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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對校友會的期望 
 

曹偉彤院長 

 

  當接過「院長對校友會的期望」這個題目，我立時聯想到：校友

會的功用是甚麼呢？因為二者息息相關，關係密切。我對校友會的期

望，是它能夠發揮其應有的、恰如其分的功用。 

  那麼，校友會的功用到底是甚麼呢？按我的看法，就是為畢業於

不同年代的校友，提供一個彼此團契、互相牧養的平台。在這個「同

出一門」的團契當中，校友們彼此扶持，互相代禱，同心同行。這是

我樂於看見的美好景象。因為我們各人畢業於同一間神學院，有許多

共通的地方。我們曾經用上幾年時間，在同一間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

經歷神的呼召、拔出、栽植，在知識和信仰上皆蒙主恩一同成長。因

此，我們可以挺自然地繼續互相扶持，延續這個愛的團契的故事。這

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所以，我期望校友會能夠聯繫歷屆的畢業校

友，彼此關心，互相支持。   

  另一方面，我們既曾受業於同一間神學院，同稱「浸神」為我們

的母校，我們同心支持母校的神學教育事工，讓她能夠忠於 神所託

付的召命，專心致志地培養下一代的傳道人，這也是十分自然而然的

事。我深盼「浸神」的校友，在母校邁步前進的時候，能夠同心推動

學院的成長，鼓勵弟兄姊妹報讀「浸神」，甚或以金錢奉獻支持學院

的日常運作和發展計劃。即或當母校經歷低谷困難，我們仍能本著堅

忍的愛心、無虧的良心，舉起聖潔的手為學院守望禱告，甚或真誠而

謙卑地向院方獻議。 

  一般人可能視校友為「資產」，但「浸神」更是本著為父為母的

心懷，視校友為疼惜愛護的兒女；也本著同氣連枝的情誼，視校友為

同奔天路、同作主工的同行者。因此，我期望校友會能夠成為學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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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之間一度橋樑，鼓勵、招聚歷屆校友一同積極參與由學院舉辦的講座（例如：白箴士講座、浸信會週講

座、宣教週講座）、課程（例如：旁聽校本部課堂、報讀教牧持續教育課程）及活動（例如：聖誕崇拜、畢

業典禮）。一方面，校友能夠從中汲取神學智慧及屬靈養分，使其事奉及生命得以持續地更新轉化；另一方

面，學院亦能藉著校友的參與，將其神學教育的果效發揮得更深更廣：從在校的學生，伸延至已經畢業離校

的校友，讓各人同得幫助，同蒙造就。 

    學院除了盼望能夠支援校友在各自服侍的堂會、機構有美好的事奉外，亦希望能夠結集歷屆畢業校友，

匯聚成為一股強大的見證力量，以純正的信仰思考和神學思想，去感染我們所牧養的群體，一同面對我們所

關心的議題。我們雖然在不同的堂會、機構事奉，卻因為彼此一脈相通，儼如一人，本著同一聖經真理，共

同應對教會的需要。我們並不是孤單地承擔各自堂會所面對的挑戰。我們所牧養的不同堂會，彼此之間應當

共鳴共振，同聲同氣，在這充滿喧鬧混亂的世代，發出先知的聲音。神學院的眾老師們，正群策群力，貢獻

他們在不同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果，共同建構「浸神」的學術氛圍及信仰道統，藉以抵抗自由神學、成功神學，

以及種種世俗價值觀的衝擊。透過學院出版的《山道期刊》、《院訊》「院長的話」及「教授分享」欄目、教

授著作，並校友會《牧靈專訊》的「教授分享」欄目，讀者能夠從中吸收神學養分，讓神的真理貫通在我們

當中，使我們能夠真實地言說基督，表述信仰立場。學院近年推行「教會伙伴計劃」，差派神學院老師前往

不同堂會主領專題講座，與教牧同工協力同心教導信徒，建立基督的身體。我期盼校友會能夠推動校友關心

和正確認識母校的神學發展，不隨波逐流，不道聽途說，不人云亦云，乃是謙卑地、真心實意地去認識、去

考察、去思量，同心捍衛我們共同從主領受的福音真理。 

  教會需要神學院訓練傳道牧者帶領教會，而神學院亦需要教會推薦有事奉心志、具成熟品格及屬靈素

質的弟兄姊妹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因此，我強烈呼籲「浸神」的眾校友們：不但要在所服侍的教會努力牧

養弟兄姊妹，為教會物色合適的接棒人，更要積極鼓勵、推薦蒙召的弟兄姊妹入讀「浸神」。這是最直接、

最有效讓母校能夠繼續成長、生生不息的不二法門。因為唯有不斷有新的神學生接受訓練和裝備，神學院才

能夠發揮其使命，善用神所賦予的資源，為神家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工人。   

  最後，謹以《以弗所書》四章 1-6節，與新一屆校友會職員及歷屆校友共同互勉：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一主，一信，一浸，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誠心所願。 

 



 

  

 3 

 

牧靈專訊   11/2017 

 
EXPANDING VISIONS AND A DEEPENING WORSHIP LIFE: 

 SOME OBSERVATIONS AND SUGGESTIONS OF RETIRED PROFESSOR & PASTOR 
 

作者梅智理教授(Dr. Jerry Moye) 

為本院舊約及靈修學榮休教授 

 

PERSONAL JOURNEY--ROOTS 

I came to Hong Kong in 1973 as a missionary teacher. For several decades my life has centered on training 

church ministers and serving in local churches either as an advisor or pastor. I have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being both an insider and outsider in Hong Kong church life. We all must probe our roots, those values and way 

of life that shaped us in our youth. I grew up as a son in a prosperous farm family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The 

prevailing ethos in my world was a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Baptist tradition. We knew nothing of Asian life or 

religions. 

 

My world was expanded by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and seminary. My denomination promoted and glorified 

the work of missionarie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my wife with similar background and I felt a calling from God and 

zealous churches to be missionaries with a global vision.  

 

During my time in Hong Kong, I taught Old Testament for about 20 years and now have taught Spirituality for 

about 20 years. This has given me resources for ministry in local churches. I have been advisory pastor for a very 

small Cantonese church for decades and at present part of a ministry in a very large Cantonese church. I have built 

on foundations laid about 20 years before I arrived. 

 

When the Communists took rule of China, many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came to Hong Kong. 

Since 1950 the Baptist work has flourished with the founding of seminary, university, printing press, missions 

department, and of course new and enlarged churches. Our work has a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since many of 

our graduates emigrate to many countries,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churches in their new homes.  

 

Our society and our churches are in a strategic location, a meeting point of East and West. 

We built on our roots with their strong Western evangelical base, and we must connect to the Asian world which 

has its particular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While we acknowledge differences in all cultures, we also acknowledge 

all of humanity has some common core needs and tasks. Our Christian faith has its unique gifts to give the world 

and it must listen to the voices that come from other times and places. We are a global family. The pain and hope 

from all of God’s children must impact us. 

 

PERSONAL JOURNEY—MOVING BEYOND ROOTS 

While each of us as a distinct history, we all share some common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 

I believe we all need to root ourselves in a particular church or tradition and we need to be open to other 

traditions and world views. I have learned from other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and from other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Differences from other groups can help us see our distinctives and help us develop weak areas in 

our own tradition. 

 

I am rooted in a Christian evangelical tradition strong on worship, biblical study, prayer, and compassionate 

service. As a minister and worship leader, I perceive special colors and strengths of other denominations.  I p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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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abel denominations as faith families. The word denomination stresses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 of church 

groups. The word faith family stresses the spiritual rootage of church groups. I continuously explore how these 

other faith families can give some suggestion or enrichment to my faith family. 

 

I have a recommendation for our church leaders and church members seeking wider exposure to see how 

God as worked in various Christian faith families. Research and learn about other faith families. Computer 

information is a very easy way to begin. Occasional trips to libraries and bookstores are invaluable. Two rich ways 

help us learn more of another faith family. We can worship with those in another tradition. And we can meet 

someone who lives in that tradition. In this way, one moves from general knowledge to feeling the faith life of the 

other person.  

 

I led my church to prepare for Pentecost Sunday through sermons and classes. Since Pentecost is 50 days 

after Easter, we had several weeks to probe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 have noted how different faith families 

understand and experience the Holy Spirit. I share insights from the Quakers, Pentecostals, Presbyterians, 

Catholics, Anglicans and Baptists. 

 

QUAKER EXPERIENCE 

Quakers find strength from the Holy Spirit in their worship & meditation centered on silence.  

They forego the usual worship fare of hymn singing, sermons, public spoken prayers. They cultivate the discipline 

of silently turning inward and giving time for God to speak from the depths. Pentecostals find strength from the 

Holy Spirit in experiences of extraordinary spiritual gifts. Their worship is marked by ecstatic praise, lively singing, 

speaking in tongues, exuberance of sound, lively body motions. 

 

I have ha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se two worship styles. I attended a Quaker worship meeting in London. 

We entered a room without any decorations or religious symbols, sat in a circle, everyone relaxed and settled into 

an hour of silence.  It was understood there would be no sermon, public prayers, hymn singing. It was 

understood that no one would speak unless the Holy Spirit gave strong impetus to a person to share some word. 

Within that hour, two persons did speak. One spoke for 3 minutes describing a visit to Africa and the great need 

there for humanitarian and spiritual aid. One spoke for 2 minutes quoting a biblical text from Ephesians relating to 

Christian unity. After one hour, a person stood and shook the hand of the person next to him. Then we all stood 

and went next door for refreshment time of tea and talk of the week’s events. 

 

A woman with a twinkle in her eye spoke to me and said I think you are a visitor. Do you find our worship 

strange? I told her I found it very unusual and it took me some time to settle into the silence. She smiled and said 

that the jewel of Quakers was learning to hold a silence before God, so we could clear our heads and let the Spirit 

move. Then she laughed and said that she sometimes visited an evangelical church and liked to hear a “jolly good 

sermon”from a Methodist minister nearby. 

 

PENTECOSTAL EXPERIENCE 

As a student, I decided to attend a Pentecostal church and observe how they did worship. There was no 

grand organ or solemn hymns. There was a long period of congregational singing accompanied by a band with 

drums and guitars. Most people raised their hands and did gentle body swaying but some of the youth did a kind 

of jumping dance. Some people spoke in tongues. In fact several spoke in tongues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it was 

not understandable rational language, it was clearly an outburst of sheer joy or ecst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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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a sermon but it was not built on exegesis of the larger text. It centered on a phrase which the 

preacher kept repeating with examples from his life and of people he admired. While I would build a sermon 

differently, I sensed that the congregation had felt the power of a single thought and were led to explore its 

implications. 

 

I spoke to some of the people there and asked them if they had attended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Some 

said they had been raised in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Protestant churches but found it did not meet their needs; 

the services were too dry and regulated. Some said they did not feel comfortable with churches in their area 

because they felt a class division. They were poorer working class and felt the more affluent people did not 

understand them or worse still did not want to understand them. Of course, the Pentecostals groups have grown 

in large numbers and even are a dominating kind of presence in some areas.  One cannot help but think of Latin 

America whe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have moved from a nominal religion to one deeply and personally felt. 

 

PRESBYTERIAN EXPERIENCE 

As a Baptist, I feel affinity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es, since we share a Calvinist root. Our tradition with 

its strong Reformed-Calvinist base makes biblical preaching the focus of worship. Lyrics from hymns we sing center 

on biblical truths and have great teaching value as well as emotional power. The perception of my family and 

friends is that Presbyterians have produced scholars in the pulpit. They have a high standard in ordaining ministers 

and will not ordain a preacher who lacks solid theological biblical training. 

 

I share a good worship experience I had with Presbyterians in America. The service had a quiet dignity with 

robed choir and robed ministers marching towards the raised platform. The service begain with a reverent 

meditative chant and then an invocation prayer.  No announcements were made as they were included in a 

church bulletin. Music included two anthems, one was a classic Bach piece and one was a contemporary 

treatment of a psalm. 

 

The sermon was a carefully prepared exegesis of the temptations of Jesus. He compared the two accounts in 

Matthew and Luke. He referred once to a special Greek term used in the original text. He noted how the 

temptations were placed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the gospel. He drew examples of how Christians must deal with 

temptations. He stressed we must not lose our moral integrity by taking short cuts to success. One example was 

from the time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One example was from a current political problem in America in which a 

congressman had been exposed for colluding with a corrupt company.  

 

He concluded with the text of Hebrews 4:14-16.. We find strength from the tempted Christ who had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o resist temptations for fame, wealth, and power. He understands our temptations and 

enables us to overcome them.  We ended with singing the hymn “I Would Be True.” 

 

Of course, Presbyterians like all major denominations have their subgroups. I was converted in a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camp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Attending that small village church when I was young meant 

enduring long sermons. At least 45 minute sermons seemed long when I was 10. The preacher had had a wicked 

notorious life when he was young. He had a dramatic conversion and so his preaching was filled with intensity, the 

power of Satan and the greater power of Christ, the horrors of hell and the joys of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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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town Presbyterians had a lovely church and well-educated minister. Services were somewhat formal 

but sermons were biblical and shorter than the village preacher gave. Most of the members were people with 

considerable property and class standing. They preferred a restrained style of worship.  In a large Southern city, 

my daughter working with Amnesty International found helpful ties with a Presbyterian church close to the state 

capitol building and intently alert to social justice issues. Such subgroups of course are found in all the major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  

 

CATHOLIC EXPERIENCE 

When I began teaching the course in Spirituality for seminary first year students, I felt the need to have mor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worship styles of different faith families. So I made a visit to London to visit many 

different churches. I had worship experiences with two Catholic faith families: Roman Catholic and Eastern 

Orthodox. These ancient churches have much in common but it is significant that Roman Catholics have thought 

and lived in a world of Latin language and culture. Eastern Orthodoxy has thought and lived in the world and 

culture of the Greeks.  

 

All Catholics see holy communion as the high point of worship. For us evangelicals we make the biblical 

sermon the high point. Catholic worship is a feast to the eye, ear, and nose. We Protestants use the eyes to read 

scripture and the ears to hear sermons. Catholics use the eyes to see religious stories and truths in beautiful 

strange icons, use the nose to smell holy incense offered up as a symbol of the prayers of the people, use the ears 

to hear Gregorian chants and sung responses to classic litanies.  

 

All Catholics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power of Mary and the saints to intercede for us. We have friends in 

high places. Mary is depicted as Queen of Heaven and most Catholic cathedrals are dedicated to her. Some godly 

people on earth have been so filled by God and used by him that the church elevates them as special heavenly 

inteceding saints.  

 

In most Catholic churches I have visited, there is usually a statue of St. Therese of Lisieux. Usually she is 

holding roses in her hands. In Hong Kong, St. Teresa Catholic Church is named for her. I have wondered why she is 

so popular among all Catholic worshippers. I asked a friend, former priest at St. Teresa Church and he gave his 

understanding. Therese of Lisieux was from a very pious French family. She felt called to dedicate her life as a 

Carmelite nun, a woman enclosed in a cloister who spent her life in intercessory prayer for others. 

 

She saw herself as a little child of God, having no great beauty, wisdom, or skill. She never sought the 

limelight but valued her hidden presence praying for others. She felt called to pray for hard cases, for missionaries 

working in VietNam, for hardened criminals facing execution, for poor mothers who had large families to feed.  

Many people identified with her humble perception of self and great love for others.  I told the priest that we all 

could admire her, but we Protestants fel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Jesus the Care-Giver. 

 

He replied that no prayer to Therese stopped at her feet. She took it to Jesus with her caring heart. I then 

replied that we Protestants too share the need to share our burdens with caring friends and ask them to pray for 

us.  But we are not so sure about asking friends who are no longer on earth. He replied that Catholic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the eternal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His perception has given me food for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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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ICAN EXPERIENCE 

For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Hong Kong, we are aware of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Anglican Church, since it 

is the state church of England and has influenced England’s former colonies. I knew nothing about Anglicans until I 

went to university. There I became aware that many of my English professors belonged to a church they called 

Episcopalian (the American name for the Anglican Church). In time I found that many Episcopalian churches have 

a beautiful worship liturgy and that in many places they are the favorite church of older rich society families. But 

from the Church of England, new groups emerged: Baptists and Methodists. 

 

As a missionary in Hong Kong, I met friends who were members of St. Johns Cathedral and of Christ Church. 

For several years I attended Sunday Evensong at St. Johns cathedral at the end of my long work day among 

Baptists. It was such a fresh and refreshing time for me. I loved the chanting of psalms, the prayers for those in 

authority, the homily or message for the evening. I was welcomed as a friend and asked several times to give 

noontime Bible studies during a short lunch and devotional time.  The meal was bread and soup. The study time 

was about 15 to 20 minutes. Prayers took about 5 minutes. I think this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some Baptist 

churches to try.  

 

The great gift of Anglicans to many of us Protestants is the conscious effort to keep the best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and the best of the Reformation spirit. I have long admired the life and witness of St. Francis. He 

surpasses Catholic boundaries. The cathedral has a third order Franciscan society. I joined this group and was 

bonded with local businessmen who are devout Christians who try to nurture a Franciscan simplicity of life, love of 

nature, obedience to the nonmaterialist gospel of Christ. 

 

For several I found that the cathedral held a retreat during Advent season. It was held in a lovely Catholic 

retreat center in Stanley. The retreat had early church features: observance of silence except for worship and 

sessions with director, reading of holy texts during mealtime, simple music usually in Taize mode, time for private 

reading, meditation, and prayer. I have incorporated some things I learned there into retreats I have done for 

Baptists.  

 

I appreciate the fact Anglicans consciously provide for Christians with different sensibilities. The so-called 

High Church wing of Anglicans affirms the power and beauty of ritual and sacrament. The so-called Low Wing 

affirms the power and beauty of strong biblical study and preaching. C.S. Lewis, such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so 

many of us Evangelicals, did not see himself as one or the other. He embodies for me holy common sense, good 

balance, restraint and imaginative probing of basic evangelical truths.   

 

BAPTIST EXPERIENCE 

Baptists have their historical beginnings out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of the 17th century.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our history for its ongoing power.  Our first leaders did not feel the Church of England had gone far 

enough in reforming the church. We insisted on a church of believers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 of grace and did 

not trust a state church that too often produced only nominal Christians. So we rejected infant baptism and state 

approved bishops who authorized it. We had strong democratic tendencies believing we should separate the 

powers of church and state. Of course we were persecuted in our early history, defying the norms of the day. 

We now have a history of more than 400 years. We are no longer a persecuted church. Indeed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we are a strong dominating cultural and spiritual force. I explore the way I am related to my historical 

beginnings. As a youth growing up in mid America in the 1940s and 1950s, I did not feel I was part of a min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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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I was White, Protestant, Middle Class and in a prosperous land-owning farm family. The churches that 

dominated the area were Baptist, Methodist, and Presbyterian. There was a Catholic presence but we had little 

connection. 

 

Our three major Protestant churches all were touched by a Calvinist root. Baptists of my youth expressed this 

in a strong revivalist mode of spirituality. We had yearly revivals or evangelistic meetings. There were intense 

times for soul examination, repentance, rededication of lives, efforts to bring unchurched people to repentance 

and living faith. Concern beyond our own community was channeled into denominational support of global 

missionary work. In such an ethos, I felt a calling to be a missionary. I entered our denominational seminary 

famous for its biblical scholarship and for teachers who were faithful churchmen and some were very famous 

preachers. 

 

During seminary days in a large urban center in the 1960s, I experienced Baptist church life in new ways. In 

one church, our pastor gave support for social justice issues. He saw that the saving work of Christ was to touch 

society as well as individuals. We recited the Apostles Creed in an early point of worship. We blended old hymns 

and new songs.  

 

In the church that most deeply affected me, I heard a Baptist preacher with remarkable gifts.His pastoral 

prayers had a psychological depth that led me to real soul searching and exposing lack of courage and 

shallowness. His sermons led me to identify with all of the biblical characters, the so-called good and bad. They 

led me to see the radical nature of sin and grace. His ecumenical openness and support of civil rights activists 

forced many Baptists to face the moral issue of the day: fighting racism and the demeaning discrimination 

practices of the day.  

 

Baptists like other denominations can be subdivided into several faith families. The church of my youth was 

strong on evangelism intent on individual focusing of grace. There was not much ecumenical awareness and very 

little concern for large social justice issues.  During my university years I found that African American Baptists had 

a distinct commitment to social justice issues. God raised up Moses to save his people from slavery. God raised up 

leaders in our day to save his people from debilita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eir style of worship was lively and 

full of emotion but not Pentecostal. It has enormous unifying power for a people with a cause.  

 

I have left the particular Baptist denomination of my youth but return to my home church to visit family and 

friends. There is a bonding stronger than our doctrinal differences. I thank the church for its nurture of me as a 

youth and tell them that I am now part of a church with some different views. We all claim a Baptist identity but 

we have differences. My church in Alabama has women deacons and a woman pastor. We were pioneers in caring 

for people dying of AIDS. We are ecumenical and have had fellowship with other churches. One of my great 

memories is singing a lovely rendition of Psalm 23 in the Greek Orthodox cathedral. 

 

EXPLORING CONNECTIONS 

I feel a basic kinship with any Christian faith family that has Christ at its core of worship and life. I also honor 

the differences of our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and see the need for each to give its distinct witness and color. 

Catholics are careful to preserve their large and long tradition of developing creeds and rituals, venerated saints 

and theologians, old systems of discipline and administrative controls. Protestants aim at streamlining our long 

Christian tradition. We have strong democratic tendencies that give more power to the laity, more emphas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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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cal preaching rather than dramatic rituals.  

 

There are times in history in which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emphasize their differences.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see our common core and inspire each other with fresh modes of thought and worship. It is obvious that 

our two streams of life influence each other. I have attended Catholic services in which the local language is used, 

contemporary songs I have sung in Baptist churches are sung there, and heard some good though usually short 

sermons.  I have been in Protestant churches in which beautiful stained glass windows give us pictures of bible 

characters and great saints, in which sung classic responses come after prayers, and where communion is given a 

high point in worship. 

 

I have been in Baptist churches where we consciously draw on the best of many Christian traditions. We 

have had retreats in Catholic retreat centers and used devotional materials from great saints of the past. We have 

felt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Quakers and other designated Peace churches that work on social justice issues and 

fighting racism. The charismatic influence has touched most churches. 

 

As a pastor in Hong Kong, I have had church members with Pentecostal background.  It has led to a fruitful 

dialogue and mutual enrichment. Pentecostals remind me of the vitalizing necessary power of Holy Spirit for a 

joyful useful ministry. I have been led to probe the mystery of God as Holy Spirit. I have rejected the notion that 

speaking in tongues is a necessary component of salvation but do not deny the Spirit gives extraordinary gifts. I 

have been sensitized to the fact that worship must meet the needs of heart and mind. It should touch the 

emotional, rational, and volitional depths of our soul. 

 

I teach that Holy Spirit is the way that Jesus is alive to us now, his indwelling spirit. This Spirit gives both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gifts. There are times we are gifted in way that we can only call miraculous and 

wonderful. There are times when Spirit is the ongoing and quiet everyday power that helps us face the tasks of 

each day. The Spirit is the freedom and creativity of God to be God. The Spirit is the awakening agent that makes 

us alive in mind and heart. The Spirit is the bonding power within God and with us.  The Spirit is the key to 

authentic life and worship.  In the words of Jesus to the Samaritan woman, worship is not confined to a single 

place. As the text states (John 4:23-24)— 

 

“Yet a time is coming and has now come when the true worshippers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ruth, for they are the kind of worshippers the Father seeks. God is Spirit and his worshippers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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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鍾志廣為 2002 年畢業校友 

現為荃灣浸信會主任牧師 

教會是以蒙神所召並宣認基督是主的人們作為開始，因有基督的同在而成為地上最實存的生命體，並

會存到永遠。使徒保羅在弗一 4-5 指出了神對教會的揀選：「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

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

的名分。」教會是「神的選民」，是一群蒙神揀選而專屬於神的聖潔群體，其存在全繫於神的主權和恩典，

為的是要宣揚神的作為。 

使徒保羅亦形容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與基督聯合的：「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基督）為教會作

萬有之首。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2-23）神要使祂自己那充滿萬有的豐富，

在祂的身體—教會中彰顯，藉以展現基督從死裡復活的能力。教會既是基督的身體，會就要以信心來接受元

首基督對教會的啟示，並藉著順服聖靈的引導，讓神的心意可以在教會中實現。 

另外，教會是由一群有聖靈真實內住的信徒彼此聯合所組成，是聖靈的團契。神特意差下聖靈，讓聖

靈住在教會裡，為要指教我們：「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祂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

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十四 26）所有信徒皆「飲於一位聖靈」（林前十二 13），有著

同一位聖靈的感動和交通。因此，教會的信徒在聖靈裡是合而為一的。而真理的靈會光照教會，使教會認識

真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是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祂不是憑自己說的，乃

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約十六 13）在愛的聯繫下，聖靈在教會中會創造

出神聖的團契 Koinonia。聖靈亦會賜能力給教會，讓她能夠布傳真道，見證福音。有著聖靈居於其中的教

會，各樣的事工皆藉聖靈的恩賜而進行，而聖靈的恩賜是會裝備教會，使教會能夠讚美神，培育聖徒，並向

世界宣揚復和的福音。 

教會的牧養是為了神聖團契 

有基督作為教會的頭，各肢體就得以在基督的身體中連接在一起，彼此過著相連、相交、相愛的團契

生活，照著聖靈所賜予每一個肢體的恩賜，發揮恰如其分的功能，叫教會漸漸成長，在愛中彼此建立、分享、

團契。（參弗四 16） 

團契意指有相同信仰的人，要一起過團契的生活。但團契必須是在耶穌基督裡，與耶穌基督相關。在

約壹五 20 聖經指出：「我們（即教會）也在那位真實的裡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一種在基

督裡的團契，團契生活必需要在基督裡面。這樣，教會的牧養工作就是要讓這群體中的人有深入的團契，藉

以學習和效法基督。牧養就是幫助及引導信徒學習和效法基督，把基督所賜予教會群體的生命，在團契的生

活中「活」出來，甚至去到大家願意彼此捨己的地步。 

當我們藉著浸禮成為了基督身體上的肢體，我們就得著和基督與及和教會其他肢體團契相交的恩典。

所以，教會牧養工作的目標，就是要讓教會「有團契」，其焦點就是要讓當中的各肢體、各弟兄姊妹能夠一

起過著真正的團契生活，就是弟兄姊妹之間既一同彼此相屬、連合，又一同與神彼此相屬、連合，更一同學

習並效法基督，在教會中彼此建立，彼此捨己，叫基督真正的活在我們中間。 

教會所要的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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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敬拜是為了齊獻活祭 

敬拜是教會因著神的救贖計劃及拯救行動而發出的感恩讚美。而在羅十二 1-2 聖經這樣勸勉我們：「所

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

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中

文聖經和合本的「事奉」，其原文意思是「敬拜」。作為主的門徒，我們把身體作為活的燔祭獻上給神，這原

是我們理當獻上的敬拜。因此，敬拜正是「我們」一同向神去表達「我們」整個的群體要成為了一個活祭，

在神面前甘願將「我們」全然奉獻給神。在希臘文原文聖經中，「身體」是複數的，而「祭」卻是單數的。

由此可見，「將身體獻上」的身體，所指的是教會內每一個敬拜者都要彼此聯合，成為一個合一的活燔祭獻

呈給神。這樣，教會既是「信徒皆祭司」，更應是「信徒皆祭牲」。 

所以，每一個敬拜者都要在崇拜中將自己完全的擺上，並且要彼此聯合、凝聚，成為一個活的燔祭，

奉獻給神。這樣的祭之所以與別不同，是因為這是一個合一的活燔祭。這樣的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

的」，是要分別出來專為神所用，藉以得到神的喜悅。 

教會的培育是為了塑造門徒群體 

在聖經四福音的敘事中，主耶穌親自成為培育者（Cultivator），培育自己的門徒，透過與門徒建立關係，

幫助門徒成長和發展，使他們學習和效法主耶穌自己的行事為人。這樣，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其培育便是

有關於教會的共有生命，當中包括了門徒關係的建立、基督信仰的踐行，和聖經敘事的倫理；而所指涉的是

門徒群體的身分與氣質。因此，教會的培育必需是為要塑造門徒群體，讓教會中每一個成員皆成為主耶穌門

徒而作為目標。 

正因為教會培育系統的目的是要塑造每位肢體成為主的門徒，所以教會最佳的培育方式，就必然是「作

門徒的培育」，是學習者要以生命來跟從祂，因他們要撇下一切來跟從主：「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

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九 23）。這是一種具體認定基督是主的跟從方法，是學習主耶穌的生活方

式，以主耶穌作為我們生活的標準和規範。 

要讓教會有這樣互相契合的思考和實踐，培育就必需要發生在群體之中。作門徒的培育的必要條件是

「群體」，以致生命能夠經歷主耶穌的新創造（New Creation），經驗心靈和踐行的更新。透過一起經歷神話

語的真實，這便幫助教會確立聖經對我們這信仰群體的權威，而門徒亦隨之可以有能力、有信念地說出信心

的語言和採取行動，為的是去服侍世界，讓世界知道她是極之需要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恩典。 

教會的宣教是為了復和萬有 

作為教會——一班主耶穌基督的跟隨者，我們要參與神的宣教工作，因為我們所相信的神，正是一位

宣教的神！ 

三一神乃宣教工作的發動者及成就者，就是聖父因出於對世人深厚的愛，差遣祂的愛子聖子主耶穌基

督降世，藉聖靈的能力使世界與三一神復和，並與神合而為一，在完全的愛中合一。因此，宣教就是復和，

而這復和是源於神的愛，「因為神就是愛」（約壹四 8）。神在世界一切的工作，都是神的宣教工作，而教會

正是神宣教工作的結果，是由基督的宣教使命所孕育出來的。因此，當我們知道神是一位宣教的神時，教會

作為基督的身體，就必須要成為宣教的教會，因為宣教正是教會的身份，是教會在神面前存在的意義。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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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然投入在神這具救贖能力的宣教行動中：「人要奉祂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路廿四 47-48） 

主耶穌以順服的生命而成為神的見證者。當教會要跟隨主耶穌基督時，教會亦必須要藉順服來跟隨祂，

在地上藉順服的生命來成為神的見證者。神要透過教會使萬民得福，讓我們參與這偉大的神聖使命。因此，

教會的「宣教任務」是要學效主耶穌傳福音，使我們成為萬民的祝福，並為神的道向世界作見證。這是神對

教會愛的恩賜，目的就是要使世界與神復和。所以教會要緊記，「宣教」本身是神在世界中愛的作為，因神

愛世人，才有宣教；而教會所有的宣教工作，均要始於神的愛。 

願眾教會成為主忠心的跟隨者，一同在聖靈裡實踐神對我們的使命，彼此聯合成為一個活的燔祭，全

然獻呈給我們至高的神，因為： 

 

「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啟五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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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奉 點 滴  

作者楊玉環為 1994 年畢業校友 

現為彩坪浸信會主任牧師 

 

二十多年的事奉，是一條不太短、也不算長的日子。事奉生涯總是充滿著挑戰和困難，但同時亦滿載

喜樂與恩典，難以用三言兩語概括。 

事奉就是爭戰 

事奉終究是一場屬靈的爭戰，上到戰場難道還打算悠閒地度日？不可能吧！除了來自靈界勢力的攔阻，

環境上也充滿著爭戰：例如：負責一個接一個的聚會活動；處理一個又一個關於會眾的問題；面對發展教會

帶來的種種障礙和困難；承受未必能夠達到會眾對自己期望要求的困擾等等…… 

但是，事奉爭戰最難的，卻是事奉者需要學習恆久持續對上帝的信賴和依靠。詩篇八十八篇十三節：

「每早晨我的禱告要達到你面前。」在面對眾多事工的需要與人的需要，在多年的體會裏，就是那簡單而明

確的教導---向主禱告。爭戰使人消耗心力體力，特別在挫折中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失去事主的動力和心志。

能叫事奉者重新站起來，繼續帶著熱誠衝勁地去服侍永生的上帝，就是要建立每天穩定親近倚靠神的靈修

生活。如果沒有了在上帝面前安靜的日子，事奉的心也會日漸因循。因此，安靜親近上帝的生活在事奉生涯

裏是十分重要的。 

二十多年來，當然會有艱難的日子，有流淚的日子，在這些日子裏更加不能少的，就是向上帝支取信

心的力量。禱告後事情雖不會立即有所改變，環境可能繼續越走越艱難，然而，祂是信實的主，必會帶你走

過一個又一個的高山和低谷。多年來就是靠著親近上帝獲得的能力，保持了自己事奉的心志。讓人不會遇到

困難就輕言轉換工場，離開上帝託付牧養的羊群，又或讓人感到意興闌珊想去重操自己專業的老本行，離開

艱難複雜的牧職事奉。以賽亞先知給我們的鼓勵是： 

「你豈不曾知道麼？你豈不曾聽見麼？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

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

不疲乏。」（以賽亞書四十 28—30） 

所以，親近上帝，向上帝禱告，是事奉者的盾牌和武器，叫人能夠在艱難的事奉日子，讓上帝繼續保

持他昔日蒙召那一份一生事奉祂的心志。 

事奉就是經營愛 

牧職工作固然繁重，但最叫人卻步的畢竟是那剪不斷、理還亂的人事關係。然而，牧養除了有事工，

離不開是要作人的工作，不論所設計安排的各種聚會、培靈會、成長小組，最終目的也離不開要使人生命成

長！因此，為使羊群生命能被牧養，建立維繫良好的人際關係是必須的。這些要維繫良好關係的人包括與你

並肩作戰的同工、支援事務的辦公室同工、教會領袖與教會的會眾。我們都當盡可能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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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使事奉的人不論在講壇上的牧養、課堂的聖經教導、個人的關顧，被牧養者都能有一雙願意聆聽的耳朵。 

我們不可能跟每個人都熟落交心，但良好的關係是牧養和共事的基本要素。有了良好的關係，才會帶

來良性、坦誠的溝通，避免了因不良的人際關係出現主觀、偏見或針對人的意見，製造障礙。良好的關係為

我們在會議中、在關顧上帶來減省心力和無謂的爭拗或堅持，這樣就會造益教會。 

要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是需要不斷經營的，這不是說為了關係而需要放棄個人的立場，或固有處事的

基本守則。因為這樣做並非經營關係，乃是賣人情。在牧職操守裏這是需要小心處理的，因為對某些人賣了

人情，可能使你對他們教導的要求降低，或讓某些人擁有特殊的「優惠待遇」。這樣，就在教會中製造了不

公。經營人際關係需要以聖經的原則實踐，歷代志下十九章七節提醒我們：「現在你們應當敬畏耶和華，謹

慎辦事，因為耶和華我們的神沒有不義、不偏待人、也不受賄賂。」彼得前書一章廿二節也說：「你們既因

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裏彼此切實相愛。」當然人是十分軟弱的，有

時實在難以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事奉的生涯確也是一種對服侍者生命的操練。惟願我們都能在這條事奉道

路上，不斷操練那種不偏待人、在真理中實踐愛的原則，去愛你的同工、領袖和會眾。 

事奉就是讓上帝來領路 

新世代的牧者具有魄力和豐富的學識；並接受有別以往的神學訓練和教導，擁有對牧養和帶領教會的

不同視野。上帝確實給予每個事奉的人有不同恩賜，為要叫人可以好好帶領發展教會，得以面對不同人群需

要的世代，使不同的人都可以聽到福音，認識基督。然而，不論人有多少能力或是何等聰明，做屬靈的工程

還是不能放棄讓上帝去作主導和帶領的角色。聖經告訴我們，得力的源頭在上帝，因為祂才是那位真正有能

力的主、領路的元首。這不是說我們甚麼也不用幹，乃是當我們去使用恩賜才幹的時候，必需讓上帝的靈去

帶領。「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歌羅西書一 28-29)  

誠然，如果沒有上帝在我們生命裏面，我們的事奉或許就變成我們的事業罷了。事奉的生涯雖然艱辛，

上帝的恩典總是足夠並且豐富。譬如我身為教會牧者，兒女們讀書得以享受學費減免的優惠；會眾會以禮物

和湯水表達愛心，甚至會親手下廚慰勞牧者！食物雖不一定是珍饈百味，卻充滿主裏的愛。還有，上帝對服

侍祂的使女僕人，必會顯出祂的慈憐保護。兩年多前，本人被發現患上了已擴散的末期癌症，腫瘤專科醫生

亦估計本人最多約有一年的壽命，但上帝實在是信實和掌管生命的主，祂在侍女身上施行奇妙的作為和恩

典，病雖然沒有離開過我，卻在上帝的保守憐憫下，使我活到今天，並且事奉祂到今天。但願我們每一位服

侍永生上帝的人，都深深地依賴祂，信靠祂，體驗這條恩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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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文俊為 1995 年畢業校友 

2012 年底退休 

 

 
神呼召傳道人作神僕，但每一位傳道人的特

質和恩賜都不會完全一樣，何況不是人人都適合

做或者喜歡做堂主任，勉強就不是好事！教會多

重視傳道同工和長執領袖的身份和角色，但重視

不等如要絕對順服！有些教會非常強調堂主任的

領導和帶領，於是很多事工都看堂主任的「指示」。

當換了堂主任的時候，新主任是否像前主任一樣

有類似的領導才能是一大疑問。有些教會很重視

執事會、會佐會、理事會的意見，卻不會單單重視

堂主任個人的意見，因為堂主任的意見若未獲得

大多數領袖的同意接納，也不會提出來討論。問題

是當堂主任提出他的計劃和構思的時候，領袖們

是如何回應？是絕對順從、盡量接受還是客觀地

照事論事呢？而另一種情況是堂主任自己未必有

很清晰的帶領方針，迫也迫不出來，他很可能打算

與其他領袖一同探討教會前面方向，卻不是讓大

家聽從他的大計。無論如何，同心合意配搭事奉是

最理想的，若側重某一方面都是不完全的！ 
 

 

大教會事奉人手充足，小教會人手緊張，這

是很普遍的現象。作工的人少就難望有增長嗎？

不見得！俗語說：「多有多做，少有少做」。最煩惱

是工人少仍然舉辦很多活動！沒有周全的計劃就

以為可以應付得來，結果可能事與願違，增加民

怨！我總覺得事奉人員的「質素」比「人數」更重

要。就算只有幾位能幹的事奉者，絕對有可能成

功地辦好一項不必動用大量人手的活動，並且得

到理想、甚至超理想的成果！當然祈禱依靠神從

中幫助是少不了的。因為無數教會的開始都是由

少變多的經歷。另一方面，事奉人員少就要強化培

訓工作，讓根基好的會友迅速受栽培，被神使用參

與事奉。期望有更多會友樂意參與事奉，絕對不

簡單！有些會友怕了事奉、怕太投入教會，故此，

就出現有些工作往往很少人願意承擔的困局。求

神賜智慧讓教會了解當中原因，對症下藥，讓事奉

人員逐漸增加，事工愈做愈好。 

  

 

教會有多忙碌，通常可從教會的組織結構或

事工的多少來判斷。大教會的組織結構和受薪同

工人數自然比小教會多很多。無論事工多到甚麼

程度，如果人力（包括受薪同工及義工團隊）、物

力（教會經濟及設備）及經驗都充足，工作人員的

辛苦程度就會減輕，事工的推行就會暢順，而且容

易見到果效。小教會人力、物力和經驗都不多，推

行事工就諸多顧忌。最煩惱是在眾多限制下，教會

仍要推出很多事工，令事奉者疲於奔命；更遺憾是

令部份事奉者離開教會，這是絕對有可能發生的

事。教會不能沒有敬拜、佈道、教導和服務這些基

本事工，但怎樣做是需要量力而為，而且必須經過

深思熟慮和認真籌備後推行，才是理想的進程。若

急不及待，粗製濫造地推出，就難有理想的效果！

事工多可以視為勤奮，但必須考慮事奉者是否承

擔太重、壓力是否太大、籌備工作是否充足？還要

考慮其他事工對參加者及事奉者的影響程度。 

 

 

大多數人都關心教會聚會地方是否太細小不

夠用，或空間太大但人太少的問題。除了行政同工

之外，一般會眾多不太關注教會的儲物空間。大家

都明白，教會要儲存的物品真不少：文件檔案、書

刋印刷品、歷史文物（包括照片）、圖書及視聽教

材、主日學和其他培訓材料、各類的文具和工具、

各種紙張、紀念品、還有兒童用品（包括玩具）、

茶點用品、浸禮和主餐用品等等，單是分類也不

少！教會愈有歴史、地方愈大、人數愈多，就絕

對需要更多儲物空間。不少領袖不太關注這個問

題，裝修設計的時候，未必考慮太多這方面的需

要。丟棄物品往往不容易有個合情合理的處理方

法。我個人認為有系統地整理、收拾和存放物品，

絕對是有效的管理，只怕行政人員不足或者太忙

碌，就只好隨便亂放造成浪費和凌亂！沒有認真

地教導會眾遵守規則又是另一個遺憾！ 

主任意見未必突出 

絕 
對 

(17) 

工人太少未必無望 

事工太多未必有益 

儲物量大未必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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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牧 記 
 

作者羅黎光為 1973 年畢業校友 

現為關丹佳音浸信會中心牧師 

 

「按立牧師記」 ，不如說：「數算主恩記」。 

如詩人說：「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

我」（詩 50：23）。在這裡，我學習用「感謝」來

榮耀主耶穌。 

教會從開荒至今已十年了！來一個慶典吧！

「在慶典中要做什麼？ 」我問自己。我與主傾談：

「主啊？倘若出於祢賜給我的恩典，我就在這慶

典中被按立為牧師。論學歷，經驗或是心志上跟隨

祢，都是足以可被按立的。」 我又笑著對主說：

「我這把年紀才被按立，真是笑死人啊！主耶穌，

祢認為好，就成全我吧！但進行過程不要複雜，因

為我是單純的人。倘若祢認為不好，就取消吧！」

我對自己說：「世上之物，人有我也有，不要太過

自鳴清高，也不要太固執。」 

既有被按立的意念，就需要行動。於是請教

母院老師 —— 張智理牧師；師弟 —— 陳伯洪

牧師。他們

二人的回

應不單正

面，且願意

積極支持。

於是通過

了教會理

事會和會

友大會。 

落實進行 

當然邀請上述二位牧師為按立牧師團顧問和

主席。人在馬來西亞侍奉，故牧師團也需要馬來西

亞同工。於是邀請吉隆坡浸信會主任 — 郭安成

牧師，吉隆坡浸信會是我來馬第一間侍奉的教會；

怡保浸信會主任 — 陳利賢牧師。他們兩位也成

為按立牧師團成員。 

四位牧師皆齊心歡喜地完成這個按牧典禮。

謝謝這四位牧師，特別謝謝張林小雅師母，她幫助

張牧師由香港來關丹主持這個典禮。 

典禮的經費 

謝謝主豐富的恩典，祂的預備是我未曾想到

的。真如《林前 2：9》所記：「神為愛祂的人所預

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

曾想到的。 」這是真實的。 

在這裡要謝謝吉隆坡浸信會為典禮經費奉獻

馬幣一萬元，也要謝謝澳門浸信會為購堂基金奉

獻馬幣一萬七千多元。最後謝謝各教會以及主內

朋友的賀金賀禮。 

除了支付典禮各項費用，還剩馬幣一萬三千

多元（不包括澳門浸信會購堂奉獻在內）全數撥入

購堂基金。 

人手幫忙方面 

謝謝本會兄姐在各方面辛苦的付出，也謝謝

吉隆坡浸信會詩班獻詩。 

更想不到的是我家所有弟妹，兒孫們齊

齊約好從世界各地來關丹赴會。他們在各方面

都是盡心盡力地幫忙。最後，謝謝各教會和主

內朋友踴躍參加這個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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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體會到主內情誼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也享受到家人的溫馨和印證了這個典禮是神恩典

的賜予。 

未來展望 

對我來說，是一項大挑戰！ 

按立後，工作如常，没有升職，也没有加薪。 

我們的堂址位置適中，可是赴會的人要行上

三層樓梯。對於老人家，婦孺及身體軟弱的人，是

困難重重之行動。故赴會人數漸漸減少。 

近日，在堂址隔二間的店鋪要出售（整座三

層），售價要馬幣一百六十萬

（包括 GST在內）。本會購堂

基金只有馬幣 32萬元左右，

是由一班愛主朋友，兄姐奉獻

的。數目相距甚遠啊！使我想

起，昔日在野地裡的群眾聽主

耶穌講道，直到黃昏時刻，門

徒要求主耶穌叫群眾散開，好

叫他們各人往村莊買食物吃。

主回答：「你們給他們吃

吧！ 」門徒說：「我們這裡只

有五個餅，兩條魚。 」是的。 

我們只有 32萬馬幣，就沒有

什麼啦！只等候服從主的指

引！ 

還有，關丹是一個很難

工作的地方，甚少人肯來這裡

事奉。加上這裡是回教國家，

不准外國人在這裡長期事奉，

故難上加難，只有祈求莊稼的

主，打發工人來這裡。 

雖然各方面看來，是不樂觀的。 「然而，我

要因耶和華歡喜，因救我的神喜樂。 」「主耶和華

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

行在高處。 」（哈巴谷書 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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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牧 心 志 
 

作者黎康平為 2001 年畢業校友 

現為將軍澳浸信會主任牧師 

 

「榮耀歸與真神，祂成就大事。」我是九零

年在一個有關宣教的培靈奮興會上蒙召的，九一

年至二零零一年整整十年，我都是在神學院渡過

的，由音樂延伸課程，到部份時間的宗教學，到九

八年全時間入讀教牧學；由何文田山道到西澳。神

的恩典與供應從未離開過，祂恩待我，正如詩篇廿

三篇第一節所描寫的：「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

不致缺乏。」 

二零零一年畢業後，神帶領我到將軍澳浸信

會侍奉，跟隨黃焯桓牧師學習牧會，後因健康關係

回家休息。直到二零一三年，在我離開將軍澳浸信

會六年之後，  神再次呼召我返回這個崗位，當時

的我抓住  神的一句說話：「主耶和華啊！祢是知

道的。」(以西結書 37：3下)，我就再次踏上這條

侍奉的路了。 

感謝主仍然用我，感謝主讓我知道自己的不

足與限制，令我降服在主前，凡事都先求問  神的

心意，不肯定的就等一等。返回侍奉崗位後兩年，

執事們請我考慮受按一事，經過安靜禱告、向牧

長、師長求教，最後我告訴丈夫及兩個女兒有關執

事們的心意(按我為牧師)，及我自己的擔心(做得

到嗎？身體可否支持得住？)。 

感謝主，大女兒的說話提醒了我，她說：「我

覺得沒有甚麼不同，都是一樣的做法，天父要你做

的，就要去做，沒有傳道與牧師之分！」感謝主，

祂有豐盛的慈愛與憐憫，藉著女兒的說話，將我從

太虛帶回地面。於是我們一家人一起祈禱後，我就

回覆執事了。是的，我要侍奉  神，遵主而行，正

如神學院的校訓：「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

太後書 2：15)也感謝在不同時間出現在我身邊的

有心人和同路人。當然，擔任一間堂會的牧師，要

肩負的責任更重，負責的層面也更廣泛。但我深信

主的應許：「我必不撇下你們為孤兒。」(約翰福音

14：18上)我在牧會遇到任何問題或挑戰，我仍然

能歡然面對，因為我主是我喜樂的源頭。我亦要努

力學習活出這段經文：「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

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祂

是愛我，為我捨己。」(加拉太書 2：20)  

今天，我被按立為牧師了，正如受按當日訓

勉的牧者所提醒的，神是要我們做一個忠心的僕

人，不是做一個超人。如今，我仍然是我，一個每

天都在求學、求做一個更親近  神、體貼  神心意

的僕人，帶領教會成為一個合  神心意、被神使用

的群體。前路如何，仍然未知，但我知誰掌管明天，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因為神的恩

典是夠我用的。有一首詩歌是我每天的提醒，願意

和大家分享：「每一日我主，我懇求三件事：更深

刻認識祢、更虔誠敬愛祢、更緊緊的跟隨祢，每一

日。」(敬拜頌歌 234首) 

最後，是我的心願，我相信亦是不少忠心侍

奉者的心願，就是到人生完結時，能說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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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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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牧述志 
 

作者李淑儀為 1999 年畢業校友 

現為大埔浸信會主任牧師 

 

感謝神，讓本人於大埔浸信會(簡稱「埔浸」)

立會 57 周年感恩崇拜中被按立為牧師，而本人與

埔浸的關係非常密切。尤記得自己是 1978 年 12

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初次踏足埔浸，1979 年受浸加

入教會，轉瞬間已38年了！自加入這屬靈之家後，

我在埔浸成長，學習基督樣式，參予不同服侍，亦

在埔浸認識了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現時的丈夫

譚日旭執事。 

從世俗觀點看，受按立為牧師的同工確有升

職加薪的情況，當然值得恭喜。但從信仰角度看，

按牧並沒有改變被按者作為神僕人的身分，此身

分是在蒙召作傳道時已確立了(參加 1:1)，而按牧

與否，這人也要謹記上帝的呼召，忠心服侍(林前

4:2)。在浸信宗，按牧是地方教會對接受牧師職份

者的公開認同、肯定、和更大託付(徒 6:16，13:1–

3)。在按立典禮中，教會群體認同被按者是蒙神帶

領進入此牧養職任，肯定被按者的為人及其牧養

恩賜(提前 3:1-7；多 1:5-9)，並差遣授權受職者承

擔牧師的職責。受按立的牧師除了與其他教牧同

工一起牧養群羊，彼此配搭，建立基督身體外(弗

4:11-12)，也要按宗派傳統主持教會各項禮儀，如

主餐禮和浸禮。 

能夠被按立，首先全是上帝的恩典，其次要

感激教會對自己的培育和在牧養上的肯定。但在

接受牧師職份前，受職者務要澄清自己的召命和

心志。當尋求神的心意時，本人肯定上帝確曾呼召

自己在埔浸群體中服侍。我於 1996 年進入香港浸

信會神學院接受裝備(1996-1999 道學碩士)，那時

本來計劃畢業後就回母會作傳道。但一年後神改

變了我的方向，藉老師的關心與提醒，使我立志透

過教導聖經去完成神的大使命，正如以斯拉記

7:10 之言：「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

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於是我便加入神學

教育行列，直至 2008 年離港進修博士學位(2008-

2012 年)。於 2012 年畢業時，神又奇妙地藉以西

結書 1:1-3 引領我回埔浸服侍至今。對我而言，按

牧是對此召命的再次委身，承擔牧師職任是回應

神選召的大恩(提前 1:12)。 

 

本人立志跟隨基督這位大牧長(彼前 5:1-4)，

甘心樂意、盡心竭力完成神和教會託付的牧師職

責。我要依靠聖靈，按著上帝的聖言行事為人，天

天更新自省，不斷追求聖潔，在生活上作信徒的榜

樣，在言行上作社會的明燈。務要使教會得著造

就，上帝得著榮耀。我亦願意根據聖經教導和浸信

會傳統來牧養信徒，宣講聖道和施行禮儀。 

作為一位牧師(ποιμήν，[pastor，意為牧羊

人])，最重要是倣效我們的大牧者──耶和華(詩

23)。牧者首要帶領羊群吃草飲水，以至能重新

得力，緊緊跟隨主走合神心意的路(詩 23:2-3)。

其次，牧者要與羊群同走生命之旅，在幽谷中幫

助他們發現上帝的杖和竿，在神的同在與保護

中，危難也不會怕，並靠主過得勝的生活(詩

23:4-5)。最終，羊群藉教會牧者的引導，生命得

以緊緊連於上主，從而發出信心的宣告──有耶

和華作為牧者，生命感到滿足，無所缺欠(詩

23:1)。這是我的牧養信念。 

誠然，牧者也是人，本是軟弱的器皿，需要

主的恩典，尤其是承擔牧師職份，更要靠主剛強

(書 1:9)。在提比哩亞海邊，主再次呼召彼得承擔

使命(約 21:16)：耶穌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

我嗎？」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一連三次的查問與託

付，對曾失敗的彼得十分重要。這託付不單重建他

的信心，也証明只要我們愛主(不論才幹)，就是最

軟弱的器皿，神也可以使用，成為祂賜福的出口。

愛，是服侍主的首要條件！愛，是熬過困難的重要

動力！這個查問：「你愛我嗎」，對我的服侍有很大

的提醒，若我要牧養主的羊，必須留意自己與神的

關係，是否如枝子連於葡萄樹，常在主的愛裏，以

致能以基督的心腸，牧養主所託付的羊群。願主施

恩引領。阿們！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上帝的群羊， 

按著上帝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彼前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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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牧感言 
 

作者鍾業景為 2000 年畢業校友 

現為大埔浸信會天澤福音堂牧師 

 

我沒有轟轟烈烈的蒙召經歷，然而在神學訓

練的路途上比別人花上更多的時間(曾是兼讀生)。

感謝神！祂磨練我的心志，啟發我的事奉路向。雖

然在信仰歷程中曾成為過「出走信徒」，但神竟「從

高天伸手抓住我」（詩 18:16），更應許我「信不在

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林前 2:5)。既經

歷主的引領，我心靈卻願單純的盡心，盡性，盡意，

盡力的服事祂，專一的愛祂。知道自己的恩賜不

多，學養不夠，因此常有不配的感覺，但主仍勉勵

我說：「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

成的…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林前 15:10)。 

過去五年在大埔浸信會天水圍基址展開牧養

事奉，有如再次親歷自己年少時代的生活:民生簡

樸、居民工作勞苦、資源短缺、弱勢社羣衍生。使

我明白牧養上要格外用上更多的關愛及社會支援

的知識去應對信眾的問題，當然聖經真理教導及

明白羊羣的需要更是不可少。 

 

 

 

 

 

 

 

 

 

回望母會於 2003年在天水圍植堂至今，從婦

女為基礎的會友到今天不同階層的信眾，都是弟

兄姊妹熱切傳福音帶領親友信主的成果。藉著母

會對我傳道職事的肯定，按立我為牧師，此後當運

用神賜予我的職份，與弟兄姊妹彼此配搭建立教

會。神交托我的定必盡心、盡意、盡力的服侍群羊，

當以慈父的心好好照管牧養他們。我特別對青少

年牧養滿懷著強烈的負擔，期盼藉建立整全的青

少年事工理念，裝備更多領袖服侍青少年人，以達

致薪火相傳，在社羣中帶領青少年人歸主，擴展神

的國，完成神在我身上的抱負。我對堂會自立的立

場是正面的，這個理想的教會方向，無疑會促使信

眾要為主努力去承擔與付出，也能運用倚靠主的

信心與神的心意相配合以達成這個使命及願景。

如經上所記：「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廿九 18)，

我定當克盡己責，義無反顧的完成神在我身上所

託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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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德儀為 1987 年畢業校友 

現為自由傳道 

 

感恩. 感召. 感動 

浸神山道的那些年似乎如此遙遠，卻又恍如

昨日。在我開始寫感言時，浮現腦際的，竟然是那

維多利亞式的校舍，和隔壁班房張智理教授與學

生們的哈哈大笑聲。讀神學這麼開心有趣？能上

張教授的課就好啦！怎知卻要等多年後才實現。

當我回望，我訝異那些年與我過去三十年人生的

密切關係，除了裝備我起步作全職傳道，更是預備

我如何活在不由我控制的人生裡，甚至面對從未

想過的困局，和亂作一團，溶化了的心……感謝神！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

應當稱頌的！（細拉）」(詩 68:19) 我今天有寫這

感言的福氣，我的軟弱無助就如神憐憫心腸的放

大鏡。 

感恩. 回鄉. 交棒 

移民美國十九年後，我和丈夫 Bryan Peistrup 

徐子恩 2015 年八月底，竟然被帶回到闊別九年的

香港，還要回到我出生的大埔，再作埔浸會友。 我

們就像那些被耶和華帶回錫安的人，覺得好像做

夢一般，最近還得以親眼見證埔浸按立首位女牧

師！謝謝朱活平牧師夫婦和一對執事夫婦接機，

因著一位慷慨的捐獻者，我們回港後第一個居所

竟是浸神宿舍，梅智理博士和 Mrs. Moye 路德，

在我們抵埗前已預備了鮮花和大量食物給我們，

落機兩天後興奮勝過時差，出席開學禮，得再見羅

凱慈博士，溫張蓮老師等，又與同班同學蔡艷桃坐

在新一代的學生當中，吃飯時再唱「謝飯歌」，浸

神同工們多方的襄助，甚至能再見近九十高齡仍

喜樂地事奉的韋理信院長，在在叫我感到重回浸

神大家庭的溫暖。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是真的！

我在 1984 年開始全時間入神學院，儘管我因入學

前受了打擊，情緒常很波動，但竟然按時在 1987

年畢業！我相信神使用了浸神的群體生活，特別

我們班上十位女同學，及女生指導 Miss Lo 安慰

支持我，在我需要放聲大哭的時候可以釋放地哭！

這許多年來，桃桃、慧冰、龍珠給我越洋的支持，

和我們回港前後的協助，我回港後又能再與其他

同班同學如偉信、志強、金蘭、培輝及現任院長偉

彤等再度聚首。曹院長在美進修期間，竟然記得我

和子恩在聖路易市，他在當地探親時請我們與他

的親人去飲茶！我曾作會友的恩典浸信會，多年

以祈禱及定期奉獻支持我們，回港後能間中和弟

兄姊妹相聚，全是天父的大恩大愛！ 

剛回港時，適逢沙田區院牧事工三十週年感

恩會，院牧主任知道我回港，覺得是神及時的供

應，因年輕一輩無人能追溯威爾斯醫院院牧事工

的起頭，呀！我竟被視為最夠「資歷」講古的舊同

工……其實我還得向開荒的麥大衛牧師求助，他

提到因韋理信院長批准他星期一、五不用返神學

院，可去威爾斯進行訓練，誰想到那是啟動公立醫

院院牧事工的關鍵性決定呢？眨眼間我們接棒的

已成為交棒的。在讀神學前，因接受三福訓練獲啟

蒙，已有倍增門徒，屬靈繁殖的觀念，我和 Bryan 

在金門修讀教牧學博士時，他以門訓、我以效法基

督為方案主題，所以當他一接梅智理牧師的棒，出

任大埔國際浸信會的主任牧師時，我們知道必須

立即啟動交棒，裝備主的門徒為僕人，在各自的崗

位，承擔服侍和牧養撕裂的世代，問題是: 人人都

忙忙忙，怎樣進行? 

主讓我經歷詩篇 127：1 的真理:「若不是耶

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

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面對不少

我解決不了的事，也遇上越處理越糟糕的情況，但

當我讓路，不阻礙神，我就看見神策動、神出手、

神安排、神定時--我必須靜候神發動，待祂出手！

我們到國際浸不過幾個月，教育部部長邀請和支

持我開設主日學老師培訓小組，先備人，後備課，

人少少，有退出有堅持有新加入，也有姊妹主動找

我作靈程夥伴。我謝謝他/她們讓回到異鄉的我接

畢業 30及 20週年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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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再培訓。現在我作為自由傳道，沒有退休年齡這

包袱，我只需按照主給我的負擔和力量，主給我鋪

的路開的門，裝備主帶到我身邊---渴慕主和忠心

能教導別人的人，能培育一個就培育一個。就如剛

完成的暑期門訓釋經班，有教小學聖經科的年輕

姊妹希望繼續受訓。過去一年在艱難得近乎不可

能的情況下，我們得教育部部長的全力配合，開展

了其他門訓小組。主耶穌是那建立看守者，不為軟

弱的我們和不理想的時勢環境所限！ 

感召. 復甦. 換心 

我十五、六歲蒙神呼召全職事奉，以斯拉「定

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

色列人」 的心志（拉 7:10)，使我的心如火燒，「我

要像他一樣! 」加上當時在埔浸實習的兩位神學

生(梁德舜和盧仲娥)，使我想長大後能在教會事奉，

於是當「梁哥哥」在夏令會呼召時，我便歡歡喜喜

決志回應。但爸爸怕我不明白，叫我長大再說。有

趣的是，長大後，是爸爸催促我不要讀部份時間，

快快在他過三年退休之前讀完！然而最重要的，

是 82 年證主派我到美國受訓期間，我經歷主藉一

首詩歌的歌詞俘虜了我，在整個主餐過程我哭得

淚如雨下，完全不知週圍的事，只知神呼召我與祂

合一，而不只是全職事奉。 

在神學院第一年下學期，看著我長大的舊鄰

居李伯伯患了末期腦癌，著他大女兒叫我為他祈

禱，我既難過又感恩，又想探他又怕探他，因會不

知所措。就在這時，麥大衛博士從美國回到神學

院，舉行一個關懷臨終病人的講座，我聽完便請他

去探李伯伯，這是我第一次看著老淚縱橫的病人，

聽一個陌生人講福音而信主。及後我接受 1986 年

夏麥牧師開辦的臨床牧關訓練，因而患末期癌症

的李伯伯和首屆香港 CPE，成為我應神呼召作院

牧搖籃。(有關李伯伯，見沙田區醫院院牧事工

2015 年 9 月通訊「活出愛」) 更重要的是，CPE 

助我看到自己內心的實況和事奉的關連。在美國

受訓期間，我內心深處的極大恐懼浮現並籠罩著

我，我幾乎自殺！感謝神，大學醫院批准我專接受

治療為受訓的一環。主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

從高天臨到絕望的我身上! （路 1:78） 

從院牧崗位到自由傳道，山道那些年有兩句

話我終生受用，一句提醒我人人不同，韋理信院長

的「不要踐踏別人的珍寶」，“Do not trample on 

someone else’s treasure.”  成了我這許多年來的警

惕。不論是單一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環境，是家人抑

陌生人，我要萬二分留神，操練易地而處的同理

心，才不致引起誤會、衝突、甚至撕裂。另一句叫

我著眼人性的共同點，麥大衛博士常說:「以耶穌

的眼看人。」“See People through Jesus’ eyes.”  

1996 晉升道學碩士後，隨即結婚及移民，在美國

做差傳與植堂時，911 世貿恐襲引發我們在聖路易

市的穆斯林難民事工。遇上一位剛抵聖路易市的

阿富汗媽媽，怕女兒第一天放學時迷路，不辨方向

不懂英語的她，正要出門走往校巴站，我相信是主

從高天看見穿薄薄夏衣的她站在冰天雪地裡，便

差我與傳譯在那一刻開車抵她家門。這是一個被

逼離鄉別井，孤單貧困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一

個智障，一個失聰結舌且非常暴燥。我領悟到耶穌

眼裡的她是一個人，不是甚麼教徒!  

主又讓我親嚐個人哀痛和內心掙扎，跌跌碰

碰，然後醒覺也要以耶穌的眼看自己和身邊最親

的人，更深體會到要以耶穌的眼看人，我必須先要

有主耶穌的心，讀神學有畢業的一天，學神則要天

天上課，時刻練習，直到見主面。我仰望那在我心

裡動了善工的

主，賜我力量，

培育更多有耶穌

的心和眼的僕

人，完成交棒的

工，直到耶穌基

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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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志海為 2014 年畢業校友 

現為彩坪浸信會傳道 

 

2017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是校友會一年

一度的週年會員大會的日子，當日有林偉廉牧師

的分享，他坦誠與我們分享人生事奉歷程裡很多

的片段。林牧師在醫院裡多年當院牧的生命故事，

著實讓我們這群蒙上主恩典呼召的群體，深切體

會耶穌基督的生命，是一種道成肉身進入不同困

乏、苦難的人群中並甘願與眾人同行的生命。這種

生命的歷練，讓我們更能體會主耶穌對眾人的愛，

就是要在與他者同行的歷程裡產生出來的。寶貴

的分享，是需要分享者在時間中沉澱、累積、煉淨

的生命。讓我們在同行中更走近主耶穌，時刻提醒

自己被呼召的身份，並體現一種不離不棄的生命

歷程。 

 

 

 

 

 

 

 

 

 

 

另外，曹偉彤院長也分享校友會需要進入讓

年青一代參與的更替進程，是以過去為基礎而更

新的。這是一個門徒群體的生命故事，校友會這門

徒群體同樣是身處於一個「沉澱、累積與煉淨」的

過程，讓不同年代的校友參與其中。校友會的故

事，其實就是香港的浸信會故事，也是眾堂會的歷

史故事。因此，新一代的校友會成員由年輕一代開

展，讓成熟的校友帶來的鼓勵與祝福，激勵我們一

起邁向充滿挑戰的新世代。 

2017年的校友會會長是黃滿麟校友，他聯同

數位年青的校友，擔當起新一屆聯繫校友情誼、同

心事主的使命。願上主的靈使我們跨越不同年代，

卻是以同一顆心去為上主奔跑，讓跟隨祂的人為

主發光，成為明亮的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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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消．息 

1.  「2016-17 年度年報」已於 7 月編印出版，求主使用這份年刊，引領眾浸信教會在禱告和經濟上一起支

持「浸神」的神學教育事工。 

2.  《山道期刊》總第三十九期已經出版，主題為「宗教改革精神與傳統」，包括專題文章六篇、討論文章

一篇及書評五篇。 

3.  「2017-18 年度開學典禮」已於 8 月 22 日舉行。 

4.  「全職事奉探索營」於 10 月 20 至 21 日舉行，為有志探索全職事奉及神學進修的兄姊而設。 

5.  「2017 浸信會週」於 10 月 24 至 26 日舉行，由被譽為當今美國基督教最重要的倫理思想家之一的顧希

（David P. Gushee）牧師 / 博士主講，總主題為「饒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傳留下來的瑰寶」。

日間學術講座於早上 10 時至 12 時於西澳校園舉行。晚間公開講座於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假以馬

內利浸信會舉行。詳情及報名可瀏覽學院網頁 www.hkbts.edu.hk。 

6.  教牧持續教育中心 9-12 月的課程小冊子現已出版並上載於本院網址 www.hkbts.edu.hk/pce。本季開辦的

課程包括： 

 9 月 11、18 日 建立有牧養界線及操守的圑隊（盧惠銓牧師） 

 9 月 25 日 基督教正向心理學應用於牧養關顧（陳張彩雲女士） 

 10 月 9 日 教會節期：將臨期與聖誕崇拜（陳誠東牧師） 

 10 月 16、23、30 日 教牧要了解的「中國通識」（區伯平牧師） 

 11 月 6 日 希西家王的成敗：比較《列王紀下》及先知書的評價（羅慶才牧師） 

 11 月 20、27 及 12 月 4 日 愛火重燃：小組生活的再思（羅祖澄牧師） 

 12 月 11 日 教會管理：教會全職同工之人事管理與督導（梁廷益牧師） 

 12 月 18 日 從提摩太後書看聖言的教導（郭罕利博士） 

7. 聯合畢業典禮（校本部、信徒神學教育部及遙距教育部）於 11 月 19 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香港伊利沙伯

體育館舉行。 

8. 聖誕崇拜將於 12 月 18 日上午 11 時於西澳校園舉行。會後聚餐。詳情請參閱（參閱 P.35 頁）之海報，

歡迎校友同返母校參加。 

 

下學期活動預告 

2018 年 2 月 28 日 3 月至 1 日  神學生生活體驗營 

待定   聖樂培靈會 

2018 年 5 月 10 日   差遣禮 

2018 年 5 月 24 日   頒獎典禮暨董事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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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會 報 告 

會長——黃滿麟* 
 

感恩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順利於 5 月 22 日舉行，並經出席校友投票選出新一屆 2017-2019 年度職

員和會長。新一屆職員再於 6 月舉行的第一次會議，席間互相選出其餘各職員。職員會現有成員如下： 

 

 會 長：黃滿麟 (2011MDiv.) 

副會長：曾慶忠 (2015BTh) 

書 記：林美玲 (2014 MDiv.) 

司 庫：陳綺華 (2011BTh) 

學 術：張展邦 (2015BTh) 

聯 絡：張衛倫 (2015BTh) 

靈 修：林穎婷 (2014 MDiv.)  

關 顧：蘇美好 (2015BTh) 

 

校友會致力成為校友和學院的橋樑，並協助學院事工的發展。新一屆職員平均年齡比近幾屆都年輕。

大家熱情投入，充滿了新氣象。盼望得到你們的禱告守望和積極支持，使新一屆職員會在未來兩年把校友

會的角色和使命推展得更好。求主幫助！ 

 

關注到新畢業生的財政狀況，並鼓勵他們體驗校友會活動，我們職員會決定由本年度開始，豁免應屆

畢業生第一年校友會會費。我們也正積極籌備將於十一月舉行的秋季旅行和十二月學院聖誕崇拜後舉行的

聖誕聚餐。敬希留意通告和踴躍參與。 

 

 

* 2017-19 年度會長黃滿麟為 2011 年畢業校友，現為廣林浸信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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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按首個學位畢業年份先後排序，由 5/2017 至 10/2017) 
聲明：校友消息由編委會按資料來源主動刊登，若有校友不想刊登個人消息，請通知校友會。 
 

轉 職： 
陳培輝 1987 2017.06.01 擔任觀塘國語浸信會主任牧師。 

王紹良 1997 2017.07.01 擔任荃灣浸信會牧師。 

簡慧婷 2004 2017.09.02 至明年三月在顯理福音堂作部份時間事奉，主要負責青少年敬

拜訓練。 

馮潔英 2009 2017.07.01 擔任大角咀浸信會堂主任。 

葉遠昌 2013 2017.06.01 擔任以馬內利浸信會堂主任。 
 

喜 訊： 
黎淑芬 2015 2017.10.14 之兒子周昊軒與蔡綠穎在上水雙魚河會所舉行結婚典禮。 
 

按 牧： 
李淑儀 1999 2017.08.20 接受大埔浸信會按立為牧師。 

鍾業景 2000 2017.08.20 接受大埔浸信會按立為牧師。 

梁炳剛 2000 2017.05.28 接受加拿大麥城華人浸信會按立為牧師。 

蒙健生 2013 2017.09.03 接受西沙浸信會按立為牧師。 
 

哀 訊： 
黃 鐘 1954 2017.09 之妻子黃黃素芳主懷安息，2017.10. 8 舉行追思禮拜。 

林麗花 1987 2016.08.30 之母親林趙玩嬌主懷安息，2017.06.28 舉行安息禮拜。 

陳伯洪 1995 2017.07 之父親陳林主懷安息，2017.07.20 舉行安息禮拜。 

戴盛威 1996 2017.07 之母親戴劉春娣主懷安息，2017.07.29 舉行安息禮拜。 

盧潔芬 2008 2017.07.19 主懷安息，2017.08.14 舉行安息禮拜。 
 

院 長： 
韋理信  2017.10.22 在荃灣南豐中心煌府酒樓舉行 90 歲大壽暨事奉香港 60 年感恩

晚宴(成立韋理信院長神學教育基金) 

曹偉彤 1987 2017.08.01-10 一連十個早上擔任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研經會講員，主題：「盼

望－從拆毀到栽植」。 
 

代 禱： 
梁一心 1996 2017.09.07 醫院證實兒子梁英犖的骨髓有癌細胞，要接受新一輪的治療(16/9

已開始化療)，預算 2-3 個療程可清除癌細胞，隨後接受來自父母

的骨髓移植手術。 
 
 
 

※ 如有錯漏，祈為指正；如未盡錄，懇請見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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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淑嫦校友(右)於週年大會上領唱 

校友詩班獻唱 

校友詩班詩班長蔡燕萍報告 

曹偉彤院長報告神學院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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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靈專訊》編委會組長     

勞孝宜校友報告 

新一屆職員選舉由會長朱維亮校友(右)及龍家彥校友(左)協助點票工作 

司庫何家倫校友報告 

講員林偉廉校友分享信息 

出席校友會週年大會的校友大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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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3 梁一心校友的母會北角浸信會，為梁校友的兒子舉行
特別祈禱會，會後部份出席者合照 

2017.08.29 1994 年畢業校友舉行班聚，宴論石知
坤(1994)、墓潤妹(1995)校友夫婦及其兒子 

2017.09.10 胡文俊校友夫婦在澳門浸信教會講道，
並與主任陳伯洪校友(右一)合照 

2017.07.07 陳小麗校友夫婦(前排)、黎秋林、練
桂蓮校友夫婦(後左一及二)、楊啟毅校友(後左
三)及劉文輝校友(右一)於陳美德執事八十壽宴
上合照 

2017.09.23 胡文俊校友夫婦(前左一及二)、林守光校友(前左三)出席觀塘國語浸信
會二十四周年堂慶崇拜後與主任陳培輝校友(前左五)及一眾弟兄姊妹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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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新舊不同年代同工與韋理信博士合照 

八十至九十年代畢業校友與韋理信博士合照 

九十年代後畢業校友與韋理信博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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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牧靈專訊   11/2017 

————— 職．員．分．享 ————— 
 

司庫——陳綺華 (2011 年畢業校友，尖沙嘴浸信會傳道) 

每年八月都是神學院新一學年開課的日子，對一眾同學來說，又是他們面對新挑戰的時刻，特別是一

年級的同學，他們心情或許可以說是既興奮又戰兢。回想自己於 2007 年開學的第一天，在第一個早會的時

候，心情非常激動，因為深感能夠被列在神學院的一眾學生之中，全是主的莫大恩典！然而，轉瞬間，那已

是十年前的八月所發生的情境！ 

自 2011 年在神學院畢業至今，自己全時間事奉的生涯，已進入了第七個年頭。感謝主，祂的恩典夠用，

不但保守我順利完成第一階段的神學裝備，還讓我在教會中服侍祂與屬祂的群體；不但如此，祂還在這兩年

多裡面，讓我有機會在校友會中事奉！今年五月開始，更是我擔任校友會職員的第三個年頭，從來沒有想

到，在忙碌的事奉裡，自己還有機會可以為校友會盡一點綿力。 

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我體會到校友會是背負著聯繫神學院六十六屆所有校友的一個重要平台，雖然

職員會曾努力嘗試以現代各種先進的電子工具，但發現當中仍有不少技術上的困難，因此，到現時為止，我

們仍未能建立起一個整全的資料庫，期望未來的日子，隨著電子科技的發達，和校友會的各位職員發揮每一

位的專長，能夠收集歷屆畢業校友的聯絡資料，並且能建立起一套更完善的系統和網絡，以致日後透過不同

的聚會與活動的接觸，將眾校友們聯繫起來，達至彼此認識、關顧和扶持，展現基督群體的美善。另一方面，

藉著一個完善的聯繫網絡，我們可將神學院與校友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也使到歷屆校友的距離同樣被拉近；

或許各校友彼此之間，縱使在年紀上有著很大的差距，期盼可以因着各項校友會聚會的緣故，成為更親密的

同路人！ 

今天眾教牧在教會裡服侍，總的來說都是忙得不可開交，相信大家都期望在休息日，可以輕鬆悠閒地

渡過美好的一天。校友會職友會有見及此，希望在不擾亂大家的寶貴時刻下，每年只安排幾個聚會，包括

「校友日營」、「大旅行」、「聖誕聚餐」、「週年大會專題講座」等，讓大家不單只可以聚首一堂，也能夠使大

家的身（旅行）、心（聚餐）、靈（退修營會），都得到益處。 

新一屆職員會（2017-2019）已於今年五月在週年大會的選舉中成立。當時自己被選進其中，雖然曾

經憂慮到能否在繁重的牧職事奉中，承擔校友會的服侍，然而，在召開第一次會議以後，心裡卻是感恩不

已——可以與一班同心合意事奉的肢體一起同工，是何等的美好及祝福！原來一起開會，可以是一個充滿

喜樂的、笑聲的時刻，討論與分工，都能夠在預定時間內順利完成，真是滿有神的愛與恩典的祝福。置身

於這個職員會當中，實在體現到聖靈的同在，各人一起樂意負起自己當盡的責任，並且看到神在各人身上

所賜予的恩賜，能夠彼此配搭，各按其職，這全是神奇妙的恩典。但願神喜悅我們同心的獻上，也期盼各

校友們能夠再次回歸這大家庭，日後更積極參與校友會所推介的活動，一同分享主內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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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 ————— 
何家倫(《牧靈專訊》編輯委員會組長) 

《牧靈專訊》是浸神校友會的刊物，由創刊至今已出版了三十九期，大家可能不知道，母校浸神的刊

物《山道期刊》也已出版了三十九期，兩者都有登錄母校教授們的文章，前者著重學術的探討，後者則加上

校友會的牧養心得、事奉經歷和分享，當然也會宣傳校友會的活動。 

有鑒於今屆校友會於五月間選出了新的職員，其中很多是較年青的校友，故本刊特邀請了曹偉彤院長

撰文，闡述他對校友會的期望。讓我們回應他的呼籲，多為浸神和眾師長校友禱告，並積極支持母校和校友

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現已退休的教授 Dr. Moye 今期撰寫了一篇文章，內容透過他個人豐富的崇拜閱歷和體騐，指出了基督

教不同宗派的崇拜方式和背後的神學重點，並提出他對聖靈在崇拜中的真正功用之觀點。由於文章頗長，故

不作中文翻譯，但梅教授的文字淺白，不難理解，若大家想認識他的信仰成長過程，此文實在值得一看。 

鍾志廣校友以「教會所要的踐行」為題，分別就著教會的牧養、敬拜、培育和宣教其實是甚麼，作出了

個人對聖經真理的觀點。期望此文可以對一些負責策劃及推展教會事工的校友們，在如何建立教會理念方

面，可以帶來啟發。 

另一位校友楊玉環，她身為教會的主任牧師，雖有癌病在身，仍堅持忠心事奉主，服侍羊群。她的事

奉觀點，是很真實的，也是她心路歷程的寶貴心得，不容錯過。當然胡文俊校友也就他多年的事奉心得，提

醒我們在教會勞碌事奉中，要注意那些不容忽視的事情和做事的原則。 

幾位近期接受按牧的校友，分別撰文分享他/她們的按牧感言或按牧述志，很多位都衷心表達對神的感

恩和順服之情，特別要指出當中有一位羅黎光牧師，她是我們資深的校友，現遠在馬來西亞關丹的地方事奉

主，實在令人敬佩！文章中也提到她的教會需要擴堂，求主預備所需的金錢。 

《牧靈專訊》的編輯委員會最近增加了一位編委，就是吳志海校友，他今期為我們寫了一篇文章，記

錄了 5 月 22 日舉行的浸神校友會週年會員大會的過程。在這裡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我們三個編委(另一位

是勞孝宜校友)，特別是那兩位仍然在教會全職事奉中的，也請記念學院指派幫助本刊出版工作的羅沛珊姊

妹。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有一位名叫鄭德儀的校友，她先後

於 20 年前及 30 年前完成了不同的學位，今期撰文分享她從蒙召

開始至今的事奉經歷，內容豐富感人，也讓我們對行奇事的神更

添感恩之情，願意開口頌讚祂！ 

  



 

  

 34 

 

牧靈專訊   11/2017 

  



 

  

 35 

 

牧靈專訊   11/2017 

  



 

  

 36 

 

牧靈專訊   11/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