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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1月2日，本院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神學日感恩崇拜， 

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永超神父證道，題為「兩個婚禮撞上一個殯

禮」。下文為講道的文字紀錄。）

各位親愛的來賓：

在聚會中，大家聆聽了聖經的內容後，可能會問，為什麼選擇了這幾篇經

文？其實，這與我受邀成為講員息息相關。當我接到邀請時，便開始思考：

應該傳遞些什麼內容？是真實的事例，還是虛構的故事？相當巧合的是， 

今天除了是各位的畢業典禮，我本來還須出席兩場婚禮和一場殯葬禮，這讓

我有了不少反思。

大家看到這個題目「兩個婚禮撞上一個殯禮」，或許會聯想到一部電影， 

沒想到此時此刻竟出現同樣的情境。今天的實際情況

是，我主持了兩場婚禮，因時間的關係，原本在兩場婚

禮之間還有一場殯葬禮，但因未能趕及，無法參與。然

而，類似的情況並不罕見。

場景和心情的轉換

這讓我想起保祿宗徒，剛才我們所聽到的

聖經片段提到「為一切人成為一切」。 

那麼，怎樣才能成為一切人呢？例如， 

當我主持婚禮時，我懷着喜慶感恩的心來

祝福；而當我轉換場地去主持另一場殯

陳永超神父
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

兩個婚禮撞上 
一個殯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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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副院長黃念欣教授（左一）、神學校董會主席郭志榮牧師 
（左二）、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右一）頒發「耶穌為門徒洗腳像」 
模型予陳永超神父，以示感謝！

禮時，心情又需要重新調整。因為我不可能帶着

笑容去陪伴悲傷的苦主，反而需要與他們一起哀

愁。這樣的心情轉換在我的信仰生活中，有時確

實帶來挑戰。

剛開始工作時，我擔任副本堂，並由一位本堂神

父安排各項工作，讓我們去體驗。由於經驗尚

淺，本堂神父大多會避重就輕，讓我們承擔較輕

省的工作。隨着時間的推移，服務的對象和需要

關注的事項越來越多，讓我有更多機會遇到類似

上述的情況。在那時，我也會感受到場景和心情

轉換所帶來的一些衝擊和困難。特別是當亡者與

我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大家認識已久，對方曾像

家人一樣安慰過我，當我主持他們的殯葬禮後，

接着又舉行婚禮，那種狀況實在令人難以承受。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受到上主的安慰。

父的住處

今天我們聽到的福音中，耶穌對自己的宗徒說：

「在父的地方有很多住處。」這段聖經片段來自

耶穌與門徒共晉最後晚餐時的對話。在這個過程

中，有時會讓人聯想到耶穌是否指天上的住處。

但經過深思熟慮，我發現耶穌並不只是讓我們關

注死後的事情。當耶穌傳講天國的時候，祂時時

刻刻都在傳遞一個訊息：天國就是在現在，因為

它已經來到了。因此，我相信耶穌所講的父的住

處，不僅僅是在天上，還包括地上的住處。當我

們能夠與祂同在時，我們就會找到自己的安心之

所。

因此，畢業生被委派到不同地方服務時，常常會

思考自己的去向，尋找服侍的地方。然而，我邀

請大家相信耶穌的話，祂告訴我們，父的家有很

多住處。這些住處有時並不一定是聖堂、醫院或

學校。在這個世代，仍有許多地方未曾接觸過

耶穌，未曾聽過祂的名字。當我們願意前往那些

地方時，我們就能將這些地方轉變為主的住處。 

我們都知道，主真正喜愛居住的地方，是在我們

每一個人的心靈。

大家經過多年的神學訓練，經歷了長時間的心靈

培育，其實在你們的內心中，都建構了這個神聖

的居所。在面對生活的轉變和無常時，大家可以

回到耶穌賜給各人的這個內在住處，讓祂陪伴及

安慰大家。

當一項工作結束後，無論是婚禮還是殯葬禮， 

我都會花一點時間靜下來，回到這個內心的住

處，邀請主耶穌基督相伴，向祂訴說我內心的衷

情、苦況、軟弱、困難。在這段和主耶穌相處的

時光中，我能夠得到領悟和更新。然後，當我再

次回到現實生活中，面對我的工作和羊群時， 

我會發覺自己並不是孤單一人，而是時時有主的

陪伴。我相信耶穌所告訴我們的這個住處，其實

就是與祂在一起。因此，當多默問起祂「往何

處」的時候，祂表示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

命。透過與耶穌在一起，我們不需要擔心自己在

哪個地方服務，也不需要擔心是否有地方可以服

務，因為主會親自點派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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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未必在這個地方工作，但很可能祂會召喚

你去其他地方，即使那是一種痛苦和困難的情

況，就像被人排擠或拒絕。這種經歷，其實是我

當年擔任神父時所領悟的經驗。我曾認識一些青

年，他們渴望成為神父，前往不同的修會或教區

詢問，是否可以成為神父。然而，大家都告訴他

們不合適，但他們並未因此放棄，因為他們相信

上主會照顧他們。最終，他們找到了與自己信念

相配合的修會。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經歷了許多艱苦和挫

折，但最終都成為了一位神父。回首往事，他們

會說，每一次的「撞牆」、「撞板」、失敗或吃

「閉門羹」，其實都是上主為他們指明方向的時

刻。所以，當遇到困難和挑戰時，我們不需要害

怕，因為耶穌與我們同在。只要我們回到祂為我

們預備的住處，與祂相遇，看着祂，我們就不需

要懼怕，因為祂總會為我們指出方向，告訴我們

真正的住處。

與復活的主相遇

祝願每一位完成神學訓練的同學，懷着對主耶穌

基督的信心，無論是繼續升學，還是開始尋找侍

奉的地方，甚至未必有具體的侍奉場所，而是可

能從事其他工作。讓我們時時緊記，主耶穌基督

在我們心中，並將這位耶穌帶到工作與生活的場

景中，使人能夠與你心中的主耶穌相遇。

在這個時刻，我們相信，無論是喜樂、悲哀、痛

苦，還是任何狀況，主耶穌基督都會陪伴我們，

使我們能夠將真道及這天國的喜訊傳揚開去。願

你們每一位都成為福音的傳播者，就像保祿宗徒

一樣。保祿從前是一位迫害者，但在與主耶穌相

遇後，他不僅經歷了180度的轉變，更可以說是

360度華麗的轉身，最終成為宗徒。雖然耶穌揀選

了十二位宗徒，但實際上宗徒的數量更多，因為

保祿就是一個典範，還有其他人在復活的基督面

前相遇，他們都成為宗徒，將信仰傳遞下去。願

我們在信仰的旅程中，勇敢地傳揚福音，成為主

所喜悅的器皿。

今天，我相信在你們的學習過程中，以及在信仰

旅程裏，都曾經與復活的主相遇。或許，那時候

你們並不完全認識祂，因為每次耶穌復活後的顯

現，祂的容貌似乎都有所不同，沒有人能在第一

時間認出祂。然而，當我們靜下心來細想時，

會驚覺「原來這就是主啊」。你們作為這個世代

的宗徒，承載着保祿宗徒的精神。我們不應該計

較有沒有賞報或迴響，重要的是堅持按照主的邀

請，繼續將這個真道傳播。

願基督的救恩臨現在我們的世界，因為我們知

道，身邊還有許多人雖然聽過耶穌的名字，但仍

不真正認識祂。讓我們攜手合作，無論來自任何

宗派，心往一處，為人民的得救而努力，讓他們

有機會認識耶穌基督。最後，願上主祝福我們每 

一位！

講員簡介：

陳永超神父在1999年畢業於羅馬傳信大學屬校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獲取神學學士學位；2001

年晉升神父。隨後，奉主教的派遣，在不同的

聖堂、教會機構及社會事務機構參與牧養及傳

揚福音的工作；2021年12月，被香港天主教

教區主教周守仁任命為副主教，協助教區事務

的管理和策劃。陳神父同時積極參與天主教與

基督教的神學對談及基督教合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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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600人參加

11 月 2 日，本院於香港中文大學崇

基學院禮拜堂舉行神學日感恩崇拜。

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永超神父

（崇拜講員）、崇基學院副院長黃

念欣教授、崇基學院校董及神學校

董會主席郭志榮牧師、崇基學院校

董及神學校董王家輝牧師、崇基學

院校董周燕鏞女士、鄭卓生博士、

區志偉教授、林李內欣上尉、崇基

學院院務秘書湯泳詩博士、崇基學

院學生輔導長吳碩南教授、崇基學

院校牧高國雄牧師、神學校董陳應

城執事、梁遠耀牧師、金少雲牧師；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譚偉倫教授和黎

子鵬教授；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

副院長關瑞文教授和白德培教授、

葉漢浩教授、黃慧賢教授、王珏教

2024 神學日感恩崇拜

授、 任 卓 賢 教 授、 德 詩 婷 教 授、 

溫誠敦教授、李均熊牧師、姚志豪

牧師、本院客席及兼任教師龔立人 

教授（感恩崇拜主席）、伍渭文牧

師、 陳 家 富 博 士、 郭 志 丕 主 教、 

任志強博士、莫介文博士、謝甘霖

博 士、 陳 劍 博 士、 文 憑 課 程 老 師 

王福義長老、歐偉民博士、林以諾

博士、陳國芳博士、葉信德先生均

有出席。來賓、師生、參加者總數

逾 600 人。 

 「兩個婚禮撞上一個殯禮」  

陳永超神父證道

本院邀請天主教副主教陳永超神父

證道，講題為「兩個婚禮撞上一個殯

禮」。（講道全文及講員簡介已刊登

在本通訊頁首。）

頒發證書

講道後，葉菁華院長介紹新生，由

陳應城執事為新生祈禱；關瑞文教

授 和 葉 漢 浩 教 授 分 別 介 紹 學 位、 

文憑和證書課程畢業班同學，並由

黃念欣教授、郭志榮牧師、葉菁華

教授頒授崇基學院神學院學位證書；

畢業生代表余倬恩同學致辭（詳見

頁 6）。致辭後，由王家輝牧師為畢

業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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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院務報告 

葉菁華院長 

葉 菁 華 院 長 在 報 告 時 感 謝 上 主 恩

典，過去一年舉辦多項六十周年院

慶活動，包括牧養研討會、院慶開

幕禮暨國際研討會等，其他活動包

括：2023 年 11 月 4 日 舉 行 六 十

周年院慶感恩崇拜暨神學日慶典， 

耶 魯 大 學 神 學 院 院 長 斯 特 靈 教 授 

(Prof. Gregory Sterling) 專程來港證

道並主領講座；2023 年 12 月 3 日

之感恩晚宴及 2024 年 4 月 26 日舉

行校友郭佩蘭教授主講「亞太地區

女性主義神學的發展」網上講座等，

並感謝大家的積極參與。 

他表示本年修讀學位課程的新同學

共 66 人，神道學學士及神道學碩士

課程之收生人數較去年略為增加，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則較去年

略為減少；同時，共有 68 位學位課

程畢業生，神道學學士 (BD) 及神道

學碩士 (MDiv) 課程畢業同學佔 13

人，當中 8 人進入教會堂會事奉、

1 人在基督教機構事奉、2 人尚在尋

覓事奉工場、1 人赴英國進修、1 人

赴日本進修，預備宣教。 

院長宣佈工友廖馥群女士退休，蔡芳

艷女士約滿離職及黃佩歡小姐晉升

為一級計劃協調員的消息，院長感謝

她們多年來的貢獻，也歡迎新工友鄭

麗嫦女士加入神學院。報告中提及任

卓賢教授和姚志豪牧師獲得崇基學

院頒發 2023–2024 學年崇基學院服

務學習模範教學獎，及葉院長本人第

九次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頒發年

度傑出教學獎；德詩婷教授和溫誠敦

教授皆獲得香港中文大學資助其研

究計劃；白德培教授、葉漢浩教授、

溫誠敦教授有新書出版，可見本院在

教學與研究方面的優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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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就 課 程 重 構、 事 工、 活 動、 

校牧部、信徒神學及生命培育部、

講座、出版事工等各方面作出院務

報告，完整報告可以參閱本院網站：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

tc/about/report/2024。

葉菁華院長在作院務簡報後，由姚

志豪牧師介紹獎學金得獎者，隨後，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副主席余英嶽

牧師、崇基學院校董林李內欣上尉、

鄭卓生博士、區志偉教授、周燕鏞

校董、崇基學院副院長黃念欣教授

頒發獎學金予各得獎人。黃念欣教

授、郭志榮牧師、葉菁華院長共同

頒發紀念品予陳永超副主教。最後， 

由郭志丕主教祝福及差遣眾人。

神學日感恩崇拜畢業生代表致辭 

余倬恩同學 (‘24 MDiv) 

余倬恩同學代表畢業生致辭，她表

示希望能在崇基這間重視多元聲音

的神學院，把不同畢業生的感受融

入發言之中，希望演講辭中不止有

她一把聲音。 

「成了！」余同學表示這慨嘆代表與

死線博鬥，死記硬背希伯來文和希

臘文，或者與歷代教父及神學家展

開激情對話等等的日子終於結束了； 

黃 同 學 說 道：「 能 夠 讀 到 神 學， 
是上主的憐憫，也是太太和家人的
無限支持。」； 

周同學也分享道：「三年讀書黎講，
辛苦就唔談得上，而事奉就係本
份。但願牧會都平安，事奉得力。
仲要多謝身邊各人嘅支持，特別係
屋企人，愛你地 ♥」； 

梁同學說：「於崇基讀神學，有如
初戀感覺，總是讓人懷念。以初戀
來作比喻，代表着這是一個甜酸苦
辣鹹，五味雜陳的經歷。」； 

方 同 學 說：「 懷 念 課 堂 嘅 討 論， 
懷念同學嘅毒舌，懷念老師嘅冷笑

話，懷 Soc 房嘅歌聲，懷念這段上
帝與我們同行嘅日子。人總需要勇
敢生存，記得要珍惜做神學生嘅日
子。」； 

蔡同學說：「孔子好似講過初戀無
限美；耶穌就話若有人跟從我， 
就當捨己。有人話求學不是求分
數；我就話讀神學不是求畢業，因
為跟從主、學習主嘅樣式乃是一生
的功課。」； 

林 同 學 作 結：「 來， 我 們 舉 杯、 
慶祝上主賜福的生命。讓我們碰
杯、親嘗事奉生命的滿溢。願我們
澆奠、成為參與基督的生命。」 

余倬恩代表全體畢業生對所有老師、

校牧及辦公室同事，還有神樓的宿

工們，獻上最大的感謝；她也感謝

家人和親朋戚友的支持，也特別感

謝 特 意 抽 空 出 席 神 學 日 的 親 人。 

她形容是屆畢業生經歷過疫情中網

上上課，宿生中途退宿，線上步行

籌款等等，故此大家份外珍惜相聚

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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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崇拜後合照。

IASACT 學者和 Global SITIS 參加者一起參觀深水埗前配水庫。 IASACT 學者和 Global SITIS 參加者參觀道風山及信義宗神學院。

2024 年是 IASACT 的二十周年，參加者齊集神學樓大廳共享午餐。

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修班於 2024 年 6 月 14 日至 7 月

13 日順利完成。2024 年的主題是 “The Poetics, Politics, 

and Performances of Spaces”。來自中國、印度、印尼、

蒙古、菲律賓、新加坡、台灣和美國的 14 位學者獲選

參加此研修班。

是次繼續邀得曾於 2016 年參加 IASACT 的 Prof. Jeane 

Peracullo 以導師身份支持研修班。IASACT 院長龔立人

教授是另一位導師。他們每人分別指導七位學者。

開幕崇拜於 6 月 17 日在崇基學院神學院祈禱室舉行，

隨後在神學樓大廳舉行歡迎午宴。本院德詩婷教授、

王珏教授、黃慧賢教授和李均熊博士在開幕崇拜中分別

擔任主禮、讀經和祝福。神學及跨文化研究暑期學院 

(Global SITIS) 的參加者也獲邀參加崇拜及歡迎午宴，與

IASACT 學者交流。當天下午他們一起參觀深水埗前配

水庫。IASACT 學者和 Global SITIS 的參加者在 6 月 20

日一起參觀道風山及信義宗神學院。

為了讓 IASACT 學者有效使用圖書館資源，6 月 18 日，

大會安排了參觀崇基學院圖書館。期後，每位學者於 

6 月 19 日作簡短的研究計劃介紹，並從第二週開始至 

7 月 10 日（最後一個星期三）輪流作詳細匯報。每位學

者同時被安排擔任回應者。每次報告後設有討論環節。

自 2004 年 舉 行 首 屆 亞 洲 文 化 與 神 學 高 級 研 修 班， 

2024 年是 IASACT 的二十周年，7 月 4 日邀得亞洲基

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主 席 Dr. Pareena Lawrence

和香港區辦事處的同事一起到神學樓大廳參加慶祝午

餐，當日本院葉菁華院長和部份老師也有出席。龔立人 

教授於 7 月 6 日安排了香港島導賞團，帶領學者探索

香港歷史。研修班以 7 月 11 日在中文大學鄭裕彤樓的

Gastronomy Club 舉行之歡送午宴作結。大部分學者

於 7 月 13 日離港，其中三位學者在研修班結束後留港 

遊覽。

亞洲文化與神學 
高級研修班 (IAS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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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老師和同學們在本學期最後一課中合影 
留念。

同學們也感謝提供即時華語翻譯的同學， 
幫助首次以廣東話聽課的同學適應。

同學們都對 Colten 老師和助教龍牧師花額 
外時間為他們補課而深表感謝。

課後，Colten 老師和同學們轉戰夜宵場地， 
促膝詳談。

2024–2025 年度，教牧事工部「週

一加油站」推出全新主題「精神健康

無處不在！」。2024 年 11 月 18 日， 

葉漢浩教授透過 ZOOM 分享，講題

為「眼很攰：創傷後遺症」。是次

週一加油站共有 29 位參加者，本院

副校牧邵倩文姑娘在講座開始前，

領大家進行呼吸調整，舒展身心，

幫助大家放鬆身、心、靈的筋骨。

2024–2025

2024–2025 第 一 學 期 課 堂 結 束，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MACS) 的

同學分別上了兩科必修科「基督教

研究之方法與範式」和「新約之處

境詮釋」。

最後一課後，同學安排宵夜時間，

由課堂「傾」到飯堂。 下學期設「希

伯來聖經之處境詮釋」和「神學與

香港社會」兩科，繼續帶領同學們

進入基督教更闊更深的領域。

溫馨提示：2025–2026年度現已接
受報名，首輪截止日期為 2025年 2
月 24日。「心動不如行動，早報早
啲計劃！」

 （ 由 校 牧 助「 您 」Susan Ip 特 約 報

道。）

經文分享：甘苦與共

校牧姚志豪牧師在分享《路得記》

1 章 1 至 18 節 時 提 到， 人 生 充 滿

不確定性，對於經文中的拿俄米而

言，失去丈夫和面對饑荒的苦況，

埋怨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在困境中

總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選擇抱怨， 

有些人選擇積極尋找解決方案，也

有些人可能會一邊抱怨，一邊尋求

解決方法。然而，路得的陪伴多少

也造就了拿俄米繼續前行，令在困

苦之中的她在苦中經歷一點甜。他

又指出，未來的日子不會一帆風順，

在無數的困境中，上主必定甘苦與

共，陪伴着我們，也使我們在苦中

體會到甘甜。「眼很攰：創傷後遺症」

葉漢浩教授在分享中提及自身曾受

痛症影響，飽受煎熬，曾遍尋名醫

可惜無功而回，那種無力感令他充

滿挫敗；然而，他始終未有放棄，

最終在一位物理治療師的鼓勵下，

發現自己一直聚焦在痛點，卻忽略

了痛源；他指出我們的人生或也有

不 同 的 痛 點， 並 深 深 期 望 痛 點 得

到解決，然而當未能如願，大家都

感到失望和無助。在末世的日子， 

人可能會聽見許多謊言和目睹很多

不公義的現象，但他勉勵大家，即

使如此，也不要忘記真、善、美的

力量。同時，他叮囑我們不應單單

關注痛點，應該以新視角去洞察問

題的根源。他提及在過去數年時間，

即使很多時候對社會種種情況無計

可施，但他決不放棄，盡自己的能

力在工作、寫作和講道中來鼓勵大

家。最後，他以上主的話提醒大家，

寶藏就在我們之間，這正是上帝的

視角，也為我們帶來了盼望。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 課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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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12 月 7 日為止，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已累計印製
二億七千多萬本聖經。本院老師在顯示屏前合影。

訪問團其後參觀愛德印刷廠的印刷品展示廳。
訪問團獲愛德印刷有限公司贈送百年和合本紀
念版聖經，該聖經是為紀念印刷兩億冊聖經而
特別製作的。

訪問團參觀聖訓堂時留影。（相片由江蘇省
基督教兩會同工提供）

是次訪問促進雙方交流。（相片由金陵協和神學院提供）

神學校董會主席郭志榮牧師、葉菁華院長、白德培院長代表崇基神學
院致送「耶穌為門徒洗腳像」予金陵協和神學院，院長吳巍牧師、副
院長李江越先生、教學負責人及系統神學副教授文革牧師代表接受。
（相片由金陵協和神學院提供）

訪問團和部分金陵協和神學院老師合照。

本院疫情後首次訪問內地。香港中

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訪問團，於

2024 年 12 月 4 至 6 日到南京，先

後訪問金陵協和神學院、愛德基金

會及其印刷廠，以及南京市聖訓堂。

訪問團成員包括：神學校董會主席

郭志榮牧師、神學校董金少雲牧師、

丘頌云長老、曾立基先生、神學院

院長葉菁華教授、副院長（外務）

白德培牧師、王珏教授、任卓賢教

授、溫誠敦教授；香港中聯辦協調

部宗教處李永戰處長隨團。

崇基神學院代表訪問南京
訪問團在 12 月 5 日早上到達位於

江寧大學城的金陵協和神學院。該

院院長吳巍牧師（亦為中國基督教

協會會長）、副院長李江越先生、

教學負責人及系統神學副教授文革

牧師、實踐神學副教授蘇喜樂牧

師、專職教師張麗霞女士、專職教

師及外事組成員周學斌先生接待。

吳巍牧師介紹基督教中國化以及其

他有關中國基督教和金陵協和神學

院的最新發展。文革牧師介紹金陵

協和神學院的課程及其他學術方面

的 發 展。 本 院

郭志榮牧師和

葉菁華教授介

紹崇基學院神

學 院 現 況。 訪

問團其後參觀

該 院 校 園、 圖

書 館、 校 史 展

等， 並 獲 該 院

午宴款待。

當日下午，訪問團到達愛德印刷廠，

愛德基金會理事長丘仲輝、秘書長

凌春香、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總

經理劉磊等接待。他們先後介紹愛

德基金會的社會公益事業和愛德印

刷公司的發展。訪問團其後參觀了

愛德印刷廠廠房並獲晚宴款待。

12 月 5 日 早 上， 訪 問 團 參 觀 了

南 京 市 最 大 的 基 督 教 堂 — 聖 訓

堂 — 並參觀設於該堂的南京基督

教中國化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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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6 年度課程招生活動
網上課堂體驗：「與他者相遇」

2024 年 11 月 19 日，本院舉辦「與他者相遇」為主題

的網上課堂體驗系列，吸引了近 130 名對神學教育感興

趣的參加者。這次活動共設三講，讓參加者深入了解神

學學習的不同面向。

第一講

首講由本院葉漢浩教授主講，講題為「從第一世紀羅馬

帝國的歷史與文化遺產看聖經的大能」。葉教授讓參加

者初步了羅馬帝國的歷史背景及其對聖經文本的影響，

並引導參加者思考文化遺產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新約聖經

的信息，參加者積極於聊天室提問。

亡經歷的理解。她也把流亡和異化的主題與基督教信仰

結連，反思將臨期的意義。她指出，流亡者的故事是當

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她也鼓勵大家以不同視角，

對自己和所接觸文化作更深刻的反思。

隨後的討論環節中，參加者們積極提問，德詩婷教授也

以自身作為「外國人」的經驗來回應參加者有關該課題

的討論。

第三講

第三講於 2024 年 12 月 17 日舉行，講題為「與殘障者

的相遇：反轉神學思考的契機」，由本院龔立人教授主

講，共 88 位參加者。

在這堂網課中，龔教授探討了與殘障者相遇的多種身

份，包括深度照顧者、服務提供者、關懷者、旁觀者以

及自我反省的角色，與及他們的不同視角，並反思這些

相遇如何挑戰大家對「殘障」(disability) 這個概念的理

解。龔教授領大家一起思考不同的模式（醫療、社會、

宗教／道德模式）及其對殘障者的回應，並指出「沒有

我們的參與，不要替我們做決定」的理念，挑戰健全主

義正常的界限。教授還分享了兩個案例，包括與視障者

的互動、優生傾向的道德考量，讓參加者對與殘障者相

遇及相交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後，龔教授反思神學偏見

與預設，強調以貧困者為優先的思考方式，同時指出殘

障者的存在和信仰內容與實踐的關係，也探討苦難和救

贖的關係，並希望努力共建更包容的社會。

討論環節非常熱烈，超過十位參加者們提問，龔教授

一一回應，並指出大家對待殘障者在常保尊重的前提

下，應該以公平對等的態度和他們相處。

第二講

第二講講題為「流亡者、外國人和各種格格不入的人：

對異化形態的神學反思」，由本院德詩婷教授 (Prof. 

Naomi Thurston) 主講。

2024 年 12 月 3 日的網上課堂體驗，共有 70 多名參加

者。德詩婷教授介紹學者謝閣蘭 (Victor Segalen)、薩依

德 (Edward Said) 和朱利安 (Francois Jullien)，也講及「流

亡」的不同視角，並探討了文化差異如何影響大家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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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中國化香江論壇暨 
香港六宗教思想交談會

由「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主辦，北京大學宗教文化

研究院、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ASIAR 亞洲宗教研究

中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協辦的「宗教中國

化香江論壇暨香港六宗教思想交談會」，於 2024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在嗇色園黃大仙祠舉行。近 50 名來自

香港六宗教的代表及海內外學者參加。本院作為協辦單

位負責邀請的基督宗教界學者及牧者包括：聖公會諸聖

座堂主任牧師及香港聖公會西九龍區執行書記范晋豪牧

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退休牧師及華人基督教聯會前主

席陳德昌牧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賴品超

教授和黎子鵬教授、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會學講師鄭小

慧女士、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海外事工研究中心副總監

樓靜武博士 (Dr. Easten Law)、本院助理教授溫誠敦教授

(Prof. Bruce Worthington)。

第一天上午由宗教領袖和專家學者共十二位嘉賓作主題

發言。六位宗教領袖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寬運大和

尚、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聯絡委員會主席周景勳神父、

孔教學院常務副會長湯偉倫先生、中華回教博愛社副主

席張大恩先生、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義務總幹事馮少雄長

老、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道長；六位專家學者為：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賴品超教授、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會學講師鄭小慧女士、中國人民大

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張風雷教授、浙江大學

社會學系人類學求是特聘教授及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梁永

佳教授、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印順大和尚、中國道教協

會副會長張明心道長。第一天下午為分題討論．本院葉

菁華與道教省善真堂方思雅博士聯合主持「宗教開放包

容與文化交流融合」分題討論。另外兩個分題則為「宗

教對外交流的途徑、方法和人才培養」和「傳承中華文

化與系統推進宗教中國化」。

第二天上午由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寬運大和尚、香港聖

公會教省主教長陳謳明大主教，以及三個協辦單位的代

表 — 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長李四龍教授、香港

大學社會學教授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文化商業可持續

發展研究中心總監宗樹人教授 (Prof. David Palmer)、本

院院長葉菁華教授 — 總結發言。

第二天下午的香港六宗教思想交談會，主題為「宗教視

覺下的長幼共融」。

大會開幕禮由六位宗教領袖、三個協辦單位的代表，連

同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陳澤濤先生和嗇色園董事梁延溢

先生共同剪綵。閉幕禮上，孔教學院吳學明常務副院長

及天主教香港教區陳永超副主教，代表香港六宗教領袖

座談會宣讀「香港六宗教領袖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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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4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葉菁華院長行程緊密，

除日常教學和研究工作以外，他在主日前往不同堂會證

道，於本地和海外出席多個研討會及學術年會，更隨代

表團前往南京訪問及交流，同時兼顧學院的事務，相當

忙碌。

10 月 6 日，葉院長在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崇拜證道，

隨後在 10 月 12 日和 13 日在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崇拜

證道。此外，10 月 20 日，他亦在崇真會深水埗堂證道。

10 月 25 日，他在基督教協進會舉辦的青年牧養茶座，

與 Aspire Church 創辦人章可銘先生深入對話。

11 月 17 日，葉院長在救世軍灣仔隊的培靈主日證道。

11 月 21 日至 28 日，他前往美國聖地牙哥參加美國宗教

學會的年會，進行學術交流，並和參與會議的校友會面。

剛到港，他隨即在 11 月 29 日至 30 日，參加了「宗教

中國化香江論壇暨香港六宗教思想交談會」，並在閉幕式

上發表總結發言。

踏入 12 月，葉院長於 12 月 1 日於突破機構五十周年感

恩崇拜上，以「憑信堅立，回應異象」為題分享信息，

鼓勵同工不斷突破。12 月 4 日至 6 日，他連同神學校 

董會四位校董和四位老師前往南京拜訪南京金陵協和神

學院、愛德印刷公司及南京市基督教聖訓堂，促進交流。

12 月 15 日，他在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崇拜證

道，並於 12 月 20 日至 21 日出席由本院、當代基督宗

教教學資源中心、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辦，基督教研究

中 心 合 辦 的 Theological Reception Histories in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研討會，並於該研討會致歡迎

辭。最後，葉教授於 12 月 22 日在中華基督教會廣福堂 

崇拜中證道，並於 12 月 24 日出席了香港藝術動力舉辦

的「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四屆基督教藝術雙年展的

開幕禮並致辭。

服務神學院二十年的工友廖馥群女士於本年 5 月 2 日 

退休。神學院仝人感謝她多年來的貢獻，願主賜福她的

退休生活。由於神學院行政組織重組，本院二級文員

蔡芳艷女士已於本年 9 月 10 日約滿後離職。蔡女士由

2008 年起服務神學院十六年，期間獲大學頒發十五年長

期服務 。願主賜福她的新工作。此外，黃佩歡小姐於本

年 7 月 1 日起獲晉升為一級計劃協調員。

關瑞文教授

副院長關瑞文教授的文章“In Search of Dialogical Partners 

for Asian Practical Theology” 於 2024 年 11 月獲刊載於

《 國 際 實 踐 神 學 期 刊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actical 

Theology) 第 28 卷 第 2 期， 頁 190–208。(https://doi.

org/10.1515/ijpt-2024-0009)

白德培教授 (Prof. Tobias Brandner)

1. 2024 年 10 月 21 至 30 日，白德培副院長代表東南

亞神學教育協會 (ATESEA)，帶領三人小組前往印尼兩

間神學院進行學術認證工作，一間於馬魯古省（Maluku 

Utara) 的 哈 馬 黑 拉 大 學 (Halmahera University)，

另 一 間 為 齊 帕 納 斯 神 學 院 (Sekolah Tinggi Teologi 

Cipanas)。

2. 12 月 20 日至 21 日，白德培教授出席由本院、當代 

基督宗教教學資源中心、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辦， 

基 督 教 研 究 中 心 合 辦 的 “Theological Reception 

Histories in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研討會，

並獲邀為回應嘉賓。

3. 12 月 4 日至 6 日，他前往南京訪問，拜訪南京金陵

協和神學院、愛德印刷公司及南京市基督教聖訓堂。

龔立人教授

龔 立 人 教 授 前 往 緬 甸 參 加 主 題 為 ”Doing Public 

Theology for Myanmar” 研討會。他發表兩篇文章包括： 

”Nav igat ing c iv ic  agency and c iv ic  space amid 

authoritarian realities” 和 “Towards a public theology of 

food: food safety,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葉漢浩教授

安息年假後，葉漢浩教授完成三本著作：

． Engaging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ith New 

Testament Studies: Methods and Case Studies on 

Wealth, Poverty,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ryland / Minneapolis: Lexington Books / 

Fortress Academic, 2024.（實體書於2025年2月出版）

． 《放下標籤，重建愛的關係：從社會修辭學框架及新

制度經濟學的視角，重尋保羅在腓利門書中愛的教導

與實踐》。香港：德慧文化，2024 年。（翻譯自 2017

年由 Mohr Siebeck 出版的專著）

． 《黑暗中活出美善》。香港：德慧文化，2024 年。

老師消息院長行蹤

辦公室消息

院長行蹤、老師及其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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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賢教授

黃慧賢教授的文章〈馬霍慶棠 (1872–1957)〉和〈高苕

華 (1925–2019)〉收錄於李金強主編的《香港教會人物

傳》（第二冊）（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024）； 

另有六篇文章，分別是〈高露雲夫人與何妙齡：早年華

籍婦女參與教會建設〉、〈馬黃麗瑛與普世基督徒婦女運

動〉、〈牒喜蓮與女子教育〉和〈晏露漪與區會婦女事工〉、

〈柏嘉理與宗教教育事工〉和〈傑出的巡迴佈道家汪長仁〉

收錄於《唔講你唔知區會的人和事》（香港：中華基督教

會香港區會，2024）一書中。

王珏教授

1. 王珏教授在美國聖地牙哥舉辦的聖經文學協會 （SBL)

周年會議應邀在申命記派歷史單位中發表了一篇論

文 “Did the Deuteronomists Speak Attic? The Literary 

Hybridity and Compositeness of the Deuteronomistic 

(Hi) Story”。 此外，她還在聖經與心理學單位的研

討 會 中 發 表 了 另 一 篇 論 文 “How Do the Israelites 

Commit Genocide and Live It: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2. 王教授在 SBL 女性成員早餐會的會議中擔任了題

為 “Nurturing Creativity in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的研討小組的主持。此外，她還應邀作華裔

聖經座談會題為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Early 

Career Scholars: Job Searches and Publishing” 的討論

成員，該會是 SBL 的附屬組織。

3. 12 月 4 日至 6 日，她前往南京訪問，拜訪南京金陵

協和神學院、愛德印刷公司及南京市基督教聖訓堂。

任卓賢教授

1. 任卓賢教授的文章〈巴西爾與古代晚期對動物理性的

討論〉獲收錄於 2024 年 11 月出版，由劉曼婷翻譯

的《倫理學術》期刊中（卷 16，頁 135–145）。

2. 12 月 4 日至 6 日，他前往南京訪問，拜訪南京金陵

協和神學院、愛德印刷公司及南京市基督教聖訓堂。

溫誠敦教授 (Prof. Bruce Worthington)

1. 2024 年 11 月 24 日，溫誠敦教授在加州聖地牙哥

的聖經文學學會年會上發表 ”The Homelessness of 

Legion in Mark 5:1–20: Intersections of Homelessness, 

Mental Illness, and Self-Harm”（馬可福音 5:1–20 中

無家可歸的軍隊：無家可歸、心理障礙和自殘的交互

作用）。

2. 11 月 25 日，溫誠敦教授獲邀在會議上回應 Fernando 

Bermejo-Rubio 的 新 書 The Suffered Under Pontius 

Pilate (《在本丟．彼拉多之下受苦》)。

1. 英國錫菲爾大學榮休講座教授艾雪莉教授 (Professor 

J. Cheryl Exum) 於 2024 年 11 月 辭 世。 艾 雪 莉 

教 授 曾 在 本 院 於 2018 年 舉 行 的 第 二 十 三 屆 傳 經 

講座「《雅歌》：聖經中的情愛、慾望與浪漫」中擔

任講員。作為著名的女性主義聖經學者，艾雪莉教授

在聖經的文化及性別詮釋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艾雪

莉教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曾於耶

魯大學、紐約神學院及波士頓學院任教。1993 年，

她在英國錫菲爾大學出任聖經研究講座教授，並於

2009 年榮休。2015 年，瑞典烏普薩拉大學頒授她 

榮譽神學博士銜，以表彰她對聖經研究的卓越貢獻。

本院全體同仁對她的離世深感惋惜，願上主賜予她永

恆的安息。

2. 張捷興傳道的父親張天錫先生，即梁竹君傳道 (’16 

BD) 之家翁，於 2024 年 10 月 9 日離世，其安息禮已

於 11 月 9 日舉行。

3. 宗教系校友梁翠湄女士的母親高考嫦女士，即教牧事

工部前主任王家輝牧師 (’95 BD) 的岳母，於 11 月 11

日安息主懷，享年 91 歲，安息禮拜已於 12 月 8 日

在世界殯儀館舉行。

1. 鄧 民 瀚 會 吏 (‘13 MDiv) 與 太 太 譚 思 穎 女 士 的 兒 子 

鄧灼隅小朋友於 2024 年 7 月 19 日出生。願上主賜

福灼隅，在健康、快樂中成長。

2. 張筱瑋宣教師 (‘22 MDiv) 與裴自立先生的兒子裴來之

小朋友於 2024 年 11 月 29 日出生。願上主賜福來之，

在健康、快樂中成長

3. 2025 年 1 月 11 日， 蔡 梓 樂 同 學 (MDiv) 和 陳 艾 琪 

小姐於聖公會諸聖座堂舉行結婚典禮。願上主賜福 

二人。

哀悼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教授消息（續） 教授消息（續）

恭賀

3. 11 月 29 日，溫誠敦教授出席在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

會舉辦的「宗教中國化香江論壇暨香港六宗教思想交

談會」，並於當中發表文章 ”Hybridity in Christianity: 

Managing Multiple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the Ancient 

World” （基督教中的混合性：在古代世界的多重宗

教身份）。

4. 12 月 4 日至 6 日，他前往南京訪問，拜訪南京金陵

協和神學院、愛德印刷公司及南京市基督教聖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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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書名：《靈基壹築：見證百年香港社區故事》
出版社：一八四一
作者：李樹甘主編；林皓賢、霍揚揚、德詩婷
出版日期：2024年 12月 18日
頁數：256頁

翻開《靈基壹築：見證百年香港社區

故 事 》， 走 進 香 港 神 託 會 和 靈 基 的

歷史長廊。這本書帶你走近那些無私

奉獻的傳教士與社區先驅，見證他們

如何在百年歲月中，從戰時根基到文

化重生，為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通

過生動的口述歷史、訪談故事和豐富

的歷史資料，從沙田警署到沙田育嬰

院，再到靈基學校和營地，靈基的每

一個轉變，都映射出香港社會發展的

印記。本書深入探討了靈基在醫療、

教育及社會福利領域中的角色，以及

它如何成為連結信仰與社會的橋樑。

與我們一同走進這段深具影響力的歷

史，感受百年來的信仰與奉獻如何改

變了無數生命。

書名：Engaging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ith New Testament Studies  

Methods and Case Studies on Wealth, Poverty,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nd Material Culture

出版社：Lexington Books / Fortress Academic

作者：Alex H. H. Ip

出版日期：2025年 2月

I n  E n g a g i n g  N e w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Economics with New Testament Studies: 

Methods and Case Studies on Wealth, 

Poverty,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nd 

Material Culture, the intersection of 

economics and biblical scholarship takes 

center stage, offering a groundbreaking 

approach  to  under s tand ing  the 

economic  underp inn ings  o f  the 

New Testament. This book explores 

how the vast economic landscape 

of the Roman Empire shaped early 

Christian communities, delving into 

themes  of  wea l th ,  pover ty,  and 

material culture through the len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 

The book also conducts a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ddressing a common 

misunders tand ing rooted in  the 

confusing use of the term “economics.” 

Many scholars have narrowly assumed 

that economics refers exclusively to neo-

classical economics. However, this work 

deliberately advocates for the merits of 

NIE, demonstrating how it offers a more 

nuanced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ir impact on New Testament 

narratives. Through detai led case 

studies, including an analysis of wealth 

possession in the Gospel of Luke, the 

book illustrates how NIE can unlock 

new insights into the New Testament’s 

engagement with economic structures. 

Far from being merely an academic 

exercise, this book argues that the New 

Testament offers profound wisdom 

for navigating the ethical and moral 

complexities of economic behavior in 

the modern world. Scholars and readers 

alike will find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exploring the rich, yet often overlooke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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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黑暗中活出美善》
出版社：德慧文化
作者：葉漢浩 

出版日期：2024年 5月 1日
頁數：120頁

這書是寫給縱然看見黑暗，但仍努力

活出美善的你，希望你在這尋索過程

中認知有同行者，更希望這書能成為

你的加油站。寫作此書不是為了學術

目的，也不單純是尋找解決方法，而

是冀盼分享從研究聖經對如何處身這

黑暗世代的一些領悟。我亦不希望讀

者只是靜態地閱讀此書，而是更著緊

讀者能以行動回應和實踐。從構思到

完成此書的行旅，遇上了不少同路

人，也感恩有很多機會以這題目做培

靈分享。遇上同路人是神的禮物，讓

我看見我並不孤單，更重要是被這些

同路人所做的美事感動和激勵，有些

已在文章裡記錄下來，有些則在我的 

YouTube 頻道的訪談中分享。此刻回

望過去這半年的日子，分別有機會在

香港、英國及加拿大以此書的題目來

培靈或講道，亦因此與散居在不同地

方的弟兄姊妹有團契 (Koinonia) 的連

結—聆聽他們的故事，感受他們的掙

扎與困惑 — 心裡更感悟此書的迫切

性。

書名：《放下標籤，重建愛的關係：從社會修辭學框架及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
重尋保羅在腓利門書中愛的教導與實踐》

出版社：德慧文化
作者：葉漢浩 

出版日期：2024年 10月 1日
頁數：360頁

《放下標籤，重建愛的關係》為詮釋

腓利門書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解說。作

者認為，保羅在愛裡寫下腓利門書，

希望能將阿尼西謀與腓利門之間基於

經濟利益的關係，轉化為彼此相 愛

的弟兄之情，以誠相待。然而，若好

像前人大多依賴不同假設來詮釋這封

書信，是好難發現保羅的語重心長，

惟有讀懂腓利門書的修辭以及了解當

時羅馬的經濟結構，才有助我們掌握

保羅撰寫腓利門書的目的。

本 書 是 葉 漢 浩 博 士 的 博 士 論 文 A 

Socio-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tter to Philemon in Light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ohr 

Siebeck, 2017) 之中文翻譯版。作者

將經濟分析應用到聖經研究，為一般

的社會修辭釋經法帶來了新亮光；而

採用這種方式解讀腓利門書，也更符

合保羅的神學思想 — 在具壓迫性的

經濟環境中，一個信仰群體該如何彰

顯愛。

新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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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通訊出版頻率變動
親愛的《神學院通訊》讀者：

為響應環保及節省郵費，本院決定調整中文通訊的出版頻率，將由每年四期改為每年兩期；而英文通訊則將繼

續維持每年一期，以便與讀者保持聯繫。

我們將更積極利用官方網站、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平台發布課程、活動宣傳和最新消息。希望各位

忠實的讀者和同行者持續為本院的神學教育禱告，並攜手前行。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本院神道學碩士課程學生容心怡同學及鄧浩心同學的學

術文章於美國聖地牙哥獲聖經文學協會 (SBL) 周年會議

接納及發表，題目分別為：“Reading the Intersectionality 

學生消息

of Ruth in the context of Asian Migrant 

Women in Hong Kong” 和 “Prophet 

Tradition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Jonah’s Anger(4:1) and the Evolution of 

Divine Perception”。如想瀏覽簡介或全

文，歡迎掃描此二維碼。

最新出版

Ching Feng: A Journal o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New Series, Volume 22, Number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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