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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區會執委會會議上，聽到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及鍾

婉芬宣教師分享往河南省周口市探訪教會與培訓神學生的工作，從中有不少體

會。 

 由於實際的需要，當地的教牧人員不單要照顧信徒的靈命成長，更要提供全

面的關懷與教育，例如醫療衛生常識、就業、家庭婚姻輔導，甚至是「致富之道」。

「致富」似乎與教會拉不上甚麼關係，但內中卻是教導信徒如何飼養家禽、栽種

農產品等，目的在於幫助他們提升生產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條件。最後蘇牧

師分享到當地教會的需要，提及了好幾個計劃，其中一個是「一隻雞蛋」的計劃。

由於當地的神學生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祇吃饅頭、青菜，沒有一點肉，所以神學

院希望有熱心人士捐獻，讓學生每人每天可吃一隻雞蛋，以補充營養。以 250

位神學生三年課程每天一隻雞蛋來說，共需約人民幣二十多萬元。 

 聽到這裏，我心中有無限感觸。相比於我們學校重建的籌款目標，這是一個

十分卑微卻令人動容的訴求。雖然中港兩地的情況及物價各有不同，不能相提並

論，亦無法比較，但這卻是個好機會，叫我們反思。 

 回看英華女學校過去百多年來於香港教育的服務，傳教士篳路藍縷，辛勤培

養一代又一代忠誠負責、對家庭及社會有貢獻的女子，投放在學校及學生身上的

資源一丁點也沒有浪費。曾有人說過：「給我一代的好母親，就可以於五十年內

將世界改變。」這是女子教育深遠意義之所在。往後的日子，我們將秉承前人對

女子教育的信念，於新時代的洪流中，繼續開創前路，同時亦本著「多給誰，就

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加 12:48）的聖訓，培育懂得知恩、感恩、

報恩的下一代。 

 所以「一隻雞蛋」及「英華女學校重建計劃」雖然有著其社會背景的分別，

但卻各自有其特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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