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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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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團隊 

胡闖明教師、邱苑瑋教師、鄧展鵬幹事 

聖禮牧師 

吳麗卿牧師、方克信牧師

2681 1800 aglchk@yahoo.com.hk aglc.elchk.org.hk 



	

文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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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苑瑋教師 

當你還是十多歲的小伙子，曾期待自己獨立嗎？到你真的出來工作
後，會懷念讀書的無憂嗎？當你退休了，又會回味以前為事業奮鬥的日子

嗎？我很喜歡英文詞「Ageing」，指年歲漸增的一個過程。人一天天老去，

你有甚麼人生的目標？ 

在有限的時間取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我的蒙召經歷？當時我畢業後在一間創新安老服

務的社會企業工作，由全職學生變為全職工作，迫我開始思考工作的意義。

每天 24小時，不計睡覺，工作佔生活大部份時間，我當時不斷問自己：「如

果可以選擇，我最想投放時間在甚麼事情上？」甚麼事情會成為我生活的動

力、發揮生命的光彩？我發現自己最想做的，是與人分享上帝的愛。 

萬物不離死亡 
從事長者工作是啟發我渴望成為傳道人的重要因素。想不到，初出茅廬

的我，竟有機會「飽覽」人生晚年。我會接觸不同身體狀況的長者：健康

至衰弱；社區至院舍，有的剛拿到兩元乘車優惠，有著密密麻麻的日程

表，還有能力照顧孫子，有的已經腦退化到失去自理能力、理解能力。我

從這些長者的生命，看到人一生之久，或有一剎風光、或有細水長流，但

無論如何，最終亦要面對死亡。如果是這樣，人生有何意義？對當時一個

廿多歲的年青人來說，終局是遙遠的，年青人應該著眼前景。但很奇妙，

上帝透過長者的生命讓我思考永恆。 

此刻？ 
在我還在猶豫進入神學院的「最合適時間」，聽到一篇以伯大尼婦人用珍

貴的香膏澆耶穌的講道，講員勸勉我們捉緊時機奉獻最好給上帝。他說婦人

知道耶穌過了節期就會離開那地方，所以捉緊唯一可以奉獻的機會，門徒則



認為反正自己常跟耶穌在一起，何時奉獻都可，門徒時機的考慮其實是價值

的考慮。婦人將最珍貴的東西獻出，令耶穌感到極大安慰，同時進入了上帝

的計劃。他的講道堅立了我的決心，人總要在有限時間取捨，我只需單單對

準上帝，回應心中的感動。於是在工作兩年後，我就進了神學院裝備了。 

以上是我非常簡短的蒙召經歷，踏上蒙福之旅後，又是另一段充滿挑戰

的旅程，日後有機會再分享給大家聽。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 90:12 

 

教牧分享 

)(*(

                      胡闖明教師 

但願神引領，每日路程，不怕山高水深；	

共仰慈悲神，同一信，同一望，天涯團契深深印。	

             --楊蔭瀏《三疊離歌》 

 《三疊離歌》寫於 1933年。當時中國音樂理論家楊瀏蔭被他所屬的中華

聖公會委派至六公會組成的「聯合聖歌委員會」，與其餘三十一名委員共同

編寫《普天頌讚》，作為中國教會第一本跨宗派詩集，預備教會進一步的合

一。詩集於 1936年由上海廣學會出版，而楊瀏蔭於 1933年編寫的《三疊離

歌》便收錄其中。（值得一提，《頌主聖詩》亦把它收錄其中，即第 540 首。） 

 詩歌稱為《三疊離歌》，乃因啟發自中國古曲《陽關三疊》，而該曲則取材

於唐代詩人王維的七言絕詩《送元二使安西》。該詩描寫王維與好友訣別，

當中帶出離鄉別井後再無故人分享憂傷與喜樂，那份分離的愁緒教人感到無

力。 楊瀏蔭編寫《三疊離歌》，亦採用了七言絕詩的風格，即以四句、每句

七字的形式描繪好友分離的傷感。不過作為詩歌，楊瀏蔭刻意在副歌部份帶

出信仰而來的兩種盼望：一、上帝在將來路上的引領；二、縱然分隔天涯，

彼此仍然因上帝的緣故而享受合一的團契。 



 三十年代的中國開始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為了追求更優質的生活，鄉

村與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開始頻繁，國民遠赴海外學習或尋找更多機遇亦是

常有的事。在這大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離別並不會陌生，而《三疊離歌》

正在這個大環境下編寫而成。 

 今天我們都進入一個訣別的時代。無論或去或留，我們的內心就像失去

了生命中的一塊，生活感覺不能夠再似以前一般好好操作，一下子我們都對

前景感到迷惘。 

 然而一首訣別的詩歌卻提醒我們：前路依然有主的帶領；我們彼此之間

雖然看似分離，卻依然帶著從主而來的團契。 
 

家事分享 

1. 特區政府於 2 月 24日起對包括宗教場所在內的地方列為受限處所，並實

施疫苗通行證。當中要求出入教會人士必需使用「安心出行」，並滿足於

5 月底前凡接種第二針滿六個月必須接種第三針之要求。12 歲以下兒童

或持有「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者則不受此限。 

2. 六樓禮堂已完成優化工程，故本堂之實體崇拜將返回六樓禮堂進行。至於

兒童果園則維持於地下副堂舉行。 

3. 本堂將於 6月 25日（星期六）及 7月 5日（星期二）晚上分別於袁永章

伉儷及譚志雄伉儷舉行家庭崇拜，崇拜前亦會有教友交誼的時段，特別邀

請因防疫政策未能夠參與實體崇拜之教友出席。如有意參加者可向本堂

教牧聯絡。 

4. 本堂將於 2022年 8 月 2至 4日（星期二至四）舉行大專生營會，地點為

西貢戶外訓練營，收費每人 550元。有興趣參與的肢體可向胡闖明教師查

詢。 

5. 本堂神學生楊芷茵姊妹已完成崇真會水泉澳堂之實習，並於 6月 21日開

始前往本會靈安堂開始新一學期之實習。 

6. 本堂 2022年 5月份崇拜出席人數平均 73人，成人 57 人、兒童 2人、

長者崇拜暫停，兒童果園 14 人）；領餐人數平均為 65 人（成人 39

人、兒童 7人、外會會友 19 人）。 



肢體需要 

陳敏嫺姊妹、鄭劍虹弟兄、鍾麗珠姊妹、魏書如弟兄、余潔桃姊妹、周新喜

姊妹、陳二女姊妹、袁杏芬姊妹，廖淑卿姊妹、廖芝強弟兄、黃信行弟兄。

求主醫治身體軟弱的肢體和家人，並保守各人的健康。 

 

同心祈禱 
 

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詩8:1）我們既

藉你的聖道和聖洗歸入你三一名下，也讓我們同心合意向你的名祈求。 

主上帝，你創造了這個世界，並讓世間萬物各按期時、生生不息，在你看來

一切本是甚為美好。然而我們卻把你交予託管的萬事看為個人資源，以致無

數物種面臨瀕危邊緣、大地和海洋亦被我們傷害。求主開我們雙眼正視你創

造的世間萬事，使我們能與世界萬物和好。 

上主，求你垂憐。 
 

主基督，你為世人的罪而犧牲自己、讓上帝與世人關係得以復和。藉著這份

犧牲的愛，你教導我們學效你的榜樣彼此相愛。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上，卻處

處在意個人的私慾和感受，以致無視社會上貧窮人的需要、被邊緣者的失落。

求主牽引我們的步伐與鄰舍同行，並把你無私的愛分享其中。 

上主，求你垂憐。 
 

主聖靈，你曾燃亮我們的心，使我們都願意立志跟隨主、加入你的教會，並

把福音帶進人群之中。然而每每遇到生活的壓力、同儕間的聲音，我們便為

前路感到迷茫，對你的信心亦慢慢冷卻。求主再次燃燒我們的心，叫我們無

懼於生活的各種捆綁，藉信徒群體的支持、讓福音分享至人群當中。 

上主，求你垂憐。 



見字禱告 

洪盛霞牧師（荷蘭）、陳永安牧師（德國）	

1. 荷蘭提城教會出席實體崇拜者已達九成﹔願主加添眾人有信心、愛心和

盼望。 
2. 提城教會去年組成的大學生小組，今年畢業的年青人將各散東西，為將

要分散的組員禱告，求主恩領他們的人生路，並讓他們帶著福音種子到

各處。 
3. 德國不萊梅團契成功改在「主日」崇拜，也可以在教會舉行愛筵，求主

興起各項福音工作。 
4. 請為不萊梅團契 6月的差傳月禱告，求主興起祂的工人，收主的莊稼。 
5. 陳牧師趁兩名孩子 6月初學年結束，一家人在德國南部休息充電，享受

家庭樂。 

差傳天地 

說起別國的話來 

海外宣教士抵達宣教工場後，第一項首要任務是學習當地語言，既為向

人傳福音，同時是在異地生活的實際需要。聖靈的能力降臨在歷代宣教士

身上，雖不像使徒般可以立即說起各種方言來，但卻肯定是個宣教異象，

燃起宣教士的意志和勇氣，賜他們能力學習陌生的語言和文字。幾十歲人

才開始學全新語言，過程雖苦，卻是與神同行的寶貴經驗。 

西差會在 19世紀，分派宣教士到中國向不同語言群體傳道，例如巴色

會（即今天之崇真會）差派黎力基牧師 （Rudolf Lechler）和韓山明牧師

（Theodor Hamberg）在 1847年到港。他們學習中文、穿華服、留長辮，

每天學習 300個漢字。 

起初，黎力基牧師負責潮語地區，韓山明牧師負責客語地區，於沙頭角

的寶安、布吉等地傳道。1851年，他們成立「客家聖會」，成為了香港客

語教會的開始。其他差會的宣教士，也有專注向廣府話 （如禮賢會)或潮

州話 （如浸信會）群體傳道的。 

 



二零二二年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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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65 60 57 68 59 

兒童果園 14 16 12 14 15 14 

長者崇拜 --- --- --- --- --- --- 

長者主日學 --- 3 3 3 --- 3 

青成級 
主日學 7 --- --- --- --- 7 

信義團契 18 11 12 9 --- 13 

彼得團契 --- 6 --- 5 --- 6 

約書亞團契 --- --- --- --- --- --- 

以利亞團契 7 --- --- --- --- 7 

以斯帖團契 --- --- --- --- --- --- 



二零二二年六月至七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25/6 2/7 9/7 16/7 23/7 30/7 

信義團契 
小五至六 

逢星期六 
下午 2:30- 

4:30 

多 元 待        定 

彼 得 
中四至大專 

逢星期六 
下午 2:30- 

4:30 
查 經 --- 

手 工 週 

(和諧粉彩) 
--- 查 經 --- 

約書亞 
在職青年 

每月聚會 
三次 待     定 

以利亞 
已婚/其他 

每月聚會 
一次 --- 

中 醫 

養 生 

(3/7 日) 
--- --- --- --- 

 

 

聚會 時間 22/6 29/6 6/7 13/7 20/7 27/7 

以斯帖 

55以上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

11:00 
聚  會  照  常 

 

二零二二年六月至七月兒童果園負責人一覽表 

主日 26/6 3/7 10/7 17/7 24/7 31/7 

主題信息 
耶穌憐恤 
幫助人 

耶穌赦免了 

你的罪 

傳講上帝做了 

多麼大的事 

全心全意 
跟從耶穌 

傳福音的 

小使者 

誰是我的 
鄰舍 

主禮 曾曉芬 李慈英 曾曉芬 陳孜孜 曾曉芬 黃鳳霞 

信息宣講 黃鳳霞 胡闖明教師 邱苑瑋教師 黃鳳霞 邱苑瑋教師 鄭翠瓊 

樂手 --- 袁可兒 袁可兒 --- 袁可兒 --- 

延伸導師 --- 李慈英 --- 冼慧珊 --- 黃鳳霞 

!
 



二零二二年六月至七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26/6 3/7 10/7 17/7 24/7 31/7 

教會年 

聖靈降臨後 

第三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四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五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六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七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八主日 

(綠) 

主禮  何俊威 李志雄 趙仕傑 胡闖明教師 楊寶蓮 邱苑瑋教師 

聖禮牧師 吳麗卿牧師 --- 方克信牧師 --- 吳麗卿牧師 --- 

講員 胡闖明教師 邱苑瑋教師 胡闖明教師 邱苑瑋教師 胡闖明教師 
王群傳道 

香港浸會大學基督徒

學生團契專責同工 

長崇 胡闖明教師 --- --- 邱苑瑋教師 胡闖明教師 邱苑瑋教師 

讀經 林惠誠 黃鳳玲 黃鳳霞 李敏儀 冼慧珊 周貝蔚 

經文 

王上 19:15-16, 

19-21 

加 5:1、13 -25 

路 9:51 - 62 

賽 66：10 - 16 

加 6：7 - 16 

路 10：1-11, 

16 - 20 

申 30：9 - 14 

西 1：1 - 14 

路 10：25 - 37 

創 18：1 - 10 

西 1：15 - 28 

路 10：38 - 42 

創 18：20 - 32 

西 2：6 - 15 

路 11：1 - 13 

傳 1：2, 12-14, 

2：18 - 23 

西 3：1 – 11 

路 12：13 - 21 

司

琴       

成人 譚柳華 朱葆婷 王中真 趙沛晴 朱葆婷 曾曉芬 

輔助 --- --- --- --- --- --- 

司獻 
李敏儀 

鄭賦行 

冼慧珊 

黃碧瑤 

陳孜孜 

周貝蔚 

梁笑琼 

李慈英 

張少芳 

李志雄 

袁永章 

趙仕傑 

地下招待 林嘉敏 袁永章 羅昌發 鄭賦行 魏書如 林志雄 

六樓接待 --- --- --- --- --- --- 

詩歌 
207, 11, 372, 

頌新(91,61), 

411 

417, 11, 311, 

361, 295 

頌新(4, 7, 95, 

92, 61, 120)  

10, 頌新 7,  

381, 372, 483 

468, 頌新 7, 

438, 366, 

頌新 61, 441 

520, 頌新(7, 

79, 402, 477 

插花 黃鳳霞 梁       笑       琼 

祈禱會 --- 
沐恩家會 

全教會祈禱會 
--- 

沐恩家會 

全教會祈禱會 
--- --- 

呈獻 
溫家浩 

譚志雄 --- 

何俊威 

袁永章 --- 

何俊威 

黃鳳霞 --- 

崇拜代禱

負責人 
胡礎雯 楊寶蓮 李志遠 溫家浩 崔嘉敏 黃鳳玲 

司事執事 溫家浩 何        俊       威 

音響小組 袁 永 章 譚        志       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