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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中學1員處贗處中懂相交 鄭順佳

品嚐大專生活的苦與祟 ， 體會神在這數年的塑造 。

校圍使命 l在 （ 創世記 ） 當約瑟向
他的兄弟揭露身分時，

他的話顓示出他的信念 。 雖然兄弟把他賣

作奴隸，這卻是神的心意，要藉他保存人

的性命 。 約瑟看到，在人與人活動交往的

背後，有另一亻町實在 。 在砷那裡沒有巧合

或意外 ，砷是歷史的掌管者一一亻同人的歷

史、家庭的歷史、國家的歷史 。

能接受大專敎育也不會是巧合 。 爲何

不在海外升學呢？爲何可以進入大專 ？爲

何在這校園而不在其他校園 ？爲何在這大

時代？大專同學是否以自己得成爲大專生

乃神的召命，對他們接受大專敎育程度有

決定胜影響。 他若有蒙召作大專生的信念

，必帶來目的感。 大專生活成爲一份砷賜

的禮物 ， 讓他去品嚐大專生活的苦與樂，

去體會砷在這數年的塑造 。

校園使命可狹義廣義兩層次。狹義而

言，是以校園篦一個特別處境 ( context

），引伸的使命包括學科與信仰，傳福音

，群體見證等。廣義而言 ， 包括因應大專

的氣候對信仰和生活作反省和新嘗試 。 至

於參與社會，承擔政治，塑造潮流文化等

多項裝備，已有其他文章討論，故從略。

學科與信仰

既然得以進入大專進修，在學業上盡

力是責無旁貸的。但若把這心態和成績混

淆，卻是語書大忌。能撫心自問己盡力而

馬，無論成績如何，也可以問心無隗，就

是獻呈給砷最佳的果子。

努力學習自然包括對自己的學科作反

省，檢査其前設， 起始點，研究方法，發

展階段，目前形勢及成果等。當然少不了

推論其限制，應用範疇，背後引伸的世界

觀，對信仰、意識形態的含義和影響等。

例如電腦和工程引伸的科技世界，近代物

理引伸的動態世界觀等。

從誤敎的角度看 ， 某些學科把宗敎信

仰簡化爲某些現象，上述的反省可提供有

意義的回應，藉以堅固信仰 。 從求眞求知

的角度 ， 這反省可幫助更欣賞某學科 ，同

時亦不致把它化爲絕對和偶像 。 從信仰的

角度而言，藉着該學科與信仰的對話，更

能擴闊對自身信仰的了解 ， 擴張信仰的內

涵，使信仰能以承載不同的理論和經歷，

以致面對與基督敎有異的東西 ， 不用視爲

魔鬼的作爲，亦不用過份高舉信仰的排他

性，忽略了其包容性。

一般來說，以上的反省不能由一人獨

力承擔 。 最理想是把這些反省作爲累積的

經驗 。 以文字方式一代傳一代，這樣每一

代就不用重頭做起，並可依據前人的反省

推前一步 ， 或開展不同角度作批判，好使

整個反省更豐富 ，並緊隨最新的研究結果

。 就算大部份囘學未有新見地， 吸取前人

經驗亦大有裨盆，亦可算是大專敎育的一

部份，因爲大專課程末必對所唸的學科提

供足夠的自我反省。 這種從自己學科作起

始點的反省 ， 有助菸擴闊眼光，訓練思維

和進深信仰，對同學甚有價值。

福音的內涵與傳遞

近代大專生批評用公式傳福音，否定

非人化的佈道方法 ，拆毀狹義地理解福音

內容 ， 但若祇留下「福音不是單是…… 」

或「傳福音不是…… 」的負面結論，該多

可惜！ 無疑這些批判都是需要的，若不批

判 ，便無法向有思想的同學傳福音。但若

祇停在這裡，後果可能更壞 ， 對用「傳統

」方法傳福音的同學輕視，對自己不傳福

音又無可奈何 。

福音既然涉及生活行爲，每亻回信徒都

能實踐信仰嗎 ？ 在商界的信徒行嗎？法律

界、司法界？視播界等又怎樣？每個圈子

都有其既定的運作方式，怎樣才算具體的

活出信仰呢？福音是一種人道德操守，是

在個人私底下的層次，抑有更廣的社會含

意呢？

除了反省福音的內容及含義，福音的

傳遞方式亦有待審査 。 首先，福音是如何

包裝的？用數條公式嗎？用圖書傳遞抽象

觀念嗎？其次 ， 福音的傳遞媒介又如何？

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單張仍可行嗎？「

死後會怎樣」的問題對一般人還有意義嗎

？第三，匯區音傳遞的對象又怎樣 ？ 是個接

收資料， 整理後作出決定的電腦嗎？第四

， 福音傳遞者又如何？是個見到未信者就

自動開掣的「福音機器」抑是個有血有肉

的人？傳遞者的自我形像，生活形態，對

人之敏銳能力，與神的活潑關係等十分重

要 。第五，傳遞時的心理狀態如何？例如

傳福音時期期艾艾，吞吞吐吐，緊張得口

吃起來， 耳朵通紅， 難怪別人懷疑這寶貴

信仰爲何會令人如此砷經緊張 。

以上羅列一連串問題，目的在批判，

而非單單否定 ， 批判包括了解和欣賞。例

如 ， 烏何昔日在美圉以一套公式傳福音受

砷大大使用？爲何在過去「信耶穌得永生

」 是個有吸引力的口號？若不回答這些問

題，恐怕檢討不夠全面，甚至祇是一種反

權威心態的自我滿足活動而已！

至菸個人傳遞福音，也許可從一位中

圍近代史敎師借鏡。當他上課講到「 南京

大屠殺」，學生從他的語調和表情 ，可感

受到他的憤怒、激昂、憎恨丶惋惜、自豪

、傷痛 ， 在他心中留下的烙印，還歷歷在

目。他的生命 ， 他的感博，已和歷史溶在

一起 。 同學也感受自己體內中國人的血在

流着。他並非傳遞一些外在的客觀歷史資

料，一些與他無閱的史實與解釋。其實禰

音信息與傳遞又豈能分割呢 ？

群體見證

藉着群體的支持 ， 個人的反省，可以

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醫治內心創傷 ， 補

償過去成長中的缺乏。藉着有生命投入的

査經，打開心門的祈禱，坦誠的相交 ， 一

冏有血肉的掙扎，彼此砥礪 ， 培養對事物

熱衷和認眞 ， 對人坦誠和同博的心態 。這



種生命見證，比大聲疾呼一百句、 一千句

更有力量。

雖然這個美麗的理想祇能有限度實現

， 因爲人畢竟是人，可是大專基督徒可更

接近這理想。一方面大專文化總沒有社會

那麼講求現實，另一方面大專生思想較開

放，更易接納不同的人。這是一個極佳場

所，了解不同性格和信仰傳統的弟兄姊妹

，學習在不同意見下彼此尊重，彼此扶持

，坦誠批判交流卻不致失感情，培養成熟

的人格 。

朝着這方向群體，一方面得以彼此建

立，另一方面可爲華人敎會未來舖路，培

養闊大的胸襟，有容人之量卻不失去自己

的立場，此外，更可吸引未信同學査察這

股令人費解的力量，因爲耶穌說過：「你

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衆人因此就認出你

們是我的門徒了。」

信仰與生活

大專提供思想比較開放的環境，可容

讓信徒對信仰和生活作多方面的探討和反

省 。 由菸他們仍帶着學生身分，犯錯也較

容易得到體諒，故盡可能大膽地嘗試 。

以探索屬靈生命爲例，傳統基督敎會

比較缺乏。敎會多以活動及靈修頻率、事

奉參與來衡量個人的屬靈生命。近來興起

自我認識、人際關係的熱潮，以配合屬靈

生命成長，這是把心理學和信仰結合的新

嘗試。若追溯宗敎改革了之馬丁路德，我

們承接了他對因信稱義的洞見，卻缺乏他

那種屬靈氣質來承載。

事實上，馬丁路德在濃厚的宗敎氣氛

長大，並有天主敎修道院作基礎 。 天主敎

的靈修學有長遠歷史，耶穌會傳統更結合

了靜修內省生活和前線的社會服務。除了

耶穌會，亦有道明會、方濟會……等傳統

，可適合不同個性和氣質的弟兄姊妹。可

惜華人敎會多對天主敎全盤否定，因爲仍

然保留宗敎改革的印象，忽略了天主敎數

百年來的自我反省和改革；大專信徒可在

這方面擔負先鋒的角色，探索符合現代生

活的諮經丶祈禱、默想、獨處、沉思、自

省、靜默和禁食，爲目前「靈性荒涼」光

景開一條出路 。

與屬靈生命息息相關的，首推敎會

崇拜。大專生憑批判方可把目前主日崇拜

評得體無完Ji'!i' 但卻末足夠探索有深度的

崇拜。基督敎內不同派別，例如大宗派、
獨立敎會、靈恩敎會以至小群，皆有可借

鏡之處。天主敎、猶太敎甚至東正敎的崇

拜，同樣有參考價值。筆者在砷學院修諝

時，曾特意到不同的敎會崇拜，包括天主

敎會。東正敎的聖禮砷學更十分豐富。筆

者亦曾參加一個東正敎儀式的婚禮，發覺

很多新奇亻義式背後隱約顒示深一層意義。

東正敎以婚禮爲聖禮的一種，故隆重其事

。 若能多方面吸取精華，相信對基督敎崇

拜可帶來活力與更新。

論到信仰與生活的連接，論理學是少

不了的。究竟那些應做，那些不應做，那

些可以做，這個問題困擾不少信徒，也令

一些信徒走上極端。論理學是西方研究哲

學之一課題，修這科的同學自然可提供不

少洞見。讀中國文化的亦可有貢獻，例如

儒家內聖成德之學。研究心理學、社會學

、醫學等亦可從不同角度處理倫理問題。

基督敎的聖經倫理傳統和天主敎的自然律

可以爲倫理學提供一個整合點 (integration

point) 。

當然其他方面的探索，如護敎 、 釋經

學等，因着大專的學術環境，更有利菸進

一步探討。

結論

潘霍華曾指出 ： 唯有在相交中才懂得

獨處，唯有在獨處中才懂得過相交的生活

。 E . 0 Connor提出，內心探索是不能脫

離外在參與，外在參與亦不能脫離內心探

索 。 這兩句話最能串起本文所涉及的課題

；學科與信仰 、 福音的內涵與傳統、群體

見證，屬靈生命丶敎會崇拜和倫理生活，

那一項不是和其他相輔相成、互爲內在的

呢？盼望藉着實踐這些使命，我們得以在

校園作鹽作光，並爲承擔敎會、社會、圍
家作好準備，一同爲天國努力 。

（作者曾為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大專邰幹本

，現為中國社學研究院瑀钚 。 本文節錄自 《 又

是風迆時 ） ，學生福音圉契出版 。 ）

盼望中的教會 傑

"""" ""'"""""""" 大專感言j中學時代，敎會生活給
llll111111llllllll,a11a,111111llll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我的印象是溫暖的。雖

然其中有執拗，但仍有互相包容；在互相

嬉笑中仍有點點的莊嚴，透過共囘的敬拜

使我們聚爲一體向至高者奉獻和事奉；而

在工作中也有群策群力的表現，好使我們

變得強壯 。

入大學後，得以接受開放式敎育，使

我對自己的信仰更認眞，對個人的生活態

度更謹滇 。 透過生活中不斷的變更及反思

，叫我更認清自己以前生命目的實在很模

糊，沒有對終極意義的追尋；而接受敎育

彷彿生命歷程中的例行公事，正因爲從前

近乎有點異化的生活，所以信仰對過往的

我來說，不過是獨沽心靈的寄託而已，這

也構成了信仰和生活的嚴重分離 。 敎會作

爲信仰的一個建構，對過去的我祇是一個

心靈落腳的地方，使我有更多朋友（弟兄

姊妺），少些閒暇（多些事奉），鮮有時

間引導自己面對眞我，更枉說有多些耐性

去尋找敎會內外更需要認識的群體。

現在正浸淫在自由開放式的大學敎育

，我嚴肅地融入生活之際，也更正視信仰

；洞見自己往昔對信仰的無知，祇懂接受

敎會一向「主日學式」的信仰闡釋，即近

乎「灌輸」地接受信仰，以爲這就是自己

信仰內容的一大部分，殊不知通過大學裡

開放地、自由地研討自己的信仰，擴闊了

我的心懷及眼界，認清信仰的本質；信仰

不單是宗敎敎育，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

追尋，勇敢地面對不同性質的挑戰及回應

i中擊，經過反省 、 分析和討論以致行動，

這樣才能把握信仰和與砷同行，可惜的是

今天我們的敎會生活甚缺乏如此氣候來造

就信徒去實踐信仰，祇懂得敎導信徒甚麼

是信仰，以致信徒把信仰內容也架空了 ，

生活仍是一般的生活，不是屬基督和能反

映信仰的生活 。

我盼望敎會能眞的一主，一信，一浸

，差遺各靨神的人作時代的見證 ， 能面對

任何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挑戰，使屬

肉體的人眞的成爲有砷的形像的人 。

聖經選讀

賢慧的妻子到哪裡去找呢？她的

價值遠勝過珠寶！……嬌艷是靠不住

的，美容是虛幻的，只有敬畏上主的

女子應受讚揚。她所做的事都有價值

；她應當公開受讚揚。（箴言三十一10

, 30• 31• 現代中文譯本）

香港聖經公會電語： 2368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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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專生活的確爲基督徒帶來
許多衝擊 。 不同學科的領受

，都直接或間接地擴闊了他們的思想空間

， 同時亦刺激他們反省自己的信仰 。 當

同學質疑自己一直所信的，卻發現自己對

基督信仰仍流於較表面的認識 。 遺憾的是

當這些同學在敎會提出一些很理性的問題

時 ，明白的人卻不多 。 事實上，敎會因着

需要照顧不同階層的人，往往都是以普遍

的牧養方式來牧養這群同學，而牧者傳道

人亦不可能在多種學科上都有研究 。 所

以，不少敎會亦期望有些從事學術研究的

基督徒在知識與信仰上作整合的工作 。 但

問題是敎會能否持開放的溝通態度，着重
這方面的需要而加以鼓勵及支持。

今天，許多中學時已信主的基督徒 ，

在踏入大專後，都被敎會視爲事奉的新血

。 他們都是被敎會栽培了數年的信徒，現

在或多或少都期望他們在事工上貢獻多點

時間和心力 。 這種先接受後付出於信徒來

說可能是理所當然的 。 但若是發展成一個

不變的定律或眞理時，則可能忽略了許多

需要涸別考慮的處境 ： 大專生活是一個眞

正可以讓同學去認識自己、尋找方向的時

候 。 當中，不少同學都會經歷一些混亂的

時候；如生活的適應、思想的衝擊 、繁忙

的功課，學院的活動及經濟的獨立等 。 當

這一切都同時呈現在同學眼前，他們很容

易便發現自己的承載能力其實是非常有限

。不少在敎會中頗多事奉的同學會進入 「

死撐」 的狀態，他們的身心靈變得疲態萬

干。 這時他們若遇上不被理解的清況，

就會失卻昔日那份對敎會的投入 。

以「熱心傳福音」衡量靈命？

此外， 基徒徒在返敎會一段日子後，

都不難明白敎會的基本方向 。 以澳門的現

況爲例，佈道可算是敎會的首要工作 。 從

歲首到年終 ， 大大小小的佈道會不斷湧現

； 有在敎會內舉行的，也有在街頭進行的

。 在這些佈道行動中 ， 我們很容易不自覺

地迷失方向，就是不其然地着重了傳福音

的效率，過份地着重佈道後人數的增加 。

而敎會在衡量是否支持一件事工時，也以

能否達到「傳福音 」 爲目的來作量度的標

準 。一些需要花長時間才有果效的工作，

基督徒要長進，敎會就要提供靈糧 。

所以聖經的宣講是非常重要的。但隨着返

崇拜的日子久了，基督徒卻不難發現一些

普遁性的現象，就是講員在講道用的經文

與其所講的信息，很多時都不能造就信徒

靈命 。 有時講者過份着重個人的分享，以

至沒有好好地嚐試解釋經文，讓砷透過經

文親自向會衆說話；經文的作用祇是牽強

地在結語時扯上少許的關係 。 可是，「在

任何一個年代，信仰的力量與聖靈的工作

，筆者詔同，是關鍵菸敎會能否將聖經的

信息適切地轉化成當代能夠明白的語言，

回應時代的問題，觸着人心的所向 。 恐怕

這也是敎會難以推諉的責任。」（許立中

）。

教會容納這群掙扎者 ？

現今基督徒在信仰反省的過程中所經

歷的痛苦掙扎、迷茫和動搖是可以理解的

，他們在敎會的生活很多時都體驗不到「

福音的大能」和「豐盛的生命」，相反的

是太多的無奈、無能感和傷痕 。 而敎會的

結構、講壇和氣氛往往不能容納這群掙扎

中的基督徒，有時不單不能治療他們，反

而加深他們的創傷。

親愛的弟兄姊妺，面對個人信仰或敎

會的困局，我們應該如何擺上自己呢？作

爲一個基督徒，儘管敎會是由我們這樣不

完美的人組成，但我們所信的那位道成肉

身的主耶穌基督是滿有豐盛慈愛的。當澳

門敎會在主內探索如何重整神學、調整步

伐，以致能孕育出一種嶄新的屬靈氣質之

時，我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爲心，就是

嚐試從砷的愛與恩典去了解問題，上蒂邀

請我們與祂同工，共同開創人類的歷史和

將來 。 不管過去有多大的失誤、限制和困

難 ， 我們仍對明天抱着希望，並且是這希

望叫我們成爲一個自由人，與神維繫着一

個敞開的關係，悠然地向着上蒂邁進。

當然，砷的心意是看見我們成長，活

出一個有責任感，有判斷力 ， 有理智和興

趣，而又存着感恩的生命 。 故此我們要操

練並使用上蒂所付予的諸般恩賜。上蒂在

基督裡白白的接納我們；倘若我們能勇敢

地把自己放置在砷的手裡，爲何我們不可

承擔面前的信仰困局？基督的信仰是經得

起考驗的，而聖經話語對人生各種經驗的

詮釋是實在的 。 在我們掙扎的歷程中，筆

者深信，基督也與我們一起 。 聖經這樣提

醒我們「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

饑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

劍麼？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

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 （凡事）都不能

叫我們與砷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主基

督耶穌裡的 。 」（羅馬書八 ： 35• 37• 39 

）就此，若主是如此深愛着我們，爲何我

們不可愛主所愛的敎會呢？就讓我們提供

多些思想空間，從而鼓勵多些積極參與和

承擔吧！

（氐地開放，歡迫來稿 。 言諭文奇，

作者自負 。 ）

者刊名稱 全年 適合 棠售 全年計價

宇宙光（台灣） 12期 知識份子 葡幣$ 310 
校園（台灣） 6期 知識份子 葡幣 $160
隹音（台灣） 12期 高中生 葡幣$ 155 
突破 12期 靑年人 港幣$ 23 葡幣$ 222 
突破少年 12期 中學生 港幣 $18 葡幣$ 200 
中學生 10期 中學生 港幣 $12 葡幣 $130
兒童之友 12期 小學生 港幣 $15 葡幣$ 200 
乖乖之友 6其月 幼童 港幣$ 20 葡幣 $120

訂閲表格（可自行影印）

或一些不是「旗幟鮮明」的事工，很可能 1 舌刊名稱：

在如此過濾系統下，得不到應有的支持 。 鄄寄地址：

言丁根月考至克t~ : 訂2盂舌 ：

另外 ，對信徒生命的評價，也離不開用「

是否熱心去傳福音 」 這個框框去量度。 這

是否值得我們加以反省呢？

付款方法 ：口琨金（存入中薴錕行21-012-000633-1基督徒文字協會賬戶 ）

亡］支票 （抬頭諮寫 ：澳門基督徒文字臨會）

言靑將銀行收據或支票 ， 逮同本訂閔表格 ， 寄 ： 澳門郵箱6199號



少年及家庭輔導

城市宣敎拓展中心於五月一日下午三

時至五時在聖公會蔡高中學舉辦「少年、

家庭輔導新趨勢」講座，講員爲《突破少

年）總編輔林植森先生，內容談及輔導少

年人的有效途徑及家庭應有的角色。報名

費五十元，請電552435查詢。

信仰與科學講座

講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有關末世的博況）

講員 ： 吳宣倫博士

日期 ： 1997年5月 5 日（星期一 ）

時間：晚上8-10時

地點：中華基督敎會志道堂

形式 ： 專題講座，問題解答

免費入座，歡迎信徒邀約親友參加 。

暑假海外短宣體驗

目的： 1 藉是次短宣，讓信徒認識及體驗

海外宣敎工作

2透過參與宣敎活動（探訪、個人

佈道、見證分享、佈道會等），

激勵信徒傳福音的心態

日期：九七年八月十五至二十五日

地點：馬來西亞（西馬、柔佛洲堊依淡市）

名額 ： 10人

費用： 1 團費：約HK$ 4,000 

（多除少補，團費包括來回機票

及食宿，不包括簽證及機場稅）

2 報名費： MOP150 

（包括行政及出發前訓練）

報名或査詢腈致電 353306 或傳呼

2931436與澳門中圉信徒佈道會聯絡 。

澳門青協佈道外隊

澳門靑年歸主協會經常獲海外靑年佈

道隊來澳協辦公開聚會，九七年佈道隊安

排如下：

日期

6. 6-1 7 

6.18-7.5 

佈道隊名稱

星菲大樂隊

專業默劇画

人數

16 

30 

6. 21-7. 2 美國大樂隊 20 

7. 9-20 木匠工具樂隊 10 

7. 17-8 . 2 專業默劇團 30 

8. 11-25 話劇舞蹈團 30 

11. 24-12 . 8 慕貝理佈道 2 

有意邀誥上述外隊者，歡迎致電香港

27191219或傳眞27198107聯絡移山佈道有
限公司。

澳門包樂佈道會簡報

籌備多月的澳門包樂佈道大會已菸四

月十四日在培正中學舉行。包樂博士一行

人菸當日中午抵澳，與執委會成員午膳後

，即往培正中學禮堂為該校八百位初中生

舉行首場佈道會，決志者近二百人，數十

位敎牧同工協助陪談工作 。 會後，包樂等

人往馬禮遜墓參觀，了解基督敎在華的發

展史 。當晚八時的公開佈道會在培正操場

舉行，赴會者近三千人，決志者約二百人

，回轉者約百多人，已即時轉交各敎會跟
進。包樂佈道會感恩會將於五月十四日（

星期三）晚8: 30在培正舉行，五月 二日（

星期五）上午11: 00敎牧團契也有感恩分

享，歡迎參加 。這次包樂佈道會耗資十多

萬元，因信徒奉獻踴躍，料有數萬元盈餘。

富日 下午在培正禮堂舉行的學生佈道會

晚上在培正操瑒的公開佈道會

免費訂閌：口時代人通訊（逢單月出版） 口時代雙月報（逢雙月出版）

我的姓名： 男／女 電話：

郵寄地址 ：

我最喜歡：口時代講壇 口分享文章 口敎會消息 口其他

我的意見 ：

我的敎會： 信主： 年

我的奉獻：口一次過 口每月定期 （支票：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請支持文字本工，奉臥玭全可存入大纍錶行213-1-00289-0或

中豌錶行21-012-000633-1話戶｀收據或支票請寄 ： 奐門郵箱 6199號 。

香港聖經公會主珥

兒童圖畫填色大賽

兒童的世界充滿歡樂和童眞 ， 爲啓

發兒童的創意領域，開拓色彩豐富的生命

。 香港聖經公會將於本月舉行全澳［智慧

的話 ］ 兒童塡色大賽 ， 歡迎五至十二歲小

朋友免費報名參加。比賽詳清如下 ：

組別： (Ai組）5-8歲一浪子的故事 ；

(B組）9-12歲－好撒瑪利亞人。

奬品 ： 每組設冠、亞 、 季軍和優異獎三名

，各得奬品乙份。

參加 ： 即日起可向就讀學校、所屬敎會或

浸信書局索取報名表及塡色圖 。

截止：請由學校／敎會代收作品，並於六

月九日前交回浸信書局 /YMCA

靑年會。

頒奬 ： 九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於高士德大馬路宣道總堂舉行。

査詢 ： 諮親往澳門浸信書局（白馬行41號

，電話323476) , 或傳眞552834 / 
傳呼3926199聯絡文字協會，或致

電香港聖經公會(852)23685147劉

小姐／許牧師 。

第二屆聖經問答比賽

今年「聖經問答比賽」將由文字協會

與澳門語經會聯合主辦，將於暑期八月廿

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時假借澳門神召會舉

行。今年比賽設小學丶初中、高中（包括

大專）三組，比賽範圍是新約聖經的四福

音及使徒行傳 。每間敎會只可派出一隊參

加一組比賽（即最多可派三隊），每隊三人

，每隊報名費50元，截止報名日期爲七月

十五日 ，査詢請致電353774聯絡黎姑娘。

另外，諮經會將於今年下半年六月、九月

、十二月底舉辦三次類經講座，敬睛留意

宣傳海報。

其他消息

1 由澳門靑賢社出版的《每月金句咭

》（五、六月），即日起可往基督敎書局免

費取用。

2. 由基督敎聯會主辦的九七年差傳大
會將於九月十三日（星期六）舉行，下午的

嘉年華會在培正中學、晚上的培飯會在二

龍喉浸信會舉行，講員是盧家歟牧師 。

時代人通訊
（澳門出版塋記第 79號）

出版：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

通訊：澳門紅街市郵箱6199號

傳眞 ： (853)552834 傳呼： 3926199 

總編輯：王大爲

編輯：屈鑑濠、隱淑鈴、楊秀穎

索閱處：浸信書局丶趣之都、聖經

學院及各基督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