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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路上，同時也踏上了網
路。統計顯示，截至2008年6月底，中國網民的數
量達到2.53億，與去年同期相比，中國網民人數增
加了9,100萬人，是歷年來網民增長最多的一年，
並且首次超過美國，排名世界第一。上述數字來自
中國互聯網絡資訊中心（CNNIC）最近公佈的《第
2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還
顯示，目前中國網民的構成已經逐漸趨於大眾化。
從學歷來分析，目前高中學歷的網民比例最大，佔
39%。從年齡角度來看，30歲及以下的年青群體仍
是主體，佔68.6%。毫無疑問，互聯網為人類提供
的不僅是一個虛擬世界，而且這個虛擬世界已經與
我們真實的世界日漸重疊和滲透。我們無法想像，
如果人類社會突然一天沒有了互聯網，我們的日常
生活如何繼續下去。互聯網已經取代了電視而當之
無愧地成為「第一媒體」，它極大地改變著我們的
文化、價值觀和道德倫理。

對於商人來說，互聯網帶來了無限商機，也
製造了許多讓人羡慕的、將技術與資本完美結合的
「少年英雄」。依靠互聯網一夜之間暴富，並不是
一個神話。在互聯網領域，億萬資產的積累，在短
短幾年甚至幾個月的時間之內，便可能如井噴般地
成為現實。比如，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兒子「小巨
人」李澤楷，涉足互聯網領域之後，在一年之內獲
得的財富，便超過了父親10年間從事傳統產業所獲
得的財富。

對於官府來說，中國官方意識到了互聯網所
帶來的資訊自由，也感受到了網絡民意的巨大壓
力，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曾經公開表示願意嘗試從互
聯網上獲取民情。一方面，中共當局投入數百億鉅
資，打造作為「網路長城」的「金盾工程」，力圖
將其不喜歡的資訊拒之於國門之外；另一方面，也
雇傭數百萬專職或兼職的人士在網絡上「引導」民
意，灌輸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想，使得數千萬「愛國
憤青」以「網路義和團」的面貌風起雲湧。所謂的
「網路義和團」，其思想根基與昔日的義和團如出
一轍，以一種迷狂和偏執的方式反對西方，以及一
切與西方有關的事物和觀念，如民主、自由和人權
等等，當然也包括他們認定的、近代以來作為西方
列強殖民中國的「先鋒」的基督教。

而對於中國的獨立知識分子群體來說，由於中
國的傳統媒體仍然受到當局的嚴密控制，短期之內
難以看到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實現，互聯網便成
為他們與官方爭奪話語權的一個新「戰場」。他們
試圖通過互聯網表達其獨立的聲音，以影響和啟蒙
廣大民眾，喚醒廣大民眾的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
同時，互聯網也成為知識界內部爭論的重要場所，
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及民族主義之爭、親美與反美
之爭、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之爭，都是互聯網上一直
都很熱門的話題。

那麼，互聯網對於基督徒來說究竟意味著甚麼
呢？聖經中說：「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

讓福音充滿網絡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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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段……他的量帶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

極。」（詩十九1、4）很顯然，互聯網的出現也在
上帝的許可與計劃之中，全知全能的上帝不會對互
聯網一無所知。上帝讓互聯網出現在人類的生活當
中，一定有祂特殊的美意在。互聯網有沒有可能成
為福音的禾場與真理的管道呢？筆者發現，在中國
大陸人氣很旺、網友素質相對較高的「關天茶舍」
論壇上，只要出現關於基督教的話題，往往都會引
發激烈的爭論，其中又以否定和辱罵的居多，甚至
有許多人故意將「基督教」寫作「極毒教」，以發
洩其沒有由來的仇恨與苦毒。在互聯網上，正面傳
播福音的帖子仍然是少數，正統的信仰立場的表達
仍然如同曇花一現。那麼，對中國大陸的福音化有
異象的基督徒，能夠完全無視互聯網的存在嗎？又
如何利用互聯網這一新興的平台來傳播福音呢？

在筆者有限的觀察和接觸範圍之內，有這樣
一些全職的牧者或基督徒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了
互聯網的重要性，並開始了篳路藍縷的開創性的事
工。居住在美國的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基甸便是其
中之一。所謂「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便是在公
共領域以信仰立場對公共事務發言、並發揮公共影
響的基督徒。此類基督徒在海內外的華人基督徒中
為數甚少，但他們的出現大大地擴展了福音的疆
界，「讓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基
甸是一名化學工程師，但他具備了優良的人文素
養，以理性而溫和的表達方式，在網路上積極傳播
信仰。他所主持的「基甸連線」，吸引了許多追求
真理的年青知識分子；他所參與的「網路基督使
團」，為若干教會和機構提供資訊發佈方面的服
務。基甸明確意識到，具有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
基督徒，若要影響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潮，就必
須進入網絡空間的言論廣場，用上帝的永生之道將
思想文化上的堅固營壘「一概攻破」，將知識分子
的「心意奪回」（林後十5）；面對中國知識分子
心靈的呼求和真理的追尋，基督徒更應該「以溫
柔敬畏的心」述說「心中盼望的緣由」（彼前三
15），將上帝的神聖大愛傳揚給人，帶給人真正的
希望。

張伯笠牧師也是網絡福音這一領域的先行者。
張伯笠是「八九學運」中登高一呼的學生領袖，
後來遭到中共當局的通緝，以「逃離中國」的傳

奇故事，演繹了一個昔日猶太人「出埃及」的現代
版本。二十世紀90年代初，張伯笠流亡到美國之
後，在人生的低谷中被上帝揀選，成為一名全職的
牧者。2003年，張伯笠一家從加州遷居佛吉尼亞
州，並在此開始了豐收教會的事工。短短5年的時
間，豐收教會從20多人發展到200多人，成為大華
府地區數量增長最迅速的華人教會之一。張伯笠有
著「國度」的看見，對大陸的福音化有著清晰的認
識，他不滿足於一個教會的成功，而且希望讓豐收
教會能夠成為中國大陸的祝福，並讓豐收教會的發
展、管理和組織模式成為大陸家庭教會可以學習和
效仿的榜樣。於是，張伯笠選擇了網絡以達成這一
宏大的目標，豐收教會有專人負責錄製其主日講道
的資訊，並及時發表在教會的網站和他個人的網頁
上。國內許多缺乏專職傳道人的家庭教會，由於講
台供應的缺乏，多年來一直下載使用張伯笠牧師講
道的視頻向會眾播放，作為其主日資訊。張牧師的
講道視頻以及博客文章，點擊率超過了百萬人次，
還有很多教會和基督
徒將其下載刻錄成光
碟廣為散發。在互
聯網出現之
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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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講道的內容被數百萬人觀看、傾聽或閱讀，簡直
就是不可想像的。以一個小教會來促進華人世界福
音的大大興旺，因為互聯網的緣故，不再是一個遙
不可及的夢想，而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

定位為「自由傳道人」的范學德，是中國大
陸著名的公共論壇「貓眼看人」上最有人氣的基督
徒。范學德在這裡所標榜的「自由」，不是神學立
場上的自由，乃是傳福音的方式上的自由。他在網
絡上紮根，以數千篇生活化的帖子講述信仰歷程，
感動了無數饑渴慕義的心靈，當然也引來不少敵視
基督教人士的辱罵。在范學德的文集中，將網友各
式各樣的回應一概收入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那些百
般辱罵的文字。因此，他的文集也就成為網絡福音
工作的原生態的記錄，其中既有一個又一個的靈魂
獲得拯救的欣喜之情，也有面對頑石時候的焦急和
無奈。范學德的這些文字，最大的特色就是拋棄了
一套教會內部的「屬靈黑話」，而使用一種常人都
能聽懂的「公共話語」來表達信仰立場，他是致力
於打通教會內外的言說方式的先行者之一。長期以
來，教會內部逐漸形成並凝固的一套語言體系，極
大地阻礙了福音的傳播，如何使用外邦人所聽懂的
話彰顯信仰的核心內容，是網絡福音工作面臨的首
要問題，范學德強調：「我們講話必須考慮大陸人
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講話要通俗易懂，簡單明
確，生動活潑，用對方所能夠明白的語言，把我們
信仰的千古不變的真理說出來。用保羅的話來說，
這叫向甚麼樣的人，我就做甚麼樣的的人。如果保
羅今天對大陸人講，他一定會這樣說：向大陸人，
我就作大陸人。」這種言說方式讓范學德獲得了大
部分網友的認可，也給了許多同胞正面瞭解基督教
的機會。

還有一些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用他們在文
化、學術領域內的研究成果，來間接地表達福音的
內涵，同樣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北京基督徒學者于
歌的《美國的本質》一書，其各個章節在正式出版
前便廣泛在各大網絡和論壇之上流傳，獲得了極高
的點擊率，並成為激烈爭論的焦點，在「關天茶
舍」上的一個帖子，回帖參與討論的數量便接近
一萬個。在這本書中，于歌一針見血地指出：「美
國人所熱衷推行的自由、人權、民主的價值和制

度，看起來是世俗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但實際上
起源於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和宗教改革，體現著基督
新教的信念。這些價值觀與新教教義一起，構成了
延續兩百年的美國式的價值觀及社會體系，構成了
美國的國家和社會的本質。」表面上，于歌的研究
物件是「美國」；實際上，他是在回答「美國何以
強大和偉大」的問題，而且認為該問題的答案是：
美國是一個由清教徒建立的國家，是一個符合上帝
的心意並受到上帝的祝福的國家。這一結論當然不
是所有的人（包括美國人和中國人）都同意，卻激
發了許多希望中國也變得強大和偉大的中國人，來
主動地瞭解和接近基督信仰。在此意義上，像于歌
這樣的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所撰寫的此類「宗教社
會學」、「宗教政治學」方面的論著，也可以納入
到廣義的網絡福音的範疇之內。在傳統的宣教模式
中，這個領域長期以來都被忽略，某些教會和基督
徒過於看重「此時此地」有多少人受洗歸主，並將
此數字當作某種榮耀，卻絲毫不重視同樣重要的文
化和學術的預工。而網絡正好為此類新興的福音工
作提供嶄新的平台和寬闊的空間，此類工作的開展
甚至不需要教會的支援，由某一基督徒知識分子個
人便可以完成。

網絡不應當是福音遺忘的一個角落，更不應
當被那些「敵基督」的思想和聲音所佔領。在今天
中國大陸的網絡上，大部分的表達仍然是一種「黑
暗的表達」，由於在網絡上發言可以是匿名的，所
以在現實生活中受到道德和法律制約的人性的黑暗
面，便有可能以一種「大爆發」的方式發洩出來。
色情、暴力、仇恨、辱罵⋯⋯似乎成為網絡言論的
最大特色。然而，真理以及愛和憐憫，不應當在網
絡上處於缺席的狀態——此種狀態的出現，對於基
督徒而言，乃是「羞辱主的名」，乃是「僕人知道
主人的意思，卻不預備，又不順從他的意思行，那

僕人必多受責打」（路十二47）。職之是故，「讓
福音充滿網絡」，是上帝給今天中國的基督徒知識
分子的一個不可推卸的使命。基甸、張伯笠、范學
德、于歌等人已經走在路上了，還需要有更多的基
督徒知識分子與他們同行。

（作者為中國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