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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筆者偶爾會教一些課程，學生找資料做功
課，我們那個時代是往圖書館去鑽，但今天，他
們就坐在桌前，通過互聯網到一家家的網站去搜
尋，到圖書館的次數反而少了。筆者教的是中國
文學，當然希望學生們都拿著書本，慢慢去玩味
詩詞文句，陶冶品性，但在步伐急促的現代社會
裡，很少人能夠悠閒地欣賞文人筆下的情和景，
況且他們從小就在網絡世界裡打轉，筆者的期望
只是一廂情願。

今日，互聯網的使用，可說是家常便飯，甚
至是不可缺少的「米糧」。筆者長駐香港，每天
都跟美國辦公室的同工電郵來往，與世界各地的
朋友互通訊息，就算是一室之隔的同工，有時也
會用電郵來傳送文章。難怪有人形容網絡世界是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而且，網絡裡的
世界包羅萬有，筆者也常在網絡裡找資料，因為
在圖書館裡找不到最「新鮮」的。「快」是現代
社會的特色，足不出戶，只消在網路上繞幾個圈
便能找到所需的資料，連交通時間也省掉。要發
佈訊息，整個網絡世界的人民，不論東西南北都
可以即時看到；若待印製成書，也許是一載半年
之後了。所以很多人對其寵愛有加，樂此不疲。

若說，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人類的通訊方

式和生活模式，同樣也改變了基督教傳播的方式
和福音事工模式。今日的網絡世界裡已有不少基
督教的信息和資料，若能組合起來，善加利用，
可以加強福音傳播的效果，與網民翩翩起舞，否
則，基督教只是孤身獨舞，攬鏡自憐而已。因
此，基督教人士必須認識網絡世界的特質。

一、網絡世界是多元共生的，在網路上發佈
的訊息很多，任何人都可以踏進來，開一扇窗。
所以在網路上起舞的，不只是基督教，也有天主
教、佛教、伊斯蘭教，甚至異端的摩門教、耶和
華見證人等，都在網路上輕歌曼舞，反基督教的
訊息、指責基督教立場專橫的舞姿，更是盛氣凌
人。

網上的交流是一對多，也是多對多，而且是
雙向交流的，人人都可以領舞，也可以獨舞，各
有己見。因此，一篇簡單的信息可能引起千夫所
指、萬人痛罵，筆伐絡繹不絕而來。從事網絡工
作的機構和人士，要能堅守立場，要能挨罵，對
接踵而來的反對言論能處之泰然，並要根據真理
來辨明；因為真理在我，伸冤在神。

二、網絡世界千姿妙舞，令人眼花繚亂，難

辨真偽。網上有很多化裝舞會，賣蘋果的婦人可
能是後母喬裝的，要騙純潔、美麗的白雪公主。

與網民共舞
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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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教、異端也有網頁，誤入了他們的世界，便會
誤信了他們的歪理。有心尋道的人，或在網上搜
尋資料，必須弄清楚網站的主人，不可以照單全
收，需要過濾。而教會、機構建立的網站，可以
清楚交代信仰立場；或有從事福音預工的個人，
基於易與不信者溝通，不便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
份，也需要清楚表達自己的立場，免令人懷疑。

難分辨的也有訊息的真偽。當然，網上的訊
息多半都是真實的，例如911世貿大樓被襲、512
四川大地震、H1N1流感的傳播等，都是千真萬確
的。猶記當年世貿大樓被襲，即時傳出的相片，
很多人都不肯相信，認為是假造的，知道真相後
被嚇得目瞪口呆。在網上造假很容易，YouTube
上播放的影片人是真的，但所說的話可以完全
相反；相片可以隨時修剪刪改，人頭可以隨時
增減。網上訊息傳播之快之廣，不消一刻便抵達
全球；不費分毫，就可以把一個人的清白完全摧
毀，因此收到了訊息要先分辨其真偽，尤其是關
於基督教會方面的，不要一再誤傳。

三、要在網路上起舞，與網民共舞，基督教

要懂得節奏快、變化多的「現代舞」，還要認識

網民的性格。現實世界的人進入了網絡世界，往
往會成為另一個人，因為在那個虛擬的世界裡，
沒有人認識他的真正身份。今天他可以是龍、是
蛇，明天可以是鴿子、羊羔；今天他可以「完全認
同」你的見解，明天可能換上另一個身份來挑戰
你。年初台灣有一位外交官員，以筆名在網上發表
與他的身份不相符的言論，發現後被調回國去了。
所以，要接納他們隱藏和多變的身份，不要企圖揭
開他們的面具，忍耐著與他們交往，將正面的信息
慢慢滲透，靜待他們表露真正的身份。

在網路上縱橫，要換上趨時的舞衣，緊貼他
們的舞步，起初跟隨他們起舞，最後當然期望由
我們來領舞。在過程中要經常改變舞姿，讓他們
有新鮮感，樂意跟隨。所以，要從事網絡工作，
便要準備花上時間和精神，要認識時代、貼近時
代，無論在網站設計、用語、溝通技巧、信息內
容，或是進入聊天室、ICQ、QQ等與網民交談，
都要跟上時代脈搏，要經常更新，不能將教會現
有的一套搬到網上去，要有專為網絡世界而設的

信息。
網絡世界是自由、平等的，人人皆可進入、

皆可以發言，更是一個資源共享的世界；在那裡
也沒有貧富之分、地位之別、年齡和性別的歧
視。這是網絡世界最可貴之處，也是最容易藏污
納垢的地方。然而，最重要的是，現實世界有政
治性的邊境，可以關閉，但網絡世界是開放的，
沒有邊關，網民不需要經過重重關卡申請入境簽
證，可以隨時在這個世界裡流連，享受一切的資
源。封閉世界、貧窮城市的居民，也可以透過互
聯網與外間聯繫。筆者逗留尼泊爾期間，經常在
網吧裡與外面的朋友電郵來往，發現當地很多年
青人都在那裡流連。他們雖然買不起電腦，也付
不起鋪設網絡的費用，但在網吧，他們可以與外
面的世界接觸。我們若能掌握這些網絡世界的特
點，善加利用來傳播基督的信息，是非常有效和
有意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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