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道部麥珮珍、關懷牧養小組易靜儀

2021電子版5月號

1

記得今年農曆新年前，馬太堂為各兄姊送上由基督教文
藝出版社出版的2021年大齋期靈修手冊，書中提及2021年
大齋期於2月17日開始，這節期以四十日為期，背後其中一
個重要意義，是要信徒學效耶穌基督在曠野禁食祈禱，面對
魔鬼試探的四十日。在這個嚴肅的節期，信徒要透過讀經、
祈禱、禁食、克己、節制和悔罪，多作自省，放下私慾，經
驗基督的受難與受死，並在復活日與基督一同復活過來，靈
性生命得以更新成長。

經弟兄姊妹提議及與牧師商量後，教堂決定於大齋期首
日後的七個星期，即2月24日至4月7日，逢星期三晚上7:30
至8:30舉行網上分享會，鼓勵弟兄姊妹除了個人每天閲讀靈
修手册，更一起參與每周一次的分享聚會，善度這重要的節
期，與其他兄弟姊妹分享從中的得著和引導，彼此共享上帝
的恩典，互相支持關顧。



七次聚會中，感謝兄姊們包括麥珮珍、鄧蔓怡、 何燕芬、
梁錦文、宋惠珍、羅婉怡及梁牧師的協助帶領，梁牧師在每
次聚會前的十分鐘，在「馬太之弟兄姊妹」群組邀請大家透
過 Google Meet 加入參與。

由於這個網上模式是首次使用於聚會中，大家不太習慣
隔空發言，但相信出席的十多位兄姊都珍惜每次的分享會，
對經文看法、反思、體會、提問等彼此交流；七次分享聚會
雖然已過去，但仍然希望大家日後在不同的方式上繼續聽道
和行道，愛主愛人！

以下是部份參與分享會兄姊們的心聲，與大家一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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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次大齋期之靈修，實在有所得着，現有少少分享：
（一）要行出真道，恆常讀經，祈禱是基督徒應盡之本份。
有些信徒，雖然熟讀經課，但行事為人，竟與教義背道而馳，
為了一己私利而胡作妄為，所以我們要時刻儆醒，不要誤入
魔鬼之圈套而作他的奴僕。

（二）在疫情影響下，因許多社交聚會都要暫停，人們之關
係變得疏離，我們要多關心他人之近況，特別久違了的親友，
那怕是一句簡單的問候，對方都會覺得很窩心。

（三）要凡事謝恩，凡事倚靠主，無論環境順逆，我們都要
感恩，感謝主帶領，我們才能安然度過各種之挑戰，懂得感
恩，就會知足，不會事事不滿而埋怨，祈求天父幫助我們和
家人能互相鼓勵、扶持，在主眷顧下有平安、健康和愉快之
生活。

源群瑛姊妹

彼此交流‧靈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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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教堂在大齋期內舉辦了網上靈修分享會，大家可
以透過「2021年大齋期靈修手冊」及利用手機上載程式，
每天可以透過經文，反思和祈禱來省察與主的關係，糾正過
往的錯誤。

大家可透過每星期一次的分享會來表達自己所得的領受。
我為了加強記憶及追上進度，都會利用手機和手冊來加深了
解，免致「水過鴨背」，過後忘記得一乾二淨。每星期三我
都會放工後趕回家吃飯，準時參加分享會，我還邀請了家姐
一同參加， 一同靈命增長。在此特別感謝牧師和弟兄姊妹
的帶領，令分享會得以順利進行。

傅深明姊妹

王泳欣姊妹

在這一年裏因為疫情的原故，相信大家很多時候都留在
家中抗疫。工作上也需要在家工作，已經習慣了使用網上的
Google Meet及 Zoom 來進行視像會議。今年的大齋期當中，
我亦參與了馬太堂舉辦的大齋期靈修網上分享會。在分享會
當中，亦能感受到各弟兄姊妹都樂意分享自己在疫情當中的
經歷以及對於靈修手冊內容的看法和自己的感受。在短短的
七個星期裏，在網上分享會當中，透過聆聽及視像能感受到
與各弟兄姊妹建立互相分享對信仰的網絡，能使我對信仰的
經驗更豐富。 4



基督十架之路，一直都在順服父神予衪的救贖使命。

當你困擾在疾病 、危難、 被狙擊時 ，有否覺得雖然不
住的懇切禱告，都得不到上主回應 ，而去懷疑上主放假了
嗎？基督還在嗎？

基督十架之路的禱告，提醒了我們，上主一直與我們同
在， 你所遭遇的，祈求的 ，上主都知道。

衪會為我們開一條出路 ，只要你在百般苦楚中順服，並
榮耀衪。

吳展鈞弟兄

羅婉怡姊妹

受疫情影響，教會的崇拜和聚會暫停了數個月。這段期
間，正值大齋期，我們更需要多讀聖經、多靈修、多禱告。
感恩教會為我們預備了大齋期靈修手册，以及教省各牧者製
作的「聖言日糧」，令我能有系統地進行靈修，思考上帝的
話語。除此之外，每周一次的大齋期網上靈修分享會，讓我
能有機會跟很久沒見面的教會弟兄姊妹聯繫一下，彼此支持，
實在是疫情生活中的一點溫暖。雖然現在大齋期已過，而教
會已恢復實體崇拜，但希望我們仍堅持追求聖道的熱心，努
力讀經祈禱。

第 二 次 又 去 禱 告 說 ： 「我 父 啊 ， 這
杯 若 不 能 離 開 我 ，必 須 我 喝 ， 願 你
的 旨 意 成 全 。」 馬 太 福 音 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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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以堂小而不為

經歷一年多的抗疫，馬太堂能夠在大齋期期間有一個網
上靈修分享會實在難能可貴。這樣的分享方式應是馬太的首
次，大家在一年多都不能夠回到教會崇拜和聚會，當中只有
數星期例外，不能見面分享彼此的關懷，但今年大齋期我們
就在網上有一個一連數星期的分享會，實在是難能可貴。

有些人可能覺得馬太堂這樣細，這樣微小，可能都不能
夠在疫情中有甚麼作為，但是在馬太堂裏，我們都是非常熟
悉的弟兄姊妹，這些是大堂沒有的。在大齋期分享會裏，大
家分享對經文的感受，亦分享大家生活中的困難，在這個小
組裏面得到支持和鼓勵，還有在靈裏的幫助，所以我們不要
因為我們的堂細就覺得甚麼也做不到，例如我們在疫症期間
發起對鄰舍的關懷，我們短時間內亦籌到20多萬，我們又
開放教堂給需要地方午膳的市民，這些不就是一杯涼水嗎？
我們教堂雖小，但接觸的正正是需要幫助的一群，他們可能
不懂得怎樣申請各樣的援助，但是我們就能快速處理，免卻
一些冗長的程序去幫助他們。

我希望馬太堂能夠繼續預備將來可能有很多時候都要以
網上的形式去分享和支援，今次大齋期分享會我們能認識到
年輕的弟兄姊妹，他們還會在科技層面上協助大家，真的體
現了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何燕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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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偉弟兄

早前在大齋期靈修分享會中，我談到上主的隱藏，可能
很多人不太明白。由於分享時間有限，我嘗試將一些思想再
整理，跟大家分享，一同共勉。

教會很長時間教導信徒，上主是隱藏，不容易找到。跟
今天我們常說主在我們身旁，很不同。

早期教會一直在壓迫中，在苦難面前，上主好像是隱藏，
是沉默的。教會強調上主的臨在，在教會的團契及事奉中，
特別在教會的聖餐中 (這基本是東方正教會的教導)。到後來，
教會仍教導信徒，上主是隱藏的，信徒要用不同方法尋找上
主，所以有各樣的靈修及修院傳統。修院傳統的教導，大致
在崇拜、個人祈禱及生活中尋找上主。

上主的隱藏的信仰來自希伯來的信仰傳統，就是上主不
容許人用自己的方法，包括自己的經驗，去界定上主或對上
主的認識，這基本是十誡的第一誡。上主跟人的相遇完全是
上主的主導。這信仰會不斷挑戰我們，不要停留在自己對上
主及對信仰了解的安舒區，要不斷思索，不斷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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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紀漸長，信仰反省也在沉澱。我多用上主的隱藏去
思考今天香港這個困難的局面。在困難中，我們都會問，上
主在那裡？上主為何沉默？現代的猶太人的反省，上主就在
苦難中，在沉默中。

盧雲神父的看法也大致一樣，他指出基督的輭弱和苦難
是上主的力量所在。我越來越多思想，苦難如何成為上主的
力量，如何成為我們和上主相遇的時機？

當我信心輭弱，或看不到前路時，保羅的說法常在我腦
海中：「聖靈用說不盡的嘆息，為我們祈求。」。

原來在我們最找不到上主，最輭弱無助時，是上主親自
為我們祈禱，不是我們在祈禱。這好像沙灘上耶穌的足跡一
樣，是耶穌背起我們，而不是我們自己行。

願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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