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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帶來一些基督教書籍。	
德民開始閱讀這些書本。一件奇妙的事發生：	
上帝觸動他的心，基督信仰吸引德民，	
以致他決定成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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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尼泊爾基督徒群體 — 種子生長我們也不曉得

這是一個關於德民找到基督的故事。德民是一名香港前英軍的啹加兵。當他返回尼泊

爾生活時，他決定要為兒子們尋找比鄉村教育更好的教育，於是他帶兒子們去了大吉

嶺的天主教學校讀書。當兒子們回家時，他們帶來一些基督教書籍。德民開始閱讀這

些書本。然後一件奇妙的事發生：上帝觸動他的心，基督信仰吸引德民，以致他決定

成為基督徒。那時尼泊爾是一個印度教國家，人民不能信奉其他宗教。於是他和家人

在當晚接受洗禮，之後舉家返回香港。他們到港後便參與九龍佑寧堂的聚會。由於婦

女們都不懂英語，一個以尼泊爾話的崇拜看來是必須的，就這樣他們便開始了尼泊爾

聯合教會 (Nepali Union Church)。

不久之後，德民的女婿納著投身成為全職牧者，並獲得救恩堂的獎學金，於是他和太

太在信義宗神學院攻讀神學，畢業後便在尼泊爾聯合教會服侍直到今天。得到九龍佑

寧堂的牧者和陸漢思牧師的幫助，納著能被按立為牧師。他至今是在香港唯一受過神

學訓練的尼泊爾牧師。救恩堂仍然繼續在財政上支持他的教會。

現時香港有 29,000 名尼泊爾人，當中福音的種子也在生長中。在我們這城市中，已

有共十七所尼泊爾基督教堂會約共 2,000 名信徒。其中十四所組成了尼泊爾基督教

協會 (Nepalese Christian Council)。最奇妙之處是這些發展都是沒有任何外來差

巴色差會退休駐港同工  |  陸漢思牧師	Rev.	Hans	Lu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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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人事幫助的。在我看來是一個活生生的耶穌比喻：

「上帝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黑夜睡覺、白日起

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 可四

26-27)

基督信仰對香港的尼泊爾人有甚麼吸引力？ 
我看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人佈道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基督徒在他們的

家庭中和朋友間分享信仰。作為少數族裔的處境而言，

他們在自己的社群之間的溝通遠較那些一般的社會為

多。

第二，尼泊爾基督教協會每年都會多次舉辦佈道活動。

教會群體會照顧和跟進新來賓。

第三，非基督徒的尼泊爾人會向教會求助。很多尼泊爾

人在地盤工作，如遇有意外，他們都會找教會幫忙。在

香港也有一些尼泊爾家傭，香港政府不會簽發工作證給

這些傭工，但若果尼泊爾人又是印度籍公民就可以來港

工作。

第四，我發現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在某些時候是特別重

要的。尼泊爾是一個印度教社會，好像印度一樣，有一

個種姓制度 (Cast system)。有位尼泊爾朋友向我承認，

若屬於最低層的種姓，印度教祭司不准他進入廟宇。從

那天起，他便背棄他自己原本的宗教，轉投基督信仰。

所以很多低層的種姓會轉去信奉基督教，因為基督教對

人是平等對待。

有印度教背景的尼泊爾人對傳福音者是一個特別的挑

戰，因為印度教是多神教，所以對於印度教徒在他們眾

多神袛中加多一位耶穌是沒有困難的，傳福音的人一定

要講解清楚基督徒只信奉獨一上帝，並且要教導他們接

納耶穌為他們唯一的救主。

如撒種的比喻裏，基督信仰在尼泊爾群體中就長起來。

他們很樂意接受外間的支援，但不大喜歡外來的干預。

對我而言，這引申一個宣教工作的問題：基督徒群體的

發展會在甚麼時候視外來的宣教士參與為一個阻礙？我

們都知道外來宣教士自 1950 年代起離開中國後，中國

教會有超乎想像的成長。今天尼泊爾人中間那不斷成長

的基督信仰並沒有外間的宣教士幫助。除了尼泊爾外，

散居全球的尼泊爾人之間有極多的活動，包括互訪和國

際性的會議。

在香港的印尼籍基督徒 — 亞波羅式傳道事工

香港現時有 150,000 名印尼傭工。由於印尼是全球擁有

最多穆斯林信徒人口的國家，大部份印尼傭工都是穆斯

林。雖然如此，因為有約 8% 印尼人為基督徒，所以也

有外來印尼家傭是基督徒。

當使命 21 下之亞洲團契 (Asia Fellowship of Mission 

21) 在 2000 年於香港舉行會議時，我們在星期日帶那

些出席會議的婦女代表到維多利亞公園。印尼代表們都

看到有相當多印尼婦女在香港工作。他們更驚訝在他們

中間遇見基督徒，甚至遇見他們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

⋯⋯ 

有位尼泊爾朋友向我承認，若屬於最低層的種姓，	
	 	 	 	 印度教祭司不准他進入廟宇。	
	 	 從那天起，他便背棄他自己原本的宗教，轉投基督信仰。	
	 	 	 所以很多低層的種姓會轉去信奉基督教，	
	 	 	 	 	 	 因為基督教對人是平等對待。⋯⋯

她們總結：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一定要為她們做

點事。

這就促成了使命 21、崇真會和基督教勵行會三方合作成

立的外來家傭庇護所 (Shelter for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的事工。在土瓜灣的庇護所就是由一位來自印

尼的女士負責， Vivi Wangka 以崇真會聘請傳道人的職

級來聘請她。

當庇護所內有基督徒，我們便提供聖經學習。對於全部

住客，我們會邀請印尼牧師來舉行「講解會」。他會分

享一下人生裏最重要的事情，這樣的進路會產生一些成

果。時不時也有一些有比較激烈的阿訇從印尼來到他們

中間，警告他們的信徒不可屈服於基督徒的傳福音工作

上。我知道有些傭工會站出來，向這些警告她們的人說，

基督徒沒有強迫她們要接受基督信仰。這是令我感到高

興的。

有時在庇護所內有一些女士會接受基督為她們的救主。

庇護所主管告訴我兩個完全不同的例子。一位女士成為

基督徒後時常在 shelter 大聲高唱詩歌，不理會庇護所

內其他人，令她們感到煩厭。另一位則比較成熟，她通

知在印尼的家人她已成為基督徒。她的行為改變，令其

他庇護所內的人都留意到她真的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

在印尼的穆斯林也有不同，有些對信仰比較寬鬆，有些則

非常嚴格。如果在這種嚴格的環境下成為基督徒，他必須

要離開他的社區。所以我們必須要尊重每個人的選擇。

香港大概有約二十到三十間印尼基督教會，這些教會的

牧者來到香港都是依他個人意願而沒有任何宗派支持。

這令我想到《使徒行傳》十八章 24-28 節提到的阿波羅

傳道事工。阿波羅是獨立工作，不是與其他使徒一起。

印尼教會不似尼泊爾教會，她們沒有正式的組成。因為

他們感到在他們之間是互相爭奪成員，她們沒有來自印

尼任何支持，她們只倚賴會員的奉獻，每個都嘗試盡力

吸引更多人加入。她們當中也有來自印尼的天主教家傭。

但天主教徒有國家的神父支援。在香港的印尼群體中服

侍不算是宣教工作，相反是一種將在香港工作的印尼信

徒集合起來的工作。

從普世觀點來看，實在希望有一天這些教會能走在一起，

在香港的教會界中漸漸找到他們的立足處。或者有一天，

他們能與這城市其他的基督徒群體一起向主共同承認信

仰。

⋯⋯ 

傳福音的人一定要講解清楚基督徒只信奉獨一上帝，	
	 	 並且要教導他們接納耶穌為他們唯一的救主。⋯⋯

	 	 	 	 	 	 如撒種的比喻裏，	
	 	 	 	 基督信仰在尼泊爾群體中就長起來。⋯⋯

⋯⋯

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	
我們一定要為她們做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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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人事幫助的。在我看來是一個活生生的耶穌比喻：

「上帝的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黑夜睡覺、白日起

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 可四

26-27)

基督信仰對香港的尼泊爾人有甚麼吸引力？ 
我看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人佈道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基督徒在他們的

家庭中和朋友間分享信仰。作為少數族裔的處境而言，

他們在自己的社群之間的溝通遠較那些一般的社會為

多。

第二，尼泊爾基督教協會每年都會多次舉辦佈道活動。

教會群體會照顧和跟進新來賓。

第三，非基督徒的尼泊爾人會向教會求助。很多尼泊爾

人在地盤工作，如遇有意外，他們都會找教會幫忙。在

香港也有一些尼泊爾家傭，香港政府不會簽發工作證給

這些傭工，但若果尼泊爾人又是印度籍公民就可以來港

工作。

第四，我發現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在某些時候是特別重

要的。尼泊爾是一個印度教社會，好像印度一樣，有一

個種姓制度 (Cast system)。有位尼泊爾朋友向我承認，

若屬於最低層的種姓，印度教祭司不准他進入廟宇。從

那天起，他便背棄他自己原本的宗教，轉投基督信仰。

所以很多低層的種姓會轉去信奉基督教，因為基督教對

人是平等對待。

有印度教背景的尼泊爾人對傳福音者是一個特別的挑

戰，因為印度教是多神教，所以對於印度教徒在他們眾

多神袛中加多一位耶穌是沒有困難的，傳福音的人一定

要講解清楚基督徒只信奉獨一上帝，並且要教導他們接

納耶穌為他們唯一的救主。

如撒種的比喻裏，基督信仰在尼泊爾群體中就長起來。

他們很樂意接受外間的支援，但不大喜歡外來的干預。

對我而言，這引申一個宣教工作的問題：基督徒群體的

發展會在甚麼時候視外來的宣教士參與為一個阻礙？我

們都知道外來宣教士自 1950 年代起離開中國後，中國

教會有超乎想像的成長。今天尼泊爾人中間那不斷成長

的基督信仰並沒有外間的宣教士幫助。除了尼泊爾外，

散居全球的尼泊爾人之間有極多的活動，包括互訪和國

際性的會議。

在香港的印尼籍基督徒 — 亞波羅式傳道事工

香港現時有 150,000 名印尼傭工。由於印尼是全球擁有

最多穆斯林信徒人口的國家，大部份印尼傭工都是穆斯

林。雖然如此，因為有約 8% 印尼人為基督徒，所以也

有外來印尼家傭是基督徒。

當使命 21 下之亞洲團契 (Asia Fellowship of Mission 

21) 在 2000 年於香港舉行會議時，我們在星期日帶那

些出席會議的婦女代表到維多利亞公園。印尼代表們都

看到有相當多印尼婦女在香港工作。他們更驚訝在他們

中間遇見基督徒，甚至遇見他們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

⋯⋯ 

有位尼泊爾朋友向我承認，若屬於最低層的種姓，	
	 	 	 	 印度教祭司不准他進入廟宇。	
	 	 從那天起，他便背棄他自己原本的宗教，轉投基督信仰。	
	 	 	 所以很多低層的種姓會轉去信奉基督教，	
	 	 	 	 	 	 因為基督教對人是平等對待。⋯⋯

她們總結：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一定要為她們做

點事。

這就促成了使命 21、崇真會和基督教勵行會三方合作成

立的外來家傭庇護所 (Shelter for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的事工。在土瓜灣的庇護所就是由一位來自印

尼的女士負責， Vivi Wangka 以崇真會聘請傳道人的職

級來聘請她。

當庇護所內有基督徒，我們便提供聖經學習。對於全部

住客，我們會邀請印尼牧師來舉行「講解會」。他會分

享一下人生裏最重要的事情，這樣的進路會產生一些成

果。時不時也有一些有比較激烈的阿訇從印尼來到他們

中間，警告他們的信徒不可屈服於基督徒的傳福音工作

上。我知道有些傭工會站出來，向這些警告她們的人說，

基督徒沒有強迫她們要接受基督信仰。這是令我感到高

興的。

有時在庇護所內有一些女士會接受基督為她們的救主。

庇護所主管告訴我兩個完全不同的例子。一位女士成為

基督徒後時常在 shelter 大聲高唱詩歌，不理會庇護所

內其他人，令她們感到煩厭。另一位則比較成熟，她通

知在印尼的家人她已成為基督徒。她的行為改變，令其

他庇護所內的人都留意到她真的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

在印尼的穆斯林也有不同，有些對信仰比較寬鬆，有些則

非常嚴格。如果在這種嚴格的環境下成為基督徒，他必須

要離開他的社區。所以我們必須要尊重每個人的選擇。

香港大概有約二十到三十間印尼基督教會，這些教會的

牧者來到香港都是依他個人意願而沒有任何宗派支持。

這令我想到《使徒行傳》十八章 24-28 節提到的阿波羅

傳道事工。阿波羅是獨立工作，不是與其他使徒一起。

印尼教會不似尼泊爾教會，她們沒有正式的組成。因為

他們感到在他們之間是互相爭奪成員，她們沒有來自印

尼任何支持，她們只倚賴會員的奉獻，每個都嘗試盡力

吸引更多人加入。她們當中也有來自印尼的天主教家傭。

但天主教徒有國家的神父支援。在香港的印尼群體中服

侍不算是宣教工作，相反是一種將在香港工作的印尼信

徒集合起來的工作。

從普世觀點來看，實在希望有一天這些教會能走在一起，

在香港的教會界中漸漸找到他們的立足處。或者有一天，

他們能與這城市其他的基督徒群體一起向主共同承認信

仰。

⋯⋯ 

傳福音的人一定要講解清楚基督徒只信奉獨一上帝，	
	 	 並且要教導他們接納耶穌為他們唯一的救主。⋯⋯

	 	 	 	 	 	 如撒種的比喻裏，	
	 	 	 	 基督信仰在尼泊爾群體中就長起來。⋯⋯

⋯⋯

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	
我們一定要為她們做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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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過去十多年在外傭群體（下稱：印尼姐姐）

的服侍，除非聖靈特別的催促，筆者相信能夠

維繫彼此間的友誼關係比起直接向她們「講耶穌」更

為有效！因為大部分在港歸信基督的穆斯林群體，假

如沒有足夠的信仰裝備、同行支援和協調當地教會網

絡；一旦她們返回家鄉，能持守真道的信心就變得

十分脆弱。

見證文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海外宣教部宣教主任  |  黃莉莉教師

「印尼姐姐」「印尼姐姐」的福音工作的福音工作

薰陶下成長，身邊很少有基

督徒朋友，對基督教的認識

都是從自身信仰群體的理解

而來。

感恩的是，在本地印尼姐姐

服侍的過程中，除了有機會

遠赴當地學習印尼語及文化

習俗外，亦與兩位印尼牧者

同工。我們彼此學習，多從

對象的真正需要作出適切的服

侍及關顧；另外，建立與當地教會的長遠伙伴關係，更

能使在港歸信主的印尼姐姐在信仰的路上走得更遠。因

為她們都是移工（migrant	workers），最終都要回到

自己的國家，成為另一群復活基督的見證人，傳承福音

的使命。

筆者剛參與服侍時較多以直接佈道方式與

印尼姐姐相處，每星期都會跟她們讀聖

經和帶領初信栽培。然而，一兩年過去，

她們卻以不同原因漸漸跟我們疏遠。後

來才察覺，她們因懼怕得罪香港人及羞

恥文化的影響下，說謊只是權宜之計。

正如俗語說：「有關係，便無關係；無

關係，便有關係」。

誠然，印尼姐姐的福音工作需要先在彼此關係的建立上，

成為朋友。當她們真正感受到我們從基督而來的愛，加

上我們在言行和生活見證時常能夠與信仰教導一致，她

們便知道基督徒比其他人更誠實和可靠，也漸漸改變對

基督教固有的理解和偏見。畢竟她們都是在伊斯蘭教的

▲ 外傭服務中心會員

靜思恩言

這 個 門 徒 真 慷 慨 ：這 個 門 徒 真 慷 慨 ：

巴 拿 巴巴 拿 巴

當時的耶路撒冷城在經濟和政治上都走下
坡，失業及饑餓亦經常發生。那時信徒

按著聖靈的感動，把自己的財物變賣，交到教
會，讓眾人分享。這種幫助是不定期的，以突
發需要為基礎。這是一件自願性質的事情，教
會沒有發出任何約束性的指引。因著大家無私
的奉獻，內中沒有一個缺乏的。

經文特別記載其中一個美好的榜樣，他就是巴
拿巴了。若我們比對兩個人物，就知巴拿巴的
超越了。猶大用賣耶穌的錢買了一塊田（徒一
18-19），但巴拿巴卻將田賣了來奉獻；亞拿
尼亞賣了田地，卻留下幾分沒有全部拿來放在
使徒腳前，卻說是已經奉獻全部（徒五1-2），
但巴拿巴將田地賣了，並且全部奉獻出來。不
單如此，我們也可從巴拿巴的利未人身份（徒
四 36），更感受他奉獻的意義。巴拿巴生在
居比路（即今天的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
大島，資源及土產豐富（蔬果、木材、及礦石
等）。來自富裕地方的巴拿巴，有田地，但也
願意把田地變賣，將價銀獻出來。有人甚至認
為巴拿巴變賣的田地，其實就是他自己預備

埋葬自己的一塊田；俗稱「棺材本」。還有，
舊約利未人是可以接受以色列人的供養，他們
就是靠這份職業得到生活所需。如今巴拿巴信
了主，他放棄可得別人供應的職業，轉而傳揚
福音。雖然主也定規傳福音的人可以靠福音養
生，但保羅說他和巴拿巴都沒有受教會的供應
（林前九 6）。所以他不單放棄了得到供應的
權利，他還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從巴拿巴身上，我們可以學習慷慨的奉獻。首
先，人願意奉獻是因為看見有需要：初期教會
見到信徒有缺乏（徒二 45，四 34），就自發
地奉獻。故此，我們的心靈要常常敏感別人的
需要，不要視而不見。其次，人能作出慷慨的
奉獻，是因為對上帝和肢體有愛心。對上帝無
愛，就不會受感動；對肢體無愛，也捨不得跟
人分享。最後，隨著教會不斷增加信徒，需要
只會不斷的增加，而我們的愛心有沒有不斷提
升呢？上帝期望我們的，並不是每個人都將所
有奉獻出來，畢竟奉獻多少是每個人獨有的感
動。重要的是，回應感動，就是回應對上帝和
肢體的愛。

祈禱： 

主耶穌，求祢幫助我明白，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祢交託給我管理的。 

但願我能對祢有愛，以致我能作出對肢體關心的行動來。

讀經：使徒行傳四 32-37
「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使徒行傳四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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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過去十多年在外傭群體（下稱：印尼姐姐）

的服侍，除非聖靈特別的催促，筆者相信能夠

維繫彼此間的友誼關係比起直接向她們「講耶穌」更

為有效！因為大部分在港歸信基督的穆斯林群體，假

如沒有足夠的信仰裝備、同行支援和協調當地教會網

絡；一旦她們返回家鄉，能持守真道的信心就變得

十分脆弱。

見證文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海外宣教部宣教主任  |  黃莉莉教師

「印尼姐姐」「印尼姐姐」的福音工作的福音工作

薰陶下成長，身邊很少有基

督徒朋友，對基督教的認識

都是從自身信仰群體的理解

而來。

感恩的是，在本地印尼姐姐

服侍的過程中，除了有機會

遠赴當地學習印尼語及文化

習俗外，亦與兩位印尼牧者

同工。我們彼此學習，多從

對象的真正需要作出適切的服

侍及關顧；另外，建立與當地教會的長遠伙伴關係，更

能使在港歸信主的印尼姐姐在信仰的路上走得更遠。因

為她們都是移工（migrant	workers），最終都要回到

自己的國家，成為另一群復活基督的見證人，傳承福音

的使命。

筆者剛參與服侍時較多以直接佈道方式與

印尼姐姐相處，每星期都會跟她們讀聖

經和帶領初信栽培。然而，一兩年過去，

她們卻以不同原因漸漸跟我們疏遠。後

來才察覺，她們因懼怕得罪香港人及羞

恥文化的影響下，說謊只是權宜之計。

正如俗語說：「有關係，便無關係；無

關係，便有關係」。

誠然，印尼姐姐的福音工作需要先在彼此關係的建立上，

成為朋友。當她們真正感受到我們從基督而來的愛，加

上我們在言行和生活見證時常能夠與信仰教導一致，她

們便知道基督徒比其他人更誠實和可靠，也漸漸改變對

基督教固有的理解和偏見。畢竟她們都是在伊斯蘭教的

▲ 外傭服務中心會員

靜思恩言

這 個 門 徒 真 慷 慨 ：這 個 門 徒 真 慷 慨 ：

巴 拿 巴巴 拿 巴

當時的耶路撒冷城在經濟和政治上都走下
坡，失業及饑餓亦經常發生。那時信徒

按著聖靈的感動，把自己的財物變賣，交到教
會，讓眾人分享。這種幫助是不定期的，以突
發需要為基礎。這是一件自願性質的事情，教
會沒有發出任何約束性的指引。因著大家無私
的奉獻，內中沒有一個缺乏的。

經文特別記載其中一個美好的榜樣，他就是巴
拿巴了。若我們比對兩個人物，就知巴拿巴的
超越了。猶大用賣耶穌的錢買了一塊田（徒一
18-19），但巴拿巴卻將田賣了來奉獻；亞拿
尼亞賣了田地，卻留下幾分沒有全部拿來放在
使徒腳前，卻說是已經奉獻全部（徒五1-2），
但巴拿巴將田地賣了，並且全部奉獻出來。不
單如此，我們也可從巴拿巴的利未人身份（徒
四 36），更感受他奉獻的意義。巴拿巴生在
居比路（即今天的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
大島，資源及土產豐富（蔬果、木材、及礦石
等）。來自富裕地方的巴拿巴，有田地，但也
願意把田地變賣，將價銀獻出來。有人甚至認
為巴拿巴變賣的田地，其實就是他自己預備

埋葬自己的一塊田；俗稱「棺材本」。還有，
舊約利未人是可以接受以色列人的供養，他們
就是靠這份職業得到生活所需。如今巴拿巴信
了主，他放棄可得別人供應的職業，轉而傳揚
福音。雖然主也定規傳福音的人可以靠福音養
生，但保羅說他和巴拿巴都沒有受教會的供應
（林前九 6）。所以他不單放棄了得到供應的
權利，他還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從巴拿巴身上，我們可以學習慷慨的奉獻。首
先，人願意奉獻是因為看見有需要：初期教會
見到信徒有缺乏（徒二 45，四 34），就自發
地奉獻。故此，我們的心靈要常常敏感別人的
需要，不要視而不見。其次，人能作出慷慨的
奉獻，是因為對上帝和肢體有愛心。對上帝無
愛，就不會受感動；對肢體無愛，也捨不得跟
人分享。最後，隨著教會不斷增加信徒，需要
只會不斷的增加，而我們的愛心有沒有不斷提
升呢？上帝期望我們的，並不是每個人都將所
有奉獻出來，畢竟奉獻多少是每個人獨有的感
動。重要的是，回應感動，就是回應對上帝和
肢體的愛。

祈禱： 

主耶穌，求祢幫助我明白，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祢交託給我管理的。 

但願我能對祢有愛，以致我能作出對肢體關心的行動來。

讀經：使徒行傳四 32-37
「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使徒行傳四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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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本會周燕鏞會長、梁金華總牧、林希維副會長、黃偉
倫司庫及張愛思執行幹事 5 月初前往德國及瑞士。執行
幹事先行於 4 月 30 日晚出發前往柏林與宣教士後人商
討出版事宜，然後 5 月 2 日往斯圖加特與會長、總牧、
副會長及司庫四人會合，探訪宣教士子女及與差會、教
會及社會服務機構商討合作的可能性，之後於 5 月 6 日
前往巴塞爾，參觀使命 21 的歷史檔案，以及進行會議，
簽署諒解備忘錄，眾人於 5 月 10 日早上平安返港。

• 總會傳道部將於 9 月 24 日（星期日）下午舉行「擁抱
群體嘉年華」，屆時將安排共十一個攤位，其中六個攤
位介紹本會社會服務部所提供的服務，另外六個攤位將
邀請六間機構參與，包括：浸會愛群、更新會、關懷貧
窮網絡、睦福和無家者協會，堂會可藉此機會更深認識
各單位及其服務的群體，從而探討堂會可如何擁抱身處
的社區。

• 總會收到古愛華牧師（Rev. Dr. Winfried Glüer）來電
郵，古師母於 2023 年 5 月 1 日安息主懷，享年 89 歲。
古牧師和師母於 1994-1997 年在崇基神學組任教，古
師母則在崇基禮拜堂擔任風琴司。古牧師本為禮賢會宣
教士與本會有深厚友情，熟識中國文化。願主安慰古牧
師及其家人。

• 中國基督教兩會訪港團一行 22 人，其中 11 人於 5 月 19

日 下 午 禮 節 性 拜
訪本會，周燕鏞會
長、梁金華總牧、
馮少雄副會長、麥
美蓮副總牧、張愛
思執行幹事、王福
義長老及社會服務部楊素娟副總幹事接待，彼此分享交
流。 另，張愛思執行幹事在 5 月 18 日及 19 日也出席了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中國基督教兩會合辦，在香港基督
教青年會舉行的「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 。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於 4 月 29 日假饒宗頤文化館舉行執管委退修日，
主題為「前行」，上午環節各執委會委員及顧問檢視機
構的服務願景、使命及核心價值，更就「建立服務品
牌」、「靈命塑造」、「服務專業化」、「跨專業合作」、
「創意思維」、「服務硏究及拓展」暨「招攬、挽留及
儲備人才」等範疇了解機構的現況並討論未來發展。下
午環節則邀請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主
講「讓人看見神」，委員們皆深受感動，在分組討論環
節積極回應，盼興旺弟兄姊妹服侍社群的心志。

• 感謝主，本部於 5 月 6 日 ( 星期六 ) 舉行的全港賣旗日
籌款活動巳順利進行，當日參與的義工逾 4,000 人，合
共收回 2,943 個旗袋。謹此衷心感謝各堂會及學校的鼎
力支持，更多謝眾委員及義工的勞苦，願主親自報答大
家。除上街賣旗外，機構也透過售賣金旗及網上平台接
受捐款，整體籌款結果仍在點算中。懇請各堂會代表向
眾教牧及會友致以衷心感謝！

總會差傳部

• 5 月 4、11、18、25 日共四堂，逢星期四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與總會同工會培訓部開辦「挑戰視野」
課程，由孟牧師教授。共有 14 位弟兄姊妹報名參加，來
自崇真會六間堂會及兩間外會，感謝神。

• 5 月 26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總差於沙田崇真堂舉辦「齊
齊宣教 360」- 崇真差傳推廣日，內容包括：主題講道、
分題講座、差傳攤位介紹和遊戲。主題講員是本會宣教
士羅兆泉牧師；各分題講員是羅兆泉宣教士、蘇媛慈宣
教士、潘潘宣教士和本部副部長周振邦牧師。當天共有
150 多位弟兄姊妹報名參加，在此多謝當日出席及幫忙
的義工，感謝神。

• 6 月 17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差傳聯禱會，由潘潘宣教
士分享山國宣教，地點是中華福音使命團禮堂 ( 長沙灣
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12 樓 B 室 )。

各部消息

救恩堂   |  馬翠珊傳道

書名：《咫尺宣教	》	—	動員香港華人教會服侍在港印尼家傭

作者：連達傑

譯者：譚晴

出版：迎欣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 年	

你知道香港有多少印尼人嗎？他們為何留在香港？印尼人多數信仰哪

個宗教？香港的華人教會有幾多間有印尼人事工？華人教會為何及

如何開展印尼人事工？

本書從全球化開始，提醒香港教會不能忽略在港工作的印尼家傭。在全

球化的影響下：地理上的限制減少，各地群體認同的增加，特別在互聯

網及高科技的普及化，讓全球社群在聯絡、資訊、知識上都有很大突破，

促使移居勞工數目增加。而印尼人因著其本地經濟差，香港的勞工法例

較亞洲其他地方有較佳保障，加上印尼人亦較溫順，願意學習廣東話，

能服侍家中長者，故在 2005 年開始人數一直大幅增加，至 2009 年人數

已較菲傭多，在 2015 年有多於十五萬印傭在港工作。

面對著這一大群印尼家傭，香港教會有幾多看到他們的身心靈需要？

2014 年香港教會普查資料顯示，香港的華人教會只有 4.8%有「本地少

數族裔」事工，這更不是全部為印尼人事工。為何只有這麼少數教會參

與？本書作者從一些調查資料總結出，很多教會因為「沒有異象」，沒

有「資源」包括人力和財政資源，缺乏訓練及沒有「接觸點」而阻礙了

開展相關事工，當中沒有異象更是致命原因。

如何讓教會看得見這異象？首先要告知教會領袖，這是本地跨文化宣教

的一部份，關懷和將福音傳給印尼家傭是主耶穌的吩咐；跟著是要以聖

經、以實例來激勵教會和信徒。當教會領袖們確認這異象後，要有策略

地在堂會推動事工，要裝備信徒，讓信徒一同擁抱服侍這散聚群體的異

象，學習前人或其他群體從經驗獲得的實用指引，這等等的實踐方法，

都在本書有具體的建議和分享。

最後，亦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提醒，作為香港的信徒，我們要從「我族

中心主義」走向「族群相對主義」，我個人覺得這不單單是本地跨文化

宣教的重心，更是作為信徒生活在地上的一個謙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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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本會周燕鏞會長、梁金華總牧、林希維副會長、黃偉
倫司庫及張愛思執行幹事 5 月初前往德國及瑞士。執行
幹事先行於 4 月 30 日晚出發前往柏林與宣教士後人商
討出版事宜，然後 5 月 2 日往斯圖加特與會長、總牧、
副會長及司庫四人會合，探訪宣教士子女及與差會、教
會及社會服務機構商討合作的可能性，之後於 5 月 6 日
前往巴塞爾，參觀使命 21 的歷史檔案，以及進行會議，
簽署諒解備忘錄，眾人於 5 月 10 日早上平安返港。

• 總會傳道部將於 9 月 24 日（星期日）下午舉行「擁抱
群體嘉年華」，屆時將安排共十一個攤位，其中六個攤
位介紹本會社會服務部所提供的服務，另外六個攤位將
邀請六間機構參與，包括：浸會愛群、更新會、關懷貧
窮網絡、睦福和無家者協會，堂會可藉此機會更深認識
各單位及其服務的群體，從而探討堂會可如何擁抱身處
的社區。

• 總會收到古愛華牧師（Rev. Dr. Winfried Glüer）來電
郵，古師母於 2023 年 5 月 1 日安息主懷，享年 89 歲。
古牧師和師母於 1994-1997 年在崇基神學組任教，古
師母則在崇基禮拜堂擔任風琴司。古牧師本為禮賢會宣
教士與本會有深厚友情，熟識中國文化。願主安慰古牧
師及其家人。

• 中國基督教兩會訪港團一行 22 人，其中 11 人於 5 月 19

日 下 午 禮 節 性 拜
訪本會，周燕鏞會
長、梁金華總牧、
馮少雄副會長、麥
美蓮副總牧、張愛
思執行幹事、王福
義長老及社會服務部楊素娟副總幹事接待，彼此分享交
流。 另，張愛思執行幹事在 5 月 18 日及 19 日也出席了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中國基督教兩會合辦，在香港基督
教青年會舉行的「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 。

總會社會服務部

• 本部於 4 月 29 日假饒宗頤文化館舉行執管委退修日，
主題為「前行」，上午環節各執委會委員及顧問檢視機
構的服務願景、使命及核心價值，更就「建立服務品
牌」、「靈命塑造」、「服務專業化」、「跨專業合作」、
「創意思維」、「服務硏究及拓展」暨「招攬、挽留及
儲備人才」等範疇了解機構的現況並討論未來發展。下
午環節則邀請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主
講「讓人看見神」，委員們皆深受感動，在分組討論環
節積極回應，盼興旺弟兄姊妹服侍社群的心志。

• 感謝主，本部於 5 月 6 日 ( 星期六 ) 舉行的全港賣旗日
籌款活動巳順利進行，當日參與的義工逾 4,000 人，合
共收回 2,943 個旗袋。謹此衷心感謝各堂會及學校的鼎
力支持，更多謝眾委員及義工的勞苦，願主親自報答大
家。除上街賣旗外，機構也透過售賣金旗及網上平台接
受捐款，整體籌款結果仍在點算中。懇請各堂會代表向
眾教牧及會友致以衷心感謝！

總會差傳部

• 5 月 4、11、18、25 日共四堂，逢星期四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與總會同工會培訓部開辦「挑戰視野」
課程，由孟牧師教授。共有 14 位弟兄姊妹報名參加，來
自崇真會六間堂會及兩間外會，感謝神。

• 5 月 26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總差於沙田崇真堂舉辦「齊
齊宣教 360」- 崇真差傳推廣日，內容包括：主題講道、
分題講座、差傳攤位介紹和遊戲。主題講員是本會宣教
士羅兆泉牧師；各分題講員是羅兆泉宣教士、蘇媛慈宣
教士、潘潘宣教士和本部副部長周振邦牧師。當天共有
150 多位弟兄姊妹報名參加，在此多謝當日出席及幫忙
的義工，感謝神。

• 6 月 17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差傳聯禱會，由潘潘宣教
士分享山國宣教，地點是中華福音使命團禮堂 ( 長沙灣
瓊林街 111 號擎天廣場 12 樓 B 室 )。

各部消息

救恩堂   |  馬翠珊傳道

書名：《咫尺宣教	》	—	動員香港華人教會服侍在港印尼家傭

作者：連達傑

譯者：譚晴

出版：迎欣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 年	

你知道香港有多少印尼人嗎？他們為何留在香港？印尼人多數信仰哪

個宗教？香港的華人教會有幾多間有印尼人事工？華人教會為何及

如何開展印尼人事工？

本書從全球化開始，提醒香港教會不能忽略在港工作的印尼家傭。在全

球化的影響下：地理上的限制減少，各地群體認同的增加，特別在互聯

網及高科技的普及化，讓全球社群在聯絡、資訊、知識上都有很大突破，

促使移居勞工數目增加。而印尼人因著其本地經濟差，香港的勞工法例

較亞洲其他地方有較佳保障，加上印尼人亦較溫順，願意學習廣東話，

能服侍家中長者，故在 2005 年開始人數一直大幅增加，至 2009 年人數

已較菲傭多，在 2015 年有多於十五萬印傭在港工作。

面對著這一大群印尼家傭，香港教會有幾多看到他們的身心靈需要？

2014 年香港教會普查資料顯示，香港的華人教會只有 4.8%有「本地少

數族裔」事工，這更不是全部為印尼人事工。為何只有這麼少數教會參

與？本書作者從一些調查資料總結出，很多教會因為「沒有異象」，沒

有「資源」包括人力和財政資源，缺乏訓練及沒有「接觸點」而阻礙了

開展相關事工，當中沒有異象更是致命原因。

如何讓教會看得見這異象？首先要告知教會領袖，這是本地跨文化宣教

的一部份，關懷和將福音傳給印尼家傭是主耶穌的吩咐；跟著是要以聖

經、以實例來激勵教會和信徒。當教會領袖們確認這異象後，要有策略

地在堂會推動事工，要裝備信徒，讓信徒一同擁抱服侍這散聚群體的異

象，學習前人或其他群體從經驗獲得的實用指引，這等等的實踐方法，

都在本書有具體的建議和分享。

最後，亦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提醒，作為香港的信徒，我們要從「我族

中心主義」走向「族群相對主義」，我個人覺得這不單單是本地跨文化

宣教的重心，更是作為信徒生活在地上的一個謙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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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消息

筲箕灣堂

• 6 月 18 日，為本堂的父親節主日，講
員為雷競業牧師。

• 本堂共有 4 名執事及同工參加於 6 月
22 日舉行的總會長執退修會。

• 6 月 25 日，為本堂創啟事工主日，講
員為周國昌牧師。

西貢堂

• 5 月 1 日起，戴國強先生入職為本堂傳
道。

• 5 月 2 日起，崔玉馨幹事離職，感恩
她在本堂服事超過十年。

• 9 月 7 日至 14 日，本堂短宣隊前往泰
北，探訪麥香蘭牧師開展的工場，本
堂吳俊藝傳道明年初將會到當地宣教，
求主保守帶領。

窩美堂

• 本堂在 5 月 28 日的聖靈降臨節有 2
位洗禮者加入本堂。（聖洗禮︰梁潔
冰姊妹，轉會禮：黃旭騰弟兄）。

• 本堂紅色《門徒》學員：（周桂芳、
張浩文、李承謙、林培玉、林培英、
黃愷晴、甄筱羚及西貢堂 ( 馬玉芳）於
6 月 25 日參與第十九屆《門徒》聯合
畢業典禮，求上帝保守他們，使人看
見便知道他們是神的門徒。

• 今年 7-8 月份舉辦「2023 窩窩 Fun
暑假」活動，有動態及靜態活動，讓
小學生、中學生善用此暑假，以後彼
此建立美好關係。

• 讚美主！本堂 7 月 9 日是「118 周年
堂慶感恩主日崇拜」，為未來的歲月，
蒙神使用。

元朗堂

• 本堂於 5 月 1 日起聘用陳定邦弟兄為
本堂傳道人，求主帶領陳先生在本堂
的事奉，與執事部及弟兄姊妹有良好
配搭，發展教會，興旺福音。

• 請為本堂招聘事務幹事祈禱，求主帶
領具事奉心志的弟兄姊妹來本堂事奉。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感恩兆泉牧師平安從以色列、約旦、
埃及之旅返港，行程獲益良多。全程
有十多位團友感染新冠或流感，但牧
師身體卻蒙上帝保守，沒有生病。

• 感恩有機會探望本會宣教士以斯帖家
庭，三歲半的女兒曾五個月內兩度發
高燒入院。這次探訪是上帝給兆泉牧
師一個鼓勵這家庭的機會。

• 請繼續記念佩玲師母逢週四教導課程
「心靈的治療癒同行小組」，求主加
力給她。

• 凱晴與夫婿將於 6 月底回港深親，一
家人能團聚，感謝上帝。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感謝天父、崇真總會和差會的安排，
讓蘇牧師能延長述職至 6 月份，可以
好好安排蘇爸爸的安葬事宜。

• 請記念述職後回到泰國曼谷開展新一
期事工，特別是與新同工的合作、適
應等。

• 請記念蘇牧師尋找新的居所，以及所
服侍的教會祈禱，若果新的地方交通
不方便，亦祈求主預備車輛代步。

• 請繼續為「美女事工」能重新出發代
禱，以及營商宣教的開展。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今年山國六區的學徒訓練已完成了一

半，感恩在半年來，各個山頭不斷傳
來回轉的消息，請繼續記念下半年在
缺乏導師人手下，潘潘亦可能需要加
入訓練行列，求主賜她有恩賜和能力。

• 1 月底參加五個月的國際登山隊員，
將於潘潘回山國前兩天離開，請記念
他們能適應重歸的生活。

• 潘潘回山國後要尋覓女生宿舍和新居
所，並預備 8 月底將有新成員加入。

• 回山國後，潘潘第一要緊的事情是：
申請入學和簽證，請記念一切順利。

蕃薯家庭 – 麵包國

• 蕃薯 Y 面對乍暖還寒的天氣，身體有
些不適，希望有規律的運動時間。面
對政府部門的放假後遺症仰望更新工
作證及簽證的事宜可以順利完成。

• 蕃薯 M 現有一位運動教練每週兩次提
供一對一的運動課，第一天上課後肌
肉疼痛，一個月後開始漸漸適應，感
謝教練幫助重建運動生活。

• 蕃薯 A 即將面對期終試，考試過後就
是暑假的開始，蕃薯家庭正為他物色
合適的活動，讓他渡過一個有意義的
假期。

• 小蕃薯大病初癒，希望他可以保持身
體健康。期望老師有智慧幫助小蕃薯
學習不同的語言，並與同學建立美好
的關係，將來藉著小蕃薯可以認識不
同的新朋友。

雅慈宣教士
• 7 月中會有一個「終極」語言評估，

公司將按此結果來決定雅慈是否可以
完成這一階段的語言學習。所以，請
繼續紀念語言學習及評估，再次經歷
老爸奇妙的恩典。

• 如果 7 月中的評估順利通過，可能會
安排去另一個邊境城市，配合當地同
工的工作及探索服事的路向，請記念
與同工之間的安排及溝通。

• 請記念未來的服事與事工，祈求老爸
的帶領及開路，也在這段尋索及等待
期間，對老爸存有堅定的信心，過去
幾個月跟一些單位已有聯繫溝通，但
因東北亞仍未開關，只能有一些初步
共識，需要繼續觀望及等待。。

以斯帖家庭

• 以斯帖在自修複習絲語後，開始在語
言中心學習文明國方言，發覺也有不
少不同的地方，求主給以斯帖智慧、
記性，很快學懂方言。

• 以斯帖丈夫米家出發去綠樹國後，兒
子首先扁桃腺發炎、高燒，之後女兒
和以斯帖都相繼發燒。全家要吃抗生
素。感恩兒子首先痊癒，但女兒卻一
直連續高燒八天，最後要入院。求主
祝福女兒的免疫系統剛強起來，快速、
徹底痊癒，不再容易生病。求主保守，
當丈夫米家在前線服侍的時候，以斯
帖一家在後方不被攻擊、滿有平安。

• 請為米家和在綠樹國的團隊禱告。感
謝主，奇妙地供應他們每一位所需。
過去 12 天他們在兩個城市，都大大經
歷聖靈的工作，有見證病的得醫治，
也有接受了好消息的。求主繼續加力、
恩膏、使用他們！亦求主透過這次去
綠樹國認識的連結，引領、預備以斯
帖家庭前面的方向、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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