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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錦昌牧師︱本會副總幹事專心專講  

在區會的事奉中，不時有機會接

觸神學生，發現有不少神學生都會遇

上金錢的問題。

在神學院讀一個牧職相關的學

位課程，最少也要三、四年時間，學

費、宿費和生活費等，可能就要幾十

萬元。對於已經工作一段時間的弟兄

姊妹而言，要儲蓄足夠的金錢，應付

幾年神學訓練的支出，並不是一件簡

單的事。如果還要於在學期間負擔家

庭支出的責任，那就更加不是一個小

數目了。至於蒙召時已經成家立室甚

至為人父母者，都要想辦法解決整個

家庭的支出，而不能只照顧自己的需

要。有些神學生在入神學院讀書前，

已經用數年時間儲蓄，希望解決經濟

的問題。不過，完全不需要擔心錢方

面的神學生，大概也是少數。我見不

少神學生在買書和日用等花費時常常

要考慮節約的方法，就大概知道他們

經濟上是否充裕了。

一般而言，神學生會透過教會

弟兄姊妹的個人支持，解決部分經濟

的問題。有些堂會也有獎助學金，培

訓教會中有奉獻心志的弟兄姊妹。不

過，堂會一般甚少會考慮神學生的家

庭需要，而會認為這是神學生自己的

責任。

區會現在有公費神學學額和神學

培才助學金供弟兄姊妹申請。但是，

幾十年前製訂的計劃是否能夠應付今

天的需要呢？最近，區會也開始檢

討這兩個有關神學生的條例，看看是

談談神學生

否有修訂需要，以配

合時代的發展。以神學

培才助學金而言，過去幾十

年，每人每年資助金額都是12,000
元，今天看來遠遠不足以應付神學生

在學時期的需要，因此，區會已在進

行條例的修訂。

有些教會和弟兄姊妹會認為，神

學生的金錢需要正是他們訓練信心的

機會，只要他們信靠上主的幫助，問

題一定可以解決。這樣看當然可以。

但是，如果教會每年有不同的支出，

卻不肯花錢在人才培訓上，那麼，教

會人才不足或者後繼無人，就不能怪

別人甚至上主了！甚至，同樣具有弟

兄姊妹身分的神學生，可能也會對教

會的政策和關懷不足有所不滿。就像

雅各書所言：「若是弟兄或是姊妹

沒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

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

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要的，

這有甚麼益處呢？信心也是這樣，

若沒有行為是死的。」（雅二15-17）

我們中間有不少牧者，過去得到

弟兄姊妹個別的支持，堂會和區會在

牧養上的關懷和經濟上的幫助，終於

順利完成神學訓練，並且在堂會和區

會不同的崗位，忠心的事奉上主。他

們的經歷正好說明：重視培養人才的

教會，結果會收到三十倍、六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果實。

舊約時代十二支派中的利未人，

由於是分別出來事奉上主的支派，他

們便得到其他支派特別的照顧。申命

記便這樣說：「『住在你城裡的利未

人，你不可離棄他，因為他在你那

裡沒有分得產業。每三年的最後一

年，你要把那一年收成的十分之一

取出來，積存在你的城中；那沒有

與你一起分得產業的利未人，和城

裡的寄居者，以及孤兒寡婦，都可

以前來，吃得飽足，好讓耶和華－

你的上帝在你手裡所做的一切事上

賜福給你。』」（申十四27-29）

盼望我們也照顧神學生和未來牧

者的需要，讓他們一無所缺。

最頭痛
的問題之一：

屬靈雋語
聖經是我們力量的泉源，我認為對聖經作徹底的研究，是對人
人都有益的自由教育。

—羅斯福，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

最頭痛最頭痛
的問題之一：的問題之一：的問題之一：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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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祺校長︱何福堂書院子牛集

人工智能（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AI）近年發展迅速，在
全球不同的領域影響深遠，教育亦不可以獨善其身。筆者最

近閱讀一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零二一年發表的《人工智

能與教育 — 政策制定指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
想藉此與大家分享，這份指南推測人工智能有望解決現今教

育面對的部分重大挑戰，將會加快邁向在二零一五年由聯合

國全體成員國通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4（SDGs）的進程，即
「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

《2030年教育行動框架》。

人工智能的簡介
傳統的人工智能涉及編寫程式如「若⋯⋯則⋯⋯

（IF⋯⋯THEN）」語句及其他條件邏輯規則來執行指令，
後來此類規則的人工智能發展成為「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專家系統通常包含數百條規則，邏輯尚算可
循，但隨著規則之間都有互相作用的關係，一旦想要修改

或改進就十分困難。後來，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的技術相繼出現，它不再運用規則，而是分析大量的數據，

過程中嘗試找出規律，從而建構模型，預測未來數值，就好

像在學習中的機器，多應用於人臉識別和無人駕駛汽車等高

科技項目。機器學習漸漸演變成為人工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它透過改良的技術（「反向傳播」）來
強化學習，優化神經網絡來計算新數據輸出的值，最著名的

例子是谷歌的阿爾法圍棋機器人（AlphaGo）在二零一六年
打敗世界冠軍李世石。而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包
含多個中間層的人工神經網絡方法，用來處理多組複雜的數

據，如利用三張二維圖片形成三維計算機視覺。最後是「生

成式對抗網絡」（GAN）的產生，它利用兩個深度神經網絡
彼此競爭來創建可能的輸出，如讓照片生成看似真人但並不

存在的人物圖像。以上種種的人工技術應用仍在不斷研究和

改進中，務求解決我們日常生活的需要。

人工智能對教育帶來的機遇
人工智能在教育的應用有多方向發展，包括向學生的

人工智能（為支援學習和評估而設計的工具）、向教師的人

工智能（為支援授課而設計）、向系統的人工智能（為支援

教育機構管理而設計）、課堂上的人工智能應用（使用人

工智能）、教授人工智能技術知識（學習人工智能）和

幫助學生準備好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生存技能（為了

人機協同而學習）。Baker和他的研究團隊（Baker等
人， 2019）總結人工智能可在四方面強化教育，包括
教育管理和教育服務的提供、學習和測評、賦能教師、

提高授課質量和促進終身學習。由於人工智能牽涉不同

的持分者和系統，若我們能夠懂得如何運用人工智能來

強化教育質素，相信我們的下一代會更容易適應人機協

同（human-AI collaboration）的時代，同時實現人人皆
學、處處能學和時時可學的綜合型終身學習模式。

結語
回想當年大學碩士畢業的論文是有關人工智能在

工業生產上的應用，我需要利用「專家系統」的技術

來優化生產線的效率，論文完成後，我的指導老師問

了我一個問題：「人工智能能否取代老師？」那時我毫

不猶疑地回答︰「當然可以。」到了今天成為人師和學

校領導，我會這樣回答︰「如果教育沒有愛，人工智能

是可以取代老師，甚至會比老師做得更好。否則，人工

智能絕對不能取代老師，因為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

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

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

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書十三章4-7
節），愛是上帝送給我們寶貴的禮物，豈能與一大堆的

數據和運算邏輯模型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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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嫻︱本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主任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電話：23971495

傳真：27873949

電郵：fssctr@hkcccc.org

網址：http://fssctr.org.hk

原來是最後一次

家父近一年多健康急轉直下，行

動、說話、吃東西、思維能力都大不

如前，家人上上下下張羅各樣安排，

近月總算安頓下來。

在這年多的日子裡，偶然會有

些回憶飄過；會想起那次與父親去散

步，也許是最後一次了；會想起那次

與父親慶生外出用膳，也許是最後一

次了；會想起那次與父親外地遊，也

許是最後一次了；會想起那次父親嘮

叨不停，也許是最後一次了⋯⋯還有

很多很多這樣的片段，想起來是有點

感歎，倒不是很傷感；只想到，在那

種種的時刻，我們都不會為意，原來

那是最後的一次；老人家情況轉差，

或許我們會多些準備，其他突然其來

的禍患，心裡雖然明白半點不由人，

難過惋惜懊悔自然而生。

真的，其實沒有人知道，哪一次

是最後一次。

這彷彿是老生常談，結論就是甚

麼「珍惜眼前人」、「活在當下」、

「每天都是最後一天地活」等等；

然而，仍有無數的遺憾故事每天在

上演，是這些人沒有聽過「珍惜眼前

人」的教導？還是他們天真地相信，

事，理應成為我們的生活日常，並且

有紀律地執行；這樣，我們才有機會

意識到，對自己來說最重要是甚麼，

並且會知道先後緩急，有時我們在過

程中，發現自己未有心力、能力、資

源去面對，我們可以去準備、去解

決、去慢慢面對，起碼也是向著那個

自知的方向，為著自己最重視的人和

事奔跑。

除了忙，「難」也是令人不想停

下的原因，很多前塵往事、恩怨情仇

使我們卻步，請不要迷信一蹴而就，

逐步逐少的遞進，很多事情可能沒有

想像中的難，不妨先處理一些容易

的，通多一次電話、傳多一個訊息，

不要做最難的，困難的關係都是累積

而來，要理順也很需要空間，急不來

的；我相信，總不及既沒有回溯、又

加上遺憾的難！

尊重自己的步伐，容許停滯，甚

至倒退也是常情；「無悔」很難吧，

仍然沒有人知道，那一次是最後一

次，但總算走在自己認定的方向上，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你認為呢？找個時間停下來靜靜

地想想！

還有很多個明天？還有很多次的機

會？

我相信都不是。或許，在他們的

日常中，沒有想想那些重要的關係，

那些重要的人；想彼此的難，想彼此

重要的事，總之，就是去想一些你看

重的人和事；既然重要，為甚麼不去

想呢？

在我的觀察中，很多人都在忙

著；忙著追趕各樣的資訊、潮流、標

準，尤其在今天，所有事物都又急又

快又多，每樣都要你急促回應，彷彿

稍微落後，就有很大的損失或後果，

更惶論去停下來靜下來，去想重要的

人和事；當有變遷，就嗟嘆惋惜，悔

不當初；我提議大家先做些簡單的動

作，將自己的社交媒體來個斷捨離，

只follow你真正有需要和興趣的人和
網頁，你沒法想像，這些耗費你多少

時間。

其實，每個人都要有安靜獨處

的時刻，思考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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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賽籌備小組

我們希望造就青年人．上帝卻造就了我們我們希望造就青年人．上帝卻造就了我們
羅鎮源︱信徒培育部青年小組籃球賽籌備小組召集人、青衣全完堂

以籌委資歷我算是「老鬼」，說承傳又好像太快，但是能讓不同堂

會有志體育事工的弟兄姊妹加入更見是美事。今屆籌備小組的組成可以

說是百周年籃球聯賽的延續，但在我而言看到的，是帶著區青籃球比賽

以至昔日培生盃的效應。今屆籌備小組遇見社會的改變，小組理念是希

望透過籃球比賽招聚並造就青年人，經過兩次的籃球友誼賽，有到現場

的都感受到大家的熱血，無論是一班年青的球員還是各隊伍的啦啦隊。

當中我最深感受的是當我們參與服事的時候，原來被陶造的是我們。

事緣在第二次的友誼賽中，為了讓報名隊伍可以「多打幾場」，便

決定嘗試組織「籌委聯隊」方便設計賽程。小組成員們雖然熱愛籃球，

所以不論自己身體狀況如何，都組隊報名，但我心中難免擔心到正式比

賽時，大家仍會感到吃力和勉強。對賽前，我粗略估計雙方球員年齡最

大差超過35年；然而，當完成比賽後，我見到參賽的小組成員面上的
喜悅，我醒悟到是上帝透過這次機會鼓勵我們，讓我們身體雖日漸退

步，心靈卻回復年青。我們希望造就青年人，上帝卻造就了我們。

兩次友誼賽只是重新起步，計劃之下今屆籌備小組會以正式的籃

球比賽作為總結。除此之外，籌備小組在現階段為建立堂會推動體育事

工，感恩能夠邀請於體育事工有經驗的機構協助，可以為堂會發展體育

事工提供「度身訂做」的意見。在此，鼓勵有志發展體育事工的堂會或

發現堂會有合適的弟兄姐妹，不妨主動聯絡我們。正如我們小組成員黃

貝貝姊妹的分享，建立堂會體育事工的不一定是運動員，新約中保羅和

巴拿巴有著不同恩賜及性格，互相帶動下令初期教會得到良性的發展；

正如運動隊伍中的教練和領隊（教會稱為隊牧），兩者的協作讓隊員得

到技術和靈性的成長。以上少許的分享是協作機構和籌備小組的理念，

願所作的蒙上帝喜悅。

同一樣的初心．不一樣的目標
鄭海傑宣教師︱合一堂馬鞍山堂

原本在區會「創會百周年紀念」時想維繫堂

會間關係而舉辦的籃球聯賽，在舉辦後得到不少堂

會的「敲碗期待」，籌備小組在二零一八年年底已

決定再度舉辦，卻因政情和疫情被迫暫停計劃。上

年疫情緩和後，我問自己：「要復辦嗎？香港的教

會經歷四年的『洗禮』後，由『少青』至『高青』

都因不同原因離開了教會或香港，要堂會再次『組

隊』比賽，談何容易？！」殊不知聖靈已默默在各

人心中動工⋯⋯。

當我和籌備小組召集人（羅鎮源）「吹雞」

時，得到小組成員們積極的回應，不單燃起當初

「藉著體育事工服事上帝」這初心，也堅定了我們

復辦籃球比賽的決心；然而，與「百周年」那次目

標不一樣，今次籌備小組是希望透過籃球比賽作為

福音的中介，不只是讓流散者回歸，也藉此成為邀

請新朋友，甚至領人歸主的契機。

因此，今屆籌備小組在得到青年小組的支持

下，繼續舉辦籃球比賽，不同的是，由三人籃球比

賽開始，以「小試牛刀」方式，再配搭「牧養球

隊」的訓練，盼望堂會能透過這機會，凝聚及牧養

更多年青人之餘，更籍籃球聯賽燃起傳福音和復興

教會的火。願上主賜福、開路、引領，誠心所願。

籌備小組成員： 羅鎮源（召集人）、馮天聰牧師、鄭海傑宣教師、黃貝貝、 

 鍾麟、鍾卓賢、李偉禾、林綱強、黃偉漢

活 動 流 程： 2023年4月15日 三人籃球友誼賽（第一次）

 2023年6月11日 三人籃球友誼賽（第二次）

 2023年8月26日 體育事工交流會（一）／Zoom聚會

 2023年9月16日 體育事工交流會（二）／實體聚會

 2023年10月 三人籃球友誼賽（第三次）

 2024年1-3月 2024區會籃球聯賽

球球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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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

呼籲主內同道
守望祈禱

掌管宇宙穹蒼、賜予生命並護理世界的主：

世人因管理大地不善，造成不能逆轉的

生態破壞，世界變得更熱，不少地方飽受水

淹及山火難以撲熄的威脅，求上主幫助我們

從中汲取教訓，善用資源，減少浪費及碳排

放，愛護大自然，愛顧瀕危的物種，能與受

造眾生共生共榮，直到主再臨世界得贖的時

候。

上主，祢按祢的形象創造了我們，願我

們以祢的眼光善待生命。當我們因失望而憂

愁、沮喪時，求主憑公義搭救我們，作我們

堅固磐石，生命不被愁苦消耗；當我們因失

去而悲傷、憤怒時，求主擦乾我們的眼淚，

止息怒氣的滋長，生氣卻不要犯罪；當我們

因失敗而自責、愧疚時，求主讓我們重新得

力，發酸的腿挺直，走在筆直的路上。求主

讓我們明白在不能控制的人與事當中交託上

主，得著上主同在的平安。求主扶助受情緒

困擾，或在復元路上的肢體，願他們尋得醫

治，讓他們的心復歸安寧，在幽谷中重見光

明與盼望，如復活的拉撒路從忍受直到被耶

穌解開、釋放，奔往自由的路上。

主耶穌，祢破碎自己的身體來救贖我

們，並讓我們在基督身體上互作肢體。願我

們領悟上主配搭這身子的美意，除去無知所

帶來的歧見及隔膜，樂於彼此認識及關懷，

與受苦的肢體一同受苦，與得榮耀的肢體一

同快樂，在幻變的世代中，努力見證上主的

國與義，願榮耀歸與上主的聖名，奉主名祈

求，誠心所願。

【2023年8月1日】

從球員到籌備小組成員
鍾卓賢︱合一堂九龍堂

在本年舉辦的三人籃球賽中，回想自己曾經是以球員身分參加區會百周

年籃球比賽，到幾年後以籌備小組成員的身分，跟不同堂會的弟兄姐妹一同

統籌三人籃球賽，對於兩個身分在心態上的轉變便是我最大的感受。

當年身為球員的時候，為堂會爭取勝利就是最大的目標，所以每場比賽

球員們都會付出最大的努力拼搏。但當自己輸了比賽的時候，只是想著如何

增進球技，沒有太多機會跟其他堂會的球員建立關係。

到了今年自己以籌備小組成員的身分參與統籌三人籃球賽，最讓我感

動的是使用籃球這平台，將不同堂會的球員聚集一起，球員們比賽前有講有

笑，比賽時候大家落力拼搏，比賽後大家互相尊重，這三個畫面最讓我印象

深刻。現在雖是以統籌的身分去參與籃球事工，未能以球員身分參加比賽，

但我非常享受跟不同堂會的球員傾談交流。

懂不懂籃球，不重要吧！
黃貝貝︱香港志道堂

自我介紹一下，我是「不懂打籃球的Belle黃貝貝」，這是我自「二零
一二年區會籃球比賽」服事以來的自我介紹。可能你會好奇：「一個不懂打

籃球的人，為何會選擇參與籃球事工的服事，而且如何服事？」事實上，我

在二零零六至二零一一年期間，原本是參加區會信徒培育部的青展計劃，及

後加入青年小組服事。但在二零一一年，青年小組構思舉行一個接觸面更闊

的活動予區會青年，於是我們決定籌備已停辦多年的跨堂會籃球比賽。

我雖然沒打籃球，但也喜歡看某籃球動畫，因此也很投入整個籌備過

程，也嘗試在籌備小組中分擔一些自己有能力服事的工作，例如聯絡場地、

球隊、招募義工、購買物資、管理帳目等。

二零二三年的區會籃球友誼賽，是我第三次在區會籃球事工中服事。雖

然過了11年我仍然不懂打籃球，而且面對的挑戰（包括能夠委身的時間、
堂會人數下跌、青年文化轉變）比以往大了很多，困難重重，但自己在區會

的培訓及服事中成長，實在很想繼續在區會這第二個屬靈的家事奉，為堂會

提供招聚青年的平台，讓堂會在禾場撒種。這就是我仍然堅持於區會籃球事

工服事的動力。我深信只要願意，也能成為上帝合用的器皿。懂不懂籃球，

不重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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