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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收電子版《呼聲》 黎巴嫩寒冬救援

註＞

    ＞

施達財政年度為每年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2024至2025年度全年預算支出為
HK$21,943,077，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這項特別捐款用於設立捐贈基金——「教育與社區發展基金」。該基金永久保
存，而每年基金回報將用於支持施達的教育和社區發展項目。

愛鄰舍：不分種族．持續支援
全球衝突與和平

>
>

與受苦者同行：在疲憊中看見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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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數快 PayMe

為了節省紙張，保護環境，我們希
望你能考慮接收電子版《呼聲》以
取 代 印 刷 版 。 如 果 你 想 改 用 電 子
版，請掃描下方二維碼，讓我們作
出安排。

施 達 多 年 在 黎 巴 嫩 開 展 「 寒 冬 送
暖」事工，透過提供禦寒物資，幫
助居住於帳蓬或簡陋處所的敘利亞
難民及黎巴嫩貧民渡過嚴冬。請支
持事工，叫在貧寒中
掙扎求存的人，感受
到由主而來的暖意。

知多　一點 

全球衝突與和平
撰文：趙嘉欣（推廣拓展部主管）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衝突時常引發
難民潮，讓無數家庭流離失所。在
國內流徙的人，我們稱之為「國內
流徙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IDP）；而離鄉別井，到
鄰 國 避 難 ， 則 被 稱 為 「 難 民 」
（Refugee）。這些衝突可能源於
政治鬥爭、宗教迫害、族羣衝突等
多種原因。

澳洲智庫「經濟及和平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IEP）在2024年6月發佈了
第18版「Global Peace Index 
2024」（GPI）。該報告根據163
個獨立國家和地區的和平程度進行
排名，涵蓋全球99.7%的人口。報
告指出目前有56場衝突，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多。自2008年
開始發佈GPI以來，有97個國家的
和平狀況持續惡化，其程度超過了
以往任何一年。冰島是最和平的地
區，GPI排第一位，最不和平的國
家則是第163位的也門。而施達服
侍的國家如黎巴嫩（134位）、緬
甸（148位）及阿富汗（160位）都
排名較後，是常有衝突的地方。

聯合國難民署於2024年6月13日發
佈《年中全球趨勢報告2024》，報
告顯示截至2024年6月，全球被迫
流離失所的總人數由2023年年底的
1.17億增至1.22億，這相當於地球
上每67人中就有1人被迫流徙，幾
乎是十年前每114人中就有1人的兩
倍，而當中87%的人居住在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國家。

無論是內戰或是國際戰爭，受衝突

影響的人都在逃難中面對重重困
難。許多難民背負沉重的心理壓力
與創傷，由家鄉流徙到另一地方，
欠缺食物、藥物等急需用品。2024
年4月施達便資助緬甸夥伴援助克欽
邦（Kachin state）逃離戰火的人
民，向他們派發藥物及緊急糧食。
在黎巴嫩，施達則支持夥伴服侍來
自敘利亞的難民家庭，幫助在陌生
國度的難民兒童獲得教育，並為他
們提供心理支援，幫助他們適應異
地生活及文化差異；於寒冬時又為
他們的家庭提供禦寒用品。

在衝突時提供緊急人道援助，可以
解決被迫逃離的人的燃眉之急。然
而，減少衝突才是治本，卻需要全
球各國或地區領袖之間的合作與對
話，才能促進和平與穩定。儘管挑
戰重重，但每個人都可以發揮作
用，如提高個人對和平與復和、難
民等議題的認識，支持為解決人道
危機而奮鬥的機構等。

作為信徒，成為和平之子並非只是
一個理想，而是我們應承擔的責
任。願藉詩歌《聖法蘭西斯禱文》
彼此激勵：「在憎恨之處播下祢的
愛、在傷痕之處播下祢寬恕、在懷
疑之處播下信心、在絕望之處播下
祢盼望、在幽暗之處播下祢光明、
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信徒能在
困難的處境播下美好的種子，詩歌
提出的秘訣是「少為自己求，少求
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
解，但求了解人；少求愛，但求全
心付出愛」。

照亮難民兒童人生
施達基金會．紅封包行動

請支持                         ，照亮難民兒童人生：紅封包行動

捐出利是錢
選擇捐出收到的利是，在利是
上貼上「大吉」貼紙，向貧窮
社羣送上祝福

紅封包捐贈
填寫「施達紅封包」內的奉獻表
格；亦可將紅封包轉贈親友，鼓
勵親友一起將祝福化成行動

將心意傳開
向我們索取「施達紅封包」及
「大吉」貼紙，向你的團體分發

邀請我們短講
由施達講述難民兒童的故事，
讓更多人認識他們的需要

立即參與．照亮難民兒童人生

link.cedarfund.org/rpc-giving



編者話：今期《呼聲》與大家分
享在動盪不安的世界中，如何與
受苦者同行。「焦點．文章」分
享了在全球衝突和災難中，如何
在疲憊中抓緊信仰。「知多．一
點」則簡介了全球衝突與和平的
現狀，並分享施達在緬甸和黎巴
嫩的援助工作。「回歸．聖言」
透過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提醒
我們愛鄰舍不分種族，並強調持
續幫助鄰舍的教導。願我們找到
力量，與戰亂貧民同行。

焦點．主題 回歸　聖言

與受苦者同行：在疲憊中
看見盼望
撰文：黃浚傑（傳訊幹事）

在動盪不安的世界，戰爭和災難的
消息總是圍繞我們。在阿富汗、黎
巴嫩、烏克蘭、緬甸，戰火破壞無
數家庭，彷彿沒有終止的一天。我
們身處香港，雖不是直接受害，但
無論站在援助者、捐助者或旁觀者
的角度，都可能感到無力與疲憊──
源自心靈深處、難以排解的疲倦。

這疲憊，不僅來自我們無法迅速解
決戰爭及戰爭帶來的問題，也來自
「資訊疲勞」和「同情心疲勞」。
每天，我們的屏幕上充斥着悲慘的
新聞，卻鮮見希望的曙光。當悲傷
與無助的訊息接踵而至，我們的同
情心逐漸變得遲鈍，甚至感到麻
木。

長期在戰亂下生活的貧民
近年，很多人關注中東及烏克蘭的
戰事，但在我們周遭，還有許多容
易被遺忘的受苦者，正默默承受戰

爭的折磨，等待希望的曙光。緬
甸，這片土地自1948年獨立以來，
內部衝突不斷，人民多年來在戰火
與貧窮中掙扎。施達與當地夥伴合
作開展多項扶貧項目，雖然取得了
一些進展，但自2021年軍事政變
後，當地情況急轉直下，許多家庭
再次陷入貧困的境地。

戰爭不斷吞噬社區的發展，作為扶
貧工作者，當我們從夥伴口中聽到
當地人民日復一日面對苦難，感到
痛心、疲憊。在城市，許多工廠與
商店關閉，外出打工的貧窮家庭再
沒有收入。在偏遠的貧窮村莊，情
況亦非常惡劣。軍隊強行佔據村
莊，甚至燒毀房屋，迫使村民逃
亡。他們不得不挖洞藏身以躲避戰
火；他們重返家園，卻發現農田被
毀、牲畜流失，生活更加雪上加
霜。更令人痛心的是，村莊周遭佈
滿地雷，村民長期活在死亡的陰影
之下。

更難受的，是與家人分離，生死未
卜的痛苦。一位年邁的婆婆在臨時
營地告訴我們：「兩個月內，我們
家失去了所有男人。我女婿被叛軍
抓走，兒子和媳婦也失蹤了，我們
無論如何也找不着。」哀傷、憤
怒、恐懼交織於緬甸人民心裏。面
對長期的戰事，和平之日遙遙無
期，我們與緬甸人民同樣心感疲
憊。

在疲憊中抓緊信仰
長期的戰爭與根深蒂固的貧窮問題
糾纏在一起，非常複雜，解決過程
步履維艱；前線同工、捐助者一再
付出，卻看不到明顯進展，或會感
到自己的努力微不足道，甚至徒勞
無功，有人因而選擇抽身，與問題
保持距離。然而，這樣的選擇不僅
讓受苦者更感孤單，也使我們漸漸

遠離上主的呼召。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是否該放棄長
期關愛弱勢？當然不。作為基督
徒，我們蒙召跟隨基督的腳蹤，與
受苦的人同行。上主的救贖不僅體
現在十架之上，更在於祂持續與我
們同在，與我們建立密切的關係。
無論我們的生命多麼破碎，祂從不
離棄我們，始終陪伴我們。

基督徒的盼望不僅在於終末的救
贖，也在於上主持續的同在。這提
醒我們，愛的展現不僅在於渴望徹
底終結戰爭與貧窮，更是以基督的
愛，持續與受苦的人同行。這讓我
們換一個新的眼光看待疲憊——我
們感到疲憊，是因為我們將自己的
感受與受苦者的疲憊生命連結在一
起，正如上主與我們連結在一起。
這也體現聖經中要我們與哀哭的人
同哭的教訓，我們與受苦的人一起
感到無助，是基督信仰美麗的展
現。

與緬甸人民同行
在與緬甸人民一同承受疲憊的路
上，我們正經歷到同行的美好，感
受到生命交織的力量。2024年4
月，緬甸衝突加劇，許多人湧入教
會尋求庇護，因他們相信基督教教
會能為他們帶來希望。然而，當地
教會因資源匱乏，難以滿足基本需
求，於是我們與夥伴合作，為教會
提供緊急糧食、藥物和其他必需
品。一位與我們合作多年的牧師感
慨道：「感謝你們堅定不移的支持
和關心。在這艱難的時期，你們帶
來的不單是食物，更是活下去的希
望。每一餐不單填飽我們的肚腹，
更支撐我們的心靈，提醒我們並不
孤單，使我們能繼續帶着盼望，以
堅 定 的 信 念 ， 迎 接 每 一 天 的 挑
戰。」這些話語深深觸動我們、激
勵我們。原來，簡單的物資援助，
不僅帶來物質上的幫助，更傳遞信
仰的力量。

而能夠與緬甸人民同行，絕非必
然，而是上主的恩典。由於政治因
素，西方資金難以進入當地；但上
主未曾遺忘當地受苦的人。當地有
關單位視施達的資金為非西方來
源，我們可以繼續與當地夥伴合
作，把握上主所開的道路，與緬甸
人民同行。

除了物質援助，我們也顧念心靈需
要。當地夥伴的領袖們與很多受惠
者一樣，都經歷死亡的威脅、與家
人分離等各種痛苦的折磨，所以我
們提供輔導工作坊，幫助他們疏導
情緒，學習彼此支持。此外，為着
長期發展，我們開展各項社區發展
項目，包括農業培訓、婦女縫紉與
手工藝技能等職工培訓，幫助居民
增加收入；並設立兒童學習點，為

貧民村落的兒童與孤兒提供教育機
會，填補緬甸教育制度的不足，賦
予社羣建設未來的能力。

雖然我們無法立即消除全球的苦
難，但我們可以靠着上主恩典，與
受苦的人同行，讓他們不再孤單，
找到前行的力量。除了與緬甸人民
同行，我們也與阿富汗、黎巴嫩、
烏克蘭等地受長期戰亂影響的難民
及貧困羣體同行，並見證上主的恩
典，看見生命因愛而觸動，因希望
而改變。

願我們不因疲憊而止步，而是因信
仰而堅定，記住我們的力量來自上
主的同在，繼續陪伴受苦者，長期
援助戰亂貧民，讓更多人因我們的
行動，體會上主的愛和盼望。

愛鄰舍：
不分種族．持續支援
撰文：陳文達（傳訊主任）

經文選讀：路加福音十35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
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
用的，我回來必還你。』」

在好撒馬利亞人比喻中，有一個人
遭遇強盜，不僅被搶劫，還被剝去
衣服，打至半死。有兩位聖殿的事
奉人員路過，雖然看見傷者，卻選
擇無動於衷，直接走過。然而，後
來有一位撒瑪利亞人路過，看見傷
者，動了慈心，便伸出援手。

耶穌設計這比喻，目的在於回應一
位律法師的問題。這位律法師在與
耶穌辯論時問道：「誰是我的鄰
舍？」經文提到，他問這個問題是
為了「顯明自己有理」，因為他自
以為已履行律法上愛鄰舍的要求；
但耶穌卻吩咐他去愛鄰舍，彷彿他
從未這樣做過一樣。

耶穌的故事設計得極為精巧。兩位
對傷者置若罔聞的，都是猶太聖殿
中的事奉人員。傷者除了被搶劫，
還被剝去衣服。當時的人往往能依
據穿着來辨認他人的種族身分，因

此，路人無法確定傷者是甚麼人。
然而，案發地點是從耶路撒冷到耶
利哥的路上，是猶太人的聚居地，
所以傷者是猶太人的機會較大。

對那兩位聖殿事奉人員而言，他們
看見路上躺着一個無法辨認身分的
人，雖然他很可能是同族的猶太
人，卻沒有把他視為鄰舍，而提供
支援。而撒瑪利亞人卻不然。他看
到一個無法辨認身分的人，且這人
極有可能是普遍敵視自己種族的猶
太人，卻仍選擇幫助他。

由此可見，耶穌要帶出的信息是，
鄰舍，不分種族。在整個故事中，
關於傷者的唯一確定資訊，就是他
需要幫助。因此，鄰舍並非與我們
較親近的人，而是任何有需要的
人。

這位撒瑪利亞人不僅因一時的感動
而立即伸出援手，他第二天更特意
囑託店主繼續照顧他，甚至承擔日
後的醫療費用。他一時感動帶來
的，不僅是一時的行動，而是持續
的支援。

今天，我們反思兩點：第一，鄰舍
不是與我們相近的人，而是所有有
需要的人。第二，愛鄰舍所需要付
出的，不僅是一時的行動，更是根
據鄰舍的需要，提供後續的幫助。
願主帶領我們實行主道，阿們。

我們帶領受戰亂影響的孩子認識上主，一起敬拜。

阿富汗夥伴

在教會避難的家庭終於得到糧食，亦得到片刻
休憩機會。

我們在2024年4月一次工作坊中，幫助緬甸的
項目領袖們疏導情緒，並一起禱告。

受戰亂影響，孩子非常需要愛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