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香港教育早年發展史從香港教育早年發展史從香港教育早年發展史從香港教育早年發展史從香港教育早年發展史從香港教育早年發展史從香港教育早年發展史從香港教育早年發展史        

看宗教團體扮演的角色看宗教團體扮演的角色看宗教團體扮演的角色看宗教團體扮演的角色看宗教團體扮演的角色看宗教團體扮演的角色看宗教團體扮演的角色看宗教團體扮演的角色        

  
  

香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何景安何景安何景安何景安何景安何景安何景安何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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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傳統以來一直十分注意教育工作， 

這在歐洲如此，傳教士來華之後亦如是。  

教育工作是福音傳播的重要管道與方式。 

早年歐洲各大學幾乎均由基督宗教所興辦，最初為
培育神職人員，教學內涵與宗教精神是緊緊結合。
隨著傳教士至世界各地也將教育植入各地。 

部分歐洲國家後來要求教育世俗化，例如1905年法 

國議會通過政教分離法案，宗教辦學依然積極，對 

教育作出有益貢獻。 

在香港，宗教團體辦學表現更為突出。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香港有多方面宗教團體辦學香港有多方面宗教團體辦學香港有多方面宗教團體辦學香港有多方面宗教團體辦學香港有多方面宗教團體辦學香港有多方面宗教團體辦學香港有多方面宗教團體辦學香港有多方面宗教團體辦學        

目前香港的六大宗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伊斯蘭教   孔教 

在香港都熱心開辦學校在香港都熱心開辦學校在香港都熱心開辦學校在香港都熱心開辦學校    
區別在數量多寡和開辦先後區別在數量多寡和開辦先後區別在數量多寡和開辦先後區別在數量多寡和開辦先後    



  

香港最早的教育始於何時香港最早的教育始於何時香港最早的教育始於何時香港最早的教育始於何時香港最早的教育始於何時香港最早的教育始於何時香港最早的教育始於何時香港最早的教育始於何時？？？？？？？？        

            18431843年香港有第一所教會學校年香港有第一所教會學校：：英華書院英華書院，，比比  

18441844年英國基督教循道公會女傳教士在寧波創建中國第一所年英國基督教循道公會女傳教士在寧波創建中國第一所  

寧波女塾寧波女塾，，18451845年在寧波辦年在寧波辦崇信學校崇信學校（（由美國北長老會傳教由美國北長老會傳教  

士麥嘉締士麥嘉締D B D B MccarteeMccartee創辦創辦））和在和在18501850年於上海設立徐匯公年於上海設立徐匯公  

學更早學更早。。但英華書院並不是香港最早的學校但英華書院並不是香港最早的學校。。  

上海徐匯公學上海徐匯公學上海徐匯公學上海徐匯公學上海徐匯公學上海徐匯公學上海徐匯公學上海徐匯公學        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馬六甲的英華書院        



  

香港教育香港教育香港教育香港教育香港教育香港教育香港教育香港教育    史史史史史史史史有記載始於宋代有記載始於宋代有記載始於宋代有記載始於宋代有記載始於宋代有記載始於宋代有記載始於宋代有記載始於宋代        

 

有史可尋的錦田力灜書院有史可尋的錦田力灜書院  

上水廖萬石堂上水廖萬石堂  

錦田周王二公書院錦田周王二公書院  



  

                                                                                                                                  書塾遍佈新界書塾遍佈新界書塾遍佈新界書塾遍佈新界書塾遍佈新界書塾遍佈新界書塾遍佈新界書塾遍佈新界        
著名的書塾有錦田二帝書院、沙頭 

角鏡蓉書屋 及靜觀家塾 、龍躍頭 

善述書室、屏山覲廷書室等等。 

2）鏡蓉書屋 

1） 二帝書院 

3） 靜觀家塾  

4） 善述書室 

5） 覲廷書室 



  

          

     

書塾八大書塾八大書塾八大書塾八大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三：三字經，千：千字文，增：增廣賢文， 
幼：幼學瓊林，弟：弟子規，百：百家姓， 

聲：聲律啟蒙，龍：龍文鞭影。 
其中《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
合稱「三百千」，是書塾的最基本課程。 

千字文 

民國初年改編的三字經 

 

新版三字經 



  

香港新型學校始於香港新型學校始於""洋學洋學""  

馬禮遜自畫像馬禮遜自畫像馬禮遜自畫像馬禮遜自畫像馬禮遜自畫像馬禮遜自畫像馬禮遜自畫像馬禮遜自畫像（（（（（（（（17821782––

18341834））））））））曾將曾將曾將曾將曾將曾將曾將曾將《《《《《《《《聖經聖經聖經聖經聖經聖經聖經聖經》》》》》》》》譯成中譯成中譯成中譯成中譯成中譯成中譯成中譯成中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又編撰又編撰又編撰又編撰又編撰又編撰又編撰又編撰《《《《《《《《華英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        

最早來港辦學的西方教育團最早來港辦學的西方教育團最早來港辦學的西方教育團最早來港辦學的西方教育團最早來港辦學的西方教育團最早來港辦學的西方教育團最早來港辦學的西方教育團最早來港辦學的西方教育團

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該會該會該會該會該會該會該會該會

為紀念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為紀念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為紀念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為紀念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為紀念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為紀念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為紀念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為紀念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

傳教士馬禮遜於傳教士馬禮遜於傳教士馬禮遜於傳教士馬禮遜於傳教士馬禮遜於傳教士馬禮遜於傳教士馬禮遜於傳教士馬禮遜於18351835年在廣年在廣年在廣年在廣年在廣年在廣年在廣年在廣

州成立州成立州成立州成立州成立州成立州成立州成立。。。。。。。。18391839        

年在澳門創辦馬禮遜書塾年在澳門創辦馬禮遜書塾年在澳門創辦馬禮遜書塾年在澳門創辦馬禮遜書塾年在澳門創辦馬禮遜書塾年在澳門創辦馬禮遜書塾年在澳門創辦馬禮遜書塾年在澳門創辦馬禮遜書塾，，，，，，，，

18421842年遷港改名為馬禮遜書年遷港改名為馬禮遜書年遷港改名為馬禮遜書年遷港改名為馬禮遜書年遷港改名為馬禮遜書年遷港改名為馬禮遜書年遷港改名為馬禮遜書年遷港改名為馬禮遜書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是香港最早的是香港最早的是香港最早的是香港最早的是香港最早的是香港最早的是香港最早的是香港最早的““洋學洋學洋學洋學洋學洋學洋學洋學””。。。。。。。。

18431843年倫敦傳道會將馬六甲年倫敦傳道會將馬六甲年倫敦傳道會將馬六甲年倫敦傳道會將馬六甲年倫敦傳道會將馬六甲年倫敦傳道會將馬六甲年倫敦傳道會將馬六甲年倫敦傳道會將馬六甲

的英華書院遷香港的英華書院遷香港的英華書院遷香港的英華書院遷香港的英華書院遷香港的英華書院遷香港的英華書院遷香港的英華書院遷香港。。。。。。。。        
        



  

    

最早來香港傳教和辦學的最早來香港傳教和辦學的最早來香港傳教和辦學的最早來香港傳教和辦學的最早來香港傳教和辦學的最早來香港傳教和辦學的最早來香港傳教和辦學的最早來香港傳教和辦學的        

傳教士傳教士傳教士傳教士傳教士傳教士傳教士傳教士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  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士丹頓士丹頓士丹頓士丹頓士丹頓士丹頓士丹頓士丹頓        

  

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18151815––18971897））））））））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        

                                                            18401840年起任年起任年起任年起任年起任年起任年起任年起任  英華書院校長英華書院校長英華書院校長英華書院校長英華書院校長英華書院校長英華書院校長英華書院校長，，，，，，，，        
                                                      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        

士丹頓牧師士丹頓牧師士丹頓牧師士丹頓牧師士丹頓牧師士丹頓牧師士丹頓牧師士丹頓牧師      中華聖公會香港教區中華聖公會香港教區中華聖公會香港教區中華聖公會香港教區中華聖公會香港教區中華聖公會香港教區中華聖公會香港教區中華聖公會香港教區        

第一任會長第一任會長第一任會長第一任會長第一任會長第一任會長第一任會長第一任會長、、、、、、、、聖保羅書院創辦人之聖保羅書院創辦人之聖保羅書院創辦人之聖保羅書院創辦人之聖保羅書院創辦人之聖保羅書院創辦人之聖保羅書院創辦人之聖保羅書院創辦人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他在他在他在他在他在他在他在他在18511851年創立聖保羅書院年創立聖保羅書院年創立聖保羅書院年創立聖保羅書院年創立聖保羅書院年創立聖保羅書院年創立聖保羅書院年創立聖保羅書院        

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理雅各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雅各雅各雅各雅各雅各雅各雅各雅各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宗教教育世俗宗教教育世俗宗教教育世俗宗教教育世俗宗教教育世俗宗教教育世俗宗教教育世俗宗教教育世俗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1860年，香港教育委員會改組為 

教育局，理雅各是教育局委員，大 

力推崇世俗教育。在理雅各的推動 

下，香港教育事業的重點從19世紀 

60年代起始由宗教教育轉向世俗教 

育。1862年，中央書院正式開學，標誌著香港 

教育事業把重點轉向了世俗教育。中央書院首 

任校長由史釗活擔任。史釗活承襲了理雅各的 

世俗教育主張，並付之於實踐。  



  

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宗教中國宗教中國宗教中國宗教中國宗教中國宗教中國宗教中國宗教中國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中國文化以儒學為 

支柱，中國宗教「儒 

釋道」相浸染，都打 

上了 「敬天法祖重 

社稷」 的烙印，強 

調維繫現存世界， 

並理性地適應現存 

世界。  

  19世紀以來，香港 

各種宗教進行「中 

國化」和的「本色 

教會運動」，從文 

化層面來講，都企 

圖尋求與儒學的共 

同點，進行「儒化 

  宗教」的嘗試。  



  

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外傳宗教宗教宗教宗教宗教宗教宗教宗教中國化中國化中國化中國化中國化中國化中國化中國化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1582年，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到 

達澳門，後再進入中國，利瑪竇 

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 

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 

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利瑪竇神父生前主張許多適應 

中國傳道做法（包括天主教儒學化，允許教徒 

祭祖敬孔），在多年後獲接納。 

 

 



  

""教會學校作用並不單在傳教教會學校作用並不單在傳教教會學校作用並不單在傳教教會學校作用並不單在傳教教會學校作用並不單在傳教教會學校作用並不單在傳教教會學校作用並不單在傳教教會學校作用並不單在傳教，，，，，，，，        

而是要使學生成為社會領袖而是要使學生成為社會領袖而是要使學生成為社會領袖而是要使學生成為社會領袖而是要使學生成為社會領袖而是要使學生成為社會領袖而是要使學生成為社會領袖而是要使學生成為社會領袖""        
  著名傳教士、基督教教育家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1836-1908年)，他初到中國的 

  第一年，潛心苦學中文並了解中國文化。 

  他在1882年創立中國第一所現代 大學， 

  定名為“文會館”（Tengchow College），取以 

  文會友的意思(後成為齊魯大學一部分)。 

 

  1890年他說：“真正的教會學校，其作用並不單在
傳教，使學生受洗入教。他們看得更遠，他們要
進而給入教的學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訓練，……使
學生成為一般民眾的先生和領袖。” 



  

                                                                                

   
香港特別行政區宗教是融合了中西方
兩種不同文化的多元宗教。 
 

在香港特區教育發展進程中，香港特
區主流宗教發揮了獨特作用。 
 

香港的宗教與社會相適應的經驗， 
值得中國內地比較研究和參考。  

 

香港主流宗教在教育上具獨特作用香港主流宗教在教育上具獨特作用香港主流宗教在教育上具獨特作用香港主流宗教在教育上具獨特作用    



  

各類宗教義學的特色各類宗教義學的特色各類宗教義學的特色各類宗教義學的特色各類宗教義學的特色各類宗教義學的特色各類宗教義學的特色各類宗教義學的特色        

１）義學的校址多數是設立在寺院內或社團附
近，學生都是最貧窮的基層大眾，費用全免。 

２）義學的校監多是由主持或首長兼任，並大部
份是女性。 

３）義學的擔任教師者多數是由有志獻身教育的
女教徒出任。 

４）義學的教育方針除了灌輸了學科（國文與數
學等）的知識外，也會有宗教的德性培育的薰
陶。 

５）因為宗教社團有了開辦義學的經驗和成績，
奠定了後來設立各類宗教學校的基礎。 
 



  

在宗教學校帶動下，書塾紛紛改為新型在宗教學校帶動下，書塾紛紛改為新型
學校，又增辦社團學校、開辦義學學校，又增辦社團學校、開辦義學

  

孔聖堂中學

文
武
廟
義
學

許多佛教等義學開辦，如：青山佛教義學
、佛教光明義學、香港佛學會平民義學、道
慈佛社義學、佛教大光義學、佛教志蓮義學
、中華佛教義學、佛教慈航義學等

孔
聖
堂
義
學



  

    

 

中文書塾師生合照

學塾漸被新型學校代替

聖保羅書院的畢業生

http://www.singtaonet.com/global/wg/wg8/200605/t20060511_210463.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SPC_badge.gif


  

教會教育對現代教育的貢獻教會教育對現代教育的貢獻

教會教育對於促進我國普通教育、高等
教育、女子教育的發展，對於傳播西
學和西藝，對於刺激中國、香港學校
教育質量的提高，和中國、香港現代
教育革新運動的產生和發展，都起過
積極作用。

   包括從教育管理模式：分級制度、班
級授課、教學內容和方法、考試及考
查，放寒暑假等，都首先通過教會學
校引進。



  

宗教教育對教育近代化宗教教育對教育近代化
具重要作用具重要作用

 教會學校是近代中國教育的一個特
殊成分，由於這些學校（尤其是其
中的新教基督教學校）在辦學方式
、教學內容等方面都不同於中國傳
統的學校，並且非常重視女子教育
，所以它在中國教育的近代化上，
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香港特區教會團體為適應社會需要
，承擔起在各個社區開設不同類型學校
的使命，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職
業學校、成人教育、特殊學校等。

     香港特區共辦各類中小學、幼稚園達
2000 多所，全港學生總數約 120 萬人，
六大宗教學生人數佔總數約一半左右。

香港宗教團體辦學簡況



  

六大宗教辦學學校的約數六大宗教辦學學校的約數
（資料來源：昌家立《（資料來源：昌家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與教育》，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與教育》，

與實際或略有出入，僅供參考。與實際或略有出入，僅供參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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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數值雖或有差異，但可確定的
是：天主教與基督教辦理的學校
佔全部宗教學校的大多數。



  

宗教團體辦學所佔學生比例大宗教團體辦學所佔學生比例大

戰後初期開辦的津貼學校有不少是由傳教士或南來
移民中的華人基督徒開辦的。

而 22 所歷史悠久的補助學校差不多都是在 19 世紀
或 20 世紀初由傳教士創辦的。

天主教香港特區教區辦的學校就讀學生約逾 30 萬人
，約佔全港學生四分之一。

基督教辦學就讀學生也佔全港學生逾四分之一。

其他宗教團體學校也在 20 世紀中期之後陸續興辦。
使宗教辦學所佔學生佔全港學生逾二分之一。 



  

教會學校歷史悠久教會學校歷史悠久
18431843 英華書院英華書院
18511851 聖保羅書院聖保羅書院
18541854 聖保祿書院聖保祿書院
18601860 嘉諾撒聖心書院嘉諾撒聖心書院
        女拔萃女拔萃
18691869男拔萃男拔萃
18701870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18751875 聖若瑟書聖若瑟書
院院
18881888培道培道
18891889培正培正
18971897培英培英
19001900 英華女校英華女校

    聖保祿書院聖保祿書院
的現貌（圖左）的現貌（圖左）
和和 18681868 年校舍年校舍

英華書院在英華書院在 18531853 年年
  出版的中文刊物出版的中文刊物

  

         
     



  

  
          

18751875 年和今天的聖約瑟書年和今天的聖約瑟書
院院

教會最早在香港開辦新型的學校教會最早在香港開辦新型的學校

18511851年中環鐵年中環鐵

崗崗  
        聖保羅書聖保羅書
院院

      19001900年的英華女校年的英華女校
（上：西摩道，右：般含道）（上：西摩道，右：般含道）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SPC_badge.gi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HK_YWG-logo.jpg&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Sjc_badge.gif&variant=zh-hk


  

1900 年 漆咸道的聖瑪利書院
和九龍塘的瑪利諾修院中學

1869 年東邊街男拔萃書室
與現在九龍的男拔萃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MCS_Badge.gif&variant=zh-cn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DBS_badge.GIF


  

1915 年聖保羅女校到 1945 年改為男女中
學

1906 年聖士提反女校和女生在校園留影

1923 年 成立德貞女子中學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5/5c/StStephensGirlsCollege_MainGate.jpg
http://wapedia.mobi/zh/File:SPCC.svg


  

  
1933 年培正中學創辦

1872 年廣州真光中學

1935 年在 香港建校

聖士提反女校在香港淪陷期間改辦
   為惟一的專上學校：東亞學院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Pcmshkbadge.gi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KTLMS_Logo.jpg&variant=zh-cn


  

創校歷史逾創校歷史逾 8080 年部分宗教學校年部分宗教學校 1717
所所

英華書院（ 1818 / 1843 ），聖保羅書院（ 1851 ） 
，

聖保祿學校（ 1854 ） ，拔萃女書院（ 1860 ） ，

嘉諾撒聖心書院（ 1860 ） ，拔萃男書院（ 1869 ） 
，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1869 ），聖若瑟書院
（ 1875 ）

英華女學校 （ 1900 ） ，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 1900 ） 

聖士提反女校（ 1906 ） ，聖保羅男女中學（ 1915 ）

香港華仁書院（ 1919 ） ，九龍華仁書院（ 1924 ） 
，

瑪利諾修院學校（ 1925 ） ，瑪利曼中學（ 1927 ） 
，

聖嘉勒女書院（ 1927 ） 。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 1900 ）

聖士提反女校（ 1906 ）

瑪利諾修院學校（ 1925 ）

瑪利曼中學（ 1927 ）

拔萃男書院（ 1869 ）

聖保祿學校（ 1854 ）



  

聖嘉勒女書院（ 1927 ）

英華女學校 （ 1900 ）

聖若瑟書院（ 1875 ）

聖保羅男女中學（ 1915 ）

聖保羅書院（ 1851 ）

嘉諾撒聖心書院（ 1860 ）



  

教會學校培養了大批人才教會學校培養了大批人才

  我國著名革命家孫中山和宋慶齡、伍廷芳、王寵
惠、容閎等便是最典型突出者。

  香港大量社會精英更說明這結論：

1 ）培正中學：諾貝爾獎得主崔琦

     和費爾滋獎丘成桐……

2 ）特區首長：曾蔭權、唐英年 ……

3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曾鈺成

4 ）大學校長：黃麗松、吳清輝、

      吳家瑋、謝志偉、……

5 ）工商界：李嘉誠、……

其他：毛鈞年，等等。

  



  

一、政府首長、局長：一、政府首長、局長：

   曾蔭權— 香港華仁書院， 

李國能—聖保羅男女中學，

   孫明揚—香港華仁書院， 

曾德成—聖保羅書院聖保羅書院，，

    林鄭月娥—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鄧國斌—聖若瑟書院，林瑞麟—香港華仁，

陳唯安—拔萃男書院，胡國興—英華書院英華書院，，

湯顯明— 拔萃男書院。



  

二、前司長、局長二、前司長、局長

     陳方安生 —嘉諾撒聖心書院，梁錦松—英華英華，，

梁愛詩—聖嘉勒女書院，王永平— 港華仁， 

葉澍堃—聖保羅聖保羅，，霍羅兆貞—女拔萃，

黃錢其濓—女拔萃，廖秀冬— 女拔萃，

任關佩英 —嘉諾撒聖心書院，

羅范椒芬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葉劉淑儀—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何志平— 聖若瑟書院，廖本懷—聖若瑟書院，

周德熙—聖若瑟書院， 陳祖澤—九龍華仁，

 余黎青萍—瑪利諾修院，黃星華— 港華仁。



  

三、三、國家領導人國家領導人  

孫中山—中國「國父」，拔萃男書院

伍廷芳—大清國駐美公使、南京臨時政府司法
總長、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及財政部長、聖保聖保
羅書院，羅書院， 

王寵惠—中華民國司法部長及外交部長，聖保聖保
羅書院羅書院，

范徐麗泰—前香港立法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四、四、大學校長大學校長

譚尚渭—前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 拔萃男書院

鄭耀宗—香港大學前任校長 ， 拔萃男書院

高  錕—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被譽為光纖之父 ， 聖若瑟書院

梁智仁教授：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 聖若瑟書院

劉遵義—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聖保羅男女中學

潘宗光—前香港理工大學校長，聖保羅男女中學 

吳家瑋——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培正 

謝志偉——前浸會大學校長，培正 

吳清輝——浸會大學校長，培正 ……



  

社區領袖及其他社區領袖及其他  

鍾士元—聖保羅書院聖保羅書院

曾鈺成—聖保羅書院聖保羅書院

鄧蓮如—聖保祿書院聖保祿書院

史美倫—嘉諾撒聖方濟各

劉健儀—瑪利諾修院學校

任志剛—聖保羅書院聖保羅書院

田北俊—拔萃男書院

夏佳理—聖若瑟書院

胡應湘—港華仁。 
       ……   ……



  

聖保羅書院部分知名校友聖保羅書院部分知名校友

伍廷芳，楊衢雲，王寵惠，晏陽初

鍾士元，貝聿銘，劉兆佳，任志剛，

葉澍堃，曾鈺成，曾德成，丁午壽，

郭家強，盧乃桂，胡漢清，莫壽增，

鄺廣傑，蘇以葆，詹德隆，黎民偉，

薛覺先，吳楚帆，蕭若元，…… 



  

培正中學部分著名校友培正中學部分著名校友
崔  琦—— 1998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之一

丘成桐——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得主之一

吳家瑋——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 

鍾景輝——資深香港戲劇教育家

唐英年——現任香港政務司司長

林思齊——前加拿大卑詩省省督 

謝志偉——前浸會大學校長

吳清輝——浸會大學校長

馬思聰——音樂家

毛鈞年——前新華社副社長 
   ……     ……



  

    有容乃大  有容乃大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中國宗教以「和合」為貴；

中國是「禮儀之邦」，

      中國宗教大都以倫理為重。

香港六大宗教強調和諧合作



  

香港回歸後宗教學校繼續發揮作用香港回歸後宗教學校繼續發揮作用

六大宗教和而不同，又和諧共處，共同為
香港社會服務，是香港的福氣。

六大宗教共同提出 56字共識：

“放棄偏見、互相接納；彼此欣賞，促進

交談；宗教研究，分享對話；寬容精神，

共融相處；社會福利，攜手合作；道德教

育，齊心推廣；和平正義，共同維護”。

宗教學校繼續承擔培養人才重任，

在香港社會上享有崇高聲譽。



  

       

基本法第 137條規定：宗教組織所辦的
學校可繼續提供宗教教育，包括開設宗
教課程。
基本法第 141條規定：不限制宗教信仰
自由，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
…
宗教組織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宗教院
校、其他學校……。

香港宗教團體辦學具有較大自主權



  

 中國的宗教政策，最基本的就是兩條：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堅持獨立自主辦教。
      

                                   政協主席
賈慶林：

                                  “希望宗
教界堅持以

                                   國家強盛、
民族振興

                                   為己任，加
強與信教群眾的聯

                                   繫，把廣大
信教群眾的智慧和

                                   力量凝聚起
來，為促進社會發

                                   展譜寫新篇
”章。

國家對宗教的政策和對宗教組織期望



  

“要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積極引
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努力挖
掘和弘揚宗教教義、宗教道德和宗教文
化中有利于社會發展、時代進步和健康
文明的內容，對宗教教義作出符合和諧
社會要求的闡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
社會過程中創造新業績。”

（ 2005 年 2 月 1日 賈慶林與全國性宗教團體負責人舉行迎春座談）

 2007 年 2 月，賈慶林在每年都拜訪宗教組
織時表示，要支持宗教院校改善辦學條
件，加快高素質宗教人才培養，推動宗
教團體加強自身建設。



  

結束語結束語

宗教學校在香港特區所處的優異地位：宗教學校在香港特區所處的優異地位：

  11）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22）有基本法相關規定的保障，）有基本法相關規定的保障，

  33）國家制定了宗教方面的綜合性行政法規）國家制定了宗教方面的綜合性行政法規

《宗教事務條例》，宗教工作法制化、規範《宗教事務條例》，宗教工作法制化、規範

  化。化。

宗教學校對中國、對香港的人才培養宗教學校對中國、對香港的人才培養

都具有正面的價值和作用。都具有正面的價值和作用。



  

鳴  謝

此投影片使用了
    由香港教育資料中心編撰、香港各界文化
促進會出版的《香港教育發展歷程大事記》
（ 1075–2003 ）、維基百科的一些珍貴照片
和資料，昌家立先生、薩本仁和潘興明先生
，聖經網等提供資料，使本投影片內容有較
好效果，特此鳴謝。

又感謝各位的支持

  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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