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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權牧師
本會退休牧師

「豬」的正反面形象

今年是己亥年，生肖屬豬，趁著豬

年，讓我們就談談豬吧！談到豬，第一

個印象是懶、笨、髒。難怪中國人罵人

家懶、笨或髒時，總是與豬聯想起來，比

方：你像豬一樣笨；你像豬一樣髒；你這

懶豬。尤有甚者，我們更以「豬八戒」罵

那些好色貪杯之徒。總言之，豬的形象在

我們國人的印象中是低劣的。不過，近年

已有動物專家為豬平反，在他們的研究中

發現，豬並不懶、不笨、不髒，也不好色

貪吃，反而是聰明和愛乾淨的動物，其聰

明程度與狗一樣，能對簡單的指令作出

敏捷和準確的回應。因本性愛乾淨，所

以經過訓練後，豬亦會在規定的地點

大小二便。事實上，豬是從不在自己

進食和睡覺的地方排便的，只不過現

代的飼養方式把大量豬隻擠迫在狹窄

的豬圈裡，我們才錯認豬是又懶、又

笨、又髒、又好色貪吃的動物而已。  

其實，「豬」的形象在遠古中

國是正面的。我們的祖先都經歷過狩獵階段，必定都

熟悉並敬佩野豬勇猛善戰的性格。孔子的弟子中，惟

子路勇猛過人，他能赤手空拳打退老虎，而他所佩帶

的寶劍就刻上了野豬的標記。「豬」也有憨厚謙和，

樂天知命，隨遇而安的性格；牠的適應力特別強，加

上是群居動物，習慣成群活動。豬與豬之間少見爭

鬥，因此不論是群居或睡臥，彼此都能和睦相處，平

安度日。

聖經中的豬

聖經如何談論豬呢？聖經談到豬時，不論是舊約

還是新約，大體來說都是帶有負面和消極的意義。比

方說：豬是污穢不潔的動物，所以不可食用，也不可

作獻祭之用。早在摩西時代，上帝曾親自對摩西說：

「豬，蹄分兩瓣，分趾蹄卻不反芻，對你們是不潔淨

的。」（利十一7）。上帝如此吩咐，是希望屬上帝

的子民在飲食上也像在道德和靈性上一樣保持聖潔，

從異教徒吃豬肉的習慣，及以豬來祭祀的宗教行為中

分別出來。以色列人不單不吃豬肉，連接觸到豬隻屍

體都被視為不潔淨（申十四8），當然他們也絕對不

會拿豬來獻祭。

豬年談豬

彭
福
牧
師

本
會
第
一
任
監
督

信
義
人
故
事—



以色列民也喜愛拿豬來諷刺那些徒具美貌卻

不明事理的女人：「婦女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

環戴在豬鼻上。」（箴十一22）

新約中的比喻也流露出對豬那種低劣性的

厭惡。耶穌說：「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

們的珍珠丟在豬面前，恐怕牠們踐踏了珍珠，轉

過來咬你們。」（太七6）耶穌借豬的愚蠢，不懂得

欣賞珍珠的寶貴來指出一個道理：跟不懂欣賞屬靈事

物的人談論靈性是不切實際的，只會浪費時間。彼得

也曾借用豬本性低賤來斥責當時一班假教師的惡行。

「『狗轉過來吃自己所吐的；』又說：『豬洗淨了，

又回到爛泥裏打滾。』」（彼後二22下）這句話用

在這班假教師身上最為合適。

耶穌在加大拉人的地方趕鬼的故事也加強了人們

對豬那種負面的印象。故事說耶穌和門徒渡湖上岸，

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碰見兩個被污鬼群附體的人。

耶穌把污鬼群趕出來，污鬼轉而附體在兩千隻豬群身

上。豬群闖下山崖，投到湖中淹死（太八28-34），

於是豬就成了撒但邪靈的依附者。

誠然，豬的形像被聖經描繪得非常負面和消極，

豬因此變成了被排斥於以色列民的飲食文化與宗教禮

儀以外的不潔動物，絕不可食用，也不可觸摸，更不

可作獻祭之用。

既然如此，豬對我們今天的信仰生活便全無啓發

的意義嗎？這又不一定。儘管聖經對豬抱持否定的態

度，但這並不表示聖經連豬的某些優良品格或美德也

同時拋棄，如上文提及豬那勇猛善戰的性格就值得基

督徒擁有。沙漠教父經常對弟子說：「在敵人面前，

我變成了一名戰士。」敵人就是魔鬼和牠的試探，沙

漠教父面對牠們絕不退讓，也不留餘地，更變成了一

名勇猛善戰的勇士。事實上，勇猛善戰的基督徒方可

以殺退來自撒但邪惡勢力的攻擊。

另外，豬的群居性及豬群之間少見爭鬥，能和睦

相處的生活態度，也值得我們學習，因為今時今日個

人主義及社會撕裂分化，正嚴重地威脅人類整體的安

全。事實上，要永續人類的生活及其文化，所需的資

源不是甚麼，乃是謙卑、犧牲和團結。

豬年談豬就談到這裡，謹祝大家豬年蒙福，靈性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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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萍姊妹
真理堂

猶太新年為提斯利月的第一天， 以聖經中的「吹角節」作為開

始，約為西曆九月。按猶太傳統習俗，親友都會在除夕一起聚餐，包

括喝祝聖禮的甜酒，吃圓形的哈拉辮子麵包，象徵周而復始。習俗當

中，相信最受歡迎的就是吃蘸了蜜糖的蘋果，喻意期望新一年甜甜蜜

蜜；而紅石榴內藏豐富的籽粒也極具象徵意義。

中國人在新年前，會大掃除一番，廣東話稱為「洗邋遢」，然後

在新年時，穿上新衣服，立下新計劃，除舊迎新，對春天的萬象更新

慶賀一番。

猶太的新年，則始於為期十天的自我檢視、悔改和禱告，稱為

「敬畏十日」，以「贖罪日」作結束。這段期間又稱為「至聖期」，

目的是檢視自己對上帝丶對人的不足之處，從而修正，重回目標，藉

新年更新，有機會作出改變。新年期間，猶太教徒大部分時間都在會

堂裡崇拜，儀式包括吹號角、唱詩及背誦悔罪禱文，為個人、家庭、

民族及世界的悔罪禱告。 

贖罪日是悔罪的高峰期，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全天禁食、默

想、內省，各人都嚴謹地審視自己的生命，祈求上帝寬恕過犯，施恩

拯救，並把他們的名字寫在生命冊上。

接續是準備進入「住棚節」，由提斯利月十五日開始，為期八

天，節期以歡慶為題，除了慶祝過往一年的農穫豐收，也紀念上帝帶

領以色列先祖出埃及，在曠野四十年的帳棚生活中得蒙保守與供應，

經歷上帝的同在。 

猶太人過新年的特別之處，是從十天深層的自省開始，回歸上

帝，重新投入上帝的創造並享受祂的同在，或許這對我們側重於慶祝

新年的傳統帶來一點啓迪。要知道除舊迎新不是只追求外表的煥然一

新， 更需要注重內在的更新！

猶太新年—
以回轉悔改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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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皓婷姊妹（臨床心理學家）
信望堂

「年廿八要洗邋遢，拜年只可以說吉利的話，千

萬不能說錯話，否則會帶來厄運…… 」

農曆新年繁多的除舊迎新習俗，總是伴隨著一

種無形的壓力。在個人層面上，我們是否也在新年時

給自己除舊迎新的壓力呢？是否每年也立志把舊有的

思想和行為模式一一清除，努力去活出新的生命？可

是，似乎無論多努力，效果也不如預期，以致每年也

得重新立志，到年底仍因舊事對我們的捆綁而感到無

奈。 

心理學研究1 提供一個新方向讓我們思考這個現

象。現在讓我們透過以下一個簡單的實驗，嘗試理解

我們腦部的運作。

在接下來的一分鐘內，你可以讓任何思想進入你

的腦海，但請不要想到一隻白熊。你現在可以閉上眼

睛，開始思想。

假如你有一刻不由自主地想起白熊，不用感到

挫敗，因為此研究發現，刻意抑壓某些思想往往並不

成功，甚至會帶來反效果。應用於我們除舊迎新的意

願上也是如此—有些東西盡力不去想，卻偏偏會想

到；愈是強行清除一些舊有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它就

變得愈頑強。這不是因為你不夠努力，而是「用錯

力」。

因此，與其跟舊有的思想行為模式鬥力，不如

嘗試包容它，並且接納它確實是自己的一部分。如果

覺得無法接納自己不完美，可以回想馬可福音十章 

17-22節描述耶穌跟財主的互動來提醒自己，主耶穌

在我們未能放下生命中最難放下的東西之前，已經愛

著我們。當舊有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困擾我們的時候，

我們不必跟它鬥爭，反而可以把它帶到主耶穌面前，

更深刻地體驗主對我們的愛。當我們不再花「無謂的

力氣」去清除任何東西時，自然能夠放開懷抱去細心

體會上帝賜給我們每天更新的恩典吧！

1  Wegner, D. M., Schneider, D. J., Carter, S. R., & White, T. L. 
(1987), "Paradoxical effects of thought supp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1), 5-13.

從心理學角度
看生命的除舊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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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恩教師
葵恩堂

彭福牧師於一八八八年生於河南省汝南。一九

零三年復活節從豫鄂信義會傳教士施道格（Rev.  KS 

Stokke）牧師接受洗禮，成為汝南地區最早期的基督

徒之一。一九一三年，由四個信義宗差會2 聯合創辦

的灄口信義神學院在漢口正式開學，彭福在施牧師推

薦下得以入讀，成為該校第一屆的學生。經過神學院

的三年學習，使他在神學知識上更為精進。從神學院

畢業後，他便回到汝南教會工作。

一九二八年，胡立美牧師（Rev.  G. Holm）和蘭

大德牧師（Rev.  CW Landahl）為彭福主持了授職按

立典禮。一九三七年，他被選為中華信義會的總監

督。當時，中華信義會包括信義宗所有十六個差會，

分佈在全國十一個省份。

一九三九年，彭福牧師應邀赴美國訪問，途經香

港，便住在道風山。一九五零年一月，彭福牧師在世

界信義宗聯會香港辦事處（現基督教協進會會址）舉

行了中華信義會在港九的正式禮拜，隨即開展港九新

界的佈道工作，並於八月聘得由信義神學院畢業的吳

明節傳道協助佈道事工，亦於同年設立了信義宗聯合

出版部。

一九五三年，中華信義會在全港的發展已甚為

可觀，在港九新界一共設立了十五間堂會。一九五四

年，五個差會、五個機構及十五間教會的領袖，在道

風山上舉行會議，成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下稱本

會），選出彭福牧師擔任第一任監督。一九五八年，

彭福牧師已年滿七十歲，但因本會的工作需要繼續連

任監督，直至一九六一年，其時吳明節牧師當選新一

任監督，彭福牧師則被推舉為本會名譽監督。

另外，彭福牧師在擔任本會首任監督的隨後一

年，亦被選為信義宗香港協會總監督，此後的二十

餘年，他也在香港信義宗教會領導及服務，直到

一九七五年息勞歸主，享壽八十八歲，下葬於道風山

基督教墳場。

彭福牧師常引用的經文：「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

道，作使徒，作教師。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

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

信他能保全他所交託我的，直到那日。」（提後一

11-12）

1 白潔士著、鄧𦘦明譯，由香港道聲出版社於1963年出版。

2 挪威信義會（Norwegian Missionary Society）、芬蘭信義會
（Finish Missionary Society）、豫鄂信義會（Lutheran United 
Mission）和信義會（Lutheran Augustana Mission）。

《汝南人彭福》1彭福 牧師
（一八八八 —一九七五）

本會第一任監督



■訪問及整理：信義報編輯部

閱讀體會

「原來我們正是運用這個原則啊！」牧師用肯

定的眼神望向若燕，若燕也不期然漸漸愛上這書—

《康樂佈道》。每每在細味父親佈道心得的同時，若

燕也把《康樂佈道》視為秘笈，可供翻閱、研究、討

論、實踐。

若燕從未如此具體經歷文字的威力，是超越時間

和地域，從這一代到下一代，影響遠大寬廣。透過親

身體驗父親的寫作，她看見上帝的恩典、聽到生命的

故事、經歷福音的大能。

聖經人物

若燕心中的父親有保羅那份執著和敢言，也兼備

保羅的牧者真性情，即使面對軟弱也從不掩飾；更有

洞察人軟弱的心，接納自己和別人，給予機會，給予

鼓勵，樂活服事。

讀後覺醒

若燕：「從未想過要怎樣承傳，這一刻讓我醒覺

要認真思考，至少讓我用生命活出信仰，成為康樂佈

道者。」

《康樂佈道》讀後感
■巫若燕教師

靈安堂

以「下一代」的身分去拜讀巫玉揆牧師所寫的

《康樂佈道》一書，讓我更體會到福音的大能及傳福

音的意義。巫牧師從人的基本需要出發，以「康樂活

動」作為傳福音的接觸點，配以社會工作中的小組工

作理論，將其一生佈道的心法及招式，透過有力的文

字，鉅細無遺地傳承下去。

巫牧師除了分享「康樂佈道」具體實用的招式

外，更分享了「康樂佈道」的心法：「深信福音的大

能」、「作勞力的農夫」以及「惟有神叫他生長」，

這也叫我最為深刻。這些佈道的信念，加上作者一生

在靈安堂的佈道實踐，使這書變得更具生命力及震撼

力。這書的厚度及重量不單在於二百多頁紙，更在於

作者一生對傳福音的熱誠，以及在靈安堂彰顯出來的

福音大能。

從靈安堂的佈道實踐以及弟兄姊妹生命改變的見

證中，我深信「康樂佈道」這方法不但在過去有效，

於現在、將來亦有效，因為人對福音的需要以及福音

的大能，不受時空限制，是跨世代的事情。感謝上

帝！祂透過前輩的佈道經驗，以有力的文字激勵我們

繼續傳福音，並且要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文字

巫玉揆牧師著作—

《康樂佈道》

的 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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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孩子
   先從情緒管理開始

（左起）Kris、白姑娘和Lube在元朗

信義會生命幼稚園內合照，Kris和

Lube均是透過生命幼稚園參加「快

樂家庭」課程，加入教會。

社工白志慧姑娘指出課

程會用「紅綠燈」的比

喻來提醒家長，讓他們

明白「管教有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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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孩子從來不易，加上面對工作壓力、情緒

困擾，家長就更難抽身平和地處理孩子和家庭問題。

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在過去數年與元朗生命堂合

作，為元朗信義會生命幼稚園的家長及小朋友舉辦了

三期，每期十八堂的「快樂家庭」課程，針對家長以

至小朋友的需要設計內容，包括管教技巧、認識自己

和原生家庭，以至鼓勵家長分享相關知識，讓社區受

惠。擁有豐富家庭教育經驗，負責該課程的社工白志

慧姑娘指出，大部分家長都以「管教好孩子」的心態

來取經，但管教子女從來都不只是技巧的應用。課程

能幫助家長認識自己和原生家庭，學習管理自己的情

緒和代入子女的角色，使家庭關係得到改善。課程結

束後，家長可以藉由參加團契小組，與同路的家長互

相支持和關心，繼續延伸所學。王靜文（Kris）和林

珮華（Lube）便是其中兩位受惠於課程的參加者。

兩年前，Kris的女兒就讀K2，因為工作關係，家

庭欠缺親子時間，Kris發覺與女兒的關係漸漸變差。

後來有機會看見生命幼稚園宣傳的親子課程，所以便

報讀了。Kris過往受到媽媽的權威式管教，所以她有

時會以打罵的方式教導女兒。在上課後，她學懂了用

勸導的方式，冷靜地從女兒的角度出發。在課堂上，

她看見其他家長的情況跟自己相若，終於明白到自己

的狀況並不特殊。透過課程舉辦的親子活動，現轉為

半職工作的Kris也多了親子時光。如今，她參加了生

命堂的團契，更於一年前與女兒一起受洗加入教會。

遇上管教上的問題，她可以與小組的家長一起分享，

減輕壓力；遇上情緒低落時也不會像從前躲在家裡，

而是可藉禱告得到平安。 

另一位家長Lube，性格衝動，脾氣火爆，對孩子

和丈夫的要求也很高。兒子小時候患有呼吸道疾病，

為要療養身體，曾有一段時間在外國生活。回港後，

孩子的中文能力追不上學校的進度，加上有感孩子和

丈夫各方面的表現也與她的期望有落差，無形中加重

了她的壓力。因為想增進家庭教育的知識，她參加了

生命幼稚園的查經班。有一次輪到她分享的時候，以

往承受的壓力終於按捺不住，令平日表現堅強的她突

然淚流滿面。牧師指她太專注於孩子，令自己不能抽

離，情緒變得很差，於是為她禱告，讓她感到平安，

最後還介紹她認識「快樂家庭」的課程。參加課程之

後，她不斷反省，明白原生家庭影響著自己及丈夫的

性格和表現，也因此為孩子帶來不必要的傷害。她開

始學會以讚賞代替否定，用諒解代替責備，以至學懂

「放過人和放過自己」。課程不但改變了她的管教態

度，更引領他們一家參加慕道班，並於生命堂受洗。

「大部分家長都認為教不好孩子是因為技巧和

方法不對，但關鍵其實大多是家長的情緒管理。」社

工白志慧姑娘會用「紅綠燈」的比喻提醒家長，所謂

「管教有時」，「紅燈」時絕不是管教的良機，反而

家長要留意，在「黃燈」時就要讓自己冷靜下來，無

論是深呼吸或飲杯水，這些方法在紅燈時才做就一定

沒有作用。讓家長從覺察自己的情緒開始，這樣才能

有效對子女進行管教。

另一方面，她也明白到家長要承受社會加諸在他

們和子女身上的要求，壓力很大，也很難受。這時有

一班同路人家長互相分享和鼓勵，實在對她們舒緩情

緒和學習管教方法很有幫助。

「快樂家庭」透過幫助幼稚園學生家長解決管教

子女的問題，從而推動快樂家庭文化；也藉由延伸至

家長團契小組，建立起家長的互助支援網絡，引領家

庭重新投入信仰生活。

■Jonathan
社會服務部



■曙光
「齊來關心穆斯林」成員

世界三大宗教的分佈：
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稱為世界三大宗教。此

三種宗教能位列前三大，主要因為它們是在眾宗教中

僅有被某些國家列為國教的宗教，如基督教在歐美的

一些國家、伊斯蘭教在中亞、西亞和北非一些國家、

佛教在東南亞一些國家分別被列為國教。

不同宗教人口（參考香港差傳事工聯合提供的

2018全球差傳數據）

宗  教 人 口 人數上升（％）

基督教（廣義） 2,506,835,000 1.30

穆斯林 1,820,926,000 1.94

印度教徒 1,043,980,000 1.33

無教信仰者／

無神論者
838,454,000 0.32

佛教徒 532,805,000 0.94

中國民間信仰者 431,145,000 0.04

＊註：廣義基督徒（包括基督教、天主教、更正教、東正教、其他

獨立教會及邊緣基督徒如耶和華見證人、摩門教等會友。）

回教齋戒月是甚麼？ 
二零一九年的回教齋戒月將在五月五日（星期

日）  開始，六月四日晚上結束。對全球穆斯林來

說，齋戒月的二十八天是集中精神追求真主的神聖時

間，具體來說，他們需要做甚麼？基督徒又應如何看

待齋戒月呢？

回教齋戒月的由來

齋戒月，是伊斯蘭曆九月，世界各地的穆斯林

在該月慶祝穆罕默德從真主安拉得到《古蘭經》的啟

示。齋，即「飯食」的意思。齋戒月最重要的特徵之

一，是每天從黎明到日落不吃不喝。在二零一九年齋

戒月期間，一個穆斯林白天的實際禁食時間將達到

四百七十小時（幾乎為二十天）。

趁齋戒月向穆斯林打開福音契機

據美南浸信會國際宣教部（International Misson 

Board）資料，對於基督徒來說，齋戒月是一個為穆

斯林祈禱的戰略性時期。

教會非常關注穆斯林在齋戒月中得著異象和異

夢，他們期望夢是上帝向人們啟示自己的一種直接方

式，因此宣教者會非常集中性地向上帝尋求特殊的信

息和啟示。曾經有基督徒在這段時間內懇切虔誠地為

他們的穆斯林鄰居和朋友祈禱，接著這些人就經歷了

異象和異夢，耶穌在這些穆斯林面前顯現並吸引他們

歸向祂，他們會感受到上帝給予自己的生命信息。對

於穆斯林而言，這種突破的方式最有效幫助他們跨越

障礙，走向福音。

引言：上帝在地上設立教會，是要教會

成為使「萬族」得福的管道。按全球的宗教人

口統計，穆斯林的數目增長最快，現已超過

十八億，比去年上升1.94%，超過基督徒*的增

長比例1.3%。若然教會要「立足本地，胸懷普

世」，今日教會和基督徒應認識普世宗教現況

和積極關注穆斯林，特別是如何回應和看待回

教的齋戒月。

滄海遺珠—
被遺忘的海島穆民  

差
傳
呼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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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基督徒和教會應如何回應？
每年全港教會和差會舉辦「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

會」，鼓勵全球基督徒在齋戒月特別為全球十八億的

伊斯蘭教信徒代禱，祈求他們打開心門迎接福音，與

基督的真理相遇。二零一九年我們定下關心穆民的主

題：「滄海遺珠——被遺忘的海島穆民」。

認識穆民的苦困

全球二百個著名的島嶼，五分之一是以穆斯林

為主的國家。這些島上的穆民甚少或永不離開島嶼。

其中一些值得關注的島嶼如馬爾代夫、蘇拉威西、蘇

門塔臘、汶萊、菲律賓南部、馬約特、科摩羅、桑給

巴爾島、奔巴島，大多數是穆斯林聚居，有不少更是

99%或以上是穆斯林。求天父憐憫他們，若沒有基督

徒在他們當中，誰曉得基督呢？

島嶼的穆民一生被教導伊斯蘭的安拉是唯一的

選擇，自小遵從伊斯蘭教的法則生活，閱讀教內的經

典而無法得著生活的目標方向，常常在生活中嚴守規

條，仍懼怕做得不足夠而受懲罰。但若然離開自己的

宗教信仰，所有榮譽和權力都盡失，更可悲的是在自

身的宗族裡，失去身分和生存空間。

為島嶼穆民祈禱

島嶼穆民多居於山地、草原、邊緣、荒漠，交通

困難，與外界難接觸，信息封閉，令經濟文化相對落

後；資源匱乏也令教育條件欠佳。那些留下的穆民只

保存固有的傳統宗教，近年卻有改變，他們可接受外

來新事物和有機會聽聞福音。

差派傳福音使者  

為把握打開福音之門的契機，現急需福音使者

來到這些被遺忘的島嶼傳遞愛心，為福音作見證，服

侍當地人。伊斯蘭教是島嶼穆民的主要信仰，因著島

嶼的區域限制，若有人對福音感興趣而歸主，是難以

尋找鄰近城市或城鎮來逃離自己宗族的反對和殺戮滅

絕，因此我們需要為宣教士和初信者祈禱。

總結
面對這些被遺忘的穆斯林鮮聞福音者，我們作

為蒙恩的子民，上帝的兒女，願意認識並為他們祈禱

嗎？或藉著不同的職業進到他們當中，將福音帶給他

們嗎？你願意祈求上主藉著異夢、宣教士、上帝的話

語開啟他們的心門，讓他們脫離黑暗、捆綁，進入主

的光明中嗎？

（歡迎你參加五月三日晚上舉辦的「齊來關心穆斯林

祈禱會」，本部是其中一個主辦單位成員，可直接聯

絡本部報名，查詢請電2855-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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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部

1. 青年敬拜分享會

日期： 2月10日、3月10日、4月14日、5月12日、

6月16日及7月14日

  （每月第二個主日，除6月外）

時間： 下午4時至6時

地點： 信義樓五樓禮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目的： 藉敬拜親近上帝，以分享連繫人，匯聚信義青

年唱詩讚頌上帝之恩，也藉音樂表達對上帝深

恩的回應，見證分享，互相勉勵。

費用： 全免，毋須報名

詳情及查詢： www.e lchk.org.hk，總辦事處王小姐

（2388-5847）

2. 招募多媒體團隊成員

為完善與本會會友之間及對外的資訊交流，本部

有意籌組一個多媒體團隊，建立Facebook專頁去宣傳

本部的活動事工及為本部建立更活潑的形象，同時亦

為本會青少年提供一個資訊平台，更快更容易去獲得

未來各項活動的資訊。現招募以下成員：

1. Facebook 專頁管理員

2. 攝影師（攝影）

3. 攝影師（拍片）

4. 記者

誠邀各位有心又有恩賜的弟兄姊妹加入，盼能

與各位一起服侍教會！請聯絡本部部員戴景豪弟兄

（94354812）查詢或報名。

3.《信‧異‧行》青年領袖培育計劃

《信．異．行》意即時下青年信徒如何在這個異

變的世代，藉因信稱義而行出我們的信仰。

內容： 建立關係、信徒裝備及服侍實踐（過往活動：

認識難民、舉辦佈道會、查經學習）

聚會時間： 每月一次週五晚上

策劃帶領者： 葉健昌教師（天恩堂）、彭成彥教師

（尊聖堂）及郭鳳儀教師（香港仔堂）

費用： 全免（或按個別活動收取相關費用）

報名： 請於本會網頁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寄交

「油麻地窩打老道50A信義樓4樓（青少年部

「信．異．行」收）」。

詳情及查詢： www.e lchk.org.hk，總辦事處王小姐

（2388-5847）

大眾傳播部

道聲出版社

【講座】

2019年2月16日（六）下午3時舉行《童心飛躍

2》兒童崇拜教材導師訓練班，詳情及報名：http://

bit.ly/2AmD4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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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包括：

1.  「抗貧行動系列」：舉行一系列的「貧窮體驗活

動」（1月至3月）

2.  抗貧自由約：展覽、真人圖書館、攤位活動等（3

月17日下午2:00-5:30）

3.  民間扶貧公聽會：主題有關青年、照顧者、房屋

及其他 （3月17日下午3:00-5:30）

歡迎會友參與，計劃具體內容及參與方法，請

瀏覽「社福抗貧聯盟」Facebook，查詢可致電3692-

5468聯絡社會服務部倡議小組黃先生／麥小姐。

堂會召聘
堂會 職位

1. 道恩堂 傳道同工
2. 活靈堂 傳道同工
3. 信望堂 傳道同工
4. 尊聖堂 堂主任/傳道同工及傳道幹事
5. 元朗生命堂 傳道同工及行政主任
6. 主恩堂 傳道同工及幹事
7. 平安堂 傳道同工
8. 元光堂 幹事

總辦事處召聘 
職位

總辦事處 助理行政幹事
海外宣教部 助理行政幹事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或掃瞄QR碼觀看。

召聘所收集的資料只供招聘用。

2019年3月9日（六）下午3時舉行「說故事的

人」向孩子說故事技巧訓練班2019，詳情及報名：

http://bit.ly/2RLJzXk。

2019年全年講座安排，定期更新，詳情請瀏

覽：http://bit.ly/2r2pxww

【道聲召聘】

誠邀具事奉心志、熱愛閱讀的基督徒應徵下列職

位：門市兼職。查詢請致電2388-7061聯絡張小姐。

社會服務部

1. 2018周年感恩大會

本機構2018年度周年感恩大會已於2018年11

月25日假沙田鄉議局大樓劇院舉行，2018年大會以

「看見需要」作為主題，透過三個真實的個案故事配

以精彩的動畫，向台下觀眾展示受眾的需要如何在社

區被看見，機構如何提供適切的服務，員工怎樣貢獻

自己的一分力量，為受眾帶來新的希望。大會佈景設

計以燈泡作元素，以“Be  the  Light”代表「作時代的
燈臺」，傳達照亮他人生命的信息。

為表揚各同工去年的努力，大會今年繼續舉辦第

二屆「信義．果籽．賞」獎勵計劃，表揚三個傑出的

服務計劃，包括：「美樂心絃」音樂治療計劃、「金

齡圖書館」跨代生涯交流計劃，以及「外出易」陪

診及護送服務。另外在頒獎環節中亦頒發了賣旗動員

獎、胡鄭素芳紀念獎助學金、長期服務獎、優秀職員

獎等百多個獎項，對員工的努力予以肯定。

2018年的周年聚餐亦於同日晚上假旺角倫敦大

酒樓舉行，由本機構總幹事陳麗群女士聯同各執行委

員會主席、委員以及各出席嘉賓，一起向大家祝酒，

感謝同工過去一年的努力。

2. 「看見貧窮 1.2.3」計劃

今年1至3月，本部與一眾「社福抗貧聯盟」盟

友合作推展「看見貧窮 1.2.3」計劃，嘗試透過不同

方式讓市民更深入認識香港的貧窮面貌，並鼓勵大家

就貧窮狀況及「抗貧」的方向發聲。

編者話

今期信義報以「喜迎新春」為主題，盼在

農曆新年這喜慶的節日，讓讀者從不同角度了

解新年（豬年）的特色和意義。我們分別邀請

了前神學院教授撰寫華人及聖經對「豬」的看

法，以及曾在以色列居住的姊妹談談猶太人過

年的特色和意義；另邀請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分

享從心靈角度看生命的除舊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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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有志副監督

每日在報章上看見現今社會出現不少爭拗的議

題，例如：政治、開發土地供應及民生問題，其中是

因為居住環境狹少、經濟壓力及子女教育等問題，造

成人與人之間的爭執和怨氣。

八福中的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太五9）和合本修訂版譯為：「締造和平的人有福

了！」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思考「使人和睦」或

「締造和平」的意思：

1. 不做問題的製造者

今天的社會凡事都從經濟效益來衡量人的價值，

你能賺錢，你就有用，這個價值觀已經植根在一般人

的心裡，但上帝不以此看人的價值。當我們站在高

位，作為老闆、領袖或父母，我們經常發出指令：

「你要聽我講」、「你要這樣做」，卻較少從對方的

角度設想。如果對方未能達到自己的期望，其中的落

差就引致衝突。我們必須學懂「要快快地聽，慢慢地

說，慢慢地動怒」（雅一19），讓我們不引發爭執、

細心聆聽、明白對方，並以平和的內心和態度來解決

問題。

2. 努力促進他人和睦

耶穌在離世臨別門徒的重要時刻，迫切教導門徒

要「彼此相愛」（約十三34-35）。

人與人相處，意見不同是正常的事。當產生了衝

突並且互相堅持己見時，就需要第三者來協調。惟有

愛心才能產生包容和接納，「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

掩一切過錯。」（箴十12）「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

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四8），讓我

們不跌入武斷批評的漩渦，平息怒氣，彼此和睦。

祝願新一年，大家都同有一個願望，就是在這

充滿埋怨及不安的社會裡，我們從個人做起，在生活

的群體中散播和睦與平安，成為基督和平的使者。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