。

願主引導教會，以信心倚靠天父，以愛心關懷有需

要的市民，以盼望期待新天新地的臨在。誠心所願。

【2024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