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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編 者 的 話
各族各民各有不同的文化，本會前線宣教團隊和

當地本土同工須先觀察了解當地的傳統、文化、信仰、

習俗和人民的實際需要，然後靠着聖靈的引導和幫助，

為當地福音對象度身訂造合適的福音預工、佈道方式、

牧養模式和服務類型，才能有效拓展福音工作。然而，

制定了的宣教策略及模式，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需要

與時並進，按時勢及文化等轉變而調校。

今期本刊邀請了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劉卓聰

傳道與讀者分享，在現時疫症大流行、網絡資訊爆炸

兼真假難分、政治敏感而複雜的大時代裡，應採用甚

麼宣教策略及模式；又邀請了本會副總幹事暨澳門工

場主任吳金煌牧師及留尼旺林永康宣教士，與讀者分

享如何對應工場不同時代的獨特處境、文化和需要等，

採取一些宣教策略，設立特別的宣教事工，與時並進

地調校；還有在現今流行以網絡媒體宣教的時代裡，

本會如何善用網絡和多媒體推動差傳。

林秀芳
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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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文
章 1 〈亞洲航空業復甦料需三年〉，《頭條日報》，2021 年 7 月 16 日。2021 年 11 月 8 日存取，https://hd.stheadline.com/news/daily/

fin/936015/%E6%97%A5%E5%A0%B1-%E9%87%91%E8%9E%8D-%E4%BA%9E%E6%B4%B2%E8%88%AA%E7%A9%B
A%E6%A5%AD%E5%BE%A9%E7%94%A6%E6%96%99%E9%9C%80%E4%B8%89%E5%B9%B4。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引致翻天覆地的改變，

是自 1914 年西班牙流感後，影響全球最大的疫症，

確診人數不單超過 2 億 5 千萬，死亡人數也突破 500

萬，造成全球困擾和恐慌。執筆之際，不少國家的疫

情仍然嚴峻，封城、通關再封城比比皆是。宣教士在

離境及入境方面出現極大的不確定性，保險費、病毒

測試劑及隔離費用增加宣教的成本，機票也變得一票

難求！

封城造成經濟停擺，運輸成本上漲，將抗疫物資

按時送到宣教士或受助人手中也變得困難。以往，堂

會透過訪宣推動差傳異象， 而宣教士也靠賴訪宣隊支

援不同類型的事工，達到協同效應，祝福生命，興旺

福音。疫情下，所有事工「被迫」停下來，如是者差

不多兩年！ 2022 年能否回復正常？一切也不確定。

有些差會繼續停辦 2022 年所有的訪宣團，航空業更

預期要到 2024 年才會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1
 

以禱告為中心

既然疫症大流行導致「大停擺」，何不嘗試把握

機會停一停，從以行動為本，轉為以禱告為中心的差

傳策略？用更多時間去尋求上主，正如耶穌提醒門徒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

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太 9:37-38)

劉卓聰劉卓聰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

與 時 並 進 的 宣 教 策 略與 時 並 進 的 宣 教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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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守望籃圖」地圖布是「差聯」製作的禱告工具，讓教會和信徒對普世差傳有更新的發現，https://hkacm.net/prayerdata/。
3  敞開的門編：《全球守望名單 2021》( 出版地不詳：敞開的門，2021)，頁 8。
4  蔡元雲編：《神的使命：啟動新步伐》( 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2011 年 )，頁 30。

上世紀，差傳事工也曾相當艱難！ 1920 年代，

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為教會、傳教士和信徒帶來前所

未有的困難，大批傳教士被迫撤離。1929 年，美國股

市大跌，造成全球經濟大衰退，企業倒閉引致大量失

業，貧窮人口上升，教會奉獻減少，差傳事工面對巨

大的衝擊。在政治和經濟一片混亂下，內地會總主任

何斯德牧師 (D. E. Hoste) 指出「中國西北仍然是有待

完成的使命」。他對西方教會發起兩年的禱告運動，

祈求上主差派 200 位新同工，最後竟然有 203 名宣教

士加入，成為近代差傳歷史上一個神蹟！在逆境和不

確定下，讓禱告再次成為普世差傳的核心。

守望藍圖

禱告的重點，不單是我們已承諾的項目，更是要

得着未得之民！當我們為未來差傳策略和模式禱告之

際，我們更需要一張「守望藍圖」，
2
 以顏色、圖像

和有關現今差傳各種挑戰的資訊，例如全球難民、人

口販運和逼迫嚴重的國家等，去刺激我們思考，將視

線重新聚焦！正如近代差傳之父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所說：「若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我們需要一本

翻開的聖經和一張攤開的地圖。」

「敞開的門」《全球守望名單》指出：「逼迫的

火焰燃燒得比以往更快、更遠」。
3
 2016 年，有 25

個國家的逼迫程度列為「高度」，16 個國家列為「甚

高」，9 個國家標示為「極度高」。2021 年，12 個

國家標示為「極度高」，較 5 年前上升 33%；其餘 38

個國家列為「甚高」，較 5 年前上升 2.4 倍，可見，

敵視基督教和創啟化現象正不斷加劇！

真實身份

一般而言，創啟國家視「差傳」為文化、宗教和

政治入侵，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差傳變為「敏

感詞」！華人宣教學者曾建議以「延福」取代「差

傳」，
4
 是否可行，實在值得繼續探討。

在創啟地區，宣教士經常要隱姓埋名、低調行事；

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人面識別等技術不斷改進下，

難道宣教士的身份真能隱藏？在新冷戰下，宣教士會

否被誤會為特工和臥底？隱姓埋名會否增加風險？若

蒙神帶領的工人以真實姓名和身份出現在創啟地區

時，他 / 她應如何介紹自己及其工作？若能解決以上

問題，差傳策略和模式將進入新一頁。面對《香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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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法》及《稅務條例》第 88 條的修訂，差會及堂會

也應檢視現行的差傳事工政策，堵塞漏洞，在合法、

合理及合情下實踐使命，榮耀主名。

科技與普世差傳

在疫情下，我們已習慣「在家工作」，透過電

腦及不同的電子裝置，與各地同事或工作伙伴聯繫，

洽談生意，擴展業務。筆者相信，科技、互聯網及不

同的電子裝置將是未來普世差傳運動的主引擎 (main 

engine)，能將萬民帶到主基督的施恩寶座前。

昔日，傳教士乘坐遠洋貨船，從歐洲出發，一直

前往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將福音帶進不同的角落，

打開近代普世差傳運動的新一頁。上世紀，航空業的

迅速發展，更將全球連接起來，不單促進全球人流和

物流的流動，也打開短期宣教和訪宣的新一頁。今

天，科技、互聯網及不同的電子裝置能加速普世差傳

運動，讓身處地極及偏遠的萬民也能得着訊息。The 

Digital 2021 Global Overview Report(2021 年全球數碼

概覽報告 )
5

指出，全球人口超過 78 億，而智能手機

使用者超過 52 億，佔全球人口 66.6%，按年增長 1.8%；

互聯網使用者超過 46 億，佔全球人口 59.5%，按年增

長 7.3%；活躍社交媒體使用者則超過 42 億，佔全球

人口 53.6%，按年增長 13.2%。

就以智能手機使用者為例，南蘇丹、布隆迪、塞

拉利昂、津巴布韋和肯尼亞是全球增長最高的首 5 個

國家，她們都是來自非洲。

而社交媒體使用者增長最高的首 5 個國家，就是

土庫曼斯坦、南蘇丹、塔吉克斯坦、貝南 (Benin) 和烏

茲別克斯坦，其中 3 個國家來自中亞洲，2 個國家來

自非洲。

無庸置疑，青年新一代更懂操作這主引擎，或

許是時候讓新一代在交捧與傳承下去思考他們一代的

差傳策略和模式，就如 1888 年北美青年信徒，在回

應大使命時所發出的口號「福音在這世代遍傳世界」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讓我們鼓勵新一代為普世差傳運動發夢，在互補

不足下，讓中青、中老信徒默默地以禱告支持他們，

一起展開普世差傳運動的新里程！

5  DIGITAL 2021: THE LATEST INSIGHTS INTO THE ‘STATE OF DIGITAL’, We Are Social, Jan. 27, 2021. Accessed Nov. 8, 2021, 
https://wearesocial.com/uk/blog/2021/01/digital-2021-the- latest-insights-into-the-state-of-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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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工場的時候，已有人跟我們說，留尼旺的宣

教工作並不容易，沒有新朋友願意來參加佈道會。然

而，本地人卻非常喜愛「派對」，每逢周末，我們都

會聽到不同地方傳來「派對」的聲音。在疫情期間，

宵禁或禁足都是本地人非常不滿的措施。因此，若教

會舉辦節日聚餐，報名參加的人數可高達 300 人，這

實在是令人興奮的數字！我們曾於聚餐中加入不同形

式的信息環節，可是台下的參加者卻被美食及朋友所

吸引，沒理會信息。同時，我們花了差不多所有的人

手在廚房準備食物及招待，與參加者傾談的機會反而

不多。結果，聚餐後，只換來大家身體疲倦。然而，

大家仍非常樂意參與這個服侍，畢竟這是個可以接觸

福音對象的機會。

變身轉型

因着我們的廚師要離開，返回家鄉，亦有部分弟

兄姊妹的身體出現問題，加上人手嚴重短缺，我們要

重新思考這項事工的安排。感謝神，有一次我回港時，

在書局遇見《福音飯局》一書，想到我們的福音聚餐

可以來一個變身，化整為零，轉型為「私房菜」式的

「福音飯局」；「福音飯局」事工因此而誕生。初期

的「福音飯局」只限 7 至 8 人參加，因我們盼望增加

與參加者接觸分享的機會，不想只忙於準備膳食和接

待的工作。

林永康
留尼旺宣教士

靈 活 變 通 ． 把 握 機 會靈 活 變 通 ． 把 握 機 會

疫情下另類健康工房：深層放鬆呼吸暨默想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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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首次「福音飯局」起，至今已 8 年。

期間，飯局的形式不斷地改變；人數方面，由 7 至 8 人，

增至後期的 30 至 40 人；內容方面，由閒話家常，到

後來可以分享見證及神的話；昔日只是聚餐，如今是

個「團契」。然而，「福音飯局」也有其限制，因為

在平日舉行，所以參加者主要是接觸我們眾同工，跟

教會的關係仍有一段距離。

接軌教會

隨着「福音飯局」上了軌道，我們便開始構想，

如何讓飯局的參加者與教會接軌，拉近他們與弟兄姊

妹的關係。於是，2018 年，我們新增了一個活動——

「健康工房」。這個活動的時間

為星期日下午，參加者除了福音

對象之外，也包括教會的弟兄姊

妹。我們盼望藉此活動，讓福音

對象多有機會接觸教會的肢體，

以致將來邀請他們參加教會聚會

時，減少陌生感。

常作準備

2020 年初，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響，「福音飯局」和「健

康工房」都被迫叫停，我們和參

加者均感到失落。可是，我們並

沒有停下來，一方面，我們繼續預備新菜式 ( 過去 1

年已儲備了幾十款 )，為未來重啟活動作好準備；另

一方面，在不違反「限聚令」下，我們邀約個別單位

來吃飯相聚，繼續關心他們；人數少，反而可以深化

關係。

疫情持續反覆，我們不能等待疫情完結後才作

工。若疫情稍為穩定，而衛生措施又放寬，我們仍會

以一些小型活動來接觸部分福音對象。在這期間，我

們仍不斷觀察留意還有甚麼可以作工的機會。「常作

準備」和「把握機會」就是我們在這疫情期間得知並

繼續實踐的功課！

疫情下另類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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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家萬族敬拜基督

本會副總幹事暨澳門工場主任吳金煌牧師表

示，澳門宣道會除了繼承宣道會的 DNA，重視和參

與傳福音及宣教事工外，更擁有一個由宣教運動而

來的遠景、異象，就是「萬家萬族敬拜基督」。因

他們相信，聖經中的大使命，不單是將福音傳給住

在世上每個國家或地區的人，也傳給當地不同民族

的人。此外，他們相信每位基督徒都是將福音帶給

家人、親人和家族的傳道者，使他們的親朋好友，

因他們的見證和所傳的福音與神和好，擁有擇善棄

惡和永恆盼望的人生。

這點正切合澳門人的文化傳統，澳門人人情味

濃厚，而且非常重視家庭家族。吳牧師憶述：「有

一次，有位婆婆患病入院，我到醫院探望她時，竟

林秀芳
執行編輯福 音 為 主 ． 服 務 為 副福 音 為 主 ． 服 務 為 副

聖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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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不少的親友在門外等候！這景象與香港的文化

很不同。此外，宣道中心堂舉辦聖誕聚餐時，有位

年長姊妹甚至會邀請遠至上海的朋友來參加！」

認識福音感受主愛

除了植堂事工外，澳門工場多年來還發展了很

多不同的事工，但吳金煌牧師強調：「關於澳門工

場的宣教策略，我常常提醒澳門堂會的弟兄姊妹，

澳門宣道會的事工，是以堂會 ( 植堂 ) 事工為主要核

心，其他的社會服務、培訓及教育事工則為副，以

致讓福音對象從服務中感受到基督的愛，同時最重

要是認識福音！我們因看見福音對象在現實生活中

有需要，才發展出各類服務事工來，但萬不可本末

倒置！

「例如在 90 年代，我們開辦台山學生服務中心

的補習事工，是因為看見該區的家庭很貧窮，沒有

經濟能力讓子女去補習，所以我們樂意收取低於市

場水平的費用，為他們提供補習服務。我們同時為

這些學生開設團契，讓他們有機會認識福音。我們

坦白地跟服務對象表明，我們的服務，確實可以在

學業上幫助他們的子女，但若他們想子女達到考試

測驗獲 100 分的水平，則請惠顧隔壁的補習社。因

為坊間的社會服務有更豐富的資源，一定比我們

做得更好。

「2002 年，澳門賭牌開放後，我們擔心會動搖

澳門人的價值觀，正思考可以為澳門人做甚麼時，

神便開路，在 2008 年賜我們機會與澳門教育暨青年

局合作，承辦校園學習適應計劃，幫助輟學的初中

生重返校園；翌年正式註冊為『宣信教育中心』。

在這項事工當中，我們著重及藉著生命教育的科目，

關顧學生及家長的靈性需要，也透過社工的輔導服

務、家訪及親子旅遊活動，改善他們的親子關係；

當中有服務對象參加教會聚會，甚至信主。我們在

與時並進下，努力做搶救靈魂的工作。

「2013 年，路環石排灣公屋群首批住戶入伙。

然而，在這個有 6 萬人口的社區規劃當中，並沒有

教會，我們看見這個社區的屬靈需要，所以開展了

石排灣事工，定期向該區的長者和孩童傳福音；至

今，已有多位長者信主，其中有 15 位受洗。」

為貧窮家庭子女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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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留低全因神在

最後，吳牧師還舉了一個例子，說明為福音對

象提供靈性上的幫助，才是他們的本位。他說：「香

港某教會的一位姊妹曾經來電，告知她的姊姊住在澳

門，懷疑可能被邪靈附身，想我前往探望姊姊。當

我到達醫院時，看見那位姊姊咬傷自己而流血，並

且胡言亂語。經觀察和辨別後，我認為她的狀況只

屬於精神病或情緒病，而非邪靈附身，所以不用驅

鬼。後來，信奉佛教的媽媽經常陪伴她來我們教會。

感恩，2021 年伯母信了主，並在病中接受洗禮！福

音對象留低，是因有神在，而非因我們的服務。」

宣信教育中心為學生家長舉辦親子營

石排灣長者信主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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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逾兩年，令網絡媒體出現爆炸

性的突破，從前沒想過以網絡形式舉行崇拜、小組、

祈禱會、課程、會議、差遣禮，甚至短宣，現在這種

模式卻變成常態！

多變的世代也激發本會重新思考推動差傳的方

式。雖然本會過去有藉網絡媒體傳遞本會消息及推

動 差 傳 異 象， 包 括： 官 網、YouTube、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但接觸的實際人數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與期望達到的效果也有落差，於是萌生審視評估、整

合後重新出發的意念。

定時定點發放

新的目標：本會希望透過媒體「定時定點」發放

不同風格及內容的短片來推動差傳，包括：代禱消息、

工場文化特色、人物專訪、專題探討、宣教課程等，

藉此讓弟兄姊妹對宣教同工、工場、本會及差傳理念

有更深、更闊的認識。

頻道重新命名

2021 年 6 月，本會已將一向使用的 YouTube 頻

道重新命名為「HKAM Channel」，逢星期五上載代禱

鄺小慧鄺小慧
行政幹事行政幹事

審 視 評 估 再 出 發審 視 評 估 再 出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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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或與差傳相關的短片。過去數月，這個頻道已陸

續分享本會各個工場需要的短片，鼓勵大家一同禱告

守望。此外，有本會宣教士梁志雄牧師主講的「差傳

金句真係咁解？」差傳課程短片，一共 5 集，探討大

家對有關大使命的金句有否誤解。還有，因應疫情，

弟兄姊妹不能飛往泰國短宣，於是本會邀請了泰國的

宣教同工製作了「泰有趣」短片，帶領觀眾進行一次

泰國深度行，認識在旅遊以外泰國的衣、食、住、行

文化，對宣教同工在當地生活有更深入的認識及體

驗。

雖然本會定時定點地透過「HKAM Channel」發放

上述短片，但觀眾卻可以按自己的時間及進度隨時收

看，需要時也可以重看，甚至以小組形式觀看；若加

上延伸討論，甚至可以發展為一個差傳周會！

善用社媒推介

即 使 再 精 彩 的 短 片，

都需要配合有效的平台去推

介。 因 此， 本 會 趁 着 2021

年 6 月中周年大會，開始了

「Whatsapp 同 行 」 計 劃，

以「HKAM Whatsapp 同行」

名 義 建 立 了 一 個 帳 號， 透

過 社 交 媒 體 WhatsApp 和

Signal， 主 動 及 更 緊 密 地 與

關心宣教的弟兄姊妹聯繫，

每星期個別發放訊息，包括：宣教工場 / 同工的代禱

消息、推介「HKAM Channel」的差傳短片、本會其他

活動及聚會消息等。這項計劃的參加者人數，起初有

「Whatsapp 同行」計劃 logo

「HKAM Channel」logo

為宣教工場及宣教同工代禱
介紹工場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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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多位，截至 2021 年 11 月中，已增至 555 位。

開展播客模式

考慮到弟兄姊妹生活忙碌，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有些須乘搭長途車，尤其在香港，車廂擠迫程度連舉

起手機來看短片的空間都容不下；有些人駕車出入；

有些人需要同一時間進行多種作業 (multi-task)；有些

人使用的手機網絡數據量有限等，短片模式似乎未必

適合這些肢體，錄音廣播的模式反而更切合他們的需

要。因此，本會未來除了會繼續製作短片，也正構思

開展 Podcast 平台 ( 編者按：由 iPod 和 broadcast 兩

個英文單字合成的新詞彙，結合隨身聽與網絡廣播功

能，中文譯作「播客」)，透過錄音節目向弟兄姊妹推

動差傳。除了將已製作的短片轉成聲音檔案播出，也

計劃錄製不同內容的錄音節目，以另類方式繼續推動

差傳。

歡迎加入同行

歡迎讀者掃瞄下列二維碼，加入「Whatsapp 同

行」計劃，每星期透過 WhatsApp 或 Signal 收取本會

消息，更鼓勵大家訂閱「HKAM Channel」，擴闊對宣

教同工、工場、本會及差傳理念的認識！本會盼望透

過不同渠道繼續與您同行！

訂閱「HKAM Channel」加入「Whatsapp 同行」計劃

人物專訪  專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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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作者是位小學老師，於 2020 年底出發

往泰國進行跨文化體驗計劃，為期約半年。出發前的

見證文章請參另文〈行在水面上〉，第 197 期《跨越》，

2021 年 1-3 月。)

回港後，代課的第一天早上，樓下的管理員跟我

說：「你很久沒上班了！」我回應他：「對呀！」其實，

我還想跟他說我正在放假。這個假期很長，將近一年

了！這一年除了吃喝拉撒，我還去了趟泰國，在那裡

呆了約半年……

在疫情陰影籠罩全球、多國封關、民航停飛的情

況下，坐飛機、身處異地是一件多麼令人匪夷所思的

事！沒有工作、無所事事的日子是甚麼樣的感覺？走

在空空蕩蕩的機場，又是甚麼樣的感覺？被迫隔離，

別人懼你如同你染有惡疾又是甚麼樣的感覺？同樣的

日光下，我們卻過着不一樣的生活。這種平行時空的

差異，常常令我目瞪口呆。

多數人都認為「擁有」就是「快樂」的代名詞；

但聖經教導我們要「以神為樂」，祂就是我們的幸福。

信主日久，我們以為自己已經「以神為樂」了，但當

迎面而來的風浪，把我們那一點點洋洋自得吹得不見

蹤影的時候，我們才醒過來；我們骨子裡似乎也離

不開這條規律。在沒有工作的日子，那空出來的十多

個小時，讓我有機會好好的檢視這種扎在骨血裡的依

戀。

因為疫情的緣故，泰國的短宣生活過得不忙不

亂，充裕的休息時間把語言、環境，以及人、事的陌

生感慢慢地沖淡了，隨之而來的是無聊和更多的無

聊。這種無聊，我很熟悉。在香港那段停學、停課，

趙霞
跨文化體驗計劃參加者

歡 慶 年歡 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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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禁閉」的日子，這種無聊讓我鬱悶不已。我是教書的，極愛自己的工作。

沒有工作的日子，失去了一大半的樂趣和意義，空下來的時間要怎樣打發呢？

有時候，我甚至在想，如果日後老得不能動了，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在泰國，我工作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會議室。會議室的窗子一打開，除

了撲面而來的涼風，還有一大片的綠。這是長在隔壁空地上的一棵大樹，樹

身高達三、四層樓，常有翠鳥、鴿子和麻雀躲於其中；到了花季，還會長出

半掌大小、如孔雀頭上的羽冠似的花。一簇簇的粉紅攙雜在這一大片的綠中，

極是賞心悅目！一陣風吹過，那些花花葉葉都隨風搖晃、擺動。風大的時候，

就連那樹叢中的鳥兒也會忍不住踱步連連；甚或呼啦一聲振翅高飛，沖出這

一片煩囂。這時候，鳥鳴聲、颯颯的樹葉聲和着我的心跳聲，遠處的、近處的、

整個世界似乎都在風的鼓舞中動了起來……動了起來…… 然後，風止了、樹

靜下來了，鳥兒又回來了，我的心也安定下來了。

隨風而起，而後又隨風而止。一切的掙扎、憂鬱、惶惶不安，似乎都

被那風撫慰了；那些殫精竭慮和錙銖必較背後的恐懼，似乎都在風起風止的

剎那間被明白、被接納了，因為我們如同那花、那樹、那鳥，安於造物主之

內——那份安寧如同那活水從我們的心裡面流出來，把我們湧向了永生。這

就是那在寂寥黑夜裡的一抹微光，似乎燃盡了，卻又閃爍在謐靜的黑夜裡……

所以，等候吧！因為總會有風起的時候。忍耐吧！因為那光雖是微弱，

卻從沒有熄滅。時候到了，你就會聽見那微風向你喃喃低語，呼喚着你！

慣性的生活模式養成了我們慣性的思維和對周遭的認知。直到有一天，這種模式被打破，我們才醒悟過來：

原來我們可以這樣活着——一樣的世界，卻有了不一樣的看法和體會。「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

發現、醒悟、回歸，是我最後對造物主寬廣的心胸而生出的敬畏和安心。「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諸

葛亮，《誡子書》)，我鼓勵每位讀者都給自己一段安靜的時間，好跳出這日常的規律，再次發現生命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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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

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

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

何等佳美！』」( 羅 10:13-15)

出發篇——梁智康

2010 年，我聽到一位宣教士離開的消息，不禁

問：「天國的工人一代一代地過去，會有新一代接棒

嗎？」2013 年，我入讀建道神學院接受傳道裝備。由

於之前我從未參與海外短宣，故希望在神學院裝備期

間，於宣教服侍有所學習。因此，我在神學二年級的

暑假到西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和留尼旺工場實習 ( 簡

稱「馬島」和「留島」)，看見不同的福音需要，被宣

教士的言傳身教激勵，令我思考怎樣繼續參與宣教。

2016 年，我於神學畢業後回到母會宣道會恩石

堂服侍，期間帶領短宣隊到宣教工場，與宣教士交流，

感受到他們對主的委身，也體會到作為宣教士的艱

難。宣教工場一直都在，然而，收莊稼的工人遠遠不

夠！

從 2018 年開始，我透過宣教士的代禱信去了解

馬島工場的狀況，心裡會想起那些在馬島的基層青

年，他們在大學未能接受優質的教育，也缺乏老師的

關懷，但他們願意在馬島宣道會京城堂學習不同範疇

的東西，更得着福音帶來的轉變。當我看見這些需要

梁智康、張佩茵
馬達加斯加信徒宣教同工

出 發出 發 與與 重 新 出 發重 新 出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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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收莊稼的地方，心裡聽到主問：「你願意去嗎？」

及後，我與馬島宣教士深入分享和得着鼓勵，看

見宣教傳承的需要。主讓我回到起初的呼召：「天國

的工人一代一代地過去，會有新一代接棒嗎？」這個

呼聲再次打進我的內心，我決定起來回應這個呼召！

重新出發篇——張佩茵

在大學時期參與短宣服侍時，神呼召我成為宣教

士，到貧窮及缺乏教育的地方帶職服侍。畢業後，我

分別從事審計業和中學教育工作幾年，神賜我機會運

用這些專業在西非兩年的宣教服侍中，期間感到神學

裝備很重要。回港後，我於 2014 年入讀建道神學院；

2016 年，去了馬島和留島兩個月進行暑期牧職實習。

神讓我看到馬島青少年的需要，心中受感前往服侍。

神學畢業後，我於 2018 年 2 月到達工場，在神的恩

典下完成了第一期的事奉。馬島教會坐落於大學對

面，大學生是我們的福音對象。在這兩年多裡，我看

見神不斷地在他們的生命中作工，他們倚靠主迎向挑

戰，變得更加成熟。

2020 年底，我回港述職，準備新一期的服侍。

作新事的神不是讓我獨自再出發，而是安排了智康與

我同行。我們在 2021 年 3 月結婚，組織了新家庭。

我們在神學院讀書時相識及發展感情，畢業後因着大

家事奉方向不同，於是決定放下這段感情，彼此祝福，

各自上路。直至 2019 年，我們再聯繫，有更深入的

分享，盼望同走人生路，以家庭模式一起去宣教，這

是我們意想不到的！神滿有恩典，祂深知道我們的狀

況及需要，給我們安排最適合的時間。我們深深地體

會到：「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

加給你們了。」( 太 6:33)

我們的夢想

馬島天然資源豐富，很有條件發展，但仍是世界

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識字率只有 65%。因着制度的不

完善和貪污的情況，令人民面對挑戰和不公。這國家

有超過一半人口是 24 歲或以下，我們相信，唯有讓

新一代青年認識神，並實踐真理，才可以為這國家帶

來改變！

我們希望與青年同行，幫助他們在信仰、價值觀

和道德上有良好的培育，成為美好的見證。我們的夢

想是：「馬島不單是宣教工場，更成為宣教基地去差

派宣教士。」故此，我們盼望能培訓青年成為本地宣

教士，由他們以母語做本地人的福音工作，薪火相傳。

還有，我們會提供職業技能和語言培訓，幫助

青年就業，亦希望透過咖啡室事工，成為職業培訓的

場所、傳福音的平台和經濟來源去支持本地的宣教工

作、脫貧和教育計劃。求神恩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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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線的不斷線的風箏風箏 劉月明劉月明
宣教士關顧及發展副主任宣教士關顧及發展副主任

宣教士被教會與差會聯合差派往宣教工場，

就如風箏被放到上空，若沒有一線牽着，或是絲

線斷裂，風箏就很容易失落、失聯、失蹤和失去

支持，甚至陷入危險的境地！

差派者的關顧

Kelly O’Donnell 編 修 的 Doing Member 

Care Well 一書，可謂宣教士關顧課題的重要教

科書。作者提出一個簡單而合乎聖經的「宣教

士關顧實踐解說圖」( 圖 1)，指出宣教士關顧可

分為 5 個層面：由內而外，第一層面，也是核

心，就是「主的關顧」(Master Care)；第二層面

「自我關顧」(Self Care) 和「互相關顧」(Mutual 

Care)； 第 三 層 面 是「 差 派 者 的 關 顧 」(Sender 

Care)，就是教會和差會；第四層面是「專業關

顧」(Specialist  Care)；第五層面是「網絡關顧」

(Network Care)。 圖 1 宣教士關顧實踐解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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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首先談及「差派者的關顧」，也被稱為「關

顧事奉的供養者」(Sustainers of Member Care)，因為

這牽涉「差傳鐵三角」的關係——宣教士、教會及差

會 ( 包括工場及接待機構的支援同工 )，他們的關顧是

長線的，由宣教士招募至退休為止，涵蓋整個宣教士

的生命週期 (life cycle) 各階段的需要，可謂與宣教士

共同進退，不離不棄！這不是小撮代表的關顧，而是

整個教會和差會全體的關顧和支持，因為宣教士是代

表着教會和差會被差派出外宣教，猶如士兵被徵召出

外行軍，後方應全力補給和支援。

持續而有系統

因此，教會和差會需要與宣教士有持續的關係和

有系統的關顧。除了對宣教士作出定期的禱告和經濟

支持外，更需要真誠的交往和同行，理解他們在不同

任期、回港述職、回歸和退休的需要和安排。而在宣

教士心目中，主任牧師或堂主任的牧養和關懷也很重

要。事實上，主任牧師或堂主任在差傳上是「靈魂人

物」，責無旁貸。談到「退休」的安排，也是迫在眉

睫。根據 2019 年的統計，未來 5 年，香港 600 多位

宣教士中，將有 78 位達退休年齡；
1
 而 2024 年也是

本會宣教士退休的高峰期。我們不是說宣教士享有優

惠和特權，事實上，在一般情況下，宣教士長年在外，

未必有自己的物業和積蓄，所以為他們提供過渡性的

宿舍是很重要的。本會正積極籌建「老圍宣教人員宿

舍」及「錦田靜修恩園」，極需大家一起參與。對回

歸或退休的宣教士而言，教會和差會的「歡迎慶典」

(Welcome Back)，以及於過渡期繼續同行和支援，對

他們的適應和重投家鄉生活是相當重要的！

教會與差會互補

對前方的宣教士而言，他們的後顧之憂通常是未

信的家人，特別是年邁的雙親。因此，本會組織了「宣

教士父母關懷小組」，招聚有愛心和成熟的義工，定

期製作寄送節日賀卡給宣教士父母，分組探訪關懷他

們，相約茶敘，舉辦外遊活動等，讓他們感受到被關

顧和體會耶穌的愛，並等候時機引領他們歸主！如果

教會也能組織關懷小隊，更細緻地關懷宣教士父母的

需要，與差會互相補足，相信果效更佳！

不忘宣子的需要

宣教士關顧者也不可忽略宣教士子女 ( 簡稱「宣

子」) 的需要。但相對於宣教士，關懷宣子是更困難的，

因為他們年紀小，自幼在工場長大，對香港的教會並

1 〈2019 香港教會差遣宣教士統計簡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2020 年 8 月。2021 年 11 月 1 日存取，https://hkacm.net/2019-
missionary-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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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比較難建立深交，相反地，父母是他們最重要的同

行者。許多時候，教會和差會都是透過支援宣教士來表達

對宣子的關懷，例如宣教士回港述職時，宣子就學的安排、

宣教士在工場「家教」(Home Schooling) 所需的支援、支持

宣教士前往「宣教士子女寄宿學校」探望宣子的旅費，以及

支持宣子到外地升讀大學的所需 ( 無息貸款 ) 等。宣子被稱

為「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 TCK)，他們傳承父

母家鄉的文化，在工場土生土長，或再到工場以外的國家升

學，所以長大後，主要操另一國家 ( 或多國 ) 的語言，可能

選擇留居工場或移居升學的地方，即使回歸家鄉，也可能到

其他 ( 語言 ) 的教會聚會，鮮有投入父母的教會 ( 差派教會 )。

如果能有牧者、年青人或主日學的老師 ( 過去曾在「宣教士

子女寄宿學校」任職的宣教同工 ) 願意用祈禱守望宣子成

長，並建立長遠的友誼關係，對宣子的成長或將來的回歸，

都是很重要的預備和支援。

從上述所見，關顧宣教士的範疇可深可廣，方法多樣

性，筆者只是拋磚引玉。有些教會在這方面也許有不少「實

戰」經驗，歡迎你們電郵來差會分享交流 (hkam@hkam.

org)。關顧宣教士除了有助預防宣教士流失，或從另一角度

參與大使命之外，宣教士也是我們的代表、家人、同工和伙

伴，所以我們也要彼此相顧 ( 愛惜 )，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 來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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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新移民趨勢

2021 年，英國政府公佈，未來 5 年會有約 32 萬

個香港家庭申請來英居住，本年度前半年已有約 6 萬

5 千個單位申請，大概已有 12 至 15 萬人進入英國

(21/9/2021 網上資料 )。這 15 萬人散居在各大小城市、

市鎮和鄉村，大部分帶同年輕子女，因此聚居在著名

的校網附近，令原本不多華僑居住的地方，頓時湧入

大量香港新移民；原本沒有華人教會或團契的地方，

頓時聚居了不少華人基督徒和香港人；各大城市的華

人教會，頓時有近 60 位新來賓聚會；倫敦有些大教

會更湧入幾百位新來賓！

至於住在沒有華人教會地區的新移民基督徒，有

些由新移民中的牧者組織起來，建立教會；有些參加

當地的英語教會，繼續敬拜和團契生活；有些則繼續

參與香港母會的網上崇拜和團契；也有些華人教會在

新移民聚集的地區中建立新堂會。

新移民面對的挑戰

在來英的新移民中，有些曾在英國留學，但大

部分是首次在英國居住，在生活上需要尋求諮詢或幫

岑偉農
英國本土宣教同工

英 國 南 宣 新 移 民 事 工英 國 南 宣 新 移 民 事 工
聚會新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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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最常見的是需要替子女找學校，因著名的學校頓

時有太多人申請，家長便要為子女找其他學校暫讀；

著名的教會學校更要求牧者證明申請人是否經常參加

主日學，有些家長便四處找牧者替子女簽名作證。

其次，是需要找地方居住。新移民的心態是首先

在校網附近租一個房子，讓孩子先找到學位，然後才

再租或買新房子。英國的地產經紀看準商機，要求香

港人租房子時要先付 1 年或以上的租金，而且租金相

對地驟升；各大城市的樓價也隨即飊升。

再其次，是找工作。很多新移民在香港工作時屬

高薪厚職，有一定的專業基礎，但因着移民，都放下

了在香港的工作，重新在英國尋找；在尋找過程中，

他們一般先嚐閉門羹，然後經過一段失業的階段，最

後對於位低薪微的工作也不計較了，希望將來能找到

另一份更好的工作；有些工作要求應徵者的英語達到

某水平，使他們頓時由專業人士變成學生。

雖然新移民來英前已作好準備，花了很多時間研

究，也參加了某地方的新移民線上群組，但始終各人

遇到的困難不盡相同，教會便成為他們尋求答案的對

象。

少年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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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宣的新機遇與挑戰

英國的華人教會頓時有一大群基督徒來參與崇

拜，是喜，還是悲？我不敢妄下判斷，只分享南倫敦

宣道會 ( 簡稱「南宣」) 所面對的新機遇和挑戰。我們

除了幫助新移民早日適應生活外，更幫助基督徒早日

參與南宣這個屬靈大家庭。

我相信這次香港移民潮是聖靈的工作。英國教會

( 本地和華人 ) 常常祈求主帶來屬靈上的復興，今次的

移民潮有很多是基督徒，而且他們自動地尋找教會或

建立教會，這是前所未有的。過去，英國有多次大移

民潮，當中大量是非基督徒，這次是例外！

南宣自 2021 年 6 月聖餐崇拜開始，已有超過 80

人聚會；8 月實體崇拜後，更恆常地有 120 人聚會，

再加上 20 多位少年人和 30 多位兒童，我們的聚會地

方頓時容不下這麼多人；甚至我們需要租用附近的圖

書館給少年組聚會。我們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尋

找更大的崇拜地方。8 月底開始，我們每天都四出尋

找教會和合用的地方，但在京士頓區，大部分本地教

會都已被韓國教會租用了。感謝主，最終透過一位姊

妹當義工的機構，於 9 月底找到現時的崇拜地方，這

地方剛好可容納 120 人，而且有足夠的房間和空間給

少年組和主日學分組之用；我們於 10 月移往此租用

場地舉行崇拜和團契。

主日崇拜



遠
近
差
傳

第 201 期  2022 年 1-3 月•23

遠
近
差
傳

遠
近
差
傳

另一個挑戰，是崇拜人數不斷增加！幸好現時租用場地於主日可以全日使

用，我們遂於 2021 年 11 月決定多開一堂崇拜，變成早堂和午堂。過去的崇拜

改在早堂，午堂則作為開荒性質。因此，午堂仍有很多細節待解決，如主日學和

事奉人員安排等。我們如此決定，是順着聖靈的帶領。

由於新移民基督徒不是慕道者，他們在尋找教會時，會期望在那裡靈命得到

餵養、有教會團契生活，以及子女得到屬靈教導和栽培，好讓他們在一群愛主的

群體中成長。南宣過去都有領袖訓練，現在剛好這些領袖起來，他們不單在行政

上作帶領，更有些在牧養、栽培和教導上，可以起來配搭事奉，幫助這些新來的

弟兄姊妹迅速適應這個屬靈大家庭；有幾個團契的人數大量增加，感恩這些團契

已有一些成熟領袖，我們也即時增加小組領袖， 讓每位參加者得到照顧和牧養。

身為牧者，我們也希望認識每一個家庭，因此，我們每星期都邀請一、兩

個家庭來我家吃飯，藉此建立主內關係，也了解他們的恩賜和對教會的期望；其

他領袖同樣邀請他們吃飯。

在聖餐主日時，約有廿多位未領聖餐者，我相信當中有慕道者或尚未受浸者，他們或許已參加團契，我們

希望能多接觸關懷，將福音清楚地介紹給他們，讓他們明白我們的信仰。

我們期望於 2021 年 11 月自置教會中心後，

使用此中心開辦更多的慕道班、栽培班和領袖培訓

班等課程，讓不同屬靈階段的新移民得到屬靈上的

幫助。

在未來主日講道信息中，將會教導宣道會的屬

靈傳統，讓他們知道我們教會的方向和目標，以致

可以一同努力，追求基督，宣揚基督和榮耀基督！

自置南宣教會中心

弟兄姊妹一起裝修教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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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競華
本會顧問

宣道會是因為傳福音和凝聚信徒推動差傳事工而

漸漸開展的，後來發展成為一個宗派。這正是關心天

父所關心的，是神所喜悅的。當我們從事天父要我們

做的工作，天父必有足夠的恩賜和恩典，讓我們完成

祂給予的使命。筆者閱讀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的歷

史時，發現有三件事幫助宣道會在差傳事工上有美好

的成果，這實在是天父的恩典！

一、相信神聖的醫治

宣道會相信耶穌基督是我們的醫治者，這是宣信

博士的親身經歷：他曾經身體和精神都極度虛弱，藉

着祈禱，不藥而癒，得到天父奇妙的醫治；之後，他

們 3 歲的女兒患上白喉，晚上發高燒，藉着禱告得蒙

醫治，使他們夫婦更確信天父有神聖醫治的恩典。

幫助差傳事工發展的幫助差傳事工發展的

三三 件件 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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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醫治是聖經真理，舊約聖經清楚地記載：「我耶和華是醫治

你的。」( 出 15:26)、「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賽 53:5)，

這章聖經是關於彌賽亞的預言；新約聖經也教導我們：「你們中間有

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

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 雅 5:14)。

我們相信神聖醫治，同時相信醫生的學識和藥物都是神所賜的，神都可以用來作醫治的工具。醫治的能力是很

多人所羡慕的，但我們更要重視救恩、重生得救稱義的神蹟和順服神的主權。此外，得着主，被主得着，比醫

治更重要，正如宣信博士的一首詩歌《主自己》(Himself) 歌詞所寫：「前要的是醫治，今要主而己。」

在宣教工場，有些人的家族已經信奉其他宗教多年，對基督教沒有興趣，但在病痛中，因經歷神醫治的恩

典，使他對基督信仰產生興趣。宣教士當然要着重傳揚福音，但也要有信心為病人祈禱。筆者在泰國事奉時，

有兩位會友信主不久，看見年老的母親沉迷於打坐、冥想，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腸胃不能接受食物，她們強迫

宣信博士

 陶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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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離開佛堂，勸母親信靠主耶穌，又奉主的名為

母親祈禱，結果，那天中午，母親只能吃兩湯匙飯；

晚上祈禱後，卻吃了兩碗稀飯。自此以後，老人家

願意來聽道，一同查經；明白真道後，她決志信靠

主耶穌，受洗加入教會。她經歷了神的醫治，也改

變了對主耶穌的態度。感謝讚美天父，祂是醫治的

主，更是行神蹟的神！

二、信心認獻

有不少教會鼓勵信徒為宣教事工奉獻金錢，教

導信徒學習信心認獻，結果，讓信徒經歷信心的功

課，看見天父的供應，在支持宣教事工之餘，自己

屬靈生命也一同成長。

宣信博士在研讀聖經哥林多後書 8 至 9 章時，

看見哥林多教會為着別人的經濟需要，舉行慈惠奉

獻，而且是 1 年前答應奉獻，1 年後才交付的。宣信

博士得着靈感，將這段聖經應用在為宣教的奉獻上。

1882 年，他教導信徒實行宣教信心認獻。信徒為着

教會未來 1 年的宣教經費祈禱，求天父賜下一個奉

獻金額，經多次祈禱尋求後，肯定這是天父要自己

為宣教奉獻的金額，之後，常常為這目標祈禱，懇

求天父供應。奉獻者常常經歷神奇妙的預備：「沒

有想過自己有能力奉獻這個數目！」「在填寫認獻

表時，根本不知道這筆錢從何而來，明顯這是天父

的供給。」「感謝神，使自己能按着力量，甚至是

超過了力量奉獻。」

加拿大民眾教會，是推動信徒參與宣教工作很

出色的教會，就是鼓勵信徒用這種方式奉獻的。上

世紀 60 年代，神感動張子華牧師在北美一次大學生

退修會中，用這種方式為越南宣教需要奉獻，結果

超額完成目標，張牧師和學生領袖都十分興奮！張

牧師繼續在自己牧養的教會，也在北美其他教會中

推廣這種奉獻的方式。同年，在亞洲菲律賓，神帶

領鄭果牧師，在他牧養的靈惠堂教導信徒為宣教作

信心認獻；之後，他又介紹這種奉獻方式給香港宣

道會希伯崙堂等教會。在香港和新加坡，有不少教

會都採用這種方式推動差傳奉獻，對推動宣教工作

有很大的貢獻！這是宣信博士對宣教事工的偉大貢

獻！如果您的堂會是宣道會，絕對不要忽略這蒙福

的傳統；其他堂會，也可嘗試了解這種方式。

三、保持與神親密交往

宣道會的領袖宣信博士和陶恕博士，都重視與

神親密的關係，這也是宣教士要操練的。這方面於

上期《跨越》已有另文分享了，在此不贅，歡迎到

本會網頁瀏覽 https://www.hkam.org/blank-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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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3/9 - 12/11/2021 「把握時機」課程3/9 - 12/11/2021 「把握時機」課程

畢業學員、導師、組長大合照

16/11/2021 柬埔寨支援組分享會16/11/2021 柬埔寨支援組分享會

信徒宣教士吳梓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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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集

31/10/2021 梁智康、張佩茵信徒宣教同工伉儷差遣典禮31/10/2021 梁智康、張佩茵信徒宣教同工伉儷差遣典禮

梁智康伉儷述志

差遣祈禱

陳鳳雲牧師訓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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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宣 道 差 會香 港 宣 道 差 會

前 後 方 團 隊   敬 賀前 後 方 團 隊   敬 賀

祢 以 恩 典 為 年 歲 的 冠 冕 ，祢 以 恩 典 為 年 歲 的 冠 冕 ，
祢 的 路 徑 都 滴 下 脂 油 。祢 的 路 徑 都 滴 下 脂 油 。

新年進步．事主蒙福新年進步．事主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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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任務

歡迎到本會網頁申請預約以下宣教同工到不同聚會分享，包括：團契、祈禱會等，本會會盡快回覆。查詢

請聯絡潘牧師 (2275-8225)。

信徒宣教同工梁智康伉儷、崔緯濤伉儷及兒子，已於 2021 年 11 月 21 日出發到馬達加斯加工場。請禱告

記念他們適應工場的生活、與工場團隊的磨合，以及在港的家人。

本會已接納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宣教士「安藤」「世美」伉儷成為本會聯屬宣教士，在英國服侍特別群體。

聯屬宣教士樂婷已於 2021 年 12 月 15 日完成與所屬差會合約，與本會的聯屬關係亦同時結束。願主帶領

她前面的方向。

工場 直屬宣教團隊 返港本土任務日期

泰國
青島雁子 2022 年 1 月 25 日至 4 月 24 日

李瑞麟、陳家恩 2022 年 2 月 15 日至 5 月 21 日

澳門 梁祖永、杜燕玲 2022 年 2 月 13 日至 5 月 12 日

宣教同工消息

會消息會消息本本

辦公室

總幹事黎嘉禮牧師已於 2021 年 10 月 15 至 27 日參與在南美厄瓜多爾舉行之世界宣道團契 (AWF) 會議，與其

他地區的宣道會代表有美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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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推展

以下各聚會之詳情及報名，請瀏覽本會網頁，查詢請電游傳道 (2275-8223)。

宣差祈禱會
日期：2022 年 1 月 13 日 ( 四 )

時間：晚上 8:00 – 9:30

形式：Zoom

內容：西馬工場陳世久傳道及澳門宣教士盧美娟牧師分享，並為工場禱告。

宣教探索小組
  主題：與 M 民做朋友
 日期：2022 年 2 月 7 日 ( 一 )

 時間：晚上 8:00

 形式：Zoom

    講員：泰國宣教士青島雁子

本會已印製 2022 年曆卡，免費派發，歡迎致電或電郵游傳道索取 (2275-8223；

allanyau@hkam.org)，期盼堂會及肢體在禱告中常記念宣教人員及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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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方法 :

1.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宣道差會」，郵寄香港九龍尖沙咀	

	 柯士甸路 22-26A 號好兆年行 508 室香港宣道差會收。

2.	 直接存入「香港宣道差會」渣打銀行戶口 570-2-165470-8，	

	 然後請將存根及回應表郵寄 / 傳真 2783	9277/	

	 電郵 hkam@hkam.org 本會。

3.	 信用卡：						VISA												萬事達				

	 持卡人姓名 :		

	 信用卡號碼 :	

	 有效日期至（月 / 年）											/

	 簽名 :

港幣 $100 或以上奉獻（除代轉奉獻外），可憑收據在香港	

申請稅項扣減。

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

本人同意 /不同意香港宣道差會使用所持有的本人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電郵地址、通訊地址等），以提供給本人香港宣道差會的最新消息，
包括本會通訊、推廣活動、聚會、課程、短宣等資料。

  我願意：

	 為香港宣道差會事工、宣教團隊祈禱

	 收閱《跨越》刊物	/	每週代禱消息（電子版）

	 收閱宣教士代禱信

	 奉獻成為宣教士，請與我聯絡

	 成為義工

	 奉獻港幣 / 美金																					元支持本會事工 :

	 	 經常費

	 	 工場事工（項目 :																																												）

	 	 宣教同工（姓名 :																																												）

	 	 文字事工（					跨越											書籍出版）

	 	 宣教團隊年終禮金

	 	 宣教團隊緊急支援儲備金

	 	 私人禮金（代轉宣教同工姓名 :																								）

	 	 其他（請註明 :																																																）

  個人資料

姓名：	 	 	 			（牧師 / 傳道 / 先生 / 小姐 / 女士）		所屬教會：

聯絡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回 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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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宣道差會
2021 年 1 至 10 月收支報告

( 未經核數師審核 )

懇請代禱  奉獻支持

2 月份2 月份

沈金有 2 月 1 日 生日

黃嘉琪 2 月 4 日 生日

岑偉農 2 月 5 日 生日

森美 2 月 5 日 生日

爾東伉儷 2 月 6 日 結婚周年

梁智康 2 月 7 日 生日

張佩茵 2 月 7 日 生日

吳敏慧 2 月 12 日 生日

沈金有伉儷 2 月 14 日 結婚周年

陳恩綿 ( 陳啟成大女兒 ) 2 月 28 日 生日

3 月份3 月份

爾佑 3 月 2 日 生日

梁智康伉儷 3 月 6 日 結婚周年

飯糰太太 3 月 7 日 生日

冼偉強伉儷 3 月 8 日 結婚周年

朱秀卿 3 月 12 日 生日

崔緯濤伉儷 3 月 12 日 結婚周年

蔡明康 3 月 13 日 生日

艾憐 3 月 14 日 生日

E 3 月 14 日 生日

阮幗雄 3 月 17 日 生日

關俊文伉儷 3 月 18 日 結婚周年

張志威伉儷 3 月 19 日 結婚周年

李翠玲 3 月 23 日 結婚周年

森美伉儷 3 月 27 日 結婚周年

劉偉鳴 3 月 30 日 生日

林永康 3 月 31 日 生日

4 月份4 月份

梁志雄伉儷 4 月 3 日 結婚周年

爾東 4 月 8 日 生日

吳梓江 4 月 11 日 生日

希希 ( 森美兒子 ) 4 月 16 日 生日

賴敏芳 4 月 20 日 生日

青島雁子 4 月 21 日 生日

宣教同工及子女 (21 歲或以下 ) 的生日及結婚周年日期

1 至 10 月份

收入 港幣

			支持宣教同工	 12,134,051										

			支持宣教工場事工	 8,907,368										

			支持後勤常費 / 差傳教育事工	 7,434,353										

			總收入	(A)	 28,475,772										

支出

			宣教同工生活及事工費	 11,838,750										

			工場事工支出	 9,047,555										

			差傳教育及推展支出	 2,035,041										

			後勤辦公室支出	 5,576,266										

			長期服務金撥備	 250,714											

			總支出	(B)	 28,748,326										

本年度經常費盈餘	/	( 不敷 )		(A	-	B)** 														272,554						

** 不包括建築項目收支	 	
	

非經常費項目籌款 
  	

			柬埔寨金邊購地及建築		 39,079,700				

			黃金閣「美」教會學校籌建	 4,829,700	

			馬達加斯加京城購地建堂			 5,077,100			

			香港錦田多功能宣教中心	( 靜修恩園籌建 )	 62,693,200		

	非經常費項目尚需籌募  111,679,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