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籍牧師黎力基來華，先到布吉、沙頭角、惠陽、淡水等地傳教，並於沙

頭角設立第一所學校，又開辦神學訓練班。1852年，在沙頭角和布吉開設

宣道所。同年，差會經濟困難，有人主張放棄在華傳教的計劃，韓山明及

黎力基堅決反對。初時該會並無在港設立教會的打算，只招集了一批客家

人加以訓練，不料使香港出現了最早的一批華裔基督徒。

　　1851年，韓山明在上環街市附近的「掘斷龍」向浸信會租賃了兩間破

屋，作禮拜堂，名為「客家聖會」，舉行主日崇拜及一般聚會。會友全為

客籍，有四十名男性，二十名女性。同年4月13日舉行第一次洗禮。韓山

　　1852年韓山明在西營盤成立教會，並請准政府撥地興建教堂。兩年後

他因心臟病去世。黎力基於1956年接掌其工作。1861年於西營盤建立四角

樓（即今救恩堂所在地），作為居所及辦事處。並開辦女子學校，名為巴

色義學，以客家語授課。是本港以至中國客家教會女子學校之始，至1891

年遷往國內朗口。1862年招募新教友及進行施洗，同年已有教友四十人。

　　1850年代，中國爆發太平天國運動，不少華人由國內逃來香港，包括

一些赤溪的客家人。他們在四角樓附近蓋搭木屋暫住。黎力基代向港府請

准在現在第三街和第四街附近建屋安置。他們感念恩德，前來聽道，教堂

　　全名「中華

基督教香港崇真

會救恩堂」，是

巴色傳道會(註1)

於1851年所創

立。位於西營盤

高街。初稱巴色

會堂，俗稱巴色

會客家禮拜堂。

　　1847年，巴

色會決定以香港

為據點，向中國

傳教。派遣瑞典

籍牧師韓山明及

102

救恩堂救恩堂

註１　為德國和瑞士信徒於1815年所組成，總會設於瑞士巴色城。
註２　《香港崇真會立會一百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847-1987》，178頁，基督教會香港崇
　　　真會編印，1987年。

明精通客家語，創客音字典，被稱為「客族傳道的先鋒」。（註2）

救恩堂舊貌，約1862年
The old building of Kau Yan Church, about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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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至六百人。

　　後應粵籍教友的

要求，與操客家語的

教友一起聽道，取消

客語講道。遭堂區議

會反對，認為與巴色

總會的傳道宗旨違

背。救恩堂恢復以客

語講道，輔以粵語傳

譯。會務日見發展，

至1977年會友已增至

一千五百多人。

益見擠逼。該會向西方僑民籌得一千八百元，買下第三街九十六號建成禮

拜堂，1867年11月開幕，名為力基樓。

　　黎力基牧師以內地教會紛紛成立，也常北上元坑、古竹及清遠等傳

道。1885年他回國渡假，由外籍牧師邊得志代理會務。

　　李正高是該會第一位客籍牧師，少時與洪秀全相識，曾到太平天國發

展。後被清廷追緝，攜眷逃港，在巴色會助黎力基工作。1859年任巴色會

堂教師兼遊行佈道之職，1879年升為牧師。其後該會產生了多名華籍牧師

及傳道人，甚至出現了多位女傳道人。

　　自1913年起，該會的李廷菠牧師提倡自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未

能實現。1926年崇真總會總幹事沈德明等舊事重提，請差會贈產以發展傳

道與教育事工。翌年9月差會與香港崇真區會訂約贈產，崇真會救恩堂遂

於是年12月25日宣佈自立，其中一個條件是於四角樓原址改建新禮拜堂。

新堂於1931年6月動工，1932年12月落成， 定名為「救恩堂」。舊堂與巴

色義學舊址等房產出租，作自傳自養的經費。

　　1941年末，香港淪陷，救恩堂在高茂仁牧師、沈天福牧師及李金蓮姑

娘領導下艱苦維持。1946年，救恩堂創辦「救恩學校」。課室設於聖堂大

樓底層，招收幼稚園及小學一二三年級學生。幾年間人數已達五百人，為

學生升學計，開辦英文下午中學，即後來的救恩書院。

　　戰後，崇真總會選派曾國英牧師主理救恩堂。曾國英招集會友，會務

日漸恢復。由於附近客家人數目大減，曾國英便設兩堂講道，早堂用客

語，午堂用粵語。以廣府人為傳教的主要對象，大見成效。會友由三百人

救恩堂
Kau Yan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