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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	「以家為祭」網上專題講座及研討會已於 11 月 10、
17 及 24 日順利舉行，參加人數達百人，探討「家庭
為生命培育的重要場景」的觀念，並作出神學反思及
實踐建議。

•	《建立以基督為中心的群體	——	家庭及小組聚會手
冊》可於本院網頁免費下載；盼藉聚會手冊服侍教會，
培育家庭成員的生命；手冊內提供「使用指引」及「認
識教會年」的簡介；適合家庭聚會、夫婦團契及小組使
用。

•	「牧者涼亭退修日營」於 11月 27日順利舉行；以「神
啊 , 我的心切慕祢……」為題，透過聆聽、靜步、經
文默想和禱告等
等，引導牧者們在
安靜中進入心靈深
處與上主親近。

•	「個人屬靈導引服侍計劃」第二階段增設網上約見服
侍，供身在海外的宣教士申請，以讓他們能一同受惠
於計劃的服侍，在上主美好的筵席中得力。

•	「2024 年獻身日營	——	走
您不知道的路」已開始接受
報名，中宣願意陪伴您左右，
一同在這「走您不知道的路」
上尋索、發現、確認上主的帶
領，誠邀有意進修神學及探索
人生召命的弟兄姊妹參加。

•	為期 6 講的「奉獻團契	2024」正式開始接受報名，
一個著重屬靈辨識、團友同行、彼此代禱和互勉的團
契；幫助考慮全職事奉的信徒認清上帝的召命；促成
這些信徒與同路人一起尋問事奉方向、彼此鼓勵；為
尋求全職事奉的信徒提供神學裝備的諮詢和意見。



專題文章

新格局與宣教洞見

戰爭頻仍，國際關係緊張，宣教士要取得簽證到封閉
國家宣教越來越困難。近數十年，宣教界提出不少革
新的思想，例如保羅希伯特（Paul	Hiebert）再思「基
督徒」的意義，「營商宣教」（BAM，Business	as	
Mission）理念的轉變等，它們對宣教工作影響深遠。

「福音化」是本院的創辦人趙天恩牧師在八十年代提
出的重要理念，它亦是本院的異象。本文將檢視一些
宣教理論和進路，藉此再思「從生命轉化看福音化」
及其在當前局勢的重要性。

界限與向心理論

以下是一位在英國信主的穆斯林背景歸主者（MBB，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的經歷：當她還未公
開信主和受洗時，教會很主動接觸和幫助她，當她決
定受洗時，肢體們十分雀躍，但不久後開始變得冷淡，
她甚至感到他們好像很遙遠。與此同時，家人因她的
信仰與她決裂和逼迫她，幸有神的恩典和保守，她才
不至失去信心。

圖片來源：https://thehappypastor.wordpress.com/tag/bounded-set/

希伯特提出的「界限組群」（Bounded	Set）及「向心
組群」（Centered	Set），再思「基督徒」的意義，1

相信能回應以上情況。若以「界限」來界定「基督徒」，
他們擁有一些特徵，例如相信正統教義，而且他們會
有某些共同表現，例如上教會、不吸煙等。因這「界
限」，「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便有明顯的分野，

而福音的重點是促使非信徒接受和擁有上述基督徒特
徵。因這觀念，傳福音較容易把焦點放在「決志」上，
便可能出現上述 MBB 的情況。

「向心」的理念則強調以基督為中心，信徒要努力認
識和學習跟隨祂。改信的重點是某人是否離開假神，
轉向上帝。再者，改信並非終點，決志不是「向心」
最看重的，它更關心生命轉化的過程，不論是否已歸
主，幫助人走向上帝才重要。就上述 MBB 的情況，
教會不單會關心她是否決志，更會關心她信主前後的
情況，並會努力幫助她，清除影響她走向上帝的障礙。

發現式查經

近 二、 三 十 年， 透 過「 發 現 式 查 經 」（DBS，
Discovery	Bible	Study）及不同方法，「植堂歸主浪
潮」（Church	Planting	Movement）的宣教進路已
造就超過一億人成為主的門徒，當中大部分來自印度
或穆斯林地區，2 而 DBS 可算是「向心」的實踐例子。

顧名思義，DBS 強調查經者親自發現真理，藉此朝
向基督，它格外重視禱告、依靠上帝和聖靈的引導。
與傳統查經小組最大分別，是信徒和非信徒可一起參
加 DBS，「福音性查經」會把焦點放在福音信息上，
DBS 則涵蓋基督信仰的不同層面，不斷提醒查經者要
順服神的教導，換言之，即使未改信，查經者也可藉
查經被真理、信仰原則改變。

世界新格局、
生命轉化與福音化 余志文

宣教學、崇拜學講師

雙職宣教與轉化

BAM 實踐初期，因營商或專業身份只被視為進入工場
的工具，一些同工並不看重相關專業，結果生意虧蝕，
工作表現參差，這令福音對象留下壞印象，認為基督
徒怠惰甚至說謊。

痛定思痛，宣教士相信應以「雙職宣教」替代「帶職
宣教」，同時認真工作或做生意和見證基督。除了
「講」福音，更要在日常生活中把福音活出來，感染
福音對象的生命，吸引他們朝向基督。一些工場因宣
教士認真推行社會服務和良心企業，令社區轉化，某
些地方的官員或當地人即使知道同工在低調地見證福
音，也沒有大力打壓，甚至支持他們的工作。

「BAM 全球智囊組織」（BAM	Global	Think	Tank）為
BAM 下了一個定義，它有四點，其中第三點的重點是
「把焦點放在整全轉化（Holistic	Transformation）」，
3 包括經濟、社會、環境，以及個人生命與屬靈轉化等
層面。

而除了 BAM，近年更有同工倡導以不同形式進入工
場，例如旅遊、興趣、和退休等（Tour	 /	Hobby	 /	
Retire	as	Mission），以合情合理的身份到宣教工場，
參與工作，轉化當地人和社區。

福音化的豐富意義和實踐進路

雖然上述理念在實踐上可能面對不同挑戰，但皆很值
得參考：

1.	趙天恩牧師思想與向心理論
趙天恩牧師的思想，不少也與「向心」理論有異曲同
工之處：「福音化」是「向心」的進程；「國度化」
強調教會要以基督為中心，把焦點放在神的國度，而
非個別堂會；「基督化」強調信徒按基督信仰原則活
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影響文化，促使相關社群朝
向基督。三者分別強調藉基督轉化生命、教會和社群
等不同層面。

此外，在八十年代，趙天恩牧師見神學院多留意知識
的傳遞，相對忽視靈命培育、佈道恩賜發揮等，4 遂創
辦「中國宣道神學院」推動靈命培育與使命實踐的整
合。兩者擁抱共同的「向心」目標：使人走近和朝向神。
當信徒被神轉化、走近上帝時，會回應召命；當信徒
實踐使命時，會更了解神和祂的心意，看到自己的不
足，更願走近祂。

2.	見證與 DBS 的啟迪
若從「轉化」看「福音化」，其焦點並不單單為了促
使人歸主，而是透過聖經、信徒見證和生命吸引和引
導人朝向基督。DBS 的經驗提醒我們，藉真理轉化生
命，是不須等待決志後才開始。信徒要藉聖經和美好
的見證與福音對象互動，在不容許隨時隨地口傳福音
的封閉地區，以生命感染生命，以及引導福音對象親
自從聖經中發現真理，格外重要。

3.	雙職宣教的啟迪
教會在支持宣教時，須了解工場的獨特處境，以及與
傳統有別的雙職宣教模式，在禱告、經濟、關顧上以
恰當的形式支持宣教士。除了領人歸主，同時支持他
們成為轉化社區和生命的福音使者。

此外，短宣隊可以以遊客身份支援各地雙職宣教項目，
藉專長或興趣（例如教英文、音樂、烹飪）接觸福音
對象，也可以以義工身份到受戰爭影響的地區服侍，
從整全福音（Holistic	Gospel）的角度回應時代的需
要。年輕人除了藉「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
增廣見聞，更可藉「宣教假期」（Mission	Holiday）
支援各地宣教工作。

總結——新格局、新機遇

華人在宣教上有許多優勢，例如沒有西方「殖民主義」
等「原罪」，而重視家庭和關係的華人文化亦與亞、非
文化不謀而合。當大批外傭、南亞人士來港，許多一帶
一路國家留學生到香港或歐美進修，我們可如何把握這
些福音契機呢？當港人移居海外，他們可接觸到大批海
外華人和因戰亂而到當地的難民。世局動盪，信徒有
更多機會藉社會服務、或藉重建災區到有需要的地方服
侍。這些服侍對象本來只有很少機會接觸福音的，信徒
要把握機遇，成為見證基督、轉化生命的福音使者！

雖然各地傳播福音受限的情況有增無減，但機會同時
湧現。我們可從「朝向神、轉化生命」的角度看「福
音化」。即使封閉國家也不會阻撓「轉化社區」的使
者進入當地，反對基督教的信仰群體也不會抗拒能「轉
化生命」的使者成為自己的朋友，願華人信徒能藉此
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成為促成福音化的民族。

 1 Paul Hiebert, “Conversion, Culture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Gospel in 
Context 1(4) (1978), 24-29.

 2 Global Movement Statistic, 24:14 website, https://2414now.net/resources
 3 Jo Plummer, What is Business as Mission, Business as Mission website, 
  https://businessasmission.com/what-is-bam/
 4 趙天思：《扶我前行：中國福音化異象》（台灣：中國福音會，19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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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不在場證明？

	 歌手陳蕾於上年 9 月發表了一首名為《神的不在場
證明》歌曲，講述一個人在種種艱難，甚至遭禍的處
境中對神「不在場」的吶喊及自我激勵。在通俗流行
曲中，這個「神」固然可以是任何宗教所宣稱、所信
仰的對象，但大體從歌詞的內容可以見到唱作人假設
這個「神」是一位關心及憐憫人的神，祂本應在人的
生命中「在場」。然而，唱作人卻點出在人的困苦中
經驗不到預期的「神的在場」。相反，「神」似乎對
困苦的人掩面不顧，沒有伸出援手，促使人質疑自己
的出生以及呼吸是否均屬錯誤，並同時認為這個世界
是「無神蹟」，亦無人願意聽他的「哭聲」或去「了
解」他，更遑論是給他「轉機」。

誠然，經驗在信仰中是一重要的面向及支柱。1 假如
人不能夠在他的生活或生命中經驗到神的「在場」或
一般所指的「與神相遇」等經驗，即使他有多深入了
解信仰經典（聖經）或教義論說，神可能於他來說仍
是一名遙遠的他者，或信仰只是一套理論陳述。普遍
而言，我們容易傾向將「從神那裡得到幫助」理解為
「對神的經驗」。這於人來說是一很實際的得益——
姑勿論那是一種怎樣的幫助或是一種很個人及主觀的
經驗——因而開始認為這個神是可以信靠的。因此，
經驗到神的幫助於信徒來說是一重要的信仰元素。但
反過來說，當信徒經驗不到神的幫助時，特別是在生
命的艱難中看不到神的回應或搭救，便會引起他對神
一連串的疑問。儘管，經驗不到神也是一種信仰經
驗，但大體上沒那麼多人「自告奮勇」或願意主動嚐
嚐這種經驗，總是盼望在這種「神缺席」的經驗中看
到一絲轉機；或作為旁人的，也想為置身於此的人帶
來一點幫助，以致當事人所經驗的不盡是「神缺席」。
因此，筆者借助〈路得記〉中拿娥米的故事去為「神
的不在場證明」這個疑問提供一種視野及回應上的轉
換，讓我們可以在別人感受不到神同在的經驗中，嘗
試去「言說」神的同在。

拿娥米所經驗到的「神的不在場」

〈路得記〉的開首以短短 5 節的經文便交代了拿娥米
的遭遇：丈夫以利米勒因國中有饑荒而舉家遷移到摩
押地居住，但以利米勒及兩名兒子卻先後離世，剩下
拿娥米及兩名摩押媳婦——俄珥巴及路得——相依為
命。當讀者看到作者於第 5 節的記述時：

「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娥米，沒
有丈夫，也沒有兒子。」

便在不用多想的情況下即可感受到拿娥米的痛苦，替
她難過，因經文強調拿娥米至親的三名家人均離世，
只留下她一人。然而，當讀者往下看時，才更見到拿
娥米的錐心之痛及對人生的無望。在一章 6 至 18 節、
19 至 22 節中，分別記述拿娥米欲勸退兩名媳婦勿跟
她回猶大地以及她回猶大地後與本族人的一番對話。
在拿娥米勸退媳婦的對話中，她用自己已年紀老邁、
未能生子給媳婦作丈夫為原因時，道出她對此番遭遇
的理解：「……我比你們（按：媳婦）更苦，因為耶
和華伸手擊打我。」（13 節）不單如此，拿娥米在
回應族人希奇她的回來時，立刻陳述起苦況來，請族
人不要稱她為原先帶有「親愛的、喜悅的」之意的名
字「拿娥米」，2 而要稱她為與她生命現況相稱——
苦澀——的名字「瑪拉」，3 並且明確地將自身的苦
況指向是來自全能者	/	耶和華：

20 拿娥米對她們說：
「不要叫我拿娥米，
要叫我瑪拉，
因為全能者使我受盡了苦。
21 我滿滿地出去，
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
耶和華使我受苦，
全能者降禍於我。
你們為何還叫我拿娥米呢？」

因此，於拿娥米而言，神不是「不在場」，而是「在
場」，但此「在場」卻為拿娥米帶來既「滿滿」且「空
空」的痛苦，她無法經驗神的幫助，反之卻是神出手
的擊打。

神在〈路得記〉中的「在場」

綜觀〈路得記〉全書，神並沒有以第一身出現。
神的出現或者「在場」均是由故事中的人物對話
及行動所帶出。除了上文提到拿娥米從自身遭遇中
經驗到神對她苦待般的「在場」外，經文同時描述拿
娥米聽到神眷顧其子民、賜糧食給他們（一 6），因
此她決定動身從摩押地回到伯利恆。這個「眷顧」動
詞帶有「探訪」、「關心」、「注意」、「想起」、
「查看」等不同意思，4 可以指到神臨到祂的子民，
察看他們的種種。當然這種臨到會招致神恩典的眷佑
抑或是對罪惡的審判，則視乎子民的生命狀況及是否
叛逆神。但至少在這裡，拿娥米藉著「賜糧食」一事
知道神仍施恩、仍在祂子民中間「在場」。

接續，神的「在場」出現在路得與波阿斯的相遇中。
二章開首，路得在問准拿娥米後，便出外看看自己在
誰的眼中蒙恩，就在誰的後邊撿麥穗。經文形容路得
「恰巧」來到波阿斯的田裡（二 3），並接續的第 4
節以「看哪」來描述波阿斯在路得之後出現在田裡，
以致兩者相遇。5 這種「恰巧」並非只是「碰巧遇著
剛剛」，而更是神的作為及「在場」。波阿斯在問及
路得這女子是誰之先，他向收割的工人問安，而工人
亦回以祝福：

4 看哪，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對收割的人
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們對他說：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有學者認為在收割的場景裡跟別人說「願耶和華與你
們同在」，是祝福對方在收割的勞苦中大有收穫；而
當工人以「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作回應時，則是願波
阿斯得到豐收的莊稼。6 然而，我們可以再讀深一層，
這裡的「收穫」及「豐收」不單指麥穗的收割，更同
時發生在路得身上。路得一方面被督工容許撿拾麥
穗，有所「收穫」，得以與婆婆糊口；另一方面的「豐
收」更在於她就此遇上波阿斯，帶來處境的改變。如
此看來，耶和華是與路得同在，讓祝福及報償臨到她
身上，因而隨後亦臨到拿娥米身上。

神「在場」是如何發生？

固然神「在場」無關乎人的能力，但人卻可以是神「在
場」的媒介。拿娥米的苦況之所以有轉機，是因為路

得對她的愛及委身；路
得能夠脫離終生為寡婦的行

列，是因為波阿斯聽見她的名聲及
行為。在二章 8 至 13 節中，波阿斯比律

法的要求加倍恩待路得，路得因而希奇波阿斯為
何如此待她，波阿斯則回應：

11 波阿斯回答她說：「自從你丈夫死後，凡
你向婆婆所行的，以及你離開父母和你的出
生地，到素不相識的百姓中，這些事人都告
訴我了。12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報償你。你
來投靠在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你
滿得他的報償。」

波阿斯聽到的是路得的「賢德」（三 11）。「賢德」
帶有「值得」、「能力」的意思，7 用我們的用語可
延伸為「有份量」，而這「有份量」無疑是指路得的
品德及能力。並且，這與二章 1 節描述波阿斯為「大
財主」一字遙相呼應，同樣可解作「能力」或作「好
名聲」。8 作者固然用此字暗指二人在能力、品德上
的匹配，但在整個敘述中更突顯出有如此品性特質的
二人成為了神「在場」的媒介：波阿斯既因看見路得
的賢德，亦因履行律法的要求，最終迎娶路得及為死
人留後。

當拿娥米經驗到神苦待般的「在場」時，神又偏偏藉
著路得及波阿斯二人，眷顧陷於絕望的拿娥米身上。
或許，現實有很多事情不如人意，亦非人所能明白，
但在生命的痛苦及艱難中，神可以藉著別人的生命臨
在及眷顧我們。同樣地，當我們看見別人的困苦時，
神何嘗不可以使用我們的生命，去成為別人的「救
贖」？我們「賢德」的生命是可以成為神「在場」的
媒介。在困苦艱難中，我們未必懂得用口去言說神的
同在，但是，我們的生命也可以是一種對神同在的
「言說」。

羅曉彤
信徒神學培育部副主任神的「在場」證明？ 

 1 麥奎利：《基督教神學原理》（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11-
15。

 2 Robert L. Hubbard, Jr., The Book of Ruth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88), 88-89.

 3 Hubbard, Jr., The Book of Ruth, NICOT, 124.
 4 黃天相：《路得記：恩惠的故事》（香港：明道社，2009），59。Hubbard, 

Jr., The Book of Ruth, 100.
 5 Hubbard, Jr., The Book of Ruth, 143.
 6 Hubbard, Jr., The Book of Ruth, 144.
 7 Hubbard, Jr., The Book of Ruth, 216.
 8 黃天相：《路得記：恩惠的故事》，87。



生命故事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 形式 開課日期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耶穌是誰？從《路加福音》
的配角身上找答案	# 黃恩淞牧師 Zoom

網上課程
4月 11 日（逢週四）

淺談依納爵靈修
——苦難篇

王淑華老師 中國宣道神學院
實體上課

5月 4日及 6月 1日
（週六）

宗教行旅：
香港基督宗教史與考察 黃彩蓮牧師

Zoom
網上課程及
戶外考察

網上課程：
4月 9日（週二，共4課）
戶外考察：
5月 11日（週六）

【知‧行‧使命系列】課程

十誡人生		#	* 劉秀珍牧師
基督教宣道會元
基堂
實體上課	

4 月 11 日（逢週四）

收入 經常費奉獻 764,797		

宣訓奉獻 80,948	

學費及其他收入 281,239	

總收入 1,126,984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384,291)

宣訓支出 (137,909)

行政及課程支出 (322,078)

總支出 (1,844,278)

本期盈餘 /（不敷） (717,294)

累積不敷 (3,949,125)

2023年 7月至 2023年10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43,218)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	經常費	 ○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_____
		 		 	 ○	教職員薪津	HK$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宣教	/		 ○	經費	HK$____________
		 	環球神學教育事工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奉獻方式：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 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 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	或	"Chinese	Mission	Seminary	Ltd"）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
	 （匯豐銀行：106-081789-001	/		中國銀行：012-874-0009	0110）

□	信用卡		○	VISA	/	○	MasterCard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___	年
		 英文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定期捐助者若以信用卡捐款，有關款項將會定期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	奉獻滿 HK$100 以上，將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本港申請減免稅項。
#	本院承諾根據香港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你的私隱權利。

個人資料：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如需	* 更改地址／暫停收閱，請於上表填上個人資料及郵寄編號，
電郵或傳真至本院。
郵寄編號：____________（英文字及六位數字編號）

網上奉獻

督印人：陳凱欣博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院長：陳凱欣博士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洪屋 130 號			︱			電話：(852)	2986	5433	/	5802	5300	

傳真：(852)	3117	6043			︱			電郵：info@cms.org.hk			︱			網址：www.cms.org.hk

財務報告課程推廣

「牧者唔係人做的工作」，這是筆者一年多前，於一位
客席老師的按牧禮中聽到的心聲。當時剛剛畢業、仍未
進入牧職工場的我，並未能理解這句說話的意思。

有研究資料顯示，教牧工作比其他助人的行業，身心
疲累指數更高。雖然我只得一年的牧職經驗，但已深
深感受工作帶來的壓力，引致身心俱疲。牧者的職責
範圍非常廣泛，處理事工發展、面對會眾不同的期
望、開不完的會議、海量的探訪工作等。除了要應付
龐大的工作量，還要經常面對會眾的生離死別，這些
頻密的情感變化亦是導致心力交瘁的原因之一。

兩年前，我認識一位剛大學畢業感到前路茫茫，失去
自信心的年青人。因為他在選擇工作或繼續進修之
間，難以作出取捨，同時又遇著感情煩惱。這些不似
預期的遭遇，令他臉容憔悴，好像「生意失敗」的樣
子。但是，真的令人意想不到，兩年後的今天，在他
的臉上竟然再也找不到昔日那個「生意失敗」的模樣
了！眼前的他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我看著他在台上
分享見證，那份充滿自信的眼神、燦爛的笑容，從容
不迫的態度，有點像喬布斯在發佈會上展示手機，所
散發出的光芒，跟我初認識的他簡直是判若兩人。

他在分享的過程中提到一位關鍵人物，幫助和啟發
他從迷惘中，找到人生的意義與目標。每次當他
感到徬徨無助，需要安慰和被聆聽的時候，
她會不顧一切來到身旁陪伴他。這份無條件
的支持與愛護，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慰。
還有，今天這位年青人能夠與神建立親密的關
係，亦是有賴這位關鍵人物。在她用心的引導
下，透過恒常查考聖經，幫助他明白聖經的內

容，讓他越來越認識神，因著這份認識，他學懂倚靠
和順服神的帶領；透過這樣的學習，他的心境漸漸輕
省起來，生命充滿活力。

這位年青人透過關鍵人物的幫助，讓他對輔導工作產
生興趣，認為這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他也希望透過
自身的經歷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漸漸地他也找到了新
的方向和目標。後來，關鍵人物邀請年青人的組員，
一起為他的前路祈禱，感動不已的他深深感受到人和
神的支持，使本來害怕家人反對的他，得著坦誠表達
的勇氣。感謝神，他不僅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最後亦
順利完成輔導碩士課程。

今天，他已經成為一位專業的輔導員，在一所中學服
侍學生。他將神賜予獨特的恩賜，在工作間大大的發
揮，成為別人的祝福。這份工作為他帶來滿足和使命
感。回望這個歷程，「初出茅廬」的我，竟然有份
參與其中，並成為他口中的關鍵人物，實在是神的恩
典。不是我有甚麼能力，而是神給我機會參與，親身
體驗生命的更新與轉化，不是人可以成就的工作。

雖然牧職是一份不簡單的工作，但是能夠看見神在群
體中動工，使他們的生命被更新和轉化，是我內心的

渴望，這「遇然遇上的驚喜」足夠清空工作帶給
我的壓力。

透過這一年，我體驗牧會真的「唔係人做的工
作」，因為工作量太多，人無可能完成所有的
工作；生命的更新與轉化「唔係人做的工作」
因為，使人生命成長的是神，「牧會唔係人
做的工作」，所言甚是！

牧會唔係人做的工作

2023年 9月至10月收支報告

梁穎薇
宣道會大澳堂傳道	

中宣校友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屬靈導引入門 賴玉芳老師 Zoom	網上實時授課
實踐操練日營	:	中宣校園

2024年 3月 4日
（逢週一）

靈命與事奉 黃韻妍博士 中國宣道神學院校園
退修營：待定

2024 年 3月 4日
（逢週一）

新約概論 梁耀明老師 啟德基督教會 2024 年 3月 6日
（逢週三）

領袖與靈命 賴淑芬博士 中華鍚安傳道會華基堂 2024 年 3月 26 日
（逢週二）

神學人觀與靈性牧養 陳凱欣博士 中華鍚安傳道會華基堂 2024 年 6月 7日
（逢週五）

導引者的角色與
生命持續成長

羅家慧女士 思維靜院 2024 年5月29 日
至6月2日（週三至日）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課程：第三階段個人
實習與督導 ( 三 )

何林月滿博士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基督教靈修學及教牧學碩士、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春夏季課程（2024 年 3月 -	8 月）

報讀優惠（首次報讀校外碩士課程適用）：
首次修讀學分者，可獲 8折優惠	($3,96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725	)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本課程只供已獲邀進入「基督教屬靈導引」	
碩士課程第三階段之學生報讀。

#	本科目屬「心栽活泉」信徒培育計劃，設有免費旁聽，詳情請參閱信培部課程單張。
*	 若完成本科功課，可當作修讀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內「聖經知識」範疇之二學分。

以上課程現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36 查詢。

普及神學課程（2024 年 4至 6月）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備註：若同學身處海外或不合適戶
外考察，歡迎單獨報讀 4次網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