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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政年度收支報告

遊戲中體驗人口販賣 緬甸風災救援

註＞施達財政年度為每年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2023至2024年度全年預算支出為 
HK$21,958,000，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財務報告未經核數師核實。

你死過未？
揭開人口販賣的面紗
「愛鄰舍」命令的一步

>
>
>

連結貧窮人的體驗——赤腳行

(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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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人口販賣的面紗
撰文：陳文達（推廣拓展顧問）

施達多年來到處分享人口販賣議
題，當中發現很多人對這議題和受
害者都有誤解，讓我們揭開人口販
賣的面紗，更深入了解這個黑暗的
行業。

真相：剝削受害者的形式千變萬
化，常見的有性剝削、強迫勞動，
筆者認識有倖存者曾被賣給宗教狂
熱分子，成為祭物，慶幸對方最終
能逃出生天。

真相：全球約四成受害者是男性，
並且有上升的趨勢。除了勞工剝
削，他們往往被迫從事非法工作，
也有不少男性被賣到紅燈區遭性剝
削。

關懷．起動

「愛鄰舍」命令的一步
撰文：黃浚傑（傳訊幹事）

「赤腳行」是一個體驗貧窮人處境
的活動。在參加者步行前，施達同
工會先清理步行路線，希望參加者
在安全情況下，透過「赤腳」體
驗，讓大家能夠貼近貧窮人的感
受，並與他們建立連結。  

2019年有一位義工，他是阮昭平弟
兄，第一次參與「赤腳行」，於活
動當天協助作人流管理。他願意成
為義工，撥出時間之外，又捐款支
持參加者赤腳步行。問到他為何
「出錢出力」，他表示希望透過在
時間上及金錢上微小的付出，幫助
參加者藉「赤腳行」體驗貧國人民
的處境。他更分享，在「赤腳行」
後，他明白到能平安穩妥地過日子
是感恩的事。貧窮人的苦痛與恐
懼，是我們作為香港人難以想像
的。

的確，世界上有很多貧窮人可能過
飢寒交迫的生活，鞋子未必是他們
的必需品，只能容讓雙腳曝露在危
機之下。在很多貧窮地區，未開發
路面上危機處處，路上的碎石、釘
子、玻璃、煙蒂等都容易令雙腳受
傷。此外，地面上有大量細菌和寄
生蟲，特別是在潮濕的氣候，泥土
及污水更容易產生有害物質。如果
沒有鞋子的保護，長期赤腳走在骯
髒的路上，寄生蟲便容易鑽入裸露
的雙腳，引起寄生疾病如沙蚤病
等。病患若不及時治療，更可能遭
受病毒、破傷風或壞疽等二度感
染。

赤腳不僅存在健康風險，而且是社

會最底層的標誌，引來偏見的目
光。早至古羅馬時代，古羅馬人已
經用鞋子來區分社會階級：貴族通
常穿着染色和有裝飾的鞋子，平民
則穿着生皮或平頭釘靴子，而奴隸
通常被要求赤腳。時至今日，奴隸
制度已被廢除，但仍有很多貧窮人
無錢買鞋，因此赤腳仍是貧窮的象
徵。有些人認為貧窮人之所以貧
窮，是因為他們懶惰，卻不會了解
他們的困境。貧窮人與其他社會階
層的人一同生活在一個城市，難免
被歧視，承受這些偏見。當我們參
與「赤腳行」，也有可能引來異樣
目光，我們可有勇氣稍微體驗這種
不安的感受？

盡量遠離危險、不適和異樣目光是
人之常情。然而我們所抗拒的感
受，正是貧窮人的日常。主耶穌道
成肉身進到世間，與我們同甘共
苦，讓我們知道何謂愛。我們可以
在「赤腳行」活動成為參加者，又
或學像阮昭平弟兄，擔任義工，捐
款支持，學習進入貧窮人的痛苦，
建立同理心，以踏出踐行基督「愛
鄰舍」命令的一步。

迷思：
受害者都
遭受性剝削

迷思：
被賣的都是女性

迷思：
人口販賣
是個別事件

真相：儘管有些案例是受害者被綁
架，但更常見的是，人口販子使用
欺騙、誘拐的手法，如以虛假的工
作機會、教育機會或婚姻承諾來誘
騙受害者跌入陷阱。

迷思：
販運者直接綁架
受害者

真相：很多受害者不是為了貪財才
被誘騙，不少貧窮人因為走到絕
路，明知有被賣的風險，也要冒險
嘗試人口販子提供的種種機會，因
而墮入壞人的網羅。

迷思：
被騙的人都是
貪心、「抵死」

真相：在一次訪問中，一位從妓院
獲救的女孩表達，她不那麼憎恨那
些壞人，他們是壞人作壞事，但她
禁不住對世上的好人懷恨，因為她
每天被凌辱，每次望窗也期盼有人
營救她，但卻沒有「好人」出現……

但願我們了解人口販賣的真相，並
不只是為了豐富腦袋的知識，而是
回應上主的召命。上主厭惡罪惡、
喜愛憐恤受害人，願你能與施達同
行，加入對抗人口販賣的行列，釋
放被捆鎖的人、捉拿惡人，彰顯公
義。

真相：人口販賣往往與有組織的犯
罪集團有關，那些集團以獲取利益
為目的，在全球運營，控制着整個
販運網絡。罪犯使用高科技手段和
複雜的運作模式，使人口販賣活動
變得更加隱蔽和難以被擊破。

迷思：
受害的人最憎恨
剝削他們的人

知多．一點
為 了 深 入 淺 出 地 介 紹 人 口 販 賣 議
題 ， 施 達 基 金 會 以 著 名 遊 戲 《 殺
手 》 、 《 狼 人 》 為 藍 圖 ， 設 計 了
《哀鴻騙野》桌上遊戲，模擬現實
世界中的人口販賣活動。
遊戲完全免費，歡迎團體
索取。

5月14日，龍捲風吹襲緬甸西部，
造成至少150人死亡。施達撥款約
港幣$141,300，為災民提供淨水、
藥 物 、 食 物 和 衛 生 用 品 。 請 以 禱
告、奉獻守望受災貧民。

孟加拉達卡的兒童赤腳在街上行走



編者話：疫情後各行各業復常，
施達事工亦已全面復常——同工
可以親身到海外探望夥伴及受惠
社羣。不同國家的夥伴均表達，
人口販賣的問題非常猖獗，需要
更多的資源對抗罪惡。為此，今
年11月復辦的「施達赤腳行」主
題為「反販賣．得自由」，鼓勵
參加者以赤腳步行的方式，為對
抗人口販賣事工籌款。今期「焦
點．主題」有三位「赤腳行」的
參與者分享透過活動與貧困人連
繫 的 見 證 。 「 回 歸 ． 聖 言 」 和
「關懷．起動」的作者帶領我們
藉 聖 經 及 「 赤 腳 行 」 義 工 的 見
證 ， 反 思 體 驗 貧 窮 人 處 境 的 重
要。「知多．一點」則讓大家認
識人口販賣議題常有的迷思，深
入了解這個黑暗的行業。

焦點．主題 回歸　聖言

連結貧窮人的體驗——
赤腳行
撰文：趙嘉欣（推廣拓展部主管）

代入貧窮人的覺醒

施達每年11月舉辦「赤腳行」。
「赤腳行」是我們的旗艦籌款活
動，參加者須以赤腳在本港街道上
走完指定路線。活動舉行前大半
年，我們便已開始準備：申請活動
場地、籌劃路線、設計路途中的體
驗活動、製作宣傳品及計劃報名細
節等。其中一項準備功夫，是全體
同工率先赤腳試行擬訂的路線。令
我回想數年前，第一天到任施達當
天，剛巧是「同工赤腳行」。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街上赤腳步
行，除了覺得骯髒外，也有點擔心

路人目光，不過當時所有同工一齊
步行，過程輕鬆悠閒，克服了尷尬
的感覺。可惜當日時間不夠，我們
未到達預定的終點站便要折返。

在正式「赤腳行」當天，我負責作
領隊，帶領參加者由起點出發，經
馬鞍山海濱長廊步行至終點站。終
點前的最後一段路程，有兩條短短
的馬路，再走多一會便到達終點站
的教會，就是「同工赤腳行」當天
未曾試走過的那段路。想到只是兩
分鐘左右的路程，我懷着興奮的心
情作最終衝刺。可是，踏上馬路一
刻，我就知不對勁：瀝青馬路既熱
且「刺」腳，每走一步也有如走在
針氈上，刺痛的感覺令我舉步維
艱。

我看見隊員一個一個向前行，作為
領隊，唯有忍着痛楚，緩緩地、一
拐一拐地踏出每一步。路程雖然短
暫，卻感覺沒完沒了。我看着隊員
遠去，內心更是焦急。不過「心靈
願意，肉體軟弱」，我只能放棄追
趕上前的念頭。

在終點站的教會門前，有些完成了
工 作 的 義 工 ， 自 發 組 成 「 啦 啦
隊」，歡迎即將到達終點的參加
者。作為同工，本應要答謝義工的
熱情，可惜去到末段我已沒有心力
回應周邊的人及事，只能集中精神
及意志，盡快完成這路程。

踏入教會的一刻，才發現地板如絲
一 般 的 滑 。 「 原 來 ， 這 就 是 天
堂。」這是我當刻的感受。骯髒、
途人目光都不再重要。我當時幻想
自己是一位每天都過着赤腳生活的
貧窮人，原來走路舒服一點已經如
在天堂過着好日子了。對在發達國
家生活又是知識型的信徒，或許對
「天堂」或「天國」有很多神學上

的討論；但對於貧窮人，他們對天
國的嚮往，可能單純是期盼衣食不
缺、身體健康。若非參與「赤腳
行」，親身感受赤腳的艱難（看見
施達同工出差拍的相片，香港街道
比 起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已 是 平 坦 安
全），我未必有代入貧窮人處境思
考的覺醒。大眾在欠缺前線服侍海
外貧窮人的機會下，只從新聞、前
線機構得知貧國的狀況，難以在增
長頭腦知識的同時，在情感上與貧
窮人連結。我感謝主讓我在「赤腳
行」初嘗與貧窮人連繫，這帶來的
覺醒成為我關愛貧窮人的推動力。

走進貧窮人的生活

我 是 第 一 天 上 班 才 參 與 「 赤 腳
行」，而施達有一位忠實的支持

者，他雖然不是第一屆的參加者，
但他自從2006年起便無間斷參與逾
10多年；他的赤腳經驗比我豐富得
多。他是張卓倫牧師。

問及張牧師為何多年來均參與「赤
腳行」，他覺得「赤腳行」是挑戰
自己放下身段及捨棄舒適的學習平
台。如何克服赤腳的痛楚？他說
「赤腳行」只是一年一次舉辦，步
行路線在市區，環境也舒適；就算
赤腳走在凹凸的路上，也只是短暫
的時間，並不覺得太辛苦，比起身
在貧困處境、連基本生活條件亦不
足的人，這不算得甚麼。

他回想過往多年的參與，「赤腳
行」曾在太平山舉行，亦有試過在
校內舉辦；後期在步行以外加入
「被剝削」的體驗活動，給他帶來
深刻體會。他認為無論在哪裏舉
行、有哪些體驗活動，他亦相信脫
鞋赤腳是有放下自己身分、尊嚴的
意味。他覺得耶穌道成肉身，以卑
微的身分住在我們中間；又為門徒
洗腳，虛己服侍，信徒亦應這樣效
法祂。「赤腳行」提供了一個「貼
地」的體驗，讓他走進貧窮人的生
活中，體會及反思貧苦者的生活困
境，使自己謙卑一點、對貧窮人的
同理心多一點。

不但自己每年參與「赤腳行」，張

牧師在牧會時亦推動教會肢體組隊
參與。雖然肢體為了家庭、工作及
事奉已花上很多時間，但當張牧師
邀請他們參與「赤腳行」，肢體是
樂意的。他表示教會的聚會是分齡
進行，而「赤腳行」是老少咸宜的
活動，教會弟兄姊妹一同參與，猶
如教會多了一個集體聚會；不過要
大家持續參與是一個挑戰，所以張
牧師「身先士卒」，定必每年報名
參加，盼望肢體亦可長期支持。

連結羣眾服侍貧窮人

施達最早期的步行籌款，其實沒有
赤腳元素。加入赤腳體驗，是在
2001年11月。當時負責籌辦者之
一、前同工Alice分享，希望此活動
除了籌款外，加入與貧窮人相關的
體驗。Alice希望赤腳的觸感，能為
參加者製造深一層次的體會，令整
個活動更有教育意義之餘，亦讓參
加者在活動的過程中清楚自己為了
「何人」（貧窮羣體）及「何事」
（扶貧濟困）籌款。

作為「赤腳行」的元祖策劃同工，

有沒有一些深刻的經歷？Alice說最
深刻的是有一年她邀請了四位小朋
友作為「赤腳行」宣傳大使，那些
小朋友是她與另一位同工的兒子。
同工有這樣的構思，是希望讓支持
者就算未能親身參與，亦可支持其
他人如小孩子、長者參加。「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雖是老生常談，
然而這亦是一種連結社羣的方式，
各人按己力獻上資源，向着同一目
標進發。策劃同工費盡心思及時
間，當見到眾志成城，為貧窮社羣
全力以赴，都感到振奮。

出現感動人心的景象前，同工在籌
備「赤腳行」背後，無論是2001年
或是2023年，總必先經歷忐忑——
步行路線何時才獲政府機關批准；
路線、場地使用、天氣變化而制訂
各式各樣後備方案；報名人數不似
預期；籌款數字是否達標等。Alice
鼓勵現役眾同工，當在終點站看到
參加者一同舉起骯髒的腳拍攝大合
照，他們臉上有着完成挑戰的滿足
感，這就是籌劃者的喜樂。

希望在「赤腳行」見到喜樂的你
們，今年11月4日見！

你死過未？
撰文：梁榮光牧師
　　　（馬鞍山靈糧堂堂主任）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
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所以，
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
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
樣式，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裏
復活一樣。」（羅六3-4）

信徒應該都說「死過」了，因我們
是與基督同死——同時是與祂同埋
葬的——讀這經文時，基督徒強調
了與基督同死和同復活，卻沒有多
理會埋葬這兩字。埋葬在強化了死
亡的事實外，還指出死亡之於耶
穌，不是擦身而過的事，而是進入
一個過程。十架上的耶穌說「成
了」，並向天父說「我將我的靈魂
交在你手裏」，表示祂死了，但那
只是死亡的開始，其後進入死亡狀
態中，經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日
清晨才復活。《使徒信經》中提及
耶穌下到陰間，正是進一步說明這
重點。

如果我們理解陰間是地獄，那麼，
說耶穌下到陰間就難解，但舊約所
說的陰間，是不義的人死了要去的
地方（箴九18），同時也用來形容
義人死後所在之處。雅各也自言：
「我必悲哀着下陰間到我兒子那
裏」（創卅七35），正好反映這不
過是人人死後都要去的「死人之
地」。容許我再說，耶穌「為人人
嘗了死味」（來二9），並非淺嘗，
而是嘗盡了實在的死亡，實在的死
亡乃在於不是點到即止的碰了一
下，是深刻的品嘗「死到貼地」、
身處死亡裏。觸碰死亡並非最可

怕，尤如被針扎一下的感覺雖然不
好，卻只是一下，沒有甚麼大不
了。然而，死亡的充分意義中包括
了「歷程」這本質，那才真正的大
事！

回到體驗貧窮這回事吧。幾年前有
幸參與「施達赤腳行」，嘗過腳板
擦傷，也知道走在熱燙燙石頭上的
感覺。活在物質豐富的世代中，也
許仍以此為點點的寶貴經驗，自覺
也嘗了貧困的滋味。誰知，這不過
是點滴，而不是線與面！真正的體
驗貧窮，不只是嘗一口即輒止。對
剛剛發生戰事的地方，或是對還在
新聞報導中的強烈地震，本能的關
心一下，捐獻一個，是一種動心，
卻還不是真正的動了慈心。耶穌的
死，是跟人認同的終極形式，信徒
也該結連於祂同樣意義的死亡，是
持續的過程，而不是一會兒。

參加者完成「赤腳行」後，在終點站作回顧及分
享，並聆聽施達同工介紹機構事工

筆者（左二）與張卓倫牧師（右五）在2018年的「赤腳行」屬同一隊伍

張卓倫牧師在「赤腳行」中經歷「被販賣」

第一屆「赤腳行」參加者舉起赤腳大合照

梁榮光牧師（左一）參加2019年「赤腳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