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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雲先會  

黃靜韻  

感謝思維出版社的邀請，讓我在今期的《神思》中，以「天

主教的社會服務」為題，與大家介紹香港最早出現的其中一個社

會服務團體 ─ 聖雲先會。以下是聖雲先會的歷史及服務簡介。 

聖雲先會是一個由天主教平信徒成立的慈善團體，亦是教廷

確認的善會。與其他善會一樣，會員全是義務地、無償地為有需

要的人服務。 

起源 

—八三三年四月，在舞台劇《孤星淚》故事背景的時代和地

方，正值法國社會因工業革命而出現巨大變化之時，貧富差距嚴

重，大量基層生活艱苦，很多人開始推崇無神論。幾位天主教青

年在法國巴黎創立了一個名為「仁愛協會」的小團體，聖雲先會

便是由這個慈善協會產生的。小團體最主要的創辦人是來自里昂

的費德列奧撒南（現為真福）。他當時年僅二十歲，富有熱情，

在巴黎念大學，想獻身從事保衛宗教的工作。到了巴黎不久，出

乎意料之外，他發覺自己成了一個小公教學生團體的中心。有一

天，真福奧撒南與其朋友當面受到了一些人無情的揶揄。他們

說：「你們向我們誇耀公教是人類的恩人。在從前，這種說法是

真的，現在你們為民眾做了甚麼？你們供給了民眾甚麼？」這次

責備使他們不得不反省：只欽崇福音中的天主是不夠的，最重要

的是追隨祂，愛護並協助祂的子女，我們的兄弟姊妹。真福奧撒

南立時把握住了這個理想，實現他最熱切的一個願望，就是為那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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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離鄉別井、遠離父母的學生，成立一個公教友誼中心；使遠離

故鄉的人，能在這裡感到一種新生活，並能彼此互助、實踐適度

的、有理解的、切合實際的愛德。 

真福奧撒南的熱心推動了他與同伴們採取行動，邀請拜義先

生指導。拜義先生雖忙於救濟充斥大城市中的神形災禍，但仍立

即贊成此項計劃，並允負起此一新團體的指導之責。此時，除拜

義先生外，會員共有真福奧撒南、辣理艾、雷泰揚迪艾、辣瑪

雪、克賴夫和德伏等六人，當時他們只是立志幫助一些窮人而

已。開始時，他們從穆菲塔路的何撒里修女獲得第一批窮人的住

址，這群青年學生懷著赤誠的心，拿著麵包、碳塊等物資，走到

貧民窟，要送給有需要的人。他們戰戰兢兢的叩門，人家一開

門，即嚇得拋下物資跑了！隨後，他們積極地跟修女學習，慢慢

掌握服務的心態和技巧，讓弱小者獲得物質援助之餘，也能感受

天主的愛。 

很顯然的，一八三三年的那批學生，並沒有想過要建立一個

龐大的機構。他們願意彼此互助，以便忠於各人的領洗誓願、並

藉友誼之互助履行基督化生活中最主要任務之一。此種謹慎謙虛

之觀念，與該會初期的主保 — 聖雲先之傳授，頗為吻合，也為後

期正式以這位聖人為名的「仁愛協會」所秉持。 

急速發展 

聖雲先會發展迅速，第一年年終時，巴黎會務發達，不得不

分為數個小組。又經數月，此會已推展至法國境內各省。又數

年，此會已擴展至羅馬（一八四二年），英國（一八四四年），

比利時、蘇格蘭、愛爾蘭（一八四五年），德國、荷蘭、希臘、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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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一八四六年）、瑞士（一八四七年）、奧地利、西班牙

（一八五零年），美國及墨西哥於一八四六年，加拿大於一八四

七年，先後開始創立分會。自此以後，聖雲先會可謂基礎已漸形

鞏固。 

這時需要成立理事會了。這個團體發展至相當程度，需要在

分會及理事會之間建立聯繫，理事會便稱為總會。此時也有必要

起草會規，會規原文是在一八三五年發表的。會規中的總則由拜

義起草，但各項細則則出自辣理艾的手筆。此後，由於工作範圍

擴大，方略加增删。 

自一八三三至一八六零年，聖雲先會發展甚速。不但青年知

識份子，甚至各階層的基督徒，無不積極有所作為，以改善民眾

的生活。 

及後，聖雲先會活動也逐漸增加。當時，羅馬聖座雖未能將

這個純粹由在俗教友所組織的善會納入聖教法統之體系，但贊同

她的服務宗旨和方式，更在一八四五年終，用寶貴的大赦來充實

豐富了聖雲先會。本會創立二十七年時，已有分會二千五百，會

員五萬。 

自一八六零年至一八七零年，本會遭遇困難，尤以法國為

甚。一方面，風俗的奢靡，唯物主意的傳播，使人心逐變冷酷；

另一方面，政府當局 ─ 先是法國帝國政府，其後西班牙共和政府 

─ 因誤以本會可能是反對派核心而採取行動，摧殘本會。總會被

法律強迫解散後，很多在法國之協會亦告瓦解。然而，在其他地

區之協會，却不無進步，尤以在南美及北美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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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同 

一八七零年後，總會完全恢復已往之活動。一八八三年為本

會建立五十週年，曾舉行隆重慶典。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世界大

戰前夕，其所獲得之成果在慶祝真福奧撒南誕生百週年紀念時，

已顯示於世人前。一九一三年的統計數字：分會八千、會員十三

萬三千。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聖雲先會會員一方面照

顧本國難民，一方面照顧戰犯。在戰犯中，甚至在一些德國軍營

中，都成立了聖雲先會。但由於國家動盪，已無法招募新會員，

而經濟蕭條又使基金減少。大戰結束後，各地所受之破壞極為明

顯，曾做主要戰場之區域，尤為顯著。在努力復原中，聖雲先會

致力使工作計劃與方法與新社會環境相配合，同時又深入已往為

人所未知之領域。在中國、日本、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印

度、錫蘭、馬達加斯加及東非洲，成立協會，或增加協會。此時

美國協會之多，不亞於法國。一九三三年百週年紀念慶祝會，有

三十三國代表參加，使本會成為世界性之組織。以教宗代表身份

主持盛典的范第艾樞機，受到政府代表的歡迎。在其他各國，政

府代表參加盛典禮者亦有很多，當時約有協會四萬六千，會員約

八十七萬五千。 

一九五三年九月，由巴黎菲爾丁樞機以教宗特使身份，主持

本會之真福奧撒南逝世百週年紀念大會，凡有本會之國家，均有

派代表參加。此種集會，使在距離遙遠的各國之間早已存在的手

足情更加密切，亦使本會能更堅強地擔當繼承自其主要創立人的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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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二年，本會獲聯合國確認為經濟和社會理事會會

員。這給予本會機會參與由聯合國主辦的國際會議，討論不同議

題，包括經濟和社會發展、性別問題和可持續發展等。 

本會在二零一三年慶祝會祖真福奧撒南二百週年誕辰和創會

一百八十周年。在近兩個世紀中，本會在世界各地建立慈善事

業，國際上有著緊密的聯繫。時至今日，本會會員超過八十萬，

分佈在一百五十一個國家中的超過四萬七千個協會，每天支援三

千多萬貧窮人的生活所需。 

香港的聖雲先會  

在香港，聖雲先會由霍允尼神父倡導，於一八六三年七月十

二日成立，至今一百五十七年。會務主要為探訪及支援弱勢社

群，不分其種族及信仰，照顧他們在經濟上及心靈上的需要，與

他們同行，讓他們感受到天主的愛。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淪陷，為日軍佔領統治了三年零八個

月。期間，大多數居民逃往國外及內地，不能離港者，則歷盡各

種艱辛。在此惡劣環境下，本會留在香港之會員為數雖不多，但

本著愛主愛人之精神，特別在恩理覺主教之支持下，仍能竭盡棉

力，從未間斷，為貧弱者給與糧食，醫療及殯葬等服務。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香港重光，昔日離港者紛紛回歸，重

建家園故業，惟三年多飽受戰爭之摧殘，百業凋零，民窮財盡。

港府力為救助，在玫瑰崗、北角及亞皆老街均設有難民營，安置

流離失所之人士，幸得多國國際福利機構來港伸以援手。本會亦

秉著仁愛之精神，盡其所能，給予不幸者適當之援助，另在九龍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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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街及南角道設有寶血宿舍及聖德肋撒宿舍，以安頓單身之老

弱人士。 

一九四九年，中國政權易手，國內多地居民大量湧入香港，

日以數百計。此等難民多一無所有，食宿多賴港府，本會和其他

在港服務之國際福利機構，以人道立場，動用龐大資源，加以救

濟。在這期間，本會同時亦不斷發展。 

一九五一年，會員人數大為增加，能承擔較大之救濟工作，

除本着本會個別家庭探訪之要求及救援外，亦給與學童教育補助

及購買書籍，給與貧病者醫療及住醫院之費用，在有需要時會派

發棉被、衣物等物資。 

回應時代的需要  

一九六二年，國內政治動盪，各地擾亂紛起，甚多居民湧來

本港，那時香港之工業及出口貿易已略有所為。但一時之間，多

了數以萬計之新移民，學前及入學之適齡兒童，亦增加不少。本

會除為有需要者給與救助外，亦於六零年代初，在老虎岩（現之

樂富）徙置區天台，開辦了一所兒童樂園，每日可供約四百兒童

做家課及玩耍之用。數年後，應社會福利署的要求，本會在秀茂

坪先後開辦了兩所托兒所，為該區需日間外出工作之夫婦服務，

因該兩所之員工服務良好，甚得街坊們之嘉許。後因該區已老

化，托兒服務已不適宜，本會遂在一九九二年，在觀塘開辦了現

在的天主教聖雲先幼兒園，後易名為天主教聖雲先幼兒學校，繼

續以非牟利方式服務社群。目前，幼兒學校有 2-6歲學位 112個，

為幼兒提供全日制的學前教育及照顧，讓幼兒透過愉快的群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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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多采多姿的學習活動，在德、智、體、群、美、靈各方面均

衡發展。 

香港教區為配合香港環境之需要，於二十世紀五零年代中開

辦香港明愛機構，服務範圍甚廣。因此，於六零年代初，本會為

支持明愛每年龐大之經費，將已舉辦了八十多年之賣物會及彩票

籌款活動交由明愛主辦。同時，因香港政府的福利事業大大改

善；對年長、無依靠、失業、傷殘等等人士，給與各類綜援救濟

及所謂「生果金」等，並給予學童九年免費教育。故在外表上來

看，本會之濟貧工作好像已不重要，但作為一個教友慈善組織，

除了為有急需者給予物質及金錢資助外，仍要繼續關懷及支持貧

苦老幼，並藉代禱傳遞主愛，這是無可替代的。 

奧撒南綜合服務中心  

為深入社區及向更多貧窮人士提供服務，聖雲先會於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在深水埗石硤尾開辦了「奧撒南綜合服務中心」，主

要服務對象為區內獨居和雙老長者、患病者、貧窮家庭、新移民

家庭等。深水埗區民生簡樸，居民多是長者、低收入人士及新移

民，對中心提供的服務需求甚為殷切。中心現時提供的主要服務

項目如下： 

＊中醫義診  — 中心連同一班致力服務弱勢社群的中醫師，

為有需要的長期病患者及貧窮家庭贈醫施藥。 

＊功課輔習及興趣班 — 中心設有課餘小學功課補習班，讓兒

童在學習上得到導師的指導。在學校假期及暑假期間，中心亦開

設興趣班及暑期班，讓兒童得到多元化學習機會。 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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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社區服務 — 中心經常與區內的慈善團體合辦關愛服

務；在節慶的日子安排聖雲先會會員帶同小禮物到區內探望獨居

及雙老長者，為他們在節日內添上溫暖。 

＊就業機會 — 為幫助待業人士早日找到合適工作，在中心門

外設有告示板，張貼每星期更新一次的最新就業資料，供區內待

業人士參考。 

堂區協會 

目前，聖雲先會在香港教區內共有三十一個堂區協會，會員

約有六百人，協會之上設有香港中央分會，領導和統籌各協會的

服務。各協會在所屬堂區內，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心靈上及經濟

上的支援。受惠者包括獨居及雙老長者、難民家庭、貧窮家庭、

基層家庭、單親家庭、新移民家庭、清貧學生、弱智傷健人士院

舍及安老院舍等。服務涵蓋探訪、經濟支援、陪診、剪髮、補

習、基層飯局、接送年長及行動不便的兄弟姊妹到聖堂參與感恩

祭等。 

服務難民和保護聲請人士  

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本港亦有為數不少的難民家庭和保護

聲請人士。他們多居於偏遠的新界區，但因新界區的會員人手有

限，為服務這些來自遠方的近人，中央分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成立了難民及保護聲請人士服務小組，協調各協會以「配對受助

家庭與協會」的方式，每月探訪服務這些家庭。現共有十四個協

會，服務超過八十個難民和保護聲請人士的家庭。小組每年在暑

假期間為難民及保護聲請人士的家庭籌辦活動，以及在聖誕節及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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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期間為信仰基督的家庭舉辦祈禱會，參與的家庭和會員都

得著不少。 

疫情的挑戰 

自二零二零年二月，香港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打擊，防疫

物資嚴重短缺，巿民生活困難。我們的會員未有卻步，仍到處為

有需要的人送上防疫物資和食物。同時，多位會員更靈活地支援

長期病患的獨居長者，代他們到醫院取藥和致電醫院更改覆診日

期，或為留院的無依長者提供所需的物資，由病房護士交到他們

手上。這實在是天主在大家心中燃亮的愛火，讓我們無畏懼地與

有需要的家庭和獨居長者同行，給他們關懷和支持。 

在二零二零年三月開始，香港的確診數字持續上升，政府收

緊防疫措施，各服務行業及食肆大受影響，失業及就業不足率大

幅上升，直接打擊基層人士的生計。此時，中央分會推出「在希

望中侍奉 2020」活動，共有十六個協會在所屬堂區，每月一至兩

次派發口罩、酒精搓手液、漂白水、大米、食油、即食麵、罐頭

等物資給有需要的人，當中包括清潔工、獨居長者、難民家庭、

基層家庭及清貧學生等。疫情持續至今已超過半年，會員們無畏

無懼地為有需要的人送上物資及問候。大家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條

件下，仍堅持服務，與他們同行，讓他們感受到天主的愛。 

在希望中侍奉  

我們當中不論是在職的或非在職的，大家盡量抽時間去服務

弱勢社群，更有兄弟姊妹把服務他人作為自己的使命，奉獻生

活。願我們的服務，能彰顯天主的光榮，得到天主的悅納。 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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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

我做的。」（瑪 25：40） 

 

願大家常享主內的喜樂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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