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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沐恩堂 2018 年 12 月家訊 
沙田禾輋邨協欣街‧禾輋信義學校內 電話：2681 1800 傳真：2691 1824  

電郵：aglchk@yahoo.com.hk       網址：http://aglc.elchk.org.hk 

教牧團隊：張自重牧師（堂主任）、周于琴教師（傳道同工）；幹事同工：鄧展鵬弟兄 

 

沐恩堂核心價值： 

按禮儀傳統進行崇拜； 

堅持聖道為本； 

實踐福音使命； 

活出愛上帝愛人的生命。 

2018 年我們要一起… 

豐富靈命，  
經歷生命更新復興。  

 

 

 

 

 

 

 

 

 

 

 

屬於                     周于琴教師 

  有一天，我在一間細小的餐室食早餐。在不遠處有一群顧客準備
結賬離開，卻不知怎的擾嚷起來。原來其中一位女士發現自己丟失
了一隻耳環。由於她確定在吃早餐時仍摸到該耳環，想必是在這兒
丟掉了。於是，大夥人便在桌子附近尋找，餐室的職員更把桌子推
開，又拿電筒作出仔細搜索。坐在一旁的我，覺得這情境頗為特別。
特別，一來是難得餐室職員竟會為一個顧客細心地去尋找一隻小小
的耳環；二來則是那位失主一直不肯離去，對於要找回那隻耳環的
執着、或一份堅持、又或是一份依依，似乎驅使着大家為她努力去
尋找。餐室職員的行動、失主執意要尋回，使我不其然想起路加福
音中，耶穌說的比喻中那個失錢的婦人，她也是為了尋回那失落了
的一塊錢，於是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地找。是甚麼驅使婦人這
樣不惜工本地尋找？是因為一塊錢重要？還是因為這丟失了的一塊
錢，本來是屬於她？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穌一連說了 3 個比喻，是失羊、失錢和浪
子回頭。把這三個比喻作為一個整體去看，讓人非常感動。在失羊
和失錢的比喻中，我們可以確知的，是羊主和錢主會去尋找。雖不

崇拜 

愛上帝愛人 
 

實踐福音 

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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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知為一隻羊而撇下九十九隻於曠野、或為一塊錢花如此大之功
夫是否常態，但耶穌透過比喻，告訴了聽眾，有如失羊和失了的錢
之罪人，上帝真的會付上代價去尋找。在上帝心中，定意要尋回那
些本是屬於祂的生命。然而，縱然上帝會去尋找，人也得願意回到
上帝的身邊才行，不然也只會如浪子一樣，要離開父的身邊，走得
遠遠的。浪子比喻中，人到絕境，愛的存在使人看得到出路。小兒
子懷着戰戰兢兢、自覺不配的心情回到父家那裡。他求的，是一條
生路，遇到的，卻是愛的懷抱。父一直在愛小兒子，他心中期盼、
無聲呼喚，等待小兒子有天願意回到家裏，分享這份愛。「父親，你
為何還在等這孩子？」，「因這兒子本是我的」。若果父親已不在，若
果父愛已不見，就沒有歸家的路了。 

  堅持去尋找那丟失的耳環，原因不得而知，或許是因為耳環價值
連城，又或許她只是想尋回屬於自己的東西。堅持去尋找失喪的人，
是因為這些人寶貴嗎？到底在上帝心中有多寶貴，以致到耶穌基督
要這樣來到世間尋找、要這樣受苦受死來付代價、要成為那條被人
踏着進天國的道路，要這樣復活來帶希望給那些在黑暗中死蔭裏的
人？是人寶貴？還是因為創造和救贖人類的主上帝看人為寶貴，總
是以愛的角度去看我們，保抱我們？ 

  「尋找‧屬於」…有時我們會不斷尋找一些與我們本不相干的事
情，當追尋到了就認為那些人和事是屬於自己的。然而，值得思考
的，是那些人和事真的是屬於我們的嗎？還是我們只是管家，甚或
只是活在自以為「擁有」的假象中？將臨期了，讓我們安靜回想一
下，那千山萬水來尋找我們的主上帝，並安息在「屬於祂」的平靜
安穩中。 

～此間主有九十九隻，難道還嫌不夠？良牧回答：「那隻迷羊，本來
是我所有」。～ 

 

牧函－年度計劃隨想               張自重牧師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一進入將臨期就提醒我們慶祝救主降
生的日子快到，信徒們故之然為慶祝聖誕而忙碌，而教牧同工和執
事在另一邊廂正為來年教會「事工計劃」大傷腦筋。也許你會說：「唔
使諗咁多啦，年年都差唔多，改改年題，改改項目，財政預算照
COPY，最緊要唔好超支就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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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教牧心想…其實這都是事實，只要稍微改改年題、內容與
預算，年度計劃就「成了！」然而，每次當我打開電腦為耶穌基督
的教會思考未來的發展時，總是帶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期盼在其
中發現上帝賜給我們沐恩堂的旨意和奇妙。而在今年 7、8 月我們一
眾教牧同工和執事領袖已著手討論 2019 年教會事工發展計劃，就我
個人而言，提早預備事工計劃好叫我有多點空間再一次思考「教會」
在社會/社區的功能… 

  教會在社會－簡單而言，教會藉宣講福音施行聖禮發揮見證的
功能，以聖道（可見的道、可聞的道）為信徒帶來生命的改變，滿
足個人心靈的需要、強化信徒間的認同及對教會的歸屬感。同時教
會藉興辦教育及社會服務回應社會需要，「填補」社會的不穩定因
素，間接鞏固社會的運作及秩序。最後，教會也向信徒傳講和平、
公義及關愛等普世價值，使上帝美善的旨意得在地上發生。 

  入世的福音－基督徒藉耶穌基督的救恩得改變和盼望，同時聚
集在一起建立教會，見證基督，將救恩傳給別人，實踐主耶穌基督
吩咐的「大使命」。救恩從來不是「離地」的空中樓閣，是在多變或
敗壞的社會中對人生命直接的回應。正如，耶穌基督在世的日子面
對世人的需要時，不是隨便說一句：「平平安安地回去」就作罷，反
之，祂是用腳走遍各城各鄉，在人群中尋找失喪的人，用口說出教
導、安慰的言語，用手觸摸患病的人，使人的生命得直接幫助。 

  同在的教會－耶穌基督的救恩是吊詭（難以用言語說明）的福
音：祂藉著死亡而得以復活、以有限的生命帶來永生、以無罪來承
擔有罪的。因此，領受救恩的屬靈群體－教會也是「吊詭」的組織，
我們既是「屬天」的群體，也是「活在世上」的組織。將臨期提醒
信徒正活在基督再來的盼望之中，因此，在等待的日子就要在地上
好好生活，繼續遵行大使命，見證基督及關心社會，為世人帶來盼
望。 
  教會要敢於在困難中突破個人和世上的限制，冒險為耶穌基督
行出一步，不計成本為有需要的鄰舍多走一哩路，讓他人因我們的
同行感到基督與他們同在。2019 年誠邀眾肢體一起發揮天父賜給沐
恩堂「關懷」他者的恩賜，從主動「關懷」主內肢體開始，繼而關
懷家人和鄰舍，為沐恩堂能夠成為一所與人「同在」的教會作準備，
以「關懷」社區的家庭作為我們的發展目標。在未來的路程上一起
發現上帝的美善和奇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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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四十三 19） 

1. 12 月 16 日崇拜後有分組祈禱會，誠邀弟兄姊妹留步參加，彼此代
禱分擔。 

2. 12 月 30 日主日崇拜後將舉行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有關資料已
透過電郵轉發給眾肢體，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3. 聖誕活動：12 月 24 日（平安夜）晚上 7: 30-9: 00 於教會地下小禮
堂舉行「靜夜祈禱會」，在平安夜的晚上一起在禱告中靜候恩主降
臨；12 月 25 日早上 10 時 30 分將舉行「聖誕感恩崇拜暨聖洗禮」，
崇拜後將舉行聖誕慶祝會，誠意邀請弟兄姊妹與家人一同參與，
歡渡聖誕節。 

4. 本堂 2018 年 11 月份崇拜出席人數平均為 91 人（成人 59 人、兒
童 7 人、長者崇拜 25 人）；領餐人數平均為 78 人（成人 53 人、
兒童 10 人、外會會友 15 人）。 

 

2018 將臨期靈修文章 
弟兄姊妹可掃瞄 QR Code 閱讀一連四篇《將臨期
靈修文章》，此時此刻，誠邀大家一起準備心靈迎接
基督。 

 

 
肢體消息 

1. 鍾麗珠姊妹、余潔桃姊妹、畢森弟兄、林杏仙姊妹、賴步雲弟兄、

周新喜姊妹、陳二女姊妹、袁杏芬姊妹、梁麗娥姊妹、魏樹光先

生（書如弟兄的兄長），求主醫治身體軟弱的肢體和家人。 

2. 曉冰（黃振昇弟兄太太）已於 11 月 23 日順利誕下女嬰，感謝上

主恩典和弟兄姊妹的代禱。 

3. 本堂李志遠弟兄與潘淑麗姊妹將於 2019 年 1 月 5 日（六）下午 2

時 30 分，假烏溪沙青年新村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締結婚盟。 

4. 記念「孕媽媽」恩蓓，求主保守姊妹的健康和嬰孩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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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禱告‧「任何人」都可以守望任何人 

 為世界禱告－上主，求祢看顧世上所有因戰亂、殺害而受苦的人。

求主安慰死傷者家屬，醫治受傷者，並求主賜下憐憫與平安，讓

受驚嚇及傷痛的心靈得醫治。求主拯救仍在患難中的人得到救助

和保護，世人能夠尋求正義與和平，消除仇恨與殺戮。求主垂憐。 

 為我們的鄰舍禱告－在將臨期的日子，求主教導我們多思念昔日

基督道成肉身的恩典，同時亦吩咐我們期盼祢一天的再來。在這

等待祢再來的日子裡，求祢使我們能夠學習祢的行動，身體力行

進到人群之中，選上了社會最底層的人與祢相遇。今天，我們見

到周遭仍有不少老弱無依的人，他們缺乏社經資源的同時，更不

被人關心接納。上主，求祢叫我們不要漠視他們的須要，激勵我

們甘願聽從祢的吩咐，就是捲起衣袖謙卑地跪在人前，為人送上

關懷與祝福，在服事中共歴主恩。求主垂憐我們。 

 為執事團隊禱告－求主保守眾執事事奉的心志，與主建立親密的

關係，常存活潑的靈。求主堅固教會領袖團隊，長執與牧者有美

好的配搭，共建使人得力的領導團隊，在事奉中不斷學習彼此相

愛，能接納包容彼此的軟弱，用積極建設性的話語來鼓勵彼此建

立。求主垂憐我們。 

 

差傳資訊－台灣原住民福音事工                  林卓叡傳道 

  考考你‧目前台灣原住民共有多少族？（答案在文章最末段） 

  早期宣教士來台宣教時，因著原住民天性的單純、神蹟奇事的

彰顯、宣教士以血淚播種及行誼的感化，當時，幾乎是一個部落、

一個部落的全部歸主。 

  台灣的原住民目前約有卅五餘萬人，大致已居住地的高低大略

可分為高山族與平埔族，後者來台較慢，人數也較少，在清代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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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同化為漢人，世居台灣東部的阿美族人即是典型的平地部族。

根據資料顯示，現今都市原住民的信仰仍以基督教佔最多數，共計

是 72.29%（(基督徒 44.848%，天主教徒 27.18%)；若以族群來分，又

以泰雅族、魯凱族、布農族、鄒族，阿美族信仰基督教者最多，而

雅美族、賽夏族多信仰天主教。 

  但是，隨著台灣經濟的蓬勃發展與社會的變遷，原住民部落中

已有四分之一的青壯年外流至都市，以爭取更多的工作機會；尤其

是阿美族人，因其身份歸屬平地原住民，沒有其他原住民族群享有

政府山地政策的保護，在原鄉謀生更是不易。此外，因著青壯年夫

婦多往都市外移，在部落中最多看到的，就是老人和小孩，教會也

不例外，而這也是原住民教會信徒持續衰退，教會難以增長的原因

之一。也因此，許多原住民教會開始注重老人事工和兒童主日學。 

  同時，許多到都市謀生的原住民同胞，往往因教育上的限制，

大都僅能從事高勞力、高危險性的低階層工作，近年又因開放外勞，

造成謀職更加不易；加上原住民是群聚型的族群，因此對都市封閉

與孤立式的生活形態，有極大的不適感。文化上的差異和部分的自

卑感，更產生調適上的困難，並衍生許多問題，如台灣最高的離婚

率就在原住民當中。許多人在都市的洪流中迷失自己，也忘了過去

在部落中彼此互助共享的特質，更遠離了基督信仰。 

代禱：為台灣原住民福音事工禱告：願上帝的榮耀、權柄、國度再

次大大降臨在原住民當中，帶來另一次屬靈的大復興。為沐恩堂實

踐台灣原住民福音事工禱告：求主在 2019 年為堂會預備原住民孩童

及少年短宣服侍的機會，親自感動肢體關心宣教事工，為上帝收割

莊稼。 

目前台灣原住民有 16 族：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

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

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等 16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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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一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 

 

聚會 \ 週次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平均人數 

主日崇拜 71 65 60 69 --- 66 

兒童果園 9 12 11 12 --- 11 

祈禱會 31 --- --- --- --- 31 

長者崇拜 25 27 24 21 26 25 

長者主日學 3 4 5 4 --- 4 

安得烈團契 16 13 12 12 --- 13 

彼得團契 3 10 12 7 --- 8 

提摩太團契 5 3 3 6 --- 4 

以諾團契 4 --- 3 5 --- 4 

以利亞團契 --- 10 --- --- 20 15 

以斯帖團契 47 46 51 46 --- 48 

閃避盤團契 --- 13 --- 12 --- 13 

家長樂聚 --- --- --- 20 --- 20 

詩班 8 --- 9 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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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二至一九年一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15/12 22/12 29/12 5/1 12/1 19/1 26/1 

安得烈 

小四至六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戶外週 實驗室 
烹飪比賽 

+大食會 
休  會 

專題︰ 

崇拜 
JC 比喻 

崇拜 

延伸 

彼 得 

中一至三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齊上 

望夫石 

聖誕 

聯歡 
時間廊 

志遠 
婚禮 

Cycling 
芳芳 
厨房 

Board 

Game 

提摩太 

大專至 25 

逢星期日 

下午
2:00-4:00 

查 經 

(16/12 日) 

波士 BB 

(23/12 日) 

教友大會 

(30/12 日)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以 諾 

在職青年 

每月聚會 

三次 

查 經 

(16/12 日) 

編排週目 

(23/12 日) 

教友大會 

(30/12 日)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以利亞 
已婚/其他 

每月聚會 

一次 

回顧,前瞻 

(14/12 五) 
--- --- --- 待 定 --- ---- 

 

 

聚會 時間 12/12 19/12 26/12 2/1 9/1 16/1 23/1 

以斯帖 

55 以上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齊禱告 
「大事」 

慶祝 
休 息 

一人 

一故事 

小小 

為甚麼 

詩歌 

分享 

教恩 

的故事 

 

二○一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年一月兒童果園負責人一覽表 

主日 23/12 25/12 30/12 6/1 13/1 20/1 27/1 

主題信息 
耶穌降生 

在馬棚 

博士朝拜 

新生王 

親子 

遊戲日 
博士朝拜 

我們成為 

一家人 

耶穌 

用水變酒 
親子繪本 

主禮 張牧師 梁詩雅 所 

有 

導 

師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待 定 

信息宣講 梁詩雅 梁詩雅 

司琴 張歷言 曾曉芬 

延伸導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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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年一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16/12 23/12 25/12 30/12 6/1 13/1 20/1 

教會年 

將臨期 

第三主日 

(紫) 

將臨期 

第四主日 

(紫) 

聖誕節 

 

(白) 

聖誕後 

第一主日 

(白) 

顯現日 

 

(白) 

顯現後 

第一主日 

(白) 

顯現後 

第二主日 

(白) 

主禮  趙仕傑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何俊威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廖淑卿 

講員 張自重牧師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長崇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 周于琴教師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讀經 黃碧瑤 李思哲 林惠誠 黃鳳玲 蔡志明 黃鳳霞 楊芷茵 

經文 

書24 : 14 - 18 

腓 4:4 - 7 

路 3 : 7 - 18 

彌 5 : 2 - 5 上 

來 10 : 5 – 10 

路 1 : 39 – 45 

(46 – 55) 

賽 52 : 7 – 10 

來 1 : 1 – 12 

約 1 : 1 - 14 

撒上 2 : 

18-20,26 

西 3 : 12 – 17 

路 2 : 41 - 52 

賽 60 : 1 – 6 

弗 3 : 1 – 12 

太 2 : 1 - 12 

賽 43:1-7 

徒 8:14-17 

路 3:15-17、 

21-22 

賽 62:1-5 

林前 12:1-11 

約 2:1-11 

司

琴       

成人 趙沛晴 李恩諾 譚柳華 趙沛陽 李恩諾 王中真 趙沛晴 

輔助 --- 趙沛晴 趙沛陽 ---- --- 趙沛陽 --- 

司獻 
楊芷茵 

冼慧珊 

陳敏嫺 

何達恆 

李慈英 

何芷筠 

吳曉鳳 

趙沛晴 

鄭賦行 

李敏儀 

朱曉揚 

梁詩雅 

譚志雄 

張少芳 

地下招待 林惠誠 梁詩雅 鄭賦行 林志雄 魏書如 冼慧珊 林嘉敏 

六樓接待 吳曉鳳 朱曉揚 --- 楊芷茵 黃佩珍 楊寶蓮 梁笑琼 

詩歌 

42, 頌新 9, 

475, 頌新 

(81, 14) 

87, 頌新(9, 

109), 549, 

頌新 69, 

265,頌新 108 

117, 頌新

(108,69) 

268, 90, 

100, 頌新 

(75,51, 

92,16) 

127, 頌新 

16, 128, 

頌新 19, 

483 

44, 頌新 

(16, 81, 

69), 262, 

頌新 120 

頌新(10, 16), 

憑祢意行, 

頌新(15, 88) 

插花 李      慈     英 黃  鳳  霞 

祈禱會 --- --- --- --- 周于琴教師 --- --- 

呈獻 --- 
廖淑卿 

黃鳳玲 

廖淑卿 

李敏儀 
--- --- 

何俊威 

李慈英 
--- 

崇拜代禱
負責人 

張少芳 黃鳳霞 李志遠 劉幼年 鄭翠瓊 陳敏嫺 李志遠 

司事執事 廖     淑     卿 何     俊     威 

音響小組 李     銘     生 梁     健     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