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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梁元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 

 

 

崇基學院於 1951 年 10 月由香港基督教教會代表所創辦，是香港開

埠以來的第一所基督教中文高等學府，崇基學院的創辦就是繼承了國內

13 所基督教大學的辦學傳統。「崇基」的命名是取「崇奉基督為萬世師

表」之意。崇基學院的創校理想，不僅是要透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提供，

在中國大地發揚基督十架的精神，更是要尋求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

共融。 

 

1996 年 11 月，崇基學院成立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就是希望

繼續發揚基督教教育傳統、推廣宗教的學術研究和促進大學內的跨科合

作。自 2002 年起，研究中心跟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

所合辦兩年一度的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我們的目標是舉辦一個青年人

的會議，不僅僅是提供栽培及鍛煉的機會，而是希望透過這研討會，讓

有志於中國基督教研究的青年人能「繼承」、「接棒」，甚至是再進一步

能達至「取代」、「輪替」的意義。 

 

「繼承」、「接棒」是薪火相傳的意思，年青人的研究很多都是建基

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再發掘新的材料，務求能作更深入的研究。「取

代」、「輪替」的意思就更深刻了，是鼓勵年青人勇於變化和敢於對權威

挑戰的意思。中國基督教研究現已可說是百花齊放，我們期待年青學者

在學習的同時，敢於提出創新的方向、發掘更新鮮的題材及材料，甚至

是做出推陳出新的研究，為這範疇的研究帶來活潑的朝氣和一番新的景

象，這才是我們舉辦這個年青人會議的使命和願景。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已舉辦了五屆，

累計參加的人數已超過百人，他們有的仍在繼續進修，有的則已於國內

外及香港的大學或研究機構中擔任研究員、講師、副教授以至年青的教

授，他們無疑已在發揮「繼承」及「接棒」的意義。當中，他們有的甚

至已漸具大將之風，相信經多一點時間及經驗的浸淫，就能接力為「中

國基督教研究」這課題的研究帶來一片新氣象。我們辦的這個研討會已

經在慢慢的發揮它的功用，「繼承」及「接棒」已經算是勉強達到了，「取

代」和「輪替」亦是指日可待，我相信這應該是大家樂於期待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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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的年青學者研討會仍再次由研究中心及美國三藩市大學利

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聯合主辦，亦持續獲得香港何世明基金會及北

京中國學中心的贊助。在三位資深學者－美國紐約佩斯大學歷史系李榭

熙教授、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范麗珠教授及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

心楊劍龍教授的指導下，年青學者的論文經修訂後已大大提高了學術水

平和素質。於本論文集書出版之時，我謹代表崇基學院及研究中心再次

向合辦和贊助單位，以及三位指導教授致以深切的謝意。 

 

盼望這會議論文集的出版能使各年青學者以至對基督教研究感興

趣的讀者們有所裨益，更能為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帶來新的啟發、為他

們的研究注入新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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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劉忠明教授 

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中心在 2002 年 12 月與美國三藩市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

歷史研究所携手合辦第一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

討會，該次的研討會引起了很大的迴響，成功為中港台以至海外從事基

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學生及年青博士提供了溝通和交流的台

階。接下來，這研討會就成了一個兩年一度的經常性學術活動，為年青

的學術菁英提供一個持續的支援，亦成為學習、溝通和交流的平台，讓

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起分享研究中國基督教的心得，一起分享從事研究

的喜樂煩憂。 

 

2010 年 12 月 6 至 8 日的第五屆研討會獲得海內外年青學者的支持，

經過研究中心成員的評審後，共邀請了 28 位來自中國內地、台灣、美

國及香港的研究生及年青博士出席會議。中心仝人樂見年青一輩積極投

入到「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也為我們這個專為年青學者而

辦的研討會得到各界熱烈的支持而感到欣慰。 

 

會議上，各參加者都把握機會向中心邀請的三位資深教授－美國紐

約佩斯大學歷史系李榭熙教授、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范麗珠教授及上海師

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楊劍龍教授討教，三位教授在會議期間的講演

也為年青人樹立了楷模，開闊了年青學者的研究視野及觸角。 

 

一如往屆，這冊論文集紀錄了第五屆研討會的成果，選收了兩篇資

深學人的演講文章及十五篇年青學者的文章，題目涉獵宗教實踐與社會

基層、社會服務與文教事業和文化差異與身份認同等不同議題。 

 

各位年青學者的文章都在前輩學者的研究上再努力發掘新的視角

及方向，惟限於篇幅，此冊論文集只能收入部份年青學者的文章。評選

論文時，相關的委員及校外評審都感到不易取捨，故選出的作品都是選

題新穎和治學嚴謹的文章。雖有十多位年青研究者的文章未能輯錄於本

論文集中，但各位在研討會舉行期間都已獲得三位資深學者的指導並與

志同道合的其他年青學者一起分享和切磋了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心得，相

信總可算是受益匪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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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論文集出版之際，謹此再次感謝香港何世明基金會及北京中國學

中心贊助第五屆會議及此論文集的出版。更銘感三位資深學者於研討會

上給予年青學者循循善誘的指導和教誨，指出他們論文可改善之處，幫

助他們提升文章的研究水平。此外，與會文章經修訂後，中心另委託了

校外的學者擔任評審，以雙向匿名的方式選出其中較優秀的十五篇文章

及提供進一步的修訂意見，在此雖未能具名向評審致謝，我仍希望藉這

機會感謝他們為此論文集出版所作出的貢獻。最後，我亦感謝中心各成

員對印行這冊書的支持，尤其是三位副主任盧龍光教授、賴品超教授及

邢福增教授在評審文章期間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並梁頌茵小姐於會議後

的跟進及余麗雯小姐負責具體編輯的工作及瑣務。在此我再次代表中心

向他們致上深切的謝意。 

 

第六屆的年青學者研討會已於 2012 年 12 月於崇基學院舉行，而第

七屆的研討會亦將召開，盼研討會能成為年青學者互相砥礪的平台，亦

謹此祝願年青學人們於研究功課上順利推展，成果青出於藍，並讓中心

繼續為從事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年青人提供支援和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