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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低下階層的人好慘，好辛苦！」對於
6 月印度籍母親涉嫌殺死三個女兒，一
個在深水埗桂林街的小販感慨地說。

在深水埗，確實有很多南亞人士居住，
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背景，都是低下
階層；毗鄰的長沙灣區，還住了印尼和
孟加拉媽媽的家庭。本地的穆宣同工服
事他們，須要擺上大量的禱告和額外的
心思，與這些穆民家庭同行。今期的主
題文章及特稿，就是分享本地穆民的需
要，盼望更多義工起來參與服事。

宣教士在工場不時會遇上簽證困難而
感到壓力，在一些較為落後的國家，或
會遇上想收受利益的官員甚至是警察。
今期的「宣教士分享」，芥太遇上警察
的刁難，她如何堅持一貫的處事方針，
並最終讓事情得到解決呢？大家不容
錯過！

執筆時，本會舉辦的英國訪宣團籌備得
如火如荼，祈求神保守整個行程，開啟
每個隊員的屬靈眼睛，觀察英國穆民的
福音需要，並銘記心中！

使命宣言

以愛心和尊重，
邀請穆斯林群體跟隨耶穌基督 不一樣的跨文化宣教進程

昔日，跨文化宣教是指離鄉背井，遠
赴他鄉的福音工作。然而在經濟不斷
發展和推進之下，全球各地越趨城市
化，人口不斷遷徙湧入城市。各國的
大城市成為多國籍多種族人口聚居和

謀生的大熔爐，變相地跨文化的福音
工作不一定要離鄉背井，而是在近在
咫尺的大城市，一蹴即就便可以發生。
在整個跨文化宣教的拼圖板塊上，增
加了咫尺宣教這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
塊，須要給它留個位置。



主題文章

2 3

雖然出現這樣的形勢，但仍有不少教
會察覺不到這個變化，還認為跨文化
宣教工作和宣教士的稱號只適合於海
外的福音工作。及至這幾年的新冠疫
情，「疫症」這個詞彙嚴肅地向全球
教會敲響了主必快來的末世警鐘。在
疫情下，宣教士出國變得舉步維艱，
令海外宣教的步伐急殺車。疫情發出
的挑戰，迫使各地教會作出反思，宣
教士不能出國，是否意味著要停止跨
文化的宣教工作。反思過程中再認定
和堅守教會一個不變的使命，就是無
論在任何境況，都不敢忘記或停止主

所託付的跨文化福音工作。各地教會
的眼目由遠至近的觀望，察覺到跨文
化種族的人其實近在咫尺，不少教會
紛紛投入當地的跨文化探索和服事，
只是彈丸之地的香港也沒有例外。

今天穆民遍滿處處的原因主要是：1)
地緣政治改變，難民各地湧現，而難
民中約有七成或以上是來自伊斯蘭地
區；2) 各地經濟情況及政府人口政
策改變，如外勞條例放寬等；3)	交
通比以往更便利和便宜，促進大量的
人口流動。

本港穆宣的優勢與限制
香港至今約有 30 萬穆斯林人口 1，信
仰氛圍仍算十分自由，遠比穆斯林的
家鄉，能較易與穆民交流信仰，穆民
懼怕被家人監視的情況亦較少。即使
如此，仍不能忽視因改信從他們家人
而來的攔阻和逼害。穆民不會短時間
內就願意開放接納基督信仰，因此參
與穆宣的肢體須要長期委身，從認識
居港穆民的需求開始，學習關心他們
的身心社靈。我們不應單單以口傳為
主，在同行和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正
要像聖經所說，在他們當中成為一臺
戲（林前四 9），活出基督信仰的真
義，讓他們看見我們的為人，感受和
體會我們對信仰的熱忱，引發他們思
考自己的信仰以及進一步的探討。

過往一些本地穆民的服事所使用的切
入點，關係的建立主要集中在個別
的家庭成員，例如同學、同事、功輔
班的學童，沒有太著意全面去結識他
們其他的家庭成員。若有一天這個穆

民對象歸信，歸主者的家人不認識我
們，多數會因為不了解而起疑心，令
歸主者背負從家人而來的負面猜測和
壓力。此外，一般的香港教會未能掌
握如何牧養穆民背景歸主者，令他持
守基督信仰變得更加艱難。

參考海外宣教士的工場經驗，我們要
與福音對象及其家人建立長期同行的
關係，這對往後提供歸主者一個較適
切的牧養方式會有很大的幫助。對比
那些在海外的穆宣工作，只須要面對
單一的群體對象，但那些在城市中的
穆民家庭，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背
景，本地的穆宣同工服事他們，須要
擺上大量的禱告和額外的心思，與所
接觸的穆民家庭同行。

註：
1.	 香港的伊斯蘭教徒估計有 30 萬名，當中 15 萬名為印尼人、5 萬名為華人、3 萬名為巴基斯坦

人，其餘來自印度、馬來西亞、中東、非洲和其他地方。https://www.yearbook.gov.hk/2021/
tc/pdf/C21.pdf(《香港年報 2021》，2023/7/5 瀏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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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長久平台和
明確身分的重要性
香港已經漸趨成為一個創啟地區，像
海外宣教一樣，本地宣教士每每要
花一定時間建立身分及平台。然而香
港其實已有不少平台，可以善用這些
平台與本地穆斯林建立深入的關係，
例如不少學校已有穆斯林學生，老師
和同學皆可自然地與他們接觸，還有
不少社福機構早已建立服事穆民的平
台，參與有關平台項目的社工和義工
皆可長期接觸他們。

除此之外，教會和信徒還要留意他們
直接開展穆宣事工時，可能會面對不
少限制。例如若由教會開辦功輔班，
可能會被一些較嚴謹和傳統保守的穆
斯林父母拒絕子女參加。事實上，過
去有一些本地伊斯蘭領袖確實嚴嚴叮

囑父母，別讓孩子參加教會或基督徒
舉辦的服務。他們既有防範之心，信
徒若單單於街上、餐廳接觸穆斯林，
就不容易建立深化的關係。相反，透
過既有平台接觸穆斯林，就可以名正
言順，長期地去接觸並提供適切的服
務，而這實在有不少好處，因為：
1.		被服事的穆斯林家庭基本上對老
師、社工、義工都有多少好感，
容易建立關係；

2.		使用這些非宗教平台，讓我們提
供平等機會給那些對基督教有誤
解的穆民。一步步增加整個家庭
對我們的信任，在建立基本信任
的關係後，他們多數不會因為義
工是基督徒而抗拒機構提供的福
利與服務。

3.		當更深入接觸這些家庭，即使我
們遇到較複雜的家庭問題，也有
社工、老師和專業人士可以支援。

三方合作、角色互補
面對龐大的需求，綜合宣教工場的經
驗及香港的處境，實可透過堂會、差
傳機構及社福機構三方協作合作，推
動更全面的本地穆宣工作：
1.  堂會：除了直接提供服務，更要
強化動員和支援信徒參與，發掘
有穆宣負擔及已有穆民同事或同
學的信徒，鼓勵他們透過不同的
途徑向穆民見證福音。

2.  基督教福利機構：提供服事平台，
讓有穆宣心志的信徒成為義工，
與差傳機構合作，提供穆宣及義

工培訓，當要處理較複雜的家庭
問題時提供專業支援。

3.  差傳機構：宣教士除了設立適切
的平台直接參與本地穆宣之外，
也可以同時提供支援及培訓，提
供意見給堂會和機構，例如當穆
斯林開始對信仰有興趣時該怎麼
辦、穆斯林歸主後如何與他們的
家庭溝通、如何安排他們歸主後
的教會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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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平台提供服事機會
本會的本地事工背負著非常重要的責
任和具備多重的功能：作為一個專
注服事穆民的機構，身邊有那麼多穆
民，若沒有自己服事穆民的長久渠道
和平台，真是說不過去。因此本會致
力設立自身的平台，為各方不同人士
提供學習服事穆民的機會，對於前來
學習服事穆民的人，我們不可能只叫
他們毫無身分在街上盲目去巧遇穆
民，跟他們交談並探討信仰，這樣只
會令穆民對福音更為防範。本會背負
著教育這個重任，不能急功近利，只
求有快速成效和回報。萬一有人被誤
導，把這種速效式福音進路所得的服
事經驗帶到海外工場使用，相信會對
海外工場團隊更具挑戰性的工作帶來
極大的負面影響。

傳遞福音的價值觀，是要打入穆民最
深層的價值核心，這並非每月、每週、
每區出隊有多頻密，與偶遇或估計會
相遇的穆民鄰舍交流就能發生。我們
須找出穆民鄰舍確實的需要，藉長久
的平台，用愛心服事，求神在其中觸
摸生命和滿足對象在成長上的需要。
大家彼此建立信任和互信的基礎後，
才能孕育出生命真摯的交流，過程當
中才有生命被神啟發而產生的長遠改
變。生命改變有它的進路和軌跡，要
快要慢不是人可定奪，乃是神的時間
和恩典的施予！本地同工和委身的義
工每月每週默默的耕耘，這樣工作非
常不容易，也不會容易有甚麼明顯的
果效，期間或會遇到不同人的挑戰和
質疑。在默默耕耘的過程中，我們要

做兩方面的功夫：1）適時為默默耕
耘者打氣和鼓勵；2）不時把策略向
宣教士及持份者分享，讓大家都有同
一看見，眾志成城地同心努力，只要
目標正確，策略清晰到位，及至時候
滿足，相信會蒙神使用，為主得著穆
斯林。求神加力，把服事中的喜樂賜
給默默耕耘的服事者，更盼望神能叫
種子快快發芽成長，等待收割！

結語
大使命是使人作主的門徒，不少穆宣
的經驗印證一件事，要穆民切切實實
的決志，要擺上不知道多少時日，也
是要穆民經過和看到做門徒的代價及

意義後才作的決定；決志之後，要成
為真正的門徒才是真正的挑戰所在，
這也是今日教會的問題與挑戰。

本會矢志與各堂會、機構成為合作夥
伴，在香港十八區鋪設平台，提供有
心投入穆宣的肢體在當中學習和接觸
穆民，而且提供實習場所給神學生。
另外可以讓有心志到海外穆宣的人嘗
試在本地汲取穆宣服事的經驗，更可
以接收無法出外宣教的肢體在本地履
行從神而來的呼召。本地穆宣肩負起
舉足輕重的角色，願眾堂會及機構能
進一步探討這類夥伴合作模式，促使
更多穆斯林能得著救恩。

歡迎有興趣於本地穆民事工服事的肢體聯絡我們，詳見今期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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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枉費了？
你的「真哪噠香膏」

本地宣教士團隊

真假難民的討論
大約五年前，香港社會開始充斥「假
難民」的報道，報道指南亞裔人士濫
用「免遣返聲請」機制來港，破壞香
港治安。據立法會數字，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入境處共處理 13,223 宗
相關聲請，但只有 111 宗個案獲確

立。不足 1％的聲請成功率，成為外
界對「假難民」的指控。1 就真假難
民之辯，不能排除有犯罪集團安排
「人蛇」到港打黑工，但處理方法應
是訂立完善公平機制識別難民身分，
而不是只渲染「南亞裔 =假難民 =罪
犯」的概念，製造歧視。

前陣子，因與服事對象相關的緣故，
與同工結伴看了電影《白日青春》。
這齣電影令我想起了在服事中接觸到
的人事物。電影帶出了好幾個現實的
社會現象：難民與移民的出現，本不
屬特殊或罕有，但難民與移民對社會
而言，是危險還是機會，則往往受到
當地政治、文化、經濟，以及倫理道
德判斷等因素所影響。換言之，難民
與移民在社會中的形象，是從以上因
素的相關論述建構出來。現在，「難
民、移民、尋求庇護者」面對為數不
少的港人對南亞裔難民存有不同程
度、不同層面的歧視（或說忽視他們
的基本需要，可能溫和些）。原因可
能來自經濟利益掛鈎，「嘥晒納稅人
的錢，浪費公帑，白佔我們的土地」
等想法，但更多的控訴是把他們聯繫
上香港的罪案──打劫、強姦、嚴重
牽涉毒品罪行等。

我們沒有想過寄居者、客旅、異鄉人，
都可能成為我們土生土長香港人的身
分。有一天，我們或會想「找一個安
穩的地方」，主動或被動地離開本家。

思想這些問題時，我也想起來港的
「難民」是從何時開始呢？或許是我
們的祖父母、父母或長輩要逃避戰亂
而偷渡來港的時候。生存是難民基本
要面對的問題，他們可能都曾遇到無
望甚至絕望的境地，進而鋌而走險，
以身試法。這只是揣測，儘管我所知
有限，但我童年的鄰舍，很多就是帶
著這些身分的人。

追尋更安穩的生活
《白日青春》中，陳白日感觸自己過
往經歷以及 10 歲巴基斯坦籍孩子哈
山一家的苦況，慨嘆「人總是為了（追
尋）更安穩的生活」。哈山母親法蒂
瑪來港「居住」的十年間，面對失去
丈夫，並且失去與孩子相聚的日子，
包括哈山（因逃避刑責偷渡加拿大）
和腹中懷著的女嬰（在電影開始時法
蒂瑪已懷孕）。女嬰出生後，因父親
去世，母親被遣返，或許會被人領養
到英國或加國。另一方面，哈山隻身
逃離，究竟「蛇頭」會將他送去加國，
還是交給警方，以取得緝拿逃犯的獎
金，實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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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真有點巧合或諷刺，《白日青春》
去年獲取多個電影獎項，同年 12 月
政府頒佈《更新難民遣送政策》2，贈
這份「大禮」給在港難民和尋求庇護
者。在該政策下，他們若再沒有國家
收容，就極大可能遭遣送離港。難民
與香港人沒有關係嗎？香港本來就是
難民城市，香港人應該曾經聽聞越戰
時間，香港成為越南難民的收容港。

按立法會秘書處研究及資訊部「數據
透視」資料顯示「香港的免遣返聲請
人」3：

(1)		所有新接獲及尚待處理的免遣返
聲請（「聲請人」）均不能合法
留港。4

(2)	過往絕大多數聲請不獲確立。
2014-2021 年期間 99% 免遣返
聲請被裁定為不獲確立，涉及
14,819 名聲請人。5

(3)	與聲請人相關的政府開支龐大，
總額為 85 億港元（9 年內累增了
172%）。

(4)	人道援助金額似不足以應付聲請
人的基本需要，兩人家庭約 3,300
元。但若增加，又恐變成來港誘
因。

(5)		或許人道援助不足和無權在港就
業所衍生的財政困難，會令人關
注聲請人觸發的社會治安問題。

尋求庇護者的苦況
筆者服事的群體，就是這一群南亞與
東南亞裔的穆斯林，包括巴基斯坦家
庭、印尼媽媽家庭、印度家庭，其中
包括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
而帶著「行街紙」的人士。他們在港
生活困苦，與《白日青春》的角色可
能面對的境況相似，是該劇的現實
版。在我服事的長沙灣及深水埗區，

有數十個印尼媽媽家庭的孩子參加小
學生功輔班或幼兒級學前班，他們都
面臨不同程度的困境。

區內其中一個有學習障礙困難的孩子
U（化名）的媽媽，經常要為孩子奔
走，對於任何一個孩子的學習機會，
她從來沒有放棄過。有人認為她貪
婪，「四處找好處」。但想深一層，
這個單親媽媽在港沒有親人可以投
靠，經濟收入只得每月約 3,300 元的
政府津貼（包括：水電煤、房租、孩
子的學費及校服、活動等雜費）。在

資源匱乏下，她既不介意孩子給她的
羞恥（因著穆斯林的榮辱觀，她很可
能會有這感覺），也努力為孩子找機
會，發揮才華。經歷四年不斷向各方
求助，今天 7 歲的 U，學習雖較一般
孩子遲緩，卻能跟上進度。孩子很快
樂，而我很欣賞這個媽媽。

記得一次家訪過後，她給了我在 U成
長過程中，曾提供幫助與服務「特別
學習需要孩子」的機構組織資料。她
樂意為有相同需要的家庭提供資訊上
的幫助，真正做到助人自助。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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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服事印尼家庭，體會到她們的苦
情，她們在香港沒有身分，獨力照顧
孩子，領取未能維持有尊嚴生活的接
濟，孩子在十二年免費教育後，再升
讀大學十分難，也不能外出工作（尋
求庇護者的限制）。我們可以想像，
他們的身心社靈處處受到捆鎖，尋求
庇護者面對的等候，可能一等十年，
甚至更長的時間，而且物價上漲，家
庭開支壓力增加，導致他們的生活越
來越艱難。據政府表示，「援助金額
2014 年起設定於這個水平，一方面
是為確保聲請人不致陷於困境，但另
一方面要避免變成誘因，吸引更多聲
請人來港。」

沒有身分，沒人關注
如前文所述，尋求庇護者 / 難民對社
會而言，是危險還是機會，往往受當
地政治、文化、經濟，以及倫理道德
判斷等因素所影響。換言之，難民與
移民在社會中的形象，是從以上因素
的相關論述建構出來。

有人問，尋求庇護者在香港社會的身
分是甚麼？答案是沒有身分。這表達
了甚麼？他們是被忽略、沒有人關注
的一群。但在《白日青春》中，有三
次看到「耶穌愛你」的畫面，像是要
叫我們看見「我們愛，因為耶穌先愛
我們」。我們可以在聖經中找答案，
從舊約到新約多次提到：

你們要憐愛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
地也做過寄居的。（申十 19）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
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實在告
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太十
42）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
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二十五 40）

耶穌來是要拯救醫治「有病」或處於
各樣困境的人。我對錯綜複雜的疑難
仍有許多不解，甚至不懂怎去問，但
我仍要事奉祂，服事他們，包括身心
社靈，並按照神愛人的模式，作全人
關顧

如果神要給你「看見」，你會看準你
可能服事（關注）的地方，鍥而不捨，
將你的「真哪噠香膏」傾倒淨盡嗎？
還是你會覺得枉費？	

註：
1.	 〈 堅 持 難 民 議 題 十 載 ‧ 張 超 雄： 不 能 因 選 票 放 棄 原 則 〉，https://www.hk01.com/

article/28033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019/1/14)
2.	 「香港更新遣送政策 ‧ 難民擔憂遭遣返命運－ BBC	News 中文」香港並無簽署 1951 年聯合

國的《難民地位公約》，並《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亦因此沒有設立任何難民權益和政府
責任相關的法例。香港僅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香港入境條例》及人權法等，因
此不會給予免遣返聲請人「難民身分」。尋求庇護者到香港後會提出免遣返聲請，若遭迫害事
實被確認，會被轉介至「聯合國難民署」。難民身分被核實的話，便會被安排到其他國家。

3.	 香港的免遣返聲請人：立法會秘書處研究及資訊部「數據透視」( 文件編號：ISSH23/2022)。
4.	 由於香港並非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的簽約成員，聲稱在其原居國家可能面對酷刑或

不人道待遇的在港非法入境者，不會被視為「尋求庇護者」或「難民」。儘管當局已於 2014
年 3月設立統一審核機制，審核基於所有適用理由而提出的免遣返聲請，但不論審核結果為何，
所有免遣返聲請人均不能合法留港。

5.	 2005 年至 2021 年期間，香港共接獲 38,478 宗免遣返聲請。年度宗數方面，新聲請數目於
2014 年達到 8,851 宗的頂峰，但其後明顯回落至過去 5 年的 1,605 宗年均數字。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
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 21）

我是在 2022 年下半年才踏出工場的
新丁。在一般情況下，宣教的第一
課，當然是文化學習了。

文化體驗
1. 衣著：大部分人都會認識穆斯林
婦女的衣著是比較保守，不可露
出女性的身形曲線和身體各部位。
雖然偶然會在街上遇見有例外，但
他們大都被穆民視為「不正經」的
婦女。我剛來到工場的時候仍是夏
季，氣溫是 30℃以上，雖然我們
覺得穿上黑色的襯衣（polo 恤）
已不算暴露，可是短䄂衣服在穆民
的眼中仍然是屬於暴露，必須加上
一件長䄂外套方可進出穆民的社
區。

2. 食物：本地人的主要糧食是用小麥
做成圓形或半月形的麵包，口感

像法包，因為穆斯林相信小麥是從
天而降的嗎哪，因此一點也不可浪
費，甚至掉在桌上的麵包碎，也要
拈來吃；若是不想吃，也不可掉在
地上或垃圾桶內。一次下鄉探訪，
主人盛意拳拳的端上不完整的圓形
麵包，（不知道放了多久，還有許
多蒼蠅正在上面蹓躂！）然後掰開
一大片給我。我有一點點潔癖，看
著那些剛飛走的蒼蠅，心裡極力壓
抑住，不讓任何難堪的表情流露出
來。而且我為了表示禮貌和尊重，
要毫不猶疑把麵包接過來，並立刻
一口咬下去！

3. 宴客：無論是紅白二事，穆斯林過
年過節都會大宴親朋，款待客人是
他們其中一樣很主要的文化，他
們不但大量奉上不同款式的糕點、
肉類、小麥做成的主食以及甜茶，
而且客人的茶杯一定要保持常滿著
茶，給長輩更要用有蓋的碗奉茶。
說好了一起請疫情期間的義工們吃
飯，以為這可以與主動說參與的鄰

居平分餐費，幸有隊長提醒，他們
不習慣「AA 制」（各付各），這
會顯得很異樣。他們只會輪流請
客，所以我們還是主動爭取結賬，
不要真的向他們分攤費用了。

在人的角度看來，學習文化和語言是
首要的，但主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
衪為我制訂了更重要的一課。

屬靈爭戰
去年在工場不足半年的日子，大部分
都是因為抗疫而被限制活動，其中有
十天更不可離開屋苑，另再加上三十
天足不出戶，試問還可以怎樣認識鄰
居呢？除了煮菜吃飯、做檢測等，唱
詩敬拜、禱告讀經及線上聽道便成為
日常的主要節目。當人的計劃完全受
到限制，心靈的眼睛卻更易看見主奇
妙的作為！

1. 主在曠野開道路：透過手機的社交
群組，主讓我找到機會，在同一棟
樓宇居住的「業主群」中聯繫他
們。主豐富的供應使我有餘，讓我
可以供應物資給有需要的鄰居。因
此，在最短的時間內，在人看來最
沒可能的情況下，在自己手機的社
交群組中添加了數十位新朋友。

2. 爭戰屬於耶和華：就在與鄰居打好
關係的時候，某天清晨，屋內熱水
爐因沒關電源而致水管爆裂，傳出
龐然巨響，主救我的性命脫離凶
惡。屋外又發生疑似鬧鬼事件，在
代禱中爭戰，靠著主驅逐邪靈的工
作。我體會爭戰屬於耶和華，祂是
已經得勝的主！

3. 主在沙漠開江河：沙漠在哪裡？在
我的心靈裡！忘了多久，因著長
期忙碌，要完成種種目標和計劃，
許多的思緒被埋藏在深處，未曾
有空間疏理！多少的挫折、疑惑、
不信……導致心靈枯竭。感恩在這
四十天如同曠野的生活中被光照、
被發現、被對付、被醫治。

最難熬的戰場並非外在的環境、魔鬼
的攪擾，乃是內在的心田，先要把它
奪回歸主，才可作貴重的器皿。願主
的名在外邦中被稱頌，在列國中被尊
崇！	

宣教路上的第一次

把內在的心田歸主
小瓶子

本會東亞區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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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麥做成的麵包為主要糧食



宣 教 士 分 享

芥先生夫婦在大山小山國生活的這些
年，辦理簽證可說是其中一件令人感
壓力的事，我們一直以謹慎的態度來
處理，也會預留充足的時間讓入境處
審批。然而疫情期間，因旅遊人數大
減，竟使在境內的外籍人士成為政府
所有部門「額外收入」的來源。

首先，我們的簽證受到入境處不合理
的長時間審批；期間兩次有警察藉故
上門，檢查我們的護照，並提示我們
的簽證快要到期。最後，芥太和兩個
女兒的簽證未能如期續簽。因此，她
們須要先到警察局繳交逾期居留的罰
款。誰知警務人員不願意給我們正式
的罰單，我們一再找他們處理也遭拒
絕，並且他們欠缺耐性，直接表明不
用給政府罰款，好好「答謝」他們就
是了。

當然，我們一直以來不會以這種方法
了事，所以，現在既然無計可施，我
們就找律師替我們辦理。這位律師阿
姨很快就找到某間警察局的人，會替

我們寫罰單，我們隔天給她交上護照
就可以了。

翌日，芥太去律師的辦公室前先致電
給她，確保她在辦公。怎知她在電話
中說，不能再接我們的個案。於是，
芥太立即加快腳步到辦公室找她，可
是她無奈地表示，有人要求我們要親
自去警察局解決。芥太聽到這個消
息，感到多麼無助，知道也不能請求
律師再做些甚麼。

眼淚的力量
芥太坐在律師的辦公室，打算冷靜片
刻，再思考下一步能做甚麼。但當芥
太腦海中想到那些警務人員，想到他
們的臉孔、他們的態度、他們的語
氣，眼淚不禁流下來，心中感到多麼
絕望，也著實想不出其他辦法來。律
師看到芥太在偷偷哭泣，二話不說向
芥太表示：「別哭，別哭！我再試
試看吧！」那刻，芥太感到很感動和
溫暖，心裡想，原來眼淚是那麼有力
量的，但更感恩是律師其實沒有責任

遇刁難時
所流的淚 芥菜種家庭

本會宣教士

再做甚麼，但是她那一刻就是那麼善
良，憐憫芥太。第二天，芥太就收到
律師來電，告知罰單已發出。事情經
過一波多折，但最後終於解決了，芥
太的冤屈盡消。

願我們在不同的場景，跟不同的人相
處的時候，也有空間給我們流露情
感，不用憋在心裡。同時，也願我們
接納別人的軟弱，存憐憫的心去回
應。

我幾次流離，你都數算；求你把我的
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裡。這一切不都記
在你的冊子上嗎？（詩五十六 8） 	

收入	 	 HK$
奉獻收入	 ：		1,149,274																										
宣教士及海外事工行政費	 ：					140,102																									
其他收入	 ：	 				80,759		

總收入 ： 1,370,135 

截至 2023 年 3 月份，差會累積經常費盈餘 : HK$565,779 

支出	 	 HK$
宣教工場拓展	 ：				133,293																							
宣教士關顧、支援及培訓	 ：	 255,837																									
本地穆宣、動員與教育	 ：				212,413																							
辦公室運作及行政同工薪酬	：	 202,812																							
發展基金	 ：	 –																											
總支出  804,356                 

2023 年 1-3 月份差 會 經 常 費 收 支 報 告

請掃瞄右方的 QR code，瀏覽本會最新的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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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服事穆斯林委身義工
本會正與社福機構合作，提供服事穆民機會！

義工招募

私隱政策 :
前線差會（香港）尊重閣下的個人私隱，並且致力執行及遵守保障資料原則及香港《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的要求。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只運用於達到收集等資料的目的。

前線差會

開通了！
通訊
WhatsApp

透過長期委身服事，分享主愛，
讓穆民認識主耶穌

目標

南亞學童功輔及補習班、語文班導師、
難民或基層家庭探訪服務等

服務
 性質

查詢：楊明心傳道

為響應電子化趨勢，推動環保，本會
鼓勵各肢體收取電子通訊以取代印刷
郵件，隨時掌握本會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