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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過去半年是本中心既忙碌也充實的一段時光，我們出版了三本書籍，也舉辦了

不同主題類型的講座，以下將為你作出簡單的回顧。至於在未來的日子裡，我

們將於今年 6 月舉辦整體生態學及永續發展會議。這次會議由本中心主辦，並

得到北京、台北及澳門的耶穌會學術機構支持，是這幾個兩岸四地機構的初次

合作嘗試。同時間，我們也著手推行新計劃，包括於 2025 年起，本中心現有的

年刊《天主教研究學報》與瑪納文化出版的半年刊《公教神學評論》合併，成

為中英文半年刊《公教學術評論》，以整合天主教的研究資源。 

 

《天主教研究學報》：教廷傳信部自 1622 年來打開的大門 

2022 年為紀念教廷傳信部成立四百周年，本中心舉辦

了一場題為「教廷傳信部自 1622 年來打開的大門」的

網上國際研討會。2023 年第 14 期《天主教研究學報》

的十一篇英文文章就是取自會上發表的論文。這些論文

分為三大主題，其中三篇是關於傳信部與亞洲的傳教歷

史，五篇討論基督宗教與現代社會的傳播， 以及三篇

關於文化交流中的東西薈萃。 

本期主編是譚永亮神父，論文作者有來自中國大陸、韓

國、印尼、德國、香港、意大利等地。他們對這個成立

四百年的教廷聖部帶來的影響，為讀者提供了多角度及

文化多元的視覺。閱讀期刊。 

 
新書介紹：《牧靈傳播學》 

《牧靈傳播學》是由德國聖言會傳媒學者艾樂思神

父（Fr. Franz-Josef Eilers，1932-2021）撰寫，並由其

門生米申神父翻譯成中文的傳播學著作。生前曾任

聖座傳播部顧問的艾樂思神父，1995-2010 年擔任亞

洲主教團協會傳媒辦公室秘書長，又在菲律賓聖多

馬斯大學創立了大眾與牧靈傳播學碩士課程，以及

擔任泰國聖若望大學亞洲宗教與傳播研究所主任。

他以豐富的經驗和深刻的洞察力，在書中探討了傳

媒神學與牧靈及傳教學之間的緊密關係，總結了教

會牧靈傳播工作的各種問題和經驗，旨在揭示現代

社會中如何有效地傳播福音，是中文天主教書籍中

較少觸碰的題材。 

https://catholic.crs.cuhk.edu.hk/Main/wp-content/uploads/2024/02/Journal-No-14_2023-02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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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米申神父來自河北省趙縣教區，於 2012 年起任《亞洲真理電台》中文部主

任，目前在菲律賓聖多馬斯大學教授牧靈傳播學課程，並於最近取得了神學博

士學位。艾神父的英文原著於 2003 年首次發行，譯者是基於 2008 年的第三版

及 2018 年第四更新版的基礎上完成翻譯。 

至於由吳瑞良弟兄設計的封面，以飄散的蒲公英形象地描繪出教會傳播使命的

真諦，亦即每位基督徒在聖神的微風推動下，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傳播

福音。無論您是傳媒從業者、神職人員還是平信徒，這本書都將為你打開一扇

通往深度理解傳播及實際應用的大門。它鼓勵我們以新的眼光審視傳播的真意，

並激發我們更好地利用傳播的力量，在聖言中生活，並將福音傳播給更多的人。 

購書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公教進行社、基道書樓、中文大學

商務印書館 

 
新書介紹：《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 

《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一書是本中心「香港天主教診所歷

史研究」的成果，由研究小組成員林榮鈞、張小蘭及劉慶廣合著，是首次全面

地對本地教會診所的書寫，填補了往昔的歷史真空。這個自 2022 年 8 月開始、

為期十八個月的研究計劃得到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將天主教會在 1890-
1945，1946-1969 及 1970-1990 三個時段中所開辦的診所分為三大類別，根據檔

案、文獻及口述歷史等資料，共羅列出不同時期約

五十間天主教診所，並附有珍貴的歷史圖片。 

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天主教診所輔助了政府醫療服

務的不足，令貧窮人口受惠。它們最初只有女修會

興辦，特別回應突如其來的疫病及公共衛生的需

求；至五十年代外圍政局急劇轉變帶來的難民潮，

使得天主教診所數目不斷增加。這時期除了少數男

修會的加入，甚而拓展至教區中央的社福統籌機構

香港明愛（前身為天主教福利社）的出現，同時亦

有信徒組織自發踏入服務行列。他們之間既獨立運

作，也彼此合作，更好地利用資源。書中除了介紹

各診所所處的社區環境，亦有提出時局及政府政策

對天主教診所存續的影響，隨著公共醫療服務在七十年代開始逐步改善，天主

教診所亦慢慢式微。此書的印刷版已在各個堂區免費派發完畢，向隅的讀者可

閱讀電子書。 

 

https://catholic.crs.cuhk.edu.hk/Main/wp-content/uploads/2024/01/Book-%E5%A4%A9%E4%B8%BB%E6%95%99%E8%A8%BA%E6%89%80-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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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天主教醫護生死教育歷史回顧 

「未知生，焉知死」──人非草木，每天面對生離死別的醫護人員，尤其需要

了解生死的本質，以保持積極心態，同時協助病人的心靈需要。天主教的生死

觀與世俗的看法不盡相同，在香港五、六十年代緊張的醫療需求得到緩解後，

教會內一些有心人自八十年代初開始，推動當時還未受到普遍關注的生死教育

和醫院牧靈工作，對象除了醫護和病人，亦慢慢拓展至對社會大眾的教育。 

 

本中心主辦的「天主教醫護生死教育歷史回顧」講座於 2023 年 11 月 25 日在紅

磡聖母堂舉行，是前述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的「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研

究」的項目之一。是次講座邀得醫護界生死教育的三位早期推手作為講者，為

大眾回溯這段歷史。他們包括瑪利亞方濟外方傳教會何桂萍修女，她八十年代

開始從事醫院牧靈工作；香港教區關俊棠神父，這位神學家同是於八十年代開

始服務醫護人員，近年從事心靈教育；以及腫瘤科的謝建泉醫生，他是生死教

育學會其中一位創始人。有興趣的朋友可重溫講座視頻，或閱讀文字稿。 

 
講座：式微？延續？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探究 

 

2024 年 1 月 24 日，本中心同樣在紅磡聖母堂舉行了「式微？延續？香港天主教

診所歷史探究」講座。該講座除了介紹「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研究」的一些發

現，同時發布同月出版的新書《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標

誌著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的此項研究正式完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oRmPT-UCg
https://catholic.crs.cuhk.edu.hk/Main/wp-content/uploads/2024/02/2.1-B-%E8%BD%89%E9%8C%84%E7%A8%BF-20240202-%E5%A4%A9%E4%B8%BB%E6%95%99%E9%86%AB%E8%AD%B7%E7%94%9F%E6%AD%BB%E6%95%99%E8%82%B2%E6%AD%B7%E5%8F%B2%E5%9B%9E%E9%A1%A7-%E8%AC%9B%E5%BA%A7%E8%BD%89%E9%8C%84%E7%A8%B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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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中，由本中心主任林榮鈞帶領的研究團隊向在場

約八十位觀眾介紹研究中的發現，以至於天主教營辦

診所服務到底是式微還是延續，作出分析和評價。在

問答環節，曾接受口述歷史訪問的一位前診所姑娘

（右圖）更現身說法，向觀眾講述當年的工作經驗。

重溫視頻或閱覽簡報。 

 
奧古斯丁專家座談會系列：  

奧古斯丁專家座談會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聯同基督教研究中心及天主

教研究中心合辦，獲香港研究資助局贊助。第一講題目為「奧古斯丁思想中的

人性與神恩」，於 2023 年 9 月 25 日假香港中文大學鄭裕彤樓演講廳舉行，是

次邀請到德國圖賓根大學福爾克爾．亨寧．德雷科爾教授（Volker Henning 
Drecoll）主講，崇基神學院賴品超教授回應，逾百人線

上及實體參與。 

2024 年 3 月 12 日的第二講「奧古斯丁的生平、反思及其

教會學」，同樣假鄭裕彤樓演講廳舉行，邀請到比利時

天主教魯汶大學神學及宗教學院安多尼．杜邦教授

（Anthony Dupont）主講，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李小梅

博士回應。是次講座也是聖神修院神哲學部的團體日活

動，約有八十名學生出席，除了前來參加講座，他們亦

趁此機會與崇基神學院師生交流。 

 

過去數月中心雖忙於研究、出版、及辦學術講座，但仍感受到香港市民大眾在

經濟低迷影響下的心情，以及想念遠方受戰火蹂躪的弟兄姊妹。聖周五我們仰

望十字架上的耶穌，衪深深體會和參與眾人的苦。然而，苦難死亡並非結局，

復活才是我們的盼望。死而復活的主基督與我們同行人生路，邁向天父的永恆

國度。我們從香港天主教診所的歷史看到，教會時常都是苦難中的人的同行

者，與基督一起讓人在生活中體會愛。願我們也在生活中成為復活主的見證，

愈顯主榮。 

 

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林榮鈞博士 

2024 年 4 月 15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4zKfK6LNdo&t=2s
https://catholic.crs.cuhk.edu.hk/Main/wp-content/uploads/2024/02/2.2-B-Jan-27-%E8%A8%BA%E6%89%80%E6%8E%A2%E7%A9%B6-merged-rev-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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