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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有信  HKPES 執行董事

在 去 年 3 月 的 《 職 報 》 中 ， 機 構 董 事 袁 海 柏 弟 兄 以
「HKPES職場門訓初探」為題，與大家分享了HKPES的
四個事工範圍：
 
Equip（裝備）：
意思是透去各種學習和討論（例如職場查經、研討會和閱
讀），增進在職信徒對踐行信仰的聖經原則和知識的理
解，是整合信仰與工作的基礎。

Enrich（辨識）：
辨識就是擴闊對基督信仰和世界的視野、增添理解，明白
所處的職場環境和挑戰，從而作出合乎信仰原則的決定和
立場。

Empower（授能）：
職場現實與信仰要求之間，往往有不少的張力，令在職信
徒感到力不能勝。授能的目的，就是承認困難的存在，並
且在信徒間進行鼓勵和支援，令信徒繼續以致勝任。

Engage（踐行）：
職場門訓的最終目標，就是在職場中，踐行耶穌基督和
聖經的教導，並且在人間展現上主的國度。

信徒的一生，本是上主在我們生命陶造的過程，也就是
說，上主自我們在母腹之中，就開始陶造我們的生命，
而且在我們一生之中繼續不斷訓練我們去更認識祂，行
出祂要我們所行的。於是，門訓本身就是一個持續性、
無間斷的訓練課程，而內容包含了人生和信仰的各個方
面，更因為各人的出身、背景、經歷都不同，所以亦不
會有規範性的進度和目標。

HKPES 的 Calling
與你的 Calling

HKPES 的 Calling
與你的 C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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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達致信徒對神的召命，有生命的改變和回應，還須要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素，就是Spirituality（職場靈性）。

服事在職信徒，最重要的並不是要求他們表面上切實遵
行各種大大小小的聖經原則，而是協助他們如何憑信回
應召命，有屬靈的智慧和辨識能力去面對處境，在職場
中踐行信仰，作上主的見證。然而，若沒有美好的靈性
在信徒的生命中作支持，這些都是紙上談兵。

基督在世上的時候，曾多次強調信徒要防備法利賽人的
假冒為善、只講外表守律法，卻忽略了律法的真義；又
指出信徒要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更說他是要成全

律法，不是要廢掉律法。1

我曾遇見過一位在醫院任職醫護的信徒，
他為要定期參加主日崇拜聚會，會千方

百計向上司爭取周日不用輪班，結果
成了上司和同事眼中的麻煩人，直接
影響他和同事間的合作關係，間接
令病人未能得到最理想的照顧。那
麼，律法式的周日崇拜不缺席又有
何見證信仰的意義呢？ 

因此，HKPES要在各種事工中，協助
在職信徒回歸上主，將生命建立在聖言

的根基之上，與上主有美好的結連。若在
職信徒要在複雜的職場處境中有足夠的辨識

能力，分清事情的優次和價值，回應召命，就必
須先常在上主裏面和有美好的靈性。

最近聽到同工提到和楊錫鏘牧師及悠越機構的弟兄們討
論職場靈性時，談到一段所羅門王的故事，個人深受感
動。當所羅門王接續大衛作以色列王之初，他面對的，
是大衛未有處理的宮廷恩怨、將軍擁兵自重、王兄謀反
等「黑暗」事情，當他大局初定，上主問他：「你願我
賜你甚麼？你可以求。」他的回答竟是：「求你賜我智
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
眾多的民呢？」

所羅門王清楚知道自己的召命不是稱霸，而是治理以色
列民，以致他「不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
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可以聽訟」，於是上主就應允他所求
的，賜他聰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
以後也沒有像你的。你所沒有求的，我也賜給你，就是
富足、尊榮，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沒有一個能比你
的。」2

原 來 ， 在 各 種 困 難 之 中 ， 我 們 首 先 要 清 楚 的 ， 是
上 主 的 召 命 ， 並 非 表 面 的 解 決 方 案 ， 這 就 是 靈 性
（Spirituality）。裝備及支援在職信徒，建立他們的職場
靈性，更新工作文化，就是HKPES的Calling，而最終目
的是希望能培育出信徒在職場更明白和回應上主在各人
身上的召命。

從HKPES的角度來看，職場門訓的重點並非要在職信徒
有一套統一的職場工作方式，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
也不是單單給予在職信徒一些「成功例子」，然後叫他們
依樣照做，而是協助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中，能夠作
出忠於神所召（Calling）、合乎工作要求，而且配合自
己所作所是（Doing, Being）的工作決定和踐行方式。而
且，隨著工作經驗、信仰體會，以及聖經知識的增加，
同一名在職信徒在不同時期面對同一處境，亦會有不同
的反省和應對。而這，正是信徒生命成長和陶造的真實
寫照。

職場門訓，所為何事？
在今年初，筆者和袁海柏弟兄及同工們再進深
討論職場門訓與HKPES的未來服事方向，
我們把HKPES所使用的神學框架和事工
範圍作通盤的考慮，再將其重新整合
（見附圖），結果令我們更加清𥇦和
確定HKPES在未來如何更好服事在
職的眾信徒。

從附圖可見，信徒踐行基督信仰基
於上主的呼召（Calling），此是起
點。在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裏，「呼
召」有「起名」的含義（創2:19；路
1:13），而在聖經的語境中，給一件
東西或一個人起名，就是給與他一個身
分。

在以賽亞書和新約，「呼召」更結合了起名、揀選、擁
有和委任的觀念，它是上主充滿創意的用字。上主藉呼
召，叫人有使命在世上作工。

H K P E S 的 事 工 ， 就 是 與 在 職 信 徒 一 同 按 自 己 的 所 是
（Being），透過在職場所作（Doing），回應上主的所召
（Calling）。聖經令我們明白，上主對所有受造之物都有
目的，正如使徒保羅指出「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
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
行的。」弗 2:10。

若要在職場中見證信仰，信徒就要回到上主面前，認信
被召的身份，了解自己從上主而來的本性，才能對應
職場的工作。在現今的職場文化中，工作的意義往往由
錢途和前途來衡量，結果是信徒在職場中感到迷惘和無
奈，難以活出基督信仰的價值觀。職場信徒若不認識自
己是被上主所召的，職場見證就不知從何說起。

於是，我們要和在職信徒再次回到上主面前問，工作是
為了甚麼？透過不同的事工，HKPES與在職信徒一同
探討工作與召命、尋索與回應，而這也是我們事工的核
心，也是HKPES四個事工範圍：Equip（裝備）、Enrich
（辨識）、Empower（授能）、Engage（踐行）的基礎。

1   參：太6:13-20
2  參：王上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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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到生命師傅，我就想到「生命影響生命」。

在過去數年，曾經協助不同組織籌辦生命師傅計劃，在過
程中，我們要為學員找師傅，更要為師傳找學員。此外，
更要設計整個計劃的方向和活動細節，亦要預備隨時解答
師傅和學員所提出的問題。

師傅基本上要做些甚麼？我的建議是：
 
• 向學員分享自己的事業和生命經歷，協助學員擴大視

野，並在學員的個人及事業成長上，提供適當的建議；
• 協助學員釐訂目標及志向，同時辨識其中的困難和問

題；
• 把焦點放在聆聽和認識學員，發掘學員的潛質，擴展

其所長。

然而，我卻發現，單靠上述的建議，真是十分「基本」，
生命師傅和他們的學員往往只能建立「生命師傅計劃」的
「工作關係」，計劃完成，關係亦隨之結束。這不但可惜，
而且無論對師傅抑或是學員來說，都有種勞而無功的感
覺。也許，我們應該回歸到「生命師傅」的基礎，也就是
「生命」本身。

生命師傅的本質
我的社會工作背景主要來自文字傳媒和公共關係兩個行業，
也完成了神學訓練。在接受某大學的邀請，作數名畢業班
同學的生命師傅時，心中第一個反應是我有甚麼東西可以
「教」他們，又有甚麼信仰經歷可以與他們分享。我在生命
師傅計劃開始時，已把自己的角色定為「老師」和「牧師」。
對我而言，這兩個角色並無難度，而且是我所樂意的。

計劃開始不久，我邀請那幾位學員出外午膳，希望在輕鬆的
環境和氣氛下，彼此認識。果然，食物是可以令大家舒暢，
並且易於閒話家常，交交朋友。在往後的數次聚會，我們都
在這種氣氛中渡過。

對大部份畢業班的同學來說，「揾嘢做」是他們眼前第一任
務，而加入大學的生命師傅計劃，目的就是希望生命師傅對
他們即將開展的職涯生命有「實際」的幫助。在我所接觸的
同學中，大都不介意分享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學習情況，而且
會主動詢問應當如何「揾工」和「揀工」。由於我早把自己
定位為「老師」和「牧師」，他們的主動更令我十分投入自
己所定下的角色。不久，我發覺自己已由「老師」和「牧
師」，轉升為同學們的職涯「顧問」。

為期一年左右的「生命師傅」計劃在不知不覺間就過去
了，同學們在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後，就各有所忙，大家就
沒有再見面了，我原想做個「生命師傅」，後來只是做個
「揾工顧問」。

現在回想，問題不在同學，不在計劃，而在自己。

指向信仰價值的「自己友」
在工作多年後，我漸漸對成為年輕一代的生命師傅頗有負
擔，盼望可以透過這個身份，幫助他們順利進入職場，一
展自己的抱負。更重要的是，有機會向他們分享自己的信
仰和價值觀，為基督作見證。在我擔任某大學的生命師傅
計劃期間，我發現與我有差不多想法的在職信徒也有不
少，問題是，一年多之後，發現自己原希望做「生命師
傅」，結果做了「揾工顧問」的，也大不乏人。

經過再三的思量，我認為問題出在自己的定位。

正如我在本文開始所指，生命師傅的首要任務是：「向學員
分享自己的事業和生命經歷，協助學員擴大視野，並在學
員的個人及事業成長上，提供適當的建議。」而焦點在於
「聆聽和認識學員，發掘學員的潛質，擴展其所長。」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有很多東西可以「教」學員，可
以「幫」學員，以致我們在不知不覺間扮演了老師的角色，
一段時間後，我們甚至變成了學員的顧問。然而，我們並
未成為他們的生命師傅。

要作為學員的生命師傅，我建議應首先把自己看為「指向
信仰價值的『自己友』」。意思是把自己和學員看為同路
人，大家都是為尋覓前路而努力的一份子，彼此不分高
低；不同的，只是各人的背景和人生際遇。生命師傅帶著
好奇和尊重去認識每名學員，從他們身上，了解新一代的
情況和想法；另一方面，生命師傅誠懇地向他們分享自己
的人生和經驗，以及自己的限制。在這過程中，師傅和學
員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彼此的生命有相互的影響。

從另一方面再想，一個牧者，若只是向會友教導教條，講
解聖經，但會友除了知道牧者神學了得，釋經高深之外，
卻不認識牧者自己是個怎樣的人，甚至對牧者的生活形態
一無所知。對會友來說，牧師可能是「神學老師」、「聖
經學者」，但並不是對他們生命有影響的牧者，更談不上
「生命影響生命」。

然而，不要因「老師」、「學者」的表面名詞而看不見討
論的重點，這就是生命影響生命。不少學生會告訴我們，
一個老師的真實生命，是如何提升他們的學習態度，以致
更新他們的價值觀念。反過來說，只傳授知識和技術的老
師，很難會令學生對所學的感到興趣，往往令學生在考試
過後，就把所學的束之高閣。

回到生命師傅這個題目，我的反省是重點在於先看重「生
命影響生命」，然後才考慮自己在哪方面能作學員的師傅。
若以此來看，我的工作經驗並非最重要，我如何去分享我
的生命如何被上帝陶造，才是重點。

註：本文原載於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之《教牧分享》總第
二一○期，二○一六年十一月號，第十七至十八頁，蒙允許轉載。

黃讚雄 HKPES項目經理命 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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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他們好，而是因為自己的名聲或本性。按這個原
理，天父恩待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做得好，所以我們會得
到好的回報，而是因為天父自己的名。

我們看一個例子，詩篇23：3提到「他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在這篇詩中，天父和我們的
關係就好像牧羊人和羊群，牧羊人引導羊群走義路，不是
因為羊群做得好，而是因為他是牧羊人。反過來說，沒有
牧羊人的引導，羊群連在哪裏找到青草和安歇之地的能力
都沒有。

在開始禱告之時，我們就認定禱告的對象是天父，而天父
的名字是值得被尊為聖的，對我們的禱告是十分重要。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在這段經文中，耶穌回應門徒的要求，就是教導他們禱
告。耶穌一開始，便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
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原來，在我們
禱告時，首先要知道祈禱的對象是我們的天父，也就是
我們的父親。天父不是一個與我們沒有關係，高高在上的
「神」。弄清了禱告的對象是我們的天父後，再思想這段
經文的兩個例子（向朋友借餅和兒子向父親求食物），才
能使我們明白禱告的意思。

進一步，禱告的對象是我們的天父，而且更是衪的名是值
得我們尊為聖的。天父聽我們禱告，除了是因為祂與我們
的關係之外，更是因為衪自己的名。在猶太人的傳統中，
「自己的名」是很重要的，他們對別人施恩，接待客旅，

前言：關於今年的聖經默想

祈禱和抉擇可說是信徒最常做的信仰行為，在平順的生活中，我們祈禱感謝上主的賜予和保守；在遇到困難
時，我們祈禱懇求上主幫助和帶領。然而，不少時候，現實的經驗似乎告訴我們，祈禱不祈禱並不改變事情的
發展，然而在面臨重大抉擇前，我們卻發現只有禱告能令我們坦然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這四次的聖經默想，楊醫以禱告與抉擇為主題，與我們一起交流、尋索。

2017年1月14日（周六）早上10時至中午12時

楊醫聖經默想 
  ─禱告與抉擇（一）

道在井旁

聖經詮釋：楊錫鏘牧師    
內容整理：黄讚雄

經文：路11:1-13
1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2 耶穌
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3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 4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5 耶穌又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裡去，說：『朋友！
請借給我三個餅； 6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我這裡，我沒有甚麼給他擺上。』 7 那人在裡面回答說：
『不要攪擾我，門已經關閉，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你。』 8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
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 9 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
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10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11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 12 求雞蛋，反給他蠍子
呢？ 13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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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這段經文，很多人的焦點是「有求必應」。這樣的理解
並沒有考慮到經文的上文下理，令我們誤會了耶穌的意
思。在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
就給你們開門。」之前，耶穌先說了一個向朋友借餅的比
喻，意思是就算那如何不情願，也會因為朋友真的有需
要而決定借餅給他，更何況早就明白我們各種需要的天
父呢！而在這段經文之後，耶穌又說了一個父親給兒子
食物的比喻，意思是普通的父親根本不必兒子問他，就
會給最好的東西兒子吃，更何況天父呢！天父已把聖靈
賜給我們，而這，本是最好的。

夾在這兩個比喻中，就是「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這段經文的重覆信息，
是無論我們的情況如何，用甚麼方式提出要求，天父都
會給予我們所需用的。所以重點是我們要認
定祈求的對象是誰，而不是我們自己如何好
或值得，更不是用甚麼方式祈求。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
對於禱告，我們常有一種錯誤，就是把禱
告功能化。就以我們日常的需要為例，在
經文中，耶穌清楚地指出我們日用的飲食是
「天天」的，所以禱告的目的並不是要解決將來
需要的問題。透過這段經文，耶穌強調禱告不是一
種「求神，神就供應我們所需」的功能性對話。事實
上，若我們認定禱告的對象是我們天父的話，我們
就不會為日常的需用求甚麼，因為無論我們求或不
求，天父都會供應我們日用的飲食。

談到這點，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在子女與父母之間的
對話中，若子女以為天天都要向父母說出自己的需要，
父母才會供應他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要，這些子
女根本不明白父母與他們的關係。反過來說，若子女每
次與父母對話，內容只有自己生活的需要，沒有別的內
容，這亦不是父母所願見。若我們在禱告時，不談日用
的需要，我們禱告的內容會是甚麼？

當然，我們又不用跳到另一個極端，就是完全不提及客
觀的需要，若是這樣，肢體們之間的禱告及代求便失去
意義了。

求主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
在當時的社會，禱告是猶太人信仰生活的一部份，所
以問題不是耶穌或約翰的門徒有沒有禱告，而是應該如
何禱告。經文一開始，就提到有門徒要求耶穌教他們禱
告，很明顯，他們要學的，並不是猶太宗教人士那種只

重外表的禱告，而是有內容的禱告。經文又提到「像約
翰教導他的門徒」，我們不知到約翰如何教導他的門徒禱
告，但按照約翰教導的內容及重點，我們可以假設，約
翰的禱告應以悔改為主，反對形式主義。

回到經文本身，無論是耶穌抑或聖經，都很少「教人禱
告」，而約翰如何教門徒禱告，更是毫無記載。可見禱告
不是如何做、求甚麼等「技術」問題，而是對象是誰。當
我們深信禱告的對象是天父，他掌管萬有，更知我們所
需，那麼我們的禱告就不是「求」，更不是宗教形式了。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赦免我們的
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
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這裏說到有三個「我們」：我們的飲食、我們的罪、我
們遇見的試探。這段經文，耶穌叫我們禱告想到人是如
何依賴上主的恩典：我們每天都需要上主所賜下的食物
才可以生存下去；我們各人每天都會犯錯，以致互相虧
欠，故此，更要學習彼此赦免；我們都是軟弱的，難
以勝過試探和凶惡，因此要求上主保守和帶領。這三個
「我們」的重點，是要顯出，透過禱告，我們向上主承

認自己的不足，承認自己要順服在上主之下。因此，
禱告不是向上主發出要求，告訴上主要滿足自己甚

麼需要，而是向上主表達出自己是如何服在上主
之下。

有了這個理解，禱告中神與人的關係就好像父親與
兒子的關係一樣。兒子不會每天向父親求食物求保
障，因這些東西在父子之間是不用明言的，父親不

用兒子求，也會把最好的給予兒子。在父子的
交談中，不應是日常生活所需的東西，而是涉
及到父與子關係的溝通和表達，這才是這段經
文要表達的。

楊醫聖經默想 
  ─禱告與抉擇（一）

天
上

的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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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於井內

作者：積木

金中收取轉介報酬。對理財顧問而言，雖然失去部份佣
金，卻也可從其他業績獎金、團隊增長獎金、紅利或旅
遊獎等等得到補償。

基督徒對銷售國內保單的掙扎和反思：
法規的考量
對基督徒保險理財顧問而言，第一個考量當然是法規的
問題。有些基督徒會斬釘截鐵地宣告，不合法的事就不
會做，既然公司的法規寫得這樣清楚，除非有國內親友

實際地來到香港，又找上了他們表示有興趣
投保，否則就自然不會沾手這個市場。

但事實上，按筆者的觀察，不少
自 稱 為 基 督 徒 的 保 險 理 財 顧
問，在面對向國內人士銷售保

險的事情上，他們的考慮與其
他非基督徒理財顧問實在沒有兩

樣。

筆者的看法是，他們把信仰與工作
二分，「在商」自然要「言商」，
而非言「信仰」；他們可以積極參
與自己堂會的聚會，對堂會的事奉

不遺餘力，甚至有不少理財顧問一邊
努力工作，另一邊進修神學；只是進

到職場時，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就會
自動調校至市場導向！

工作的意義
身為基督徒保險理財顧問，銷售工作除了帶來收入，也
是建立一份回應上主召命的事業。倘若入職前已評估過
自己的職業性向、審慎地考量過人職的配對，並且辨識
過自己的職場召命，從業員可以盡力在工作過程中發揮
自己的恩賜，也同時回應上主的職場呼召；藉專業誠懇
的服務盡力協助客戶投保，讓客戶及其家人得到保障的
同時，也建立起與客戶之間的關係和信任。工作的滿
足，並非只在短線的金錢回報，更重要的是有長線的盡
己發揮和深厚人際脈絡的建立。

今天在香港從事保險理財的從業員，最熱烘烘的討論相
信離不開「向國內人士銷售保險」這個話題。按筆者所
得的資料，在2016年，香港某保險公司所錄得從國內人
士投保的保費收入就超過港幣140億，佔全公司超過7成
的保費收入 。1

此數字絕不算小，但事實上，卻不是任何在港從事保險
理財業務的從業員都可隨意到國內進行銷售活動。2

面對法規，在港理財顧問對「銷售國內單」
的沖激在哪？
生意額度：國內客的投保額不一定比香港客大，但他們
多投保儲蓄或投資相連保單，故年度化的保
費（annualized premium）卻比香港
客大得多，動輒過百萬、甚至過
千 萬 港 元 的 保 費 ， 還 要 是 年
繳。

轉 介 力 強 ： 國 內 人 士 對
轉介客戶不及港人那麼抗
拒；加上不少國內人喜歡跟
隨轉介人購買相同項目、相
同保額的保單，造就連環的銷
售鏈。

比較心態：眼見身邊經營「國內單」的同事業績
猛進、獲獎連年、收入倍增，難免會「眼紅」、比
較。

灰色地帶：
現時有不少理財顧問會到國內「識朋友」，閒聊中當問
及職業時會提到自己是理財顧問，若對方表示對保險理
財有進一步興趣時，只可建議對方來香港旅遊時，有機
會可約見面談。

第三方理財或回佣問題：
為求做到國內人的生意，不少理財顧問會從俗稱「駁
艇」的第三方理財方式得到轉介，他們會從顧問的佣

向國內人士銷售保險的一點反思

1   資料來自筆者一位在這間保險公司任職超過20年的前線理財顧問，有關數字未經核實。
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之規則及條例；及由香港保險業監理處、香港保險業聯會及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發出之任何守則及指引，香港保險業從業員在國內進 

行宣傳和銷售活動會受到嚴格的限制和規管。



大隱於市 財政報告

歡迎登入 www.hkpes.com
以網上信用咭奉獻方式支持我們。

收入 (HK$)	
奉獻	 ：	 210,854.00																	
職場培訓	 ：	 32,025.00																
其他	 ：	 41,814.50																	
	 	 284,693.50																			
支出 (HK$) 
同工薪酬及福利	 ：	 222,759.60																		
行政費用	 ：	 107,716.85																		
事工拓展	 ：	 10,046.70																	
職場培訓	 ：	 9,277.30																	
	 	 349,800.45																
不敷	 	 (HK$65,106.95)					
2016~2017年度累積不敷* ：(HK$267,796.90)

2016年12月~2017年2月收支報告

* 此數目未經核數師核對

（1月14日及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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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精華

楊醫聖經默想─禱告與抉擇

今年的上半年，HKPES共有4次的楊醫聖經
默想聚會，主題是禱告與抉擇。這4次聚會
均得到弟兄姊妹們的踴躍參與。

第一次的聚會，楊醫以路加福音11章1-13
節和大家通過主禱文來思想我們與天父的關
係，並且認定禱告就是安息在父神的照管之
中。有關內容可參閱本期《職報》「楊醫聖
經默想」一文。

第二次的聚會，經文是關於所羅門王求智
慧，記載於列王記上3章1-15節，我們一同
思想了所羅門王當時的處境，以及他如何回
應上主的提問。令我們對禱告有更深的認識
和體會。

HKPES於今年開始與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合
辦，每年4次，為期三年的「人生我主場：伊甸園外
的生與死」職場對談會系列，盼望上主大大使用這12
次聚會，造就在職信徒。

HKPES將與不同教會和機構合作，推出職場解決2.0
聚會，從多角度探討在職信徒如何在真實處境和張力
中，回應召命、見證信仰。求主帶領和保守我們的計
劃。

我們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累積赤字已
近27萬元，我們會透過籌款和節約開支改善財政狀
況，亦盼望眾肢體記念我們的需要，讓在職信徒得到
更好的支持，在工作崗位上見證基督。



HKPES的行政費用全賴信徒及教會的奉獻，若你認同我們的事工，並有
感動支持我們，請化作禱告及奉獻，奉獻可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Hong	
Kong	Professional	&	Educational	Services	Ltd.或「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
有限公司」；或可直接存入恆生銀行存款戶口295-7-054311，並將存款收
據寄回，以便發出正式收據；或以銀行自動轉賬，表格可於網頁下載。奉
獻滿港幣100元或以上，可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慈善免稅捐款。

同行有你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27-33號
 良士大廈8樓A室
電話：2314 3331
傳真：2314 8896
網址：www.hkpes.com
電郵：admin@hkpes.com

董事會成員：
司徒永富博士、錢秉毅醫生、鄧有信先生、
袁海柏先生、吳倬文先生、吳澤偉先生、鄧諾文先生

機構隊工：
梁淑儀小姐、鄧禮民先生、
黃讚雄先生、陳謝麗婷女士

職報乃季刊，免費贈閱，歡迎致電本機構或上網登記訂閱。

「紛亂日子中的澄明」退修營

「人生我主場：伊甸園外的生與死」職場對談會系列

Free Agent Startup 一人公司初創工程2.0

主領： 楊錫鏘牧師（中國神學院聖經科訪問教授）

日期： 2017年5月1日至3日（星期一至三）

時間： 下午4:00（入營）至下午3:30（出營）

地點： 聖保祿樂靜院（上水金錢路2號）

費用： HK$1,800

對象： 宣道會各堂大專及在職青年

查詢： 2381 3177黎小姐

對象： 不想做工作奴隸的/希望有所作為的/思索創業可能的人士

時間： 晚上7:00至9:00

地點：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10樓）

費用： 免費（歡迎奉獻）

面對紛亂的日子，我們需要一顆在靜中澄明的心，
以心靈的眼睛細看、記念主是創造主。

職場信徒當如何從召命和處境看待工作？在困難中又如何尋找出路？
HKPES與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合辦，為期三年的「人生我主場：伊甸園外的生與
死」職場對談會系列中，我們透過聖經和業內人士和大家重尋信徒在此世代中的工作
與召命。

2017年：面對困頓
  2月24日─  不想 hea，但又可以點？
  5月26月─  我都好想可以去講工作見證！（但我是毫無成就）
  8月25日─  我所盼望的，我冇得做；我所不願的，我倒要做 - 唔通一世要做咸魚？
11月24日─  辦公室政治，就是眾人之事，更是揾食之事

導師、嘉賓透過每月不同的主題，與你分享真實經驗，並互動對話。

故事─回溯足跡展開另一程
日期：2017年4月6日（星期四）

學習─為何學習如何學習
日期：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
領袖─管理難領導更難
日期：2017年6月8日（星期四）

報名及詳情：請瀏覽 www.hkpes.com
查詢：2314 3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