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溫暖人間》看宗教傳媒 何小雲

一、源起

為什麼會選擇《溫暖人間》作為本文的主題？如果有留意傳媒動向的話，應該察覺得到，自從

《溫暖人間》於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創刊以來，短短三年間，《溫暖人間》對推動六宗教傳

播起著一定的作用。而過去筆者有幸負責該周刊的天主教部份的供稿工作，可惜１９９８年８

月３０日星島日報因為經濟效益問題，將原本包含六宗教的《溫暖人間》改為《佛教周刊》，

而本年５月３０日星島日報更終止《佛教周刊》的出版。

能夠集合六宗教的力量，向普羅大眾宣揚溫暖人心的喜訊，《溫暖人間》的結束實在令人惋

惜。所以這篇文章作為一個小小的總結，希望對六宗教日後反思傳播方面有所裨益。

為了完成這篇文章，筆者分別訪問了《溫暖人間》統籌馬慧儀、編輯陳雪梅（兩人並且是佛教

版的負責人），負責基督教版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助理執行秘書　幗璧，負責回教版的中華回

教博愛社楊興文教長，負責孔教版的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博士，負責道教版的道教聯合會宣道

部主任湯偉俠等。　　

二、《溫暖人間》的誕生

１９９５年對香港報業來說，是不能遺忘的一年。《蘋果日報》的出現（註１），可說是改變了

很多傳媒工作者的命運。一方面，《蘋果日報》為死氣沉沉的報界，帶來一股前所未有的衝

擊，無論報導手法、版面編排都自創一格，不少報紙都爭相仿效；能夠大灑金錢進行徹底性改

革，固然可以繼續鬥個你死我活；銀彈不足便不能逃避關閉的命運，汰弱留強已經成為報業的

定局。

《蘋果日報》為香港傳媒所帶來的風氣，好與壞見仁見智，而《溫暖人間》正值這段時間面世

（註２），希望起著淨化人心的作用。初期是邀請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提供稿件，

到後期擴展至六大宗教。

在這三年內，《溫暖人間》也曾出現被腰斬危機。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７日《星島晚報》停

刊，一向隨《星島晚報》附送的《溫暖人間》也面臨從此消失的命運，幸而１２月２２日起改

為逢星期日隨《星島日報》附送（註３）。及後由於《溫暖人間》多年來嚴重虧蝕，為了削減成

本，於是當１９９８年８月３０日最後一期集齊六宗教的《溫暖人間》出版以後，便改以單一

宗教《佛教周刊》形式出現（註４）。但想不到，１９９９年５月３０日最後也逃不過停刊的命

運。

三、六宗教的傳播模式

１．佛教

《溫暖人間》不是副刊



《星島日報》一直以來，都有「信望愛」版，不過「信望愛」版通常由非教徒撰寫，介紹某宗

教時會避重就輕，與《溫暖人間》以傳教弘法為己任，明顯不同。

「雖然《溫暖人間》擺明車馬傳教，但我們不希望《溫暖人間》成為宗教的官方刊物，所以要

求用字要顯淺，多舉例子，以趣味性包裝，深入淺出為原則。」馬慧儀說（註５）。

馬慧儀表示佛教界其實有不少刊物，但全部都隸屬某些團體，涵蓋面不大。但《溫暖人間》便

沒有這樣的束縛，無論台灣、大陸、香港有關佛教的東西，都可以談論。

以宏法為己任

佛教部份是由馬慧儀負責，目標只有一個：弘法。有別於只是「踢人入會」，馬慧儀希望能帶

出轉化人心的訊息，抗衡今日不良的文化。「我對於社會的腐化越來越覺得心痛，而傳媒則在

一旁繼續落毒。我深信很多人不喜歡看主流的傳媒，所以我希望為他們提供另類的選擇。當

然，相對主流不能抗衡甚麼，但可以做多少便做多少。」

作為一個把關者，馬慧儀需要將佛教中的正信與邪信、正信與迷信區別出來。「佛教的神棍確

實很多，遇上有懷疑，便不能隨便報導；就算想在報紙登廣告，也寧願拒絕。」同樣許多人將

拜神與拜佛混淆，也有必要將佛教與這些民間信仰劃清界線。

從來都不太重視通訊的筆者，從馬慧儀口中才得知，原來由《溫暖人間》到《佛教周刊》，佛

教版最受歡迎是道場通訊。「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定期的聚會活動，但佛教就完全不定期。過

往通常在齋舖門口抄，所以辦《溫暖人間》之初，便不用細想要做一個全港的道場通訊表。」

而在這段停刊期間，馬慧儀也繼續將這道場通訊上網，方便查閱。

高調還是低調

過去三年，佛教版成功將宗教人物突出，作為一眾信徒效法的榜樣，當中包括唱禪曲的願烔法

師（註６）、梅艷芳曾志偉的師父夏瑪巴寧波車（註７）、洋和尚道門法師（註８）等，人物眾多，不

能盡錄。究竟法師應否這樣高調在傳媒出現呢？

馬慧儀有這樣的看法：「佛教是為眾生，幫助人破除煩惱，安樂自在，所以一定要開門出去，

不能關門做事。」她覺得星雲大師是非常注重傳媒的力量，瞭解傳媒的作用有多大，所以能夠

得到預期的效果。

佛教的興盛

馬慧儀認為佛教近年在香港蓬勃起來，與這些法師有莫大的關係。

「能夠像星雲大師一連三天在紅磡體育館弘法場場爆滿，相信沒有多少人可以這樣：而不少初

接觸佛教的人，第一本閱讀的書，大多是聖嚴法師的《正信的佛教》；至於慈濟功德會的証嚴

法師在推動醫療、教育、慈善工作方面，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她覺得香港人受台灣吹來這股佛風影響，加上香港的明星效應，以及志蓮淨院的興建，都起著

帶頭的作用，令佛教在香港得以發揚光大。

２．基督教

事實上，其他宗教也感受到佛教的入物突出，不過，並非所有人贊成這高調的手法。

負責《溫暖人間》基督教版面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衛幗璧表示，不會刻意突出個別人物（註

９）。「始終是人，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不想將某某人標榜。」不過，基督教

在表揚不同機構及教會所作的社會見證，卻非常出色。

不是從《溫暖人間》的介紹，大家不會知道原來基督教有那麼多不同類型的服務，如香港木屋

區福音團契（註１０）、籃球體育事工（註１１）、國際福音飛行事工（註１２）、在職婦女「儷人會」

（註１３）等。「由於大機構或教會很多人都認識，所以我們在比較上，多選取報導中小型組織

的工作。他們所作的信仰見證，可說是有血有肉。藉著《溫暖人間》一方面可以表揚他們一直

以來的默默耕耘，另一方面，對普羅大眾來說，也可能有用得著的機會。」信仰不單是宣講那

麼簡單，還需要與行動結合。　　　　　　　　　

基督教的合一與分歧

對基督教會來說，在香港有過千不同宗派的教堂，也有接近二百個各類型機構，所以，這份破

天荒的刊物，帶來在合一上的迴響。「在決定是否接《溫暖人間》這份工作之前，基督教協進

會邀請了不同的宗派代表開了一次大會。對於《溫暖人間》的看法，主流派一般認為是交流合

作的好機會；但有部份極端保守的福音派，則堅拒不合作；有部份人則認為可作有限度的參

與。」

雖然有意見分歧，但結果還是接受這新挑戰。不過，　幗璧經常問：在沒有人手，也沒有經費

下，有沒有價值繼續做這份刊物？「因為有時覺得各大宗教之間不大協調，而且，各宗教自說

自話，並沒有交流、討論，甚至有部份宗教只談論教義（Hard Sell），與最初定下的原則相

違。再加上，該刊物因出版經費龐大，需要大量廣告支持。本來承諾協進會須負責徵求廣告，

但後來不斷要求協助向過千的教會宣傳廣告，使這個全義務的工作百上加斤。但無可否認，

《溫暖人間》的確增進宗教間彼此的認識。」

３．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也是反對人物的崇拜，不特別推崇個別的教會，所以自從１９９７年５月４日加入

《溫暖人間》這個宗教大家庭後（註１４），中華回教博愛社楊興文教長一直都緊守每個組織也

是平等的原則，不會刻意標榜。

「我們沒有特別介紹組織機構，反而著重向讀者介紹回教的信仰、與人生社會的關係、神學、

功課等等。」（註１５）



過往回教比較保守，不著重對外的宣傳，只是集中教徒的培育，但坊間傳媒對回教有太多的反

面宣傳及誤導，如原教主義、多妻制度等，令楊教長覺得有必要通過《溫暖人間》糾正外教人

對回教的認識。

其實，回教的道理不僅為外教人有益，楊教長直言為回教徒也是一個很好的溫習機會。因為很

多回教徒都是一代傳一代，只機械式地參與宗教活動，有時連基本信仰是什麼也不懂得，《溫

暖人間》正好作為教材。

公平競爭

六宗教同時出現在一份刊物之內，可說是絕無僅有，但不代表以互相踐踏的姿態出現。

「當時《溫暖人間》的情況，就是在每一個宗教尊重另一個宗教的同時，各宗教將自己的特

點、真理顯露，而非誇張自己的宗教如何優勝；而普通人則從第三者的角度比較誰合乎情

理。」這種公平競爭，又真的能夠深入人的需要，據知有數名囚犯因此而歸依回教。

４．孔教

屬於後期加入的孔教（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９日）（註１６），在《溫暖人間》的字裏行間，一直

都以發揚孔子思想為己任。主力執筆的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博士強調（註１７），他希望為孔子

平反，讓中國人認識萬世師表的道德精神，從而成為中國人的精神軸心，凝聚中華民族。他相

信如果人人有愛人之心，世界就可以得享太平。

５．道教

道教在《溫暖人間》可以說是曇花一現，１９９８年６月７日當道教加入（註１８），六宗教終

於可以同時間在同一份周刊出現，可惜三個月後，此現象便從此消失。

由於只維持了一段短時間，道教的教義未能在《溫暖人間》完全彰顯。不過，在道教版面之

中，出現了一個比較獨特的現象，就是定期見到學生發表對道教的看法。據道教聯合會宣道部

主任湯偉俠解釋，該會以辦學為主，所以參加任何計劃，都會考慮到學生的培育，有機會便會

讓他們表達心聲。（註１９）

６．天主教

筆者受天主教社會傳播處委托，負責《溫暖人間》天主教版面的組稿工作。在這三年來，由於

自由度大，便可以作出不同的嘗試。

多元化

過去曾經在《公教報》工作，所以在編排版面的時候（只負責三個版，另一個由明愛包辦），

便會汲取過往的經驗加以善用。像其中一個專欄版，與作者聯絡的時候，會預先告知只會維持

三個月至半年，希望藉此發掘更多撰寫專欄的人材，因此短短三年間，已有不同類型風格的專



欄出現，像「生活隨想」、「一青集」、「願作人間雨」、「陶園」等。而且從最初只邀請神

父修女撰寫，發展到後期也邀請平信徒參與，像「愛的小品」、「第十時辰」、「聖經無名英

雄傳」等，以另一角度反省信仰生活。

無可否認，在《溫暖人間》百家爭鳴的情況下，是有互相推動仿效的作用。像基督教版面不斷

搜羅各國的宗教畫，於是一向有這傾向的筆者，也推出了「名畫話基督」、「聖神年話聖神」

等專欄，實行百花齊放。

小故事

此外，佛教版面那一個個突出的人物，令筆者反思天主教會內也有不少名人是天主教徒，於是

便出現了甄惠儀（註２０）、梁舜燕（註２１）等人物訪問。當然筆者沒有忘記自己定下的宗旨，以

「感人至深小故事」作為出發點，所以蘇春就（以演小丑、默劇為生）（註２２）、黃艷芳（開

時裝店、書店傳福音）（註２３）、盧和鐳（終身執事）（註２４）、諸正瑛（《公教報》忠心耿耿

的雇員）（註２５）等在自己工作崗位上默默耕耘的平信徒，便成了《溫暖人間》活生生的見

證。

不能遺漏是天主教會內有不少的組織，透過介紹不同機構修會的工作，如耶穌小姊妹友愛會

（註２６）、嚴規熙篤會（註２７）、善牧會（註２８）、聖保祿孝女會（註２９）、天主教教友傳信會（註

３０）、出生權維護會（註３１）、思定會（註３２）等，讀者對天主教的面貌可以有多一分的瞭解。

由於面對的讀者來自四方八面，所以對於一些天主教的誤解，也可以趁此機會澄清，如早期的

「答客問」及後期的「跳出信仰疑難谷底」等，文章如「天主教為什麼拜聖母」（註３３）、

「燒衣福音的絆腳石」（註３４）等，都是為此而衍生。

可以說，天主教版面沒有一定的程式，多作嘗試之餘，也可能有失去了主線的危機。

四、對傳媒與宗教的三點反思

大眾傳媒一向以來都不是專為宗教而服務，過去香港報界出現的宗教版面，都是抱著提供資訊

與豐富版面為目的。《溫暖人間》的出現，或多或少可以協助每個人找尋到生命的意義。

１．傳媒的使命

「傳媒肩負著無可推卻的社會責任，必須和群眾一起見證生命的真理、人的尊嚴、自由的真諦

和互相倚賴的重要性。」（註３５）當今傳媒有多少醒覺到自己負有這使命，相信少之有少，但

能夠在多方制肘下，仍然懷有這希望、堅持，大眾傳媒便不至於日趨淫賤。作為宗教刊物（無

論是即將復刊的《佛教周刊》，還是六宗教現有的刊物），比一般的傳媒，應該更加遵循這原

則操守，見證生命真理的熱誠應該更加強烈，才可以抗衡這追求嘩眾取寵的傳媒洪流之中。

２．傳媒的推動

「傳媒的新聞文化以『日日新鮮』為主體，．．．傳媒能幫助教會以新穎並切合日常生活的方

式宣揚福音。」（註３６）這個年代，資訊實在太發達，太日新月異，很多時候宗教傳媒步伐都



不能追上潮流，以另一種切合現代人模式的包裝，去宏法去傳福音，而《溫暖人間》的出現，

正是一個好機會，讓宗教人士反思傳播模式是否停滯不前，是否應該追上潮流，令更多人可以

藉著宗教，找到生命的終向。

３．傳媒的影響

我們當然不希望見到傳媒成為「控制人思想意識的工具．．．控制特定觀眾群、讀者及聽眾，

使他們成為某些可以從中獲利的籌碼。」（註３７）但無可否認，這趨勢有加劇的跡象，而普羅

大眾在無意識的牽引下，順著大勢所趨，不加思索地接收傳媒提供的一切，這現象實在令人憂

慮。

其實「大眾傳播在現今社會應該擔當著『大眾論壇』的角色，藉著互相交流真理、意見及價值

觀，以助建設社會。」（註３８）這表示傳媒並非操控人的思想，而是豐富人知識之餘，讓人更

有主見更有分析能力去面對這個世界。因此六宗教同時在《溫暖人間》的出現，並非只是將周

刊單一作為宣傳宗教的工具，而是將各宗教的真理個案呈現，豐盛人生之餘，也讓人類自己去

選擇去經驗。

五、《佛教周刊》的未來

《溫暖人間》的成功，除了破天荒集合六宗教的力量，辦一份宗教周刊以外，在版面編排方

面，能給與篇幅與篇幅之間足夠的空間，將文字的壓迫感減低，使人看得舒服，也樂意看。其

次，《溫暖人間》願意犧牲寶貴的篇幅，將封面騰出，只以圖片為主，吸引人翻看內頁。

可惜，這優點隨著《溫暖人間》變成佛教周刊而消失。看慣六宗教多姿多采的報導，突然由六

宗教變成單一宗教，總覺得有所欠缺似的。此外，可能因為減版的緣故（只有八版），版面需

求甚殷，結果封面圖片沒有了，而內頁也欠缺了以前的空間感。

不過，馬慧儀就覺得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將六宗教放在一起，而由《溫暖人間》轉為《佛教周

刊》，雖然約有三分一的訂戶流失，但同時亦增加了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訂戶，可見不乏捧場人

士。其次，亦有佛教徒反映，每星期日都非常重視《佛教周刊》的出版，恐怕買不到便一早起

來上街購買。而當《佛教周刊》停刊，差不多每天都收到從不同渠道的回應：信件、傳真、電

話等，希望周刊能繼續辦下去。

六、總結

總覺得坊間的宗教刊物實在太少，沒有比較之下，於是容易老化、墨守成規，而教徒在別無選

擇下，也只好接受。《溫暖人間》的出現，就算不能刺激既已存在的宗教刊物進行大改革，也

可以製造一個模式讓人參考。

《溫暖人間》可說是多年來報界罕有的清泉；也是六宗教難得一見不互相比較反而和平共存地

宣揚自己的合作成果。可惜，最終在經濟掛帥的社會下，難逃被腰斬的命運。雖然《佛教周

刊》不能與包含六宗教的《溫暖人間》相提並論，但《佛教周刊》也是抱著淨化人心的宗旨辦

報，希望不久的將來，《佛教周刊》重新面世，為這漸變冷漠的社會帶來溫暖。



附註：

１．見《蘋果日報》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０日創刊號。

２．見《星島晚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溫暖人間》第１期。

３．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溫暖人間》第３８期。

４．見《星島日期》（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８月３０日《溫暖人間》第１２４期。

５．訪問日期：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８日，地點：佛教溫暖人間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辦公室。

６．見《星島晚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８日《溫暖人間》第２５期。

７．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２月２日《溫暖人間》第４４期。

８．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２日《溫暖人間》第６３期。

９．訪問日期：１９９９年７月２日，地點：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辦公室。

１０．見《星島晚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０日《溫暖人間》第１５期。

１１．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２日《溫暖人間》第６３期。

１２．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溫暖人間》第９８期。

１３．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８年５月３１日《溫暖人間》第１１１期。

１４．見《星島日期》（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５月４日《溫暖人間》第５６期。

１５．訪問日期：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地點：中華回教博愛社辦公室。

１６．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９日《溫暖人間》第１０２期。

１７．訪問日期：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６日，地點：灣仔南洋酒店咖啡室。

１８．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８年６月７日《溫暖人間》第１１２期。

１９．電話訪問

２０．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６月８日《溫暖人間》第６１期。

２１．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２日《溫暖人間》第６３期。

２２．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２日《溫暖人間》第６３期。

２３．見《星島晚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８日《溫暖人間》第２５期及《星島日報》（香港版）１

９９８年６月２８日《溫暖人間》第１１５期。

２４．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７月６日《溫暖人間》第６５期。

２５．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２月２日《溫暖人間》第４４期。

２６．見《星島晚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８日《溫暖人間》第２２期。



２７．見《星島晚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１日《溫暖人間》第７期。

２８．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１月５日《溫暖人間》第４０期。

２９．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３月２日《溫暖人間》第４７期。

３０．見《星島晚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６月３０日《溫暖人間》第１４期。

３１．見《星島晚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５月５日《溫暖人間》第６期。

３２．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１日《溫暖人間》第５７期。

３３．見《星島晚報》（香港版）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１日《溫暖人間》第４期。

３４．見《星島日報》（香港版）１９９８年８月３０日《溫暖人間》第１２４期。

３５．見《公教報》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３日第２８８６號《第三十三屆世界傳播主日聯合訊息》。

３６．見《公教報》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３日第２８８６號《第三十三屆世界傳播主日聯合訊息》。

３７．見《公教報》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１日第２８３５號《第三十二屆世界傳播主日聯合訊息》。

３８．見《公教報》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１日第２８３５號《第三十二屆世界傳播主日聯合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