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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降，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移民潮。面對這波移民潮，香港教會也
承受不少衝擊。2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在 2021年 3月的普查， 回答問卷
的 886所教會（佔全港堂會 67.5%），指會友移民成為牧養的主要挑戰。
60.5%的堂會有會友已經移民，79.6%的堂會有會友正預備移民。3另一

項針對基督徒的問卷調查指出，約一千名答卷者中，表示未來五年留港的佔

56.9%，選擇移民的佔 33.2%。4

移民潮不僅影響香港教會的前景，5基督徒移民到外地的情況也值得關注。對

此，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開展「離散香港與基督教」的研究。由於

不少香港人選擇移居台灣，筆者乃乘 2022年 8月至 12月在台灣安息年訪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間，探訪在台的香港人教會，並進行「關於在台

香港基督徒現況問卷調查」，搜集有關資料。問卷於 2022年 12月 28日至
1月 20日期間於網上收集，共收回 232份有效回覆。由於往後仍收到個別回
覆，截至 2023年 6月，合共收回有效問卷 244份。

何土吾鄉？
關於在台香港基督徒

現況問卷調查報告撮要
1

邢福增
本院教授

1. 是次問卷調查，蒙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濟南教會香港人崇拜、台港同行團契、淡水香港教會、基督教恩光堂
浸信會相關負責人協助，僅此鳴謝。

2. 梁國全：〈移民潮對香港教會影響的探討〉，《時代論壇》，2021年 8月 27日，https://christiantimes.
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6568&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
hkscs。

3.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1），頁 25。

4. 麥嘉殷：〈建道調查：五堂會共四成人正考慮或已申請移民〉，《時代論壇》，2021年 8月 4日，https://
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6344&Pid=102&Version=0&Cid=21
41&Charset=big5_hkscs。

5. 根據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調查，近半受訪者對香港前景不感樂觀，其中
14.4%計劃在兩年內移民。移民潮對香港社會及教會均帶來重大壓力。「參與者、奉獻、事奉人員與教牧
的流失導致組織上出現困難、同時亦要回應不同移民者和留港者的牧養需要。」：《香港基督教現況焦點小

組研究分析 2023》（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202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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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244位回覆者中，女性（57.8%，141人）略高於男性（42.2%，103人）。
其中 92.6%（226人）為受洗基督徒。其中 23人（9.4%）在香港時曾任牧
師或傳道人。年齡分佈方面，77%的基督徒為 40歲以上：

24歲以下 25至 39歲 40至 54歲 55歲以上

16人 (6.6%) 40人 (16.4%) 102人 (41.8%) 86人 (35.2%)

表一：答卷者的年齡分佈

值得留意，244名答卷者中，14人（5.7%）已離開台灣。離台者大部分前
往英國（4.5%，11人）。至於在台基督徒的現居地，66%（141人）居住
於集新北、台北及桃園，9.4%居住於台中。

離港及移台原因

從問卷顯示（Q1-Q3），移民跟 2019年以後香港政治及社會環境的變化有密
切關係。

萌生移民離港念
頭

付諸行動 何時來台

2019年 
以後

53.3%（130人） 75% 
（183人）

83.6% （204人）

2014至 2019年 34%（83人） 19.7%（48人） 12.3%（30人）

2014年前 12.7%（31人） 5.3% 
（13人）

4.1% 
（10人）

表二：答卷者移民時間線

關於基督徒離開香港原因，問卷設定可選最重要三項（Q6），最高比例依次
為：（一）無法接受新香港的變化（68%，166人）、（二）國安法（44.3%，
108人）、及（三）轉換新生活環境（34.8%，85人）。同時，將台灣視作
退休宜居地的考量，也不容忽視（29.1%，71人）。

至於選擇台灣的原因（Q7），問卷設定可選最重要的三項原因，最高六項依
次為：（一）台港兩地地理接近（61.5%，150人）、（二）生活空間及節
奏（45.5%，111人）及（三）在台生活水平較低（41.4%，101人）、（四）
移民門檻相對較低（35.2%，86人）、（五）嚮往民主制度（33.6%，82人）
及（六）健保制度吸引（27%，66人）。

問卷顯示，關於來台居留的身分（若曾變更身分，以最新狀況為主， Q4），
主要以投資移民（30.3%）、依親（19.7%）、專業移民（14.8%）及原香
港（僑）生（12.3%）為主，合共佔 77.1%。上述四種居留許可，在符合相
關規定後，得申請定居許可（即獲簽發國民身分證及護照）。244名答卷者中，
35.2%（86人）已獲定居身分，16.8%（41人）已申請定居，近半（48%，
117人）仍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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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前景與二度移民

根據問卷（Q8），逾半基督徒認為在台生活面對的最大困難，是「定居前景
不明朗」（54.5%，133人）。由於近年台灣政府對香港人移民政策的新措施，
令不少港人對能否在台定居感到迷惘，於是在台港人掀起「二度移民」潮。6

被問及「你是否有計劃離開台灣」時（Q15），近四成答卷者表示在考慮中
及未決定，反映其對留台前景缺乏信心。此外，已決定離開及已離開者，合

共 13.5%（33人）。至於沒有計劃離開者中，大部分已經取得台灣定居身分
（86/110）。

針對「決定及計劃遷離台灣的主要原因」（Q16），132位答卷者中，最多
人（43.9%，58人）選擇「定居前景不明朗」，其次為「對台灣失望」及「擔
心中共武統台灣」，均為 12.2%（20人）。至於離台後的新目的地（Q17），
六成（60.3%，79人）選擇英國，其次為香港（20.6%，27人）。

在台香港人教會（團契）現狀

隨著香港人移民台灣數目增加，以香港人為主體的教會及團契先後成立。就

我們觀察，部分香港基督徒同時參與多於一所教會（或形式）的聚會，故問

卷設定為多選項目。從問卷可見，在台香港基督徒主要參加的教會聚會分佈

如下（Q1）：

本地教
會主日
崇拜

繼續網上
參與香港
教會主日
崇拜

濟南教會
香港人崇
拜及團契

淡水 

香港 

教會

台港 

同行 

團契

其他 其他附屬
於本地教
會粵語 

團契

沒有

57.8%

141人

21.7%

53人

19.7%

48人

17.6%

43人

13.5%

33人

7%

17人

6.1%

15人

6.1%

15人

表三：答卷者參與教會類型

被問及對在台的香港人教會（團契）有何期望（Q23）時，可見以牧養在台
香港信徒（66.8%）、連結在台港人（56.6%）及協助投入生活（49.6%）
為最高的三個選項。不過，近四成（39.3%）在台基督徒亦期望教會可向其
他在台的港人傳福音，亦有三成答卷者希望教會能繼續關注香港（34%）及
服事台灣在地社區（30.7%）。

誠然，香港人教會亦面對各種困難（Q24），正如前述，在台定居不明朗及
二度移民的問題，在在成為港人主要困擾。從問卷可見（Q24），近六成半
（64.8%）答卷者指出，因「二度移民」而帶來的流失問題，是教會最大的
挑戰。在此情況下，逾半（56.6%）信徒對在台香港人教會的前景表示憂慮。

在台香港基督徒群體的身分認同

移民群體離開原居地，來到新的環境展開新生活，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在

問及「是否同意在台香港人要融入本地生活，學習成為（新）台灣人」時

6. 李澄欣：〈香港移民潮：港人在台灣陷法律、國安困局 「二次移民潮」是否陸續有來〉，BBC，2023年
1月 20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4316121。另〈港人移民赴台驟減，申
請被刁難質疑台「撐港人」變調〉，《明報》，2023年 6月 26日，https://news.mingpao.com/ins/兩岸 /
article/20230626/s00004/1687777230625/港人移民赴台驟減 -申請被刁難質疑台「撐港人」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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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36.9%（90人）及 40.6%（99人）的答卷者選擇十分同意（5分）
及同意（4分）。只有 3.7%（9人）的回答是「十分不同意」。

當問及「你是否同意在台灣仍要延續香港人的身分」時（Q10），只有 2%（5
人）表示「十分不同意」（1分），而 38.9%（95人）及 31.6%（77人）
則選擇十分同意（5分）及同意（4分）。近半（49.2%，120人）基督徒表
示對香港的思念程度仍然偏高（Q14，4分以上）。

在身分認同方面，「香港人」對在台香港基督徒而言，仍是揮之不去的身分

（Q26）。21.7%（53人）答卷者仍以「香港人」身分自居。57.4%（140
人）認同自己為「在台香港人」。相對而言，1.2%（3人）及 13.5%（33人）
接受「台灣人」及「來自香港的台灣人」的身分。餘下 5.7%（14人）及 0.4%
（1人）分別選擇認同「地球公民」及「中國人」的身分。

問卷又設定另一組與身分認同有關的選項（Q25），希望了解回答者對「離散」
身分的體認與感受。結果，最多答卷者選擇「我是流散的香港人」（38.5%，
94人）。如果把「我是異鄉人」（11.9%，29人）及「我是流亡（走難）
香港人」（6.6%，16人）也計算在內，逾半（57%）基督徒的選項表達了
較濃厚的離散情結（diasporic complex），跟「我是台灣新住民」（33.2%，
81人）對比，無疑值得注意。但也有 9.8%（24人）選擇「沒有想過」。

由於是次問卷調查以基督徒為對象，我們也嘗試將信仰向度納入身分認同的

視野（Q27）。結果，逾半（56.6%，138人）選擇「不管如何，我都是基
督的門徒」。其餘分別以至「客旅與寄居者」（23.8%，58人）及「帶著使
命的朝聖者」（11.5%，28人）作體認。但也有 8.2%（20人）表示「沒有
想過」。

小結：離散處境與香港基督徒

本問卷調查是「離散香港與基督教」計劃的一部分。為何我們以「離散」

（diaspora）的概念來研究近年香港的移民潮？離散（或流散）的概念，跟
希伯來民族亡國被擄的流亡歷史有密切關係。後來廣泛應用於其他族群，並

從具濃厚神學色彩的概念，延展至文化、歷史及文學等跨學科研究。7有關華

人離散（Chinese Diaspora）更發展成學者關注的獨立學術領域。8那麼，離

散的概念是否適用於近年香港的移民潮？

自 2019年以降，因應香港人移民潮，台灣出現兩種新形態的信仰群體：（一）
由離散香港教牧及信徒成立的新興教會或團契，例如台港同行團契、淡水香

港教會；（二）在地教會支持下的香港人聚會或團契，如長老教會濟南教會

香港人崇拜、台中基督教恩光堂浸信會不定期的粵語團契。毋庸置疑，離散

的概念確實成為在台香港人信仰群體的重要標記。例如，台港同行團契的宗

旨是「以基督愛鄰舍的愛傳遞關懷。我們期冀與流散在台灣的港人同行，建

立想像共同體，團結在台港人。」團契成立首季即以「流散」為主題。9淡水

7. Kevin Kenny, Diaspor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另廖炳惠：〈在全
球化過程中的海外華人離散社群─視覺藝術中政治與文化公民權的分合〉，《中外文學》，卷32期4（2003
年 9月），頁 25至 26。

8. 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 1842 to 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2 (May 
1999): 306-337. 另 Tan Chee-Beng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9. 台港同行團契，FB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ITF2020。另〈台港同行團契成立宣言─從流散
到 團 契 〉，2020 年 8 月 13 日。https://www.facebook.com/HITF2020/photos/pb.100069515962378.-
2207520000./634454950533491/?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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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會的徽號（見圖）：「主體為『香』字甲骨文，融入希臘文 XP，代表
基督。基督仿若船帆，盛載象徵流散港人的三點。」10

圖一：淡水香港教會會徽

同時，「香港人」（Hongkonger）也是離散信仰群體的
身分體認。11台港同行團契的英文名是「Hongkongers in 
Taiwan Fellowship」，濟南教會的粵語聚會稱為「香港人
崇拜」，淡水香港教會的英文名是「Hong Kong Church in 

Tamsui」。這些由離散港人成立的信仰群體，對香港的土地或香港人的身分，
無疑仍有強烈的情感。

從是次問卷所見，參與上述香港人教會（團契）的人數大約在 20%以下，
而近六成答卷者表示有參加本地國語教會或長老教會的崇拜。這反映出大部

分來台的信徒，對本地教會的參與及接納程度頗高。有參與本地教會的香港

信徒表示：由於「不大喜歡圍爐取暖」，同時希望可以「融入台灣社會」，

故沒有參加香港人聚會。12誠然，其中也有香港信徒參與多於一類教會的情

況，這或許跟他們仍希望藉香港人崇拜（團契）連結其他香港人。

問卷呈現在台香港基督徒的身分認同，具「離散香港人」的色彩。這群高舉

「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信仰群體，既維持一定的香港聯繫，又強調移民需要

融入當地社會，13這些都在是次問卷中有進一步數據的支持。

不過，由於台灣收緊對香港移民的定居政策，促使在台香港人出現「二度移

民」，無疑為在台的離散者，帶來二次創傷的可能。這種創傷反映在對台灣

政府的不滿，14但也包括在台要再一次經歷去留決定的掙扎，以及目送朋友

離開的心理傷痛。二移民潮對在台香港人教會，不論在人事或事工，以致士

氣上，均帶來重大的衝擊。

面對二度移民的衝擊，香港人信仰群體又如何應對？我們可見，與「離開（或

逃出）香港」的離散經驗緊扣的，是對香港揮不去的記憶，及期間承受的創

傷。15而在近乎「不情願的流亡」（Reluctant Exiles）中，「何土吾鄉？」
的問題也成為離散群體的身分尋索與建構。16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

題。是次問卷調查為首階段研究，接下來，我們將在此基礎上進行相關訪談

工作，藉此深入了解不同持份者的想法。

（有關問卷調查的報告，預計於2023年底公佈）

10. 淡水香港教會，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109916371464736/photos/a.109917094797997/1099
17114797995。

11. Jeffie Lam, “Word Power: Dictionary Helps Hongkongers Define Their Identity,” SCMP 18 March 2014, 
https://www.scmp.com/article/1451512/word-power-dictionary-helps-hongkongers-define-their-
identity?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1451512.

12. 來自一位以投資移民方式來台的香港基督徒的分享。

13. 陳柏暾 ：〈台港同行團契一週年：孫寶玲勉勵在台港人珍惜機會貢獻社會〉，《時代論壇》，2021年 9月
29 日，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6819&Pid=102&Vers
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

14. 〈「看到太多香港人被移民署玩死！」在台港人為何對台灣政府失望、為何考慮「二次移民」〉，風傳媒，
2023年 1月 21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70352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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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行來自基督教家庭，是家中第五代基督徒，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一生服務基層人士。其已故父親是問題賭徒復康中心的總監潘仁智先生，
母親是工業福音團契前總幹事余妙雲女士。

年紀小小的清心拍照時已流露出自信的表情，非常可愛。

中大相遇

本科於香港城市大學主攻公共行政的潘正行牧師，中學

畢業自拔萃男書院，畢業後在一家非牟利組織工作，一

直等待召命以攻讀神學。「大學時代，我已感受到強烈

的呼召。有次在巴士看書的時候，突然聽到一把聲音叫

我要為主工作。同時，我也感到手在顫抖。」正行立即

把這份感覺告訴母親，母親着他先工作數年，積累人生

經驗，再作考慮。正行是第五代的聖公會人，父母於中

國神學研究院畢業，故聖公會明華神學院和中國神學研

究院本應是他理所當然的選擇。後來，他收到崇基神學

院的獻心營宣傳單張而報名參加，在營內他猶豫不決，

但前校牧吳炳華牧師在營中鼓勵他若要在學術上進深，

不妨考慮崇基神學院，促成他申請神道學碩士課程的重

要推力。

這邊廂，出生於上海，在家庭教會長大，本科於南京大

學歷史系畢業的清心抵港，到本院修讀基督教研究文學

碩士課程。自幼於教會成長的「信二代」，大學時代獨

自離開家鄉，前住南京讀書，面對同學的提問，她發現

在教會所聽的教導通通都派不上用場。「他們提出的問

題雖無惡意，但也使人無法回答，而他們提出的一些社

潘正行 (’11 MDiv)   胡清心 (’09 MACS, ‘12 BD, ‘20 PhD)

清心的人有福了

正行的人有運了

會上的問題，也是教會內很少討論的。」清心於是重新

檢視信仰，發現自己的信仰原來經不起別人的提問。同

時，她對教會歷史深感興趣，但國內對基督教的研究不

多，而且結論較負面，於是萌生讀神學的想法。「當時，

國內缺乏研究這一範疇的老師，父親認識張桂炎先生，

他介紹了邢福增教授，於是我就申請到崇基神學院攻讀

神學。」

兩個人由不同地方出發，帶着既相似卻又截然不同的背

景，各自懷着對信仰的抱負和期許，相遇在崇基學院神

學院於浸會園舉辦的退修營。「記得當時迎新活動中有

個環節，負責的同學問參加者，若在神學院實施一樣新

的政策，你希望是什麼呢？」正行當時暗忖：「新生未

了解清楚神學院的情況，應如何回答才好。這時，有個

女生很『耀眼』，她在台上表示神學院可以舉辦內地生

和香港同學的交流活動，雙方可多加認識。」年紀輕輕

的清心令正行留下深刻的印象。

「還記得大熱天，一個女孩拖着長長的牛仔裙在營中倒

水，側面看起來有點害羞。」鑑於普通話一般，正行表

示只能望門興嘆。後來，有一天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看

見了她的身影，這次他終於鼓起勇氣，以普通話打開了

話閘子：「你也是來讀神學的嗎？」清心回想當時的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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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課程畢業時⋯⋯

當他們還是同學時⋯⋯

景，只感到這位香港男同學很友善，她忍着笑說：「剛

進校的時候，我其實也快速把新生們都看了一遍，搜尋

有沒有年紀相若的男生⋯，寥寥可數。」問及最終如何

成功追求到清心，正行表示那要感激父母的栽培，因為

他彈得一手好鋼琴，於是在宿舍大廳中有如孔雀開屏地

吸引了小師妹，彈着彈着，身邊也多了一位聽眾。這位

聽眾立刻佻皮地解釋當年只因自己不懂彈琴，聽見他在

彈奏李斯特的曲目《鐘》時被吸引了，後來長知識，才

發現正行把最難的一部分跳過了，成功瞞天過海。「可

惜發現的時候，我們已結婚了。」清心裝着擺出一副無

奈的樣子。

崇基學習

「父母的神學傾向福音派教導。所以，來到崇基讀書對

我的影響頗大。」黃根春教授和陳龍斌教授的新約課堂

令正行重新理解新約世界，也得以不同視角窺探福音派

神學以外的觀點，令他如今牧會，能以更開放的心懷去

接受、明白並平衡不同弟兄姊妹的想法。寫畢業論文時，

正行本想研究「苦難」，殊不知老師認為題目屬老生常

談，提議他結合自身的音樂造詣和聖經分析，拓展新

的進路。最後，他的畢業論文最後從聖經角度分析巴赫 

《聖約翰受難曲》中所表達的神學。「老師們領我進入

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他感恩陳南芬老師和陳龍斌

老師在畢業論文上給予十分寶貴的意見。

喜愛深層次思考和分析的清心在崇基讀書時，已開始關

注信仰如何回應社會和處境。她於內地參加家庭教會，

崇拜和聚會皆會受政府一定的限制，信仰和政治中間的

拉力不言而喻。「直到神學院讀神學後，透過系統性的

學習，接觸不同的理論，才理順了一直以來的想法，也

更清晰自己的所珍惜的和厭惡的到底是什麼。」遺憾的

是，她的想法使她和老同學和老朋友漸漸疏遠起來。「但

這也令我更感受到耶穌和先知的孤獨。」

談到對清心影響深刻的老師，她首選邢福增教授，從他

身上她首次全面地了解中國基督教。「內地鮮有相關研

究，很多資料要自己去收集。基督教如何在中國傳播？

如何選一個文本來分析，如何研究這個文本等等都是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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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神道學碩士畢業時⋯⋯

崇基學院神學院畢業後，正行回到母會事奉，了卻多年來的心願。

他的課堂裏學懂的。」任志強博士的「電影與神學」一

科也令她深深受益，電影就好像打開了她理解基督教的

一道門，令她發現聖經、信仰、教會、社會和文化之間，

都可以透過電影作溝通的。「恩師白德培牧師曾給我一

個非常低的分數，逼使我在英文方面下一番苦功。」讀

着讀着，她完成了三個學位，更於 2020年獲得了文化

及宗教研究系的哲學博士學位。

事奉路上

聖公會聖十架堂是正行長大的教堂，當時的堂主牧是區

玉君牧師。她尊重正行的意願，推薦他入讀崇基學院神

學院。但是，按照聖公會的體制，該會按立的牧師須受

訓及畢業於聖公會明華神學院。「若神學畢業後未能在

自己成長的宗派服事，這種『切割』會令我很痛苦。」

在神道學碩士的第二年，正行再獲區牧師推薦，申請於

其畢業後再入明華神學院進修，這樣他便有機會回到母

會事奉。經牧區議會討論，面見主教傾訴心事，在崇基

完成神道學碩士學位的正行在 2011年正式獲得明華神

學院取錄，並於 2015年按牧，現於香港聖公會聖約翰

座堂任堂牧及於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擔任青年事工委

員會主席。

清心現時於基督教刊物《時代論壇》任職記者，負責編

採工作。「崇基的訓練使我把眼目聚焦於社會以至普

世關懷。」繼首次普世教會協會 (WCC)在釜山的會議

後，2022年 11月，她以記者的身份再次踏足於德國的

WCC會議，見證來自不同國家的教會界代表提出、制定

和推動各界所關注的議題。在開放和多元的學習環境中，

清心不斷地更新對信仰的理解和詮釋，大開眼界。

「我很幸運，正行支持我做自己喜
歡做的事。」

「剛認識她時，人很稚氣，我們曾就民主發展作討論，

那時她剛本科畢業，多以神學和歷史的角度探討政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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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行牧師按牧後為太太和母親施聖餐。

清心感恩自己常得到另一半的支持，可以「做自己」。

如今的她令人刮目相看。」正行欣賞太太能結合過往的

知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對民主的看法。除了思想，清

心的衣著打扮前衛，髮式和髮色多變，對於這位「另類」

師母，正行回應：「我來自聖公會，本質是多元和包容，

故此，你也會在聖公會發現各種各樣的信徒和聽見不同

的聲音和見解。這多元、包容、合一也是聖公會的根基。

換作在其他堂會，有可能會引起一些討論吧！」他又表

示教友或期望「師母」會參與一些教會活動，作為牧師，

他絶對歡迎，但作為丈夫，他從不勉強，絶對要尊重另

一半的意願。

從小到大，清心都忠於自己的想法，對於「師母」這個

職份，她沒有什麼特定的規範或者包袱，反而她最怕別

人稱呼她為「師母」，而令她有壓力的是華人社會對「師

母」這身份和角色的要求。「世界上大概沒有什麼職業

是因為丈夫的關係，而太太同時也必須背負相應職責的。

我很幸運，正行支持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清心的人有福了

「擔任牧職不容易，作為另一半，我可以給予他最大的

支持就是包容，令他在家能舒舒服服，緩解來自工作和

（訪問、撰稿：李廣平）

事奉的壓力。」難怪，正行牧師常公然地在網上表態支

持香港本土製造的女團 Collar。他更曾撰文及參加坊間

網上清談節目，分析現今男、女團和牧養之間的關係，

可說是非常「接地氣」。除此之外，他也常常在社交網

絡連載「激嬲老婆系列」故事，公開二人的生活趣事，

令教友哭笑不得之餘，引來不少留言和讚好，更有不少

教友留言表示正行牧師正在表演「花式自殺」，為他的

生命感到擔憂。

「清心是給予我力量的人。」正行指二人的結合可說是

互相補足。清心不輕易妥協的性格和她在家庭教會成長

的經歷不無關係；相對於清心，正行形容自己是較「順

服」的人，要突破所謂的機制和框框須額外的勇氣，而

清心正是他勇氣和力量的來源。

9

09 校友專訪



6月 9日，「香港基督教焦點小組

研究分析 2023」於牧養研討會由兩

位研究團隊成員：香港中文大學崇

基學院神學院院長葉菁華教授和香

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曹曉彤女

士發佈。研討會總報名人數為 168

人，上午研討會共 137人出席，而

午後研討會出席人數為 153人。

報告緣於 2022 年 11 月 10 日在香

港中文大學公開發表的《香港市民

對基督教觀感調查報告 2021》。當

時，調查報告內容讓研究團隊感好

奇，特別是數字背後的具體經驗。

香港基督教焦點小組研究分析 2023
 —送給香港教會的禮物

福音的實踐意義、新型信徒群體和

牧職形態等等，以填補問卷調查結

果之不足。 

送給香港教會的禮物 

崇基神學院院長葉菁華教授在致歡

迎辭時提及此報告是送贈予香港教

會的一份禮物。焦點小組解讀了 

「基督教徒」人口與「出席崇拜」

數字的差距和現況，並且延伸到信

徒「非堂會」、「離堂會」、「多

重群體歸屬」的情況趨向，同時社

會運動、疫情與移民潮確實改變了

不少教會生態，催生了新型群體，

使人再思使命實踐的機會，更新對

「福音」和「教會」的理解，走出

二元對立，回應社會中教會內外的

基督教徒。 

是次研究團隊成員包括：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葉菁華教

授，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前任義務總

幹事王福義長老，香港基督教協進

會執行幹事曹曉彤女士、崇基學院

神學院事工計劃協調員曾嘉穎女士。

《在途中》揭開序幕

大會邀請了 TheoMusicHK（結合音

樂和神學的平台）的伍家豪先生和

黃葆澄小姐演繹《在途中》。這首

詩歌邀請大家一同思考變幻中的教

會，並一同參與在教會朝向上主的

旅途中，並為是次研討會揭開序幕。 

焦點小組

團隊舉辦四次焦點小組訪談討論，

透過邀請基督教內不同類型教會的

教牧同工、新興信徒群體的牧者、

基督教機構負責人，對討論報告內

容進行討論，以助收集不同人士對

各議題的深度見解，以質性研究方

法深入了解：教會人口流失的實況

和原因、網上崇拜的貢獻及挑戰、

信徒對多重群體歸屬、市民對香港

基督教的觀感、社會運動對信仰群

體的挑戰、移民潮的洪流等等；也

探討使命實踐的新形態，從而反思

第一節研討： 

教會生／新態

有危就有機 

首節研討會中，本院邀請了具不同

特色的堂會的牧者參加研討，包括：

The Vine Church（葡萄藤教會）的

Pastor Tass Yu，香港基督教循道衛

理聯合教會會長林津牧師、 基督教

宣道會香港區會聯會總幹事范國光

牧師和中華基督教福恩堂主任牧師

郭星燁牧師。 

四所具不同特色教會分別是同工和

教友的流動性均較大的國際教會、

福建話族群為主的獨立堂會，以及

體制和形式上相對傳統的宗派教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和宣道會）。

四位牧者分別介紹自身堂會，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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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和特點，移民潮、疫情和社

會運動中堂會遇到的挑戰，教會的

應變措施等等作出深入的分享。 

牧者 Tass 提及國際教會近年有不少

教友回流海外，近年操流利英語之

華人參與崇拜數目增加；有鑑於社

會運動後的情緒創傷，特別設立牧

養專責小組，照顧有不同創傷經驗

的教友；他也特別指出不介意信徒

有多重身份，但會深入了解原因。

林津牧師提及其宗派同工商討後建

議減省非急切需要的事工，並精簡

教會架構，以更迅速回應教友需要。

范國光牧師在會中指出自己於 2018

年上任後，面對首個衝擊就是疫情，

但同工在疫情期間努力與弟兄姊妹

建立緊密聯繫；而他也刻意出席不

同跨宗派教會的研討，目的是彼此

學習。防疫期間，福建話族群教會

的政策能獲迅速落實回應疫情，郭

牧師更提出過程之中，信任 (trust)，

訓練 (training)、不斷嘗試的態度 (try)

和工具 (tool)是教會過渡挑戰的重要

基石。從對談之中，四位牧者皆不

約而同地認為面對不同挑戰，雖有

「危」，但同時也有「機」，此時

此地教會，即使充滿挑戰，皆相信

一切皆在上帝掌管之中。

第二節研討： 

教會新／生態

共享空間、創新年青人刊

物、純白鎮遊戲卡

焦點小組之進深報告中顯示出「非

堂會基督徒」、本地教會「大洗牌」

和「多重群體歸屬的信徒」等現象

和嶄新教會形態的出現引起教會人

士關注。有見及此，第二節研討會

中特別邀請了有別於傳統模式的事

工負責人向大家介紹教會現存的各

種「新生態」，並且分享自身群體

或機構所作出的調適。 

來自青年全球網絡的高級培訓主任

李潔卿女士提及，其事工透過共享

空間模式，為青少年人提供地方，

進行不同活動，例如：繪本分享、

紙牌遊戲、聊天等，更幫助青年人

進行生涯規劃，例如：設立咖啡學

堂等等，幫助年青人構思及實踐夢

想，建立緊密群體，並擴闊他們

的視野。突破機構副總幹事梁柏堅

先生提出透過出版合適青年人的刊

物，貼近社會內容，陪同香港教會

和青年人走更遠的路。他亦分享多

便發生。同時，基督也臨在於弱勢

社群之中（參太 25:40）。換言之，

信徒群體服侍社區內的弱勢人士時，

教會也在發生。他也提及要思考何

謂教會的使命。正如耶穌也同時以

言語和行動實踐使命，教會不單要

講述福音，也要行出福音。

他表示從焦點小組的報告中，可見

年青人在傳統教會或因制度受挫而

離開，或許有因社會運動而受創傷，

教會應以基督為榜樣來思考如何醫

治創傷。教會也應探討如何接觸體

制教會外的羊群。同時，他認為體

制教會和信徒群體在不同崗位有不

同領受時，可以進一步思考可以如

何互相配搭，互相補足。

聖餐

兩節研討會後，大會特別設立聖餐

環節，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蒲

錦昌牧師主禮，由不同教會牧者襄

禮，包括：陳恩明牧師、吳玉芬牧

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永生堂）、

梁靄庭牧師（五旬節聖潔會永光

堂）、周震聲牧師（中國宣道神學

院）、宋蕾姊妹（香港聖經教會）、

李淑芳傳道（基督教宣道會活水

堂）、高國雄牧師（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校牧室／中華基督教會）、

趙秀娟牧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禧

恩堂）、黃佩珊傳道（基督教樂道

會深水埗堂）和關曦朗弟兄（美國

長老教會）。參加者聚首一堂同領

聖餐，體現主內合一。

報告內容可瀏覽：

年與青少年的相處的模式和心得。

自由傳道人葉晞諒傳道介紹所屬小

型並機動的信仰群體，沒有固定地

方崇拜，同工為義務形式，並提供

空間討論於體制教會未必能暢所欲

言的內容。純白鎮的館長盧子鋒先

生，同時也是「斜槓傳道人」（兼

職傳道人）透過創立寶可夢紙牌

(Pokémon cards)遊戲生意，成功連

結一批對紙牌遊戲有興趣的年青人，

在純白鎮敞開心窗，坦誠分享，找

到同路人。他形容純白鎮是教會的

活動室，也填補了教會未能提供的

一部分功能。

互相配搭，互相補足

總結環節中，葉菁華教授從神學角

度思考何謂教會。因應是次研討會

所看到香港教會的生態和新態，他

提議把教會看為事件 (event)，即凡

基督臨在的時空就是教會。因此，

凡有聖道的宣講、聖禮的施行、聖

徒的聚集（太 18:20），教會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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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Practical Theolog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3”
Doing Practical Theology with Asian 
Resourc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 (AAPTHK)消息

2023年 6月 2日至 3日，由亞洲實踐神學學會 (AAPTHK)

主辦，本院和伯特利柏祺城巿轉化中心協辦，琳蔭基金

贊助的首屆網上國際會議，共有 243人報名參加。

此次會議持續兩天，邀請了享負盛名的實踐神學學者

Prof. Bonnie Miller-Mclemore 作主題演講嘉賓，她是 

范德堡大學神學院和宗教研究研究院 E. Rhodes和 Leona 

B. Carpenter 的榮休講座教授，曾任國際實踐神學 

學會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ractical Theology)會長

及實踐神學協會 (Association of Practical Theology) 會

長。她發表題為 “Practical Theology as an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的 主

題演講，分享了她對實踐神學的看法，回顧了過去的發

展，探討了現在的狀況，並展望了未來的發展趨勢。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院副院長關瑞文教授也發表了題為 “Doing 

Practical Theology with Asian Resources”的主題演講。

他強調了亞洲資源在實踐神學中的重要性，並分享了他

在亞洲地區進行實踐神學研究和實踐的經驗和成果。 

此次會議共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透過 Zoom發表了 44

篇同儕互評的文章，深入探討了實踐神學的相關主題。

此次會議的成功舉辦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個交流學術見解

和經驗的平台，也進一步促進了實踐神學在亞洲地區和

全球的發展。

AAPTHK於 2018年成立，躋身成為實踐神學運動的其

中一個國際組織，也是一個亞洲重要的學術平台，為促

進亞洲的實踐神學研究和實踐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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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 5日晚上，本院第二次

畢業生「GT沙龍」在中大利黃瑤璧

樓講堂舉行。每位學生有 15分鐘的

時間進行論文簡介，隨後進行 30分

鐘的問答環節。

此次沙龍共有八位演講學生分享了

他們的研究成果，涉及聖經神學、 

建構神學、中國基督教史、差傳、 

實踐神學等多個範疇。他們的題目包

括「被醫治的鬼附者作為一個轉變為

榜樣的懇求者：馬可福音 5:18-20中

拒絕和順從的反映基督論」、「酷兒

眼光看閹人—論馬太福音 19:12中

耶穌對性別二元規範的挑戰」、「體

外人工受孕 (IVF)與基督徒婦女的掙

GT沙龍─畢業生分享研究成果

扎：從實踐神學反思」、「論老舍創

作中對基督教思想的詮釋—以〈駱

駝祥子〉為焦點」、「在基督教中

國化處境中再思莫特曼的教會論中

的「盼望」」、”Care for Emerging 

Missionaries: Identity Issues Faced by 

Young Hong Kong Missionaries”、

「你吃什麼，就成了什麼！論飲食

與基督教生命教育」、”The Healed 

Demoniac as a Suppliant-Turned-

Exemplar: The reflected Christology 

of  re jec t ion  and obed ience  in 

Mark 5:18–20”、”A Soteriological 

Response to Richard Swinburne’s 

Views on the Problem of Evil”。 

GT沙龍提供了一平台，讓畢業生分

享他們的研究成果，同時也為畢業生

和學生們提供了一個討論和交流的

機會，有助於深入探討各種議題。

當晚，本院副院長白德培教授、 

姚志豪牧師、黃慧賢教授、王珏教

授、李均熊博士和謝甘霖博士均有

出席。黃教授指出，希望借 GT沙

龍平台讓畢業生分享其研究成果， 

二來可以和師弟妹分享寫作的心得，

以達傳承果效。黃教授強調寫論文

不是一蹴即就，相反是在自身努力、

同學的反饋和師長的引導而來， 

她希望是次 GT沙龍可為學生作示範

作用。當日出席的師生接近 30位。 

註：「GT 沙 龍 」 英 文 全 寫 為 

“Graduate Thesis 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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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活動一浪接一浪，因疫情而

停辦三年的海外交流學習團終於

在 2023 年再次啟航！本院副院

長白德培教授連同校牧姚志豪牧

師、副校牧邵倩文姑娘、德詩婷教

授和同工黃佩歡小姐一行 21人， 

當中包括 12名學生及 4名校友。

交流團同時也是本院的其中一門

選修科 (THEO 5964 Christianity in 

the context of Thailand)， 佔 3 個

學分。

泰國學習交流團的行程非常豐

富，包括：參觀著名景點素帖

泰國交流學習團

山 (Doi Suthep) 和瑪哈．竹蘭隆

空大學清邁校區，並與佛教僧侶

進行交流；到訪麥基爾瓦里神學

院 (McGilvary College Of Divinity, 

Payap University)；探訪清邁第一

教堂 (The First Church of Chiang 

Mai)和 Payap教堂參加主日崇拜；

訪問亞洲基督教議會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前往邊境小

鎮美索 (Mae Sot)，參觀當地的聖

經學校；到訪兩所難民學校，參觀

泰國基督教會和曼谷神學院、Well 

Hub，了解香港宣教士在當地的事

工。交流團使學生們拓展視野，增

進認識和理解不同文化和宗教的背

景。

崇基學院神學院為學生提供到世界

各地進行學習和交流的機會，除了

上面提到的泰國學習交流團外，學

院以往還組織了世界各地的學習交

流團，包括內地、以色列、日本及

瑞士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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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Wichai是在第一年第一個學期的「早期與中世紀教會」課堂

內安排的每週研討小組。Wichai曾在泰國的難民營內教學，後來到崇

基學院神學院學習。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神學樓大廳晚談：「Shirley，

你應該去參觀我居住的難民營。那裏有以萬計的人居住在內，就像被

隔離的村莊一樣。而且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難民營。」我回答說：「我

很想去參觀，但我不知怎樣去，也不敢獨自去。如果 Tobias教授能

安排一個考察團，我一定參加。」不幸的是，由於新冠疫情的原因，

所有考察團暫停了兩年，直至 2023年的夏天，我的小小夢想終於 

成真。

一個由 21人組成的團隊踏上了泰國之旅，參觀了不同的宗教、神學

院和福音機構。這包括了一座佛教寺廟，兩所神學院（McGilvary神

學學院和曼谷神學院），三間教堂（清邁第一教堂，Payap教堂， 

泰 國 基 督 教 會 ）， 四 個 事 工 機 構（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stitute，McClanahan咖啡室，亞洲基督教會議，Well Hub Cafe），

一所難民營以及兩個學習中心（愛與關懷學習中心和兒童發展培訓中

心學校）。這次旅程一方面提供了跨宗教對話的學習機會，另一方面

展示了基督教在泰國如何融入本土各種形式的藝術、戲劇及咖啡文化

中，例如浪子回頭的話劇可以是母親和女兒的故事。

在難民營中，Wichai服侍的聖經學院 KKBBSC內，我們和學院內百多

位同學一起有聯合崇拜，經歷了極大的喜悅，他們悅耳的歌聲盛載着

澎湃的熱情。我們在營會內度過了充滿音樂、遊戲、笑聲及分享的一

天。除了「你估我講乜」的小組分享外、還有 Naomi教授的講課以及

一位教授普世教會學的牧師宣講發人深省的講道。這些 1或 2字頭的

年輕人勇敢地選擇與家人分離，獨自穿越邊境，他們年輕的容顏和眼

中閃爍的熱情表明他們對知識和成長有着強烈的渴望。

另外我們在 Mae Sot也參觀了「愛與關懷學習中心」，有機會遇到

Grace Mai，她從當義工至管理整所中心，同樣地，眼神表達出她堅定

不屈的鬥志。她鼓勵年輕人學習，並賦予他們自己建造自己家園的平

台，幾名年青人拿着長長的竹搭建建築物。當她分享自己的故事時，

她眼中的淚水是何等令人難忘，觸動人心。

在 KKBBSC和學習中心內，親耳聽完這些經歷後，我希望能與身邊的

人分享及跟進可以進

一步配合的事情。

泰國學習之旅
吳瑞如 (M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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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參加泰國的學習之旅，只是為了完成學業要

求，拿取三學分。然而，這次旅程卻遠遠超出了我的

預期，成為了我人生中的一段難以磨滅的經歷。

在這趟旅程中，我不僅深入反思了自己作為一個門徒

的身分，還幫助我重建了自信，特別是在英語溝通方

面。旅程讓我意識到信仰實踐的重要性，以及信仰所

擁有的轉化力量。我深深體會到，要成為「真實」的

門徒，我必須擁有堅定不移的決心，將信仰付諸實踐，

不斷尋求成長機會，並鼓勵他人成為基督的追隨者。

我非常感恩有機會參加這次泰國學習之旅，它激勵著

我繼續追求個人靈命的成長和信仰的實踐。

困境揭示了上帝的愛和人性的善良。當我遊走於難民

營、學習中心、神學院、CCI和Well Hub咖啡店時，

我看到了一個又一個以行動展示信仰的門徒。他們無

私的奉獻和對上帝呼召的回應，在困難中彰顯了上帝

的慈愛和人性的美善。他們在困境中堅守信仰，甘心

被上帝使用。他們以實際行動來踐行信仰，毫不保留

地獻出自己，願意犧牲個人利益，堅定地擁抱上帝的

呼召。儘管面對困難的生活條件和經濟限制，他們對

生命的執着，用生命影響生命，展示了基督無私的愛

與完全奉獻，散發著歡樂，深深地觸動了我。在與難

民營和教學中心的學生相遇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了

失去自由並長期囚禁的殘酷現實。我見證了他們對學

習的投入和渴望成為教師的堅韌和決心。他們的目標

不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期盼藉著教育改變緬甸兒

童的生命，為緬甸創造更好的未來。

在這趟旅程中，我不僅學到了宗教和文化知識，還學

會了珍惜每一個人和每一個時刻，尊重不同文化和信

仰的多樣性。白德培教授所體現的榜樣，讓我反思自

己是否有「實踐的決心」，是否盡力去愛人，回應上

帝的呼召。儘管我心靈仍然軟弱，但這次旅程提醒我

必須決心跟隨耶穌，在屬靈成長上努力不懈，被祂塑

造成為「真實」的門徒。這趟旅程讓我更加開放和寬

容，並深深體會上帝的愛和恩典。我要以自己的經歷

與他人同行，一同走上與上帝心意相合的道路。

泰國的學習之旅確實是上帝給予我超越三學分的祝

福。

超越三學分的祝福
葉柳菁 (M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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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名來自溫州、上海、福州、

廣州、深圳、澳門、香港、菲律賓

等地，畢業年份由2007年至2022
年的校友在母校相聚，當中不少是

專程來港一聚。

聚會中，大家簡單介紹自己的事奉

工場和最新動向。本院葉菁華院

內地校友回校重聚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放暑假
今年的 MACS 放暑假退修於 7月 16
日下午舉行，當日八號風球高掛前，

仍有十位同學不畏風雨地參加。校

牧部為同學預備了靈修時間、分享

長、龔立人老師、黃慧賢老師、任

卓賢老師、德詩婷老師、校牧姚志

豪牧師和副校牧邵倩文女士均有出

席。葉院長發言時表示看見校友回

來，內心感動。他又簡單地介紹了

學院的發展，收生情況，預告神學

院六十周年慶祝活動等等。

聚餐開始前，校友於大廳齊唱《謝

飯歌》，感恩之餘也一同回味當年

大廳「飯聚」的情境。餐後，大家

聊天談談近況，意猶未盡。午後，

另一批同屆校友剛巧自發回母校聚

會，到大廳懷緬一番。

環節、聖餐外，姚志豪牧師、邵倩

文副校牧和葉穎姍校牧助理逐一為

同學洗腳，一起學效耶穌基督為門

徒洗腳，以表達謙卑服事的態度。

崇拜後，校牧、同學和即將畢業的

同學一同共晉晚餐，大家在開始

進食每一道菜前都說一句「畢業

first!」，以表示對即將畢業的同學

的「敬意」，又一起為畢業的師兄

師姐舉杯慶祝，整晚樂也融融，為

2023學年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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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學習交流團於 5月 18日至 29

日舉行，行程包括一系列宗教和文化

場所參觀活動。團員來自多所學校：

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美國范德堡大學神學院 (Vanderbilt 

Divinity School)和亞洲神學教育協會

(ATESEA)成員學校的師生。

在交流團的首天，參加者先進行自

我介紹，並為未來 11天的行程做好

準備。接下來的日子，他們參觀和

探訪了不同的宗教場所和社會服務

本地學習交流團
機構，包括：香港五旬節聖潔會永

光堂、科普特正教香港分會、真耶

穌教會─香港教會、敬拜會、葡

萄藤教會、猶太教莉亞堂、基督教

香港崇真會粉嶺崇謙堂、嗇色園黃

大仙祠、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基督教勵行會外籍傭工服務中心、

九龍清真寺、聖母聖衣堂和 611靈

糧堂。他們還參觀了香港社區組織

協會的侷住體驗館和道風山基督教

叢林。在這次學習交流團中，除了

參觀不同的場所，其中一個亮點是

Prof. Graham Reside的講座。他講

解美國社會的宗教情況，讓大家對

當地的情況有初步概括的理解。

這次學習交流團提供了一次很好的

機會讓本地和海外學生進行深度交

流，帶來了許多嶄新的體驗和見解。

各團員都深入地了解香港的宗教和

文化，有嶄新的見解和體驗。本地

學生也有機會與來自美國、菲律賓、

印尼、緬甸、馬來西亞等不同地方

的年青學者交流，進一步開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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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有機會參加今次香港的考察團。基督宗教的光

譜是很廣闊的，除了包括天主教、東正教，還有許

多同樣信奉同一位基督，但難以獲歸入傳統基督新

教的教會。我們有機會參觀同屬亞伯拉罕宗教之一

的猶太教和伊斯蘭教。

香港是亞洲一份子，也受亞洲文化影響，我們怎樣

理解信仰跟我們自身或身處的文化有着莫大關係。

行程中，我們不單止進入黃大仙祠參觀，還有幸進

入遊客止步的會議地方參觀。感激勞苦功高的老師

和同工們，為我們安排許多鮮有到訪，甚至難以參

觀的地方。

旅程之前，正好我的系統神學的功課是做德國耶穌

會神學家 “Karl Rahner”的匿名基督徒教義。其中

一個說法就是天主教教會以外的宗教都有「神聖的

元素」（雖然不是所有的元素都是神聖）。讓我可

以帶着欣賞和學習的心態，嘗試在其他宗教或受訪

教會中尋找她們的「神聖元素」。我想我們的靈修

和退修可以更多元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發現上主

的啟示和神聖元素，定能豐富我們的宗教經驗；我

另一份有關真耶穌教會歷史的功課，而今次有機會

親身到真耶穌教會探訪，可以把做功課時遇到的問

題親自向他們查證。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里路」，今次考察團使我有機會將書本知識化為實

在的經驗。

今次考察團獨特之處是第一屆連同美國及東南亞地

區的神學生和學者一同參與。過程中可以認識不同

地方的文化。團友們各帶着自己所關切的議程參與，

同學關注的有性別議題、政治議題或種族議題等，

都讓我能從不同角度認識有關宗教或服務單位。 

今次的旅程礙於時間關係，未能做到雙向的宗教對

話，但知己知彼，以開放態度認識不同信仰群體，

已有助我們思考自己的信仰和思考跨信仰的關係。

再次感謝學校安排和受訪單位的熱情款待！ 

本地交流團分享
方嘉娜 (BD)

邢福增教授 
得獎感受
（邢福增教授獲頒 2022校長模範教學獎，以下是邢

教授於文學院分享之得獎感受全文。）

時光荏苒，回想 1983年入讀聯合歷史系，轉眼已經

四十年。當年曾認真問自己一個問題：畢業後是否

要當一名中學老師？那時，無法想像自己會投身教

育工作，更不會預計會走上學術研究之路。1989年

在中大完成哲學碩士後，真的當了三年的中學老師。

雖然愛上教學工作，但最後仍毅然離職，回中大進

修博士。1993年起在一所神學院教授中國基督教等

科目，兩年後取得博士學位。2004年起在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崇基學院神學院）任教，迄今 

剛好十九年。四十年前那位疑惑自己是否適合當 

老師的大學新鮮人，不經不覺已投身神學教育三十

年，並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退休的新生活。

獲悉自己再度獲頒「校長模範教學獎」的消息，內心

只有感恩。感謝中文大學提供優秀的學術研究環境，

如何將學術研究結合教學，是大學教師的不可或忘的

基本志業。感謝每一位課堂上的同學，因為沒有「學

生」，「教師」的責任也無從實現。能夠參與神學教

育，培育歷史意識，忠於歷史尊嚴，並令更多人重視

本土基督教歷史，是多年從事教學工作最大的滿足。

感謝那位呼召我的主，要時刻懷着謙卑的心，因為

自己只是無用的僕人。「止於至善」是崇基學院的

校訓，也在提醒我，如何在劇變世代面對各種挑戰，

追求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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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8日至 30日，本院學生會舉

辦 “Into the Unknown”三天師生營，

旨在為參與者提供一個探索未知領

域的機會，通過老師介紹、校園定

向、師生交流和崇拜，增進大家了

解，共有 98位新生和同學參加。

開營禮

開營禮於首日下午舉行，參與者們

懷着期待和興奮的心情聚集。本院

院長葉菁華教授歡迎各參加者，並

指出這次三日兩夜的宿營是疫情後

的首次。參加者也透過籌委會預備

的破冰遊戲，在神學樓大廳按不同

課程分組並分享，跟「未知」的老

師和同學互相認識。

認識老師

翌日早上，籌委會安排了兩個別開

生面的活動，讓新生們認識全職和

兼職老師。出席的老師包括：葉菁

華院長、邢福增教授、龔立人教

授、黃慧賢教授、王珏教授、任

卓賢教授、溫誠敦教授、李均熊牧

師、伍渭文牧師、劉耀生牧師、姚

志鵬醫生、莫介文博士、姚志豪牧

師、副校牧邵倩文姑娘、校牧助理

葉穎姍女士。老師們簡介自己並回

答學生提出的種種尖銳問題，涉及

的內容大膽，不但關於老師批改速

度，論文評分，凍齡妙法，舍監底

線，老師上課習慣和其教會及神學

背景，現今神學生的特性，神學、

足球和主再來的關係，老師讀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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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瘋狂事蹟，各間神學院學生之

「定型」，多年來被寫錯姓氏的

「方丈」，神學院的男女平等問題，

MACS校巴傳說，髮量與牧養胸襟，

女校牧獲聘緣由等等，大大拉近師

生距離。

「靈言蜜語」

籌委也特別安排一個「靈言蜜語」

環節，由學生出題，考考老師急才。

「拉撒路現象」、「法國小女孩」

和「毒鵝膏」三個不着邊際的題目，

老師們各顯「神」通，紛紛「認真」

地以自身神學、舊約和新約聖經知

識、基督教歷史、及自身研究範圍

的知識來一場「無聊事、認真做」，

令大家捧腹大笑。最後，劉耀生牧

師、黃慧賢教授和伍渭文牧師分別

以高票成為該環節的三位得勝者。

師生在歡笑聲中渡過快樂的早上。

認識校園

下午，參加者們在雨中探索中文大

學校園，在組長的帶領下，遊覽校

園的不同角落，認識校園，增強同

學對中文大學的歸屬感。

跨文化交流

第二天晚上，大會特設 “Into the 

Unknown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這個跨文化交流的時刻，由與來自

不同地方，例如：加拿大，新加坡，

緬甸，台灣，成都等不同背景的同

學們分享和介紹各地的歷史和現況，

如美食、教會、政治環境等，增進

同學對不同地方的理解。

閉營禮

最後一天的閉營禮，先由同學領敬

拜讚美。讀經後，由邢福增教授分

享列王紀上 19章 1-19節的信息，

講題為「以利亞和他的樹 -洞」。

邢教授指出我們很多時都像以利亞

一樣，在無常與充滿遺憾的世代中，

或感到失望、恐懼、疑惑，甚至藏

在洞內，以致放棄召命。但以利亞

的經歷告訴大家無論日子如何，生

活和召命仍要繼續，要明白自己是

上主永恆計劃中的一個小角色，面

對已知及未知的挑戰，抓緊來自上

主的應許與盼望，保持愛心和信心，

留心上主的聲音，真誠地為人多走

一里路，並活出召命，直至基督再

來掌權的日子。

同學在退宿後帶着豐富的體驗和回

憶離營，並作好準備迎接九月開學。

21

21 活動報告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MACS）
神道學碩士課程（MDiv）
選科輔導日
本院分別於 2023 年 7 月 18 日及 8 月 3 日為 2023-

2024年入讀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和神道學碩士課

程的新同學提供選科輔導，共有 40多人實體及透過

ZOOM出席活動。

簡介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署理課程主任邢福增教授及神

道學碩士課程主任葉菁華院長分別於兩場選科輔導中簡

介本院教師團隊及教授之科目、介紹校牧同工及行政同

事、不同課程學生之分佈情況、科目範圍、課程結構、

預先編排修讀科目、修讀年期、2023-2024年度學費結

構，畢業要求和選課時須注意之事項、其他學習體驗、

學業諮詢制度及學術誠信等等。

MACS課程選科輔導日中，校牧助理葉穎姍女士 (Susan)

講解各項學生事務，並提及自己是該課程畢業生，明白

作為兼讀制學生，除需要兼顧學業、工作和家庭外，亦

面對不少學業問題。故此

2020年開始，神學院也特

別安排了 Susan擔任校牧

助理和行政同事一同支援

MACS學生。

MDiv課程選科輔導日中，校牧姚志豪牧師講解實習教

育相關事宜。而副校牧邵倩文姑娘介紹課程相關事宜，

包括：中大學生證和校園電郵戶口的運用，網上學習須

注意之事項，研究院及本院網站中各項和學生相關的資

料和神學生活動，學生會的成員和職責，校牧部的工作

等等。

在問答環節中，新生們也向在座老師和校牧提出問題，

並獲得了詳盡的解答。最後，本院校牧姚志豪牧師作結

束禱告。

有關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課程，歡迎瀏覽：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programmes/macs

有關神道學碩士 (MDiv)課程，歡迎瀏覽：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programmes/m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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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月至 8月期間，葉菁華院長獲邀到不同堂會的主

日崇拜證道，堂會包括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馬

鞍山堂、觀塘堂、天水圍堂、北角堂、北角衛理堂，

以及青山浸信會。

2. 6 月，葉院長接待了多位訪客，包括世界傳道會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的 五 位 同 工、 兩 位

Global Ministries 的同工、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

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的董事會成員，21位韓國首爾監理教會神

學大學校 (Methodist Theological University, Seoul, 

Korea)的教職員，和來自江蘇省江南大學的陳煜峰

教授，促進本院與各地基督教組織和學術機構的合

作和交流。

3. 葉院長珍惜和信徒們彼此交流和分享信仰經驗的機

會，除了於中華基督教會基磐堂與工業福音團契鄰

舍關懷中心合辦的社區服侍交流會分享外，他也分

別於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以琳團契及該會北角

堂的少青牧區分享。7月，他更於華人大學校牧協會

港台學生領袖交流營 2023 中主講專題「校園基督徒

與學術」。同月，他也獲邀在大埔循道衛理小學和循

道學校的畢業禮任主禮嘉賓，致訓辭及授憑。

4. 此外，葉院長與不同神學院保持聯繫，包括參與香

港神學教育協會的院長教務長交流會，以及分別應

邀在中國神學研究院和中國宣道神學院的畢業典禮

上訓勉。

院長行蹤

1. 邢福增教授獲頒 2022校長模範教學獎。他自 2004

年起在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崇基學院神學院）

任教，2010年首次獲頒「校長模範教學獎」，2023

年再度獲獎。此獎項於 1999年設立，以表揚傑出教

師，不僅肯定獲獎教師的教學貢獻，更充分反映大

學對提供優質教育的承擔。

2. 程矅芳女士 (’22 BD)於 3月 25日獲香港聯合五旬節

會元朗堂按立為牧師。願主賜福。

3. 中華基督教會國語堂林顯基宣教師 (‘18 MACS; 

‘21MDiv)和劉詠恩女士的兒子林睿証小朋友於 6月

27日出生。睿証小朋友的祖父為前牛頭角堂林志文

牧師 (‘06 BD)。願主賜福小朋友，在愛中健康成長。

4 余倬恩同學 (MDiv 3)和周學謙先生已於 7月 22日舉

行結婚典禮，典禮地點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禮堂。願主賜福一對新人。

5. 兼任教師劉耀生博士 (‘08MACS; ‘12MDiv; ‘16 PhD)為

宣道會筲箕灣堂傳道。8月 27日，他獲基督教宣道

會香港區聯會按立為宣道會筲箕灣堂牧師。願主賜福。

6. 鄧承軒宣教師 (’09 MDiv)將於 2023年 10月 8日於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被按立為中華基督教

會香港區會牧師。按立禮的主禮牧師為其父親鄧達

榮牧師 (’10 MTheol)。求主賜恩。 

德詩婷老師 (Prof. Naomi Thurston)

2023年 5月 10日，德詩婷老師在泰國交流團中探訪難

民營，也於其聖經學校進行分享；5月 18日，她參與基

督教中國化的研討會；5月 29日，她於道風山參加講座

「從華人基督教神學到華人基督教研究」。

邢福增教授

邢福增教授於 7月 30日至 8月 13日期間，應邀到台北

及台中三所香港人教會及團契證道及分享專題，並撰寫

「在台香港基督徒現況問卷調查」報告。期間亦到訪輔

仁大學宗教學系，商討合作進行訪談事宜。

恭賀

教授消息

哀悼

1. 李行莊女士 (’76 MDiv)丈夫梅克允博士 (Dr. Mui Hak 

Wan)於 3月 29日於美國主懷安息。

2. 本院 2004年傳經講座講員，2012年及 2013年客

座教授蕭俊良 (Prof. Seow Choon-Leong) 的夫人 

梁麗琼女士 (Ms. Leong Lai-King)於 2023年 6月 23

日安返天家。追思禮拜在 8月 5日在納什維爾的第

二長老會堂 (Second Presbyterian Church)舉行。

3. 本 院 兼 職 教 師 劉 耀 生 博 士 (‘08MACS; ‘12MDiv;  

’16 PhD)的母親劉陳惠清於7月2日在英國安息主懷，

享年 86歲。安息禮已於 7月 19日在英國愛丁堡 

沃里斯頓舉行。

4. 紐約神學教育中心香港區董事會主席許開明牧師

(’83BA; ‘92BD) 母親許曾勤姊妹於 7月 7日安息主懷，

享年 96歲，她的安息禮拜已於 8月 3日在紅磡萬國

殯儀館舉行。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 

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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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他回到母校於神學日感恩崇拜中證道。

2018年，袁天佑牧師回到本院參加校友會 ”Homecoming”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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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大家因耶穌的復活，生命得以改變，失敗、自責

和自卑的感覺都得以勝過。 

袁牧師研究新約聖經，頗有得着，先後獲得東南亞神

學研究院神學碩士 (MTheol)及英國伯明翰大學文學

碩士 (MLitt)。他的著作包括《中文聖經註釋—約翰

福音》、《中文聖經註釋—約翰壹貳叁書》、《聖經導

論叢書—使徒行傳導論》、《多姿多采的教會生活》 

等，亦把近年講道結集，出版《無力的時代，有力 

的信仰》、《走進時代的信仰 2.0》、《出死入生的信仰》；

他常於《時代論壇》和《基督教週報》等平台發表文 

章。袁牧師多才多藝，喜愛閱讀、寫作、攝影、游泳

和駕駛。 

袁天佑牧師和藹謙厚、胸襟廣闊、外柔內剛、從容自

若，一生忠心事主，牧養群羊，關懷會友，支持同工， 

鼓勵後輩，深受眾人愛戴。他作為基督教領袖，敏於

回應社會需要，樂於與弱勢社群同行，敢於就社會

情況從信仰立場發聲，廣受教會內外人士尊敬。袁牧

師早前確診癌症，一方面接受治療，一方面如常證

道，參與各種聚會，祝福不同群體。他在世的日子如 

《神學院通訊》第 109期中對他的描述—「緊守崗位，

作主僕人」。如今袁牧師息了世上勞苦，得享永恆福樂。

願上主親自安慰其家人及一眾懷念他的人。

本院校友袁天佑牧師於2023年7月15日早上因腦出血

安息主懷，在世生活71載。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

學院仝人深表哀悼。

袁牧師生於 1951年，1974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獲一 

級榮譽理學士；任教中學一年後回應呼召，獻身事主，

獲當時中華循道公會香港教區保送，到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神學組（即今天之崇基學院神學院）接受 

神學訓練；1978 年畢業，獲神道學碩士 (MDiv)， 

開始在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由循道公會香港教區與香

港衞理公會於 1975年聯合組成）牧會，並於 1981

年獲該會按立為牧師。袁牧師先後擔任該會多個堂會

的主任牧師、多所學校的校監、宣教牧養部執行幹

事、學校教育部執行幹事／部長、香港聯區長等崗位，

並於 2012年至 2015年期間，出任該會會長。他於

2011至 2015年間兼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

袁牧師熱愛母校，支持神學教育。他於 2014年至

2017年期間擔任崇基學院神學校董會成員，並積極

參與本院活動。2014年 11月本院神學日感恩崇拜，

他應邀證道，講題為「在十字路口上作牧者」。2018

年，他與校友回校參加 Homecoming感恩崇拜。他更

為本院 2023年 4月復活節的《未圓經課》撰寫分享， 

敬悼袁天佑牧師 (‘78 MDiv; ‘90 MThe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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