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文物保育：由现在开始！—课程主任万峰老师 

 

近日在教会举办了一次会议，特别提到教会文物的保育。我的教会来华近 170 年，早期的文

物都是和西方传教士有关，文献都积累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之中（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文物保育大不同 

比较一下，其实西方传教士保留的历史文物非常周全，当年所有他们收发的信件，甚至照片，

我们都可以找得到。但是，相对来说，华人或许因为地方浅窄的缘故，特别喜欢丢东西。我

们所保留的文献，都没有经过编号、整理，资源都散乱放在办公室某处，或者放在某位领袖

的电脑里头。 

 

我们需要好好保育历史，而这一步，需要由我们自己开始。文物保育一共可分为 6 步，分别

是：参观、收集、整理、推广、教育、募捐。 

 

1. 透过参观了解运作 

首先，我们必须去认识不同文物保育机构的运作方式，再思考大规模的运作和小规模的运作

有什么分别？什么才是最适合我自己的教会的？他们如何储藏资料？ 

 

2. 广泛有意识地收集 

第二，我们要开始向弟兄姊妹收集不同的文物。有一些是对于整个教会发展很重要的，有很

多则是纸本文献(重要的文件)；我们教会则收藏了一些接近 70年历史的吊灯，这些巨型的文

物需要有合适的安放地方。不过，必须留意，收集了文物以后，必须先好好处理，不要随便

乱放。 

 

我们也需要主动收集文物，例如每周的程序单，定期发布的一些通讯，我们要主动收集，因

为别人不一定有我们那些整理意识。 

 

 
 

3. 数码整理不丢原件 

第三，我们需要整理文物，而这是最困难的一步。我们可以动员一群退休的弟兄姊妹整理，

一方面他们认识这些文物，也对教会历史感兴趣；可以特别请长辈们负责辨认照片，因为有

一些老人我们都不认识，要请长辈们介绍这些人，留下他们的名字。 

 



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合适的电脑软体去整理文献，还有扫瞄后应该如何整理，也是要留意的。

我们的长辈研究员说，今天你认为储 JPEG（编者按：最常用的图像文件格式）就行了，但你

肯定 50年后还用 JPEG吗？到时的电脑还能打开今天的 JPEG吗？所以，我们就算数码化了档

案，也不能丢掉原件。 

 

 
创办良友电台的３位宣教士 

 

4. 注意推广途径方法 

第四是推广。推广可以是网上平台的一些小文章，或一些网上专门分享旧时照片的群体互动；

也可以是小型的展览，将珍贵的东西展现给今天的弟兄姊妹看。不过，我们必须留意展览场

地的湿度、温度和日照，毕竟珍贵文献可能只有一份，若是因此损毁绝不值得。由于今天社

会转变很快，展品也需要定期更换。我们也要留意，普遍观众不喜欢看纸本文献展品。 

 

5. 教育传承齐来保育 

第五是教育，我们必须引起年轻人们的兴趣，让他们承接文物保育的棒。我们可以举办一些

文物工作坊、教会故事工作坊等，让年轻人参与认识，并让两代建立关系，最终一起承担不

同范畴的保育工作。 

 

6. 募捐有助持续发展 

最后是募捐。由于我们教会历史悠久，有部份的文物是在收藏家的手中，或许需要购置；另

外购置一些扫描仪器和资源也需要一定的金额。如果你的教会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团体，例如

某团契有数十年历史，我们可以找到当年的照片，将它修复和高清化，并向今天的群体募捐，

为文物保育带来一定收入，以达到可持续发展功效。 



 
80年代塞班岛发射站 

 

珍贵无比集体记忆 

如果你觉得，我的教会只有很短历史，文物保育与我无关；那请你从今天开始，好好保育文

献，因为到你年长的时候，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就成为了珍贵的宝物，也是整个教会集体

的记忆。 

 

保育文物—必须由现在开始！ 

 

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https://lts38.net，或 https://lts33.net，电邮至

school@liangyou.net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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