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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每日舉行多次禮拜的羅馬天主教聖若瑟堂 (Roman Catholic St Joseph’s 
Church)，到廣納的數千菲律賓傭工的耶穌是主教會 (Jesus is Lord)；由為韓國
僑民而設的教堂，到由非洲人領導、聚集非洲學生和商人信徒的教會；由獨

立式教堂，到在工業大廈租用小房間的小社群－在這個城市中，國際基督

徒無處不在，建立起充滿活力、膚色多元的社區。本文會介紹香港國際基督

教的多樣化面貌，探討移民和信徒兩種身份如何彼此鞏固、深化，並展示來

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如何貢獻當地社區。為方便起見，本文將「國際教會」

定義為用華語以外的語言做禮拜的教會。

多元化的教堂和靈性取向

香港或有超過 150 間國際教會／會堂。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Hong Kong 
Church Renewal Movement) 定期調查本地基督教數據，據統計，香港在
2014年有 60間國際教會，至 2019年已增至 73間。2然而，這並未包括

用英語以外的語言做禮拜的國際教會，其中有幾間使用菲律賓他加祿語， 
十幾間用韓語，三間用日語，幾間用印尼語，一間用德語，十幾間用尼泊爾

語等。調查亦未包括一些鮮為人知的教會，例如十幾間非洲人創辦的教會，

當中一些教會名稱相當生動：「我相信上帝所說事工」(God Said It I Believe 
It Ministries)、「火山教會」(Mountain of Fire)、「耶穌基督醫治神蹟國際事工」
(Christ Jesus Healing Miracles Ministries Worldwide)或「復活大能國際基督教
會」(Resurrection Power Christian Church International)。若把所有這些教
會考慮在內，可合理估算香港約有 150間國際教會。

全球性基督教在香港：

香港的國際基督教
1

1. 本文參考 Christians in the City of Hong Kong: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Asia’s World City (Bloomsbury Academics 
2023).

2. Research Group on 2019 Hong Kong Church Survey. Report of 2019 Hong Kong English-speaking Church Survey 
(International Churches). Hong Kong: Hong Kong Church Renewal Movement Ltd. 2021, 3; Research Group 
on 2014 Hong Kong Church Survey. Report of 2014 Hong Kong English-speaking Church Survey (International 
Churches). Hong Kong: Hong Kong Church Renewal Movement Lt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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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會與本地教會一樣，表現

出同樣多元化的教派傳統和靈性

取向：高派教會和低派教會；傳

統禮儀宗派和現代的靈恩派；有

受按立牧師的教會和沒有受按立

牧師的教會；制度化的教會和將

自己理解為團契的教會；主教

制、長老制和公理制的教會；包

容性較強的教會和排他性較強的

教會；政治上保守和前衛的教會；

基層和富裕的教會。

有些堂會是傳統的主流宗派，或

是較新的福音派和五旬節宗派：

聖約翰座堂 (St. John’s Cathedral)
和 聖 安 德 烈 堂 (St. Andrew’s 
Anglican Church)、國際浸信會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

堂 (Methodis t  Internat iona l 
Church)、美國路德會 (Lutheran 
Church Missouri Synod) 的萬國
教堂 (Church of All Nations) 和
神 召 會 大 埔 堂 (Assemblies of 
God Tai Po Church)等等。羅馬
天主教會定期以英語和其他語言

舉行禮拜。東正教會在香港設有

大主教座堂，管轄香港和東南亞

地區的東正教事務，並以英語舉

行禮拜。有些會眾從屬於本地的

大教堂，希望用其他語言接觸未

得到福音，有特定社會文化背景

的群體。有些教會是國外大型教

會的本地分會，其他則是海外僑

民教會。許多是獨立教會，不隸

屬於任何宗派教會。

本地和國際教會的區別在於本地

教會多是福音派，國際教會則更

傾向於靈恩派。福音派傳統與儒

家文化關係密切，有人甚至將其

比作儒家的基督教形式；3五旬

節靈恩派的傳統則更有助於融合

社區裏的多元文化。與香港相

比，新加坡文化更多元，因此在

過去幾十年，五旬節靈恩派的基

督教在新加坡發展蓬勃。4

菲律賓外籍傭工的教會

香港有超過二十萬名菲律賓女

傭，5幾乎佔非華裔人口的三分

之一，亦是本地移民工人數目的

一半。6菲律賓人是香港最具影

響力的外籍群體。他們身為家庭

傭工，賺得的薪水雖然比家鄉多

一倍，卻要承受與家人分離的痛

苦。這群女傭不僅受到嚴格的同

住規定限制，亦不受工時過長條

例保護，還永遠無法得到永久居

留權。從許多方面來說，菲律賓

(與印尼 )女傭都是城市中最弱
勢的社會群體，而政府政策就官

方地認可並維持着他們的劣勢；

然而，若沒有了這群女傭，香港

的家庭乃至經濟會停擺。7

星期日是菲傭的休息日，她們能

自由活動一天，但大多數本地僱

主都會無視一天實際上有 24小
時，擅自將這一天定義為從黎明

到傍晚或深夜。雖然她們的空閒

時間寥寥無幾，但宗教生活對其

3. Kang, Namsoon. “Reclaiming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Women’s Religious Choice-in-Differential: Korean Women’s Choice of Christianity Revisited.” 
Journal of World Christianity 2010. 3:1. 18–46, here 43.

4. Goh, Daniel P.S. “State and Social Christianity in Post-Colonial Singapore.”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25, no. 1 (2010): 54–89.
5. HK government yearbook Hong Kong 2019: The Facts, https://www.yearbook.gov.hk/2019/en/pdf/Facts.pdf.
6. 參 2016 by-census, A105 “Population by Nationality and Year,”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en/bc-mt.html.
7. Cheung, J. T. K., V. W. Y. Tsoi, K. H. K. Wong, and R. Y. Chung. “Abuse and Depression among Filipino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Hong Kong.” Public Health 166 (2019): 121–127. 
8. 詳見菲律賓社會學家 Randy David in Cruz, Gemma Tulud著 . “It Cuts Both Ways: Religion and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In Gender, 

Religion, and Migration: Pathways of Integration, edited by Glenda Tibe Bonifacio and Vivienne S.M. Angeles, 17–36.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0, 26–28.

9. Constable, Nicole. “Telling Tal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Transformations of Faith, Life Scripts, and Activism.”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1. No. 3–4. 2010. 311–329, here 312; Cruz, Gemma Tulud. “Em-body-ing Theology.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s of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In Body and Sexuality: Theological-Pastoral Perspectives of Women in Asia. Edited by Agnes M. Brazal and 
Andrea Lizares Si.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2007. 60–74, here 67–68.

來說仍非常重要。在沒有自己住

所的情況下，教堂單單供人聚

集、用餐和慶祝的自由空間， 
卻已遠勝於中環開放式廣場的 
酷熱環境。教會能讓人暫時擺脫

孤獨，建立人際網絡，體驗感 
情連結，提醒人生活是有價值

的。8菲傭經常感到孤獨，她們

為在家庭中成為缺席母親之角色

而內疚；為自己長期在外地， 
擔心丈夫出軌而惴惴不安；忍受

思鄉之情，每天的生活都很艱

苦—面對這些困境，菲傭可以

在教會群體找到慰籍和共鳴。9

對自尊心低落的菲傭來說，表達

信仰和參與宗教生活，能讓其對

外提升自尊，加強自我肯定。

聖若瑟堂是菲傭最受歡迎的教

區。逢星期日早上七時到下午六

時，全天會連續舉行九場彌撒，

用英語或菲律賓他加祿語舉行，

以迎合其以天主教為主的龐大工

人群體。然而，移民工人的宗教

身份認同通常是流動的，許多人

都願意體驗新的宗教。在眾多新

教國際教會中，菲律賓女傭是極

有規律且極活躍的一分子，雖然

工作日程安排繁忙，很難在工作

日期間參加教會活動—而且只

有少數前衛教會邀請菲傭擔任領

導角色—他們擔任不同職位，

如小組組長、主日學教師、禮儀

師、領唱或合唱團成員等，從中

增強自信，獲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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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型教會分支

不少國際大型教會視香港為向全

球擴展的戰略要地。其中著名

的北美馬鞍峰教會 (Saddleback 
Church) 於 2013 年在香港建立
了分會，香港是 12個稱為「門
戶城市」的世界城市之一，讓馬

鞍峰教會達成了在所有「門戶城

市」開設教會這宏願的一部分。

當時馬鞍峰教會選擇在香港開設

首間海外分會，批評人士嘲笑這

只不過又是一例基督教麥當勞

化，10指出馬鞍峰香港教會純粹

是在播放影片，為美國主任牧師

的講道影片配上中文字幕後再播

放出去，根本是在貶低其他努力

以當地文化語境表達信仰的人。

的確，本地教會雖然在經濟上能

自給自足，但也只是加州教會的

另一所分堂，受加州教會管轄。

然而，本地教會短短幾年內迅速

發展，會員增長至一千多名，其

中超過 90%是本地人，顯示教
會快速發展與本地人身份認同有

關聯：本地人欲與全球聯繫；而

不單單是作為華人，還是具備語

言和文化上的「雙語」能力，由

本地馬鞍峰教會主領禮拜者能熟

練地掌握兩種語言，在英語和粵

語之間切換自如可見。

香港對世界最大的教會韓國汝矣

島純福音教會 (Yoido Full Gospel 
Church)來說，有助其向外發展
的重大作用，這並不意外。汝矣

島教會在世界各地有 700多名傳
教士，約佔韓國所有宣教勢力的

3%。11中國以前極受韓國傳教

士關注，但隨着中國收緊宗教政

策，許多韓國傳教士決定離開中

國大陸，因此，成立於 20世紀
80年代末期的香港汝矣島教會
對韓國對外發展變得更加重要；

約 40%，即 250名左右的成員
是韓裔，其餘則是本地人或來自

菲律賓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信徒。

香港汝矣島教會以韓國語言和文

化為主，以韓語祈禱，有穿着長

袍的詩班；英語和粵語僅用於即

時傳譯。2019年，教會甚至開
設了自己的神學院：純福音香港

神學院 (Full Gospel Hong Kong 
Seminary)，將來自香港和菲律
賓的二十四位學生免費培訓成傳

教士，體現出香港的重要地位。

香港也是其他大型教會的目

標。五旬節派的山丘之歌教會

(Hillsong Church) 是 澳 洲 的 大
型教會網絡，最初以敬拜歌曲

聞名，作品在許多國際教會中

流行。自此，山丘之歌教會經

香港生命堂國際教會 (Lifehouse 
In te rnat iona l  Church  Hong 
Kong)進駐香港，主要由位於日
本和亞太地區的教會網絡建立。

與澳洲有關的還有香港 C3教會
(C3 Church Hong Kong)（C3指
Christian City Church「基督城
市教會」），是全球近 600 個
C3會眾之一，禮拜地點設在尖
沙咀東部一棟商業建築的地庫。

相反，基督教救贖會基愛堂

(RCCG) (Redeemed Christian 
Church of God)於 1990年代在
香港建立了分堂，總部在尼日利

亞。香港本地會眾中不僅有非

洲背景的信徒，包括家庭、當地

10. Ritzer, George.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Los Angeles: Sage / Pine 
Forge, 2011.

11. 數據來自香港汝矣島純福音教會資深牧師，以及Moon, Sang-Cheol Steve. The Korean Missionary Movement: Dynamics and Trends, 1988–2013.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6.

12. Klaver, Miranda. Hillsong Church: Expansive Pentecostalism, Media, and the Global City. Palgrave Studies in Lived Religion and Societal Challeng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22.

大學的研究生、商人和尋求庇護

的難民，還有東南亞家庭傭工。

救贖會基愛堂的敬拜模式在本地

基督教中最具靈恩表達，會眾可

以看到尼日利亞式火熱的事工風

格，牧師進行激烈的屬靈爭戰，

借助聖靈之火，驅散和消減所有

魔鬼與屬靈仇敵。

大型教會如馬鞍峰教會和山丘之

歌教會，將環球宗教經驗融入本

地模式；同時這些教會也受益於

本地人接受西方文化產物和英

語，並視其為國際化的標準。 
雙語崇拜在英語和粵語之間切

換，可見一斑；雖然就馬鞍峰教

會來說，其充滿加州文化的講

道，明顯只是輸入的一個宗教

而已。這些教會是跨國宗教網

絡的交接點，12以具流行元素作

媒介互相連繫— 華理克 (Rick 
Warren)牧師的書和山丘之歌教
會的禮拜歌曲。

外籍僑民教會 

(National churches)

在香港，有些外籍人士選擇以世

界公民的方式生活，以多種語言

輕鬆切換於不同文化之間，每種

文化都如在家般自在；而其他

人，尤其是單一國籍的家庭， 
則更想保留其獨特的家庭文化，

在自己民族國家的社區裏尋求凝

聚力。外籍僑民教會為這些遠離

家鄉的人提供如同在家鄉般的

體驗，讓人身處國外也能有家

的感覺。德語信義會 (German-
Speaking Evangelical-Lutheran 
Congregation)明顯就是其中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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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例子，在會眾熟悉的環境裏提

供靈性的居所和牧養關懷，讓這

些德國僑民保留基督教家庭傳

統，如秋天的感恩節和將臨花

環。韓國教會亦試圖讓會眾保留

其宗教本土文化的習俗，例如工

作前的晨間禮拜和香港島山上的

晨間祈禱。13

香港有越來越多尼泊爾教會，

最早的成立於 1993年，在不到
30年的時間裏，尼泊爾教會增
長至 15個，反映了本地尼泊爾
社區內基督教教會數量的驚人增

長。而在尼泊爾亦有同樣的趨

勢，一些報告顯示，尼泊爾是全

球基督教教會數量增長得最快的

國家，自 1970年起，幾乎每年
都增長 11%。14 這些教會用尼

泊爾語禮拜，唱尼泊爾聖詩（一

些由尼泊爾基督徒創作），用傳

統的尼泊爾樂器演奏。尼泊爾教

會大多位於九龍南部的市區，或

者近元朗和錦田，有許多廓爾喀

人（Gurkha，香港普遍稱為「啹
喀」）的後代在那裏定居。尼泊

爾社區發展壯大，是因為尼泊爾

人非常熱心傳教，社區維繫得緊

密團結，甚至比華人社區更重視

家庭凝聚力—事實上，尼泊爾

人認為華人更傾向於個人主義。

本地尼泊爾社區並不富裕，但有

許多尼泊爾男性從事薪水優厚的

建築業工作，許多尼泊爾女性也

會工作，所以有足夠的財力為 
教會租用場地；不過大多數牧師

都是以無薪志願者的身份為尼泊

爾教會服務。香港的尼泊爾基 
督徒甚至成立了尼泊爾基督教協

會 (Nepali Christian Council)，

不僅讓香港的尼泊爾社區關係更

緊密，還與尼泊爾的基督徒建立

起良好關係。

德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的教會

能夠依靠其本國教會和海外僑民

的經濟資源，而一些由同種族人

組成的教會，則依賴本地或國際

教會提供禮拜空間或是其他方面

的幫助。位於北角的基督教國際

神 召 會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ICA) 於 20 世 紀 70
年代初由神召會 (Assemblies of 
God)傳教士創立，在教會中格
外出眾，因為除了常規的英語和

粵語禮拜外，還分別舉行印尼

語、尼泊爾語、僧伽羅語（斯里

蘭卡）和泰語的禮拜。

獨立的國際教會

在香港，更廣為人知的是許多

跨教派的國際教會，吸引著來

自不同國家的人。歷史最悠久

的是香港佑寧堂 (Union Church 
Hong Kong)， 其 根 源 可 追 溯
到早期的事工理雅各 (James 
Legge) 傳教士（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和
較晚成立的姊妹教會九龍佑寧

堂 (Kowloon Union Church)，
兩者皆獨立營運和主張普世教會

主義。有些國際教會已發展成

擁有超過 1,000 名成員的大型
教會，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葡萄

藤教會 (The Vine)，一間頗具靈
恩派特色的國際教會，發展自

20世紀 80年代的淺水灣浸信會
(Repulse Bay Baptist Church)，
如今已有超過 2,000 名成員；
以及 Evangelical Community 

13. Kingdom Revival Times (HK), 21 July 2011, [Chin.]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21085404/http://www.krt.com.hk/modules/news/article.
php?storyid=5755.

14.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Christianity in its Global Context, 1970–2020: Society, Religion and Mission. South Hamilton, M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2013, 38.

15. https://www.thevine.org.hk/our-believe
16. Chan, Judy. No Strangers Here. Christian Hospitality and Refugee Ministry in Twenty-First-Century Hong Kong. Eugene, OR: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7, 151.

Church (ECC)和其規模更大的姐
妹教會 Island ECC，星期日一般
聚集超過 3,000人；還有前文提
及的基督教國際神召會，位於北

角。其他國際教會包括香港社區

教會 (Community Church Hong 
Kong)，是堅定的福音派，但在
靈性上前衛且包容的教會；還有

位於上環的 Solomon’s Porch；
以 及 位 於 金 鐘 的 證 道 國 際 
教會 (Ambassador International 
Church)。

國際基督徒與本地社會

國際教會以多種方式貢獻本地社

會。一些富裕的教會不僅在財政

上大力支持本地事工，更重要的

是，讓信徒有機會參與到本地社

區當中：提供外展服務予露宿

者、囚犯、難民、移民勞工和其

他有需要的人。在這些教會當

中，葡萄藤教會不僅參與慈善事

工和傳揚福音，還進一步追求社

會公義，因此而聞名。葡萄藤教

會的信仰宣言闡明：「我們相

信一位公義的神，祂的心為窮

人和被忽視的人而跳動⋯⋯我

們認為真正的基督教見證離不開

社會公義⋯⋯」15葡萄藤教會組

織了本市教會最大型的事工， 
支援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並定期

舉辦司法會議，重點關注邊緣和

弱勢社群。16一直以來，九龍佑

寧 堂 (Kowloon Union Church)
和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國際禮

拜 堂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等靈性上前衛的普世教
會都非常關注社會公義精神， 
葡萄藤教會更是個難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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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幫助弱勢社會群體，而且願

意從根源上解決這些群體社會邊

緣化的問題。

國際教會參與社會和社區事工，

讓教會成員能與城市社會的關係

更緊密，亦有機會實現個人成

長，貢獻社會。一項出自 Judy 
Chan的國際教會難民事工研究
結論提及，國際教會的基督徒

「之所以能與這些群體建立友

誼，不僅是因為使用了英語，更

因為他們對所有民族、種族和背

景的人都持開放態度，認為大家

都是上帝的兒女。」17

許多外國人受限於其特權地位和

外國背景，城市事工能讓其更深

入地與當地社區結連，認識社會

真象和更弱勢的居民；當中的經

歷，能讓外籍基督徒體會自己在

異國他鄉的陌生感和壓抑着的脆

弱感。香港截然不同的語言和書

寫系統，相對在其他全球城市，

陌生感會更強烈。城市事工使外

籍人士明白自己在香港不僅是為

了經濟更上一層樓，還帶著回饋

當地社區的目的。

基督徒移民勞動人口的見證亦反

映出他們想為當地社會貢獻： 
參與外展活動讓移民勞工能夠重

掌自主權，重新體驗自身的力量

和主體地位，重新掌控受制約的

日常生活。18城市事工為這些人

在城市的生活增添了一層意義和

情感上的安慰，而不再是以將錢

寄回家鄉成為最主要的關注。 
移民勞工常常被簡單地定義為只

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使得他們的

身份和家庭角色被簡化。然而，

他們認為城市事工能夠充實他

們，故值得他們犧牲僅有的休息

時間參與其中。

一些菲律賓移民勞工視其工作如

現代傳教士。由於他們深入本地

市民的日常生活，這種親密的關

係提供獨特的機會與僱主接觸，

在艱難的日子支援僱主，與孩子

一起祈禱，甚至低調地介入家庭

衝突之中。移民勞工滿足於能對

非基督徒僱主家庭產生宗教影

響。這種將自己理解為傳教士的

自我認知類似於非洲僑民成為社

區領袖的見證，有些領袖以商人

的身份來到城市，發現了自己有

了成為牧師和傳教士的新使命。

本地國際教會

在研究香港的國際基督教時， 
最引人注意的是大多數國際教會

成員其實是本地人—有超過三

分之二是本地人，19某些教會甚

至高達 90%。統計數據顯示，
香港基督徒有離開本地教會轉投

國際教會的趨勢，特別是年輕

人：自 2014年，本地教會的禮
拜出席率每年下降 2.5％，而國
際教會則增長了 6％；20這些數

字尚未將近年移民潮的影響計算

在內。

為甚麼國際教會裏有這麼多本地

人？因為許多本地人曾在國外留

學多年，有些在留學期間成為了

基督徒，回港後，會受教會文化

類似於首次接觸基督教信仰的教

會所吸引。雖然這些基督徒的母

17. 同上，頁 187。
18. Fuentes, Philip Lajo. “A Phenomen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Lived Experiences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of the Catholic OFW 

Mothers in Hong Kong in the Light of the Catholic Church’s Pastoral Theology of Migration.” PhD di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1, 
155–158.

19. 68.7%. See Research Group, Report of 2019 HK International Church Survey, 12.
20. 同上，頁 7。
21. Steve Gaultney, quoted from Snelgrove, John H. “Key Factors behind Hong Kong’s Millennials Moving to International Churches.” DMin diss. Bethel 

Bible Seminary, 2018, 105.
22. Snelgrove, ibid. 67–109. A summary of the study is published as Snelgrove, John, Natalie Chan, and Kar Yan Alison Hui. “Why Hong Kong Millennial 

Christians Switch from Chinese Local Churches to International Churches: A Qualitative Study.”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9. No. 4. 2021. 
332–347.

語是粵語，但「信仰語言」是

英語；21有些是來自東南亞的華

裔，對粵語了解有限；還有許多

是本地的年輕人，特別是出身於

中產和上層階級家庭的人，在香

港讀（或曾就讀）國際學校， 
用英語感覺更自在。這些年輕人

認為自己並非深深植根於本地，

而是屬於全球社區；選擇國際教

會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因為這

樣他們遠離一些他們不想卷入的

地方政治，也可以免受第二代基

督徒在成長的教會中面臨的壓

力。然而，國際教會對基層年輕

人也具有吸引力。過去曾有這樣

的說法，父母將孩子送到英語教

會「免費補習」，藉主日學課程

學習英語。許多本地年輕人正積

極參與教會活動，包括「離堂會

者」或「非堂會者」，是國際教

會擴展的其中一個因素。

葡萄藤教會創會牧師約翰施力高

(John Snelgrove) 的一項研究解
釋了這種趨勢，闡明了千禧世代

轉向國際教會的四個主要原因。
22首先，許多人發覺本地教會更

像是學校的延伸，教學方法都是

死記硬背。牧師的身份不是社區

領袖或朋友，而是老師或學者。

雖然教會重視紮實的聖經教導，

但卻忽略了與牧師之間更密切的

聯繫。

第二，受訪者認為本地教會受規

矩支配，過於注重規範和程序。

受訪者觀察到中國文化習慣以職

稱頭銜稱呼人，這種叫法會令領

袖和人民之間有距離感，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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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道牆。牧師總是稱為「牧

師」，始終是權威人物，從不會

叫做「約翰」或「彼得」。

第三，受訪者認為本地教會過於

堅持律法和規條，強調績效， 
在時間和金錢的奉獻上都要求嚴

格遵從，長期下來，令人感到窒

息。教友被教導要行義才能獲得

接納，忽視了福音的核心信息應

為上帝的恩典。教友經驗教會為

向其強施加社會規範的體制， 
在性議題方面尤其明顯，而大部

分教會都擁有權威和話語權。 
雖然大多數國際教會與本地教會

的教義相似，但據受訪者表示，

國際教會更強調恩典。

最後，有些受訪者表示在國際教

會發掘到信仰的新面向：強調體

驗，而不是強調教導；領袖願意

坦然承認弱點，不再遙不可及；

保持透明度；樂於接受挑戰， 
思想開明；不會過度追求績效。

雖然施力高牧師的研究聚焦於轉

向國際教會的人，而不是許多仍

在本地教會中尋找意義和目標的

年輕人，但千禧代的言論反映了

一種身份認同的張力，搖擺於華

人文化和較自由開放的西方思想

之間。過去幾年來，社會的掌權

者趨向專制模式，但越來越多千

禧世代對抗這種趨勢，選擇無拘

無束、公平和被賦權的，不會感

到被說教信仰群體中敬拜。千禧

世代認為許多本地教會受到所謂

正確的人際關係、學習和禮節影

響了價值觀，有礙個人成長。 
雖然本地教會普遍予人的形象是

大家庭，重視人際關係而非對教

義方面的認知，但因建基於儒家

23. 參 Snelgrove, DMin diss., 90–91.
24. 感謝黃浩麟先生作此總結。

的家庭概念，父權主張，等級化

的人倫關係，強調服從權威仍在

發揮影響力。

簡而言之，本地教會重教導，

過於規範，過度強調工作和成

效—教會正成為社會的縮影，

令不只年輕人，許多人都感覺

窒息。2019年的示威運動後， 
香港公民自由加速被收緊，許多

年輕人意識到那種隨文化背景而

來的壓逼，欲擺脫之。年輕人加

入國際教會隱含了對世界的歸屬

感，而非屬於狹隘的華人社群。

正面來說，國際教會與民主社會

模式更相似，國際教會的本地成

員沒有否定中國人身份，而是以

不同的視角來平衡，加入國際教

會增強了對世界公民身份的認 
同感。

全球在地化

這令大家重新回到處境化的問

題，國際教會只是從全球宗教市

場進口的產品嗎？還是存在全球

本土化或者經歷本土化重塑或適

應？香港的國際教會與美國或澳

洲的國際教會有何不同？當然，

本土化出現是因為：使用本土語

言、遵循當地互動形式、認同主

流社會價值觀；談及圍坐圓桌時

的團契，或者對家庭的強烈義務

感和責任感，本地教會和國際教

會的基督徒都一樣認同。

雖然本地人樂於接受全球化的產

物，但關鍵在於驅使人加入國際

教會的因素。對本地人來說， 
加入國際教會是自主的選擇， 
是在挑戰自己成長的社區；不論

英語能力高低，
23都不會妨礙這

個選擇。對許多人來說，這是與

之前的教會決裂後的決定，經歷

了一段離堂會時期，才在國際教

會找到新的歸屬感。香港的國際

教會因其文化而發展蓬勃；之所

以壯大，是因為吸引了生活融合

了東西方元素的年輕人，這些年

輕人對其經驗的華人文化漸感到

疏離和陌生。國際教會是混合了

本地和國際，混合了東方和西

方，正反映了國際教會的文化背

景特性，就正是香港的特性。 
這些元素揉雜，令國際教會完全

融入本地，可說是香港的本土教

會。

國際教會及其事工提供了超越一

般層面的東西 24—讓外籍家庭

傭工、建築和物流行業的南亞裔

人士、尋求庇護者擺脫邊緣化的

存在感，而經驗到力量，打破孤

立的狀態；對於外籍人士，則提

供了不斷追求經濟成果以外的可

能；對於在國際教會的本地年輕

人，則讓其體驗到本土教會重視

績效的教會文化以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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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二下午的黃昏共融祈禱會是神

學生自發參與的，學校沒有對出席

有硬性要求，大家習慣以「泰澤」

形式來進行。不知不覺間我參加祈

禱小組已經兩年了，總體而言讓我

多了一段走出自我和突破邊界的經

歷，更新了我以往對禱告會的觀感

和印象，改變了以往對禱告事工的

認識和態度。

進到神學院之前，我完全沒有聽說

和接觸過「泰澤」，然而第一次聽

到這個陌生的名稱時，在對內容和

形式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剛翻起來

的一點點好奇心，心中對禱告會固

有的經驗立馬就被摧毀了。原本我

不是一個喜歡參加禱告會的人， 

甚至可以說內心是有些許不自在

的，很少能全身心投入。只因過往

我所在的教會，所有聚會當中人數

最少的一定是禱告會，我聽過許

多信徒表示自己不習慣在眾人面前

開聲禱告，厭煩那些冗長重複的禱

告，甚至排斥那些吐苦水式的禱

告，因為很難真實地產生共情， 

以至於禱告會給很多人的印象和觀

感是枯燥、拖沓、情緒化、流於形

式和完成任務的一種聚會。為此有

些教會嘗試對禱告會進行改革， 

然而最後的結果是犧牲了禱告會的

獨特性，要麼是把禱告會變成了裝

備學習，要麼是變成了見證分享。

整個黃昏共融祈禱會時長大概半個

小時（17:45–18:15），介於下午

下課和夜晚上堂之間，時間安排可

以說是非常處境化，一方面讓服事

的人有一些時間可以排練，另一方

面在結束後有時間去吃飯不耽誤夜

晚上堂。泰澤詩歌簡短，精煉， 

週二黃昏共融祈禱會：

PLACE、SPACE、FAITH 席文鋒 (MDiv)

旋律優美，演奏樂器主要是吉他或

鋼琴。通過反覆吟唱的方式，即便

是一首新歌也可以快速記住歌詞，

跟上旋律，不被歌譜束縛，身心靈

在詩歌的帶動下更容易主動地進入

一種放空、自由和敬拜的狀態。在

聆聽聖言後，準備開聲祈禱之前有

五分鐘靜默，整個人彷彿成為一個

倒空的容器，化作一個「以有限承

載無限」的聖禮，將外界、內心

深處和超越自身的信息和感受聯繫

在一起，最後以禱告來回應這份感

動和相遇。大家的禱告事項言簡意

賅，情詞迫切，內容包含多元處境

同時又透露出普世關懷。姚牧師為

每次祈禱會精心撰寫的結束禱文，

常常最能調動我感性和攪動我理性

思考的一環，那些凝練緊湊的禱告

詞，配合他那磁性的嗓音和豐富的

情感，被人聽見，不僅勾勒出鮮活

的畫面，還能引出心底的一份動

容、共情、接納、安慰和基督裏的

交託仰望。一場祈禱會下來，我整

個人會被簡單優美的泰澤詩歌洗

腦，繁雜的思緒在儀式中不斷被清

掃，內心在傾訴和共情中被鼓勵和

賦能。

我們神學院常被人批評的一點是太

過學術，「靈性生活」比較缺乏，

甚至我自己也曾經頗為認同這個評

價。但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開始

徹底否定原先這樣的認同。基於文

字有限，原諒我無法詳細說出整個

的轉變過程，但可以肯定的是， 

部分與自己在祈禱會的經歷有關，

歡迎前來一嘗這說不出／盡的靈

性之旅。「叮叮噹噹 ......叮叮噹

噹 ......」每當神樓的鐘聲響起，至

少帶給我兩重意義，其一是每天在

整點的報時，表明時間的流逝；另

一種是每週二下午 17:40被敲響，

表明預備黃昏共融祈禱會。兩者似

乎在提醒我們時間的普遍性和獨特

性。時間的普遍性是在每一個人身

上的平等的流逝，但時間的獨特性

是每個人生命中總有某些獨特的意

義重大的時刻，產生的影響終其一

生，甚至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記

得田立克提到基督信仰包含獨特性

和普遍性的辯證關係，而我們的神

學生活恰恰也包含某些的獨特性和

普遍性。譬如，如果說神學生活的

普遍性是每個學生都要通過課堂學

習，提高學術能力和批判性思維；

那麼它的獨特性是可以在某個空間

和時刻，將神學反思與某個經歷和

處境聯繫在一起，以此來回應上主

的召命，並在實踐過程中繼續去經

歷如何「在有限和疏離的實存中連

結與無限的存有」。如果這種神學

生活中的獨特性可以對應到大家所

謂的「靈性生活」的話，這樣看來，

我們神學院的「靈性生活」並不缺

乏，因為至少黃昏共融祈禱會是一

個很好的 PLACE，可以幫助你騰出

SPACE，反思實踐兼具普遍性和獨

特性的 FAITH。其實牧養，也是這

樣提供信仰群體聚集的 PLACE，營

造出一個聖神 SPACE，在主內我們

經歷建造和成長的 FAIT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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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牧師很喜歡這張由師母在倫敦西區白鴿廣場
為他拍攝的相片，他感到相中景象有如聖靈從
天而降。

2019年 11月，陳牧師出席神學日感恩崇拜及
聚餐。

2010年，陳衍昌牧師女兒一家返港，在崇基學
院神學院聖堂與前院長廬龍光牧師合照。

榮譽「校友」

「其實，我也算是崇基的校友呢。」

陳衍昌牧師以一貫溫文的語調， 

微笑着把他和崇基神學院這段鮮為

人知的淵源娓娓道來。「戰後聖公

會、衛理公會等幾個宗派共同創立

了香港協和神學院。我獲白約翰主

教批准前往協和神學院攻讀神學。」

但六十年代末，協和神學院因應善

用資源的考慮，也安排學生前往崇

基神學院上課。陳牧師指，當年為

趕及崇基八時半的早堂，大清早須

先由薄扶林聖約翰學院步行前往

搭 3 號巴士，抵達尖沙咀天星碼

頭後，再往乘搭火車往中文大學。 

「協和神學院聖誕假長，農曆年假

短；崇基神學院則相反；故此， 

當協和神學院放長假時，我們就往

崇基神學院上課；崇基放長假時，

我們就回到協和上課。」結果，一

批來自香港協和神學院的神學生就

這樣和崇基神學院結下了不解之緣。

「雖然我們的畢業證書並不是由崇

永遠榮譽「校友」
陳衍昌法政牧師

基神學院頒發，但是課程大部分卻

是在崇基神學院完成的。李熾昌教

授、本會區玉君牧師和吳梓明教授

等都是我在崇基讀書時的同學。 

我還記得修了宗教研究和教會歷史

等課。那時，廖新民牧師 (Rev. Dr. 

Paul Newman)是院長。」

宗教教育

陳衍昌牧師早年畢業於男校聖保羅

書院，於聖馬太堂參加團契，曾於

師範學院讀教育。後於香港協和神

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修

讀神學，一九七零年畢業後即獲按

立為會吏，翌年晉為牧師，奉派聖

馬利亞堂事奉。1974年，他獲派往

英國南部的蘇撒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ussex)攻讀宗教教育，返港後蒙

白約翰主教委派為宗教教育幹事，

兼任明華學院註冊主任和聖公會官

方刊物《港澳教聲》主編，專責推

動各堂會與中學、小學、幼稚園宗

教教育及平信徒神學教育。

「以往，聖公會在神學教育和宗教

教育方面因資源較短缺而未得全面

發展，六十年代中開始加強開拓宗

教教育工作；1973年，白約翰主教

委派楊鳳薇博士為主教教育顧問，

她建議教區聘請區內成員專任宗教

教育幹事，白約翰主教接任後， 

相當重視宗教教育，當時委派鄺廣

傑牧師當明華學院（明華神學院前

身）院長，我則擔任註冊主任一職

推動課程。」陳法政視之為相當有

意義和具挑戰的工作，因為推廣課

程的四五年間，他結識了一些用心

追求信仰的教友。1975年，陳牧師

在英國完成進修後回港，獲委任為

教區宗教教育幹事，並以美國俄亥

俄州東部教區撥款作經費，於 1978

年創立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擔任

中心首位主任（1975–1981, 1982–

1984）。期間，他主編了《完美的

人生》宗教教育課本，供聖公會屬

下小學及其他教會小學使用。在繁

重的事奉工作以外，陳牧師於 1980

年再次遠赴英國，於蘭卡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Lancaster)深造宗教哲

學及宗教教育獲文學碩士銜；後於

2005年榮獲聯合神學研究院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Berkeley)成員學院

三藩市神學院頒授教牧學博士學位。

1997年，當時處境有如近年香港，

社會興起移民潮。陳牧師表示： 

「牧師和社工這兩個職業的社會責

任重大，移民與否絕對是兩難。個

人或因一己使命未必會離開，但他

們也須考慮家人的選擇和感受。」

最終選擇留港事奉的陳牧師，一直

陳衍昌法政牧師，於 1999年 11月已於神學校董會擔任校董會成員。2005年至 2017年為本院神學校董會主席，

2018 年至今擔任副主席。但原來，他和本院的關係始於六十年代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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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衍昌牧師與太太汪志堅女士結婚超過五十載，
二人感謝上主恩典。

2014年，陳牧師從聖公會聖三一座堂卸下座堂
主任一職，感恩會上與各主教合影。

2024年，二人舉行「讚頌上
主妙愛奇恩家庭感恩會」，
家人齊集，樂也融融。可透
過以下連結重溫感恩會內容：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hpXMfCtvWWA。

於聖公會服務，於聖三一座堂擔任

牧職，牧養教友及推展教會所關顧

之中、小學及幼稚園之發展。他非

常重視宗教教育培育工作，致力推

展牧區內各中學之福音工作。

神學教育

陳衍昌法政牧師擔任本院神學校董

會校董多年，擔任校董會主席一職

更達十二年之久，後來更以邀選校

董名義任副主席一職至今。作為聖

公會牧師，陳牧師在校董會的服侍，

向崇基神學院表達了宗派的支持或

同在，體現了合一和共融。看着容

啟東校長紀念樓和聖堂，他憶起與

前院長盧龍光牧師一起事奉的點滴。

「在中文大學興建一座新聖堂須符

合很多規例和條件，期間又曾多次

更換則師，遇上不少困難，我和盧

牧師需要常常商討如何解決重重困

難，過程非常難忘。籌款方面，則

有賴李炳光牧師和神學院上上下下

的努力，終可籌得因建材加價而不

斷增加的建堂費用。」他又提及自

己在聖堂十周年感恩慶典的錄影，

當中他曾提及耶穌為門徒洗腳雕塑

的重要性。「這雕塑正正提醒了大

家神學教育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於個

人的學術成就或名聲。衷心祝願每

個學生和教師都能心懷耶穌服務他

人的精神。當人以神學院的學術水

平為榮時，於我而言，神學生那份

奉獻精神才是至關重要；而聖堂的

建立也令師生親身體會到崇拜生活

在神學教育中的重要性。」多年參

與神學校董會的工作，陳牧師認為

神學教育除了訓練牧者和學者及有

心志的信徒，也應照顧在教會內基

層的信徒。「神學教育應普及，神

學知識的傳授不應只發生在神學院

內，也應在教會內。」

經驗分享

陳牧師閒時把多年在宗教教育和 

牧養方面的經驗記錄下來，曾著有

《生命的培育》及《牧情》兩本書，

更有不少關於宗教教育及本色神學

之學術論文刊載於不同期刊。他的

新作《水窮雲起：尋真、覓家、 

繫天─迎向新時代挑戰的基督教

教育》也將於 2024 年 7 月面世。 

別看陳牧師一身書卷味，沒想到他

年青時竟然是運動健將，籃球、 

排球、羽毛球和乒乓球樣樣皆精之

餘，各項運動均獲選加入校隊，可

真不可小覷！年屆八十的他，身體

仍然相當不錯。多年來，每逢神學

院的開學崇拜、結業崇拜、步行籌

款和神學日感恩崇拜等活動，大家

都總會看見他的身影，也切切感受

到他的同在和支持。在本院畢業名

冊內，陳衍昌牧師的名字並不在內，

但他對神學院那不離不棄的愛， 

與神學院那超過五十年的情誼， 

長達二十多年在神學校董會的忠心

服事，以及興建新聖堂時那默默無

聲的貢獻，使陳牧師不但「算是崇

基的校友」，相信稱他為永遠的榮

譽校友也不為過。

2024年 3月，他和太太汪志堅女士

於聖公會諸聖座堂舉行了「讚頌上

主妙愛奇恩家庭感恩會」。二人感

謝上主的恩典保守他們建立的家庭，

同時記念陳牧師按牧半世紀。當日，

一對子女，兒媳、女婿、孫兒和眾

教會弟兄姊妹都齊集一起同為陳牧

師和師母感恩。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院現任神學校董會主席郭

志榮牧師、院長葉菁華教授、任卓

賢教授、前院長盧龍光牧師，辦公

室行政同事和本院校友均有出席 

支持。

（訪問、撰稿：李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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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步行籌款

本院 3 月 10 日舉行「2024 步行

籌款」，為崇基神學教育基金籌款

外，同時繼續支持緬甸神學院完成

新校舍的最後工程。一共 550人

捐款支持，籌得逾 128萬元。當

天，共有接近 130人出席開步禮。

步行籌款主禮嘉賓崇基學院副院長

黃念欣教授、神學校董會副主席 

陳衍昌法政牧師、神學校董王家輝

牧師、曾立基先生，前院長盧龍光

牧師、訪問學者陳榮超牧師、太平

洋室內設計公司陳永堅先生、本院

院長葉菁華教授、學生會會長黃卓

諾同學、步行籌款委員會主席鍾恩

諾同學。

今年新設兩項去舊迎新的籌款活

動，包括「為袮洗塵」合力清潔耶

穌為門徒洗腳像；及「為袮繪畫」

合力創作聖堂畫作。開步感恩禮以

創新方式代替傳統的「剪綵」儀式，

由主禮嘉賓把師生、校友及同行者

早前繪畫的畫作，拼合完成並呈獻

上主。各位嘉賓從小朋友手中接過

巨型聖堂畫像拼圖組件，一起拼砌

出聖堂畫像，象徵齊心合力共建崇

基神學院，把最美好的獻呈上主。

大合照和簡單開步禮後，2024步

行籌款隨即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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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你回來

步行路線由神學樓開始，途經梁鳳

儀樓，穿過苗圃徑何善衡夫人宿

舍，再走入進德路，經過崇基學院

牟路思怡圖書館，最後沿水池旁路

崇基路回來，距離共約2公里路程。

雨中步行約六千至七千步後，等待

大家的是辦公室同事隆重呈獻： 

香噴噴的十磅雞翼 ，甜絲絲的自

製果乾 ，熱辣辣的章魚燒 ，果香

味濃的六檸咖啡，配以精緻雪花酥

和小蛋糕，葆家廚房的家鄉美食，

「門徒糖水」的滋陰養顏糖水， 

令人一瞬間忘掉剛才的疲累。

好歌獻給你

Busking Corner中同學的吉他聲、

歌聲和琴聲在神學樓迴蕩，令人

禁不住安坐大廳，享受那動人的

旋律；同學們都紛紛推出自己最擅

長的作品為神學院籌款，有陶藝作

品、聖像畫、篆刻印章、MOS香

茅驅蚊蟲十字架，校友吳家聰牧師 

(Jan Jan)送出畫作兩幅 、張恆光

校友 (Joseph)送出意大利葡萄酒，

正如當日所見：靠着那份對神學院

的愛，對神學教育的支持，步行籌

款委員會主席鍾恩諾同學帶領着神

學院一眾師生和支持者，冒着風

雨，頂着潮濕和寒冷，參加步行籌

款，為本院神學教育基金及緬甸神

學院新校舍的工程籌款。

校友孫岩院牧撰寫的《陪你走最後

一程：晚期病患全人關顧手冊》，

售得之款項全部奉獻予神學院； 

同事 Katie設計的特色貼紙；同學

設計的 60周年紀念撲克牌、威士

忌杯和襟章等等都是熱賣產品。

讓愛藏心裏

當日天陰有雨，濕度高，氣溫低，

人人的身上和髮絲都不免沾上了雨

粉，然而大家對神學院滿滿的愛，

就像陽光在心裏照耀，光輝歡笑永

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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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籃球賽

「教父親衛隊」、「誠敦鎖鏈」、

「蛙眾取勝」、「崇基湘北」和「NA

姐碰碰車」五隊神學院夢幻籃球組

合再次各施各法，合力出盡法寶為

神學院籌款。

一場令人咋舌的球賽；一場捐款無

上限的球賽；一場有捐款可以「駛

盡你」的球賽；不准使用右手的籃

球比賽可以怎樣投籃？不准球員站

立，比賽期間蹲下打籃球是什麼概

念？表現越出色的球員越遭受針對

和壓制？當加籍 Bruce老師無論在

身型、重量以及手臂體積和力量都

比在場任何一位球員要強的時候，

本地薑如何螳臂擋車，以技術力

抗？ Colten 老師在一對子女打氣

支持下，表現出色，多次為對手造

成壓力；神學院 Christina老師更

是以不變應萬變，敵不動我不動，

敵動也未必動的策略成功令對手放

鬆心情，幫助隊友乘勢發起進攻；

面對身型高大的對手，阿豪牧師和

隊友以靈活身手成功傳球；青蛙院

長也施展混身解數，伸直雙臂呈直

線，高速上下擺動，企圖阻嚇並攔

截對方球員；「巾幗」不單不讓「鬚

眉」，更多時候比「鬚眉」還要快、

狠、準！

面前這群平日勤於事奉和醉心研究

神學的師生為籌款冒雨對決，觀眾

非常欣賞，籃球場內歡呼聲和笑聲

不斷。最後，「誠敦鎖鏈」勝出，

「NA姐碰碰車」則取得籌款最高

隊伍獎項。

盆菜宴

一如以往，步行籌款的最後一個環

節，就是盆菜宴！當中，兩位能言

善辯的主持人Winnie和阿臻公布

了不同籌款項目的得獎人士，由校

董曾立基先生、葉菁華院長、白德

培副院長和陳榮超牧師頒發紀念品

給得獎師生，校友和來賓。

若說盆菜宴是步行籌款的高潮所

在，那麼師生表演環節，就是盆菜

宴的高潮所在了。李均熊老師和鍾

恩諾同學的表演歌曲直接令時空回

到 90年代，比黎明更黎明的黎明

輝同學一曲「情深說話未曾講」，

直接召喚一批粉絲舞動全身肢體和

應；幸好，Jensen、葆葆、晴晴、

Kobe 合力以 Serrini的歌曲努力把

大家帶回 2024年；「惠玲好聲音」

則以不同語言向大家演繹上主奇妙

恩典；副院長關瑞文教授更加以明

星一曲贈予昔日共事的邢福增教

授，以輕鬆搞笑形式唱出大家的眼

淚，將氣氛推至極點；青蛙院長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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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活動報告



MACS同學組成「十二門徙」籌款

部分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MACS）學生為兼讀學生，相對全

日制學生留於校園的時間較少，但

並沒有影響他們和神學院的感情。

由部分全職及兼職，來自香港和澳

門的 MACS同學，加上本院校牧

助理 Susan 組成的「十二門徒」

傾力參加 2024步行籌款活動，各

人除了在起步禮中領敬拜，更製

作門徒糖水作義賣，也在 Busking 

Corner中表演，以及在盆菜宴中

擔任主持，非常投入。

以落寞的雙眼，唱出自己千億個夜

晚在辦公室工作的孤寂。

當晚筵開十六席，不同年代的校

友，不同課程的同學，師生和同行

者擠滿大廳，享用着盆菜，欣賞着

師生一展歌喉，並參加「扮老師」

和「估歌仔」遊戲，共度良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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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崇拜於 5 月 2 日晚舉行，共 

117位師生，校友和教職員同工出

席。神學校董會主席郭志榮牧師、

副主席陳衍昌牧師及校董馮少雄長

老、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溫誠敦

教授、黃慧賢教授、李均熊牧師、

陳榮超牧師、兼任教師任志強博士

等均有出席。崇拜由本院校牧姚志

豪牧師主禮。黃慧賢教授為本院和

畢業生祈禱後，由神學校董會校董

馮少雄博士領啟應部分，再由黃葆

澄同學、黃卓諾同學和郭志榮牧師

讀經。

證道：「正視現實，盼望天國」

葉院長的證道主要引用馬太福音

十三章雜草的比喻。他指出該比

喻可被理解為描述教會或世界。

2023-2024年度 
結業聖餐崇拜

奧古斯丁引用雜草比喻，認為教會

不如多納圖派所言是純潔無瑕、與

世界分離的群體，而是混雜的群體

(corpus mixtum)，麥子與雜草共生，

聖人與罪人共處，善惡混雜。葉院

長認為雜草比喻更適用於描述善惡

混雜、正邪難分的世界。正如傳道

書所指，好人不一定有好報，惡人

往往享福。該比喻正有助回應為何

上帝好像對此漠不關心或無能為力。

它並非要我們縱容姑息世界的不公

義和暴力，而是要我們正視現實，

並提醒我們不應自以為掌握真善美，

有能力清除一切「雜草」。不過，

正如經文所述，天國必然降臨，雜

草終將被摧毀。院長鼓勵大家堅忍

到底，在世上作鹽作光，耐心等待

上主的審判和轉化。

獻石禮

證道後舉行獻石禮，由溫誠敦教授

朗讀詩作，畢業生把代表自己的小

石置於洗禮盤底部水池，象徵把自

己奉獻給主。聖餐禮後，陳衍昌法

政牧師為大家進行祝福及差遣。及

後，葉院長為大家頒發畢業生禮物；

學生會前會長黃卓諾同學頒發最佳

教學獎予溫誠敦教授；本院同行者

梁若璋校友則頒發其梁若璋獎學金

予予容心怡同學（由林顯基同學代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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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學年結束，2022年入學的兼讀生和 2023全

日制學生準備備畢業了！讓我們來分享同學們的 DSCCC

學習經驗。

D-Divinity School,在大學環境中能有跨學科對話，同時

提供非形式教學活動，圖書館資源豐富，是探索走牧職

或學術路線的好開始。

S-Solidarity,與其他學術的碩士課程不同，神學院不同活

動及平台能讓老師和學生，同學與同學之間有較緊密聯

繫。例如在步行籌款師兄姐弟妹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展

現跨屆團結的力量。

C-Community,來自五湖四海的 MACS同學不論背景年

齡層都有很遼闊的光譜。由幼稚園老師至各大院校教

授，非基督徒至教會執事，學士畢業生至退休人事。同

學相處沒有違和感，甚至組織不同的網絡校內互相支

援、校外促成協作的機會。

C-Contexts,報讀MACS不一定直接因為職業上的需要，

但對於自己的信仰或當下的處境有很多的疑問甚至迷

惘。不只在「神科」能對當下處境進行反思，甚至有同

學在必修科 Hebrew Bible in Contexts和 New Testament 

in Contexts找到亮光。

C-Critical thinking,課程從基督教研究方法與範式開始，

以神學框架去思考香港社會不同議題。整體學習氣氛鼓

勵學生在課堂上和功課裏跳出傳統思維的框框思考和發

問。為自己信仰經歷作一次整理，意識到神學世界是如

此寬闊，實踐信仰可以很在地。

同學們這一年或更長的時間，在當下的香港面對面

DSCCC學習，相信是寶貴的體驗和回憶。

MACS的 DSCCC經驗 校牧「助您」: Susan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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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24 日，本院舉行第

27屆傳經講座「出埃及：故事、

歷史、影響」，講員為瑞士蘇黎

世大學舊約學及古猶太宗教史講

座教授舒慕德教授 (Prof. Konrad 

SCHMID)。傳經講座共有兩講， 

分別為「以色列與埃及：出埃及故

事的歷史背景」及「上帝與祂的百

姓：出埃及故事的聖經神學」。

本院邀請到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

約教授黃福光教授及本院舊約講師 

李均熊牧師回應。

兩講中，講員探討《出埃及記》

中的神學主題，從而展示《出埃

及記》所蘊含的多種神學觀點和傳

統。作者介紹《出埃及記》的編輯

歷史，並指出由於它由不同的文獻

來源和口頭傳統組成，所以有時

存在矛盾和不一致；講員也講及 

《出埃及記》故事多層的歷史背

景，探討《出埃及記》故事如何

處理不同的歷史記憶，以至如何結

合成一個神話般的國族起源敘事。 

他引述不同學者指出，現代歷史學

研究和古代歷史學著述的取材方法

第 27屆傳經講座

「出埃及：故事、歷史、影響」

研討會

講座前，本院邀得舒慕德教授於

2月 22日於神學樓舉行一場研討

會，針對聖經學者和神學學生， 

旨在探討聖經相關的議題，主題 

為「摩西與一神論：出埃及記在當

代五經研究中的角色」，由本院

溫誠敦教授主持。研討會吸引了近

50位神學生、學者和其他神學院

老師。

註：傳經講座是以聖經研究為主的講座，由黃炳禮先生為紀念其父親黃傳經先生而設。

存在顯著的差異。但他指出，多樣

的故事來源反映了出埃及故事在古

代世界中的重要性，出埃及記的的

敘事並對後來的政治和宗教歷史產

生影響。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約教授黃福光

教授回應講員時，反對 Schmid教

授區分「聖經是宗教文本而不是神

學文本」。黃教授認為神學不一定

要符合系統神學的標準，而是可以

以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展現。但他也

欣賞舒慕德教授的全面閱讀和分層

分析，令讀者對文本的深度和理解

更深入；李均熊牧師是本院舊約講

師，他引用 Brueggemann 的話，

指出埃及記的文本反映了不同的材

料和神學意圖之間的張力，而批判

性的學術研究着重文本的複雜性，

但教會的詮釋卻需要兼顧這些複雜

性和神學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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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12 日公開講座邀請

Anthony Dupont教授主講專題「奥

古斯丁的傳奇人生、反省及其作

為朝聖旅程的教會觀」(Augustine 

of Hippo’s Life, Reflections, and 

Ecclesiology as a Pilgrimage)。

講員為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

神學及宗教研究院研究教

授，同時兼任「奧古斯

丁講席教授」，是研

究奧古斯丁的專家。

Anthony Dupont 教授

簡單講述奧古斯丁的

生平和教會觀，並探討

他對現代基督教的意義。是次講座由本院、基督教研

究中心及天主教研究中心合辦，超過 140人參加（實

體及網上）。崇基學院神學院關瑞文副院長致歡迎辭

時表示奧古斯丁的信仰旅程可與亞洲處境呼應，認為

奧古斯丁重視內在生命與群體共融生活等主張，對亞

洲處境下的神學具參考作用。

Dupont教授在講座提出了奧古斯丁的三個教會理型，

分別是混合的身體、中間的結連和完全的基督。他簡

述奧古斯丁的人生旅程及其神學貢獻。聖神修院神哲

學院教授李小梅博士和文宗系賴品超教授分別從奧古

斯丁的思想延續性和牧養角度作出回應；天主教研究

中心主任林榮鈞教授回應肯定奥古斯丁的神哲學傳統

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共同寶庫；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任

卓賢博士表示希望透過兩次奧古斯丁講座可以令香港

基督徒更認識奧古斯丁和他的神學；也指出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專家講座系列 (Augustine Expert Seminar Series)

 「奥古斯丁的傳奇人生、反省及其作
為朝聖旅程的教會觀」講座

名著《上帝之城》可成為今日信徒面環境轉變，衝擊

信仰的時候的借鏡。

另有午間座談於 3月 13日舉行，題為「奧古斯丁作

品中神聖的療法及治癒修辭」(Divine Remedies and 

Healing Rhetoric in Augustine) ，Dupont教授與同學

討論奧古斯丁思想對其研究發展及學術生涯的影響，

由本院任卓賢教授主持，約有 2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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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也讓她重新思考「安樂死」

議題；她也透過胞姐的突然去世，

反思自己的「成功」有時是從別人

的「不幸」而生的，使她提醒自己

獲得成功的同時，竭力不令別人有

所損失。

「哀、樂、痛、苦、死、活」總結

4月 22日，關瑞文教授針對週一加
油站「哀、樂、痛、苦、死、活」

六個分題，作總結性的分享。他指

出，除了「樂」和「活」之外，人

們往往執着於解決或征服其餘四

種，卻往往弄巧成拙，失敗告終，

反而造成生命中進一步的傷痕。他

與加油站的參與者分享了以信仰

週一加油站於本學年開始，以「哀、

樂、痛、苦、死、活」的主題貫穿，

由本院教授包括：龔立人教授、 
葉漢浩教授、王珏教授分別就「哀、

樂」，「痛、苦」和「死、活」在去

年 10月，12月和今年 2月作分享。

2月 19日，講員王珏教授和大家分
享生命中逝去的四位親人及朋友，和

大家一同懷念她們、一同反思生命。

她提及母親的離世使她深刻體會到

愛要及時之餘，「表達愛」也須及時；

她也在母親離開後領略到逝去的生

命原來曾是她自我實現的重要支柱，

滿足了她各種基本的需要（包括：

歸屬感和愛），使她重新發現自己；

兩位因癌症離世的朋友令她認真思

考自己的信仰可以如何服侍患病的 轉圜餘地的；求賜予我睿智，洞悉何

者該順應，何者應奮力抗爭。」

週一加油站由本院教牧事工部主辦，

每次聚會開始之先，副校牧邵倩文姑

娘領大家伸展筋骨及默想後，然後由

本院校牧姚志豪牧師在聖言默想部份

分享。以上兩次聚會中，姚牧師分別

領大家思想《馬可福音》8章 31–38
和使徒行傳 4章 1–12經文。他指
出我們如要明白「生」，須先認識

「死」。他提出很多時候在熙攘的人

群中被孤立，這種肉身隔絕的情況，

感覺就像死一樣難受。他鼓勵大家留

意身邊是否有被隔絕或被邊緣的人或

自己，而努力把這種「死」的狀態

「活」過來。他相信信仰能讓我們有

復活的盼望，令人有勇氣去「活」，

也有勇氣去面對「死」，同時學效耶

穌捨己為人的精神；他指出門徒也一

樣經歷了哀，樂，痛，苦，甚至生死，

曾跟基督離別，群龍無首，感到痛苦

哀傷，但當耶穌來到他們中間說出

「願你們平安」的話時，他們又經歷

了生命的復活和喜樂。他相信不僅門

徒，人人都會經歷這種哀，樂，痛，

苦，死和活，包括跟隨耶穌的人， 
而每個人的經歷都與耶穌基督建立更

密切的關係。他盼望大家在人生旅程

中，不僅能看到無法改變的局面， 
也能看到可以改變的另一面。

為本的「接納與承諾治療」(Faith-

Based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簡稱 FACT)，協助大家與

「哀、樂、痛、苦、死、活」共處。

首先，他介紹了 Frank Richardson 所

著的 “Suffering and Psychology” 一

書，書中提到現代人隨着現代性和

科技萬能的信仰，偏執地硬要對抗

和控制那些無法控制的事物，結果

帶來因無法勝過終極大苦（如死亡）

而產生的絕望，在痛苦的人生上撒

鹽，造成二次傷害。Richardson的歷

史分析也指出，現代人已經背離了從

軸心時期（西元前 800年至 200年）

所蘊釀出來的宗教情操（如佛教和

基督教所開展的）。這些宗教情操

確認生命的真諦的確是由苦所構成，

並開展了一種接納、超越、轉化痛

苦的生命哲學，從而 “dissolve”而不

是強求 “solve”現世之苦。關教授雖

然不同意 Richardson書中所提出的

結論，卻對其分析現代人如何走到

今天的執着，深感認同。

關教授也從心理學進路出發，提出

「適當的苦是造就生命的養料」

的觀點。他以 Heinz Kohut提出的 

Optimal Frustration 概念為例，指出

恰到好處的人生挫折，其實對生命有

積極意義。然而，生命所承受的苦，

常常並非恰到好處。的確，不如意事

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在這大前

提下，關教授提醒我們，絕不能平時

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他建議在日常

生活提煉出「接納與承諾」的屬靈素

養，並從「接納與承諾治療」說起，

介紹 Joshua Knabb 的 “FACT”，鼓

勵弟兄姐妹在生活中操練六種生命

素質：對主臨在的當下覺醒、忍耐接

納事物的能耐、讓心靈放下一切思想

而保持平靜安定的警醒、默觀的我

在、跟隨耶穌、順聖言而生的品格。

最後，關教授以「寧靜禱文 (Serenity 

Prayer)」來總結分享，並突出在禱文

中「睿智」的關鍵性：「主啊，求賜

予我心靈的平靜，坦然接受那不可逆

轉的；求賜予我勇氣，去改變那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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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呀！千萬不要呀！」群姐瞪

大眼睛，撒手擰頭拒絕訪問的邀請。

她從來都不喜歡太矚目。在崇基學

院工作了整整二十年的資深宿舍工

友群姐性格爽直，有意見總勇於表

達出來。中午在神學院大廳，常看

見她為自己準備了均衡營養的飯盒，

旁邊總有大大的橙。「來！請你食

澳洲橙，快點！」大方又豪氣的群

姐總愛和人分享她的美食。

「我的性格比較直率，有時候說話

大聲。」群姐邊說邊微笑着瞪一眼。

「但我沒有惡意，那麼多年了，大

家都很明白我。」群姐見證了崇基

學院神學院的許多變遷。「初初來

神學院的時候，並沒有聖堂；多了

聖堂這個建築物，工作也多了。」

群姐不忘補上一句。「雖然工作多

了，但也多了同事，所以都還算順

利。」她表示每年學期完結，學生

退宿須打掃宿舍的時候，也是最疲

憊的時候。不過，大家同事幫忙，

通力合作，每次都順利完成任務。

群姐育有兩個女兒，現都已經成家

立室，她的擔子也輕鬆了不少。 
她期待退休後能夠專心照顧可愛的

孫女，和老公拍拖行街。她又表示

有空會回到神學院探望大家。「很

感恩能在崇基工作這麼多年，認識

了這麼多好朋友。雖然工作辛苦，

但都是美好的回憶。現在我可以安

心享受天倫之樂了。」群姐又瞪一

眼。「啊！講完未呀？夠啦？」

校牧姚志豪牧師於臉書的帖子上放

出群姐退休的消息，校友和同學紛

紛留言：

本院工友「群姐」（廖馥群）於神學院工作 20年，2024年已屆退休年齡，大家都懷着依依不捨的心送別她。

 「群姐，我們感謝您！」
神學院同事「群姐」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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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4月 26日，美國埃默里大

學坎德勒神學院郭佩蘭教授應母校

邀請，作「60周年院慶校友神學家

網上講座」講員，介紹亞太地區女

性主義神學的發展，超過 200位人

士透過互聯網出席。講座內容包括

亞洲地區女性主義神學的發展（包

括：如何受解放神學擴展影響、處

境化及採用多元視角、肯定婦女作

為神學主體和其聲音、以及交叉重

疊研究方法 (intersectional)），並討

論北美亞裔神學的崛起，其發展重

要里程碑及展望，亞裔女性主義神

學的崛起、歷史背景、研究範疇、

相關組織、亞太地區女性主義神學

家所作出之貢獻和影響，和亞洲各

地的婦女關注的議題包括和平和公

義等，她更談及最近大家所關注的

以哈衝突。

亞太地區女性主義神學之 

重要議題

郭教授提及亞洲各地的婦女議題。

其中包括經濟工業的起飛對女性所

帶來的影響、男性主導的教會和社

會結構、東南亞的性旅遊問題，以

及部落和原住民婦女的權利等議

題。同時，她也介紹亞太地區女

性主義神學家，其中包括南韓的

鄭 賢 璟 (Chung Hyun Kyung) 和 朴

李善愛 (Sun Ai Lee Park)，印尼的

Marianne Katoppo， 印 度 的 Aruna 

Gnanadason 等等。她表示女性學

者挑戰父權制的權力結構，並以生

態環境保護和宗教對話等議題和後 

殖民主義為重點進行研究。除此以

外，她又介紹了北美女性主義神

學 家， 包 括 Rita Nakashima Brock, 

Greer Anne Wenh-In Ng, Gale A. Yee

和 Wonhee Anne Joh。她特別提到

她們從亞裔及華裔北美女性的身份，

關注反亞裔種族主義、跨種族團結和

美帝國主義問題。同時，美國亞裔女

性主義也關注生態神學、酷兒神學、

公義、和平和復和等議題。

以哈衝突

談及大家所關注的以哈衝突時，

郭教授表示亞洲神學的角度相當

重 要， 她 指 出， 在 Theologies of 

the Multitude for Multitudes: The 

Legacy of Kwok Pui-lan 1 這本書其

中一個作者金那美 (Nami Kim) 指

出，亞洲神學不僅僅應該關注東亞

和南亞，還應該包括西亞的巴勒斯

坦。在早前在紐約的一場演講中，

郭教授也提到聖經在定居者殖民主

校友郭佩蘭教授 
(76’BA, 78’ BD, 80’ MTheol)主講

亞太地區女性 
主義神學的發展

義 (settler colonialism) 中的角色，

尤其關注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區。

巴 勒 斯 坦 神 學 家 Mitri Raheb 在

Decolonizing Palestine: The Land, 

the People, the Bible一書中，以去

殖民化的角度指出，閱讀聖經時，

也應該從迦南人的立場出發，不單

單以猶太人的觀點。郭教授明確反

對哈馬斯恐怖主義，但同時也關注

長期以來爭取平等對待的巴勒斯坦

人。她也提及 20世紀 60年代印尼

發生的大規模排華事件，針對被認

為是共產黨員的人，並進行了壓迫

和屠殺。她主張以多元民族角度來

討論問題，也不僅依賴於神學理論，

更需要以身體力行的方式來醫治創

傷，實踐復和，致力建立更公正與

和諧的社會。

精彩答問環節

葉菁華教授在講座結束時感謝郭佩

蘭教授清晰交代亞太地區的女性主

義神學的發展，也點出很多人關心

的巴勒斯坦問題。被問及交叉重疊

的方法，郭教授表示這是來自美國

黑人法律學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

即不能只從一個層面來討論議題。

例如：性別問題和種族問題互為影

響；白人婦女爭取性別平等課題，

也應一併考慮其他種族，例如黑皮

膚、黃皮膚和原住民女性的情況，

因為同為女性並不代表只持一種看

法；在香港，當談及壓迫與歧視課

題，除包括內地新移民、也應包括

非華裔的香港居民。參加者對女性

主義神學的題目也相當感興趣，分

別就女性主義出現的原因及其與神

學的關聯，亞洲婦女神學和美國白

人傳統的婦女神學的關係，亞太地

區女性主義神學的發展當中如何處

理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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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神學和身體神學的關係，

問及華人教會普遍對婦權、女性主

義等排拒的原因，逆父權思想滲透

的方法等等提出跟進問題。

郭教授呼籲女性要覺醒，拒絕內化

男尊女卑的觀念。她回顧了婦女爭

取被按立為牧師時所遇到的反對，

不僅來自男性。女性爭取按牧被認

為是出風頭，甚至有女性認為男性

應作牧師或領袖領導角色，女性在

教會適合泡茶和插花事工。郭教授

認為在華人社會，追求婦女權利或

討論女性主義議題容易被視為不和

諧。她指出，衝突和爭取權利並非

負面，反而能推動人類進步。然而，

追求和諧的同時不放棄公義，才是

真正的和平，實現整體人類的公義。

女性主義應抱更寬廣的視野，邀請

男性一同參與。郭教授也一一回答

了與異性戀男性在女性主義神學中

的角色、解放神學、自由主義神學

在香港的發展、約書亞記的全新詮

釋，以及政治、身份和神學之間的

關聯等問題。

本院舉行「60周年院慶校友神學家

網上講座─亞太地區女性主義神學

的發展」，就亞太地區女性主義神

學發展，女性主義關注的議題、以

哈衝突與復和等等議題探討。郭佩

蘭教授是美國埃默里大學坎德勒神

學院系統神學院長講座教授，從亞

洲和亞裔的視角建構女性主義神學

和後殖民神學，著作等身，在學術

界享負盛名。她曾獲選為美國宗教

學會 2011年度的會長，並獲多項

國際殊榮。學者向她致敬的論文集

於 2021年出版。郭教授為本院學士

和碩士課程校友，並曾任教本院。

她 把 近 著 Postcolonial Politics and 

Theology獻予本院眾師生，以誌其

神學之旅之起點。講座不但使參加

者對女性主義神學有了更深入的認

識，更提供了不少參考文獻，讓參

加者可以進一步閱讀和學習該課題。

本院於 5月 16日至 23日舉辦台

灣交流學習團，師生合共 43人參

與。行程中參訪了中原大學宗教

研究所、政治大學、淡水長老教

會、馬偕墓園、牛津學堂、輔仁

大學宗教系及校牧室、臺灣大學、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東吳大學

內的錢穆故居、台灣神學院及校

園雜誌等。期間參與濟南教會粵

台灣交流學習團

語崇拜，與在台香港基督徒交通， 

又與在台校友聚餐。

1. 此書是慶祝郭佩蘭教授對神學貢獻的學術
專書，充分反映她在圈內的重要地位和影
響力，這著作不但是尊敬郭教授之作，也
同時肯定其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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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本院德詩婷教授、花威教授、任卓賢教授

左起：本院校牧姚志豪牧師、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前總幹事湯泳詩 
博士、陸漢思牧師、工業福音團契前總幹事余妙雲姑娘、崇真會總
牧梁金華牧師

2024年 2月 20日，基督教研究中心舉行午間講座，

由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

學人花威教授主講「羅馬帝國與奧古斯丁的政治哲

學」(Augustine’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Roman 

Empire)，談論從古希臘哲學演變為中世紀哲學的轉

捩點，其中涉及聖經學、教父神學、教會史和羅馬

史等。在哲學史、聖經學和羅馬史的研究中，都不

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奥古斯丁，可見其重要性。本活

動由基督教研究中心及當代基督宗教教學資源中心 

合辦、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協辦，反應熱烈， 

有超過 40人參加，特別鳴謝資源中心資助午膳及

傳譯全部支出。

基督教研究中心及資源中心消息

午間講座：
 「羅馬帝國與 
奧古斯丁的政治
哲學」

由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辦、本院及基督教中國

宗教文化研究社協辦「香港傳教運動的今昔：由陸

漢思牧師 (Rev. Dr. Hans Lutz)的傳教士生平說起」

研討會於 2024年 1月 12日在本院神學樓舉行。 

主辦單位藉陸牧師身為巴色差會傳教士的生平及貢

獻非凡，在香港致力服侍勞工逾 50載，積極推動

社會及教會事工，並探討在這後傳教士時代的發

展。本院葉菁華院長致歡迎辭，副院長白德培教授 

「從宣教運動的角度」討論香港傳教士運動的未來；

黃慧賢教授發表「傳教士與香港社會」。

宗文社消息

陸漢思牧師榮休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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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至 5月，葉菁華院長馬不停蹄地到不同宗派屬下
教堂證道。2 月 11 日，葉菁華教授於香港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北角堂的崇拜中證道；接着，2 月 17 日和 
18日，他在宣道會活水堂證道；2月 25日，他前往在中
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北角堂證道。

2. 3月 10日，他在崇真會筲箕灣崇真堂主日崇拜中證道；
3月 16日和 17日，他往中華基督教會基磐堂，並在 
崇拜中證道。

3. 2024年 3月 23日，葉菁華院長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文學
院舉行的「2022-2023年度優秀教師及學生嘉許典禮」，
並獲頒 2022-2023年度「文學院傑出教學獎」，以嘉許其
卓越教學表現。是次乃葉教授第九次獲得此殊榮。

4. 3月 22至 24日，葉院長獲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邀請擔
任第十七屆篤信力行講座「此消彼長的神與人？」講員。

講座一連三晚，題目分別為：「上帝作為與人世運作」、「神

的話語與人的著作」、「聖徒群體與罪人群體」。

5. 4月 14日，他前往中華基督教禮賢會慈雲山堂，在主日
崇拜中證道；4月 20日和 21日，一連兩天，他在馬鞍
山靈糧堂主持崇拜及證道；4月 28日，在香港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北角堂的主日崇拜中證道。

6. 5月 5日，他在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堂的主日崇拜
中證道；5月 26日，他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禮拜堂
的主日崇拜中證道。

德詩婷教授

1 2024年 2月 20日，德詩婷教授出席由湖南大學嶽麓
書院、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學人花威教授主講

「羅馬帝國與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學 (Augustine’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Roman Empire)」午間講座。德詩婷
教授為當代基督宗教教學資源中心主任並為當日之主持。

2. 2024年 3月 11至 15日，她透過線上參加第五屆世界
基督教國際跨學科會議，大會主題為「再探世界基督教

中的婦女與性別」。會議由普林斯頓神學院，Overseas 
Ministries Study Center 及非洲加納大學合辦，她於 
3月 11日發表論文「作為民族誌學家和編年史家的女傳
教士」；另外，在 3月 14日，她在一場與作者會面的環
節中就 Gina Zurlo的著作 Women in World Christianity: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a Global Movement (Wiley-
Blackwell, 2023)一書作評論。

3. 3月 16日，她在美國亞洲研究協會 (AAS) 2024年年會上
籌辦中國基督教研究小組的年度會議。

4. 她的研究計劃「為中國服務：從基督教『救國』到基督教 
『中國化』」獲得大學資助。

5. 她的論文“Scholar, Critic, Scribe: Zha Changping’s 
（查常平）Humanist Criticism”已刊在Modern Chinese 
Theologies: Volume 3: Academic and Diasporic一書中。

1. 本院同工張沁茹小姐和陳其煒先生於 2024年 1月 28日
在尖東帝苑酒店舉行證婚儀式。本院祝福一對新人新婚

生活幸福快樂。張小姐為負責神道學碩士及神道學博士

課程的同工。

2. 神學校董會副主席陳衍昌法政牧師和師母汪志堅女士於 
3月 24日下午於諸聖座堂舉行「讚頌上主妙愛奇恩家庭
感恩會」。二人感謝上主的恩典，建立家庭，並記念陳牧

師按牧半世紀。

3. 歐陽克麟宣教師 (‘17 BD) 與太太莊倩明之子歐陽可允
(Jabez)已於3月27日出生。願上主祝福小朋友，健康成長。

4. 本院同工彭偉瑜小姐和葉浚祐先生於 2024年 3月 30日
於香港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舉行結婚儀式。本院祝福一

對新人新婚生活幸福快樂。彭小姐為負責神道學學士課

程的同工。

5. 繆健倫校友 (‘17 BD)獲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按立為堂
區會吏。堂區會吏按立禮於 4月 21日在麗瑤堂舉行。

6. 柯冠宇校友 (‘20 MTheol)和李沛恩小姐於 2024年 6月 
1日在台北衛理公會永和天恩堂舉行婚禮。

7. 6月 1日，陳籽鋒先生 (BD)和黃惠娟小姐於九龍佑寧堂
舉行結婚典禮。

8. 6月 23日，黃苑翹宣教師 (‘15 BD)獲香港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按立為總議會會吏，典禮在九龍堂舉行。

院長行蹤、老師及其他消息

教授消息

教授消息（續）院長行蹤

恭賀

黃慧賢教授

1. 2024年 3月 4至 6日，黃慧賢教授獲邀往泰國曼谷參加
世界傳道會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2024年東亞地區
大會前預備會，主講：「女性主義神學與轉化力量」。

2. 3月 11至 15日，她透過線上參加第五屆世界基督教國
際跨學科會議，大會主題為「再探世界基督教中的婦女

與性別」。會議由普林斯頓神學院，Overseas Ministries 
Study Center及非洲加納大學合辦，她於 3月 11日發
表論文「反思史學法：中國廣州基督徒婦女群體的跨國

合作」；另外，在 3月 14日，她在新書發佈會中場與
作者 Gina Zurlo就其著作 Women in World Christianity: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a Global Movement (Wiley-
Blackwell, 2023)作回應。

任卓賢教授

1. 2024年 4月 6至 8日，任卓賢教授往泉州參與第二屆中
德奧古斯丁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 “Anti-Origenist Colour 
in Augustine’s Later Theology of Image”。4月8至12日，
他於復旦大學擔任一連四講的講座系列 “Platonism and 
Chrsitianity as Competitive Orders in the 4th century up 
to Augustine”的評議人。

2. 4月 15日，他分別於清華大學主講一學術講座：「巴西
流的創造論與斯多亞哲學」；到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並向師生作了一學術報告，題為「古代教父

對上帝形像的不同解讀」；及於北京大學擔任學術講座

“Augustine’s Eschatology”的評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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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位華人神學組（本院 2004年前名稱）主任（1980–82
年）潘應求牧師之夫人馮叠歡女士 (Mrs. Susanna Pan)，
於 6月 1日在加拿大溫哥華主懷安息，享年 84歲。火葬
禮己在 6月 17日舉行，而追思禮將在 6月 22日於列治
文華人協和教會舉行。潘師母曾在中文大學診所任職護

士。潘牧師是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牧師，1972年起
於神學組任教，1982年前往加拿大聯合教會事奉直至退
休。願上主親自安慰潘應求牧師及其家人。

2. 神學校董勞啟明先生 (Mr. Charles Lo)於 2024年 3月 23
日安息主懷， 追思彌撒已於 4月 13日在聖若瑟教堂舉
行。勞先生為資深會計師，亦為本院校友 (’93 MDiv)。他
擔任神學校董會邀選校董超過四份一世紀，貢獻良多，

並捐贈「勞啟明獎學金」每年頒予教會歷史科表現優異

同學。本院深切哀悼勞校董，並感謝他多年來的服務和

貢獻，願主安慰其家人。家人為勞先生設立了追思網頁 : 
https://www.charleslo1943-2024.com。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哀悼（續）哀悼

德國神學家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於 2024年 6月 3日逝世，享年 98歲。
Moltmann 是圖賓根大學 (Tübingen 
University) 系統神學的榮譽教授。 
他的神學思想涵蓋了三位一體的社會

教義、政治神學、終末論及生態神學

等，對神學家、神學生和教會有深遠

的影響。

莫特曼的多本著作被翻譯成中文

出版，包括《盼望神學—基督教

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Theologie 
de r  Hof fnung :  Unte r suchungen 
z u r  B e g r ü n d u n g  u n d  z u  d e n 
Konsequenzen e iner  chr is t l ichen 
Eschatologie)、《 被 釘 十 字 架 的 上
帝》(Der gekreuzigte Gott)、《創造
中的上帝》(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 log i sche Schöpfungs lehre )，
《生動的上帝與生命的豐盈》(Der 
lebendige Gott und die Fül le des 
Lebens)，《盼望倫理學》(Ethik der 
Hoffnung)，《 今 日 神 學 》(Was ist 

heute Theologie?)，《公義創建未來：
和平政治與造物倫理》(Gerechtigkeit 
schafft Zukunft)，《 三 一 與 上 帝

國—論上帝的教義》(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 lehre)，
《來臨中的上帝：基督教的終末論》 
(Das Kommen Gottes. Christ l iche 
Eschatologie)等等。故此，在中國大
陸、台灣和香港地區和華人的神學圈

子都為人所熟悉。

本院助理教授德詩婷教授 (Naomi 
Thurston)到任神學院的首個學期獲邀
教授研究生課程，課程內容則講述華

語世界對莫特曼思想的接受史，及討

論不同文化、學術、神學環境是如何

回應莫特曼的神學。本院神道學學士、

神道學碩士和神學碩士課程的畢業生

中，不少從莫特曼的神學中所提及的

的三位一體、終末論和生態神學等出

發，探討自身關注的議題，例如生態、

臨終病人、苦難、中國文化等等，可

見他在神學領域的影響力。

敬悼—莫特曼

3. 姚鎮嫦姊妹已於 3月 12日安息主懷，她是本院校友黃偉
昌牧師 (’06 MDiv)的母親，莫苑玲女士 (’08 MDiv)的翁
姑。她的安息禮拜定於 3月 24日於九龍殯儀館舉行。

4. 鄧穎暉先生 (‘08 MDiv)的岳母李定花女士離世，其安息
禮及出殯禮分別於 5月 26日及 27日於紅磡世界殯儀館
舉行。

5. 本院副院長白德培牧師家貓 Misha 於 5 月 23 日晚起 
失蹤，後確認離世，享年 15歲。Misha與媽媽 Grisha
一樣，15 年來與不少中大師生校友同悲同喜，陪伴 
一屆又一屆的中大人。得悉她已離開，本人仝人深感 
遺憾，願她在天家與 Grisha相聚。本院於 6月 6日至 13
日於容啟東校長紀念樓 G樓聖堂外設紀念冊，供人留下
對 Misha 的感謝與道別說話。

2018年 4月 23日，漢語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和本院合辦研討會 “In Dialogue 
with Jürgen Moltmann: The Hong 

Kong Forum”，由三位本地神學學者
包括：林子淳、郭偉聯、賴品超，分

別從莫特曼神學與歐陸哲學的對話、

莫特曼神學對中國教會啟迪、莫特曼

的盼望倫理與香港處境的關係，先後

發表文章，由莫特曼教授逐一回應。

研討會前，他到新亞書院的合一亭和

本院聖堂參觀。

他的妻子是女性主義神學家 Elisabeth 
Moltmann-Wendel，已於 2016 年去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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