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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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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主任范晋豪牧師證道。）

崇基學院方永平院長，神學院校董會主席蘇成溢牧師，神學院葉菁華院長， 

各位校董，老師，牧者同道，各位應屆畢業生，和新入學的同學，首先我代

表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陳謳明大主教向各位問安，祝願畢業同學忠心侍主，

成為有識見的牧人，建立教會，在地若天的擴展天國！也祝願神學院的新生，

本着坎特伯里的安瑟倫大主教 (Anselm, 1033–1109)信仰尋求理解（拉丁文：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英文為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的精神， 

本着信，在神學院的歲月力求精進，孜孜不倦地尋求理解上帝，世界與人類，

與及三者之間的關係，從中好好學習。

感謝給予這次意想不到的機會，讓我能回到母校的神學日講道；這令我回想起

上世紀 90年代，有幸成為沈宣仁教授的學生，從他的身教和言教中，不單對

懷德海 (Alfred N. Whitehead, 1861–1947)，俄利根 (Origen, 185–253)，奥古

斯丁 (Augustine, 354–430)，柏拉圖 (Plato,公元前 429 ?–347)的思想產生濃

厚的興趣，Dr. Shen那種批判尋問，求真的童心，更教我一生受用，還記得一

年級上沈生第一門課「基督教研究」時的助教，今日已經是葉菁華院長，相信 

院長和之前負責讀經的賴品超教授也會同意，在沈門之下受業，獲益良多， 

我信聖徒相通，數典不忘祖，在崇基講道，不能忘記感激天上沈教授對學生的

恩情。

今日的講題是「舉心向上—獻上神學院的心臟」。主題明顯來自第一次經課，

箴言 4章 23節：「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

發出。」葉院長立刻聯想到近日一首引發廣泛爭議的聖詩，又有人回想到前

陣子日本動畫《進擊的巨人》的片頭曲《獻出心臟！》、《進擊的巨人》的 

舉心向上—
獻上神學院的心臟

范晋豪牧師
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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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團敬禮動作和口號，就是握拳於左胸，表明願意

奉獻心臟的決心。其實，教會要人珍視己心，並將

心獻上的邀請由來已久，早在大公教會聖餐禮儀的

開始，主禮已經邀請全教會，（即你和我，及天上

諸聖）將心獻上，而天主教譯得極為形象化：正是

「舉心向上」。

根據大公傳統，大祝謝文 (Eucharistic Prayer)是崇

拜的高峰，在禱告中我們一同經歷基督藉着人手所

奉獻的沉常餅酒，「真實臨在」(Real Presence)於

我們當中，與我們聯合，我們合宜的回應就是舉心

向上，無保留的，以全心歸向上主，作為回應上主

恩典的神聖經驗。

大祝謝文的開始部分，主禮邀請大家舉心向上的啓

應部分，可以說是禮儀中最具大公性的部分，因為

這啓應祈禱至少從第三世紀一直沿用至今。不論是

東方希臘禮稱作「舉祭」(Anaphora)，或西方拉丁

禮儀的 Sursum corda，無論何時、何地，用何種語

言，主禮都勸信徒「舉心向上」。

的確，人的心靈和腦袋常常分家，飄浮不定，人想

望的對象往往不是上帝本身，人總是被世間不同的

人和事所吸引着。舉心向上的禱文提醒我們的心靈

必須上升，昇華，超越凡麈種種思慮，一直提升到

除了上主，沒有其他可以戀慕的境界；我們心靈不

再左搖右擺，就好像聖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第一

部著名的禱文所追求的：「上主，祢是為祢自己造

成我們，所以我們的心除非安於祢內，否則永難靜

止！」這禱文也可成為同學每日舉心向上的靈性 

操練。

作為個別信徒，作為全體教會，要保守我們的心，

舉心向上，獻給上主，這可以理解。但對應神學院

又有何意思？主題的下句，還要大家獻上神學院的

心臟？什麼是神學院的心臟？我們又要如何獻上？

其實，我認為每一所神學院也有兩個聖地，一個是

圖書館，一個是聖堂。圖書館代表着知性的追尋，

也可以以形象化，視為神學院的「腦袋」。至於神

學院的心臟，正是代表着靈性追求的聖堂。

不同於宗派設立的神學院，身處當代大學學府內的

崇基神學院，的確享有其他神學院夢寐以求的客觀

條件。崇基神學院的優良師資，收藏豐富的神學典

藉，擁有大學跨學科學習的機遇，的確幫助學生能

夠在神學識見上有着更廣闊的視野，我也是當中的

受益者。我曾經跟其他人形容，我在崇基讀神學的

經驗，崇基讓人不滿足於自以為是的信仰冰山一

角，而是鼓勵你在無邊無際的神聖海洋裏馳騁， 

不斷的發現中，感受到造神學的樂趣。的確我也樂

在其中。不過，大學的神學院也有她面對的危機，

我認為至少有來自外在和內在的兩大危機，需要我

們多加注意。

在當代科研主導的大學框架底下，神學這種較為抽

象，難於進行數理分析的學科，未能客觀驗證， 

甚至訴諸神秘宗教經驗的學問，其學術地位難免下

降，經費也難免被削減。另外，對於將神學院視為

培育教牧人才的宗派角度來看，又擔心大學神學院

訓練出來的神學生不夠務實貼地，過於理想化而不

安於牧會。這些只是外在的危機。美藉克羅地亞

裔，以擁抱神學聞名的當代神學家沃弗 (Miroslav 

Volf, 1956– )指出，神學院深層內在問題在於神學

如果只淪為頭腦上，知性的追求，神學生的心與基

督的生命，個人的信仰與神學的研究無關，個人靈

性與教會侍奉割裂分家，跨學科的研究只會弱化成

為某種有關宗教思想及現象的哲學、歷史學、社會

學、心理學，甚或文化研究，神學反而被去中心

化，失去了應有的使命。頭腦和心臟分家的神學，

讓信仰的中心與學術的探求失去了應有的聯繫， 

也失去了焦點，這才是當今神學院應重視內在最大

的危機。

「你們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發出。」在希伯來文化中，「心」等於人

的內在的存有 (the inner being)，是連結和整合人

的思想、情緒、意志及精神的所在，是整個人所

是 (being)和所為 (doing)的泉源。他所忠於，所

欲求，所言，所行都是由心發出。簡言之，心是人

的全部，會思想的腦袋只是局部，心不單是一個人

內在和外在自我的總和，更是控制，整合人這個矛

盾體的中心。我們要保守，要獻上這個心，就是要

小心我們在腦袋和心靈分家中迷失，要緊記，人的

頭腦，理性是最會欺騙自己，用大道理合理化自

己私欲的工具，任由腦袋馳騁，沒有強壯的心靈

管束，愈聰明的愈有知識的腦袋未必會帶來祝福， 

反而會帶來龐大的禍害。

法國天才數學家和哲學家巴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有句名言：「心有理為理所不知」(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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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has its reasons that reason knows nothing 

of)。他又說：「能感知上帝的是心而不是理智。

被心，而不是被理智所感知的上帝，才是信仰所

在。」聖堂正是保守我們的心的聖地，讓人從刺激

新鮮的思想激盪中沉殿下來，寧靜歸心，將所學與

所信在禱告中結連，令我們不單思想夠廣，也信

得夠深，以至整個人更認識自己信什麽，做什麽，

把什麼獻給世界，呈獻上帝，而不是人云亦云， 

心腦不一地隨從風潮左右搖擺，沒有定見地作出即

興，欠缺深度的信仰回應。

今日第二次經課雅各書第一章正正提醒我們要 

「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作者要針

對的，正是雅各書上文「心懷二意，毫無定見」的

人。套入神學院的背景來看，這些人就是心腦分

家，未曾深思熟慮，沒有好好整合所學的知識和所

見的處境，又不能控制自己唇舌，太快作出回應，

太快被情緒主宰，以致不能全面作出神學反省， 

準確全備的回應世界，全心的奉獻上帝。圖書館對

神學院非常重要，但神學院更不可忽略的聖地， 

絕對是聖堂。

我在崇基兼讀碩士時，有幸到劍橋大學交流，在大

學神學系修課，住在當地聖公會神學院 Westcott 

House，參與每日早晚禱及聖餐的禮儀生活，我很

享受這個心腦結合的過程。原來德國神學家潘霍

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33)在英國也曾經

有過相類似的靈性經驗。可能大家也知道他和英

國聖公會貝爾主教 (George Bell, 1883–1958)私交

甚篤，在信仰與行動上互為影響。原來他在 1935

年探訪聖公會修道院時，已經被早晚禮儀傳統吸

引，這種本篤修會形式，用生活習慣，轉化全人

生活韵律的靈性操練，啟發他在神學教育上有所突

破。在 1931年，他 25歲在柏林大學教授神學時， 

仍然沿用來自士萊馬赫的德國傳統大學神學專業訓

練模式教授，由英國回去後，雖然他在「認信教

會」(Confessing Church)的地下神學院只有兩年半

（1935年春季至 1937年夏季），但潘霍華嘗試在

學術追求以外，注入禮儀習慣與靈性元素，如修院

每日以詩篇祈禱、默想經文，甚至引入告解禮儀，

豐富神學生知性與靈性的培育。顯然，他明白培育

未來牧者，知識與靈性結合，腦和心相連的神學教

育才是對上主全心的奉獻，神學院對世界最大的 

貢獻。

正如今日第二次經課，神學生要做聽道又行道的

人，心和腦一定要結連，才能實踐教會靈修傳統，

自聖本篤 (Benedict of Nursia, 480–547)至今追求

的生命境界，拉丁文為 ora et labora (to work is to 

pray)，中文則為「工作就是禱告」。默觀就是行動，

行動就是默觀。默觀 (contemplation)和行動 (action)

合而為一，並無二致。聽道不應單以獲取神學知識

為目的，而是建立與基督保持溝通的基礎，不單單

滿足於用頭腦作理性分析，批判思考，抽離地做旁

觀者及時事評論員；相反，不可分割的將聽道與行

道合而為一，就是要建立，模塑內外如一，言行合

一的信仰人格，要神學生用上整個身體，以意志力

行，所思所信所知，在當下不單作信仰反省和回應，

而是在此時此地見證，和效法基督。

剛過去的 2022年 11月 1日是教會年曆的諸聖日，

我以當日福音經課馬太福音五章耶穌登山向門徒宣

告八福作結。東方教父尼撒的貴格利 (Gregory of 

Nyssa, 335–395)以八篇講章逐段注解八福。但對他

來說，八福不是八種各自獨立的生命質素，而是環

環相扣，層層遞進的靈性成長的階梯。八福所描述

的不是知識，而是生命的態度與內在質素，虛心、 

哀慟、温柔、饑渴慕義、憐恤、清心、使人和睦和

為主業犧牲的結局，綜合起來就是構成道成肉身，

基督耶穌的生命寫照。跟隨基督，在世學習的聖徒

最大的福氣就是按着八福登上靈山，被模塑和建立

成好像基督一樣的整全人格。

引 用 紐 曼 樞 機 (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 大 學 的 理 念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理想，大學教育最終極的目的旨在模

塑心靈，教人多於教書，成人多於成才，內聖多於

外王。而神學有如大學的心臟，提供了宇宙的一源

基礎，各學科研究進路雖然不同，但不致分崩離

析，讓各學科可以緊密聯繫，形成一個建設人間的

智慧整體。如此，神學在大學有其莊嚴神聖的核心

位置，希望我們不要忘記：「救世必先救心，教書

終歸教人。」書本知識終必歸於無有，神學院向

上帝和世界獻上的心臟，就是每一位畢業學生， 

在基督裏的人格塑造 (character formation)，為上

帝獻上靈性和知性結合，效法基督的生命。

今日崇基神學院神學也可說是神學院的獻心日， 

為此讓我們舉心向上，全心感恩。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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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王牧師於就職禮上和前總幹事
蘇成溢牧師合影。

家輝牧師和太太翠湄當年一起參加宗教系系
會，翠湄（前排）是主席，王牧師（中排左一）
是副主席。後排左一是梁遠耀牧師。

家輝牧師在教會跟小朋友講故事，坐在身旁
（相片右邊）的就是他的兒子。

「有些事工我看為是『錦上添花』，

我希望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

工。」他淡淡地道出事奉心志， 
沒有高談闊論，也非振振有辭般道

出，但從他溫和的語句中，感受到

堅定。在家輝牧師眼中，有些團體

或肢體身處於邊緣位置，受到的關

注較少，他希望能夠多牧養他們，

就像是在寒冬中為他們送暖一樣。

王家輝牧師就讀於中華基督教會的

幼稚園和小學，小學五年級信主，

在中華基督教會成長，曾任職於銀

行。1995年畢業於本院神道學學士
課程，1998年獲按立為中華基督教
會香港區會牧師，先後於該會合一

堂九龍堂、合一堂北角堂、梁發紀

念禮拜堂擔任堂主任。2015年，他
出任本院教牧事工部主任、校牧及

實踐教育主任，直至 2021年，他獲
選為該會總幹事。

神學使人驕傲？

「在八十年代尾，香港也經歷了一

次移民潮，教會的牧者和宣教師不

停換人，嚴重缺乏教牧同工。」他

當時在教會已擔當起團契團長和導

師的職責，並參與不少教導工作，

包括帶領查經小組及於聚會分享信

息等。由於擔當着教導的角色， 
他開始思考是否需要攻讀神學， 
於是向當時的一些教會長輩請教。

「那個年代，有些長輩認為熱心事

奉已經足夠了，不一定要攻讀神學，

留下來在雪中送炭的人
王家輝 (’95 BD)

太多神學知識會令人驕傲，信心就

會比較薄弱。」所以，讀神學的想

法也就擱下了。

世事無常

1989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警察的
電話，表示婆婆出外時暈倒，熱心

的途人把她送往醫院。當他看見一

直照顧自己的外婆早上出門時還是

好端端的，如今卻趟在病床。外婆

沒有甦醒過來，數天後就安息主懷

中，令他感覺人生既無常也無奈。

於是，他再次積極思考應如何好好

利用自己在世的日子。那一年，移

民人數創高峰。完成了高中的他，

已獲一家銀行聘請，接受種種專業

培訓和考核。為了慎重地考慮清楚

牧職前路，他特意請了兩個月假期

於長洲靜修，一方面好好思考，另

一方面嘗試領受由上主而來的呼召。

「在長洲的度假屋內，我每天都認

真讀聖經，在安靜的環境中耐心等

待上帝的啟示和呼召。」然而， 
兩個月過去，並沒有任何神蹟奇事

發生，但儲蓄則每日遞減。他只好

放棄修讀神學的念頭，打道回府。

想不到「奇事」在回家後才發生，

令他哭笑不得。「當我決定放棄的

時候，聖經彷彿開始跟我說話。 
讀先知書時，看到上帝對以賽亞和

耶利米先知的呼召。祂也像是在問

我同樣的問題，呼召我成為祂的僕

人。」這令他重新思考應如何抉擇。

「我向教會長輩吐露心聲，又找了

熟悉的許開明牧師，他是我小時候

的團契導師，他爽快地答應推薦我

入讀崇基神學院。」雖然申請日期

及教會的選拔時間都已過去，但幸

好當時各堂會的牧師都給予他機會，

推薦他成為公費神學生。

收穫豐富

九十年代初，他表示神學院的教師

人數不多，老師們但都令他印象深

刻。「已故周天和牧師多次推薦我取

得獎學金，令我深受鼓舞；陳佐才

牧師則因為腰痛問題，風雨不改地

去游泳，並邀約同學們結伴同『游』

及共晉早餐，我和張亦農牧師 (’95 
BA; ’97 MDiv) 的出席率相當高； 
我還記得教書深入淺出的郭佩蘭老

師，因我和她在同一家組，故有較

多機會相聚。當年，這位在哈佛大

學完成博士課程的『郭丁』老師，

因科科取得 “distinction”成績而獲
此綽號；江大惠老師就總是能和學

生分享最新的神學知識，並以其「貼

地」方式教授，令學生非常佩服。」

入讀神學院，他收穫甚豐，除了遇上

良師益友外，更找到同行一生的伴侶

及事奉路上的好拍檔。「她主修宗

教研究，當時宗教系同學和神學組

同學人數不多，大家一起修讀必修

科和參加各種活動。在芸芸同學中，

因她有住宿舍，因此較多時間見面。

後來更知道我和她是同月同日出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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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時，一對新人帶着父母往加拿大度蜜月，
攝於 Alberta的班芙國家公園的露易絲湖 
（Lake Louise）

子女都已經長大了，漸漸有自己的主見，家輝
牧師表示要多聆聽他們的意見。

（訪問、撰稿：李廣平）

所以對這女同學特別留神。」他露

出靦腆的笑容，指在神學樓也孕育

了不少對戀人。婚後，他和太太育

有三名子女，牧職工作外，也要兼

顧家庭。「作為牧師，我不能像其

他家長在週末跟子女進行戶外活動，

上教堂就是我們的家庭活動，子女

自小已習慣和弟兄姊妹一起參加主

日學和崇拜；牧師宿舍和堂會距離

近，我也盡量爭取時間和他們見

面，接送上學放學，在開會前抽空

和他們吃個下午茶等⋯⋯」他微笑

說：「孩子上教會就能常常見到我， 

聽我講道是活動之一。有一段時間，

我在主日崇拜中特別安排向兒童講

故事的時段，子女都坐我旁邊聽 

故事。」

神學教育

回望過去在堂會事奉的日子，他直

言初為牧者時會不自覺地爭取別人

認同，在意別人的意見，不知不覺

地構成一種壓力。後來，事奉漸久，

人也漸趨成熟，開始逐漸建立起自己

一套牧養方式，並思考上主如何看

待他的事奉，也多留心言行免絆倒

人。「作為牧者，”being”比 ”doing”

更重要。大家並不會因你有何等功

績而信服你，反而觀察你是否能夠

表裏一致。」如今，他希望透過事

奉對社會上其他群體帶來正面影響。

「我們不應只停留在教會的牆內，

如何把自己所推展的事工，所宣揚

的信仰或價值影響弟兄姊妹，而這

些弟兄姊妹或許是公司高層、學校

校長、大學教授、幼稚園老師、醫

生或社工等等，再由他們於不同的

位置發揮影響。」

2015年，他回到母校崇基學院神
學院擔任校牧，面對神學院規模的 
轉變，大學對老師的要求也提高。

「他們擔子很重，不但要努力迎合

大學對老師在學術研究方面的要求，

同時學生也期待在課餘時間跟老師

多相聚、溝通和分享；為了培育更

明白教會處境的牧職人員，老師也

須和本地堂會保持一定的聯繫。」

他也深深明白神學教育工作者和 
學生建立關係以及當中的重要性。

「神學院安排家組的原意就是希望老

師和同學可以多交流。」他認為以往

和學生一起吃宵夜、觀看足球比賽、

參加海外交流學習團等活動，都有助

師生打成一片。「活動每有老師參

加，同學都感到特別開心。他認為神

學生日後成為牧者，在講壇上宣講信

息，台下牧養弟兄姊妹，神學教育並

不只是知識和理念的傳遞，生命獲建

立也是重要的一部份。「現在不少人

移民，相信課堂上老師未必有機會談

及這些話題，若在茶餘飯後可聽聽老

師的想法，相信神學生一定受益。」

雪中送炭

現今，香港正值八九年後的另一次

移民潮，就此問及王牧師曾否考慮

移民。「香港教會有很多需要， 
相信上主對我的呼召也是留在香港

服侍留港的弟兄姊妹；況且，家中長

輩和很多認識的朋友仍在香港，所以

不會就此離開。雖然很多人離開了，

但也有更多的人選擇留下來。教會少

不免彌漫着離愁別緒，部份留下來的

人或多或少感到被遺棄，這也是難以

避免的。我希望在這段時間多些關注

教會和教友，也很希望能夠牧養留下

來的人。」天氣不穩、風高浪急的日

子，他只希望成為那留下來並能雪中

送炭的人。

2021年 9月上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總幹事一職後，他即馬不停蹄

地到轄下堂會進行探訪及安排在崇

拜中講道，希望加強區會和堂會的

聯繫。「身份的轉變使我有機會和

堂會領袖有更多機會接觸、溝通和

彼此學習，區會和堂會息息相關，

如能好好合作，必定能更好地服務

社會。」為了能一一前往中華基督

教會七十多間堂會證道，他的主日

講道已編排至 2024年，部份特別的
堂慶活動更編排至 2028年。他希

望在任期內，能繼續協助區會和堂

會栽培好接棒人。「移民潮會令教

會某些崗位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 
我盼望在有限的資源和力量下， 
創造、尋找或維持一些空間和平台，

讓有心志的弟兄姊妹有發揮的機會，

不讓人才流失。」

後記

相對於行政工作和案頭一疊疊的文

件，他最享受的還是和弟兄姊妹相

交。只要能夠接觸人，即使時間表

排得滿滿的，他仍感到很雀躍。「我

習慣清早回到辦公室，先完成文件工

作，好讓同工跟進，然後就開始一天

的會議和約見。我剛送別一位即將往

美國進修的弟兄，完成訪問後還有一

個會議吧！下月我將出席普世教會

協會每八年一次的會議⋯⋯」他緩緩

地說，臉上掛着一貫的柔和與謙卑。

擔任區會總幹事後，他接連獲選為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和繼續擔任 
《時代論壇》董事會主席。在 2022
年 9月的普世教會協會會議中，他
更當選為普世教協其中一位中央委

員，可代表香港教會發聲。在《時代

論壇》的報道中，他表示當選後要承

擔更多責任。「若然上主使用這個 
微小的聲音，讓世界關注香港情況，

亦在兩岸教會之間成為一道溝通的

橋樑，我也認為是責無旁貸的。求主

恩助！」
1

1. 胡清心、麥嘉殷：「王家輝當選普世教協
中央委員，全體大會關注弱勢群體遭歧
視」《時代論壇》(2022年 9月 7日 )。
瀏 覽 網 址：https://christiantimes.org.hk/ 
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 
Nid=169711&Pid=102&Version=0&Cid= 
2143&Charset=big5_hk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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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參與的一項全港調查顯示， 
約四成 (41.5%)香港市民對香港基
督教的整體印象正面，尤其對「辦

學」(52.7%)及「提供社會服務」
(49.5%)較為正面，對「宣揚福音」
正面比例稍遜 (32.3%)。調查亦顯
示，沒有宗教信仰的香港市民佔多

數 (58.6%)，基督教是最多香港市
民相信的宗教，佔 17.2%；佛教佔
10.5%，拜神或傳統中國民間信仰
佔 6.9%，天主教佔 5.2%。調查又
顯示，近半 (49.7%)受訪者對香港
未來前景感到不樂觀，而 14.3%受
訪者打算未來兩年內移民。

是項調查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與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合

作，獲「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

撥款資助，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進行， 
2021年 7至 8月期間，研究室以電
話隨機抽樣方法，成功訪問了 2,013

 《香港市民對基督教觀感 
　　　　調查報告 2021》發佈會

五間教會的網上崇拜，4.2%參與超
過五間教會的網上崇拜。

發佈會有超過 70位來自不同屆別人
士出席，包括不同宗派教會、基督

教機構、神學院代表等出席，並於

答問環節踴躍提問，對問卷調查的

統計分析提出建議；也有參加者就

調查結果來比對教會現況，嘗試詮

釋調查數據；還有參加者表示調查

結果有助日後教會制定發展方向。

最後，調查顧問之一翁傳鏗牧師負

責祈禱結束。

調查報告發表後，工作小組已開始

進行宗派領袖、堂會牧師、非傳統

聚會和基督教機構負責人等等的焦

點小組交流會議，

以求量性與質性角

度兼備。報告的內

容可透過掃描右邊

QR code下載。

名 18歲或以上操粵語或普通話的香

港市民。調查報告於 2022年 11月

10日發佈，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前

義務總幹事王福義長老及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葉菁華教

授簡介報告內容。

是次調查中 345位基督教徒受訪者

之宗派背景，浸信會佔人數比例最

高 (19.7%)，其次是獨立堂會不屬任

何宗派 (15.9%)，然後依次是宣道會

(13.5%)、中華基督教會 (8.5%)、沒

有參與任何教會及拒答 (5.6%)、播道

會 (5.0%)、聖公會 (4.8%)、循道衛

理會 (4.6%)、五旬節聖潔會 (3.7%)、

路 德 會 (3.4%)、 神 召 會 (3.2%)、 

香港宣教會 (1.6%)、崇真會 (1.4%)、

信義會、救世軍、禮賢會各佔 0.9%。

在疫情期間，佔 24.4%基督教徒沒

有參與網上崇拜，52.6%參與一間

教會的網上崇拜，17.6%參與二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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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19 日，本院透過
ZOOM 舉行「週一加油站」，
主題為「亂世中，重尋基督徒身

份」，並由本院葉漢浩教授主講，

超過 35位來自不同地方的教牧同
工參加。

亂世中， 
重尋基督徒身份 

天氣漸涼，除了「打邊爐」， 

校友也可以回來神學院圍爐。

週一加油站新設立一個平台給校

友們互相支援及同行，讓大家在

忙碌的牧會工作中使身心靈得以

休息。本院希望藉此活動使校友

回到熟悉的環境，透過屬靈操

練，安靜禱告，繼而放心「圍爐

分享」及領受聖餐，並寫下代

禱放於小聖堂好讓師生記念， 

山城內外保持結連。時間約兩小

時，由校牧姚志豪牧師及副校牧

倩文姑娘主持。是日回到校園

的有 2020、2021校友及應屆畢 

業生。

歡迎各校友於秋冬回校圍爐取

暖。詳情請密切留意本院網站。

圍爐

身心調協／聖言默想

聚會開始之先，本院副校牧邵倩文

姑娘和大家進行身心調協，幫助大

家進行導引式默想，一同思考 71
篇 1–21節；隨即，校牧姚志豪和
參加者進行聖言默想，以詩篇 71
篇中一個老年人的禱告來勉勵參加

者。他指出從老年人的禱告中， 
可見他在壓迫中向上主尋求保護。

人在危難中總會找個避難所，但有

時不免會懷疑自己的決定，甚至自

己的價值，當感到軟弱時，不禁懷

疑一直所持守的。姚牧師勉勵大家

不要擔心，耶穌基督在他的時代，

為着公義與愛的持守也被當時的羅

馬政府和群眾視為「古怪」。姚牧

師也和大家分享電影《奪寶奇兵之

聖戰奇兵》中的橋段，只要憑着不

可見的信，踏出未知的一步，超乎

人所控制的事情是會發生的。就如

出埃及記，保護以色列人的上主，

讓摩西面對着面前的紅海及追上來

的埃及兵時，說：「不要懼怕，只

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

施行的救恩⋯⋯」他勉勵大家：「祂

─總是超越我們可以理解的。

亂世中，重尋基督徒身份

葉漢浩教授和參加者分享在香港

處境中，對信徒而言何謂天國的價

值。葉教授明白香港面對政治和

疫情的困境，不少弟兄姊妹或對

現況感到無力和失望，他提醒大

家耶穌所處的處境也不見得安穩。

他指出在這個時候，大家要捉緊信

仰的核心價值，踐行上主給予我們

的使命，不受黑暗的轄制，堅持去

愛，也堅持作鹽作光，用愛來回應

世界，為受到壓迫的人帶來希望。

他和大家分享自己在過去生活中

踐行的一些小小行動，例如：製作

一些鼓勵人心的出版物，舉辦培靈

會或者支持和幫助資源短缺的小

堂會。他鼓勵大家在黑暗的日子，

從保羅的教導中學習，看見其他人

的需要，以愛心互相服侍，愛鄰如

己，活出生命的價值和基督給我們

的使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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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課程體驗

第一講： 
猶如行李的人生—探訪烏克蘭難民

2022年 11月 15日，本院網上課堂體驗首講由龔立人

教授主講，超過 110位參加者出席。

龔教授在課堂體驗中分享自己在 2022年 6月前往羅

馬尼亞探訪烏克蘭難民的故事；也講述一些烏克蘭難

民的遭遇、掙扎、創傷和對未來的憧憬；也分享了羅

馬尼亞教會如何接待烏克蘭難民，並透過播放與羅馬

尼亞牧者的交談片段，讓大家更清楚當地教會和難民

中心如何服侍來自不同基督宗教背景的難民，如何透

過不同的節日慶祝、運動、藝術和語言學習等等去認

識難民，了解他們的個別需要，與他們同行和禱告。

龔教授提及，當面對戰爭，面對苦難，面對不公義時，

他願上主都給予人有「作為」(do something)和「不

作為」的 (do nothing)的勇氣，同時也願上主賜給人

有分辨兩者的能力；也願人有受苦難和在苦中作樂的

承受力和創造力；有在黑暗中看見微光的想像力； 

有保存清心和不服氣的心靈；也有面對孤獨的承受力。

最後，龔教授也和參加者反思香港華人教會接待尋求

政治庇護的難民的方式，希望華人教會能夠突破語言

隔膜，了解他們的需要，更好地服侍他們。

網上課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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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回到 1841—從基督教在香港的第一份

檔案史料說起

2022年 12月 13日，本院舉辦網上課堂體驗第二講，

由邢福增教授主講，接近 100位參加者出席。邢教授

當時正於安息年間，並在台灣中央研究院進行研究。

課堂中，他先簡單介紹英國佔領香港的歷史，再介紹

當時香港的地理、人口分佈和概況。他也提及當時英

國選擇舟山和香港作為根據點的歷史。

簡單介紹香港歷史後，邢教授透過基督教在香港的第

一份檔案資料來為課堂揭開序幕，談及傳教士從澳門

來港視察的歷史，並介紹馬儒翰 (J. Robert Morrison)、

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第三講： 
敘事與歷史—從猶大看福音書的形成 
與傳遞

2023年 1月 10日，第三次課堂體驗由謝甘霖博士主

講，題為「敘事與歷史—從猶大看福音書的形成與

傳遞」，吸引了超過 130位參加者透過 Zoom參與。

首先，他指出研究猶大的重要性，並指出在華語基督

教圈中有關猶大的研究相對較少。他領參加者一同

閱讀和探討福音書《馬可福音》、《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中所展現和描述的猶大。

Milne)等傳教士撰寫的檔案，也簡介 1841年傳教士視

察香港後之報告，從中可一睹當時他們對香港的評價。

他又以歷史學家歷史三調「作為事件」、「作為經歷」、

「作為神話」，來作為框架，分析英國佔領香港島的

歷史史料。參加者在問答環節中踴躍提問，邢教授亦

一一解答。

他又透過德國早期的受難戲劇和 16世紀藝術畫及玻璃

彩色玻璃畫作中對於猶大死亡的描述來幫助我們了解

猶大遭「污名化」的過程，從而和參加者一起思考：

福音書和歷史的關係，記載的真實性，福音書的形成

和傳遞過程，歷史和事實的關係等等課題；他也介紹

傳統的歷史批判模式和新歷史主義下的文學方法， 

以展現聖經文本和效應史的關係，也深入淺出地羅列

猶大敍事在福音書中具體化的過程；他提出其他文獻

中「叛徒範式」的敍事方式和福音書中描寫猶大的關

聯。最後，他在結論中指出，福音書作者不是歷史學

家，而是真理的詮釋者，並且可以反映出各個作者和

讀者獨特的基督教思想和文化處境，也是耶穌事件的

「效應」、「回憶」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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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一連兩天的獻心營已於 2023年
1月 6日及 7日圓滿結束，共有 25
位參加者出席。

「創傷、迷失、神聖相遇與 
身份重構」
首天的工作坊主題為「創傷、迷失、

神聖相遇與身份重構」，由王珏教

授和副校牧邵倩文姑娘主持。王教

授透過介紹上主、摩西和希伯來民

族的相遇故事帶出舊約上主呼召摩

西的一段。摩西的多重身份未獲認

同及接納，同時他也拒絕上主的召

命；然而，上主親自臨在，以行動

和情感觸動人，過程中摩西重新認

同自己的身份，重拾自己的召命並

經歷神聖相遇，生命得以改變及轉

化。王教授更以自身經歷，鼓勵並

邀請參加者在神學院和上主經歷神

聖相遇，使生命更新，讓生命更豐

盛及精彩。隨後，副校牧邵倩文姑

娘領大家透過繪畫去默想，思考自

己的身份、人生際遇和困難，最後

領大家一起思考並探索前路。

泰澤祈禱會、學院簡介及神學
旅程分享
翌日早上，參加者一起參與泰澤祈

禱會後，由本院副院長關瑞文教授

簡介本院特色、精神、任教老師和

所提供課程等等；隨即，本院校友

容心怡同學 (MDiv 1)、趙秀娟牧師
(’13 MDiv)和陳國芳先生 (’13 MACS; 
DProf)，由本院校牧助理葉穎姍女士

主持校友神學旅程分享之環節。三

位分享嘉賓來自不同的背景，畢業

自不同年份，主持人透過輕鬆愉快

的對談讓參加者認識和感受崇基神

學院是一個怎樣的群體及了解神學

旅程豐富的內容，展現出本院的多

元、網絡和重視思考等特色。

獻心禮崇拜講道
黑暗世代捉緊兒女名份
參加者和本院教牧同工進行個別訪

談後，獻心禮崇拜開始，由姚志豪

牧師主禮。在崇拜的講道中，葉漢

浩教授引用腓立比書 2章 12至 18

節，並分享自身攻讀神學的經歷，

以讀神學的初衷之轉化來告訴參加

者，要仔細聆聽上主的聲音，並容

讓上主參與並改變自己的生命。 

他期望參加者追求的不單是神學知

識，更重要的是一起進入黑暗及混

亂的時代，或充滿歧視不公的時代，

嘗試去明白及回應時代的需要， 

並捉緊上主兒女名份；對教會和社

會要持批判的態度，但不失愛心；

在黑暗世代中持守信仰，繼續追求

上主的話語，卻不失信心；既不忘

入讀神學院時的初衷，也能開放自

己，容讓上主開闊，轉化，深化，

最終超越自己的初衷。

崇拜講道後，姚牧師主持獻心禮，

領參加者一同把心獻予上主。崇拜

共 35位本院師生和參加者出席， 

於差遣及祝福後散去。

2023獻心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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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神學院及學生會合辦
60周年標誌設計比賽
本院感謝大家踴躍支持 60周年標誌設計比賽。是次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何卓仁（學生 / MDiv 1）

恭喜各位得獎者及感謝各參賽者參與！

60周年活動將於稍後公佈，請留意我們的網頁及社交媒體！

上學期結束，超過 20位MACS同學在寒假相約聚會，

1 月 4 日獲課程師兄 Chris (’14 MACS) 開放其中心 

「關繫．舍」讓同學們聚會，並分享自己的研讀心得。

是次活動由 MACS二年級温南聲同學和李頴茵同學發

起，由校牧助理 Susan協助統籌，校牧姚志豪牧師亦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
放寒假

出席新學年 MACS首次實體聚會，師弟師妹分享讀
書的苦與樂和掙扎，師兄師姐從旁鼓勵和加油，笑聲 
不斷。

同場上演儀式感滿滿的切朱古力 (4.5公斤)環節，祝下
學期論文繳交順順利利，場面「驚」人。

季軍：何晞澄（學生 / MACS 2）亞軍：蕭凱文（職員）

11

11 活動報告



2022年 11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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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崇基學院校董、

神學校董會校董、本院師生和參加

者總人數接近 500人。

舉心向上 — 獻上神學院的心臟 

當日崇拜由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范

晋豪座堂主任牧師證道，主題為「舉

心向上 — 獻上神學院的心臟」。范

牧師首先代表香港聖公會陳謳明大

主教向各位問安，祝願畢業同學忠心

侍主，成為有識見的牧人，建立教

會，在地若天的擴展天國！也祝願神

學院的新生，本着坎特伯里的安瑟倫

大主教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的精神，本着信，在神學院的歲月

力求精進，孜孜不倦地尋求理解上

帝，世界與人類，與及三者之間的

關係，從中好好學習。（講章全文已

刊登於本通訊頁一至頁三）

2022神學日感恩崇拜 

葉菁華院長作校務簡報 

葉菁華教授在作校務簡報時提及感

恩的事項，包括收生人數較去年增

加。今年學位課程的新同學共 76人
（較去年多 21人）。此外，基督教
思想及實踐文憑與證書課程於本年 
8月中重新招生。畢業生方面，共有
58位學位課程畢業生；文憑與證書
課程畢業生則有 18人。詳細校務報
告可以瀏覽本院網站：https://www.
theology.cuhk.edu.hk/tc/about/
report/2022。

畢業生致辭 

畢業生代表黃永健同學致辭感謝老

師，親友和同行者的支持，也特別

提及在面對紛亂和變幻的世代，要

下山入世的畢業同學能夠靠上主賜

的平安入世，除要傳道，獻上生命，

也要「勇敢為人」，面對牧養、社會

及世界的處境，都不怕危險，不怕

困難，有勇氣，有膽量，不退縮。

（註：由於稿擠關係，畢業生致辭

會延至76期通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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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大家好！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

院神學院。現時加拿大天氣正轉冷，

我於此時抵港，時機剛好，我亦為此

高興。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的名字叫

溫誠敦教授，是崇基學院神學院新聘

任的新約教授。我剛在多倫多大學完

成博士課程，這也是我第一次來到亞

洲。客居他方，固然思鄉，但我已逐

漸發現香港的可愛之處，尤愛其美食

佳餚、友善市民及積極的生活方式。

抵港以來，我已參加了一場排球聯

賽，還騎單車觀賞了香港美麗的海岸

線呢！

來港前和攻讀博士期間，我曾是一位

專業美洲鄉村音樂歌手。我在美國 

田納西州居住了一段時間，期間錄製

了數張專輯，也曾在美洲巡迴演出。

2018年，我的一首歌曲登上了電台

流行榜，工作開始忙碌起來。我本來

就需要完成畢業論文，每年還要舉行

逾百場演出，要平衡學業與演藝事業

相當困難。最終，我選擇了專注於

我的主要才能上，亦即新約教學與 

寫作。

我的專長是新約聖經和批判理論，簡

單而言就是借助現代哲學，更好地理

解新約聖經。我的研究亦有運用傳統

經學的元素，例如希臘語與歷史批

評，但主要還是以現代哲學為途徑，

更好地理解古代世界。

溫誠敦
(Bruce Worthington)
本院助理教授

在加拿大，我曾有幸居於薩吉恩第一

民族 (Saugeen First Nation)。薩吉恩

是一個原住民民族，位於五大湖之一

的休倫湖畔。雖然我是白人，不是原

住民，但當地社區還是樂意接納我，

當地人的友誼亦使我獲益良多，尤其

是當地長老。在薩吉恩期間，我參與

了一個原住民五旬宗教會，教會內滿

是見證、團契、音樂與生命。

神學上，我相信耶穌復活的中心地

位，此乃在世界上發生的事件。 

與此相關有多種多樣的委身與效忠，

（正如巴迪歐所教導的）我們致力

在當今世界活出這個事件的引伸意

義。不是每個人都會對這一事件有

相同的反應，所以才有各種不同的

效忠（或宗派），以不同的方式回

應耶穌的復活。對我來說，除非通

過宣講的任務，復活的事件不可能

被世人瞭解，所以個別信徒必須有

一定程度的爭戰精神，這樣復活才

可能被世人瞭解。

感謝各位，有幸與您一起教學和學

習。我希望我們都能有勇氣在本學期

的日常生活、研究和學術工作中活出

復活的引伸意義 — 願我們能勝任

這一任務！

例如，我的博士論文利用了阿蘭． 

巴迪歐 (Alain Badiou)的哲學思想和

「事件」概念，描繪出早期基督教

主體性的發展。巴迪歐認為，主體

性、政治體和「真相」都是依附世上

的「事件」而存在的。我被巴迪歐

的著作深深吸引，認為其學說極能

協助解釋早期基督教團體發展中的

「事件」與其主體性有何關係。巴迪

歐的專著《聖保羅》(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完全改

變了我的學術道路，我高度推薦此

書。此外，我已與出版社簽訂合約，

出版我的博士論文，希望新書能盡快

與大家見面。

我最新的學術項目題為「新約聖經

中的民粹特性」(Populist Features of 

the New Testament)，研究的是基督

教與民粹主義。其中，我運用了哲學

家埃內斯托．拉克勞 (Ernesto Laclau)

的學說和其《民粹主義邏輯》，鑽研

古代世界中基督教與民粹主義的關

係。當今民粹組織之所以視聖經為有

用工具，其中一原因便是早期基督教

團體都帶民粹色彩，且在三本共觀福

音書、保羅書信、啟示錄皆有跡可

尋。我非常熱衷於研究此課題，因為

它架起了連結古今世界的橋樑，能助

我們理解為何聖經會被當今民粹組

織所利用。
（翻譯： Ivy P.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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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Channel Spotify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消息

當性潔癖 
成了聖潔癖
時 ...
由外科專科醫生、性治療師、「關繫．舍」創

辦人姚志鵬醫生，亞洲實踐神學學會會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關瑞文教

授和亞洲實踐神學學會執委、香港基督教協進

會助理執行幹事彭淑怡小姐就【當性潔癖成了

聖潔癖時 ...】主題進行對談，製作了四集網
上清談節目，詳細內容可以透過掃二維碼 (QR 
CODE)在互聯網上觀看。

還原複雜「性」

「性」在教會長期被視為禁忌，幾乎與「罪」

劃上等號，避而不談的性潔癖，甚至律例化變

成聖潔癖。讓我們從對談中還原複雜「性」，

嘗試在該與不該的判詞以外，談談性為何物，

又可從何說起？一齊來探究回復人「性」的實

踐神學。

身體多樣「性」

身體 = 欲望 = 罪惡？你的身體如何，「性」也
必如何？身體只是靈魂暫居之處，還是身體就

是「我」？

神學與聖經

只有為了生育的性，才算合乎真理嗎？看似保守

的立場背後，奧古斯丁其實在說甚麼？欲望與信

仰如果並非彼此貶抑，又可有何關連？

性教育與權力

教會需要設立自己的性教育嗎？當我們談論性

教育，背後其實是哪種意義的教育？性教育是

為了傳遞某種正確知識，還是有更值得努力的

方向？

 （2月 14日截止報名）

講員： 費立信教授 Professor Steven J. FRIESEN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Louise Farmer Boyer聖經研究榮休講座教授）

2023年 2月 18日（六）

下午 3時 30分至 4時 40分 
第一講： 羅馬帝國貧與富：跨越古今的不均現象 
 Poverty & Wealth in Roman Empire: Ancient 

and Modern Inequality

下午 4時 50分至 5時 50分  
第二講： 早期基督教對貧富的四種解釋：為何有人富貴，

眾人窮？
 Four Early Christian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and Wealth: Why are some people rich and 
many people poor?

晚上 8時 30至 9時 45分
總結、回應及問答

回應：孫寶玲教授（台灣基督教長老會南神神學院 
　　　客席教授）及  
　　　葉漢浩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費立信教授： 美國福樂神學院道學碩士、哈佛大學哲學
博士，專治新約及基督教起源，曾任教密

蘇里大學宗教系多年，2005年起出任得克
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LouiseFarmer Boyer聖
經研究講座教授。教授專研羅馬帝國初期

政治、社經及宗教脈絡中的基督教群體， 
以及地中海東部的帝皇崇拜，著有專書

Twice Neokoros: Ephesus, Asia, and the Cult 
of the Flavian Imperial Family 及 Imperial 
Cults and the Apocalypse of John: Reading 
Revelation in the Ruins。

講座語言：英語及粵語（英語講座將提供粵語傳譯）

講座形式：網上舉行 
　　　　　（會議連結將於約講座前兩天以電郵寄出）

費用：為慶祝本院邁向六十周年，是次講座費用全免。

查詢電話：黃小姐 3943 6708

查詢電郵：zoebelle@cuhk.edu.hk

傳經講座是以聖經研究為主的講座， 
黃炳禮先生為紀念其父親黃傳經先生而設

第二十六屆傳經講座—

早期教會的貧富觀

[生活可以好神學][AAPTHK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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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Lecture:

Hidden or Public Resistance? Understanding Everyday 
Resistance to the Military Power in Myanmar
Lecture Description:

Since the February 2021 coup in Myanmar, citize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launched everyday forms of fearles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military power. What has motivated thi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led by the young people? 
How does it address the politics of the coup, Buddhist Nationalism, and bridged the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ides in 
the politics of Burmanization? Is there a unifying vision of democracy amidst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 How 
h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sponded to the coup and crisis in Myanmar?

Prof. Scott and Dr. Moe will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expertise, and insights into the crisis, the mobilization of 
everyday resistance, the urgent need for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future of federal democracy in Myanmar.

Date: March 31, 2023 (Friday) | 8–10pm (Hong Kong SAR) Via ZOOM

Moderator:  Prof. Prof. Pang Lai Kwan  
(Professor & Chairperso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CUHK)

Speakers:  Prof. James Scott (Sterli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School of Forestry &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Dr. David Moe (Postdoctoral Associat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Respondent: Prof. Kung Lap Yan (Associate Professor,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CUHK)

The Lecture wi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Registration: https://bit.ly/hidden2023 
Enquiries: centre-cs@cuhk.edu.hk or 39438155 (Tel /Signal)

Co-organizers:  
Centre of Christian Studies, CUHK 
Centre of Cultural Studies, CUHK

16

16活動預告



17

17 活動預告



2023–24年度 
識見僕人同行 
基金
在這困難的時代，不少人都會感到不安、失去 
盼望，反而更需要上主的僕人傳揚福音、牧養 
群羊。有些弟兄姊妹看到時代需要，願意接受神

學訓練，卻因經濟原因，感到猶豫。本院提供

不同課程，知識與靈性並重，實踐與理論結合， 
為教會裝備聖徒，實踐使命。我們十分感恩有熱

心支持神學院的同行者願意更多奉獻，讓我們得

以設立「識見僕人同行基金」，為下年度入學、

兼具事奉心志與學術能力，並有經濟需要的部份

新生提供資助，與他們同行。

基金適用於 2023至 2024年度入讀讀神道學學
士 (BD)、神道學碩士 (MDiv)及基督教研究文學
碩士 (MACS)同學，最高可獲相等於全期學費三
分二資助。

如欲了解更多，請瀏覽本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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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資訊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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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8日，基督徒合
一祈禱週的第一天，

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
院校牧室和天行者國

際使團合辦基督徒合

一晚禱 2023，主題
為「學習行善、奉行

公益」（賽／依一 :17)，
於崇基學院神學院祈

禱室舉行。

晚禱由天主教香港教

區司鐸羅敬業神父 
帶領聖詠吟唱，基督

君王俗世會林康政先

生宣讀聖言，天主教

香港教區輔理主教 
夏志誠主教和香港基

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

會關係委員會主席 
葉子良牧師分別透過

錄影和於現場分享信

息，本院院長葉菁華

教授領禱，參加者同

頌主禱文後，由香港

基督教協進會主席 
王家輝牧師祝福及差

遣各人。

重溫晚禱內容可以 
瀏覽：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 
v=h2QCJloZKQE&t= 
1764s

教牧事工部消息

2022靜修營
教牧事工部舉行靜修營，主題為「休息 &認識」，
已於 2022年 12月 28日至 30日假循道衞理聯
合教會衛理園順利進行。是次營會共有 29位神
學生參與。

2023教會探訪
本院師生將於 2023年 4月 30日進行教會探訪，
受探訪教會：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神愛堂、九

龍佑寧堂及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

2023神學教育主日
2023年的神學教育主日，本院將分別於 3月及
6月份安排老師及同學出席中華基督教會和香港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屬下的 11及 22間堂，並與會
眾分享信息。 重 溫 晚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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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增教授

1. 邢福增教授在安息年期間繼續於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訪問，於 12月 14日於近史所主講專題。

2. 12月 21日，又應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 
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邀請，主講公開講座。

3. 2023年 1月初，邢教授結束安息年回港，2月 8日
應建道神學院邀請，任「中國週」講員。

任卓賢教授

1. 11月 19至 22日，任卓賢教授出席於美國丹佛市 
舉行的聖經文學學會年會 (SBL)，並發表兩篇論文
“Basil’s Monastic Understanding of Evil”以及 “Philo’s 
Prob. 75–91 in Light of Eusebius of Caesarea”。

院長行蹤

院長行蹤、老師及其他消息

老師消息

2. 11月，他的論文 “Philo’s Knowledge of Physicians and 
Medicine in His Later Roman Writings”出版，刊登於
The Studia Philonica Annual 34 (2022): 93–112。

溫誠敦教授 (Prof. Bruce Worthington)

1. 溫誠敦教授於 11 月 23 日出席聖經文學學會年 
會 (SBL)，並發表 “Populist Features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2. 他在 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期刊（2022年 12
月）中發表書評。

王珏教授

1. 11月 18日至 22日，王珏教授出席聖經文學學會
年會 (SBL)。她獲邀出席由 SBL Status of Women in 
the Profession Committee舉辦的工作坊 “Navigating 
Academic Job Searches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Contexts”，並為當中講員之一。她也發表了兩 
篇 論 文：”Cross-Textual Hermeneutics: A Dialogical 
Approach to Biblical Studies in Asian Contexts” 和 
“‘Not by Might Nor by Power’: Antimilitarism and 
Demilitarization in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2. 2023 年 1 月 15 至 21 日， 王 教 授 前 往 南 非

Stellenbosch 出 席 會 議 The Conference of Global 
Network of Research Centers of Theology, Religious 
and Christian Studies。王教授發表論文 “The Acts 
of God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Story of Joseph 
and His Brothers”。

3. 此外，她又出版兩篇論文：

i. “Social Movements in Hong Kong and the Bible.” 
In Activist Hermeneutics of Liberation in the Bible. 
New Critical Thinking in Religion, Theology and 
Biblical Studies, edited by Jin Young Choi and 
Gregory L. Cuéllar, 83–105. London: Routledge, 
February 2023.

ii. “Signifying the Empire against the Empire or 
Doing Historical Criticism with Postcolonial 
Theories.” In Heilige Schriften in der Kritik: XVII. 
Europäischer Kongress für Theologie (5.–8. 

September 2021 in Zürich), edited by Konrad 
Schmid,  125–42.  Veröffent l i chunge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Gesellschaft für Theologie 
(VWGTh),  Band 68.  Le ipz ig:  Evangel i sche 
Verlagsanstalt, December 2022.

1. 2022年 11月 4日，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出席由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天主教 
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舉辦之尼西亞信經頌讚聖

樂晚會，並於當日分享。11月 10日，他連同香港基
督教協進會王福義長老出席「香港市民對基督教觀感

調查報告 2021」發佈會並發表報告。(詳見內文報
道 )。11月至 2023年 1月期間，他分別出席香港基
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65周會感恩崇拜，聖公會明華神
學院第二十屆畢業典禮，香港藝術動力「祢的名在全

地何其美」基督教藝術雙年展開幕禮並致辭。另外，

他也出席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與宣教幹事分

享有關福音工作的神學反思，為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

基督教人觀講座任講員，及為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

學嘉年華會開幕禮擔任主禮嘉賓及致辭。

2. 他也在期間出席了校友的按立典禮，包括 11月 20
日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按立浦彤曦先生為基督教

九龍城潮人生命堂牧師、11月 27日崇真會按立校董
馮少雄博士為長老、按立何志堅先生為傳道，12月
4日甦靈教會按立余鳳屏女士為牧師之聖職聖禮。

3. 過去三個月，他先後前往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馬鞍
山靈糧堂、崇基學院禮拜堂，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

合教會的麗瑤堂和北角堂證道。

4. 2月 9日，他接待來訪的崇真會深水埗堂何永恆牧師
等一行七位教牧同工，參觀本院及了解本院的近況。

葉院長隨後以「香港教會的挑戰與前路」為主題， 
與該會教牧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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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珏教授 (‘08 MDiv)之胞姊王菲莉女士 (Vinnie)於
2022年 11月 20日在加拿大溫哥華離世，追思禮拜
於 11月 27日於當地舉行。

2. 本院首位神學文學士畢業生鄭世豪牧師 (’69 BTheol; 
’72 BA)於 2022年 11月 30日，在美國安息主懷，
安息禮於 12月 10日在美國加州舉行。

3. 任卓賢教授的岳父蘇和豐先生於 2023年 1月 15日
與世長辭，喪禮訂於 2月 8日，於鑽石山殯儀館 
舉行。

4. 緬甸學生 Gum San Zaw Eain母親於 1月 24日辭世，
喪禮於 1月 25日在緬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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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立人教授

2023 年 1 月 15 至 21 日， 龔 立 人 教 授 前 往 南 非
Stellenbosch 出 席 會 議 The Conference of Global 
Network of Research Centers of Theology, Religious and 
Christian Studies，並發表文章：“Is God Our Sau Zuk, 
Comrade or Friend, with Reference to Fratelli Tutti?”。

老師消息（續）

1. 2022年 10月 26日，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黃苑翹宣教師 (’15 BD)和伍偉基先生的千金伍明恩小
朋友於 10月 26日出生。願主賜福！

2. 周鳳鳴同學 (BD 3)和林達豪先生在 2022年 11月 19
日在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堂舉行結婚典禮。 
願主賜福！

3.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按立聖職典禮於 11月 27日在 
深水埗崇真堂舉行。何志堅先生 (’14 BD)（深水埗 
崇真堂）獲按立為該會傳道；本院校董馮少雄博士 
(‘11 MACS, ’14 MATS)（荃葵崇真堂）獲按立為長老。
願主賜福！

4. 余鳳屏傳道 (’12 BD, ’18 MTheol) 於 2022 年 12 月 
4日獲甦靈教會按立為牧師。願主賜福！

恭賀

5. 陳嘉傳道 (’15 BD) 2022年12月21日，獲 Ecumenical 
Hub 按立為牧師。願主賜福！

6. 本院講師謝甘霖博士 (’16 MDiv, ’21 PhD) 和太太 
陳淑琳宣教師 (’18 BD)於 12月 30日喜獲千金謝依
情小朋友。願主賜福！

7. 2023 日 1 月 14 日，王忻博士 (’09 MACS) 和丈夫
Rev. Michael Ogwuche從英國回港舉行結婚感恩禮，
讓香港教友和親友一同參與，送上祝福。早前二人婚

禮已於英國舉行。願主賜福！

一年一度的神學院足球聯誼賽，在陽光普照的2022年
12月21日舉行。

本院足球隊各人駛出混身解數，百分百投入，雖然在

七場賽事中只有一場獲勝，但全員以「破蛋」為榮，

非常享受精彩的足球賽事。看台的支持者們，大聲歡

呼打氣支持，場內洋溢着熱烈的氣氛。

神學院足球聯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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