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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歷史上，「食大煙」（吸食鴉片）縱然被公認為不良嗜好，卻一直不被列為非

法勾當。自開埠以來，香港政府即享有售賣鴉片的專利；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政

府才於 1945 年結束鴉片的銷售，並立法禁止售賣所有鴉片製成品。 [1] 此舉的目的當

然是要整肅社會風氣，加強人民的抗敵能力，但卻間接地增加海洛英的銷路。因為吸食

鴉片所需要的空間較大，而鴉片的氣味亦不容易遮掩，因此吸毒的人士便放棄毒性較輕

的鴉片，選擇對身體具更大殺傷力的鴉片提煉品—海洛英。 [2] 1949 年後，有大量毒犯

由上海逃至香港，以香港為他們重操毒業的發展基地。禁毒政策開始以後，政府只有用

刑法監禁毒犯和吸毒犯法的人，卻沒有協助沉溺毒海的人士脫離毒品的摧殘。在一般人

的眼中，「道友」是一些無藥可救的人，不值得多花資源去引領他們重投正常社會生

活。 

 

1968 年中，書院道美門浸信會的牧師陳保羅，率領著一群年青人，摸索到九龍城寨的

白粉窟那裏去派單張，開始了香港教會史上第一炮的福音戒毒行動。他們中間沒有熟悉

濫藥問題的專業人士，就只憑一片赤子之心，高舉「不用藥物，不憑己力，只靠耶穌」

的信心方法，認定基督的福音就是戒毒的最佳途徑。按當時的官方數字，在全港四百萬

人口中，吸毒的人數約十萬，難怪當浪茄健康村成立之後，很快便聚攏了一大群願意嘗

試福音戒毒的人。這一項聚集道友的行動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反而被執法者誤會為

一個以佈道為名，販毒為實的組織。1969 年 12 月，竟有皇家輔助空軍襲擊戒毒所，拋

擲當中的聖經，企圖驅散人群。 [3] 這顯示了教會在吸毒人士的復康工作上遠遠走在社

會主流的前頭。 

 

與此同期，有「城寨潘 小姐」之稱的英國宣教士潘卓靈在九龍城寨開辦了一個青年中

心，初期她把有毒癮的年青人轉介給晨曦會的陳保羅牧師 [4] ，至後來她更創辦了聖士

提反會，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幸福營」，成為今天在香港的福音戒毒行動中人數最

多的機構。 [5] 1970 年代初期，美國宣教士宋和樂牧師帶領了倪翰生信主，創立了互愛

團契。1972 年開始，政府在吸毒者的康復工作上有重大的策略改變；把以往「絕不容

忍」(zero tolerance)的政策改為「減低傷害」(harm reduction)的政策，開辦美沙酮診

所，提供藥物作為海洛英的代替品。基督徒奉主耶穌的名在邊緣群體中的工作，可以在



2 

 

2 

 

今天的城市裏帶來社會的改變。 

 
香港教會在濫用藥物人士的復康工作上，的確是激發了社會的關注。在過去的日子，最

少有四位前吸毒者和一位復康工作者在「全港十大傑出青年」比賽中獲獎，反映了教會

在這範疇上的成就。但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來，教會卻滿意於現有的服務而沒有繼續發掘

其他沉溺群體的需要。 

 
2001 年中，工業福音團契在的士司機的福音事工中，發現「問題賭徒」的需要，因而

成立了「問題賭徒復康中心」。這本來是一個小型的計劃，卻在短期內吸引了大量受眾

上門求助，揭示了香港社會嚴重的賭博問題，刺激起傳媒、政府、社工和學術界的回

響。香港教會群體更在賭波合法化的爭論上明顯地表達了立場，在社會輿論中有一席

位。 

 
一如戒毒問題，香港教會因著前線的城市宣教工作，在社會的賭博問題上也有著帶領性

的、抗衡文化的影響。但是賭風其實在香港已興盛多時，為何在過去的日子裏吸引不到

教會的關注？ 如果香港教會需要三十多年才可以發掘到另一個沉溺群體的話，那麼又

要待多少日子才能夠接觸到其他如酗酒、嫖妓等沉溺人士？除了沉溺人士以外，香港的

城市裏還有許多鮮被教會關注的「弱小群體」，如人數眾多的零售業人士(包括小販)、

在公共交通機構服務的員工、由外地來港找機會的流動人口等。 香港教會的會友多數

是一些能夠在週末放假的白領和中產階層，聚會的形式亦多以知識型作為主導，教會的

成員遠不能反映香港社會的人口架構。 

 
香港的城市宣教雖路長漫漫，只要有願意開路的人，漫長路上總是充滿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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