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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在恩典下，《浸情》100期終於今天在夢寐以求中與大家見面。

能夠維持達到100期的刊物極不容易，若不是天父的容許與看顧，相

信它早已不會留存到此刻。

設立《浸情》最初的目的是作為聯會與眾浸信教會的聯繫橋樑，互通

教會/聯會所屬機構消息，至為重要。

因此，我們必定肩負起重任，出發傳遞信息與各浸信教會、浸會人。

若天父的許可，未來的日子，我們將繼續不斷地努力提昇《浸情》的

質素、形式與大家見面。

再者，我們更衷心感謝多年來曾參與、投稿、協助製作，給予意見的

主內兄姊。因有他們的幫忙、代禱、協助，《浸情》才有今天的成果。

我們期望浸聯常務、各部委員、各浸會機構、各教會弟兄姊妹、各位

《浸情》讀者，不斷地代禱、支持、參與《浸情》的製作，使《浸情》成

為我們（浸會一家）唯一喜愛的浸聯刊物。感謝各位！

黃錦明執事

本期主編、書報部常務、鑽石山浸信會執事

總幹事的話

「浸會心‧教會情」是本期的主題。〈合而為一的心與情〉是方兆

雄牧師引用約翰福音17章20-23節有很好的提醒。蔡錦圖博士的文章亦十

分精彩，扼要的重溫浸信會早期歷史。最有趣的是，最後的段落講及東歐

和俄羅斯地區的浸信會宣教工作與社會改革的關係，亦隱含著東西方文化

的集體與個人的身分重視的動態平衡擺動。「合一」是集體主義文化與當

代的個人主義文化有價值互補和對衡的關係。當今在個人主義過度發揮、

產生容易分化和對立的現象，造成教會出現不少衝突和關係破裂。合一不

是統一和單一，而是多元共存、互相欣賞和包容互補才是神心意的合一。

浸聯會的存在是要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因要合作去成就大使命，同心建造

門徒和教會；不是要建造一模一樣的門徒和教會，而是多元豐富不同風格

的門徒群體，可以彼此欣賞各自獨特性，而同屬一個基督身體的大家庭成

員。約翰福音17:22提及神的榮耀和合一的關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愛是選

擇也是行動，有時要願意先選擇去做，透過體驗才能培育出「情」。跨堂

會合作才能磨鍊出兄弟手足情、姊妹情，不是單憑口說能成就的。聯會上

一代的領袖經歷不少手足情的合作經驗，希望新一代都能多去體驗跨堂會

合作的情誼，讓合一更有情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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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擁有五百年的歷史，縱然其中充滿艱辛

的歲月，卻在眾多危難中，見證福音的祝福。回顧

浸信會的歷史，既見困難也見恩典，有眾多可供反

思之處。

在17世紀上半葉，浸信會產生於英國和在荷蘭

的英國流亡者中。第一所浸信會教會是於1609年在

阿姆斯特丹成立的，由史密斯（John Smyth, 1570-

1612）和赫爾威斯（Thomas Helwys, 1575-1616）

設立和領導。他們期望建立的，不僅是芸芸教會中

的一座堂所，而是一間跟隨新約教會規範的教會，

強調施行全身入水形式的浸禮。如此「新約基督教

會」的概念，也成為往後數世紀，浸信會在世界各

地宣教和植堂所根據的濫觴。

然而，浸信會歷史並非簡單一元的故事，而

是擁有複雜的光譜。浸信會自始強調地方教會的

自主性，也讓其傳教事工有其特獨的個性，因而

在神學和禮制上，不同地區的浸信會有許多發展

浸信會從歷史中

蔡錦圖博士
（香港浸信會差會駐德國宣教士）

的取向。浸信會的基本精神，可以用「浸信會」

（BAPTIST）一字的英語字母闡述，即對聖經權威

（Biblical authority）的認信、重視地方教會的自

主性（Autonomy of the local church）、事奉上

要求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the believer）

、教會禮儀上只有為信徒施浸的水禮和紀念性質的

主餐禮（Two ordinances – Believer’s Baptism 

and Symbolic Communion）、承認個人的自由意

志（Individual soul liberty）、政教分離（Separ-

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以及認可牧師和執

事在教會的職分（Two offices of the church - Pas-

tor and Deacon）。

除此之外，浸信會在神學上擁有寬闊的光

譜。17世紀的浸信會神學傾向加爾文主義，卻有不

同的詮釋，尤其反映在1640年代對「普遍浸信會」

（General Baptists）和「特定浸信會」（Particu-

lar Baptists）的不同觀點上。1638年，英國浸信會

傳道人斯皮斯伯里（John Spilsbury, 1593-1668）

以加爾文的預定論為基礎，認為基督的救贖僅是為

了特定揀選的子民，持守此神學論點的浸信會被稱

為「特定浸信會」。相對之下，史密斯和赫爾威斯

的早期浸信會領袖認為，基督救贖是為了全人類，

而非僅是為了選民。持守此一觀點的教會，後來被

稱為「普遍浸信會」。到了17世紀中葉，雙方都發

表了信仰宣言，而關鍵在於對加爾文的預定論有不

同的理解。直至18世紀末，在英國浸信會傳道人安

德烈‧福勒（Andrew Fuller, 1754-1815）的影響

下，兩者的分歧收窄，也共同支持英國浸信會傳教

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1761-1834，他屬於

特定浸信會傳統）在海外的宣教工作，由此揭開浸

信會傳教事業新的一頁。

蔡錦圖博士回港第一堂崇拜，於4月30日晚上，在
沙田浸信會座堂主講《以西結書》對當代的信息，

「憑信委身於一個困惑的時代」。

反思信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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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宣教異象的使命下，把眾多浸信會連

繫在一起，共同為神的使命奮鬥。若有沒有宣教異

象，浸信會的光譜是會失色的。

當時英國教會在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和喬治‧懷特腓德（George White-

field, 1714-1770）推動的福音復興運動影響之下，

更多關注普世宣教的需要。在他們的影響下，威

廉．克里致力提倡和實踐海外宣教事業，而被譽為

「近代宣教之父」。這位浸信會牧師在神學上屬加

爾文派，持守有限救贖論的思維，很早就懷有向異

教徒傳福音的異象，對當時歐洲教會一直忽略大使

命深感不滿。1791年，克理呼籲教會正視向非基督

教世界傳教的需要，迅速引起極大迴響。

1792年，浸信傳道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宣告成立，成為早期對海外宣教的新教差會。浸信傳

道會在成立之後，最早的傳教士就是克里。1793年，

克里與醫生約翰‧湯瑪斯（John Thomas, 1757-1801）

前往英屬印度的加爾各答，成為首批到達該地的浸信

會傳教士。他們迅即進行傳教和教育工作，著手翻譯

聖經。1800年，克里遷往加爾各答附近的丹麥殖民地

塞蘭坡（Serampore），把差會設於此地，開啟宣教

事業。塞蘭坡是加爾各答以北歷史最悠久的殖民地，

在丹麥人的經營之下，成為北印的文化重鎮，克里與

威廉‧華特（William Ward, 1769-1823）和馬殊曼

（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以及不少隨後的

同工合作，其服事的區域從印度至亞洲其他地區、加

勒比地區、非洲、歐洲和南美洲。克里等人在塞蘭坡

建立傳教的基地，翻譯了數十種印度語言和其他亞洲

語言，包括由馬殊曼翻譯的最早中文聖經譯本。在經

過30年努力之後，塞蘭坡差會出版了45種語言的聖經

版本，其中至少有印度的35種語言是第一次用來印刷

聖經的。直至1834年，克里在印度逝世，他始終沒有

回過英國，但他在印度的工作報告，激勵了英、美的

各宗派，紛紛成立國外差會，投入宣教工作。

從18世紀開始，浸信會的傳教士到達世界的不

同地區，把基督教信仰傳遍廣闊的區域。在往後百

多年的歷史中，出現了許多傳教先鋒。不少浸信會

信徒儘管來自貧困的階層，無權無勢，並在傳教過

程中甚少有外來的協助，卻在艱難困乏中（甚至面

對監禁和其他危難），憑著對信仰的熱忱，寫下無

數不朽的事跡。德意志浸信會奠基立柱者盎肯（Jo-

hann Gerhard Oncken, 1800-1884）有一句德語

名言：「每個浸信會信徒都是宣教士。」（Jeder 

Baptist ein Missionar），尤其是歐洲社會在19至

20世紀經歷重大的動盪和戰亂，浸信會信徒卻把福

音傳至過往難以想像的地方。

由於浸信會強調地方教會的獨立自主，因此

對於重大的社會問題，不一定有完全一致的立場。

不僅如此，浸信會在許多神學論述上，也沒有一致

蔡錦圖博士三年來在德國的事奉分享

浸情‧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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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這與其堂會所在地區的思想趨勢有相當關

係。故此，浸信會的神學具有一定的柔軟和彈性，

在神學上的光譜遼闊，也預告了此群體往後在世界

各地的發展，有著不同的際遇。

近年浸信會在宣教上有極多的貢獻，尤其是在

前東歐和俄羅斯地區。雖然俄羅斯在歷史上是以東

正教為主，但一直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在近代新

教信仰中，以浸信會的基督徒人數最多。俄羅斯的

浸信會運動開展的主要原因，與1860、70年代在

俄羅斯的農民改革有關。186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

世廢除農奴制，讓許多俄羅斯人開始追求心靈的滿

足，逐漸不滿東正教會的聚會。可是，東正教會陷

於官僚作風，以敵意的態度回應，激起了許多人對

當前教會深深不滿。尤其是俄文聖經的翻譯，把古

舊的斯拉夫語經文修訂成現代俄語，提高了俄羅斯

各階層人民對基督教信仰的興趣。結果，許多地區

出現了查經小組。

當時在烏克蘭定居的德國門諾派教會影響了

一些俄羅斯信徒，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學習聖經，

最終採納了浸信會的信仰。相同的情況也在格魯吉

亞出現，移居當地的德國浸信會信徒發展了浸信會

的社區。 1884年，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浸信會聯

合起來，組成俄羅斯浸信會聯盟（Russian Baptist 

Union）。此外，另一個本質上是浸信會信仰，但

更願意自稱為「福音派」的團體，於1908年成立了

福音派基督徒聯盟（Union of Evangelical Chris-

tians）。在前蘇聯統治的1944年，也就是二戰的末

期，前述兩個組織共同組成基督教福音派浸信會聯

盟（Union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 Baptists，最

初稱為 “All-Union Council of Evangelical Chris-

tians and Baptists＂）。

浸信會在俄羅斯地區一直受到迫害，但在帝俄

時代一直增長。1917年俄國革命後，曾有一段時間

宣佈人人享有宗教自由，浸信會信徒迅速增加。可

是到了1929年，蘇維埃政府開始壓制宗教，教會的

教育和社會活動受到了限制。當1990年蘇聯消亡之

後，讓浸信會有更大的自由，快速發展。然而，由

於1997年在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敦促下，通過的一項

法律，限制俄羅斯的少數民族信仰，讓浸信會的發

展受到限制。近年估計，基督教福音派浸信會聯盟

的信徒約有8萬多名。

浸信會在宣教上的努力，也見於許多不同地

區。相對之下，華人浸信會在宣教上的委身，卻顯

得頗為遜色，許多堂會忽略了在宣教事工的需要。

浸信會歷史的見證，顯示宣教是浸信會的首要信仰

使命，必須有全然的投入和委身，努力把福音傳遍

世界。

願眾多浸信會教牧信徒一起努力，承襲前賢的

使命，在這時代見證福音真道。

由左起，讀經會讀經拓展主任伍智聰傳
道、蔡博士、讀經會總幹事黃偉強先生、

讀經會編輯葉欣女士

攝於德國中文圖書館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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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4月份記念主耶穌基督受難以及復活之

際，筆者再重溫在約翰福音13-17章，主耶穌基督於

樓房上對門徒的訓言，一頁又一頁地看主耶穌基督

與門徒臨別時的場景：主為門徒洗腳，示範愛與謙

卑的服事；主賜給他們一條新的彼此相愛的命令，

不是重覆愛人如己的律法總綱，而是更深地表現出

捨己以及與主耶穌和父神的深刻契合；主為信他的

人預備地方，應許賜下聖靈保惠師指引教導等等。

之後，主為門徒祈禱，以下幾句再次觸動了我：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藉著他們的話

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父你在我

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好讓世

人信是你差我來的。（約17:20-21）

 

到二千年後的今天，主耶穌為我們的祈求，依

然是信徒和教會的期盼嗎？想起主這樣為我們祈禱

時，我們會否慚愧？

道理是明顯的，彼此相愛以致有合一的表現，

是見證著我們是屬於主耶穌基督的，也是讓世人認

識並願意相信主耶穌的見證。教會在歷史上，基督

宗教分成為正教傳統、羅馬天主教會傳統以及在宗

教改革後的基督教傳統，甚至基督教傳統中也有分

合而為一的心與情
方兆雄牧師

（九龍城浸信會）

開不同的宗派，這些是普世性的神學以及歷史問

題，主要涉及「理」的方面的爭論，也夾雜了地緣

政治、權力等問題，很難強求解決；在二十世紀發

展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只要在一些重要信仰教義

以及體制上仍有大分歧時，不容易有大進展。

但就我們日常所能參與的——由教會的小組、

團契、牧者在教會的教導牧養、長執在教會治理，

是更加需要講「情」的地方。弟兄姊妹在這幾年特

別經歷困難，需要關心愛顧，教會群體何嘗不是同

樣在經歷各重困難？浸信會聯會——由各個自立浸

信教會攜手合作組成並相互守望的大家庭，亦需要

以「情」來連繫。傳道書的智慧仍然鏗鏘：兩個人

浸聯會聖樂部部員網上開會合照

浸情‧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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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比一個人好，他們勞碌同得美好的報償。若是跌

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三股合成的繩子

不易折斷。（傳4:9-12）

再 者 ， 在 廿 一 世

紀，就筆者有限的觀察

而言，純粹靠理性辯論

而願意歸信主耶穌基督

的人少；因著基督徒以

及 教 會 群 體 的 愛 心 表

現、見證分享，而對主

耶穌基督福音信仰產生

興趣及好感，願意慕道

以及受浸歸主的人多。

世紀頌讚490首《人們需

要主》的歌詞中提到：

「每一天人們經過，空

虛心靈無援助；… …他們需要生命道，待我們告

訴。」由教會弟兄姊妹彼此相愛的這份「情」，是

需要延展到對世人心靈需要的「情」。

另一方面，因為弟兄姊妹普遍工作時間長、

壓力大，信徒在教會中以及在浸聯會中，需要在其

有限的時間及機會，去選擇投身於傳揚福音、造就

信徒、以及對神國有意義的事上；其中一個重要考

量，是他們所觀察到教牧長執的見證，以衡量是否

跟隨其腳蹤行。尤其是在浸聯會的各樣服事中，由

不少擁有相當經驗見識的資深牧者長執義務承擔；

在人眼中究竟是展示出看重名聲地位、莫教人負我

之豪氣，還是行事為人能夠散發出基督馨香之氣、

值得學效的對象，這不單是我們各人在神面前交

帳，也關係到教會群體的承傳和見證。

方兆雄牧師

教會是神所呼召、由蒙恩的罪人組成的群體，

需要不斷的學習彼此相愛，以及學習怎樣竭力保守

神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主耶穌在約翰福音17章的祈

禱，可能會讓你想起過往發生在你教會的事情，以

及發生在浸聯會的事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都

已經發生了。在承擔後果之餘，如能在患難中實踐

彼此相愛、尊重，展現出謙卑服事，實踐主的心

意，在將來得到主讚賞為忠心僕人之餘，也為後來

者留下美好的榜樣；也是讓我們能夠學習怎樣以基

督耶穌的心為「心」的機會。

希望我們不單在教會中為此而努力，在聯會中

也為此而努力，不辜負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眾信徒祈

禱時的期望。讓我們再思念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向父

神祈禱時的愛語慈容：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

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

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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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情》100期
賀詞祝福集

恭祝《浸情》100期

藉文字聯繫衆教會

促進浸會一家情誼

       朱活平牧師

（本會第一副會長）

主內多元合一，「疫」中同心同行

處身於風浪與疫情之中，教會的「同心」至為重要。浸信會的標記之一，就在於強調主內肢體可

以自由地領受神的心意；在聖靈的引導下，彼此同心合意，達至共識，建立深厚的屬靈情誼。我

們既與神同行，又與弟兄姊妹作伴，一起實踐神的旨意，這是浸信會信仰的奧妙之處。

浸信會的肢體之間，並沒有高下之分。我們堅心相信，若果我們一同在神面前謙卑，互相搭配，

便能發揮巨大的力量。在疫情下，盼望我們能漸漸孕育出這樣的心靈狀態。又求神繼續叫我們有

心有力，滿懷熱心和情意，踏上朝聖的道路，邁向神為我們預備的佳美之城。

曹偉彤博士

（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是浸聯會的經訓、口號、

期盼和使命。我們要繼續竭力，「共處」在一起、全

民「共工」、彼此砥礪「共擔」、流淚歡呼「共享」

，把福音傳揚直到萬邦，榮耀主名！

唐榮敏牧師共勉

（本會會長）

《浸情》多年來以文字與眾浸信會

堂會及會友分享教導及訊息，喜聞

今天已是創刊100期，願主祝福《浸

情》邁向新里程，繼續藉著文字分

享，成為萬人的祝福。

       蔡美蘭執事

（本會第二副會長）

敬賀《浸情》100期

浸會一家，同心同行

情繫堂會，見證合一

一文一語，闡明真道

百集交心，靈糧共享

期盼互勉，彼此守望

文以貫道，學以興邦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載道弘文，宣揚神恩

道出神意，榮神益人

陳志威弟兄誌意

（本會書記）

浸情‧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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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情第100期慶祝分享

在過去擔任多年聯會常務期間，《浸情》能從不同的角度，讓我瞭解各部工作，與及欣賞眾浸信

會肢體的分享，閱讀浸情是一個很有動力的幫助，期盼浸情未來的出版，更上一層樓，積極鼓勵

包容、合一，聚焦透過各部的工作，將福音傳遍這個城市及海外。

劉文軒執事

（尖沙嘴浸信會執事會主席）

祝賀《浸情》出版100期之慶

面世於2005年2月的《浸情》能夠持續出版至100期確實不簡單，

文章以宗教及主的教導作題材，附載聯會及各堂會之趨時訊息，

適合各信徒閱讀，在文字事工上有肯定性的貢獻。祝願《浸情》

繼續興起「文以載神道，字能顯主理」的深意延續至永永遠遠。

葉耀昌弟兄敬賀

（本會司庫）

敬賀《浸情》100期

浸情文以載道，見證主恩

聯繫浸信堂會，分享近況

專題深入淺出，堪可效法

堂會消息近況，守望代禱

百期刊慶齊賀，榮歸天父

繼往開來不息，更見高峰

陳培輝牧師誌意

（觀塘國語浸信會堂主任）

僕很喜歡作夢！

現在坊間很多軟件，都可以把文字變成聲音；或為廣東話，或為普通話。

如果有一天，用手機打開浸聯會的網頁後，看見《浸情》；僕只需插好耳機，選擇或「廣東話」，

或「普通話」；在巴士上，或是在家中；慢慢的領受這一份「浸會精神」！這是僕最深切的渴想！

主必再來！主啊，我願你來！

葛文偉牧師

（書報部前部長、筲箕灣國語浸信會堂主任）

祝賀《浸情》出版第壹百期誌慶

香馨燔祭  呈獻主

港獅山下  高舉主

浸禮歸主  永屬主

信行合一  彰顯主

會眾同心  敬拜主

聯絡堂會  傳揚主

會聚兄姊  歌頌主

浸沐聖言  親近主

情如一家  侍奉主

壹心信靠  跟隨主

百世流芳  榮耀主

期月有成  見證主

紀念基督  救贖主

念神大愛  讚美主

感主宏恩  慈愛主

恩典滿溢  感謝主

李慶堂弟兄誌意

（本會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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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靠主堅持

在當下生活裏，做文字工作是十分艱難，因有重重欠缺，包括人才、資源。其中，香港社會環

境不重視閱讀，若果能夠持續出版讀物，是不容易！香港浸信會聯會《浸情》第100期能如期印

刷出版，是值得驕傲的。這份刊物不單寶貴，更包含表達浸會精神——要作值得的事，並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也可栽培寫作編輯人才，發掘信徒的恩賜，投入事奉。雖然是困難，但仍然

要堅持到底，並報導聯會各項聖工和堂會消息，這需要我們配合，伸出援助之手，成全聖工。

張啟明牧師

（鑽石山浸信會顧問牧師）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浸情》又到100期了。謹祝浸情繼往開來，繼續為主發光發熱。

浸情長久以來為避免浸會一家分裂，盡量避免有爭議的言論，所以在立場方面是保守的。浸情作

為浸聯會喉舌，當然要維護聯會立場與利益。當今傳媒很易受人利用，作個人或組織宣傳。希望

今後書報部同人努力維持前人所定的目標與宗旨，以傳道為主力，作福音的好管家。

當然在互聯網電子時代，傳播方法及途徑會不斷改進日新月異，以期提高傳播的速度與接觸面。

工具不妨大變，勇往直前。

在此謹祝浸情繼續不斷革新，亦多謝前人的努力。

陳國煌弟兄

（書報部前部長、九龍城浸信會會友）

香港曾有一段社會充滿動盪、教會充滿紛爭的時期，有機會參與書報部的文字服事實在感

恩。歷史對教會來說很重要，忘記歷史，或忽略歷史，不但沒有使我們學到教訓，反而埋下

更大的危機。鑑古知今，敢於面對，勇於前行！

王大為牧師

（書報部前部長、海怡浸信教會前堂主任、現任美國角聲宣教士學院副院長）

現在疫情以及浸聯會面對好多的困難，但我們知道不要怕困難，知道上帝會給我們好多的方法傳

福音，除街頭佈道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例如上網、訓練、打電話等等好多不同的方法，讓

上帝使用我們，所以我覺得前景光明。

多謝天父，好多年前試過前景光明的佈道會，我租了紅磡體育館9天，舉辦了16場佈道會聚會，

用了龐大的費用，而街頭佈道所需的費用不多，並且一年間藉此事奉主耶穌，發現到街頭報道可

接觸好多不同的人，一年間已經接觸超過一百萬人，所以覺得是一個機會。

我祝福浸聯會未來的日子在大家同心祈禱之後，知道上帝會給我們聰明智慧，揀選我們浸信會全

民皆兵，所有人都是祭司，都可以事奉主耶穌，所以我們大家落力，從現在開始把握機會，常常

用盡不同的方法傳福音，因為這個是上帝給我們的機會，祝福大家。

柳鎮平牧師

（培正道浸信會差傳牧師、燃點傳福音的火創始人）

浸情‧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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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背景

自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香港於2022年3月進入

疫症高峰期，逾百萬人染疫，情況亦趨嚴重，確診病

例不斷增加，在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打擊下，影響整個

香港經濟，不

少規模較細的

浸信會成員堂

會亦面對因奉

獻不足，沒錢

交租，無錢出

糧，沒錢請講

員的困難，加

上第五波疫症

出現，更是雪

上加霜，市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現屆常務委員會感到不能坐視不理，視若無睹，

決定要作出回應行動，設立一個「浸聯疫下緊急救援

小組」，推動「疫下緊急救援計劃」，鼓勵堂會及個

人奉獻金錢，成立港幣100萬元救助基金。我們希望聯

繫108間成員堂會及30多個浸信會機構彼此守望，互補

不足，更鼓勵眾成員堂會在所在地區支援弱勢群體的

需要，與市民共度時艱，共同抗疫，讓我們實踐主耶

穌的關愛精神。

六項具體行動

1. 設立浸聯會賑災備用金：凡合資格成功申請家

庭，可獲得一筆過的經濟援助港幣$5000，聯

會並立即發放現金紓緩家庭因經濟支柱失業而

帶來的經濟壓力。（截止2022年3月30日，申

請受助之浸信會教會達31間，受助個案有117

個，已支出金額達HK$585,000）。是次預算有

140名額，涉及140個家庭。

2. 透過救助基金，購買抗疫需用物品，並即時收

集各方送贈抗疫物資，分發給成員堂會，支援

會眾及地區基層人士的需要。我們已派出：約

浸聯疫下緊急救援小組

「浸聯疫下緊急救援計劃」

跟進篇

HK$200,000的快速檢試包，約HK$440,000的

長效消毒液及搓手液，70,000個醫護口罩，約

HK$100,000價值的祝福袋，還有很多中藥用品

等東西。我們特別支援服事基層的成員教會，

提供物資，讓堂會展開地區支援工作。

3. 設立HK$400,000之緊急援助小型教會基金，每

間堂會可獲資助HK$10,000，以協助堂會解決

燃眉之急！另外傳道部亦組成「浸聯會關愛教

牧行動小組」，由傳道部牧者主動關心小型堂

會牧者的心靈需要。

4. 提供免費的心理輔導及精神/牧靈輔導；由浸信

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社工、專業輔導員及資深

的教牧承擔，轉介並接觸堂會有需要的會眾，

提供身心靈支援。

5. 聯會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合作，從眾多嚴

重個案中，找出一些需要持續支援的家庭，延

伸疫下緊急救援計劃：愛羣社工會主動聯絡有

需要的人士，按個別情況，提供不同程度之經

濟支援、家庭教育、情緒輔導、子女升學等，

讓申請者可獲得更深入的疫下緊急關顧。

6. 推動逢禮拜一晚上，每週一次的網上「疫下

合一祈禱會」；動員及凝聚眾成員教會教牧

同工、屬下機構、學校主管及眾理事，藉著禱

告，齊心合一面對疫情，在此艱難時刻，彼此

關心守望扶持。（由2月至今，已舉行了兩個

月，會繼續合一祈禱會，直至疫情退去。）

個案跟進

第五波疫情期間，我們發現在浸信會堂會有以下

的普遍現象：

1. 典型的基層會友，很多都是飲食行業工友或

地盤工人，他們很多曾確診新冠病毒，時常

開工不足，甚至近年失業，經濟艱難困窘。

2. 不少家庭，一家幾口，子女年幼，他們久居

收集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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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申請公屋多年但仍未能上樓，亦有寄

人籬下於親戚家中。有家庭主婦，懷有身

孕，不能工作，拖欠租金。

3. 有些單親家庭及獨居的長者，雖有申請綜援

計劃，但銀行月結只有幾千元。而沒有綜援

計劃的會友，長期要依靠食物銀行。有些會

友長期工傷病患或身患癌症，縱使有消費券

亦不敢花費，只留待日後子女書簿雜費或看

病醫療之用途。

4. 因近月受戰亂影響、嚴重通脹及疫情肆虐等

等因素，導致會員堂出現不少生活在水深火

熱的會眾，每日艱難的生活讓他們陷入灰黑

的世界，內心既害怕又掙扎，近年他們長期

生活受壓逼，看不到出路，這正是現今看似

富庶香港的人間悲歌。

 

感恩見證

我們要感謝許多教會主任牧師及堂主任，他們知

道這個疫情下緊急救援計劃，特別關心一些弱勢而經

濟有需要的肢體，主動推薦了一些很有需要的會友參

與這個計劃。

不足一個月的

時間，已經有

117個家庭申請

參加。牧師們

的積極及主動

支持是次的行

動，遠遠超過

我們的期望。

我們在主內致誠感謝九龍城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浸信會醫院及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它們多次

慷慨地大量捐贈很多的防疫物資、許多祝福袋及禮物

包，讓我們送贈有需要的人。此外，我們亦看到一些

堂會及個別肢體，在金錢上積極主動支持這次行動。

他們的具體捐獻，令人非常感動，使我們深深體會上

主的關愛及同在。

五、齊心呼籲

近年「浸聯會」財務緊絀，但面對疫下眾堂會

及社會需要，我們不可以袖手旁觀，反而動用「浸聯

會」經常費墊支HK$40萬元，即時發放現金給有需要

的信徒家庭及購買抗疫物資，送贈成員堂會，展開疫

下緊急救援工作。近月來，我們走訪關懷疫情下的弱

勢家庭，送給他們泡麵、米粉、米、油、洗潔精等生

活物資及其他防疫物品，可算是雪中送炭，這些即時

的幫助及關心，都令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感恩有

主。

我們在此齊心呼籲各堂會及各弟兄姊妹們，繼續

作出愛心奉獻，支持及效法昔日馬其頓教會，在極困

難的環境中，仍然有樂捐的行動，無私奉獻，籌得所

定的目標港幣$100萬元，以助計劃能順利完成，祝福

更多有需要的信徒及地區弱勢人士。

「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

們，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

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我可

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

樂意地捐助。」（林後8:1-3）

拍攝短片呼籲響應計劃

物資佈道

疫下合一祈禱會

浸情‧聯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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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會」或是說「浸信會」，是個基督宗教教派的

名號，而「教會」則是個涉及大公性信徒群體（即

基督徒群體）的統稱。按理是先有教會，後才有教

派，也才有浸信教會，這並無貶意。另外，「教

會」一詞應當不是出自中國文化的詞彙，而是從英

語church一詞翻譯出來，原是指到建築物的教堂。

那是說，教會是指及信眾，而教堂通常是指到信徒

用來崇拜的建築物。

那麼，甚麼教會情？情又為何物？情與心有關，但也

與事有關，例如說心情或事情。按作者個人對教會歷

史的有限認識，浸信會與英國的清教徒息息相關。

當時一部分的清教徒不滿英國國家教會的政教一體，

把一些國教政策加諸於教會的體制上，所以清教徒就

是主張要清除或淨化教會內的不純者，從而打破一些

迷信的行為開始，逐漸擴及到信仰、禮儀、制度上的

問題。他們都是反對教階制度的，當然也不容於國家

國教內。1602年起他們就另行組織。1607～1608年

間部分清教徒出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及來

頓（Leyden）。而1620年有一批搭五月花號（May 

Flower），橫過大西洋抵普里穆斯（Plymouth）而

開拓了北美洲新英格蘭（這些人在美國被稱為Pilgrim 

Fathers）。這也就是浸信會的前身。他們講求個人信

仰自由、教會不受僵化的禮儀所匝制，又講求個人信

仰上的重生及得救。其後這些清教徒大多不再企圖於

英國教會裡的改革，就脫離英國國家教會而組織了長

老（Presbyterian）、公理（Congregational）、浸禮

（Baptist）等教會了。這也就成為今日浸信會的基本

信仰。也就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浸會心

時至今日，浸信會是以聖經為基礎、耶穌基督為首的

教會。所以教會之為教會，是因為耶穌基督所創立

的，而耶穌基督所創立的浸禮是與施浸約翰的悔改的

水禮有別。所以，我們的信仰應當是心繫基督，也

當是唯獨基督。但是，我們也當不可唯我獨尊，應

當對其他宗派教會彼此互相尊重，以愛相繫，共同拓

展上帝國度於人間。信徒也可以有兩個教會的會藉，

一個是地上的地方教會會藉，另一個是屬天上，也是

永恆的普世教會的會藉，是無容置疑的。地上的教會

是暫時的，是可以因為地域或時空而有所變更的。例

如同是浸信會，我們可以有香港不同稱號的浸信會，

甚或不同方言的教會，但有些教會是容許在別的地方

同時享有另一間浸信會會藉的。作者本人從小就是跟

從親友參加浸信會的主日祟拜及加入教會。即使移居

他方，每到那處就先找那裡有浸信會會堂，並前往參

與，這就是因為我的浸會情吧。

教會情

說到浸會情，特別是香港大多數的浸信會，都與美南

浸信會差會有關，也當是差會所結的果子。在此，我

們要衷心感謝美南浸信會差會在香港努力開拓教會及

有關機構，例如浸信會神學院、浸會大學、香港浸信

會醫院、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等。

我們雖然是有浸會情，也當有教會心。我們應當從屬

於一個地方教會，但我們更應當是基督人。甚麼是基

督人？在今天的社會中，基督徒已經不只是一個專有

名詞，而更應當是一個普通名詞，而且是常常帶有高

尚的雅號。但在使徒時代，基督徒這名號並不是好名

稱，而是個被人譏笑的名號。同樣，浸信會在昔日也

是如此，是被嘲笑為那些要重洗受浸的人，所以他們

也被稱為重洗派。我個人相信，浸信會所強調的浸禮

與水的質素無關，而是與受浸者的重生得救有關。作

者從幼年即參加九龍城浸信會，及至受浸、教會事奉

基本上都是在浸信會教會中。再者，作者多年前移居

澳洲從事宣教工作，先後成立兩間華人教會，都是浸

信會，其後回歸香港事奉，並成立興田浸信會，想這

都是因為自己的一顆教會情、浸會心，更當是上主奇

妙恩典的帶領吧。

這裡也許會衍生出一個不少人會問的問題：那麼，

浸 會 心、教 會 情、基 督 人
謝任生牧師

（興田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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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的，於是就會借用其他有浸池的教會舉行浸禮，甚

或是在游泳池，或海邊舉行。甚至有人旅行到約旦

河，在耶穌受浸的地點再次接受浸禮。

另外一個或會引起爭議的問題，就是我們當怎樣處

理在人數少及經費的不足運作的堂會？在大堂會

中，基本上他們會在經費及人才上都會是良好或更

是富足的。只是可能仍會有些小堂會仍需掙扎求

存。我想：差傳事工不一定是對海外，也應當是對

本地的。所以，我們不應只強調海外植堂，而忽略

了香港本地差傳，特別是對一些弱小教會在人力及

經濟上的幫助。想這也當是浸會心、教會情，也是

一種差傳事工吧！

再者，我們既是浸會人，當然就要有浸會心。有心

不能無情，如此情定於教會，更重要的應當是情定

基督人。

「基督人」這三個字並不是作者想出來的。查實在

《荒漠甘泉》這本信徒常用作每日靈修的書中，早

就使用這個名號了。為何我們不用「基督徒」這個

名詞？作者認為基督人會比基督徒更能彰顯出我們

與基督的直接關係。雖則聖經說門徒稱為基督徒是

從安提阿開始，但若能以「人」來連於基督，則會

更能說明我們的生命直接屬於基督的關係。

總的來說，我們的信仰不應只是追溯到某些基督宗教

的歷史因素上，同時更應當直接連首於基督。我當然

是浸信會的一個會友，但我更當首先是一個全然屬於

基督的人。如此就是浸會心、教會情、基督人。

一個人若是真心信了主，天堂又不必一定要有地方

教會的會藉，那麼當人臨終前的一刻才決志信主，

行嗎？甚或像那位和耶穌一同釘十字架、肯悔改的

強盜不必受浸而可以直升天堂，那不是很好嗎？想

這是一些信徒常會存疑的問題。不過，人若趕不及

信主，那不是很危險嗎？更重要的是，人若沒有悔

改的機會又如何？

我們又當怎樣看待洗禮？我們姑且用水禮來統稱浸禮

及洗禮。作者存有一張有關古代水禮的舉行方式。施

浸者為一名信主者施行水禮。他們同站在河水的中

央，水及心腔。施浸者用雙手盛水澆在受浸者頭上進

行水禮。如此就可以說是浸禮和洗禮之間的融和。我

好像在香港沒有見過這樣的舉行浸禮或洗禮，但卻是

在浸禮和洗禮間的一個平衝，可值得參考。

浸禮是必須在教堂裡舉行的嗎？我聽說過一個發生

在中國東北有關浸禮的故事，記憶中是一位資深牧

者說的。他說當時有位弟兄信了主，但不知道當怎

樣接受水禮，加上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沒有

傳道人或牧師能為他施行水禮。但他感到自己既

然信了主，就當接受水禮。他想了很久，於是有天

清早，天下着濃濃的大雪，他就走到空曠野地，昂

首於天，容讓雪花飄臨在他身上。於是他向主禱告

說：「主啊！既然沒有人能為我施浸，不如就由祢

直接以雪花和我施行浸禮吧！」事就這樣成了！這

故事很感人，也向我們提示，水禮不只在乎地點，

更重要的是人是否真心歸向主。

基督人

基督人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我們跟隨基督的一種做

人素質。這才是門徒被稱為基督徒的意義所在。我不

只是個中國人，或是香港人，又或是所屬某國國藉的

人。我們更應當是全然屬於基督的人。

今天在堂址較大的浸信會會堂中，大多數都會有浸

池，所以舉行浸禮很方便。但是也有些會堂是沒有浸

浸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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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倫神父說：「請你將自己的病痛當作一把鑰匙。

也許，你可以用它打開你生命之屋裡一些重要的房

間……是你從來沒有進去過的房間。」1 方伯就在癌症

晚期及瀕死的處境，體會到生命的脆弱 和有限，促

使他嘗試打開另一扇門，去信靠耶穌。雖然信耶穌沒

有使方伯的癌症痊癒，脫離死亡，卻讓他經歷了耶穌

的拯救，得享永生。主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

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11:25）

尼古拉斯．彼得．哈維（Nicholas Peter Harvey）在

他的著作《死亡的禮物》中指出，從約翰福音耶穌準

備踏上十架路時向門徒所明示的看到：「這些表面看

來是一個浩劫的事件，有一個內在的衝刺力和形象，

與他們所假定的不同：這個黑暗的時刻，它真正的形

象，不是絕境而是開始。」2 在耶穌裏，病重瀕死的處

境雖然有痛楚哀傷，卻可以是更深體會生命真諦的時

刻，更深經歷神恩典的時刻。當我們投靠主耶穌，嘗

過主恩的滋味，一定會體驗到這是最美好的福樂。

（註：聖經經文是選用<新標點和合本>）

1. 古倫神父著：《倍伴一生的醫治》，鄭玉英譯。（台北：
南與北文化出版社，2021），頁14。

2. 尼古拉斯．彼得．哈維著：《死亡的禮物 — 有關復活及傷
慟的探討》，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譯。（香港：香港公教真
理學會，1988），頁56。

院牧反思

何艷珊院牧（香港浸信會醫院二級院牧）

投靠神的福樂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

的人有福了！」（詩34:8） 

一些信奉民間宗教的病人，誤以為院牧探訪只是推銷

福音，就迅速婉拒院牧的關心，但當他們面對生死之

間，人已無能為力之時，就可能會嘗試依靠神，然後

經歷主耶穌的大能大愛……

方伯（化名）早期入院治療癌症時，我曾探訪他，他

和太太的回應都較冷淡，婉拒關心。後來，方伯病情

惡化，做了緊急手術，情況仍未穩定，要入住深切治

療部。這一次，方伯與死亡擦身而過，心裏懼怕，接

受了院牧的關心及為他祈禱，嘗試依靠神。之後，當

他的情況稍為穩定，便用清晰肯定的聲線向院牧說：

「多謝耶穌救我！」方伯信主的女兒阿May（化名）

看到爸爸肯接受院牧祈禱，便趕快爭取爸媽的同意，

讓教會的傳道人來探他。從前抗拒基督教的方伯，

這次竟然很樂意聽福音，並決志信耶穌。May十分感

動，卻擔心初信的方伯能否持續信靠，便找院牧幫

助。院牧疏導她的情緒，也指導她如何透過親屬的身

份與院牧一同輔助方伯繼續信靠耶穌。

方伯信主短短一個多月，經歷神驅除了他對死亡的恐

懼，使他心裏有平安，他又在兩次瀕死邊沿經歷了神

的拯救，促使方伯更確信主耶穌，持定永生的盼望，

也激勵他多次向家人和院牧說：「多謝耶穌！冇耶

穌，我早就走咗啦！」到方伯身體虛弱的時候，他還

竭力要寫下：「……快來，快去……走永恒的路……」

家人看見都十分驚訝。方伯的經歷和轉變，逐漸使家

人對神開放，願意與院牧一同為方伯祈禱，接受院牧

的關心。到了方伯臨終那晚，當值院牧領著家人不斷

唱詩祈禱，一同在主的平安裏送別方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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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牧心聲

鍾惠瑜牧師（生命河浸信會）

呼召．恩典

2021年6月，我被按立成為牧師。對我來說，是一個呼

召和承擔，也是上主塑造與恩典的旅程！

呼召與承擔

「我為何生於這個年代？為何生於香港？」這兩個問

題，常常縈繞在我心頭。

由2019至今，無論是香港，以致整個世界，都面臨著

前所未遇的挑戰，我們可以怎樣走下去呢？

我的恩師楊錫鏘牧師曾經說過：「艱難的處境其實也

是召命的一部分。」能夠走過艱難的日子，就正正顯

明是上主的作為，而不是人的功勞。作為神的僕人，

在困難中，不只是獨善其身，捱過困境就算，而是有

更重要的使命。

另外《提摩太後書》一章11-12節（和修版）提及：

「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作使徒，作教師。為這緣

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我知

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全祂所交託我的，直

到那日。」

疫情期間，全世界都在間歇性的隔離和停頓中渡日，

就在這片寂靜中，上主的呼召清楚臨到：（一）走進

世界，離開教會的圍牆，幫助活在艱難裡的人看見上

帝的光！（二）牧養祂的群羊，承擔牧師的職事，裝

備祂的教會，去回應時代的呼召！

塑造與恩典

1987年踏足鰂魚涌浸信會，她是我這「浮沉」信徒的

「水泡」。1990年我「浪女回頭」，在其分堂康山福

音堂聚會，這裡是我屬靈成長的搖籃。1994年結婚，

同年夫婦倆被差派往西灣河福音堂植堂，直到現在，

一晃眼間，已經28個年頭了；而在今年1月，我們終

於自立成「生命河浸信會」了！能夠在自己的堂會成

長、開荒植堂、被按立為牧師，有份參與成立教會，

實在是一份恩典！

天父讓我在這28年漫長的「曠野路」裡學習服事，「

曠野」常常是天父預備的恩典旅程，也是祂塑造我們

的訓練場景。在「曠野」裡，我學習著放下個人的成

敗得失，拒絕世界去判斷我的價值，辨認出天父所塑

造的原來那個「我」。這趟屬靈旅程，最終不是計算

豐功偉蹟，而是能夠活出祂呼召我們的心意。

天父的恩典，也展現在我身邊很多不同「款式」的天

使，沿路為我護航。他們包括我的丈夫及女兒、父母

和弟妹、屬靈師傅和戰友，還有我牧養的每位肢體.......

我們彼此愛護、鼓勵、碰撞、饒恕、復和，一點一滴

都在造就彼此的生命。一切全是恩典！

願祢得榮耀 

最後，願分享一首詩歌【我只想榮耀你】：

「祢不要我成為最好才呼召我，祢不要我完美無瑕才

接納我，主耶穌，我知道，祢已為我捨性命，我只要

作合乎祢心意的人。因祢奇妙的愛，因祢浩瀚恩典，

主，我永遠屬於祢！依靠在祢懷裡，照亮了我生命。

哦神！願祢得大榮耀！」

按牧團與鍾惠瑜牧師

浸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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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 遊聖經（使徒行傳 6：1-7） 歐陽競標弟兄（利群浸信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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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通識

教會建立
「長幼共融」

關係的重要
（二）

上一期談到現今教會的年青信眾流失情況十分普遍，究其原因之一，有

些人希望自立門戶，憑他們自己感覺、舒服及自由的方式去讀聖經及敬拜

主，他們利用現今電子媒介及很多不同的網上平台作聚會及彼此關顧、互

相鼓勵、傳誦聖經之用。這新的思維漸漸把舊有傳統教會的福音事工放在一

旁，亦直接影響教會實體聚會參與人數下降，間接也使教會有青黃不接、會

友年齡老化的情況出現，這就是現實，當然亦未必可以把年輕人離開教會的

責任全部歸咎於此，因這兩年在疫情影響也確是減少了教會聚會人數。逼切

的問題，我們怎樣能把實體和網上的福音事工平衡發展，讓年青人可繼續在

教會崇拜及事奉，亦可以同時利用網上平台作福音的工作。

兩者是沒有抵觸的。首先傳統教會應作帶領，將權力核心慢慢轉移到年

青人的手裏，盡早作出對年輕人的事奉及管理教會的培訓，邀請進入權力核

心，聽取他們的建議，如有良好的意見，應盡快研究及推行，這點吸引他們

參與，亦加強了他們的歸屬感，同時能在朋輩間互相影響下，穩定了他們在

教會服事的信心，在不斷訓練及栽培下必成為教會未來的領袖，他們如認同

便有恆心在教會事奉了。對於年青信眾而言，他們應該樂意接受教會在提供

管理及其他方面的邀約，因為是他們發揮自己恩賜的機會來了，只要教會長

執能夠接納年青人的想法及意見，與此同時年輕人也信任教會的帶領，彼此

在緊密合作的情況下，必會產生出火花，亦大有可能將年青人留在教會中發

展並發光發熱，因為保羅對提摩太有這樣的教導：「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深信在長幼

共融的情況下，年青人必會成為未來教會的接班人。

葉耀昌弟兄

（本會及社會服務部司庫、書報部部員、九龍城浸信會會友）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認信（上）

我們的認信

任何一種認信都不會是完美或毫無錯誤的，這份認信是我們這一個浸信會群體，在聖經和浸信會信念

的光照下，藉著聖靈的引導，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之內，所共同持守的信仰。

我們的認信：

一、神的話語

我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藉聖靈默示而寫成，是信仰和行為的至高權威。

二、三位一體

我們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以三個平等又全然神聖的位格（聖父、聖子、聖靈）永恆共存，在創

造、眷顧和救贖的工作上，合作無間，各司其職。

三、父神

我們相信聖父是無限、有位格的靈，是完全聖潔，有無窮的智慧、權能和慈愛。我們相信祂以慈愛關

懷每一個人，聆聽和回應人的禱告，拯救人脫離罪惡和死亡，並把永生賜予所有藉信靠耶穌基督來到

祂面前的人。

資料來源：《浸信會信仰與體制》，P.52，香港浸信會聯會出版

生活通識

浸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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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論 形 式 的

突破〉（陳家

富、李浩宇）

、〈基督徒位

格觀念的政治

性含意：再看

潘霍華〉（李

文耀）、〈太

初有戲：巴爾

塔薩的戲劇人

類學〉（彭盛

有）。另有多篇討論文章及書評，

歡迎到本院或基督教書室購買。

校本部：2022-23年度招生

本 院 現 正 招 收

2 0 2 2 - 2 3年度神

學學士、道學碩

士、道學碩士（

進修）、宗教教

育碩士、基督教

研究碩士、神學

碩士、神學博士

等課程新生。

申請截止日期：香港學生為 6月 2
日，海外學生則為4月29日。

報名或查詢，請致電2768 5130或電

郵admissions@hkbts.edu.hk，或

瀏覽網頁www.hkbts.edu.hk，下載

報名表格。

信徒神學教育部：招生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提供碩士程度的

晚間神學訓練及

事奉裝備，協助

學員打好聖經詮

釋、正統神學的

基 礎 。 將 於 1 0
月初開課，現正

招生。學員可選

擇主修「聖經研

究」，或主修「傳播學」，或不作

任何主修。日後報讀校本部道學碩

士或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可以申

請豁免部分學分。

「基督教研究學士 / 文憑 / 證書課

程」

「基督教研究課程」乃晚間兼讀課

程，將於10月初開課，現正招生：

證書課程：「基督教研究」或「音

樂事工」

認識神、親近神、生命成長、合神

心意的價值觀、如何面對困難和試

探……

它導引你享受與天父聊天的時光，

以信心的禱告回應神。

附禱文、默想內容、彩圖、心靈小

測試、想一想、填色及手工活動。

還等甚麼，現在就與天父，Chat一
Chat，接通天線吧！

出版社：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

限公司

有關新產品資訊歡迎瀏覽本社網

頁：http://www.bappress.org

新教研大樓：等待入伙

「信望愛工程」

之西澳校舍第三

期擴建工程的新

教研大樓，入伙

紙已於2 0 2 2年4
月22日批出。整

個擴建項目總經

費為港幣7,000萬元，其中1 ,000萬
元用於擴充教授辦公室及圖書館。

至於新教研大樓的工程、內裝、設

施、家具等經費預算的6,000萬元，

現已籌得5,200萬元。懇請大家切切

記念本院未來的教研發展，以及所

需的港幣1,800萬元。

《山道期刊》：人論

本院《山道期刊》第49期將於6月

出版，主題為「人論」，專題文章

共有六篇：〈養欲之詩：從詩篇第

六十三篇看欲望重塑〉（張智聰）

、〈從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看保羅

的人觀〉（梁俊豪）、〈論潘能伯

格的基礎神學人類學對巴特的基本

誠聘全職傳道

神學畢業，牧養少青、青成或長者

群體，對佈道、關顧或敬拜事工有

負擔，有團隊精神，具相關經驗者

優先。

誠聘東涌福音堂幹事

中五或文憑畢業，負責福音堂行政

及事務工作，協助傳道人發展福音

事工，能獨立處事。

誠聘少青部福音幹事

中五或文憑畢業，協助傳道人發展

福音事工，能獨立處事， 18個月短

期合約。

各項申請者請將個人履歷電郵至 

adm@twbc.org.hk，合則約見。（

資料只作招聘用）

我與天父Chat一Chat簡介

天父視我們為祂的寶貝兒女，很希

望我們每天與祂說說心事。因此，

我們特別為你收錄了有趣的靈修故

事和真實見證合共90篇。

書中人物與你有相似的經歷；故

事大多圍繞你所熟悉的校園、家

庭、教會和生活環境；主題環繞

荃灣浸信會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浸信會出版社

校園擴建計劃

校本部課程
簡介

信徒神學教育
部課程簡介

新教研大樓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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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課程：「基督教研究」、「聖

經研究」、「音樂事工」或「關顧

與輔導事工」

學士課程：「基督教研究」、「聖

經研究」、「音樂事工」或「關顧

與輔導事工」

報名或查詢，請致電2711 2552 或

電郵 l t e d i n f o @ h k b t s . e d u . h k，
或瀏覽網頁w w w. h k b t s . e d u . h k /
lted，下載報名表格。

遙距函授及網上課程：招生

「基督教研究 / 聖經研究．文憑課

程（9月學期）」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2 0 2 2 年 7 月

10日（海外）、8
月10日（香港）

「新約 / 舊約研

讀．證書課程」

全年接受報讀名。

「選讀生」

可按個人興趣選修科目。

所有課程均可以透過網上或函授方

式修讀，歡迎試讀，請登入試讀戶

口：http://e learning.hkbts .edu.
hk。

報名或查詢，請致電 2768 5105 或
電郵deinfo@hkbts .edu.hk，或瀏

覽網頁www.hkbts.edu.hk/dist。

浸會醫院推出多項措施應對第五波

疫情

浸會醫院一直致力提供優質醫療服

務，肩負企業社會責任，於新冠疫

情出現初期已迅速推行多項感染控

制及抗疫措施，應對社會各方的迫

切需要。

面對 2 0 2 2年突如其來的第五波疫

情，公營醫療系統面臨崩潰，浸會

醫院一如以往，迅速配合政府及醫

管局的需要，於不同階段推出相應

措施。醫院於短時間內提供全院整

體病床20%，共177張全力支援公營

醫療系統，接收由醫管局轉介的非

確診患者。

醫院為支援輕症確診者在3月16日開

設新冠確診病人門診服務及提供基

本藥物治療。診所由3月28日起被

政府列入為指定診所之一，患者可

預約抗疫的士來回診所及住所，得

到全方位支援。診所更於3月29日增

設遠程醫療服務，為未能親臨診所

的患者進行視像應診；由於浸會醫

院慈善基金的特別撥款，由3月30日
起，無論選擇門診或遠程醫療服務

的患者都獲得藥費豁免。

在疫情期間，不論是醫生、護士或

所有醫院同工都緊守崗位，迅速回

應及支援不同階段的社會需要，盡

心盡力照顧每位病人。醫院會繼續

配合政府及各界的抗疫工作，服務

病患，榮神益人。

1. 本校輔導組於 I n s t a g r a m開設

專頁—「bwlss .sgc」；舉行「

為你加油打氣」活動，邀請校

長、老師及學校職員，把支持

和鼓勵化作為文字，為中六畢

業班學生應考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加油打氣。

2. 5 / 5升學就業組參與香港總商

會 主 辦 的 商 校 交 流 計 劃 ， 以

Microsof t Teams網上形式為

高中同學舉辦「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科企業講座—宏亞按

揭證券有限公司」，了解相關

企業，為未來生涯規劃作更好

準備。

3. 6/5以Microsoft Teams網上形

式為中三級同學舉辦「健康管

理與社會關懷科體驗課」，以

增進中三級同學對高中課程的

了解。

4. 11/5由輔導組舉辦周會，主題：

「正面迎復課—howRyou」；

意指「你好嗎?」（讓復課後的

校園充滿關愛，彼此問候，繼

續同行）；R：Reconnect（師

生群體再次凝聚）及Release（
釋放心中感受和壓力）。復課

活動是為學生及教職員而設，

活動內容包括：復課教師祈禱

會、快閃紙球大戰、全校職員

飲品及甜點分享、合照等等，

盼望各項活動為整個學校群體

創造共同回憶。

5. 本校於2021/22香港學校戲劇節

獲得以下獎項：

• 傑出劇本獎：「集體創作」

• 傑出演員獎：

廖正鈺(3C)(26)、

黃卓加(5C)(12)、

黃樂熙(5D)(20)、

馮俊文(5E)(18)

• 傑出合作獎

• 傑出整體演出獎

遙距課程簡介

本院員工盡心盡力照顧由醫管局
轉介的非確診患者

本院開設新冠確診病人門診服務

香港浸信會醫院

浸信會永隆中學

「正面迎復課—howRyou」活動師生合照

浸情‧機構/學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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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山浸信會主任牧師鑽石山浸信會主任牧師

香港浸信會聯會香港浸信會聯會

日日    期 2022年7月13至15日期 2022年7月13至15日    

講員：鍾志廣牧師講員：鍾志廣牧師

九龍尖沙嘴金馬倫道31號九龍尖沙嘴金馬倫道31號

禮拜三至五禮拜三至五

時時    間 晚上8時間 晚上8時

地地    點 尖沙嘴浸信會點 尖沙嘴浸信會

直播連結直播連結

7
13

7
14

7
15

主的門徒：你們要進窄門主的門徒：你們要進窄門

主的門徒：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主的門徒：你們要防備假先知

主的門徒：你們要為受審判的那日做準備主的門徒：你們要為受審判的那日做準備

(馬太福音7:13-14)

(馬太福音7:15-20)

(馬太福音7:21-27)

現場聚會只設
現場聚會只設
網上直播設有普通話及手語傳譯

網上直播設有普通話及手語傳譯

粵語粵語

網頁: www.hkbaptist.org.hk   辦事處地址: 九龍太子彌敦道771-775號栢宜中心12樓  查詢電話: 2715-6527  電郵 : info@hkbaptis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