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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曆新年結束。今年中國新年、齋期三

歌經起始日、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瞻禮以及

主進殿節慶期圓滿日重合在了一起。我祈求了上

帝的祝福，開始紀錄我們香港堂區以及中國正教

會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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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安納托利神父從格魯吉亞和下諾

夫哥羅德都主教區朝聖回來了。今天在

事奉聖禮之後，我們將新聖物迎奉了出

來供信徒敬禮，這是下諾夫哥羅德都主

教贈送的：帶有小份聖髑的薩羅夫的聖

塞拉芬的聖像。我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裡都沒有聖塞拉芬的聖像。一天，我們

堂區的一位中國女信徒說這麼受人敬禮

的俄羅斯聖人，教堂裡竟然沒有他的 

聖像，她覺得有些詫異和遺憾。她說 

得對。不過更遺憾的是，在我們將這

尊帶有聖髑的聖像迎回教堂時，她並 

不在。但現在，在這尊聖像前，我會一

直為她祈禱。

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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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教堂的薩羅夫的聖塞拉芬聖像。

仙台主教塞拉芬寄來了十二大節日

中的九大節日的經書，是北館的翻譯。

在義和團放火焚燒北京傳教團時，很多

禮儀經文都丟失了，但現在我們在全世

界各個地方——莫斯科、北京、美國、

日本，搜集殘餘的經書。塞拉芬主教寄

來的是最全的。這麼多經書，現在有夠

香港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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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們校訂的了。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這份禮

物確實很珍貴。我們現在就要專注於十二大節日

經文的整理工作了。

給我們寄來經書后，主教又從仙台給我們

寄來了特別優質的香炭。香炭包裝精美，質量上

等，一切都給人一種美的享受。香炭不便宜，而

且主教還給我們送來了經書。非常感謝主教送給

我們的如此精緻的禮物。

譯者的話：主教寄來的是日本香道用炭。

北京傳教團翻譯的復活節禮儀經文封面。

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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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莫斯科的主教公會決定將哈巴羅

夫斯克都主教伊格那提任命為阿根廷及

南美洲都主教。而哈巴羅夫斯克則調遣

赤塔都主教弗拉迪米爾牧養。我們對伊

格那提主教最為感激的就是他接受了我

們的兩位學生進入哈巴羅夫斯克神學院

學習，而且還將其中一位按立為輔祭，

然後又按立為司祭。這就是安納托利 

神父，是香港歷史上第一位中國正教 

司祭，也是在五十七年的間斷後，首位

被祝聖的中國正教司祭。將安納托利神

父祝聖為輔祭是與牧首事先確定好的，

而祝聖為司祭則是伊格那提主教自己做

出的決定。主教在2014年12月9日伊爾

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中國的天國守護

者之一）的瞻禮日，出乎意料地將安納

托利神父祝聖為了司祭。其實，我們堂

區和我本人都為這個決定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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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更需要司祭而不是輔祭，而且

安納托利神父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 

是神職人員的極佳人選。我認為在中國

傳教的問題上，應該好好利用香港的特

殊地位。香港雖然是中國的領土，但在

宗教問題上並不受中國內地政府的管

理。幸運的是，香港並不使用中國內地

的法律，這裡的宗教生活也確實沒有受到

中國大陸普遍存在的限制。顯然，伊格那

提都主教的決定帶有「天命使然」的色

彩，可能他自己在做出決定的時候也並不

曾明確地感知到這一點。我們祈禱新主教

到來後，哈巴羅夫斯克教區能繼續發展自

己在中國傳教問題上的潛能。

6月5日

穆斯林齋月開始了。但這和我們有

什麼關係？是這樣的：中國宣布禁止公

務員、學生和兒童在齋月齋戒。商店、

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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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如果在齋戒期間停止售賣食物、 

香煙、酒精飲料，則可能遭到關閉的 

處罰。不過很有意思的是禁止黨員齋戒

的規定，因為黨員本身就被禁止信仰任

何宗教。清淨正信的穆斯林這時怎能不 

高喊：撒旦哪！

我從未曾聽說對宗教信仰的禁止、

打壓能讓它變弱。效果適得其反。還不

如鼓勵在中國的穆斯林中間進行基督教

的宣教。現在中國人為激進穆斯林的增

長感到憂心忡忡。這個問題也確實需要

妥善解決。

6月6日

老實說，今天是非常辛苦的一天。

我們的案子在上訴法院審了三個小時。

我們最初購買教堂的新址時交了按金，

然而最後並沒有購買成功。這起官司關

香港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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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到我們是否能拿回按金。初審的時候我們勝 

訴了，但現在對方又提起上訴。我們的對手雇 

了一位很厲害的從政的女士作律師，她出身香港

上層，是反對黨派的建立者之一。在陳述的時

候，她簡直閃閃發光，不僅是因為出色的邏輯，

也是因為她那身無可挑剔的黑色西服上的鑽石蝴

蝶胸針。她給法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們

的律師，這位女士的同學，在自己的闡述中也同

樣邏輯清晰。可能甚至要好過我們的對手。法官

聽完了雙方的陳詞，需要兩個月時間進行判決。

我本來希望通過法院的判決在近期拿到一筆錢。

雖然現在對於法院的判決感到樂觀，但這件事還

是被耽擱了。我們的裝修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當下就需要錢，到哪裡去借呢？我向六家業績

良好的香港俄羅斯公司發了信函，請求幫助。 

我等著他們的答覆。

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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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 日

送給一位俄羅斯主教的中國畫。

很多俄羅斯的修道者都對中國和中

國文化充滿了一種異域情懷式的喜愛，

這很有意思。又有一位主教請我幫他 

找一幅傳統的中國山水畫。收到這樣的

請求我很愉快，樂意效勞。

香港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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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台北舉揚十字聖架教堂的堂長基

里爾神父寄來了他自己校訂的事奉聖禮 

文本。有人實實在在地參與到這份工作

中來，真的很令人高興。在事奉聖禮的

文本中保持聖經引文的一致性似乎並不

容易。基里爾神父覺得，中文聖經直到

如今都還沒有一部令人滿意的譯本。 

我覺得應該使用現在已經有的譯本， 

而且聖經經文和事奉聖禮經文之間的聯

繫必須得到體現。

6月16日

今 天 我 們 堂 區 的 信 徒 亞 歷 山 大 ·

德米特連科在香港城市大學做了一場

報告，內容是東正教譯者的中文聖經

譯本的特點。報告相當有意思：亞歷

山大介紹了北京傳教團的各個譯本， 

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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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們與天主教和新教傳教者的福音書

譯本進行了比較，並推論這些譯本可能

對北京傳教團的翻譯產生過影響。不過

難過的是，基本上沒人來聽報告。正教

徒裡面就只有我來了。有人給我說，我

代表了「普世正教」（不過我可沒這種

普世野心）。其實非常遺憾的是，我們

堂區的中國和俄羅斯信徒中都沒有人對 

這 個 話 題 感 興 趣 。 我 可 以 說 還 挺 難 

過的。

6月18日

今天是五旬節前的週六，紀念亡者

日。我們堂區的很多中國信徒都是自己

家裡最先信奉正教的。我以為，這不僅

對他們自己的救恩來說非常重要，而且

還能讓他們的整個家族在上帝前得到開

解、辯護，就像舊約的以色列那樣。所

香港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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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這樣的日子裡特別適合為自己未受洗的親人

在教堂裡進行個人的祈禱。

今天禮儀的福音書講的是關於永生的許諾。

我想起了那些道教神仙塑像的可怕面容，他們就

像是復活的屍體。其實，這正是基督復活前眾人

對永生的理解——永遠像復活的屍體一樣活著，

甚至還有這樣的神祇。他們就叫做「死屍」。 

用這種觀點來看，可能佛教確實是合理的，因為

它否定這樣的「永生」（永恆的死亡）。但無論

八仙之鍾離權，象牙雕，明（16世紀末－17世紀），大英
博物館收藏。

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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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基督信仰給予人的完全是另一幅

遠景。

譯者的話：暫未知所指的「死屍」

神祇是誰。

6月19日

今天是聖三節。當然，中國書法是讓

人稱歎的。不過也可以自己造一些新字來

表達新的意義。所以我昨天也想出了一個

漢字，用來翻譯「聖三」。如圖。

我想出來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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