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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聚會，話題離不開子女，「每個

星期天早上，我的孩子總是賴床，怎也叫

不醒，他已不上教會了！」「我的孩子跟

同學去別的教會，不願和我一齊，害得我

每星期都被人問得啞口無言！」「我的孩

子說教會已沒有甚麼可以給他了！」

孩子的信仰不似預期，父母該如何？

一定有人鼓勵你：「祈禱吧！」沒錯，我們

的生活沒有一件事不交託上帝，但不妨仔細

想想：「在孩子面前，自己是個怎樣的基督

徒？是星期六、日基督徒，星期一至五是

虎爸、虎媽？」大事見能力，小事見人

品修為。家中沒有甚麼大事，發生的多

是小事，孩子見到的究竟是怎麼樣的

我們？是上帝的追隨者？還是墮入塵

網的世俗人？可能孩子正步我們的後

塵。

話又說回來，我們總不能把一切

責任都扛在父母肩上的。時代、社會

環境改變了，孩子的思維和需要都不

同：我們成長於傳統教會，一直被教導「順服」，重

視牧者的教導；但在這後現代、後真相年代，孩子成

長的社會環境、氣氛已是另一面貌。他們需要連結、

被連結，重視信徒團隊，甚至期望教會是一個服侍信

徒，連結起有共同異象的人的地方。

他們錯嗎？不，成長時代不同，心態、需要也

不一樣。父母不妨在提醒兒女返教會之外，也進一步

了解他們對返教會的感受和意見，以及對信仰的掌握

和態度。若自己的教會未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無需執

著，只要他們沒有放棄信仰，離開上帝，他們仍是上

帝的孩子。若他們要參加其他教會，只要提醒他們留

心：「那教會高舉的是人，還是上帝？」若能互相分

享信仰經歷就更好。

認識一位羽毛球教練，她一直沒有信主，或許是

沒想過信主。最近她卻邀請我一起查經，原來她父親

在去年離世。在她腦海中，雖然父親不曾向她傳過一

句福音，但她記得父親經常看聖經。她懷念父親，所

以要追想父親所信的是甚麼。

父母對孩子的影響不在說話，而是在生活中所堅

持的行為和選擇。互勉！

■余麗梅姊妹
深信堂

發揮父母的影 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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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訪問了本會一位九十後的弟兄Michael，他

是一位「信二代」，從他叛逆、跌倒至回轉並委身於

主的這條成長路並不平坦，或許也是一些年輕信徒的

寫照。

編輯（編）	 ：		請你介紹一下自己。

Michael（M）：	我父母是基督徒，我接受過嬰兒洗

禮。

編：	聽說你在少年時曾離開教會，是嗎？為甚麼？

M：	我少年時確實曾離開教會，因我跟隨了世界的價

值觀而忘記了上帝，不再返教會了。

編：	為何你現在又重回教會？過去的經歷對你有甚麼

提醒呢？

M：	我重回教會是因走投無路，在世界打滾至十六歲

時，不知為何身染怪病令情緒不穩，多年求醫也

無法痊癒。徬徨無助時想起了年幼時認識的上帝

而重返教會。透過牧者的循循善誘，我重新認識

主並認罪悔改，透過信仰重拾自我。

編：	聽說你現在讀信徒課程，有甚麼領受和得著？

M：	信徒課程其中一課令我很深刻，就是到街上服侍

拾紙皮的長者及露宿者。我體會了他們的無助，

令我知道自己其實很幸福，藉此學習基督的憐

憫，使我獲益良多。

編：	你現在有甚麼計劃呢？

M：	下一步我想學習捨己，跟隨基督，一生學習基督

的樣式，希望加入一些服侍露宿者的機構，將福

音傳給有需要的人，讓他們能得到主的幫助。

與Michael同行的母堂牧者：認識Michael已有

好幾年，最初是在他的母堂接觸他。當時他給我的印

象是一位滿懷大志、想法多多，生命中卻有不少隱藏

惡習的青年人。他既貪玩，又戀慕世界，但同時又會

追悔自己年少時未有用功求學，浪費青春，也會覺得

自己對不起主耶穌，他的心思意念極其混亂！或許他

就是被這些摻雜的思緒覊絆，加上怪病纏身，自己又

胡亂追尋靈異經驗，最終他整個人就給拖垮了！作為

牧者，我當時只能在他身旁默默地同行，有需要時給

他一些安慰，以禱告陪他走過幽谷。但最感恩的是，

他有一對深愛他，又對他不離不棄的父母與他共渡時

艱。今日看見他在新的堂會中開展新的信仰旅程，又

在主裡重新得力，實在為他感謝父上帝！

道聲出版社社長梁美英牧師：我是透過他母堂

的牧者認識Michael的，她請我幫忙找一些有意義的

事給他做，叫我考慮讓他來道聲幫手及學習。他給我

的第一印象是很像小朋友，很可愛，即給人感覺是不

太成熟；有時又好像情緒彷彿，思緒不太專注。最後

我鼓勵他看一本關於規劃人生及理財的書《贏在終

點》，請他找出每一章的精句，然後告訴我讓我刊登

在社交網站。我與他的牧者溝通，並與同事鼓勵他，

更陪伴他返崇拜，禱告及聚餐，一同關心他，我們做

的只是微不足道。

Michael現時堂會的牧者：我認識Michael，是因

為他的父母來到我的堂會崇拜。他們懇求我幫助他的

兒子，我被他們對兒子不離不棄的這份情打動。透過

與他母堂的牧者溝通，了解他的背景，我慢慢接觸和

關心他。經過兩年多的陪伴，看見他的成長，也看見

他對主重新委身。早前他更主動參加了堅信禮，渴望

成為一位有承擔的門徒！

感恩上帝安排同行者關心Michael，從訪問以上

的牧者中可得知，與他結伴成長的重要，「若遇敵攻

擊，孤身難擋，二人就能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

易折斷。」（傳四12）就讓我們一起與青年人同行！

一位九十後信徒的成長經歷

義代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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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對 談

有一天，教會內兩位在崇拜時剛坐在鄰座而年紀

不同的教友，知悉本會有六十五周年會慶微電影《晞

望Project	 S》試映會，於是他們相約在四月二日下午

一起到真理堂觀賞。此後，他倆內心各自泛起漣漪，

於是便開始討論起來……

阿細：	我可以為這城市做甚麼呢？

老餅：	我這一代可以做的都會做，做到幾多就幾多。

在問可為這城巿做甚麼之前，是否都要問能為

這個家或這個教會做甚麼？

老餅：	為甚麼你們年青人總是不服氣，要改東要改西

的？

阿細：	我們不是不服氣，而是想運用自己的能力為社

會重尋出路，很想改善現在停滯不前的社會。

阿細：	為甚麼我做甚麼事你也看不上眼，覺得我還是

小朋友呢？我已經長大了。

老餅：	因為你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孩子，你總是三分

鐘熱度，「有頭威無尾陣」（虎頭蛇尾），愛

做就做，不愛做就「無交帶」（沒責任心），

很難令人有信心。

老餅：	為甚麼你們年青人總是愛挑戰，不肯承擔？

阿細：	我有的是青春，難道要等到老來才尋找夢想

嗎？我想挑戰自己，可是我仍會失敗，但是並

不等於我不肯承擔，只是我未成功罷了！

阿細：	在教會中聽道後彼此問安，講哈利路亞，耶穌

祝福你，之後就回家坐在梳化看電視。我們怎

可只是聽道，而不去行道—關心社區呢？

老餅：	你認為我坐在家中梳化看電視是偶然嗎？我過

去付出的努力，為這個家、這個教會和社會所

付出的，從沒有要求回報。我一直堅持守住，

否則連家都沒有了。再這樣下去，城巿都散

了，散了還可以怎樣去幫別人？

老餅：	教會已積極服侍社區，難道你覺得這些行動毫

無用處？每每需要大遊行、反政府、抗議、示

威才是為民生作了美事嗎？

阿細：	我知道教會是要面向社區、服侍社區，可是幾

十年來都用同一模式，同一方法，在今天這個

多變的世代，仍然行得通嗎？我很想教會能與

年輕人同行，其實我不是想做甚麼你們大人應

為的「滋事分子」，我只是想為這一代的年輕

人發聲。我覺得遊行示威只是其中一種表達方

法，如果你們肯聽聽我們年輕人的聲音，我們

又怎會走到街上去呢？我真希望我們兩代人有

一個對談的平台。

阿細：	我們怎樣可以一起攜手，盡基督徒的本分，在

社會中給人「晞望」呢？

老餅：	……

他們的討論好像沒完沒了，但是最感恩的是年長

與年輕的兩代人可以坐下來一起反思教會怎樣與社會

同心同行。「晞望」就是日出時太陽光照射出來，看

見一個人站立在高處遠望的意思。

「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和他們同住，

他們要作衪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啟

二十一3下）就讓我們一起走出窄巷，一起尋覓「晞

望」！

＊圖片取自「晞望」劇照。

■創作及整理：信義報編輯部始於「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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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拍攝微電影對很多參與在其中的人來

說，是一件新事。除了導演和製作團隊是專業的

媒體人外，其他參與的弟兄姊妹都是完全沒有拍

攝經驗的。從物色編劇和導演開始，到決定故事

大綱、寫劇本，上主讓我們在會內找到編劇，藉

著他的創作，把教會在這時代所面對的實況放在

這個微電影裡。為招募演員，我們舉行了工作坊

和試鏡日，雖然報名參加的人數只有十數位，比

原先期望的人數少很多，但上主的預備就是剛剛

好：劇本需要一人飾演爺爺，就正好有一位年紀

合適的弟兄報名；女主角、兩位男配角及其他主

要演員亦是這樣，沒有多出的人可選擇，卻一個

角色也沒有缺少。

到了拍攝的日子，上主又為我們預備合適的

場地、其他客串的演員及有恩賜的美術組等，最

後所有的拍攝工作都能夠在已計劃的日程中順利

完成。主題曲的創作亦滿是奇妙，編劇和作曲者

事前沒有甚麼交流，但當劇本和主題曲出爐的時

候，兩者配合得天衣無縫，實在不得不驚歎聖靈

在當中的工作。

這次微電影的拍攝過程雖然充滿挑戰，同時

卻充滿感恩，每一個部分上主都預備了合適的弟

兄姊妹參與其中。

■呂穎希教師
六十五周年會慶籌委會委員

（微電影小組）

出去
■盧智榮教師

六十五周年會慶籌委會委員
（微電影小組）

我們一起
拍攝微電影的日子

平平安安地

信義會扎根在港六十五周年，昔日藉先賢落

地生根，用諸般的智慧服侍鄰舍，見證基督。今

次微電影「晞望」的製作期望繼承先賢昔日與香

港市民「同心同行」的精神，探討如何立足於此

時此地，在未來的日子繼續見證福音大能。

首映禮當日是一個美麗的見證，堂、社、

校合共一百三十五位領袖聚首一堂，除了一同觀

賞三十三分鐘的微電影外，更進一步透過分區的

討論分享，探索如何彼此結連，回應不同社區

的需要。面對這一刻香港的現況，我們不知怎樣

回應，甚至也會質疑不同的回應方式是否適合？

不過，我們也在學習憑信心踏出去，謙卑地倚靠

主。我們沒有所有問題的解決答案，我們只有上

主，以微電影主題曲「走出窄巷」一句歌詞互

勉：「願靠主恩一起找答案」。

微電影「晞望」放映安排：

北　區：18/5（六）7:30-9:00pm　榮光堂

沙田區：26/5（日）3:00-5:00pm　馬鞍山真理堂

其他地區的放映日期有待公布。

會
慶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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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般人來說，上落樓梯可能只是一種日常小

動作，但在行動不便的人士眼中，家門前的一條長樓

梯，就像一道緊閉的堅固鐵門，狠狠地粉碎他們出外

的心願。

突然中風  致寸步難行

家住唐六樓的林奮去年五月突然中風，導致右

半身失去知覺，入院住了約四個月，林太更需要辭掉

工作照顧他。林先生以往負責家中飲食，經常上落六

層樓梯，中風之後，行動不便的他連一級樓梯也走不

動。後來醫護社工把他轉介到信義會的「落得樓」服

務，利用預約好的樓梯機幫助他出門，再接駁至非緊

急救護車往返醫院覆診。雖然只是每星期兩次，每程

短短的十五分鐘，但假若沒有這部機器和操作員的幫

助，中風後的林先生確實是寸步難行，更遑論要走出

家門。林先生使用「落得樓」服務的這段期間，很努

力練習行路，漸漸由走不動到能行走三層。三個月

後，林先生雖然仍未能正常說話，但已能夠自行上落

樓梯。

「沒有這個服務之前，我們以往要動用二至四人

協助受眾上落樓梯，也試過要合四人之力連輪椅將人

抬落樓。」樓梯機操作員黃冠豐（阿豐）表示，現在

使用的樓梯機型號既輕便又小巧，少於八公斤重的樓

梯機，可以靠一個人運送和控制，較以往減省不少人

力資源。

受盡十二級樓梯的折磨

在服務經驗當中，許氏夫婦給阿豐的印象最為深

刻。四十多歲的許太由於身患多種長期疾病，需每天

進行至少三次俗稱「洗肚」的治療以維持生命，高昂

的醫療費用使他們的生活捉襟見肘。為節省金錢，他

■撰文：Jonathan
社會服務部樓梯背後的故事

林生林太和樓梯機操作員

阿豐(中)合照

們搬到元朗區偏遠鄉郊的村屋居住。他們的住處門前

有一條十分陡斜和狹窄的樓梯，正常人上落也會感到

困難。有一次丈夫陪太太覆診後回家，由於太太的行

動能力每況愈下，加上重達一百八十磅，許生陪她走

完短短的十二級樓梯，竟用了四個小時，當時丈夫是

又推又拉的將太太送回家中，受盡這

十二級樓梯的折磨！

像許氏夫婦的情況其實並不罕

見，接受樓梯機服務的，除了是

需要往醫院覆診之外，還有

需要去拜祭祖先、與家人共

聚晚宴，甚至只為享受一

下戶外的陽光。看似是小

小的心願，但若沒有樓梯機

的幫助，就甚麼也做不成。

樓梯機幫助他們重拾生活的樂

趣，服務的價值更非單單照顧

了行動上的不便，更是延展到

滿足心靈上的需要。

「落得樓」服務於二

零一八年五月才正式開

始，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牽

頭，並獲得凱瑟克基金和利

希慎基金的支持，由四間社

福機構合作推出一年的試

行計劃，信義會是其中之

一，服務新界區有需要的

人士。

阿豐每天帶著這架樓梯機在

新界各處接送有需要的人士

由於現時使用的樓梯機非常小

巧，狹窄的空間也可以使用，

也不阻礙其他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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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的總議會，選出了主恩堂的謝約翰

牧師及鴻恩堂的蓋英魁牧師為正副監督。在往後的兩

屆，兩位牧長都連選連任；即共九年在監督的位分上

合作。

謝約翰牧師先於一九七九年當選為本會副監督

（監督為吳明節牧師）。一九八一年當選為本會第一

位香港土生土長的監督。監督任期內，香港信義會

通過並開始按立女牧師（一九八九年按立陳錫妹牧

師）、設立社會服務協調處、製定《有關學校開辦細

則》、成立海外宣教委員會及差出第一位宣教士陳慧

玲教師前赴泰國宣教。另一重要功績是重新修訂了香

港信義會的《組織章程及組織大綱實施細則》，實

施監督專任。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今天的組織及行政架

構，均是自謝約翰牧師監督任內延續至今。

蓋英魁牧師於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零年當選

為副監督，與謝牧師一同領導著本會，合作無間。

他於一九九零年當選為監督，由一九九三年連任至

一九九六年，同年退休。蓋牧師於監督任內制定了本

會「九十年代宣教策略」，改組了本會各事工部分，

把海外宣教委員會升格為海外宣教部；也開創由監督

兼任道聲出版社社長的安排；並完成馮鎰社會服務大

樓第一期的興建。

八十年代是風雲變幻的年代，一方面經濟騰飛，

教育及社會服務的政策落實，市民的生活普遍逐步進

入小康。但另一方面香港前途問題的浮現、中英談判

及聯合聲明的簽署、八九「六四」事件皆令市民憂心

忡忡，移民潮湧現。

經歷了七十年代的十年自養計劃。踏入八十年

代，本會堂會、學校及社會服務亦發展迅速。再加上

挪威及芬蘭差會的事工相繼融入本會，短時間內讓堂

社校的數目倍增。一方面要管理擴展的事工，另一方

面又要穩定不安的人心。要鼓勵教牧信眾站穩信仰立

場、堅守事奉崗位，實在不易。

謝約翰牧師出任信義會監督期間，亦曾任香港基

督教協進會執委及主席。其時，正值中英為香港前途

談判，社會憂心忡忡、移民潮湧現。謝牧師聯同眾教

會領袖為香港的穩定和教會事工的堅固勞心勞力，為

鼓勵教牧和信眾站穩信仰立場、堅守事奉崗位而不眠

不休。筆者記得有一年信義會在道風山舉行教牧同工

研討會，探索香港及教會前路。研討會最後一天，謝

牧師鼓勵眾同工立志留港繼續宣教使命；與會的同工

一個接一個的站起來立志，場面振奮。當年與會者，

除已返天家及榮休的前輩外，大多今天仍在香港堅守

著事奉崗位。

蓋英魁牧師

謝約翰牧師

最佳拍檔—
謝約翰牧師及蓋英魁牧師 ■呂慶棠牧師

大眾傳播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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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一位女監督—
曹瑞雲牧師

曹瑞雲牧師於一九八五年神學畢業後，曾返回母

堂事奉，之後出任本會執行幹事，輔助兩位前任監督

（謝約翰牧師及蓋英魁牧師）推行會務；一九九六年

至二零零五年三度當選為監督，是本會及華語信義宗

教會的第一位女監督，帶領本會經歷九七回歸及二零

零三年「非典」等動盪及人心虛怯的時刻；領導香港

信義宗聯會成功協辦世界信義宗聯會於一九九七年在

港舉行的五十周年慶典和周年大會。至今各參與者仍

津津樂道當年的盛況（筆者數月前在北歐遇上一位當

年有出席的牧師，一提起當年的盛況仍非常雀躍。）

曹牧師於監督任期內，把「中國顧問委員會」改

組成「宣教合作會議」，並著實推動「湄公河宣教」

合作；更解決了長期困擾著本會的「董事受薪」的問

題。

曹瑞雲牧師簡歷

1985年	 信義宗神學院畢業

1987年	 任總辦公室主任

1989年	 返回主恩堂牧會，同年受牧師職

1991年	 任本會執行幹事

1996年	 當選為監督

1999年	 第二度當選為監督

2002年	 第三度當選為監督

2005年	 返回主恩堂牧會

2012年	 榮休	

謝約翰牧師簡歷

1968年	 信義神學院畢業，先後於鴻恩堂及

	 主恩堂牧會。

1970年	 受牧師職

1979年	 當選為副監督，監督為吳明節牧師。

1981年	 當選為監督

1984年	 第二度當選為監督

1987年	 第三度當選為監督

蓋英魁牧師簡歷

1955年	 於馬鞍山恩光堂領洗，同年入讀廣州

	 聖經學院（播道神學院前身）

1958年	 加入鴻恩堂事奉

1966年	 信義神學院正科畢業

1970年	 受牧師職

1981年	 轉任真愛堂堂主任。同年當選為

	 副監督，任副監督九年。

1990年	 當選為監督

1993年	 第二度當選為監督

1996年	 榮休

曹瑞雲牧師



由美國福音信義會亞太委員會（Association	 of	

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AAPI-ELCA）主辦的亞裔信義宗

國際會議（Asian	 Luther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LIC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至三十日在泰國烏

隆府（Udon	 Thani）舉行第十屆會議。大會每隔兩

年在亞洲不同的城市舉行，目的是聯繫亞洲信義宗教

會，對共同關心的課題作信仰及神學的反省；更重要

的是成為一個網絡，促進彼此的聯繫。

ALIC開始時，主要是教會領袖出席，青年的參

與只限於作義工，但從第七屆開始注意到傳承的需

要。因此，在大會程序內加入了青年的環節，與成人

的聚會並行。上屆與今屆更在大會前有工作營，讓來

自不同地區的青年人不單聚首一堂，更可參與服侍。

今屆的三次查經聚會中，有兩次由青年教牧帶領。

每屆大會都會嘉許三位對亞裔事工有特殊貢獻，

或亞洲信義宗教會的傑出領袖。本會曹瑞雲牧師及謝

約翰牧師曾先後獲此嘉許。是次大會嘉許了本會的伍

中恩老師，以表揚她在聖樂及禮儀上的傑出貢獻。

是屆大會有超過二百五十位來自十五個亞洲國家

及地區的教會，以及美國本土及中南美洲的教會代表

出席，其中青年代表有六十多人，是歷來參與人數最

多的一次。本會有呂慶棠牧師、張詠教師、卜海崙姊

妹、丘健南弟兄及歐陽雪玲宣教士出席。張教師及丘

弟兄亦參與了會前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的青年大會，參

與為當地教會籌募及興建活動會堂。

ALIC自一九九九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第一

屆（一九九九）及第五屆（二零零九）均在本港舉

行。第十一屆亦擬訂於二零二一年一月於柬埔寨金邊

舉行。

義代同行  　　　　　　　  

■張詠教師
頌恩堂

自從兩年前參加ALIC青年組的服侍，便一直希

望鼓勵香港信義會的青年人參加。因在當中可以認識

不少亞洲地區信義宗教會的年青教牧和教會領袖，

一起參與事奉和學習。感恩今年能再次參加，並到

Ba	Yao鄉村的教會服侍，幫忙完成服務樓的工程。不

過，我們從當地的人和教會所得到的愛和祝福，遠遠

超過我們所付出的！村民開放自己的家讓我們住宿，

又照顧我們。我們除了搬石、鋪地、上油、植樹外，

還捉魚、收割、學煮當地傳統食物；更少不得的是唱

歌、跳舞、在營火之中敬拜。為可愛的村民們感恩，

願主常保護和供應他們。

同樣感恩，帶領青年組的牧長們都有顆年輕的

心，雖有年齡差距，他們卻與青年們打成一片。在

服侍及會議中，牧長們常給予年青人嘗試不同的事

■呂慶棠牧師
元光堂

第十屆
信義宗亞裔事工
“Singing the Lord's Song: Migration and Mission”

差
傳
呼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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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東北Udon 青年營

2019泰國東北Udon

參加者



奉，放心地把事情交給青年人去負責，亦從中給予

很多鼓勵。特別鳴謝大會負責人Rev.	 Dr.	 Pongsak	

Limthongviratn，及負責青年組的Rev.	 Andrew	Yee

和Stephanie	 Baccam。Stephanie亦是青年人，是Rev.	

Thiem	 Baccam的女兒，過去多年都跟著父母參與

ALIC，現在成為青年組其中一位領袖。我非常欣賞

她在當中的事奉！願主繼續透過ALIC，一代一代地

造就更多領袖，在各地以生命影響生命！

流散難民、獻上心曲　　　　　　

■卜海崙姊妹
救恩堂

“Singing	 the	 Lord’s	 Song : Migration	 and	
Mission”是今屆會議的主題，目的是探討移民、難民
以及跨文化宣教使命的策略。「我們怎能在外邦之土

唱耶和華的歌呢？」（詩一三七4）為了配合	Singing	

the	 Lord’s	 Song，大會特別邀請了美國信義會一隊
由不同傳統、風格和文化背景的音

樂家所組成的樂隊 “The	
Glocal	Musicians”參
加。在每節聚會

中，他們都領唱

來自世界各地的

讚美詩和歌曲，

每首歌曲的曲風和旋

律都截然不同，但同樣唱

頌生命的故事，傳揚上帝的話。

大會特別嘉許了崇拜禮儀專家伍中恩老師為「亞

洲教會傑出領袖」。伍老師為主獻上音樂的恩賜，讓

聖樂融入禮儀之中，開展了活潑的、變化多樣的和有

生命力的敬拜，	祝福了信徒的信仰生活，確是實至

名歸！

音樂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能幫助人跨越文化，

感受當中所傳達的情感，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不可言喻

的聯繫，觸摸人的心靈。實踐跨文化的宣教使命，

音樂加上信仰的表述，是其中一個有效接觸心靈的鑰

匙。特別是今天有不少流散的難民、無依的移民，他

們都盼望在異鄉唱出希望，尤其是可以用自己的語

言、熟悉的調子，表達內心的思緒和心情。唯願主幫

助他們，能得著屬於他們福音的歌，藉著聖靈打開一

道道心門，使他們得到安慰、堅固和振奮，在異鄉也

可以向上帝唱出讚美的新歌，獻上他們的心

曲！

青年工作營—同心興建禮堂 　　　

■丘健南弟兄
馬氏紀念禮拜堂

我很感恩可以參與這次會議和青年工作營。第一

次見到這麼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基督徒在一起，包括泰

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印度、台灣、美國、

澳洲和香港的青年弟兄姊妹，那種感覺真的難以言

喻。雖然理性上知道不同國家都有天父的子民，但當

一起唱歌敬拜時，特別是唱到Give	Thanks（歡欣）

一曲時，心裡很感動，因為我深深感受到雖然大家來

自不同的國家，生活都不一樣，但無論哪裡的人都經

歷著天父的保守和愛！結果大家可以在同一個空間裡

面一起唱Give	Thanks來回應天父。

青年工作營主要目的是為泰國東北部Udon	Thani

的Ba	 Yao鄉村教會建一個室外的多用

途禮堂，我們香港的團隊就

以奉獻、幫忙和支援

完成進行中的興建

工作。當地村民給

予我們很多熱情和

愛心的款待，包括

每天三餐的美食和帶我

們體驗農村的生活如捉魚、

挖薯仔等。深深相信天父會使用這個新

建的多用途禮堂，讓教會更好地服侍附近的村民，經

歷天父的愛。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信義宗亞裔事工國際會議，

今屆的主題是從信仰角度反思今日移民、難民和跨文

化宣教的課題。這次讓我反思：在香港已經有很多移

民、難民和不同文化的人需要我們關注和服侍，這就

是教會和每位信徒被呼召要做的事。

最後，很想感謝協助舉辦這次活動的弟兄姊妹，

本會海外宣教部的同工和泰國組成員、香港團隊的各

成員，以及各位弟兄姊妹的代禱和奉獻。衷心鼓勵各

位弟兄姊妹盡力找尋機會參與跨文化的信仰活動，經

歷天父的愛與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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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2019年按立牧師典禮 

本會定於2019年6月9日（主日）下午3:30於本

會真理堂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按立林春暖教師（鴻恩

堂）、陳偉明教師（靈暉堂）、林一君教師（天耀生

命堂）及陳湸勳教師（真理堂）為牧師，歡迎出席，

共證主恩。

信徒培育部

1. 關注弱勢社群講座

日期：	2019年6月21日（五）

時間：	晚上7:00至9:00

地點：	信義樓五樓禮堂

講員：	新福事工協會同工

費用：	50元

截止報名：6月10日（一）

2. 關注環境保護講座

日期：	2019年9月6日（五）

時間：	晚上7:00至9:00

地點：	信義樓五樓禮堂

講員：	容後公布

費用：	50元

截止報名：8月26日（一）

兩個講座詳情及查詢：www.elchk.org.hk，總辦事處

王小姐（2388-5847）

青少年部

1. 青年敬拜分享會

日期：	5月12日、6月16日及7月14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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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c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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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5-4812）查詢或報名。

大眾傳播部

道聲出版社

【講座】 

2019年6月6日（四）晚上7時假基督教多加

堂禮堂舉行「兒童崇拜教材」導師訓練班，內容包

括使用第三套及第四套《童心飛躍》，訂購《童心

飛躍3》全套，可免費參加。報名瀏覽：http://b i t.

ly/2AmD4UL。

2019年5月至7月中的三個星期六下午4時，

假基督教多加堂舉行「一生愛閱讀：『愛家．愛閱

讀』」讀書會，主題為我的家人，費用全免。報名及

詳情瀏覽：http://bit.ly/2SZI7FL。

2019年全年講座安排，定期更新，詳情請瀏

覽：http://bit.ly/2r2pxww。

社會服務部

香港礦山挑戰賽2019

鞍山探索館連續第三年主辦，香港首個以礦場

為主題的慈善大型比賽——香港礦山挑戰賽（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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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Mine	 Challenge）已於2019年3月3日順利進

行。賽事共吸引接近200支隊伍參加，環境局局長黃

錦星先生更是連續三年支持賽事，擔任主禮嘉賓為參

賽隊伍打氣。

賽事共分為18公里挑戰賽、12公里公開賽及8公

里體驗賽三個組別。參加者於賽事中化身成礦工，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出發，走上70年

前礦工的工作及生活路線，沿途經過選礦廠、信義會

恩光堂、昂平高原、露天採礦場、240ML礦洞範圍

等，最後大會更於終點設立多個攤位，讓參加者透過

科技認識礦村面貌，與眾同樂。

在此衷心感激各個支持機構、團體及義工，全賴

有你們，賽事才得以順利舉行！活動籌得的款項將用

於礦村文化保育及活化工程，並推動社區教育工作，

令社會更關注礦村保育及相關的人文歷史。	

總辦事處召聘
職位

海外宣教部 助理行政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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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聖堂 堂主任/傳道同工
4. 元朗生命堂 傳道同工及行政主任
5. 主恩堂 傳道同工及幹事
6. 平安堂 傳道同工
7. 沐恩堂 傳道同工
8. 中心堂 傳道同工
9. 恩澤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10. 元光堂 幹事

11. 真理堂 會計幹事及工友

恩頤居召聘
職位

恩頤居 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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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話

社會的價值觀和氛圍，時刻地影響一個人

的成長，我們的新生代與長輩年輕時所經歷的

處境已不盡相同。今期《信義報》藉著兩代信

徒的親身經歷，及由本會青年人製作的六十五

周年微電影分享和兩代對話形式演繹的影後

評，讓我們以不同的角度進入了解青年人的心

態和需要，從而連結關係，彼此建立，義代同

行，為主在世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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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督
的
話

■楊有志副監督

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曾祖父母及外曾祖父母均是

基督徒。

祖父楊紹普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會友，祖

母汪明珠是播道會天泉堂會友。家父、叔伯及姑姐自

小跟從祖母參加教會主日學，團契及崇拜。

家父排行第二，約二十歲便出來社會工作，結婚

後曾照顧大伯及五位弟弟的住屋需要。我還記得高峰

時期曾與四位叔伯同住，俗語說「相見好同住難」，

我們約有十人一起居住（叔伯在祖母家晚飯），但

除了早上上班和上學前爭用洗手間外，並沒有任何衝

突。我們生活和諧，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有一位虔誠

愛主的祖母，她愛護子女和孫兒，循循善誘地教導我

們。她臉上常常充滿笑容，熱心事奉教會，擔任教會

婦女會主席。她沒有讀過書，透過讀聖經學懂閱讀。

她煮得一手好菜式，經常打電話叫我到她家取豉油炆

豬肉回家吃。祖母住在我隔鄰的大廈，直到我十九

歲，她安息主懷。我從來沒有聽過祖母責罵子女及鄰

舍，相信這就是我們大家庭和諧的要素。我同樣沒有

聽見過我父母爭執及激烈地討論問題。

初中的時候，我開始發覺我們的家庭跟許多同學

的家庭不同，我不想流連街上，想早點回家跟母親講

述學校的生活。當時，家父從輪班的工作轉為日間工

作，我與他見面的時間多了，父親從嚴父的角色漸漸

變為與我有傾有講，更多跟我談論做人的道理。我感

恩有明白我們的父母。

據家父憶述，祖母曾對家父說過，期望他讀神

學成為牧師服務教會。家父回答祖父母說：「家庭經

濟薄弱，他需要工作幫補家計，怎可能全時間讀神學

呢？」沒有想過祖母的心願，上帝的呼召竟然落在我

身上，讓我全職事奉上帝，成為祂的僕人。不單單是

這樣，我兩位堂弟及兩位堂弟媳都完成神學課程，在

堂會事奉上帝，其中一對夫婦已經成為候任宣教士，

等待前往外地宣教。

我祖父母的信仰活現在生活中，影響子女成長。

我的叔伯基本上都有很好的父親形象，並對家庭盡責

任；再加上我的三嬸及六嬸都十分愛主，熱心事奉教

會，都影響著他們的兒子成為全職傳道同工。

我深信：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蒙福，平

安，並能藉著上帝的恩典祝福他人！

一家都蒙福
家父（後排左三）　家母（中排左二）

祖父（中排左四）　祖母（中排左三）

本人（前排左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