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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據 2023–2024年度結業崇拜的講章大綱寫成。本文聖經引文用語採

用 2010年出版的和合本修訂版。)

雜草與麥子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十三章中，耶穌用了不少比喻講述天國的奧秘。其中有一

個關於麥子和雜草的比喻，講述有人撒好種在麥田裏，仇敵趁他睡覺的時候

撒下雜草種子，麥子生長之時雜草也顯出來。僕人問主人是否要拔除雜草。

主人說：「不必，恐怕拔雜草，也把麥子連根拔出來。讓這兩樣一起長， 

等到收割。」至收割之時，會先把雜草「拔出來，捆成捆，留着燒」，麥子

則收在穀倉。耶穌解釋，「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

天國之子，雜草就是那惡者之子，撒雜草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

世代的終結，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太 13:24–30, 36–43）。

當時巴勒斯坦地區的麥田常見一種雜草（舊版和合本譯為「稗子」），外表

與麥子很相似，卻因被真菌感染而含有毒素，因而被當地人稱為「毒麥」。

雜草會搶奪麥子的養分，影響收成。在生長初期，毒麥與麥子的差異並不明

顯，難以區分。直到成熟期，兩者才能清楚辨別。

這個比喻可以有三種解讀方向：教會、世界、生命。

葉菁華教授
本院院長

正視現實
　　盼望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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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混雜的教會

教會兼具「神性」和「人性」。從神性來說，教會

是由三一上帝所招聚和建立的聖徒群體。教會是上

帝的子民、基督的身體、聖靈的居所。從人性來

說，教會是由蒙恩的罪人所組成的社會團體。教會

中的罪惡，時有所聞，例如：自私、紛爭、濫權、

欺壓、歧視、性侵、淫亂、隱瞞、偽善等。部份 

「離堂會」信徒（de-churched Christians）正因在

教會中經歷了罪惡的創傷而選擇離開。

拉丁教父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對多納圖

納 (Donatists)的回應，對此有所啟迪。多納圖派

主張教會應該是完全聖潔、沒有罪惡的群體。奧古

斯丁則引用耶穌關於麥子與雜草共生的比喻，指出

教會是混雜的群體（拉丁文為 corpus mixtum），

麥子與雜草混雜，邪惡的人與善良的人混雜，無論

聖品階層抑或平信徒皆是如此。正如比喻中主人

告知僕人不應過早拔除雜草，我們也應把這個審

判的責任留給天使。教會只有終末之時才是純潔

無罪，教會在現今卻是善惡混雜，需要的是寬容

(tolerance)而非分離 (separation)。

誠然，我們希望教會沒有罪惡，完全符合上帝心

意。可是，這理想在此世無法實現。教會的神聖，

不是因為教會成員努力行善，而是因為聖靈的恩

典使它分別為聖。我們不宜對教會具有過分天真、 

理想化的期望，既然明白教會是善惡混雜的群體這

個現實，我們宜以謙卑和同理心的態度，接納教會

的真實狀況，當中難免有罪惡，因而學習「以愛心

互相寬容」的態度對待主內肢體，彼此扶持，互相

勉勵，共同成長，直到主再來。寬容不代表縱容，

也不是姑息，相反是正視現實。人所能作的有限，

人也無法將罪惡從教會中完全清除。奧古斯丁期

望，讓麥子繼續堅忍，直到收割的時間，也讓雜草

變為麥子。他似乎認為，雜草是可變的，即使曾有

「行差踏錯」，曾被困在罪惡當中，曾被魔鬼利用

的，仍可在尋求上主的幫助後轉變。

正邪難分的世界

耶穌在經文中清楚闡明，耶穌所指「田地」就是世

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雜草」就是惡者之

子。這段經文所描述的並非童話式的世界、完美的

世界，而是現實的、有血有肉有罪惡的世界。這個

世界中，有很多令人氣憤的殘酷現實。正如傳道書

經文中所指，好人不一定有好報，更有可能是好人

反而承受苦難，擔上了惡人應受的懲罰；惡人反倒

在享福。俗語常說「邪不能勝正」，但實際情況下，

邪惡偶爾也會戰勝正直，世界展示出它「難分真與

假，人面多險窄」、「難為正邪定分界」的面向。

神學院訓練教會人材，以至在教會和社會不同崗

位，服侍上主。我們面對的世界，正是正邪難分、 

善惡混雜、充滿含混性 (ambiguity)。社會中， 

總是有人為達成美好的世界而在「努力興建」， 

也總有人不顧一切地「盡情破壞」。在一個充斥貧

窮、歧視、不義、暴力的世界當中，上帝是否漠不

關心或無能為力呢？上帝究竟是缺席還是容忍這

些事情？當上帝的國度，那個既濟而未濟 (already 

but not yet)的國度，並非如人們所預期時，又如

何能夠於此世中彰顯和實現呢？麥子與雜草的比

喻正在回答以上的問題。

一同來想像「麥子」好端端地在田間生長着，但是

一覺醒來，突然發現周邊佈滿雜草，妨礙自身正常

生長，不單被搶奪了土壤裏面有限的養分，更須在

困難的環境當中存活。故此，經文中的僕人問及是

否要拔走雜草。人在面對困難，面對苦難，面對邪

惡，面對不公時，總禁不住發問，究竟上主何時會

消除惡貫滿盈的人和事，那些阻礙上帝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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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那些不應存在於世界的現象？以上苦難和現

象，究竟還有存留到何時？《馬太福音》作書時，

耶穌在世時，不同的猶太人群體都嘗試以不同方式

回答：究竟上帝在哪兒？祂正做甚麼？信徒更加關

心的是：究竟我們可以做些甚麼？面對羅馬帝國的

壓迫，社會的貧富差距，種種社會問題，各群體之

反應不同。奮銳黨嘗試訴諸武力爭取自由；愛色尼

人選擇離開主流社群，去到曠野之中；撒都該人則

與當權者保持良好關係；法利賽人則嘗試促成緩

進的改革。耶穌的門徒面對當時的狀況，也自然會 

思考究竟應做些甚麼，作為今天耶穌基督的門徒，

同樣會問，究竟在這個境況，面對如此的世界， 

我們究竟可以做些什麼？然而，經文指出，若現在

拔走雜草，恐怕會連累麥子，所以「讓這兩樣一

起長，等到收割」。至天國降臨、終末審判之時，

雜草會被「拔出來，捆成捆，留着燒」，惟有麥子

才會被收在主的倉裏。因此，我們要「正視現實， 

盼望天國」。我們不要自以為已掌握真善美，甚至

妄想成為世界的審判者。我們堅信，在上帝的計劃

當中，雜草最終必被摧毀，天國必會降臨。

芥菜種和麵酵

耶穌又講述了另一個天國的比喻，他將天國比喻為

芥菜種和麵酵。兩者的特性相類似，只須很少的份

量，就能夠最終發展成大大的體積。小小的芥菜

種雖然最初體積很小，但最終可以長成一棵大樹； 

一點麵酵就能發起整團麵。耶穌藉此表示天國的發

展就有如芥菜種和麵酵，天國的起初微不足道甚

至好像看不見，但最終必將完全實現，轉化世界。

我們懷着此信念，面對現實世界，實踐天國使命。

教會常用主禱文祈禱。正如我們為未信主的親友祈

禱，並非祈禱後就守株待兔，相反我們會與親友分

享信仰，並邀請他們參加福音聚會等活動。同樣，

當我們用主禱文祈求天國降臨，我們也應配合此禱

告，靠着主恩，努力行動，實踐使命，期待天國實

現。面對罪惡、不義，我們不需「躺平」，而是

靠着聖靈的能力，在腐敗中作鹽，在黑暗中作光， 

彰顯 那既濟而未濟的天國。

撫心自問

這段經文除了可描繪教會和描繪世界，也可能在 

描繪個人生命。 撫心自問，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不也是同時存有麥子和雜草嗎？這段經文是也是

給個人的提醒。生命中必然有「雜草」與「好種」

交織，不斷纏繞共生。當我們嘗試致力改善教會和

世界，有沒有正視自身生命的雜草？我們對於這些

雜草，是否不能接納、不能寬容，因而討厭自己？

我們有否因為已盡力回應教會、世界、自身的現實

但仍不能改變分毫而感到無奈、氣餒、無力，甚至

想完全放棄？

求上主幫助我們，賜給我們平靜安穩的心靈，接納

那些不能改變的事情；賜給我們勇氣，改變可以改

變的事情；並求賜智慧，以分辨兩者，理解正邪混

雜的現實。求上帝幫助我們，保守自己，抱持希

望，期待上主國度來臨，等待上主的審判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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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牧師是教會詩班的男低音。

同於中文大學畢業的太太婚後在家照顧三個子
女，和郭牧師於教會並肩事奉。

郭志榮牧師，一九九一年畢業於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副修哲學，

一九九三年獲物理系哲學碩士。 
後因工作關係，修讀澳洲麥格理大

學 (Macquarie University) 的 人 力

資源管理學碩士，再於中大完成財

務學的文憑和碩士課程；二零一五

年及二零一八年於香港中文大學崇

基學院神學院完成基督教研究碩士

及神道學碩士課程；現為五旬節聖

潔會香港總監督、崇基學院校董、 
本院神學校董會主席。

一九九七年，郭牧師開始於一家石油

貿易公司工作，在這裏渡過了他人

生上半場接近十八個年頭。一位物

理系畢業生是怎樣進入石油貿易市

場的？「沒有人會把自己的商業秘密

告訴別人，我只能向不同的人偷師，

邊做邊學。」跟不同工作夥伴聊天，

他慢慢學懂怎樣運用石油期貨和各

種衍生工具，為公司和客戶對沖石

油格價波動的風險，讓公司在激烈

的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十八年間

公司的規模逐漸發展起來。然而，

在這個時候，他卻萌生了去意。

播下種子

就讀天主教中學的郭牧師，福音的

種子早已在那個時候植下，而永光

堂則是他信仰扎根成長的地方。「記

得在一九八八年八月的第一個主

日，那是我大一升大二那年的暑假， 
在朋友的邀請下，我首次到五旬節聖

潔會永光堂崇拜。那年是伍山河牧師

牧養永光堂的第十年，教友人數由十

年前的寥寥二十多人，發展到超過

一千二百人。」是次崇拜令郭牧師對

永光堂和伍山河牧師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那天是聖餐崇拜，禮拜堂有

個類似閣樓的地方，未受洗及未能領

餐的弟兄姊妹都坐在那裏。我不是一

個感性的人，但我安靜地坐在那閣樓

的角落，默默地流着眼淚，內心有一

種被尋回的觸動。」也由那刻開始，

他成為永光堂的一分子。同年年底，

他在教會舉辦的佈道中決志。

跟大多數信徒一樣，郭牧師在教會接

受教導和牧養。「永光堂鼓勵大家藉

著事奉在信仰中成長，在事奉的過程

中我認識了很多弟兄姐妹，投入了教

會的生活。」他首個事奉是詩班員，

屬男低音。後來，他加入了由人稱

「夫子」的鄧瑞強博士主持的教育

部，每週閱讀和討論神學和聖經研究

的書藉。「大家由一開始時對書中的

內容一無所知，數年間在鄧夫子指

導下持續密集閱讀和討論，大家終

於掌握了核心的聖經和神學概念。」

扎根於好土 (屬靈群體 )，再施以肥
料 (聖言和神學 )，生命很快就茁壯
成長起來，郭牧師後來成為教會的

長老和值理，接觸到更多教會事務，

大大開啟了他的屬靈眼界。

回應呼召

中文大學不但令郭志榮收獲了信仰，

同時也令他收獲了愛情。在中大郭牧

師遇上了同是基督徒的意中人，她後

來更跟隨郭牧師到永光堂並肩事奉。

婚後，太太為郭牧師誕下三個孩子，

辭去了工作，專心相夫教子，而郭牧

師的事業發展順利。但人生走到中

場，郭牧師靜下來思考人生下半場，

萌生了投入牧職的念頭，但他一直

把想法藏在心中，沒有向牧者透露。

他笑指，即使自己從沒有向任何人透

根深葉茂
郭志榮牧師 (‘15 MACS;‘18 MDiv) 

露過此念頭，但似乎牧長和某些弟兄

姊妹都在有意無意間觸碰到這課題。

「在教育部學習期間，鄧夫子早已 
挑戰我們作奉獻為傳道人的思考，

黃月英牧師在長老靈修操練的聚會

中，更邀請各人思考人生下半場的

召命。」此外還有別的聲音，都衝着

這個問題而來，催促郭牧師要認真思

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這時郭牧師

已在石油公司任職十年，他參加教會

大除夕奮興會，聽見伍牧師在講台上

談及他和黃牧師多年來都希望一位

弟兄能獻身作傳道人，但眼看着他事

業發展如意，得到的東西越來越多，

要放棄定必越來越難，這位潛在的傳

道同工或許就此被世界「擄」走了。

郭牧師笑稱，當時伍牧師始終沒有明

言誰是那位「弟兄」，但這一番話卻

令他感到相當扎心，思潮起伏。

數天後，有一位移民澳洲的弟兄回

港探親，並約了伍牧師見面。這位

弟兄決定奉獻，準備開始攻讀神學，

希望伍牧師可以指點他，而郭牧師 
也獲邀一起參加那次「飯局」。 
見面時，伍牧師這邊廂提出對教牧同

工的期望，郭牧師那邊廂檢視自己

能否「達標」。自從那時開始，他

就不斷反覆問自己：作為一個理科

生，人也到了中年，讀神學應付得

來嗎？他最後決定，先在崇基神學

院報讀文憑課程以試水溫。「後來，

我轉讀了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MACS)，半工半讀三年，雖然辛苦，
但卻非常過癮。而這也幫助我打下

了一定的基礎，為全職攻讀神學作

好準備。」課程將近完成的時候，

他在教堂的電梯內「偶遇」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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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牧師（左）自小熱愛知識，後因父親早逝而
放棄繼續進修的計劃。

2022年，郭牧師獲任命為五旬節聖潔會香港總
監督。

本應人來人往的電梯只有他們二人。

伍牧師突然說：「我看你應該不會

做傳道人了吧？」郭牧師卻竟接了

一句：「Why not ?」這時的他大概
已經準備好回應上主的呼召。

郭牧師在任職的公司中身居要職， 
是老闆的左右手，然而，既已立定

心志牧會，那麼，下一步就是辭職。

「那時剛好有另一位下級的同事請

辭，結果老闆花了不少唇舌、用盡一

切辦法加以挽留。我要請辭，老闆的

反應就應該會更加激烈。」郭牧師經

過禱告後，最後終於鼓起勇氣發了一

個很長的訊息給老闆。「出乎意料

地，老闆回覆感謝我多年來對公司的

貢獻以及祝福我未來的牧職。」相當

熟悉老闆性格的郭牧師稱之為神蹟，

因為老闆竟然「輕易地」放過了自

己，這令他更義無反顧地投入在牧職

當中。

放棄高薪厚職，郭牧師毫不猶豫。他

女兒就曾經問他：「爸爸，為何你不

多賺一些錢才辭職？」郭牧師解釋，

因為要在公司最順境的時候交棒。這

樣，同事便可以較為輕鬆地接手他的

工作，他於是可以放心一點地離開。

他亦向女兒坦言，積累財富並非他人

生的目標。

郭牧師分享：「當自己一身樓宇貸款

在身時，想到如果可以把貸款還清，

便可以自由地追尋自己的夢想，做自 
己喜歡做的事。但隨着入息升高， 
還清貸款後，人開始累積財富，就發

覺當財富愈來愈多的時候，愈捨不得

放棄。」郭牧師在當中得到的反省

是：自己所累積的財富既可以是神

的賜福，讓自己投入牧職時少一點

顧慮，但同時也可以成為「那惡者」

（編按：即魔鬼撒旦）的工具，阻礙

他回應神的呼召。

值回票價

郭牧師熱愛知識，早年父親離世，家

中兩個妹妹仍在讀書，完成物理學哲

學碩士課程後，他便決定放下繼續進

修的計劃，選擇就業，以改善家中

的經濟情況。及後，但凡有可進修

的機會，無論是財務學、人事管理

或行政相關課程，只要能騰出時間，

他總願意回到校園進修。在崇基神學

院兼讀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的日子，

郭牧師修讀的學分比課程所需要的

要多，加上旁聽課，可謂值回票價。

再加上後來三年全時間修讀神道學

碩士（MDiv）的課程，郭牧師修讀
了不少神學院的科目。「王根春教授

的新約導論和共觀福音、陳龍斌教授

的新約背景、約翰著作和典外文獻、

盧龍光牧師的保羅新觀課以及與劉

忠明教授合教的教會管理課、李均熊

博士的舊約科目、葉菁華教授的系

統神學、白德培教授的教會歷史科、

葉漢浩教授的保羅書信⋯⋯」

唯一令他遺憾的是，他在攻讀基督教

研究碩士課程期間，由於工作忙碌，

較少機會和其他同學接觸和深入交

流，通常下課便立即離開。這個遺憾

在攻讀全職神道學碩士課程期間得

以彌補。聽說郭牧師有時會在家中設

宴招呼同學，傳聞食物相當豐富。郭

牧師則說只是家常便飯，最重要是有

機會和同學增進友誼，分享學習和生

活的點滴。

（訪問、撰稿：李廣平）

徒的重任，掌管和拓展該會福音事

工，以及與國際五旬節聖潔會聯繫

之重責。郭牧師指出，超過一個世

紀以來，五旬宗派發展蓬勃，世界

各地五旬宗教會各有特色，而香港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的自我定位是

「福音信仰的五旬宗教會」，把不

同宗派的傳統，包括敬拜、禮儀、

聖道的宣講等，融會到主日崇拜當

中。「我們當中有不少牧師都畢業

於崇基神學院，具多元、大公和包

容的精神；而永光堂在自身五旬宗

的傳統上，參考並融合福音派重視

聖言宣講及大公教會重視崇拜禮序

的理念，使崇拜呈現更為豐富多彩

的元素。香港五旬節聖潔會相對『年

輕』，仍在傳統崇拜、講道、聖禮

等的基礎上持續發展和創新，更好

地適應當代語境。」郭牧師強調聖

靈的工作，在不同處境中有不同的

體現方式，具有靈活性和開放性，

並能與時並進。

面對近年因社會轉變和疫情帶來的

挑戰，郭牧師表示，教會雖有教友

移民，但感恩香港五旬節聖潔會沒

有牧者因移民而離職，於這個充滿

挑戰的大時代繼續事奉上帝。他強

調，教會工作就是要建立人的生命，

比起任何工作都要複雜，更具挑戰

性。「一九九七年前後，不少信徒

甚至教牧領袖離開香港，但伍牧師

和一班同工都堅決留港守護當時的

年青信徒；所以，即使前路或有挑

戰，但身邊有牧長、同工、弟兄姊

妹與我並肩前行，相信挑戰也同時

是福音的機遇。」

昔日播下的種子，在肥沃的泥土扎

根，吸收養分，也不知不覺地生長

成一棵挺拔的大樹，成為別人的庇

蔭和支柱，為人遮風擋雨，給人帶

來寧靜和安穩。

身負重任

郭牧師在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八年

分別獲授職為宣教師以及獲按立為

牧師，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他更

獲國際五旬節聖潔會任命為香港總

監督，接伍山河牧師的棒。被問及

如何評價自己的工作，他表示牧會

跟以往工作性質截然不同。「上任

的總監督伍牧師留下了一個相當高

的『標準』，壓力自然是有的。但

與此同時，伍牧師和一班傳道同工

也建立了非常穩固的基礎，讓我們

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建立教會和信徒

的生命。」過去近十年的牧會工作， 
郭牧師深感自己仍有許多改善的空

間。「人需要通過經歷才會成長，

而我深切感到上帝在引導着我。」

作為香港區總監督，他肩負帶領香

港五旬節聖潔會三個區會和牧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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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樓探索

翌日一早， 營會籌委會安排了

「神樓探索」，讓同學體驗學習

以外的神學生生活，包括監獄事

工小組，籃球小組，天台農務小

組、泰澤祈禱會、華語團契、 

風琴示範、影音小組示範及精神

會，由舊生講解各小組具體活動；

辦公室同事們也傾巢而出，公然

於辦公時間大規模合法「吹水」，

讓同學見識平日透過電郵或電話

聯絡的行政同工的真面目；同學

也借此機會提出種種學務相關問

題，同事們均作出詳細解答； 

瑜伽班由本院「花花」同事主領，

2024-2025 開學前
師生營會
為了幫助新生融入校園生活及歡迎舊生於暑假後重返校園，學生會於

2024年 8月 26日至 28日舉辦開學前師生營會，接近 80位新生和舊

生出席。三日的營會以「非傳統的聖餐」揭開序幕。首日晚上，參加

者敘述「我的故事」。

教授不同招式，讓骨骼精奇的新

生們拉拉「懶筋」，務求以最佳

狀態迎接新學年；大會也突破傳

統，準備了一張非典型乒乓球桌，

訓練同學收放自如的絕技，準備

迎接未來一連串非典型的學習；

學生們也有機會參加「探索」環

節，除參觀神樓及聖堂的不同角

落，熟悉讀書和宿舍環境；同學

須分組在四大路線「老殘遊記」

線，「桃花園記」線，「極樂世界」

線和「花香滿徑」線中選一條，

探索中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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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老師和校牧

8月 27日下午，師生齊集拍攝大

合照後回到大廳，十六位全職、

兼任、客席老師和校牧輪流以三

分鐘的時間向新生介紹自己，包

括任教的科目、研究範圍、工作

內容及個人興趣等，讓新生認識

老師們更多。及後，老師和校牧

均帶來了三樣物品，分佈在十六

組內，各學生作面對面交流，更

深入了解老師和校牧鮮為人知的

事情。飯後，同學們再度聚集，

繼續述說「我的故事」。

閉營禮暨崇拜

8月 28日上午，師生參加閉營禮

暨崇拜。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招建邦

傳道 (’22 BD)領營會參加者透過詩

歌齊聲敬拜上主；中華基督教會 

吳家聰牧師 (’10 MDiv)頌讀約翰福

音 20章 1至 10節後，為新學年

學生的身心靈和教職員的工作獻上

祈禱；香港五旬節聖潔會潘耀倫牧

師 (’04 MDiv)證道，講題為「西門 • 

彼得」。潘牧師講道時表示，門徒 

彼得拋開一切跟從耶穌，成為得人

的漁夫，他一生遵從上主吩咐， 

至死跟隨主耶穌。大家靠着上主

的恩典在這裏聚集，願彼得成為

大家的榜樣，成為大家的鼓勵；香

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杜敏玲牧師

(’09 MDiv)主持聖餐禮；最後，由

香港聖公會潘正行牧師 (’11 MDiv) 

祝福。

葉菁華院長在崇拜結束後表示，

各宗派牧者也是崇基學院神學院

的校友，歡迎大家回到母校參與

這個象徵合一的崇拜。他也向新

生表示，新的學年，大家或許會

遇上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學，盼望

大家借此機會互相了解，接納，

磨合，學習，體現合一。他又致

送營帽─漁夫之帽予各校友牧

者，祝願他們得人如得魚。

籌委會主席黎明輝感謝各營會籌

委會及同工，又感謝一眾師生同

學積極參與；學生會會長黃葆澄

邀請參加者繼續細味營會主題 

「漁夫之寶」，又邀請大家積極

日後周四崇拜，並投入不同的事

奉崗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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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迎新日」
為了令新生盡快適應神學院的學

習，本院於 8月 31日舉行了「迎

新日」活動，超過三十名新同學

參加。上午，葉菁華院長介紹了

學院的特色和精神，然後由任卓

賢教授講解學術誠信的重要性。

任教授不僅教導學生如何避免抄

襲，還與同學分享撰寫學術論文

的心得。

教會探訪
9月 29日，溫誠敦教授、德詩婷

教授、李均熊牧師，姚志豪校牧、

葉菁華教授，邵倩文副校牧及龔立

及後，學生會幹事會成員與新生

一起午餐，分享神學學習旅程。

下午，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和聯

合書院胡忠圖書館的主管馬輝洪

先生介紹圖書館的豐富資源予學

生，方便日後查找資料。最後，

副校牧邵倩文姑娘帶領同學參加

崇基校園文化遊，參觀崇基學院

禮拜堂和其他中大校園設施。

人教授分別領三組共 72位同學，

參加教會探訪活動，前往基督教香

港信義會沐恩堂（禾輋）、中華基

督教會灣仔堂及循道衞理聯合教

會麗瑤堂。當日崇拜由本院老師證

道、同學分享、獻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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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颱風關係，本院開學崇拜延至 9月 12日舉行， 

出席之牧者、嘉賓、親友、師生逾 140人。同頌讚美詩

歌《光明美麗物歌》後，王珏教授為學生的學習和老師

沉重的教學及研究擔子作禱告，也為步行籌款的成果感

恩；她又為校董、院長、老師、校牧、職員祈禱，讓他

們具面對各種挑戰和困難的能力，也為神學院的退休潮

和發展祈禱；認罪祈禱後，安息年歸來的葉浩漢教授、

學生會會長黃葆澄同學、神學校董會主席郭志榮牧師 

讀經。

神的學生

本院邀請了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林津牧師

為大家證道，主題為「神的學生」。林津牧師借申命記、

提摩太後書和馬太福音的經文來提醒神學生，我們不單

是神學的學生，更要成為神的學生，即要透過神學來更

深地認識神。在讀神學之過程中，讓我們保持喜樂的心

去奉獻自己，嘗試打破框框，鬆開成績等等的束縛， 

亦要盡情地享受神學院中的快樂；另外，在艱難的世代

中，要從學習中建立對上帝和自己「完全」的信心，才

能帶着召命勇往直前，不致迷失；最後他又提醒大家要

多經歷上帝的同在，特別是在困苦之中，只要我們不離

棄上帝，上帝就必不會離棄我們。

介紹新生

認信後，葉菁華院長介紹本年度各課程的新生，並由高

國雄牧師為他們祈禱。校董會副主席陳衍昌牧師差遣及

祝福各人。崇基學院副院長黃念欣教授代表關美寶院

長在致辭時提及，本院是公立大學中的唯一的神學院， 

並且為能參加這個充滿愛的開學崇拜感到開心，她代表

崇基學院歡迎各新同學，並祝福大家新學期有新的開始。

崇拜結束後，葉菁華教授及黃葆澄同學作簡單報告及介

紹各嘉賓，隨即舉行新生牧者／親友分享會，由葉菁華

院長和校牧姚志豪牧師擔任主持。

2024–2025 開學崇拜

林津牧師證道：
神的學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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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亞洲實踐神學

學會（香港）合辦，本院協辦的

「普世合一 X實踐神學 網上課程

Narrating Hong Kong」，一連四講

「社群變形和變容」、「身分認同

的弔詭」、「跨越邊界的情感」和「在

異數中締造和平」分別在 7月 8日， 

15日，22日和 29日，由不同領域

的四位學者主講：陳錦輝、關瑞文、

駱頴佳和郭偉聯。學者嘗試作引路

Alter-natives： 

社群變形和變容｜陳錦輝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的陳錦輝

老師，以其獨特的跨學科視角， 

引領參加者重新思考社群敘事。 

他探討了 “Alter-Natives”的概念，

以此理解社群如何通過自我敘事來

實現創造性變革。他主張將既有、

固化、靜態的系統框架或單一全方

位敘事 (totalizing narrative)系統視

為暫時所需的鷹架，從而轉向靈活、

具創造性、相互關聯的圖像式敘事

(diagrammatic narrative)，可以更好

地理解和塑造香港動態發展的敘事。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消息

 「普世合一 X實踐神學網上課程 
Narrating Hong Kong」

跨越邊界的情感｜駱頴佳

駱頴佳博士多年前已開始研究身分

議題，講座以探討離散港人的身

分認同為焦點，引介新唯物論、

Deleuze 與 Guattari 的理論洞見， 

更敘述了自身離散在加拿大的所見

所聞。他認為教會在香港離散者的

身分建構和情感疏導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透過轉化情感為積極的行動

力，有助重新組裝 (reassemble)離散

的情感。

身分認同的弔詭｜關瑞文

本院副院長關瑞文教授深入淺出地

探討了身分認同的複雜性和矛盾性，

批判了本質主義的觀點，並引入一

系列哲學和神學資源，為理解香港

身分認同的建構和發展提供了深刻

的討論。他強調，尤其是在當下社

會高速變革和文化多元流動的時代，

更需要以敞開的、有容的、延異的、

流動的、去中心化的、去僵化的想

象，來迎接身分認同的新挑戰。

在異數中締造和平｜郭偉聯

香港浸會大學郭偉聯教授從神學、

聖經、社會理論和參與籌辦的「栽

種和平」項目出發，探討如何在當

下理解「和平」這概念的理論與實

踐。他借鑒集體敘事實踐進路，認

為透過擴展溝通、擴展尋索問題根

源、擴展影響範圍、擴展身分認同

和擴展行動轉型的視野，可幫助人

們解構問題飽和的敘述，重構充滿

可能性的生活和關係。

人，領大家進入具體的理論與實踐

座向，從深入日常的社區設計經驗，

重新定義「社群」的內涵；透過解

構「身分」的迷思，敞開對身分／

份的無限想像；以「情感」為橋，

開闊對自我的建構維度；在理論與

實踐的交織中，瞥見異數的本質，

並締造人際和平空間的可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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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學習交流團於 5月 27日至 6月

5日舉行。是次交流團由龔立人教

授作領隊，以「城市靈性與神學」

(Urban Spirituality and Theology) 為

主題。參加者分別來自本院（18

人）、耶魯大學神學院（8人）及東

南亞神學研究院，ATESEA （7人），

連同教職員及同工，共 36人。

除課堂以外，交流團參觀及訪問了

崇基學院禮拜堂、南涌蘆葦花開生

態教育基金、蘊貞齋、慈山寺、法

性講堂、嗇色園黃大仙祠、基督教

本地學習交流團
香港信義會主愛堂、南丫島（由原

居民分享）、中華基督教會林馬堂、

東華義莊、文武廟、香港島文化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侷住體驗館」、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交流團成

員更有機會漫步九龍城。

參加者透過參觀和交流從不同向度

認識香港的宗教和文化。交流團還

特設一天「自由行」，由本地同學

按參加者興趣自行安排活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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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Global SITIS共有 7名

東南亞神學院學者到香港參加交

流，參加者來自菲律賓、印度、

印尼、尼泊爾、緬甸。此外， 

耶魯神學院的 8名學生以及本院

17名學生一同參加。

他們於暑期可選修三門課，包括：

龔立人教授的「基督教與社會：

探索城市靈性與神學」，德詩婷

教授的「中國基督教」及 Dr. Joas 

Adipraseta「聖經研究：Theology 

of Friendship」 。

本計劃透過舉辦交流活動，讓各

地具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互動，

從而拓寬視野，建立亞洲神學教

育全球夥伴互動中心，期望促進

全球神學交流和研究。

2024 
Global  
SITIS

菲律賓大學代表團
菲律賓聖多默大學宗教學院代表團

在 6月 18日訪問本院。訪問後，

香港基督宗教會議隨即舉行及分

享。院長葉菁華教授、天主教研究

中心主任林榮鈞教授、本院老師龔

立人教授和莫介文博士分別就「香

港基督新教概況」、「香港天主教

概況」、「基督教與社會變革」和

「本地神學」分享，希望透過是次

會議能促進學術交流，深化彼此對

香港基督宗教的了解。

＊
學員詳細分享，可閱讀本院

Global SITIS刊物。

12

12活動報告



6月 29日，2023-2024學年結束，

副校牧邵倩文和「校牧助您」葉穎

姍與約三十位跨屆的基督教研究文

學碩士課程 (MACS)同學相聚退修。

當中包括了畢業準備下山的同學，

來年升班成為師兄師姐的一年級同

學（兼讀制），亦有在 MACS課程

完結後繼續修讀MDiv 課程（神道學

碩士課程）的同學。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 
放暑假

感謝恩潮浸信會熱情招待，開放小

禮堂、明陣和廚房予參加者。感謝

準畢業生陳德輝執事的細心安排，

堂主任吳志海牧師和教會姊妹們製

造的美食，並為大家祈禱及祝福。

參觀教會後，幹事棠哥為我們拍攝

團體相，還即場印製和派發大家以

作留念。感恩有充足空間遊戲、 

安靜和交流。願上主祝福恩潮浸信

本院兩位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同學張曉曼小姐及謝家誠先生獲得 “Academic 

and Ecumenical Exposure Grants”。2024年，兩位在龔立人教授的推薦及

鼓勵下，前往越南參加學術會議，分別發表文章：”A Coming-of-Trauma 

through Affect in thúy’s Coming-of-Age”及“What is True Happiness?: 

Happiness as the key to interpret Miyazawa Kenji’s Night on the Galactic 

Railroad”。

Academic and 
Ecumenical Exposure 
Grants得獎者

會，繼續為主作工，祝福更多的街

坊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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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院校牧姚志豪牧師（左一）及實習機構陳啟興牧師（右一）合照。

7至 8月在金融業福音團契（機構）實習 8個星期，

平時工作主要在週一至週五到不同的金融公司细胞

小組帶領查經，再加上星期六下午的團契，要負責

兩個週會（信息分享 +祈禱週）。機構有點像教會

的運作，但周一至周五午飯時間要出去不同的公司 

（有點像銷售員「行街」般），主要集中在中上環等

商業區。

在服侍细胞小組的過程中觀察到，疫情過後，在經濟

低迷和移民潮雙管影響下，香港金融業面對嚴重人員

流失，導致今天很多職場信徒，內心疲乏與不安， 

或許因為工作的壓迫和同事的離開，導致工作量大增，

間接影響屬靈生命。或許家庭經歷變化，教會也經歷

變化，信徒頓感支援不足，有些信徒更離開本身的教

會，或只參與網上崇拜，屬靈生命缺乏滋養。另外，

疫情後普遍金融公司進行分組和在家工作的模式， 

形成職場信徒的疏離感與孤單感。

在查經的過程中，常面對各组員的不同處境，只有謙

卑的聆聽他們的掙扎和需要，這令我回想起從前在職

場的工作歲月。藉着查經分享自己的經歷，鼓勵他們

在勞累困惑的工作環境裏，務要忍耐到底，倚靠上帝

的話語，在職場中實踐基督的信仰。另外，實習機

構同工強調，要緊記「先友誼 (friendship)，後事工

(task)」的原則，先與組員建立良好的關係，例如：一

起食飯等，事工的果效才能事半功倍。這原則非常重

要，使我學會從別人的處境和眼光出發的事奉方向，

但要提升我的人際關係技巧。

此外，隨着科技的發展，地域限制現在不是障礙， 

分隔兩地的職場信徒或細胞小組，可以靠網絡繼續聯

繫，參與細胞小組的網上聚會，而這會是以後的常態

（網上 +實體）。在整個實習過程中，帶領查經之餘，

亦要處理網絡技術問題。

事實上，隨着 Zoom在職場的應用越趨普遍，很多移

居海外的細胞小組组員，都可以繼續參與。已移居英

國和澳洲的的弟兄，都無懼時差參與細胞小組查經，

令人感動！兩位海外弟兄堅持參與，令我們構想在海

陸卓輝 (MDiv 2)金融業福音團契分享

外也成立職場細胞小組的可行性，讓移居海外的職場

信徒或非信徒，甚至可包括非華人，可以聚在一起，

與我們保持聯絡，一起祈禱和查考上帝的話語，為福

音而努力。

我回想起主耶穌的大使命：「使萬民作主門徒」（太 

28:19）。「萬民」一詞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指世上每一個

民族，「作主門徒」不單指指個人佈道，更是指默默

耕耘、循序漸進地培養門徒，從而建立基督的社群。

總括而言，今次的實習讓我學會謙卑自己，面對這複

雜的世界，認識自己的不足，亦同時發掘到自己的長

處，不斷地尋求進步；又要學效主耶穌關懷別人的需

要，從別人的角度出發，建立「先友誼，後事工」的

事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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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明愛同工擺垃圾回收站。

教會為清潔工友預備愛筵。

隱藏在城市裏的光 黎明輝 (MDiv 2)

這是我第一年的神學生實習，本來是打算在堂會實習

的，但有次在晚間崇拜聽完參加過基督教協進會「合

一實習計劃」的同學分享後，改變了想法，覺得有機

會在不熟悉及陌生的環境中，遇到的衝擊及挑戰會更

大，經驗及領受會更多，而且今年合一增加了一個新

的實習單位—明愛友善勞動社計劃，服務對象是社

區裏的清潔工友，是我很少接觸的社群，很想多點了

解他們，經過面試取錄後，在六月就展開了兩個月的

實習體驗。回想起來，有不少難忘的經歷，還有很多

值得深思的「詫異點」。

這群清潔工友—包括掃街的、倒樓的、洗廁所的與

滅蟲鼠的，都不是信仰群體，卻是對社會十分有貢獻

又往往被遺忘忽略的社群。記得在疫情期間有很多工

友因為缺乏口罩物資仍然要「冒死」上班的危急處境，

後來經過報導及反映後，現在他們的物資工具都得到

改善，但有些工友的工作環境依然十分惡劣。我跟着

社工們去過垃圾站、單幢樓、工廠大廈和廁所等他們

工作的地方觀察，有些休息地方通風不足「焗到死」；

有些休息地方後面就是污水渠，經常傳來異味；有些

大廈無理地限制清潔工友用水，加重了他們清洗的困

難和負擔。加上今年天氣特別熱，在戶外工作的工友

就特別辛苦了。有位掃街工友說公司制服物料不吸

汗，唯有自己打底加件內衣。不少工友做了清潔多年，

一頭銀髮，但依然敬業樂業，雖然看到工作的難處， 

但依然積極面對，「呻完」就繼續工作。有時工作累

到不得了，水都沒時間喝，就趁放工前與工友「吹下

水」輕鬆下，「夠鐘」下班便去街市買菜回家做飯，

有位工友說最喜歡看電視劇，可以洗滌一天的勞苦。

工友們的工作雖然活忙碌又勞累，但我發現他們其實

是有一種既定的節奏，懂得在苦中尋找樂趣，而且還

有很強的創造力和生命力。有位「廁所事務員」說她

最喜歡洗廁所，我最初有點難以相信，但她竟然是真

心 like，說就算廁所「污糟邋遢」到極點都好（例如

隨處大小二便、嘔到周圍都係等），她都有方法清潔

得乾乾淨淨，完全無臭味，並會為此而感到滿足， 

她更會在廁所擺設各類配搭的膠花作點綴裝飾。我入

去，果然真的乾淨舒服。不說不知，這位清潔工友已

差不多八十歲了，但仍然精神奕奕，仔女都勸她不要

再工作，但她覺得工作可以發揮所長，而且受人稱讚

認同，比起留在家中更有意思。

不要看清潔工作為卑微，一切都是互相效力。事實上，

在實習這段日子所接觸的工友中，他們都很欣賞自己，

還有很高的自我醒察力，覺得路是自己選的，做清潔

也是自己選的。他們就像隱藏在城市裏的光，每天把

黑暗的角落掃得光潔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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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至 7日，第十三屆近代中

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

浸會大學舉行，主題為「檔案與現

代中國基督教史」。參與研討會

學者共 50位，香港聖公會教省檔

案館魏克利 (Philip L. Wickeri)牧師

教授獲邀為主題講員，演講題目為

「中國近代基督教史的建構： 檔案

還是意識形態」(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Archives or Ideology?)。

他說明檔案研究在書寫或構建中國

基督教歷史上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本院葉菁華院長於開幕禮發表講話。

兩日會議，大會共設 9個主題，全

數 29篇文章獲發表，包括：「回顧

各種基督教檔案館收藏 ,探討它們的

特色和意義」、「探討基督教檔案

如何反映個人傳記和生平歷程」，

「分析基督教檔案如何揭示中國基

中國基督教史學會消息

中國基 督 教 史 學 會 主 辦 的

「2024中國基督教史學生論文

獎」，經評判專業評審後，恭喜

下列三位得獎者。

論文獎（一名）：

得獎者： 陳沛滔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論文： 明末清初關於天主教 

齋戒的中西文化對話

評判提名獎（兩名）：

得獎者： 鄭曉春 

 （建道神學院）

論文： 文革來鴻 — 瑞典行道會
在南疆福音餘種的故事

得獎者： 胡闖明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院）

論文： 合一與自立：中華信義
會二十年代的自立嘗試

2024 中國 
基督教史 
論文獎

第十三屆近代中國基督教 
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檔案與現代中國基督教史」

督教在不同地區的發展脈絡」、

「聚焦香港基督教檔案的意義和 

特點」、「進深個人傳記研究」、「檢

視基督教檔案如何影響和塑造文化

再現」、「發掘新興的檔案類型及

其研究價值」、「探討海外華人基

督教群體的跨國特性」、「探討中

國基督教的團結合作與三自運動」。

翌日大會安排了「基督教檔案在 

香港」公開講座。

研討會閉幕前，大會特別安排向邢

福增教授致敬，由中國基督教史學

會副會長黃慧賢教授和委員麥金華

博士頒授紀念品，表揚並感謝他在

中國和香港基督教史的貢獻。是次

研討會由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

系與香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合

辦、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協辦，並獲

宗文社及崇基學院部份資助，使會

議成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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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1日，本院舉辦了一場

神學沙龍，讓畢業生分享研究成

果，吸引了約55名師生出席。此次

活動由黃慧賢教授主持，與會的教

職員和校牧，包括：任卓賢教授、

李均熊博士、王珏教授、姚志豪牧

師、邵倩文女士及葉穎姍女士， 

一同參與了這場關於神學研究的交

流活動。

沙龍中，八位來自神道學學士及神道

學碩士課程的學生分享了他們的研究

主題，隨後進入討論及問答環節。 

學生報告的研究的範疇包括：早期基

督教文獻中抹大拉馬利亞的知識形

構，潘霍華對社會友誼的建構與貢

獻、懺悔者馬克西姆的情感理論與

2024 GT沙龍─畢業生分享研究成果

默觀神學、十字架約翰的黑夜在當

代苦難的相關性、基督教安息日對

實踐的理解及與猶太安息日神學的

對比、「信仰．生意」雙重理念的

宣教張力、地上父親形象轉化「阿

爸父」形象的探討與從上世紀六十

年代美國黑人舞蹈《啟示錄》探討

舞蹈帶來轉化認知等等。

神學沙龍提供了一個展示學生研究

成果的平台，也促進了師生之間的

深入交流，對於學生來說，是一次

難得的學習經歷。

註：「GT沙龍」英文全寫為“Graduate 

Thesis Salon”。

6月 7至 10日由本院與 Centre for 

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合辦

國際研討會，合共邀請近 50位學

者參加，研討會於香港中文學鄭

家純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院溫

誠敦教授與中心主任 Dr. Warren S. 

Goldstein 主持，主題演講邀請兩

位國際知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薄

國 強 教 授 (Roland Boer) “Religion 

in a Time of Qualitative Change”，

以及來自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Université PSL的高萬桑教授

(Vincent Goossaert)，講題為 “Living 

in the Society of the Gods. A Critical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Gods as 

seen from the Chines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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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溫誠敦教授 (Prof. Bruce 

Worth ington)新書Ala in  Bad iou 

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 

Emergence of a Truth (《阿蘭 · 巴迪

歐與啟示錄：真理的出現》)（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24.）。書籍發佈會將於 9月 13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書店舉行，由本

院德詩婷教授 (Prof. Naomi Thurston)

作為主持。

新書發佈會
書名：《迎向新時代挑戰的基督教教育： 

水窮？雲起？尋真、覓家、繫天的祝福》
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作者： 陳衍昌
定價： HK$108

簡介：
作者陳衍昌為現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執行委員會主

席、華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主席，曾任聖三一

座堂首任主任牧師、香港讀經會主席、香港中文大

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校董會主席，以及宗教教育中心

始創主任。

社會處於撕裂之境，教會也不能倖免。「水窮處」

果真能迎來「雲起時」嗎？作者以多年信仰體驗，

加上對文學、歷史、音樂及神哲學家著作的詮釋，

並結合基督教教育的內化成果，得出「尋真」、 
「覓家」和「繫天」三個信仰路標，引領讀者迷霧

中見彩虹。

他的其他著作包括：《生命的培育》（1989）， 
《牧情—溪水旁的呼喚》（2006）及《與主同行：
將臨期．學禱告》（2023）。

書名：Alain Badiou 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作者：溫誠敦 (Bruce Worthington)
出版社：Lexington Books / Fortress Academic
出版日期：2024 年 7 月

定價：USD $100.00 • (£77.00)

簡介：
Using many key philosophical concepts based 
on the work of Alain Badiou, this book outlines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an ev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a “truth,” which serves as a 
helpful organizing principle from which to study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Alain Badiou 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rgues that despite what 
postmodern philosophy says, truths still appear, 
and their immanent character can be known in 
the world through a militant subject, one who is 
willing to declare the consequences of an event 
that has happene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book 
applies Badiou’s theory of the event to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 book that draws out radical, even 
terrifying, consequences from an event “the victory 
of the Lamb,” particularly in the logic of a new 
world, and a political body that is to come. Based 
on several new insights following the completion 
of Badiou’s “The Immanence of Truths,” the book 
is a full-length treatment of Badiou’s philosophy 
to the study of Christian origins 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新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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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學年結束，葉菁華院長已馬不停蹄地到各堂

會證道。

1. 5月 26日，葉院長前往崇基學院禮拜堂證道，講題

為「上帝是互愛」。

2. 6月的主日，他分別前往中華基督教會閩南三一堂、

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香港循道衞理聯合

教會愛華村堂，並於崇拜中證道，當中 6月 9日和

6月 23日為該堂之神學主日。6月 23日，他前往

九龍堂參加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於晩上舉行的總

議會會吏按立典禮。當日，本院校友黃苑翹宣教師 

(‘15 BD)獲按立為總議會會吏。

3. 6月 29日，他出席馬鞍山靈糧堂小學舉辦的畢業

典禮作主禮人，該典禮於靈糧堂舉行。6月 30日， 

他到香港聖公會牧愛堂，並於崇拜中證道。

4. 7月 7日和 8月 11日，他於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

會北角堂中堂證道。8月 25日，他於香港崇真會救

恩堂粉嶺分堂的崇拜中證道，當日也是該堂的教育 

主日。

5. 9月，神學院新學年開始，葉院長相當忙碌，除參與

神學院大小活動，他也應邀到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安

素堂以琳團契分享；9月 8日，他出席循道衞理聯合

教會舉辦的信徒三年神學課程的畢業典禮，以示支

持；9月 15日，他於香港崇真會窩美堂崇拜中證道；

9月 22日，他則前往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九龍堂出

席該堂神學教育主日，並於崇拜中證道。

6. 9月最後一個主日，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於本院聖

堂舉行按立典禮，黃佩珊校友 (’13 BD)獲該會按立

為牧師，葉院長獲邀於按立典禮中證道。

白德培教授

1. 在六月初，白德培教授在印尼薩拉蒂加的薩蒂亞瓦

卡納基督教大學 (UKSW)和在日惹的杜塔瓦卡納基督

教大學舉行了兩場公開講座。

2. 2024 年 8 月 15 日，他受邀作為主題演講嘉賓， 

參加由柬埔寨監獄協會為監獄總局高級監獄官員舉

辦的會議，主題為「監獄事工與更新」。

溫誠敦教授

1. 6 月 16 日，溫誠敦教授在麥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的加拿大聖經研究學會年會上發表了題為

“Populist Features of the Qumran Community”（庫

姆蘭社區的民粹特徵）的論文。

2. 6月 7日至 10日，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了一個

名為「宗教的批判性研究」(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的 國 際 會 議。 

世界各地學者合共有 50多篇論文在會上發表。

3. 8月 26日至 31日，他參加了羅馬舉行的歐洲考古

學協會年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Archaeologists 

Annual Meeting)，並與考古學家一起參觀了龐貝

(Pompeii)和赫庫蘭尼姆 (Herculaneum)的考古遺址。

4. 8 月 15 日，其新書 Alain Badiou 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 Emergence of a Truth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24)發佈會於 9月 13日在香港中文大

學書店舉行。

德詩婷教授

8月4日，美中天主教協會  (The US-China Cathol ic 

Association, USCCA) 在美國芝加哥德保羅大學舉行29

屆國際會議，德詩婷教授在閉幕典禮作演講。詳情可

參：https://www.uscatholicchina.org/conference-29-

panelists-session-chairs

龔立人教授

龔立人教授於11月3至6日前往緬甸，帶領公共神學工 

作坊。

1. 6月 30日，鄧巨堅 (’18 BD) 在基督教善樂堂獲按立

為師，典禮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舉行。

2. 7月 7日，張闊傳道 (’14 BD)獲美國線上教會按立為 

牧師，典禮於北京時間 7月 8日舉行。

3. 7月 27日，林少俠 (’18 BD)和袁潤在樂清喜來登大

酒店，在牧師的見證下，舉行結婚聖禮。

4. 9月 15日，校友胡闖明 (’24 MTheol)獲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按立為牧師。按立禮於該會真理堂舉行。

5. 9月 29日，校友黃佩珊 (’13 BD)獲香港基督教樂道

會按立為牧師。典禮於本院聖堂舉行。

教授消息

校友消息

教授消息（續）院長行蹤

院長行蹤、老師及其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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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玉潔同學 (MACS)的母親林春媚女士於 6月 4日

凌晨離世，享年 86歲，安息禮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香港堂舉行，後於薄扶林基督教墳場思恩園進行撒

灰禮。

2. 校友林子健 (‘11BD, ’15 MTheol, ’23 DTheol)的愛子 

（犬）林陳小豆於 2024 年 8月 28日因病去世， 

離世時 13歲。小豆的安息禮拜於 2024年 9月 8日

在基督眾樂教會舉行。

3. 崔慧儀同學 (BD)的母親鄭愛娜女士離世，享年 86

歲，其安息禮拜於 9月 27日已於基督教靈實協會禮

拜堂舉行。

4. 神召神學院前院長楊子江牧師，泉石復興事工創會

會長楊天恩牧師 (‘90BA, ‘92MDiv, ‘02PhD)的父親，

於 9月 12日安息主懷，享年 82歲。楊子江牧師的

安息禮拜已於 10月 1日在神召會香港聯會主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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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於 2024年 10月 13日，於香港

中文大學崇基禮拜堂舉行 2024年按立牧師暨接納牧

師感恩崇拜；按立青衣全完堂楊淑芳宣教師 (’14 BD) 

為該會牧師；並於 2024年 10月 26日於該會長老

堂舉行 2024年度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差遣校友

李敏慧女士 (’21 MDiv)、萬家諭女士 (‘21 MDiv)、張

筱瑋女士 (’22 MDiv) 為該會宣教師。

7. 10月 26日，校友游元豪 (’23 MACS)和鍾可怡小姐

於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結為夫婦。

8. 11月 9日，校友李敏慧宣教師 (’21 MDiv)和張衍仲先

生於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舉行結婚典禮。

9. 11月 16日，校友梁譽瀧宣教師 (’22 MDiv)和何青怡 

女士於香港中華基督教會聖光堂舉行結婚典禮。

10. 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林海虹博士 (’14 BD)的新作 

《聖道與文學─從經文到講章的敘述藝術》由天道

書樓出版。願上帝保守。

11.孫岩院牧 (‘14BD, ‘16MMin)的著作《陪你走最後一

程：晚期病患全人關顧手冊》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出版。

願上主賜福各人。

校友消息（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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