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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的發展不僅加快了我們對知識的吸收，亦令不少青少年沉迷於其中，甚至影響了身心健康及學業的發

展。有鑑於此，教會也應該正視這個問題，並且促成教牧和家長之間的互相合作，讓青少年能夠建立正確的網

路使用態度。很多時候，我們可能開玩笑地聲稱自已對互聯網上癮了，但就最近的研究表明，網路成癮確實是

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若不正視，後果亦會非常嚴重。 在研究上，我們發現毒品或酒精成癮的症狀和對互聯網

產生的成瘾症狀是有所不同的，對身體依賴的狀態也有不同；因此，研究人員特别地將網路成癮分開稱為網路

成癮症（IAD-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在網路成癮症裡有很多不同的範疇，而我們在本文要探討的

只是其中一個範疇：遊戲成癮障礙或視頻遊戲成癮。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正研究把「打機成癮」正式列為心理疾病，是

繼賭博失調後，第二個可能會被醫學界納入行為失調的成癮疾病。《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是全世界許多

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在診斷精神疾病上的重要準則。根據 2013 年出版的手冊第五版，「打機成癮」是指一

個人持續不能控制自己的打機行為，以致損害日常生活，是屬於心理上的病態行為，需要正視。但我想提一下，

DSM-5 是引入了一個名為「互聯網遊戲成癮障礙」的類似診斷類別，是要作為「進一步研究的條件」，即這只是

暫定的試驗性定義，所以，在被認為是有效的診斷類別之前，還需要再進一步作研究（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PA]，

2013）。 這種試驗性疾病不適合臨床使用，因此，在 DSM-5 中還未有「遊戲成癮障礙」這個篇碼和診斷標準。

但是 ICD-11( 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版（簡稱 ICD-11），是聯合國專門機構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國際疾病分類 )，

已把「遊戲成癮障礙」列入它們的手冊中，成為一種成癮障礙，因此，我們會參照 ICD-11 和其他研究，包括

DSM-5 現在的新研究發展來討論＂遊戲成癮障礙＂這個題目。

 

當「過癮」變成「上癮」

    遊戲成癮障礙

林偉倫博士
學生事務主任及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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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注意到現在流行的視頻遊戲中有兩種主要的類型，所以，有兩種主要的視頻遊戲成癮類型。第一

類型是標準視頻遊戲，通常這些遊戲會被設計為由單個玩家自己單獨玩，並且涉及明確的目標或任務，例如拯

救公主等。這些遊戲中的成癮因素通常會與完成任務、擊敗高分或達到預設的標準有關。另一種類型的視頻遊戲

成癮的因素與在線多人遊戲相關聯。這些遊戲是與其他人在線上玩的，特別容易上癮，因為它們通常沒有結局。

而具有此類成癮的玩家通常都是喜歡創建並且暫時設計自已成為在線上的某種角色。他們經常與其他在線玩家建

立虛擬的關係，以逃避現實。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些社區可能是他們認為最受歡迎的地方，以致會花很多時間上

線而沉溺在這些遊戲中。

何謂電子遊戲 ( 打機 )

       電子遊戲是透過電子設備或平臺而進行的一種休閒娛樂方式，主要的電子遊戲平臺有：電腦、遊戲機 (PS、

Xbox、Wii) 、手提遊戲機 (PSP、NDS) 、和手提電話等。而電子遊戲種類包括有 :角色扮演、射擊類、賽車類、

智力類、運動類、動作及戰略、模擬戰略、養寵物類、格鬥類、驚慄類、混合種類…等等。

什麼導致視頻遊戲成癮？

       導致視頻遊戲成癮可有許多不同的原因。然而，視頻遊戲變得如此令人上癮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們的設

計。像其他任何試圖賺錢的人一樣，視頻遊戲設計師總是在尋找讓更多人玩遊戲的方法。他們通過製作一些具有

挑戰性，神秘感和滿足性的遊戲來實現這一個目標，讓你不斷重覆，要讓玩家不能輕易放棄。換句話說，遊戲玩

家想要達致遊戲成功，往往感覺遙不可及，但又身不由己，想要追尋更高的境界，發現更多的可能性，進入更多

的神秘地帶，務求達到更刺激和滿足的情緒狀態。在這方面，視頻遊戲成癮與另一種更廣泛認可的障礙非常相似：

賭博成癮。這與任何其他成癮的情况一樣，視頻遊戲成癮是有警告標誌的。如果您或您關心的人是狂熱的遊戲玩

家，那麼知道如何識別這些跡象是非常重要的。 根據伊利諾伊州成癮康復研究所的說法，這些症狀可以同時影

響到情緒和身體兩方面的功能。

「電玩成癮」的六個主要組成元素包括 : (Graffiths1998 & 2008)：

1.  顯著性（Salience）

2.  情緒調節轉變 (Mood modification)

3.  耐受性 (Tolerance)

4.  戒斷症狀 (Withdrawal symptoms)

5.  衝突 (Conflict) 

6.  復發 (Relapse)

視頻遊戲成癮的情緒症狀和影響包括：

1.  無法玩視頻遊戲時會有不安和 /或煩躁的感覺

2.  專注於之前在線活動的想法或對下一個在線遊戲的期侍

3.  向朋友或家人說謊所花費在玩視頻遊戲的時間

4.  與其他人隔離以便花更多時間玩遊戲

5.  情緒影響 : 抑鬱、孤獨、社交恐懼、羞恥感等…

視頻遊戲成癮的一些身體症狀和影響包括：

1.  疲勞

2.  由於過度集中或眼睛疲勞引起的偏頭痛

3.  過度使用控制器或計算機鼠標引起的腕管綜合症

4.  個人衛生差

5.  生理影響 : 患上掌汗腺炎、眼睛毛病、幻聽、Pac-man's Elbow 吃鬼肘、引致癲癇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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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遊戲成癮的一些社交行為影響包括：

1.  減少與家人朋友面對面溝通及相處的時間

2.  降低參與群體生活的興趣

3.  蹺課

4.  產生暴力傾向

5.  歪曲價值觀 ( 如：偷竊等 )

6.  自殺率提升

7.  惡化與家人之間的關係

視頻遊戲成癮的警示標誌包括：

1.  用遊戲逃離困難的生活情境

2.  隨著時間的推移，玩更長的時間

3.  跳過淋浴和用餐的日常生活需要

4.  工作或學校表現不佳

5.  隱藏遊戲活動

6.  在被迫停止遊戲時表現出惱怒的跡象和失控的情緒行為

視頻遊戲成癮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視頻遊戲成癮像任何其他強迫症一樣，視頻遊戲成癮可能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後果。雖然上面列出的大多數

症狀都有短期影響，但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長期影響。 例如，沉迷於視頻遊戲的人通常會避免

睡覺或吃正餐以繼續遊戲。雖然這種短期影響可能包括飢餓和疲勞，但最終可能導致睡眠障礙或與飲食有關的健

康問題。同樣，那些為了玩視頻遊戲而與他人隔離的人可能會錯過家庭活動，與朋友一起出遊或短期內的其他活

動。然而，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成癮者可能會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任何朋友。

從 CAGE 修改的視頻遊戲成癮篩查工具 : 

C 指的是「減量」CUTTING DOWN.

  您是否曾經嘗試減少您的手機／視頻遊戲使用量、進而控制使用時間？ 是 ___ 否 ___

A 指的是「生氣」ANGER.

  您是否當在手機／視頻遊戲使用時被對質而感到生氣？                是 ___ 否 ___  

G 指的是「罪疚感」GUILT.

  您是否曾經因為濫用手機／視頻遊戲的行為後而產生罪疚感？          是 ___ 否 ___

E 指的是「提神工具」EYE-OPENER.

  您是否曾在清晨將手機／視頻遊戲當作鎮定、提神工具，或藉手機／視頻遊戲讓自己「感覺好一些」？

     ( 包含 facebook、Ig 等社交平台 )                     是 ___ 否 ___     

   分數 :______________( 有一項或超過一項肯定的答案時，就需要進行專業的評估 )

當「過癮」變成「上癮」

       研究指出青少年容易因為網路過度使用以及沉溺在其中而形成視頻遊戲成癮的傾向，由於視頻遊戲成癮會讓

使用者難以自我控制，導致功能性的影響，包括人際關係、身心健康、學業成績及職業表現等，甚而導致物質成

癮、憂鬱、自殺、衝動行為、人格疾患及社交畏懼等精神病理之共病現象發生，可知視頻遊戲成癮議題普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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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青少年族群更顯得嚴重，

青少年視頻遊戲成癮者不僅失去

應有的個人、家庭、學業、工作、

人際及社交等功能，甚至出現伴

隨著的其他精神疾病。研究顯示

出過度使用視頻遊戲會造成個體

生活以及心智功能出現損害並且

呈現出對於視頻遊戲沉迷或負向

的行為問題，甚至影響生活而失

去功能，也會造成視頻遊戲成癮

者在認知和行為上出現不適應的

症狀，導致臨床上身心損害和憂

慮。所以，我在此鼓勵教會應該

正視這個問題，並且讓教牧同工

和會友之間彼此互相合作，讓更

多人能夠建立正確的網路和視頻

遊戲的認識和使用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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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名叫梁志勇，我是神召神學

院的全時間學生，今年也是我的畢業

年。這四年過得很快！還記得剛剛進

入神學院的時候，覺得很大壓力，因

為我完全不知道功課應怎樣完成，就

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這是因為我中

學時曾經誤入歧途，在小時候父母離

婚，而我就跟著媽媽離家，她也成為

家庭的經濟支柱。故此，媽媽沒有太

梁志勇
神學學士

在神裡面尋找夢想

多時間與我相處，所以我經常和一些「壞同學」一起，升中學後更

加入黑社會，打架、食煙、吸毒等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情，直到

中四要留級的時候，我認識了一位老師，他是我的通識科老師。我

覺得他對學生很有愛心，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一般老師不會和我

們這些「壞學生」說話，更加不用說會來關心我們，相反，他會很

主動地關心我們，記得他曾問了我一條問題：「你加入了黑社會那

麼久，有沒有發現你在當中有些「好彩」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有人

在後面給你改過的機會，甚至保護著你？」當時我想了一想，好像

也是！就是這樣我信了耶穌！無奈我中一到中四也沒有好好讀書，

所以中學會考的時候只是拿了兩分，可是我願意順服神的呼召，入

神學院接受裝備。在剛剛進入神學院時，每當面對做功課這個困難

時，真的很想立刻退學，可是神卻給了很多人來幫助我。例如學院

的老師、同學，還有教會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同學更主動坐在我身

旁，慢慢教我如何做功課，在這個過程裡面，雖然是辛苦，亦出現

無限次放棄的念頭，但當日子一日一日過去的時候，我慢慢開始懂

得如何做功課，到第二年，我開始可以自己做功課，不需要有人坐

在我旁一對一地教我做功課，甚至開始有老師讚我的功課做得好，

並鼓勵我不要因為自己的過去而否定今天的自己。因為我從小到大

未曾被老師讚賞過，在神學院卻是我第一次被老師稱讚功課做得好

的地方！回想在入學的時候，我會因為自己的過去而感到自卑，但

當我被老師稱讚和鼓勵時，我不單得到別人的肯定，更重要的是我

找到神對我的肯定，並從自己身上看見一個神恩典的記號！因著這

樣的鼓勵，我的 GPA ( 平均積分 ) 由第一年開始直到第三年都一直

都保持在 3.2 或以上，我並不是說自己有多利害，而是想述說神有

多麼利害。我在香港的教育制度裡面，我可能是一個失敗者，但我

在神的國度裡面我則是一個成功者！是神由第一年用火柱雲柱帶領

我，走到今天進入第四年的畢業年，雖然過程是十分辛苦，但在當

中我看見很多神蹟，我要將這榮耀歸給耶穌。而神也呼召我在未來，

要藉著這個經歷，來幫助母校的師弟師妹，鼓勵他們在神裡面尋找

夢想，因為「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書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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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民國是近代中國面臨前所未有巨變的時期，在汗牛充棟的中國教會史研究著作書叢裡，向來

不乏以這段時期為時間選段的討論。舉凡西方列強的侵略、政體和制度的劇變、各種新思潮的突現和

激盪，在顯明這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面對晚清的天朝崩落乃至民初的內憂外患，對稍有良知者而

言實難置身事外，這些人士裡也包含相當數量的中國基督徒。這些基督徒面對時代所發出的回應留下

許多文字著述，從中可發現其討論的議題涵蓋人權、民主、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經濟、革命、戰爭

等各方面，顯見均面向公共，可謂是漢語世界最早的「公共神學」。殊為可惜的是，前者付出的努力

在早前往往被教內保守人士輕易以「新派」的標籤予以否定，其論述內容也因此被忽略。然而對治史

者而言，這段時期百花齊放的種種言論卻是值得研究、值得詮釋的題材，乃因其建設性、原創性令人

難以忽視。與此同時，五旬宗被當時的基督徒知識份子視為所謂「屬靈派」的一份子，「屬靈派」並

非恭維之詞，而是在譏諷其對於公共事務採取的抽離態度。其實這也是許多中國教會史研究者的共識。

不過筆者在偶然情況下，翻閱、耙梳手邊早前取得 1926-1928 的《神召（會）月刊》以及 1935-1938

的《靈音月刊》時，發現某些撰稿者對當時發生於教內教外的若干事件並非置若罔聞，而且提出不少

頗有見地的評論，從一些文章裡也充分反映這些五旬宗筆陣並非胸無點墨者，足以挑戰過去對中國五

旬宗信徒抽離社會關懷的刻板印象。

      前揭報刊的許多撰述顯示，當年若干中國五旬宗人士具備將社會與靈性結合起來的整全觀點，雖

然這應是來自外部的影響（民國初年中國基督教界的氛圍），但無可否認其關注的諸多議題確實面向

公共領域，明顯有別於所謂「屬靈派」普遍採取的離地態度。這些五旬宗人士關注的議題主要包括教

會自立與本色化、帝國主義、國族意識、社會改革等，同時以此為切入點，在國族、社會話語裡找出

自己的生存位置，並力求能從中國基督教界的邊緣地位往核心靠攏。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某些言論甚

至對於社會福音以及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所推動含有社會福音底蘊的「五年奮進運動」表示正面立場，

更有作者引艾迪、賀川豐彥甚至甘地等人為改造社會的典範。就此而言，顯然與所謂「屬靈派」的認

知大異其趣。當然，就整體而論，認信仍為其主要關懷，社會改革是達致福音化的途徑而非目的，且

在政治立場上偏向保守，未見當時某些主張相關論述的中國基督徒的左傾思維。不過，這些對於時代

做出回應的五旬宗論述並未成為圈內主流，1949 年以前的中國五旬宗信徒關懷公共事務者與主流教會

相較之下實屬罕見，這與其整體社經地位、教育程度以及五旬節運動的信仰訴求有莫大關連。雖然如

此，前述文獻也顯示民國時期的中國五旬宗人士擁有若干勤於筆耕的健筆，在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的歷

史長廊迴盪著曾經出現的公共神學聲音，縱然微弱，但值得今日的我們側耳傾聽，並激發我輩二十一

世紀的五旬宗篤信者在面對此時此地的社會處境時，思考該如何發聲，進而建立一套當代的五旬宗公

共神學論述。本文的寫作應該是當前中國五旬節運動歷史研究首次碰觸的議題，期待各位撥冗惠讀。

中國五旬宗信仰者的時代回應：

以《神召（會）月刊》和《靈音月刊》為核心

                        《五旬宗華文研究期刊》創刊號及第二期期刊現已可以在
神召神學院網址 ：www.ets.edu.hk，或直接在這個網址：cjps.ets.edu.hk 可以免費閱讀

葉先秦博士

五旬宗華文研究期刊 ( 第二期 )

 文章簡介

全文，請到網址：cjps.ets.edu.hk 閱讀



      記 得 初 入 神 召 時 已 滿 心 期 待 著 浸 泡 在 神 學 知 識 的 海 洋 中。

然 後 有 一 天， 在 課 堂 上 聽 見 老 師 提 到「 神 學 就 是 學 神 」 後， 我

就 明 白 了 再 多 的 神 學 知 識 也 不 及 行 出 真 理 般 重 要 和 有 意 義。 四

年 的 學 習 時 間 如 白 駒 過 隙， 留 在 腦 海 中 的 記 憶 除 了 是 一 些 深 刻

的 學 習 外， 老 師 們 在 課 堂 上 語 重 心 長 地 分 享 生 命 歷 程 和 牧 會 體

驗 更 是 珍 貴 的 回 憶。 在 這 幾 年 的 學 習 中， 我 學 習 到 許 多 聖 經 中

的 智 慧 和 原 則， 以 及 如 何 以 智 慧 判 斷 事 物。 此 外， 我 又 學 習 到

堅 忍。 在 學 習 的 過 程 中 縱 然 因 壓 力 和 恐 懼 而 想 放 棄， 但 最 後 卻                                                                      

戰戰兢兢地倚靠著主克服了這一切的恐懼。我感覺主在琢磨我，使我

的內心變得更堅固。最後，我學習到的一個最重要的功課就是如何

靠主重新。回想自己入讀神召神學院之前開始進入了人生和信仰的

低朝。幸好我入讀了神學院，主透過課堂的教導勉勵我不憑感覺地

去繼續持守向前的信心，我相信這就是上帝給我的功課。然後我發

現，真正能救我的其實不是神學，而是對主的信心，因為「信心就

是所望之事的實底」（希 11:1）。就如約伯在苦難中仍與神對話般，

吳碧嬋  

道學碩士 (2018)

讀神學的得著：

香港神學生聯禱會會員

神召神學院學生自治會會員

上帝最終亦向我證明衪並沒有離棄過我，正如祂沒有離開過約伯一樣。我感覺自己就如拉撒路般，我的信心得到了

復活，而且這份對上帝的信心猶勝從前。

伍麗明
神學學士

      大家好，我是神召神學院 2019 年畢業班的同學 - 伍麗明，是本年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剛好神召神學院也是 2018-2019

年度香港神學生聯禱會的主席學院，所以我也擔當了聯禱會主席。 

耶和華善待等候他的和心裡尋求他的人。( 耶利米哀歌 3:25)

       我在 18 歲時決志信耶穌，當時神已呼召我作全時間事奉，可是因我仍是學生，牧者建議畢業後工作一段時間再考慮。 
畢業後，工作首兩年相當不如意，但在教會的事奉卻一直在進步，並成為領袖。當時蒙召的心一直非常強烈，也曾疑惑自
己是否因著工作的不順境而回到教會逃避。然而神賜了一個與我同心同行的丈夫，明白和肯定我的呼召，鼓勵我要竭力事
奉神、等候神合適的時間進神學院裝備。後來我到了一間傳統教會任幹事，不久主任牧師便主動提出推薦我進神學院，最
後更選擇到神召神學院接受裝備，原來在神裡，能把等候了 9 年入讀神學的門，可這樣輕輕地打開，Yeah ！

      在神學院裝備期間，天父透過老師以生命和講學不斷建立、造就我的生命，聖靈更指引我事奉的方向。而我在學期間
轉任於一間英文教會半職事奉，教會在時間和金錢上也支持我全時間裝備。由進神學院前一分錢學費也沒有預備，到如今
快將畢業，一切天父都一一供應，一無所缺，感謝神！

      誠然，今年我擔任了兩會主席，是一個好機會學習領導、待人接物並與聖靈同工。香港神學生聯禱會是由 16 間香港神
學院的同學代表聚集一起，籌備每年舉辦神學生聯禱日和神學生日的群體，由於大家都來自不同宗派，當主席前，也曾擔
心會否因著大家宗派不同，在討論事情上能否取得共識？所以我一直禱告神把合一放在我們當中，感謝神應允了禱告。就
如當我們討論到一些涉及神學觀念和禮儀有不同理解的時候，一些傳統宗派神學院的代表則認為彰顯在基督裏的合一，才
是我們最首要的考慮，而不是強調各宗派禮儀傳統。這讓我感受到眾神學院的代表願意首先把基督合一為生命重點，並由
我們代表開始相愛合一，再感染彼此院校的同學。並且在每月會議和聯禱日，16 間神學院的同學合一地禱告、事奉和交流，
令我感受到基督的愛與恩典！

       最後，在此要感謝學院的老師、同學們的愛與包容，並感謝本屆自治會的成員竭力與我一起事奉。更感謝天父對我的
看顧，盼望自己的生命能榮神益人、滿有聖靈大能，並將福音傳給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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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 年 6 月 25 日客席講師卓
    秀蘭牧師於建道神學院榮獲教
    牧學博士學位，本院仝人恭
    賀。

2.  8 月 27 至 29 日為本院開
    學營，講員為 Dr. Vee 及
     Dr. Julie Fuentes，講題
    為 「復原力與屬靈成長」，
     另有舉行小型音樂會，讓師
     生的身心靈得飽足。

3.  10 月 5 日月會邀請
   「Hot Culture 」創辦        
    人高皓正先生來與大
    家分享藝人的生命見
    證。

4.  10 月 9 日舉行異象分享晚宴，當天大約有 180 多人出席，並
     籌得約有 ( 已收及認獻 ) HK$1,100,000。學院仝人非常感謝主
     內肢體支持，一同達成學院使命，願一切榮耀歸予大能的上帝。

5. 10 月 26 日參觀沙田
    舊校址，師生同樂認
    識舊校的神學生生活。

6.  12 月 7 日 月會邀請到基督恩典教會堂主任梁雪明 Gloria 牧
     師來與大家分享。

7.  12 月 2 日將在第一神召會禮拜堂舉行第六十七次畢
     業典禮，是次將有 22 位學生畢業。

神召神學院禱告事項
1.  2018-19 新學年已開始，上 
    學期新生共有 6 人，求主賜 
    予智慧和能力給同學、老師
    和同工，面對一切的挑戰和
    困難。

2.  感謝主！院牧劉惠蓮牧師
     已得到上帝醫治，身體日漸
     康服，見證上帝的大能。 

3.  感謝主！神學五旬宗期刊第
     二版已出版，求主使用，能
     祝福造就更多人。

3.  感謝主！異象分享晚宴已在
     恩典中完結，求天父報答支
     持者、校友、同事和同學的
     擺上和勞力。

4.  請為同學、老師、同工的
     身體禱告，保守眾人身心靈
     健壯。

神召神學院財政報告

收入 
課程收入       $1,694,047
教會奉獻          $388,661
五旬宗研究中心          $385,000
個人奉獻                      $224,491
獎學金奉獻          $211,232
神召事工有限公司      $200,000
其他收入          $137,619
宿費收入                      $114,390
神召之友奉獻            $107,700
籌款收入            $42,800
英文延伸部            $20,250
中文延伸部                   $6,250
中國事工              $1,600
總收入                     $3,534,040 
 

支出 
講師及同工薪津       $2,196,647
行政開支             $398,487
五旬宗研究中心          $342,000
客席講師費          $240,600
設施開支          $210,684
頒發獎學金          $147,960
中國事工            $38,658
籌款開支            $33,418
英文延伸部            $15,000
海外遙距課程               $5,000
總支出                     $3,628,454 
 
不敷                   ($94,414.00)

2018 年 1 月至 9 月

學 院 近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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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及機構奉獻          HK$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250,000.00 
神召會禮拜堂                           $71,000.00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70,000.00 
San Ho Enterprises Ltd.             $70,000.00 
竹園區神召會                           $60,000.00 
香港基督教使徒信心會             $39,307.98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             $35,000.00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30,000.00 
華惠神召會                           $20,000.00 
Ark Associates Limited             $20,000.00 
港九培靈研經會                           $18,500.00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18,000.00 
神召會友愛堂                           $16,000.00 
竹園區神召會高山堂             $12,000.00 
竹園區神召會坑口堂             $12,000.00 
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紀念堂       $12,000.00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11,800.00 
神召會聖光堂              $10,000.00 
神召會屯門堂              $10,000.00 
神召會石硤尾堂   $8,958.00 
神召會香港區總議會有限公司     $8,000.00 
BMF Scholarship International Inc.        $7,732.30 
華南基督教四方福音會               $7,200.00 
五旬節聖潔會西貢堂               $6,556.00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佐敦堂         $6,000.00 
基督教福臨教會                             $4,928.40 
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               $3,600.00 
基督教迦勒保健中心               $3,000.00 
神召會屏山堂                             $2,500.00 
基督教中華完備救恩會佐敦堂     $2,000.00 
神召會天澤堂                             $2,000.00 
合計                                       $848,082.68 
 

徵信錄
二零一八年一月至九月

院董會成員：鍾復安牧師(署理主席)  孫其達牧師   楊學明牧師   梁舜安牧師   劉惠蓮牧師   呂必強牧師   溫嘉理牧師

院長:張德明牧師  署理教務長及註冊主任：李天鈞博士  學生事務主任及輔導主任：林偉倫博士   五旬宗研究中心主任: 王生堅博士  

實習主任及教關部主任：陳國恩博士  國際部主任：Dr. Vee Davidson

 本院為亞太神學協會(APTA: Asia Pacific Theological Association)的檢定學院(Accredited School)及亞洲神學協會(ATA: 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附屬會員

院訊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張德明院長  編輯及設計：譚錦瑩

個人奉獻 HK$

無名氏                $52,770.00 
鄭靜雯                $30,000.00 
李木永                $20,000.00 
Lee Kin Man $13,500.00 
賀穎                $12,000.00 
陳炳炎                $10,000.00 
劉惠蘭                $10,000.00 
Lau Kwok Leung    $9,000.00 
Ng Chun Bong    $9,000.00 
Ng Tsz Ling    $9,000.00 
Yan Ho Yip Alan    $9,000.00 
陸美鳳                  $9,000.00 
黃漢輝                  $7,000.00 
李林綺芬    $6,000.00 
羅慶輝                   $6,000.00 
梁秀娟                  $5,000.00 
陳德錦                  $5,000.00 
蔡仁順                  $5,000.00 
馬艷萍                  $4,500.00 
李秀                  $4,000.00 
羅慶夫婦    $4,000.00 
郭偉傑                  $3,600.00 
梁耀光                  $3,300.00 
Lau Kwong Ho    $3,000.00 
李一新                    $3,000.00 
阮卓輝                  $3,000.00 
林紅梅                  $3,000.00 
陳國恩                  $3,000.00 
Ng Pui Shan    $2,700.00 
Ng Woon Tai    $2,700.00 
Tong Fung Yi    $2,400.00 
陳綺玲 , 黃濟宇    $2,400.00 
呂必強                  $2,000.00 

Chan Pui Yee    $1,800.00 
Cheng Yee Yu       $1,800.00 

合計

Siu Choi Ching   $1,800.00 
胡滿輝              $1,800.00 
郭梁麗賢           $1,800.00 
黃就明              $1,800.00 
梁家豪              $1,500.00 
陳恩容              $1,500.00 
周僖儀              $1,200.00 
區芷棠              $1,200.00 
梁劉桂芬           $1,100.00 
鄭懿君              $1,000.00 
Chan Ling Ling  $900.00 
Chow Hon Ping  $900.00 
Kong Ming Mei  $900.00 
Leung Fuk Choi  $900.00 
Lung Wai Lun   $900.00 
溫鳳鳴   $900.00 
陳力時   $700.00 
蕭偉棠   $600.00 
吳杏秋   $500.00 
李志忠   $500.00 
李淑萍   $500.00 
蔡家銳夫婦  $500.00 
黎潤芬     $500.00 
Shrestha Rawanti  $300.00 
莫燕萍                 $300.00 
魏秋美                 $300.00 
戚雪萍                 $200.00 
鄺志傑       $150.00 
Chan Man Ting   $100.00 
曹鴻輝                 $100.00 
許慧軒                 $100.00 
劉政平                 $100.00 
鍾達                 $100.00 
溫秀貞                   $50.00 

                        $303,170.00 

 

1.  恭賀學生吳儀珠於本年 4 月 1 日按立為神

      召會元朗錦光堂牧師。

2.  本院老師陳國恩博士太太已本年 6 月 15 日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陳老師一家。

3.  恭賀本院老李天鈞博士與校友彭婉碧於本

     年 7 月 7 日新婚之喜。

學生、校友、同工近況

4.  歡迎新同工梁惠妮姊妹於 8 月加 

     入學院大家庭，並擔任接待員和

     行政助理，服事學院師生。

5.  恭賀校友黃啟榮和太太於 9 月

     26 日增添一名小女兒，名叫黃

    心悅，求主祝福小孩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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