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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為他盼望什麼？」是一位殘疾兒童父親發出的呼喊，內裡藏著他對愛子身體

復活的盼望和疑惑，夾雜著照顧殘障兒子經驗、自己對這經驗的解讀、還有對

終末盼望的理解 （Gould 2016:317）。本文嘗試聆聽這呼喊，從當代傷殘神學對這

主題的爭議作起點，識別當中脈絡，然後重尋身體復活的神學意義，與及它對堂會牧

關職事的含意。

「去殘」對「留殘」爭議  

對大部分信徒來說，身體復活這應許可能沒有甚麼爭議，想像必定是無殘、無缺、和

無痛的軀體（以下簡稱「去殘復活觀」）。可是，對某些生來殘疾的朋友來說，若復

活身體去除他們今生的殘疾特徵，可能難以視它為己身，引發身份、甚至信仰危機。

南西艾斯蘭（Nancy Eiseland, 1964-2009）是其中一位發聲挑戰「去殘復活觀」

的宗教社會學學者，她患有先天性骨骼缺損，自幼在教會長大，十三歲已接受十一次

髖關節手術，自覺痛楚將伴其一生 （Martin 2009）。當教友安慰她，說：「不用擔

心現在的痛楚，在天堂你將痊癒！」年少艾斯蘭無言以對，惟有暗自慨歎，說：「在

天堂，豈非我和上帝皆可在萬人中把我識別出來嗎！我今生的殘疾，指導我怎樣回答

『我是誰？』和『上帝是誰？』若去除了它，難以想像我將怎麼辦！」（Eiseland 

2004: 3）

長大後，艾斯蘭進修神學並研究這課題，心結終得解開。一天，她重讀《路加福音》

廿四章 26-39 節，驚覺耶穌榮耀復活的身軀沒有去除缺損，說：

「復活基督應驗了上帝的應許，就是上帝將與我們『殘疾人士』 同在，

祂像我們『殘疾人士』一樣有傷殘也有神性。當我閱讀這段經文，發現

這正是我一直尋找用來建立基督徒身份的歷史據點，可是它一直向我隱

藏。復活的耶穌基督是基督教神學的根基，但人們甚少視復活基督是一

位手、腳和肋旁皆有缺損的上帝，復活基督是一位有傷殘的上帝。」

（Eiseland 200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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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節），保羅又強調這改變是出於「上帝隨自己的意

思」（38 節），非由個體喜好決定。 Hays 補充，即使

兩個階段的身體有如此難以置信的差異，復活軀體仍是

從今生子粒而出（37 節），兩者仍屬一人，只是其演化

不能憑早期外貌特徵預測，有待上帝在終末揭示 （Hays 

1997: 270）。

盼望身體復活的牧關含義 

Brock 總結基督教信仰包含「身體復活」的終末盼望是

一個有關認知的教義 （Brock 2009: 18），我認為「不

知之知」一詞有助掌握這份終末認知。一方面我們不要

忘記死人身體復活的應許，要確信終末復活身體激進榮

耀的改變，知道所有疾病、軟弱、和必朽壞的將「在一

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 林前十五 52) 

被抹掉，成為「不朽壞的 ⋯⋯ 不死的」（53 節）；另

一方面，我們要知道自己所知的有待被救贖，包括我們

對今生和來世的自我身份和身體的知識，也包括對終末

身體得贖和痊癒的心願，要預期在終末時，當我們完全

融合在基督身體內，方可徹底明白復活之所是（Brock 

2009: 20）。

這「不知之知」的身體復活盼望可成為人今生與殘疾共

存的力量，Brock 說它可使人活在一個奇妙的當下。當

他對兒子前途憂心忡忡時，盼望讓他在恐懼中享有對神

恩開放的自由，可專注今天，留心今天上帝藉 Adam 隨

時賜給自己意外的禮物，可想像他朝在天國與 Adam

一起笑看今生一起共度的歲月和其中的掙扎（Brock 

2009: 23）。

另一位嚴重殘疾兒童父親 Gondreau 也認同身體復活

盼望對他日常生活重要性，說：「每當我看著我的兒子

Dominic，想到他在此世以數不盡的方式承受因腦癱殘

障的痛苦，又同時等待屬他來世生命的榮耀時」，保羅

一句話成為 Gondreau 的安慰：「我想，現在的苦楚若

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羅八

18) 這盼望常常提醒 Gondreau「不要在恐懼、悲傷、

絕望或放縱中與傷殘同活。在每時刻，我們要謹記我們

的故事，特別是有傷殘者的故事，是未完全寫成的，結

局將會在終末那天寫下。」（Gondreau 2017: 110f）

這盼望可成為人今生與殘疾共存者的力量，關鍵不在人

們對自己身軀不同型態的價值判斷，而在乎深愛和深知

我們每個人的上主，與及祂厚賜我們每天信靠祂而活的

恩典。所以，教會牧關職份首要的是藉著聖禮與聖道經

常向人宣告這終末好消息，並且透過個別牧關對談，指

導每個人在殘疾中因這盼望可活在一個奇妙的當下。

基督復活殘軀意象，挪開了殘疾信徒與上帝建立關係的

障礙，奪回天生殘疾人士的信徒身份和神學依據，不用

再為自己身體缺損辯護或提供解釋，終可安然帶著殘疾

身軀作主門徒，盼望一個無須去殘的完美復活身體（下

文簡稱「保殘復活觀」）(Eiseland 1994:100)。另一

位主張「保殘復活觀」是楊偉明 (Amos Yong)，他認

為智障或天生發展障礙人士的復活身軀可能無須被「修

正」，因為「身體需要有足夠延續性方能保存一個可被

識別的自我身份。」（Yong 2007: 279）。

「保殘復活觀」的得與失

以上概略了當代傷殘神學界在身體復活上的爭議，我認

為「保殘復活觀」有得也有失。貢獻方面，它修正過

往被全能主義或常態主義 (ableist / normate view) 扭

曲了的「去殘復活觀」，激發信徒檢視所持的身體復

活觀是否被傳媒渲染的完美體態意象主導 ( 葉佘枝鳳 

2016)。其次，它擁抱一個進步的傷殘觀，確認其多元

性和複雜性，即使同一類傷殘，不同人對它可以有不同

觀感和態度，即使同一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和場景，

當事人對傷殘的觀感可以截然不同。這些現象，有助提

醒信徒尊重傷殘兄姊第一身經驗和感受，先聆聽後回應，

避免妨礙兄姊聽信福音，切忌一概而論，以簡單標籤約

化眾多和複雜的傷殘經驗，例如一刀切把傷殘定型為

苦、不完美、或在復活時務必被修正的狀況（葉佘枝鳳 

2012）。最後，它提醒信徒不要忽視身體經驗，它是構

成個人信仰身份不可少的向度。

以上「保殘復活觀」的貢獻也同時在牧養上引發一些難

題。第一種情況，若教會用較進步的「保殘復活觀」取

代較落伍的「去殘復活觀」來解讀身體復活，恐怕牧養

時將出現嚴重張力，因許多信徒仍渴望傷病得癒，但「保

殘復活觀」容易懷疑此舉是全能主義或常態主義的後果，

牧者為傷病者祈求上主醫治時可能擔心將助長對殘疾人

士的欺壓。

第二種情況，若教會認可兩個復活觀，鼓勵信徒求同存

異，尊重不同人的選擇。這權宜之策雖能迴避持不同觀

點人士的直接衝突，可是代價高昂。它間接削弱了教會

教導權柄，把詮釋復活身體要理的責任、轉嫁到個別信

徒身上，鼓勵各人照自己主觀願望決定復活身體的形態。

教會同時錯失了盡職契機，沒有把握機會在多元文化中

重尋這信仰要理的時代意義和它對持不同傷殘觀人士的

信仰生活指導。下文我將建議第三種面對去殘留殘爭議

的對策，幫助教會重尋身體復活的合一盼望 。

重尋身體復活的神學意義 

Brian Brock 是基督教倫理學者，其長子 Adam 有嚴重

自閉症。在 2009 年出版的 《自閉症、關懷、和基督教

的 盼 望 》( “Autism, Care, and Christian Hope”)

專文，他從照顧 Adam 經驗探討身體復活的意義及其

終末倫理含意，文中提及楊明偉倡議的「保殘復活觀」

(Brock 2009: 17)。Brock 分析楊氏立論建基於人對

身份認同的焦慮，在爭取殘疾人士權益運動中，倡導者

常用一種身份認同倫理論述，說：「若然你們今天不能

愛［有殘疾的］我們，當我們真的被治癒和改良後，到

時你們有甚麼東西可保證自己將會愛我們呢？」（頁

18）。所以，倡導者要爭取的不是治療復康權，因這不

能帶來真正的平等權利，而是即時接納每位有殘疾的個

體是社群有貢獻的成員。

「保殘復活觀」把上文倫理論述無差別地延伸到天國領

域， Brock 批評它出現兩個缺失。第一，它混淆受造社

群行動和創造主行動，因為兩者存在不能跨越的區別。

人際關係有好惡之別，也受時間、空間、和個人因素影

響，但神人關係不是如此。不論何時、何處、何景況，

我們每個人皆被上主所知和所愛（頁 18）。上帝看見和

掌管每個人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的今生和來世

皆陳列在上主面前和聽命於祂，我們的軀體、或變或不

變、皆不動搖祂對我們所知所愛。

「保殘復活觀」第二個缺失是偏離保羅對復活身體的

教導，Brock 引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35-38 節及

52-53 節，說明保羅憂慮哥林多教會有信徒不信有「死

人身體復活」（35 節），也擔心有人過度關注復活身體

形態細節，提醒信徒終末時身體的改變將超出人的想像，

不宜揣測（頁 18f）。 聖經學者 Richard Hays 有同樣

見解，他觀察保羅用大自然現象類比復活身體改變的嶄

新性，說「所種的［子粒］不是那將來［長成］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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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節），保羅又強調這改變是出於「上帝隨自己的意

思」（38 節），非由個體喜好決定。 Hays 補充，即使

兩個階段的身體有如此難以置信的差異，復活軀體仍是

從今生子粒而出（37 節），兩者仍屬一人，只是其演化

不能憑早期外貌特徵預測，有待上帝在終末揭示 （Hays 

1997: 270）。

盼望身體復活的牧關含義 

Brock 總結基督教信仰包含「身體復活」的終末盼望是

一個有關認知的教義 （Brock 2009: 18），我認為「不

知之知」一詞有助掌握這份終末認知。一方面我們不要

忘記死人身體復活的應許，要確信終末復活身體激進榮

耀的改變，知道所有疾病、軟弱、和必朽壞的將「在一

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 林前十五 52) 

被抹掉，成為「不朽壞的 ⋯⋯ 不死的」（53 節）；另

一方面，我們要知道自己所知的有待被救贖，包括我們

對今生和來世的自我身份和身體的知識，也包括對終末

身體得贖和痊癒的心願，要預期在終末時，當我們完全

融合在基督身體內，方可徹底明白復活之所是（Brock 

2009: 20）。

這「不知之知」的身體復活盼望可成為人今生與殘疾共

存的力量，Brock 說它可使人活在一個奇妙的當下。當

他對兒子前途憂心忡忡時，盼望讓他在恐懼中享有對神

恩開放的自由，可專注今天，留心今天上帝藉 Adam 隨

時賜給自己意外的禮物，可想像他朝在天國與 Adam

一起笑看今生一起共度的歲月和其中的掙扎（Brock 

2009: 23）。

另一位嚴重殘疾兒童父親 Gondreau 也認同身體復活

盼望對他日常生活重要性，說：「每當我看著我的兒子

Dominic，想到他在此世以數不盡的方式承受因腦癱殘

障的痛苦，又同時等待屬他來世生命的榮耀時」，保羅

一句話成為 Gondreau 的安慰：「我想，現在的苦楚若

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羅八

18) 這盼望常常提醒 Gondreau「不要在恐懼、悲傷、

絕望或放縱中與傷殘同活。在每時刻，我們要謹記我們

的故事，特別是有傷殘者的故事，是未完全寫成的，結

局將會在終末那天寫下。」（Gondreau 2017: 110f）

這盼望可成為人今生與殘疾共存者的力量，關鍵不在人

們對自己身軀不同型態的價值判斷，而在乎深愛和深知

我們每個人的上主，與及祂厚賜我們每天信靠祂而活的

恩典。所以，教會牧關職份首要的是藉著聖禮與聖道經

常向人宣告這終末好消息，並且透過個別牧關對談，指

導每個人在殘疾中因這盼望可活在一個奇妙的當下。

基督復活殘軀意象，挪開了殘疾信徒與上帝建立關係的

障礙，奪回天生殘疾人士的信徒身份和神學依據，不用

再為自己身體缺損辯護或提供解釋，終可安然帶著殘疾

身軀作主門徒，盼望一個無須去殘的完美復活身體（下

文簡稱「保殘復活觀」）(Eiseland 1994:100)。另一

位主張「保殘復活觀」是楊偉明 (Amos Yong)，他認

為智障或天生發展障礙人士的復活身軀可能無須被「修

正」，因為「身體需要有足夠延續性方能保存一個可被

識別的自我身份。」（Yong 2007: 279）。

「保殘復活觀」的得與失

以上概略了當代傷殘神學界在身體復活上的爭議，我認

為「保殘復活觀」有得也有失。貢獻方面，它修正過

往被全能主義或常態主義 (ableist / normate view) 扭

曲了的「去殘復活觀」，激發信徒檢視所持的身體復

活觀是否被傳媒渲染的完美體態意象主導 ( 葉佘枝鳳 

2016)。其次，它擁抱一個進步的傷殘觀，確認其多元

性和複雜性，即使同一類傷殘，不同人對它可以有不同

觀感和態度，即使同一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和場景，

當事人對傷殘的觀感可以截然不同。這些現象，有助提

醒信徒尊重傷殘兄姊第一身經驗和感受，先聆聽後回應，

避免妨礙兄姊聽信福音，切忌一概而論，以簡單標籤約

化眾多和複雜的傷殘經驗，例如一刀切把傷殘定型為

苦、不完美、或在復活時務必被修正的狀況（葉佘枝鳳 

2012）。最後，它提醒信徒不要忽視身體經驗，它是構

成個人信仰身份不可少的向度。

以上「保殘復活觀」的貢獻也同時在牧養上引發一些難

題。第一種情況，若教會用較進步的「保殘復活觀」取

代較落伍的「去殘復活觀」來解讀身體復活，恐怕牧養

時將出現嚴重張力，因許多信徒仍渴望傷病得癒，但「保

殘復活觀」容易懷疑此舉是全能主義或常態主義的後果，

牧者為傷病者祈求上主醫治時可能擔心將助長對殘疾人

士的欺壓。

第二種情況，若教會認可兩個復活觀，鼓勵信徒求同存

異，尊重不同人的選擇。這權宜之策雖能迴避持不同觀

點人士的直接衝突，可是代價高昂。它間接削弱了教會

教導權柄，把詮釋復活身體要理的責任、轉嫁到個別信

徒身上，鼓勵各人照自己主觀願望決定復活身體的形態。

教會同時錯失了盡職契機，沒有把握機會在多元文化中

重尋這信仰要理的時代意義和它對持不同傷殘觀人士的

信仰生活指導。下文我將建議第三種面對去殘留殘爭議

的對策，幫助教會重尋身體復活的合一盼望 。

重尋身體復活的神學意義 

Brian Brock 是基督教倫理學者，其長子 Adam 有嚴重

自閉症。在 2009 年出版的 《自閉症、關懷、和基督教

的 盼 望 》( “Autism, Care, and Christian Hope”)

專文，他從照顧 Adam 經驗探討身體復活的意義及其

終末倫理含意，文中提及楊明偉倡議的「保殘復活觀」

(Brock 2009: 17)。Brock 分析楊氏立論建基於人對

身份認同的焦慮，在爭取殘疾人士權益運動中，倡導者

常用一種身份認同倫理論述，說：「若然你們今天不能

愛［有殘疾的］我們，當我們真的被治癒和改良後，到

時你們有甚麼東西可保證自己將會愛我們呢？」（頁

18）。所以，倡導者要爭取的不是治療復康權，因這不

能帶來真正的平等權利，而是即時接納每位有殘疾的個

體是社群有貢獻的成員。

「保殘復活觀」把上文倫理論述無差別地延伸到天國領

域， Brock 批評它出現兩個缺失。第一，它混淆受造社

群行動和創造主行動，因為兩者存在不能跨越的區別。

人際關係有好惡之別，也受時間、空間、和個人因素影

響，但神人關係不是如此。不論何時、何處、何景況，

我們每個人皆被上主所知和所愛（頁 18）。上帝看見和

掌管每個人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的今生和來世

皆陳列在上主面前和聽命於祂，我們的軀體、或變或不

變、皆不動搖祂對我們所知所愛。

「保殘復活觀」第二個缺失是偏離保羅對復活身體的

教導，Brock 引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35-38 節及

52-53 節，說明保羅憂慮哥林多教會有信徒不信有「死

人身體復活」（35 節），也擔心有人過度關注復活身體

形態細節，提醒信徒終末時身體的改變將超出人的想像，

不宜揣測（頁 18f）。 聖經學者 Richard Hays 有同樣

見解，他觀察保羅用大自然現象類比復活身體改變的嶄

新性，說「所種的［子粒］不是那將來［長成］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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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ndreau, Paul. “Disability, the Healing of Infirmity, and the Theological Virtue of Hope: A Thomistic Approach.” Journal 

of Moral Theology 6 (2017): 70-111.
3. Gould, James Barton. “The Hope of Heavenly Healing of Disability Part 2—Philosophical Issues.” Journal of Disability 

and Religion 21 (2017): 98-116.
4. Hays, Richard B. First Corinthians.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Louisville: John 

Knox, 1997.
5. Martin, Douglas. “Nancy Eiesland is Dead at 44; Wrote of a Disabled Go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2009. https://

www.nytimes.com/2009/03/22/us/22eiesland.html  (Accessed December 27, 2018).
6. Eiesland, Nancy. “Encountering the Disabled God.” The Bible in TransMission, Spring 2004, 3-5__. The Disabled God: 

Toward a Liberatory Theology of Disability. Nashville: Abingdon, 1994. 
Yong, Amos. Theology and Down Syndrome: Reimagining Disability in Late Modernity. Waco: Baylor University, 2007.

7.	葉佘枝鳳：《何謂人？向傷殘朋友學習》。《中國神學研究院中文院訊》，第 358 期（2016 年 9-10 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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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兒子進入扶康會葵興職業發展中心已經

六個月了。一天接放工時，遇上一位爸爸，說起

女兒剛來中心兩星期的適應，我才發現我家兒子原來成

長了。

記得半年前，匡智會晨輝學校梁社工、柯老師、鄭老師

和蔡老師為了幫助兒子面試庇護工場，就給他包裝餐具

的密集訓練。直到今天，兒子每天除了為中心社工禱告，

還記念晨輝老師呢！

兒子勉勉強強地跟上訓練。我們戰戰兢兢，連實習的 

餐具也帶去面試。就這樣，通過面試，開始葵興中心的

實習。

由小學時乘校巴回校，到高中學習乘巴士。平時就算有

不少巴士可乘，也堅持只等唯一、兩輛巴士才上。現在，

要改乘另一輛巴士，實在擔心。單單為了這件事，爸媽

禱告良久，交托上帝。居然，第一天返工，兒子就肯 

轉乘另一輛巴士，我們開心快樂之餘，更讚美上帝奇妙

作為。

上班第一個星期，就走入廁所逃避工作、把社工室當工

場、合上眼睛上班、工作時間就打盹，應有盡有，目不

暇給。感恩的是，中心的高級社工，她對自閉症孩子 

有心得、有經驗、也有愛心，還把兒子分配到一位很有

耐性和愛心的導師的組別。若不是上帝恩待和預備，我

們哪能有這福氣呢！現在每天早上，笑容甜美的嬸嬸接

待兒子，兒子也習慣量度體溫、搓消毒劑，大踏步進入

工場。

兒子一向沒有親密朋友，卻有同學願意主動關懷他、照

顧他。進到中心，兒子成了小孩子，是眾人的小弟弟，

見證文章 錦泰堂  |  李習庸主任牧師

天父天父的的寶貝寶貝

平常的固執行為，大家工友看來都是小兒科。當然，偶

然也有工友跟爸媽「打小報告」，說我兒子四處逛、坐

不定、不停叫、不停笑，但都是笑著說。有時放工時，

也會跟我說：「今日你個仔好乖啦！」實在是甜在心頭！

兒子十八歲，換成人身份證。之前，三催四請，也不肯

換領智能身份證。所以，終於肯出去換領，已經感恩。

到了換領中心，職員也諒解，寫明原因，就可換領成人

身份證。拍照了，打了手指模，從此，兒子大個仔，或

說是大叔了！

就學時期，衛生署提供每年體檢和牙齒檢查。正為兒子

進入成人階段的牙齒保健惆悵，中心護士轉介社企牙

醫。牙醫診所職員都十分專業，由接待姑娘、護士姑娘、

牙醫哥哥、麻醉師伯伯，十分有愛心、耐性和風趣。兒

子要拔除智慧齒，數一、二、三，已經麻醉。不久，兩

隻牙齒已經拔除。牙肉腫了幾天，兒子就繼續大吃大喝

了。十分感恩工場的王姑娘和盈愛牙科中心各職員，更

要感謝天父的眷顧！

教養特殊孩子並不是容易的事，但上主既將他放在我

家，我們深信上帝必保守到底，因為祂更愛我們的兒子，

而且主的保護才是真正的保護，因為環境與其他人不是

我們做家長說改就改，只有上帝才能夠。回想過去兒子

的成長路上，上帝放了不少天使在我們周邊，每次的幫

助都是上帝給我們打氣和鼓勵，叫我們知道，祂一路上

的看顧，叫我們不要怕和憂慮。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完全倚靠天父，天父必定看顧祂創

造的孩子。對於未來，我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盡力照

管好天父交托我們的責任，天天為他禱告，好好養育他，

作好生命師傅的角色，也是每個家長的角色。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家有個自閉症兒子，而且也會聽過他一些小故事。兒子已

十八歲，他經歷成長的挑戰，我的信仰也因他成長不少。現分享一些他的成長

日程，從中可以見到上帝對孩子的愛護。

靜思恩言

無可否認馬利亞是一個順服的代表，當天使告
訴她將要懷孕生子時，她雖有恐懼，但仍願

意順服（路一 38）；及後耶穌十二歲在聖殿學習，
她雖不明白，「為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
父的事為念嗎？」（路二 48-52），卻將此事存在
心裡，反復思量；在迦拿婚宴，馬利亞告訴耶穌沒
有酒了，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
的時候還沒有到。」她雖有不明白，也吩咐用人照
耶穌所言而行。最後耶穌被釘十字架，馬利亞聽從
耶穌的安排，讓約翰照顧她（約十九 25-27），雖
然耶穌是她的兒子，但馬利亞從沒有違背耶穌的吩
咐。馬利亞順服，接受耶穌的解釋，信任耶穌的計
劃，等待耶穌的時候。

這是她的特質，縱有恐懼、疑問、不明白，她仍會
順服地跟從。她對上帝有無比的信心，用心去感受
真相，深信上帝計劃是美好。馬利亞溫柔的態度及

安靜的心具有一種特別的說服力，這種內在美，來
自上帝的真正喜樂與平安，她知道一切出於上帝，
完全倚靠上帝的保護及供應，正因如此，上帝揀選
這位謙卑跟隨祂呼召的女子。

馬利亞完全信賴上帝，深信上帝的旨意必定是美
好，因此她能夠全然順服，她是一個信仰堅定的女
性。順服是不容易的功課，是要用一生去學習，而
順服往往與信心掛鉤，我們對上帝的信心足夠嗎？
或許我們仍有許多不明白，對上帝放在我們身上的
旨意仍有恐懼、疑問，但我們能否接受耶穌的解
釋，信任耶穌的計劃，等待耶穌的時候，存一份單
純的、堅定的信心去接受？信心是需要磨練，當我
們磨練愈多，愈感受到上帝的保守及恩典，信心就
會愈大。上帝會透過不同的事去磨練我們的信心，
目的就是要我們用心去感受真相，以致我們縱使不
明白，仍願意跟隨主的旨意。

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有信心迎接祢每一個呼召，讓我們用心感受祢的旨意， 

更使我們看到不是自己的能力，乃是祢的作為，讓我們輕鬆面對前路。

窩美堂  |  蘇慧敏牧師

順服的婦女：順服的婦女：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 
耶穌的母親在那裡。耶穌和祂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祂說：『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說： 
『母親（原文作婦人），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祂母親對用人說： 
『祂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

（約翰福音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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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兒子進入扶康會葵興職業發展中心已經

六個月了。一天接放工時，遇上一位爸爸，說起

女兒剛來中心兩星期的適應，我才發現我家兒子原來成

長了。

記得半年前，匡智會晨輝學校梁社工、柯老師、鄭老師

和蔡老師為了幫助兒子面試庇護工場，就給他包裝餐具

的密集訓練。直到今天，兒子每天除了為中心社工禱告，

還記念晨輝老師呢！

兒子勉勉強強地跟上訓練。我們戰戰兢兢，連實習的 

餐具也帶去面試。就這樣，通過面試，開始葵興中心的

實習。

由小學時乘校巴回校，到高中學習乘巴士。平時就算有

不少巴士可乘，也堅持只等唯一、兩輛巴士才上。現在，

要改乘另一輛巴士，實在擔心。單單為了這件事，爸媽

禱告良久，交托上帝。居然，第一天返工，兒子就肯 

轉乘另一輛巴士，我們開心快樂之餘，更讚美上帝奇妙

作為。

上班第一個星期，就走入廁所逃避工作、把社工室當工

場、合上眼睛上班、工作時間就打盹，應有盡有，目不

暇給。感恩的是，中心的高級社工，她對自閉症孩子 

有心得、有經驗、也有愛心，還把兒子分配到一位很有

耐性和愛心的導師的組別。若不是上帝恩待和預備，我

們哪能有這福氣呢！現在每天早上，笑容甜美的嬸嬸接

待兒子，兒子也習慣量度體溫、搓消毒劑，大踏步進入

工場。

兒子一向沒有親密朋友，卻有同學願意主動關懷他、照

顧他。進到中心，兒子成了小孩子，是眾人的小弟弟，

見證文章 錦泰堂  |  李習庸主任牧師

天父天父的的寶貝寶貝

平常的固執行為，大家工友看來都是小兒科。當然，偶

然也有工友跟爸媽「打小報告」，說我兒子四處逛、坐

不定、不停叫、不停笑，但都是笑著說。有時放工時，

也會跟我說：「今日你個仔好乖啦！」實在是甜在心頭！

兒子十八歲，換成人身份證。之前，三催四請，也不肯

換領智能身份證。所以，終於肯出去換領，已經感恩。

到了換領中心，職員也諒解，寫明原因，就可換領成人

身份證。拍照了，打了手指模，從此，兒子大個仔，或

說是大叔了！

就學時期，衛生署提供每年體檢和牙齒檢查。正為兒子

進入成人階段的牙齒保健惆悵，中心護士轉介社企牙

醫。牙醫診所職員都十分專業，由接待姑娘、護士姑娘、

牙醫哥哥、麻醉師伯伯，十分有愛心、耐性和風趣。兒

子要拔除智慧齒，數一、二、三，已經麻醉。不久，兩

隻牙齒已經拔除。牙肉腫了幾天，兒子就繼續大吃大喝

了。十分感恩工場的王姑娘和盈愛牙科中心各職員，更

要感謝天父的眷顧！

教養特殊孩子並不是容易的事，但上主既將他放在我

家，我們深信上帝必保守到底，因為祂更愛我們的兒子，

而且主的保護才是真正的保護，因為環境與其他人不是

我們做家長說改就改，只有上帝才能夠。回想過去兒子

的成長路上，上帝放了不少天使在我們周邊，每次的幫

助都是上帝給我們打氣和鼓勵，叫我們知道，祂一路上

的看顧，叫我們不要怕和憂慮。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完全倚靠天父，天父必定看顧祂創

造的孩子。對於未來，我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盡力照

管好天父交托我們的責任，天天為他禱告，好好養育他，

作好生命師傅的角色，也是每個家長的角色。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家有個自閉症兒子，而且也會聽過他一些小故事。兒子已

十八歲，他經歷成長的挑戰，我的信仰也因他成長不少。現分享一些他的成長

日程，從中可以見到上帝對孩子的愛護。

靜思恩言

無可否認馬利亞是一個順服的代表，當天使告
訴她將要懷孕生子時，她雖有恐懼，但仍願

意順服（路一 38）；及後耶穌十二歲在聖殿學習，
她雖不明白，「為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
父的事為念嗎？」（路二 48-52），卻將此事存在
心裡，反復思量；在迦拿婚宴，馬利亞告訴耶穌沒
有酒了，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
的時候還沒有到。」她雖有不明白，也吩咐用人照
耶穌所言而行。最後耶穌被釘十字架，馬利亞聽從
耶穌的安排，讓約翰照顧她（約十九 25-27），雖
然耶穌是她的兒子，但馬利亞從沒有違背耶穌的吩
咐。馬利亞順服，接受耶穌的解釋，信任耶穌的計
劃，等待耶穌的時候。

這是她的特質，縱有恐懼、疑問、不明白，她仍會
順服地跟從。她對上帝有無比的信心，用心去感受
真相，深信上帝計劃是美好。馬利亞溫柔的態度及

安靜的心具有一種特別的說服力，這種內在美，來
自上帝的真正喜樂與平安，她知道一切出於上帝，
完全倚靠上帝的保護及供應，正因如此，上帝揀選
這位謙卑跟隨祂呼召的女子。

馬利亞完全信賴上帝，深信上帝的旨意必定是美
好，因此她能夠全然順服，她是一個信仰堅定的女
性。順服是不容易的功課，是要用一生去學習，而
順服往往與信心掛鉤，我們對上帝的信心足夠嗎？
或許我們仍有許多不明白，對上帝放在我們身上的
旨意仍有恐懼、疑問，但我們能否接受耶穌的解
釋，信任耶穌的計劃，等待耶穌的時候，存一份單
純的、堅定的信心去接受？信心是需要磨練，當我
們磨練愈多，愈感受到上帝的保守及恩典，信心就
會愈大。上帝會透過不同的事去磨練我們的信心，
目的就是要我們用心去感受真相，以致我們縱使不
明白，仍願意跟隨主的旨意。

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有信心迎接祢每一個呼召，讓我們用心感受祢的旨意， 

更使我們看到不是自己的能力，乃是祢的作為，讓我們輕鬆面對前路。

窩美堂  |  蘇慧敏牧師

順服的婦女：順服的婦女：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 
耶穌的母親在那裡。耶穌和祂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祂說：『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說： 
『母親（原文作婦人），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祂母親對用人說： 
『祂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

（約翰福音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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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亞當	─	神的愛子》

作者：盧雲

譯者：陳永財

出版社：基道出版社

作者盧雲在此書的第一頁這樣
寫：「亞當不可思議地成了永

活基督的形像……」為甚麼一個嚴
重弱能的男子亞當（恰巧是上帝創
造的第一個人的名字），由梳洗穿
衣吃飯，以致日常生活完全要倚賴
別人的亞當，竟然可以成為基督的
形像？

在書裡，盧雲描繪了他與亞當的生
命交流。盧雲生命的改變，由認識
亞當開始。亞當不能說話，無法表
達思想，一切生活小節都要倚賴別
人，然而，盧雲卻在方舟團體照顧
亞當的過程中，找到上帝。讓他那
充滿世界及社會枷鎖的心，找到安
息的地方。亞當無力與軟弱，沒有
世界及社會的價值強加在他身上，
亞當單純地又獨特地做自己，卻讓
盧雲找回自己那單純的存在，找到
一個平靜的中心。

盧雲形容，亞當透過自身的軟弱，
彰顯上帝的恩典，成了基督的啟示。
亞當內心沒有旁騖及慾念，他無需
屬靈操練就能倒空自己，亞當單純
的存在 ( 沒有任何外在的成就或其
他 )，卻蒙上帝所愛，亞當如耶穌般
被上帝喜愛。他軟弱地來到世界，
像基督一樣；他被動地生活，他比
任何人都能夠以一個「真正的自己」
活著。盧雲說，上帝召喚亞當，要
透過他的殘缺來見證祂的愛。

很多人都從亞當身上接受了他的真
理及生命，在亞當身上，見到上帝
與我們同在。一個擁有名與利，卻
一直懷疑自己是否被愛的女子，卻
透過與亞當的相處，找到一份單純
的接納，找到上帝對她的愛。

我們總以為，我們要有成就，要可
愛，要做到一些甚麼成績，我們才
值得被愛；然而，即使我們軟弱如
亞當，單純的存在，也可以深深經
歷上帝的愛。脆弱的亞當，卻幫助
人在生命中認出上帝，看見基督的
豐富。

「當我 ( 盧雲 ) 開始擔心我做的事
及我可以做甚麼時，亞當卻向我宣
布：『存在比行動更重要。』當我

全神貫注於別人怎樣談論或書寫對
我的評價時，亞當卻靜靜告訴我：
『上帝的愛比人的稱讚更重要。』
當我在關心自己的成就時，亞當卻
提醒我：『一起做事比單獨做事更
重要。』亞當不能成就甚麼，沒有
甚麼名譽可以引以自豪，不能自誇
得過甚麼獎品或獎盃；但他以自己
的生命，最徹底地見證我們生命的
真理。」(頁 41)

旺角堂   |  陳阮素傳道

2023 年度各堂神學生資料

救恩堂 馮倩明姊妹 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第三年

 梁子峯弟兄 New College,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aster of Divinity 第二年

筲箕灣堂 劉駿靈姊妹 伯特利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二年

深水埗堂 梁凱恩姊妹 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第二年

西貢堂 崔慧儀姊妹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道學學士 第一年

沙田堂 林嘉敏姊妹 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一年

新翠堂 黎明輝弟兄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 第一年

 岑健聰弟兄 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學士 第一年

馬鞍山堂 梁緯信弟兄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三年

粉嶺海聯堂 何倩雯姊妹 播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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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總董會於 2022 年 5 月 14 日議決成立修章小組，今次修
章主要修訂了總會的選舉法，修訂的章程及新的選舉法已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的特別修章大會及特別總董事會議
通過。

• 感謝上帝，「擁抱群體嘉年華」順利於 2023 年 9 月 24
日在馬鞍山崇真中學舉行，當天參觀展覽人數約有 130 人；
同時間安排有講座，每場講座人數約 45 人，有些是連續
出席數個，甚至所有的講座。參與的各單位及義工彼此同
心，互相配搭，出席者整體的反應正面，求上帝藉此聚會
祝福各堂，讓各堂擁抱身處的社區，將福音帶進社區。

• 教 牧 同 工 會 的 培 訓 部 第 一 屆《FIREMAN》(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Ministry Assistant 
Network) 課程已於 9 月完成課堂，並於 10 月 29 日 ( 日 )
下午 3 時在沙田崇真堂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今屆有十間
堂會 23 位學員畢業，誠邀各牧長執事蒞臨參與支持，為
著一群《FIREMAN》繼續在堂會服侍禱告守望。

• 總會去年主題為「擁抱群體，堅守使命」，能擁抱是為主
和靠主去擁抱，是從信仰元素出發，但擁抱不能單打獨鬥，
而是堂會與堂會之間、信徒與信徒之間共同協力，產生協
同效應，一起互相勉勵前行，因此總會 2024 年的主題為
「為主擁抱，協力前行」，希望各堂能接續今年的工作，
同心同行。

總會社會服務部

• 一年一度的「敬老護老愛心券」籌款

將於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3 日舉行，

愛心券每張售價港幣二十元，每本十

張，所得善款將全數用於本部自負盈

虧的長者服務。盼望各堂會及學校能

鼎力支持，共建「敬老護老」的關愛

文化。

• 為了感謝夥伴教會一直以來支持本部

幼兒學校、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的福音

工作，關顧幼兒、家長和教職員的靈

命成長，本部於 8 月 30 日邀請夥伴

教會及傳道部同工與本部總辦事處及

學校代表共晉午餐，同頌主恩，並商

討未來的合作。特別感謝會長周燕鏞

女士和本部執管委出席支持，又感謝

部長馮少雄長老的致辭勉勵和總牧梁

金華牧師的祈禱祝福。

• 感謝神！本部幼兒服務屬下幼兒學校

暨幼稚園聯校畢業典禮已於 8 月 5 日

順利完成，是次為疫情後的第一次聯

校畢業典禮，共有 184 名畢業生及其

家長出席是次活動，而出席的嘉賓亦

為歷年之冠，共有 81 人，當日在一

片歡愉的氣氛下為畢業生送上祝福。

恩樂園第三屆畢業典禮已於 7 月 29

日順利舉行。是次典禮以「天父的花

園」為題，欣獲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

王曉莉醫生擔任主禮嘉賓。33 位畢

業生透過影片和表演，展示他們探索

「花」的過程和成果，不僅認識了花

的特性，也體會到天父創造的奇妙。

總會差傳部

• 9 月 5 日晚上 9 時，於旺角堂舉行
網上差傳祈禱會，由沙巴短宣隊員分
享，並為沙巴友族事工禱告。

• 9 月 9 日 下 午 3-5 時， 於 總 會 舉
行聯禱會，由雅慈宣教士分享馬國
事 工。 因 為 分 享 內 容 敏 感， 必 須
google form 報名參加 ( 是次聯禱會
原為 9 月 2 日舉行，後因颱風改期
為 9 月 9 日 )。當天有約 40 人出席，
雅慈分享馬國事工、她的近況和前
路，回答弟兄姊妹的詢問，然後分組
禱告。

• 9 月 12 日至 14 日，孟牧師往馬來
西亞古晉參加第六屆全球客家福音大
會。是次福音大會原是 2019 年 9 月
在印尼棉蘭舉行，因為印尼大選延後
一年至 2020 年，卻因為新冠肺炎全
球疫情再度延期，終於在 2023 年 9
月在馬來西亞古晉舉行。第六屆大會
主題是「自家人一條心」，大會講員
包括謝木水院長、溫永生院長、周賢
正大主教、羅祖澄牧師等。參加人數
約有 500 人，各人濟濟一堂，一同
為全球八千萬的客家同胞禱告「得到
客家，傳到地極」。

• 請為在各地的宣教士代禱。近日以巴
衝突已經升級為戰爭，在中東的宣教
士處境危險，求主保守平安。

• 香港客福已於 10 月 14 日下午 2-5
時在大埔林村舉辦香港客家福音節
2023，內容包括客家詩歌、讚美操、
見證、福音信息和各式各樣戶外攤
位。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2025 年後，兆泉牧師將離任香港威

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總幹事之職；夫婦
倆考慮返回翻譯聖經的前線工作，請
代禱。

• 兆泉牧師希望除了協助倫布語舊約翻
譯團隊能儘快完成舊約翻譯的工作，
也祈求有足夠的資金出版倫布語新舊
約全書。另外，兆泉牧師亦已開始接
受聖經翻譯顧問的訓練，希望成為合
資格的顧問後，可以協助各地的聖經
翻譯審核工作。

• 佩玲師母在差會中一直參與「會員關
顧」及「禱告服侍」的工作，十分繁忙。
月前亦曾前往泰國接受宣教士關顧的
訓練，求主繼續使用師母，讓她的生
命能服侍更多宣教同路人。在聖經推
廣方面，她也著力推動和帶領以聖經
為本的創傷療癒項目，並協助差會舉
辦「心靈的療癒」同行小組的訓練。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泰國的隊長已回巴西述職，我們需要

分擔隊長的工作。韓國同工 Sunny
負責隊內，而蘇媛慈牧師負責對外的
聯絡，如短期義工、異象探訪 vision 
trip 的人、還有不同的詢問等。 

• 請記念泰國隊員的關顧工作，以及在
未來一年的各事工計劃。

• 蘇牧師自割傷角膜後，右眼常常跳動
沒有停止，求主醫治。

• 請記念蘇牧師的媽媽有健康，以及早
日認識主。也請記念蘇媽媽與泰傭的
相處。

各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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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亞當	─	神的愛子》

作者：盧雲

譯者：陳永財

出版社：基道出版社

作者盧雲在此書的第一頁這樣
寫：「亞當不可思議地成了永

活基督的形像……」為甚麼一個嚴
重弱能的男子亞當（恰巧是上帝創
造的第一個人的名字），由梳洗穿
衣吃飯，以致日常生活完全要倚賴
別人的亞當，竟然可以成為基督的
形像？

在書裡，盧雲描繪了他與亞當的生
命交流。盧雲生命的改變，由認識
亞當開始。亞當不能說話，無法表
達思想，一切生活小節都要倚賴別
人，然而，盧雲卻在方舟團體照顧
亞當的過程中，找到上帝。讓他那
充滿世界及社會枷鎖的心，找到安
息的地方。亞當無力與軟弱，沒有
世界及社會的價值強加在他身上，
亞當單純地又獨特地做自己，卻讓
盧雲找回自己那單純的存在，找到
一個平靜的中心。

盧雲形容，亞當透過自身的軟弱，
彰顯上帝的恩典，成了基督的啟示。
亞當內心沒有旁騖及慾念，他無需
屬靈操練就能倒空自己，亞當單純
的存在 ( 沒有任何外在的成就或其
他 )，卻蒙上帝所愛，亞當如耶穌般
被上帝喜愛。他軟弱地來到世界，
像基督一樣；他被動地生活，他比
任何人都能夠以一個「真正的自己」
活著。盧雲說，上帝召喚亞當，要
透過他的殘缺來見證祂的愛。

很多人都從亞當身上接受了他的真
理及生命，在亞當身上，見到上帝
與我們同在。一個擁有名與利，卻
一直懷疑自己是否被愛的女子，卻
透過與亞當的相處，找到一份單純
的接納，找到上帝對她的愛。

我們總以為，我們要有成就，要可
愛，要做到一些甚麼成績，我們才
值得被愛；然而，即使我們軟弱如
亞當，單純的存在，也可以深深經
歷上帝的愛。脆弱的亞當，卻幫助
人在生命中認出上帝，看見基督的
豐富。

「當我 ( 盧雲 ) 開始擔心我做的事
及我可以做甚麼時，亞當卻向我宣
布：『存在比行動更重要。』當我

全神貫注於別人怎樣談論或書寫對
我的評價時，亞當卻靜靜告訴我：
『上帝的愛比人的稱讚更重要。』
當我在關心自己的成就時，亞當卻
提醒我：『一起做事比單獨做事更
重要。』亞當不能成就甚麼，沒有
甚麼名譽可以引以自豪，不能自誇
得過甚麼獎品或獎盃；但他以自己
的生命，最徹底地見證我們生命的
真理。」(頁 41)

旺角堂   |  陳阮素傳道

2023 年度各堂神學生資料

救恩堂 馮倩明姊妹 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第三年

 梁子峯弟兄 New College,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aster of Divinity 第二年

筲箕灣堂 劉駿靈姊妹 伯特利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二年

深水埗堂 梁凱恩姊妹 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第二年

西貢堂 崔慧儀姊妹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道學學士 第一年

沙田堂 林嘉敏姊妹 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一年

新翠堂 黎明輝弟兄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 第一年

 岑健聰弟兄 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學士 第一年

馬鞍山堂 梁緯信弟兄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三年

粉嶺海聯堂 何倩雯姊妹 播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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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總董會於 2022 年 5 月 14 日議決成立修章小組，今次修
章主要修訂了總會的選舉法，修訂的章程及新的選舉法已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的特別修章大會及特別總董事會議
通過。

• 感謝上帝，「擁抱群體嘉年華」順利於 2023 年 9 月 24
日在馬鞍山崇真中學舉行，當天參觀展覽人數約有 130 人；
同時間安排有講座，每場講座人數約 45 人，有些是連續
出席數個，甚至所有的講座。參與的各單位及義工彼此同
心，互相配搭，出席者整體的反應正面，求上帝藉此聚會
祝福各堂，讓各堂擁抱身處的社區，將福音帶進社區。

• 教 牧 同 工 會 的 培 訓 部 第 一 屆《FIREMAN》(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Ministry Assistant 
Network) 課程已於 9 月完成課堂，並於 10 月 29 日 ( 日 )
下午 3 時在沙田崇真堂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今屆有十間
堂會 23 位學員畢業，誠邀各牧長執事蒞臨參與支持，為
著一群《FIREMAN》繼續在堂會服侍禱告守望。

• 總會去年主題為「擁抱群體，堅守使命」，能擁抱是為主
和靠主去擁抱，是從信仰元素出發，但擁抱不能單打獨鬥，
而是堂會與堂會之間、信徒與信徒之間共同協力，產生協
同效應，一起互相勉勵前行，因此總會 2024 年的主題為
「為主擁抱，協力前行」，希望各堂能接續今年的工作，
同心同行。

總會社會服務部

• 一年一度的「敬老護老愛心券」籌款

將於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3 日舉行，

愛心券每張售價港幣二十元，每本十

張，所得善款將全數用於本部自負盈

虧的長者服務。盼望各堂會及學校能

鼎力支持，共建「敬老護老」的關愛

文化。

• 為了感謝夥伴教會一直以來支持本部

幼兒學校、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的福音

工作，關顧幼兒、家長和教職員的靈

命成長，本部於 8 月 30 日邀請夥伴

教會及傳道部同工與本部總辦事處及

學校代表共晉午餐，同頌主恩，並商

討未來的合作。特別感謝會長周燕鏞

女士和本部執管委出席支持，又感謝

部長馮少雄長老的致辭勉勵和總牧梁

金華牧師的祈禱祝福。

• 感謝神！本部幼兒服務屬下幼兒學校

暨幼稚園聯校畢業典禮已於 8 月 5 日

順利完成，是次為疫情後的第一次聯

校畢業典禮，共有 184 名畢業生及其

家長出席是次活動，而出席的嘉賓亦

為歷年之冠，共有 81 人，當日在一

片歡愉的氣氛下為畢業生送上祝福。

恩樂園第三屆畢業典禮已於 7 月 29

日順利舉行。是次典禮以「天父的花

園」為題，欣獲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

王曉莉醫生擔任主禮嘉賓。33 位畢

業生透過影片和表演，展示他們探索

「花」的過程和成果，不僅認識了花

的特性，也體會到天父創造的奇妙。

總會差傳部

• 9 月 5 日晚上 9 時，於旺角堂舉行
網上差傳祈禱會，由沙巴短宣隊員分
享，並為沙巴友族事工禱告。

• 9 月 9 日 下 午 3-5 時， 於 總 會 舉
行聯禱會，由雅慈宣教士分享馬國
事 工。 因 為 分 享 內 容 敏 感， 必 須
google form 報名參加 ( 是次聯禱會
原為 9 月 2 日舉行，後因颱風改期
為 9 月 9 日 )。當天有約 40 人出席，
雅慈分享馬國事工、她的近況和前
路，回答弟兄姊妹的詢問，然後分組
禱告。

• 9 月 12 日至 14 日，孟牧師往馬來
西亞古晉參加第六屆全球客家福音大
會。是次福音大會原是 2019 年 9 月
在印尼棉蘭舉行，因為印尼大選延後
一年至 2020 年，卻因為新冠肺炎全
球疫情再度延期，終於在 2023 年 9
月在馬來西亞古晉舉行。第六屆大會
主題是「自家人一條心」，大會講員
包括謝木水院長、溫永生院長、周賢
正大主教、羅祖澄牧師等。參加人數
約有 500 人，各人濟濟一堂，一同
為全球八千萬的客家同胞禱告「得到
客家，傳到地極」。

• 請為在各地的宣教士代禱。近日以巴
衝突已經升級為戰爭，在中東的宣教
士處境危險，求主保守平安。

• 香港客福已於 10 月 14 日下午 2-5
時在大埔林村舉辦香港客家福音節
2023，內容包括客家詩歌、讚美操、
見證、福音信息和各式各樣戶外攤
位。

各海外宣教士
羅兆泉、歐陽佩玲宣教士
• 2025 年後，兆泉牧師將離任香港威

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總幹事之職；夫婦
倆考慮返回翻譯聖經的前線工作，請
代禱。

• 兆泉牧師希望除了協助倫布語舊約翻
譯團隊能儘快完成舊約翻譯的工作，
也祈求有足夠的資金出版倫布語新舊
約全書。另外，兆泉牧師亦已開始接
受聖經翻譯顧問的訓練，希望成為合
資格的顧問後，可以協助各地的聖經
翻譯審核工作。

• 佩玲師母在差會中一直參與「會員關
顧」及「禱告服侍」的工作，十分繁忙。
月前亦曾前往泰國接受宣教士關顧的
訓練，求主繼續使用師母，讓她的生
命能服侍更多宣教同路人。在聖經推
廣方面，她也著力推動和帶領以聖經
為本的創傷療癒項目，並協助差會舉
辦「心靈的療癒」同行小組的訓練。

蘇媛慈宣教士 – 泰國 曼谷
• 泰國的隊長已回巴西述職，我們需要

分擔隊長的工作。韓國同工 Sunny
負責隊內，而蘇媛慈牧師負責對外的
聯絡，如短期義工、異象探訪 vision 
trip 的人、還有不同的詢問等。 

• 請記念泰國隊員的關顧工作，以及在
未來一年的各事工計劃。

• 蘇牧師自割傷角膜後，右眼常常跳動
沒有停止，求主醫治。

• 請記念蘇牧師的媽媽有健康，以及早
日認識主。也請記念蘇媽媽與泰傭的
相處。

各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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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消息

筲箕灣堂

• 10 月 22 日，本堂聖樂敬拜主日，講員為吳志揚長老。

• 11 月 26 日，本堂常青／ YO 主日，講員為蔡潔儀牧師。

• 本堂於 10 月 14 日至 12 月 23 日舉行第四十屆啟發課程。

窩美堂

• 本堂已於 9 月 24 日舉行主日學主日暨結業禮，在崇拜後
一同分享美食，以及主日學學生分享老師的教學付出，場
面感人。

• 本堂已於 9 月 30 日舉行「2023 窩美同樂日」，感恩天
父保守當日有合宜的天氣，讓會友及親友透過今次活動增
加認識。

富善堂

• 本堂由 9 月開始，參與救恩書院青苗計劃，求主保守，
帶領學生認識基督救恩。

• 本堂將於 12 月 3 日舉行戶外崇拜暨教會大旅行，地點為
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

• 本堂將於 12 月 24 日舉行冬季洗禮，求主保守受洗肢體，
在教會健康成長。

粉嶺分堂

• 9 月 1 日，部份時間福音幹事周于琴姑娘入職。

• 9 月和 10 月的星期六上午，於教會舉行「婦女編織班」。

• 10 月 1-2 日，舉行教會生活營，地點元朗大棠渡假村。
感恩讓弟兄姊妹一起渡過輕鬆、愉快的兩日一夜。

• 10 月 14 日和 10 月 28 日下午，為粉嶺救恩書院中一家
長舉辦兩場講座，以改善親子關係為主題。由資深社工謝
麗敏姑娘主講。

潘潘宣教士 – 山國
• 在過去的兩個月內，山國南部的信

徒都遭受不同強度的逼迫；西北地
區每天也面對不同強度的地震；鄰
國的北部也受到大雨和水浸的影
響。 請 記 念 潘 潘 在 南 部、 西 北 部
和鄰國的北部團隊的安全，並有智
慧在各種困境之下有信心，作出適
當的部署。並請記念中部團隊在有
4-5 個不同的訓練順利，成為社區
的祝福。

• 新一批的國際登山隊已於 8 月底平
安到埗，並漸漸適應山國和團隊生
活。請紀念山國的大節在即和種種
天災人禍的情況下，要籌劃登山之
旅是有一定的難度，願安排順利。

• 8 月中起，潘潘已把聚會點搬到男
生宿舍，感恩能在新的聚會點有恆
常的聚會和訓練。但潘潘仍未在鄰
近找到合適的女生宿舍，因此每次
步行需要來回兩小時，請記念在 10
月內能找到地方。

• 感恩潘潘已順利申請一年簽證；在
港的爸媽也一切安好，請持續記念
他們的身心靈健壯、有平安和喜樂。

蕃薯家庭 – 麵包國
• 感恩，阿爸在我們最忙碌的時間，

以最快的速度幫助我們安頓好房子
的問題。孩子們知道又要搬屋，情
緒難免有些波動。願阿爸給予家庭
各人有健康的身體，在忙碌的日子，
繼續在恩雨中走過。

• 蕃薯公司正忙於尋找及篩選各種產
品準備聖誕及新年的禮物，檢查貨
版，討價還價。期望可以盡快落實
貨品清單，預備訂貨，以便 11 月底
前將所有產品送到家鄉。蕃薯家庭
將於 12 月初回港，盼望透過當地
商品，讓更多人了解麵包國的情況，
為這個地方舉手。

• 麵包國政府正大規模捕捉信任群
體，願阿爸看顧他們。

• 蕃薯家庭將於 10 月 20-27 日前往
鄰國探訪，不論是前往鄰國或留在
麵包國，也讓他們緊貼摯友的心意，
順服阿爸的帶領。並記念回到家鄉
好好預備信息向大家分享。

雅慈宣教士
• 雅慈已平安到達了 B 城，現暫時住

在同事的家，請記念可以盡快找到
合適和安全的住處。同時，也記念
跟本地工作團隊的合作和磨合。

• 在等待機會進入馬國的同時，在 B
城有機會認識及學習，並服務本地
不同的群體，預備未來在馬國的工
作。

• 請記念雅慈與老爸有緊密關係，有
健壯的身心靈。

以斯帖家庭
• 請為以斯帖家庭能夠為兒子尋得合

適的幼兒園或保姆，也為女兒能快
快適應新學校，學懂多種語言代禱。

• 請為以斯帖家庭有智慧和恆心學習
語言，快速進步祈禱，特別讓米家
在沒有正規教學的系統下，能明白
複雜的絲語語法。

• 以斯帖家庭會用多一個月的時間四
處考察，與不同的公司連結，認識
這兒的服侍機會，打聽申請義工簽
證的途徑 ( 透過機構或會所 )，並尋
求主的帶領，與公司領袖商討、計
劃兩個月後，即簽證到期時，是否
在綠樹國待下來，還是明年初先去
耳國，讓米家上公司第二期訓練，
去正規學校讀語言，並讓兒子上較
好的幼兒園。10 月底，他們就會
更清晰甚麼時候回港分享（原定明
年 1 月或提早 11 月底，或延遲到暑
假）。大家為以斯帖家庭禱告，辨
明主的心意，勇敢跟上。

各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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