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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生活十分需要彼此聯繫，在上帝

的家中一起敬拜，學習真理，以愛彼此造

就。但自二零二零年起，新冠疫情肆虐，

全球的生活受到嚴厲的衝擊。一波又一波

的疫情對教會同樣地帶來很大的影響。在

疫情最嚴峻的時候，教會聚會被迫關閉或

暫停，崇拜、團契，甚至教友大會都只能

於網上進行，這大大影響了教會聚會的穩

定性。在這段期間，很多肢體十分渴求相

交的生活，亦有不少肢體渴望大家可以一

同領聖餐。

我們十分感恩，在這段時間中，堂會

有熱心的肢體願意承擔教導的事奉，從疫

情開始透過Zoom開展查經課程，由羅馬

書、希伯來書，到剛完成的啟示錄。導師

在這兩年間悉心地預備資料，晚上為弟兄

姊妹預備一個又一個的網上查經班，帶領

大家在疫情的困擾中再一次聚焦於上主，

學習祂的話語。

對教會的網上主日學，本人有以下

感受和反思：

1）網絡提供了一種過去難以想像

的彈性（無論是時間或空間），關顧

到不同肢體的需要，例如：一些已移

居海外的肢體。他們渴望被牧養，

心裏也記掛香港的弟兄姊妹，十分

渴求繼續有相交的生活。幾次的查

經班聯繫了兩地的弟兄姊妹，讓本

地及身處地球另一方的肢體能在網

上互相關心，分享生活近況，一同

■吳靈芝姊妹（代堂主任）■吳靈芝姊妹（代堂主任）
長沙灣堂長沙灣堂

新時代新時代之下的之下的

主日學模式主日學模式
學習和彼此禱告紀念。而對一些需要照顧家庭的

肢體來說，網上主日學讓他們在完成家務和安頓

家中幼小成員後，可以專心上課。網上查經課程

減省交通往來的時間，在時間及地點上都多了一

種便利。

2）在剛完成的啟示錄查經班中，我們也邀請

了鑽石堂的弟兄姊妹參與，後來一些在其他堂會

聚會的會友，知悉本堂會即將開辦啟示錄查經課

程，也報名參與。鑽石堂是長沙灣堂的母堂，參

與的肢體在過去與本堂有不少聯繫和協作。今次

能再次聚首，共用資源，一起學習聖經和課後分

享，也促進了兩堂肢體彼此認識，這都是上主奇

妙的安排，我們心裏充滿感恩！ 

3）今次的主日學課程讓我更能體會到時代的

變革。疫情的衝擊及科技發展對我們的工作、家

庭，以及日常生活已經帶來不少改變，我們在不知

不覺中已經共同進入新時代。教會需要不斷思考在

新常態下，如何繼續更好地牧養我們的弟兄姊妹。 

教會的網上主日學為我們帶來很多好處，但

始終不能取代現場參與的敬拜生活和團契相交生

活。在牧者的帶領和主日學導師的委身事奉下，

未來長沙灣堂的主日學課程會以實體講座及網上

查經形式雙線發展，我們歡迎其他堂會的肢體

一同參與，在主內共用資源，在上帝的話語中成

長。

在此，我要感謝歐偉昌博士、黃俊傑傳道、

堂會執事，以及各忠心事奉的長沙灣堂會友，在

疫情期間，無論是教導、關懷或在資訊科技上的

協調配合，你們的事奉讓堂會發展得更順暢，願

上主賜福給大家。  



2
300期

「……我已經將生與死，祝福與詛咒，擺在你面

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申三十19）

人生常要作出不同類型的選擇，有些微不足道，

有些比較重要。在選擇過程中，我們會衡量不同的利

害因素。但我們會否選擇以生命因素作決定，成就更

體貼主旨意的生命？

在近年的疫情中，香港人身體的自然反應是學

會搶，搶，搶。疫情前，我們喜歡搶買樓、搶買手

錶、搶買手袋，連學生也會在網上搶買電話、球鞋、

動漫模型轉售。這些行為不就是香港人文化嗎？疫情

下，換成搶購口罩、搶購廁紙、搶購大米等糧食，看

似理所當然，卻是扭曲得會害死人。我見過有年輕人

向在藥房工作的朋友訂購一百盒蓮花清瘟膠囊，其實

他媽媽染病了也最多只能吃三盒，但他說餘下的要用

來「看門口」。此外，也有朋友利用關係成功搶購了

一百斤米才感到安心。一些不理性的放肆決定浪費了

社會資源，物資不能較平均地流通到更有需要的人手

上，後果可大可小。問題未必是天天被指罵的政府官

員，可能更是一些罵人者本身。

感謝主在世上設立教會，信徒的選擇是不一樣

的。我見到有些教友從海外訂購價錢昂貴的口罩，派

給區內有需要的老人家；也有從商的肢體設生產線生

產口罩，不是用作炒賣；也有教友花幾百萬從海外訂

購檢測包，送給市民盡快檢測。我們的牧者長期忙於

安排肢體參與派發物資。相爭便不足，分享則有餘，

感謝主讓我在堂會見到選擇分享、施予，以行動回應

主愛的每個生命。

聖經中耶穌觸摸痲瘋病人，但在疫情中我見

到不少染病被趕走的例子：有家傭，有在外工作染

病的父親，有住在籠屋的租戶，被人趕離家中。當

刻肯花錢也沒地方可住，醫院及隔離設施又爆滿，

「橫風橫雨」之下心裏還害怕在街上傳染別人。此

時我見到信徒有不一樣的委身：有教會的執事會主

席為送物資給染病教友而在途中染病，有弟兄放下

自己的工作去駕駛防疫的士，有牧師不斷為染病命

危的初信者進行網上視像禱告，並作洗禮，更有神

父開放自己的住所給染病的工人暫住。我見到的是

大家選擇跟從耶穌與病者同行同在，並非輕視耶穌

的教訓而去隔離、躲避染病的人。

除了疫情，移民就是今天教會的另一大議題，

家人、教友、知己好友也因前途的選擇而分離。可是

我生命中竟遇上在疫情下迎難而上的組長夫婦，他們

不是選擇去更舒適、富有的地方，而是去更落後、封

閉、制度不公的地方宣教。他們面對的不單是沒有抗

疫物資，更是連醫院也欠奉的環境；他們每天面對宗

教逼迫、環境剝削。他們所選擇要擺上的，不單是時

間及工作前景，更是生命的安危。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他們的選擇是上帝所喜悅的。

最後，邀請大家在生命的選擇上，多嘗試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察驗何為上帝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簡兆榮弟兄（執事會主席）
天耀生命堂

選擇選擇生命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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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覆無常，對於適應環境的要求，十分苛

刻。若要分享救恩堂如何能夠在此疫情下前行，第五

波疫情所經歷的最為深刻。當中可分為兩個部分，一

是執事與弟兄姊妹的彼此服事，二是沙馬區同工的彼

此補足。

1. 執事與弟兄姊妹的彼此服事

對政策較為了解深入及有經驗的執事，總能即時

提出適當的回應與安排；精於拍攝的執事，總能盡力

提供最好的直播；努力關心別人的弟兄姊妹更主動與

教牧分享他人的狀況，好讓教牧能夠及時關心；另有

願意參與臨時關顧小隊，就將所需物資送到患病的肢

體手上；崇拜事奉人員提早準備錄影，讓兒童能夠參

與合適的崇拜。還有更多例子可列，而重點是若非執

事與弟兄姊妹願意彼此服事，本堂難以順利前行。

2. 沙馬區同工的彼此補足

由於堂會聚會人數受限，甚或只有受薪同工可進

出堂會，令主日崇拜的預備變得困難。此時，沙馬區

同工們各自付出了恩賜與努力，在四堂聯合崇拜中，

有牧者願意多講幾篇道，不計較次數；有牧者多次擔

任主禮，不在意勞苦；有牧者多次擔當司琴，不介意

多練習；有牧者付出了錄製經驗，不介懷共享知識。

更甚的是，在我患新冠肺炎時，他們願意「頂」上，

付出更多。我還記得受難日的聚會，若非兩位牧者盡

力多付出自己的恩賜，沙馬區堂會亦未必能一同參與

受難日聚會，救恩堂亦如是。

分享以上回顧，就能看見真正讓救恩堂在疫情中

前行的，其實並不在於我有何良策，而是因為執事、

以以自省自省帶領教會帶領教會 ■黃力恩教師（代堂主任）■黃力恩教師（代堂主任）
救恩堂救恩堂

弟兄姊妹，以及沙馬區同工的付出。

至於作為代堂主任，就只是專心地完成講道、查

經、關顧肢體，以及處理行政工作。努力以基督的吩

咐作自省，作為決定萬事及說話的基礎，與救恩堂的

弟兄姊妹同行。

因為惟有謙卑，

才能共同合作。

因為惟有彼此相愛，

才能共同承擔彼此的困難。

因為惟有愛鄰如己，

才能共同分享資源，

忍受彼此的缺點。

因為惟有自省，

才能漸漸實踐以上基督的吩咐。

作為帶領教會的牧者，的確需要聖靈隨己意分給

的恩賜，不過更重要的是在決定萬事與說話上，都以

基督的吩咐為基礎。因為教會有很多具備各種恩賜，

而且比自己強得多的弟兄姊妹與同工，可令服事更完

滿。但要作好基督門徒的本分，在眾人面前作榜樣，

就只能依靠上帝並努力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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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東區教牧同工會

九龍東區九龍東區
真理堂

教堂設計意念是來

自聖經的挪亞方舟，

殿 頂 上 是 船 的 龍

骨，聖壇背後彩色

玻璃的外面頭頂是船

舵，聖殿內除了一般

信義會的教堂建設（如：

十字架、聖桌、講台、讀經台和

聖洗盆），還有象徵雅各天梯的屏風，象徵亞伯拉罕

的後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裏的沙的馬賽克階磚牆壁。

本堂的使命宣言：「敬神→愛人→傳福音」

腓力堂

腓 力 堂 的 前 身

為粵南信義會腓力

堂。粵南信義會

起源於廣東省合

浦縣北海市，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德國

Breklum差會委派鮑閭巽

牧師（Rev. Felix Paulsen）來華，承接以北海為基

址的德國基列差會（Kiel ler），繼續發展聖工，於

一九二八年加入中華信義會，定名為粵南信義會。

一九四九年鮑牧師入獄兩載，回德國後，於

一九五九年組織「中國祈禱團契」，並計劃在香港重

開「粵南信義會」。一九六四年得鮑牧師籌得大部分

經費，購入九龍城福佬村道2A -2B三樓。一九六七

年正式註冊成為合法社團；一九七二年由梁善生牧師

主持會務及發展聖工；於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及

一九九三年開辦四間幼兒中心；並於二零一一年成立

家庭服務中心。

目前有一名教牧同工，會眾以耆年及青少年為

主，發展青少年音樂及家庭事工。今年七月一日通過

代表及會員大會議決，加入信義會，易名為：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腓力堂。

恩澤堂

恩澤堂是本會於將

軍澳區唯一一所堂

會，在二零零三

年四月二十一日

成立，母堂是平

安堂，現時有一位

教牧同工。本堂鄰近有唐

明苑的將軍澳幼稚園、健明村的健明幼兒學校，還有

與本堂同址的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這些單位的

福音工作都由本堂承擔。今年正值本堂建堂二十周

年，感謝主一直以來的恩領和使用！就以二十周年口

號設計比賽的冠軍作品與大家共勉：恩典滿溢二十

載，澤潤靈命常悔改，堂慶豈滿足現在？好善忠僕主

所愛！

永恩堂

本 堂 位 處 紅 磡 舊 區 的

一座四十年樓齡的商場

內。附近多是殯儀相

關的店舖，步行三分

鐘 便 能 抵 達 何 文 田

站。多年來以成為一

間「燃亮主愛的教會」

為異象，開設睦鄰教育中心，

提供功課輔導、興趣班、公共空間、物資送贈、社區

探訪、街坊活動的服務。今年開展使命小組，提升堂

會內的團契質素，回應佈道呼召；也參與同區教會網

絡，聯合一起推行活動。

平安堂

平安堂始於一九六四

年，乃德裔美籍宣教士西

門英才教士及劉民安牧

師在秀茂坪山佈道、栽

培和牧養的成果。首次

崇拜日期是一九六四年

七月五日，教會原名是

「耶穌聖愛會平安堂」。

西門英才教士因癌病息勞歸主

後，本堂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移交信義會挪威

差會接辦。曾在秀茂坪開辦平安青年服務中心服務本

區街坊。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正式被接納為本會

基本會員堂。一九九零年代初展開植堂計劃，成立平

安佈道所，後正名為恩澤堂。二零一九年本堂完成大

規模裝修工程，決意繼續服事本區街坊，在不同時代

向不同對象宣揚和見證福音。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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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安 堂　梁華廣牧師、劉立仁教師

真 理 堂　楊有志副監督、黃永智牧師（區牧）、

　　　　　陳湸勳牧師、王國樑牧師、劉秀芬教師、

　　　　　蔡思朗教師、彭智欣教師

腓 力 堂　梁成環教師

恩 澤 堂　霍淑嫺教師

永 恩 堂　鄺天賜牧師、高耀德教師

信 恩 堂　楊順儀教師

鴻 恩 堂　林春暖牧師、劉智煒教師、胡淑嫻教師

靈 安 堂　蘇愛平牧師

聖保羅堂　鄧慶森牧師、葉健昌教師

主 愛 堂　趙國龍牧師、陳穎嫻牧師（區長）、

　　　　　張鈺靆教師

信恩堂

信 恩 堂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創立，曾坐落九龍仔、大

坑東、太子道、長沙灣

道、廟街、樂華邨，至

今在觀塘巧明街。多年

來憑信心經歷主恩，一

直秉承傳揚福音，建立全

人的使命。來年計劃加強發

展服務社區的外展事工，將會與

單親家庭機構及醫院院牧合作，訓練弟兄姊妹回應社

區需要，把主豐足的愛和恩惠帶進社區，領人歸主，

使他們得著豐盛的生命。

鴻恩堂

本堂成立於一九五五年聖靈降臨日，當時土瓜

灣處於發展初期，物質及心靈需要殷切。本堂藉派物

資，辦小學，重差傳，積極植堂（黃埔佈道所，後稱

永恩堂）及協助建立慈雲山佈道所（後稱頌恩堂），

以整全福音與社區結連。及後時代急速變遷，本堂毋

忘初心，多年來與福音伙伴紅磡信義學校合作，擔任

校董、校友、校牧，致力加強兒童宗教教育，帶領人

跟從主耶穌。本堂近年裝修堂址，以「面向社區」為

本堂核心，關心區內新來港和非華語

人士及受疫情影響之家庭等，聯

繫不同機構以資源共用，服事

社區。

現時本堂恢復跨齡牧養，

老中青少皆樂於事奉。堂會主

題為「建立生命，傳承使命」，

喜見年輕新浪潮，讀神學，任執

事，盼能為本堂帶來新活力。

靈安堂

靈安堂於一九七九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成

立，而靈風堂亦於二

零一一年四月一日正

式融合母堂，集兩堂人

力物力財力去拓展上帝的國

度。教會現坐落於牛頭角海濱道萬兆豐中心，以康

樂佈道吸引未信者，效果極佳。堂會與靈安幼兒學

校攜手實踐堂校合作，領人歸主。本堂承載了上帝

豐盛的恩典得這美地，故肩負著福音大使的使命，

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聖保羅堂

本堂有兩位全職教牧同工，一位半職幹事。於

一九六零年代扎根觀塘，目前崇拜人數七十多人，

四份一是長者，亦有成年人及青少年。本堂的服事

目標是青少年，在堂會內設社會服

務坊，平日下午開放給青少年學

生，牧者有機會接觸他們，跟

他們建立關係及傳講福音。本

堂亦與其他東九龍教會連結，

攜手推動佈道事工，特別在節

日舉行祝福行動，從而推動及

建立弟兄姊妹的佈道心志。

主愛堂

本堂於一九六零年代由「九龍城信義會」及

「竹園佈道所」合併成立，此後一直札根於新蒲

崗，多年來見證區內的變遷。昔日教友多數來自工

業區之基層家庭，經過多年發展，教友年齡分佈漸

趨平均，其中以中年及年輕家庭成員為主要骨幹。

經歷了往年的G5教會發展策略，本堂制定了

使命宣言：「以愛共育豐盛生命」為成長方向，在上

帝的愛裏，教會上下一心地培育信徒擁有不斷成長和

服事他人的生命。

近年本區有不少新

屋苑相繼落成，加上

舊式工廈活化成不少

年青人的聚腳點，

營造了福音契機。但

願本堂在社區轉變中持

續蛻變成長，「心意更新而變

化」，對內能好好牧養，對外亦能回應社區需要。



我們出發啦！我們出發啦！選擇生活選擇生活的的
   另一種   另一種路徑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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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活的樣子如何，你的社區也將如何。

香港是個繁忙都市，過去香港人一直以做事高效

見稱，追求最新、最多、最快也是這個城市的常態。

然而追求愈新、愈多、愈快，是否真的對我們愈好？

本部在八至九月份，舉辦了四課「氣候公義—公路

單車訓練」，與參加者嘗試以單車—一種在公路上

最慢的交通工具—作為通勤工具的想像。

活動原意是回應氣候變化的問題，鼓勵信徒能從

日常生活著手，只要改變一些習慣，提高意識過簡約

生活，也就是愛地球和他者的具體行動。課堂中簡介

了聖經對生態的關注，不同國家推動單車通勤的城市

範例，以及最實務的公路單車指導與實踐。

等待救贖的城市  
■樊偉納傳道

公路單車導師

近十幾年，許多人開始關注生態環保。作為先進

發展城市更應多行一步，畢竟我們生活得愈舒服，也

代表我們消費大地及耗用能源愈多。

五年前，筆者開始學習以單車代步，減碳生活

不在話下，能夠生活自主更為重要。身處被規劃的城

市，生活和代步方式都不自主，彷彿被迫去破壞環

境。然而，經驗告知，對生態和社區投入關愛，實在

是一種選擇，「你總有得揀」。

若我們能夠視身邊的人及環境為我們動慈心的對

象，復興城市生活之路仍是可行。作為教會一分子，

我們可以做好撒馬利亞人的角色，積極地讓城市及生

態藉福音得蒙醫治和救贖。

參加者分享
■黃沛根弟兄（頌主堂）

以往我也有在公路上踩單車的經驗，但沒有配置

任何裝備，認為有路的地方就可以走。課堂中，使我

意識到戴上裝備的用意，例如手套、頭盔、倒後鏡、

反光帶等等。雖然看似是多了些限制，但能讓周邊的

道路使用者注意到我的存在，特別是在公路上，因而

減少受傷及發生意外的機會，所以也明白這些裝備的

必要性，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導師在第二課介紹各地推行單車通勤的城市，

使我認識到有其他國家的人在生活中以單車代步；更

有城市把原本繁忙的車輛迴旋處，改建成為讓人和單

車共用的道路，甚至騰出休憩空間，卻不會引致交通

擠塞，我才發現原來城市也可以有這樣的變化和規

劃！讓我明白到有些改變不一定不可行，只在乎決策

者是否願意去改變。社會運作的原則並不一定需要以

「快」和「多」去衡量，更重要是人與生態環境的共

融和合作。

另外，今次的學習也讓我意識到關於氣候公義的

情況，原來一些貧窮國家是承受了發達國家造成的氣

■訪問：鍾美儀教師
整理：黃莉莉教師



分享理想的社區路線分享理想的社區路線
義工細心調較裝備義工細心調較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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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問題。盼望教會也可以從簡單的分類回收開始，推

廣環保生活，使更多信徒能夠從自己出發，積極投入

減少浪費，努力維護生態環境的健康。

■崔嘉敏（沐恩堂）

我曾經聽過公路單車但未有真正接觸，當看到這

個活動宣傳便想參加，想學習如何在公路上踩單車以

及了解當中的理論。

我的公路單車經驗是零，過去大多數只會使用單

車徑。因為在單車徑上踩單車，心態可以放空一下，

不用花太多注意力在路面，也不用與其他道路使用者

有（眼神）交流接觸。不過在公路上踩單車，情況有

很大分別，需要注意身旁的汽車、行人和自己。

最初，我懷疑自己能否以單車代步（在公路

上）？雖然自己已有幾年踩單車往返校園的經驗，但

都是使用單車徑，因此在選用單車時，只會多考慮其

美觀和休閒用途。在課堂學習後，我開始考慮到一些

配置的實用性，並嘗試多以單車代步。

課堂中，導師叫各人為自己的社區設計一條理

想的單車路線，因而激發出一個我所謂的「理想社

區」：就是區內有足夠多元化的店舖，能夠提供一切

生活所需，人們就不用跨區外出，單車便足以作為市

民於社區日常活動的代步工具。

差
傳
呼
聲

總結

正如參加者所分享：一些改變並不一定不可以。

只要適切地調節我們生活的模式及節奏，從急速和耗

用能源的路徑走向簡僕路徑，那或會帶給我們豐富的

體會，有更多空間來觀察社區，與人建立關係。

從只看見自己的路徑轉向走進共融和分享。當

明白到我們和他者、以及其他受造物皆是休戚與共

的時候，我們才能甘願為彼此而犧牲，用負責任的

態度使用地球資源，好叫我們能反照上主的形象，

守護世界。

後記：社區觀察感想

「這些舊式的洗衣店『買少見少』，因應社會

的需求，變成了自助洗衣店，店內沒有人，只有洗衣

機。記起小時候會拿冬天穿的大褸去洗衣店乾洗，那

時總會和老闆閒聊。洗衣店內放置一張藤椅，沒工作

時，老闆總趟著午睡。這些社區交流景象一去不返，

換來的只有機器和快捷！—沛根」

「的士司機對我們頭盔上的倒後鏡充滿興趣，

可見有些的士司機對於騎行者都有多點認識。加多

一點善意，可以讓司機甚至其他道路使用者接納

我們，這對我們騎行者是一件美好的事。多一點善

良，少一點歧視。—義務導師阿文」

社區觀察社區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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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儀姊妹
道聲出版社

飛
躍
教
室
：
導
師
篇

在《童心飛躍》教材學生本中，其中一個重要和

常常出現的環節，就是「事事關心」。這環節鼓勵導

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的互動，彼此分享自己想關心

的人和事。

在學生本中，我們提供了一個小清單和範例，讓

孩子可以從清單中選擇他們想關心的對象，並且提供

一個範例，讓孩子可以跟著例子的格式，去學習為關

心的對象祈禱。導師讓學生透過讚美、感恩、認罪、

祈求、代求，與天父分享自己關心的人和事，並且學

習把自己身邊認識的人與事，與天父上帝分享，與上

帝建立關係，以範例的模式來完成禱告。

初小級學生本的要求與高小級的不同，初小級學

生的代禱對象類別比高小級的少一些。他們可以在其

中圈出代禱對象的類別，當每個學生輪流為其中一項

關心的人和事禱告之後，就由導師祈禱來結束。這是

第1-4套學生本在事事關心這個環節的初步構思。

之後，由第5-12套的學生本開始，這個環節就加

入了新元素，讓孩子除了禱告以外，也有行動計劃。

每個學生在自己的座位上低聲為代禱對象祈禱，然後

設計一項行動計劃，例如：設計一張問候卡給代禱對

象，或親口向對方說感謝的話，又或者作出關心的行

動。讓學生從代禱中發掘出一些創意行動，以從低聲

的禱告轉化為一些小小的關心行動。

在設計教材的時候，我們希望孩子從自我的世界

中走出來，探索自己以外的人與事，讓孩子學習關心

世界、國家、香港；關心教會、教友、傳道人；關心

家人、親戚、朋友及同學。由自己小小的圈子開展出

去，開闊目光，放下自我為先的傾向，學習關心別人

及看到別人的需要，讓別人的生命變化豐富孩子的生

命。讓孩子藉著禱告與關心行動的計劃，與天父建立

關係，體會天父愛人的心意，在生活中實踐主耶穌的

教導。



親愛的信義人……親愛的信義人……
今年十至十二月的「傳愛行動」，你能為服務今年十至十二月的「傳愛行動」，你能為服務

及福音多行一步嗎？及福音多行一步嗎？

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分成為上帝流通的管子，作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分成為上帝流通的管子，作

祂的器皿，乃是我們的福氣。祂的器皿，乃是我們的福氣。

長老邀約你……長老邀約你……
期盼在今年的「傳愛行動」和你聯期盼在今年的「傳愛行動」和你聯

手一起服侍，「靠著那加給我力量手一起服侍，「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做」（腓四的，凡事都能做」（腓四1313）。到）。到

時見！時見！ https://bit.ly/3eCt9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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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們探訪露宿者義工們探訪露宿者

並派發祝福包並派發祝福包

小朋友一起傳愛小朋友一起傳愛

祝福社區祝福社區

看
見
需
要

■蘇明波長老 ■蘇明波長老 
靈安堂靈安堂

耶穌升天前頒布大使命（太二十八章），這大使

命成為歷世歷代信徒的重要任務。本會最少以三個窗

口接觸社區，包括：建立堂會、社會服務單位，以及

中小學校和幼稚園。讓我們看如何在其中互相守望，

並連於元首基督，同心同行為福音及服務多行一步。

五十多個堂會

本會抱持著一個教會的概念，在社區建立堂會，

宣講福音，牧養信徒靈命。透過崇拜、團契等讓信主

的人天天加增。

五十多個社會服務單位

我們仿效耶穌，走進人群服事有需要的群體。教

會透過社會服務，以行動服侍（Diakonia）有需要的

人，讓人認識福音。藉信徒的言行，展現上帝對世人

的愛，讓人直接經歷上帝。

十一所中小學校及七所幼稚園

本會以基督教信仰原則，致力培育孩童接受德、

智、體、群、美及靈命的澆灌，好讓他們更像耶穌。

我們衷心感謝眾校監和校董，並在前線持續默默付出

的老師和職工團隊，因著他們的愛心教學和輔助，讓

孩童茁壯成長。

堂、社、校合一服侍

前文提及的三個窗口均是在香港各社區直接和市

民接觸，分享福音。若能結連三者的力量、資源和優

勢位置，想必更能見證及榮耀上帝。曾領受上主鴻恩

的你我，豈不應主動及持續地在自己的崗位（不論哪

一個窗口）作流通的管子，作全人關懷之服侍？

翻查記錄，喜見於二零一六年，社會服務部四十

周年時首次舉辦「傳愛行動」，讓社會服務單位聯合

堂會及學校，進入和服侍不同社群，例如單親家庭、

長期病患者、基層家庭和獨居長者等。耶穌曾說：

「你既作在這小子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這一

杯涼水豈不是實實在在地透過你我在堂、社、校的配

搭，將上帝的慈愛活現人世間？

至今「傳愛行動」已成為兩年一度的恆常活動，

讓服務單位、堂會及學校連結為「信義一站通」，達

致「同坐一條信義船，身體力行服侍社區」。感謝上

帝的作為和當年發起此行動的同工，讓「傳愛行動」

在本會內開啟了跨部門、跨服務的連繫，建立固定的

溝通平台，使信義人服侍的心，以行動成為堂、社、

校合作的樞紐，互補互助、合一服侍。今年十至十二

月又是「傳愛行動」服侍香港的好時機，縱然仍身處

疫情中，但我們更要走在一起圍爐取暖，互相補位，

以信心仰望上帝，開拓更多機遇（不論是實體或線

上），為有需要的群組盡上本分，以行動展現上帝的

關愛，榮歸天父。願我們同心活出耶穌的教導：「人

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十六10
上）

堂社校合一堂社校合一    
服侍之美善服侍之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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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信息分享，為神學教育奉獻（目標：25萬）

奉獻方法： 請將支票（抬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婦

女團契聯會」）寄交油麻地窩打老道50A
信義樓4樓，或直接存款入渣打銀行戶口

405-2-1652405
查詢：2388-5847（總辦事處家庭關顧部王小姐）

大眾傳播部

道聲出版社

1. 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舉辦第28屆培靈奮興大會

將於11月1日至7日假尖沙咀浸信會舉行，講員為

戴浩輝博士。本社於現場設有攤位。詳情留意本

社各平台最新消息。

2. 誠聘倉務員：歡迎有志於文字工作、具事奉心志

和團隊服務精神、熱愛閱讀的基督徒應徵。相關

招聘要求請見：https://bit.ly/3AVufRO，查詢請致

電2388-7061與黃小姐或張小姐聯絡，合則約見。

3. 兒童崇拜教材系列《童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

十二套48本已經完成出版，如需提供導師訓練，

請直接致電2388-7061查詢。其他詳情及使用

方法請瀏覽：https://childbook.hk/childrens-
worship/。

4. 歡迎各堂會與本社聯合舉辦讀書會或幼兒繪本話

劇活動，歡迎向拓展部查詢（2388-7061）。

5. 請掃描二維碼瀏覽本社最新消息。

社會服務部

植樹在礦山—森林旮旯墟

鞍山探索館最近成功向漁護署申請郊野公園植

林優化計劃，於鹿巢山進行植林工作。今年11月將

舉行「森林旮旯墟」，透過自然工作坊、樹苗護理體

驗等活動，讓公眾人士更了解我們的植林工作，更

多活動詳情，請致電3421-1436查詢。

人事策劃部

救恩堂於10月1日起召聘陳惠琴牧師為傳道同工。

信徒培育部

1. 讀經日營2023
主題： 「曾經，我們在荒涼的日子為上帝建造— 

 《哈該書》研讀」

日期： 2023年1月28日（六）

時間： 早上10:00至下午5:00
地點： 饒宗頤文化館G座資源中心（美孚青山道800

號，美孚港鐵站B出口步行五分鐘）

講員： 黃嘉儒牧師（信義宗神學院舊約儲備師資，

神學博士候選人，主修舊約）

費用： 每位100元（不包括午餐）

名額： 80人

截止：2023年1月13日（五）

報名： https://bit.ly/3GIwmcx或掃描二維碼

查詢： 2388-5847
  （總辦事處信徒培育部王小姐）

2. 2023-24年挪威Connect交流計劃

日期：2023年8月出發（為期一年）

地點：挪威

名額：兩名

資格：a) 受洗兩年或以上；b) 18至25歲；

  c) 高中畢業；d) 英文口語及書寫能力良好

內容：a) 出發前，參加預備課程；

  b) 到達挪威後參加HALD International Centre
的學習；之後在教會或機構實習半年；

  c) 回港後，參與本會的義務服事一年。

費用：全免，所有支出由主辦單位承擔。

截止：2023年1月17日（二）

報名：https://bit.ly/3CCrZiL或掃描二維碼

查詢：2388-5847
  （總辦事處信徒培育部王小姐）

家庭關顧部

婦女團契聯會「第四十五屆感恩奉獻禮」

日期：2022年11月12日（六）

時間：下午2:00-4:00
地點：本會真理堂（油麻地窩打老道50號）

網上報名

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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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召聘

堂會 職位

1. 活靈堂 傳道同工及幹事

2. 中心堂 主任牧師／傳道同工

3. 恩澤堂 主任牧師

4. 信望堂 主任牧師／傳道同工

5. 宏信堂 牧師／傳道同工

6. 福樂堂 傳道同工

7. 元光堂 傳道同工

8. 鑽石堂 傳道同工

9. 信恩堂 傳道同工

10. 深信堂 牧師／傳道同工

11. 救恩堂 主任牧師及幹事

12. 主恩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13. 元朗生命堂 傳道同工及會計幹事

14. 靈安堂 牧師／傳道同工

15. 信愛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16. 頌主堂 傳道同工

17. 葵恩堂 傳道同工

18. 平安堂 傳道同工

19. 尊聖堂 傳道同工、福音幹事及行政幹事

20. 真理堂 工友

21. 天恩堂 堂務幹事（會計）

編者話

在日常情況下，堂會事務是由堂主任、

其他教牧同工與長執配搭安排。然而過去一

段時間，本會經歷了很大的人事變動，本會

有近四份一堂會的堂主任出缺。如此，按章

由長執或其他教牧（如有）出任代堂主任。在

新冠疫情嚴峻的此刻，這些相對「資淺」的

代堂主任如何與肢體共同維持堂會的運作，

甚至推展事工？

今期特別邀請了兩位執事及一位教師，

分享他們在「代堂主任」職務中的體會。

總辦事處招聘

總辦事處 職位

會計部 會計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或掃瞄二維碼觀

看。召聘所收集的資料只供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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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九章22節說到「我總要救

一些人」的時候，他正面對哥林多教會有信徒質疑他

使徒的身分，而保羅在自辯的過程中，提到他有自由

決定是否接受哥林多教會對他的生活津助。但話鋒一

轉，他雖然論及自己是自由的，可以接受或不接受他

們的好意，但在福音的事情上，他卻決斷地要求自己

對猶太人就作猶太人，對軟弱的人就作軟弱的人。而

這種放棄自由的目的，就是「無論如何，我總要救一

些人……」為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疫情肆虐，我們應對「超多」的事情，漸漸就忽

略了領人歸主。當然，在這時段，我們的朋友也面對

疫情的困擾，很多時候也無心想到信耶穌得永生這些

遙遠的事情；另外，教會的聚會受到多種限制，聚會

氣氛也很難引動朋友們迫切思考自己的信仰，再加上

傳道人和弟兄姊妹們要維持正常的網上聚會，亦要關

顧會友和社區有需要幫助的人……諸如此類，我們可

能就忘卻領人歸主的工作，情況就如馬大和馬利亞接

待主耶穌這故事的重點，哪一樣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不是其他不重要，而是在疫情之下，領人信主是教會

不可少的一件事。

疫情之下，怎樣燃起信徒領人歸主的心志？其實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信主歷程，歷程基本上有四種，

一是認識信仰的內容和道理，及後自覺是罪人，悔改

歸回上帝，這是太平盛世時代常見的歷程；二是由歸

屬感轉向信主，教會以團契和關顧形式令到朋友們感

受到大家同是天父的兒女，感到上帝家的確溫暖，自

自然然就會受洗歸入教會；第三種是當自己遇到困

難，前路茫茫，無人可依靠的時候，人窮則呼天，自

然就會投靠主耶穌。疫情之下，我相信很多人在靈性

上有很大需要，我們怎可以忘卻將主耶穌介紹給他

們，讓主耶穌與他們同行共度艱辛？我們為他們禱

告，也鼓勵他們自己靠著耶穌禱告上帝，也鼓勵他們

在禱告中悔改決志，相信主耶穌。

至於第四種情況，就是當下移民的家庭中，有

一些未信主的成員，成人又好，小孩又好，我都鼓勵

他們信主接受洗禮，一家人齊齊整整的成為基督教家

庭才移民他方。因為到了異邦，想接受洗禮也有很多

你不認識的手續和不同的要求，何苦呢？現在就是時

候，不要躭延。最重要的是移民他鄉之後，整個家庭

的成員都是基督徒，都悔改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

順理成章，每晚都圍坐一起為自己、為教會、為香

港、為我們祈禱？“Why not”不是這樣，真的有很多

人以前輕忽了這事，現在捉緊這機會，悔改並接受洗

禮，全家人歡歡喜喜地飛到外地開展人生的新篇章。

■張振華監督■張振華監督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
無論如何我總要救一些人無論如何我總要救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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