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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四年二月廿五日 

             預苦期第二主日 

 

主日崇拜 

 

讚美的敬拜 Worship in Praise 

 1. 昭示 Call to Worship  主    禮 

 2. 唱詩 Opening Hymn & Singspiration                             會    眾 

榮耀歸至高上帝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3. 禱告 Praise, Thanksgiving & Confession (讚美、感謝、認罪) 主    禮 

   4.   認信 The Apostles’ Creed 使徒信經                                                                      會    眾 

聆聽的敬拜 Worship in Listening 

 5.  讀經 Lesson                          馬可福音 Mark 6:30-44 蔡茵茵 

 6. 獻詩 Anthem                                   把冷漠變成愛 詩    班 

 7. 講道 Sermon                         另有一個心志 朱牧師 

                                                                                  傳譯:  劉鏘國 

奉獻的敬拜 Worship in Dedication 

 8. 唱詩 Hymn           391首 主, 我願像祢 (2和 3節) 會    眾 

 9. 奉獻 Offering      主    禮 

團契的敬拜 Worship in Koinonia (Sharing, Caring, Communion) 

 10.  報告 Announcement 主    禮 

 11. 禱告 Pastoral Prayer 以主禱文公禱 End with the Lord’s Prayer   朱牧師 

 12. 祝福 Benediction 祝福後會眾同唱阿們頌 End with Threefold Amen！     朱牧師 

生活的敬拜—接受差遣 Worship in Daily Life 

 13. 唱詩 Sending Hymn                        主差遣我們去 會    眾 

The Lord Now Send Us Forth 

 

 

 

 

 

  

 

牧師:朱柯          義務傳道:方李曉芳、胡晉生          兒童事工主任:黃蕊       榮譽牧師:李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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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生活 名字軼事雜談 李世超 

 

聽《三國》《岳飛傳》評書，印象最深的是上陣將領開戰時都會大吼一聲：來將何人？

“你叫甚麼” 是我們一生中被問得最多最簡單的問題。疫情封城期間，更是如此，看門人

必問的“你是誰？”成了哲學考問的笑談。 

 

在以前，除了姓氏，社會底層的女人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如今社會進步了，我們都有名

字。被視為寶貝，未出生之前，或男孩或女孩，嬰孩的名字早就被起好了。我們的名字大

多來自父母或德高望重的長輩，有其獨特的含義、美意和期望。父母起的名字會跟隨我們

一輩子，直至被刻在我們的墓碑上。除了鳳毛麟角的人物，隨着離世，我們的名字都會慢

慢消失、被遺忘。日曬雨淋，墓碑上的名字遲早也會蕩然無存。不滿意或不喜歡自己起初

的名字，有人更改名字，幻想着新名字帶來好運，帶來命運的改變。又因不可告人的原

因，有人隱姓埋名，成了地道的“蒙面人”。當今各種微信名盛行，遮遮掩掩，不露廬山真

面目，成了名副其實的“微信”。更有甚者，為了利益，有人費盡心機，盗用他人姓名，像

那沒有外殼的寄居蟹，失去了堂堂正正，成了“寄生人”。 

 

我們用名字來稱呼自己和他人。自以為是，我們習慣以自己的眼光來看待和界定上帝，發

問上帝叫甚麼。《聖經》記載，80歲的摩西在曠野被上帝呼召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

擔心地求問上帝：「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上帝打發我到你們這裡

來。』他們若問我說：『他叫甚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上帝對摩西說：「我

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

來。』」上帝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

也是我的紀念，直到萬代。』」 (出埃及記 3:13-15)  

 

誰可以給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起名字呢？上帝就是上帝，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啟示老約翰

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在上帝面前，如灰塵般的

人算甚麼？這是為甚麼按着以色列的傳統，他們不敢也不能直呼上帝的名字「耶和華」，

轉而成「我的主」或「上主」，以表敬畏之意。 

 

生辰八字，姓甚名誰，起名字大有學問。中國一些小地方或偏僻農村，有人靠給别人提供

名字的講究，可以混飯吃，不愁衣食。在帝王將相時代，平民百姓絕不可用皇帝的名號，

否則是殺身之禍。隨着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技術的發展，大家越來越明白，人終歸是人，名

字不再被神化。即使身穿長衫，眼戴墨鏡，手搖羽扇，風水先生給人起名字中的講究不過

此生而已。無論人的名字多麼響亮、多麼吉祥，地上從來沒有真龍天子。除了翠花、小敏

平凡之輩，沒有超人，沒有永福，更沒有永生。 

 

人起的名字有限，但上帝若是給人起名字或更改名字，其意義就非同小可。沒讀過《聖

經》不相信上帝的人會認為這是天方夜譚。但是《聖經》確確實實記載了上帝呼召亞伯

蘭，給年邁的亞伯蘭（意思是“至高之父”）和他的妻子撒莱（意思是“我的公主”）分别起

了亞伯拉罕“多國之父”和撒拉”多國之母”的名字，應許他們的後裔如天上的繁星，像海邊

的沙子一樣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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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蘭的妻子撒莱不給他生兒女。亞伯蘭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上帝，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上帝又對他說：「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

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

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

你和你後裔的上帝。」上帝又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

叫撒拉。我必賜福給她，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創世記 17:1-16)  

 

果不其然，年邁不育，被上帝改撒莱名字為撒拉之後，撒拉生了唯一的、由上帝起名字的

兒子以撒，意思是“喜笑”。因為撒拉自己不信，偷笑上帝的應許，亞伯拉罕也是伏地喜笑

上帝的話。後來以撒娶利百加為妻，生了以掃和雅各兩兄弟。以掃輕看長子身份，為了一

碗紅豆湯賣了自己長子的名份給雅各。雅各意為“排擠者”，詭計多多，奪走了長子名份，

還從以撒那裡偷走了本屬於以掃的祝福。雅各因此懼怕以掃加害他，遠逃他鄉。多年後回

鄉，雅各為再見以掃而擔憂。當天晚上，雅各獨自與一人摔跤，抓住不放，直至黎明，非

得到祝福不可。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

你去。」那人說：「你名叫甚麼？」他說：「我名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

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上帝與人較力，都得了勝。」雅各問祂說：「請將你的名告

訴我。」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裡給雅各祝福。上帝將雅各改名為以色

列，意為“擁有上帝的能力” (創世記 32:26-29) 。雅各的名字被上帝改為以色列，擁有上帝

的能力，以色列因而成為世界歷史上最為特殊的一個民族。 

 

正如《聖經》所記載和預言的一樣，因悖逆上帝，拜偶像，以色列亡國 2500多年，沒有

了國土，在世上被抛來抛去，卻居然於 1948年復國，被聯會國承認。更為奇妙、不可思

議的是他們的希伯來語代代相傳，在亡國幾千年，沒有隨之消亡。身在他鄉異國的人都知

道，後代保持自己的母語是何等的困難，甚至不可能。别說千年，移民第二代的母語就已

經面目全非，讀寫能力幾乎喪失殆盡。若是我們收起自己的聰明，認真考究，以色列的存

在和歷史一定印證了上帝的大能和可靠，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聖經》的準確、奇妙。 

 

上帝直視人的本質。耶穌呼召 12個門徒，唯有西門被耶穌改名叫磯法，是石頭的意思。

西門第一次見耶穌，耶穌看着他說：「你要稱為磯法（“磯法”翻出來就是“彼得”）。(約

翰福音 1:42)」正如耶穌所起的名字，彼得起初像塊石頭，性情剛烈，心直口快。稱耶穌

為基督的是他，三次不認被抓的耶穌也是他。但是，耶穌看重這塊石頭，三問彼得：「你

愛我嗎？」耶穌將彼得這塊頑石變成為信心堅固的磐石，建造地上的教會。當年並不普遍

的名字“彼得”，卻因彼得(Peter) 跟隨耶穌，生命發生翻轉而越來越流行。直至今日，甚至

有華人喜歡給自己加上名字彼得自稱，當作自勉。 

 

名字軼事不斷，每個人的名字背後都有故事。無論我們是誰，不管我們叫甚麼名字，只要

接受上帝的恩典，抓住上帝的應許，我們必為上帝所塑造，裝滿來自天上的祝福，福杯滿

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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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事奉同工 下主日事奉同工 
 

主禮 潘敏玲 胡晉生傳道 

講道 朱柯牧師 鄭超 

傳譯 劉鏘國 盧伊梨 

領詩 劉文蕙英 刁達謙 潘敏玲 黃天柱 

司琴 何婧旼 劉王珮嫻 

讀經 蔡茵茵 關啟超 

聖餐佈置 ---- 蔡茵茵 王行玉  

 招待 郭晉雯 王敏 王麗洪 李華珠 池洪珠 蔡茵茵 王行玉 李娜 

投影機 陳倩文 何以丞 

 影音控制 尹建力 全越 歐釗華 關霜怡 劉定一 全越 

奉獻點存 何小雲 陳欣慧 施建敏 劉文心 

停車管理 李世超 鄭超 李顯平, 羅炳力 

 

本週箴言 Weekly Watch Word 
 

腓立比書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本週禱告重點 Weekly Prayer Request 
 

1.  新一期的基要真理班開課 4週，學員已超過 80人！求上帝賜智慧給朱牧師和晉生傳

道，引導這些弟兄姐妹和慕道友認真信靠主，積極參加主日聚會，並加入團契。 
 

2. 為 3/8、3/10的福音電影活動禱告。求主使用這次聚會，把上帝的愛傳揚給未信主的親

友們，也加添所有同工的力量。 
 

3.  過去大半年主日聚會人數穩步增長。為抓住時機，興旺教會福音事工，為主得人，堂

議會在 2/3退修會上商議決定，將在主日增加一堂國語崇拜聚會。具體方案將於今天下

午堂議會進一步完善。請大家特別為這一重大事工代禱！ 
 

4. 今年是本教會 50週年堂慶（1974-2024）。求上帝帶領各項籌備工作，讓我們藉著堂

慶，不單看見上帝給我們教會特別的恩典，更是被主激勵，越發齊心建立主的教會。 
 

5.  為兒童事工禱告：感恩上帝豐富供應兒童事工的發展。邁入 2024年，求主繼續呼召願

意長期委身的同工，仍須 2位中英文雙語小學班老師，2位幼兒班老師，課堂助教若干

名。特殊教育(Special Needs Education)事工已於本月開始，如果你有相關專業知識和經

驗並願意來幫助，請聯絡兒童事工主任黃蕊(Nancy)姊妹。求主賜福兒童事工成為更多

人的祝福！   
 

6.  為青少年事工的同工們和成人主日學老師們禱告：求主加添他們的能力，保守他們服

事主的心志，幫助他們對主的話有更多領受。求主幫助這些青少年能打下扎實的信仰

根基，幫助成人主日學的弟兄姊妹常常被主的話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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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上主日教堂崇拜人數： 中文部：成人 276位，兒童 68 位 英文部：44 位  

上週中文禱告會線數：     44 條（國語） 

 

上週奉獻記錄: 常費奉獻 感恩奉獻 宣教奉獻 

主日 $8,012.00 $1,220.00 $600.00 

網上 $1,970.00  $800.00 

 

1.牧者行蹤: 方李曉芳義務傳道於今天前往歐洲休假，3/18(週一)回檀香山。 

 

2.聖餐主日: 下主日(3/3)在崇拜中舉行。 

 

3.堂議會: 今天下午 1:00舉行例會，請各位執事準時出席。弟兄姊妹如有改進教會事工

的建議，歡迎聯絡任何一位執事：陳嘉順(主席)、賀華(副主席)、潘敏玲(文

書)、何婧旼(司庫)、李世超、黃恩典、王海源、吳仲平、阮劉翠慧 

 

4.福音電影: 「愛 Plan B」，一場出乎意料的愛，一個關於愛與希望的故事，一部根據真

人真事改編的電影。黃智賢、江美儀領銜主演，榮獲多項電影大獎。由美國

影音使團與夏威夷華人基督教聯會合舉辦。請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們

來觀看。粵語專場：3/8(禮拜五)晚上 7:30，國語專場：3/10(禮拜天)下午

2:30。地點：本教會三樓。 

 

5.喜樂團契: 本週三(2/28)上午 10:00 在本教會二樓聚會，聚會後有午餐供應，歡迎弟兄姊

妹參加。 

 

6.國語全年讀經: 本週三(2/14)晚上 7:30 在網上研讀舊約《約書亞記》、《士師記》和

《路得記》。Zoom 會議室：帳號 922658030 密碼 123456 

 

7.國語週四禱告會: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每週四晚上 7:30至 8:30在網上舉行的禱告會，為教

會各部發展和事工代禱。Zoom 會議室：帳號 84849705742 密碼 123456 

 

8.國語成人主日學:  

 1) 基要真理班主日上午 9:00-10:00在三樓禮堂上課。 

 2) 新生命新生活班主日上午 9:00-10:00在本教會一樓 102室實體上課。 

 3) 舊約班學習《申命記》，主日上午 8:30-9:30在二樓 202室實體上課。Zoom 

會議室：帳號 517 0727531密碼 123456 

 4) 新約班學習《彼得前後書》和《約翰一書》，主日上午 8:30-9:30在二樓 203

室實體上課。 Zoom會議室：帳號 9681696816 密碼 123456 

 

9.號角月報: 2024年 1月份的號角月報已放在陳列桌上。號角月報是很好的傳福音的工

具，鼓勵每個家庭最少拿一份，自己看完後可以轉送給鄰居或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