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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最近開多了很多會議，正面說大家溝

通多了，而且是很逼切的想多溝通，因為教會正

或將會面對不同的處境及挑戰，大家都「肉緊」

起來！這份緊張顯示大家對教會非常關心，心裏

因而滿有感恩。今年九月，在吉隆坡亦舉行了一

個大型會議，是亞洲五個地區的播道會，分別來

自日本、新加坡、菲律賓，及我們香港，聯同主

辦的馬來西亞播道會，以及友好出席國印度、緬

甸、美國及泰國，一同為區內的福音工作要面對處境而着緊：如何牧養我們的下一

代，主題是「勇跨代溝」。

　　這其實是四年一度的亞洲播道大會，一連四天，區內的播道會走在一起，共同

關心相似的課題，彼此支持，彼此分享經驗，彼此關心，尋求神的引領。這些區內

的播道會，是源於相同的根，都是美國播道會的宣教成果，原來都是各自發展的，

在1969年香港為東道主，在美國播道會的協助下，嘗試了第一次會議，繼後在1985

年在菲律賓再有第二次聚會，一直至今，所關心的都是區內植堂宣教，及領袖培訓

工作。

　　執筆時翻開有關的資料、記錄、活動照，當中的七個講座，心裏有份特別的

感覺，要趁着白日，努力「奪回」年輕的一代，不要看着他們感陌生，不要只會搖

頭，要從新認識他們，從新進到他們當中，我們眾位牧者領袖積極的參與，正是要

回應年輕一代的需要，因為他們成長的土壤，是我們留下的，我們責無旁貸。

　　今期月報為這第十屆的亞洲播道大會來個報導，一方面這是一個「記要」，提

醒我們討論過要關注關心的，也是一個「小結．記錄」，小結是這個時候，我們走

到這個階段，記錄是記着神在我們中的所有保守及恩典，供應與同行，也是個「記

念」，一個聖徒相交，相見甚歡的盛事，盛大的家族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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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心 起 步 ， 勇 ‧ 跨 代 溝

	 今日跨代鴻溝實不易跨，勇於承認和反思是跨越的關鍵第一步。

第十屆亞洲區播道會會議於9月20至23日在吉隆坡圓滿舉行，本屆大會主題是「勇

跨代溝」（Bridging	the	Generational	Gap），看來只是象徵我們跨越這鴻溝的熱身

而已，卻是勇於踏足的起步。

	 今次與會的除了五個播道會成員國的成員之外，還包括四個友好國家的播道會

代表，合共272位出席：

	 成員國出席人數：	 友好國出席人數：

	 馬來西亞146	 印度7

	 新加坡38	 緬甸4

	 中國（包括澳門、台灣和法國的宣教單位）33	 美國3

	 菲律賓29	 泰國2

	 日本10	

	 綜合五個播道會成員國的報告，普遍發現以下幾個共通的挑戰，包括基督徒人

口增長放緩、教會缺乏牧者、會友高齡化，和流失年輕一代。

	 來自馬來西亞的大會講員Dr.	Daniel	Ho首個信

息，指出問題源自領導質素（everything	rises	and	

falls	 on	 leadership），所以每一代的領袖都責無

旁貸地需要作領袖更新（Leadership	 Renewal）

。第二堂信息就針對培育下一代領袖的重要和方法

（Raising	Next	Gen	Leaders）。最後他提供建議如何應對所謂	X	&	Y	世代的文化挑

戰（Challenges	of	Coping	with	Gen	X	&	Y	Cultures）。

	 另一位講員是香港的譚子舜牧師（Rev.	 Jayson	 Tam），他首先分析今日影響

年輕人的三股力量，包括互聯網（the	 internet）、流行文化（pop	 culture），和性

主題

余仕揚牧師	(港福堂，「亞洲區播道會」執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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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運動（LGBTQ(P)	 social	 movements），挑戰

與會者為這「沒有父親的一代」作父親（Father	 the	

Fatherless	Generations）。第二個信息以他所事奉的

恩福堂青年崇拜更新為例，提醒教會要在神的話語裏

不斷改革，才能回應每個時代的獨特挑戰（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	=	Ever	reforming	church）。

	 第三位講員新加坡的曾金發牧師（Rev.	Edmund	Chan），重申培育門徒必須要

着眼於成果（products），免得迷失於種種門訓的工具裏（programs）。

	 另外，七個工作坊圍繞着與大會主題相關的議

題作進一步探討，反應熱烈。

	 今日跨代鴻溝不單出現於教會內，乃整體社會

的普通現象，雖然大會只能蜻蜓點水式地帶出關注

與討論，但承認和面對問題，已經是解決的起點。

然而承認和面對的問題並非單單在於新一代青年的身上，更需要關注的乃今日教會

的佈道和牧養是否已經過時，或更一針見血地說，是否領導方式已經過時，是否偏

重於歷史的基礎而忽略前瞻的願景，是否着眼於成熟的目光而缺乏新鮮的視野，是

否着重於教會建制的維穩而忽略為擴展神國勇於嘗試，是否為了面子而打壓異見。

	 說到底，由面對、承認、反思，至行動乃生命轉化的過程，需要經過拆毀才能

重建：青年如是，成人如是；個人如是，堂會如是，宗派也如是。跨越代溝的第一

步是要由教會領袖開始，勇於承認和面對自己，才有胸襟擁抱跟自己不同的一群，

生命才能吸引人跟隨。願眾教會領袖都有這樣的「勇」，以致早日能跨越這代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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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 播 道 會 會 議 的 感 受

	 我在九月亞洲播道會會議的經歷，比我期待的美
好。感受最深的有兩點，第一是肢體間真摯的交通。
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文化，大部份都從未謀面，但
很快就建立了親切的友誼，甚至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這友誼令我們更能深入地互相代禱。
	 第二點感受深刻的，是我們彼此交流的主題，
大多是環繞着宣教。我覺察到，「宣教」是凝聚赴會者的龐大力量。記得有一天，
我們與日本播道會的領袖們探討互相差派宣教士的可能性。日本的牧者提議差派宣
教士來香港，幫助我們向日籍人士傳福音；香港播道堂會也可差派宣教士到日本，
協助日本播道堂會向當地華人傳福音。馬來西亞播道會的領袖告訴我們，當地的華
人教會很缺乏牧者。或許香港教會能差派短期（如兩年）宣教士到馬來西亞牧養教
會。美國播道會的亞洲差傳總監也很樂意明年初來香港探訪我們，共商在宣教上的
進一步合作。
	 亞洲有很大的禾場，等待我們收割。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四章35節說：「我告
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香港的播道堂會，值得與
亞洲其他國家的播道會建立密切的聯繫，以便更有效地拓展神家。

主題

羅錫堅牧師	(總會總幹事)

播道會窩福堂誠聘同工
1.		副堂主任
神學碩士或同等學歷；至少10年直接牧會經
驗，或同等資歷；有管理經驗；認同窩福使
命及核心價值，協助堂主任帶領同工推展各
項事工；關懷社區，有外展服侍之眼界，具
相關經驗更佳。
2.	傳道同工(普通話事工)
道學碩士或同等學歷；帶領及統籌普通話部
事工發展，包括大專院校普通話查經班、國
內培訓事工等。
3.行政幹事(兼職)
工作時間：星期二至五，晚上6:00-10:00；

負責主要出入口的接待及查詢；支援夜間聚
會及相關行政工作。
4.	堂務管理員
負責清潔、執拾房間、場地預備、外勤及支
援辦公室等工作。申請人需有心事奉主、細
心誠實、合群盡責，能於平日晚上及週六日
工作。
有意申請者，請將個人履歷、要求待遇及聚
會教會等資料寄九龍窩打老道84號冠華園2字
樓窩福堂人事部收，或電郵至hrd@whc.org.
hk，或傳真27142107。
查詢電話：27110293。(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
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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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 根 」 更 「 感 恩 」

	 對於自己可以參與「亞播會議」，十分感恩。在會議和旅程中有很多學習，所
以趁此機會，和大家分享神的恩典：
	 感恩能認識播道會—雖然在播道會恩福堂事奉一段日子，但並不太認識其他播
道會的同工和信徒領袖，在這個會議中，透過一齊排練話劇，一起飲食，一起參與
研討會，讓我能實實在在的接觸他們，認識了不少對播道會很熱心的肢體，體會到
他們對人的關愛和對事奉的熱誠；還可以和亞洲區不同國家的同工交流，看到神在
世界各地的工作，實在使我感恩和驚訝。這旅程有如「尋根」之旅，讓一個在播道
會的後輩可以和其他播道會的家人相遇和相識，增進了自己對播道會的一份情。
	 感恩能事奉—當自己認識不同地區的播道會時，發現他們事奉的地方，充
滿了困難和危險，但他們依然忠心事奉。還記得有一個在馬來西亞事奉的傳道人
Raymond	Koh，他在今年二月被綁架後至今仍音訊全無，他的太太在台上分享時，萬
分感觸。這讓我反省到，能在香港這個自由的地方傳道，實在難能可貴；而自己更
要在禱告中，切切記念在困難中的播道會同工，也懇請各位繼續祈禱記念Raymond
及他的家人。
	 感恩能認識下一代—有講員提到，
現今的青少年都是Fatherless(沒有父親
的)，牧養青少年有如作他們的父親。但
對我這個未成為父親的人來說，是有點
難度。這旅程教懂我一件事，就是要先
成為他們的朋友，先理解他們；也讓他
們去理解自己，這是一個平等和互相學
習的關係，不是單方面施與和凌駕的關係。在這旅程中和一些年輕人(Joseph,	Philip
和家興等)成為旅伴，有更多的交流，讓我認識到他們有很多的優點、性格、興趣
和抱負等，實在使我獲益良多。如果要牧養下一代，求主使我能對他們的生命有興
趣，並且能開放自己，這有助於兩代棒子的承傳。
	 最後，很多謝播道總會的同工及一班AV	Team的手足全力協助，他們使我們旅程
十分安全和愉快，萬分感激！

主題

梁振偉牧師	(恩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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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 E N I N G  T H E  E V A N G E L I C A L  D O O R S  O F
 A L L  A S I A  E F C  C O N F E R E N C E  2 0 1 7

The	president	of	Japan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EFC)	stated	in	the	country	report	that	each	local	church	is	autonomous,	and	that	
each	local	church	share	their	common	faith	in	worshipping	the	one	God.	Worshipping	the	one	God	was	the	spirit,	and	the	Holy	
Spirit	has	brought	 toge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Japan,	Taiwan,	Philippines,	Hong	Kong,	Myanmar,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India	and	USA	for	this	beautiful	occasion.	After	arriving	at	the	Vistana	Hotel	Titiwangsa,	Lamy	introduced	me	to	the	kind-
hearted	and	welcoming	pastor	David	Low,	president	of	the	Malaysia	EFC.	This	set	a	good	start	for	a	spirit-led	4	days	conference.
Vistana	Hotel	was	the	hub	for	the	event	and	also	accommodation.	It	is	situated	near	Kuala	Lumpur	city	centre,	and	Petronas	Twin	
Towers	were	in	the	view	from	our	hotel.	We	were	surrounded	by	ordinary	people	in	the	neighbourhood,	making	a	living	in	car	repair,	
parking,	opening	small	restaurants	and	kiosks.	So,	we	were	blessed	with	little	distractions	from	around.
Kevin	Kompelien,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	EFC,	joined	us	with	his	wife	Rebecca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conference.	Kevin	gave	
his	vision	in	the	Word,	spreading	the	Gospel,	Abiding	in	Jesus,	effecting	Missions,	reaching	out	to	the	Community,	and	guarding	
Unity	of	the	church.	The	goals	of	the	America	EFC	are	to	multiply	disciple-makers,	extend	gospel	ministries,	and	to	strengthen,	
revitalise	and	plant	churches.
Japan,	Philippines,	China	–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EFC	presented	their	country	report.	Reverend	Kenneth	Law	
reported	the	broader	concern	in	Hong	Kong	that	the	number	of	youth	worshippers	as	well	as	second	generation	Christian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dropping	since	2009.		According	to	recent	surveys,	the	drop	in	younger	worshippers	is	also	being	experienced	
in	America	and	Singapore.		
Plenary	talks	by	invited	speakers	took	centre	stage	each	day.	Reverend	Jayson	Tam	explained	in	his	talk	‘Father	the	Fatherless	
Generation’	that	the	internet,	pop	culture	and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and	Pansexual	(LGBTQP)	movements	
are	 fuelling	distractions	 and	distorting	 the	 truth	 amongst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Furthermore,	 the	 LGBTQP	movements	 are	
affecting	all	sections	of	society,	infiltrating	into	our	culture,	classroom,	courtroom	and	the	church.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these	social	movements	or	changes,	Jayson	reminded	us	how	our	church	must	continually	be	opened	
to	reform	while	safe-guarding	the	truth	and	maintaining	doctrinal	purity	(‘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	My	personal	taking	
for	this	is	to	dress	up	the	everlasting	biblical	truth	in	contemporary	attire,	which	is	understandable	and	acceptable	by	our	target	
audience.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	Jayson	has	dyed	hair	green	to	preach!		
Pastor	Daniel	Ho	equipped	us	with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ough	anxious	
by	their	natur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ike	to	have	a	vision	of	hope,	and	us	to	role	model	our	faith	for	them.	Beside	Jayson	and	
Daniel’s	talks,	I	had	the	added	bonus	of	attending	a	workshop	led	by	Kevin	and	Rebecca	about	‘Discipling	the	post-modern	
youths’.		Daniel	also	gave	us	encouragement	on	how	to	renew	ourselves	as	good	leaders,	and	raising	the	next	generations	of	
leaders	for	Christ	Jesus.	Reverend	Dr	Ariel	Jornales	‘Undressed	the	sexualised	culture’	around	us	during	my	second	workshop.		
International	Night	Banquet	took	place	in	the	third	evening,	and	celebrated	the	diversity	of	God’s	kingdom.	It	was	by	God’s	
desire	that	I	was	sitting	next	to	Ariel	and	his	wife	Grace,	and	hearing	about	his	ministry	to	the	poor	and	educating	children	in	the	
Philippines.	Grace	also	introduced	us	to	the	Malong,	a	multi-purposeful	garment	originated	from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evening	came	from	reverend	Edmund	Chan	about	appraising	our	spiritual	maturity,	how	we	the	individual,	and	
that	of	our	church	congregation,	can	emulate	Christ	Jesus	by	understanding	and	embodying	the	Bible	into	our	personal	lifestyle.	
To	summarise	my	personal	take	home	message	from	the	conference:
1.	Have	a	better	knowledge	of	the	Asia	EFC.
2.	Appreciate	the	wider	church	issues	at	stake	for	His	kingdom.
3.	Continue	to	pray	to	God	for	my	renewal	and	spiritual	training.
4.	Inspired	by	other	leaders	who	have	been	empowered	by	God	in	their	ministries.
I	shall	look	forward	to	the	EFCC	130th	anniversary	in	2018,	and	that	of	the	EFC	Youth	Conference	in	2019.

主題

Peter	Wong		(Elder,	Discovery	Ba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urch)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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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2017亞洲播道大會
（All Asia EFC）之福音大門

(“OPENING	THE	EVANGELICAL	DOORS	OF	ALL	ASIA	EFC	CONFERENCE	2017”中譯版)

	 日本播道會總幹事在國家匯報中指出：每個地方
教會都是自主的，同時每個地方教會都分享他們共同
的信仰，就是敬拜同一位上帝。正是這個敬拜同一上
帝的精神，聖靈將來自日本、台灣、菲律賓、香港、
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和美國的弟兄
姊妹帶到這個美好的場景中。抵達位於馬來西亞蒂蒂
旺沙（Titiwangsa）的	Vistana	酒店後，林美珍傳道向我介紹馬來西亞播道會會長，
就是溫柔友善的David	Low牧師，為這聖靈主導的四天會議揭開了美好序幕。
	 Vistana酒店是整個活動和住宿的樞紐，坐落於吉隆坡市中心附近，從酒店可望
見馬來西亞雙子塔。鄰近圍繞我們的都是平民百姓，以經營汽車維修、停車場、小
餐館和售賣亭為生，讓我們可以不分心地領受祝福。
	 美國播道會主席Kevin	Kompelien和他的妻子Rebecca也跟我們一起參加這個會
議。Kevin宣講了他在神說話中的異象，就是傳揚福音、住在耶穌裏、落實差傳大使
命、向社區伸展，並守護教會的合一。美國播道會的目標包括繁衍門徒、擴大福音
事工，和加強、振興並培植堂會。
	 日本、菲律賓、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播道會代表都作了國家匯報。
羅錫堅牧師報告香港廣泛的關注：自2009年以來年青敬拜者和第二代信徒的人數大
幅下降。根據最近的調查，美國和新加坡同樣發現年青敬拜人數的跌幅。
	 特約講員的演說是每天會議的焦點。在他「作沒有父親一代的父親」（Father	
the	 fatherless	 generation）的演說中，譚子舜牧師解釋到互聯網、流行文化，和性
取向運動（LGBTQP	 movement）令年輕一代分心及扭曲真相。還有，性取向運動
正在影響社會各個層面，滲透到我們的文化、課室、法庭和教會。
	 為要跟上這些社會運動變化，譚牧師提醒我們，教會如何在必須不斷開放改革
的同時，保衛真理和維護教義的純潔性（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	教會要不斷
改革）。我個人對此的理解是，讓聖經永恆的真理，穿上目標受眾明白和接受的當
代服飾。譚牧師更染了綠色頭髮講道來迎合年輕的一代！
	 Daniel	 Ho博士裝備我們明白更多有關年輕一代的特性。雖然年輕一代對自己的
本性感到焦慮，卻喜歡有盼望的憧憬，以及看見我們成為他們在信仰上的模範。除
了譚牧師及Daniel的演講外，我還有機會參加由Kevin牧師和師母Rebecca主講的「
門訓後現代青年」（Discipling	 the	 post-modern	 youths）工作坊。Daniel還鼓勵我
們如何更新自己成為優秀的領袖，並且為耶穌基督培養下一代的領導者。在我的第
二個工作坊上，Ariel	Jornales牧師博士向我們「揭示當今性文化」（Undressed	the	

主題

王思齊長老	(愉景灣國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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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ized	culture）。
	 國際夜宴在大會第三天晚上舉行，慶祝上帝國度之多元化。出於上帝之意
願，我坐在Ariel及他的妻子Grace旁，聆聽他向菲律賓窮人和教育當地孩子的事
工。Grace還向我們介紹源自菲律賓南部的多用途民族服飾馬龍（Malong）。當
晚的亮點之一是曾金發牧師評估我們的靈性成熟度，我們如何在個人和教會會眾層
面，透過將聖經內化和體現於我們的生活方式中，仿效基督耶穌。
	 總結我從這大會中學到的信息：
	 1.	更好地了解亞洲播道會。
	 2.	意識到神國中廣泛教會的迫切問題。
	 3.	繼續為我的復興和靈性培育向上帝祈禱。
	 4.	啟發於從上帝得力為祂作工的眾領袖。
	 我期待着2018年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成立130周年之慶典，以及2019年亞洲播道
會青年大會。 播

勇 於 挑 戰 年 青 人 的 事 奉 者 陳志軒	(恩福堂)

	 今年亞播會的主題為Bridging	the	Generational	
Gap。對我而言，這是個很有意思的主題，一方
面，我是正在學習牧養下一代的事奉者；同時，九
十後的我也是很多牧者眼中的下一代。懷着戰兢心
情跟不同的牧者分享交流，並一同在信息、工作坊
中學習，這體會，十分難忘。
	 我想，這次AAC叫我最深刻的，不單是信息、工作坊的內容，更多的得着是跟
來自不同背景、國家的牧者、弟兄姐妹分享和交流。
	 記得在第一天，有機會認識一位來自新加坡的青年人，他是一位服侍青少年的
社工，正考慮會否全職事奉。我們分享自己對工作、事奉的想法，並一起為生命禱
告，這對我來說，很受鼓勵！
	 在亞播會的最後一天，有機會跟一班年紀相近的青年事奉者同桌午膳，一同
分享在不同文化底下的生活，分享對教會團契的感受，分享各自的見證……這些點
滴，叫人難忘並珍惜！
	 在這幾天，有機會遇見很多很有心的牧者，在聊天的過程中，看見他們生命裏
流露出一種為主服侍，義無反顧的決心，他們有的是剛開始成為牧者，有的已服事
超過30年，有的更預備退休，要往更遠的工場繼續宣教。他們的生命，的確有種感
染力，鼓勵我繼續服事！
	 這次馬來西亞之旅，的確叫我生命被挑戰。被挑戰成為一個「勇於挑戰年青人
的事奉者」，學習鼓勵年青人投入、委身；同時被挑戰成為一個「在主面前降服的
青年人」，不單委身在信仰活動，更是讓主掌管生命，領我走前面未知的路！
	 神的國，真的很大！能夠在其中一個角落參與回應，着實是恩典！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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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 播 道 會 會 議 分 享

	 今年亞播會議的主題是bridging	the	generation	gap。以下是參加今次會議的感
受與得着。
	 會議第三晚，大會舉辦五個亞洲地區國際夜宴(International	 Dinner)，當中曾金發
牧師分享信息，主要是：一、屬靈驕傲的危險。二、錯誤焦點。三、禱告的功夫。
	 首先是屬靈驕傲：曾牧師提醒大家要非常小心，因為它不易察覺，但極之危
險。(沒有甚麼比遠離上帝更危險。更糟糕的是，它不易察覺。）牧師勉勵大家，要
時時檢視自己。
	 第二是錯誤焦點：其一是將焦點放在Programme(of	discipleship)，而不是	Product	
(of	discipleship)	。其二是將焦點放在	Methodology	而不是	Messiah。其三是將焦點
放在Operation，而不是在	Obedience。有參與IDMC的讀者應該對此不感陌生。
	 最後，牧師勉勵大家，改變人心的工作，往往是聖靈而不是人，所以禱告的功
夫不可少。
後記：
	 在馬來西亞幾天，發現迫害其實離我們不遠。香港真的是一個福地。
	 2017年初，一位名叫Raymond	 Koh	 的牧師被人有組織地擄走，至今下落不明。
事緣他一直有向馬來西亞人傳福音，但根據當地法律，向馬來西亞人傳福音是非法
的。這名牧師一直有感動向馬來西亞人傳福音，於是多年前，為了不牽連教會，就
跟教會斷絕關係，作地下傳福音。似乎他的福音工作運作不錯，所以當地組織就在
公路上有計劃地將他擄走。
	 另一個經歷，是與一個阿富汗家庭團契有關。原來這個家庭在中東被極端組織
迫害，於是逃難到馬來西亞，受當地一間教會接待。他們來到馬來西亞重新開始，
沒有離開上帝。能認識他們是因為Home-stay	family	connection的緣故。
	 我要感恩，是我能生於this	 place	 at	 a	 particular	 moment，能夠自由地敬拜上
帝。

主題

梁彥灝	(港福堂)

播道會迦南道真堂  誠聘行政同工
行政助理
大專或以上程度，不少於三年的行政工作經驗。負
責統籌及管理教會日常運作事務及活動，包括：人
事、行政、文書、會計、維修等。熟悉電腦文書及
常用軟件。週六日當值。

幹事
中五或以上，有工作經驗。具事奉心志，團隊精
神。懂電腦文書。負責處理辦公室事務；支援活
動、場地安排及接待聯絡工作。週六日當值。

有意者請連同個人履歷、應徵信，並註明「申請職位」寄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5樓，播道
會迦南道真堂主任牧師收;	或電郵yysiu827@gmail.com，合則約見。(資料保密，只作招聘用途。)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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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神 萬 事 非 偶 然

	 「在神萬事非偶然，都是祂計劃萬有。」這句歌詞（詩歌：我知誰掌管前途）
正正刻劃出我今次能夠參與亞播領袖會議的真實感受和體驗。
	 感謝神，帶領我參與是此會議，再次引證上帝是行奇事的神。
	 感恩，得到澳門使命團戴民牧師的推薦，可以跟吳偉強牧師和董彩萍姑娘代表
澳門出席是次的會議。我說上帝是行奇事的神，因為我本身在香港堂會沒有擔上任
何實體的事奉崗位，在澳門宣教工場也只是一名義工，但奇妙的神卻巧妙地帶領我
參與此盛會，大大開闊了我屬靈的目光和眼界。
	 亞播會的焦點之一相信是國際夜宴(International	Night	Dinner)，在這個來自各區播
道領袖（美國、馬來西亞、日本、印度、新加坡、菲律賓、香港、澳門、台灣）的
晚宴上，每個地區代表都會表演一個屬於自己文化的節目。中國區便以《多咀街劇
場》的形式表達中國香港的文化，內容是透過不同場景（包括中國、香港、澳門、
台灣、法國）的小品實況故事，簡單魔術道具的穿插，加上「甜蜜蜜」的現場音樂
配奏，拼湊出我們生活像是「啊……在夢裏」，而且人生更是無比的HOPELESS。
尾段由魔術師將所有的不滿和絕望，透過耶穌基督的大愛和救恩，轉化成滿有盼望
的人生。最後更合唱「我知誰掌管前途」來謝幕。
	 感謝總會林姑娘的邀請和信任，讓我可以擔任此《多咀街劇場》的導演(其實也
是我第一次擔任劇場導演)，起初心裏也擔心，畢竟我們只得短短幾次排練的時間，
而且演出人數眾多。感恩神藉着詩歌提醒我「……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交託
主」，只要自己盡忠擺上便可。
	 在排練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33位成員，包括宣教士、資深牧者和兄姊們，表
現出「同心便事成」的精神，更從內心滲
透出的喜樂和歡愉，他們豁出去的盡情演
出和七情上面的演技，令人讚歎。
	 感謝主，讓我當上小導演，可以學
習從導演角度，把不同的人的背景、年
齡、場景拼在一起，產生微妙的果效。晚
宴結束後，回想這四天所經歷和感受的，
我滿心歡喜，不禁大聲稱頌我們的神，因
為我們這位幕後的超級大導演，祂正正
把不同地區的播道會領袖們拼在一起，
讓他們一起同心敬拜、讚美、分享和禱
告，像是一場要上帝得着榮耀的精彩舞台
劇。Hallelujah！讚美行奇事的神。Let’s	
be	faithful！

主題

黃智輝	(天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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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心靈土壤—銳意門訓2017
	 由播道會總會主辦的「銳意門訓」2017於本
年十月十三至十四日，假本會恩福堂舉行，來自
播道會及友會堂會及機構，共約1800位參加者出
席。場外設有書攤，只售賣曾金發牧師有關門訓
的著作，參加者當然在休息時間把握機會選購。
	 兩天的會議，共有五個講座，由新加坡聖約
播道會領袖導師曾金發牧師及師母擔任講員，同
樣由去年的譚偉康牧師及梁成裕傳道負責翻譯。
	 不得不讚的是今年很多參加者提早到場註
冊，讓第一天的入場人潮分散，致使1800人可以
順利準時入場。
	 十三日早上第一講：曾金發牧師分享「培
育與神的親密」；下午第二講：曾金發牧師分
享「毒害人的靈性格」；第三講：曾麥翠蓮師母
分享「培育靈命成長的八個障礙」；十四日下午
第四講：曾麥翠蓮師母分享「靈命塑造的五個關
鍵過程」；最後第五講：曾金發牧師分享「安息
神學」。當中特設一節「反思及分享」時段，將
參加者分組，有分享及禱告。此外，每堂講座之
後，也預留時間，讓參加者與鄰近的弟兄姊妹幾
個人一組一同禱告。另十四日早上有兩個分別為
弟兄及姊妹的工作坊，男性工作坊由恩福堂李敏
聰傳道分享「弟兄們！你的靈程同路人？！」，
女性工作坊則由曾麥翠蓮師母分享「被導引的人
生」，工作坊前的詩歌敬拜各有特色，全男班的
工作坊，弟兄們聲音雄壯，好像要一同上戰場的
氣勢；姊妹們的歌聲則溫柔婉約，清澈聲音縈繞
整個會場。正如門訓手冊所強調，講座並不是一
個有關靈性的密集課程，或意圖在數小時內作全
方位的論述，亦不是以支節為重點。而是挑啟思
考、提供視野，及推動耕耘內在生命。所以講座
完結其實才是開始，開展我們的心靈土壤耕耘行
動！

孫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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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你笑過，我見你哭過，但我沒有見你放棄過！」
	 這是我最近參加歷奇活動聽到的一句話。
	 從安舒區走到受壓區，再將壓力變為動力，最後轉化為成長經驗，這是歷奇活
動設計的目標，也是我們生命成長的一種歷程。
	 人生如是，信仰也如是，畢竟，信仰原是一場冒險歷奇！
	 1987年，神讓我進到播道神學院接受裝備，讓我成為播道大家庭的一份子，從
一個少不更事的小伙子，學習作一個在教會承擔帶領的牧者，播道會讓我體會到，
整個宗派重視真理和聖經的教導，對牧者傳道十分信任和尊重。我在播道會事奉了
26年，我見證了播道會是一個有恩典有真理的群體，重視主日學，重視講壇牧養，
重視肢體間的情誼，重視人與人的關係，重視堂會與堂會間的相連，重視福音工作
的拓展，重視…
	 播道會讓我接受生命裝備，在真理和愛的接納中成長，塑造我成為一個門徒，
一位牧者，可以裝備其他人也成為門徒。
	 時光荏苒，轉眼四份一個世紀，我事奉主要在青少群體，從開拓佈道，到初信
栽培，進而牧養培育，然後門徒訓練，理論簡單，但過程漫長而充滿變化，可以用
歷奇來形容，當中充滿高低起跌，歡笑眼淚！外表吸引，有恩賜、有能力的人，未
必可以成為接棒人；相反，其貌不揚，表現平穩之輩，卻能傳承使命，拓展神國。
這讓我明白：神按自己心意揀選人，不按人的看法和標準，因為人看人看外表，神
看人卻看內心。要履行福音使命，訓練門徒，我認為有三方面需要留意：
	 1.佈道工作要有力和有效，門訓的關鍵是人，沒有大量的初信者，很難找到更
多合適的信徒，持之以恆進行訓練，培訓了第一代，要讓他們門訓第二代，第二代
培育第三代，如此類推，給果沒有大量佈道果子，很難將福音工作，建立門徒使命
延續下去。
	 2.牧養要到位，深入認識每個人的特性，真理就是真理，但每個人對真理的反
應卻不一樣，牽涉到人的成長背景，性格氣質，能力經驗，責任心，受教心等等。
要認識群羊，了解他們的需要，因勢利導，循循善誘，釋人之苦，發人之力，按各
人需要而釐定牧養步伐和重點，這實在要花大量精神時間於日常生活接觸和埋身牧
養，而不是單單課堂教授和遠距離口述言傳。
	 3.門徒訓練就是訓練，不是遊戲，不是口號，而是生命的歷奇，是徹底的改
變，是捨命的跟隨，是無條件的順服，是一個又一個的犧牲和擺上。從安舒區走到
受壓區，再去到成長區，no	 pain	 no	 gain，要成長就要付代價、時間、心力、決心，
缺一不可，訓練門徒不是假大空，信徒要付出，牧者更要付出，身先士卒，以身作
則。
	 播道會宗旨於播揚真理，道育信徒，由宣教士來到中國，傳福音，訓練門
徒，130年，沒有停下來，也不會停下來。未來的路，預計不易走，讓我們抓緊機
遇，履行使命，訓練門徒。
	 在歷奇活動中，我很喜歡這句說話：「犧牲自己的享受，享受自己的犧牲」。

許亞光(播道書院道真堂牧師)歷奇

距離130周年慶典（11/2018）還有1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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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認知障礙—健體動腦齊實踐」計劃          
美孚長者中心

	 一個貼心的服務，往往都始於細心的觀察及一顆熱誠的真心。
	 數年前，中心同事察覺到愈來愈多長者出現善忘、短暫記憶力衰退等現象，可
能由於長者的情況未算嚴重，他們都被診斷為情況正常，即使中心懷疑他們很有可
能最終會患上認知障礙症，亦未能透過一般醫療體系協助他們。再過一至兩年，這
批長者大部份都被確診患上認知障礙症，他們的自理能力大不如前，對長者自身及
護老者都帶來很大的衝擊。
	 為幫助健康長者及早預防認知障礙並幫助早期患者延緩病情，中心於2015年向
「健康護理及促進計劃」申請資助，於2015年5月至2017年10月期間，舉辦「預防
認知障礙—健體動腦齊實踐」計劃。以兩個經實證有效的非藥物介入手法	(揉合音樂
元素之認知訓練和建立「綜合認知活動及運動」生活習慣	)為藍本，並配合建立社交
支援網絡等元素，以延緩輕度認知障礙患者的認知功能衰退，並協助一般長者預防
患上認知障礙症。	
	 整個計劃有154人參加，接近6,000活動人次，超過7成計劃參加者認知評估評
分有所改善，另有接近80%的「健體動腦齊實踐」獎勵計劃參加者成功建立恆常有
規律的「綜合認知活動及運動」生活習慣達6個月或以上，成績令人鼓舞！此外，計
劃亦透過公眾教育、推廣活動及舉行心意咭創作比賽等等，提升社區人士對認知障
礙症的認識和關注，及早察覺病徵及進行預防。	
	 中心於本年10月21日舉行了計劃經驗分享會暨頒獎禮，荷蒙社會福利署深水埗
區福利專員鄒鳳梅女士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應用專業教授–老年學暨活
齡學院專業顧問錢黃碧君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在典禮上，喜見不少參加者分享本計
劃令他們「腦筋靈活咗」、「記性好咗」。其中主禮嘉賓錢黃碧君教授與參加者分
享以下預防認知障礙的秘訣：
	 活到老，學到老；老友老伴不可少，多動腦，無煩惱；天天運動，不會老
	 深海魚，欖橄油，蔬果豆穀來顧腦，保護頭，控體重，血壓血糖控制好
	 不抽煙，不抑鬱，年老認知不會失
	 中心的同事致力貼心、細心地服侍社區，希望中心成為能讓基督大愛在社區
中流通的管子。鼓勵大家繼續以禱告、捐款及參與中心義工服務支持中心的服務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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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書院新綜合教育大樓第一期 
何永業(播道書院校監)

	 我曾經透過第312期的播道月報向大家報告過，播道書院計劃中的新綜合教育大
樓最多可分作四期興建，第一期需斥資二億四千七百萬元，會完成興建整個新大樓
的建築外殼。第一期內有一個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中
心，以推動創意科技教育，還有一個多媒體製作教育中心、一個綜合學習中心、七
個課室、五個導修室、一個室內停車場，和其他相關設施。
	 為甚麼我們會把面積大概有355平方米的STEM中心放在第一期呢？
	 我們留意到有幾位中小學生對科研很有興趣，他們常常自主設計產品，動機只
是為了改善身邊的人的生活，最後卻無意中獲得很多公開比賽的獎項。
	 有一位小學男生，見外公年紀漸老，行動不太方便，需要倚賴拐杖，但是視覺
退化，夜間起床的時候經常找不到拐杖，這位小學男生本着對公公的愛，就發揮自
己有限的科技知識，為公公設計了一支智能拐杖。智能拐杖有一個聽到拍掌聲就能
自動開着的閃燈，以便公公隨時在夜間找到拐杖；有一個向前方照射的燈，以便在
夜間照着路面；有一個發熱器，令公公在冬天抓着拐杖的時候手會覺得溫暖；有一
個太陽能發電板連接電池，可為電子設備充電；亦有一個類似平安鐘的緊急召喚協
助的設施……
	 他只是一位小學生，但是卻主動去學習科技知識，並且運用知識去發明新產
品，目的不是為了獲獎而是為了幫助身邊的人。
	 我們留意到這些學生很需要一個較大的空間和一些專業的工具（例如鐳射切割
器、大型3D印表機等）去協助製作產品。現時，熱心的老師會聯絡大學商量借出
這類設備，惟此舉很不方便，亦拖慢了同學的工作進度，這解釋了為何學校要把
STEM中心放在第一期，因為我們要盡快為這一班既有愛心又對科研懷有濃厚興趣
的學生提供一個可以讓他們繼續追尋夢想的地方，為他們提供更先進及更全面的工
具和儀器，為他們搭建一個可以互相刺激創意的平台。
	 他們今天年紀還小，但若果朝着這個方向繼續學習、繼續發揮創意，說不定他
們當中有些人將來的成就比得上蘋果公司的史提芬喬布斯！播道書院有責任亦樂意
為這一類學生提供發揮創意的土壤，不辜負上帝賜給他們的恩賜！
	 第一期內亦有一個面積大概有200平方米的多媒體製作教育中心，這設施不是隨
意而生的。
	 播道書院有一個由職員帶領，由畢業生及學生組成的多媒體製作隊，負責在不
同的活動中（例如典禮及運動會等）拍攝及錄影，之後編輯製作影片並放上學校的
網頁供學生、家長及教職員欣賞回味。他們的製作水平頗高，甚得稱許，算是播道
書院其中一個亮點。
	 帶領多媒體製作隊的職員對學生很有要求，技術能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品
格培養，要求他們準時、精益求精、團體至上、願意承擔……訓練了一批品格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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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兼備的學生，有人畢業之後選擇到大學繼續進修媒體創作，甚至有人已經加入主
流傳媒行列用專業知識服務社會。
	 我最近又聯絡了一位電視台的退休導演，他看過同學的作品之後，表示欣賞，
願意把自己過去幾十年的專業編劇和導演知識傳授給同學，進一步提升他們的多媒
體製作能力。
	 既然多媒體製作隊已經上了軌道，播道書院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培養人材，所以
樂意在第一期內提供所需拍攝及剪輯空間。
	 與STEM中心和多媒體製作教育中心同處一層的還有一間面積大概有104平方米
的視覺藝術室。
	 播道書院擁有幾位酷愛藝術及追求專業的視覺藝術科教員，培養了很多喜歡藝
術的同學，出色的作品甚多，為着進一步促進同學了解和參與藝術創作，學校決定
加設這個空間。此空間與STEM中心和多媒體製作教育中心比隣，還可以起到互相
刺激促進的作用，STEM	加上A（藝術Arts)，併合成STEAM中心！
	 播道書院亦會在第一期內加設一個面積大概有447平方米的綜合學習中心，為老
師和同學提供一個安靜舒適、可以無拘無束彼此交流學習的空間，在課室之外有另
一處能容許同學逗留、溝通、思考的安樂窩。
	 播道書院以學生為本，投放的資源都是為提升教與學、模做學生的品格，以致
他們將來畢業踏出至善街7號校門之後，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榮耀我主。
	 將來若果有機會，我再向大家介紹新綜合教育大樓其他期數的空間和設施，讓
大家繼續支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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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兒童之家 Evangel Children’s Home

	 研討會於2017年10月27日順利舉行。當日出席人數越150
人，其中有七成來自院護業界，大家對青年人的需要和面對的
焦慮，同樣關注。
	 會上公佈無家青年研究報告結果，從10個範圍，包
括：(1)職業發展、(2)面對將來、(3)個人成長經歷、(4)生活
困難、(5)個人需要、(6)家庭影響、(7)學校影響、(8)友儕關
係、(9)家舍角色、(10)社會服務支援，分析受訪者對未來發展
的盼望。	並得到不同界別嘉賓講者，分享從社會協同效應、政府資源分配、缺乏資源如何突
圍而出、以致如何與無家青年同行作生命導師，多角度分析及了解這群青年的需要。青年事
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先生，在分享時承認，擔任委員會主席崗位所能做的事情不多，期望
新任特首能推出新政策更關注這群「非主流青年」的問題。另一位講者，播道會同福堂堂主
任–何志滌牧師，鼓勵如何以上帝的愛與無家者同行。可見青年人面對成長及家庭的困難，
造成身心障礙，加上缺乏家庭在經濟及精神上的支援，所背負擔子比其他人更多，帶來的焦
慮和恐懼讓我們更加提升對他們的關心。
	 活動進行同時，青年人在另一邊廂接受傳媒訪問，真誠剖
開	沒法在家裡居住，對生活感到徬徨、無助、焦慮、恐懼，有
幸在離開兒童之家後得到有心業主以廉價租金租住單位，舒緩
經濟壓力，暫時渡過艱難階段。
	 本院拓展「第二人生助跑計劃」項目包括「青年家舍外展
計劃」、「生涯規劃，就業及實習計劃」、「職場師友」、及
「生命師傅」計劃、「獎助學金」及「專業培訓基金」資助，
扶助青年人過渡升學、居住和就業的困局，增強向上流的空間，開展他們的第二人生。
	 我們深信這群青年是青春、有魄力，在上帝眼中是寶貴的。盼望教會信徒領袖和青少年
牧者，同領異象共擔使命，與他們同行，扶助他們一把成為社會棟樑。

										
																																												
				

																																																													

「大合照」左起：陳碧凌小姐(突破機構高級研究幹事)，張仲明牧師(播兒顧問院牧)，梁柏堅先生(突破
機構事工發展總監)，盧錦華太平紳士(播兒董事)，黃華舜先生(播兒董事會主席)，劉鳴煒先生(青年事
務委會員主席)，何志滌牧師(播道會同福堂堂主任)，陳明恩小姐(第二人生助跑計劃大使)，羅美珍女士
(播兒院長)，周永恒先生(播兒董事)，葉國偉先生(播兒副院長)

「無家青年18歲的困局」研討會–
支撐搖晃的棟樑                                          

加入助跑行列：
．提供社區居所
．提供實習和就業  
．參與「生命師傅」計劃
．捐款資助培育無家青年
．捐贈「獎助學金」和
  「專業培訓基金」



播道同工知多少

開心的事
	 看到肢體由開始事奉時是比較被
動、害怕承擔和擔心犯錯，但之後，看
到他們的成長，主動的事奉，積極的參
與，願意的付出，各按其職為教會、團
契擺上，踏出一步接受三福、組長等訓
練，甚至全時間讀神學，看到神在他們
身上動工，為他們感恩。

遺憾的事
	 曾在一次主日禱告會中，特別的點
名為肢體的女兒懷孕禱告。但過了一兩
天，收到消息胎裏的寶寶沒心跳，需要
終止懷孕，進行人工流產，心中感覺到
遺憾、悲痛，覺得為胎兒禱告之後就沒
了，並且與肢體經歷傷心、難過和痛
楚。

播道情
								播道會是一個願意互相扶持、資源共
享、彼此分擔的宗派。因為看到星期二
的同工祈禱會同工之間的分享和鼓勵，
與及來自不同堂會和單位的同工對年議
會的支持，看到對宗派的歸屬感，感到
並不孤單，因在天路有很多同行者。

支持系統
	 堂會之間的同工們，因為有不同性
格、背景、恩賜的同工，可以用不同角
度、層面和向導多方面去看人和事，所
以當面對困難和低潮時，有一群同工一
同經歷、一同分擔，成為了重要的支持
系統。另外更重要的是太太，因她也是
傳道人，能敞開的跟她分享心中感受和

看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統。

未來計劃
	 以建立肢體的靈命為先，並各按其
職，發揮各人的恩賜，建立教會（弗四
12），而可以作小組組長的，培養成為
「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二2），
在不同地點建立查經小組，與及希望日
後成為教會，廣傳福音。

事奉感受
	 事奉中經歷到關係的重要，正如在
教會中常聽到︰Dr.	 Howard	 Hendricks
說了一句至今仍難忘的說話:The	first	word	
and	 the	 last	word	 in	ministry	 is	 relationship	
(關係是事奉中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
關鍵）。作為事奉神的，需要跟神建立
親密關係，因為神不是看我們做了甚麼
（doing），而是看我們的生命（being）
。另一方面，是與人的關係。個人認為
隊工比恩賜重要，因為一個人恩賜如何
多，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時，但能與人
同工的，能明白到事奉中並不孤單、感
到被尊重，與及產生歸屬感，以致各人
可以發揮的恩賜，產生協同效應，享受
事奉中與人彼此配搭的喜樂，與及經歷
到與神同工的滿足，所以跟神和人的關
係也是相當重要。

陳國邦牧師（恩福堂）
在播道會事奉的日子：約6年
（曾在學園傳道會服侍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