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在向上流與往下流的分叉路上 

撰文：鄭家輝 

 

由教會關顧貧窮網絡主辦，聯同播道會港福堂、沙田浸信會、宣道會基蔭堂、IECC、

聖安德烈堂及循道衛理九龍堂為核心籌委，結集來自四十間社福及商界組織，於 11 月

22 日在尖沙咀聖安德烈教堂，接近座無虛席之下，第三屆「教關扶貧研討會 2018：希

望在今 TEEN」正式完滿結束。 

 

是日研討會主要分為兩個主要環節，先由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副主席蔡元雲醫生分享信

息，再由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社會行政學系葉兆輝教授及 EQ 研究訓練顧問余德淳博

士及其徒弟鄭程智先生有一座談會，第二部份的環節剛由十多個不同的堂會及機構，

主領七個結集經驗與實戰的工作坊。  

 

蔡元雲醫生在主題信息中「以從耶穌看青年人向上流為題」，鮮明地以四點為綱要：第

一，最終審判的宣言（馬太福音二十五 34-36）；第二，耶穌的使命宣言（以賽亞書六

1-2；路加福音四 18-19）；第三，青年向上流動；第四，耶穌向下流動（腓立比書二 5-

8）。喚醒每位參與者，當以基督的心為心，也以主作為我們如何參與在扶貧事上的定

準。 

 

他首先從路加福音四 19「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禧年在舊約有宣告自由的意思（利

廿五 10），為為奴、被壓榨的帶來福音，蔡提出路四 19「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可譯

為「This is God’s year to ACT」（Message），神不但在禧年宣告人的自由，衪更是一位以

行動來關顧貧窮人的神。這不是宣佈的年代，也不是被動地等候主的真光，而是當我

們擁抱基督的心，那就是我們要「行動」的年代。而事實上，這世代青少年的生命比

任何一個時期更需要被關心、被愛護。真正的愛不應只停留於言語上，而要有不同層

面對他們的關愛。他認為現時很多人對於扶貧，仍停留於以金錢解決貧窮的拙思，而

輕忽了青少年更內在、更深層的需要，不止是生存（工作前景）、物質（購買物業）等

需要，而最重要的是心靈上的需要，不要令整個教育與文化潮流都窮得只剩下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失去靈魂的優秀）；蔡醫有趣地分享他在服事青少年的經驗

中，不止打破人眼中認為年齡有所距離的牧養，他更不止關心當事人，更主動去接

觸、去愛顧他們的家人。他認為，今代的青年問題，家庭關係的破碎是一個主因，故

此，他鼓勵在場的參與者，當我們走向青少年的生命中，務必接觸也重整他們的家庭

關係，也讓教會能成為他們另一個的家。 

       

另一方面，蔡醫指出普遍青少年之所以對未來都抱有絕望的態度，涉及的原因有個

人、有結構性及系統的問題。他以為我們需要給更多活在邊緣及下層的青少年有希望

（hope），有工作的想望，讓他們對未來重拾信心。在這方面，他提到十多年前已推動

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成效是顯著的，甚至已得到政商界的嘉許，但他洞見到，整個



向上流的可能除了是 10-16 歲的輔助外，未來的重點更 16-22 歲這群步入初職的青年

群體中，讓他們不止找到志趣，不陷入世俗的「弱肉強食」的競爭歪風中。 

 

有見及此，他提到現時教關為今代的青少年度身訂造了一系列青年向上流的計劃，其

中重中之重是「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此計劃不單為青年提供職業探索、職業體驗

和職業認定，更有在職的讀書培訓，並且分配一個同行導師，以一對一的形式及定期

的小組分享，在一共兩年的計劃中，與他們風雨同路，此計劃現時已進行了第四屆，

有超過 20 間著名的商業機構及來自 20 間的地方堂會派出導師協助，整個模式雖仍在

探索階段，但無論流失率及當中的學員見証，都是感動人心的。 

 

最後，蔡醫重申服事者要讓到時下的青少年真的發揮自己的專長，找到自己興趣的出

路，對未來抱有希望。他以腓立比書二 6-9，勸勉參加者要學像耶穌，這學像不單是甘

願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而是 Having become human, he stayed human.（原

文直譯 he humbled himself），真的服事是「謙卑」，而且要「持續」地成為一個謙卑的

人。 

 

他提醒我們，當人總是關注自己如何能「往上流」，經文卻多次指出主的心／眼目／人

生焦點是「往下流」，在往上流的適者世存的路口中，我們也甘願踏上尋找「往下流」

的人的路途上。我們要學像基督，成為一個願意幫助／擁抱／同行社會中最卑微無助

的人。 

 

接著的座談會裡，葉兆輝教授分析政府最新的貧窮人口情況報告，他特別觀察到兒童

貧窮人口正上升中，而且愈來愈嚴重，貧窮的人口大多來自單親、新移民（當中 6 成

是兒童）、少數族裔（收入低、家庭成員多）和低收入家庭（主要處於經濟勞動收入工

作）。葉教授語重心長地提到，他在自殺研究中心發現，貧窮及經驗壓力是一個很主要

的原因，這雖不代表有錢人不會自殺，但貧窮確是令人容易走上輕生的不歸路。葉教

授在結尾中總結了兩項現象，第一，薪金追不上通脹，現時不少私營／社福機構有意

無意之間，壓低入職薪金予初職青少年，這是現時在職貧窮的一個結構性的影響；第

二，他留意到油尖旺是很多人上班的地方，但偏偏有 8 成以上的人並不在這些地區中

居住，絕大部分人需要跨區工作，而特別對於貧窮地區的人，上班路途和車費負擔等

絕對有深遠影響。他認為鼓勵做好本地／本區經濟，期許政府及更多機構在同區製造

就業機會。葉教授最後鼓勵教會可為青少年提供工作、關心他們的需要，為他們提供

希望和有意義的價值，他幽默地即席鼓勵現場的僱主成為一個良心的僱主，給予更優

厚、更合理的薪金予初職的員工，讓我們都身先士卒去作美好的榜樣，處理這結構性

的問題，引來場內一片掌聲。 

 

余德淳博士則分享他近年觀察到的三種「窮」，第一種社會價值貧窮，香港人太側重薪

金與樓宇作為提升價值的方法，結果引來無窮的心靈壓力與自我形象破損；第二種是



親情貧窮，縱然經濟收入低，但一個美滿、團結的家庭能帶來喜樂和滿足，心靈滿足

甚於物資滿足，因此需要提升親情價值；第三種是個人窮，人窮志短，我們需要發揮

青少年的長處、夢想，而非複製另一個「你認定」的人，協助他們找志氣，讓生命變

得豐富，讓他們人窮志不短。 

 

鄭程智先生分享了自己如何找出自己的志氣的經驗。鄭程智先生當年雖然在香港中學

文憑試考獲入大學資格的分數，但他沒有繼續升學，反而到了余德淳博士的機構工

作。鄭程智先生提到當時在余德淳博士的同行下，他看書增值和發掘自己，也在邊學

邊做中，建立自信，找到自己的方向。 

 

在主題信息分享和座談會中都設有問答環節，總結四位講者的不同回應。總結當中的

對答：首先，關心貧窮人是人人有責，而作為基督徒更是需要做得更多，正如聖經的

教導，要去愛貧窮、軟弱、受壓迫的人，每個人從自己出發，去愛身邊有需要的人。

其次，人人也得尊重，我們不要標籤受眾群體為貧窮人，而是一視同仁，要虛心聆

聽，謙卑服事。再者，我們要多欣賞青少年，建立他們的自信，而這個自信是能夠服

務他人，即將服務他人凌駕於自己，同時，現今的青少年也要學懂分工，從分工中學

習待人態度，並且獲得別人的信任。最後，社會、家長、公司、青少年及教會需要跳

出框架，對一些固有的觀念進行重整，例如：讀書並非所有青少年人的出路、飲食業

是讀不成書的人才入行等等，反而最重要的是，每位青少年要有自己的方向，要有志

氣，而各界人士多看重青少年人，不壓榨反提拔，不小看反器重，不批判反聆聽，共

同幫忙、關心、扶持青少年。 

 

最後，蔡元雲醫生為整個研究會作出總結，他期許我們在個人、結構及系統上行出各

人的一小步，而且他感恩今年的參加人數不止突破新高，更重要的是，是年的研究會

不止結集來自商界、社福機構及教會，更令他感動與歸榮耀予主的是，很多本地的英

語教會踴躍參加，讓他看見香港的教會，為著我們同一位主，注目在「往下流」的貧

窮群體，不分宗派、不分語言、不分階層，同心合意地為天國作出我們最大程度的連

結。 

 

不經不覺，這已是教關第三次舉辦的年度研討會，而今年的人數更突破新高，目測現

場有超過 400 人參與其中，實在是令人感恩。德雷莎修女曾經說過：「有時我們以為貧

窮只是挨餓，衣不蔽體，無家可歸。但真正的貧窮是感覺不被需要，不被愛，不被關

心。」是日令我感動的地方是三位講員不約而同的點出我們要脫離單以金錢補足的扶

貧策略，而是從愛出發，並以愛貫通不同階層，不同機構的隔膜，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這是起點，也是終點  

 

正如昔日馬槽，原是畜牲住的地方，牧羊人不過是一個卑微的。但主耶穌竟願意降生

在這裡，也讓貧窮的人遇到這位選擇貧窮的神，引發歷史上最妙不可言的故事。 



 

只有願意謙卑的人，才能領會這故事偉大之處；只有不嫌棄貧窮的人，才懂重建貧窮

人的生命尊嚴；只有願意分享與施捨的人，才能實在地重建自己的人性，他自己、他

的家人、他的工作、他的社會才有希望。 

 

走在向上流與往下流的分叉路上，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世界那巨大的催逼聲，太多人

只容得下自己，但同時卻落入迷失與紛亂中。擁抱基督的人的人，吊詭地他的眼目不

是向上流，而是往下流，是為了尋找並拯救迷失的（路加福音十九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