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藍如溪的《溪步集》 
反省講者與講章的關係 

區曉彤 

_、引言：選擇籃如溪的原因 

選擇藍如溪院長為文， 初是希望藉以探討中國女性講道的模式， 

從而改進筆者的講壇事奉。但細閱講章，發現性別因素並不明顯；然後 

在整理生平資料過程裡，又發現她的影響力來自行道，而非講道；這些 

意外收穫，驅使我反省講章與講者的關係。 

為要了解講者，本文先概述藍氏的成長背景，然後分析她的講章， 

再抽取其中的神學主題，以當時處境對照， 後總結其言其行，反省筆 

者的講道事奉。 

二、藍如溪的成長背景 

( - )早年喪怙失恃 

藍如溪原名藍玉杏，1905年生於江西省九江縣0三歲喪父，母邢氏 

曾任職江西九江美以美會的儒勵及諾立兩所女子中學，六歲失恃。1 

適其時胡遵理教士（Jeannie V. Hughes)任九江美以美會學校的校 

牧’石美玉醫生則在該地美以美會醫院行醫；藍夫人臨終將兩個女兒交 

託給胡石二人撫養。小姊妹加入本已有五個小孩子的大家庭，七個小孤 

藍如溪、胡美林：《曰治下的香港一隅》（香港：伯特利教會，20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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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敎牧期干I� 

雛在胡石兩位照顧下成長。 2遂後藍氏一生都活在這種宿舍模式的大家 

庭裡。 

(二）胡遵理和石美玉 

1 9 1 9年胡石二位返美述職，歸國途中經夜禱告，決定離開美以美 

會，憑信心在上海創立伯特利教會，3藍氏及其他被領養的孤兒同行。 

胡石二人並非早有全盤計劃，她們只是與差會立場相左，便毅然帶著七 

個小孩子，投身人地生疏的上海；抵達後看見英法租界內教會林立，就 

在上海縣南市另開設佈道所。在偶然機遇下，同年石醫生接收了紅十字 

會在歐洲大戰後剩餘的醫藥品’遂開展醫療服務。4這種按需要與供應， 

「無心插柳」式的服務發展模式，成為藍氏一生所依循的事奉原則。藍氏 

在1923年畢業於上海美南浸信會的晏摩氏女子中學，隨後即在伯特利中 

學執教。1 9 ½年她隨胡石二人赴美升學，初肆業於T a y l o r University， 

後轉入Asbury Co l lege攻讀化學，成績優異。藍氏原擬19¾年畢業後進 

入醫學院，以承接石醫生的醫道仁術，5後經上帝多番呼召，乃獻身事 

主，遂回上海。 

當時的Asbury Co l lege乃美以美會所辦第二所高等學府，旨在訓練 

青年信徒，全面地裝備他們持守信仰、均衡成長。藍氏就學期間，該校 

已經成立神學院，課程包括聖經研讀、基督教歷史、教義等。6但藍氏 

在回應傳道呼召後，並未接受神學裝備，乃直接回國投身前線。藍氏原 

2藍如溪、胡美林：《日治下的香港一隅》，頁8 » 

3藍如溪、胡美林：《日治下的香港一隅》，頁128。 

4藍如溪：《溪步集》（香港：天梯出版社，1975)，頁146�147� 

‘藍如溪、胡美林：《日治下的香港一隅》，頁9� 

6 Howard F. Shipps, A Short History of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Berne, IN: Herald 
Press, 1963).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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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藍如溪的《溪步集》反省講者與講章的關係 129 

已預備進入醫學院’所以她沒有受神學訓練’非由於成績或經濟原因， 

亦非學校的神學立場；
7
似乎是藍氏認為傳道事奉無須此等裝備。 

(三）美以美會 

藍如溪可說是在美以美會的薰陶下成長。胡遵理、石美玉皆為美以 

美會牧師之後人’她們與藍母邢夫人也是在美以美會事奉時認識，後來 

藍氏亦受教於美以美會學院。 

美以美會早在 1 8 4 7年已派宣教士來華， 1 8 ½年開始有宣教士在九 

江地區傳教，該地後來成為差會在華中地區的總部。按1906年的統計， 

該會在華傳教士共123人（連妻子），另女差會派出婦女七十人，協助 

醫藥、教育及婦女事工； 8傳教士中過半為女性’輔助同工亦佔三分 

一。 9藍氏從小耳孺目染美以美會的服務精神，並女傳教士的工作模 

式，成為她畢生事奉的藍本。 

(四）伯特利佈道團 

在曰本宣教的威克爾 (P . W i l k e s )於1 9 ¾年在上海主領奮興會，信 

徒大得復興，石醫生也決心放下醫職專心傳道，⑴原擬十天的聚會延續 

到四十多天，多人立志獻身事主。其時伯特利教會已開辦醫院、護士學 

校，小學和中學，教會有感急需栽培這批獻身信徒，隨即開辦聖經學 

院，"並定下每年七月主辦夏令會，而藍如溪也在聚會中受洗。12 

7 Shipps, /i Short History of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1 0 - 1 6 �從內文所陳述的辦學 

宗旨可見，該校有相當濃厚的衛理宗色彩，但沒有當時中國教會所排拒的自由神學氣味。 

8文國偉：《循道衛理入神州》（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1995)，頁41 ° 

9 Emory S. Bucke,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Methodism, vol.3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64), 69. 

蕭楚輝：《奮興主教會：中國教會奮興佈道運動初探》（香港：證道出版社， 

1 9 8 9 )，頁 53 ° 

“戎玉琴、蔡勛奇：《伯特利，我們的家》（香港：天梯出版社’ 1993) ’頁M ° 

I 2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香港：建道神學院’ 1 9 9 9 )，頁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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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Asbury Col lege的環球佈道團自1928年起，帶領信徒到處開展 

奮興佈道工作。 I 3
石醫生依循其模式，在 1 9 3 0年成立伯特利環球佈道 

團，團員周遊各地，主領佈道會、培靈會及奮興會’足跡遍及雲南、東 

北、四川、廈門、福州、香港，遠及東南亞。 

藍如溪回國後，一方面在聖經學院授課，另方面參與佈道團的工 

作，特別走訪各女子中學和大學，教導婦女學習聖經。 

(五）伯特利神學院 

1937年，計志文牧師感難以兼顧伯特利佈道團及聖經學院的工作’ 

決定全力投入佈道團，由藍如溪承擔聖經學院院長之職。未幾中日戰事 

爆發，伯特利教會決定醫院留守上海，神學院及孤兒院則遷往香港。藍 

氏負責帶領南移大隊，在這海隅小島上繼續裝備與服事。 

及至香港在1941年倫陷，藍如溪和胡美林實在照顧不了伯特利一百 

四十人的生活’ 於是與其他神學院組織成三批內遷隊伍。藍氏率領第 

三批，經水道入廣州灣， 後到達廣西貴縣，神學院也就在那裡復課。 

1944年，藍胡二人到美國為神學院籌募經費兼養病，直至戰爭結束。 

抗戰勝利後，伯特利神學院本擬在上海復員，但舊址滿目瘡痍，藍 

氏再度臨危受命，到香港交涉取回九龍城物業，神學院遂於1 9 4 7年復 

課 ° 

大陸政局改變後，藍如溪專注伯特利教會在香港的發展。她首先恢 

復神學院，然後是平民小學及中學。五十年代開展天台小學和成人夜中 

學，六十年代成立香港伯特利教會。 I 5 

13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頁9。 

14藍如溪、胡美林：《日治下的香港一隅》’頁対。 

15藍如溪、胡美林：《日治下的香港一隅》，頁135〜1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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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藍如溪的《溪步集》反省講者與講章的關係 131 

基於對教育及社會的貢獻’藍氏獲母校Asbury College頒法學博士 

銜。 I 6
她於 1 9 7 3年退休，至今仍居於伯特利宿舍內。 

(六）小結：籃如溪的使命 

藍如溪的際遇可說是歷盡艱辛’她六歲就成為孤兒，一生都沒有自 

己的家庭。雖曾接受高等教育’但學歷沒有為她開事業坦途，回國未幾 

即逢戰亂’個人才能在奔波逃難中無從發揮。但她在幻變處境中，不斷 

回應上帝的召命，盡心守穩眼前的崗位，結果自覺生命豐饒滿足。縱觀 

其生平，可歸納出下列特點： 

甲、個性內向忠心 

按長輩的觀察，藍如溪從小性格內向。17正是這保守內向、恪守規 

範的個性，使她能在眾人都懷疑、甚至放棄的時候，仍一力承擔，不問 

緣由地苦擦下去，直至任務完成，她才功成身退。無論在中日戰爭期 

間，或戰後政局紛亂的時候，都見她滿跚地前進著，忠心地在迷茫中持 

守使命。 

乙、團隊生活方式 

藍如溪長期以宿舍為她的大家庭，在同食共寢生活中實踐她的信 

念、以身作則，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另方面’這種緊密的群體生活， 

可在短時間內促進團隊的默契，但長遠來說，就容易與以家庭為核心的 

社會架構脫節。 

《伯特利神學院六十周年特刊》（香港：伯特利神學院’ 19 ¾ ) ’頁3 ° 

藍如溪小時候因怕羞而被暱稱為Pussy »參藍如溪、胡美林：《日治下的香港一 

隅》，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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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堅持信心道路 

藍如溪經常強調「憑信心」，她相信上帝會適時供應充足，在聖工 

發展固然有豐富預備，個人需用亦一無所缺。事實上，當回顧其人生歷 

程時，發現由西教士撫養、赴美升學、任聖經學院院長等，每階段她都 

是被動地接受安排，絕少主動尋求發展。 

丁、提供基本服務 

藍如溪一直沿用先輩的服事原則：按需要行事。無論收養孤兒、辦 

平民教育、訓練傳道人，她都只求滿足當下的需要，提供 基本的服 

事。基礎以上的服務，似乎並非她關注的範圍。 

三、籃如溪的講章分析 

藍如溪早年多次帶領奮興會，但國難期間多次流離，故無餘力保存 

講章。戰後她專注教育，講道機會尤稀，加上她為人低調，並不熱衷存 

留個人功勳，所以僅得一本《溪步集》留世。這本講章集，也是她的學 

生抄錄下來的筆記，整理修繕成書’所以數量、範圍都比較有限。以下 

先概覽有限的講章內容，再分析其結構，從而探討講章的目的和風格。 

( - )講章內容 

甲、引起主題 

《溪步集》的四十篇講章，半數一開始就是經文誦讀，然後是「詩 

人大衛說」或「耶穌騎驢進耶京」等， I 8
隨即簡介該段經文的背景。 

18藍如溪：〈缺乏〉、〈潔淨聖殿〉，《溪步集》（香港：天梯出版社，1975)，頁 

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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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四分一由講道當日的處境入手，例如「今天是一九七五年一月一 

曰’青年們喜歡在一年開始時立志」’或「今天是一九七一年度開學前 

的一次同工禱告會」。 

還有四分一以生活現象或體會作引題。現象觀察如「一年有四季’ 

各有不同的風，春季有東風……」；生活觀察如「學生每天回校上課， 

坐在課室裡，各有不的感受，有人如坐春風……」；更多是普遍現象： 

「凡人都有必具的品德和操行，作為做人做事的標準」。 

無論從甚麼情況入手，引題部分的結束必定轉入聖經世界，證明其 

中早已蕴含真理，只待後世開啟研讀。 

乙、闡釋經文 

講章由引題進入聖經世界後，大致以下列三個方式處理經文： 

1.按字彙 

藍氏 常用的方式是從經文剔出「有意義」的字彙，然後以此字彙 

串連其他經文，將經文歸納成數項屬靈教訓。 

例如在〈到主腳前〉篇，21講者列舉《路加福音》裡所有提及耶穌 

雙腳的經文，然後逐一賦予屬靈教導。如此，女人以頭髮擦耶穌的腳為 

求赦’格拉森鬼附者坐在耶穌腳前聽道為敬拜’大痲瘋病人治癒後伏耶 

穌腳前為謝恩，馬利亞在主腳前為聽道’睚魯伏耶穌腳前為代求；這五 

個人與耶穌腳的片段’就組成五項屬靈教導’讓後世信徒遵而行之°至 

於何解馬利亞和鬼附者都在是坐在主腳前’前者乃聽道，後者卻敬拜； 

另藍氏將之引申到耶穌復活顯現時’門徒緊抱其腳；但這與鬼附者有何 

關係，則不得而知。 

I 9
藍如溪：〈新年立志〉、〈當背之物〉’《溪步集》，頁51、67。 

2°藍如溪：〈四風〉、〈坐下〉、〈聖徒的品行〉’《溪步集》’頁18、10、107。 

藍如溪：《溪步集》，頁30〜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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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彙串連的講章佔講章集的一半，其他包括風、跑、坐、山等比 

較具體的景物動作，還有一些抽象的詞語如按著、給等的串連。字彙串 

連的長處，在表現聖經的涵蓋面廣闊：現今景象在聖經世界早已存在， 

而前人已從相同經歷中學會教訓，所以我們只須順著正途繼續前行。不 

過，每事發生總有其獨特背景，硬要從每細節都讀出屬靈教訓，未免牽 

強附會。譬如以「風」串連：「北風生雨」是以地中海氣候說明前因必 

帶來後果，所以讒誇的話必使人動怒；藍氏以北風代表剌骨的說話，
2 2 

由此引申的屬靈教導難以服人。 

2.按段落 

在藍氏的講章中，也有不少以經文的段落作範圍，然後解釋段落中 

的重要詞語，組合成屬靈教導。 

例如〈聖徒的品行〉篇，
2 3
講者選定了羅馬書十二章，歸納成基督 

徒應具修養的三大點，每大項再分作三小點：首先在對己，不要自視過 

高，不要志氣高大，不要自己申冤；其次在對人，要彼此親熱，要彼此 

推讓，要彼此同心； 後在對主，當專一、當誠實、當殷勤、當甘心。 

這基本上是將經文重新剪輯，配套成講章的結構，在每小點後加上個人 

的體會即成。如在對人要彼此親熱（第二大點第小一點）後說明：「並 

非過份相暱，專管他人閒事。也非過份隨便，熟不拘禮；甚至說長道 

短’揭人陰私。乃要與人同哀樂，不要論斷是非。」 

這一類以經文段落為邊界，在範圍內重新組合的講章，驟讀條理分 

明、文從字順，卻忽略了經文中原來的結構與進路，甚至錯落了中心思 

想，工整的架構背後顯得空洞。 

'藍如溪：〈四風〉，《溪步集》，頁18〜21 

‘藍如溪：《溪步集》，苜1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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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需要 

輯於《溪步集》的講章，除了上列兩類’餘下都以主題先行，其中 

大部分是特別聚會的訓勉辭’自然針對該時空、該群體而誨之以聖道。 

在神學院新學年開課前，藍氏以〈當背之物广——就是十字架和主 

的輒，勸勉同工要捨己、同心事奉。這講章隱藏的主題是：我們該以怎 

樣的態度迎接新學年？明顯是針對隊工情況，有感而發地規勸。 

這些身在其位的訓勉’是先決定了行道的方法，再將之分解成數項 

目，每項目找一段經文作援引；假設人知道了聖令明訓，自會有實踐的 

能力。新階段伊始’這些訓勉總能鼓勵受眾重新立志、奮力前行，但這 

卻規避了過去知而不行的原因，始終未能帶來生命更新的氣象。 

丙、行道指引 

無論從甚麼主題入手，當經文匯聚成數項屬靈教訓，講章就戛然而 

止。在四十篇講章中，鮮見具體的行道指引，似乎假設聽者慎思明辨 

後，自會篤行。也有幾篇獨立分段，作出具體行道指引，而且剛巧都與 

施贈、捐輸有關，呼籲伯特利仝人分享身外物，鼓勵校友捐款支持平民 

教育等。 

(二）講章結構 

縱觀藍如溪的講章，大致有著同一個架構模式，可從兩方面探討： 

甲、進路 

藍氏講道旨在解明聖經；所以無論從甚麼題目出發’只為導向選定 

的經文。無論經文甚麼體裁、背景，只為分解成屬靈教訓°講道止於教 

訓，聽眾按自己的情況悟道。 

"藍如溪：《溪步集》，頁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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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項屬靈教訓間也有它的推展，由 「屬世」的到 「屬靈」的-。 

例如論及信徒的喜樂，我們 少會以物為樂，其次以人為樂， 重要當 

然是以主為樂，然後以大部分篇幅列舉七項在主裡的滿足喜樂。
2 5 

乙、組織 

藍氏的講章綱目分明，十分容易掌握其架構脈絡。每篇都排列數大 

點，大點下再細分數小點，各點以鏡字相連。 

例如教導信徒將需要禱告神’先將人的需要分為身體、知識及靈性 

三方面，平行排列為� X X上的需要」，然後將此需要分為做人處事兩 

方面，以「X X的知識」串聯起來。
2 6 

(三）講章目的 

若單從講章洞悉講者的動機，從而評估其講章是否達到目的，殊非 

易事。這涉及受眾對聽道的期望、他們與講者的關係等。以下試從講者 

對自己角色的理解，及她預備講章的前設，探討其講章的目的。 

甲、講者的自我定位 

藍氏講道者的任務，在闡明屬靈教導。但教導之間亦分等級，在她 

向伯特利中學校友會訓勉時說：「主席邀我致詞，我是主的使女，說話 

不忘傳道，只有用聖經的話語，提醒各位……」；
2
7而她遊歷台灣的旅 

程中，處處領悟屬靈教導，講道時卻強調「只講經歷、分享」。2« 

i藍如溪 

'藍如溪 

‘藍如溪 

I藍如溪 

〈三樂〉，《溪步集》，頁14〜17。 

〈藉禱告求告神〉，《溪步集》，頁114〜116 

〈只有一件事〉，《溪步集》’頁97。 

〈遊台觀感〉，《溪步集》，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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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她自我定位為聖經教師，其講道目的在解明聖經，從中釋出屬 

靈意義°若果此等領悟未經聖言辨察’沒有援引「金句」支持’則只屬 

次等的「分享」。 

乙、講者的前設目的 

雖然藍如溪自視為聖經教師，但經文只用以支持她的屬靈教導。從 

《溪步集》歸納的教導主題，大致分作下列兩類： 

1.基督徒應有的態度 

講道集裡， 多講章主題為指正基督徒應持守的態度，〈人望高 

處〉
2 9
是為典型。講章以詩篇九十一篇開始，但全章再沒作任何解說， 

只抽取「上帝把信徒安置在高處」，引申「信徒怎樣才能升上屬靈的高 

處」，可見本篇要旨在教導信徒籍往屬靈仙境。講章首先描給基督信仰 

中有一屬靈高處，那是在主裡面，既豐富又快樂的，信徒若要登峰造 

極，就須努力向上、撇棄世界，還要被神吸引而改變。若信徒已置身仙 

境，自應普照人間、見證真光。上列這三大點十小點，各自援引了一句 

經文，證明系出典章。例如攀升高處必須撇棄世界，弓丨「不要愛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約壹二 15) ’各經文間了無關連，隨意配套亦無損文 

理之推展。 

2.基督徒應有的行為 

藍氏除了關心基督徒的態度，也有部分講章鼓勵信徒要有恰當的行 

為；〈給〉篇：「今天伯特利院子裡’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鋼琴、冰箱， 

神的恩典夠用，大家只想得，很少想到給，我們要作流通的管子’將神 

的恩典流給別人。」
3
。講者先引用數段經文，說明施贈的命令、原則、 

好處等，為鼓勵信徒實踐施贈。 

'藍如溪：《溪步集》，頁 4 7 � f 

>薜如溪：《溪歩集》’頁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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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氏的講道有兩項基本假設：一是聽道的受眾是基督徒，二是信徒 

應有一套標準的意識形態、行為規範。講者的任務在傳授這套形態規 

範，以經文片段確立其權威性，啟導後輩行事為人合乎「一個基督徒的 

應有表現」。 

(四）講章風格 

藍如溪的講章綱目分明，受眾的思路容易按著分題推進，但在綱目 

的條理背後，其內容卻顯得隨意，從兩方面可見： 

甲、串連字彙 

藍氏習慣從經文抽取字彙建構講章，但她對這些「鏡字」的處理方 

式，卻有點不著邊際，甚至穿鑿附會。 

藍氏為了串連詞語，往往妄顧其上文下理，以零碎的詞語，湊合成 

屬靈教導。例如〈主恩足用〉要陳述恩典，但在第一點「恩上加恩」後， 

無端變成「力上加力」和「榮上加榮」。又因為「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 

得力」（賽四十31 )，得力既在乎等候，再推進就變成儆醒主再來； 

其邏輯在十錠銀子比喻中，主人吩咐：「你們去做生意，直等我回來」 

(路十九 1 2〜 1 3 )。
3
1無論邏輯如何犯駭，總之要分享恩典、等候得 

力、仰望主榮。 

其次，藍氏為釋出事件的屬靈意義，硬套上莫名奇妙的解說。例如 

對於迹拿婚宴的六口水缸，她說：「六是屬人的數目，是不完全的…… 

可見人的喜樂常有缺憾，甚至樂極生悲」；而「石缸擺在那裡，有它一 

定的位置」，因此要忠於上帝的呼召：「今天神擺我們在伯特利，我們 

便當在這裡，不要憑己意隨便亂動」；後來耶穌要求用人將缸注滿水， 

藍如溪：〈主恩足用〉，《溪步集》，頁63〜的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從藍如溪的《溪步集》反省講者與講章的關係 139 

「就屬靈的意思’並非人們日常所說的水，乃指主所賜的活水」。
3
2可惜 

經過如斯周張解說，筆者仍未能掌握如何向水紅學習。 

乙、選取經文 

藍氏的講章條理分明，可是處理經文比較雜亂’亦難以探索她選取 

經文的原則。 

例如〈要看耶穌〉篇由撒該帶出看耶穌的好處：發現自己污穢、除 

掉自己梁木、避開不當看景物、效法耶穌模式。第一點列舉彼得自認罪 

人為例，第二點尚引用耶穌的教訓，第三點走回歷史始源：夏娃和亞干 

看見誘惑才犯罪，第四點效法與看同義，皆因看著耶穌才能效法。
3 3
這 

四點縱橫兩約，字彙、文理、體裁間都不見任何關連。按以上邏輯， 

「看耶穌能……」可以填入無限可能，何必囿於這四點呢？甚或，何必是 

這四點、而非那五點呢？ 

即使〈按著照著〉
3
4篇劃以弗所書第一章為限，又選定「按照」 

(according)為鏡字，仍產生取材的疑問。這經文的分段相當明顯：先是 

信首問候語（ 1〜 2節）’然後闡明基督徒的信仰基礎（ 3〜 1 4節）， 

而保羅就在這基礎上為信徒代禱（ 1 5〜 ^節）。在信仰段出現「按照」 

共五次，藍氏選二棄三，卻另選代禱段中的「照」。通篇既未解說介詞 

「按照」何以為鏡字’亦未闡明何以選這二、棄那三。 

丙、發揮信條 

從藍氏處理字彙與經文時的隨意散亂’可見她缺乏整全解讀聖經的 

系統，故只能在個別字彙上觉轉，造成「只見木不見林」現象°此外’ 

：藍如溪 

'藍如溪 

‘藍如溪 

〈六口水缸〉，《溪步集》’頁树〜96 

〈要看耶穌〉，《溪步集》，頁兆〜40 

〈按著照著〉，《溪步集》，頁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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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氏更缺乏清晰的神學系統。上文所列的「基督徒應有態度」和「基督 

徒應有行為」，只可算是信條式的守則，談不上系統整理。她在退休後 

所撰〈成聖〉一文，
3 5
依舊是整齊有致的架構，繼續擷取字彙組成段 

落，但文理推展得脈絡分明：由舊約到新約，分析稱義與成聖之異同， 

並且首次用上「三位一體的神」。與十年前的《溪步集》比較，此文豐 

富立體得多。 

(五）小結：藍如溪的陳述 

《溪步集》只是藍如溪的一名學生將經年抄錄的講章輯印而成的書， 

故講道的處境、對象都有限，但從這些僅存的資料中，可以歸納出藍氏 

講章的三項特色： 

甲、講者以敎導為己任 

藍如溪自我定位為聖經教師，所以她講道的目的在闡明聖經真理， 

也必須要解釋聖經才是講道。至於聖言在受眾心中所產生的功效，並非 

她能左右，故亦無須在講章中刻意鋪排，為他們作出指引。簡言之，講 

道只要解明聖經中某段落或某字彙，就已達到目的。至於「解明」，就 

是成功將經文內容，與持之以恆的信仰守則接軌。 

乙、講道以信條作前設 

從有限的講章中，難以推測藍氏在預備講章時，是經文抑或信條先 

行，但可以肯定信條是她講章的根基。所以無論字彙如何無限串連，鏡 

字在段落中如何隨意剔選，思路的推進如何缺乏邏輯， 終一定歸結為 

絕對正確的信條。 

藍如溪：《神學生特刊》（香港：伯特利學院學生自治會，19¾)，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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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講章以排列為架構 

四十篇講章雖然經文各異，但都貫徹著一個共同模式：平行排列。 

講章既欠起承轉合，復缺中心思想，往往以「試舉數例說明之」開始列 

陣，例子的數目可因講章篇幅增刪。這種平行排列模式說明了背後欠缺 

具系統的神學信念承載，因此只能平面地以字彙串連，未能歸納成層次 

系統。 

四、藍如溪的信念實踐 

下面試從《溪步集》的重覆主題，歸納藍如溪的神學信念，放到那 

時候的處境裡檢視，從而評估其信念實踐的效果。 

( - )講章中的重覆主題 

甲、聖潔 

在藍如溪的講章中， 熱門的教導必屬「聖潔」無疑，但未見她系 

統地解釋聖潔觀念，只有從講章片段歸納成下列三點。 

1.因為神是聖潔的，所以基督徒必須聖潔 

因為神是聖潔的，祂既揀選我們為信徒，要我們生命屬主’身體又 

成為神的殿’所以信徒必須保持自己聖潔，就是在俗世中全面地分別為 

聖，只專注神。
3 6 

2.聖潔是一種逃離俗世的生活 

藍氏假設人本來就污穢不堪’俗世生活又充斥情欲試探，所以即使 

世人認為合理的生活，信徒也必須嚴加過濾，以保持神殿（身體）之聖 

藍如溪：〈潔淨聖殿〉、〈新年立志〉、〈信徒四求〉，《溪步集》，頁41〜42 

51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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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爐火純青乃無我境界。至於禁戒的具體範圍，除了淫行外，未作其 

他指示。幻 

3.聖潔是一種使人神馳的良好感覺 

藍氏認為聖潔並非具體的道德規範或行為，乃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 

狀態。信徒若不聖潔，神就不同在，並非神的應許失效，乃「感覺」不 

到神的同在。藍氏未曾具體地描述這種「聖潔感」，不過她將個人能守 

素安常，凡事感恩的心態歸功於這種良好感覺。相反，所有負面情緒都 

是罪，因為會破壞這種聖潔感。以主為樂的人，將感情投放在主身上， 

自會感到聖潔。
3 8 

乙、成聖 

藍氏直接論及聖潔的篇幅有限，上述的「聖潔感」其實源自她的成 

聖觀念。追本溯源，以下嘗試將她講章中這壓倒性的主題，輯錄成四 

點。 

1.攀登屬靈高峰 

無論是元旦或新學年，在籌劃如何繼往開來之際，藍氏必勉勵同工 

在靈裡進深，就是更專注追求一種內向的、與主親近的經歷。她認為世 

上事物定必灰飛湮滅，故當專注在歷久彌新的屬靈境界中，如此「隱藏 

在主裡」才得生活的力量。
3 9 

37藍如溪：〈潔淨聖殿〉、〈新年立志〉、〈神賞賜尋求祂的人〉、〈信徒四求〉 

《溪步集》，頁41、51、134、91。 

藍如溪：〈藉祈禱求告神〉、〈神賞賜尋求祂的人〉、〈求也得不著的緣由〉、〈. 

樂〉，《溪步集》，頁116、137、138〜139、16。 

39藍如溪：〈求主引領〉、〈新年立志〉、〈信徒三要〉’《溪步集》，頁44〜46 

4q 、 8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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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卸卻人間責任 

藍氏理解俗世生活只得一個「忙」字，家庭、工作等人間責任盡皆 

與屬靈操練爭分奪秒，難免會顧此失彼。所以應該將「升學、謀事、出 

國」等重擔「卸給上帝，不要讓重擔攔阻自己靈程的進步」。4« 

3.否定一己需要 

藍氏認為個人必須放下己見，才能成全聖工，因為人性騎傲自恃， 

乃 難防之敵。信徒必須隱藏在主裡，彷若離地升天，這樣如吼獅的魔 

鬼才不能以私欲引誘，信徒始得免失腳。體貼肉體就會給魔鬼留地步， 

信徒應當經常禱告，被神完全佔據心思意念，方可超凡入聖。41 

4.以教會為中心 

信徒操練成聖之道，應積極地盡量參加教會「所有」聚會，消極地 

避免與未信者廝混。處事要檢討是否榮耀上帝，並禪益靈性。當以事奉 

為念，不可因兼職糊口壞了聖工。42 

丙、救恩 

藍氏明言一切善行聖工的目的，都為向受眾傳福音，事情辦得再好 

仍屬枝葉，惟能領人信主方為正果。43對於救恩’她強調下列兩項： 

1.人知罪 

藍氏非常重視人知罪的覺悟，然後向神認罪並懇求救恩，她視這些 

為得救的必然經歷。至於個人曉得知罪求恩，則在上帝之揀選。 

藍如溪：〈奔跑前程〉，〈只有一件事〉，《溪步集》’頁61、97〜100。 

4
1藍如溪：〈身體保守合一〉、〈當背之物〉、〈信徒四求〉、〈求告有甚麼益處〉 

《溪步集》，頁118、67〜68、91、127 ° 

藍如溪：〈奔跑前程〉、〈新年立志〉、〈聖徒的品行〉’《溪步集》’頁59 

60 、 53 、 109 。 

43藍如溪：〈主來了〉，《溪步集》，頁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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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基督已經為信徒脫罪，然而罪性仍未根斷，仍需儆醒對付，方 

得享聖潔豐盛的生命。對付之法在接受上帝管教，克制老我。M 

2.神施恩 

基督在信徒身上履行三個角色：救主一成就救恩、夫子——成為 

信徒事奉之措模、法官一判定信徒的心思意念。三者皆針對信徒未服 

之罪性，旨在引導信徒成聖。45 

丁、施贈 

藍氏的成聖觀遁世脫俗，唯獨在捐贈事上態度積極。 

她多番經歷神適時供應，視這些「供應」為借來之物。因為耶穌在 

世時也身無長物，借用馬糟、船隻、房間、墳墓，所以信徒也應大方享 

用，但切忌為物所制。另方面，世人自覺匱乏，乃因顧欠神的罪性表 

現’所以信徒歸正後，得享主恩豐盈，就應擔負流通管子的責任，盡力 

以主恩惠澤世人。幻 

戊、聖經 

藍氏認為聖言像鏡子，反映人當下的境況，信徒在洞察本相後，相 

信並篤行聖言的教訓，就會成為聖潔。
4 8 

M藍如溪：〈感謝甚麼〉，《溪步集》，頁69» 

藍如溪：〈我對基督的意見〉，《溪步集》’頁124。 

46《溪步集》中最清晰的行道指引’皆勸導信徒要樂善好施。 

47藍如溪：〈神賞賜尋求祂的人〉、〈我對基督的意見〉、〈三樂〉、〈缺乏〉、〈給〉 

《溪步集》，頁136、124 > 1 4、 8、 3〜 6 ° 

48藍如溪：〈坐下〉、〈信徒四求〉、〈來到神前〉，《溪步集》，頁13、90、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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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章後的現實處境 

若單從講章解構神學信念’難免偏頗’以下試從《溪步集》的時代 

背景切入，由社會、教會，以至神學院，逐步理解藍如溪的講章，望能 

更全面地評估其貢獻。 

甲、社會 

1949年中國政權易替，大批難民湧至，香港人口驟增。但政府並未 

積極回應’社會福利只維持 基本服務’而且多由志願團體主導，政府 

只協辦或津貼，教育方面政府同樣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 

及至1967年暴動過後’香港政府才開始反省其角色及政策。福利方 

面’政府更積極參與前線的救濟扶弱工作’志願團體亦由主導者轉為福 

利政策的執行者。議政方面，政府明白必須知悉民意’及早疏導不滿情 

緒，防範於未然，於是設立民政署’定期與各類民間社團聯絡，間接了 

解民意，教會即為這些社團中的重要一員。相對地，部分組織亦意識到 

須維護社會公義，為低下層爭取權益，基督教協進會於1967年組織的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乃其中表表者，開壓力團體之先河。5。 

乙、敎會 

香港教會基本上與社會同步成長。戰後三十年間，共有四百多間教 

會成立，其中 1 9 6 1至 1 9 6 5年就有 1 1 3間教會成立，可以想象當時對 

4 9
到了 1%6年，教育經費只佔政府總支出4.5%。參洗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變 

遷〉，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頁205。 

洗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變遷〉，頁209 ° 

羅曼華：《香港教會研究增長報告書》（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1979)，苜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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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同工需求之殷切。而教會對牧者的要求都在功能層面，如在帶領主 

曰學、訓練營、個人佈道工作等方面，幫助平信徒植入基督教文化。
5
2 

丙、神學院 

當時共有十六間培訓教牧的神學院，平均師生比例為一比五，而伯 

特利神學院，更是十位老師對十六位學生，應算是師資過剩。
5 3 

當時教會認為神學教育並未適切其需要。一方面信徒並不重視神學 

教育’以致普遍缺乏整全的信仰系統，難以回應日趨複雜的思潮；另方 

面也有部分神學院過分重視個人的靈命修為，忽略待人處世的提點。再 

加上神學生缺乏實習機會，所學與教會實際工作脫節。
5 4 

(三）小結：藍如溪的實踐 

藍如溪簡單內向的神學信念，落實在蓄勢待發的時代處境，其貢獻 

可分為下列三點： 

甲、內激成聖 

藍母邢夫人對女兒的遺囑：「你們要好好學習’愛耶穌並好好服事 

耶穌、服務中國。」55結果藍如溪以一種符合她個性的方式實踐慈訓。 

這些是在問卷中.請受訪者列舉幫助教會增長的因素。參羅曼華：《香港教會研究 

增長報告書》，頁M。 

張修齊：〈香港各神學院調查統計〉’《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香港：中 

文神學教育促進會，1975)，頁53〜57。 

桑安柱：〈攔阻神學教育革新的因素〉’《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香 

港：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 197 5 )，頁 9 1〜們。 

55藍如溪、胡美林：《日治下的香港一隅》，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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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氏著重個人棄罪歸主的重生經歷’往後的人生意義旨在成聖’這 

其實是相當典型的衛理宗思想’
 5 6

回顧藍氏的成長背景，相信此乃其啟 

蒙信念°先天的內向個性，配上後天的成聖信念，再加上獨身狀態和紛 

亂時勢，發展成一套遁世內欽的成聖觀：浸淫在教會群體中，追求人神 

親近的良好感覺。在資源匱乏的日子，這不失為一個明哲保身的生存方 

式。 

乙、貫徹行道 

作為神學院的院長，藍氏的聖經教導鬆散隨意，靈程指導遁世內 

欽。單從其言，難以想象就此栽培未來傳道人，便能回應教會的實際需 

求。由此更突顯後輩對她高山仰止的尊敬，非關其言，乃在其行。 

雖然她持守伯特利佈道團的立場：「他們不是無興趣關心社會需 

要，而是認為只有人心改變，才可影響社會。急於參與社會建設，無疑 

捨本逐末，因此他們將首要目標放在傳福音、救靈魂一事上。……伯特 

利佈道團設醫院、學校、孤兒院，是一種極自然的愛心流露。……因此 

雖然基督教很關心社會改善，但更重要的是透過直接傳講福音，使人受 

聖靈感動，和神建立正常的關係。」
5 7
但是她對當代教會的貢獻，在 

「愛心流露」的服務，多於解經教導上。 

丙、低調回應 

由社會發展角度觀之：「從香港開淖以來，基督教會無論是新教還 

是舊教，活動範圍都很廣泛。一方面它直接的宣揚教義，導人入教；另 

一方面透過形形色色的社會服務，間接的宣揚教義。奇怪的是，正式奉 

56
衛理宗對重生的理解：「信徒願意由基督作主，以基督為中心地調整生活，有聖靈 

使人重生的經歷；這種主權的轉變會繼續引導人在基督裡長進，直到完全的境界’也稱為 

成聖歷程》」參司徒格致著，周振勇譯：《衛理公會主要信仰》（香港：衛理公會出版委 

員會， 1 9 6 4 )，頁卯〜 1 0 7。 

5 7
蕭楚輝：《奮興主教會：中國教會奮興佈道運動初探》’頁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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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基督教的香港居民人數不多，但教會的『非宗教』的影響卻非常深 

遠，很多人無意中受了它的社會理想的感染。這種理想以不同形態，滲 

入香港人的意識，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5
8
這也反映出藍氏對社會 

的貢獻。她服務社會皆因悲憫弱小，而內欽的屬靈觀又阻礙她擴大其社 

會影響力。 

五、結論：牧養策略的反省與前瞻 

總結藍氏的事奉歷程，她行道的果效比講道更顯著。講道是一門藝 

術，藝術會無止境地追求美善，所以大概沒有完美的講章；但講者應燥 

發生命更新的光采，以鼓勵信徒由聽道到行道，邁步成聖之旅。 

( - )總結學習 

甲、言敎 

筆者的講道理論啟蒙自一道橋梁：接通聖經和現實兩個世界。
5 9
在 

聖經一方，從剖釋聖經歸納為聖經神學，再建構為系統神學。在現實的 

另一方，從現象觀察到處境證釋，然後以神學命題對應之。若從以上兩 

個向度評估藍如溪的講章，得要承認未及水平。她的講章只重覆個人的 

成聖信念，是幼受庭訓的延續，並未經深刻的思考或批判。 

乙、身敎 

藍氏的人生歷程，見證她孜孜不倦地實踐其成聖信念。而信念之成 

形，取決於她的天賦個性、成長背景和生活狀態，未必適用於每一個 

人。所以，她貫徹信念的態度’成為後學的激勵，在成聖旅程上繼續前 

進。但她的個人歷程、信念並非楷模，故未必需要遵循其成聖模式。 

58
洗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變遷〉’頁210。 

59斯托得著，魏啟源、劉良淑譯：《講道的藝術》（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88) 

苜 137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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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牧養反省 

甲、講道的定位 

自宗教改革確立聖道和聖禮為教會之本開始，講壇就成了牧養事奉 

的基地。但聖道之傳遞與表彰’豈只囿於講壇？而且現今教育普及，信 

徒要領受與融會聖道，又豈止於講壇？筆者絕對肯定話語職事的重要 

性’只是認為講壇非聖道的唯一出口。信徒在培育架構中，有系統地認 

知聖道，聖徒相通，彼此磁礪實踐聖道，以心靈誠實敬拜主，重新立志 

遵行聖道……在在都是聖靈以聖道牧養聖徒的場所。 

乙、講者的形象 

無可否認，信徒對講壇上的傳道者，確實會帶著微妙的期望，但筆 

者認為這期望繫於講者的「形象」（f igure)，多於其講章內容。在我們的 

成長過程中，若得到正面形象或模範的導引，自會事半功倍。成聖道上 

亦如是，講者自然會成為所傳之道的具體形象，鼓勵領道者切實遵行， 

而生命就在行道中長進。因此，傳道者在講壇下的行道見證，必須與其 

道互相呼應，才能建立正面形象。傳道者藉此「形象」只能鼓勵信徒開 

步，還須幫助他們發展合適的成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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