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吹响第二声号角令：集结号令
（撰写：黄满兴会督；翻译：高媛慧姐妹、杨旺勋会吏）

马来西亚政局的动荡和行动管制令(MCO/CMCO/RMCO)的实施，让教
区划分为三个教区的计划及申请，处在不利的局面。我们必须热切地祈求
上帝介入其中，让它有着突破性的发展，并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稳定，
且能公平、公正处事的政府。这并非属血气的争战，而是属灵的争战！我
们需以禁食，寻求上帝的怜悯。正如先知约珥在以色列民遇到困难时，号
召他们回转向神。“你们要在锡安吹角，使禁食的日子分别为圣，宣告严
肃会。聚集百姓，使会众自洁：召集老年人”（珥2:15-16a） 。如果我
们顺其自然，事情并不会有任何发展；唯有全能的上帝才能挪开前方的阻
碍，让我们一同聚集、呼求上帝施恩怜悯我们。

2020年是教区成立的50周年（1970-2020）；第50年是圣经节期中的禧
年。让我们不停滞，再次重新出发和前进，在禧年之际开展新的起点与志
向，激发出更多的活力、潜力和期望。这是一切得以重新开始的时刻，也
是教区划分为三的时刻；然而事与愿违，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破坏不同地
区和经济层面；这包含教区的财政状况及礼仪崇拜的层面。教会领袖们不
但迅速地意识到此对教区经济状况的影响，且积极地寻求解决的方案，且
盼望在教会或朋友中筹集应对今年支出的流动资金。

诸多会友已积极响应（Diocese Account 2），我相信接下来将会有更
多的回应。就算在这充满挑战的时期，教区也没有将牧养、宣教及关怀的
事工落下。就如与R.E.A.C.H.、CREST 及 Malaysian Care之间立即并
紧密地合作，为有需要和不幸的人士提供援助。据我所知，在教区里至
少在20多个不同地区的乡村及原住民区，向失业和缺乏物资的人提供援
助。另外，许多会友们在家中参与线上的崇拜、查经班、研讨会等；教牧
们亦使用现代科技，如whatsapp、facebook、gmail、instagram及
zoom等进行教牧关怀。我也收到许多透过线上崇拜及网络教牧事工，续
而接受耶稣成为个人救主的消息；这真是感谢及赞美上帝的，而祂值得我
们在任何情况里都赞美祂。

让我们继续地相信在200多年前，就已在我们当中动善工的上帝，必会继
续带领我们稳定地迈向祂的旨意。当1805年圣公会得以在槟城康华利斯
堡（Fort Cornwallis）落脚；50年后的1855年，Rev Francis Thom-
as Mac Douggal成为纳闽（Labuan）的主教。接着的54年后（1909
年），新加坡教区成立；并在此61年之后，西马教区于1970年正式成
立。2020年及未来，西马教区正为划分成三个新的教区努力及筹备。当
完成法定的要求后，三个新教区将会成立。全能的上帝必按照祂的时间，
让一切按照其旨意成就。

在充满各种限制（佩戴口罩、勤洗手及维持社交距离）的时刻；我们还能
响应集结号令而聚集在一起，为上帝的再创性而禁食、欢庆及合一，这将
再次提升我们整体的合一、能力及潜力。这也预示着我们在资源的多元及
部署、全人健康发展的增加及关注、宣教及门徒训练的发展事项上，都应
持续地向上主赞美并感恩。

让我们持续地信靠上主、留心于祂的吩咐并向祂献上诚挚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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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几 何 时 住 在 马 来 西 亚 的

我 们 ， 总 觉 得 灾 难 和 我 们

扯 不 上 关 系 。 当 我 们 提 起

灾 难 的 时 候 ， 不 过 是 指 区

域 性 的 闪 电 水 灾 。 倘 若

我 们 厘 清 灾 难 的 定 义 后 ，

我 们 就 理 解 其 意 义 的 广 泛

性 。 何 谓 灾 难 ？ 当 某 人 或

某 群 体 处 于 危 险 ， 且 无 能

力 胜 过 险 境 所 带 来 的 打 击

时 ， 这 就 是 灾 难 。 受 灾 难

影 响 的 群 体 是 没 有 种 族 、

性 别 、 年 龄 、 信 仰 和 区 域

之 分 的 。 就 教 会 而 言 ，

约 伯 记 是 我 们 对 灾 难 （ 苦

难 ） 的 神 学 素 材 。 从 约 伯

和 他 的 朋 友 以 利 法 、 比 勒

达 、 琐 法 之 间 的 几 番 对

话 ， 让 我 们 看 见 他 们 对 约

伯 所 面 对 的 苦 难 ， 发 出 各

不 同 的 理 解 。 我 们 绝 对 有

理由相信，对约伯三位朋友而言，他们给约伯的劝告，都是他们对上帝真实的经验。虽然，

经 验 是 真 实 的 ， 却 未 必 能 直 接 地 套 用 在 约 伯 所 面 对 的 苦 难 上 。 然 而 ， 他 们 对 约 伯 苦 难 的 诠

释，甚至迁怒了上帝，最后还须按上帝的指示，献上燔祭才得以免去上帝的怒气。当上帝在

旋 风 中 ， 就 约 伯 所 面 对 的 苦 难 回 应 约 伯 的 时 候 ， 祂 提 醒 约 伯 ， 其 乃 是 那 位 创 造 宇 宙 万 物 的

神。上帝与约伯的对话，突显上帝的无限以及人的有限，因此上帝要让约伯以及他的朋友知

道，上帝对苦难的诠释和解决方式，与我们所认知和期待的，显然存有差异。以赛亚书55:8

就记载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不但如此，耶稣

在马可福音13章时，就预言世界结局前将会有许多灾难临到，世人将会经历严峻、惊恐的苦

难日子。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罪”与“苦难”的关联性。在自然灾害的这事上，人类对大自然

的破坏，继而为自己所带来的苦难，是难咎其辞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8:20就提出一个很重要

的信息，“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当我们在面对苦难这件事情上，

我们要知道慈爱及全能的上帝，作为一位全宇宙、全人类都看顾和掌管的上帝，祂看顾和掌

管且临在于历史、当下和未来。

上帝的同在，不只是在远处观望，乃是临在与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旧约上帝带领以色列

人 出 埃 及 入 迦 南 的 记 载 ， 一 直 到 新 约 ， 耶 稣 与 罪 人 同 在 ， 且 服 事 众 人 的 事 迹 ， 都 肯 定 上 帝

并未忘记人间的痛苦，更是对我们所经历的有所行动。但关键是上帝对苦难的诠释和解决方

式，采取的方法与我们所期待的不一定相同。

总结而言，灾难和苦难，显然是生活中不能分割，且需要接受的事实。记得！学习不妄下定

论 ， 造 成 对 灾 难 做 出 错 误 的 教 训 和 教 导 。 教 会 应 在 灾 难 来 袭 前 尽 力 准 备 ， 以 至 于 在 紧 急 的

时，才有能力向需要的弱势群体伸出援手。以理智和积极的态度回应灾难；在苦难中彰显上

帝对人的爱与关怀，才是上策。

急时爱社区-灾难回应的神学反思
（撰写：谢永良牧师；吉隆坡诸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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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我要诉说祂奇妙的作为！我和我家经历一场病毒感染的征战！在那个主日早上的聚会

中，上主已保守祂的仆人们。今年农历新年前，一位来自杭州的杰弟兄抵达泰国清迈，参加一月

十七日的周五祷告会，那周五早上的祷告会在我家，当时出席人数约有20人，其中包括两位年幼

的孩子。散会后，我预备马来西亚式咖喱鸡与弟兄姐妹们共进午餐，并欢迎这位刚抵达清迈的新

朋友。

一月十九日的中文崇拜，当时其中一位弟兄感冒并轻微低烧。当天崇拜约有60人以上，开始到结

束约两个半小时左右。其后的周二，我们回到马来西亚过新年，间中在两个不同的教会服侍，同

时接触了家人及探访亲戚朋友。两天后，接到清迈教会消息说杰弟兄不舒服进了医院，我们在群

里彼此代祷、关心问候。经过一周三次的检验，杰弟兄被证实换上新冠肺炎，更是清迈第一宗病

例！

这时，心里思索着：“主啊！我们在清迈接触过他，更与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们、家人、教会

团聚……，不仅担忧我们是不是感染了，更传染给他人了？”那几天的祷告，就是求主保护我们

及接触过的弟兄姐妹们能远离危险，不被病毒所感染！清迈中文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去检验，结果

都没染疫! 但还是自我隔离两周。这让我们看见上帝眷顾怜悯祂的孩子们 !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病

例！ 哈利路亚！

这位感染的弟兄在清迈医院留医一个月后，康复出院！我们在清迈带领他接受及感谢主，他承认

这位全能的上帝保守他的性命。虽经历一场瘟疫但也医治他，保守他康复，经历上帝的保佑和怜

悯！一切赞美歌颂归给主！上帝在我们当中行了神迹，这场瘟疫就在我们身边擦身而过，是主确

确实实地保护祂的孩子们，祂眷顾、怜悯我们，且保护我们脱离危险，祂是活的主，更是大医

生！

雅各书5:7-8，如此记载说：“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

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疫情中的反思
“与病毒同桌”

（撰写：黄余素华师母；清迈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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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反思
“口头信仰？”

（撰写：曾庆凯；槟城圣保罗堂）

在疫情时期，我常在社交平台看到一些文章或报道，当我一打开留言面版就发现，评论区里清一

色地谩骂、侮辱和批评的留言。当我查看许久，好不容易发现一则稍加正面的留言时，其也被网

民们所攻击。似乎这情形已成为一种现象，只要网络上有人说错话或做错了事，就会有诸多酸民

们，开档公审及批评所谓的“罪人”。近些年许多各界人士，因无法承受舆论压力，而患上精神

疾病，更有甚者失去工作且被家人唾弃，最终选择走上自杀这条不归路。这些事件让我深感网络

世界的美好面下，人性黑暗的一面亦崭露无遗。

或许，许多人在留言时并不认为一则留言，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即使真的发生什么事，也无关自

身的责任。然而在雪崩之际，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或许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舌头（语言）拥

有何等的力量。雅各书 3:5-8如此说：

“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

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

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伏，也已经被人制伏了；唯独舌头，没

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若人在屏幕后当起“键盘侠”时，随意地把任何想说的话都说出来；然而圣经却一再的警戒我

们，应控制我们的舌头不说出恶毒之言。我们的舌头应当称颂赞美我们的神，显然更多地人却滥

用舌头，作为伤害及咒诅人的管道。雅各书 3:9-12：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

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无

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透过以上经文，我们得以认知舌头的使命：荣神益人。在这充满负面能量的网络世界里，我们身

为基督徒更应做盐做光，为受网络霸凌者带来一丝温暖及鼓励。透过我们的见证，将福音的好消

息传递给在黑暗中的人。 “我的舌头究竟是把言语化为锋利的剑在人的心上，划出一道又一道的

伤口，抑或是把言语化为蜜，使人的心得着喜乐与安慰呢？”我希望这一段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反

思。我向神祈求，当我们日后若遇到类似的事件时，不再第一时间急着批评，而是停下来谨慎思

考，我们可以为正处于风暴中心的人做些什么？

最后，我想以彼得前书3:9-11作为结语：“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

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喜爱生命，愿享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

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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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引领
（撰写：叶淑娴女会吏；吉隆坡诸圣堂）

不 知 不 觉 从 M C O 到 C M C O ， 直 至

R M C O 的 各 阶 段 行 动 管 制 令 ， 回 首 已

然八十多天。回想起，当时心情实在非

笔墨能形容。犹记在宣布被封锁的两天

前，听闻政府可能采取封锁政策时，本

身却还处在半信半疑的状态中，甚至还

取笑身边的人，无需太紧张。三月十六

日，笔者原定和家人一起出外用餐，结

果还未出门之前就陆续接获弟兄姐妹及

家人的来电，催促笔者要赶紧去存购粮

食；结果如打仗般，飞车到附近的超市

去“抢购”。

当时候心情实在复杂非常，极其害怕与慌张，连口罩都还未使用。未进入超市时已见长长的车

龙，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因为此前均未曾出现此景。在选购家用食材时，才发觉许多食物已被一

扫而空。笔者的成长过程中，曾听闻媒体或前辈分享动乱时缺粮、抢粮的情景，现在真实地发生

在眼前。烦躁、忧虑等不安的情绪和思维，正在笔者的脑袋里参杂着，但却对自己说：“这是不

可能的吧，但事实摆在面前”。

行管令的日子，除了待在家之外，还是待在家。每天透过社交软件及媒体，得知疫情的进展之

外，更真实的是沉溺在害怕、担忧、惊慌、疑神疑鬼、不知所措的情景里。自身的情绪都变得怪

异，刹那间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犹如一艘在海上漂浮的小船，完全失去方向。心情虽复杂，但生

活和日子还得过下去，其间心中曾屡次向上帝发出疑问：“上帝是时候了吗？透过疫情的泛滥，

袮的时候来了吗？心中顿时感到害怕，不是因为“时候到了”，而是自己是否已尽所能地传讲上

帝的福音？！似乎要交账了，该怎么办？！这样的思维，顿时挑起复杂的自我质问！

然而，在圣灵的带领下，笔者再次重整、思考及自我定位。申命记33:25 说：“我们的日子如

何，力量也如何”。透过圣灵的劝勉和提醒，在加上丈夫于行动和话语的支持和安慰；让笔者得

以转换态度，不再沉溺种种外来的负面情绪和压力，更应专注在上帝的话语和带领。

当焦点从慌乱不安周遭的环境转至上帝时，笔者那艘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的小船，顿时找着方向，

这让笔者回忆到丈夫曾说：“什么是真平安？”。“真平安”不是在安逸的生活环境中所能享有

的，而是在逆境中依然乘风破浪；面对暴风雨，仍体现出一种额外的安详。

疫情的来袭，让笔者能聆听和关爱一些有需要者，当笔者在怀疑自身的能力时，圣灵却提醒要以

基督的爱为首。虽带着坎坷的心情，却依然顺服圣灵往前，并在服事的当儿，自己更多地领受和

体会上帝的安慰及鼓励，其作为实在奇妙。

这让笔者联想到圣法蘭西斯（和平之子）祈禱文中的一段：

主阿！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因為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

再次，衷心地献上感谢，虽然疫情阴影未散，但期间却清楚地让笔者再次经历上帝在疫情中那份

爱的引领。让笔者可以重新、从心学习；在惊慌、不安的情况下，继续紧握上帝，在暴风雨中依

然得享真平安。在逆境中仍见曙光，数算主恩！阿们。



6

疫情中的惊喜
（撰写：李玉香姐妹；吉隆坡诸圣堂）

行动管制令下，我们真的就乖乖的在家，完全不出门。一
直到政府允许出门晨运时，才终于开开心心地踏青去了。
哗！一路上，轻轻的微风……天父的温柔啊!野地的花处
处盛开！处处充满惊喜！路边的草地上，长满极小的野
花，你们看看！有点像纽西兰的鲁冰花！它弥漫着些许
Sarsi口味汽水的香味，会不会是一种草药呢？

虽然，我们深陷疫情之中，
但只要用心去观察天父所创
造 的 大 自 然 ， 却 是 处 处 有
惊喜！最后与大家分享我的
蓝色惊喜。您看过蓝色香菇
吗？现在先看看照片，有天
天父爸爸也会让你就在无意
中遇见它。

感谢天父赐我双眼，让我常常能留意到一般不易察觉的小野花。
走着走着，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有一对老夫妇，在草地寻找一
种草药.......，在这疫情下，天父爸爸，能否让我重新发现它呢？
好期待哦！啊！看到它了！我弯下身子在草地上试图寻找它的芳
踪......哇！哇！找到了！
感谢天父爸爸，我竟然可
以找到它呀！太兴奋了！
太感恩了！（付上三张照
片）大家可认识它？它叫
独脚金（Rumput Jarum 
Emas），对小儿疳积，肝
火旺盛功效极佳。我上网
搜寻后发现，这罕见的杂
草竟能卖1000元一斤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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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礼物
（撰写：马嘉慜；教区神学生）

自 二 零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起 ， 政 府 实

施行动管制令（MCO；行管令）

后，听到最常出现的口号：留在家

中（Stay at home）。疫情犹如

猛兽咆哮，在各行各业中肆虐，且

带来许多的不便，甚至苦难。；行

管令期间每天追新闻、追疫情、追

政治，在此刻的“内忧外患”迫使

我们停下脚步，在疫情中转向神，

在逆境中发现神给我们的礼物。

首 先 ， 行 管 令 期 间 被 强 制 留 在 家

中 ， 这 是 让 我 们 好 好 体 验 何 谓 “

家”的最佳时机；过去已习惯于忙

碌、紧急的工作生活，大部分人可

能忽略了家人，被强制留在家里，让家人们彼此磨合的机会增多，逐渐发现彼此的可爱和优点，

更了解并包容家人不曾留意的哪一面。“家人”是神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礼物，却总被视为理所当

然。或许，我们早已习惯家人的付出；或许，我们不再如此珍惜家人的存在，疫情的出现是一个

极大的提醒—珍惜家人。在疫情下，我们携手共同面对病毒（一人感染，则全家风险）。疫情中

不得不反思的问题：这期间，我们是否努力增进与家人的关系，进一步发现家人的好？

再者，行管令如同无形的双手，进一步推动科技对生活的渗透。显而易见的是教会全面性地启动

网上崇拜和服事。不但如此，服事者逐步被环境训练成电脑高手，对科技的研究、影片的剪接，

甚至需对不同的应用程式上手。在这里必须称赞，各教会善用Zoom、Messenger，或是其他应

用程式的网上服事所带来许多好处，并在被限制的行动下，藉网络的团契拉近彼此的距离。笔者

认为，疫情在这高科技的时代中爆发，受益的不只是年轻人，更是每一年龄层都可得到的礼物。

虽然，当中依然有人抱持“回到原有状态”而拒绝科技；但大体而言受益者占大多数。科技的利

弊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当它被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能否成为这份礼物的好管家而非奴隶？

是否有能力善用科技的力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

们 身 处 疫 情 中 ， 盼 望 别

忘 记 耶 稣 与 我 们 同 走 逆

境，“应当一无挂虑，只

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

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神所赐那超越人所

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

意念。”（腓4:6-7，和修

版）在逆境中依然数算主

恩，便可发现神所赐各样

美善的恩典及祝福，更是

疫情之中那一份恩赐的礼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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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收获
（撰写：彭玉芳姐妹；怡保圣美嘉堂）

行管令初期，宛若住进另一个星球之中，平时熙来攘往的街道变得如此安静。试过周日上午

驾车来回5公里的联邦公路，一路竟只有3辆车穿梭其中。我们因工作和学业分居各处的一家

四口，也有如回到孩子的襁褓期，大家得以在家中朝夕厮守；凡事有两面，我为疫情带来的

一家团聚无比感恩。

近3个月的居家日子，最令人抓狂的莫过于煮不完的三餐。我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再加上日常

家务，时间过得超充实，身体超累，心灵却超空。行管期的第5天，繁琐的家务开始带给我焦

虑感，但心里清楚问题不出在家务上，而是觉得日子缺乏一些应有的元素。电光火石间，我

突然有所顿悟：必须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更有意义。除了满足肚腹，应该将散漫的灵修时间

转为一家人共享灵粮的家庭时光。在餐桌上提出建议，丈夫赞好，孩子却有点抗拒，以借口

婉拒，各人要居家办公或居家上课不容易腾出时间。我却温柔地坚持，把时间锁定在睡前的

半小时。就这样，我们于当天重新开始停止好多年的家庭灵修聚会。

接着，每一个睡前的晚上，是我充满期待的时间；两个已成年的儿子窝到我们的房里，好像

回到他们的童年。我先选读约翰一书，每天数节，以此准备我们的心在这万变的末世，将焦

点投注在上帝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身上，而非世界。读毕约翰一书，我们进入诗篇119，让上帝

的话语再次带来训诲和更新。我们围聚一块，彼此分享经文带来的亮光和帮助，也让圣灵带

领打开心扉谈一些对彼此的看法和期待，甚至坦诚一些曾有过的伤害和遗憾，再同心进入祷

告，相互饶恕和安慰。会面时间不知不觉从原本的半小时延长至一个多小时，感觉从没有一

刻如此亲近，那段时光好甜蜜啊！

从这件事情中，我看到孩子的转变，从开始的不情愿，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再次印证习惯的

培养性；只需再加上一份的坚持。更感恩的是，我们还在这种美好的相聚体验中，约定生活

复常后，仍在每周末于各自不同的地点一同连线，利用科技的便利，维系我们的家庭灵修的

美好时光，这真是疫情中最大的收获！上帝的恩典和作为总是超乎我们想象，感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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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马教区：按牧退休会
（撰写：江得顺会吏；永平圣士提反堂）

2020年7月13至16日，为期四天的按牧退修会，这是个充满考场氛围的退修会。12位预备受按立

的营员，各个都战战兢兢的度过这几天。过程中，西马圣公会黄满兴主教也特别告知营员，这是

其担任主教期间，每一位要顺利按立者的必经之路；这是一个考试，若无法通过，则无法受按接

受圣品职份。

今年的退休会论题皆富有相当的挑战性。第一、“教会如何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第二、“划分

为三个教区（西马圣公会）的利与弊”。营员们都尽可能的处理论题，并努力预备对论题有最佳

的呈现。营员们都极为看重受按的过程，对呈现也非常专注与投入。至终，12位营员都顺利通

过，呈现结束当晚，氛围立马产生转变，从原来的拘谨、压力、紧张，转而变的轻松与欢乐。

营会中，黄满兴主教不只是营员的“考官”，也同时担任营员的导师。他向营员解说西马圣公会

的牧者手册，也强调圣公会的崇拜要素及门徒训练的重要。笔者对黄主教说的一句话非常有印

象，即：“人们寻找领袖；耶稣寻找门徒”。按笔者的理解，许多人将焦点与发展寄托于强而有

力的领袖，但耶稣却将教会的将来与发展，聚焦于跟随祂的门徒。对笔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

的提醒与指引，因这提醒笔者教会的使命本于耶稣的吩咐：使信徒成为转化他者为门徒之人。因

此，将来牧养教会务必把焦点放对，别让会友聚焦于牧会身上，当竭力帮助会友走上成为耶稣门

徒的道路，以训练门徒作为全教会的焦点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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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职青特会
（撰写：罗慧熹姐妹；冷甲救主堂）

感谢神！圣公会西马教区华文部青年股及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中部第二教区青年团，于今年7

月3日及4日共同举办2020年度的职青特会；基于新冠病毒疫情所影响，实体的职青特以 Zoom 

Meeting的线上形式进行，此次特会约有85人参与（156人报名；第一晚约有92人出席，第二

晚则约76人出席）。原定的特会主题为：《基督青年在职场的伦理展现》，因疫情的突发性因素

而改为：《后疫情的职场暖化：由固转液的新常态》。本特会的讲员为黄正雄传道，其目前为马

来西亚神学院的讲师，教导伦理学的范畴，并热忱于青少年事工。他在第一堂《后疫情工作狂想

曲》时，谈及职场工作的意义、召命和灵性；第二堂则延续探讨《后疫情工作新常态》，谈及流

动状态下的职场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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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让我们从忙碌的生活中

停下脚步，也让我们更有时

间及空间去省思及处理，工

作的意义及我们的安全感的

来源。若不理清这些概念，

或许会导致我们工作的时间

越久，且陷入深深的无力及

无奈感，最终导致人生的自

我怀疑。讲员提出生命是工

作的核心，但不应让工作成

为我们生命的核心；而我们

是否在职场中不知不觉地随

着潮流往上爬，追求成为人

生胜利组，但回头一看才惊

觉已牺牲了身边所爱的人事

物？

另外，讲员也勉励参加者不要对工作，存有过多的浪漫主义；反之，工作是一场成圣的属灵操练

旅程。勿忘初心，深耕细作，神也要我们像祂一样工作。面对工作上的不如意，慈爱的神邀请我

们与祂同行，经历灵命的成长越发像祂。我们要在安静中依靠神，寻找神给我们的召命，不靠外

在意义去定义工作，或想从工作中得到精神、物质、或心理上的满足。否则，经历挫折时容易面

临崩溃；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者会有不同的看见或负担，然而召命不分圣俗，都是好的，也不

需论断他人。另外，讲员也呼吁牧者体谅工作者的压力，给予关怀且陪伴他们。

 

本特会，作为初次的跨宗派联合事工，其异象乃是要整合资源，祝福不同宗派的职青。不论来自

哪一个宗派，职青所面对的压力或困境都是大同小异的，并不因所处在不同的宗派而有所不同。

愿神赐福并继续带领职青事工，成为传递祝福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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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1号，雪莉•斯凯尔顿•科尔姐妹（Shirley Skelton Cole, née 
Powys，下称雪莉）蒙主恩召，享年98岁6个月。她曾担任新加坡、马来西
亚、香港和台湾的英国海外传道会（CMS: Church Mission Society）和海外
基督使团（OMF: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的宣教士。

雪莉在战争时期的悉尼教区长大，曾住在皮克顿，彭里斯，安南代尔，克
雷莫恩和沃克劳斯（Picton, Penrith, Annandale, Cremorne and Vau-
cluse）。雪莉在擅长音乐的父母教导下学习钢琴和管风琴；从此音乐的服侍
就伴随在她生命之中。从埃穆平原监狱农场（Emu Plains prison farm）的小
学时期，至SCEGGS达令赫斯特的礼拜堂的中学时期；再到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的教会服侍，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在莫斯曼（Mosman）的疗养院。因

其对耶稣的强烈个人信仰，她也曾积极地参与“Crusader”，到后来在Nurses Christian Fellowship
中服侍。在二战期间及二战后，雪莉于悉尼（Sydney）接受护理培训，后移居伦敦并累积相关的护
理经验，且在圣经学校深造，这些都是为其后的宣教事工做好准备。

雪莉在All Souls Langham继续接受培训，在那里遇见艾伦•科尔（Alan Cole），于1949年订
婚；1951年9月结婚，尔后艾伦开始在摩尔神学院（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教书。他们的大
儿子，安德鲁在1952年6月出生；同年9月全家搬迁至新加坡，再到台湾学习中文。小儿子，帕特里
克于1954年11月出生；同年全家搬到香港进行密集的粤语学习。1956年早期，他们被派到马来西亚
霹雳州的桂花村（Membang Di Awan）新村服侍，那时正值马来西亚紧急状态的高峰时段；1957
年回到悉尼度假时，莫尔大主教（Archbishop Mowll’s）曾建议他们留在摩尔神学院服侍，但他们
还是选择回到马来西亚，并于1958-1960年间，于霹雳州的仕林河（Slim River）和安顺（Teluk In-
tan）进行牧养的工作。

随后，因差传机构从OMF转至CMS，1962年8月开始在新加坡St. Peters Hall及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从事事工培训及牧养关怀的工作。1968年末举家回到悉尼服侍，
先在摩尔神学院；1972年则到麦格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并创立罗伯特•门齐斯学院
（Robert Menzies Collage）。1979年，艾伦被委任为CMS总秘书；1988年初他们卸下悉尼的事
工，并被派往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投入圣经及音乐教学，并同时兼顾牧养事工长达七年。1994年末
回到莫斯曼生活，加入圣克莱门茨（St Clements）。

当2003年艾伦去世后，雪莉因身体的衰弱开始进行护理，2017年因跌倒导致骨折。直到她生命的最
后一个月，她都吟唱着诗歌，并能完整地背诵RSV版本的某些经文段落。上帝的话语依然清晰，并深
深地埋藏在她心里。不但如此，她依然是疗养院的积极参与者，先后于Lane Cove及Peakhurst，一
直到2020年3月中旬因新冠肺炎的管制而停止。雪莉已准备好见主面，并她的挚爱艾伦及所有忠心的
仆人们。当她离世后，我们收到很多接受她祝福之人的感恩信息；至今她曾服侍的事工依然在澳大利
亚、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继续结出累累果实。

“做得好，良善又忠实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雪莉•科尔（Shirley Cole）的回忆录
（撰写：雪莉•科尔的孩子，2020年6月；翻译：杨佳谚姐妹，永平圣士提反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