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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迷失在自我感受的世代

這是一個各人偏行己路的世代，領袖已死，個

人彷彿成為「宇宙」的中心，一些美好的願景成為

了新興的宗教、不能挑戰的真理，以及討論社會政

策時的王牌，福音反而淪為了沒有內涵的空洞口

號。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多元、包容，這些

都是當今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不少源自基督宗教

的，作為基督徒本來不會也不應反對，可是，當今

社會對以上種種觀念的解釋，卻與原來的精神愈走

愈遠。

後現代是一個訴諸感性多於理性的年代，人很

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感人」故事所蒙蔽，許多

本來是不對、甚至有害的事，經過包裝之後，群眾

往往只會看到它看似美好或賺人熱淚的一面，卻

完全無視當中的其他弊病：婚外情被包裝得可歌可

泣，有性無愛的一夜情被浪漫化，違反自然的同性

性行為被視為正常，電影商可以用「小賭可以養妻

活兒，大賭可以創業興家」等口號作招徠；當大家

對這些現象表達不滿時，卻換來「認真你便會輸」

的嘲弄。若果真的沒有神，人又有甚麼是不能或不

應該做的呢？

在這個當人成為自己偶像的年代，人一方面認

真地相信自己可以創造一個美麗新世界，例如電腦

產品瞬息萬變，令人追逐得疲於奔命；因為任何新

的產品，一面世就被搶購，搶購熱潮未冷，便有新

一代的產品，又引發另一些人跟風搶購。人就是樣

被自己創造的「偶像」牽著鼻子走。而在生殖科技

方面，現在要為下一代選擇性別、特徵、才能、避

免甚麼遺傳病，並沒有甚麼難度，人要「創造」下

一代已不是夢想，不過，卻令我們墮進一個可怕的

深淵，親情中的無條件接納和愛，已淪為適者生

存、汰弱留強的血腥競爭。也許，被「創造」的優

質下一代也有權問，為何要容忍一些「劣質」的父

母？而換掉任何次貨或已過時的「東西」，正是進

步的象徵。當上帝及信仰變得落伍，要人主動進入

教會聽福音的難度愈來愈大。

福音就是同行

面對一個是非對錯完全扭曲的世代，基督徒最

重要的其實不是批判，而是同行。對於主耶穌來

說，人類的缺點罄竹難書，而所謂選民以色列亦

經常令神傷心，但耶穌卻選擇道成肉身，與人同

行、甚至被人拒絕、釘死，這就是福音，其實並沒

有甚麼複雜難明的地方。福音就是神願意與人同

行，與我們同呼吸、同生活、付代價。惟有同行，

對方才容易觀察、願意了解；惟有同行，對方才能

信任、願意聆聽；惟有同行，對方才能增加信心，

願意學習。說起傳福音，很多弟兄姊妹自然會想起

佈道會，今日和往昔也有分別，可能是不會單靠一

個講員，而是動員一大群人協助，有講見證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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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的、做話劇的，也有為人服侍祈禱的。無疑，

說話、文字的確是「傳」福音的一個重要途徑，不

過，在這個傳播科技十分發達的年代，大家要聽或

看任何信息都易如反掌，只要登入網頁，便有應接

不暇的內容。但對很多人來說，他們除了聽得到的

福音外，更重視的是看得到的見證。

在後現代，理性已不是我們是否願意認真思想

何謂對錯的最重要工具，參與和行動才是很多人體

會真理的最重要途徑。因此，要在這信息爆炸及紛

亂的世代傳遞福音，具體的行動和見證是十分必要

的，因為很多人不是要聽大家「說」甚麼，而是要

看大家「做」甚麼。因此，社會關懷成為了傳福音

的重要伙伴。現代的城市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

離，在令人忙得不可開交的生活壓力下，根本無暇

去思想生命的問題，永恆太遠，絕大部分的人只是

活在當下；當他們有困難的時候，有人願意與他們

同行，為他們發聲，其實就是他們最大的福音。

筆者在香港的福音機構參與社關工作十多年，

深深感受到社會的風氣不斷轉壞，是非對錯顛倒，

而人的心也愈來愈剛硬，要邀請人到教會聽福音

愈來愈困難，既然對方不願意來，我們便應該走

出去。例如在扶貧的工作，教會與一般的福利機

構最大的分別，就是除了送贈一些食物和應急的

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全人的關心：與他們做朋友，

關心他們身心靈各方面的需要，令他們真正體會

到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同時，也不是只為他們祈

禱，然後叫他們平平安安地回去，而是在他們艱難

的時刻，陪他們一起走過。對於一些新移民、獨居

長者、傷殘人士、邊緣青年、精神病康復者、戒毒

者、戒賭者、以至釋囚，他們最需要的不是其他人

的同情，而是有人願意與他們同行。同行其實應該

是基督徒的強項，因為主耶穌出來傳道的三年，所

做的就是進入人群當中，與有需要的人一同吃喝、

哀哭；和他們談人生、談宗教；解決一些他們生活

中最大的難題，例如為他們醫病、趕鬼。惟有透過

同行，才能建立關係，讓人不單風聞有福音，而是

親眼看見福音。

活出福音，回應時代

另一方面，其實耶穌傳講的很多信息是在會堂

以外，對著公眾，而不只是對著祂的門徒和追隨

者說的。福音的本質其實是公共語言而不是宗教術

語，耶穌說的就是大家日常生活遇到的問題和例

子，緊扣著猶太人的生活和傳統，無論是祭司、文

士或是漁夫、婦孺，一樣能聽得明白。若說，今天

很多未信的人對福音抗拒，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缺乏

共鳴──我們的福音是以信徒是否明白及接受為標

準，而不是以未信的人覺得吸引為目的。福音是由

現況通往抽象世界的管道，由未信的人知道及有興

趣的事物帶到他們本來不知道或不感興趣的世界。

當大家認為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時候，只要我們

能對應時代的問題，信仰反而可以成為一個旗幟鮮

明的選擇哩！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當世界認為隨便的

兩性關係、嫖妓、墮胎、離婚、同性戀，甚或亂倫

都沒有問題的時候，不少人其實同時是被自己或身

邊最親密的人的罪所傷害；人既享受罪中之樂，也

會為罪所傷害。當人發覺本來應該十分親密、可以

依賴的關係，卻原來經不起考驗；人被出賣、被遺

棄，以及在追隨物質過後的疲倦和空虛，正是心靈

向福音開啟的好機會。福音就是在一切相對，幻變

不定的世界中，最能令人得到安慰的契機。因此，

雖然在現代社會繼續公開宣揚家庭價值，持守對婚

姻和家庭的忠誠，抗拒貪婪，不作物質的奴隸，表

面看來好像與未信的人的價值觀有點格格不入。但

當他們遇到重大挫折或是午夜夢迴，又或是他們將

基督徒所倡導的倫理價值，與他們自己的婚姻和家

庭比對的時候，誰敢說他們不會被吸引呢？

傳福音最重要的動力，其實就是源自基督徒親

身經歷過福音對自己生命的改變，以及自己遵從聖

經的教導生活之後的經歷，我們向世人所宣講的，

他們未必即時便明白或受吸引，但只要大家明白我

們不過是負責撒種，福音的種子能否順利成長，還

要看很多因素。傳福音從來不是看環境，而是活出

上帝對我們的感動和呼召！

（作者為香港明光社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