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衷心感謝各位同行	

在執拾的過程中，找到了一些幾年沒有用過的手工材料及甚少穿著的衣服，要學習「斷捨離」真的不容易，但更重要

的發現是我們原來不需要擁有這麼多。在述職前，總是擔心回港的住所安排。有時想如果我們在香港仍有物業，就不

用煩惱居住的問題。但上帝的回應是﹕因為缺乏，才能經歷我的恩典及供應。「擁有」可能令人安心，但我們最大的保

障，是那位滿有慈愛、信實及全知全能的上帝。祂的供應往往超出我們所想所求。作為宣教士最大的挑戰，就是有很

多未知的前路。但這也是宣教士最大的福氣，因為未知，所以要更加依靠上帝的帶領及供應，更加經歷上帝的完美計

劃及安排。感受到神的愛，才是最大的滿足喜樂。真的很想快些向大家分享當中的經歷呢！這是在山田町寫的最後一

封分享代禱信，很感謝每一位關心我們的弟兄姊妹，期待在香港見！	

明康、淑賢	 	 Larry＆Stella	 	 2025·1·31	

明康淑賢 Larry	&	Stella 日本長宣分享代禱信《第 107 期》	 	 	 回港述職前的反思	 	 	 	 2025 年 1 月號	 	 	 	 	 	 	 	 	 	 	

「因為你 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 意。」腓立比書 2:13	

感恩及代禱事項	

1.	 感謝主，讓我們順利完成第二期在山田町的長宣事奉。	

2.	 感恩，能與宣教士同工互相配搭，同心事奉。	

3.	 感恩能與街坊對象建立關係，願他們早日回應主愛。	

4.	 回港在即，心情複雜，亦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求主看顧。	

5.	 	求主看顧回港流程，特別是宣教犬 Match 獨自乘機平安。	

6.	 	求主引領述職期間的分享，及供應述職期及長宣的奉獻。	

7.	 為在港家人的身心靈健康禱告。	

奉獻及聯絡方法	
1. 轉賬/支票：戶口名稱：East	Asia	Se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戶口：	 恆生：774-407530-883	 東亞：150-25-00306-0	 	 	

2. 轉數快：	 	 轉數快識別碼	 (FPS	ID)：7788078	

3. 自動轉賬：請參閱 http://www.sendhk.org/give/give.html	

請在收據 註明「支持明康淑 賢」，連同您個人資料 ，	

以 W hatsapp(5595- 7547)、電郵或 郵寄至差會，謝謝 ！	

國際差傳協會：九龍新蒲崗六合街 23 號萬昌中心 603 室	

電話：(852)	2715-3363	 	 電郵：eascacc@send.org	

感謝主看顧教會發展	

農曆新年快樂！祝靈命日增，身體健康！因要準備搬屋、處理申請宣教狗回港手續、教會及差會事務交接等，未能趕

及在農曆新年前回港與大家見面，但深信神已安排我們在最合適的時間返港。年初一與父母視像拜年，感謝主看顧父

母及家人。期待回港後與他們有更多相聚的時間。	

在期待回港的另一方面，愈接近離開山田的日子，愈對這裡的人和事感到不捨。過去幾年，有幸與宣教同工在山田一

同渡過滿有喜樂的事奉。這段時間教會有著不同的轉變。由最初租用社區中心，到上帝供應地方作堂址舉行崇拜及活

動；崇拜最初只得 5 名長者，到現在有年輕家庭、新的長者及年輕街坊加入並固定地出席；教會活動變得多元化，認

識到不同年齡的對象；開展查經班，比過去更關顧信徒的靈命需要。更感動的是能見證兩位信徒受洗決意跟隨主！感

謝天父讓我們經歷這一切一切滿有恩典的轉變。	

	

	

	

還記得來到山田不久，淑賢立志要透過手工班，去認識新的對象。四年過去，手工班的外展事工，建立了一批「長期

捧場客」，部分更願意參與教會其他活動，甚至持續參與崇拜。有時明康會擔心她花費太多心力及時間鑽研開發及製作

手工，但每當看到淑賢認真地付出，又或看到對象收到淑賢親手製作的禮物而流露的喜悅，總覺一切都是值得。而明

康在這四年間最大的得著，是有很多宣教的實戰體驗。由最初害怕以日文溝通，到現在能以日文講道、作崇拜主席、

教導聖經、查經、帶活動、帶遊戲等，甚至乎「講日文爛 gag」，這都是上帝所賜的能力與經驗。另一個感受是這裡實

在有太多獨居長者沒有人照顧。教會的出現，使他們感受到天父的愛及別人的關心。雖然離關在即，我們仍期望三陸

希望教會繼續在山田發光發熱，作主耶穌美好的見証。	

	 	 	 	

第二期事奉的反思	

最近在整理手機相片時，不斷反思這幾年的學習及失去的東西。不再年青的我們，體力不如以往，未能像以前教書年

代時可常常「捱夜」。明康在三年前的手術後，亦反思到生命的脆弱與無奈。在視像電話中看到雙親年紀漸長，身體有

各種「小毛病」，難免擔心他們的身體狀況。自 2021 年開展第二期長宣後，這四年間一直都沒有回港，亦沒有向教會

及差會取「年假／大假」休息。在教書年代熱愛旅行的我們，現在為了在教會、差會的事奉及維持與對象們的關係，

甘願留在這生活平淡、沒有娛樂的小漁村內，默默為主作微小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