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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好強調公義，但公義並不是基督教價值中的唯一。就算講公義同時亦講

求慈愛，有時我們會引用彌迦書 6 章 8 節，行公義，好憐憫。行公義是有的，但

好憐憫卻不足夠。還有一樣就是站於宗教角度，存謙卑的心，就是每一分每一秒

都尋求造物主。」 

 

吳宗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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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對基督教會的印象都是接濟窮苦大眾，服侍有需要的社會階層。但在金鐘，

則有一間教會基本上是以白領、商人甚至政府官員為組成群體的教會－港福堂。

這一次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專誠訪問了該堂榮休牧師吳宗文

牧師，讓大眾可以透過吳牧，認識基督教會的更多面貌。 

 

信仰經歷 

 

吳宗文牧師的信仰歷程十分曲折。吳牧師並非出生於基督教家庭，而是成長於一

個傳統中國人家庭，家人一直拜祭黃大仙。直至牧師的父親在他念小學的時候得

了病，腳痛臥床，尋遍中、西醫都未能根治。「爸爸亦有到黃大仙廟作扶乩、飲

神茶及服用香爐灰，但他的病情亦毫無起色。直到有一次，經鄰居介紹下，附近

教會的基督徒到我家探訪，他們為爸爸按首祈禱，爸爸就很奇妙的站起來，並走

到廚房把所有神位棄掉。自此，這位一家之主就帶領我家由民間信仰走進基督教

信仰。」教會生活讓吳牧師有機會認識基督教更多，禱告中應允的經歷更令他感

受到這個信仰的特別之處。吳牧師感恩地說：「這個信仰亦給予我一個理性的世

界觀，讓我更全面地認識這個世界。」 

 

不過在訪談中，我們得知原來吳牧師曾經信奉天主教，而令他真正離開民間信仰

及天主教的契機是他的一位音樂老師的去世。「那次我到了柴灣的墳場參與葬禮。

當時神父灑聖水，然後說了一句『某某某弟兄已經去了煉獄了，若你想幫助他早

點離開就需要多作捐獻和彌撒，就可以累積功德。』」吳牧師直言：「人死後別人

可以決定死人的去向，是一件可怕的事。及後我慢慢發現基督教比較個人化及直

接。」 

 

在大約十二歲的時候，吳牧師正式受了水禮，然而，在中學至大學期間，他的思

想發生了一個大變化。「我們的那個年代，喜歡看書的人就會知道台灣有一本《新

潮文庫》，關於很多哲理、存在主義等等。於是我開始對少年時期的信仰有懷疑，

拒絕回教會。」吳牧師回憶這段經歷時告訴我們，德國哲學家康德對他重整信仰

有很大的幫助。「康德的理論中，如果沒有上帝就沒有來生、沒有審判，今生的

道德價值也就沒有盡頭。如此，人就會成為慾望下的犧牲品，故此需要有來生，

才會令人今生有一種畏懼的感覺，規限個人的野心及慾望。」康德的理論令吳牧

師在改變了對無神論的看法，明白這個世界是真的需要有上帝，人要有信仰才對

今生的秩序有超然的保障。解決了這些迷思後，吳牧師重新回到信仰，更決意走

上了全職事奉的道路，向世人宣揚這個信仰的價值。 

 

港福堂 

 

作為港福堂第一位榮休牧師，吳牧師親眼見證着教會發展的歷史。吳牧師回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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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接任牧師之時，教會狀況並不理想：「我上任時，只有一個事務同工。當時

我們還是在富麗華酒店聚會，又分了兩所堂會出去，就是同福堂及尖福堂。於是

一班年青人離開了港福堂，餘下的只有 200 人。」在吳牧師的領導之下，港福堂

發展到現在已有 2000 人，事務同工和教牧同工亦各有十五人，組成了一個三十

人的團隊。吳牧師更帶領港福堂走出金融風暴的困境，「我記得當時捐錢效果不

理想，我祈禱、與家人商量，把一層物業按給銀行，把錢奉獻給教會。我就在當

日一個講道上分享了這個感動，我作為牧師，第一次在一星期內收到共二千萬的

支票，足夠應付擴堂的費用。」 

 

港福堂的會友主要為中環白領、專業人仕，很多人會評論港福堂是一間「富貴教

會」。對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定位，吳牧師解釋這並非刻意為之，而是環境因素

影響了教會的定位。「由 IFC（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到我們教會只需 15 分鐘，十

分方便。十六、十七座的辦公室、酒店、政府辦事處、商業大廈可通過天橋直達

我們的會址。」牧師再補充：「全香港有 1400 間教會，分佈 18 區，但中環、金

鐘卻很少，附近只有新

生命堂。」 

 

「名人去普通教會容

易成為眾矢之的，但這

裡不會。」會友大多是

專業人士及名人，背景

相若，所以彼此相處十

分和諧融洽，同時也正

因如此，港福堂起初以

「植根中環，傳揚主恩」

為口號。及至吳宗文

牧師上任，認為口號

有點局限，於是將後

句改成「向業界作見

證」。「既然我們有人

脈資源，比較多專業

人士，於是我地主力

向業界作見證，往商

區傳福音。我們就是

在這個口號下，與一

些商區傳福音的機構

合作。」吳牧師表示

不怕別人標籤港福堂：

經常會在地鐵或公共車站見到港福堂舉辦午餐聚會的宣傳海報，上圖

為該堂的迎新午餐情景，下圖為兒童聖經班。（港福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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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教導會友，我們是『富貴教會』，因我們富在心中，貴在人間。我們不要

自卑、不要因為別人的說話妄自菲薄。我必須要有自信，對教會的領受有信心。」 

 

除了港福堂，吳牧師也曾在基層教會服事過，那麼兩者牧養上有甚麼分別呢？吳

牧師回答，基層的困難主要是環境構成的問題，服事基層的牧者需要帶領他們去

爭取、與他們共患難；至於富貴的人，他們亦有自身的問題。「無論你是貧窮還

是富裕，都需要面對生老病死、婚姻家庭等的問題。除去外衣，在上帝面前都是

一樣。所以不要認為服事基層是委屈的事，也不要認為教會人數就多是一種榮譽。」

吳牧師進一步闡述他對牧養教會的看法：「我現在回望七所教會，七所教會都是

神所預備的。每個教會有它特定的問題，如它能走出問題，必得到主應許的獎賞，

以及主的期待。作為一個牧者，心態不應以牧養一間萬人的教會為成功的標準，

而是要解決教會問題，完成上帝托付的任務。」 

 

香港基督教組織 

 

基督教與天主教或其他的宗教群體很不同，很難說有一個領袖能代表所有教會，

甚至所有信徒。個別地區，時代可能會產生基督教領袖，例如英國及港英時代一

般以聖公會的主教為代表，不過牧師補充：「不是說聖公會可以代表整個群體，

而是因為九七前由英國統治，而聖公會是來自英國的。所以九七後，已不成文地

認為它是基督教的精神領袖。」 

 

至於組織方面，與天主教不同，基督教的組織是比較分散的。「要聯繫基督教，

每個地方有自己的網絡。華人基督教聯會（總會）是香港最大的基督教網絡。華

人基督教聯會能成功，第一是因為『老字號』，第二是因為他們提供安葬的地方。

總會主宰牧師的調配，他們不需經過堂會隨時調配牧師；亦可以取消堂會。」吳

牧師說，觀塘曾有一間教會的會眾與牧師發生糾紛，當時由於區會站在牧師一方，

最後所有會眾均被趕走。不過，總會本身是沒有約束力的，其約束力源自宗派，

而宗派又視乎體制。教會主要有三體制：主教、長老及會眾制。行會眾制的三個

宗派，分別是浸信會、宣道會及播道會。牧師向我們解釋，播道會雖是會眾制，

但總會對堂會亦有規範，如牧師需經總會面見；宣道會則是由牧師出任執事會出

席；浸信會則最為寬鬆。 

 

宗教與社會的互動 

 

正如吳宗文牧師所言，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有形式的宗教，作為一個存在的組織

及一種制度，與社會的其他元素必然會有交接、互動。吳牧師指宗教對香港社會

造成的影響是一種潛移默化。「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一個非常宗教化的社

會，有自己的民間信仰：觀音誕、玉佛節、清明……香港人的生活，無論怎樣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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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中秋你都會吃月餅。」 

 

與此同時，吳牧師承認社

會對各宗教的影響的確

很大，但他指出有些形式

的轉變未必一定是不好

的，牧師接着舉出兩個例

子：「以前盂蘭節人們會

燒衣、撒真錢，但由於會

造成混亂，因此現今這種

形式已經改變了；以前搶

包山，是真的人人上去搶的，而現在的選手是經過挑選及備有爬山工具的；以前

派平安米，現在是派米劵。」吳牧師稱，現在很多宗教的活動形式是會調整的，

但背後的基本核心價值和理念則仍然不變。 

 

為社會發聲 

 

吳宗文牧師曾因為反對公投、贊成國民教育、以及反對李安一部電影宣揚同性戀

的意識等，因而受到社會上一些人士的攻擊。牧師認為，站在基督教的角色上，

有兩個問題十分值得重視：一是極端化——批評政府是最安全的，批評泛民就會

惹出紛爭；二是沉默——毫無利益背景而敢於發聲的人太少。牧師說：「大律師

公會主席曾親自寫信予我，信上寫：『牧師，我們欣賞你的分析，而社會正需要

這些聲音，這個角色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就開始想為什麼基督徒在需要的時候

卻沒有人有勇氣發聲。」牧師提出：「這社會確實需要意見，但現在我的言論不

單在外間，連在基督教界內都受到壓制。很多機構都說『你的文章很好，但卻不

敢刊登。』因為一刊登就會遭受轟炸。雖然我的意見並不一定正確，或者有偏頗

的地方。但一個多元的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能夠容許發表意見才叫做多元。」

因此，牧師近年致力凝聚社會一群不能發聲的人，並為他們發聲。 

 

教會與極端主義的世界 

 

面對社會走在兩極，而宗教層面上，極端主義問題更嚴重。吳牧師認為現在社會

愈來愈傾向激進化，人民強調自我的表達。宗教可以成為抑制及調和的作用，在

教授宗教比較學及研讀各宗教的歷史時，他比較了不同的宗教也有出現的極端行

為：「歷史有趣的是，十字軍東征未必是一件錯事。南斯拉夫的問題，就是回教

勢力經過地中海，由北非摩洛哥打到去西班牙。歐洲另一邊亦有這樣的情況。歐

洲本身強化的時候，不同宗教的人雜居，形成了一個歷史的問題。我認為宗教本

身，站在基督教的角度而言，基督還未回歸前，這個世界我們還需要求平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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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基於這個原因，我們要與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人去共處。」 

 

但人有沒有辦法去建立這樣一個理想的世界？吳牧師根據自身經驗來說：「我問

過一些激進的基督徒，你認為聖經中的民主是絕對，答案一定是不對。如果是有，

人為什麼要恐懼去追求。現在的人權是否合乎聖經上所指的人權呢? 現在的自由

有否被濫用呢? 所以我覺得，我

有與和富基金說，無論將來可否

參與，我都希望論壇可以成為一

個平台。」 

 

基督教的核心價值 

 

每個宗教都有他的核心價值，但

現在好像都被社會影響了。問到

基督教未來的發展，是由基督教

去影響社會價值，還是被社會影

響基督教的核心價值時，吳牧師

以社會學角度來解答，他認為有形式的宗教，作為一個存在的組織及一種制度。

與其他社會的元素會有交接互動。這種互動的好壊，就要視乎情況。「的確我們

被社會影響了許多，但有些形式又未必一定是不好的。例如，盂蘭節以前的形式

是燒衣灑錢的，但由於灑錢會造成混亂及打架，以前灑的是真錢。現在已改變了。

這種形式改成了另一種模式。以前搶包山，是真的上去搶的，現在是挑選及有爬

山工具的。以前派平安米，現在是派米劵。現在很多宗教的活動形式是會調節的，

但背後的理念仍然存在的。各宗教應該著重自身的基本核心價值有否被影響。如

果受到了影響，形式及文化表現就不是最重要。」 

 

他又舉出一些例子，指出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香港有自己的民間信仰：「如

果你有留意民間信仰，你會發現民間信仰節奏感很強。觀音誕、玉佛節、清明……

猶太人又有逾越節、受苦節。端午節、前幾天才七夕。香港人的生活，無論怎樣

轉變，中秋你都會吃月餅。宗教的潛移默化觀念，風水、命相等。所以電視台會

有怪談節目。香港是一個非常宗教化的社會。站在基督教的角度，我們是比較緊

密的。」 

 

現時很多人都常引用彌迦書 6 章 8 節「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來應用於香港的社會狀況。一般引用特別強調了前部分的行公義，好憐憫。但吳

牧師卻認為現時人們行公義是有的，但好憐憫卻不足夠。「還有一樣就是站於宗

教角度，存謙卑的心，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尋求造物主。如果你問我今日及明天

支持佔中的決定，我應該謙卑的尋問神。」 

吳牧師接受本中心成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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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基督徒最重要的價值，還在於後面那句「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小結 

 

無論是自身的信仰，或是

牧養教會的過程中，吳宗

文牧師都歷經重重波折，

然而這些障礙並沒有使

牧師前進的步伐有所停

滯，不管面對多少質疑和

挑戰，牧師仍能一直堅守

自己的信仰和價值，是以

能一直走到今天。 

 

 

 

 

 

 

 

 

 

 

 

 

 

 

 

 

 

 

 

 

 

 

 

（文：吳嘉瑤 校：林皓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