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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勝牧師黃文勝牧師
本會健康堂會支援小組組員本會健康堂會支援小組組員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衝擊，令教會

無法維持有形的聚會。沒有聚會的教

會存在的意義是甚麼？我們應停下來反

思「教會是甚麼？」。耶穌在地上設立

教會的原因是甚麼？我們現在維持教會

的方式與聖經的教導有沒有差別？認識

NCD 會幫助我們建立按聖靈帶領、合乎上

帝心意、能「落地」實踐使命的健康教會。

二零零六年報名參加 NCD 訓練班，當

時的 NCD 報告只有八項特質的分數與平

均分。單憑八項特質的分數，只能略知

堂會的概況是健康、一般或不健康，

很難解釋導致不健康的因素，以致每

次受邀請去講解 NCD 報告時都非常

戰兢，因怕做不好這項有意義的服

事。

感謝趙錦德牧師在二零一九年

年底為信義會同工開辦「自然教會

教練訓練班」， 他毫無保留地將心

得傾囊相授。這訓練班一方面加強了本會現時 NCD

教練的知識和能力，同時吸納和裝備新進的同工作教

練，為承傳和發展作出莫大的幫助。

在教練訓練班中，本人獲益良多，總結以下幾點

作分享：

1. 增加了信心：近年 NCD 的發展加入了每個特

質四項共三十二項的 NCD Insight，在訓練班中了解

這三十二項的註釋，並明白他們之間的關係，當中的

核心是甚麼，對閱讀 NCD 報告有多一些信心。

2. 為何不早一點：大部分參加訓練班的牧者都

認同，為何不在神學院唸書時開始學習 NCD ？若早

一點認識，就能解讀堂會的狀況和引致的問題，以致

可以對症下藥，對堂會和牧者都有益處。

3. 全人成長：堂會要很健康（八項特質都超過

七十五分）才能有效地發揮上帝放在教會的能力；同

樣，牧者也要很健康，要全人健康（愛上帝、良好的

品格、事奉能力、人際關係、身體狀況）才能配合堂

會的發展和需要。

NCD 自然教會發展NCD 自然教會發展——
教練訓練班後感言教練訓練班後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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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芬牧師吳玉芬牧師
傳道牧養部部長傳道牧養部部長

偶然聽到同工或執事說：「NCD 都沒有特別吧！

A 堂會都有持續做診斷，但不覺得她們的人數有增

長！」又有這樣說：「堂會前幾年有做啊，但對堂會

沒有大幫助。」相信教會領袖有這樣的分享，是因為

對 NCD 的認識不足，以為 NCD 是一個幫助教會增長

的工具。或許，這樣的認為並不是完全錯誤的。NCD

主要是一個幫助堂會了解整體自身健康狀況的診斷工

具，這工具沒有提供任何教會發展策略和增長方法，

只是反映接受診斷的堂會現時的健康狀況，在哪方面

是強項，在哪方面是弱項。然後堂會按報告所反映的

制定對應策略，調整弱項或整體堂會的需要，以提升

堂會的健康狀況。當我們了解堂會的情況，對症下藥，

健康狀況改善後，堂會的人數就會自然增長。所以若

說這工具是幫助堂會增長，也不是完全錯誤。

然而，為何有人會認為這工具沒有太大幫助？

很可能是堂會只做了前半部分，即健康診斷，只取了

報告，卻沒有制定對應策略。有些堂會因為健康度很

低，可以說是「衰弱」，在這情況下就算有對應策略，

都需要一段日子處理，而不能即時看見果效。其實這

個工具對堂會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視乎堂會是否願

意付代價、花心力面對和針對問題的所在，竭力更新

轉化堂會。

筆者牧養的堂會（永生堂），在二零一四年參

加了 ACTS「堂會轉化歷程」，便開始認真去認識

NCD，以及接受 NCD 的診斷，第一次的報告結果顯

示堂會的健康情況不太理想。我們一眾領袖便就著報

告所顯示堂會需要成長的部分，在五年計劃中著力跟

進，並安排適切的策略，使弱項和整體狀況彼此協調

達致成長。到二零一六年我們再次接受診斷，結果令

人非常鼓舞，堂會整體健康度提升，之前的弱項已調

升至理想的健康度。有這樣的改變，關鍵在於領袖們

願意面對堂會真實的狀況，並且為堂會和會眾切實的

需要而敢於改變，引導整體會眾一起經歷更新轉化。

有見 NCD 對堂會發展的重要，傳道牧養部之下

的「健康堂會發展小組」一直積極協助堂會透過 NCD

了解堂會狀況，並提供堂會發展建議。為鼓勵堂會參

與 NCD，本部亦每年資助五間堂會接受 NCD 診斷和

一次解讀。過去小組曾親身到堂會介紹 NCD 工具、

解讀堂會報告及鼓勵堂會制定行動方案。去年十一月

底至十二月初，小組更舉辦了「NCD教練訓練課程」，

因著本會是參加 ACTS 歷程的教會，故邀請專家趙錦

德牧師為我們主講了一連五天的訓練。是次訓練一方

面讓教牧同工認識堂會發展的生態，以助同工牧養和

帶領堂會；另一方面，本部希望栽培更多 NCD 教練

人才，以助本會堂會更健康發展。

經過訓練後，由於小組教練人才增加了，我們可

以發展更多隊伍，希望未來能夠服事更多堂會，並可

持續地跟進，使本會整體堂會都能健康成長和發展，

求主使用我們！

自然教會發展自然教會發展 (( NCDNCD ))診斷診斷

堂會發展堂會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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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很難得有機會跟本會十多位同工一起接受

「自然教會發展」（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 ，

簡稱 NCD）深層應用的訓練。對我來說，今次的訓

練除温故知新外，更充滿踏實感和啟發力，使我更有

信心和把握與堂會同行，協助堂會建立健康強壯的信

仰群體，參與上帝的使命，見證祂的真實和大能。

1. 溫故知新

感謝上帝，今次有機會接受培訓，在五個整天的

訓練中，我們對「自然教會發展」理論的演化、由八

個健康特質至三十二個分項（NCD Insight）的由來、

使用整個工具的思維進路及分析後的跟進應用，都有

充分的討論和認識。上課的感覺就像參加退修會，可

安靜下來專注了解教會的實況；又像培靈會，激發我

們更著緊教會的健康和發展。除了温故，在知新中更

可跟同工們一起學習、共鳴，診斷教會的情況，提供

改善轉化的關注與策略，真是感謝教會的安排和上帝

的恩典。

2. 不斷啟發

透過溫故知新，我在學習歷程中的體會就如同在

退修會和奮興會，不斷得到啟發。當我們知道上帝給

教會的恩賜與供應，就像祂賜予所創造的自然界有生

命的恩典和食物一樣，使我深深體會祂的愛。愛教會

也就是愛上帝，因為上帝的教會就是祂所拯救和呼召

出來的群體，教會參與祂拯救世界的計劃，因此愛教

會也就是愛上帝所愛的創造。

我深信，當我們能有效應用「自然教會發展」這

工具，我們就能參與顧惜保養基督的教會，使她健康

地茁壯成長，讓她有激勵人的崇拜，使人得力的領導，

發揮功能的行政，個人及整個群體的靈性充滿熱忱，

能承載生命和建立門徒與領袖的小組或團契，建立以

人為本的福音見證策略、按恩賜發揮的生命服事及讓

愛流動、相親相愛的關係。由內至外，由個人到整個

信仰群體的各方面，都更有力地服事他人，榮耀上帝。

 3. 得力服事

俗語說「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今次「自然

教會發展」深層應用的五天訓練中，有兩天是專注於

分析後的跟進工作。得到堂會的批准後，我們以五個

堂會的個案作實習應用，有分組報告、同儕的提問質

詢和主教練的挑戰與回應，使我們一方面知道自己思

考的關注所在、準備的漏洞或建議的失焦等等；也見

證到我們有能力提出「到肉」的提問、對症下藥的建

議及堂會必須關注的事宜等學習成果。

我相信自己及所有受訓的同工都不是說我們已得

著了甚麼秘笈和必勝技，乃是按上帝的恩賜及祂量給

各人的能力，去使教會更沒有瑕疵地獻給基督，作祂

的新婦。

■■梁華廣梁華廣牧師牧師
本會健康堂會支援小組組長本會健康堂會支援小組組長

「自然教會發展」「自然教會發展」
深層應用訓練後感 深層應用訓練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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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約了醫生檢視最近的驗身報告，在看報告

的前一晚，你會否感到忐忑不安？相信大部分人對於

要看驗身報告都會感到擔心。最初接觸 NCD 時，只

是知道 NCD 是「堂會的驗身報告」，讓堂會的牧者

及領袖能知道堂會的健康狀況，從而計劃下一步的發

展方向。

今次課程最大的得著，是學習從一個「有機體」

的角度去看堂會。每個堂會的成長歷程都不同，就如

每個生命在上帝的創造中都是獨特且寶貴的。即使成

長於同一個家庭，兄弟姊妹之間也會發展出不同的強

項、弱項和性格。每個堂會也受發展歷史、不同牧者

及領袖的帶領、身處的社區變化等因素影響而發展成

今天的模樣。記得自己第一次接觸 NCD 報告，是看

牧養堂會的報告，當時只能簡單看到數字方面，如合

格與不合格、高分與低分之類的資料。但今次課程教

導我們要綜合各個分數之間的關連及成因，並對堂會

的處境作深入分析，才能發現堂會的文化與問題的核

心；更寶貴的是能夠學習跳出分數的高低，看到堂會

的潛能和發展空間。

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開首的問安（林前一

1-9），雖然保羅清楚知道哥林多教會有很多問題，

並刻意寫信去解釋各種教義及倫理問題。但在信中的

開首部分，他重複為哥林多教會而感恩，並強調耶穌

基督「必堅固你們到底，使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日子無可指責。」（林前一 8）。保羅相信問題多多

的哥林多教會必在基督裏被堅固，藉著上帝信實的應

許和呼召，最終能克服各樣問題，在主面前交帳時無

可指責。在課程當中，讓我看見每個堂會都是獨特且

寶貴的，帶著不同的使命，在不同的社區服事上帝。

五日的課程非常充實，導師趙錦德牧師經驗豐

富，他對堂會健康發展那份殷切的期望，以及愛教會

的心，令人深受感動和激勵。亦感謝各參與同工及堂

會無私的分享及經驗交流，讓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個

案作分析練習，並從中看見上帝如何呼召、保守及帶

領每一間堂會。甚願 NCD 這工具能在更多堂會中被

使用，藉著深入分析和合適回應，相信必定能幫助牧

者及領袖團隊，更好和更有力地帶領堂會在社區中服

事上帝。

跳出跳出分數高低分數高低
看見堂會潛能看見堂會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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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穎希教師■呂穎希教師
本會健康堂會支援小組組員本會健康堂會支援小組組員



我們說，信義宗教會是禮儀教會。

相比其他基督新教宗派，禮儀教會大概有以下特

色：1）聖壇置中；2）主禮在崇拜時穿上禮袍；3）

每次主日按照節期及三代經課編訂主題；4）重視主

禮和會眾間的啟應互動；5）簡短的頌歌分佈於整個

崇拜流程。狹義來說，禮儀是指向崇拜程序；廣義而

言，則包括牧師主禮的衣著、整個崇拜空間的佈置。

馬丁路德認為教會禮儀對基督徒來說，就好比工

程師使用的圖則。圖則不是建築物，卻讓工程師知道

該如何興建一幢大廈；禮儀對基督徒來說並非信仰本

身，卻能夠深化基督徒的生命。因此，當信義宗信仰

傳遍世界各地的同時，這些教會都著手編寫他們的教

會禮儀，也按照教會節期安排每次崇拜的主題。

中華信義會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當歐美宣教士來到中國建立教會時，他們一般按

著其所屬母會的傳統翻譯教會的禮儀。譬如早期山東

的宣教士來自德國，當地的信義會自然採用德國教會

的崇拜禮儀；東三省為丹麥宣教士的集中地，東北信

義會也理所當然使用丹麥教會的禮儀崇拜。

一九一五年，三個來自挪威和美國的差會討論編

寫一份聯合崇拜禮儀的可能，藉以為中華信義會的成

立鋪排。由於挪威教會較具歷史傳統，所以整套崇拜

程序亦以一八八九年編修的挪威教會禮儀為藍本。後

來芬蘭及瑞典的差會亦加入討論，並以挪威禮儀為骨

幹下稍作建議和增刪。

中華信義會在一九二零年正式成立，以上五個差

會共同編修的崇拜禮儀程序亦正式通過為新成立的教

會採用。除了崇拜程序，大會亦通過統一使用「三代

經課」作主日崇拜經文、統一牧師及主禮的禮袍、統

一各種翻譯名稱等，並編修《頌主聖詩》以配合禮儀

及節期的需要。

中華信義會的崇拜禮儀在一九三三年經過一次簡

單修訂。直至一九九零年代以前香港信義會亦仍然沿

用這套崇拜程序，到了一九九四年才再作全面更新。

其實整個禮儀編修的歷程並不容易。昔日每個差

會擁有他們的傳統包袱，且向來行之有效。然而為了

邁向宗派的合一，宣教士都願意放下自己的執著與堅

持，最終成就一個教會—中華信義會的順利誕生。

合一，意味著放下。為了信徒和教會間的合一，

我們又願意放下多少呢？

■胡闖明教師■胡闖明教師
深信堂深信堂

信
義
百
年

教會崇拜 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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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我的「「盲公竹盲公竹」」

二零一七年九月，我踏上往柬埔寨宣教的旅程。

三年宣教任期將要結束，今年八月我就完成第一期

的宣教士任期。這些日子，上帝帶領我去探索柬埔

寨的需要，祂陪伴著我，讓我看見祂的國度，也賜

予我使命。

對自幼在香港成長的我，在柬埔寨這幾年裏，我

有了從未經歷過的體驗——全國戒備的總統大選，因

乾旱造成的每天停水停電，以及今年全球爆發的「新

冠肺炎」。我即使盡力去知曉柬埔寨的一切，又可以

掌握多少？人在異鄉，最能依靠的就是禱告和上帝。

感謝主，這一關又一關，讓我感受到無比的平安。

生活．生存

最了解自己的人往往不是自己，而是我們的阿

爸天父。上帝最知曉我的能耐和需要，祂在我身上有

計劃和時間表。最初的幾個月，祂為我預備了另一位

宣教士美芬姊妹相伴，她不單教曉我很多生活上的技

能，與我一起去探索我們在金邊的新生活，更重要的

是成為我心靈上的依傍。因為有好的開始和基礎（九

至十二月），在後來美芬回港等候被差遣的那八個月

裏，即是只有我一個人留在柬埔寨，我的身心靈都能

保持健康，也逐步適應一個人在柬埔寨生活，建立社

交圈子，為上帝作工。

事奉．事工

當我來到柬埔寨工場的「金邊堆谷信義中心」（後

稱 LOC），並不感到陌生，因為過去參與柬埔寨短宣

時，每次都到此地服事。但現在我是來長期宣教，角

色轉變了，責任自然有所不同，究竟上帝要我作甚麼

呢？

第一年，我只是開始學習柬文不久，連基本的溝

通都做不到，但 LOC 竟有一群小朋友定時來到，我們

怎能無動於衷呢？於是，我與本地同工就按上帝的帶

領，一小步一小步地開始兒童事工。

LOC 是一所教育中心，所以我負責一些教學工

作。我要運用非母語（英語）去教導柬埔寨人學習普

通話，後來更加上基本的柬文來補充講解，這實在是

很大的挑戰。另外，我既沒有全面的神學訓練，但每

月需要預備一至兩次的崇拜講道分享，那是更大的挑

戰。還有，在這幾年間，我要認識柬埔寨政府的政策

和制度，好使 LOC 合法地營運。當中涉及很多我前所

未知的專業範疇，包括：公司法律、財務、稅務和人

事管理等。這一切一切，讓我經歷到是上帝的恩典夠

用——上帝叫我放膽前行，為祂作應當的事，祂是我

的後盾，我不用過分擔心自己的不足，或是遇上我不

能承擔的事。

■陳詠恩姊妹■陳詠恩姊妹
本會信徒宣教士本會信徒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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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同行者

宣教路，一直不是一個人的路途，必須有很多同

行者。

第二年開始，感恩有炳南和美芬夫婦加入成為

柬埔寨宣教士，而 LOC 的同工人數亦逐漸增加。有

團隊就能彼此配搭，可發揮的效力會多幾倍。後來，

LOC 加添女生宿舍的服事，亦是需要團隊的異象和配

搭才能成事。

柬埔寨工場上有很多很好的前輩，雖然大家屬於

不同差會，但他們都會亦師亦友地教導我們這些年資

尚淺的宣教士。再者，能遇上不同的人，亦可能是上

帝為我們穿針引線，在適當的時候遇上適當的人，「事

工」就這樣成了。

當然，還要多多感謝這幾年間來香港各位弟兄姊

妹的支持，不單是祈禱和奉獻，他們還親身前來柬埔

寨關心我，或者參與 LOC 的事工。

深觸我心

柬埔寨的生活當然比不上香港的多姿多采，我會

否感到孤單？又或者說，我們常常把時間虛耗在別的

事情上，沒有把時間給予上帝……反而簡單一點，乏

味一點的生活，可以讓我們多一點親近上帝，那不是

更加美好嗎？

在此，正因為有很多事情不能完全自我掌控，

有人會看為是「無力感」，我反而認為這是學習謙

卑的機會—只要願意放下自我，就更能實在地抓

緊上帝，讓上帝成為我們的「盲公竹」。我切實地

經歷到若能謙卑，就更能得著上帝的恩典，多於我

所想所求。

柬埔寨是上帝所愛的，現有很多教會都在柬埔寨

展開福音工作，但屬靈的爭戰亦愈來愈大！不只是因

為柬埔寨的九成人口是佛教徒，而是其他宗教都在柬

埔寨擴張；另外還有城市化、現代化所衍生的錯誤價

值觀，因此向當地傳福音實在不能怠慢。

「我感謝那賜給我力量的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因

為他認為我可信任，派我服事他。」（提前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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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早前在群組收到一個宣教士的信息，她興奮

地說因為牛油不足，竟然做出了十級美味的光酥餅，

非常感動，因為光酥餅是她十年宣教生涯以來最想念

的食物。看見此信息，體會到宣教士的喜悅，又帶點

純真，但同時亦感受到宣教著實不易。

是的，要離鄉別井，放下所愛，跳出安舒，《神

州義僕》一書的主角李立生牧師的宣教經歷殊不簡

單。他出生於挪威，經歷多年海員生涯，後在美國安

頓下來：建設了自己理想中的房子，與妻兒過著不錯

的生活。惟當上主的呼召臨到，又得其妻子全力的支

持，即使在未有差會和教會的援助下，李牧師便毅然

舉家進入中國，並自此獻上一生。他的服事正值十九

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當時中國發展落後、生活條件

欠佳，他的女兒就因為一次食物中毒意外犧牲。除此，

當時國內時有仇外情緒，宣教事宜需要靈活應變。即

或如此，李牧師與其他宣教士伙伴始終未有言棄，並

確立出不同的福音據點。在他們堅持盡忠地服事，以

及上帝的恩典下，河南信陽這個地方從福音荒漠也變

成了一個小綠洲呢！

我
讀
．
故
我
知

過往當我回應呼召，往往很著重「印證」這回事，

當教會／差會缺場，彷彿訴說李牧師會錯意了吧！惟從

他整個獻身並服事的果效，我體會上帝呼召的真實！

李牧師的服事晚期，國內政局動盪，其實他大可

先行退去暫避一下；惟他選擇與信徒同行，共渡時艱，

亦因如此，他因一次誤受槍傷，蒙主寵召。猶幸他生

前已著力培育本地人朱浩然牧師作接班人，使福音工

作不致停滯，上主的國能繼續在當地擴展。

總括來說，李牧師一生盡心奉獻，他對中國人

那份至死不渝的愛，讓我們既感動，亦不解。願我們

從書中得到激勵，也更盡情的為主、為人獻上一生。

■■卓誌雲教師卓誌雲教師
榮光堂榮光堂

神州義僕

《神州義僕》《神州義僕》

作者：李瑪莉作者：李瑪莉

出版：道聲出版社出版：道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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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無了期，在家面對「四面牆」，孩子叫悶，

爸媽叫苦！雖然疫情期間全港學校停課，但王賽明快

樂家庭培育中心多位幼稚園駐校社工仍然謹守崗位，

透過電話與服務受眾保持聯繫。社工得悉很多家長

在停課期間要面對日復日的照顧壓力，身心俱疲。

因此，同工們除了向家長提供情緒支援外，亦嘗試在

Facebook 推出兒童活動直播節目，讓孩子在有得學

又有得玩之餘，也製造空間讓家長有機會「放空」一

下。怎料最後家長卻透過直播節目與孩子一起參與，

無疑是建立親子關係的好契機。

Facebook 節目名為《好玩 3 點半》，主要針對

幼稚園至初小學生，以快樂家庭的三大支柱為基礎：

凝聚家庭快樂時光、快樂技巧好學習及快樂由自己做

起，以 Facebook 發放正能量資訊，週一更推出每次

半小時的直播節目，又玩又學。

這天的「好玩 3 點半」，其中一個參與直播節目

的家庭是冼家，六歲的孖女 Bella、Anna 和媽媽看著

比賽，爭相為所支持的社工吶喊，氣氛十分熱鬧！

冼太是全職媽媽，她表示在疫情首兩週全家都很

緊張，既欠缺防疫物資，又怕被感染而不敢外出，結

果壓力爆煲，發生大大小小的爭執。後來補給了防疫

物資後，放鬆了一點，一家人才開始外出，和孖女一

起做運動。有一天，冼太在 Facebook 看見中心有直

停課停課不停不停「學」「學」
親子親子齊齊學習「快樂」齊齊學習「快樂」

■■撰文：霍芳婷撰文：霍芳婷
 本會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社工 本會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社工

相片提供：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相片提供：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

播節目，本來想讓女兒獨自收看，自己偷空做其他事

情，誰知自己亦看得好開心，這短短半小時成為一家

人與別不同的相聚時光。冼太表示，是次疫情是沒有

人想發生的，但能夠全天候陪伴兩個囡囡，更有社工

教導如何與孩子相處和玩樂，不知不覺令大家的關係

變得更好，所以更珍惜這相聚的時間。

「原本子女要上學，家長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大

家都可以唞唞氣。因為突然停課，全家人長時間留在

家裏，壓迫感會好大，磨擦亦增多。但家長亦沒有可

能為減少磨擦，俾部手機子女玩到復課……。」中心

社工霍芳婷表示，很多家長認為停課最難捱的，就是

一家人在家中「困獸鬥」。因此，中心同事為減輕家

長的壓力，同時讓小朋友可以玩樂，學習「快樂由自

己做起」，就製作了這個節目。未料到節目出街後，

反應最正面和看得最開心的卻是大人。

霍姑娘與同事每星期一霍姑娘與同事每星期一

下午三時半都會準時和下午三時半都會準時和

小朋友見面小朋友見面

冼太和女兒們一起看冼太和女兒們一起看

《好玩3點半》。《好玩3點半》。

社工們透過 Facebook 直播社工們透過 Facebook 直播

和小朋友一起玩遊戲。和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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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策劃部

信恩堂於5月1日起召聘楊順儀姊妹為傳道同工。

青少年部

1. Lutheran Worship 籌辦敬拜／分享／工作坊

Lutheran Worship 是青少年部的敬拜隊，在過去

一年曾於信義樓舉行數次「青年敬拜分享會」，於去

年年底也曾到訪堂會及參與培靈會，與信義人一同敬

拜、交流。今年計劃進一步進入堂會，若堂會認為合

適或有需要，可隨時聯絡 Lutheran Worship，一起籌

劃 2020 和 2021 年的敬拜事工安排，包括：敬拜隊

交流、主領敬拜聚會或舉辦工作坊。

聯絡方法：

Facebook Page：Lutheran Worship

Instagram： lutheranworship

電話：9435-4812（戴景豪弟兄，Yeo）

2. 新 facebook 專頁

本部建立了新的 facebook 專頁：

ELCHK YOUTH，與大家分享信仰短片、

活動花絮及資訊，歡迎大家點讚及分享。

大眾傳播部

道聲出版社

【門市動態】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道聲書局之服務時

間會按情況不時變化，讀者前往道聲書局前，可

WhatsApp6391-7923 查詢，或瀏覽本社 Facebook

專頁「道聲出版社 - 香港」發佈的最新消息。

聖禮用品訂講：聖餐杯餅套裝及即棄膠杯訂購，

如有需要，請向門市查詢：2388-7681。（注：到貨

或會因郵遞服務，有延誤可能，特此聲明。）

【道聲消息】

與基督教出版聯會合作，於 Facebook「有 Say

講場」專頁舉辧直播講座，歡迎讀者到本社 Facebook

專頁「道聲出版社 - 香港」重溫。

本社在有限的資源下，與香港書城合作，為在疫

情之下未能出外購物的讀者們可安坐家中，以網上購

物形式，找到合心意的書籍，透過閱讀，為身心靈提

供適切的幫助。歡迎瀏覽：www.taosheng.org.hk。

歡迎各堂會與本社聯合舉辦讀書會或幼兒繪本話

劇活動。詳情請聯絡拓展部張小姐（2388-7061）。

社會服務部

「山野大奇蹟日」

今年二月底，一場歷時 20 小時的山火，燒毀了

馬鞍山鹿巢山 80 公頃林木，嚴重破壞自然生態。鞍

山探索館隨即籌備及推出歷時數月的「山野大奇蹟

日」，以公眾推廣、清理山徑、植樹活動等，提高公

眾及行山人士「山野無痕」的意識。活動邀請到資深

傳媒人方健儀小姐及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

教授黎育科先生拍攝保育短片，數千名義工於馬鞍山

一帶植樹，為被山火破壞的山野回復舊貌。「山野大

奇蹟日」由「信義會鞍山探索館」牽頭，「野外動向

Hong Kong Discovery 」合作推動。有關活動詳情及

花絮可瀏覽「鞍山探索館」Facebook 專頁。

http://bit.ly/CW-time

為使成長中的一代得益處，也為我們事工的發展帶來動

力，我們呼籲您能夠以奉獻和禱告支持我們的事工。

奉獻呼籲

目標
．25 集「飛躍時間」短片製作費

．每集港幣 5,000元
　 * 籌得款項，扣除所有開支，將撥入《童心飛躍》出版。

．內容：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至基督君王日

　　　　2020年6月7日至11月22日
　　　　（按奉獻情況調整，再另行通告)

奉獻方式｜http://bit.ly/donatph

回應呼聲，再續拍兒童崇拜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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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你的教會健康嗎？「自然教會發展」

（NCD）是一個對堂會發展健康狀況有效

的診斷工具，然而診斷後如何對症下藥呢？

本會一班教牧同工去年十一月參加了「NCD

教練訓練課程」，今期邀得幾位牧師和教師

分享課堂中的得著，以及教會在診斷後如何

作出改善從而對堂會發展有更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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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堂 傳道同工
4. 中心堂 傳道同工
5. 恩澤堂 主任牧師及福音幹事
6. 靈合堂 牧師及幹事
7. 信愛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8. 香港仔堂 傳道同工
9. 信望堂 主任牧師
10. 宏信堂 牧師
11. 馬氏紀念禮拜堂 傳道同工
12. 福樂堂 傳道同工
13. 錦上生命堂 牧師／傳道同工
14. 青衣靈匠堂 傳道同工
15. 天耀生命堂 福音幹事
16. 主恩堂 教會幹事／福音幹事
17. 元朗生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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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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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出版週刊（或月刊）的目的是向教友報告教

會的近況，讓教友知悉主日崇拜、教會活動的安排及

執事會的議決和公告。教會週刊的製作方法，因著科

技的進步而不斷改變，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一、人手在蠟紙上抄寫及人手操作油墨印刷

多謝本會活靈堂提供一九五七年的週刊 1 作參

考，當年的週刊內容包括當日崇拜事奉人員、主題文

章、教會消息、代禱事項、教友奉獻芳名及教會支出

明細表。這個時期是使用以鐵針筆在蠟紙上抄寫及人

手操作的油墨印刷方式。

七十年代末期我參加鴻恩堂及黃埔鴻恩堂佈道所

（現為永恩堂）聚會時，因教會沒有幹事，我也曾協

助印刷教會月刊。那時仍是採用人手抄寫的方式。

二、以中文打字機在蠟紙上打字及電動油墨印刷

活靈堂現存一九七三年的週刊，就是該堂最早

使用中文打字機在蠟紙上打字，再經油墨印刷出的週

刊。活靈堂曾在一九七零年籌辦幼稚園，相信那時已

使用電動油墨機印刷週刊。

我在一九八二年入讀信義宗神學院時，由於中文打

字是當時教會普遍使用的印刷方法，故一年級的課程包

括中文打字機的使用方法。中文打字機好像英文打字機

一樣，先把蠟紙捲入打字機輥筒內，在鍵盤用力按鍵，

中文字粒便會被敲打在蠟紙上。中文打字機擁有三千多

字粒，選字實在費時，但字體工整美觀。一九八六年我在

真愛堂事奉時，教會仍使用中文打字機。

三、鉛字粒活字印刷

教會由七十年代步入八十年代，經濟漸漸富裕。

有些教會開始把月刊交由印刷公司印刷。就讀信義宗

神學院第一年，暑期在永恩堂實習，禮拜三我需要把

月刊手寫稿件送往印刷公司，禮拜五印刷公司會把校

對稿送到教會，待謄正後再交回，印刷公司於禮拜六

把印好的月刊送到教會。

當時較為人熟悉，專為教會承印刊物的印刷公

司有「九龍禮興印刷公司」及在中環的「禮興印刷公

司」，我的岳父就曾於後者負責釘裝工作超過三十年。

四、電腦打印機及影印機

香港的教會大約於一九九零年開始使用微處理器

386 個人電腦處理文書工作，再配合影印機印刷週

刊。使用電腦及影印機列印週刊，較以前印刷的方法

精美及快捷，最重要是可以有更多時間定稿，教會的

報告亦更準確。

五、電子版週刊

近年全球提倡環保及流行使用智能手機，因此有

些教會除了印刷版週刊外又提供電子版週刊，教友可

以掃描二維條碼（QR code）下載。

近月肺炎疫情嚴重，香港特區政府宣布「限聚

令」，教會因而不能公開聚會，只可以改用直播或錄

播崇拜，電子版週刊就更多被採用。電子版週刊帶來

許多方便，不僅可以單方面向教友公告教會消息，也

可以通過 Google 表格收集教友的報名和意見。現時大

家多以操作手機為主，相信未來會有整合更多功能的

手機應用程式，讓教會與教友有更多信息的互動，亦

可以把教會消息分類發送給不同的群體。當然正因為

消息容易傳遞，教會更要小心處理權限及私隱問題。

透過科技的發展，教會週刊的功能已由單向傳遞

消息演變成為消息互動，這樣就能更加促進教會的事

工發展，信徒彼此的關懷代禱更加密切。

教會週刊教會週刊 製作的演變製作的演變

1 活靈堂1957年6月16日週刊為175期。按推算1953年2月8日為

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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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楊有志副監督楊有志副監督

活靈堂一九五七年週刊（左）及活靈堂一九五七年週刊（左）及

活靈堂一九七三年週刊（右）活靈堂一九七三年週刊（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