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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一年，年会期待基督徒家庭紧随主耶稣足迹，共筑敬虔下一
代之梦。

2024年，基督教教育部成立家庭与辅导事工，以“预防胜于治
疗”作为出发点，协助堂会推动家庭事工，建立健康家庭生活。盼每
个家园成为福音运动的渠道，不仅把信仰留给下一代，也把信仰传给
上一代。若下一代已经流失，当寻之重返教会；若为第一代基督徒，
当引领父母信主。

众所皆知，各牧区的崇拜多属多代崇拜的模式，覆盖各年龄层的
信徒，包括乐龄、成年和青年。那么，每场的崇拜能否留住各年龄层
至关重要；教会须适时更新崇拜，建立一个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多代崇
拜。有鉴于此，崇拜和音乐部计划在各教区巡回，与堂会联办更新崇
拜研习会，借此改进崇拜模式，确保所有会友能找到归属感。倘若更
新中的多代崇拜仍然难以留住年轻人；那么，有关堂会可采用青年部
推出的“Life Worship”（一个赢得下一代的崇拜模式），以减少年轻
一代流失。值得一提，为了留住下一代，吾会在2024年推展全新的校
园事工，并委任林燕群传道成为事工干事。为了赢得年轻一代，青年
部成立“复兴下一代”发展金，筹募的目标为RM 300,000，各堂会可
依感动进行奉献。

另外，吾会成立了“卫理公会属下办公室同工联络网”，主要开
展人力资源共享的模式。连结对象包括堂会自聘的牧养同工、行政同
工及在福音机构（Para Church）服侍的卫理会友；善用同工，实行
牧养、关怀、激励及陪伴的措施，建立其归属感，减少人才流失。
同时，激励其委身服侍，冀望有朝一日成为牧者。

行文至此，容微仆用名句作总结：二十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
留给子嗣，其会说太旧了；你把现在的车子留给子嗣，其会说别逗
了；你把现在的金子留给子嗣，其会说不够值钱。然今，你赋予他
们丰富的属灵遗产和正确的人生观；二十年后，他们将感恩父母的用
心。能恒久传承者，唯有基督信仰与属灵品格。

共筑敬虔后代

廖克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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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脚浸信教会敬牧主日
12月3日早上，本人在大山脚浸信教会

敬牧主日担任讲员。这间富有动感的教会虽
仅有百余位崇拜人数，却有活泼的敬拜；开
拓爱邻社区关怀机构及设立老人院，在社区
作盐发光。

 

年会异象圣工研讨会
12月5日下午，两天一夜的年会异象圣

工研讨会正式开始，以更新走向复兴路向图
为研讨前进，整合各部计划，齐推广三把使
命，筑成代代相传。

 

 

曼绒新希望关怀机构会议
12月9日早上，本人主持曼绒新希望关

怀机构会议，评估走过的一年，展望未来一
年。

沐恩堂暨沐恩关怀基金会联办“圣诞
慈善嘉年华会”开幕仪式

12月16日晚上，微仆主持沐恩堂暨沐
恩关怀基金会联办“圣诞慈善嘉年华会”开
幕仪式；现场热闹非凡，吸引了会友和社区
朋友到来；不仅向社区报佳音，又能分享主
爱，援助有需要的家庭。

 

莫珍歪堂圣诞感恩崇拜
12月25日早上，本人在莫珍歪堂圣诞

感恩崇拜中勉励会众“耶稣在·希望还在”，
许多返乡的弟兄姐妹同沐主恩。另，该堂也
推出“迎接百年计划”。

 

年会办公室同工庆圣诞
12月26日早上，本人款待年会同工圣

诞餐；为了表彰忠心服侍的资深同工们，年
会新增了一项福利⸺长期服务奖，以表对
他们的感激之情。

吾会会长——廖克民牧师证道

研讨会现场

求主兴起更多义工，走入人群，关爱社区。

开幕礼

廖会长伉俪（前排左二、左三）、堂会主理——林
志伟牧师（前排左一）和堂会执事合影。

温馨聚餐，喜乐交流。

会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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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之家基金会会员大会
12月29日下午，本人召开儿童之家基

金会会员大会，商讨今年事工和来年的计
划。

 

年会办公室新同工
1月2日，崭新一年，年会办公室迎来

四位新同工；他们的加入，无疑是对团队发
展的积极促进，为复兴之路注入了动力！

 

百美堂牧区议会
1月5日晚上，微仆顺利完成今年首次

牧区议会。为百美堂献上感恩，有方向感的
牧者和融洽团队的执事，齐心为主购置有规
模的新圣殿，推动全方位的事工。

9/1

10/1

11/1

12/1

13/1

14/1

16/1

17/1

20/1

21/1

22/1

23/1

28/1

30/1

3/2

年会崇拜与音乐部会议、
教育部会议、基督教教育部会议、
青年事工部会议
年会布道部会议、宣教部会议
年会传播部会议、
历史文献部会议、社会关怀部会议
年会教牧住院与医药福利金委员会
会议、救援赈灾发展部会议、
会友事工部会议、产业部会议
大城堡堂牧区议会
在新山新恩堂主日崇拜证道、
牧区议会、
在芙蓉堂晚间崇拜证道、牧区议会
年会牧职部会议、教区长会议
年会经济部会议、执行部会议、
伙伴教会策划小组会议
日落洞堂牧区议会
在油较路堂两堂崇拜证道、
宣道堂牧区议会
沐恩堂牧区议会
红本《门徒》开幕暨勉励、
关丹堂牧区议会
在巴生堂主日崇拜证道、牧区议会
绿本《门徒》开幕暨勉励、
吉隆坡堂牧区议会
信托理事会会议、区域理事会会议

日期

一月份

行程

会长行踪

全体照

左起为《南钟》助理编辑——蔡乐瑄姐妹、周迅弟
兄转为全职传媒干事、廖会长、杜万炜牧师、校
园事工干事——林燕群传道（部分时间）及大厦监
管——Bakri Soon弟兄。

会后，大家共聚晚餐，深入交谈。

会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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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敬虔的家
庭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这不仅是

父母的责任，也是整个家庭共同的任务。通
过信仰、祷告、教导、榜样和关爱，基督徒
的家庭可以成为信仰根基的坚实基石，培养
出敬虔的后代，筑成代代相传。

信仰的奠基
要建立敬虔的家庭，首先必须确立信仰

的基础。〈以弗所书〉6章4节提到：“你们
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
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表明父母应以主
的教训引导子女，通过与子女分享个人信仰
经历、解释经文，帮助他们建立对上帝的信
心。每天祈祷、读经，以及一同参与教会服
侍，可以巩固家庭的信仰基础。

祷告和崇拜
家庭成员一同参与祷告和崇拜是构建

敬虔家庭的关键。〈哥林多前书〉14章40

节提醒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
序行。”通过定期的家庭祭坛，家庭成员能
够共同寻求上帝的引导、分享对祂的爱和敬

拜。这不仅有助于建立家庭成员之间的联
系，也强调了家庭信仰生活的重要性。

教导圣经原则
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石。父母需要定

期阅读圣经，深入解释其中的原则和教导。
〈提摩太后书〉3章16至17节明确指出：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
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
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通过在
日常生活中教导圣经的原则，家庭成员可以
更好地理解基督信仰，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生
活中。

家庭共建
敬虔为主
整理：编辑组

一月主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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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榜样
作为父母，成为敬虔的榜样是塑造孩

子持守信仰的关键。〈提摩太前书〉4章12

节鼓励我们：“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
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
信徒的榜样。”父母的生活方式和品格对孩
子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他们应该追求圣洁、
慈爱和坚定的信心，成为孩子们信仰的引导
者。

耐心和宽恕
在家庭中，遇到问题和矛盾是不可避

免的。然而，基督徒家庭要学会彼此宽恕。
〈以弗所书〉4章2至3节教导我们：“凡事
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
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心。”通过宽恕和耐心，家庭成员能够在困
境中维系团结，保持和谐关系。

圣经榜样人物
在圣经中，我们找到了一些敬虔典范。

亚伯拉罕是一位信心坚固的父亲，他顺从上
帝的呼召，领导家庭走向神所应许的地方；
何西阿是一位忠诚的先知，通过自己的婚姻
经历展示了神对我们不变的爱；提摩太则是
一位受到母亲和祖母教养的基督徒，成为保
罗的忠实同工。

7

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学到了顺从、信
心、宽恕和爱。这些人物成为基督徒家庭建
设敬虔的重要参考，让家庭成员都能在信仰
中共同成长。

结论
综上所述，基督徒家庭要建立敬虔的

素质，需要父母和孩子的共同努力。通过坚
定的信仰、有秩序的祷告和崇拜、深入的圣
经教导、宽恕和耐心，基督徒家庭可以成为
信仰的堡垒，为每个成员铺就坚固的信仰基
石。这个过程充满挑战，但也是一个充满祝
福和喜乐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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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共建的理念中，陪伴是不可或缺
的元素。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

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
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林前13:1）我们
若说爱儿女，却不愿意花时间陪伴他们，这
样的爱只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空空如也！亲子关系的建立需要时间的经
营；同理儿女的感受，使其身心灵都健康。

“桌游”是一项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工
具，强调面对面的参与；由卡牌、图版、骰
子和配件等组成，透过机制（规则）来操作
的桌上游戏。保罗说：“你们作父亲的，不
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
育他们。”（弗6:4）玩桌游不但促进父母
与儿女的关系，欢乐的气氛更使家庭和乐融
洽。在愉悦的氛围中，儿女更容易接受父母
的说教。

5年前，我和当时6岁大的儿子新翰首
次结伴参加一个情绪桌游的工作坊。我与儿
子联手击败了对手家庭三人，儿子成了大
赢家。初尝胜利的滋味，母子俩高兴得彼此
相拥，儿子还要求把桌游买回家与家人玩。
不久，我发现桌游不但拉近了我与孩子的关

系，儿子在情绪管理上也有明显的进步。后
来，我尝试把游戏化教学融入孩子的学习
中，透过桌游的“玩中学，学中玩”的理念
辅导他们。

桌游有助于锻炼孩子的反应、思考、逻
辑、情商、语言表达、眼手协调和专注力；
同时，也能提升孩子的创意。虽然每款桌游
都有它特定的游戏机制，但对我而言机制不
是最重要的。当我放手让孩子使用桌游配件
或卡牌创造自己的游戏规则时，往往都会给
我带来无限的惊喜，孩子的创意怎能如此强
大！

〈申命记〉6章6至7节记载：“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
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
下，起来，都要谈论。”经文中“殷勤教
训”是指父母要常在儿女的身边，腾出时间
陪伴孩子；无论在家里或户外，无论在休息
时或活动时，都要在孩子面前谈论神的道。

MCO期间，我们买了一款福音桌游 

《天路历程》。我们兴致勃勃拼合配件，然
而在玩的过程中，孩子却对其不感兴趣，因
为他们对故事内容和桌游中出现的人物一无
所知。于是，我把桌游搁置一旁，先陪孩子
阅读绘本版的《天路历程》，再观赏《天路
历程》卡通电影。熟悉故事情节后，我们再
回到桌游，这次大家都玩得得心应手。我们
更是展开了许多信仰课题的讨论，如：怎样
得着救赎、信心的建立、如何抵挡诱惑。原
来，陪同孩子玩桌游，不但促进亲子关系，
也能分享和教导圣经真理。

玩出幸福的亲子关系
文：朱潘佩茵（师母）

一月主题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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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要开始在家中引入亲子桌游的
父母，我建议从简单的派对桌游，如：《嗒
宝》和《签签入扣》开始。《嗒宝》游戏机
制很简单，只需从两张卡牌中，找到相同的
图案，并喊出图案的名字。这款桌游可以训
练大脑与手眼协调能力。《签签入扣》是一
款平衡游戏。玩家轮流抽取颜色签，然后摆
放在底部为弹簧的基地台上。签与签的摆放
要对应相同的颜色。基地台的底部是一个弹
簧，会随着上头的重量分布而不停地摇晃，
所以玩家必须维持基地台的平衡。

另外，《大富翁以色列之旅》也是一款
值得推荐的家庭桌游。除了价格实惠，其内
容融入了以色列人的文化、节期、地标与信
仰。父母一边玩，还可以和孩子一同讨论与
圣经有关的背景，以及文化习俗。

承蒙教会的邀约，让我有机会到各处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9

提供福音桌游的体验。每一场的邀约我都会
带女儿欣宜一同赴约。经过两年的训练，
从最初被安排收拾桌游，逐渐成长为一位小
导师，进行桌游机制讲解、带领桌游和陪伴
长者玩桌游。她对每一场外出的服侍充满期
待，因为这不仅是她学习的机会，也是她与
妈妈共处的时光。

陪伴是一种长远的投资，我们投入的时
间与精力将构筑起与孩子的稳固关系。优质
的亲子关系将使孩子倾听父母的话，主动去
完成我们期待他们做的事情，共建合神心意
的家庭。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
老他也不偏离。”（箴22:6）用心陪，用爱
伴，方能教养孩子一生行在主的旨意中！最
后，勉励作父母们，别再羡慕别人的家庭亲
子和乐，但愿你也能放下工作、应酬和家务
等繁琐的事，与孩子来一场欢乐的桌游体验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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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在徐智淳牧师和蔡光明牧师的
带领下，我们顺利完成2023年10月

15至20日的印度短宣。短宣队由10位队员
组成，分别来自美佳堂、八达灵新市堂、加
埔堂和百美堂。

10月15日
在神的保守和带领下，我们于晚上

九时三十分，从KLIA 2出发前往Cochin 

International Airport。感谢印度卫理使徒教会
（MACI）主席⸺摩西牧师（Rev. Moses）
与几位牧者亲自来接机，让我们顺利前往酒
店休息。

10月16日
早餐后，我们出发去MACI Chalakuddy

中心与摩西牧师一家及当地会友交流、团契
及献上祝福。

然后，前往MACI Attapa lam布道所
（位于Kerala省边界）参加“祝福庆典”
（Blessing Fest），由蔡牧师分享主题信
息，共有20位来自当地的弟兄姐妹参与。

会后，前往Coimbatore（位于Tami l 

Nadu省）。晚餐后，大家入住酒店，开始
预备接下来的紧密行程。

报道：有源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准备出发！

年会印度短宣之旅 

年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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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短宣队前往MACI Arulpuram 教会（八达

灵新市堂子堂），与当地牧者Pastor Simon

一家及部分会友展开交流。这是一间蒙福的
教会，牧者积极地带领会友传福音，以至崇
拜人数不断增长。

午餐后，进行MACI教牧学校，参与者
有16位。徐牧师以“增强教会的祷告会”
为题教导会众；蔡牧师则教导会众“认真研
经，建立门徒。”

教牧学校结束后，团队接着预备儿童
节目；同时，也为当地电流供应稳定恳切
祷告，因为从早上到下午我们经历了数次长
时间的停电。感谢主，儿童节目开始前15

分钟，电流恢复供应，并且保持稳定直到结
束！

儿童节目包括了传统的欢迎仪式、当
地儿童表演、背诵经文、短宣队给予主题教
导与手作，以及派发母堂预备之恩物（不锈
钢午餐盒）。本次主题为“诗篇23”，共有
33位儿童和14位家长出席。当地的孩子擅
长于背诵经文，能背出至少5节的经文，有
者甚至能背出12节。

10月18日
 一早，短宣队前往MACI Sundarapuram 

教会（百美堂子堂），与当地牧者Pastor 

Alex一家及数位会友交流、团契与献上祝
福。该教会非常注重与社区的连结，牧者及
会友都在社区中积极服侍；此外，其对孩子
的教育极为重视。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探访MACI Pondanur（美佳堂子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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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后，团队去到MACI Pondanur（美
佳堂子堂），与当地牧者Pastor Amstrong 

及30位会友交流、团契与献上祝福。该堂
会是由一位热心的弟兄奉献的，他将他自家
的一楼无偿地给教会使用。该教会信徒多住
远处，不畏距离遥远，每周固定到堂会敬拜
神。

当晚的儿童节目在Sundarapuram进行
（Sundarapuram与Podanur联合），共有33

位儿童和18位家长出席。节目流程包括：传
统迎宾仪式、孩子呈现歌曲及舞蹈、背诵经
文、短宣队员带领主题分享与手作，以及派
发母堂预备之恩物。

10月19日
清晨，团队前往MACI Cheran Ma 

Nagar（加埔堂子堂），与当地牧者Pastor 

Stephen 夫妇及数位会友交流、团契及献上
祝福。该教会坐落于贫困的社区，堂会面积
仅120 平方英尺；会友多为女性，职业是街
道清洁工。为了招待短宣队及应对晚上儿童
事工的需要，牧者特别搭建了一个户外凉
棚。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准备前往MACI Cheran Ma Nagar（加埔堂子堂）

短宣队带领儿童节目“诗篇23”

会后，一位未信主的男人寻求我们将他
从酒精成瘾的捆绑中释放。徐牧师先邀请他
接受耶稣基督，他欣然接受，并作了决志祷
告。决志后，徐牧师为他作释放祷告，祈愿
这位重生的弟兄能从此戒酒。

当晚的儿童节目有51位孩子和8位家长
出席。节目流程包括：传统迎宾、孩子呈现
歌曲与舞蹈、背诵经文、短宣队带领主题分
享与手作，以及派发恩物。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虽然没有音响设备，孩子却能以清唱的
方式载歌载舞赞美神！他们还特别献唱英文
诗歌！

10月20日 

团队在印度的最后一天。早餐后，团
队进行最后一次灵修及让队友个别分享这次
短宣之旅的感受。然后，就前往St. Thomas 

Church Kodungallur 观光，瞻仰传说中门徒
多马的右手骨，接着到当地的百货公司购
物！尔后，前往机场，踏上回归的旅程。

感谢每一位队友的努力与付出，使印
度短宣之旅圆满落幕。求主继续保守年会与
印度卫理使徒教会（MACI）之间的合作，
让印度国土有更多的人民有机会认识耶稣基
督。

年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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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 年 认 领 泰 北 亚 拉 腊 教 会
（Ararat Church）及暖密教会（Ruanmmitt 

Church），八达灵新市堂每一年都组团前往
泰北进行宣教工作。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
我们停顿了两年的短宣，但不忘与泰北教会
保持联系，首次举办了线上越洋祷告会和领
袖交流会。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以农业和旅
游市场为生的阿卡信徒是首当其冲。经济危
机也衍生许多的家庭问题，教会层面更是面
对会友流失的挑战。2022年，国际边境逐
渐开放，我们再次前往泰北，了解他们实际
的问题，坚固彼此的信心。

2022年的短宣，我们了解到教会面临
着下一代牧养与信仰断层的危机。有鉴于此，
计划来年可以继续探访与跟进；我们将泰北
教会的现况传递给八达灵
新市堂的会众，引领大家
一起守望代祷。最终，神
感动了数位青年人咨询泰北
的禾场事工，我们正式敲定
了 2023年的短宣行程。

疫情后，八达灵新市堂重启短宣行程；2022年11月
28日，与泰北教会领袖交流和祷告。

报道：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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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短宣：

疫情后
再次出发

堂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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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了家庭探访、儿童节目和培灵
晚会；同时，也到新禾场⸺Pala村探访村
长。11月 24日，我们先走访了亚拉腊教会
和暖密教会的 11个家庭；下午，抵达宋葵
布道所（由亚拉腊教会与暖密教会领养的布

道所），紧接着马不停蹄地探访了 9个家庭。
一些家庭并不在我们原本的安排中，但透过
上帝奇妙地介入，使我们能接触不同的家庭
与会友。
在短宣前，我们不断为泰北的青少年人

祷告。筹备期间，泰北教会不时传来消息：
“几位青年人搬迁了”、“几位少年人最近
都不来聚会”、“他们退学去打工了”……
导致我们无法掌握青少年营的出席人数，担
心倘若出席人数寥寥无几，一切辛苦筹备的
节目内容，岂不白费？

筹备青少年事工的过程中，我们作了最
坏的打算：预备心随时弹性处理与调动任何
的安排。我们深知这次短宣的目的，就是要
建立下一代。11月 25日，泰北青少年营的
第一天，出席人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

我们在各堂会举行培灵晚会。24日，吴敬贤传道在
宋葵布道所主讲“耶稣是谁？”；25日，林崇恩牧
师在亚拉腊教会主讲“卓越的灵性”；26日，吴敬
贤传道在暖密教会主讲“祷告的真意”。

林崇恩牧师引用〈诗篇〉25章4至5节、12节提醒
大家在完成梦想时，记得要寻求神、等候神、敬畏
神。

吴敬贤传道引用〈希伯来书〉10章23至25节教导青
少年“不可停止聚会”，停止聚会的举动会酿成一
种习惯。上帝不要我们独自面对软弱，而是来到团
契，与人接触，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堂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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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继续为泰北阿卡宣教区代祷：
• 活出门训与传道并重的使命；
• 各堂会迈向自治、自养、自传的成
长目标；

• 以真道建立儿童和青少年的信仰，
成为下一代福音见证人。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预备的礼物不足，但这已无关紧要，因为有
35位青少年参与，一切都变得值得了。高
兴之际，翌日的青少年营却发生了变化。

11月 26日，营会的时间快到了，大家
顿时忐忑不安，只因不见任何青少年的踪
影。泰北教会的领袖也心急如焚，拿起手机
不断责问孩子们跑去哪里。“若不是耶和华
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
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

青少年营圆满落幕，泰北教会的主日学老师、青少
年和短宣队员合照（摄于暖密教会）。

除了青少年营，我们也在各教会带领儿童主日学，
并在Pala村的一家幼儿园进行儿童布道节目。

127:1）没错，我们为营会费尽精力，牧者
也预备了丰富的主题信息，但我们有没有把
一切都交托于主？在这宣教禾场，我们是否
看自己比别人强？此时此刻，我们冷静下来，
同心祷告，向主认罪忏悔，求神在这关键时
刻掌权。我们承认自己是多么地软弱，唯有
专心倚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神是信实的，祂所要成就的，无人能拦

阻。青少年人陆续回来；尽管节目拖延了一
些时间，但短宣队员怀着感恩的心，积极参
与营会的各个环节。青少年也乐在其中，比
起前一天更全神贯注地聆听和参与讨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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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野新堂举行教育中心 /牧师
楼奉献礼暨设教一百零二周年感恩崇

拜，170位来自邻近及外地的嘉宾踊跃出
席，共同见证这历史性时刻！

该堂幼儿园学生及青少年于会上呈献
节目。嘉宾包括：吾会会长⸺廖克民牧师
伉俪、年会会友领袖⸺林伟杰弟兄伉俪、
南部教区长⸺陈金发牧师伉俪、年会财
政⸺万福全弟兄、育贤学校董事会代表及
福建公会代表。

廖会长受邀证道及主持奉献礼，林伟杰
弟兄、陈金发牧师及南部教区会友领袖⸺

赖进源弟兄受邀致辞。其勉励野新堂持续更
新成长，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装修与扩建筹委会主席⸺颜玉钗感谢
上帝的洪恩，使这项两百多万的建筑工程得
以竣工。此建筑物拥有多间崭新的幼儿园课
室，设备完善且拥有空调，为幼儿提供良好
的学习环境。她指出，有意让4至6岁孩子
前来就读的家长，可联络黎凤琴园长（012-

251-7803）。
会后，堂会于桂花楼设宴款待与会者，

宴开17席。

170位牧者与各堂会信徒领袖出席野新堂教育中心/牧师楼奉献礼暨设教一百零二周年

报道：许傅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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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新堂教育中心/牧师楼奉献礼
暨设教一百零二周年
野新堂教育中心/牧师楼奉献礼
暨设教一百零二周年

堂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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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为罗艾琳牧师、颜玉钗姐妹、林伟杰弟兄伉
俪、廖会长伉俪、万福全弟兄、陈金发牧师伉俪。

廖会长（右三）主持奉献典礼

堂会执事与嘉宾共切蛋糕。左起为邱家伟传道、赖
进源弟兄、陈金发牧师、廖会长、颜玉钗姐妹、林
伟杰弟兄、罗艾琳牧师、吴雅伦姐妹和符罗以姐
妹。

会众举起手为野新堂作祝福

我们虽小，但“舞”劲十足！

廖会长以“有约在先”为题证道，勉励野新堂弟
兄姐妹持守立约的心志，必能见证上主的约（徒3: 
25）。

颜玉钗姐妹致辞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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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stream is lowly 
only low in the land does 
the water flow tenderly 
to seek the level that is lowest 
flow silently silently that gathers 
many songs, the song’s of darkness 
mades many lights……Wendell Berry, Selected Poem

岁月凝结 
挂在树梢上 
一不留神掉落在草茵上 
枯叶忘掉沉重的负载 
飘落酿制沃泥的记忆 
更滋益土壤的青绿

伤别离 
总是催人泪

人生如寄飘忽似风 
不牵挂 
拂袖挥别 
遥寄永乡 
投抱祢爱怀 永憩 
旧知昔亲喜相迎 

感谢祢的恩情 
离去给终结的预感 
乡亲故友的造访 叙旧 
致电向故友旧识 惜别 
留下围桌畅饮咖啡的空席 
诀别剪刀 石头 布的玩伴 
有您们的相伴 
我的人生画布 
增添几笔有声有色的画彩 
一如昨日 
您们的名字 音容 
珍藏存储在黑白记忆相簿里 
清晰不褪色
 
谢谢您的深情 
赐我如影随形 
相濡以沫的发妻 
贞爱忠诚是我们的坚守 
57载的执子之手从不厌倦
视甘苦祸福为最深切的缱绻 
把黑暗悲苦的日子挥洒 
彩虹般的信心与坚爱 
牵肠挂肚的挚意 
用汗水与苦口婆心点灯 
坚持照亮儿女对上主的忠信

悼文：归依 Home-coming
文：王有仁（昆仑喇叭堂主理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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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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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没完好 多有泪水
我的离去 
爱妻的心掏空 痛哉！
如帆船失去了风 
又如画布缺了色彩 
但因祢的悲悯与扶持
往往在泪水 伤祷中 
才能望见缤纷的彩虹 

谢谢祢的炽爱与信任 
给我当负的轭
活得札实没遗憾 
抖擞地热爱工作是我青绿的氧气 
视忠诚服侍是对祢炽爱的祷告 
深明 爱的言行只在舍己中 
   看见 听见 
深信 生的价值是感恩  服侍的回报 
生命不留白

谢谢祢的爱怜 
我的离去 
氛围交织着悲愁  浓郁的芬香 
感怀 颂德之辞 
句句真切 
祈愿它们传扬祢的美德 
祈愿美德 善行子孙恪守不渝 
花卉的美 颂词 歌声的汇集 
都指向祢的荣美 

寡言 用行动说话 
walk the talk 
是我 我的座右铭 

哀荣的安葬礼 
我们都在 
为您身体最后的驿站 
致敬 
肃默 歌声回荡 
天空愁然 
掉下泪水 
参杂着我们与上主 
悦动的泪水 
泪别 待……相会天家 

O Lord! Break into our darkness
with the light of your presence. 
Plant seeds of your wisdom 
in our barren heart 
and to enliven our words and deeds 
Then help us rest in You and see 
that LIFE is marvellous! —改写自 Carol Dixon, Worship Live 11

悼念 许俊民弟兄
他于2023年5月25日逝世 

感念他美善的一生！

王有仁牧师 题 
写于2023年5月30日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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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友指南》
马来西亚卫理公会委身于基督去培育门徒，使其在实践基督

信仰的旅程上信服祂：有良好的开始，有真诚的持续，并有尊荣地
完成。《会友指南》的出版好像五旬节诞生的初代教会一样，有圣
灵在基督徒生命和经验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我们称为卫理公会信徒的上帝子民，祈求上帝使用这本《会
友指南》来教导我们、塑造我们，建立我们在信仰上纯正，在敬虔
生活上活泼，在服侍上忠心，作主忠心的门徒。

进一步了解，可询问：廖春煌弟兄       欲购买可联络：石金玉姐妹

二、CAC 101, 102, 103, 104

资料提供：生命培育团队
整理：陈聃聃

生命培育课程
材料（一）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CAC 101 将自己委身给基督及神的家

课程大纲
第一部：我们的救恩
1.1：我们作基督徒的定义
1.2：我们的洗礼和它的重要性
1.3：我们的圣餐和它的意义

第二部：我们的宣言
2.1：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2.2：我们信仰的告白
2.3：我们的生活形态告白：M.E.T.H.O.D.I.S.T.

第三部：我们的策略
3.1：我们的使命和异象
3.2：我们的委身
3.3：我们的文良港（SMC）策略

第四部：我们的组织
4.1：我们的身份（会友）
4.2：我们的历史和组织架构
4.3：我们的会友盟约

生命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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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 201 迈向灵命成熟

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
1. 介绍：灵命成熟和习惯
2. 如何“抓牢”你的圣经
3. 每天花时间与神同在的习惯

CAC 401 完成使命

课程大纲
第一部：发现我的人生使命
第二部：如何分享信息
第三部：如何在我的宣教的池塘里钓鱼？
第四部：如何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

CAC 301 发现事工

课程大纲
发现事工过程的目标
关于事工，圣经怎么说？
神如何塑造我？
发掘我的恩赐
运用我的能力
审查我的经验
委身于事工
你的下一步

第二部分
1. 祷告习惯：与上帝交谈
2. 十一奉献的习惯：回报上帝
3. 团契生活的习惯：享受上帝的家庭
4. 如何养成好习惯

进一步了解，可询问：郭进吟牧师（博士）

进一步了解，可询问：钱本祥弟兄、Alpha网
(https://asiapacific.alpha.org/preview/cafs-sc/)

三、幸福小组系列
幸福小组布道策略，建立人人布

道的对外平台、提供专业布道的训练机
制、学习尊荣慕道友的文化。

进一步了解，可询问：陈文晖牧师
欲购买可联络：智慧书局、
                               迦南地基督教书店

四、启发课程

第一阶段
全人更新营会
门徒学校上

第二阶段 门徒学校下

门
徒
学
校

第三阶段

幸福大学下
好牧人营会

第四阶段

幸福大学上幸
福
大
学

幸
福
小
组

门
徒
学
校

幸
福
大
学

幸
福
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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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门徒课程

红本《门徒》：
研读圣经、作主门徒是一个为

期34周的研经课程，涵盖新、旧约圣
经，内容按照圣经故事的历史程序来编
写。每周上课两小时到两小时半。学员
在学习了34个“门徒标志”后，更能
委身作主门徒，红本《门徒》是其他三
册的必修基础课程。

绿本《门徒》：
扎根真道、深入世界以32个星期

深入研读〈创世记〉、〈出埃及记〉、
〈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这课程
是建立在红本《门徒》的圣经知识基础
上，并进深到所挑选的部分书卷。两项
重点是“安息日”及将所学到的应用到
世界中。基本资料丛书（包括解经书、
地图册、圣经字典等书籍）能帮助学员
更深入地了解学习的经文。

紫本《门徒》：
紧记你们是谁以32周的时间深入

研读〈先知书〉及〈保罗书信〉。其强
调记忆与上帝子民身份之间的关系。主
题呼吁人们要回想、悔改，不断更新异
象，明白社体的定位。每一周的“顺服
社体的标志”都响应众先知及保罗的要
求：让上帝居首位。其背景资料图表内
容包括历史线、地图和图表的运用。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南钟挚友

金本《门徒》：
在生命树下以32周深入研读旧约

〈智慧书〉、新约〈约翰福音〉、〈约
翰书信〉、〈雅各书〉、〈犹大书〉和
〈启示录〉。课程呈现一幅迈向完全
的生活方式⸺迈向〈启示录〉超然的
信息和应许的高潮。每周的两项操练包
括“诗篇朗读”（引导人们深化祷告生
活）及作“彻底门徒”的强调（进一步
要求学员委身基督及作主门徒）。

支票抬头写：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 
或 汇 款 至 H o n g   L e o n g   B a n k 账 号 ： 
002-0006-3469，请扫描二维码（Google 
Form）上载单据，或将单据和表格电邮至
ckyok69@methodist.org.my（金玉姐妹）。

进一步了解，可询问：万富奇牧师（博士）
欲购买可联络：新加坡门徒机构

RM 100

沈志华弟兄　张凯钦弟兄　谢淑宝弟兄
何仲民医生　林政和夫妇　林玉香姐妹
钱有达夫妇　杨美观姐妹　黄秀心姐妹
李家慧姐妹　林秀珍姐妹　田莲花姐妹
叶秀丽姐妹　王桂贞姐妹　钱有达夫妇
李佩芳姐妹　王祖祥牧师
甘文阁堂
拿督李国庆夫妇

奉献
甲洞堂　　　　　 文良港堂
黄恩典夫妇　　　 吉隆坡堂
安邦堂　　　　　 皇冠镇堂

1000
200

1000

1000
600
500

500
1000

生命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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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圣社逐渐成型
同年（1728年）11月，当查理士·卫

斯理的兄长⸺约翰·卫斯理回到牛津大学
的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担任教职的
时候，他成为了这个宗教小组的指导。格
利·贝斯（Gary M. Best）指出，在1731至
1733年间，是约翰形塑了小组的运作。以
下是一些摘要：1

制定了十五道问题帮助组员每天在思
想、言语和行为上自我检视。组员必须回答
有否捉住机会行善及服侍他人？有否尽力对
付恶事及传福音？他们必须证明已经委身在
足够多的私人祷告及公共崇拜里；此外，大
家必须以友好的方式和因着爱的缘故，借着
指出彼此的弱点和过失，彼此扶持与守望。2

编撰了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系列问题，每
天有不同的主题和着重点供组员省思：

上帝的爱  （星期日）
人的爱  （星期一）
人性  （星期二）
温柔  （星期四）
感恩  （星期六）
克己和禁食（星期三及星期五）；约翰

要求大家在这两天禁食早餐和晚餐，只吃简
单的午餐。

为要帮助大家成为“圣经中的基督徒”

（Bible-Christian），他要求组员除了读英文
圣经，也要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圣经。

向组员建议一个的研读书目，范围涵盖
圣经注释、敬拜的本质、基督徒的生活、祷
文及讲道集。除了有关宗教的典籍，书目中
也推荐了古典文学读本。这个书目列表一直
不断加长。

随着约翰的加入和领导，查理士开始的
宗教小组从组织松散、不定时的聚会变成定
时。起初，他们每个星期日晚上见面，后来
每周两次，到最后每天晚上从六时到九时聚
会。他们每星期二在查理士的房间聚会，每
星期四在罗伯·克翰姆（Robert Kirkham）的
房间，每星期六在约翰的房间，每星期日则
在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的房间。3

文：吴永基医生

认真寻道者的旷野路
——从牛津大学开始（中）

Gary M. Best, Charles Wesley: A Biography (Peterborough: Epworth, 2006), 40-41.
这种相互问责的操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后来十八世纪卫理运动中的班会（Class）里。
克翰姆和摩根是两位最早与查理士彼此立约追求圣洁生活的组员。

1

2

3

位于牛津大学校园内的卫斯理纪念教堂（建于1878
年），前身是圣彼得学院礼堂，曾是卫斯理兄弟的
父亲——撒母耳上课的地方。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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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周坚领圣餐，他们每天花很长
的时间默想和祷告。约翰要求大家每个小
时作自觉的祷告，一天四次使用特定的祷告
文。自1733年起，他收集了许多祷告文，
后来经过编辑，于1734年以“A Collection of 

Forms of Prayer for Everyday in the Week”为
名出版。

这个宗教小组渐渐壮大；除了克己，竭
力过圣洁的生活，他们也开始了对外的慈善
服侍。作为最初的成员之一，摩根影响了其
他同道于1730年开始监狱探访的工作。他
们从微薄的资源中为囚犯付还法律咨询费，
帮助因欠债入狱的囚犯还债，提供药物、书
本及一些生活需用品，为他们宣读祷告文，
甚至还为囚犯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此外，他
们也援救妓女及参与驱魔赶鬼。

因着对追求敬虔生活的显见热忱，同
时言语和行为都一丝不苟地完全按照圣经
而行，这个牛津宗教团体开始被称为“圣
社”（Holy Club）。4 虽然开始时是旁人的
讥讽，但“圣社”这个称号适切地表达了牛
津卫理运动的核心关怀⸺追求圣洁！5 此
外，因着圣社成员在其他人眼中“另类”的
行为，还有好一些绰号被标签在他们身上，
例如“虔领圣餐者”、“狂热分子”、“积

功主义者”和“圣经蛾”等。虽然这些绰号
起初都带有贬义，但我们可从中一窥他们如
何克己，透过各样操练追求圣洁。

威廉·劳的影响
这段期间卫斯理兄弟的思想深受威廉·

劳（William Law）的影响。这位剑桥学者及
禁欲主义者在1726至1729年间出版了两本
著作：《基督徒的完全》和《敬虔和圣洁生
活的严肃呼召》。查理士尤其深受后一本影
响；强调基督教信仰必须完全舍弃世界。基
督徒非但不要追求世俗的欢愉，反而应该渴
慕“完全”，按照基督的样式形塑自己的生
命。

他敦促那些要追求真实宗教信仰的人
必须合一地参与在小会社当中，实践自愿性
的贫穷、纯贞、退省及灵修，并且要无欲无
求地生活。这简直是为卫斯理兄弟积极和刻
苦的属灵操练提供了信心养分。因为威廉在
卫斯理兄弟牛津时期属灵生命中扮演重要角
色，查理士后来说：“他是我们的施洗约
翰”、“我对宗教的认识，完全是从他身上
学习。”（见其志期1736年10月17日的日
记）。卫斯理兄弟终其一生追求的“基督徒
的完全”，可回溯到威廉的启蒙。待续……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牛津城堡，在卫斯理世代曾经充当监狱。

起初大多数成员在各自两三个人的小组中见面。随着人数增加，后来有了三个固定的大组：约翰带领的林
肯学院组、克莱顿（Clayton）带领的布罗纳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组及查理士带领的基督学院组，
参Best, Charles Wesley, 44。泰申还提及另外两个分别由便雅悯·英翰姆（Benjamin Ingham）带领的皇后
学院（The Queen`s College）组，以及由朴特斯小姐（Miss Potts）带领的牛津镇小组。他们都直接或间接
从约翰和查理士那里接受属灵指导，参John R. Tyson, Assist Me to Proclaim: The Life and Hymns of Charles 
Wesley（Grand Rapids：Eerdmans, 2007），14-15。
泰申指“圣社”的称号是自1731年开始经常性地被他人用以称呼这个牛津宗教团体，贝斯却认为是在1730
年11月开始；分别参Tyson, Assist Me to Proclaim, 14及Best, Charles Wesley, 40。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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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历史来看，它跟两者有关。 

它是欧洲西北部加尔特（Celtic）族
群的驱鬼传统。每年的10月31日至11月1日
为鬼节，人们害怕从阴间来到阳间的鬼会掳
掠其灵魂，便以各种属灵仪式与献祭赶鬼，
其中包括将自己打扮成动物和妖怪，好吓跑
鬼灵。

不过，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加尔特族
群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到了七至九世纪，
欧洲的基督教界将鬼节转化为“万圣节”，
以记念千千万万已故圣徒的神圣节日，缅怀
古往今来敬虔的先贤与忠心殉道者的属灵榜
样。这就是为何10月31日的“万圣节”英
文名简称为“Hallowe'en”，即“Hallowed 

Evening”或“Eve of All Saints' Day”（记念
千万圣徒的前夕）。

从阴深深的“鬼节”到怀念圣徒的 

“万圣节”，这个文化与属灵转变彰显了
基督福音的大能；救赎了一个族群的日子

节期、世界观和价值观、心灵信仰及生活行
为。当然，在这过程中，遗憾的是，民间精
灵信仰和基督教的混杂（Syncretism）也会
发生，甚至流传至今。我们不难看见阴深版
本的“Halloween”仍然存在，各种怪异的
妖魔打扮派对和装饰就是明证。

如今，在10月31日至11月2日庆祝“万
圣节”（All Saints' Day）和“万灵节”（All 

Souls' Day）是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的
节期传统。“万圣节”主要是记念荣返天
家的圣徒，“万灵节”则是为那些在炼狱
（Purgatory）受火炼净的信徒灵魂祈祷。

基督新教（Protestant Church），这16世
纪宗教改革的果子，因认为“已故圣徒有功
德可供活着的信徒祷告支取，以助基督徒亲
人的灵魂脱离炼狱之苦”这教义不合乎圣经
的启示，便撇弃或不再重视万圣或万灵节。

不过，若从古老的〈使徒信经〉背诵 

“我信圣徒相通”的信仰告白来看（参来

牧师，有些学校在万圣或万灵节放假，这节日到底跟鬼有关，还是跟基督教有关？

文：刘世尧（砂拉越卫理神学院讲师）

万圣节
迷思

信仰之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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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启7:9），今日的基督徒每年分别为
圣一个日子，来缅怀主内已故先贤和古今殉
道者的属灵榜样，岂不也是美好的基督教教
育吗？否则，许多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就从未
听过或很少听到“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
我们”的故事。

其实，宣教士的故事、家族里虔诚的已
故爷爷奶奶跟从主耶稣的见证、本地教会已
逝元老之生平等，都是很好的基督教教育和
培灵素材。当然，我们在儿童主日学、主日
崇拜讲坛和家庭祭坛等，都可以分享已故属
灵伟人和忠心见证人的故事。或许，在华人
教会的处境里，每年的清明节和复活节，是
缅怀历代爱主先贤和家人的良机，以激发信
徒实践与信仰传承，将先贤之信发扬光大。

若学校在万圣或万灵节放假，我认为基
督徒可作几件事：

一、向儿女和年轻人讲解与这节期相关
的文化和宗教历史，特别是强调主耶稣的福
音如何能带来心意更新，翻转一个社体的世
界观、价值观和习俗；

二、与儿女和年轻人一起看已故属灵伟
人的传记、绘本、电影，以及分享心得，激
发彼此的爱心，勉励行善；

三、对儿女和年轻人分析为何基督新教
不认同天主教“万灵节”的“炼狱”神学；

四、跟儿女和年轻人说明不参加那些
标榜妖魔鬼怪打扮的派对，不是自命清高，
而是“Make A Difference for Christ”（罗
12:1-2）；然而，可以举办与圣经真理相符
的其他活动。

〈希伯来书〉11章4节记载：“他虽然
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但愿我的生命
也是这样！

  欢迎

 按赞与关注
《南钟》面子书公共主页

《南钟》面子书

信仰之跃

浏览步骤：

开启面子书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
“南钟 Southern Bell”

点击公共主页封面照片
下方的赞和关注

南钟 Southern Bell

1 2 3
关 注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26

《南钟》与时并进，走进
网络圈，开创新路线，招
揽新读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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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双11和双12，几乎总能听到交
易额创新高的消息！仔细回想一下，

我们家里是否有许多物品闲置在某个角落，
甚至还未拆封？

那些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再合身的衣
服……

那些因一时兴致而购买的杯子、托盘、
装饰品……

那些闲置多年的器具……
基督信仰教导我们成为地球的“好管

家”，维护上帝创造的美好。若这些物品
被随意弃置，将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和破
坏。其实，许多物品有充分的再利用价值。

笔者于年初观摩了一家由残障朋友负责
营运的二手店。这家店的负责人不吝赐教，
向笔者传授了关于营运模式、人手安排及资
源回收分类等方面的知识。

金宝美门的成员面临身体和智力的障
碍；美门致力培养他们的自律和自理能力，
寄望有朝一日他们能自力更生。奈何其行动
和智力有欠灵活，常常被外界视为无用，使
他们难以在外工作。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心一直在进行资源
回收的工作，设立了“守望站”（一个二手

杂货铺），为金宝美门的成员提供了就业机
会。成员将负责分类民众捐予的二手货品，
如：鞋子、杯子、玩具、衣服和电器等。一
旦物品售出，他们不仅获得零用钱，还学会
独立谋生，可以自豪地宣告：“我们是有用
的！”

这是一项就业培训，有人负责包装货
物、有人负责财务管理，大家各司其职完
成任务。这训练有助于提升技能和增强自
信。尽管成员们口齿含糊，处理货品的速度
较慢，在平常人看似简单的沟通与行动，却
是他们需要终身学习的能力。然而，在“守
望站”里，他们实现了成为“社会人”的梦
想。

支持“守望站”，是对弱势群体的关
怀。每一次的购买都能帮助他们增添收入；
若碰巧购得所需商品，更是赋予这个购物
行为具有实用的意义。即便只是短暂地逛一
逛，也能为他们带来开心和温暖。

“守望”：代表成员之间守望相助，也
代表守住希望；只要有人愿意来选购一些适
用的二手货品，就能给予他们希望，使其活
出自信、活出光彩！

文：刘佩妮

美门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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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儿 潘保强 (Dr. Pua Poh Keong) 毕业于马来西亚敦
胡先翁大学考获技职教育哲学博士 (PhD i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学位志庆

女婿 赖国炜 (Edwin Lai Kok Wei) 毕业于诗巫卫理神学
院考获道学硕士 (Master of Divinity) 学位志庆

潘锦华夫妇
同敬贺

至诚恭贺

《南钟》/订阅南钟挚友
齐享荣章盛筵 共赏视听传媒

从字里行间，至画面深处，
打造人文松土，悄然滋养心灵

2024年全年十二期全彩《南钟》，订费为
RM60。诚邀弟兄姐妹、教会和团契订阅《南
钟》，或成为“南钟挚友”（全年RM100）。
祈望大家积极响应。

祝福大家在《南钟》的陪伴中，得到灵性的
启迪与滋养。

支票抬头写：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或汇款至Hong Leong Bank账号：002-
0006-3469，请扫描二维码（Google Form）上载单据，或将单据和表格电邮至
ckyok69@methodist.org.my（金玉姐妹）。

线上订阅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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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钟》于1928年创刊，至今已经95岁了。即使是高龄杂志，它依然持续地在文宣
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传扬神国的好消息。我想在此向大家宣布这个令人振奋的消

息：《南钟》从2024年1月起，以全新的月刊问世，会见读者，服务教会。这个转型
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前进，意味着对未来的积极迎接。

这个决定并不是草率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与传播部的共识。通过改变出版周
期，我们将能够更加迅速地传达本宗年会、教区和堂会的最新动态和报道。当然，转
型不仅涉及出版周期的变化，它还意味着我们对设计的重新塑造。全新的排版将带给
读者们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给人一种全新的气息。我们相信，更加现代化的设计将
进一步吸引新的读者群体，使我们的影响力更加广泛深远。

或许，有些读者可能习惯了双月刊的节奏，担心月刊无法保持同样的深度与质
量。但我相信上帝带领《南钟》，也相信你们的代祷。编辑组将以更加专注的态度，
聚焦每一期的月刊，确保每一期都能够带给读者们扎实的内容。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读者和教会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在接下来的转型过程
中，我们会紧密与读者们保持联系，听取每一位读者的意见和建议，让你们成为编辑
组最宝贵的财富。

2024年，月刊的序幕正式拉开。让我们携手迎接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共同见
证《南钟》的新开始。期待与读者一同踏上这个全新的征程！

转型：全新的月刊

一、家庭共建（1月）
二、多代崇拜（2月）
三、师母培育（3月）
四、童心启迪（4月）
五、启航兴起（5月）
六、合一共进（6月）

欢迎投稿，限一千五百字，各期主题截稿日为15日。

 七、终身得力（7月）
 八、网络连结（8月）
 九、使命传递（9月）
  十、关怀相续（10月）
十一、领导接力（11月）
十二、精神传承（12月）

《南钟》2024 年主题

《南钟》2024年1月号  第一期

主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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