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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開始在頌主堂事奉，期間

經歷社運及疫情，感謝上帝的同在及引領，

讓堂會的執事及弟兄姊妹同心合力，在受限

的環境中仍可靈活變通，牧養弟兄姊妹的靈

命成長。

執事團隊人數逐年增加，由二零一九

年的四位，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二年各有五

位，二零二三年有六位，至二零二四年有

七位，其中雖因移民影響，有年青執事在

任期間退任，但仍可見弟兄姊妹的委身。

眼見頌主堂肢體的成長，亦有部分時間同

工協助堂校合作的事工，堂會的情況算是

穩定下來了。

在二零二三年一月份的牧師團會議

中，前任監督張振華牧師在報告期間，分

享道風山堂的背景及在任教牧將在該年十月

中旬退休的狀況，由於道風山堂的情況特

殊，聘請本會教牧接任刻不容緩。因之前

已有我的舊同學（道風山堂的執事）邀請

我考慮轉往道風山堂服事，當聽到張監

督的分享時，心裏便有感動，但感到還

需禱告確認。

當天下午剛巧約了一位肢體午

膳，分享時提及自己在牧師團所領受

的感動，得到肢體的支持和鼓勵。後

來再與道風山堂時任同工傾談，更深

入了解該堂的情況和需要，同時也繼

續禱告交託，求天父帶領。

　經過一面禱告，一面憑信

前行，繼續看上帝的帶領和印證，我最終獲聘擔任

該堂的堂主任，由二零二三年十一月開始接任。由

於道風山堂的情況與一般堂會不同，故與執事溝通

後，調節了上班時間。

到任道風山堂後，由於道風山服務處每天只有

一班車上山（早上八時半）及一班車下山（下午五時

二十分），如錯失了，還可在大圍或沙田乘搭計程車

上山，下山則只可步行了。

自二零二三年二月開始，堂會在主日安排小

型巴士接載弟兄姊妹上山崇拜及崇拜後下山。我上

任已有一段日子，看到弟兄姊妹對道風山堂的感情

深厚，也忠心投入事奉；雖然穩定參與崇拜的弟兄

姊妹只有約二十人，但也有營友、信義宗神學院的

教授或神學生，以及來道風山參加靈修部開辦課程

的同學不定期地出席主日崇拜。二零二三年主日崇

拜的平均出席為二十四人，最高出席人數為三十四

人，最低為十六人。

道風山堂與其他堂會的不同之處，除了是交通

不太方便之外，更在於聚會及辦公室的空間均由道風

山服務處管理，平日若要使用場地，每次均要獨立申

請，並要解決交通的安排；即使是主日崇拜或崇拜後

活動使用的場地，也要每年向服務處預先登記安排，

因此要發展堂會事工會有一定的限制。感謝主讓沙馬

區各堂會的同工願意分享堂會空間給道風山堂使用，

使未來有其他發展的可能。祈盼二零二四年可鼓勵弟

兄姊妹天天靈修，定期閱讀聖經經卷，重新組織詩班

在特別主日服事，並可在平日借用本區堂會的場地安

排活動，以促進肢體相交，願主保守引領道風山堂的

發展路程。

■余霞飛牧師■余霞飛牧師
道風山堂道風山堂

我在我在道風山道風山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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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鳳屏牧師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橋樑與對話事工統籌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給現今信徒第一個印象是靜修

場地，又或是提供靈修課程及靈修指導的地方。但原

來道風山創辦人艾香德牧師的首要使命是在這裏接待

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特別是中國宗教，藉此傳揚福

音。所以我們的建築群是中國式的建築模式，讓不同

的中國宗教朋友前來時有分親切感。在道風山上每日

有早、午、晚禱，而每逢禮拜六會在有「蓮花洞」之

稱的靜室舉行靜坐禮拜，我們會邀請前來道風山的不

同宗教朋友一同參與。

道風山還有一個不是太多人知道的事工，就是

繪瓷事工（現今稱為藝術事工），過去確實有不少僧

侶前來道風山生活及談道後信主，當中有些信主的僧

侶後來成為牧師或執事，但不是所有信主的僧侶皆如

此。昔日這些僧侶離開道風山後，尚有佛堂或道堂可

以供養他們的生活，但是他們信主後，就不可能返回

佛堂或道堂了；於是，艾香德牧師為他們探求一種謀

生技能，並在一九四七年於道風山成立繪瓷部，為留

在山上已信主的僧侶提供職業培訓，學習瓷器彩繪上

色，讓他們日後能自食其力，而坊間曾一度稱之為道

風山手工藝訓練所。

道風山的瓷器曾暢銷至美國和澳洲等地，然而初

期繪瓷事工並不是一帆風順，根據昔日刊物《道風》

記述，「因為一切是初學，致畫得不好，燒得不好，

幾乎令我們失敗灰心。」1

昔日道風山繪瓷部懸掛著一副對聯：「重靈修不

忘工作，藉藝術廣佈福音」，這個獨特理念由道風山

基督教叢林的第一任華人牧師王景慶開始推動，他認

為靈性修持與工作要相輔相成，相信就是這份信念，

加上每天持之以恆的禱告生活，不獨讓眾學員沒有放

棄，也幫助山上眾人渡過了不同時期的艱難歲月。

今天，或許你正處於不容易走的歲月，我們邀

請你開始早、午、晚祈禱；而昔日道風山是以素食為

主，大齋期將到，我們邀請你也在大齋期期間吃簡單

食物，祈盼我們都可以「重靈修不忘工作，藉生活廣

佈福音」。

1 王景慶編：《道風》第16期，1966年5月15日。

道風山道風山
    靈修精神    靈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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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堂會推動逾越節晚餐」這句話包含了「在堂

會」、「推動」、「逾越節晚餐」，要做好這件事，

思想上一定要有步驟。首先，我們要集中注目「逾越

節晚餐」，因為這件事最重要的是言之有物，如果我

們連「逾越節晚餐」也搞不清楚，那你實行出來的時

候，豈不是令到更多人也搞不清楚？所以，先要教導

以下幾個重點：

1. 逾越節晚餐是在預苦期之內，聖週之中，而
它與耶穌受難日、復活節是一件事，只不過

是在禮拜四至禮拜一的三天內發生（以禮拜

四日落之後至禮拜日日落之前為三天）。

2. 逾越節晚餐在「最偉大的三天」的第一天，
重點是立約，禮拜五耶穌受難日是按這盟

約。主耶穌流出寶血和犧牲生命，以救贖罪

人，隨後，是榮耀復活，以證明祂所說的不

是空話，以大能的復活證明祂是上帝的兒

子，能勝過死亡，能救贖與祂立約的人。

3. 第一個聖餐是主耶穌置放在逾越節晚餐的第
三杯酒上，所以，我們要介紹弟兄姊妹閱

讀出埃及記十二章1-28節和馬可福音十四章
12-31節（或其他三卷福音書的立聖餐記載）。

有了以上三點，我們幾可掌握到逾越節晚餐／第

一個聖餐的內容，隨後，我們就可在堂會推動。

在堂會推動參與逾越節晚餐／第一個聖餐，有以

下幾個步驟：

1. 先給大家一個聖週的全面概覽，信徒要知道
他們參與的活動會有甚麼聖經的內容，才會

持續學習。所以我們要將聖週的內容詳列，

由棕枝主日、耶穌在聖殿、預備逾越節晚

餐、立聖餐、受難、在墳墓內到復活的內

容，扼要地寫出來傳閱。

2. 隨後，集中在逾越節晚餐的神學重點，介紹
逾越節是由出埃及為奴之地得釋放為始，再

講解逾越節晚餐的禮序由四杯酒組成，主耶

穌在第三杯酒時設立聖餐，而聖餐同樣是讓

所有接受的人從罪中得釋放。

3. 介紹逾越節晚餐的各種禮儀食物。鹽水、青
菜、苦菜、甘菜、羊骨、雞蛋、無酵餅、泥

醬等，這些食物都代表著受罪奴役的困苦，

逾越節喻示脫離困苦，得嚐救恩的歡樂。

以上所言，都是讓信徒知道，在參與逾越節晚餐

時會得到的信仰內涵。有了這些信息，再加上預早宣

傳、個別邀請、堂會長執的帶頭參與等，這些都是不

可或缺的步驟。

■張振華牧師
馬氏紀念禮拜堂

《從逾越節晚餐到聖餐》《從逾越節晚餐到聖餐》

作者：張振華作者：張振華

出版：道聲出版社出版：道聲出版社

如何在堂會推動如何在堂會推動

逾越節晚餐逾越節晚餐



4
316期

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

了！」他又說：「你要寫下來，因為這些話是可信靠

的，是真實的。」（啟二十一5）
抄經是靈修。聖經中上帝之言於筆墨的揮舞與

移動間活現在我們眼前，充滿動感、真實感和美感。

上帝能量的流動和美態，在運筆、著墨、書體結合中

充分流露，讓眼下的抄經者望之而內心生起敬畏。上

帝透過我們於靜中所抄寫的經文向我們說話。某姊妹

說：「抄經很開心，但（上帝）也有提醒：要多結果

子。」（約十五1-8）透過抄經，基督向我們啓示歸正
學義之道（提後三16）。

抄經是靜心法門。抄經時間久了，因專注可令

身體徹底放鬆，心靈全然進入寧靜的果效。這是一種

「靜」的操練，不單能使我們的眼、耳、鼻、舌五感

得到休息，更能把我們游走於外散亂的心神收攝，重

新安住於我們之內而保持清明純一。某弟兄說：「它

幫助我平靜專注，很有效果！」內心漸趨寧靜，寧靜

致遠，靜亦能生慧，就是明辨的智慧。

抄經有助記憶，能把上帝的誡命銘記心中（申六

6-9；詩一一九11）。上帝的話語生動地，很有活力地
一筆一劃在心中形成。所以，抄經不單是把文字寫在

紙張上，更是寫在心版上。某姊妹說：「抄經期間，

我深刻地領悟經文的內容，我更能深深進入經文裏

面。」

抄經反照我們的真性情。字如其人，但現代科技

（電腦輸入法、手寫版）把抄寫的字轉變為一排排齊

齊整整沒有變化的字體，這無疑失去了字如其人，人

與字便從一體變成了二體，真性情在科技中消失了。

我們卻透過抄經，重現人的真性情。

既然抄經對我們的靈命有諸多益處，那麼就預備

好紙筆墨（也可用硬筆），翻開聖經，循以下步驟抄

經靜心吧！

第一部分

1. 選定經文：例如：詩五十一篇，詩九十篇，詩一三九
篇，詩一四七篇，詩一一九97至一百二十篇；

2. 開始抄經：以誠實、端正、淡定、靜、慢的心境抄
寫經文。

第二部分

默想經文

1. 靜心觀賞及閱讀剛抄寫好的經文；
2. 抄經過程中有隻言片語吸引、觸動自己嗎？
3. 默想反省這些隻言片語與自己的關係。

第三部分

禱告回應

把默想到的內容轉為讚美、感謝、悔罪、代禱或祈求。

第四部分

安靜片刻，然後以主禱文結束。

■陳國權牧師■陳國權牧師
本會退休同工本會退休同工

的多重意義的多重意義抄抄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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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工作繁忙，生活節奏急速，甚少喘息的

時間和空間，日積月累下容易形成壓力或情緒問題。

精神健康的議題近年備受關注，大眾更多關注自身

的情緒健康。為回應這個需要，位處馬鞍山上的鞍山

探索館以「山屋」為新的服務定位，盼在原本的服務

之上，為公眾提供一處放鬆及培養健康生活態度的空

間。

讓人與造物主連結

鞍山探索館原本是服侍礦工的教會「恩光堂」，

二零一五年經過翻新及活化，至今一直以創新形式傳

承這段獨特的鐵礦業歷史，並推廣自然環境保育，透

過服務服侍每位到訪鞍山的人。

適逢探索館建築群修復屋頂，探索館團隊引入

「山屋」的服務概念，山屋原為登山者的休憩場所，

是為保障登山者安全及提供資訊而建立的設施。探索

館推動的山屋服務，除了持續推動礦山歷史文化和自

然環境保育外，亦會推廣登山文化，凝聚不同的人在

大自然的環境下彼此交流，讓人與造物主連結，心靈

得到休息及提昇。

靈活多變的山屋

團隊借鏡了台灣及日本的通鋪設計，融入大自然

氣息及開放空間的想法，在山屋內鋪設木地板，上面

放有可摺疊的榻榻米牀墊、百家被睡袋等物品，日間

收起牀墊被鋪，訪客可以在此彼此交流，或參與各類

型工作坊，夜間登山者就可在這裏過夜休息。與此同

時，服務推廣健康登山文化，「登山情報站」就為訪

客提供附近山徑的登山及自然生態資訊，活動室亦將

會用作登山學堂，推廣不同的山藝課程及大自然減壓

活動。

為著山屋服務的開展，以及感恩屋頂復修工程順

利完成，今年一月中舉行了「鞍山感恩祭暨山屋啟動

禮」，近百位昔日礦村學校師生、村民、業界友好及

合作伙伴，一同在探索館歡聚和數算恩典。當日亦邀

請了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蔣志豪先生、沙田民政事務

助理專員曾嘉怡女士、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博士、本會

監督楊有志牧師及社會服務部執行委員會主席郭耿明

先生主持啟動儀式。

山就是上帝創造的一份禮物，昔日耶穌帶著門

徒登山禱告，今天我們亦可以登山遠離繁囂，從生活

的重擔獲得釋放，正如恩光堂經過翻新活化變成探索

館，社會服務部期望透過山屋，讓每位訪客都能在山

上經歷更新而變化。

■撰文：黃詩雅 ■撰文：黃詩雅 
相片由鞍山探索館提供相片由鞍山探索館提供

進入進入鞍山小屋鞍山小屋
        經歷經歷更新變化更新變化

鞍山感恩祭暨山屋啟動禮鞍山感恩祭暨山屋啟動禮

山屋服務希望凝聚不同的人在山屋服務希望凝聚不同的人在

大自然的環境下彼此交流，心大自然的環境下彼此交流，心

靈在這裏得到休息和提昇。靈在這裏得到休息和提昇。

放上榻榻米牀墊、百家被放上榻榻米牀墊、百家被

睡袋等物品，山屋化身成睡袋等物品，山屋化身成

登山者過夜休息的地方。登山者過夜休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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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瑞堯長老在本會多年，歷任不同事奉崗位，他

的事奉始於青少年工作。

放下工作，全職事奉

余長老憶述他的事奉始於一九七零年本會青年

團契聯會，後來適逢本會青年事工總幹事包腓力牧師

（Rev. P. Bauman）銳意培育青年領袖，希望推動一系
列青年培訓工作，他留意到余長老是教育工作者，又

曾擔任本會青年團契聯會總幹事，遂邀請長老加入事

奉團隊。雖然長老當時已於學校任教，但他想到若再

工作幾年，才抽身全職事奉將會難上加難，所以毅然

放下全職教席，加入包牧師的事奉團隊。但當時教會

資源有限，兩年以來，他只獲得半職薪酬。他打趣地

說：「後來我才知道當年任職的學校有意晉升我為主

任，乍看之下好像很『蝕底』。」但感恩他在這段事

奉歷程中，於包牧師身上學習良多，有助日後的事奉

和工作。

面對矛盾，祈禱擺上

在本會青年團契聯會和培訓青年領袖事奉期間，

長老需要跟隨包牧師與教會不同的持分者商討事工。

當時堂會有些教牧抗拒營會類的青年工作，因為有

部分青年參加營會後公開批評所屬堂會。但包牧師回

應各種批評的態度令他印象深刻：「有一次我覺得某

位肢體說話不合情理，本想直斥其非，但包牧師很有

涵養，沒有爭拗到底，並相信聖靈的工作。他常常

禱告，把事工交託上帝。」包牧師對青年工作的遠見

及其柔和謙卑的態度，令長老獲益良多：「我常為包

牧師感到不值，他卻教導我意氣用事解決不了問題，

事奉者要多禱告交託。及後我在工作及各項事奉崗位

中，都謹記包牧師的榜樣和教導，倚靠上帝去應對，

總能凝聚不同意見，解決大小矛盾。」長老的努力，

為本會的青年事工發展奠下基礎，當年一代又一代的

青年領袖輩出，不少更成為今日的教牧和領袖。他也

十分感謝上帝，因在青年團契聯會與他的妻子相識相

知，締結良緣，組織基督化家庭。

迎難而上，化危為機

一九七五年，余長老第一次接觸本會學校教育

工作，當時有一間屬校的師生不滿學校的行政措施，

集體到教育署總部抗議。余長老認為必須正面應對事

件，力排眾議成立調查委員會。他十分感謝時任監督

的信任，後來把調查報告交到監督手上，促成校董會

及學校管理層的改組；在解決危機之餘，本會作為辦

學團體的果斷應對，更令教育署對本會的辦學增加信

心。整件事看來是一個大危機，但靠著上帝的帶領，

秉行公義，尋找真相，最終平息風波，令教內外的人

都不至失去信心。

盡忠事奉，最佳模範

在出版部（後改稱大眾傳播部）的事奉，長老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頌主聖詩》的修訂工作。一九八八

■訪問及整理：信義報編輯室

人物介紹

余瑞堯長老（香港仔堂）

曾在本會事奉崗位：

青年團契聯會總幹事、青年領袖培訓幹事；

學校教育部部長、學務總監、學校校監；

出版部部長、頌主聖詩修訂委員會主席；

信義宗神學院校董（本會代表）；

章程修訂委員會委員；

董事、常務委員會委員。

本欄目標：採訪本會不同堂會的信徒領
袖，讓大家對他們有更多的認識；透過他
們的分享及見證，薪火相傳，激勵本會信
徒憑信跨步向前行，委身同作主僕人。

聯校教師發展日出席嘉賓及校長聯校教師發展日出席嘉賓及校長

合照（前右三是余長老）合照（前右三是余長老）

的幸福幸福
事奉之旅事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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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最影響你服事的人是誰？

余：前文提過的包牧師對我影響很大，而香

港仔堂的首任堂主任郝馬可牧師就影響我

建立信義人的身分，他樂於開放自己的家

庭，也帶領弟兄姊妹外出增廣見識，亦在

教會與肢體建立緊密關係。他講道善於以經

解經，鼓勵信徒服事，而且十分信任年青信徒，

對我立志建立年青人心志影響很大。

訪：你最期望把這份信義恩情傳承給誰？又會怎樣

傳承？

余：我希望傳承給年青一代，特別是香港仔堂的弟兄

姊妹。我希望透過教會服事，把緊密的肢體關係

傳承下去。另外，年青人生活容易日夜顛倒，要

恆常聚會往往感到困難，我希望他們能夠好好操

練攻克己身的功課。

結語

回顧過去五十多年的事奉，已經邁進古稀之年的

余長老多次表示「早就想退下來」。然而他十分感恩

上帝賜他健康，而且繼續使用他。現在他仍然擔任信

義宗神學院校董會的本會代表、學校教育部副部長，

以及七十周年會慶特刊小組的成員，並在堂會參與教

導工作。余長老的事奉之旅歷久常新，他就像一棵長

青樹，更是「上帝的恩典夠用」的最佳明證！

年，他成為聖詩修訂委員會主席，開始參與這項艱鉅

的工作。長老雖然不諳音樂，但感恩團隊成員有不同

的恩賜，各司其職，花上六年時間完成修訂。當時長

老在學校的工作繁重，下班後經常都要到信義樓審閱

聖詩文稿；有時晚上開會，適逢太太上班，他的兒子

也需要跟他去信義

樓。開會的時候，

兒子就在辦公室閱

讀等待。兒子長大

後，在一封給父親

的信函中有以下一

段說話：「到『信義

樓開會』這『節目』

是我童年很深刻的印象。當時不明白甚麼是事奉、承

擔，但開會後聽到你及長輩牧者同工的對話討論，卻

肯定給我留下一些影響。」這段辛勞的事奉帶來了美

好的身教，令長老讚嘆上帝的福氣不單賜給事奉者，

也賜給事奉者的家人。

訪：訪問者；余：余瑞堯長老

訪：請用一種顏色代表你在本會的服事。

余：綠色，因為綠色給人富有青春氣息的感覺。我會

形容自己是一個園丁，默默耕耘服事上帝。繼續

踏上事奉之路，使我更有朝氣，我也不會認老。

訪：最能形容你的聖經人物是誰？

余：迦勒。因為他信心很大，在進入迦南地的過程

中，面對上帝的應許，一切困難都算不得甚麼。

另外，就是到年老，他仍是勇往直前。

訪：你對本會有何期望？

余：我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於本會服事，曾參與四十

至六十周年的會慶籌備，也為教會不斷成長而興

奮。我認為要加強堂會發展，本會整體才能有良

好的發展。即使有一天教會不能繼續開辦教育和

社會服務，但只要堂會肢體有強大的屬靈生命

力，都能繼續在各自的崗位上服務社會。即使人

才、錢財流失，人心轉變，我們都要活出如迦勒

一樣的生命，看重上帝的應許。教會不能移民，

只能服事在地的人，人心空虛正是我們服事的良

機。時代不斷改變，我們也要改變固有的思想，

靈活調整服事方向和善用資源，回應社會需要。

信
義
有
你

香港道聲成立時董事會香港道聲成立時董事會

（後左二是余長老）（後左二是余長老）

參加香港辦學團體協會參加香港辦學團體協會

舉辦的內地交流舉辦的內地交流

聯會青年夏令會，其中聯會青年夏令會，其中

多位日後都成為教牧多位日後都成為教牧

郝馬可牧師（右一）及郝馬可牧師（右一）及

師母（右二）師母（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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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

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詩八1）
二零二三年是疫情後全面回歸復常的一年，我一

直服事的滿恩堂（Khoknooi church）同樣積極部署，
重新復辦週六兒童福音預工活動，讓參與的兒童能夠

認識耶穌基督。感謝聖靈一直在兒童心裏動工，讚美

主！滿恩堂本年有四個兒童、三個成人和一個嬰兒接

受聖洗禮，求主保守他們在真道上札根成長，願一切

榮耀歸予上帝！ 
東北烏汶府（Ubon）聯區婦女聯會繼續連繫區內

的婦女領導及信徒，恆常舉行聖經學習營、環境保護

講座、職業培訓、關懷探訪等來培育和關心她們的靈

性和生活需要。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我看見婦女們的

靈命不斷成長，願意積極起來事奉上帝，並且協助堂

會牧者進行各樣的服事，好使教會能夠注入新的事奉

人手，帶動堂會發展。

至於東北烏汶府（Ubon）聯區青少年事工的培訓
及活動，因受三年疫情的影響完全停頓。聯區常委會

計劃重新培育新一代的青年領袖，於七月期間舉行聯

區青少年領袖培訓營會。感恩！聯區委員改變過往一

直由教牧主導的做法，在營會中鼓勵青年參加者表達

意見，讓牧者能夠開放地聆聽及明白更多青少年人的

想法，集思廣益。在這次培訓營會中，有五位青年更

新立志，自發地起來投入服事聯區堂會內的青少年，

為重新起步的青少年事工注入新動力。之後，他們在

十月再次聚集，共同商議二零二四年的青少年活動計

劃。感謝主的保守，該計劃書得到聯區常委會通過。

願主持續帶領青年領袖們的服事，並賜福聯區青少年

事工的發展，祝福及裝備更多委身基督的年青人，讓

未認識主的青少年，透過他們作為基督福音見證的媒

介，被吸引而歸信上帝。

另外，在九月及十月接待了兩隊香港信義會的

弟兄姊妹，分別探訪東北區烏

汶府（Ubon）的教會及前往武
里南府（B u r i r a m）的班貝堂
（BanBu church）。九月份的
訪宣隊走訪聯區主席、三間堂

會及入村探訪，還在我事奉多

■歐陽雪玲姑娘
本會退休宣教士

差
傳
呼
聲

泰國東北工場
2023年度報告

與Ubon聯區青年領袖與Ubon聯區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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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上教牧與雪玲姑娘合照晚宴上教牧與雪玲姑娘合照

年的滿恩堂舉行兒童福音活動和參與主日崇拜。當地

堂會實在欣喜和感恩有香港信義會的弟兄姊妹來訪，

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詢問二零二四年短宣隊能否再來。

這是我最後一次撰寫泰國東北工場年度報告，

我已於二零二三年底暫別這事奉工場，感恩我在過去

十六年忠於宣教的呼召。我所負責的事工，包括：滿

恩堂的兒童福音活動、兒童主日學、烏汶府（Ubon）
聯區婦女聯會的培訓和關懷探訪等工作，在我離開工

場前都已經安排肢體接棒，為此感謝主！感謝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海外宣教部及各堂會弟兄姊妹的關愛和

支持，亦要感謝泰國信義會（ELCT）、當地的教牧
和弟兄姊妹們的包容接納，為所有的一切獻上由衷的

感恩！

差
傳
呼
聲

班貝堂會友班貝堂會友

後記

因著二零二三年是海外宣教部三十周年紀念，在

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的部慶感恩暨歐陽雪玲宣教士退

休晚宴中，感謝雪玲姑娘的感言分享，看見她在宣教

事奉的道路上，生命不斷被基督的愛改變和雕琢，愈

顯主榮。同時，她忠心地在一個十分簡樸的小市鎮與

泰國教會配搭服事，並與許多兒童及婦女同行，鼓勵

教會積極參與青少年的培育工作，建立及造就新一代

信徒。這一切都見證著上帝福音的大能，使近處及遠

處的人也能聽聞福音，在宣教工作中彼此合作。願主

繼續賜福雪玲姑娘回港的適應及與家人的生活，亦保

守本會在泰國的宣教工作得以繼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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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培育部

「成長九式」栽培員訓練班

影響生命，建立生命，或難或易，因人而異，但

絕對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日期： 2024年4月26日及5月3日（週五，兩堂）
時間： 晚上7:30-9:00
地點： 信義樓五樓禮堂
導師： 吳玉芬牧師（《成長九式：給慕道者的栽培課

程》作者之一，本會永生堂堂主任）

目的： 培育信徒成為栽培員，為慕道者進入福音的群
體開設一條無障礙通道。

對象： 本會信徒
名額： 40人
費用： $200（包括《成長九式》教材及材

料：栽培員本、學員本、《樂．愛

靈修》及手工咭）

網上報名：https://bitly.ws/3bQbC
截止： 2024年4月16日（二）
查詢： 總辦事處信徒培育部王小姐（2388-5847）

家庭關顧部

1.  講座：現代夫婦面對的陷阱與出路
日期： 2024年3月26日（週二）
時間： 晚上7:30至9:00
地點： 信義樓五樓禮堂（油麻地窩打老道50A） 
講員： 區祥江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科教授，美

國福樂神學院教牧學博士，多年來積極投入輔

導服事及相關的教學工作。）

內容： 分享現代夫婦在婚姻路途上所容易遇上的陷
阱，又有何出路？讓參加者能掌握具體的方法

來維繫及建立美滿的婚姻。

名額： 60人（本會信徒）
費用： 全免
截止：2024年3月21日（四）
查詢：總辦事處家庭關顧部王小姐（2388-5847）

2.  婦女團契聯會4-6月第二期：齊習「讚美操」
藉音樂、運動及上帝的話語，讓參加者舒展身心

靈；藉「讚美操」運動我們來接觸人群，傳揚福音。

日期： 4月17、24日、5月8、22日、6月12日及19日
（週三） 

時間： 上午10:15至中午12:00
地點： 信義樓五樓
費用： 每人$60（教牧、師母免費）
名額： 25人，歡迎對讚美操有興趣認識的本會弟兄姊

妹參加 
截止： 2024年4月5日（額滿即止）  
報名： 各堂會婦聯幹事，或致電總辦事處王小姐

（2388-5847）

大眾傳播部

道聲出版社

1. 預苦期四十天靈修2024材料已上載到網頁，詳
情請留意專題網站：h t tp s://c w w.h k/l e n t40/ 、
Facebook及IG等社交平台。

2. 道聲書局及網上書店舉行復活節優惠，詳見宣傳
海報。

3.  誠聘全職平面設計員及門市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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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happly，查詢請致電2388-7061與黃小姐或張小姐
聯絡，合則約見。

4.  道聲出版社110周年紀念布書套現進行認獻，所
有奉獻將撥入本社出版及營運使用，詳情請見： 
https://bit.ly/110-a2

5. 請掃描二維碼瀏覽本社最新消息。

報 名

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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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部

山屋生活體驗營

本部獲得鄉郊保育資助計劃資助，由鞍山探索

館推行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透過口述歷史訪

談，整理昔日馬鞍山村「山頂區」、「馬鞍橋區」、

「上下半山區」及「碼頭區」的歷史及生活文化資

訊，並以體驗活動方式讓公眾人士認識這段獨特的鄉

郊故事。鞍山探索館將於三月份舉辦山屋生活體驗營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024年3月23-24日
時間： 下午2:00至翌日上午11:30
地點： 鞍山探索館
查詢電話：2350-9728 
更多資訊：「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面書專頁

編者話

當下，有甚麼事情令你記掛、令你擔憂

呢？進入預苦期，就讓我們學習放下、割

捨，走進上帝的懷抱中，思想祂，等候祂。

今期《信義報》邀請了幾位牧者同工帶領我

們走進屬靈的叢林，感受屬天的感召、學習

靈修的心法、預備上帝逾越的筵席，使我們

成為入世而不屬世，與上帝同在的門徒。

堂會召聘

堂會 職位

1. 恩澤堂 主任牧師及福音幹事

2. 信望堂 主任牧師／傳道同工

3. 宏信堂 牧師／傳道同工

4. 元光堂 傳道同工

5. 信恩堂 傳道同工、行政幹事及福音幹事

6. 深信堂 牧師／傳道同工

7. 救恩堂 主任牧師及傳道同工

8. 主恩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9. 元朗生命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10. 靈安堂 牧師／傳道同工及幹事

11. 頌主堂 堂主任／傳道同工

12. 葵恩堂 傳道同工

13. 尊聖堂 傳道同工及事務幹事

14. 真愛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15. 天耀生命堂 堂主任／傳道同工

16. 長沙灣堂 傳道同工

17. 合一堂 傳道同工

18. 活靈堂 傳道同工及福音幹事

19. 沐恩堂 傳道同工

20. 聖保羅堂 傳道同工

21. 腓力堂 活動助理

22. 永恩堂 活動幹事及社區幹事

23. 真理堂 工友（中更）

24. 鴻恩堂 社區福音幹事

25. 信樂堂 行政幹事（兼職）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或掃瞄二維碼觀

看。所收集的資料只供招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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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任重道遠道遠
監
督
的
話

■梁美英副監督

自上年五月一日被選召為副監督後，收到特別

多訊息，在眾多恭喜、鼓勵或代禱記念的嘉言勵語當

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任重道遠」。

在《論語．泰伯》中記載著，曾子作為孔子的學

生，認為自己肩負宏揚孔子學說的責任，但他同時覺

得這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因此說道：「士不可以

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指出讀書人不可以沒有寬大

的志向和堅忍的毅力，因為他負擔著重大責任，而且

要走的路也漫長而遙遠。後來「任重道遠」演變為一

句成語，用來比喻長期肩負重大的任務。 
軟弱是我們每個人都會具備的特質，分別只在

於會在甚麼事情上表現出來。當我一再讀到這四個

字，感覺非常沉重。要我「長期肩負重大任務」，我

內心的軟弱就會馬上躁動，並即時作出反應，在心

內大聲呼喊：「抱歉！我無法承擔！」我或許會被

「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不安困擾而未敢承擔，或許覺

得身心已有眾多重擔，無法再加添重責。然而，當

我願意放下自己，仰望上帝，上帝的提醒就如活水

般在心內湧現：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

一二一1-2）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

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

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書一

9）

在靜思的過程中，想到作為基督徒所面對的各種

挑戰。三年抗疫使人疲勞，現在看似復常，我們卻發

現疫情令大家的生活出現不少轉變，教會以至每一位

基督徒如何在新常態下繼續推動廣傳福音的大使命？

事實上，教會在任何時候都面對諸多不同的挑戰，三

缺（缺人、缺錢、缺時間）更已是老生常談。然而，

在看似甚麼都缺的環境中，有一樣最重要的卻是從來

不缺：上帝的恩典從來不缺。因著上帝從不缺席，所

以我們從不缺乏。我們所欠缺的，或許只是對上帝的

信心。

任雖重、道雖遠、心雖怯，因著上帝的恩典與

提醒，讓我們在上帝的平靜安穩中重新得力。迎向未

來，面對不同的挑戰和機遇，不論堂社校福音工作或

各樣新發展，求主幫助我們不膽怯，同心並肩，憑信

跨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