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91   April 2011

主題文章

不知道傷殘人士受了甚麼咒詛，竟被教會摒棄

門外？是受舊約無瑕疵的獻祭觀念影響嗎？是怕負累

教會增長指數下滑的影響嗎？還是誤解「傷健共融」

的異象信息所影響呢？(註)

也不知道是甚麼理由，教會要抗拒與時並進？

香港的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於2006年進行全港第一

次《教會無障礙》問卷調查，回卷只有601份，未及

全港教會半數。主要原因是：認為不關乎自己堂會的

事；亦非緊急要務；也認定教會屬私人地方，非公眾

場所，擁有豁免權；不想公開教會的「私隱」等。

但教會忽略了香港政府於1995年製訂《殘障歧視條

例》及屋宇署頒佈《樓宇設計手冊》，指明1997年
後落成之建築物必須提供無障礙通道設施。這些文明

共享現象，都可能令教會為難！

也不知道為甚麼有些教牧長執取向反智的思維？

筆者參與創辦「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已超過22年，

全時間投身亦已8年，十多年前完成「傷殘神學初探」

論文及發表過一些文章，及後又舉行二年一屆的「傷

殘人士福音事工研討會」，已是第二屆了。有些教牧

以愛心勸勉，不要再花時間「閉門造車」，應多做

「人的工作」。正因為沒有人願意作教會培訓，所以

我們才承接這艱巨的工作。我們要用二條腿走路：一

方面作前線的工作，另一方面將經驗、研究整合為系

統教材，以便可傳遞下去，以致延續傷殘福音事工可

成為教會自然增長的最大祝福。試從「傷殘神學」中

所發現的喜悅，並緊扣著相互關係，作為分享服侍傷

殘群體帶來的福氣。可能正是教會未支取的恩典：

一、使命未實踐的宣言

教會不是為自己而存在，而是為了神所託付的

使命而存在的。這使命除了聚集「被召的人」外(徒
二44)，還要承擔大使命(太二十八18-20)，更要使不

同群體進入神家(路十四15-24)，並且貫徹大誡命(可
十二30-31)。所以，教會的使命是建基在神人立約

中。宣教及關愛是不能逆轉的向導，而且「神的宣

教」（The Mission of God）是神自己親自發動的，

若沒有達標，任何勢力都不能使它終止。故此，教會

的使命，不應以市場、人數、效能等為衡量指標，

應重新理解使命教會是「整體教會、整個世界、整

全福音」（The Whole Church, The Whole World, The 
Whole Gospel）。不是小撮人士的喜好及異象，這是

關乎整體參與，才使神得榮耀。因為關乎生命，是基

督看為絕對重要的事。傷殘人士也是人，也是要進天

國的人，他們也屬基督的身體。

二、祭壇未獻上的活祭

獻祭就是要建立人與神的關係，同時也是建立

人與人、人與自己及人與萬物的關係。復和的工作是

需要重新建立，是一種新的開始。舊約獻祭的祭牲要

求沒有殘疾的，表示聖潔、完全、將最好的獻上。新

約是獻上活祭，不再是死祭，是將信耶穌的生命及生

活聖化作祭物恆常的獻上。獻上活祭，就是以這新

生命示人，獻祭的地方就是要將祭牲放在同一位置

上——祭壇。這是在基督裡才會發生的事，所有的新

生命集體獻上成為一祭品，是過去沒有的經歷，在律

法下的祭物已經不重要了，亦已完全失去贖罪的功效

了！因為基督一次將自己獻上當作挽回祭，成為永遠

的功效，並且打通朝聖的路，人人可以來到神前，緊

扣著基督身體的緣故，這種集體的獻上成為真正的敬

拜，是無障礙的敬拜，是人人參與的敬拜，不像過去

教會未支取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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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參加」而已；又因為「信徒皆祭司」的職份，所

以傷殘人士也圈入其中。故此，傷殘人士不再是旁觀

者。可是，他們還有許多仍在門外叩門，有許多仍在

祭壇旁邊是未獻上的活祭。

三、愛心未黏合的團契

進入「傷殘世界」是一個新的挑戰，是重新了解

許多隱藏的奧秘，而且不是個別傷殘人士的看法，乃是

群體的亮光。尋求共識是不容易的，但從多元的世界進

入生命的奧秘中就浮現特殊現象，化解聚而未合的景

況。「傷殘」現象產生了二股不可思議的「軟能力」﹕

1. 吸引的力量

在競爭世界中，因為勢均力敵才有不斷的「惡

鬥」，但「傷殘」的出現就展示放棄「對抗」。聖經

中的律法本意是要建立神與人、人與人、人與自己以

及人與世界的關係。但不斷被加上繁複條例的牽引，形

成更大的疏離，而且邊緣人士在律法上沒有地位，只是

「從屬」而已，甚至傷殘人士也只列入在邊緣人士中，

所以傷殘人士在猶太律例中，更是沒有地位的。故此耶

穌周遊傳道時，遇到有不同需要的人，尤其是身體有殘

疾的，「主看見，就憐憫……」(路七13)，為要顯明神

是愛，提昇人類的尊嚴，向世界宣示人與人的關係是平

等的，是互屬的(林後八13-15)。「傷殘」現象就牽動了

愛心的行動，黏貼著人與人的關係，啟動了人內在的本

性，使社會產生了「黏力」。

2. 依附的力量

「傷殘」只是代表一種「限制」，就算是「健

全」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不過傷殘人士的限制總比健

全人士多，而且多是不能自我幫助，需要依賴別人。

所以當人軟弱、缺乏、病痛時就需要另一種關係，是

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愛、互相依靠的依附關係，這種

「依賴」對健全人士來說是難以理解的秘密，「傷

殘」就具體解釋了這種生命的奧秘。當人仍站在高地

上的時候，是無法了解「團契」的契合，只有站在同

一位置上，沒有差異，才能產生互信，建立友誼，神

的愛就在這裡，人的愛才會互相依傍。

四、聖約未背書的合一

有許多傷殘人士這樣說：「你不是傷殘，你不會

明白傷殘人士的感受和需要！」這是事實，我們不能代

替別人的感受，或說只可以代表個人說話，說出自己主

觀的感覺，但無法客觀地說出身體感受的意義，因為我

們對這個身體是陌生的。健康的人從來沒有感覺身體的

存在，直至身體出現殘疾的時候，人才對身體驚愕，回

應的就只有恐懼、痛苦、憤怒、埋怨、厭生……，因為

痛楚、傷痕、記號等都是這個「他者」發出的聲音和訊

息，只是人沒有聆聽，往往是我們忽略了「我」和「他

者」的關係。復活的基督仍留下傷殘的記號，展現上主

參與在人的痛苦中，為要消解及避免這種自我呈現下墜

的危險。基督甘願為我們的緣故進入「傷殘」中，演繹

傷殘真正的意義；況且人是神所創造的，祂是最能了解

人的需要，神沒有否定人的感受和需要，重要的是神的

介入，要彰顯神的作為，為此，祂就是那最大(終極)的
「他者」。主客融合，這種共生共存的現象，就是展現

互相沒有厭棄、拒絕，這個願景就帶來希望，因為這位

大能者的參與形成新希望的力量，將切割的身體在此時

此刻，重建成為合一的新生命。一切都在這「新約」中

完成。

結論

對於「傷健共融」的實踐，似乎社會的步伐比

教會更進步，是由於大部分教會對於「共融」的了解

不多，甚至神學上的梳理亦未見深化。同時，一些

教會的發展方向在卓越、回報、增值上，以致陷入

迷失。加上在消費文化的影響下，信徒只求供應、安

逸、舒適，不願承擔使命、委身、犧牲！傷健共融的

信息就走不出講台了！神藉基督在十架上重排秩序，

以愛消解一切怨仇，以致傷健之間緊扣著不能分割的

關係。故此，我們再沒有任何理由抗拒傷殘，憎恨傷

痕，因為痛苦已不再是個人的承擔，而是整個基督身

體的責任；況且基督已將「傷殘」轉化成為可誇的軟

弱，成為變相的祝福。活在此時此刻，「傷殘」帶來

積極的意義，是展現人類的新希望。「傷殘」是教會

未支取的恩典，也是教會未來必要發展的新方向！

註︰

坊間誤以「傷健人士」為傷殘人士、殘疾人士或殘

障人士等。筆者根據香港傷健協會之《傷健運動手冊》

所言澄清，「傷健」一詞乃指傷殘人士及健全人士，是

70年代從英國引入香港之傷健共融運動而來，該運動強

調：「傷健本平等，機會非憐憫」。尊重原創，避免混

淆，防止語義不清，帶來誤解；也避免教牧長執恐懼，

說其美化，誤會鼓吹教會只收傷殘人士，以致成為傷殘

人士的教會，而忽略了傷健共融，主內一家。

（作者為香港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