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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設立不同的團契，原是希望凝聚背景

或年齡接近的弟兄姊妹，讓他們可以更容

易分享和建立關係。但時間久了，各團契

反而因為「內聚」而與其他團契的人變得

「陌生」。團契部因此嘗試在今年安排連串

合團聚會，盼望藉由一同探討某些特定的主

題，拉近同組別的各個團契之間的距離。

從「認識」到「認定」
第一炮，我們由青少年組開始。這個年齡

層的弟兄姊妹會共同「關注」的，相信離不

開「男女關係」、戀愛拍拖的問題。

 無奈有時候團友間對於戀愛、交友的

話題，總是處於「心照不宣」的層面。究其原因，

是不想公開後，對一段關係帶來不必要的壓力。就

著這種「收收埋埋」的作風，我們希望從新思考的，

相信是如何學習「健健康康」地面對，讓一段處在探

索階段的關係，可以經歷到群體的禱告和同行。 

 當天，40多位年青人透過詩歌、活動和見證，

一起學習如何在建立關係的初期，突破與群體分享

的顧忌，以及群體如何能夠發揮彼此守望的角色。

年青人提出三種群體需要學習的態度：

 「唔食花生」—

  不作旁觀者，要同行，與當事人同喜、同悲； 

 「唔抽水」—

  不拿人取樂，要善意，與當事人同聲、同氣；

 「唔爆內幕」—

  不當作閒話，要視為心事，與當事人

  同禱、同行。

 除此之外，我們也鼓勵年青人以正確的心態與

異性建立關係，在認識對方、認識自己的同時，也

要認定那位帶領他們一生的上帝。而且，過程中，

「除了追求浪漫，還要學習磨合」，甚至學習在屬靈

的層面上彼此建立，相信因著聖靈的幫助，是可以

拉近彼此的差異，最終見證如何達致「靈裡合一」。

  當天，也有三位弟兄姊妹分享了自己的經歷。

有一位弟兄分享了他是如何透過與牧者分享自己與

女朋友相處的張力後，牧者幫助他先調整自己錯誤

的觀念，結果他們的關係也因此變得穩定。另一位

弟兄便分享了他從先後與「未信主」和「信主」異性

拍拖的分別，體會到若二人同在主裡的溝通是可以

更深入和投契。最後，一位姊妹分享了如何在她不

再為找到對象而著急時，神為她鋪排，帶領

她認識到現時的丈夫。她希望年青人明白，

一段關係只要合符神的心意，神會在適當

的時候為我們開路。

 大家又一同思想創二十四1-67，從

聖經的角度重新思考亞

伯拉罕囑咐老僕人到他

的本地本族去，為以撒

娶妻這件事的屬靈意義。

從經文的記載，我們看到

神的心意是完全可以超越

2019重新思考 拍拖的定律，而且因為神的心意乃是出於祂的全知

和對人完全的愛，所以祂結合的兩個人亦感到稱心

滿意—「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撒拉的帳棚，

娶了她為妻，並且愛她。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

這才得了安慰」（創二十四67）。

 最後，大家分享自己的代禱需要，並一同禱

告，實踐同禱、同行。

「靈．活．同行」
另一個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就是教會

肢體的相交生活。究竟

神賜人信仰群體的

原意是甚麼？有甚

麼 原 因 導 致 信 徒 不

敢，或不願與自己的

教會群體相交？相交究

竟是為了關係建立（re-

lational / friendship build-

i ng），還是有更重要的

屬靈含意？怎樣的相交生

活能叫人的靈命越來越成

長，生命越來越有見證？

 所以接著一月的聚

會，二月接踵而來的，就

是名為「靈．活．同行」的主題探討。

我們邀請到一位對群體關係牧養充滿熱誠的神學院

講師潘智剛老師，跟大家一同探討如何建立神悅、

人羨的相交生活。以下是當天潘老師提出相交生活

上需要留意的重點：

• 相交時，要討論一些有深度的問題，不要只停留

 在「飲飲食食」。

• 肢體間要一同經歷生活中的起起跌跌。

• 不要只做週未才相交的信徒。

• 肢體間要有遠象（mission），再按遠象構思一些

 可以一起實踐的行動方案，讓信仰與生活有交接

 點，這樣，便能將群體的相聚提升到屬靈的層

 面，從而催化生命的改變。

• 每年為群體設定共同的學習方向，並透過全年週

 會內容，逐部建立、幫助各人，朝向共同的目標。

• 關心要直接，不要曲線（靠其他人轉述）；而且要

 將對方的需要放在心上，切忌無心裝載，反複提

 出同樣的問題，讓對方感到不被尊重。

• 在教會常聽到成功或已跨過難關的見證，鮮有人

 分享自己的失敗或爭扎。鼓勵肢體間分享，不

要著眼於過去的成功，乃是要分享自己的軟

弱。因為見證原是「現在式」和「現在進行

式」，並非單單「過去式」。

•建議書目：褥子團契（John Ortberg :

Everybody’s Normal Til l You Get to

Know Them）

從「照顧別人」到「照顧自己」
第三個我們要重新思考的，是照顧者

自身的需要。群體中，不乏需要照

顧孩子和年老父母的弟兄姊妹。因

此，第三次聚會將探討如何「從照顧

別人到照顧自己」？我們盼望透過見

證分享，讓大家找到更多出路，不致

孤軍作戰，疲於奔命。

  願意2019，大家的相聚，

  能夠更加見證神賜人

「群體」的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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