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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一：「一傳十、十傳百」的行動
發起人細說由6000元開始的平等、分享、行

動。另外，亦有兩位曾參與行動的肢體分享

專題二：社區需要 教會回應
「齊賢社」由教會回應社區需要，發展成為社福機

構的故事

專題三：肢體服侍分享
-  水深火熱的關懷和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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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十、十傳百」

的行動

Benson Tsang 

平等分享行動發起人

「平等分享行動」已踏進第三年了，過去的日子除了

在各區進行大小不同的行動外，我也曾到過不同教

會、學校和社福機構分享行動的經驗和感受，通常

會被問一個問題：「是甚麼啟發行動的開始？」

要回答這一個問題，先要大家回憶一下 2011 年已年滿十八歲的你，如何

使用政府派發給你的六千元？當年很多市民也興高采烈，滿腹大計地計

劃用來購買智能電話、衣服、旅行、自助餐等等各種娛樂和消費上。另 

外，亦有人提倡將金錢捐贈慈善團體。作為納稅人，我並不認同政府將

自己所繳納的稅款用「回贈」方式「交還」給我，當然從來沒有人「嫌錢 

腥」，但對個人來說，自己有穩定工作，這些金錢只是錦上添花，若用

作捐助慈善團體，寄出一張支票，對自己生命卻也沒有帶來任何改變。

最後我決定用一個既「愚蠢」又「複 雜」的方法來運用這些金 錢。我

嘗 試 在 社 交 網 絡 呼 籲， 看 看 有 沒 有「 有 錢 唔 要」 的「 傻 人」 一 起 將

金 錢 轉 化 為 物 資，親 手 分 享 給 社 區 裡 有 需 要 的人。 最 後 竟 然 有十 個 

「傻人」嚮應，大家便買了日用品、乾糧、飲品等等基本物資，跟社工到

了深水埗探訪露宿街頭的無家者，這就開始了第一次的「行動」。

這些「行動」以後，奇異的事接續發生了，一個簡單的行動，由十個傻人

開始再到二十人、五十人、一百人，一傳十、十傳百，最後竟然每一次行動

也有二百人參與，原來只要認真去做，便能將一個簡單的概念化為行動，

並且不斷在社區傳開。過去三年，不同的電子和文字媒體也報導「行動」

的動向，大家只要利用網絡搜尋器（Google 和 Yahoo）也會找到各種「行 

動」的故事。而突破出版社 2013 年為行動出版的「平等‧分享‧行動」 

一書，更是意想不到的結果。

平等

分享

行動



「一傳十、十傳百」的行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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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平等分享行動」？其實簡單的六個字，已經表達出行動的本質。

行動

要理 解「平等」和「分享」

的概 念 並不困難， 反而最

困難的是「行動」，很多朋

友會在網絡上看見一班「傻

人 」 的 故 事 分 享 而 感 動，

但是倘若要自己親自行動

卻十分 困難， 原因往往 就

是被社會的枷鎖牢牢地綑

綁着，被社會「訓練」到怕

與陌生 人 接 觸，可以 這樣

說， 就 算你 拿 着一 個 麵包

和一樽 水， 要你 上 前 分 享

給 街上 的拾 荒長者， 可能

也要 鼓 起 很 大的勇氣， 你

會 擔心 被 拒 絕、 不知怎樣

打開 話題、 擔心其他途 人

的目光等等，最後，還是沒

有「行動」。

分享

從前社會相對貧窮，大家卻懂得互相扶持，

互相分享，昔日在公共屋邨，一煲糖水，大

家會和街坊互相分享。現在社會變得繁榮和

富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越見疏離，左鄰

右里往往互不相識，在公共交通工具大家也

只會望着手上的電子屏幕，香港成為一個典

型的冷漠都市。「平等分享行動」就是要重拾

社會昔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重建社區的網

絡，行動者只需拿著簡單的物資去「探街坊」，

包括無家者、拾荒的老人家、食環署外判清

潔工、後巷的洗碗嬸嬸，甚至垃圾站和公眾

廁所的清潔工人，而行動者從來沒有「施」

與「受」的身份，大家只是「街坊」走到社區，

與「街坊」分享吧了。再深入一點，其實分享

的物資只是溝通的橋樑，更重要的是大家願

意將自己的「時間」、「耳朵」、「眼睛」、「腦袋」

分享出來，和一班「不被看見」的群體溝通、

建立關係、將愛與關懷的光和熱分享出去。 

平等

生活在現今社會，主流價值也會將每一個人分類，由社會地位、財富、權力、

出身背景、工作種類、工作階級、學歷、居住地方、甚至外表的高矮肥瘦等，

凡此種種都將大家「橫橫直直」地分類，將一個人的價值弄得「支離破碎」。

在我而言，人人生而平等，不應分高與低，尤其是在信仰的角度，在十架面前，

每一個人的價值也同等寶貴。所以行動有一個大原則，行動者先要將自己自

以為「高高在上」的身份放下，因為行動從來沒「義工」這一個概念，行動

更不是「樂善好施」、「好人好事」、「幫人」的社會關懷行動，身份對等的分

享行動，才是是行動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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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行動基本上沒有難度，困難

在於如何跨過自己的心理關口，所以

建議先將自己身份放下，用分享的心

態走進社區探「街坊」，向他們噓寒問

暖，作一點關心，「街坊們」肯定是十

分受落的。

其實「平等分享行動」是一個怪異的

「逆向思維」行動，行動者就是一班

「逆勢社群」，大家也是「傻人」。一般

人想像在「社會架構」的東西，在行

動中也沒有，行動不是團體、沒有組

織、沒有架構，甚至網絡群組和網頁

也沒有。我們只會簡單地利用網絡動

員，所以大多數行動者也是互不相識，

大家只是社會上普通人去做著普通的

事。社會很多人想做大事，但行動者

偏偏只做小事。行動也不是小圈子行

動，任何人也可參與，行動沒有領袖，

大家互不從屬，每人也是獨立個體自

由地參與，每次也是獨立行動。行動

沒有長遠計劃、沒有目標、沒有固定

地點和形態；行動者從來也「不專業」，

就是一班「傻人」去做各種的「傻事」。

行動者沒有責任和承諾，只堅持用最

單簡的信念來進行。行動並非要集結，

相反就是「一盤散 沙」地進行，希望

籍着行動經驗「四分五裂」地將愛和

關懷的種子， 像 沙粒一 般 散 落 各地，

以致「遍地開花」，深信，愛的力量有

多大，能量便會有多大。

嚴格來說「平等‧分享‧行動」是一

個「沒有存在」的「存在」狀態，「行 

動」也只是一個生活的信念，就是一

班「傻人」自己選擇的一種生活態度。

其實行動還有一個原則，行動中不會

公開提及信仰，是一個「不提信仰」的

「信仰行動」，而行動的參與者中卻有

不少是來自不同教會、不同信仰年資

的弟兄姊妹並肩作戰。

作為基督徒，在信仰的層面，其實行

動本質就是以基督信仰作基礎，耶穌

在地上的時候，祂就是親近不同的弱

勢社群，包括貧病、老弱、孤寡、傷殘、

被邊緣、被歧視、被離棄的人，我們其

實所做的就是跟從祂的腳步而行。



兒時，家家戶戶的大門是大開的，小朋友願意將自

己的玩具帶到走廊與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而婦女也

會將自己所煮的美食毫不吝嗇的給鄰舍品嘗。每當

柴米油鹽用盡時，可以隨時向隔壁的陳師奶借，鄰

居之間會互相分享，「分享」變成了人情味，這種調

味劑就成了一份珍而重之的街坊情。

昔日的鄰舍關係是彼此分享及互相幫助。時至今日，家家大

門也深鎖，或許連鄰舍姓甚名誰也不曉得。每個人返工、放

工進入升降機時，只會各自站在一角，互不招呼，只要你先

開聲向不認識的人招呼，這種最正常的方式卻成了最不正常

的表現。鄰舍關係變得冷漠，彷彿有一堵牆在阻隔著這份街

坊情。由何時開始，這種最基本及最簡單的關係卻成了「低

頭族」? 變成十分冷漠及疏離 ?

兩年前開始參與「平等 . 分享 . 行動」，我開始思考幾個問題，

為何街上會有這麼多長者在拾紙皮？為何拾了一整天紙皮卻連

一個飯盒也買不到 ? 為何自己任意浪費食物，街上卻有長者

在垃圾箱內找食物吃 ? 為何在街上好一句問候，卻換來惡意

的眼神 ?

自從讀了兩本書 -《非凡的凡民》與《教會不成教會》後，我

在這方面有了一種整合。我作為一個基督徒，可以怎樣在教會

服侍及在社會作見證？就是從我們身處的地方開始，教會要成

分享. 踐行.見主愛

陳潔儀姑娘 

粉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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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服侍分享 (一)

「一傳十、十傳百」的行動（續） 



為一個有愛的群體，同時也要成

為聆聽的群體去演活聖經。

其中一次深刻的體會，十四個月前

在街上向一位拾紙皮的婆婆招呼

問安，她的第一個反應是呈現一

個懷疑的眼神，彷彿在猜疑我是

否壞人。或許，這個社會在告訴每

一個人，來者不懷好意，即或你只

是出於關懷，卻仍會讓人猜疑你

想佔便宜。人與人之間已缺乏互

信了，現在竟有陌生人來招呼及問

候，實在太難以置信。不過，十六

個月後的今天，這位婆婆每次看見

我們這班來探訪的朋友，也會釋出

甜美的笑容了。

此外，去年的農曆年廿八，教會為

配合宣教年的實踐，當日與弟兄姊

妹一起製作一百底蘿蔔糕，分享給

上水及粉嶺區內的拾荒長者及無

家者，在社區送上祝福。

年廿八的晚上，可能許多家庭都忙

著執拾家中雜物迎新年，但有一

班長者卻在街上忙著執拾紙皮，還

有一班清潔工仍忙著清理市民為

了迎接新年所棄置的垃圾。記得

當晚與一班清潔工人傾談，其中一

位表示工作已超過十二小時，還說

新年前的確比較忙碌去處理巿民

的垃圾。當時已是晚上九點，但她

翌日清早七時仍要繼續上班。透

過分享蘿蔔糕，我們與她打開了

話閘子，藉著問候帶出關心，更重

要是教會能走進自己所熟悉的社

區中與一班街坊建

立關係。

生 命 透 過【 分享】

能建立生命，教會

亦能 透 過【 踐 行】

這 種 方 式 去 見 證

基督，宣揚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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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 婆， 你 吃 飯 沒 有？」「我 們 是 街

坊， 我 想 請 你 食 包。」婆 婆 一 摸， 

說：「冷 的，我不 要。」然 後 我去附

近買一個「熱辣辣」的叉燒酥送她。

她 一 摸，說：「估 不 到 你 真 的 買 了 

一 個 熱 的 回 來。」

這位活了幾十年的婆婆，她可能從

沒想到有人會為她做點事，但有人

作了，就讓婆婆相信世上至少還有

有一個人願意為她去作那些看來是

傻的事。我感動了，因為她開始相信

和對生命有希望。

參與行動後才醒悟原來我和他及她

都是平等的，我們都是街坊，距離可

以很近。是的，我是街坊，需要關懷，

那些拾紙皮的婆婆、伯伯及無家朋友

呢？他們也有需要（一盒飯當兩餐），

不僅需要衣食住行，也有被人關心的

需要。有人與他們談天，他 們 就

開心了。我發現原來他們的

笑容很美。

原 來「 時間」 是可以 與 別

人 分 享。 當 我 與 婆 婆 接

觸 的 時 候， 她 也 在 和 我

分享她的時間。她也願意與我分享

她的故事，能分享故事也不是必然 

的。時間對於一個人是很寶貴的，我

願意花時間與他們一起嗎？我願意成

為他們的朋友／鄰舍嗎？想到這裡，

我反省與家人的關係，我們之間存

在友誼嗎？我願意成為父母的朋友

嗎？我願意花時間聽父母分享故事

嗎？過去，朋友有難，我會幫忙；現

在，不但朋友家人有需要，我也幫忙，

所以我現在在家吃飯就由我來洗碗。

以前我十分自我中心，必不會這樣做，

現在，我會多留意他人需要，也要珍

惜與身邊家人及朋友一起的時間。

六十多歲的清潔工、七十多歲的伯伯、

九十多歲的婆婆，寒風中還在工作，隨

處可見。寒冷的日子，會想起無家者在

橋底下睡在泥地。朋友，你願意關懷，

成為他們的朋友嗎？

「一傳十、十傳百」的行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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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服侍分享 (二)

            「街坊」，
你需要關懷嗎？            

王兆銘弟兄 粉嶺堂



 

「齊賢社義工協會有限公司」現座落大埔汀角路太平工業中心，

是一所專注服侍區內長者的機構。齊賢社起初以服侍新移民為

主，負責人是廖權傳道。他就是那位自機構開辦至今，仍忠心

耿耿服侍大埔社區居民的主僕。因本堂 （福臨堂）今年開展一

些社區服務，惟經驗尚淺，故向一些福音機構取經，得悉「新福

事工協會」（以下簡單「新福」）在大埔及上水一帶長期服侍基層，

冒昧向機構詢問有關如何開展社區服侍，因而知道「齊賢社」與 

「新福」合作，在區內播下福音種子，並取得美好的成果。透

過是次訪問，幫助我們認識這機構之餘，更明白教會可如何更 

具體、更有架構地關懷社區。

社區需要 教會回應
專

題
（二）

訪問：廖權傳道 齊賢社負責人

撰文：歐陽偉良傳道 宣信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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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賢社成立的經過？

自 2000 年 開 始， 內 地 新 移 民 來 港

居住的人數越來越多，特別是北區

一帶。「 新福」 有見 及 此， 在 03 年

嘗試聯絡大埔區多間教會，希望透

過合作，可以 接 觸這新群體。起初

有五間教會願意回應這行動，我們

教會是其中一間 ( 齊賢社 創辦人主

要 來自這 間 教 會 ) 經 過 兩年， 其他



社區需要	教會回應（續） 

期間面對甚麼問題和挑戰？

初期由於堂會人 數 少，大家落 手落

腳一齊打併，是頗辛苦的，但我們的

努力並沒有白費，上帝的恩手隨時隨

在；經過多年的耕耘，不少新移民信

主受洗，不同的機構願意免費提供多

樣的物資，減輕了我們經濟上的負擔，

又有不少義工願意自動請纓幫手。但

始終社區人口是流動的，不少新移民

的子女已長大成人，因著工作、結婚、

生兒育女，而遷出這個社區；又或因

部份新移民安定下來後，便開始出外

找工作。新移民的服侍這幾年已式微。

面對這些改變，我們仰望上帝的帶領，

祂讓我們看見這個社區有大量的長者

需要人關顧。因此，從 2012 年 10 月

開始，我們轉型逢星期五免費派飯給

長者，每次竟然有 60 至 70 人。感恩

教 會 陸 陸 續 續 退 出， 只 剩 下

我 們 一 間。 由 05-07 年，「 新

福」 每 星 期 都 會 派 一 位 社 工

來 到 我 們 教 會， 幫 我 們 開 組、

帶 領 活 動、 又 教 導 我 們 怎 樣

接 觸 新 移 民 等。 經 過 兩 年 的 

訓 練、 合 作， 效 果 漸 現， 我 們

教會在這方面的運作也日趨成

熟，「 新 福」 見 我 們 可 以 獨 力

承擔這福音工作，便在 07 年退

出， 我們也 不 再依 附 教 會， 向

政府註冊成為機構，改名為「齊

賢 社」， 專 注 服 侍 新 移 民。 機

構透過活動，例如開辦補習班

為新 移民子女補習，又舉 辦 不

同的訓 練 課程， 例 如：溝通 技 

巧、英文班、烹飪班等等，幫助

他們認識、了解這個社區和設

施，幫助他們融入社會。

10 宣 信 6/2014

齊賢社長者服務



經過一年的服侍，已有一班長者對

信仰發生興趣，於是由今年五月開

始，成立長者團契，逢星期三下午

舉行，內容有詩歌分享、遊戲及福

音信息分享等。希望半年後，可以

開第二班及長者崇拜。

現在的挑戰不是這些長者，反之是

一班義工。因每次派飯，都需要一

大班義工幫手；這些義工來自五湖

四海，有來自不同階層、文化程度

各 有參 差；有信 的， 也有未 信 的。

這些義工走在一起，自然發生不少

磨 合，各不相讓的情況 亦時出現。

自己及同工在當中調停，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盼望那些已信主的義

工成為他們美好的見證，幫助他們

學習互相忍讓，知道是以幫助他人

為大前題，從而放下己見，彼此合

作包容。

你 如 何 總 結 自 己 這 十 多 年 的 

服侍？

自己很清楚自己的服侍，無論是對

新移民或是現在的長者，都是以「傳

福音」為最終的目標。但要收割這

些莊稼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1 6/2014  宣 信

第一，需要有一份勇氣，不是意氣。

意氣是一時的，勇氣卻是一往直前，

深信這是上帝所賜的異象，祂必成

就！

第二，不要太多憂慮。不要擔心這

又擔心那，以致面對挫敗時，很容

易便失去原初那份信心和勇氣。

第三，不要太多計算結果或果效。

果效不是人去掌控，乃在我們上帝

的手裏，祂要的是我們那份忠心和

信心。最後，服侍和傳福音是持續

性的事工。這是信心的考驗，信得

過這是上帝要我們作成的工；無論

前面的路有多難行，有幾艱辛，我

們仍然一步一足印，持之以恆，為

主作美好的生命見證！

齊賢社義工



專

題
（三）

水深火熱的

關懷和探訪

葉俊輝傳道

黃紫玲姊妹

張俊朗弟兄  

塘宣

肢體服侍分享 (一)

12 宣 信 6/2014

年
紀小的時候，父母教我

將幾個小錢投下給路上

的乞丐，希望可以幫助到他們。

然而，一路成長下來卻被周遭

的環境影響，變得對這些生活

在困苦的基層人士心生疑懼。

原來，在這都市裡成長的我早

已變得冷漠自保，但這並不是

耶穌的教導。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不單宣講

天國的福音，他還看見許多的

一
直在中產教會成長的我，很少

接觸基層社會的服侍；直到進

入神學院接受裝備，才開始多接觸

基層人士，漸漸更了解他們的難處： 

經濟的困難、子女學習的張力等，奈

何社會資源未能全面滿足他們需要，

使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境況。昔

日舊約中的耶和華上帝頒下十誡和

律例，為要讓祂的子民能實踐關心

弱勢社群的需要；新約中的主耶穌，

祂願意接觸、關懷及幫助有需要的

人。我們既然作為主耶穌的跟隨者，

如何回應今時今日的社會需要，我

們作為基督徒又該作甚麼呢？這思

緒一直縈繞在我腦中。

直至 09 年，在討論小組活動時，部

份組員期望能參與外展服侍，恰巧，

當時認識一個本地基督教機構，定

期在深水埗區內服侍基層家庭：包

括新移民家庭、獨居長者及板間房人

士，對他們送上關心和作實質的幫 

助。小組最後決定，每個月一次參與

這機構的探訪安排，以出隊形式探

訪不同的家庭。 (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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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憐憫他們。耶穌看見就憐憫

他們，而我們呢？是看不見，還是不看

見呢？

自從 2009 年開始參與探訪深水埗區

的基層人士以來，我才真正看到他們

的需要，過程中曾有猶豫和顧慮的時

候，會害怕投放的時間和資源沒有起

到作用。但神的話提醒了我，我們去

作關心和探訪並不是出於自我滿足，

而是要學像耶穌般的關愛和憐憫貧窮

人。慢慢地我看到有需要的人並不單

往事，唱幾句鄉間歌謠。和她接觸多

了，總被她那種樂天的性格感染。就

是因為這些互動，讓我對婆婆有特別

深的印象，因此會在探訪以外的日子

來探望她，和她一起吃糖水聊天。在

惡劣天氣的晚上，也會想念婆婆在天

橋底下的安全；漸漸地，我已和婆婆

建立一段很好的關係。在探訪的初期，

總懷著「施予」的心態，他們需要甚

麼物資，我們便拿給他們，但他們真

正需要的，除物質以外，還需要關心、

一班和他們同行的人。他們可能在很

多人眼中只是一堆毫不起眼的地底泥，

但是他們每一個在我們眼中都是活生

生的人，都是神所造的。我相信每個

無家者都值得我們去愛及尊重。 (黃 )

參
加了水深 火 熱 探 訪兩年多的 時

間，當中深刻的片段有很多，特

別是探訪無家者，每一次都是那麼令人

難忘。我們探訪的對象主要是越南船民，

剛開始時總是戰戰競競，既害怕語言不

通，亦害怕言談間會勾起他們不快的回

憶。經過了幾次的接觸，開始和他們熟

絡起來，同時發覺到在他們旁邊，有一

位婆婆坐在手推車上，身旁圍著很多滿

滿的紅白藍尼龍袋。原來她是位在天

光墟擺賣的地攤婆婆，在這裡「霸位」

方便翌日早上開檔。她是個很樂天、很

喜樂的婆婆。每次探訪她時，她總毫不

客氣地和我們分享，將她準備售賣的薄

被鋪在地上給我們坐下。她雖然接近

80 歲，但仍聲如洪鐘，喜愛訴說她的

單出現於深水埗區，而是出現於我

們生活工作的社區、食店外、街頭巷

尾。他們可以是拾荒長者、外判清



潔工人、保安員、小數族群，甚至是

外傭姐姐。他們都是被社會忽略的

一群，卻仍舊默默承擔社會的一員。

一個人可以做得的有幾多呢，況且

神的心意不應被囚禁。於是我開始

在 FB 上轉 貼 他 們 的 故事、 在 團 契

小組和青少群體裡分享他們的需要。

起初，大家的反應和我開始時一樣，

會 有 顧 慮 和 未 明白 的 地 方。 然 而，

當弟兄姊妹之間分享探訪的經歷和

體會時，大家一步一步的看見這些

被拒絕，並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

人真實的需要。

水深火熱的關懷和探訪（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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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和預備糖水，服侍九龍城區的拾

荒人士，雖然我們仍處於非常幼嫩

的起步點，但當我們肯踏出自己的

安舒區，上帝會藉我們祝福更多有

需要的人。 ( 葉 )

踏
入第五年的服侍，過去日子所

累 積的經 驗， 讓我們看到不

間斷探訪關懷的重要性，唯有與他

們建立一定的關係，才能讓他們坦

誠與我們分享，以致能讓主耶穌的

愛與關懷很實在地給他們看見，亦

讓我們見證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這真義。而神亦

擴闊了我們的界限，兩年前我們開

始接觸無家者，關懷那些我們起初

想也沒想過接觸的群體，上年聖誕

節教會亦嘗試推動青少年，收集頸

更感恩的是，有十多個青少年弟兄

姊妹多次自發的去接觸和關注九龍

城區這些被忽略了的群體，用盡心

思和方法為要接觸他們。我為此而

多次向神感恩，因為神的愛感動了

他們，更回應了我們微小的禱告。

記得有牧者曾這樣分享：「食飯，唔

係為咗飽肚，係為咗長大；擁有，並

唔係為咗佔有一切，而係為咗分享。」

來，一起分享神寶貴的救恩，耶穌

無限的愛！ ( 張 )



訂定目標 — 因應受導者的需要

及能力，協助受導者了解個人

潛能及興趣，從而協助受導者

在生活的不同範疇上訂定短期

及長期目標。

資訊交流—定期與受導者的家

長、學校、督導員、計劃統籌交

流資訊及體會，並檢討成效。

鞏固經驗 — 引導受 導 者了解

自己在受導過程中的學習，從

而 引 伸 應 用 到 生 活 上 其 他 的 

範 疇。

督導支援在成長嚮導計劃中是

不可或缺的，督導支援是要在

整個關係建築的過程中，為成

長嚮導員提供精神支援，使他

們有力發揮自己所長，衝破重

重障礙，持續地與受導者建立

關係。此外，支援督導師需要

向成長嚮導員提供「支援性督

導」，因此，當督導師的主要任

李佩玲姊妹 天耀堂

成為別人的

生命導航

肢體服侍分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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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生 有 一 年， 服 事 青 

少年」，是這句話感動我去

參加「社區新一代成 

長 嚮 導 計 劃」。

2008 年 從 牧 者 口 中 得 知「 基

督教勵行會」在天水圍推動兒

童發 展 基金計劃，「 共 創 晴朗

天—生命導航計劃」。該計劃

運用教會及社區資源，幫助一

些低收入家庭的少年人建立成

長資產，達至樂於助人、善於

溝 通、 勇 於 創 新、 敢 於 承 擔。

成長響導員以自己的經歷，承

載基督之道去嚮導少年路。

在成長嚮導計劃中如何能幫

助受導者 ?

開拓視野 — 引導受導 者 認 識

社會上不同的生活態度及正面

的價值觀，例如參觀不同的社

區組織、教育機構、參與非學

校恆常的文化康體活動。



成為別人的生命導航（續） 

記 得 小 時 候， 鄰 居 是種 菜 的。

每逢收割的時節，他經過我家

趟開的大門時，便會從鐵閘的

縫隙中把一束新鮮的蔬菜遞進

來。「給你家的！」我家是賣衣

服的，我媽偶爾便拿一兩件小

童的衣服回來，也是這樣送給

鄰居。我們就是這樣分享。

平等， 分 享， 行 動…奇 怪。 我

們是什麼時候，變得連住在隔

壁的人姓甚麼也不知道的呢？

是什麼時候，還要靠口號和運

動去「鼓勵」自己做一些正常

人本來就會做的事呢？

如果我們的使命是要關愛社區

的話，那麼比起攪一些大型的

嘉年華會，更基本但更重要的

是與周遭社區的人建立平常的

余家齊弟兄 上水堂

我為人仁

肢體服侍分享 (三)

16

務亦包括，資訊提供、意見支

援及成效評估。而我的支援督

導師是自己教會的牧者。

我的受導者是一個性格開朗的

少女，第一次與她約會時，她很

主動地跟我傾談她的家庭、學

校情況，達到彼此認識的目的。

我們每月大約會相聚三次，每

次我都會帶她去不同的地方食

飯，她很願意和我分享她的家

庭生活、學校、教會活動、人際

關係、如何與人相處；如遇到問

題時，她都會問我的意見及處

理方法，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

最開心的是有一次她主動邀請

我一起報讀興趣班，一起學做

甜品。經過多月的相處，我不單

是她的成長嚮導員，更成為她

的聆聽者、朋友，鼓勵者

及諮詢者，成為她的

亦師亦友。

宣 信 6/2014



鄰舍關係。這種把別人放在心

上的關係，大概就如梁家輝所

說的：「仁人為我，我為人仁」

吧。其實也不一定是在街上流

連孤苦無依的才是我們的鄰舍。

每 週日到隔 壁的茶 餐 廳 吃飯，

別當自己是大爺，其實伙計們

也是我們的鄰舍；甚至隔離藥

房的大哥，正在買貨的水貨客，

也是我們的鄰舍。

我們 不是 Sales， 所以不用追 

Quota，不刻意帶著「傳福音」

的目的跟街坊接觸，福音卻可

能更容易被傳開。因為，這種 

「正常」的關愛鄰舍行為，在這

個畸型的社會裡本身已經顯得

十分 礙眼。或許有一天，我們

的 鄰舍 會 好 奇 我們 的「 反常」

行為，問我們究竟「何人為我」，

使我們為人而仁？一開口便談

生死，誰有時間聆聽呢，「唔洗

搵食」乎？

這種看似平常，持續性地跟鄰

舍建立的關係，其實比我們一

年幾度的「出擊」難度高很多。

因為，這正是要挑戰我們要打

從心底裡的改變，把慣性的冷

漠撕破。你問我的話，在街上

派單張給一個陌生人，比在我

老爸老媽面前做一個孝順兒容

易多了。假如耶穌對我們的意義

只在於這一、兩次行動所提供

的興奮劑式效果，那麼…這個

還能稱作信仰嗎？

P.S.: 筆 者 以 電 影《 新 難 兄 難 弟 》 

中梁家輝的台詞「人 人為我，我 為 

人人」命題，主觀地把「人」理解成

「仁」，感覺更能達意。

註﹕以 上的文章是筆者於 去年參加

由上水堂舉辦的深入民居社區探訪 

的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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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第一本是《平等‧分享‧行動》。顧名思義，就

是介紹由 Benson Tsang 發起的「平等分享行動」，除了

交代這個運動的源起、理念及對社會的分析外，本書更

刊登了很多社會紀實的照片，與及記述了許多義工的心

聲及感受。讓讀者能活生生看見這個社會的不公義，看

見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體會到人間有情的可貴，

重拾昔日舊社區的人情味，學習與人平等分享的精神。

雖然本書並不是一本純信仰的書籍，但作者及許多義工

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書中字裡行間其實是流露著耶穌基

督博愛的精神，能讓人更具體明白聖經教導愛人如己的

道理。

車耀業牧師 

宣信主編

平等‧分享‧行動

攝‧文 / Benson & Friends

出版：突破出版社

好

書

介

紹
（三）

我今次想跟大家推介兩本有關「社會關懷」的書籍，是

兩本性質截然不同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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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義，從心出發─ 

用耶穌的眼睛關懷鄰舍

拉伯頓著  陶婉儀譯

出版：天道書樓

另一本要介紹的書籍是《行公義，從心出發─用耶穌的眼睛關懷鄰

舍》，假如第一本書的性質是感人的故事、是具體的行動、是由外而

內；那麼第二本書的性質是客觀的分析、是內心的態度、是由內而外。

作者拉伯頓認為這個社會之所以如此不公義，是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的

心都被堵塞了，這種閉塞使上帝、鄰舍及我們自己都飽受痛苦。所以

這書的作者嘗試幫助我們重新建立一份自覺性，由我們的內心開始，

引導我們一步一步重新觀察、描述、命名及投入這個現實的社會，用

耶穌的眼睛看鄰舍，從而實踐「行公義、好憐憫」的聖經教導。

雖說這本書彷佛比較理論，但其實這是一本靈修默想的書籍，作者每

一章都提供一些反思的問題，每一部份完結時更加插了一篇靈修默想

的材料，每次都有一段鼓勵人心的經文，與及一些默想及操練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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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我個人認為社會關懷不僅僅是霎時的感動，單單看見社會上

一些感人的片段，那樣的行動通常都不會恆之而持；另一方面，社會

關懷也不僅是內在生命的轉化，單單強調屬靈生命上的操練，那樣

的轉化往往是缺乏激情及緩慢的。上述兩本書籍正可互補不足。



得不到教育、醫療等基本社會服務。

普遍來說，他們也是被社會邊緣化，

因此，沒有什麼代表團體或聲音在

公共或政治辯論上維護他們的權益，

使他們更難得到幫助和擺脫貧困。

是什麼因素造成極端貧困？這是一

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有些是歷史和

文化因素，有些是戰爭所造成，有些

是政治和貪污問題，也有些是國家

嚴重的負債所導致，又甚或是天災

等原因。

過往 8 年，環球宣愛協會曾經先後

在 19 個不同的國家支持不同的事工

和服侍，以下的圖表嘗試用 4 種不

同的指數來對比香港和協會所服事

的國家的貧窮程度。

差
傳
事
工

十塊錢，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原來全球超過 12 億人，他們每天就

只有十塊錢 ($1.25usd) 能用於食物、

醫 藥 和 住 宿， 這 些 基 本 的 需要 上。

世 界 銀 行 將 這 嚴 峻 的 現 實 定 義 為 

「極端貧困」 (extreme poverty)。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排名前五位

擁有最多極端貧窮人士的國家分別

是 –印度（ 佔了世界上 33％的 極

端貧 窮人士），中國（13％），尼日

利亞（7％），孟加拉（6％）和剛果

民主共和國（5％）。單是這五個國家，

便已經是 7600 萬貧窮人的家園！若

加上另外五個國家–印尼，巴基斯

坦、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

這十個國家便佔了全球近 80％的極

端貧困人口！ 1

貧窮是飢餓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們

就是缺乏金錢購買他們所需的食糧，

而導致營養不良，疾病問題等惡性

循環，而每天約有 22,000 名兒童是

死於極端貧困所造成的極端景況之

下。在發展中國家，窮人通常也是

十塊錢    
梁偉材牧師  

環球宣愛協會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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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 窮 線 Percentage below Poverty Line 2：

生 活在 那國 家 所 制定的貧困 線 以下的人

口 百 分 比。 所 收 集 的 數 據， 顯 示 協 會 所

事 奉 的 國 家 中， 塞 內 加 爾 (54%)， 墨 西

哥 (51.3%) 和 畿 內 亞 (47%) 是 最 多 貧 窮

人 的 國 家。 香 港 則 有 19.6% 人 口 生 活 在

貧 窮 線 以 下， 是 19 個 國 家 中 排 行 14。 

堅 尼指 數 Gini Index 3：是以基尼系數 (Gini 

coefficient) 乘 100 倍 作 百 分 比 表 示 的 指

標。基尼系數是意大利數學家基尼 (Corrado 

Gini) 在 1921 年根據勞倫茨曲線來界定收

入分配平均程度的系數，以反映社會貧富

差距。系數將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劃分在

0 至 1 之間，而低的數字代表更大程度的

平等，按聯合國定義，系數高於 0.4 的警

戒線，就表示貧富差距出現問題。有意見

指堅尼系數只反映收入差距而沒考慮財富

分佈，數據並不全面，更未能反映落後地

區絕對貧窮問題的嚴重性。香港 (53.3) 是

西方國家中最嚴峻的國家，墨西哥 (51.7) 

和中國 (48) 也是在警界線之上。 

人 類 發 展 指 數 H u m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Index 4：人 類發 展 指數由巴基 斯 坦 籍經

濟學家 Mahbub ul Haq 和印度籍經濟學家

Amartya Sen 於 1990 年制定。是以每個國

家的健康長壽率，教育水平，和生活水準

三個指標計算而來，可幫助劃分各聯合國

成員的國民生活發展水準及量度經濟政

策對生活質素的影響。在 193 個聯合國成

員中，畿內亞是排行 178，代表她是極之

落後和貧窮，而香港是排行 13，是代表接

近天堂的地方，而澳洲排行第 2 算是人間 

天堂了。

多 維 貧 困 指 數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5: 是聯合國界定絕對貧困人口的新

指數，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表的人類發

展報告中，多維貧困指數將取代從 1997

年開始使用的人類極端貧困指數。多維貧

困指數對貧困進行了更「立體」的定義，

因它涵蓋了一個家庭生計的關鍵因素：包

括兒童死亡率、營養、教育、兒童入學率、

煮食燃料、衛生系統、水、電力、家居地

面的素材、資產等 10 個主要變數來測算

貧困水準。這些因素整合起來，將比簡單

地提供收入的資料更全面地展現出貧困的

實貌，可以更具體反映出貧困家庭面臨的

挑戰。在這新的多維貧困指數的界定下，

很多原本「不貧困」的地區被劃歸為貧困

人口集中區。據項目負責人 Sabina Alkire

稱，多維貧困指數的一個優點，是它可以

顯示出一個國家內不同區域人口的貧困情

況。在這個高分辨率的透視下，協會所服

事的國 家中， 畿內亞 (0.506)、 塞內加 爾

(0.439)、老撾 / 寮國 (0.267) 都名列前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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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原因並不是單一的，解決方

案也沒有統一的方法。我們所信的

神是一位「為孤兒寡婦伸冤，愛護

寄居的，賜給他衣食」（申十 18）6

的神；祂對祂的子民的心意是：「在

耶和華－你神所賜給你的地上，任

何一座城裏，你弟兄中若有一個貧

窮人，你不可硬著心，袖手不幫助

你貧窮的弟兄。你總要伸手幫助他，

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

你要謹慎，不可心起惡念，說：『第

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就冷眼看

你貧窮的弟兄，甚麼都不給他。他

若為你的緣故求告耶和華，你就有

罪了。你要慷慨解囊，給他的時候

不要心疼，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必

為這事，在你一切的工作上和你手

所做的一切賜福給你。因為地上的

貧窮人永遠不會斷絕，所以我吩咐

你說：『總要伸手幫助你地上困苦貧

窮的弟兄。』」（申十五 7-11）。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信徒群體關心和

以實際的行動來回應貧窮人的需要。

因著處境不同，在不同的地區，便

需要先了解其實際處境才能有效地

下藥。協會在塞內加爾是與其他差

會合作提供簡單的醫療、午餐、語

文補習等給當地每天行乞討錢的街

童。在柬埔寨便是以辦學，提供免

費的基本教育作為幫助當地下一代

脫貧的其中一個途徑，而辦學傳福

音也是中華宣道會的理念。協會在

所服事的國家中都發覺下一代的貧

窮，並不是因為他們天生愚蠢或懶

惰的原故，而是欠缺一個機會，就

是學習的機會，以致他們的貧窮一

代傳給一代，這是非常可怕的。唯

有提供教育的機會給貧窮人，他們

的人生便有一個扭轉的機會。

在路加福音十四 12-14，耶穌也說：

「你準備午飯或晚餐，不要請你的朋

友、弟兄、親屬和富足的鄰舍，免得

他們回請你，你就得了報答。你擺

設宴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疾的、

瘸腿的、失明的，你就有福了！因為

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到義人復

活的時候，你要得到報答。」

1.  Hyacinth Mascarenhas, “45 Surprising Facts About Extreme 
Poverty Around the World You May Not Have Relaized,” 
May 22, 2014.

2.  http://www.indexmundi.com/g/r.aspx?v=69

3. http://www.photius.com/rankings/economy/distribution_of_
family_income_gini_index_2013_0. html

4.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14/hdr2013_
en_complete.pdf

5. http://www.ophi.org.uk/multidimensional-poverty-index/mpi-
2013/

6. 所有經文取自《和合本修訂版》。

十塊錢（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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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豆，點解每次睇一些國家記錄片，西方國家的人大都是肥

肥白白的，但不少國家，例如非洲人民很多都是黑黑廋廋的！

因為貧富不均囉！

甚麼是「貧富不均」？

好似大部分發達國家，她們的人口佔全球只有百分之二十，

但卻消耗了地球資源達到百分之八十！相反，發展中國家佔

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卻只可運用地球資源百分之二十。你

說，是不是令人驚嘆呢！

我們香港呢？算不算貧富懸殊？

唉！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在世界中是數一數二的。全球最富

裕的24個地區中，香港所得的分配是最不平均的其中一個地

區呢！例如，一家十口只能擠住在一間百餘尺的板間房！

（面帶愁容）：我們可以做甚麼？

你記得十誡中有一誡叫我們「不可偷盜」嗎？

（面帶疑惑）：記得，是十誡中的第八誡。這和貧富不均有

甚麼關係？

「不可偷盜」是甚麼意思？

簡單啦！意思是禁止人偷走別人的東西囉！

無錯！但更重要的是，這一誡是遏止人不要為了累積個人財

富而從社會財產中偷盜，因為世上的一切東西都是來自上

帝，我們只是受委託去管理，不應過份眷戀財富而把它視為

己有。所以，我們自己要身體力行，優先愛護和關懷貧窮

人；對社會公義不要置身事外，卻要敦促我們政府好好的調

配社會資源，使貧窮者得到照顧。

貧富不均 猶豫盜竊

小明

父親

小明

父親

小明

父親

小明

父親

小明

父親

小明

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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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在旅途中遇上的一個小插曲，帶給

我一點的反思，這小插曲是這樣 …

在 外地的旅程，租車代 步是常見的

事情。晚上回酒店休息，一夥兒的同

行，在內 務上當 然有先後 之 分。故

此，其中的一位成員就獨自作出如此

的安排。

她這樣說：「年長的先洗澡，駕車的

排第二、排第三的是我。」她把自己

排最後。

她就這樣的安排著，若她不是一位關

懷者的話，也算是一個合宜的安排。

但若然在關懷服侍上，這樣的處理實

在有點缺欠。那缺欠是甚麼呢？為何

會成為我的反思呢？

  尊 重

這姊妹在安排上欠缺了「尊重」，這

反映了她的理念「Being → doing」，在

關懷服侍上這是一個不成熟的做法，

尤其是在病房的服侍裡，在病房 / 教

會，或是我們的生活中，或許要服侍

的是一個人，但其實也包含著周鄰的

群體，我們能否尊注於受助者，也能

兼顧周邊的群眾呢。這是我在關懷

探訪訓練中常對學員作出的提醒，病

房中有家屬，有醫護員工，有院友，

若然我們只懂專注於被服侍的，在言

語與情感上未懂得敏感並尊重旁人，

這可是一個頗危險的事。因為旁人也

會有她的感受，這往往我們未必知道

的。或許我們認為這安排是最好，但

這只是「我覺得」，不是旁人的感覺。

故此，當我們在服侍中，必定要學懂

「尊重」。

但怎樣才能顯出尊重呢？ 

  溝 通

若要讓人感受被尊重，實在不是一件

很困難的事，但也是人人常缺乏的…

便是「溝通」。這是人際相處的重要

橋樑。但往往也是人極懼怕的相處模

式，因此常會有如此的反應。

「與他溝通，不知他有何樣 的情緒 

表現。」

不同性格的人都有情緒反應，你我都

會有情緒，這是天父賜給我們的。若

關懷者素質(二)：

尊重與溝通



然因著人的情緒反應不作出溝通，其

實這只顯出關懷者自身的問題。為何

別人的情緒反應會影響我們不願意溝

通？是否過去的成長阻塞了這溝通之

門呢？這是作關懷者必須處理的生命

成長問題。

與他溝通，與他 / 她性格唔夾喎！

與他溝通，溝而不通喎！

與他溝通，唔知點講，你同佢講啦！

天父造人有男有女，也有不同的性格，

但 溝 通 為 何會 因著 性格而決 定 溝 通

呢？情侶關係談性格，因這是人生問

題，也影響家庭與倫理問題。但在人

際關係上，在生活上，在事情的觀念上

的溝通，為何不能呢？

耶穌在地上給我們的生命榜樣：

「你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他本有神

的形象，不以自己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既有人的

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致於

死。」（腓二5-8）耶穌的放下不是我們

的榜樣嗎？祂面對的群眾有妓女、稅

吏、貧困者，各有不同的生命背景，亦

有他們的性格。在院中服侍的眾義工

們都有不同的年齡、背景與性格，但他

們學懂放下自己，以致能建立喜樂與

跳躍的「同儕關係」，在服侍上，被服

侍的得著祝福，同儕們得著關心與支

持，這不是美好的祝福嗎？

人最容易的是與自己溝通，或腦海中

為別人製作一個不同版本的生命，這

絕不會受到任何傷害，但其實這是一

個極大的危險，「自我」與「自閉」也

同時會在我們的生命上出現。它會把

我們帶進一個「幽暗區」。我們願意

把自己推進去嗎？

其實，當這姊妹願意在車上提出她的

想法，讓大家在這議決上有參與的空

間，她的關懷服侍便能顯得更優美，

亦讓人體會她的體貼與關懷。但她

卻錯失了……

若我們能剖心自問，我們願意主動與

父神溝通嗎？願意聆聽祂的呼喚嗎？

我們 若 如 此待人，別 人也會 如 此待

你。在關懷服侍上，很多人都常追隨

方法與技巧，往往在「being」上卻忽

略了，但往往卻是理念（being）帶動

著我們如何行動（doing）。深願我們

願意放下自己，學懂尊重別人，並能

打開溝通之門與人對話。那麼，這不

單是別人的祝福，更是我們生命最大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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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者素質(二)：

尊重與溝通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gation of Kowloon 
Tong Alliance Church grew out of a small 
g roup o f  in te rdenominat iona l  Eng l ish -
speaking Christians who gathered for worship 
and Bible study. While from the star t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was well organized 
and grew steadily, it was not until 1972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gation became a fully 
functioning part of the church, and eventually 
transitioned to branch church status on 1st  
Apr i l  20 05 and is  now ca l led A l l iance 
International Church.

Today AIC is an eclectic blend of people of 
all ages and nationalities drawn together by a 
common commitment to Jesus Christ and to the 
authority of God’s Word. We envision becoming 
a Spirit-empowered community of believers 
who bring glory to God as we love Christ, love 
one another, and reach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previous 9 years as a branch 
church, we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out multiple full-time overseas ministry workers 

國際堂堂

會

知

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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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equipping local saints for service 
in Hong Kong. With over 20 nationalit ies 
represented on any given Sunday, God has 
granted us a unique oppor tunity to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Hong Kong. We provide Discipleship Classes 
for all ages, offer Small Groups all over the city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 youth and 
their families through various weekly ministries.  

AIC continues to invest in church planting 
ef for t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Congo, 
educational endeavors in Cambodia and China, 
and pastor training in India, Cambodia and the 
Philippines. Locally, we offer The Marriage 
Course, with over 60 couples participating in 
the last 2 years; The Alpha Course, an English 
Camp for local students, and various other 
initiatives to connect our community to the life 
giving message of Jesus Christ.  

We are privileged to be part of the KTAC CCMA 
family and look forward to growing together in 
the days, months and years to come.

AIC
India Church Planting Ashok Cambodia School Linda and Children

All Church Retreat 2013 Pak Tam Chung group photo on the bridge



香港九龍 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國際堂，

最初由一班 跨 宗 派 操 英 語 的基督徒 發

起，他們開始一起聚集，敬拜神及查考

聖經。中文堂由一開始便已具架構並持

續增長，英文堂要到 1972 年才正式成

為教會架構中的一員，至 2005 年四月

一日成為分堂，定名為國際堂。

今天，國際堂的弟兄姊妹來自世界各地，

有老有少，大家都同有心志，委身於耶

穌基督，順服聖經的權威。教會的異象，

是要信徒充滿聖靈的能力，透過愛主愛

人，彼此相愛，廣傳福音，讓神得著榮耀。

在過往九年成為分堂後的歲月裡，我們

既差出了宣教士往不同的國家事奉，同

時亦裝備了信徒在本地服侍。每個主日，

均有來自二十多個不同國家的會友一起

聚會，可見神賜給教會獨特的機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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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也能使萬民作祂的門徒。教會每星

期有主日學課程，為不同年齡的弟兄姊

妹而設，並有兒童及青少年聚會，服侍

會眾的家庭成員。細胞小組亦在港九新

界會友家中定期聚會。

國際堂將繼續支持菲律賓及剛果的植堂

事工、柬埔寨及中國的教育事工及印度、

柬埔寨及菲律賓的傳道同工 培訓事工。

本地事工方面，教會定期舉辦婚姻啟發

（Marriage Alpha）課程，過去兩年參與

的夫婦共有超過六十對。另外，亦有啟

發課程、為本地學生舉辦的英語營以及

其他事工，務求把耶穌基督賜人生命的

信息帶入社區。

國際堂貴為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

會的一分子，深感榮幸。期望在未來的

歲月，彼此繼續一起成長！

CC&MA Planting Marilao Philipine - cert of appreciation CC&MA Planting Marilao Philipine - training

English Camp 2013

Alpha Course



薛素芬傳道                      

大圍堂

曾玉蓮傳道                      

天澤堂

我和丈夫曾在泰北作宣教士七年多，期滿後得母會支持在

北美進修，畢業後隨丈夫留在北美，丈夫在差傳機構中推

動差傳也在教會中牧養，我自已則扮演作師母的角色，忙

碌於家庭、教會和教授鋼琴中間，記得 2009 年我讀到提

後四 6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當時我迫切呼求神顯明給我，

我是否正在走那當跑的路？從此我放下一切，全時間在教

會牧養。

想到在北美二十年，我們經歷北美文化與華人文化的衝擊，

兒子在青少年期的反叛、離家出走、荒廢學業和他幾乎輕 

生，那時整個家庭、婚姻和事奉都落到低谷中，結果神垂

聽父母流淚不放棄的禱告，神蹟地拯救改變了兒子，今天

的他還踏上全時間事奉的道路，成為傳道人，我感受到林

後一 4 所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

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今天丈夫和我已回港服事，盼望那加給我們力量的神，呼

召更多工人 走上當跑 的路上， 又使用我們去安慰傷心人、

拯救家庭，宣告基督的平安 !  

自己在天澤堂 2003 年 8 月 24 日舉辦的「好朋友音樂佈

道會」 中信主的。2006 年 6 月 30 日環球宣愛協會舉辦

的「宣教探索營 2006」首度蒙召；最後 2007 年 2 月 3

日晚 上， 同是 環 球 宣 愛 協 會舉 辦 的 2007 差 傳 慶 典中，

透 過 李 秀全 牧 師 的呼 召回應 主 大使 命 的呼 召。 經母會

推薦入讀中國浸信會神學院於 2013 年 6 月 10 日畢業。

多年經 歷神恩典 豐 厚， 甘心回 饋 神的愛 顧， 同年 10 月

正式由會友入職母會天澤家作傳道同工，專責婦女及兒

童事工，感恩領受回家事奉是出於神的心意，全然獻上

願神帶領我在天澤家有忠心良善的事奉，樂意為神成為

榮神益人的僕婢。

同

工

足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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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健良傳道                      

長沙灣福盛堂

譚惠蘭傳道                      

長沙灣福盛堂

回望 25 年的信主路，上帝恩典一直夠用。

九零年代完成中學會考，已信主的我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隨後的十幾年，經過高中、蒙召、大學、福音機構及教會的事奉；

工作、結婚、攻讀神學、實習，於 2004 年偕太太（她亦神學畢業）

回應上主的感召，回流返港，開始我倆於香港地方堂會的全職

事奉。這些年來，上帝讓我看見教導的重要，藉聖道建立門徒

是我最大負擔。在群體牧養方面，過去十多年，無論在多倫多

或香港，我都是大專、職青的生命導師，同走信仰路。 

2012 年尾，我需退下全職火線，全力照顧患上癌病的年邁母親。

及後母親病程漸趨穩定，我亦開始尋覓新事奉工場。由於仍需

經常陪伴母親 覆診及照 顧 她 的起 居事宜，無 法全時間於堂會

事奉，上帝的恩典實在夠用，祂完全明白我的需要及限制，於

2013 年 11 月把我帶到正尋找半職牧者的長沙灣福盛堂，成為

大家的一分子，使我可以兼顧事奉與家庭，心中只有感恩！

感謝 神的恩典因著過往數年來到長 沙灣福盛堂證 道，讓我認

識 福盛 家對服侍基層及新 移民的負擔。回望四年前神感動我

回應國內培訓的侍奉，我放下十多年的牧會工作，全然進入服

侍同胞 的恩典 之 路。當中體 會 貧 窮人的流 離困鎖，心靈痛苦

無助令我牽起一顆 服侍貧 窮人的負擔。其後在神的引導下看

見福盛 家的異象與我的負擔十分配合，故 接受半職傳道的崗

位，服侍新移民婦女及佈道工作。展望未來，期望能造就婦女

認識救恩並承擔使命回應主愛，好感恩進入福盛家。

潘家儀傳道                      

塘宣

神學畢業後，塘宣是我第一個事奉工場，懷著期待的心情進入

母堂事奉。作為一個傳道新丁，我想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與適

應。可能弟兄姊妹習慣了有神學生實習，我初到不同團契，團

友都以為我是新來的神學生，所以每次都要重覆的介紹我是新

來的傳道人。由神學生變為傳道人，比起實習的時候，兼顧的

事奉多了，這個身分的轉變，也需要些時間適應，感恩弟兄姊

妹也很明白，讓我慢慢的在當中投入服侍。週日崇拜時也有我

不認識的肢體，會主動與我打招呼，問候我在教會的適應。加

上同工團隊的照顧，讓我慢慢投入教會的事奉。現在主要服侍

職青成人群體，期望能與他們同行人生成長中的不同階段，讓

信仰深化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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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慧傳道                      

黃埔聯福堂

陳富成傳道                      

天耀堂

從小承傳祖母和父母親的信仰，雖然面對疾病、危險、

經濟困難、生活壓逼甚至仇敵，但是上帝保護依靠和信

靠祂的人。

約翰．派博（John Piper）在其著作《A Sweet and Bitter 

Providence》中，對於上帝的心意及引導這麼說：「生命

並非筆直的坦途，從一個祝福走到下一個祝福，然後直

通天堂，縱然生命是曲曲折折的荊棘路，上帝為我們縝

密地規劃方向，藉著我們所遭遇的困難塑造我們，這全

是為了我們的好處，也為耶穌基督的榮耀。」 （參看《靈

命日糧》(Our Daily Bread), RBC Ministries 出版）。 事奉

道路充滿挑戰，筆者像重回起跑線上，抱著謙虛的態度，

小心謹慎緊靠基督面對人與事；另一方面，以學習的心

態繼續裝備，盡忠職守，完成上帝交付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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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足跡（續）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俊傑，現正在粉嶺的華恩堂侍奉。

數年前，曾在天耀堂實習了一年，所以對塘宣有一些認 

識。對我來說，塘宣是一個熱心於拓展福音事工的宗派，

因為在不少地區也可看到其分堂。我在華恩堂主要是服

侍伉儷組別，我對在職的弟兄姊妹一直很有負擔，盼望

能以上帝的話語幫助他們在生命上成長。我期望可以與

他們一起學習聖經，一起經歷上帝的恩典。感謝上帝！

感謝 神的呼召，讓我也能憑信心接受。能夠被創造的主

來呼召成 為 祂 的工人，真是祂 的恩典，並不是我這 人有

任 何 可 誇 之 處。 在 主 帶 領 之下， 從 神 學 院 畢 業 第 二年，

進入曾作為神學生時的實習教會，就是中華宣道會天耀

堂裡作一個牧者。盼望主使用，藉著我這人在天水圍裡，

讓當中的青少年及青年更加認識神，並且聖經真理能成

為建立他們的屬靈生命。

王俊傑傳道                      

華恩堂



張麗娟傳道                      

大坑東堂

收到邀請寫宣信月刊「同工足跡 — 新丁名錄」時，真有點靦腆。

因我在大坑東堂由屬靈導師至全職傳道，至今已有 5 年時間，

還算「新丁」嗎？

然而，在事奉的領域上，我真是「新丁」一名。我於 1998 年神

學畢業後，在堂會主要事奉的群體以兒童、青少年和婦女為主。

但在大坑東堂我第一個事奉的群體卻是長者，於我完全陌生。

起初真是笨手笨腳，幸得肢體的包容，在多番摸索下終走上軌

道。不久，轉為半職傳道後，隨即負責兒童部的革新，這又是一

個新的挑戰。如何未曾與事奉團隊建立關係之先，就要作出改

變，更要求他們的事奉量比昔日更多和更需委身呢？對於這位

「新丁」壓力真不少呢！感恩的是，神已將「轉變」和「回應」的 

意念已放在各導師的身上，也預備了一位很「瞓身」的執事與

我同工，新的兒童事工 JoyfulKids 就在數月間年內落實推行了。

回顧這五年，神讓我學最重要功課之一是 不要被過去「框着及

定型」。 「新丁」這兩字，鞭策我日後不要做「老油條」的傳道，

要常懷着初出道時的衝勁、熱切、 勇於嘗識、敢於改變和虛心

的心懷作事奉。

最後，謹以雅比斯的禱告「甚願祢賜福與我，擴張我 的境界，

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歷代記上四 10）

作為互勉，讓我們一同開拓更濶的事奉領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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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帶領，讓我能加入宣中堂這大家庭！自 2008 年畢業

於中國宣道神學院後，便在堂校合作的教會服事，當中主要是

牧養青少年。正因如此，所以大部份的青少年也是來自同一所

中學。而在宣中堂，雖也是青少年牧養，但不同的是他們多是

信徒二代，故很多從孩童時便已跟隨父母上教會，對聖經故事

也熟識。所以，盼望能在牧養中，讓他們不只認識聖經，也不

單是信有主，而是信靠主。且可更多深化信仰，體會主耶穌是

他們個人的救主，並經歷在人生路上，主耶穌是與他們一生同

行，從而更建立他們傳福音的心志，帶領身邊未信主的朋友認

識福音，實踐作主門徒！

願主藉我在這裡的服事，能把青少年帶到祂裡面，成為青少年

的祝福，與他們一同經歷、一同成長！

謝慧兒傳道                      

宣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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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信編委

一位姊妹得知「基督教勵行會」在天

水圍推動「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共創

晴朗天–生命導航計劃後，願意踏出

第一步，幫助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少年 

人，從而達至以生命影響生命。

還記得 2011 年政府派發的六千元嗎？

有一基督徒「突發奇想」，透 過社交

網絡呼籲是否有「傻人」願意將這筆

錢轉化為物資，親手分享給社區裡有

需要的人士。就這樣，奇妙的事就發

生，一傳十，十傳百，每一次行動，竟然 

有二百多人參與！

一位牧者，在 2000 年開始，因對新移

民有承擔，由原本多間教會一齊參與，

到剩下他自己的教會堅守下去，內裏的

辛酸不足為外人道，但上帝自有祂的時

間，因著僕人的信心和勇氣，今日結下

美好的果子，由昔日關懷新移民到現

在關愛長者，且成立「齊賢社」，在顯

示上帝透過這些信徒牧者在軟弱被欺

壓的社群中留下佳美的腳蹤！

還有不少的見證文章值得我們細味，

從而喚醒我們對社會的關懷，對周遭

的事物和人保持敏銳觸覺和關懷的心，

因應自己的能力，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具

體的行動，在生活中實踐信仰！

在這十年間，本港貧富懸殊的情況不

斷 惡 化。2009 年， 聯 合 國 開 發 計 劃

署發表了一份名為《人 類發 展報告》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指出香

港堅尼系數（堅尼系數數值介乎零與

一之間，數值愈高即表示社會收入分

布愈不平均；一般而言，系數超過 0.4

已經是到達發達國家的「警戒線」。）

已經達到 0.434，在全球 27個先進經

濟體中貧富懸殊排名第一，緊隨其後

的是新加坡和美國。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簡稱「社聯」）在

2011 年做了一次調查，香港的整體貧

窮率達 17.1%，即是有大約 120 萬市民

活在貧窮線下；更令人擔心的是，兒童

(0-14 歲 ) 貧窮率竟高達 22.3%，僅次

於長者 (32.7%)。若然我們的政府不做

好全面的扶貧工作，很快貧窮問題延

續至下一代，結果出現跨代貧窮情況。

我們社會的貧富懸殊狀況的確不易解

決，但這不表示我們就可以坐視不理，

只讓其他有能之士處理。我們作為上

帝的子民需要以具體行動彰顯神的公

義，建立一個合乎上帝旨意的群體。

正如今期的宣信，內裏的文章，揭示了

一班默默耕耘的牧者、平信徒回應上

帝的愛，以行動關愛回應社會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