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曰福音派教會，被稱為是「干里之廣，一吋之深」 。從 「行銷教會」到 「 

新興教會」 ，這些所謂「慕道友導向」 （其霣是「消費者導向」）的教會， 

為何會隨波逐流，落到今曰如此膚淺失真的地步？作者深入淺出分析今曰教 

會迷失的根本原因，乃是偏離了「宗教改革信仰」 ，並且根據聖經指明教會 

悔改歸正之路。《勇守真道》真是瞢鼓晨鐘，發聾振嘖的力作！

呂沛淵博士/美國聖荷西聖經歸正教會牧師 

改革宗神學院代理院長

作者告訴我們，成為福音派基督徒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得持定何種信念，執 

著哪些價値抉擇和行動取捨。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得有剛強、仁愛、謹守的 

心 》真正跟隨主的人必須有勇氣，這是本書對我的提醒。

梁家麟博士/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胡適加：「時髦不能 

跟」 ，這話適用於教會。此書在這方面，有很好的提醒。

康來昌博士/台北信友堂牧師

想讓人更容易信福音，就使用「包裝」來裝飾福音，其實是對神的福音沒有 

信 心 ；結 果 ，許多人信的是「包裝」而不是福音。讓我們相信「福音本是神 

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 ■

東̂仁岳傳道/校園福音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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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爾斯前四本窗贏得的盛醫

針對福音派 /|:沖叩 / ;I〖III'IW UV，捉出鞭辟入裡的 

控 訴 。 《時代週刊》

提供福音派自我反省的媒介 ‘■

《今 I ]基督教》

當魏爾斯宣稱美國福音派的嵌魂 l ! 經卞彳iM r ，他 

乃是爲所有福音派內外陣營中的眾解經來們發®。他 

的著作被福音派領袖們驚呼爲一顆炸彈，妆盼望這顆 

炸彈能喚醒美國的福音派，警覺到向身的危機。

—— 《基督教世紀》

魏爾斯敦促教會要回歸古典的靈修，不要讓現代 

社會中的文化習慣來削弱靈修的內容。這種論述不斷 

地在歷史中重現，而魏爾斯訴諸一種平實的語言和直 

搗核心的批判。他 相 信 ，世俗文化的美德觀遠遠不及 

基督的美德觀。 —— 《出版者週刊》

魏爾斯是當代最深刻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他有 

敏銳的見解，又深具公義的負擔及道德責任。

—— 《福音派神學會會刊》

具有開創性……魏爾斯敏銳的分析及自我批判的  

精 神 ，展現了福音派內部理性的勇氣和自我恢復的能

力 。 --- 《宗教研究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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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言

這本書是我以前所寫的四本書的概論，那四本各自獨立成 

書 ，這本書也不例外。

那四本書分別是：

1 .《無處容眞》 {No Place For Truth)或 作 《福音派神學怎麼 

了？》 (.Whatever Happened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 1993 ) 。

2 .《孤獨的神：後現代的福音派信仰危機》 （香 港 ：天道 

出版，2003) ( God in the Wasteland: The Reality of Truth Must 

Recover Its Moral Vision, 1994 )

3 . 《美 德 的 失 落 ：爲 何 教 會 必 須 恢 復 其 倫 理 異 象 》

(Losing our Virtue: Why the Church Must Recover Its Moral Vision, 

1998) 。

4 . 《超越塵世所有權力之上：後現代世界中的基督》 （ 

Above All Earthly Pow ’rs: Christ in a Postmodern World, 2005 ) 。

本書將上列四本書的內 .容 加 以 更 新 ，因爲其中有些內  

容是 卜餘年前寫的。此 外 ，我還將這四本書的內容壓縮爲  

_-本 。如何將 1，100頁的內容壓縮到250頁中呢？

開 始 寫 這 本 書的 時 候 ，我便發現自己其實不只是在濃 

縮 ，更 像 是 在 重 寫 ，同時也是加以更新。結 果 ，這本書不  

像 是 一 本 概 論 ，更像是我這十五年來學術工作的精髓。希 

望這本書能比以前各卷更容易理解—— 當然也會更省錢！

這 項 工 作 的 起 點 ，就 是 貫穿 這 四本 書的 五個 重要 教  

義 ：眞 理 、上 帝 、自 我 、基 督 和 教 會 ，我在這本書中將繼 

續探討這 五 個 主 題 。本書不羅列參考文獻與相關的研究資  

料 ，因爲這個工作在前四本書中已經做過了。這本書也沒 

有 任 何 註 腳 （譯註除外）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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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劍 橋 大 學 的 韋 敏 斯 彳 公 ( Westminster College ) 

度過 2007年 春 天 ，當時止U K ! . 汁 __找深深感謝他們友  

好 、熱 誠 的 接 待 。就 是 在 那 押 ，丨i _ m v ：的圖書館中與浩 

瀚 的 典 籍 爲 伴 ，我 完 成 本 齊 的 m ，丨|(度過了許多快樂 

時 光 。我 在 劍 橋 大 學 期 間 ，也 竹 (Y: I —:丨1.1附 M 院 ( Tyndale 

H o u se )工 作 。對這個機會，我深人感,削_

邱 吉 爾 ( Winston Churchill) V U i : 1 .f-f 作 R  來 說 ，寫 

書 一開 始 像 是 探 險 ，然 後 變 成 遊 戲 ，隨 後 成 爲 媿 樂 ，接著 

成 爲 情 婦 ，而 後又 成 爲 主 人 ，再 變 成 卞 /:姑 y1, ，iH當你快 

要 投 降 時 ，你決定殺了這 個 怪物，宣 ■■」於 是 ，它 

被送到出版商那裡！這本書便誕生了。

伊 曼 斯 出 版 社 （Eerdm ans)是這五本》的 出 版 商 ，它一 

直 都 是最 有 幫助 、富 效 率 、有能力 的 出 版 商 。在此誠摯地  

向他們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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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版 序

我在 1988年 首 次 來 到 中 國 。我原是到香港參加一個會  

議 ，既然 已 經遠道而來了，若不趁此機會到緊鄰香港的中  

國 一 遊 ，實 在 可 惜 。因此我選擇了短程之旅，只在杭州停 

留 數 日 。我 當 時 便 決 定 ’ 若 將 來 有 機 會 ，我一定還要再

來 °

相隔 20年 後 ，2008年 我 果眞 再次 來到中國，而且這一  

次我可以遊訪更多的地方。我受邀在 8所 大 學 演 講 ’分別是 

在 上 海 、北 京 、開封和武漢。

當 我 回 想 這 兩 次 的 參 訪 ，令我印象最爲深刻的是中國  

在這 20年 內 的驚人轉 變。當 然 ，一個遊客只能看到表象 ’ 

但是表象通常也是內部改變的指標。我不會愚昧地以爲能  

掌握這一切的 現 象，然而我所見的確實令我震驚°上海市 

壯 觀 、自 信 、繁華的建築讓我瞠目結舌，我也驚嘆北京爲  

奥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卯 足 全 力 、整 裝 以 待 。同 樣 地 ，在其他  

的 城 市 裡 ，矗立 著許 多突兀 的、來自美國和西方的全球性  

商 標 ，如 麥 當 勞 （M c D o n a ld s )、星 巴 克 （Starbucks) ； 

S 有 歐 洲 的 設 計 商 標 ：C u c c i、依 芙 聖 羅 蘭 （Yves St. 

L a u r e n t ) ; 來自日本的豪華轎車 Lexus。校 園 裡 ，學生所 

邙的T-shirt和牛仔褲在在都像美國人，T-shirt上印著英文  

的 標 語 。我也在一些地方聽到美國的搖滾樂’到處人手一  

「機」 。這一切在20年前是極罕見的。

雖 然 如 此 ，這 並 不 是 一 個 「單向」的 文 化 輸 入 。西方 

的 產 品 、習 慣 、時尙的確普及到中國，而許多中國的產品  

也同樣地流到西方。事 實 上 ，今天的美國不可能一天沒有  

屮丨雨製的產品，包 括 電 腦 組 件 、衣 服 、玩 具 、運 動 器 材 、 

m 鮮 、甚 至 一 些 藥 品 。同 時 ，美國龐大的國債大部分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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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也是來自中國。

我們今天活在一個彼此迚結的 III W ，不僅在於前面所  

提 到的範 疇，也包括我們的ALl ^  fj A  .

我們美國人走在現代化汗内的 I _|丨I線 以大城市爲中  

心 的 社 會 、充 斥 著 五 花 八 門 的 丨 -如腦滿是幸福生  

活 的 條 件 和 隨 時 隨 處 的 「立即讪 ,丨八| __ (h i,f仲拟代化的社  

會 ，人是可以享受很多的好處，f u找丨rn i(應 常 r 解 到 ，它 

讓我們的靈魂付出極大的代價。现代化的哎垃対於歷史事  

實和聖經信仰並非友善；事 實 上 ，u p 丨拟垃(•』她 、削弱和 

毀壞了整個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例 如 ， A;歐洲的許多 

地 方 ，基督教信仰已經蕩然無存，所刺的怀 y ：乍洞的教會  

與 大 教 堂 ，矗立在那裡讓人憑弔往日的輝灼

這本書是根據我前面的四本書而產生的，它試圖釐清 

現代文化如何影響基督教信仰。我嘗試了解那些敵對聖經  

信仰的新方法是甚麼，還有那些粗野、喧鬧的信仰面貌。

起先你可能會以爲這些掙扎是美國特有的，與遙遠的  

華人世界搭不上關係。確 實 ，我所說的主要是美國教會面  

對 自 身 的 處 境 （高度現代化社會）而 產 生 的 問 題 ；然 而 ， 

假如你認爲這些問題與華人沒有關係的話，那可就大錯特 

錯 了 。

這個彼此交錯影響的世界也產生了一種跨國界、跨區 

域 的 文 化 。現代化的過程在各地進行著。比 起 過 往 ，它所 

引發的生活思維比較不受人類的歷史與宗教的約束，也因 

此它越來 越全 球化 。我們不僅對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同時 

對生活的看法也是相同的。這意味著西方教會走在發展的  

前 線 ，而東方的華人緊隨在後。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課題。

我們這些身爲西方的基督徒，在 了 解 新 的 處 境 、找到 

自己的定位這方面，並 未豎立 好 的 榜 樣 ，我企盼華人的教  

會 能 以 我 們 的 經 驗 爲 借 鏡 ，免 於 重 蹈 覆 轍 。這是我的禱 

告 ，希望此書能爲華人開拓一條新路。

14

B  I

對於中文版的譯者、編者和出版社，我由衷地感謝。 

願你們在自身的 處境 中找 到出 路，眞實地活在上帝的  

面 前 !

魏 爾 斯 （David F  . Wells) 

2010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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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福音派地界 的設定

大 胖 蛋 （H um pty  D u m p ty )

大胖蛋端坐圍牆上，一個翻滾摔落在地上。 

國王派千軍萬馬來，就是挽不回這個破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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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自 己 是 更 正 教 （Protestant) 基督徒並不需要什麼  

勇 氣 ，畢竟西方有千千萬萬的人都這麼做，這麼做  

並 沒 有 任 何 危 險 。然 而 ，若要按更正教流傳下來的眞理來  

生 活 ，便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在 當 今 處 境 下 ，這樣做 

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這 便 是 本 書 的 主 旨 。但 是 ，要 作 记 撺 論 述 ，不僅要理  

解 後 現 代 文 化 ，也需要理解當代福 &派U 仰 【編 注 ：本書 

的福音派一語是英美用法，指相對於自『tr派成所謂新派的  

立 場 ，福音派包含靈恩派】 。許 多 時 候 ，福 f:'f派人士並不  

比非福音派人士更重視流傳下來的更正教眞理。

這是頗 値得注意的一件事。畢 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出現的福音派運動是一個成功的運動。那 麼 ，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呢？

我 們 要 切 記 ，在那段時期開始起步的福音派是白手起  

家 的 ，他 們 人 數 不 多 ，在學術界並 不受歡迎，在受啓蒙運  

動 影 響 的 圈 子 裡 ，飽 受 譏 笑 ，在美國社會中也遠離權力核  

心 。然 而 ，在很短的時間內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的教  

會 迅 速 地 增 長 ，他們建立 了 各種學院，設 立 了 各 種 機 構 ， 

進 入 了 學 術 領 域 ，並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也關 

注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群。他 們 是 如 此 成 功 ，以致在美國  

文 化 中 ，大家不得不對他們刮目相看；然而這並不是歐洲  

的 情 形 。福音派的信仰從未如此地廣爲流傳，而其影響力 

之大也是空前的。

但 是 ，就在福音派運動似乎達到巔峰狀態時，卻開始  

分崩離析—— 現在它正朝著三個不同的方向分裂。由於福 

音派的歷史已經說明了福音派的範圍在哪裡，所以我在開  

始 討 論 本 書 的 實 質 問 題 之 前 ，會先簡述福音派的三個派  

別 。在隨後的章節中，我會經常回頭來討論這些問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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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圖

現 在 ，讓我來勾勒當前的情勢。

福音派世界現在正分裂成二個不同的派別。事 實 上 ， 

它正分裂成許多小支派，因爲這個令人稱奇的信仰帝國正  

在 全 面 瓦 解 中 。我 僅 用 三 個 重 要 的 區 塊 （派 別 ）來描繪福  

音派的輪廓—— 從 遠 處 鳥 瞰 ，而 不 是 看 細 節 。特別要注意  

的 是 ，其中的兩個區塊是新生的，就如巨大的冰山剛分裂 

出 來 一 樣 。在 我 看 來 ，它們是過渡 性的 運動，是脫離早期  

占典福音派正統的嘗試；而 且 ，他們正不經意地朝向更加  

自由化的基督教邁進。我 懷 疑 ，當 時 機 成 熟 時 ，這些福音  

派之子終將成爲羽翼豐滿的自由派（也就是當初他們的福  

音派先輩所反對的那些人） 。

教義

現在造成福音派世界分裂的因素和過去大不相同。過 

去的分野是教義上的，教義上的差別是以往造成分裂的主  

IA3，例如浸信會反對主張嬰兒洗的人、前千禧年派反對後  

■禧 年 派 、公理會反對長老 會、亞米念主義者反對加爾文  

ft義 者 、按立女性者反對不按立女性者、講方言者反對主  

張 方言 終止論者等。上述這些問題仍然有其影響力，而且 

它們仍在激發人們的熱情。對於以上的每個議題我都有自  

已 的 立 場 ，而 且 我 認 爲 ，這些討論都非常重要，因爲他們 

邰致力於尋求符合聖經的教導。

不 同 的 是 ，h 述這些教義上的差異在今天似乎並不被  

視 。過去的版圖是根據教義的差異來畫分的。如 今 ，當 

M 些教義都被討論過之後，許多福音派人士便對教義無動  

於衷了—— 當 他 們 試 圖 「經營教會」時 更 是 如 此 。就個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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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論 ，毫 無 疑 問 的 ，每 個 牧 者 有 自 己 所 信 仰 的 教 義 。fll

是 ，談 到 「教會經營」 ，情況就不同了--- 許 多 人 認 爲 ，

教義是他們接觸年輕人的障礙。W 此 ，今天福音派教會的  

派 別 ，並 不 是 傳 統 的 教 義 爭 論 所 形 成 的 。福 音 派 的 「地 

圖」必 須 重 新 繪 製 。那 麼 ，造成彳MfY派 im貌改變的原因到  

底是什麼呢？

文化

在 過 去 的 二 、三 十 年 ，福 音 派 「發現了文化」—— 這 

聽 起 來 相 當 諂 媚 ，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這麼偉大。我歡迎對  

文化進 行嚴肅的討論，我們應探討它到底是什麼以及它是  

如 何 運 作 的 ，而不是只靠民意調査的方式來看看什麼是熱  

門 的 東 西 。但 是 ，大多數福音派並沒有那麼認眞地看待文  

化 。

在 文 化 問 題 上 ，他們想知道的東西是很容易發現的一  

一他們想了解到底哪種潮流或時尙正影響著現代生活。他 

們根本沒有興趣去了解這些潮流之下的東西，更沒有興趣 

去 了 解 西 方 現 代 文 化 如 何 塑 造 個 人 的 視 野 、帶來什麼偏 

好 、爲我們提供什麼樣的生活意義。他們認爲這一切都只  

是 繁 瑣 無 用 之 物 。作爲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福音派進  

入 文 化 的 海 洋 中 ，並沒有去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只 

是想要掀起某些運動。他們帶著自己的衝浪板，在每次小 

小 浪 頭 沖 向 岸 邊 的 時 刻 都 試 圖 趁 勢 前 進 。以 所 謂 「相關 

性」爲 藉 口 ，追 求 成 功 ，結果就是把福首派一分爲二。

i a 個 議 題 相當 熱 門 ，結 果 就 像 葛 尼 斯 （Os Guinness ) 

在 《預言不合時宜 》 {Prophetic Untimeliness ) 一書中說 

的 ：到底福音派教會要用「唯獨聖經」 （sola Scriptura) 還是要 

用 「唯獨文化」 （sola cultura) 來建立教會？實際上，在福音派 

當 中 ，只有少數人關心這件事，多數福音派教會覺得這個問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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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意義。它乏人問津，就像棒球好手曼尼 . 拉米瑞兹 (Manny 

R am irez)，他在同一場比賽中打了好幾個全壘打之後，已經沒多 

少人會對他的精湛球技感到驚訝，反而覺得稀鬆平常。

雖然被多數教會嚴重地忽視，這些仍然是應當反覆思考的問 

題 ：到底是什麼在主導著教會？到底是什麼東西在影響教會的思 

考 ？要追求什麼目標？要怎麼處理事務？是 「唯獨聖經」嗎 ？還 

是 「唯獨文化」？是正在流行、前衛 、新潮的東西呢？還是蘊含 

永恆眞理、歷久彌新、永遠有功效的聖經呢？

當然，一般人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並不是這樣子的。那 些 「唯 

獨文化」的福音派人士都宣稱自己是「唯獨聖經」的 。所 以 ，對 

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找出問題的癥結。在這本 

書中，我會盡力做到這一點。

現在我要更具體地討論福音派的三大群體。我們必須  

看 清 ，傳 統 的 、古典的福音派起初如何變成行銷型教會， 

隨後又如何變成新興教會。這些行銷型教會就是我所說的  

第二個群體，而新興教會則是第三個群體。

古典福音派

源起

第一 個群體是 古典福音派。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在 歐 洲 和 美 國 孕 育 成 形 的 。它 過 去 堅 持 、如今仍然堅持  

的 ，就 是 對 教 義 有 認 眞 的 態 度 。行 銷型教會試 圖忽 略教  

義 。而對教義認眞的態度從古典福音派的主日講道可以聽  

得 出 來 。

在 美 國 ， 「重視教義」是二十世紀初與自由派進行艱 

苦 論 戰 的 結 果 。自由派認爲基督教是關乎行爲的宗教，而 

非 關 乎 信 條 。他 們 說 ，基 督 教 關 乎 人 生 ，而 非 關 乎 教 義 。 

他們的反對者—— 保 守 派 （基 要 派 ）則主張基督教不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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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行 爲也 關 乎 信 條 ，不但關乎卞沾也關乎教義。他們就川 

信條和教義來界定自己與自由派的阽別。

可 是 ，基要派就如許多處於劣勢的群體一樣，因爲覺 

得 危 險 而 保 護 自 己 ，結 果 就 築 起 ，將自己與其他所  

有的群體完全隔絕。這乃是過 度防钯 ■

最後基要派因爲自己所抱的敵對態度他 ' 柯 K 了分裂的 

種 子 ，又 因 爲 在 學 術 界 自 我 孤 立 ，他 逐漸 凋 ¥  - 在二十  

世紀五 ◦ 年 代 、六 〇 年 代 ，取而代之的足新 m •派 （nco- 

evangelicalism ) ，由 美 國 的 奧 肯 加 （Harold Ockenga ) 、 

卡 爾 亨 利 （C arl H e n r y ) 、葛 理 翰 （又 譯 爲 葛 培 理 ）

( B illy Graham ) 以 及 歐 洲 的 斯 托 得 （John S to tt，又譯爲 

司徒德） 、巴亥丨j ( J. I. Packer) 、鍾 馬 田 （Martyn Lloyd- 

Jones ) 、薛 華 （Francis Schaeffer) 等 人 所 領 導 。他們與  

許多志同道合的人開始透過各種學校、出版社和福音機構  

來 進 行 一 場 運 動 ，其全部目的就是要讓那些有意這樣做的  

人 ，重新參與到現代生活中，進入那些古老宗派以奪回主  

導 權 。這種聯合是圍繞兩個核心神學觀念建立起來的，也 

就 是 ： （1) 聖經出於神的默示，有 絕 對 權 威 。 （2 ) 基督 

的 代 贖 r 作是信仰的核心，並且是必要的。

對 他 們 來 說 ，這 就 意 味 著 ，本於聖經的信仰必然是教  

義 性 的 。實 際 上 ，這 遠 遠 超 出 了 僅 僅 肯 定 「聖經受神默示

並且是無誤的」--- 在這 個運 動 的 早 期 ，整套思維就是從

委身於這信念所發展出來的—— 他們認爲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論述的口吻或內容都必須合乎聖經。從這種思維所產  

生的教會都很重視聖經眞理，並致力於用神的道來要求基  

督 徒 的 生 活 。這個運動早期的各種出版品和講道都有這種  

特 色 。

正 如 所 有 的 運 動 一 樣 ，這 個 運 動 也 有 它 的 招 牌 。其 

中最著名的便是 1942年 建 立 起 來 的 「全國福音派聯盟」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NAE ) ，及 1956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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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印 行 的 《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 oday)雜 誌 。它們 

各自的目的就是使這種新的基督教生活能組織化，並發出 

自己的聲音。前 者 （N A E )是 爲 了 對 應 自 由 派 的 「全國教 

會會議」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NCC ) ；後 者 （今 

曰基督教 ）則 是 爲 了 對 應 自 由 派 的 雜 誌 《基 督 教 世 紀 》

( Christian Century ) 。

從 這 兩 份 雜 誌 所 採 取 的 路 線 來 看 ，卻很有諷刺的意  

味 。 《基督教世紀》 自那時直到如今，儘管帶有自由派隨  

波 逐 流 的 特 色 ，卻仍保持自己學術上的一貫性。雖然在過  

去 幾 十 年 中 ，它 已 經 開 始 變 得 混 雜 不 清 了 ，但是在自己  

的自由派立場上卻從未讓步過。而 《今日基督教》與此相 

反 ，儘 管 它 所 服 事 的 福 音 派 基 督 徒 地 位 不 斷 爬 升 ，它的 

立 場 卻 很 不 堅 定 。一 直 以 來 ，它所扮演的角色的確很不容  

易 ，但是近些年來它已經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不是根據  

神學上的委身，而是根據時下盛行的風潮。

而 現 在 的 「全國福音派聯盟」則變成只是它全盛時期  

的 影 子 。實 際 上 ，它已不再那麼地有活力，但即使它是眞  

正富有活力的組織，也難以代表今天的福音派世界。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原來那些福音派領袖的異象便消  

褪 了 ，這是基督教界常見的現象。他們賦予這個運動的力  

量 、紀 律 、方 向在 隨 後的 一 、兩代人身上便消失殆盡。福 

音派仍在維繫著許多人，因他們還可以依賴前人積累的資  

本 來 生 活 。那些出版社仍 在運 作，基督教大學每年仍有大  

學 生 畢 業 ， 《今日基督教》也 仍 在 發 行 ，但是卻沒有足夠 

的 新 資 源 挹 注 。慢 慢 地 、卻 也 是 殘 酷 地 ，這場偉大的運動  

已經開始瓦解了。

雖 然 福 音 派 還 有很 多堅 強、可 敬 、肯 犠 牲 、名聲很好  

的 人 士 ，可 是 「全國福音派聯盟」和 《今日基督教》 已不 

再能代表福音派最優秀的那一面，也 不再 能爲 它發 聲。他 

們 沒 有 解 決 問 題 ，反而 製造更多問題。事 實 上 ，福音派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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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人 熱愛神的道，他們認爲應當以教義來建造 t’ll」 " 

他們視聖經中的教導爲寶貴，願意在自己的思想和U t M i  

以 上 帝 爲 核 心 ，確確實實過著正直生活，而且也不以「丨！ 1 

的根基—— 宗教改革—— 爲 恥 。他們就是如今眞正 /I ^ I 1, 

宣 教 團 體 的 人 ，從他們身上仍能看到那種既古樸乂 J I 沿 

人尊重的敬虔生活。

雖然要今天的福音派恢復五十年前、一 汁 :仙丨丨、/丨i'i 

年 前 那 種 樣 子 ，是非常 不切實際的。但 是 ，姐 跳 “ .'丨/iivir-j 

眞 理卻 從未改變過，因爲眞理來自於神，巾]神 ; ^ 水 I 

的 ; 因 此 ，必 然 存 在 著 能 夠 使 眞 的 基 教 u 仰仆附丨||咐丨I, 

得以延續下去的環節。我 認 爲 ，我們今人火落的丨丨！/ I I 屮 

的某些環節。

首 先 要 聲 明 ，我對這個運動所抱的觀點 h n :  I rrlf.lVifW 

點 ，我認爲那些新的變化有可能毀滅福音派以及亡丨v . m  

的 成 就 。其他人的觀點與我不同，他 們 認 爲 ， ii a 

不 斷地與文化融 合，正在拋棄那些已經過時的也叫 . ,if,|fu 

始正視我們所處的世界，他們認爲這是應該做的，|丨ii I I v  

越做越起勁。

我會在隨後的章節討論這些不同的觀點，丫I;乜 / 'H N ， 

我想解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 希 望 這 樣 做 會 卟 十 、

書更有價値。

兩個弱點

儘 管 福 音 派 世 界 充 斥 著 許 多 不 同 的 聲 音 、不 h i IV丨觀 

點 、不 同 的 議 程 、不同 的 神 學 觀 念 、不 同 的 課 程 、 I 卜|的 

「教會經營」模 式 ；但 是 ，我 認 爲 ，這一切都可以 jl_W,)V|Vi| 

戰後出現的古典福音派的兩個弱點。這兩個弱點提丨|| I 11 

銷型教會和新興教會賴以生根的土壤。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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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上蒌縮

先 談 第 一 個 弱 點 。若 要 成爲一個 有凝聚力的 運動’從 

教 義 角 度 講 ，福音派的核心觀點必須 - 致 ’而非核心觀點  

則 允 許 差 異 。這就是當時發生的情形。核 心 觀 點 有 兩 個 ： 

第 一 ，相信神所默示的聖經之權威，第 二 ，相信基督在十  

字架上的代贖。

在二十世紀五〇 、六 ◦ 年 代 ，甚至是七 ◦ 年 代 ，除了 

以上兩個核心觀點之外，福音派另有許多信仰和實踐的重  

要 原 則 。然 而 ，當時卻有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就是只要  

奠基在這兩個核心觀點之上，其他觀點就不必爭執。只要 

這兩個核心原則得到了堅持，只要這種合一的根基牢靠堅  

固 ，在教 會 治 理 方 式 、方 言 、洗禮和千禧年等問題上’便 

可 以 有 多 樣 性 。當 時 ，這種作法似乎非常安全’因爲其核 

心 價値 是 穩 固 的 ，而且當時的福音派對非核心教義也同樣  

能嚴肅對待。

然 而 ，後 來 出 現 的 情 形 卻 是 ：教義上的 堅持 逐漸妥  

協 ，福音派任憑非核心教義多元並存’很快就演變成認爲  

福 音 派 思 想 可 以 簡 化 爲 「聖經權威」和 「基督的代贖」這 

兩 點 。從 「事 後 諸 葛 」的 角 度 來 看 ，今天的情況已經顯  

明 ，寬鬆地包容多樣性已演變爲漠視基督教教義 °

二十世紀七〇 、八 ◦ 年 代 ，從 各 種 角 度 來 看 ，越來越  

能 發 現 「凡事合乎教義」的思考方式正逐漸消失。當新 -… 

代 領 袖 出 現 ，當福音派的領導從老 - 代 「牧者一神學家」 

轉 型 爲 新 一 代 「企業家」時 ，當教會開始在態度上和崇扑 

上 反映出這種變化時，這種從教義角度來思考問題的能乃  

便 消 失 殆 盡 了 。當 然 ，這 種 改 變 在 《今日基督教》 中 

得 出 來 。

不 知 不 覺 地 ，從 聖 經 的 角 度 來 思考 的習 慣 巳 經 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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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 。過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這件事就變成大家有目共睹的  

實 。毫 無 疑 問 地 ，造成這個後果有許多原 W ，例 如 ：校丨切 

福音機構已將基督教信仰大爲節化，教 件 f  做,淨地

按 照 聖經來 進行教導 的 I:作 ’ 於 經 r u :|i!的無知就成  

爲一種 择遍 的视 象 •• fl I ，LiW(内 /i;變化的 irt大 原 因 ，我 

認爲是福彦派開始受到周遭义化所侵擾。而 且 ，隨後基督  

教便越來越被簡化爲個人的、內 在 的 、治 療 性 的經 驗 。其 

教 義 性 日 漸 萎 縮 ，並 隨 之 崩 解 。這便是我在 1993年出版的  

《無處容眞》這本書中所討論的問題。

然 而 ， 《無處容眞》 中所提出的墮落現象仍在持續， 

並 且 正 在 加 速 、加 劇 中 。面對這個難以避免的後果，我想 

就它 的 癥 結 進 行 探討 ：那種在一開始被當作可以用來發展  

福音 運動 的 策 略 ，其 實 是 在 終 結 、削 弱 整 個 信 仰架 構 ；而 

且 ，現在的情況已經嚴重到瓦解福音派的核心。

這 種 對 福 音 派 眞 理 的 瓦 解 ，在 二 十 世 紀 八 〇 、九〇 

年 代 ，日 趨 明 顯 地 以 一 系 列 鮮 明 的 「標 籤 」爲 信 號 。這 

一 系 列 的 混 合 名 詞 有 ：女 性 主 義 福 音 派 、普世福音派  

( ecumenical evangelicals ) 、自由福音派、靈恩福音派、天 

主 教 福 音 派 、從天主教改信新教的福音派等。這些附加的  

標 籤 ，不管 是女性主義者、天主教徒或自由派等都發出信  

號 說 ，他們所附帶關心的那些主題和那種界定「到底誰是 

福音派」的核心主題同等重要。實 際 上 ，那些附加的主題  

很可能是他們更關心的。因 此 ，福音派原來的核心主題已  

經不再能塑造人成爲福音派信徒，也不再能定義誰才是眞  

正的福音派了。

這 個 弱 點 正 在 不 斷 擴 大 ，日 趨 嚴 重 。從行銷型教會  

的 經 營 方 式 來 看 ，這 一 點 非 常 明 顯 。這 種 情 況 被 巴 拿  

( George B a m a )以一次次的調査方式記錄下來。我將會在 

下一章討論這個問題。

上一次我走過連接尙比亞和辛巴威的大橋時，就在維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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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利 亞 瀑 布 下 ，我 看 到 了 一 位 「極限運動者」從大橋的中  

央 縱 身一躍 而下 。橋 F約四百英尺以下的水面，充滿了湍

急的水流和鍾魚--- 這 就 是 非 洲 。他所使用的設備可能並

沒有 經 過定 期檢 驗，也 沒有 定 期 更 換 。實 際 上 ’我看到的  

顯然是巳經使用過度的繩子。它們 已被 嚴 重 磨 損 ，我不知 

道再過多長時間就會有一位極限運動者再也無法回到橋  

上 ，而是直接掉進咆哮的浪花中。

此類事件在福音派教會中已經發生過了。那些綁在一  

起 的 繩 子 漸 漸 磨 損 ，然後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加會突然斷  

裂 。這些繩子就再也無法將這些極限運動者（如行銷型教  

會 、新興教會）帶回上帝的團契中了。

教會消失了

第二個弱點是從第一個弱點產生的。我們可以承認並

相信這兩個源自宗教改革的核心原則--- 聖經的權威和基

督 的 代 贖 ，但是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原則在眞實的教會處境  

中實踐出來嗎？對 某 些 人 來 說 ，這 是 辦 得 到 的 ，但是對更 

多 人 來 說 ，並 非如 此 。

這一點在二十世紀八 ◦ 年 代 變 得 特 別 明 顯 。在這個時  

代 ，具有商業頭腦的企業家變成了福音派領袖。那 時 候 ， 

美國絕大多數的宗教組織都是福音派的，在 這 些 組 織 中 ’ 

絕大部分都是在戰後產生的。

在 這 段 時 期 ，有些福音機構以令人驚歎且頗有助益的  

方 式 ，促 進了 福音派事 業。實 際 上 ，當 教 會 跌 倒 時 ’常常 

是某 個福音機構出面，肩負起教會的未竟事業。在戰後不  

久 ，那 些 機 構 就 組 織 而 言 ，處 於 教 會 之 外 ；但就功能而  

言 ，則 處 於教會之 內。它們的存在增強了教會生活。它們 

是偉大的福音派聯合運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誠 然 ’早期 

的情況並不像後來我們看到的那樣，後來有些福音派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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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了私人王國，就如許多電視佈道中所看到的那樣 '•

但 是 ，在二十世紀八 ◦ 年 代 ，福 音 派 開 始 用 「抑,‘'彳機 

構」 （p a r a )的方式來思考福音派信仰。對當代 |〖|丨，:丨， 

一項 令人震驚的偏離。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它純种 V.:'丨\ ||.'.| 

弱點造成的後果。隨著教義的式微，教會也泛糾丨r __

教 會 本 身 並 未 受 到 攻 擊 ，至 少 在 V M it：f IH 

是 ，福音派卻開始脫離教會來思 6 i ' n ’4•的 r,ivn ■ | |_丫’ ！丨_ 

組 織 上 的 、也是態度上的丨,",|如 1 'lll i'AMv'Vl,l,//V|lO屮丨,丨.丨 

考 教 會 。

當 行 銷 型 教 會 開 始 (J7I； I lIl-IMII.'j ’就 Ul;l丨丨弥I it'll (A： 

度 。H 日的信仰傳統、獨Vi的 矜 vVvl1屮 - 矜 ft.lV.Mi W A i丨叫 

統的儀式等突然間都變成 r a w,jirur.,,|, in, ’ i-

-樣 ，需要儘快扔掉。

但 足 ，隨 矜 這 些 改 呦 ’ 乂;々 / ' I :  r 丨丨. r w  w m 從 

起 初 ，教 會 就 •直是彳址邮 m : 的 柃 心 ’ .h,i.〈I 料内卻'人人 

自己的地位 —— 它 看 似 个 I叶能，j m , ; r  ^ n h  謂 ,a  

義 上 算 是 消 失 了 ，它們實際丨：徹 底 變 成 r I 如 機 描 」

(parachurch) !

這 種 行 銷 型 的 教 矜 領 袖 們 認 爲 ，他 們 岡 身 於 m 場 , 

中 ，而宗教顧客們乃是選購者。這種選擇的機會剛開始;二 

以競爭的方式提供給顧客的，於是便走向一條非教會性的  

路 線 。這種新動向隨著電視佈道的出現而得到了人大的咐 

強 ，尤其是二十世紀八 ◦ 年 代 ，宗教影像的滲透力更是不  

言 可 喻 了 。教會生活的重要性對許多人來說開始卜—降 ，|x：| 

爲星期天早上他們可以在 d  B 的 客 廳 中 來 到 電 視 機 前 「做 

禮拜」 。福音派世界中 - •人舴人決定翅如此來實踐其基 fY 

教 信 仰 ，彷彿整個教會的概念必彡1'丨处消失。福音派在人們  

心 目 中 正 演 變 成 「福音機描」 ，i〖ij地 ；7常會則成爲主要的  

犠 牲 品 。

若 福 音 派 仍 用 教 義 的 A 來 圯 6 ，邵 j j 棟止作使教内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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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技倆絕不會得逞。可 惜 ，他們卻沒有這樣做。

實 際 上 ，如果沒有從聖經的角度來認識神設立教會的  

目 的 ，那 教 會 在 市 場 上 就 會 成 爲 一 種 債 務 。在這個市場  

上 ，教會碰到了難以競爭的對手，就是那坐在客廳裡的便  

利 性 ，以及那偏向瘋狂和娛樂的世俗文化。那些電視傳道  

人或那些借來的D V D上很少會提什麼要求，任何要求金錢  

奉 獻 的 聲 音 按 一 下 「靜音鍵」即 可 解 決 。這種情形當然不  

會在教會講 台中發生！這種透過市場方式無聲無息、沒有 

號 角 的 征 服 ，不僅嚴重地削弱了教會；而 且 我 必 須 說 ’它 

同樣也嚴重地削弱了作爲基督徒的意義。

面對 個人 主義的連環大轟炸，若沒有強而有力的神學  

背 景 ，信仰將會被理解爲個人信仰的觀點’演化爲個人主  

義 的 、以自 我 爲 中 心 的 、以消費者爲導向的信仰。教會行 

銷師就是如此改變自己去適應這種變化’他們非但沒有將  

此 視 爲 應 該 拒 絕 的 弱 點 ，倒將此視爲需要去追求的好機  

會 。漸 漸 地 ，福音派信仰便脫離了與過去的聯繫’成爲只 

關 注 自 己 ，成天只想著企業式的成功而已。福音派經驗被  

如 此 斬 斷 之 後 ，它變得越來越趨向於世俗文化、越來越空  

洞 、越來越膚淺了。

這種發 展仍 在演 進過 程中。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是 ，美國和英國的家庭教會正在不斷地增長。當 然 ’這些 

教會是在複製使徒行傳中所記錄的那種最早期的教會生活  

方 式 （如徒二4 6 - 4 7 )，但是這些早期的基督徒同樣也在家  

庭 之 外 聚 集 （徒三 1 ，五 1 2 ) 。當然如今有好的家庭教會 ’ 

也有不理想的家庭教會。根據 巴 拿 的 統計 ，在2007年的美 

國 ，這 些 「獨立的家庭團契」的平均會友人數爲二十人。

不管它們被稱爲團契小組還是關懷小組，或者是査經  

小 組 ，這 些 「家 庭 團 契 」 已經習慣於彌補地方堂會的不  

足 。現 在 ，那些用來彌補教會的小組已經變成了教會，而 

本來的那些教會則消失了。它所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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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想 對 它 們 進 行 歸 納 非 常 困 難 ，因 爲 這 些 「家晌呦  

契」確 實 各 有 千 秋 。它們似乎在鼓勵彼此之間的友 ,w 和 // 

助 方 面 做 得 非 常 好 ，在傳遞全部聖經教導 ;Vifipi丨就做丨1 

不 那 麼 好 ，尤其是對那些艱澀的、或 片 个 r v i 'h 丨胂,叩的部 

分 更 是 如 此 ，因爲這些團契規校 j i :常 小 ’ \uh\\ I 人W 人之 

間 的 緊 緊 地 凝 聚 在 •起 ， 的 t 經 n . ' n 丨j ! 则木I 

難 。此 外 ，他們如M 执 f r屮 ffiiDi: ? I々l|n|_!*iw I 卞T 經的勸 

戒 呢 ? 如 何 接 觸 丨 叫 切 以 外 的 V

il l此丨丨J—W ’ 十 '1 就找的肌Wi • 如八 /)iv内 , 进 I 汁..來 

的 i J 种 「义蜡  I 尸 ; 點 丨 _)| w tv 的 ‘ (；| '|' Itlli1,'JU 

福斤派屮;米t  r h i i 1丨教何’ ^ ifn  mi i'犰 叫 抖 何 " fi-:

這些彳/•銷 咿 教 則 | ’ n  m  ?Cf % r ，跟 n 何 I u - i>丨:消'火 

T 。在 那些 新興 教 符 屮 ，教戒 M 仪 Uijf丨火)• ' ifN作 a  -M 

反 動 ，他們嘗試蹲找教钤的新 ,a 義 " fii.W：，\k\VM<iU -種 

對聖經眞理的明確認識，在 总 及 的 過 作 屮 形 成 广 某  

種 觀 念 、傳統和實踐的詭異混合體。我 / l : i J 木M 屮 处 進 - 

步探討的正是這些發展。

行銷型教會

早 期 古 典 福 音 派 用 福 音 機 構 和 出 版 業 打 造 了  一埸運 

動 。那些行銷型教會則是搭上這一場運動的列車。他們的 

資本是古典福音派所累積的，但 他 們 所 做 的 ，乃 是 爲 f f t  

己的目的和成功。這就形成了福音派的第二種族群。

海 波 斯 （B i l lH y b e ls )在 1975年成立了柳樹溪社區教  

會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 ，他 強 調 「教會行 

銷」 ，那些跟隨者也就成爲教會行銷師，他們受巴拿和他  

屢次的人數調查所煽動。當 時 開展 的 運 動 ，如今整個美國  

都 跟 進 。它已演變成一些新的形式，並且已經外銷至世界  

各 地 。當 然 啦 ！這 就 是 美 國 ！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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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行銷方法據說是試圖保留古典福音派信息，而用 

一種新方法來 傳達 。它的策略一直是從企業界借來的。其 

關 鍵 概 念 是 ：基督教信息是有市場的。他們用行銷技巧及  

被證實爲有效的娛樂形態來滲透這個市場。

這種革新就好 像在 三十年前 ，有一列正要開離城鎭的  

火 車 ，而成千上萬的牧師們爭先恐後地擠上車。這便是獲 

得 成功 的神奇妙方。儘管 在這個 運 動中 ，的確有不少人純  

粹只 是爲了 傳 福 音 ，但這個運動卻被矇在令人震驚的文化  

幼 稚 中 。其 結果 可 想 而 知 ，這場運動將會沿著自己的軌道  

達 到 頂 峰 ，隨 之 失 去它的 吸引 力；不 過 ，總會有些落伍的  

人在這些運動退潮時仍在盲目地跟隨。這就是目前仍在發  

生的 情 形 。

行銷型教會讓福音派人士驚嘆，但在福音派之外卻並  

未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早在 2007年 ，巴拿就發現這場運  

動中的指標性人物，如 海 波 斯 與 華 理 克 （Rick Warren) 1， 

幾乎完全不爲社會大眾所知。百分之九十六的人不知道海  

波 斯 是 誰 ，而 百 分 之 八 十 三 的 人 不 知 道 華 理 克 是 誰 。但 

是 ，在 福 音 派 世 界 中 ，這 些 人 卻 是 重 量 級 、巨星般的人  

物 ，在教會中呼風喚雨。

這些 就是 諸位 所看 到近 況。這 是 一 個 新 生 的 、剛剛打 

造出 來的教會世界 。這個教會世界完全是按照銷售量來重  

新1打 造 的 。适 裡 ，福音產品就像巾場上或電視上用 f了銷技 

巧賣出去的各種商品一樣。這裡瀰漫著咖啡的香味，迴響 

著 前 衛 的 音 樂 ，有輝 煌動 人的 影片，有在拉斯維加斯才看  

得 到 的 專 業 歌 手 。所有這一切都被打包起來，用 以 取 悅 、 

吸 引 、放 鬆 、抓 住 、包圍 那些潛在的顧客，並逐漸博取他  

們 的 心 。然 而 ，對這些教會行銷師們來說，他們的焦點瞄 

準在戰後嬰兒潮的這一代2。音樂是當代的。但從音樂角度  

~1 ~ 譯 註 ：華理克是美國加州馬鞍山教會創會牧師， 《標竿生人》一書的 

作 者 ，該教會是美國最大、最著名的教會之一。

2 譯 註 ：大約是四〇年代晚期到五〇年代出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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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看 ，所 謂 「當代的 」 ， ' h 世紀七〇年代成八 

〇年 代 早 期 之 前 ，W J U V •即 W 潮 :》J  •代最 + 缉歡的 fY衆 .. 

打擊樂和重金屬音樂 1!|丨 个 ■

太 多 時 候 ，在 所 心 w ,'m |彻 的 M t m 後 ’ /1:吨無 

虛 席 的 觀 眾 席 背 後 ，是 以 州 的 - f i lW ' J 、微 W  

道 的 信 仰 信 息 ，以 致 完 令 m 叫.晚 iu i"丨的'I A A i v m 能 

力 ；實 際 上 ，它也難以眞 iK 'ju i」w ir 'w i  r!. _ f i 丨川教持 

曾 做 這 樣 的 廣 告 : 一 個 有 「熱 m  I in |的如如斤信  

息 」的 所 在 。它 要 告 訴 我 們 ，教 科 fi I fM V.的 w ,a 」 ，同 

時 又 提 供 「認眞的信仰」 。

在 這 種 實 驗 中 總 是 有 衝 突 ： [形A  I 〈I 丨k 丨：限 

定 了 「信息」 。熱鬧的音樂和簡如 :的 激 ,ri Y 1丨.八屮 的 - 部  

分 ；但 是 ，這些包裝起來用以取悅人的形八 ’ 竹際丨.削弱 

了信仰的嚴肅性。 「形式」實 際 h 就 W 允 品 ’ i f u lU i: jJ個 

市 場 上 ，行銷必須 迅速 完 成 ，而 U 处 能 0 無 _,’|_「地完 

成 ，因爲這些顧客都腳底抹了油，腳 梠 如 發 惝 " 丨V教伶想 

認 眞 探 討 信 仰 ，這就對教會產生了極人的挑诹 ‘ :;d便 V：爲 

什麼教會行銷師們與歷史性的正統基忾教砟卞如此人的鴻 

溝 。這與其說是正統眞理受到攻擊，+ 如説 W 人丨I"川H始認 

爲眞理和教會無關。人 們 認 爲 ，眞 理 乃 闕 m.教泠成功的  

障 礙 。

現 在 ，這 種 方 法的眞面目顯 露出來 r ! 而且需要思考  

的 一 個 問 題 是 ：人們已經對原來的 / /法 )狀 倦 r  !他們不斷  

需 要新 鮮 的 玩 意 兒 ！這種行銷方法 L i經 / l:)3 W 福音派世界  

中變成了 傳 統 ，所 以 ，人們認爲該足 •轉 換 的 時 候 r 。坦白 

地 說 ，沒 有 任 何 審 判 比 這 樣 句 話 更 ⑴ 怕 ： 「你已經過時  

了 ！」這 句 話 甚 至 比 末 日 的 「白色人齊座」所發出的審判  

更 嚇 人 。想想看—— 「你過時了  ！」

這一切的發生就像時尙會隨著時過境遷而失去其吸引  

力 一 樣 。例 如 ，熱 衷 於 「嘻哈文化」 （Hip-hop 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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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們 ，從 他們的服裝樣式、紋 身 、穿 孔 、佩 戴 的 飾 品 、 

配著帽子的T-裇 （T - sh irt)、變形的棒球帽、像醉漢縫製出 

來 的 褲 子 上 ，便 可 區 分 出 來 。但 是 ，當中產階級—— 或說 

得 更 糟 糕 一 點 ，那些中年人—— 同樣也開始在自己那鬆鬆  

垮垮的皮膚上玩起什麼紋身來，讓自己的褲子半吊在自己  

的 屁 股 上 ，又秀起那種帶著帽子的 T-裇 時 ，那將會發生什  

麼 事 呢 ？年輕人就喪失特色了  ！這種特 色就 被侵 權了，他 

們在街上的獨特性已經沒有了，這就是他們該前進的時候  

了 ！他們只好再搞一些更新的花樣。

當 福 音 派 世 界 被 「柳樹溪化」的 時 侯 ，那照臨柳樹溪 

上的太陽便開始沉落了，它的威望便開始下降。假如柳樹 

溪教會無法提供新的時尙，那些使用更新潮的方式經營教  

會的人就將取而代之。這個情形其實已經發生了，我會在 

下一章冋過頭來討論這個主題，因爲許多人還不相信這個  

實驗已經走下坡了。

新興教會

福音派世界的第三大族群就是新興教會。如果新興教  

會的領袖們無意與福音派世界之間保持距離，那它將會扭 

曲 「福音派」的 定 義 ，使 之 崩 潰 。新興教會是由一種鬆散 

的教會聯盟組 成的，它們在二十世紀九◦年代便開始聚集 

在 -•起 ，如 今 則 成 爲 人 們 所 謂 的 「新興教會」了 。新興教  

會 與 傳 統 福 音 派 相 當 不 同 的 是 ，他們的核心信念漸漸轉  

變 ，變 化 的 幅 度 很 廣 ，而不同的新興教會間彼此差異很  

大 ，所 以 最 好 是 將 「已定型的新興教會」與 「正在興起的  

新興教會」加 以 區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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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對話

新 興 教 會 是 靠 網 路 的 「對 話」聯 繫 起 來 的 " f l 夂人經 

歷過自由派剛在教會中掌權的邵段歲）丨，他們邵矜 # 常清 

楚 「對話」是怎麼一回事。id W 找們從|W所聽過的粜西。

我認爲新興教會就 W iY :丨解描1 ' .iJ •點 非 常 重 要 。 

他們並未試 _ 成爲迚勋的推 in力片， 樣 做 的 話 ， 

在 某 種 程 度 I ' ，就 會 迎 竹 他 們 「觸 i 所 m 縛 」的 本 意 。 

他們對權力與組織充滿 r 懷 疑 ，也沒 w 朝 g 彼此團結的方  

向 努 力 ；他們純粹只是在對話，其中有幾個人著書立說。

他們反對的東西遠比他們支持的東西更清楚。然 而 ， 

他們都一致地將古典福音派，尤其是改革宗背景下的福音  

派 ，看成現代主義的重要內容。他 們 的 意 思 是 說 ，古典福 

音派是理 性 主 義 的，古典福音派以爲人們能夠眞正地認識  

眞理並且產生確據。新興教會認爲古典福音派的觀念是虛  

張 聲 勢 、不切實際的。

他 們 對 柳 樹 溪 教 會 與 「行銷運動」不 滿 ，他們認爲那  

種 運動 給 人空 虛 感 ，使人際關係在龐大的教會中失落，並 

且向現代的消費主義投降。這種運動帶給人的是一種簡化  

的 、單 薄 的 基 督 教 ，沒有深度與奧秘可言。他 們 認 爲 ，從 

這 些 方 面 來 講 ，新 興 教 會 是 「後 現 代 」的 ，而不是現代  

的 ，他們的風格常常更傾向於 x 世代 3 和 「千禧年世代」 

(the millennials ) 4的 那 些 人 ，而不是戰後嬰兒潮的那一代  

人 。他 們 更 願 意 將 自 己 視 爲 「後保守主義」者 ，而不只是  

福 首 派 。

新 興 教 會 對 傳 統 福 音 派 的 解 構 與 對 柳 樹 溪 風 格 的 重

塑 ，實 際 上 是 融 合 了 其 他 幾 種 發 展 趨 勢 而 成 的 。簡單地

3 譯 註 ：大約是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早期出生的人。

4 譯 註 ：大約是七〇年代晚期到八〇年代出生的人，通常是嬰兒潮世代 

的兒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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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我 們 最 好 把 新 興 教 會 視 爲 「後 保 守 派 」和 「後基要  

派 」 。他們這種觀念帶來的一個最明顯的影響就是：對聖 

經的權威和功能產生不同的理解。他們對聖經的理解比大  

部分教會更鬆散，更不 穩 定 。

新興教會中那些讀過神學的人似乎已經被後自由派迷 

惑 了 ，後自由派使新興教會對聖經的功能產生新的認識。 

他 們 跟 隨 時 髦 的 後 自 由 派 ，以爲它是當代思想中最流行  

的 、銳 不 可 當 的 神 學 ，其實後自由派在學術界已經過時  

了 。

對外開放

後 自 由 派 最 有 名 的 人 物 是 林 貝 克 （G e o r g e  

L indbeck) 5，他 提 出 了 一 種 看 待 聖 經 的 新 方 式 ，這種新  

方式不需要相信聖經話語的眞實性。聖經的功能更像是交  

通 警 察 ，其工作就是要保證每個人都朝著合理方向前進。 

不 僅 如 此 ，林 貝克 同樣也將聖經的解釋從「個人」手中奪 

回 ，並 將 其 置 於 「群體」手 中 。很 自 然 地 ，新興教會非常  

歡迎這樣的想法，因爲重視群體正是後現代的特色。

從這種立場產生出來的是一種對其他信仰—— 如東正  

教和天主教 —— 更 加 開 放 的 態 度 。新興教會是教義上的  

「極簡化主義者」 （Minimalist) ，把教義簡化到最低的限  

度 。他們是教會中的自由精靈，關注的是某種更微小的教  

義 ，並常常對文化及當代人的習慣抱著接納的態度，他們

5 譯 註 ：林 貝 克 （George L in d b e c k，1923年- ) 生於中國洛陽，爲美 
國信義宗著名神學家，後自由派神學重要代表人物之 -^，曾任耶魯大 

學神學院教 授。他曾以世界信義會聯合會官方觀察員身份參與第二次  

梵諦岡大公會議。其 代 表 作 爲 《教 義 的 本 質 ：後自由主義時代的宗教  
與神學》 （The Nature of Doctrine: Religion and Theology in a Postliberal 

Age，丨9 8 4 ) 。書中採納的是後期維特根斯坦式的語言遊戲理論及葛茲 

(C liffo rd  G e e r t z )的宗教觀，並 提 出 了 「文化一語言」進 路 ，把基督教 
義 理 理 解 爲 •種 「規則系統」 。該 進 路 ，既 有 別 於 「認知一命題」進路 

又 有 別 於 「經驗一表現」的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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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制 任 何 會 「限制」他們的教義。

此 外 ，新興教會常思考彼此之間如何溝通合作，I⑴七 

像福音派以往的行事風格—— 在 眞 理 下 - 丨h丨‘丨i 令 _他們常 

思 考 如 何 在 群 體 中 ，而 不 是 以 一 稀 例 A ，來經狀救 

恩 ；他們更多關注的是現世的 ,v,:難 ，ifn W / K  in:的 糚 。 

他們並不積極於以批判忭的態度丨舛 jw i [ 及 i： //:動 。他 

們整個浸沒在後说代义化屮，说U1,1.他們像 W 與後现代文化  

合 併 一 般 ; 他們 、H,:沒 灯 愧 沾 竹 教 所 处 求 的 邵 樣 ，與自 

己所處的义化保持趴離，仙們乃 W -味 地 擁 抱 诎 遭 的 「難 

兄 難 弟 」 。他們或許願总 •因 社 會 弊 端 血 批 判 社 會 ，卻對 

同性戀之類的個人行爲不予批判，他們這種態度顯然與福  

音派 立場 大 不 相 同 ，反而與老一代的更正教自由派頗爲相  

似 。

所 有 這 一 切 ，似 乎 都 是 一 種 「彌補」 ， 「彌補」是那 

些 在 乎 生 態 環 境 者 的 作 法 ，他 們 擔 心 自 己 會 留 F 碳 。然 

而 ，他們要坐飛機去渡假時，飛機燃料製造了大量的碳， 

該 怎麼 辦呢 ？其 實 很 容 易 ！在 英 國 ，環保公司會幫你處理  

這種敏感的 良心 問題 ，向他們 買 張 票 ，他們就會爲你種一  

棵 樹 ，這 就 是 「彌補」 。

新 興 教 會 是 不 是 在 進 行 一 種 「彌補」呢 ？他們忽略了  

教 義 ，然後就用崇拜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冒險性實驗’以及 

重尋教會中的神秘氣氛來彌補。我認爲這種彌補不過是做  

白曰 夢罷 了。眞理的失落是無法用任何東西來彌補的。人 

們只能對已發事件作一種掩飾而已。我們不再認識神的眞  

理 時 ，就 不 再 認 識 神 了 ，沒有任何古老的儀式或是昏暗、 

搖曳的燭光所打造出的神秘氣氛能彌補這種損失。

新興教會也是站在由奧肯加、卡 爾 亨 利 、葛 理 翰 、巴 

刻 、斯 托 得 、鍾馬田和薛華等人在上一代所建立起來的殿 

堂 之 外 。他們知道自己正站在這殿堂之外，而 那 些 「慕道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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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導向」6的 人 們 、那 些 行 銷 型 教 會 ，卻以爲自己還  

在這殿堂之中。

福音派帝國走向滅亡

你是福音派嗎？

以上便是我們所謂的福音派三大族群：古典福音 

派 、行銷型教會和新興教會。

這 個 福 音 派 的 「大 胖 蛋 」能夠再度整合在一起  

嗎 ？我認爲不可能。二十世紀四〇年代興起的這場運  

動 ，在美國和歐洲，都已經走過一段美好的歲月，建 

立 大 量 的 教 會 和 福 音 機 構 、令人印象深刻的學術群  

體 、神 學 院 、大 學 、社會福利機構、宣教工作等等。 

然 而 ，今天它正日益鬆懈下來，並趨於瓦解。

2006年 在 英 國 的 •次 調 査 顯 示 ，原來的福音派當  

中只 有百 分之五十九希望被稱爲福音派人上。在美 

國 ， 「福音派」這 個 標 記 同 樣 也 變 得 困 難 重 重 了 。 

《今日基督教》在這種處境下所採取的立場非常有  

意 思 。它 認 爲 ，其中的難題是福音派被媒體圈在同  

一 個 圈 子 裡 ，福 音 派 被 媒 體 當 作 是 宗 教 上 的 右 派  

(religious right) 並且和基要派混爲一談；而 且 ，都 

被充滿敵意的世俗出版社抹黑和污蔑。這份曾一度爲 

人們尊重的刊物辯解說，我們需要的是反攻，以充滿 

「魅力」的攻勢來擊潰這種消極形象。

我 的 觀 點 正 好 與 《今日基督教》相 反 。我不會因 

福音派在公眾形象上出現的問題，而去指責世俗出版 

社 。我也不會把這種情況說成僅僅是一場形象戰爭，

6 譯 註 ： 「對慕道友敏感」的 教 會 （seeker-sensitive) ，是行銷
型教會原本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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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爲這樣就能解決叫题 "

實 際 的 情 況 W 派丨‘丨L i引來了世俗出版社的攻

擊 。有 太 多 惡 名 迚 描 ' 外 o 彳人人也國的例子仍然在繼續  

著 ，在福音派屮丫 / 人冬的分丨"丨結派，對慕道友不懷純正的  

動 機 ，有 太 多 對 教 丨 , uu.#; i I•修改以致信息所剩無幾的  

例 子 。在 其 铂汕 人 物 屮 ， f i  人.Hi呎 的 货 清 。電視佈

道家中冇人多的 iU __H 例 [}丨I 人 > 的 _丨|:十. r m 沒柯表現出 

重 生 的 記 號 " 對 許 多 人 來 説 ， 「如 (Y派 I 匕經變成

r 陳 腐 、淺 薄 、攫 取 錢 财 的 ， - 倘 來 嘲 笑 更  

正教的笑柄。

那些仍將自己視爲歷史性基督教信仰傳統中的人們， 

就 像 我 這 樣 的 人 ，或許需 要思考一下 ， 「福音派」這個詞 

是否已經失去了它的效用。儘管它有 尊貴 的血 統，儘管它 

在過去或現在都有許多傑出的領袖，儘管眞誠正直的信徒  

仍 將 自 己 視 爲 福 音 派 基 督 徒 ，但 或 許 現 在 應 當 將 「福音  

派」這個名詞摒棄。

若不是福音派，那是什麼？

假 如 「福音派」這個詞已 經失去了 它的 意義 ，那取而 

代之的又是什麼呢？在這一點上、，我 頗 爲 困 惑 。我們自己 

的 標 籤 太沉 重 了 ，無 法 廣 泛 應 用 。我 要 伸 手 求 援 ，我要貼 

出廣告來徵求一個新標籤！

讓我來告訴諸位我是怎麼想的。有許多像我一樣的人  

都 認 爲 ，不管換用什麼樣的標籤，都必須包含那些對我們  

非常重要的許多內涵。

對 我 來 說 ，最 重 要 的 當 然 是 「本 於 聖 經 的 基 督 徒 」

( biblical Christian) 。但 是 ，适並不能提供足夠的分辨， 

因爲從保守的天主教徒到自由派更正教徒，都認爲自己多  

多少少是合聖經的。我們能再具體一點嗎？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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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改 用 「歷史性的基督徒」 （historic Christian) 呢 ？

這曾是個很有力的標籤。老一代自由派更正教徒曾經被稱  

爲 是 「現代派」 ，他 們 曾 經 主 張 ：基 督 教 必 須 調 整 ，以適 

應 現 代 世 界 。他們之所以再難以相信聖經爲標準，乃是因 

爲它是從古代世界中產生的，那已經不是我們所居住的世  

界 ，因此聖經的所有教導必須更新，我們必須將聖經中最  

優秀的思想和現代世界中最優秀的思想進行調和。

因 此 ， 「歷 史 性 的 基 督 徒 」這 個 標 籤 ，便是質疑自  

由 派 更 正 教 徒 的 論 述 。這 個 標 籤 的 意 思 乃 是 「按照保羅  

作 基 督 徒 的 方 式 來 作 基 督 徒 」 ，乃是將自己與奥古斯丁  

(Augustine)、加爾文 (C a lv in )、馬 丁 路 德 （Luther) 及愛德 

華 滋 （Jonathan Edwards ) 等努力追求聖經眞理的人聯合在  

--起 。而以這種方式成爲歷史性的基督徒，乃是那些自由  

派既不可能宣告，也不願意做的。

實 際 上 ，這種 關於歷史性基督教的論述，今天仍有同  

樣 的 力 道 ；但 是 ，很 少 人 知 道 這 一 點 。在這些新興教會  

中 ，我們聽到越來越多類似現代派的論述。當時基督教的  

壓力來自於知識份子的世界—— 他們將啓蒙運動的觀念推  

上 了 寶 座 ，所以現代派也對基督教進行調整以適應菁英文  

化 。新興教會也是調整自己來適應通俗文化。然 而 ，新興 

教會對現代派毫無所悉；因 此 ，歷史性基督徒的觀點在他  

們身上是完全失落了。

有 人 懷 疑 ，比 這 更 糟 的 是 ，新興教會不屬於任何歷  

史 標 籤 。有 人 懷 疑 ，歷 史 對 他 們 來 說 ，絕不會比披頭四  

(B e a t le s )的 搖滾樂 更古 老。披 頭 四 音 樂 來 自 那 「古早的 

曰子」 。因 此 ， 「歷史性的基督徒」對他們來說不太容易  

理 解 。

那 麼 ，如 果 稱 爲 「歷史性的宗教改革派基督徒」呢 ？ 

現 在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這 裡 有 兩 個 「毫 無 意 義 」的形容  

詞 ，而 不 只 是 一 個 ： 「歷史性的」和 「宗教改革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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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單 獨 使 用 也 好 ，還 ;^ •起 使 川 也 罷 ，在講究公關的現代  

世 界 中 ，它們都不會銷丨1.fMl人的

然 而 ，在 本 辭 屮 ，找 没 W l；將 内 己 視 爲 「本於聖經的  

基督徒」 ，這也 Wihi+imi的 ，叫舱 in:歷代那些相信同樣眞  

理 並 跟 隨 同 -位 K im i i im  脈丨丨丨准- 作 歷 史 上 ，這眞理  

最 具 活 力 、最能給人 w 盛 嵌 命 的 ，就 w 京 教 改 革 時 期 。因 

此 ，我將戏把 r u H i 爲 a 教 改 派 沾 忾 徙 ，w 爲我接受它  

的 「唯 獨 」 m 神 ： 「唯 獨 屮 經 」能給找們川 |的 權 威 性 R  

理 ； 「唯獨基督」能 給 我 們 救 恩 ； 「_ 獨恩帅」能使我們  

得 救 ； 「唯 獨 （透 過 ）信心」能 得 著 這 救 尥 ；唯有在肯定  

這 些 之 後 ，我 們 才 可 以 說 ，救 恩 從 始 至 終 「榮耀唯獨歸給  

神」 。這些宣 告不 是孤立、互 不 相 關 的 ，而是認識整全的  

聖 經 眞 理 之 關 鍵 。這 眞 理 能 使 我 們 在 這 個 世 界 h 站穩地  

位 ，據此我們才能理解我們是誰？上帝的旨意是什麼？我 

們的將來會怎樣？這就是歷史性基督徒所相信的，也是我 

所屬的那一種。

這就是我認爲能給我們後現代世界帶來眞正希望的東  

西 。不 僅 如 此 ，它同樣也會給處在今天這受傷、衰落狀態  

中的福音派世界帶來最大幫助。我不曉得福音派的將來會  

怎 樣 ，但我肯定福音派不會有美好的將來，除非它重新找  

到這侗方向。 Z

持 守 這 種 立 場 需 要 有 •定 的 勇 氣 ！邁 向 未 來 的 關 鍵 ， 

不 是 像 行 銷 型 教 會 和 新 興 教 會 那 樣 向 世 界 投 降 ，而是勇  

氣 。這種勇氣—— 實踐忠於聖經的基督教信仰—— 幾百年 

來 屹 立 不 搖 。因 此 ，讓我們一起探索這眞理對我們今天來  

說有何意義。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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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拍 賣 基 督 教

教 會 行 銷 ，就是強力向人推銷教會產品的特色和  

好 處 ，使 人 願 意 購 買 這 產 品 （成爲教會會友）的過

程 。

《教會行銷方案》

所 以 ，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  

們 一 般 。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

林後五章2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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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t - H 間爲 2006年 復 活 節 上 午 。有 一 位 在 教 會 中 難 得 -W 

的人物—— 超人—— 隱 藏 在 黑 暗 中 。沒 錯 ，就是超  

人 ！他 在 追 擊 那 些 作 惡 者 時 ，縱 身 •跳 ，便躍過幢幢卨 

樓 。

不 ，等 一 下 ！不 是 超 人 ！原 來 W 卜:任 牧 師 。這位主任  

牧師披掛起全副行頭來，化妝 成超 人的 模樣 ，隨時準備將  

福音傳給新 __ •代 的 人 。

你 看 ，也可以 用超 人來 比喻 基晋 ，记樣比較適合將基  

督教傳給看芝麻街長大的世代，因爲他足 •位超級動作明  

星 。因 此 ，這 天 一 大 早 ，這 位 牧 師 擺 開 r 架 勢 ，開始了自 

己一系列的新教訓，如 何 「跳出」失 望 、 「克服」疑 慮 ， 

「戰勝」強 敵 ，像超人在許多情況下的表現一樣，還會從 

廢 墟 中 「復活」 。

諸位難道沒有同感嗎？當耀眼的超 人穿 上緊 身 衣、戴 

上 胸 徽 （S ) 、加 上 披 風 ，不正像是武功高強的屬靈巨人  

嗎 ？現 代 文 化 瘋 狂 地 迷 戀 影 像 、受 影 像 驅 使 、對圖片敏  

感 ，而 不流 行 用語文。我們的頭腦只有在被迷人的影像抓  

住 時 才 會 動 一 下 ，否則就處在徹底麻木狀態中，毫無生命  

氣 息 ，沒有 半 點 的 用 處 。影 像 就 是 燃 料 ，當把它注入發動  

機 的 時 候 ，一踩油門就會全身動起來。若 沒 有 它 們 ，我們 

的頭腦就會像洩了氣的氣球一樣。 了 ，這至少是那些想  

如此一展絕技者的理論。

這 大 概 是 出 自 美 國 福 音 派 葡 萄 園 裡 的 一 段 奇 聞 軼 事  

吧 ？它 眞 的 發 生 了 嗎 ？如此怪異的事不致於有有甚麼代  

表 性 吧 ？然 而 ，這件事確確實實發生在一間接受過華理克  

( Rick Warren ) 年度教會獎的教會中。而 且 ，适種拉票式  

的 作 秀 之 風 ，這種基督教娛樂化的轉向，正快速地成爲當  

今 的 典 範 ，而 不 是一種例 外。牧師們正使出渾身解數大搞  

特 搞 ，想要像拉斯維加斯的各種表演一樣趣味橫生。

我挺同情一 些諷 刺作 家，他們想抓住福音派世界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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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人 牧 師 」這 類 的 東 西 好 好 嘲 諷 一 番 ，可是卻無能爲  

力 ！無論他們如何誇張地描寫，無論他們如何加油添醋地  

嘲 諷 ，無論他們對這些教會中正發生的事情用多少筆墨， 

極有可能得到的反應只是一個哈欠和一個不耐煩的問題： 

「那 又 怎 樣 ？」 「沒 有甚麼事是不可能的！」事 實 上 ，這 

樣講絕無半點誇張成分，也絕無半點不妥之處。現 在 ，想 

以侮辱福音派來引起注意已經不可能了，所 以 像 《威登堡 

之門》 (Wittenburg Doof) 7這樣的雜誌恐怕已經無法經營  

下 去 了 。

謝 謝 你 ，美利堅公司！

趕上商業速度

像 超 人 這 般 的 「絕技 」只 不 過 是 人 們 「經營教會」的 

眾多實驗中的一種而已。 「福音派快落伍了  ！」這種觀念  

驅 使 他 們 ，使 他 們 認 爲 過 去 那 些 「經營教會」的方式在年  

輕人身上已經起不了作用了。既 然 如 此 ，教會必須改變自  

己的經營方式，否則就會面臨滅亡。

這種以市場 導向來思考的 方式 ，當然就是這種新方法  

的核心原理。它是從商業世界中借用過來的。

在 過 去 二 三 十 年 中 ，在 這 些 由 市 場 打 造 、強調市場導  

向和慕道友導向的人士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就 是 ：傳統 

教會就像一種過時的產品一樣，隨著時光逝去及新潮流的  

出 現 ，現在已 經陳 舊老 套了 。傳統教會一直提供的產品數  

量 很 少 、選 擇 性 很 小 。那些注重傳統儀式的教會總是提供  

同樣的產品，不讓顧客自由選擇。

1 譯 註 ： 《威登堡之門》 （奶 O o o r ) 有 時 亦 被 稱 爲 “ 77;£ 

D oo r"，是一份由美國德克薩州達拉斯出版的諷刺與幽默雙片刊雜誌，0  

詡 爲 「世 界 上 獨 •無二的宗教諷刺雜誌」 ，以諷刺當今世界種各種華而 

不實的說教。有 時 ，被人們稱爲瘋狂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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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的 法 則 是 ： 「 的 因 素 ，就無人能在  

市 場 上 立 足 。傳統教矜十竹 W r H : iR 儀 式 ，若堅持自己的  

方 式 就 會 忽 略 顧 客 的 W 本 | w  .柯咎 遍 的 觀 點 。畢 

竟 ，消 費 者 是 他 們 的 「沖」 ••假如 im :  ■^靈活調整自己來 

滿足顧客的興趣和耍求， 就 抑神列別的地 /7去 消 費 。 

行 銷 型 教 會 認 爲 ，這種怙形無論印料内呷戏仏山构 I :部 - 

樣 ° 因 此 ，教會必須自我反竹， 处丨‘I找改

商 場 發 生 的 事 ，同樣發牛 i/i':今人的教何卩I:丨flllXf I-.，尤 

其是在美國教會領袖身上。有 越 來 越 X 的教矜扪汕像商人  

一樣只追求市場佔有率，像 公 的 执 f r 尺 (('!•：( ) ) 邵 樣 ， 

只 用 一 種 冷 冰 冰 、精 於 算 計 、無怙 和鋼鏹般 的总 ！ 來思 

考 。

因 此 ，現 在 不 斷 地 有 專 家 要 幫 助 牧 flilHH趕 I'商業速  

度 。例 如 ，在 2000年 ，有 些 牧 師 便 受 邀 參 加 「只 此 •家 ， 

別無分店」的 特 會 ，教 他 們 如 何 創 新 。雖 然 前 幾 年 ， 「只 

此 一 家 ，別 無 分 店 」這 種 口 號 已 經 不 再 那 麼 紅 ，丨n_W牧 

師 們 還 會 被 鼓 勵 去 使 用 「迪士尼驗證過的方法」 。+僅 如  

此 ，他們 還會學到迪士尼世界使用的「策略與技巧」以確 

保 「消費者的忠誠度」 。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 2001年 與 「全國福音派聯盟」攜 

手召開的特會。廣告 中將 其 宣 傳 成 「行銷 101」 。它爲教會 

領袖中的困頓徬徨者、那些因爲感覺世界正棄他們而去而  

惴惴不安者提供幫助。它傳遞給教會牧者們這樣的訊息： 

他們的教會正在枯萎，此 刻 ，他們可以找到所需要的新觀

在 這 次 會 議 中 ，他 們 將 領 受 來 自 「商界巨星」的行銷  

方 法 ，他 們 將 學 會 那 些 來 自 「廣告代理商的形象策略」 。 

他 們 會 帶 著 許 多 「方法」（know -how )冋 去 ，使他們的教  

會 「升級」 。他們提供 一 種 信 念 ，就 是 「神永遠是偉大的  

行銷師」 。神 既 然已經 賜給 商場 這麼 多「該怎麼做」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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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教會只要 加以 應用 ，怎麼不會成功呢？更 肖 地 說 ： 

倘 若 神 是 出 類 拔 萃 的 行 銷 師 ，那我們又爲何不能這樣做  

呢 ？

同 時 ，看 到 這 種 新 策 略 中 「背後之利潤」的 ，不僅僅 

是 福 音 派 ，也 有 自 由 派 ，他們使用這種策略來重整自己  

雜 亂 無 章 、奄 奄 一 息 的 教 會 。在亞利桑那州斯科特戴爾  

( S c o t t s d a le )，一 個 「既開放又堅信」的自由派教會已  

經 從 其 中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得救之路」 。這個教會已經放棄  

了 傳 統 教 會 的 路 線 。實 際 上 ，這種情況在很久以前就已  

經 發 生 了 ，這 不 是 什 麼 新 潮 的 運 動 。但 是 ，這間教會同  

樣也正在尋求新的屬靈經歷，而 不 是 「預先打包好」的教 

義 。當 然 啦 ！有誰會愛吃預先打包的熱狗呢？所以這間教  

會 正 努 力 尋 找 那 些 喜 愛 「爵士和搖滾樂」 ，而 不 是 「聖詩 

和巴哈」的 慕 道 友 們 。 「天 哪 ！千 萬 不 要 ！求求您不要放  

聖 詩 ！」如 果 有 人 覺 得 「講道很無聊」 ，崇 拜 應 該 「振奮 

人心而不是說教和定罪」 ，那麼這個教會正是爲他們預備  

的 。的 確 ，有誰想被人定罪呢？

這乃是 --種成功的竅門 ----只要小心地避開眞理的問

題—— 任何人都可以登上這班列車。

行銷型大教會

正當牧師們開始熙熙攘攘地要加入海波斯的商業實驗  

時 ，福音派教會中的內部結構便開始產生變化。直截了當  

地 說 ，我 們 把 這 種 發 明 僅 僅 說 成 是 「大型教會的運作方  

式」而 已 。當 然 ，這 並 不 十 分 準 確 ，因爲它把這種教會增  

長的方法和教會的規模混爲一談，其實這兩點之間並沒有  

必 然 的 關 係 。這種方法是從商業世界中學過來的，而且不 

管 是不是 出 於 故 意 ，它 常常是敵視神學的。然 而 ，並非所 

有大型教會都是行銷型的，也並非所有大型教會都敵視神

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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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實 際 上 ，有此人型教會是非常傳統的。重要 的 是 ，我 

們要認識到其 I丨I的某些區別。

在 美 國 ，大咽教會被界定爲人數達到兩千人以上的教  

會 ；在 韓 國 ，其規模則必須更大才能算是大型教會。兩千 

人的教會及規模更大的教會並非新鮮事。新鮮的是大型教  

會 的 會 堂 數 急 速 地 增 加 。2005年 ，美 國 有 1,210個更正教  

教 會 達 到 這 個 規 模 ，有 些 更 大 ，超 過 兩 萬 人 、甚至三萬  

人 。在 1960年 ，只有十六間大型教會。在 五 r 年 前 ，美國 

不 存 在 大 型 教 會 ；現 在 ，它 們 出 現 了 。那 麼 ，其中發生  

的 變 化 ，是教會界大型教會的比例增加，媒體的關注也增  

加 了 ，而那種實用主義的運作方式也更公開、更肆無忌憚 

了 。

很 顯 然 ，教會正在運用行銷技巧來達成目的。這些行  

銷型大型教會吹嘯自己有大會堂，他們除去十字架之類的  

宗 教 象 徵 ，裝上了舒適 的座 椅，又在前面掛上了大型、高 

科 技 、時 尙 的 螢 幕 。這螢幕是爲了放映歌詞，如有必要的  

話還 可放 映 上 經 文 ，有時候還可以成爲講道的背景畫面： 

高 聳 的 山 脈 、汩 汩 的 溪 流 、恬 靜 的 湖 泊 等 ，它也可以作爲  

講員與觀眾之間的聯繫。實 際 上 ，這個螢幕同樣也可以變  

成 「講員」 。2005年 ，美國有超過一千個教會每一週都在  

使用D V D ，放映一些原本在其他地方、其他時間及在不同  

觀眾面前傳講的信息。請 記 住 ，這皇沉迷於影像的一代， 

他們在電影院、黑 莓 手 機 （BlackBerry) 、電視連續劇與教  

會 中 流 連 。或 許 ，科技有一天會進步到連大部分牧師都成  

爲多餘的束西。

這 些行 銷型大教會既是競技場，又 是 鄉 間 倶 樂 部 、公 

司 總 部 ，它集所有的角色於一身。在 他 們 裡 面 ，同時還行 

銷搖滾音樂會及一對一訪談電視節目。然 而 ，這些視覺變  

化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其實更深遠的變化不是外表， 

而是在教會的骨子裡。他們爲年輕人重建基督教信仰的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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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其運作的方式就是行銷。那些支持這些做法的人，不 

斷 肯 定 自 己 說 ： 「改變的東西不過是信仰的形式而已，而 

非 其 內 容 。合乎聖經的信仰並未改變，只不過是傳遞的形  

式 發 生 了 變 化 ；福音並 未受 到 攪 擾 ，而只不過是找到了一  

些新方式來向年輕人傳達，有時是向厭 倦 的 人 ，有時是向 

無 動於 衷的那些人。教會只不 過是在表達自己願意『向什 

麼人就做什麼人』 （林前九22) 的意願罷了  ！」

他 們 以 爲 自 己 是 在 護 教 ，事 實 並 非 如 此 簡 單 。無論他  

們的動機 多麼 單純 ，這種方式實際上正在影響著信仰的內  

容 。行銷方法正在改變行銷出去的信仰。這正是我們要認  

清 的 東 西 。但 是 ，我們首先必須進入這種方法裡面，並思 

想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拍賣殺價！

招徕顧客

如果我們要把教會和福音行銷出去的話，我們該從何  

處 著 手 呢 ？當 然 ，我們要從自己的客戶來著手了。顧客所 

需 又 是 什 麼 呢 ？一 般 人 會 以 爲 ， 「嚴 肅 」乃是教會之喪  

鐘 。在 一 個 娛 樂 時 代 ，就像我們西方所處的這個時代一  

樣 ，我 們必 須有 趣味、吸 引 人 、爲 人 們 喜 愛 、渴 望 成 功 。 

因 此 ，我們必 須拋棄嚴肅。 「要 保 留 其 口 味 ，但是要把裡  

面 的 卡 路 里 （c a lo r ie s )給 降 下 來 。」這就是那些慕道友  

導向的策劃者與牧師們所依據的處方。這便是他們對社會  

變 化 的 理 解 ，這就像米勒釀酒公司把普通啤酒改成「淡啤 

酒」 ，因爲美國人對體重越來越敏感。假若說米勒能夠隨  

著消費者不斷改變自己的產品，那我們這些引領風潮的福  

音派牧師何嘗不能！

今 天 ，許多人會認爲一般的基督教不會放下身段，不

第二章拍賣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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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 得 平 易 近 人 、處 ‘丨n ? ;舰 ，i i [ w 「淡基督教」卻 可 以 。如 

果教 會還 那 麼嚴 肅， ，邵行得通嗎？它就會像  

稀有動物一般瀕臨絕仲 . 川 Hi"./,'邊的問話家常來代替那種 

老 套 的 講 逍 ，成 川 堝 形 人 I 娛樂味道的戲劇來代替 

嚴 肅的 討論 ，f W U j ：奸 嗎 ？

實 際 I' ，P ;教 矜 怨 ;I丨丨1、丨丨丨I "  A 来吸 ') I 收安置消費者  

時 ， 新 内 水 例 如 ，f i # 教 矜 準 備 「神聖塗 

鴉牆」 ，雄 邵 巧 來 到 教 矜 的 人 叫 以 丨 、作 ，!丨：、川丨I號來 

表 達 自 己 的 情 感 。“的 nuw擺 -张 放 滿 黏 I—的丨;i r-，讓人 

用來表達他們當大的情感，你覺得个鉛嗎？ i J 吟就足當今  

的 行 銷 技 巧 。這應該 + 是 耶 穌 談 到 自 己 的 父 「向聰明通達 

人 就 藏 起 來 ，向 『婴孩』就顯出來」時 所 教 導 的 吧 ！ （太 

Ĥ 一25)

讓來到教會的人覺得更賞心悅目的方法之一，就是提  

供 選 擇 。顧 客 希 望 選 擇 自 己 想 聽 的 音 樂 、教會崇拜的形  

式 ，不只講員能像朋友一般，坐在吧台的凳子上講道，還 

要選擇他們想要聽的道。 （順 便 一 提 的 是 ，在某些前衛的  

教 會 中 ，這種吧台的凳子已經代替 r 壓克力製作的透明講  

台 ，而透明講台正是以前拿來代替傳統講台的東西。）畢 

竟 ，更多的選擇機會乃是世界的潮流。

過 去 ，想要聽音樂就得去聽公開的演奏會。在那裡要  

聽所有由管弦樂團或是樂隊演奏的每一首曲子。隨 後 ，便 

出 現 了 唱 片 ，雖 然 不 太 方 便 ，但總能選其中一首曲子，而 

不 去 聽 其 他 曲 子 了 ，然而要會使用傳統唱片需要一些技  

巧 。隨後又出現了C D ，在這上面選一首曲子就容易多了。 

最後出現了  iP o d，在 這 東 西 裡 面 ，那些不想聽的歌曲甚至  

不 會 出 現 ，不 必 再 勞 神 去 「選 」出 來 了 。在 教 會 中 ，我們 

爲什麼不能這樣做呢？這就是消費者眞正想要的東西。我 

希 望 能 選 擇 自 己 要 聽 的 內 容 ，選擇我在教會中要做的事  

情 。消費者和牧師同樣都會問這樣的問題：爲什麼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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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量 身 訂 作 「崇拜方式」呢 ？

實 際 上 ，這就是許多教會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他們的  

目標乃是討人的喜歡。他們不是提供人們二到五套已經搭  

配 好 的 套 餐 ，而是讓人們來選擇到底需要哪些崇拜的內  

容 。消費者可以選擇不同的崇拜主題、不 同 的 活 動 、甚至 

是這棟建築中不同的場所。這更像是一種自助餐，而 +是  

-種 套 餐 。透 過 這 種 方 式 ，人們便可以在崇拜中選出那天  

最 適合 他們的東西。假如他們想要的是禱告，就讓他們到  

某個房間中去禱告好了；假如 他們 想看 影片 ，那就讓他們  

去看影片好了。

然 而 ，這 不 就 和 所 謂 的 「一 群 神 的 子 民 ，在同一時間  

聚集在同一處，表達對同一位神的敬拜」有所違背了嗎？ 

我 們 也 要 理 解 ，我們的消費者在宗教性建築中會感到  

不 舒 服 。他們不想當聽講道的對象，聽到自己的罪會感到  

憂 愁 ；他們不想唱那令人厭煩的歌曲，也根本搞不明白那  

古 老 的 聖 詩 。他們是爲了得到激勵、得 到 振 奮 而 來 。假若 

不能人 手一 杯咖啡，與周圍的人自由自在地打成一片，他 

們便會像離開水的魚兒一般痛苦；他們覺得最舒適的環境  

就要像在看電視的搞笑劇一樣。假若他們不在占老的教會  

之中—— 或說他們從未進入其中，他們此時則進入這些貼  

心 的 「教會」 ，他們想要與人建立關係。

需要那些便利的設施呢？教會行銷師們很快就認知到  

這 點 ，並著手讓教會有方便的停車場、醒 目 的 招 牌 ，乾淨 

的 洗 手 間 ，這 些 會 使 人 心 大 動 。這就意味著在許多教會  

中 ，過去人們要求不高的東西，如 今必 須是一流的，就像 

步入一家五星級酒店一般，就 像 「四季社區教會」 （Four 

Seasons Community Church ) 。因 此 ，這種動輒就花費數百  

萬美元的教會已經在整個美國出現了。

非西方的人士必定會感到相當困惑，尤其是那許多晚  

餐 沒 有 著 落 、衛 生 條 件 極 差 、教會裡根本沒有這些便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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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的 人 。他 們 會 開 始 懷 疑 : 糚汜丨II:界各地的基督教會應該  

有如此的天壤之別嗎？

I 勇守真道

反省時刻

教 會 涡 ¥ 丨促调人際的_ 丨糸I ' 無丨,lf的 疑 的 。我 

們 不 足 处 / _ i n 它小他 ,忠,m  " r r際 I ' ，a；多的 f r 銷師 

對 r ii j jn  j j j f i  _丨〖) ^ 2 無 興 趣 的 ，1!丨1讪他們叫 n  r ，他們 

也 + 暁 w:如m j 、分 析 它 ，他們只个過仏訟識到它的存在。 

i u m m  j 銷師只 w 想利用它 rfn t i ，它卻是丨Lfl得進一步思考  

的 。

過去 人們 從未有像現在這麼多、這 麼 有 效 、這麼頻繁  

的 連 結 方 式 。在 我 們 的 文 化 中 ，電 子 郵 件 、簡 訊 、手機到  

處 都 是 。我們是活在電子媒體化中的「線上世代」 （Wired 

G e n e ra tio n )。然 而 ，你有沒有注意到，每個人都在講話， 

但是卻沒有一個人眞正地傾聽？我們被五花八門的聲音淹 

沒 了 。這種失落感當然是一種諷刺。因爲有太多人需要我  

們 的 時 間 和 注 意 ，以致我們爲了保護自己的緣故，將其中 

的大部分人都拒之於門外了。而 且 ，當 我 們 在 上 網 、發送 

電 子 郵 件 、觀看電視節目或打電動時，我們都是在自我娛  

樂 。我 們 雖 在 線 上 彼 此 相 連 ，卻 比 以 前 更 加 孤 獨 ，比以  

前 更 加 缺 少 知 心 朋 友 。二 十 世 紀 六 〇 年代的普特南理論  

( Putnam thesis ) 是 正 確 的 ：我們幾乎和所有人都有聯繫， 

但我們卻並不認識其中的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所認識。

這 種 需 要 甚 至 帶 來 了 一 種 新 發 明 ： 「有 情 感 的 電  

腦 」 ，電腦會創造出一個虛擬人物，這 個 「人」會用理解  

和同情回應對正在使用電腦的人，這樣便給人一種有伴侶 

相 隨 的 幻 覺 。但 實 際 上 ，它給人的感覺與眞實生活中的人  

際關係一樣—— 我們 越來 越孤 獨。那 麼 ，到底出了什麼問  

題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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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無 疑 問 ，那 些 父 母 離 異 、或者父母根本未結婚便分  

手 、以及不知道自己父母到底是誰的孩子們，很想明白爲  

何他們會有這種無根、無 歸 屬 感 、恍 若飄萍般的空虛感。 

然 而 ，這種對彼此關係的嚮往、對 群 體 的 追 求 ，乃是西方 

現代化社會中幾乎每個人都有的經歷，而不只是那些家庭  

的 臍 帶 被 切 斷 、被 打 破 了 的 人 才 有 的 經 歷 。實際的情況  

是 ：現代化的過程—— 以城市爲中心來重新建構社會，以 

滿 足 生 產 、行銷的需要—— 限 制了 我們 的 生活 ；科技的發  

達 以及 方便 的通 訊，切斷了我們與群體間的關係，而這些 

群體過去是我們建立自我認同的地方，並且是我們的心靈  

支 柱 。從 前 ，我們大多住在小城鎭中，那時我們看待生活  

的 方 式 ，如今已經徹底改變了。現 在 ，百分之九十三的美  

國人生活在五萬人以上城市中；在 1999年 ，這世界首度城  

市 化 了 ，這就意味著住在城裡的人口比住在農村的人口更  

多 。不 僅 如 此 ，我們同樣也生活在全球化的處境中，不論 

是 從 經 濟 、資訊或心理的角度來看都是如此。

這種情形已經導致了無數的後果。最 明 顯 的 是 ，我們 

穿的衣服大部分是在亞洲生產的，或至少是在美國以外生  

產 的 。我們的轎車是用來自世界各地的配件組裝而成的， 

而且全世界有一種方興未艾的人體器官交易，從一些人身  

上 取 下 來 ，隨後便賣給了世界上的另一些人。同 時 ，運往 

世界各地的還不止是人體器官，還 有毒品和非法物資、採 

果 工 人 、保 姆 和 妓 女 。這個世界被緊緊地綁在一起，國與 

國 的 界 限 越 來 越 模 糊 ，資 訊 則 變 成 了 暫 時 性 的 、全球性  

的 。從 這 種 意 義 來 看 ，我 們 天 天 、無時無刻都是世界的公  

民 ，不管我們願意與否。

例 如 ，2005年 在歐洲丹麥出版的漫畫，因被視爲對穆 

罕 默 德 的 不 敬 ，便 引 燃 了 亞 洲 、非洲和中東地區穆斯林國  

家 的 暴 動 。次 年 ，當教皇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 V I) 在德 

國的一 間大學演講後，發生了一件與此大致相同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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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來 ，這篇演講是關於在西方曾經盛行的啓蒙運動和理性  

主 義 ， 但因爲他引述了一位十四世紀拜士庭皇帝的話，而 

引 起 軒 然 大 波 。這 位 皇 帝 說 ，伊斯阐教收沒有什麼貢獻， 

它 的 本 質 是 暴 力 ，並以乃劍使人皈依 in.丨-：。土耳其提出了  

抗 議 ，將派駐梵蒂 IM彳的人使/{hi ; •位索馬利亞的酋長領  

導了一群憤怒的小威片，他們認爲應常殺死教 c ； -千名  

巴基斯坦學者要求教皇下臺，在迦薩走廊和約 k 河西岸的  

巴勒斯坦人則向幾個教會投擲了炸彈；印尼因此發生了暴  

動 ；伊朗的神職人員則要求教皇道歉。

在 這 裡 所 要 討 論 的 重 點 ，不 是 穆 斯 林 到底 暴不 暴力， 

而是這一事件再次顯示這個世界是何等緊密地通過資訊聯  

繫 在 一 起 。隨 著 全 球 化 ，隨 著 資 訊 的 騰 飛 ，隨著產品國際  

化 ，國界好像根本不存在 _ -樣 。這些對教會產生心理上的  

影響遠超過其他方面。

今 天 ，我 們 乃 是 生 活 在 「世界」中 ，而不只是牛活在  

我們的群體中或在我們的小鎭裡，或偏安於鄉村的一隅。 

當 重 要 的 、有 影 響 力 的 、有震撼力的事件發生時，我們很 

快 就 能 知 道 ，不論是發生在印尼、巴 西 、澳 洲 、法 國 、中 

國或非洲南部的波札那共和國（Botswana) 。那些使我們  

不屬於某個特定區域的力量，大 大 地 強 化 r 這種作爲世界  

公 民 的 感 覺 。例 如 ，我們被經濟浪潮從一個工作沖到另一  

工 作 ，從一個地方沖到另一地方。我們的家人如五彩繽紛 

的 紙 屑 隨 風 飄 散 ，有的被風吹向這一方 -，有的被風吹向那  

一 方 。這一切的最後結果是什麼？對人心靈的影響又是什  

麼 呢 ？就 是 孤 獨 ！孤獨乃是現代的瘟疫。這是彼此之間失  

去 連 結 的 病 ，是 「無根」的 病 ，人不屬於任何特定對象， 

而 是 屬於所有 人。這 是 罹 患 孤 獨 、不 受 關 注 、被無情的世

界 飄 來 盪 去的 病。委身--- 眞 正 的 委 身 、眞 正 的 連 結 、富

有眞義的歸屬--- □ 經變成了一種稀世的瑰寶，需費盡心

力才能找到，既 找 到 了 ，便視之爲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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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歸屬感是如 此之赢弱，我們在自己所屬的群體  

中 非 常 缺 少 自 然 的 互 動 ，因此百分之四十的美國人會固  

定 地 參 加 小 組 。這些小組包括那些爲離婚者或癮君子們  

預 備 的 「支援小組 J (small support groups ) 、討 論 會 、 

讀 書 會 、讀 經 與 禱 告 小 組 等 等 。這些小組不管是否具  

有 宗 教 特 色 ，都 起 了 極 大 的 作 用 。例 如 ，在那些參加小  

組 的 人 中 ，有百分之八十二的人說，他們感到自己並不孤  

獨 ，因爲他們是小組中的一員，而 不管 其 特 點 如 何 ；百分 

之七十二的人 發現，當他們陷入人生衝突時，能從小組中  

找 到 了 鼓 勵 。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則因爲有人在他們身邊分  

享人生中的那些幸福事件而感到幸福；百分之三十八的人  

則 發 現 ，其他人能幫助他們做出不容易作的決定。原本的 

地方性群體所該發揮的功能，已經被那些特別的小組所取  

代 了 。毫 無 疑 問 地 ，它們滿足了人們內在的心理需要；這 

種 需要 每 個 人 都 有 ，因爲神創造我們時就賦予每個人社會  

性 ，人類彼此之間必需有連結。人類的這個基本需要可能  

和這些小組存在的目的一樣重要，甚 至 是 更 加 重 要 ，而不 

論這個小組是用來討論聖經或是投資股票。但 是 ，因爲這 

些小組是完全出於自願的，所以本 質上是脆弱的，它們會 

在眨眼之間便蒸發掉。它 們之 所以會蒸發掉，是因爲每次  

的小組聚會，小組員都能選擇不參加。

行銷型教會準確地察覺到這種孤獨感，這種彼此連結  

的 渴 望 。它是現代生活必然的一部份，也是競爭激烈的資  

本主義社會一定會產生的結果，而這種對彼此連結的渴望  

也同樣滲透到我們的教會裡面。

今天的消費者可以在駕駛座上，以指尖在觸控式螢幕  

上 找 到 非 常 豐 富 的 資 訊 。透過指尖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工  

作 。這使得零售商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零售商和生產商  

必須快速地跟上資本主義世界的變化趨勢。消費者不斷提  

出 各 種 要 求 ，而資本主義企業則一直在尋求領先’這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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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變化 持 續 下 去 。結 果 ，這種變化比以前更快、更 深 、 

更 廣 泛 。大部分的改變都是由科技推動的，特 別 是 電 腦 ， 

而今天則是由網路所推動。這個企裳化的世界必須學習如  

何跟著趨勢走。

行銷型教會也察覺到 a  -點 ，雖 然 I 丨前看不到他們認 

眞 地分析這 一點 ，但 他 們 已 經 嗅 到 押 1(1丨的機會，準備 

要開始行動。

這場開始於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運動已經使生產機械 

化 ，它 帶 來 工 業 上 和 生 活 上 的 影 響 。像十八世紀上半葉 

的 英 國 ，棉 花 產 品 的 價 格 下 降 了 九 成 ，而產量則增長了  

一 百 五 十 倍 。這種改變不僅反映在棉製品上，也反映在我  

們 生 活 的 所 有 方 面 ，近幾十年來更因爲電腦而加速了改  

變 。一開始電腦只不過是更準確、快速地做一些人類本來  

在 做 的 事 。它 最 初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保 存 政 府 的 檔 案 ，保存  

各 種 的 契 約 ，或 預定 飛機票等等。然 而 ，正如在工業革命  

中 ，鐵路將工廠和商場連接起來一樣；現 在 ，彼得杜拉克  

( Peter Drucker) 已經指出 ，是電腦和網路以一■種完全不同 

而又更有影響力的方式重現這種連結的奇蹟。他們正在創  

造 虛 擬 貿 易 。如果說鐵路縮短了距離的話，那麼網路便是  

消 除 了 距 離 ，使商業在全國範圍內、甚至在全球範圍內一  

較 高 下 。

當 人 們 去 買 房 子 時 ，一切情況都和以前不一樣了  ：房 

屋仲介商可以告訴顧客這附近、市中心或郊區的任何一棟  

房 子 ，而 且 還 可 以 透 過 網 路 「參觀」他們想要看的任何房  

子 。房屋仲介商必需透過競爭來獲得自己的業務，因爲他 

們的競爭對手正在家裡透過個人電腦直接向顧客報價，這 

種情形改變了傳統的地緣關係和人際間的忠誠關係。競爭 

帶 來 了 改 變 ，這就大幅度地縮短了所有產品的上架期，在 

商 人 的 世 界 裡 ，產 品 的 「過時」比上帝的審判更可怕，同 

時也導致工作上極大的動盪，它 使 許 多人 失業 。競爭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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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那些既落後又沒有能力的人。競爭獎勵的是那些身手敏  

捷 ---劍封喉和具有冒險精神的人。

所有這一切帶來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影響，就是網 

路 購 物 ，人們越來越信任這種購物方式’而人們的時間也  

越 來 越 少 ，因此傳統商場也就越來越失去其魅力，透過電 

腦 滑 鼠 的 點 選 ，使得那些要花費時間和力氣來進行交易的  

古老方式更不可取了。在 美 國 ，2001至2006年 間 ’網路購 

物 者 增加 了三倍 ，網路行銷額達到將近兩千億美元。誰會 

預見這種電子商務將會對我們的社會生活、甚至是對我們  

的心理世界產生何等大的影響呢？

激 烈 競 爭 的 結 果 ，造 成了企 業互相 併呑。企業規模越  

大 ，市 場 佔 有 率 就 越 高 。企業併呑不只是讓經濟規模變  

大 ，效 率 變 高 ，也讓一些競爭者被迫出局。人們希望企業  

的 規 模 越 大 ，生產或服務就越有效，市場滲透力就越強 ’ 

市場佔有率就越高，利 潤 也 就 越 高 ，投資者就越開 心。大 

企業能做到那些小公司不能做到的事，相較於傳統的商店  

街 ，沃 爾 瑪 購 物 中 心 （Wal-Mart) 能夠提供的產品花樣更  

多 ，價格也更低廉。這就是它的優勢！

這些現代化世界中的居民乃是教會的顧客，至少在西  

方 是這個 樣子。因 此 ，爲什麼不投注在他們身上呢？爲什 

麼不去爭取他們呢？爲什麼不將那種經過驗證的市場滲透  

技巧帶入教會呢？爲什麼不運用市場語言，也就是西方資  

本主義的那套語言來說話呢？爲 什 麼 不 「行銷  ' 行 銷 、再 

行銷」呢 ？

爲什麼不將教會當作產品，滿足顧客在這個世界中所  

想要的體驗呢？爲 什 麼 不 試 著 「接觸」那些有失落感和心  

懷不平的人呢？爲什麼不調整教會的本質和供應的內容， 

來適應那些缺少人際連結、內心充滿了創痛、失去人生意  

義 、失 去 絕對 標 準 、在變化和緊張中高度憂慮的後現代人  

類 呢 ？給越多的選擇豈不是越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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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世界不得不去尋求與 $  I-方 I ' 设 協 的 方 法 。教會不 

這 樣 做 還 能 生 存 嗎 ？教 伶 11..從 & 'V； 111 ̂ 習一個主要的功  

課 ，就 是 必 須 認 眞 對 行 刷 A  "

沃爾瑪式教會

福 i 'f派 教 伶 ， 丨丨丨的.部 分 ，對於消費者的  

需 要 椒 度 的 敏 感 、叫I經 f t ，l I 处人 r K i:品味和興趣上略有  

風 吹 1 则 ’ 它K i時 準 備 化 h ( a 分 之 -杪内做出丨II丨應。爲什 

麼 呢 ？ w 爲沿' d •的 1r/ 丨M U f 於 卞導 地 位 的 東 西 ，對行 

銷咽教矜的牧 k 來 説 ，教會會眾的權利和胃口相當重要。 

那岣參加教會的人就像在商場上遇到的任何其他消費者一  

樣 ，- u 得 罪 r 他 們 ，就 會 失 去 生 意 。這就是盤旋在許多  

教會領袖心頭的 恐懼 ，因爲他們知道這乃是市場運作的方  

式 。

正像其他地方的 消費 者一樣，出現在教會中的人才是  

至 高 無 上 的 。千 萬 不 可 犯 錯 ，顧客才是主導者丨從文化角  

度 來 看 ，接 受 這 個 事 實 才 是 先 趨 。舉 個 例 子 來 說 ，2006 

年 ， -份 來 自 亞 利 桑 那 州 邁 薩 （M esa) 的教會刊物如此  

說 ： 「您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如意嗎？您聽過各種改善生活  

的 方 法 ，但它們有效嗎？上 帝 要賜 給 您一種方 式，讓您的 

生 活 眞 正 心 想 事 成 ！」這 就 是 關 鍵 所 在 ！我們提供的方法  

和其他方法不同之處，就是這個方法焉有效的。在 這 裡 ， 

顧客能採購這種產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嘿 ！他成功了  ！

這 種 思 想 滿 天 飛 ，我 們 在 今 天 的 教 會 中 ，在談到基督  

教信仰的時候都會非常小心，深怕我們所講的會傷害了我  

們的市場—— 那 簡 直 是 要 命 ！我 們 從 吧 台 的 凳 子 上 ，或是 

從 透 明 講 臺 後 面 （如果還沒彳_/換 掉 的 話 ） 「閒 聊 」的時 

候 ，得小心翼翼，別越過了這些界限！

這 很 有 趣 ， 是 嗎 ？這 叫 人 想 起 某 個 家 庭 中 ，當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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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滿 臉 陰 沉 、滿 心 委 屈 ，決定 再也 不 要 忍 耐 F 去 的 時 候 ’ 

父母那種無助的感覺。 「反抗」一開始只是一個念 頭，它 

就像烏雲一樣籠罩在孩子的心上，遮蔽了溫 暖的 陽光 。但 

是 ，很快地這種念頭就變成了種子，而這些種子便在長大  

成 人 過 程 中 ，在內心所受的傷害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開 

始 萌 芽 。父母感覺到有些東西不對勁，捜腸刮肚想弄清楚  

到底自己什麼地方做錯了；因爲父母對青春期兒女謎一般  

的 躁 動 所 知 甚 少 ，他們決 定再 後退 一點 ，採取傷害最少的  

方 式 。其 情 可 憫 啊 ！他們只是想盡自己的最大努力’但不 

幸 的 是 ，他們並不太明白自己正在走進強盜的陷阱’他們 

隨 時 會 被 搶 。出 於 善良的動 機，將 孩 子 的 空 間擴 大 ’給他 

們 更 大 的 自 由 ，原先的規矩和該有的責備也都廢除了（除 

r 在少數情況下） ，原先 的期望也不見了。然 而 ，父母畢 

竞 是 父 母 ，他們沒辦法完全撤離孩子的生活圈；儘管父母  

非 常 賣 力 ，孩子還是覺得沒有得到完全的自由。

在 這 場 父 母 與 子 女 之 間 的 痛 苦 探 戈 （t a n g o )中 ，有 

趣 的 是 ，父母的要求與期望越少，這些孩子發現剩下的那  

呜 規 矩 越 沉 重 ，越 難 以 忍 受 ！剩下這一小部分比原先有的  

邵些東西更令他們反感。父母的讓步反而可能激起更多的  

憤 怒 與 埋 怨 ，甚至還會招惹更多的不滿、凶神惡煞般的目  

光 、挑釁的行爲和陰鬱的情緒，這些都像風暴來臨之前的  

A'.為雲。父母被這些不理性的行爲弄得暈頭轉向，便 再 退 - 

步 。但 是 ，他 們 退 得 越 遠 ，這種憎恨就會越發強烈，除非 

他 們 徹底 地投 降，否則孩子是不會滿意的。但是如果他們  

眞的投降了，掛出了白旗之後，他們所受的蔑視會更深！

我認爲這種情況與當今教會之間存在某些現象有異曲  

I . T ]丨:之 處 ，雖然這是天 主教 的觀念：牧 者 猶 如 父 母 ，而會 

眾 猶如 小 孩 子 。用來比喻他們的心理狀態時，我覺得特別  

何意思。

如 果 認 爲 牧 者 與 教 會 領 袖 的 權 威 是 絕 對 的 、是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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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或 者 說 他 們 的 所 思 、所 忉 、丨1)1教抑的都是不容置疑  

的 ，那 是 非 常 錯 誤 的 。.u  w  •個標準— 神

的道— 之前來交帳。

同 樣 的 ，沒有仟彳iiffm'w:狗 1‘1収 ;,'__忡 楠 威 ;然 而 「消 

費者導向」的觀念卻匕丨經t m m i w i m 派 中 札 f 根 來 。我 

們 需 要 牢 記 「消代巧个.丨-.I的觀念 M.迎 人 教 會 中 ，就會 

使個人的好惡成爲決 'Ail‘性的 W 木 ，就成爲決记教矜型態的  

決定性 W 素 。jilWite好山就成爲川來衡 hi:敎矜的標準。

人們對教矜屮的（y樂 、丨, m 、、風 格 、風 w 、儀 式 、活 

動或停屮 :場的个滿開始在教會屮卞 i根 時 ，J ij此 新 的 、頭腦 

靈光的牧師們就會害怕起來，他們能敏銳地拟兑客戶不滿  

的 信 號 。這種不滿會逐漸變成厭煩，這棟厭炤將來又會變  

成 種 子 ，這種子會在那種願意接受它的七壤中發芽，從而 

就會做出離開教會的決定。這就是後現代教會的咒詛，至 

少從牧者的眼光來看是這樣！

對市場敏感的牧師們看到這種情況之後便退縮了！他 

們放 棄了要求與期望，使基 督 教 被 沖 淡 、變 得 輕 鬆 愉 快 。 

他們雇用那些精通於使崇拜變得有趣、好 玩 的 同 工 。每週 

都要 進行 問 卷 調 查 ，收 回 應 單 ，就像那些大型零售商們所  

做 的 那 樣 ，好 弄 明 白 是 否 有 「達到預期目標」 。眞 可 憐 ！ 

眞 希 望 他 們 明 白 ，自 己 的 會 眾 就 像 那 些 兒 女 一 般 ，變成 

「強盜」了 。或 者 換 一 種 說 法 ，有些會眾已經把自己的慾 

望當成是最高的權威，超 出 一 切 之 上 ，甚至比神的道更重  

要 了 。

需要這麼嚴肅嗎？讓那些人上教會豈不是比不上教會  

更 好 嗎 ？難道他們不會突然被教會吸引嗎？爲何要冒犯他  

們 ，讓他們在教會外度過週末呢？因 此 ，就讓它輕鬆得像  

一 段 廣 告 ，像一杯令人垂涎的冰淇淋吧！要輕鬆得像電視  

上 的 娛 樂 節 目 一 樣 。有 用 的 東 西 才 能 上 台 ，不要去談教  

義 ，不要講任何要認眞、努 力 才 能 達 到 的 事 ，不要讓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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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有教會的味道。

打倒傳統教會！

可 想 而 知 ，隨著這種新路線而來的是對傳統教會的攻  

擊 。行銷型教會和新興教會開始不斷地攻擊傳統教會，而 

這 是 個 「有趣」的 現 象 。

的 確 ，有 些 傳 統 教 會 非 常 散 漫 、缺 乏 靈 性 、令人厭  

煩 、毫 無 活 力 、沒 有 能 力 、規 模 小 、心 灰 意 瀬 ，簡直是苟 

延 殘 喘 。然 而 ，人 們 確 實 感 到 奇 怪 ，爲什麼行銷型教會還  

要惡狠狠地踢她一腳呢？ 「假如您發現上教會就像看牙醫  

一 樣 痛 苦 、令人厭煩」 ，如此便開始了一場典型的攻擊， 

同 時 也開始引起人們對新的「教會經營模式」的 興 趣 。有 

個爲大型教會所作的廣告這樣說： 「教會是一個不討論地  

獄 的 地 方 ，不是每週都要去的地方。」這樣的廣告詞其實  

就是針對傳統教會。

但 是 ，如 果傳 統教 會如 此 無 能 、跟 不 上 時 代 、不食人 

間 煙 火 、陳 腐 不 堪 、精 疲 力 竭 、令 人 痛 苦 、令 人 厭 煩 ，那 

爲什麼不讓它平平靜靜地消逝呢？爲什麼還要不斷地踢斥  

她 呢 ？

因爲他們攻擊的眞正目標並不是傳統教會，而是傳統  

教會賴以生存的神學思想。傳 統 教 會 的 信 仰 體 系 才 是 「慕 

道友導向」的 教 會 想 攻 擊 的 。這並不是說他們想否認或是  

拋 棄 傳 統 信 仰 ，而是把傳統信仰當作一種令人尷尬的東  

西 。至 少 在 他 們 的 教 會 當 中 ，他們希望將傳統信仰遮起  

來 、隱 藏 起 來 ，讓它一 直 待 在 幕 後 ，讓它從他們正在從事  

的偉 大事業中消失。這 實 在 有 「家醜不可外揚」的 感 覺 ’ 

家 醜是 眞的，但應當保密，不能洩露出去。

這就 像是 跳一場微妙的舞一樣。 「慕道友導向」的教 

會雖然把傳統福音派信仰當成自己的舞伴，但是在建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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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的 過 程 中 ，不能讓人看到 ;」例 _ 酬的附 :忭 。從神學角度  

來 講 ，他 們 必 須 要 獨 自 起 舞 ' VI■際 I ，代涔這個舊舞伴的  

乃 是 一 個 新 舞 伴 。這例新牌 fh就 ;/ i W 片 ，消費者才是他  

們 的 神 學 ！

如果這些教會仍想將丨.I l」n m 如 丨 派 ，就不能在沒有  

傳統福音派信仰的 iw況 m 丨丨( : ，他 們 也 想 在 建  

造教會的過柷屮彳i獨 、v:於 ?丨'丨,丨丨..V派 f, i仰之外的丨'1山 。他們並 

不否認迢 # 教 戎人 郃分的内 界，似 jxl夂内界 w 个能在大庭 

廣眾之卜'衣 明 的 ，I入丨爲邵將使他們的教tv人 場 活 力 。

因 此 ，在人 郃分福 疔 派教 會 屮 ，尤 《足在以市場爲導  

向 的 教 會 屮 ，人們會仵牧師們身上看到新穎的領導術。昔 

日 的 「學者 _聖徒」典 範 ，也就是那種學富五車又體恤羊群  

疾 苦 的 牧 者 典 範 ，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們認識自己的羊 

群 ，知道如何去牧 養他 們，而且一個主日接一個主日地帶  

領他們來到聖經的寶藏中。這 種情 況 已經 改 變了！取而代  

之 的 是 這 種 新 的 「明星」典 範 ° 皮 爾 絲 （Nancy Pearcey ) 

指 出 ：我們看 到的 情形 是，這些新型牧師通常是透過操縱  

觀 眾 情 緒 來 達 到 效 果 ，用個人的奇聞異事來提升自己的  

形 象 ，按照CEO的 模式 來打 造自 己，又採用一種壓迫式管  

理 。他們通常完全是績效導向型、實 用 型 的 人 物 ，他們願  

意使用世俗世界中的任何技巧。而 且 ，這種領袖必須充滿  

吸 引 力 、娛 樂 性 ，能在台前成爲螢幕的焦點。

然 而 ，這種情況越來越不像原先那 _ 地 輕 鬆 自 如 了 。 

牧師們 用盡 了俏 皮、激 動 人 心 、機智與好笑的材料之後， 

越來越傾向於從網路上尋找這些材料。經過牧師的 U ，這 

些 材 料 變 成 了 二 手 貨 ，會不會失去其眞實性還有新鮮感  

呢 ？別 擔 心 ！只 要 它 靈 光 管 用 ，只要聽眾們都喜愛的話， 

目的就達成了。畢 竟 ，許多節目主持人的笑話不都是幕後  

人員幫他們準備的麼？爲什麼牧師們不能這樣做呢？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這 就 是 「慕道友導向」的教會與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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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不 同 的 地 方 。前 者 訴 諸 「美利堅公司」及其所驗證過  

的 戰 略 ，在 「經 營 教 會 」這個業務的過程中進行市場滲  

透 。儘 管 付 出 的 代 價 是 ，那些大規模的快速成功常常是  

「去位格化」 （depersonalized)的 ，而且不可避免地掏空  

了各種嚴肅的思想。

在 當 今 的 世 界 中 ，許多人確實對這種去位格化的情況  

習 以 爲 常 了 。他們並不在意在一大群人中成爲沒有名字、 

不 爲 人 知 的 人 物 。商業標語和膚淺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他  

們 。畢 竟 ，這就是我們在這現代化都會中的生活。然 而 ， 

這些大型的組織只不過是讓人更沒有歸屬感。那 麼 ，爲什 

麼我們還要在教會中經歷這些呢？爲什麼我們在飽受各種  

產品和電話行銷者轟炸五天以後，還要在週末讓教會將另  

-套產品強加給我們呢？在 這 點 上 ，行銷型教會無法爲自  

己 辯 護 。

這就是新興教會察覺到的東西。新興教會所要的並非  

邵種充滿行銷世界節奏的、大 規 模 的 、空 洞 的 教 會 結 構 ， 

而是走向小規模、彼 此 聯 繫 的 群 體 ，重 視 人 際 網 絡 ，不重 

體 制 ，著 重 關 係 。這 種 情 況 ，正 如 我 說 過 的 ，與那種既深  

钊乂痛苦的後現代心理非常吻合。人們希望與他人彼此連  

結 、彼 此 掛 念 。

雖然新興教會決定要製造出各樣的關係來，卻不想建  

广/；跨 世 代 的 連 結 ，他 們 受 限 於 區 域 性 。他們局限於 X 世代 

(Gen X ) 。典型的新興教會是由一些來自同樣社會階層的  

人 組 成 。從這個世代以外的人來看，他們的模式其實和行  

銷甩教會很像。

一句讚美的話

如 同 生 活 中 的 許 多 事 情 一 樣 ，這個故 事也有兩個面  

In]。許多人使用行銷法則的動機是値得嘉許的。第一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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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看到不斷走下坡的基督教可以 |ij•次丨y r n 。第二乃是想打  

入後現代文化的人群中。

蕭條的福音派

就 第 一 個 動 機 ( 希笔教矜彳U興 ) ifii, i ，找 們、1ft个確定 

美國教會實際的景況爲 h  <•找知m ，id  •點聽起來會非常 

荒 謬 。難道我們个 1 !^〖過 調 f t嗎 ？巴 9： 爲我們提供許  

多資料了嗎？巴拿確宵忙 著調 查 ! 然 而 ，记補調査只不過  

是在實際非常複雜的情況下所做的粗略估纟 i-iw e 。

在 這 裡 有 幾 種 複 雜 因 素 要 考 慮 。首 先 ，在作答的時  

候 ，即使題目是在問同一件事，往往會因爲題目的用語不  

同而產生完全相反的答案。再 者 ，回答的人往往是根據自  

己的判斷來作答 ，而未必是根據事實來作答。此 外 ，在設 

計 問 題 的 時 候 ，往往不是用合乎聖經的方式來設計，結果 

我們得到的是人們主觀的看法，而不是從聖經的觀點來準  

確 地 評 估 。這 樣 看 來 ，調査可能是誤導人的。

但 是 ，連巴拿的資料都表明福音派已經停滯不前了。 

1976年 ，根 據 蓋 洛 普 （G a llu p )的 調 査 ，有百分之三十二的 

人 自稱 已 重 生 了 ，這個發現震驚了美國。在 隨 後 三 、四十 

年 的 調 査 中 ，這個統計數字幾乎沒有變化，即便巴拿的調  

査統計最近可以看出一些變化。

蓋洛普與巴拿都把這些重生的人分成兩種，也就是眞  

正委身的人以及那些並不怎麼認眞的人。實 際 上 ，巴拿認 

爲适些 3忍W 的 「福音派」是 「重生」中 的 -小 部 分 人 。在 

巴拿 的資料中，福音派乃是不僅宣稱 B 己 重 生 了 ，而且是 

表現高度委身及持守聖經信仰中的核心教義的人，如聖經 

的可 靠性與權威性，唯獨靠恩典得救而不是靠行爲得救， 

救恩唯獨在基督裡才能得到等等。2007年 ，他 報 導 說 ，儘 

管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自稱重生了，但只有百分之八的人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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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義上符合福音派的標準。2005年是 百 分 之 七 ’ 2006年 

是百分之九。

在 2006年 ，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自稱重生了  ’即便其中  

百分之二 Ĥ  — 的 人 不 上 教 會 。根 據 他 的 定 義 ，福音派占重  

生 者 的五分 之一 。在 巴 拿 的 調 查 中 ’有特別有趣的一些人  

口 統 計。

在巴拿 2007年 的 調 査 中 ，相較於 其他 僅僅重生 的人 ’ 

那 些 符 合 教 義 標 準 的 ，大 多 是 大 學 畢 業 生 、白 人 、高收 

入 、年齡超過六十歲以上。這 些 較 富 裕 、受 過 教 育 的 人 ’ 

亦即巴拿所謂的福音派，顯然正在從舞台上消失。我從這 

些資料中得到的結論是 ••戰後福音派信仰處在退化中，因 

爲其中的主力人口並沒有在隨後的幾個世代中得到更新。 

行銷型教會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爲如果投資在教義方  

面 的 建 造 ，就不會在今天的市場上獲得成功。

在 所 有 統 計 中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2006年的 統 計 ）的重 

生基督徒是最高的數字，這種情況或許表明重生者正在增  

長 。這與行銷型教會的看法相反。然 而 ，許多重生觀只有  

文 化 的 意 涵 ，而沒有任何教義的根基 ’ 它 很 少 （或完全不  

能 ）激 發基督 徒 的 委 身 ，而且常與傳統的教會及眞正的基  

督 教 信 仰 對 立 。這是美國宗教信仰中很有趣的一種現象。 

我們應該以這樣的重生作爲美國基督教信仰的指標嗎？這 

應該有所保留。

我們更應該注意的乃是被巴拿視爲福音派的那百分之  

九 （或百分之七）的 美 國 人 。令 人 震 驚 的 是 ’這個數字是  

何 等 的 小 ！這麼少的人怎麼可能引導國家的走向呢？怎麼 

掌 握 權 力 、引導文化的潮流呢？許多世俗媒體竟然視福音  

派 爲 威 脅 ，眞 是 毫 無 根 據 ！假如他們曉得這個巨人實際上  

是 多 麼 小 ，毫 無 力 氣 ，那他們的恐懼就會像午後雷陣雨那  

樣 ，一下就平息了。

我因此肯定行銷型教會對福音派的擔憂’這些數字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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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了福音派正走向蕭條，行 銷 型 教 會 已 經 咿 確 地 到

了這一點 。

打進後現代的世界

我也贊成那些行銷艰教伶打進後坩代 | | |评 的 涡 望 ，對 

此我 給予正 面評 價。然 r f n他們的 ：.J  I' fi / K j免丨M  M f 丨然只是想達 

成自己的目的，个過 U 柿 似 令 船 "

沒有仟何人矜 f i 疑 ，教矜應常敏銳地察覺教會以外的  

人 的 需 要 。丨r銷吧教泠丨1丨常體貼。任何教會都應當設身處  

地爲那 些新 朋友 器想 ，他們對基督教信仰一無所知，而 a  

是 經 人 介 紹 才 第 -次 踏 進 教 會 。他們離開的時候會有什麼  

樣 的印 象呢？行銷型教會的牧者都會注意以下這些事：來 

聚會方不方便？把小孩放在幼兒室安全嗎？教會裡的人友  

善 嗎 ？這種接待的精神是相當値得肯定的。

行銷型教會渴望復興和打入後現代的兩個動機都是美  

德 。但 是 ，他 們 的 反 思 與 「經營教會」的 新 方 法 ，卻是相 

常 天眞和不切實際的；他們這樣做讓教會界其他有識之士  

進 退 兩 難 ：到底應該勸告 他們，還 是不勸呢？當你的朋友  

n ：人庭廣眾之下作出一些丟人現眼的事情時，你會怎麼對  

他 説 呢 ？爲 了 不 讓 他難 堪 ，你 會 保 持 沉 默 ，並希望其他人  

邰个敗看到呢？還 是 說 ，你會冒著觸犯他的危險，告知他 

的鉛誤呢 ?

我選擇告訴他！

恕我直言

不良後果

( r銷 型 教 會 所 犯 的 第 •個 錯 誤 ，是拒絕承認他們的失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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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在 1991年 ，百分之八十八的福音派牧師說，他們之所  

以對這種新方法情有獨鍾，乃是 因爲它非常管用。後 來 ， 

絕大多數教會或多或 少都變成了「慕道友導向」的 教 會 。 

但問題是這種一開始似乎很有前景的方法並沒有應驗，因 

爲它的內部存在著瑕疵。

以下所要討論的這些問題會讓人感到相當吃驚。美國 

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說他們重生了，但 只 有 百 分 之 九 、甚 

至可能只有百分之七的人，在 做人生的重大決定時，會根 

據他們有限的聖經知識來認眞地尋求神。那些行銷型大教  

會並沒有對這種情況負起責任，他們不 僅 束 手 無 策 ，反到 

助 長 了 這 個 現 象 。這種行銷方法是輕視神學與聖經的；因 

此 ，缺乏委身和普遍的無知使我們啞口無言。就像魯益師  

(C.S. L e w is )在 別 處 提 到 的 ： 「對於一頭已閹割的馬，我 

們還能期望牠生養眾多嗎？」

我 們 看 看 這 些 參 與 實 驗 的 行 銷 型 教 會 怎 樣 談 論 未 信  

者 ，就 能 一 窺 眞 相 。在他們所寫的文章和書本中，非基督 

徒 不 再 是 「未歸信的人」 、 「未得救的人」 、 「尙未與天 

父和好的人」 、 「未信者」 、 「在基督外的人」 。對他們 

來 說 ，這 些 人 只 是 「不參加教會聚會者」 。非基督徒的定  

義 從 「不信主」變 成 「不參加教會的聚會」 ，這使我們在

講 解 神 學 的 眞 理 時 相 當 尷 尬 ----這意味著有不對勁的地

方 ！問題出在他們在傳播一個沒有神學眞理的基督教。

我 們 必 須 牢 記 ，基 督 教 是 關 乎 眞 理 的 ，而不僅僅是一  

種 經 歷 。它 是 一 種 經 驗 到 「透 過 聖 子 、藉 著 聖靈的工作 ， 

使人與聖父和好」的 世 界 觀 。這是上帝在聖經中教導我們  

的 世 界 觀 。這也就是爲什麼聖經是以創世記一章 1節爲開 

始 ，而不是以約翰福音三章 16節 爲 開 始 。聖 經 是 以 「界记 

創造者與受造者的差異」來 反 駁 異 教 。聖經接著告訴我們  

如 何 明 白 上 帝 及 其 救 贖 工 作 ，以及人的本質與墮落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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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這一切都是基督的降臨、道 成 肉 身 、生 活 、受難與復  

活 的 前 提 。據 此 ，神的震怒才得以緩和，我們的罪巳受了  

審 判 ，我們與神之間的隔絕 1 彳!>以 消 训 ，找們 i J 吟生來屬  

血氣的不義之人才得以在堪 fY押 被稱 爲 邁 。迢鸣情況之所  

以 能 發 生 ，唯獨因 著祂 的恩 典，也 唯 獨 鍩 释 已 己 「毫無功 

勞 」的 信 心 才 能 領 受 這 - W 。丨过此，基 督 教 的 世 界 觀 ，是 

建立在理解聖經裡的丨U:界 、上 帝 、我們自己及基督的救贖  

之 工 ° !

但從一 個保 守的角度 來看 ，2005年 的 教 會 界 ，只有百 

分之九的重生者相信這種世界觀，其他人則是用自己過去  

的觀念來做人生的重大決定；那些觀念是令人混淆的大雜  

燴 ，有許多是敵對聖經的觀念。而巴拿發現教會的講台信  

息很少對那些錯誤提出挑戰或修正。即便在 2006年 ，福音 

派—— 也 就 是 在 這 個 「重生世界」中比較重視教義、比較 

有眞理知識的人—— 也只有百分之五 Ĥ  — 的 人 說 ，他們是 

根據信仰的標準來做人生的重大決定。這就意味聖經的世  

界觀只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一部份角色。我 猜 想 ，當他們 

的信仰與工作之間有衝突時，或遇到其他具有競爭性的宗  

教 觀 時 ，他們只有一半的可能是根據信仰來行事。巴拿同 

樣 發 現 ，在這一群福音派當中，儘管百分之七十的人相信  

道德眞理是絕 對的，但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在作決定時會  

跟隨聖經的教導。

在 巴 拿 的 調 査 中 ，福音派是那些比較認眞照著聖經生  

活 的 人 ，那麼僅僅重生了的那些人情況又如何呢？當我們 

知道他們與那些全然世俗的人之間沒有差別時，會感到吃  

驚 嗎 ？在2007年 ，主要區別是重生者比較少購買盜版C D ， 

重生者買盜版 C D 的 大 約 是 百 分 之 二 ，未重生者買盜版 C D  

的 大 約 是 百 分 之 七 。但這並不能完全反映他們的道德意  

識 。因爲不買盜版CD者也可能只是由於不喜歡音樂罷了。

要解釋複雜的抉擇問題並非易事。大 家 都 知 道 ，教會

66

第二章拍賣基督教

不重視聖經已經成爲當今基督徒道德墮落的一個主因。隨 

著 主 日 學 被 取 消 、解經講 道 不 再 流 行 、每天禱告與讀經的  

操練隨著上一代而消失，教會中的聖經知識已經大幅度地  

下 降 了 。

我們 更 清 楚 的 看 見 ，如 今市 場正 在 主 導 教 會 ，人們往 

往只要從教會尋求某種靈性上的關係，卻又同時拒絕敬虔  

的 事 。他們不願 認 同 教 義 ，不 願跟 隨 道德 規 範，他們只想  

參加教會的儀式而已。他 們 說 ： 「我 們 不 要 宗 教 ，我們只 

要享受那些心靈雞湯」 。這正是那些行銷型教會想要做的  

事 。這 些 吃 「垃 圾 食 物 」的信徒往往就是那些沒有世界  

觀 、在生活中不重視聖經教義的人。

或 許 ，其 中 最 失 敗 的 就 是 那 被 行 銷 型 教 會 視 爲 「车 

菜 」的 崇 拜 服 事 。實 際 上 ，十個信徒中有八個在崇拜時  

根本沒有感覺到神與他同在。這難道不是核心眞理已然消  

失 、聖經規範已然失落、娛樂之風主導一切駭人後果嗎？

巴 拿 便 是 達 到 這 種 新 型 「經營」教會的主要建築師之  

- 。他 在 三 十 年 前 就 開 始 了 。身爲教會中最勤奮的調査  

員 ，他希冀他的行銷策略被人們廣泛採用，並預期有很好  

的 結 果 。其 實 ，結果並未如預期的那樣，他成爲了自己失  

敗的最佳記錄者。

巴 拿 將 這 一 連 串 失 敗 的 紀 錄 置 之 腦 後 ，就像它從未  

發 生 一 樣 。他 身 披 同 一 件 「鶴 氅 」 ，大 張 旗 鼓 ，以全然  

的 自 信 朝 向 一 個 新 方 向 出 擊 。福 音 派 世 界 還 來 不 及 喘  

一 口 氣 、眨 個 眼 。他 在 200 5年 又 出 版 了 大 作 《革 命 》

( Revolution) ，預言教會在下一個十年中將會失去大部分  

的 市 場 佔 有 率 ；但 不 要 緊 ，因爲教會現在已經趕上了另一  

種 不同的文化趨 勢，成就 會 更 加 輝 煌 。現 在 ，熱 誠 的 「革 

命者」可輕易的切斷自己與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就這樣  

永遠地離開！去其他地方尋找合乎聖經的基督教。

巴拿的方法使今天的基督教面目全非。他的方法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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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美國行銷型牧者的熱 I 'l l，要將自己的實驗輸出到其他  

還搞不清楚狀況的丨界。 誠然是一種腆不知恥的態度。

實 際 情 況 是 ，這柯叫；7的 、豐 富 的 、具有高度個人主  

義 傾 向 的 「教會經锊」法 ，無論我們學的多麼好’我們都 

註 定 要 失 敗 。事 實 I : ，如 汜 「效中:」是指我們要拋棄神學  

的 話 ，我們 變得 越灯 效率 ，我們就豇加註定要失敗。這種 

方 法 本 身 是 有 瑕 疵 的 ，如来在別的教會重覆進行這種實  

驗 ，那 就 是 在 重 蹈 覆 轍 。這是那些行銷型教會盲目的地  

方 °

估計錯誤

雖然我肯定行銷型教會對福音派走下坡的關切’但我 

也確定他們的關切是出於恐懼—— 害 怕 後 現 代 世 界 。這是 

教會行銷者所犯的第二個錯誤。他們乃是建構在一種錯誤  

的 基礎 上 。

行銷型教會的牧者在後現代流行之前便動身起來’因 

爲擔心如果不調整基督教信仰給人的感覺和訴求’基督教 

就 會 滅 亡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

實 際 情 況 是 ，基 督 教 正 在 離 開 西 方 。基督教在西方已  

蕭 條 ，但 在 非 洲 、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基督教卻  

方 興 未 艾 。至少從統計數字來看是如此。基督教會增長的  

數字已經從歐洲移到北非，基督教的面貌正在改變。它不 

再 是 以 北 方 、歐洲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爲主的宗教’它已經 

變成了未開發國家的新興勢力。它的成員是來自南半球、 

年 輕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貧窮而且非常傳統的人。西方人應  

當 思 考的 問 題 是 ： 「儘管我們做了最大努力在美洲進行文  

化 適 應 ，而上帝卻將自己的工作轉向其他地方？」這當中 

難道沒有隱含著某種教訓嗎？

美國的福音派牧師現在嚇壞了 —— 不 過 我 知 道 ，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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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看起來恰恰相反！這些以市場爲導向的教會每次露面  

都是一副世界第一、絕對有信心的樣子。

讓我們來探討這其中的實情。福 音 派 今 天 充 滿 恐 懼 ， 

但他們是在錯誤的事上擔心；他們深怕 變得 陳 腐 、不合潮 

流 ，也 就 是 過 時 、無 關 緊 要 了 。他們卻不害怕丟掉神和祂 

的 眞 理 。他們輕忽神和祂的眞理，卻反而看重後現代文化  

的 風 潮 。

這當 然 是 一 種 折 磨 著 老 一 代 基 督 教 自 由 派 人 士 的 恐  

懼 ，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起初是生活在福音派家庭中，後來 

卻被那種想要與文化建立關連的渴望所征服。他們心中的  

文 化 是 那 種 被 我 們 稱 爲 「高級」的 文 化 ；他們對話的夥伴  

是 啓 蒙 運 動 。他們與那些來自大學、文 學 、藝 術 ，當然也 

包 括 科 技 的 啓 蒙 運 動 思 想 尋 求 理 性 上 的 妥 協 、有效的和

解 。從這種投降式的協議中—— 這正是當時的實情--- 產

生 出 一個 綜合 體，其中摻雜來自基督教信仰與來自人文主  

義 世 界 的 東 西 ，表 面上 名爲 基督教，但其本質卻是人文主  

義 的 。二 十世 紀 下 半 葉 ，北美主流教會伴隨著歐洲教會都  

已 經 敗 落 ，這足以證明要透過這種方式將基督與文化調和  

是絕不可能的。

然 而 ，絕大多數福音派人士完全不記取這個教訓。部 

分原因是因爲他們正走在一條不同的道路上，沒有看到其  

間有甚麼類比之處。他們的作法並不像自由派那樣與「高 

級文化」調 合 ，那種文化充滿了理智的驕傲與人文主義， 

還有理性主義與對基督教信仰的敵視。它正處在垂死狀態  

中 ，啓 蒙 運 動 （也就是那種思想的來源）已 經 解 體 了 ，而 

以前與之結盟的基督教也是如此。

這些古老的自由派與當今的福音派之間有異曲同工之  

處 ，並不在於他們所適應的文化，而是在於適應的過程。 

兩 者 的 背 後 是 相 同 的 心 態 ，只 是 適 應 的 「東 西 」不同罷  

r 。而 且 ，危險是隱藏在這個從表面看來是天眞的實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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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事 實 上 ，當今的福音派坫 fY教 受 到 r 後現代舞伴的威  

脅 ，正像昔日的自由派受到啓朵迚则埘作的威脅一樣。

這 種錯估是非常嚴 重的 ‘，m 心 | R , I 的 、消費型教會已  

經 考 慮 到 ，除 非 做 出 深 刻 、嚴 础 的 义 化 適 應 ，否則將面臨 

「破產」 ，尤其是面對汁 .輕 的 •代 ifu!Trill沒 灯 考 慮 到 ， 

他 可 能 讓 自 己 在 h 帝 ifn iW 「破 ;米」 。ifulL諷刺的 E ，那些 

較 不喜 歡 這 些 熱 鬧 、炫 I®科 技 的 年 輕 _代 ，t i 經對這些東  

西 感 到 厭 煩 ，對 「行銷」作 法 感 到 厭 惡 ，他們想要走出這  

些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教會，正如他們當初走進來一樣。 

這是行銷型教會所犯的第二個錯誤，他們錯估情勢。

錯誤的類比

以市 場 爲 導 向的 牧 者 、專家所犯的第三個錯誤是用了  

錯 誤 的 類 比 ，他們經常比照百事可樂的有效經營法來經營  

教 會 。

事 實 上 ，教 會 常 常 使 用 兩 種 類 比 ：第一是基督的道成  

肉 身 。袖不是一位高居在天上的拉比，遙遙地對我們發佈  

自 己 的 教 訓 ；祂取了和我們一樣的血肉之軀，進到人類生  

活 中 ，生活在各樣的限制之下，並學會了祂自己文化中的  

語 言 與 習 慣 。祂用所處文化中的語言、那些聽眾能眞正明  

白的方式來做教導。祂的教導乃是處境化的。因 此 ，我們 

的教會生活、訊息也應當如此。

就 西 方 而 言 ，我們今天的處境主要是一種商業與消費  

文 化 。使用一種消費語言來講話，使用它的話語和表達方  

式 ，便是以處境化方式來講道；這就是用人人都能理解的  

語 言 來 講 話 ，是切入二H 世紀的西方人文化與心態；這 

種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迎合他們，即是道成肉身的方式， 

正如耶穌迎合那個時代的人一樣。這就是其中的邏輯。

第 二 種 是 「行銷」與 「傳福音」之 間 的 類 比 。在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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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中 ，許 多 時 間 、努力和成本都是花在調査到底哪些社  

會 群 體 、地 區 ，產品能找到可能的客戶。行銷是建立在認  

眞的調查基礎上。一 旦 確 認 目 標 ，就 要打 造產 品廣告，以 

便與最可能的客戶建立關係。

行 銷 的 是 一 種 關 於 「產品」和 所 承 諾 的 「利益」之間 

的 組 合 。這些對產品的承諾試圖將消費者與他們的渴望一  

一成爲成功而重要的人、成爲頂尖或令人羨慕的人物——  

聯 繫 起 來 。這 是 一 個 寧 願 因 自 己 的 「所有」受 人 嫉 妒 ，而 

不 願 因 自 己 的 「所是」受 人 尊重的時代。人們就是如此的  

擁 抱 「行銷」 。人們所購買的不只是一種產品，同時也買 

入一種人生的感受、一 種 新 面 貌 、一 種 升 級 ，擁 有 最 新 、 

最 好 的 ，像似達到了、成功了或成爲了大人物。

行銷與傳福音之間的類比當然並不準確，但很多福音  

派教會卻已經認可了這種類比。而 且 ，他們的教會已經整  

裝 待 發 ，隨時迎接這種新挑戰。現 今 ，教會可能是被當過  

C E O 、廣 告 主 管 、公司 經理的人帶領，他們當中很少有人  

受 過 神 學 教 育 ，或想去受 神學教育 。靠這些商場上的成功  

技 巧 ，他 們 會 在 教 會 界 獲 得 成 功 ；起 碼 ，人們是這樣想  

的 。

「福 音 」是 一 種 產 品 ，而 「傳 福 音 」就 是 要 把 「福 

音」行 銷 出 去 。牧者與教會工作人員的存在就是要推銷福  

音 。在以市場爲導向的教會中，首先要作市場調査來確認  

誰是最可能的消費者。調 査 結 果 顯 示 ，最可能的消費者並  

不 是 在 城 市 中 ，而 是 在 郊 區 ；不是在 那些 舊郊 區，而是在 

那 些 新 郊 區 ；不是在 那些 窮人 中，而是在那些富裕的中產  

階 級 中 。眞令人驚訝！

這兩種行銷方式 —— 在世界中與在教會中—— 的結果  

都 是 產 品 交 換 。在 第 一 種 行 銷 中 ，銷 售的是 -種新的電腦  

軟 體 、一輛新的BM W或 最 新 款 、最誘人的香水。在另一種 

行 銷 中 ，銷 售 的 則 是 「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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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這樣做會出了什麼問題呢？如果它非常有效的  

話 ，那 還 有 問 題 嗎 ？畢 竟 ，有些教會已經將自己和產品  

( 福 音 ）給 銷 售 出 去 了 ，且已有驚人的增長。而那些失敗  

者鮮少引起人們的注意，我 們 豈 能 和 「成功」辯 論 ？

我 認 爲 我 們 能 ；而 且 ，不 僅 如 此 ，我認爲對於這件  

事 ，我 們 應 當 有 所 辯 論 。我 們 在 此 看 到 -個爲了傳福音  

而重新組 合的 教會，它 爲 r 成 功 而 拋 棄 r 人部分的聖經信  

仰 。他們根據消費者的慾望，把基督教信仰的一部份抽出  

來 並 加 以 修 改 ，然 後 把 「部分的」當 作 「全部的」基督教  

信 仰 。這 裡 有 一 種 成 功 的 方 法 論 ，就是人能以很少的眞  

理 來 獲 得 成 功 ；實 際 上 它 的 成功 似乎仰賴 「不要彰顯太多 

眞理」 。畢竟福音派教會不是唯一走這條道路的教會，某 

些自由派教會也試圖這樣做，讓這種故事在自己的教會中  

重 演 。一些天主教的教會也是如此。在洛杉磯有一個九千  

人 的 「大愛國際靈修中心」 （Agape International Spiritual 

C e n te r )，它不稱自己爲基督宗教，卻 通 過 仿 效 「柳樹溪模 

式」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它自詡在全球有一百萬會友，並 

融合新潮思想與古老宗教的冥想，興高采烈地在自己崇拜  

過程中將東方宗教發展出的新紀元運動的音樂與基督教的  

詩班調和在一起。

成功 雖然 可以透過行銷獲得，但眞理卻非這一類成功  

的 内 涵 。而這就是他們的公式。這難道不是一個警訊嗎？ 

如音難道不是關於眞理的嗎？基督教的信息沒有別的，而 

W 僅 僅 關 乎 「福音的眞理」 （加二 5 ) ，是 「在耶穌裡的  

眞_ 」 （直 譯 ，弗四21 ) 。福 音 眞 理 、合 乎 聖 經 的 講 道 ， 

妆非一個公式，並不僅是一種關係 ，也並不僅是關於靈性  

的 。它是關於三位一體的神在這個世界中、在歷史進程中  

的 救 贖 之 工 ，並在基督身上達到高峯。十字架的信息是神  

江時空中的實際作爲，是整個過程中的焦點。整個過程都  

足神對祂自己以及祂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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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傳福音與行銷迥然不同之處。一般的商品與服  

務只不過是商品與服務罷了，它們的存在只不過是提供一  

些 生 活 用 品 。福 音 並 不 是 這 樣 ！福音並不是呼召我們去利  

用 它 ，而是要透過聖子來順服這位天地的主。那種繞開眞  

理 來追 求成功的方法，乃 是 一 種 迅 速 將 自 己 從 「基於聖經  

的基督教」中掙脫出來的方法，換 言 之 ，那是一種迅速去  

除聖經信仰精華的方法。

這 是 實 際 正 在 發 生 的 事 ，因爲人們若是追隨這種行銷  

模 式 的 話 ，就會 摒除基督教眞理。首 先 ，消費者想要的是  

他 們 「自己認定的需要」 ，而 罪 人 所 需 要 的 是 「神所認定  

的需要」 。我們看待自己的需要與祂看待這些需要迥然不  

同 。我 們 壓 制 關 於 上 帝 的 眞 理 ，行 不 義 阻 擋 眞 理 （羅一 

1 8 ) 。我們不順服祂的道德律，在 墮 落 中 我 們 ，也是不能  

順 服 （羅八 7 ) ; 因 此 ，假若沒有神藉著聖靈的幫助，我們 

很 可 能 會 誤 以 爲 ，從我們對神的悖逆所產生出來的那些東  

西是我們眞正的需要。不丨我們出於血氣而找的產品不會  

是 福 音 ，它 是 某 種 治 療 ，是某 種 生 活 技 巧 ，或是用自己的  

方法與自己的靈性緊緊連結的某種方式，這種方式無需任  

何 悔 改 ，也 無 任 何 救 贖 ，它 決 不 是 福 音 。福音斷不能成爲  

教會行銷的某種產品，因爲沒有任何消費者需要它。當我 

們在尋找消費者時會發現，他們有興趣照自己的方式購買  

的 東 西 ，並不是福音。

進 一 步 說 ，當 我 們 購 買 某 種 產 品 時 ，乃是爲了使用  

它 。而 我 們 接 受 基 督 ，並不是叫祂來服事我們，而是我們  

應 當 去 服 事 祂 。我們並不會把自己交托給任何產品，我們 

卻應該把自己交托給基督。這 位 榮 耀 的 主 ，也就是上帝道  

成肉 身的第二個位格，與 那 些 跑 車 、度假村或出國旅遊截  

然 不 同 。這種行銷類比模糊了這一切，將基督簡化爲我們  

買來滿足自己需要的某種商品。沿 著 這 條 路 線 ，就會摧毀  

聖 經 關 於 罪 、道成肉身和救贖的教義。這對基督教信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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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深 的 傷 害 。當 我 們 發 粘 沖 和 丨 《：俗文化的精神一模一  

樣 時 ，其 破 壞 性 、V:即 uf k  (粘神乃是非基督教的東

西 。

這種精神 W 敵视沾 f f 教 U 仰 的 ，找們在隨後一章中會  

再 討 論 。基 n 教 fr f仰 j 'i h i關 'f-人們所处 i u 信的啓示性眞  

理 ，關 乎 教 義 ，關爭我們所奴汜陆的逍德規範，以及所希 

望參與的教會生活。我們的文化精神卻Ve'令个需要這些。

但這並未阻止許多大型教會使用行銷的策略。他們的  

成 就 是 透 過 盡 可 能 減 少 「宗教色彩」的 方 式 來取 得的 。結 

果 ，宗 教 性 的 用 語 （如 稱 義 、代 贖 、審 判 、聖 潔 、道成肉 

身 、成聖以及得榮耀等）在這些教會中已經或多或少地消  

失 了 。假如這些用語已經消失的話，那有關這些用語的教  

義也就隨之消失了。他 們 乃 是 在 行 銷 「信主所能獲得的利  

益」 ，而 不 是 「信主所需明白的眞理」 。推銷前者會使人  

忘 記 後 者 ！實用主義已經成爲美國福音派的標誌。這是一 

種 反 教 義 的 情 緒 ，無 法 與 「本 於 聖 經 」的心境調和在起  

來 °

而 牧 者 、專家們所看到的卻是某些有效的東西。他們 

認 爲 自 己 能 夠 行 銷 「靈性」 。他 們 顯 然 認 爲 ，那些與這種  

靈 性 迥 然 不 同 的 「基督教」是 不 重 要 的 。他 們 誤 以 爲 ，一 

旦 人 們 進 入 教 會 後 ，我們再來以同化的方式使他們明白  

「基督教」 。這正是爲什麼在這些教會中，有許多人說自  

己 已經 重 生 了 ，但他們並沒有得著合乎聖經的世界觀。他 

們的世界觀乃是在自己的人生道上挑選出之五花八門的大  

雜 燴 ，有些合乎聖經，許多則不然。

這種情況只會越糟而不會越好，其傳遞一種強烈的訊  

息 ：他 們 所 使 用 的 類 比 是 錯 誤 的 ，它正在破壞基督教信  

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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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顧客

這 些 市 場 導 向 、慕道友導向的教會同時犯了第四種錯  

誤 ：他們瞄準了錯誤的顧客。

在 《針對不聚會者的驚人發現與解讀 》 {Surprising  

Insights from the Unchurched and Proven Ways to Read Them ) 

一 書 中 ，雷那 s (Thom Rainer) 針對這些消費者提出了一  

個頗有啓發性的問題。他注意到二十世紀九〇年代的所有  

調査都是針對那些沒有參加教會的人，也就是那些除了婚  

喪禮慶等與基督教有關的儀式之外，從來都沒有去過教會  

的 人 。行銷型教會可不可能重新調整自己，把重點放在那  

些 可 能 「永遠不會進教會的人」呢 ？可不可能讓自己適合  

那些從未探觸過的市場呢？如果將目光放在那些先前不參  

與 教 會 ，後來卻開始參與教會的人身上，難道不是更實際  

嗎 ？什麼東西會吸引他們？他們正在尋找什麼東西？這樣 

的思維方式所產生的前景，絕對有別於盛行於行銷型教會  

中的見識了。

人們在教會中尋找的到底是什麼呢？假如我們相信所  

有行銷型教會的宣傳，那我們的結論 就會 是：畢竟這些潛  

在的消費者想要聽的並非是眞理和信仰的課題，我們要像  

逃避瘟疫一樣地避免談這些課題。根據 他們 的 見 解，之所 

以要向慕道友掩藏眞理與信仰，乃是因爲它令人倒胃口。

事 實 絕 非 如 此 ！在 雷 那 的 研 究 中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認 爲 ，講道對他們非常重要，雖然並不是僅僅講道就行。 

類 似 地 ，有百分之八十八的人說他們想聽的就是教義。教 

義對百分之九H 的 人 來 說很 重要。他們要知道教會所相  

信 的 是 什 麼 ，而 且 要 有 說 服 力 ，這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

8 編 註 ：美國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 inary佈道與宣教教授，著

有 《簡約教會》 ，香 港 ：天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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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要 問 題 是 「人們的友好態 10；」 ，它在清單上敬排末座， 

只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捉到它 " i l l難逍不是一項革命性的  

發 現 嗎 ? 人 們 難 进 不 想 知 逍 徙 到 肢 /K想些什麼嗎 ? 在 

這 個 令 人 厭 倦 、褪 色 、U 仰瞬以典變的卟代中，難道人們  

不 想 知 道 是 否 釘 .例 f,丨 仰 們 永 迚 彳 丨 \i ?的 嗎 ?

再 者 ，假如我們過於 # 注存:得 持邵 些个 來 教 會 的 人 ， 

而 趕 走 r 那 蜱 l 經 來 教 會 的 人 ，豈 不 足 得 不 償 失 r 嗎 ？這 

正是當今所發生的情形！原先的會友被弄得越來越不想去  

教 會 。因 此 ，這種行銷的方法不僅是破壞性的，而且也正 

在將一些詭詐的東西帶進教會。行 銷 的 代 價 就 是 ：教會將 

自 己 的 本 質 掩 藏 起 來 ，合乎聖經的基督教遮蓋自己的面  

貌 。這種教會有什麼教導呢？怎麼有人會願意留在這種教  

會 呢 ？

眾人所爭執的議題在雷那的發現中得到了答案。斯達 

克 （Rodney Stark ) 與 芬 克 （Roger F in k e )在 《美國的教會 

"[匕：1776~1990年〉〉 ( The Churching o f America ] 776-1990 )

一書中也問了同樣一個問題。在美國獨立革命時期只有百  

分 之 十 七 的 人 屬 於 教 會 ，而在南北戰爭時期則有百分之  

二十七的人屬於教會，到了 1980年 ，這個數字則是百分之  

六 十 二 ，我們如何來解釋這件事呢？不斷征服美國人靈魂  

的原因何在呢？有 些 教 會 成 功 ，而有些教會失敗的原因是  

i 卜麼呢？

答 案 是 ，在自由的社會中存在著宗教市場。它的運作  

/7式就像需要商品與服務的市場一樣，這也就是那些慕道  

犮導向的教會所思考的問題。而斯達克與芬克所說的是， 

在 過 去 ，信 仰 的 內 容 （即 教 義 ）一直都是基督教會成功的  

關 鍵 ，而並非像那些慕道友導向的教會所想像的那樣，是 

成 功 的 障 礙 。具 體 而 言 ，他 們 所 爭 辯 的 是 ，繁榮的教會與  

义化會出現很大的差異，認 知 上 很 不 和 諧 。當這種差異消  

失 後 ，教會也就跟著失敗了。其實人們一直都在尋找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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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 不同的東西，某種不可能在世俗中擁有的東西。能提 

供了這一點的教會便成功了，而那些與周圍文化打成一片  

的 教 會 ，便 失 敗 了 、消 失 了 。

慕 道 友 導 向 的 教 會 則 做 出 了 相 反 的 臆 測 。他們假設  

說 ，教義實際上是被邊緣化了，假如 教會想成功的話，就 

要將這種與文化之間的緊張程度降到最低。所以他們會把  

教 會 的 建 築 變 成 和 人 們 週 間 進 出 的 建 築 一 樣 ，爲了慕道  

友而減 少 宗教 色 彩 ：搬 走 了 講 壇 ，放 棄了 傳統 的講 道、聖 

詩 、奉 獻 時 間 ，或是其他任何看似過分宗教化的東西。這 

些行銷型教會一直在犯一個的大錯，就是將那些消費者的  

需 要 視 爲 「靈性」上 的 （從當代的意義） ，而不是神學上  

的 ；視 爲 心 理 上 的 ，而並不需要與眞理有什麼關係。實際 

t 這些慕道友不僅對生活感興趣而已，他們想要弄清楚生  

命有沒有比生活更高的意義。

行銷型教會也利用過去二十年的世代研究成果。我們 

不都聽過嬰兒潮世代和X 世代各有其特徵嗎？難道我們就不  

能融合其間的差異？而嬰兒潮世代是這樣的而X 世代是那樣 

的 ，這種研究常常強化了世代之間的差異，助 長 了 代 溝 ， 

忽 略 了 人 之 所 以 爲 人 的 共 同 特 點 。我們擁有的共同特點  

是 ：我們都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假如我們用聖經語言來  

表 述 的 話 ，那 些 被 救 贖 的 人 ，乃是透過同一位基督得救， 

靠著同一位聖靈得重生，擁有同樣的眞理和同樣的目標。 

世代之間的不同絲毫不能改變這一點。當教會把關注的目  

標放在世代之間的差異時，危險就來了  ；但教會卻以爲成  

功指日可待。

教會首先針對這些有錢的嬰兒潮世代重塑自己，當嬰 

兒潮世代受到太多的關注之後，才輪到X世 代 。沒有一個人 

會 停 下 來 問 ：那些成功的教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種 

策略會不會破壞福音信息的本質？倘若這就是成功的話， 

那它便會產生單屬一個世代的教會，就像是以社會階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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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色來 建立教會一樣。難逍 ^ « | ^ 沾忾教該有的情形嗎？ 

難道福音不是呼召那些被社矜分 |说的人波此相交嗎？在這 

些並肩而 坐的 人當 屮，找們个W 應 常 Y1■到 褚 人 與 窮 人 、男 

人 與 女 人 、有能力與被邊緣化的人、 潮丨H:代與非嬰兒  

潮 世 代 的 人 ，全邰被H  .位 i,c ff救丨!‘/iifu/i:池 Rhfti合而爲一 

嗎 ？

底線

在這裡我們 "丨以明顯地看到，正統聖經信仰的教會所  

信奉的和慕道友導向的教會所假設的是沒有連結的，其原 

因 在 於 ：

第 一 ，市場 策略 以爲 人 們 追求 的是 信 主 的 「利 益 」而 

不 是 信 仰 的 本 身 ，好 像 人 能 擁 有 其 中 一 個 ，而無需另一  

個 ！但不要介意，這是買賣的關鍵。

第 二 ，爲 了 跟 隨 這 種 市 場 策 略 ，這些教會必須做另  

一 個 假 設 ，這 和 人 論 有 關 。這 些 教 會 偏 向 了 伯 拉 糾 派  

(P e la g ia n ，主 張 人 類 沒 有 原 罪 ）的 觀 點 。多達百分之  

五 十 二 的 「重生者」 ，實際上徹底否認了原罪。他們假定  

在面對上帝及其話語的態度上，後現代人類是中立的。既 

然 如 此 ，那就可以引導他們來購買信仰，就像是購買其他  

商 品 一 樣 ； 「非教義化」被 視爲 成功 的關 鍵。 「實用」不 

就是美國向來成功的關鍵嗎？

今天的福音派世界有一種眞正的渴望，那是我們處處  

可 見 的 ，人 們 渴 望 「眞實」的 東 西 。行 銷 化 的 信 仰 、商品 

化 的 福 音 、顧 客 化 的 人 群 、上帝只是自己內在生活的一個  

支 撐 、炫目與嘶喊的激情、迪士尼化的鬆散教會……這一切 

不 僅 膚 淺 、也常常是徹底錯誤的。這些都不可能造就出認  

眞 的 門 徒 來 ；它 表 面 上 興 旺 ，其 實 是 空 洞 、膚 淺 、甚至是 

不可饒恕的。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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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是回歸神的道的時候 了，因爲我們已經有一代之  

久沒 有這 樣做 了 。我們應當再次爲這嚴酷的時代尋回認眞  

的 信 仰 。現 在 ，我們應該停止這種災難性的、零售信仰的  

實 驗 了 ，該溫和又堅定地勇往直前，進行第二次宗教改革  

的時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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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眞 理

— 切堅固的東西都炫化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褒

瀆 了 。9

馬克思

求你用眞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眞理。

約翰福音十七章 17節

9 譯 註 ：這 是 馬 克 思 《共產黨宣言》 中 的 一 句 話 ，但其中文譯本  

爲 ■• 「 -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 
被 褻 瀆 了 。」此與英文本略有不同，有學者指出該中文譯文在語言  

上有革命化傾向，故此處譯文是按英文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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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眞理」在今天是被廣泛討論的熱門議題。對眞理的  

1 疑慮不 僅出現在崇 高的知識圈，就連在電影中也能  

聽 得 到 ；它同樣是法律期刊和通俗文化所探討的議題，在 

教會也是如此。在任何地方都有人懷疑眞理的確定性。

在 教 會 中 ，人們正嘗試發揮這種 + 確 定 性 ，而且有許  

多人已成爲這種誘惑的犠牲品。這 種 誘 惑 是 ：有不同的眞  

理 ，我們到底能否認識眞理。這話題在今大很有吸引力， 

這與後現代文化有密切的關聯，後現代非常懷疑眞理以及  

那些自認爲能認識眞理的人。

與 文 化 連 結 雖 然 在 表 面 上 有 收 穫 ，實際上是一種損  

失 ，我認爲和文化結合就會和神的法則割裂。本章要探討  

「相 關 性 」與 「非 相 關 性 」的 對 照 ，它可能令人感到不  

安 。

我會 探 討 幾 個 主 題 。在 文 化 當 中 ，到底是的什麼使我  

們對眞理抱有偏見？爲什麼這麼多美國人既不相信眞理是  

絕 對 的 ，也不相信道德是絕對的呢？根 據 這 些 觀 點 ，我們 

隨 後 便 要 自 問 ：我們應當如何看待眞理？聖經對眞理的教  

導 是 什 麼 ？這會產生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在聖經眞理的  

光 照 下 ，爲什麼認信此眞理的教會並沒有被眞理所感動  

呢 ？

自我的脫節

我們先從基本的事實來看。絕 大 多 數 的 美 國 人 （在某 

此資料中至少佔三分之二，而在年輕人當中比例會更高） 

並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絕對眞理。幾乎有半數美國人認爲聖  

經 、占蘭經和摩門經都有同樣的屬靈眞理，這並不令我們

m M 。

這結 果也反 映 在 數 字 上 ，美國基督徒認爲自己的人際  

關 係 還 不 錯 ，聖 經 知 識 卻 很 差 ，這 一 點 也 不 稀 奇 。聖經畢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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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眞理之源，但2005年 ，在巴拿衡量靈  

命的七個指標中，聖經知識被排在最後一項。

這 便是我們今天的部分景況。我 們 是 注 重 靈 性 的 ，我 

們 要 人 際 關 係 ，卻 不 要 敬 虔 。在 「靈性與宗教切割」這種 

具有破壞性的發展下，聖經知識越來越被視爲宗教的一部  

分 。這也就是爲什麼有這麼多的教會，尤其是那些最著名  

的 行 銷 型 大 教 會 ，會 給人 這 樣 的 印象 ：基督教雖然關乎許  

多 事 物 ，卻不關乎眞理。

倘若我們承認美國教會和社會有此現象，那我們自然  

會 問 ：爲 什 麼 會 這 樣 ？我們的文化是怎樣來到這種地步  

的 ？爲什麼教會也走上這條路？

毫 無 疑 問 地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答 案 。但 是 ，假如我可以  

粗 略 的 勾 勒 的 話 ，我 會 說 ，關於這個文化議題的答案乃在  

於 ：我 們 「體 驗 現 代 化 世 界 的 方 式 」與 「思考人生的方  

式 」結 合 在 一 起 了 。實 際 上 ，這兩個問題已經開始互相呼  

應 並 彼 此 影 響 。更 正 式 地 說 ：我們的社會處境更正式地、 

更有力地在塑造我們的良心。

我 的 結 論 是 ：絕對眞理與絕對道德正從社會中迅速消  

失 的 原 因 是 ，本 來 視 上 帝 是 客 觀 的 、超乎人的範圍之外  

的 、超越宇宙的這種觀點正在消失中。在人以外沒有一個  

能持續能與人抗衡的標準，沒有留下任何可以作爲個人行  

爲 的 準 則 、對 錯 的 標 準 ，或作爲檢驗眞實與錯謬的試金  

石 。

在 隨 後 的 段 落 中 ，我會不斷地回過頭來從不同角度討  

論 這 個 主 題 。我 要 討 論 所 謂 的 「獨立的自我」 ，它與先前  

大 大 影 響 美 國 社 會 的 「個人主義」有 一 定 的 關 係 ；然而它 

已不是單純的個人主義了，而是個人主義在我們這個高度  

現代化的世界中所產生的結果；個人主義如何穿上後現代  

的 新 裝 。

我知道我的話是 有挑 戰性 的，因爲後現代對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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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敏 感 ，他們嘲笑個人主義是現代主義所結出的爛果  

子 。他們認爲自己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現代人」 。他們乃  

是 「後現代」的 ，他們不是個人主義的，而是盡力融入群  

體 。他們希望彼此擁抱在一起，而不是像巡邏兵那樣孤獨  

地走來走去。

我可以理解這種對群體性的嚮往。群體的失落已經成  

爲現代世界的一場浩劫，而且人們非常眞實而強烈地想恢  

復 與 群 體 的 關 係 。然 而 ，後 現 代 若 以 爲 這 個 「獨立的自  

我」已經和現代主義一道作占了，那 就 是自 欺欺 人 。它並 

沒 有 死 去 ！它 乃是 一 條 主 軸 ，綿延不斷地從古老的啓蒙運  

動延伸到新潮的後現代，而且大大的解釋了人們理解眞理  

的 方 式 。

以 往 啓 蒙 運 動 的 思 想 家 們 要 「擺脫外在權威來塑造自  

己的理性」 。他們要 求擺 脫上帝、擺脫宗教權威以及過去  

的 束 縛 。正 如 康 德 所 言 ，這些東西已經成爲妨礙人們繼續  

前 進 的 鎖 鏈 。此 時 ，他們要完全拋棄這些以獲得自由。更 

重 要 的 是 ，一旦丟棄這種羈絆後人們就開始成熟起來。這 

種 態 度 藉 著 「世俗人文主義」形式傳播到我們的時代。

當 然 ，無 論 在 教 會 內 外 ，後現代都蔑視這種古老的理  

性 主 義 。他們抛 棄其 狂妄 之處 ，他們無法接受它的世界觀  

—— 實際上他們認爲任何一種世界觀都不能接受—— 他們 

也拒絕了理性主義者所創造出來的虛假的「絕對性」 。

爲了抛棄啓蒙運動的理性主義、虛 假 的 確 定 性 、毫無 

根 據 的 絕 對 性 ，後現代 做了許多努力。然 而 ，實際上與過  

去的斷決並不像後現代所想的那麼徹底。其實有一條連貫  

的軸線將那個時代與我們這個時代串在起來，而且這條軸 

線堅不可摧。

這條主軸是我們對自我的理解。現 在 ，無論是出自神  

的 、出 自 傳 統 的 ，還是出自宗教權威的外在約束越來越鬆  

r ，人們想掙脫這些權威，獲 得 自 由 。今 天 ，儘管我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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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後 現 代 ，我 們 的 約 束 更 少 了 ，也更從自身以外得解放  

了 ，其程度遠勝於那些啓蒙運動的支持者。

因 此 ，實際上這一條主軸將西方人長期以來的思考方  

式 貫 穿 起 來 。在 我 接 下 來 的 論 述 中 ，會常常提到這個主  

題 ，我會作更深入的探討。

我 們 之 所 以 在 這 一 章 中 提 到 這 個 議 題 ，是因爲人們  

「思考眞理」的 方 式 深 受 「思考自我」的 影 響 。我們在第 

四章將繼續探討認識神的方式如何受「認識自我」的意識 

所 影 響 。在 第 五 章 ，我 將 深 入 探 討 這 種 觀 點 在 「自我運 

動 」中 的 表 達 ，以及爲什麼這個運動實際上是與福音派信  

仰 爲 敵 的 。在 第 六 章 談 到 「復甦的靈性」時 ，會繼續討論  

它 。這 些 都 是 「獨立的自我」的 表 現 形 式 ，我們會思考這  

與基督有何關係。這是非常普遍的議題。

現代化的世界

在 這 一 章 中 ，我們會先 奠定 討論 問題 的基 礎。我們將 

探 討 「自我」與 「外在世界」是 如 何 脫 節 ，因爲這影響到  

後 來 的 發 展 。在我們看清楚其中的發展之後，就能在這種  

處境下來思考眞理。

當我們不得不做出調整以適應這個現代化的世界時， 

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當 然 ，我 的 意 思 是 指 ，當資本主 

義 扎 根 時 ，它 就 要 求 這 個 社 會 重 新 以 生 產 過 程 、商品行  

銷 、服 務 和 資 訊 來 做 調 整 。正 如 我 們 所 看 到 的 ，我們從  

十九世紀農業社會發展到全面的城市化，有百分之九十三  

的人 居住 在城 市中。在人們爲自己打造的這個新處境下， 

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發現自己與這個世界脫節了，遠離了 

正 常 的 生 活 ，我們之間的聯繫變得越來越脆弱。我想解釋 

一下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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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多年以丨W ， 丫 1丨爾( Rcinhold N ie b u h r )曾 寫 到 ，自我

概 念 足 透 過 與 家 庭 、社 胙 以 及 技 能 （片的聯繫而形成的。 

這當然不是全部的内涵，似他的論點足 1卜:確 的 、也是非常

重 要 的 。

這 些 聯 繫 在 現 代 世 界 中 並 未 徹 底 消 失 ，結 果 ， 「自 

我」在現代世界中並不好受。這就是我們問題的開始，我 

們將沿著這條線繼續討論。

機械化與工業化巳經使人無法用手工藝品來表達自己  

的 價 値 。在 今 天 ，手工藝只是一些人的嗜好。調査告訴我  

們 ，在 職 場 上 ，人與自己的工作之間的關係非常緊繃。毫 

無 疑 問 地 ，競爭已經導致了極大的壓力及工作的不穩定  

性 。但 是 ，這些因素不全是使人和工作脫節的原因。製造 

過 程 、官 僚 體 系 或 科 技 ，這些也都關乎員工與工作的關  

係 。一次次的調査發現，工作 對很 多人 來說 ，已經變得既  

不容易又不滿意。

以 寫 作 爲 例 ，實際上沒有多少人像我這樣滿意自己的  

工 作 ；少有什麼東西能干預我的觀點，我表達那些我認爲  

很 重 要 的 東 西 ，我的作品也達到了目的。當我與自己的工  

作如此緊密的連結時，寫作就產生了很大的滿足感與責任  

感 。然 而 ，當失去了這種聯繫時，責任感與滿意度都會隨  

之 降 低 。

社群

那 社 群 呢 ？對 於 大 多 數 人 來 說 ，它已經消失了  ！過去 

的 城 鎭 、甚至鄰里曾經提供社群，個人的世界與公共世界  

有 重 疊 。而今天卻不是如此。以 往 ，人們的這兩個世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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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此 熟 識 的 ，自己的朋友與同事之間彼此熟識。如今這兩 

個世界被分割了  ！在 工 作 環 境 中 ，同 事 認 識 我 ，在私人世  

界 中 ，那些與我們一起生活的朋友、家 人 認 識 我 。這兩個 

不同的世界並存於我們的生活中，公共世界與私人世界的  

價 値 觀 與 信 念 也 同 時 並 存 。我們在這個世界的生活是一  

套 ，在那個世界的生活又是另一套。這就有點像是對不同  

的人講述不同的故事，希望他們永遠都不要見面，也不要 

比較故事腳本一樣丨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職場上所需  

要 的 欺 騙 、陰險與無恥並不是我們想帶回給自己家人和朋  

友 的 東 西 。結 果 ，我們典型的作法就是根據不同的情況來  

做 調 整 。一個是我們的私人世界，另一個則是公共世界。

人 們 一 直 認 爲 ，品格眞正的檢驗是在一個人獨處時的  

所 作 所 爲 。的 確 如 此 ！然 而 ，這 種 想 法 表 示 ：在我們獨處  

時 ，雖 然 無 他 人 ，卻仍有需要負責的對象。準 確 地 說 ，這 

一種責任感在許多人身上已經消失了。那結合公共世界與  

私 人 世 界 的 社 群 消 失 了 ，這 也 使 我 們 失 去 了 責 任 感 。然 

而 ，這也不是全部的原因。

家庭

關 於 家 庭 呢 ？在 過 去 這 個 世 紀 中 ，西方的家庭是現代  

化 之 下 的 受 害 者 。已經有大量的著作探討這個主題，試圖 

解釋家庭這個最根本的制度的衰落。而無 論其理由爲何， 

其 結 論 都 很 明 顯 ：不僅半數的婚姻失敗了，就連這些僅存  

的完整家庭也難以發揮家庭實際的功用。

其 最 重 大 的 影 響就 是，將價値觀傳承給下一代的管道  

已 經 阻 斷 了 。我 知 道 「傳統」在今天並不是好東西，這就 

是 問 題 所 在 。它 告 訴 我 們 ，當 世 界 越 來 越 現 代 化 ， 「傳 

統 」便 隱 退 了 ，它 在 文 化 上 已 「過氣」 了 ，它已經被取代  

了 、過期了  ！巳經無關緊要了  ！上一代所相信的東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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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不 再 相 信 、也 不 想 再相 信了 。事 實 上 ，我們認爲應該避  

開 過去 所信的東西。在 今 天 的 教 會 中 ，我們也常常會這樣

相 o

過 去 已 經 過 去 ，這 - -點 就某 咚 方面來講 當然 是正 確  

的 。世 界 正 日 趨 現 代 化 ，從小 城鎭取代鄉村，大城市又取  

代 小 城 鎭 ；機 械 取 代 手 工 ，快捷的高科技傳輸取代緩慢的  

通 訊 ，雷射手術與抗生素取代草藥治療等各方面來看’的 

確 如 此 。可 是 ，如果有人認爲人類精神與這類東西一樣也  

應 該 成 爲 過 去 ，先 祖 所 相 信 的 「是非標準」今天已不再可  

信 ，因爲我們今天是現代或者說是後現代時期，那就太愚 

蠢 r ; 然 而 這 種 「自大」正主導當今肚界和教會。

人 們 理 解 生 活 的 方 式 能 藉 著 「傳統 」代 代 相 傳 ’人也 

藉 此 將 知 識 、理 解 、信念 與 智 慧 傳 承 、教 導 下 一 代 。人從 

童 年到成年的旅途中，沿途學到很多關於人生的事。儘管 

這些知識與智慧的傳播過程是在家庭中完成的’但每個小  

家 庭 都 屬 於 一 個 更 大 的 「家庭」 ，而且通常生活在一個特  

定 的 處 境 裡 ，如 鄰 里 、鄉 鎭 或 城 市 中 。所有在傳承中的事  

物 往 往 是 關 乎 倫 理 的 事 務 ，諸 如 語 言 、食 物 、舞 蹈 、衣 

著 、婚 姻 風 俗 、家庭團圓及喪禮等。那正是賦予人歸屬感  

的 所 在 ，因爲人生活在群體當中。社群看待和經歷生活的  

方式也深深影響著個人。這正是各種關係得以凝聚起來的  

原 因 ，而這種凝聚關係便賦予個人一種根植於該社群的歸  

屬 感 。

今 天 我 們 既 沒 有 根 、也 沒 有 強 烈 的 歸 屬 感 ’事實上我  

們是沒有根的一代，是 游 離 、飄 泊 、孤 獨 的 一 代 。我們隨 

著現代主義之風起舞。我 們 在 家 庭 、環境與工作裡的根已  

漸 漸 枯 萎 ，甚至被斬斷了。

家庭結構在現代生活的重壓之下淪落了。非婚的私生  

子數 目超過婚生子，這已經變成了社會問題’特別是黑人  

社 群 ，這確實是一種不祥的徵兆。私生子的比率達到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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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之 七 十 ，不僅於 此 。其後果是甚麼呢？

結 果 是 可 預 料 的 貧 窮 。但 這也 只是 故 事 的 一 部 分 而  

已 。在城 市附 近的 社區 ，幫派出現並取代了家庭，因爲家 

庭 已 不 存 在 了 。那 麼 ，當 這 種 傳承 信 念 、行爲模式給下一  

代的基本管道斷掉時，結果會如何呢？我們的子女是被其  

他 人 的 子 女 、電 視 、時 尙 、城 市 文 化 ，還有其他同等的東  

西 、豐 富 的 生 活 方 式 「養育」長 大 的 。他們實際上是被遺  

棄 了 。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很少會有什麼信念與行  

爲能指引他們方向。

這 就 是 現 在 的 情 況 。父 執 輩 、或是我們所歸屬的那個  

倫 理 社 群 ，那個曾經深深影響我們生命的鄰居、鄉鎭已經  

失 去 了 作 用 。從 這 種 意 義 來 講 ，我 們 被 淘 空 了 。我們擺脫  

了過去而飄泊不定，我們是盡情放縱的一代。而這種情況  

也 發生在一些教會中，這些教會把過去視之爲陳舊，與現 

今的新世代毫無關聯。

數 年 前 ，在 《荒 原 盡 頭 ：政治與後工業社會中的超越  

f生》 （Where the Wasteland Ends: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ce 

in Postindustr ia l Soc ie ty ) 一 書 中 ，羅 薩 克 （Theodore 

Roszak ) 對美國社會的觀察是：就在我們掌握了偉大科技  

時 ，我們也同時製造出充滿虛無主義的藝術與思想，我們 

輝煌的成功是建立在枯萎的心靈上。誠 然 ，他 呼 籲 ，我們 

必須很誠實地面對自身的眞相，並要追問爲什麼會變成這  

樣 。

在 過 去 半 個 世 紀 中 ，物 質 生 活 越 來 越 豐 富 ，提供給人  

的 「選 擇 」與 「機 會 」大 大 增 加 ，而我們的虛無主義傾  

向 也 加 深 了 。過去半個世紀的文學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失  

望 情 緒 ，這 豈 不 是 一 種 令 人 震 驚 的 並 列 ：一方面是如此  

之 多 ，另 一 方 面 卻 又 是 如 此 之 少 ；我們在世界上擁有是  

「很多」 ，我 們 裡 頭 擁 有 的 卻 「很少」 。這 種 情 形 ，就像 

邁 爾 斯 （David Myers ) 的 書 《美國式矛盾》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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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擁 有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豐 富 ，與 此 同 時 ，卻正被淘 

空 ；我們的文化使我們浸淫於富足之中，而它也踏進我們  

的 後 門 ，伸手要我們付上代價。我們可以很快地擁有世界  

中任何想要得到的東西，我們可以透過刷卡的方式來擁有  

這 一 切 ，但我們要付上更大的代價。這個帳單不是郵寄過  

來 的 ，而是在我們的靈魂裡面。儘 管 「自我運動」已長達 

幾 十 年 之 久 ，而心理學的發展也有一個世紀之久，自我的 

空虛感卻成爲普遍的現象。

假 如 尼 布 爾 正 確 的 話 ，那 我 們 便 已 經 能看 到 ，人們得  

以 札 根 其 中 並 從 中 肯 定 「自我」的 三 大 來 源 （家 庭 、社群 

以及技能）幾 乎都 被切 斷了 。接 著 ，我們到底會發生什麼  

事 呢 ？我們要從自己身上、也完全從自身去尋找這個簡單  

答 案 。而這對我們認識上帝、認識眞理有什麼關係呢？

内在世界的改變

我們獨白生活

外 在 世 界 的 改 變 ，正在大大地影響我們的自我觀念與  

生 活 ，它改變了我們的思考方式、慾 望 。這個世界教導我  

們 ，哪些 是 受 歡 迎的 ，哪些 是不受歡 迎的 。那些似乎不受  

人歡迎的事物之一就是，有一位客觀的神存在，祂存在於  

我 們 之 外 ，祂 是 眞 理 的標 準，而且我們需要向祂負責。我 

們 並 沒 有 體 會 到 這 一 點 ，我們傾向於把這一點當成是假  

的 。

許 多 年 以 則 ，瑞 士 神 學 家 卜 仁 納 （Emil Brunner ) 在 

《基督教與文明》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 ~■書中提 

出 了 這 種 主 張 ：我們處於西方世界中的一個獨特的時刻。 

以前從來沒有任何一種重要文明認爲，拋開宗教的根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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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深 思 熟 慮 地 、有意識地建構 自己 。在 文 明 的 背 後 ，總是 

存在 著這樣 的根 基，不管它們是來自伊斯蘭教、佛 教 、印 

度 教 ，還是來自基督教本身。這些宗教架構使得文明比個  

人 更 重 要 。現代文明背後卻根本沒有這種概念。現 在 ，個 

人是最重要的，事 實 上 ，除了個人之外，別無他物了。

我 們 生 活 在 一 種 極 複 雜 、又 極令人驚奇的燦爛文明  

中 ，但 它 卻 建 立 在 「空 虛 」之 上 。個人不必向高於自己  

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負責。情況 之所以會 如此 ，乃是因爲 

「個人利益」已經變成了唯一價値。而 且 ，當個人利益成  

爲 唯 一 標 準 、唯一的決定性價値時，社 會 的 衝 突 、社會的 

崩解就是無可避免的。

數 百 年 來 ，啓蒙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攻擊一切宗  

教 權 威 。在二十世紀七 ◦ 年 代 的 美 國 ，它 以 「世俗人文主 

義」之名 繼續往前推進。當時的文學充滿了世俗人文主義  

的 樂 觀 ，並以此爲主流觀念。

以聖誕卡的例子來探討或許不夠嚴肅，但情況令人震  

驚 的 是 ，2006年 ，在英國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聖誕卡沒有任  

何 宗 教 訊 息 。美國的世俗人文主義也同樣盛行，但它主要  

是出現在文化薈萃當中，如 好 萊 塢 、國 家 級 的 報 紙 、研究 

院 、文 學 與 藝 術 圏 ，而不在廣大民眾當中，這一點並不如  

那 些 世 俗 人 文 主 義 者 所 願 。伯 格 （Peter Berger ) 用一個  

生 動 地 的 比 喻 ，形容美國就像是一個被瑞典託管的印度。 

它 之 所以 像 印 度 ，是因爲它現在變得如此富有宗教性和靈  

性 ；它 之 所以 像 瑞 典 ，乃是因爲它的文化精英仍然緊密地  

與啓蒙運動的古典、理性主義聯繫在一起。

然 而 ，這 是 令 人 關 注 的 顚 倒 錯 置 。二十世紀九◦年  

代 ，百 分 之 七 十 八 的 美 國 人 認 爲 自 己 是 「有 靈 性 」的 。 

這 方 面 的 問 題 ，我們在 "F— 章 會 提 到 ，就 是 那 些 重 視 「靈 

性 」的人摒棄外在的準則，不管這些準則是過去的、現在 

的 ，還是在上帝 裡面的。所 謂 「神聖」的 東 西 是 內 在 的 、

91



勇守真道

與 自 我 沒 甚 麼 分 別 的 。它 既 W•從 自 我 裡 面 產 生 出 來 的 ， 

也是從自我裡 tiri取 沿 的 ，i(ii I I .V /S全不勉強 自我的。這種 

靈 性 實 際 h 是 •稀消過 # 的 印 度 教 ，它帶給美國人豐富與  

自 我 陶 醉 。i f i i lL，它 W 際 h 、l卩:沒 O 改變西方後現代社會的  

根 本 傾 叫 ，也就垃認爲沒 f j任M_H物 能 夠 反 對 、挑 戰 「自 

我」的 。

後現代的自我

許 多 作 者 已 經 提 到 有 一 種 新 的 文 化 類 型 出 現 —— 現 

代 、膚 淺 、變 化 、隱 藏 和 迴 避 的 文 化 。我們還必須加上  

「f f 嵌性」的 。這種新文化類型的人標榜：唯一的實體就  

W 我 們 的 内 心 。一切都在自我之內；這個自我其實是  

T 制 的 、沒 何 實 質 的 ，但 好 像 很 神 聖 。許多作者都用不同  

的術 A 來火逹 L I種 「新 文 化 的 人 類 」 。然 而 ，他們根本  

的槲點 W : 拟代的人生中並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沒有任 

MWi威 、沒 f i 任H 絕 對 的 東 西 ，一切事物都處於變動的過  

I V i l丨. I . 代 的 徒 所 堅 持 的 的 信 念 、行 爲 準 則 、價値 

觀 ，邰l«_j K I . •代 成 爲 過 去 。所 謂 自 由 ，就是從一切的信  

念 、f iX W U M 、倫 观 規 範 、傳 統 中 解 放 出 來 ，也擺脫了那  

位 n w 丨丨於丨.丨找的卜 *。這個被解放了的自我便是它自身的  

n'u!丨I ■ l  I . ，就足將自己置於上帝和教會的權威之上。 

I 隨 後 r ；, H '丨J  f丨■丨丨I众丨：寶座的自我正是那進入美國個人主  

及的屮屮丨■

v  ujnrdi'M k  1:在形 式 乃 是 建 立 在 兩 個 主 要 的 核 心 概  

念 ;'a ，丨nun丨II丨,丨個人的價値。第 二 ，他們相信個人比  

fl.V'-PJ' 'h ■«' , n 此 ，任何可能干涉我們的行爲的外在事物  

邰 Y 丨、,rih 'w i - r_涉自 我 思想 上的 、自我抉擇上的、

選 擇 i ' i找 iv n  I :的 權 利 。不同種類的個人主義以

m 的 /； ,v. A. ,r 觀 念 。在 我 們 當 代 的 運 動 中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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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 要 關 注 的 ，用 貝 拉 （Robert B e l la h )在 《心的習慣》

(Habits o f the Heart) 一書中的術語來描述的話，便 是 「表 

達性的個人主義」 。

這 種 個 人 主 義 與 「治療性的文化」之間有一種緊密的  

關 係 ，它認爲所有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獨特的情感和直覺。 

人們只要打開電視機就可以馬上看到這一點！他們希望將  

自 己 的 情 感 和 直 覺 告 訴 全 世 界 ，無論那是多麼地令人尷  

尬 、多 麼 的 私 密 。據 此 ，我們或許可以開始把電視台當作  

-一種新的宣告方式，那才是人們卸下重擔的地方，而不是 

教 會 。

這 種 個 人 主 義 的 想 法 是 ：在 也 沒 有 甚 麼 重 擔 了 ，沒有 

任何 需 要潔 淨的 罪惡 ，更沒有什麼應該引以爲恥的東西。 

每個人都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講述自己的故事。這就是目 

前 的 景 況 ，人們很少意識到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具有永恆是  

非觀的道德世界。

這種解放使我們擺脫了一切外在的權威，我們給自己  

自 由 ，可以隨心所欲來塑造自己的生活，並隨心所欲的發  

展 我 們 的 信 仰 。認爲有客觀眞理存在的這種思想已經是遙  

不可及了。

毫 無 疑 問 地 ，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影響了我們變化中的  

內 在 世 界 。但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關鍵因素是我們已經與環  

境 、家 庭 、過 去 分 離 了 ，也與那位在我們之外的、有能力 

進入我們生命中將我們挽回的上帝分離了。不 過 ，消費也 

影 響 了 我 們 。作 爲 老 練 的 消 費 者 ，我們需要備妥夠用的曰  

常 用 品 ，並留意用品的變化趨向。正 如 我 指 出 的 ，或許正 

是 由 於 我 們 要 不 停 地 消 費 ，要不停的選購和重新評估需  

要 ，這強化了現在瀰漫於我們整個生活中的相對主義，而 

使得固定不變的眞理觀看似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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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

強調自己的存在不必受外 /I:的 神 或 眞 理 干 預 ，結果會 

如 何 呢 ？有一種方式就是看看两 / /到底出現了什麼變化。 

西 方文化的三大支柱是：傳 統 、權 威 和 權 力 。在這三個元  

素 中 ，只 有 第 三 種 倖 存 下 來 。 便 A：大地鼓動了後現代  

的 人 們 。他 們 開 始 認 爲 ，人 生 中 的 任 何 节 物 、人所說的  

任 何 一 句 話 、採 取 的 任 何 行 動 、所 做 的 仟 何 -個 手 勢 、 

所 寫 的 任 何 一 句 話 ，套 句 行 話 來 說 ， 「若不是公開表明的  

霸 權 ，就是掩飾起來的霸權。」一 切都是圍繞著權力，一 

切都是 圍繞 著控 制、操 縱 、統 治 進 行 的 ，有目的地去利用  

別人或是爲人所利用。儘管這種思想已經和許多犬儒主義  

(Cynicism) 1()混 合 、與懷疑所有人的動機、懷疑所有的說  

法連結在一起了，但它並非不合理。

柴 斯 特 頓 （G. K. Chesterton) 曾 經 看 到 ，當神和祂的  

眞理從一個社會中消失時，人們就自然地不會再相信任何  

東 西 了 。然 而 ，結 果卻 並 非 如 此 。現 在 ，他們相信任何東 

西 。

我們該怎麼解釋這種高度複雜、世俗化或後現代化的  

人 呢 ？他們可以攻擊所有或任何種宗教信仰，卻同時著迷  

於對外 星人 的幻 想、對 貓 王 的 思 念 、或遙不可及的那些煽  

動 的 陰 謀 論 ，例如說布希政府實際上在 2001年九月 H 曰 

已經計畫好了對紐約世貿中心的攻擊。或者從更世俗的角  

度 來 講 ，這些高度複雜的人同樣也認爲，任何一種宗教信  

仰 ，無 論 多 麼 不 可 靠 ，只要有人以虔誠之心來相信它，就 

會 有 其 效 果 。然 而 ，在 這 種 氛 圍 中 ，至 少對 某 些 人 而言 ， 

任何事情都有人相信，而且任何事情都値得相信，卻沒有  

任何事情可以當作行爲的標準。所剩下的就只有權力了。

10 編 註 ：犬儒主義主張：享受是邪惡的，生活必需簡樸，不爲報酬 rfli 

行 善 》它興起於主前五世紀的雅典。

94

第三章真理

在 墮落 的 世 界 中 ，當所剩下的一切只有權力時，我們是應 

該 小 心 了 。

後現代風氣正在扼殺許多的宗教觀念，而這些觀念本  

來 是 權 威 的 根 據 。這些觀念本來會在家庭中代代相傳，原 

是鄰里或城鎭 中的主流；從 某 種 程 度 上 講 ，美國南方仍是  

如 此 ，但即便 是在美國南方 ，有些標準也越來越模糊了。 

而 這些 標準在歐 洲、加 拿 大 、澳 洲 還 有 紐 西 蘭 ，都已經一  

去 不 復 返 了 。就連那些對基督教的記憶、那些苟延殘喘的  

是 非 善 惡 觀 ，也 正 在 消 失 中 ，而其根源—— 聖經已經被人  

遺 忘 很 久 了 。現 在 只 剩 下 權 力 ，因此後現代的人對這一切  

的懷疑是値得同情的。

什麼是真理？

如 果 眞 理 眞 的 存 在 ，那它的定義又是什麼呢？中世紀 

時期出現的古典定義是這樣的：合乎眞相的知識就是眞理  

( Veritas est adaequatio reit et intellectus ) 。假如某種陳述

是 眞 理 的 話 ，那 麼 所 陳 述 的 內 容 ，必 須 與 事 實 相 符 。這種 

對眞理的認識並不是突然之間產生的，它源自聖經的眞理  

觀 ，我將在下文說明這一點。

我 們 先 從 一 般的 說法 講起 。我 們 所 謂 的 「眞理」 ，其 

典 型 的 意 義 是 什 麼 呢 ？假 如 說 ： 「這條鏈子是純金製成  

的」 ，那我們只要察驗它是不是合金，就可以判斷這句話  

是 不 是 眞 理 。假如這條鏈子只不過是鍍金的鐵鍊而巳，那 

這 個 敘 述 就 是 假 的，因爲事實與敘述不符。從這裡就可以  

斷定人們有沒有試圖欺騙。

再 舉 另 一 個 例 子 。我可能會說穆斯林恐怖分子的行動  

「非常恐怖」 。假如事實 是如 此的 話，那我的陳述就是眞  

實 的 ；然 而 ，相反的判斷可能也同樣是眞實的。那些恐怖 

主 義 者 在 看 到 同 樣 一 件 恐 怖 行 動 成 就 時 ，他們會加以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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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西方人看爲 惡的 東西，他 們 視 爲 善 。在 這 個 例 子 中 ， 

眞實性是由說話者自己的概念來決定的，因爲這是他們眞  

實 的 看 法 與 感 受 。雖然我們所說的話可能很眞實，但在判 

斷某一行爲是否合乎道德時，卻可能是徹底錯誤的。在這 

種 情 況 下 ，眞實與否取決於它是否符合說話者的判斷，而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斷。

法 庭 上 也 是 如 此 。證 人 發 誓 要 講 眞 相 、全部的眞相而  

且 只 講 眞 相 。但 是 ，往往在他們的回憶過程中會有某些不  

準 確 的 地 方 ，有時候甚至是完全不正確。證人即便在他們  

的證言與事實並不完全相符時，仍然有可能認爲自己是在  

講 述 事 實 。相 反 地 ，其他證人知道他們的證據與事實並不  

相 符 ，卻仍然試圖將這些證據當作眞相通過。儘管他們假  

裝這些證據是眞實的，卻 不 是 眞 相 。只 有 兩 種 情 形 ，要不 

就是證人認爲他們對事件的理解符合在法庭上的講述，他 

們 是在講述 眞相，要不就是在捏造一種好像彼此符合的假  

象 ，就是在作僞證。

這 種對眞理的理解有兩個假設 。第 一 個 假 設 是 ：在人 

M  -卜:體之 外有一種可見的、客 觀 的 世 界 存 在 。這個世界  

个W I丨丨心靈構成的，像東方哲學及某些西方哲學所傾向的  

邵 樣 " 茁 ：個 假 設 足 ：我 們 能 以 「是否和已發生的事件相  

符 rv」的八式來認識人生中的各種事件，儘管我們可能會  

犯 鉛 " 打 際 I : ，我 們 n j以 進 一 步 的 說 ，我們能眞實地認識  

人1 屮 的 唞 物 ，即 侦 我 們 無 法 完 全 認 識 ；唯獨神是全知  

的 ’ 們 就 •無所 知 了 。

找丨n 他狗認識 h 爲 眞 相 ，因 爲 眞 相 就 是 「關於某一狀  

況 的 _ im  I ’ 籼 陂 視 爲 是 不 證 自 明 的 。記者們曾相  

u  , 他 r i他發只纟卟报# 事 實 。他 們 的 讀 者 們 ，或者是那些  

vii?w媒 體 I 的 觀丨們妆不質疑此事。然 而 ，早在二十世紀  

.< ' I K ,  «H'rfV.» ( Time ) 雜 誌 創 刊 時 期 ，人們就懷疑  

V 苫 觀 他 报 汾 。起先 只是 認 知 上 的 困 難 ，如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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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則已經變成全面性的懷疑。起初被視爲應當有的態  

度 ，現在已經僵化成一種政治性的正確立場，人們認爲一  

切 都 是 相 對 的 。我 們 對 事 情 的 看 法 常 常 受 性 別 、社會傾  

向 、宗 教 觀 、意識 形 態 所 左 右 。人 們 常 說 ，假如記者們自 

認 能 客 觀 地 報 導 ，那 是 自 欺 欺 人 ；他們對事 件 的 報 導 ，只 

不 過 是 根 據 「他們所看到的樣子」罷 了 。他們只能按照自  

己所看到的、而不是照它實際的樣子來看待世界。

這種情況更容易出現在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假如某位  

記 者 是 紅 襪 隊 （Red S o x )的 球 迷 ，他如果不按球場實際發  

生 的 情 況 報 導 ，而是按記者希望出現的情況來報導球賽結  

果 的 話 ，那就會產生嚴重的爭議。會有數以千計的證人出  

來 作 證 ，反對這種以虛構當作實際情況的不實報導。

然 而 ，當 所 報 導 的 事 件 非 常 遙 遠 也 不 爲 人 們 所 熟 悉  

時 ，記者們的報導就更容易脫離事實。有多少對伊拉克戰  

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報導與實際發生的情況相符呢？我們顯 

然 並 不 清 楚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有 趣 的 是 ，我們看 

到美國人透過電視和報紙的報導而有對這些衝突的觀點， 

常常與軍隊中許多實際親臨衝突現場並親眼看到這一切事  

實的人的觀點有一些不同。

以前的人不能接受上述的情況，今 天 它 則 成 爲 「後現  

代 處 境 」 中 的 一 部 分 。之前這一類的報導被視爲敷衍搪  

塞 、無 聊 的 宣 傳 ，現在卻被簡單的視爲記者誠實講述他們  

自 己的 故事 。這 是 他 們 對 事 物 的 「領會」 ，當 然 ，他們認 

爲 「領會」與 「虛構」是 不 同 的 。

「虛構 」是 對 事 物 蓄 意 的 捏 造 ，它 是 一 種 欺 騙 。而一 

位 記 者 的 「領會」不過是從記者的角度來講述故事罷了。 

這裡假設如此做並沒有任何對錯的問題，而且他們所表達  

的觀點起碼是與所報導的事實是同等重要的。這就是問題  

的 核 心 ！我們是否允許自己的人生態度、道 德 觀 念 、政治 

觀點左右我們所看到的可靠證據？還 是 ，我們至少該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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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靠 證 據 ，而且不管它多麼令人爲難’都要讓它戰勝我們  

自己的立場呢？

基督教對眞理的認識與 i J 類 因 素 不 無 關 聯 。它主張上  

帝 已經 在聖經中賜 f  ’使我們能以一種與實際相符

的 方 式 來 認 識 祂 的 性 格 與 。雖 然 ’ 聖 經 的 作 者 是 人 ’ 

而人是有可能犯錯的。似 W ， 「兜靈的默示」便 意 味 著 ’ 

儘管他們是可能犯錯的人 ’ 但聖靈透過他們來寫作時’能 

保守他們所寫的内容與事實完全符合。

聖靈保守的結果就產生了眞實的啓示，這種啓示反應  

出 神 是 誰 。因爲祂的性格乃是完全純潔的’祂斷不致說謊 

( 來六 1 8 ，參提後二  13 ；多一2 ；約壹 〜 -5 ) 。我們有時候  

雖 然 詭 詐 不 誠 實 ，但是這種情況斷不可能發生在神身上 ° 

祂 是 全然的聖潔。祂 斷 不 可 能 賜 下 不 眞 實 的 「眞理」 。而 

且 ，因 爲祂 是全 知的，從 起初 便 知 道 結 局 ，所以祂不可能  

像人那樣經常不小心地犯錯。

因 此 ， 「聖靈默示」的 事 實 便 意 味 著 ，雖然寫聖經的  

人是 有可能犯錯的，是 有 虧 缺 的 ’卻對神所賜下的啓示不  

會 有 任 何 影 響 。神也不可能故意賜給我們 --種對事實的錯  

誤 「陳述」 。在 祂 所 賜 給 我 們 的 「陳述」中 ’祂也不會遭  

到我們無 意的 曲解 ，因爲祂的知識是眞實的、全 面 的 、完 

備 的 。

聖經中所說的話也就是神所說的話。這是聖經多次強  

調 的 關 聯 性 。神所說的話確實地反映一切所是’無論是在  

袖 的 性 格 、計 畫 、旨 意 中 ’ 或 是 在 世 界 、人心或人類的未  

來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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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真理

聖經的基準

本 章 的 目 的 並 不 是 要 討 論 「方法」的 問 題 ，像 是 ：後 

現代的人懷疑那些自認爲明白眞理的人，而教會如何向後  

現代的人傳福音呢？我們如何將這種信仰傳給那些不願相  

信眞理的人呢？這種信仰如何與後現代相對主義並存，而 

又不致於同流合污呢？假如教會不與後現代主義苟同，那 

它又如何進入他們的世界來傳達眞理呢？

我 認 爲 要 面對後現代的人 ，必須先確立自己該採取什  

麼 樣 的 立 場 ，才能討論以上那些問題。換 言 之 ，我們要先 

弄清楚教會相信怎樣的眞理，爲什麼相信？

人們 可以 忽略使徒們在教導、傳福音的時候那清晰嘹 

亮的呼喊嗎？斷 乎 不 能 ！儘 管他們被各種迷信、各種宗教  

包 圍 ，又一直處於羅馬帝國的監視和逼迫之下，他們仍然

宣告眞理----- 個 永 恆 、絕對的眞理—— 已經誕生了  ！基

督 是 神 漫 長 、整 全 的 救 贖 歷 史 中 的 高 峰 （來一  1-4 ；加四 

4-6 ；約一  1 4，十四 6 ) 。在 耶 穌 基 督 裡 ，神的救贖行動達  

到 了 最 高 點 。在 基 督 裡 面 ，那原來部分的啓示已經成爲完  

整 了 ，原來片段的啓示終於完全了。正是這種宣告讓羅馬  

皇帝咬牙切齒，引發政治的迫害。

基督教就是在那段時期成長起來的，它透過眾使徒對  

福音的傳揚以及基督徒單純的見證，以驚人的速度傳播開  

來 。這種宣講並不是簡單地講述個人的經歷或個人的觀  

點 ，也不是宣講屬他們的 眞 理 ，而是宣講屬萬民的眞理。 

這個對任何人  ' 任 何 時 代 、任 何 時 間 都 是 一 樣 的 福 音 ， 

便 是 「眞理的道」 （弗一  1 3 、參西一 5 ，帖後二  13 ; 來十-

2 6 ) 。信 仰 是 關 乎 「順從眞理」的 （加五7 ；彼前一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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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此 被 定 罪 的 人 之 所 以 被 定 罪 乃 是 因 爲 他 們 不 相 信 「眞 

州!」 （帖後二  1 2 ) 。那些心靈敗壞的人之所以敗壞’乃是 

丨人丨爲他們「失喪眞理」 （提前六 5 ) 。這種完全關乎神所  

(!y給 找 們 的眞理的信仰 ’ 乃是透 過袖 的眞理賜 下來 的（林 

後 |叫2) ’ 而 且 是 藉 著 眞 理 的 聖 靈 才 產 生 效 力 的 （約壹五  

6 ) 的 , i•之 ，基督教從頭到尾都是關乎眞理的丨它是關乎  

本4 就丨匕Q路 、眞 理 、生命的那一位主。

n ： V II；)]，我們不需要去爭 論這件事，我們確信這就是  

).；! fl 的 圯 想 ，不 是 嗎 ？甚 至 ，眞理的語言長期以來

思 想 中 基 本 要 素 ，並不只是基督徒才有  

利 趣 灯 然 ’ 馊例丨|丨:紀 以 來 ，人們總是爭論什麼是眞理 ’ 

丨丨麽i 、i / i m 丨丨丨他們對某些特定議題的看法有很大的分  

歧 , 丨I n_i'■論的 ' im 、v ：in.則 的 「概念」本 身 ，就某種意義而  

, i ’ 邵 u、u 「解釋 iR扪 」之 爭 。而那些不相信我們能夠得  

的人 ! 花卟丨⑴來探討這個問題的° 

i,i行教 w 超 r丨然的A 教 ‘)它與其他的宗教的思想是截  

^7-1 ,V的 , 彳: iV代 的 也 奸 ， （後 ）現 代 的 也 罷 °它是 

iiw t  i：i；i iu _ 的 「丨我啓示，牠巳經透過默示聖經的作者，

丨丨M I | ^VfWiVU'll ’ 池也藉著祂的恩典，在罪人心中提供了  

ii| J I • ||丨以卯解並可以遵行眞理的客觀條件。在後現  

fv.lll?! I rt.l'iV认，i'惑览之下的當今福音派教會’越來越不  

m  識 打 繩 ，或者認爲眞理不是那麼重要。這

jii.. h ii.ii''.'V ( i 、'川V.1.丨丨丨: ，M 種不確定的感覺已牽涉到整個基  

;IHHVH '：- I,

—片混亂的WlWI教窗

li'i II Mi.i |. • 仆 IHI教 内 LU亦 步亦 趨的 學 效 後現 代’相信 

I ifl i'I'iVm V ,'|i. i 丨!,丨I iV_U:ll!木身」的 聯 繫 已 經 斷 了 ，或者至 

,丨，V t丨V,糊 I • 1111, , , — .7.1「奵理的敘述」所使用的語言並不

是 參 照 外 在 的 、客 觀 的 語 言 ，而是參照自己內在的語言， 

是一種自我參照的標準。這 就 意 味 著 ，我們所使用的語言  

的價値已經被摧毀了。語言變成沒有任何固定的意義。

新 興 教 會 的 領 袖 熟 悉 後 現 代 的 精 神 ，因此我們從他  

們 的 話 中 嗅 出 其 刻 意 的 不 確 定 性 ，例 如 ： 「我們並不知  

道 」 、 「我們並不能確知」 、 「沒有人能夠確定」 、 「我 

們 不 應 當 論 斷 」 、 「毫不懷疑的認知並不是基督教的內  

涵 」 、 「我們需要更謙卑」 、 「我們需要更坦白」 、 「基 

督教是關乎尋找的過程，而不是發現眞理」 、 「基督教是  

靈 性 之 旅 ，而 不 是 關 於 如 何到 達 目 的」 。他們忘記了聖  

經乃是神聖的啓示。它並不是一本各種人不同觀點的大雜  

燴 ，只告訴我們許多關於人的事物而非關眞理。不 是 的 ！ 

聖經將上帝關乎祂自己完備的知識和所有實在的眞理賜給  

了 我 們 ，其乃是以一種我們能夠理解的方式賜給我們的。 

上帝將聖經賜給我們的理由就是祂願意我們知道，而不是 

去 猜 想 ，也不是讓我們只有一種模糊的印象。而 且 ，袖不 

要 我 們 被 誤 導 ，牠 要 我 們 知 道 。當我們宣稱自己透過神的  

話 ，得知祂所要教導我們的眞理時，這並不是表示我們不  

謙卑和傲慢。

實 際 上 正 像 卡 兹 （Stephen K atz ) —■篇 名 爲 「如何  

以 後 現 代 方 式 說 g舌與寫作」 (H ow  to Speak and  Write 

Postmodern ) 的文章中逗趣地描述，他談到後現代往往比  

聲 稱 「我們不能確知任何事物」還 要 複 雜 得 多 。單純的語  

ST和 清 晰 的 溝 通 在 後 現 代 圏 子 中 是 不 流 行 的 ，因那顯示  

出說話者帶有過分明顯的理性色彩，太 現 代 了 ，不夠後現  

代 ’太古版了  ！不 行 的 ，我 們 不 能 那 樣 ！它要求用一種迂 

迴 的 模 仿 、矛 盾 、模 棱 兩 可 、諷 刺 、有趣一點的表達方  

式 。但 是 ，這並 沒有 那麼容易 ，再說許多後現代人們缺少  

這樣的技巧，他們只不過是含糊一點而已。

這 種 把 戲 需 要 一 點 技 巧 。我們平常會清楚的談到某

100 101



勇守真道

個 人 的 「觀 點 」 。用 「觀 點 」 ？那 太 直 接 ，太乏味了  ！ 

我 們 何 不 用 人 的 「聲 音 」 ？或 者 更 高 明 一 點 ，用不同的  

「聲 調 」 ？對那 些希望自己的深度超出讀者理解的人而  

言 ，加 在 字 首 的 「前 置 詞 」 乃 是 他 們 的 寶 藏 ，正 如 ： 

「前 」 （pre-) 、 「超 」 （hyper-) 、 「後 」 （post- ) 、 

「去除」 （de-) 、 「前」 （e x - )還 有 「反」 （counter-) 

等 等 ；例 如 「去 混 淆 」 （d e - c c m f u s in g )、 「重 構 」

( reconstructing ) 這 些 用 詞 ，它們揭開了新 的 可能 性，正 

如 許 多 的 「字尾」 - 樣 地加 在字 的 裡 面 。諸 位 可 以 看 到 ， 

今天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後殖民時期的多重「聲調」中 ，有 

不同的事物植入我們內在的（i n t r a )、後 面 的 （post) 空間 

裡 ，並且日 益暴露出那種隱藏在我們「言語」和 「感受」 

的霸權之下的反社會性。

我們常常從新興教會聽到許多這種空洞的疑惑，雖然 

沒有聰明圓滑的僞裝。在 其 中 （通常是在網路上） ，我們 

會聽到有人雖然對最新的時事有肯定的想法，而因爲某種  

特 定 的 原 因 ，他 往 往 顯 出 猶 豫 、不 確 定 、充 滿 假 定 ，甚至 

是充滿迷惑。

2007年 初 ，劍 橋 大 學 的 瑞 恩 （W ren) 圖書館將維根斯  

坦 （Ludwig Wittgenstein) 從 1914年以來的哲學反思手稿展

示在一個玻璃罩中。我 靠 在 玻 璃 罩 上 ，想看一下到底這位  

偉大的哲學家說了些什麼。我旁邊那個人對解讀他的筆記  

感 到 困 難 。的 確 ，他 的 筆 記 非 常 潦 草 ，而且墨蹟也已經褪  

色 了 。在眾人 的輕聲低語中，我 感 覺 到 ，假如維根斯坦不  

用德文來記錄這些思想的話，那 就 容 易 明 白 多 了 。我隨後 

再 想 想 ，我覺得或許我錯了。或許就算他寫的是英文，也 

沒那麼好懂。

語 言 之 所 以 是 難 懂 ，有 時 是因 爲 它 背 後 的思 想 很 複  

雜 ，有時是因爲它背後的思想很混亂，而人們往往將兩者

混 爲 一 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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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反 的 ，請 聽 聽 新 約 聖 經 的 說 法 ，你能聽到那充滿確  

信 而 單 純 的 話 語 ：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 

例 如 在 約 翰書信當中，聖 經 說 我 們 知 道 眞 理 （約壹二 21 ； 

約貳 1 ; 參約八3 2 ) 。不僅是約翰的著作，保 羅 談 到 「明白 

眞道」 （提後二 2 5 ，參三 7-8，四4 ) 。希伯來書的作者談  

到 「得知眞道」 （來十 2 6 ) ，彼 得 也 談 到 了 「順從眞理」

( 彼前一 2 2 ) 。眞理若是不確定的、難 以 捉 摸 的 、遠不可 

及 的 、已 失 落 的 ，就像我們生活在自己私密的後現代世界  

的 「現實 」狀 況 一 樣 ，那麼這些使徒們到底是在談論什麼  

呢 ？我們 應當知道什麼、而我們應當遵行的又是什麼呢？ 

是 我 們 對 現 實 的 重 構 嗎 ？是 我 們 自 己 對 人 生 意 義 的 「領 

受」嗎 ？是我們自我經驗的投射嗎？

有多少推崇自我的後現代人會使用合乎聖經的方式來  

認 識眞理呢 ？沒 有 ！有多少新興教會在公開場合用這種方  

式討論眞理呢？寥 寥 無 幾 ！爲什麼不願意呢？因爲眞理在  

後 現 代 觀 點 （或 者 說 後 現 代 的 「聲調」 ？）中 ，就像是一  

塊沒有固定形狀的口香糖—— 充 滿 彈 性 。生活中的任何事  

物都可以做不同的解讀，一 切都 是 偶 然 的 ，一切都可以按 

著我 們 所 希 望的 、或所 需要的來建構 。若這不是新興教會  

對眞理所 抱 的 觀 點 ，他們爲什麼如此害怕用合乎聖經的方  

式談論眞理呢？

後 現代 的看 法錯 誤地 假 設： 「眞理」就像是我們的政  

府 訂 出 來 的 交 通 規 則 一 樣 。在時速三十五英里的限速之  

下 ，若 有 人 超 速 一 英 里 ，沒有人會認爲他嚴重的違反道  

德 。三十五英里的設定只不過是由於某些人認爲這是個安  

全 的 約 略 速 度 ，這樣的認定有點武斷。爲何不設定爲四十  

英 里 、或是三十英里呢？而他們堅持對於一切眞理的陳述  

也 是 一 樣 。這些規定只不過是某些人制定的約略規定，它 

們乃是武斷的規則，並非有確切的事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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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 的 脈 動

聖經作者持 相 反 的 觀 點 。眞理的陳述確實符合存在的  

事 物 。聖經的確定性既不是武斷的也不是假設的，其背後 

有全然永恆的權威性。聖經作者顯然知道雖然人可能將自  

己 的 願 望 讀 進 聖 經 裡 ，只讀到那些我們自己想看到的東  

西 ，而 拒 絕 去 認 識 眞 實 的 事 物 ，但我們仍然能夠認識眞  

理 ，儘管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也會犯許多無知的錯誤。

依 照 聖 經 的 觀 點 ，我 們 認 識 的 「眞理」並不是武斷的  

規則 與模糊的概念。聖經中的事實包括有關基督（約壹五 

2 0 ) 、神 （約壹二  1 3 - 1 4 )、神 的 屬 性 （約壹三 16) 、神救 

贖 的 旨 意 （約壹三 5 ) 、我 們 自 己 的 本 性 （約翰壹書一  6 、 

8 - 1 1 )等 等 的 眞 理 。而我們所在的後現代世界充滿了「肉 

體 的 情 慾 、眼目的情悠與今生的 .騎傲」 ，而 且 「這個世界 

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 （約壹二  16-17) 。面對這一切  

的 問 題 ，教會既然擁有屬神的眞理，卻 不 敢 大 聲 的 說 「我 

們知道」 ，這是一種自我的背叛。更 嚴 重 的 是 ，我們盡然 

掏 空 我們內在的、後 面 的 思 想 空 間 ，以 後 現 代 的 「多重聲 

調 」取 而 代 之 ，總用後 現代的口 吻說 ： 「我們太卑微以至  

於無法認識……沒有人必需認識……只有狂妄的人才會聲稱  

自己眞的認識」 。

與 此 相 反 ，聖 經 視 本 身 爲 、也 被 人 們 視 爲 「上帝的  

自我啓示」 ，因 此 不 同 於 世 上 的 任 何 其 他 事 物 。它就是  

「那 」 眞 理 。它的內容符合它所說的事實。它確確實實反  

應了 人內 心的情形 ；它是 衡量眞相的標準；它也是人藉以  

判斷生活中的宗教、哲 學 、計 畫 、價 値 觀 、盼望與恐懼的  

標 準 。

因爲聖經有更深入的內涵，所以我們必須更深入地探  

討 。聖 經 不 只 是 一 種 判 斷 、一 種 標 準 ，它 同 時 也 是 「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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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這就意味著它是關乎神的。聖經是我們認識神 、神 

的 屬 性 、神的旨意以及神救贖辦法的總結和實體。根據祂 

所賜給我們的自我啓示，我們確信我們能正確的認識「祂 

是誰」 。論 到 教 會 ，聖經是神賜給祂的子民在世界上有一  

份 完 全 充 分 的 、完 備 的 、永不改變的指南和禮物。保羅談 

到 了 「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眞道」 （猶3 ) 。那已經交付的 

眞道具有一種終極性、完 備 性 ，而聖經正是我們擁有這教  

導 的 唯 一 描 述 。這個教導在後續的時代中是不需要修訂， 

否 則 它 就 不 可 能 是 「一次交付」的 了 。它也不會被我們的  

社會處境所改變，以致我們無法獲得神所要給我們的。

聖 經 不 是 眾 多 立 場 中 的 一 種 「聲音」而 已 ，聖經也不  

是我們從一堆吵鬧的音樂中所認許的一種旋律而已；它也 

不會因爲我們讀經的方式而改變，除非我們故意脫離作者  

原本的意思及聖靈的引導。聖經是一種與眾不同的聲音！ 

它說的話不像其他任何的聲音，它所說的與人們在這個世  

界上所聽到的任何其他事物不同。它所說的跨越了時間、 

世 代 、跨越了人們心理上的分野。它探觸到我們內心的最  

深 處 ，甚至是我們內心那些深受後現代影響的部分。這個 

眞 理 強 烈 地 、堅 持 不 懈 地 「擺在我們面前」 。 「神的道是 

活 發 的 ，是 有 功 效 的 ，比 一 切 兩 刀 的 劍 更 快 ，甚至魂與  

靈 、骨 節 與 骨 髓 ，都 能 刺 入 、剖 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 能 辨 明 。」 （來四 1 2 ) 。人們眞的能 爭辯 說，因爲我們 

處 於後現代，就能將這種眞理拒於門外嗎？

約 翰 的 著 作 提 供 我 們 看 待 這 一 切 問 題 的 一 個 特 殊 視  

角 。首先人們會預設眞理語言的使用方式。例 如 ，當耶穌 

聲 稱 自 己 「和神平等」時 （參約五 1 8 ) ，祂的反對者因此  

想 殺 害 祂 。在 耶 穌 的 答 覆 中 ，祂表明自己爲本身所宣稱的  

那 一 位 ，也 是 施 洗 約 翰 所 說 「他爲眞理作過見證」 （約五

3 3 ) 的 那 一 位 。後 來 ，許 多 人 說 「約翰指著這人所説的一  

切話都是眞的」 （約十 41 ) 。在約翰福音的結 尾，作者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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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說 ，他是在爲已經發生的事情做見證，並 且 「我們也知 

道他的見證是眞的」 （約廿一  24 ) 。在他的第三封信的結  

尾 中 也 是 如 此 。使徒論到他一直以來教導的內容說： 「你 

也知道我們的見證是眞的」 （約參 1 2 ) 。

這所有的論證中的意思是無誤的。耶穌論到自己時所  

作 的 宣 告 ，與聖經作者指著耶穌所說的話都是相符的。作 

爲先 知的 施 洗 約 翰 ，他揭示基督身份時所說的預言與耶穌  

的實際 的情況相符。使徒約翰所記載的內容與實際發生的  

事 相 符 。而 且 ，約翰所教導的眞理與實際情況也相符。

然 而 ，隨 同 這 些 對 「眞理」一 詞 的 傳 統 用 法 ，還有其 

他 不 同 用 詞 。例 如 ，在 道 成 肉 身 中 ，神的第二位格透過馬  

利 亞 取 了 肉 身 ，那時上帝的豐滿仍在基督身上，上帝的榮  

耀仍然在基督身上照耀出來，所 以 約 翰 說 基 督 「豐豐滿滿 

有恩 典有 眞 理 」 （約一  1 4 ) 。此 後 ，耶 穌 稱 自 己 爲 「道 

路 、眞 理 、生命」 （約十四 6 ) 。祂 被 稱 爲 「眞理的光」 

(約一 9 ) ，並且在祂復活後，約 翰 進 一 步 說 「眞光已經照 

耀」 （約壹二  8 ) 。甚 至 ，耶 穌 稱 自 己 爲 「天上來的眞糧」 

( 約六 3 2 ) ，是 父 L 帝 所 賜 下 的 ，是 「眞葡萄樹」 （約 

卜五1 ) °

在這些例 + 中 ，關於眞理所作的敘述略有不同，這是 

因 爲 藉 著 「眞理」 、 「糧 」與 「光」等不同的形容詞具體  

地 來 表 達 基 督 。聖 經 是 眞 實 的 ，而 祂 是 眞 理 。祂不只是傳  

揚 眞 理 ，祂的話不只是完全符合事實，祂所說更是關乎神  

的 榮 耀 、恩 典 與 良 善 ，這在聖子身上已經毫無瑕疵地、完 

完 全 全 地 、實實在在地呈現出來。上帝的實質和祂在基督  

裡 顯 現 給 我 們 的 相 互 吻 合 。 「人 看 見 了 我 ，就是看見了  

父」 （約十四 9 ) 。沒有任何其他人能像這樣被形容爲眞  

理 的 具 體 表 現 ，因 爲 沒 有 任 何 人 來 自 「天上」 ，而 到 「地 

上」過 人 的 生 活 ，如約翰反覆提到神子那樣。沒有哪個人  

是天牛就具有神性的。在 此 以 前 ，上帝從來沒有道成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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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而且這件事也不可能再次發生。我 們 身 爲 人 ，只能述 

說 眞 理 、宣 講 眞 理 、指 向 眞 理 、相 信 眞 理 、遵 行 眞 理 ，而 

惟有基督才能被認爲是那眞理。約 翰 說 眞 理 「是由耶穌基 

督來的」 （約一  1 7 ) ; 而 保 羅 也 說 ， 「眞理是在耶穌裡」 

(直 譯 ，弗四21) 。

因 此 ，基 督 教 的 信 息 非 常 清 楚 。它並不像新正統派  

所 想 像 的 那 樣 ， 【編 按 ：較 著 名 之 神 學 家 有 巴 特 （Karl 

Barth ) 、卜仁糸內( Em il Brunner ) 、尼 布 爾 ( Reinhold  

Niebuhr) 、潘 霍 華 （Dietrich Bonhoeffer) 等 人 】認爲人 

對復活的基督—— 活生生的道—— 之 經 歷 ，是 在 聖 經 （文 

字的道）之 外 的 。這是一種 錯誤 的分 割，它認爲聖經並不  

是 神 的 話 。它將聖經字裡行間中的眞理與基督位格中的眞  

理 、將歷史中的耶穌和人們所信仰的基督切割開來了，這 

是 一 種 具 有 摧 毀 性 的 「二分法」 。實 際 上 ，福音既是關乎  

歷 史 中 的 耶 穌 ，也同時是關乎信仰的基督的。這種宣講最  

初是以口傳方式進行的，現在則以文字的方式記載在聖經  

上 。這種對上帝以及祂在聖子中的救贖計畫的啓示是絕對  

的 ，它會存留到永永遠遠。

使徒們並不會像我們許多人那樣地退縮，約 翰 宣 告 ： 

「人有了上帝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上帝的兒子就沒有生  

命 。」 （約壹五 1 2 ) 。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並代替我們  

將 自 己 獻 上 ，這賜人生命的知識乃是透過聖經帶給我們  

的 。 「然 而 ，人 未 曾 信 袖 ，怎 能 求袖 呢？未 曾 聽 見 祂 ，怎 

能 信 祂 呢 ？沒 有 傳 道 的 ，怎 能 聽 見 呢 ？若 沒 有 奉 差 遣 ， 

怎 能 傳 道 呢 ？…… 報 福 音 傳 喜 信 的 人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  

美 ！」 （羅十 1 4 - 1 5 )。聖靈首先默示 f 神 的 話 ，而 現 在 ， 

祂主要工作是指引人們來到基督的面前，並在他們裡面動  

工 ，好使他們能在基督面前屈膝，稱 祂 爲 主 ，並憑著信心  

來 接受 祂 的代 贖 。而聖靈成就這一切，祂乃是藉著聖經來  

榮 耀 基 督 。若不透過聖經中的眞理，就不會有任何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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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 ；除非我們 W 透過聖經的教導來信靠基督，除非聖靈  

願 意 將 柯 U 邡坫督的心賜給我們，我們決不可能用其他  

方 式 來 認 識 l /riv。任 何 人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著 

的 ，就沒有神」 （約戴9 ) 。

很 % 人對於聖經自身的宣告、眾使徒運用聖經的方式  

以及屮經能使我們在基督裡認識神等各方面都有所爭辯。 

似 W ，找們不應對這些有所懷疑。聖經不只是包含眞理， 

也个以 ；̂我們認識神的一些陳述；它不是記錄人類的精神  

义叫如何發展，聖經並不是探索人類的精神而觸及永恆的  

結 火 " 屮經不是 人的 臆測 ，它不是一種近似眞理的東西。 

它乃 ;^  L帝彰顯在聖經寫作者身上的超自然作爲，而現在 

我 們 所擁 有 的 聖 經 正 是 「那眞理」 。它並 不是部分眞理， 

r f u V :全 的眞 理 。它乃是神希望教會擁有之全部的、準確 

的 、徹 底 的 啓 示 。這份寫成文字的聖經讓教會能夠面對這  

個墮落的世界。

既 然 如 此 ，我們看到使徒的教導被整理成一系列的教  

導 ，那 就是 聖經的教義，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嗎？有 時 候 ， 

這 些 內 容 被 簡 單 地 稱 爲 「教訓」 （徒二 42 ；提後三 1 0 ) ， 

或 者 是 「道理的模範」 （羅六 17) ，或 者 是 「正道」 （提 

前一  1 0 ) ，保 羅 說 ： 「那 些 離 間 你 們 ，叫 你 們 跌 倒 ，背乎 

所 學 之 道 的 人 ，我 勸 你 們 要 留 意 躲 避 他 們 。」 （羅十六  

1 7，參來二  1 ，約壹二2 4 ) 。在教牧書信中，我們看到更詳 

細 的 定 義 。除 了 「教訓」 （te a c h in g )，也 看 到 了 「眞道」

( the fa i th ，多一 13 ; 提前三  9 ) 、 「眞理」 （the truth , 

提前二 4 ，四3 ) ， 「純正話語的規模」 （提後一  13) ，或 

「所交托的」 （the deposit，提前六20 ；提後一  14) 。

在 類 似 的 經 文 中 ，基 督 教 被 描 寫 成 信 仰 、眞 理 、純正 

話 語 的 規 模 、傳 統 、正 道 、及 起 初 所 交 付 的 。這便是眾使 

徒 所 教 導 的 眞 理 ，這便是 他們所信的，是他們所交付給教  

會 的 眞 道 。基 督 徒 就 是 那 些 「相信」這 些 教 訓 的 人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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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它 、 「擁有」它 、站 在 它 裡 面 、又在它裡面被建  

造 。新約書信的寫作是爲了提醒眾信徒對聖經眞道的責  

任 ，將這道以終極和完整的形式交付給教會。我 們 看 到 ， 

眾使徒寫信提醒這件事，敦 促 他 們 要 「留心聽」 ，並要在 

這 道 中 「站穩」 ，要 「效法」這 道 ，要 「持守」這 道 ，並 

要 「保守」這 道 ，就像保存寶貴的珍珠一樣，並要爲眞道  

竭 力 「爭辯」 。

我們能看見其中最基本的重點嗎？那 就 是 ，早期教會  

是 「學習的群體」 ，他們所學的乃是神的道、神 的 屬 性 、 

神的作爲及祂已賜下、並且仍繼續賜給他們的他們。他們 

知道這些是無法與日常的順服分割的。

透 過 這 種 對 比 ，我們便可以明顯地看出當今大部分的  

福音派教會中所失去的東西。在 問 卷 中 ，聖經知識在所謂  

的重生者的七項屬靈指標中敬排末座。更 嚴 重 的 是 ，對聖 

經眞理的傳講也從許多教會中消失了。今日的教會正在遠  

離上帝在使徒行傳中爲教會所定的旨意。

福音派大冒險

這 幾 年 來 ，這 種 對 「聖 經 的 默 示 」以 及 「照聖經生  

活 」的 觀 念 ，在 許 多 福 音 派 教 會 中 有 很 大 的 改 變 。很明 

顯 地 ，在 學 術 界 有 湯 姆 賴 特 （N. T. W r ig h t )與 馬 歇 爾 （I. 

Howard M a r s h a l l)的 著 作 ；在 教 會 事 工 方 面 ，有麥拉倫 

(Brian McLaren) 、貝 羅 伯 （Robert Bell) ，以及許多文化 

上的時髦人士，都是這種改變的代表。

馬歇爾 2004年 的 作 品 《超 越 聖 經 ：從聖經走向神學》

( Beyond the Bible: Moving from Scripture to Theology) 探 

討 了 基 督 教 信 仰 在 歷 代 「演進」的 方 式 。這本書的特殊之 

處 ，在於他談到耶穌用來解釋神的那些比喻是現代人無法  

接 受 的 。例 如 ，將 上 帝 比 喻 成 一 位 「掌刑者」 （太十八

第三章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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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掌 管 地 獄 者 （路十六 2 5 、2 8 ) ，或 殺 人 者 （路十九

2 7 ) 。這呰比喻對現代人來極其 + 可 思 議 ，因爲聖經寫成  

之 後 ，聖 靈 在 歷 史 的 過 程 中 啓 發 r 我 們 的 思 想 。聖靈本  

身 將 我 們 從 祂 「透過歷史賜給我們的特有啓示」中解放出 

來 。這 表 示 ，在 聖 靈 的 引 導 下 ，聖經眞理乃是在不斷地演  

進 。馬 歇 爾 認 爲 ，我們正在超越新約聖經。他們把使徒們  

的 許 多 勸 誡 ， 「要 站 立 得 穩 、要 學 效 、要 持 守 、要順服」 

等眞理都擺在一邊了！

湯姆賴特比 馬歇 爾更 富冒險性 ，以更激進的方式將神  

的權威與聖經的權威分開。他 嘲 笑 「聖經有超越時間的不  

變眞理」的 想 法 ，他不認爲聖經本身有這種意圖。在現代 

人 的 經 驗 中 ，把 神 的 權 威 視 爲 在 聖 經 權 威 之 外 。這就是  

《最 後 的 話 : 超 越 聖 經 之 戰 ，重新理解聖經權威》 （The 

Last Word: Beyond the Bible Wars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ority o f Scripture ) .一書的主題。賴特爲了說明自己  

的觀點而提出了令人困惑的解釋：假 設 莎 士 比 亞 寫 -個  

包 含 五 幕 的 劇 本 ，其中前四幕被保存下來，第五幕卻遺失  

了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當然會盡量創作跟前四幕很  

相 像 的 第 五 幕 ，使這齣戲能夠演得下去。這就是今日教會  

的 處 境 ，我們要創造出第五幕。我們沒有上帝所啓示的第  

五 幕 ，也就是我們所處的「現代」所 需 要 的 那 -幕 。

當 然 ，這 個 例 子 的 問 題 是 ，我們可以用許多方式重寫  

第 五 幕 ，而產生許多不同的結果。所 以 ，神要我們用自己  

的智慧來面對聖經。

在 新 興 教 會 中 ，雖 然 沒 有 這 些 複 雜 的 討 論 ，卻還是  

提 出 了 同 樣 的 觀 點 。例 如 ，貝 羅 伯 所 著 的 《重繪信仰》

( Velvet E lv is，台 北 ：校園出版）一 書 ，便把人對聖經的認 

識 分 爲 兩 種 ：一 種 是 把 聖 經 視 爲 「蹦蹦床」 ，另一種則是  

把 聖 經 視 爲 「磚牆」 。貝 羅 伯 認 爲 ，聖經中的教義就像蹦 

蹦床 的 彈 簧 一 樣 ，能 將 我 們 彈 起 來 ，送上與神同行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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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然 而 ，彈跳的人並不知道自己會被彈到哪個方向。人 

生 也 是 如 此 。關於我們信仰的內容與行爲的準則，聖經提  

供 的 只 是 「大概」正 確 的 指 引 ，當我們被聖經彈起來後， 

還是得以自己的方式來選擇S 己的道路。

貝羅伯認爲聖經不應該被視爲一道磚牆：在 磚 牆 中 ， 

每一塊磚都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拿出這教義之牆上的某一  

塊 磚 ，整 棟 大 樓 （基督徒的整個生活）就 可 能 倒 下 來 。他 

認爲信仰並不是一幅不能修改的油畫，我們可以隨著我們  

人生的各種境遇來重繪信仰。因 此 ，回到蹦蹦床的比喻， 

假 若 我 們 取 出 一 兩 個 彈 簧 （教 義 ）來 ，會很嚴重嗎？比如 

說 ，拿 走 「二位一體」的 教 義 和 「基督爲童貞女所生」的 

教 義 ？貝羅伯認爲這不嚴重，因 爲 還 有 其 他 的 「彈簧」足 

以讓我們跳到空中。

在 麥 拉 倫 所 著 的 《新品種的基督徒》 (A New K ind o f

C h ris tian，台 北 ：校園 出 版 ）中 ，有個機靈的像伙----尼

歐 ，他沉浸在時代的錯覺當中，以爲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是  

處於青春期的現代化的世界，而到了九〇年代則長大成人  

了 。從前福音派所相信的那些內容，如今不再可信 了。假 

如 說 尼 歐 （本書中那個酷似麥拉倫的人）所抛棄的是啓蒙  

運 動 中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話 ，那 倒 不 錯 ！但 是 ，情況並非如  

此 。尼歐希望有一種新的架構，在 其 中 ，我們需要追問的  

並不是哪一種宗教是眞的，而是哪一種宗教是好的。在其 

他 地 方 ，麥 拉 倫 也 提 到 ，神 學是在 乎尋找的 過程 （不必找  

到 眞 理 ） ，而 不 是 在 乎 尋 找 的 目 的 （一定要找到眞理） 。 

他 說 ，- .旦我們明白自己不可能眞正客觀地認識眞理，那 

我們整個的人生觀就會改變。

我 也 相信這種改變 是眞實的，而且它對任何人來說都  

是 眞 實 的 ；這 很 嚴 重 ！我就先講到這裡。

有 一 條 線 可 以 將 馬 歇 爾 、湯姆賴特與貝羅伯、麥拉倫  

串 聯 起 來 ，那 就 是 ：神的權威運行在聖經之外。馬歇爾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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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聖靈已經將我們從某哼的♦.!經 中 解 放 出 來 ；湯姆賴特  

認 爲 ，帮 經 並 不 沒 有 提 供 絕 對 眞 理 給 世 人 ；貝羅伯認  

爲 ，璀 經 送 我 們 上 路 只 + 過 ; ^ 爲 r 讓我們做自己想做的  

事 ；麥 拉 倫 認 爲 ，歷史性的U 仰耑要按著後現代的需要來  

解 描 ，以便人們能 丟棄 「永恆 |R玴」這 個 包 袱 。

總 觀 這 - 系 列 的 爭 論 ，其 主 軸 就 是 ：在今日教會的生  

沽 屮 ，屮經並不完全是最高的權威。在 後 現 代 社 會 ，我們 

i^ l 'l  |_:的 ，我們可以擺脫語言和其它各種限制，以自己的  

/jsK .m iia I'彳己的思想。他 們 認 爲 基 督 教 是 爲 了 成 就 「我 

的 」故 ，聖 靈 和 聖 經 把 我 推 上 「我的」旅 途 ，把我推向 

後 IW代卩1界 。我們不用去配合聖經的故事，我們不用把聖  

經况以 r u :ii!的 客 觀 架 構 。爲 什 麼 呢 ？因爲聖經既不符合後  

JW代 I jilhVil'l我」的 需 要 ，也不符合後現代世界的需要。 

後 jw代 ，丨m '就 是 自 我 ：自我包含了一切的現實，自我就 

w i 'm 的 核 心 。雖然後現代使用了許多基督教的語言，其 

vn _ :jh絶 成 爲 I'帝 (客觀 ) 故事中的一部分。

ri'li^ I ，到處都有這種隨便忽略聖經教義的情況，認 

,‘t iY :沾忾徒和教會生活中都不是核心，也不是什  

麼屮公的 ^ 如 " W 際 上 ，伊 薩 姆 (W illiam  Easum ) 與班 

；|1| ( I liom:,s Ci. B a n d y )所 著 的 《成長中的靈性紅杉林》

( < Sph iliuil Redwoods ) ~■書 ，確切地談到了适種情

況 " ，〈I:成 長 中 、充 滿活 力 的教 會 ，是那些重塑  

剡 'J f i  _ ' ,U t的 教 何 。而這正是麥 拉 倫在他所著《耶穌關 

小.'的丨，丨‘丨_丨丨》 < (U’丨u’rouf； Orthodoxy，書 名 直 譯 爲 《寬宏的 

I丨統》 > 的 。這本書對那些傳統的基督教既不寬

VJ： > IK I i l 統 ■ , , D 作者顯然並不尊重許多屬靈前輩以及  

丨n m  1,1 r u v 冲7  a：何 a 獻 的 人 。

Iu i n 丨身ViV;V • 難道使徒們搞錯了嗎？如果這些都無  

^l1 .；MA-. Hi ■介:滿 活 力 的 教 會 ，他們何必這麼費力地  

川 I 作 I 來 傅 揚 基 督 教 ？又 稱 這 些 教 義 爲 「教

訓 」 、 「純正話語的規模」 、以 及 「傳統」呢 ？如果我們  

認爲保羅已經 落伍 了，遠遠跟不 上 時 代了 ，而我們這些後  

現代的信徒更知道如何建造教會，這種想法錯了嗎？看來 

是 如 此 ！

這一切肯定會讓神大 吃一 驚的，因爲祂曾付上極痛苦  

的 代 價 ，爲教導與培育教會而賜下祂所默示的眞道。祂已 

經將聖經的功用告訴我們了，而在這二 H 世 紀 初 ，我們 

竟然爲了自己的靈性之旅來創作自己的「聖經」 ！

事 實 上 ，今 天 的 教 會 中 （至 少 在西方）常常會讓人留  

下 這 樣 的 印 象 ：基督教實際上與眞理沒有太大的關係！基 

督 教 只 關 乎 怎 樣 讓 我 們 覺 得 更 美 好 、如何跨越我們的困  

境 、如何 活 得 更滿 足 、如何建立更美好的人際關係、如何 

與自己婆婆和平共處、如何面對青春期兒女的叛逆、如何 

應 付不 講理 的老 闆、如何得到更大的性滿足、如 何 致 富 、 

如 何 經 歷 一 些 個 人 性 的 奇 蹟 等 等 ；基督教似乎關乎一切  

的事—— 除 了 眞 理 之 外 ！然 而 ，這 眞 理 ，就是道成肉身在  

基 督 理 的 眞 理 ，才是眞正能夠使我們勇敢面對人生各種複  

雜 的 基 礎 ，諸如破碎的人際關係、冑少年的叛逆以及工作  

的不穩定等。

我 們 這 些 失 去 伊 甸 園 ，漂 泊 在 那 無 盡 的 、虛渺的海洋  

中 的 人 ，正是透過基督並藉著祂的道，才 能 夠 重 回 岸 上 。 

我們正是藉著這眞理進入避難所。換 言 之 ，藉 著 這 眞 理 ， 

我 們 得 以 進 入 一 個 國 ，在那裡每一件事物都是眞實無僞  

的 。這難道不是教會的信息嗎？爲什麼教會在談到眞理時  

支 支 吾 吾 ，而談到別的話題時卻津津樂道呢？教會已經放  

縱自己嚴重地偏離正道！這或許能解釋爲什麼西方教會正  

在作垂死的掙扎。

西方教會擁有豐富的物質與教育資源，難道這不是她  

與其他非西方教會並肩作戰的時刻嗎？神在世界各地的教  

會有許多偉大的作爲，西方教會是不是該向他們學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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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會可否扮演後援的角色呢？這是我們應當謙卑下來  

的 時 候 ！

與真理有約

仵 今 天 的 美 國 生 活 中 ，最 令 人 驚 訝的一件事就 是，許 

多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曾經接觸過福音眞理。對 於 這 一 點 ， 

我們應當向那些曾經不斷努力、透過各種方法傳揚眞理的  

人 致 敬 ！不管是在小教會還是在大教會，在街角還是在辦  

公 室 的 角 落 ，在辦公場所還是在休閒場所，在雜誌上還是  

在 廣 播 ，許多人一直都在談論、宣講福 音 。

佴 是 ，同樣 令人 感到 驚訝 的是，有許多人起初認識福  

音 ，也接 受聖 經 的 眞 理 ，卻 失 去 了 方 向 。他們對全備聖經  

的認識從未達到成熟。

當 然 ，實 際 上 我 們 會 發 現 ，人們對福音信息和其對生  

命 的 影 響 ，會 有 截 然 不 同 的 反 應 ，就像耶穌撒種的比喻  

中所描述的那樣。 （參太十三 3-8 ；可四 3-8，14-20 ；路八 

5-8 、 11-15)

在 這 比 喻 中 ，耶穌談到了教會中對福音三種不同的回  

應 。有些人在他們內心淺淺的土壤裡接受了基督教信息， 

但在這土壤之 T 卻是那無法穿透的的岩石。結 果 ，這棵幼 

苗 便 死 了 。顯 然 ，儘管他們表面上接受了福音，實際上心  

裡 卻 抵 擋 它 。那些領受的人並未付上信主所要求委身的代  

價 。信仰既包含對信息的接受，也會帶來對信息核心的那  

位 元 首 的 委 身 。這 些 「歸信者」拒絕讓自己的生活被徹底  

翻 轉 ，他們只是曾經有過這樣的念頭。顯 然 ，在今天的美  

國有許多這樣的人。

在這個比喻中 還有 第二種人 ，他們聽見福音後是有些  

改 變 ，這些人在美國社會中同樣比比皆是。他們看起來比  

第 一 種 人 更 嚴 肅 -些 ，第 -種人只是暫時對基督有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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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巳 。第二種人是那些聽了道，不 拒 絕 這 道 ，而這道顯然  

還 在 他 們 裡 面 扎根 ，並沒有遇到岩石的阻礙，但是卻結不  

出 成 熟 的 子 粒 來 （路 八 1 4 ) 。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種子 

落在未清理的土壤中。雖然沒有 馬上 看到 荊棘 ，但很快就  

會 長 了 起 來 。之 後 ，就擠住了那些掙扎求生的幼苗。這些 

荆 棘 是 什 麼 呢 ？它 們 乃 是 「今 生 的 思 慮 、錢 財 、宴 樂 」 

(路八 14) 。

在 西 方 ，並 沒 有 多 少 人 警 告 我 們 ：富裕的生活就像是  

在 玩 火 - 樣 。富裕的生活會很容易就成爲道路、眞 理 、牛+ 

命 的 替 代 品 ，相 信 「擁 有 就 是 得 救 ，缺乏就是咒詛」這種 

虛 假 福 音 。不 幸 的 是 ，這種愜意生活本身並非滿足，也不 

能 持 久 。它使我們變得淺薄、自 我 陶 醉 ，放任自己去追逐  

時 尙 、流 行那些膚淺的事物，和那些不需要任何承諾就能  

擁 有 的 感 官 享 樂 。時 尙很 快就 會 過 時 ，流行也會被人們遺  

忘 ，而 享 樂 有 如 晨 霧 ，因此需要不斷有新的風潮來滿足人  

的 空 虛 。那些以這類東西來塑造自己生活的人，終必會死  

於 空 虛 之 中 。人心裡縈繞不去的痛苦猶如宿疾、頭疼一樣  

地 久久 不散 。

我們不容易知道那些領受這道卻被荊棘擠住的人與基  

督 的 關 係 到底 如 何 ，但我們知道他們生命中並沒有結出任  

何 屬 靈 的 果 子 來 ，儘管他們 聽到 了這道，自 稱 已 重 生 ，而 

且還 去 參 加 教 會 。他們或許會出現在巴拿的調查表「重生 

者」這 個 項 目 中 ，但 他 們 並 沒 有 出 現 在 「豐盛生命」這個 

項 目 中 。

還 有 第 三 種 人 。就 是 那 些 不 僅 聽 了 道 ，而 且 還 「持守 

在 誠 實 、善 良 的 心 裡 ，並且 忍耐 著結 實」 （路 八 1 5 ) 的 

人 。聽 道 並 不 難 ，持守 眞道卻 不容 易。這種人緊緊地跟隨  

眞 理 ，他們聽到了永恆的呼喚，實 際 上 ，他們聽到了那位  

道成肉身並從死裡復活的救主所說的話。

事 實 上 ，能與第三種人在一起是最令人開心、最受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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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 的 事 了 。他 們 對 人 生 陰 霾 與 痛 苦 的 人 ， 

但他們同時 Lk,k沾 {\, m ■例 in：界 中 。他們不再對自己的痛  

苦 顧 影 n 憐 ，个 A 從 f U H i 跑到另一個講員求得些許  

醫 治 ，來 解 除 仿 虚 、恐 ffl丨、況 亂 和 迷 惑 。他們乃是心智  

強 健 、沿 德 丨 ，ifu M.擁 f j 允 滿 感 染 力 的 喜 樂 ；他們是  

那碑會把該做的 _ M i U 成 的 人 ■■ 逍不僅進入他們生命的  

表 層 ，Ifi] II.LU扎人肫W 的 1_1垧 屮 •油棘的盤根錯節已被拔  

除 ，好 讓 种 f•从成強拙的人樹

在 今 人 的 ）3阔 ，以 h '1彳|「(人 郤 。耶穌早就在聖經中  

預 告 。絍倘時代邵彳 / i j 此怙 形 嗎 ？耶穌的比喻  

確實如此表示。

然 而 ，今天特別的足，前 兩 種 人 （心中有頑石與被荊 

棘擠住的人）是如此之多，那是一種不對稱的比例。這是 

眾多福音派教會所宣揚的那種「淡基督教」所結的果子。 

失敗的例子多得駭人聽聞。幾乎有半數美國人自稱已重  

生 ，但是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明白如何以合乎聖經的方 

式來作基督的門徒。

這些失敗的教會，這些生命枯萎、殘 破 、信仰態度隨 

便的基督徒隨處可見。人們無需深究便能輕易地在許多巳 

「決志」或已經成爲福音派教會會友的身上發現，他們當 

中甚至有些是大學教授。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可能是在某一 

次佈道會中，或是聽到了某位信徒的見證之後，亦或在校 

園中的某個基督教團體中，開始了自己的宗教生活，後來 

信仰又在某些處境下隨之瓦解 r !他們當中某些人保留信 

主時的記憶，但它卻被許多其他的喜好給擠住了。例如爲 

了獲得職位或晉升的機會，爲了不想在文化處境中感到尷 

尬 ，或是爲了在學術協會中獲得人們的尊重，他們便離開 

了信仰。此 後 ，他們便不再對信仰有興趣，並且與福音脫 

節 。有些人心中可能還殘存著對基督教信仰的同情，但更 

多 的情 況是 ，永遠失去了基督教信仰，並且對信仰是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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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抵擋甚至充滿敵意的。實 際 上 ，這種敵意乃是出於失 

望與不滿的情緒。

教會難道不應該爲這種情況負最大的責任嗎？當然 

要 ！教會領袖已經像某些近視的商業CEO — 樣 ，在作決定 

時只爲了獲得短期的利益而沒有做好長期的規劃。這些短 

期 的 利 益 在 《華爾街日報》上贏得很多的讚許，達到了 

很好的公關效果，分到了很好的紅利，股東們皆大歡喜， 

後來卻害人害己。這種短期的收益，最終的結果卻是爲  

公司帶來長期的虧損。很 快 地 ，這家公司便開始走下坡， 

苟延殘喘。它的力量被侵蝕，無法再抵抗競爭者。公司完 

了 ！公司的股東們很快便覺察到自己的損失，便趕快另謀 

發 展 ，C E O則獲得了他們的報償，公司倒閉了  ！員工失業 

了 ！

今天美國福音派的情形也是如此。有太多領袖與教  

會 傾 巢 而 出 ，爲 要追 求速成 。那些令人豔羨的成就、引 

人 注 目的 人物 ，那些座無虛席的會堂，那些誘人的增長  

數 字 （「自我來到教會之後，教會從十個人增長到一萬

人 ！」 ） ，塞得滿滿的停車場，一個個成功的故事 ------ 這

一切都成了《今日基督教》或 《領袖》 {Leadership、雜誌 

上聳動的新聞。這一切都是關乎牧師的短期利益，而無關 

於教會的長期健康。在基督教中，凡是打了折扣的產品也 

必會使未來大打折扣。

前頭有更好的路

行銷型教會與新興教會打入世界的渴望令人佩服；然 

而 ，打入世界與向世界投降是兩回事。宣教士們很清楚這 

種 區 別 ，他們知道可以穿上當地的服裝，並透過學習語言 

及適應當地生活節奏來融入其中。他們能理解所服事的那 

些人的恐懼與期待，但他們並不會接受同樣的恐懼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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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當他們接受常地的世界觀那天，也就是他們捲舖蓋回  

家 的 時 候 ，他們 Ui就無道可傳了。

倘 „  rr派 教會希望在社會上繼續發聲，那它就要保  

證 r u w 以 r v r •喈 經 的 、有 思 想 的 、有原則的方式打入後  

现代 1丨丨:丨汁-

教 矜 处 特 別 牢 記 兩 點 ：其 一 ，基 督 教 是 關 乎 眞 理 的 ； 

其 ，邵@ i'丨認爲基督徒的，必須以誠實正直的態度學效  

眞 則 處 於 後 現 代 的 人 知 道 ，沒有眞理的世界便是空虛和  

危 險 的 <■ /I:充滿丫欺騙與混亂、操縱 與僞 裝的世界 中，誠 

實 iKi「i:的人就像寶貴的珍珠一樣；在宣講聖經的福音 上， 

即侦 ; ^ 邛許的正直誠實也比所有的技術、倶樂部型的教會  

或請 AHJJ) ̂ 助陣更能發揮影響力。

唯一真理

w 人 驚 訝 的 是 ，在 美 國 所 謂 的 「重生者」當 中 ，只有 

百 分 之 —十二的人相信有絕對的事，不管是絕對眞理或是  

絕 對 的 道 德 標 準 。三分之二的人則不相信有絕對的事。由 

此 w 知 ，那 獨 一 的 眞 理 ：基 督 是 神 的 自 我 啓 示 、祂的代  

贖 、祂 使 我 們 與 神 和 好 等 教 義 ，現今已經被人棄置一旁  

r ! 這一切竟 然發 生 在 曾 經 本 著 「唯獨聖經」以 求 眞 理 、 

本 箸 「唯獨基督」以得救恩的這塊土地上！

重生者與芸芸大眾的態度並沒有多大的不同。整個美 

國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人認爲，發 現 眞 理 的 唯 -道 路 是 「透 

過經驗」 ，而 不 是 「透過聖經」這樣 的 -•本 書 。

其 實這 些統計數字並不足爲奇，因爲西方文化充斥著  

相 對 主 義 。雖 然 其 原 因 很 多 ，但 最 重 要 的 -個 原 因 是 ：我 

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接觸到其他的世界觀、生活方式和信  

念 （至少在知識面） ，而它們傾向於彼此否定。它們彼此  

磨平了稜角之後，就很難看出哪一種是唯一正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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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化不僅是商品跨越了國界，彷 彿 無 國 界 一 樣 ，還 

有許多事情也跨越了國界，包 括 重 要 的 觀 念 、時尙及對事  

物 的 認 知 。結 果 呢 ？世 界 充 滿 了 矛 盾 ，破 壞 了 人 對 「唯 

一」的 訴 求 ！

2006年的某 _一天破曉之前，我與一些非洲國家公園巡  

邏 隊 員 同 行 ，追 蹤 白 犀 牛 。當 A 犀 牛 一 嗅 出 異 味 ，牠會先 

攻 擊 對 方 ，之 後 再 觀察 對 象。因 此 ，這些巡邏隊員都配有  

A K _47步 槍 。但他們也 和西 方人 一 樣 ，人人佩戴著一支手  

機 （這是 -個每人平均年收入只有 398美 元 的 國 家 ！） ，這 

是我所 始料未及的。一 天 結 束 後 ，在 回 家 的 路 上 ，他們也 

停下來喝一罐可樂。

這 就是我們 所 處 的 世 界 。它 一 方 面 充 滿 著 「他者 」一 

一 他 人 的 產 品 、文 化 、宗 教 、看 待 生 活 的 方 式 、信仰方式  

等 。這世界充滿異國食譜、折 衷 的 風 格 ；義大利絲質領帶  

在 非 洲 機 場 販 售 ，而非洲雕刻則在義大利的比薩鎭街上販 

售 。換 言 之 ，這是一個到處都一樣的世界。所有現代化地  

區 的 機 場 看 起 來 都 一 樣 ；可樂進入了世界上最貧窮的國  

家 ；人們在各處都會聽到同樣的音樂，看 到 同 樣 的 電 影 ； 

有 同 樣 的 信 用 _ 、同 樣 的 汽 車 、同 樣 的 廣 告 、同樣品牌的  

衣 服 ，還有丨司樣的手機。

仵 西 方 城 市 中 ，我們每天都 要面對這種不 協調 。我們 

可以同時看到各種相同與各種不同的東西—— 它們並列在  

-處 。因爲有這麼多相同的東西，因爲我們希望所有的東  

西 都 -樣 ，所以要與眾不同便非常困難。而基督教正處於  

充 斥 著 「混合」的 處 境 中 。

基督教要在這樣的文化中宣稱自己是絕對的眞理相當  

困 難 。在 這 種 文 化 中 ，沒有任何的事物能宣稱基督教是眞  

的 ，而且在我們的經驗 中，任何事物都宣稱基督教不是眞  

的 。那些堅持基督教乃是眞理的人便有如登山般的困難。

當 多 元 、甚 至 矛 盾 的 思 維 方 式 、存 在 觀 、行爲模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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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一 擁 而 出 ，相對主義就變成一種不可避免的產物。世界 

觀與信仰體系被軟化了。而基督教信仰正處於今天這種大  

雜 燴 中 間 。

因 此 ，很 多 人 認 爲 ，如 果要打 入後現代世界 ，就必須 

認 同 這 點 。一 種 溫 和 、不固定的基督教正整裝待發，要去 

適 應 任 何 世 界 觀 ，他們或許能初嚐成功的甜頭，但很快就  

會 瓦 解 ，失 去 自己 的主 張。他們的順應產生一個問題，那 

些非基督徒很快便看到自己可以站在完全世俗的立場，從 

基 督 教獲 取 利 益 ，而不需適應這個信仰的觀點，付上基督  

教所要求的任何微小的代價。

基 督 教 眞 理 所 要 求 的 ，不 是 適 應 ，而 是 應 用 ，這兩者  

截 然 不 同 。使徒們是用教義把基督教建立起來的；使徒教 

導教會要捍衛並保守教義。

這 種 使 徒 的 信 仰 架 構 ，並非 當代教會所要傳揚 的，因 

此 他 們 把 它 藏 起 來 ；初代教會的基督徒曾經捍衛過它，我 

們 卻 遠 遠 躲 避 它 ；初代信徒以之爲寶貴，並 生 活 在 其 中 。 

我們卻認爲它會成爲教會邁向成功的障礙。使徒認爲若沒  

有 以 教義 爲 引 導 、爲 核 心 ，教會就不可能存在。使徒是正  

確 的 ，而我們是錯誤的。

正直

「眞理」與 「正直」關 係 密 切 。假 如 缺 少 了 眞 理 ，剩 

下的便只是權力與操縱了。那 些取代眞理的東西，乃是個 

人的 日 常 作 息 、群 體 的 理 想 、花 言 巧 語 、野蠻與自私的攻  

擊 、捏 造 、誇張及對權力的追求等。若 缺 少 了 眞 理 ，謊言 

就會變成家喻戶曉了。而 且 ，當謊言流於宗教性的時侯， 

它的 危害就更大了，因爲上帝被用來達成個人的利益。舞 

台已經搭建起來，可怕的戲碼正在上演，多麼 黑暗啊！

從 積 極 面 來 看 ，眞 理 和 正 直 的 結 合 ，表現於道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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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性 ，那將連結個人生活的每個層面。眞正認識上帝乃  

是從人生的每個層面來認識祂。我 們 從 意 念 、心 靈 、情緒 

生 活 、個 人 的 家 庭 中 、公 共 世 界 、崇 拜 、事 奉 中 、各種 

觀 念 的 爭 競 中 、互 相 衝 突 的 世 界 觀 中 來 認 識 祂 。因爲在  

這 一 切 當 中 ，我 們 所 認 識 的 ，是 同 一 位 神 ；透過祂所賜  

給我們的同一 個眞理，正直的人在一切領域中都會始終如  

一 。 「僞善」就 是隨著處境而轉變，他們爲了從一些觀眾  

獲 利 ，就有不同的姿態和模樣。然 而 ，實際的人與外表的  

模 樣 卻 是 兩 回 事 。 「正直」的人始終如一  ’即便觀眾不滿  

意 ，必需付上代價，也 是 如 此 。

假如所有的美國人 —— 從世俗人 文主 義者到佛 教徒 ’ 

從 新 紀 元 運 動 （New Age Movement) 的跟隨者到典型的自 

由派信徒—— 都一致地視更正教徒爲眞理的子民’按眞理  

來生活的人，那將是一個多麼難得的時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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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上 帝

現代意識中最痛苦的經驗就是：喪失核心！

威 佛 （Richard Weaver)

因 爲 萬 有都 是本 於他，倚 靠 他 ，歸 於 他 。願榮耀 

歸 給 他 ，直到永遠。阿 們 ！

羅馬書十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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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章 ，我 要 探 討 「神的命運」 。或許這聽起來比  

■我 所 要 表 達 的 誇 張 多 了 。實 際 上 ，我並不爲神擔  

心 。我要探討的其實是我們自身的命運。上帝在我們的心  

中 、在 我 們 靈 魂 裡 、以及我們的社會中到底發生了什麼變  

化 ？這 個 問 題 與 「神 本身發生 了 什 麼 變 化 」是截然不同  

的 。

後現代的作者一直都在談論宇宙的虛空，他們認爲宇  

宙 沒 有 中 心 ，因 此 ，我們所在的世界就沒有中心意義可  

言 ，這是我們每天都會經歷到的觀點。當我們不斷面對一  

個似乎沒有中心的混亂世界時，我們對神的理解會出現什  

麼變化呢？

相 反 地 ，聖 經 作 者 宣 告 說 ，有生 命和盼望的唯一理  

由 ，就是因爲有一個中心存在，這中心在三位一體的神裡  

面 ，就是那位萬有的創造者和保守者，我們藉著聖子可以  

與 祂 和 好 。當 我 們 認 識 祂 時，人生才 開始 有 意 義 ，我們也 

會對人生的結局充滿盼望。

這就是本章所要探討的兩個觀點。但我們要先記得一  

個 要 點 ，就 是 文 化 並沒 有 賦予 教會 「行程表」 ，它僅僅提  

供 教 會 一 個 處 境 。教會的信仰與使命來自神的道，而不是 

文 化 ，也不受文化的吸引或離間。決定教會屬性的並不是  

文 化 ，有 資 格 引 導 教 會 如 何 思 考 的 也 不 是 （後 現 代 ）文 

化 。适裡 的 原 則 乃 是 「唯獨聖經」 （sola Scriptura) ，而不 

是 「唯獨文化」 （sola cultura) 。

至 少 ，情 況 本 該 如 此 。但 正 如 我 先 前 所 說 的 ，教會的  

實踐卻常常偏離這個原則。有 太 多 時 候 ，我們所注意的是  

「唯獨文化」而 不 是 「唯獨聖經」 。

我 們 看 到 教 會 ，尤其是行銷型教會和新興教會大張旗  

鼓地去適應所處的時代文化。他們理所當然 的以爲，除非 

接受後現代的思想方式，否則無法與後現代的人溝通。甚 

至 在 關 乎 神 的 事 上 也 是 如 此 ；或 者 說 ，特別是關乎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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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更 是 如 此 。

我懇求大家要分辨「聖經」和 「文化」 。

對 教 會 來 說 ，最 重 要 的並非 要去 仿效 文化’而是要照  

神 的旨 意 去 思 考 。神的子民在地上乃是要學會如何以祂爲  

本 ，正 如 往 日 一 樣 ；學會照祂實際的位分來看祂、來敬拜 

祂 ，並 天天活在 祂面 前。並不因爲我們身處後現代，就可 

以隨心所欲地照自己想像出來的方式生活，我們乃是要照  

祂 的 「所是」活 在 祂 面 前 。這才是教會在自己的時代和處  

境該走的的道路—— 實際上也是唯一的道路。

那 麼 ，在 後 現 代 處 境 中 ，情況會是什麼樣子呢？我需 

要先來思考我們的 處境 ，也要先弄清楚西方爲什麼失去了  

自 己 的 中 心 ，這是我的 第一 個主 題。我的第二個 主 題 是 ：

如 果 我 們 以 這 位 統 管 生 命 的 「創造主--- 救贖主」爲中心

的 話 ，我們生命會是什麼樣子呢？

喪失核心

爲什麼生命會失去核心呢？這 實 際 上 有 兩 個 答 案 ：一 

個是從聖經而來，另一個則是文化而來。

聖經解釋爲何生命會變得如此混亂。當西方步入廿一  

世 紀 ，部分的混亂由於生命沒有核心，生 命 漂 泊 不 定 、毫 

無 意 義 。爲什麼會這樣呢？答 案 就 是 罪 ，而且這是標準答  

案 ，它 並 不 會 改 變 。這在任何時代都是解釋生命混亂的答  

案 。

文 化 性 的 答 案 ，也 就 是 當 代 許 多 作家 都 在 探 尋 的 答  

案 ，純粹是根據對現代生活的觀察，以便從其中發現到底  

什 麼造成 了意義的 失落 ，也 就 是 「中心」的 失 落 。沿著這 

類思路提出的答案一直處在變動中’因爲文化本身是變動  

中 ，所以這些答案是臨時性的。而 且 ，正因爲它只是目前  

最 聰 明 的 答 案 ，所以未來會被更聰明的答案所取代，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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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更 替 。

當我們思考爲何生活似乎不再有中心時，必須從兩個  

角 度 來 看 。當 然 ，最 重 要 的 認 識 爲 ，神 對 於 「人類墮落」 

的 啓 示 ，這 是 唯 一 的 答 案 。第 二 ，這樣的墮落在文化處境  

中 怎 麼 表現出來，這 是 另 - 個我們要尋找的答案。這正是  

當 代 人 所 經 歷 的 ，也是他們想要明白的。他們的理解當然  

非 常 不 完 全 ，而 且 其 重 心 錯 了 。然 而 ，它卻給我們提供了  

一 個 切 入 點 ，因爲我們所有人都在經歷著同樣的失落。能 

夠解釋這些失落的正是基督教信仰。

符合聖經的思考

我們何以失去生命的中心？聖經中的回 答 相 當 直 接 。 

這 個 中 心 並 沒 有 失 落 ，失 落 的 乃 是 ，我 們 看 見 祂 、認定 

祂 、在 祂 面 前 屈 膝 、按照祂的光照來重整自己生命秩序的  

能 力 ；失 落 的 是 ，活 在 這 個 中 心 、這 位 「他者」 、 「三位 

一體」 、 「聖潔又慈愛」的 神 面 前 ，我們不知自己應當怎  

樣 行 。很 多 人 是 在 「神不存在」 、 「祂從來沒向我們說什  

麼」的 預 設 下 ，展 開 人 生 的 旅 途 ，我 們 根 本 不 指 望、不依 

賴 祂 的 護 理 （p ro v id e n ce )與 道 德 的 存 在 。很多人以爲生  

命 虛 空 不 實 、毫 無 中 心 ，彷彿我們有能力可以隨心所欲地  

生 活 。因 此 ，我們便創造出自己的中心，創造出自己的規  

則 ，創造出自己人生的意義。這一切都是從另一個假冒的  

世界中心—— 我們自己—— 產生出來的。

保 羅 所 做 的 宣 告 是 ：因 爲 人 墮 落 的 緣 故 ，我們已經  

「去 敬 拜 事 奉 受 造 之 物 ，不 敬 奉 那 造 物 的 主 」 （羅一  

2 5 ) 。在我們內心的深 處，並沒有認眞地面對上帝是否存  

在 的 問 題 。我們也試圖去忽略自己生活中的道德意識（參 

羅一  18-20，二 14-15) 。我們已經用一個自己創造的中心取  

代 那 實 際 的中 心 ，用我們自己的喜好取代上帝的喜好，用

I 勇守真道

126

第四章上帝

我們自己的觀點取代祂的觀點，用我們的標準取代祂的標  

準 ，用我們認爲有意義的事取代祂認爲有意義的事，用我 

們自己的眞理代替袖絕對的眞理。所有這一切都是 罪。而 

罪 的 結 果 ，正 如 保 羅 所 說 的 ，就 是 讓 我 們 的 心 智 「變爲虚 

妄」 ，使 我 們 的 良 心 變 成 「昏暗」 （羅一 2 〗） 。這便是聖  

經不變的看法和堅定不移的宣告。

因 此 ，極 令 人 震 驚 的 是 ：我們已經從上帝手中掙脫出  

來 ，離 祂 遠 去 ，以至於覺得這個世界是空虛的。我們拒絕  

袖 所 認 定 的 眞 實 ，倒是對自己的世界和我們自身做了重新  

的 認 定 ，好 去 迎 合 自 己 的 悖 逆 。這就是爲什麼生命除了  

「自己」以外已經失去了任何中心的原因。

惡 （evil)

我 們 要更 深 入 地探 討這 個 問 題。聖 經 對 罪 的 理 解 ，遠 

比 現 代 人 對 「惡 」的 理 解 深 刻 得 多 、嚴 重 得 多 。如今與  

「惡」有關的詞彙大多消失了。當恐怖分子於2001年9月 11 

曰襲擊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廈後，這個名詞曾經  

短 暫 地 復 活 。那是我們對已經發生的事件表達極度不滿的  

一 種 方 式 ，也 是 我 們 的 義 憤 。問 題 是 ，如果我們並沒有活

在倫理世界中 ----多數美國人並不把倫理放在心上 ----這

種 與 「惡 」有關的詞彙便無所指的對象。那我們就必須追  

問 ：要符合哪些標準才算是惡呢？在 我 們 所處 的後現代， 

我們已 經對標 準 充滿 了懷疑。假若有 某種 標準的 話，那我 

們便想知道到底是誰定了這種標準。到底它是誰的眞理？ 

是誰將它作爲標準的 ？爲什麼將它定爲標準？那些宣稱擁  

有某種標準的人從中得到了什麼好處？

「某些東西之所以是如此 錯謬 以致 被稱爲惡 ，不只是 

因 爲 我 們 認 爲 它 是 惡 的 ，而是因爲它本身是惡的。」這種 

觀 點已 經不 再 有 任何 意 義 了 。它在後現代的種種質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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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 零 了 。

因 此 ，惡已經變成一種純粹個人化的東西。它只不過  

是指那些對我們不好的東西罷了。而 且 ，那些東西之所以  

是 壞 的 ，只是因爲這些東西感覺起來、看 起 來 是 壞 的 ，而 

不是因爲它本身有不道德的屬性。

世 俗 主 義 者 ，因爲自己有 限的 知識 、繁 忙 的 行 程 ，使 

自己的世界就像一個沒有天窗的房子、透 不 進 光 ，變得徹 

底 的 乏 味 ！他 們 起 初 是 背 叛 者 ，最後卻變爲墨守成規的

人 。後現代還沒有令人厭倦--- 至少現在還沒有----但卻

是非常膚淺。

讓我們更嚴肅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先假設存在  

著 一 個 倫 理 的 世 界 。我 們 知 道 ，如今這是一個極大的假  

設 。但 是 ，若 不 如 此 ，我們便難以衝破後現代們的那些膚  

淺的 觀 點 。

有 了 這 個 假 設 ，我 們 就 可 以 說 ，惡是倫理世界中的敗  

壞 ，是 與 善 對 立 的 ，是嚴重侵害人類福利的，是 野 蠻 、殘 

忍 、壓 迫 的 行 爲 ，是充斥每天晚間新聞的汙穢。邪 惡 是 -  

種 深 層 次 的 敗 壞 ，是一種從我們直覺上感到需要進行彌  

補 、並 加以 懲 罰 的 東 西 ，因爲它抵觸了一種不可侵犯的標  

準 。它 永 遠 都 是 錯 誤的 ！它不僅對我而言是錯誤的，而且 

在任何地方都是錯誤的。

要做這樣的假設有那麼難嗎？有 多 少 人 眞 的 認 爲 ，既 

然 後 現 代 沒 有 任 何 絕 對 的 道 德 標 準 ，那 麼 ，強暴一位幼  

小 、無 辜 的 女 童 ，在道德上並不是錯誤的？這難道不令人  

義憤塡膺嗎？這難道不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是錯誤  

的 嗎 ？有多少人會輕易地放過納粹的集中營，或是柬埔寨 

波 布 （Pol P o t )的 大 屠 殺 ，而 以 爲 這 些 暴 行 僅 僅 是 「沒有 

發揮正確作用的社會政策」呢 ？有 多 少 人 會 認 爲 ，諸如此 

類的行爲是不需要譴責的呢？這些惡行當然是錯誤的，不 

是 嗎 ？它永遠都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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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在 這 裡 ，罪 （s i n ) 與 惡 有 別 （按照 現今的用  

法 ） 。惡 是 純 粹 的 壞 ，罪 更 爲 嚴 重 ，它是從神人關係的角  

度 來 看 出 人 的 敗 壞 ；但 是 ，當 我 們 從 「與神之間的關係」 

來 理 解 時 ，它 不 僅 僅 是 缺 乏 善 、腐 化 、殘 酷 、壓迫和汙 

穢 ，它是 這一切 的 總 和 ，而 且 還 要 更 多 。因爲罪乃是公然  

違 背 神 ，乃是否定神管轄全人類生活的權威。這就是聖經  

的 觀 點 。

罪 ( sin)

在 美 國 ，我們對 罪的 看法有所不同。只有百分之十七  

的 人 從 「與 神 的 關 係 」來 界 定 罪 ，因此對絕大多數人來  

說 ，罪已經變成了一種微不足道的東西了，它只不過是違  

背了某些教會的規矩而已。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更爲 

嚴 重 的 詞 是 「惡」 。後 現 代 將 「惡 」從倫理的世界中抽離  

出 來 ，它僅僅是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感受。但 是 我 認 爲 ， 

「罪 」遠 比 「惡」要 嚴 重 得 多 ，因爲從神的標準來看，罪 

造成的敗壞更加嚴重。

罪 ，從 聖 經 角 度 而 論 ，並 不 僅 僅 是 缺 乏 善 ，它同樣也  

造成我們對神的抗 拒。因 此 ，罪使我們以隨心所欲的生活  

方 式 來 蔑 視祂 的權 威，棄 絕 祂 的 眞 理 ，挑 戰 祂 的 主 權 。它 

使我們想掙 脫袖的主 權，切斷 祂對我們的掌管，並拒絕讓  

祂 成 爲 神 。因 此 ，它使我們以自己的方式、爲我們自己的  

目的生活，使我們除了自己以外，不向任何人負責。

這 就 是 聖 經 對 罪 的 描 述 。罪被 描述 成沒 有達 到目標  

(羅三 9 ，七 5 ) 、沒 達 到 標 準 、或 者 說 逾 越 了 界 限 （羅二 

2 3 ，五20 ；加三 1 9 ) 。然 而 ，這 失 去 的 目 標 、被棄絕的道  

路 、被 玷 污 的 權 威 、被 逾 越 的 法 度 ，一 樁 樁 、一件件都是  

屬 乎 神 的 。罪徹頭徹尾就是在反對神，拒 絕 去 順 服 祂 ，並 

將 祂從 核心地位 上趕走。罪使我們對祂的法則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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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 恨 祂 的 掌 管 ，仇 視 祂 的 話 語 （聖 經 ） ，並決意追求 S 己 

的 價 値 、目 標 和 快 樂，公然蔑視祂吩咐的一切。這 種 「自 

由」掙 脫 了 神 一 切 的 「所是」 ，將祂所吩咐的都當作虛幻  

的 。當 我 們用 這 種 方 式 得 到 「解放」的 那 一 刻 起 ，我們便 

墜入黑暗和幽冥的權勢中。

這種情形在托爾金（T olk ien)所 著 的 《魔戒》 {Lord o f 

the Rings) 一書中有極爲精彩的說明： 「中土世界」的居民 

和 以 「黑暗之王」索 倫 （S a u ro n )爲首 的惡 勢 力爭戰。在 

這 之 前 ，魔 戒 遺 失 了 ，被 一 個 名 叫 咕 魯 （G o llum ) 的古怪 

小 精 靈 發 現 了 。這枚戒指之所以有可怕的力量，是因爲它  

能影響那些擁有這枚戒指的人。這枚魔戒代表自我中心、 

墮 落 、與 敗 壞 ，一旦這些東西進入了人的靈魂中，所有擺 

脫黑暗事物的自由就都失去 T 。這種情況也出現在了咕魯  

身 上 ，他找到了這枚戒指就熱愛它。托 爾 金 告 訴 我 們 ，咕 

魯 既 熱 愛 它 ，又 憎 恨 它 。他雖然憎恨這股黑暗勢力，但卻 

更 憎 恨 光 明 。他雖然憎恨這枚戒指，而且還憎恨自己對這  

枚 戒 指 的 熱 愛 ，但卻不能放棄這枚戒指。他對這枚戒指的  

熱 愛太 強 烈 了 。這 枚 戒 指 便 偷 走 r 他 的 意 志 ，使他成爲自 

己的囚徒。

這種 囚 禁 我 們 的 罪 ，其 核 心 就 是 驕 傲 。驕傲就是在自  

己 身 上 ，尋找那實際上唯有在神裡面才能找到的東西。因 

此 ，正 如 普 蘭 丁 格 （Cornelius Plantinga) 在 其 《並非如人 

所想》 （Not the Way It s Supposed to be) 一書中所描續的  

那 樣 ，驕 傲 引 導 我 們 更 多 思 考 「關於」 （abou t) 自我和 

「出於」 （o f ) 自 我 的 問 題 。我 們 自 以 爲 ，我們裡面有足  

夠 的 能 力 、智 慧 和 力 量 ，按照我們所設想的方式，在人生  

一切的衝突和機遇中獲得安全、滿 足 和 幸 福 。因 此 ，這種 

有限的東西便取代了那永恆的東西，而我們便信心十足地  

取 代 了 神 。於 是 乎 ，我 們 便 對 「眞實」重 新 界 定 。這就解 

釋了爲什麼在後現代的世界中，我們的生活喪失 T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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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裡是用聖經的框架來描述，這正是後現代世界所沒  

看見的框架。而 這 正 是 一 種 「獨立的自我。」

要 看 到 這 場 「自我運動」如 何 透 過 「正確」的技術使  

「自我」成 爲 主 人 並 不 難 ，我在下一章會再次討論。它鼓 

勵 我 們 要 更 多 地 思 考 「關於」 自 我 以 及 「出於」 自我的問 

題 。其 實它 是出於驕傲、且 是 爲 了 驕 傲 ！它提供消除我們  

內心痛苦和治癒我們 -- 切內心創 傷的 方法 。或 許 ，它能夠  

提供某些改善的方法以及一點點對付生命打擊的技巧。但 

是 ，要依靠這些技巧來解決深層的問題，這比用瓢子來舀 

空海水更加困難！

可 以 想 見 ，一 旦 「自我」已經確立了它在現實世界中  

的 核 心 地 位 ，那 麼 「自己的判斷」無 論 存 在 怎樣 的缺 陷， 

都 被 視 爲 終 極 性 的、不 可 挑 戰 的 ，好像從神那裡產生出來  

的 一 樣 。從 某 種 意 義 上 來 說 ，這 已 經 是 事 實 了 。這些都來  

自 那 個 「獨立的自我」 。

這種驕傲拒 絕 接受 一個 事 實，就是自己的知識是有限  

的 。驕傲希望把個人意見變成指揮別人的命令。普蘭丁格  

冷 冷 地 說 到 ，有某些教授離開教學會議的時候，與其說是  

受 到 同 事 的 發 言 所 啓 發 ，不如說是受到自己 的發言所啓  

發 ！驕傲之所以與自義 並肩而行，是因爲它拒絕接受那些  

帶有責備性的道德評價。驕傲不會承認自己有任何瑕疵。 

驕 傲 的 人 認 爲自己的 行爲以及自己 的判斷一定都是正確  

的 。這種驕傲也躲在許多其他的罪背後，例如對他人漠不  

關 心 、不 公 義 等 等 ；而 且 ，驕 傲者的方法殘忍且野蠻，他 

們的生活可說是旁若無人。

正 如 普 蘭 丁 格 所 說 ，罪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面 貌 。它有一副  

「千變面孔」 ，而總是想拆毀神所建立起來的一切。罪從 

拆毀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開始，並隨 之 產生 各種 罪行，使 

生 命 墮 入 痛 苦 、混 亂 中 。環 境 受 罪 轄 制 ，婚 姻 陷 於 痛 苦 ， 

職場充滿與對手的競爭與欺騙，國 與 國 兵 戎 相 見 ，即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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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各 種豐 富的 成就 ，並生活在美國舒適的郊區，但仍得 

與 空 虛 進 行 搏 鬥 ，仍要勉強接受那些膚淺、正在消褪中的  

東 西 。因 此 ，有 人 說 ，罪就是瓦解生活的中心，並剝奪生

命 的 意 義 。

簡 單 的 答 覆 「人生爲何失去中心」這 個 問 題 ，會落入 

受 騙 的 愚 昧 ，其 實 「中心」並 未 失 落 ，它只不過是從我們  

的 視野中消 失而 已。這乃是罪人與生倶來的本性，使我們 

無可避免地用自我取代了神的地位，用我們自己的利益取  

代 了 祂 的 利 益 ，並 以 自 我 爲 新 的 中 心 ，代替神來建構人  

生 。

文化的答案

關 於 「失落的中心」這 個 問 題 ，因爲後現代文化拒絕  

用 基 督 教 的 「罪論」來 解 釋 ，所以文化要解釋我們爲何沒  

有 中 心 ，便 會 顯 得 茫 然 。但 是 ，這 種 無 能 並 非 沒 有 「好 

處 」 。在缺少 中心的情 況下 ，我們便可以隨心所欲地來界  

定 生 活 ，而我們就可以除了自身以外不對任何人負責。當 

然 ，這一點恰恰就是啓蒙運動界定自由的方式。我們可以  

身處痛苦和混亂之中，但 我 們 卻 是 「自由」的 。

工Jim

所 有人 都將 罪帶入生活中。因 此 ，上帝就從我們的思  

想 、心靈中被趕出去了。在不同的時代和地方， 「趕走上  

帝」的 方 式 也不 一樣 。在 我 們 的 生 活 中 ， 「意義」的問題

--- 或 者 更 確 切 地 說 ， 「缺乏意義」的問題----讓我們最

爲 困 擾 。

爲 什 麼 「缺 乏 意 義 」成 爲 我 們 這 個 時代 的普 遍 現 象  

呢 ？爲 什 麼 在 西 方 ，罪惡如此囂張呢？我在這裡所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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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勾勒出問題的輪廓來，爲了能夠看清楚這個問題，我 

需要從我們的前一個時代來著手。

風暴正在形成

很 明 顯 地 ，美國人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失去自己的中  

心 。 「除 了 生 存 下 去 ，人生有更超越性的目的」這樣的觀  

念 正 逐 漸 消 失 。達爾文的著作毫無疑問地促進了這個觀念  

的 消 失 。在 人 們 的 心 目 中 ， 「物競天擇」開始取代了神的  

護 理 ，也 取 代 了 創 造 論 的 地 位 ，它 全 面 含 蓋 了 「生活意  

義」的 思 考 。這種情 形出 現之 後，演化論的觀念便從生物  

學進入許多其他領域中，如 歷 史 、政 治 、倫 理 學 、新舊約 

研 究 及 神 學 。這種觀念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已經變成了理解  

全部生活的主導思想。

儘 管 如 此 ，若將這個世紀中所有重大的文化變革都歸  

咎達爾文是錯誤的。事 實 上 ，隨著美國現代化的過程、社 

會 的 變 遷 ，那些從來沒有聽過達爾文的人也開始用不同的  

方 式 來 看 待 生 活 了 。美國已經變成了個人主義盛行的地  

方 ，它表示人們只需爲自己負責—— 這表示他們還有責任  

感 ，雖然 不是對神負責，至少是對某些道德原則或是他們  

所屬的群體或他們的家庭負責；但 是 ，對道德和群體的責  

任感已經逐漸瓦解。這個世紀中的許多作者開始用一種沒  

有中心的方式來思考問題。上 帝 護 理 的 觀 念 、祂對生活的  

管 轄 ，這種比任何個人都重要的意義，已經在這些錯綜複  

雜的社會觀念下崩解了。

毫 無 疑 問 地 ，美國的南北戰爭加速了這個發展。爲什 

麼 這 個 人 死 了 ，而 那 個 人 卻 沒 死 呢 ？在這些事件中上帝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呢 ？人 類 的 悲 劇 似 乎 就 像 德 巴 克 （Andrew  

Delbanco ) 在 《撒旦之死》 {The Death o f S a ta n )這本書中 

所 論 述 的 那 樣 ，人漸漸不再相信神的護理。他認爲在新的

第四章上帝|

133



勇守真道

趨 勢 中 ，人 們 關 心 「運氣」 （l u c k ) ，而不關心神的護理。 

在任何的意外死亡事件中思考神的旨意，令 人 感 到 尷 尬 。

「惡」本身突變爲純粹的「噩運」 （bad luck) 。 「祝你好 

運 ！」遂成爲新的祝福。

然 而 ，我 們 應 該 記 得 ，在 美 國 內 戰 中 如 此 痛 苦 的  

「惡」 ，並+ 是在十九世紀才出現的。惡 一 直 都 存 在 ，它 

- 直 使 人 質 疑 神 的 護 理 和 神 的 旨 意 。而 且 ，在歷世歷代  

中 ，困惑著人們的並不只是戰爭中的惡，也包含人生中的  

各 種 經 歷 。爲什麼這個需要工作的人失業了，而另一個人  

卻沒 有 呢 ？爲什麼這個人成爲富裕的人，而另一個人卻淪  

爲乞 A 呢 ？爲什麼這個人找到了合適的配偶，而另一個人  

卻沒有呢 ？爲什麼有些孩子即便擁有最好的教養卻淪爲乖 

戾 ，而別的孩子卻沒有呢？爲什麼有些人出身寒微，生長 

於貧 困和混亂環境中，卻能成 爲偉 大的 領袖，而另一些人  

雖然有最好的生活條件，卻寧願去過放縱的生活呢？

人 生似 乎就 像是一場巨大、難 以 預 料 的 意 外 事 件 ，既 

無固定的節奏也無任何理性可言。正是靠 著 這 種 意 識 ，那 

些保險公司才開始在十九世紀蓬勃發展。他們根據機率提  

出 保 險 費 率 表，試圖制止人生中的意外事件。於 是 ，處處 

都 有 保 險 ，保險成爲預防各種災難最好的方法。人們既然 

不瞭解神的護理也不相信神能掌管人生各種事件，保險就 

變 成 -種別無選擇的、用來面對意外事故的補救方法。

後現代思潮出現

二十世紀六 ◦ 年 代 ，有 另 一 場 革 命 興 起 ，而當時大家  

並沒有注 意到 。人 們 轉 向 內 在 的 「自我尋找」 。它轉離了 

啓蒙運動所代表的精神：理 性 主 義 的 世 界 、自然主義的人 

生 觀 、普 世 性 的 意 義 ，以及稍微加以觀察就能發現的道德  

規 範 ，就如同我們發現體制、秩序和定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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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就 是 後 現 代 反 叛 精 神 的 核 心 。它脫 離了 一 成 不 變  

的 、普 世 通 用 的 法 則 ，轉 向 個 人 性 與 主 觀 性 。它 脫 離 r 絕 

對 的 道 德 規 範 ，轉向了純粹個人性的道德規範。它排斥啓  

蒙 運 動 對 於 理 性 所 抱 持 的 信 心 ，開始更多地採用直覺方  

式 來 思 考 問 題 ，並且更加地注重情感的作用。在這種情況

下 ，正是這樣的 一個 自我 ------個 空 洞 的 、微 小 的 、處

在瓦解和自主狀態中的自我— 佔 據 了人生的 中心地位 。 

我們以前獲得人生意義的來源是那位超然者—— 上 帝 ；現 

在 ，我 們 則 是 從 「自我」和 「直覺」中獲得唯一的人生意  

義 。這 也 就 意 味 著 ，我們更換了過去讓我們獲得人生方的  

超 然 準 則 ，我 們 的 「自我」成 爲 那 超 然 者 ，我們從中獲得  

自身的意義。

然 而 ，這 種 意 義 與 其 說 是 從 「推理」而 來 ，還不如說  

是 從 「感受」而 來 。人們開始詆毀和懷疑思考的功能。我 

們對理性持懷疑的態度，將它想像成已經在啓蒙運動的長  

期 統 治 下 ，因濫用而被玷污了的東西。我們今天奔馳在全  

然非邏輯和非理性的大道之上。我 們 不 相 信 理 性 ，我們更  

多倚重的是感受。

我認爲使啓蒙運動的理念歷久不衰的，是因爲它所倡 

導的人生觀在現代化的世界中得到某種程度上的印證。就 

像 生 命 的 重組 一 樣 ，現 代 化 運 動 是 「身體」 ，而啓蒙運動  

的 人 生 觀 成 爲 它 的 「靈魂」 ，兩 者 是 最 佳 拍 檔 。啓蒙運動  

的理念所表達的—— 自 給 自 足 、不斷進步的理性主義秩序  

—— 在一個由科技推動的世界中得到了印證，不但完全不  

歸 功 於 上 帝 ，而且正在依靠人自己的能力來改變人生各個  

方 面 。這是一種極爲方便的聯結。只要啓蒙運動的思維與  

現代化世界之間彼此地發覺，它 們 便 會 密 切 合 作 。啓蒙運  

動及相應而生的世俗人文主義在西方成爲主導，至少有兩  

個 世 紀 之 久 ，想要用其反向的方式來思考問題是極其困難  

的 。理 由 非 常 簡 單 ，因爲現代化世界熱烈歡迎啓蒙運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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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的那些觀念。

這 就是 我們所目睹的一切。最 後 我 們 終 於 發 現 ，現代 

世界中的理性主義哲學，其實是與人的靈魂敵對的。我們 

雖然生活在它的光環之下，又沐浴在它的豐富之中，但是 

我們的靈魂卻日益枯萎。西方現代世界是冷酷的，既沒有 

人 性 ，也 沒 有 個 性 。而 且 ，因 爲 它 已 經 從 神 那 裡 被 「解 

放 」了 出 來 ，所以這個世界變成一個被人幽暗的慾望充塞  

的 世 界 。我 們 認 定 「內心的慾望」比任何外在的權威更  

大 、更 具 有 說 服 力 。雖然這種情形給我們帶來了一種極大  

的 愉 悅 感 ；但 是 ，很快 地我們也意識到，如果失去了限制  

的 話 ，社 會 終 將 崩 潰 。而 且 ，我們對那些處心積慮、且有 

能力傷害我們的人充滿了恐懼，因爲他們透過科技強化勢  

力 。這難道就是啓蒙運動所宣稱、我們正在持續進步的結  

局 嗎 ？到底這是怎樣的一種進步呢？

儘管我們所處的世界充滿了選擇、機 會 、繁 華 ，卻是 

一 個 痛 苦 、艱 難 、充滿 威脅 的世 界。雖 然 繁 榮 ，但它是人  

心 無 法 安 息 的 所 在 （至少在西方是如此） ，它 不 像 家 。世 

界瀰漫著一種令人困擾的感受：世界的受造絕不只是爲了  

買 賣 、電 視 、名 車 、度假村和投資。

我們是按 照神的形 象受造，而人的心靈在這個我們稱  

之 爲 「西方」的 「替代樂園」中 躁 動 不 安 。實 際 上 ，正如 

奥 古 斯 丁 所 說 ，假如世界還沒有從創造它的神那裡尋得安  

息 的 話 ，那它就總不得安寧。從 許 多 方 面 來 看 ，西方世界  

的 故 事 ，的確是這種躁動不安的故事。

在 這 一 切 背 後 ，許 多 後 果 接 踵 而 至 。我 們 的 世 界 、我 

們 輝煌 燦爛的文化，已經變成了上帝的替代品。然 而 ，我 

們 很 快 發 現 ，這種替代品並不能給我們任何賴以安身立命  

的 原 則 。我 們 也 看 到 ， 「自我」無法塡滿我們生命的空  

虛 。

結 果 ，有 許 多 作 家 正 在 觀 察 ，甚至有些還對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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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或聖經稍有興趣。而 且 ，再 度 地 ，這些作家描繪這  

個世界的方式與聖經的觀點不同，但 又不 是 完全不 同。我 

們要更深地探討這種思想。

—切都毫無意義

我們的時代被冠以許多名號。但 是 ，唐 納 利 （William  

D onne lly )將 其 描 繪 成 「獨立自主」的世代是非常適合的。 

我 所 說 的 「獨立的自我」 ，就是他觀察到的現象。

他 在 《五彩紙世代》 {The Confetti Generation ) 一書 

中 提 到 ：外在世界並沒有賦予我們人生的意義，因此人生 

的經歷就變得像五彩紙一樣。 （編 註 ：在 西 方 ，人在婚禮  

及 狂 歡 節 中 ，將五彩紙撒在別人的身上）例 如 音 樂 會 、銀 

行 搶 劫 、選 舉 結 果 、議 會 醜 聞 、恐 怖分 子 的 威 脅 、股票市 

場 運 作 、利 率 等 經 歷 ，這些彼此毫不相干的事件，任意地 

闖入我們 的 人 生 中 ，但 這些 東 西 的 總 和 ，也就是我們的人  

生 ，卻 顯 得 毫 無 意 義。沒有什麼東西能幫助我們判斷這一  

切 經 歷 的 眞 假 、輕 重 、對 錯 ，因爲它的範圍是如此之廣。 

我們的世界乃是一個沒有中心的世界。我 們 沒 有 地 圖 ；即 

便 我 們 有 了 地 圖 ，我們也不會獲得自身的意義。除了我們  

自 己 ，我們沒有任何目標。

如果沒有外在的權威讓我們確知事物的對錯、眞 假 ， 

那 能 引 導 我 們 的 就 只 剩 自 己 的 感 受 ，而結果卻是一團混  

亂 。難 道 這 類 感 受 不 是 常 常 受 「自身的慾望」和 「自以爲 

義 」所 驅 使 嗎 ？把感受當作信念或行爲的引導是很不可靠  

的 。

後 現 代 向 來 攻 擊 這 種 「任何人都能擁有一套世界觀」 

的 觀 念 。但 實 際 上 ，他們都有自己的世界觀。任何人都會  

站在自己的立場來看世界，他的看法就是他的世界觀。世 

界 觀 包 含 對 終 極 （假 如有的話）的 認 識 、認 識 的 途 徑 、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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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是 否 存 在 、發 現 眞 理 的 途 徑 、什麼 是人生的 意義 、如何 

解 釋罪 惡 和 苦 難 等 。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就是世界觀，不論 

這套是多麼地矛盾、混 亂 ，它都是一種世界觀。

這 幾 年 出 現 了 一 些 變 化 ，並不是世界 觀消失了 ，不是 

說人們不再有世界觀 f ; 而 足 說 ，這 種 完 整 的 、放諸四海  

皆 準 的 世 界 觀 ，已 經 變 成 能 了 。再 也 能 有 一 種 看  

待 事 實 （re a lity )的 「單一」方 式 ，讓人去思考或了解其中 

的 意 義 。世界觀就像持有世界觀的人那樣地五花八門。也 

就 是 說 ，既不可能有任何整全的目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絕  

對 的 、不 變 的 、可以應用於萬事的眞理。

其 實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追隨這種邏輯到底，如果追  

隨 到 底 ，那就是致命的空虛感。人們怎麼看待與使用這個  

邏 輯 ，各 不 相 同 。歐洲作家通常表達出 〜-種比美國作家更  

憂 鬱 、猶 豫 、絕 望 的 態 度 ，雖然有時候在收聽美國的廣播  

時 也 會 聽 到 - 些 非 常 絕 望 、黑 暗 的 歌 詞 ，就像在巴黎左岸  

的咖啡館所聽到的一樣。但是自從歐洲知識份子致力於脫  

離二十世紀六 ◦ 年代後的那種存在主義的憂鬱感以來，或 

許 歐 、美的情形越來越相近了。

美 國文化就 其本 質 而 論 ，比 歐 洲 文 化更加 積極 樂觀 ， 

更 加 關 注 機 會 ，而 不 是 那 種 形 而 上 的 失 落 感 ；美國文化  

傾 向 於 用 另 一 種 方 式 來 思 考 我 們 失 落 的 中 心 ，因 此 ，它 

自 然 更 充 滿 希 望 。它 所 注 重 的 不 是 虛 無 的 東 西 ，而是注  

重 去 加 勒 比 海 度 假 、產 品 目 錄 中 的 高 檔 貨 、最新的跑車  

等 。歐 洲 人 或 許 仍 然 以 貝 克 特 （Samuel Beckett) 《等待 

果陀》 (Waiting for Godot ) _-書 中 的 方 式 來 看 待 自 己 : 

充 滿 荒 謬 、缺 乏 意 義 。美國人則較傾向於透過觀看帶有  

消 遣 娛 樂 性 質 的 東 西 來 打 發 時 間 ，例 如 《宋 飛 正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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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nfeld) 11。雖然這齣電視劇相當精采，卻沒有任何中  

心 主 題 。貝克特的世界同樣也是一個沒有任何主題的世  

界 。在 這 裡 ，兩 者是 殊途 同歸 的 ，一個 是吸引知識份子， 

另 -個 則是吸引凡夫俗子。但 是 ，貝克特的世界卻更加污  

穢 下 流 。

這 種 世 界 觀 所 帶來的後 果就 是：因爲沒有任何中心原  

則 ，因爲文化已經失去了自己的中心，我們便被剝奪了分  

辨 能 力 。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事實中表現出來，那就是美國  

大多數人並沒有任何恆久不變的是非觀。我們同樣也失去  

了 分 辨 善 惡 、分 辨 價 値 的 能 力 。在 這 種 處 境 中 ，所有觀念  

都 被 「一 視 同 仁 」 了 ，正 如 所 有 宗 教 、所有生活方式一  

樣 。沒有任何東西有別於其他東西。沒有任何東西是更好  

的 、更 眞 的 、或 是 更 有 益 的 。它 全都擺放在架之上，--視 

同 仁 ，都在那裡等候顧客來購買。唯獨當我們將某些東西  

帶入我們的 生活 中時，才 會產 生 某 種 意義 ；而它之所以重  

要 的 唯 一 理 由 ，乃是因爲我們已經選擇了它，我們將它買 

來 。它的價値乃在於消費者的選擇，而 不 是 在 其 「觀念」 

本 身 。

文 化 所 產 生 的 那 種 沒 有 中 心 的 「相對主義」與 「消費 

導向」 ，這 兩 者 狼 狽 爲 奸 ；前 者 是 一 種 信 念 ，後者足一種  

習 慣 ；前者出於我們的內心世界，後者出於外在世界。

「產 品 」 市 場 與 「觀 念 」市 場 並 不 像 表 面 地 那 樣 +  

同 。我 們 不 斷 在 市 場 上 的 「全新」產 品 、 「改良」的產品 

中 做 選 擇 。這種毫無休止的選擇慢慢地影響人的心靈。儘 

管生產商卯足全力地標新立異，但 產 品 看 t 去 仍 然 是 -樣  

的 。因爲我們消費者也將這種意識帶入我們的「選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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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譯 註 ：S e in fe ld， 《宋飛止傳》 ，美國著名電視劇，由Jerry Seinfeld 

和Larry D av id共同創意，1989年至 1998年在N B C播 出 ，并 180集 。該劇無

主 題 ，無 主 線 ，不試圖說明任何問題，亦無意宣揚任何價値觀。每集自 
成 一 體 ’ 主要情節是四位主要人物的H 常 生 活 、工 作 、異性關係等。該 
劇收視率連年居高，演職員獲得數十個重要獎項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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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中 。我 們 到 「市 場 」上選擇適合自己的宗教與倫理信  

念 。各 種 宗 教 、信 念 、生 活 方 式 、道 德 標 準 ，都擺在架上  

任 人 選 購 。它們全都是可選擇的商品，沒有任何一樣是必  

要的 眞 理 。那些行銷型教會灌輸給人們的就是這種意識。

上帝死了，我們也死了。

或 許最 令人 震驚 的結 果是 ，我們的自我開 始 解體 了。 

當這個宇宙失去了自己的中心時，或 更 準 確 地 說 ，當我們 

失去了這個自身以外的、有權威進入我們生命的中心時， 

我 們 自 己 便 開 始 解 體 了 。這 個 用 來 承 載 「一切眞實的中  

心」 、 「所 有 的 意 義 、奧 秘 、道德的源頭」的 自 我 ，發現 

一 切 都 是 空 洞 、脆 弱 的 。當神對我而言已經死了，我們自 

己 也 就 死 了 。我們必須看到這種關連性，特別在我們後現  

代 處 境 中 ，情勢已經很嚴重了。

許 多 現 代 作 家 都 曾 思 考 過 這 種 後 現 代 「空 化 」的傾  

向 。這種 情形 在 二十 世紀 六 ◦ 年 代 確 實 是 很 明 顯 ，而且 

-直 延 續 到 現 在 。雖 然 他 們 的 語 言 有 時 候 會 有 所 不 同 ， 

但他們的概念卻大致一樣。拉 斯 科 （Christopher Lasch ) 

談 到 了 「微小的自我 」 （M inim al se lf) ，朗 曼 （Lauren 

Langm an ) 則 談 到 了 「去 中 心 化 的 自 我 」 （decentered 

s e l f )與 「弱化的自我」 （enfeebled self) ，庫 什 曼 （Philip 

Cushman ) 則 談 到 了 「空虛的自我 」 （the empty self) ， 

而 卡 普 斯 （D o na ld  Capps ) 則 談 到 了 「衰 竭 的 自 我 」

( depleted s e l f ) 。他們對自我的分析雖然來自不同角度， 

但全都看到我們的內在正不斷地腐蝕。而 且 ，無論我們還  

有 什 麼 高 見 ，問 題 顯 然 都 一 樣 ：一 種 沒 有 根 、沒有歸屬  

感 、漂 泊 不 定 、無 家 可歸的經歷。與 此 經歷 有 關 的是 ：我 

們 不 斷 被 影 像 、觀 念 、要 求 、產 品與 選 擇 轟 炸 ，這些都在  

耗損著我們的心靈。但我 認爲最重要的是，它關乎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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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我們不受任何前輩的感召，在於我們的經歷以外，沒 

有任何一位是我們需要向他負責的，沒有任何一位可以告  

訴 我 們 ：我 是 誰 ？我將往何處去？這是許多後現代作者不  

能 明 白 的 。然 而 ，他們的分析基本上是非常準確的。

善變的自我

這 些 學 者 都 認 識 到 ，我們西方社 會是由複 雜、互相依  

賴 的 各 種 系 統 ：資 本 主 義 、民 主 、城 市 、通 訊 、運 輸 、政 

府 、企 業 等 組 成 的 ，在這些體系的交互作用中，便營造出 

了一種使人靈魂萎縮的體制。這種觀點乃是正確的，而我 

也必須 考慮 到這一點 ，因爲用聖經上的話說，這 是 「今世 

的風俗」 （弗二2 ) ，我們需要從其中被拯救出來。關於這 

件 事 ，聖經提到一些一般學者所沒有提到的。

當代西方作 者 往往 搞不 懂，爲什麼西方的經驗會沖刷  

掉了我們個人的眞實性。當 然 ，我們西方社會是以消費者  

爲 導 向 的 ，其 中充 滿 了 變 化 ，採 用 大 規 模 、集體的方式運  

作 。他 們 支 持 （實際上是要求） 「自我」應 該 有 彈 性 、有 

延 展 性 、輕 鬆 自 在 ，該 出 手 時 就 出 手 ，該 適 應 時就 適應 。 

這個快速變動的商業化社會所要求的，就 是 要 重 塑 自 我 ’ 

能 調 整 與 改 變 、不 斷 刷 新 自 我 ，不 斷 改 造 自 我 。這種情  

形 ，對過去被視爲德行的東西—— 人格的一致性—— 是一 

個很大的諷刺。

一致性的人格最常見於遵守諾言上，人的諾言便是他  

的 約 束 。一 言 既 出 ，就 須 守 信 ，即使環境已經改變’守信 

對自己不再有利時，還是信守承諾。

婚 姻就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例 證 。當 他 承 諾 要 「做一個有愛  

心 、忠 誠 的 丈 夫 ，無 論 順 逆 ，無 論 貧 富 ，無 論 憂 喜 ，無論 

病痛或健康」時 ，他一點都不曉得這個誓約需要付出怎樣  

的 代 價 ？前 途 不 明 ，人 生 未 卜 ！隨 著 時 光 流 逝 ’他漸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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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楚 「愛心和忠誠」所处求的到底是什麼。對妻子也是如  

此 。婚姻始於彼此丨⑴的承 ,m ，此 後 ，日 復 一 日 ，生活中的  

重 擔 、痛 苦 、挑戰邰丨1.f •起 來 承 擔 。這種彼此相愛的承諾  

現 在 就 變 得 ji_:常 u tw  r ，這種承諾的含意也就無可逃避

T  °

這 倘 承 的 总 iil W ，丈夫將來每天都要像結婚當曰所  

承諾的邵樣上對丨 .?:對 / / ，羞子 也當 如此 。歲月的流逝並不  

能改變U 個 委 身 ，M 就足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承諾。

然 而 ，M 個 承 詔 -洱 受 到 各 種 誤 解 、疾 病 、道德淪  

落 、誘 惑 ，以及現代生活所帶來的無情壓力的考驗。那種 

經得起歲月考驗的東西、那種保存身份認同的東西，正是

後現代社會中飽受威脅的東西--- 道 德 原 則 。

信守承諾之所以成爲關乎品 格的事，是因爲不管用什  

麼 方 法 ，它 總 要 經 過 考 驗 。那該如何來信守承諾呢？我們 

不可能在缺少品格的情況堅守承諾的，因爲要信守它們並  

不是件容易事。

品 格 建 立 在 養 成 「止於至善」的 習 慣 。何 爲 至 善 ，對 

基 督 徒 而 言 ，就 是 聖 經 所 啓 示 的 「上帝的性格」 ，那足永 

不 改 變 的 。既 然 如 此 ，品格總有自身的一致性。有品格的  

人即便在困 難環境中，在對自己不利的環境中，行事仍會  

一 如 往 常 。然 而 ，當後現代相對主義生根之後，一切就都 

改 觀 了 。

相 當 諷 刺 的 是 ，後現代挑戰了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這種身份認同正在腐蝕。這正是許多當代作家不明所以之

處 。

很 多 人 認 爲 可 以 「伸縮自如」地改變自己的身份認同  

( 明 著 講 ，就是人不需堅守信實） ，改 變 自 我 形 象 ，因應 

情況需要而改變角色，並集合兩種原本截然不同的性格於  

一■身 ，适 原 因 在 於 ： 「我 是 誰 」的 if全釋範圍並非一成不  

變 。我們就像在碼頭裡沒有繫牢的船隻一樣，隨 波 逐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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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進 忽 退 ，無 所 堅 持 。這 就 是 後 現 代 中 的 「自我」 ，越來 

越 空 洞 ，越 來 越 變 化 莫 測 。已爲外表的影像就是裡面的眞  

相 ， 「外表」成 爲 「本質」 。難 怪 婚 姻 會 觸 礁 ！因爲維繫

婚姻最重要的因素--- 個 人 的 、道德上的一致性 ----正遭

受嚴重的侵蝕。

我們一 直 在 忙 於 塑 造 自 我 、表 現 自 我 ，但我們內心卻  

巳 崩 塌 。我 們 是 誰 ？這個問題在當代人類學當中，有著各 

種 的 答 案 ： 「我的基因就是我」 、 「我的過去就是我」 、 

「我 的 性 傾 向 就 是 我 」 、 「我 的 身 體 就 是 我 」 、 「我所 

做 的 就 是 我 」 、 「我 所 有 的 就 是 我 」 、 「我所知的就是  

我」 ，以及其他許多諸如此類的答案。這些自我認同的方  

式顯出自我是多麼地空虛。我 們 之 所 以 說 ，自我就是我的 

基 因 、過 去 、身 體 、職 業 、財 產 或社 會 地位 等，乃是因爲  

我們在自我裡面巳經毫無所有了。我們在後現代社會中， 

之所 以完 全 失 去方 向 ，乃是因爲那種使我們回歸眞我、回 

歸人原有的地位的東西，一直在遭受嚴重、無情的攻擊。

這 種 情 形 在 米 蘭 _ 昆 德 拉 二 十 世 紀 八 〇 年代的小說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 f 

Being) 一書中有極爲精彩的描述【編 按 ：此書曾改編爲電  

影 《布拉格的春天》 。】他揭露我們生活在一個空虛世界  

裡所遇 到 的許 多混 亂。小說的內容是五個人錯綜複雜的性  

關 係 。他運用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來說明生命中何爲重、 

何 爲 輕 。他 討 論 的 焦 點 是 人 生 的 短 暫 、變 動 不 居 。不幸 

的 是 ，人生的各種經歷和它所帶來的各樣磨難、激 情 、歡 

笑 ，都 發牛在空虛的世界中。這就意味著之所以不能做出  

是 與 非 、重 與 輕 的 判 斷 ，乃是因爲一 切事 物總 是處 在「消 

散的黃昏」中 。沒有任何 東西能重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  

挽 回 。 - 切 都 在 瓦 解 、都 在 失 落 。因 此 ，假如最後一切都  

消 失 了 ，沒有任何東西留下來等候審判，那審判還有什麼  

意 義 呢 ？ 一切都逝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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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一 切 匆匆 飛逝 的感 受帶 給整 個生 命（包括我們的  

存 在 ）一 種 「輕 」的 感 覺 。在這倘一切都在消失的地方， 

我們 便 沒 有 責 任 。他 認 爲 ，只 f i 當我們 注視永恆時，情況 

才 會 有 所 改 變 ；而 這 將 是 一 種 「吋九丨的未來」 ，因爲我們 

將 要 交 帳 。我 們 所 說 、所 行 的 最 終 都 不 會 消 失 。因 

此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呢？是 輕鬆 與自由好呢，還是愼重  

與負責好呢？

其 實 ，選擇 權也 不在 我 們 身 上 。我 們 就 背 負 這 種 「在 

自由中變成輕如鴻毛的重擔」而 行 。在 空 虛 的 宇 宙 中 ，我 

們 失 去 了 自 己 所 有 的 責 任 、所 有 的 眞 我 。這是相當痛苦  

的 ！

實 際 上 ，如 今 在 任 何 地 方 ，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可怕的  

感 覺 。現 在 ，我們已經使所有的眞實都龜縮在自我裡面  

了 ，使自我變成了生命的中心，我們乃是面對面地遭遇這  

可 怕 的 事 實 。自我正在這一難以承擔的重負之下解體了。 

昆德拉只不過是用語言將這層意思表達出來罷了。

因 此 ，在 後 現 代 的 社 會 中 ，相信的熱情—— 相信神的  

偉大與良善—— 已經被人們茫然的眼神、諷刺的態度所取  

代 。後 現 代 認 爲 ，去關注自己以外的事物已經不流行、毫 

無 意 義 了 。 「無意義感」就 是 這 種 萎 縮 、掏 空 、虛無的後  

現 代 之 表 徵 。我們的差異只不過是處理這種內心創痛的方  

式 不 同 罷 了 。我們是要更歐洲化一些嗎？我們是要站在懸 

崖 邊 ，俯視幽暗的深谷嗎？還是我們只要用美國式的戲譴 

來擺脫這一切呢？

上帝與現代性

在 此 ，我的重點並非護教或傳福音，而是對我所描繪  

的文化處境加以探討。基於後現代的 複雜 性，我們可能要  

問 ：人們對基督教的神能相信到甚麼程度。同 時 ，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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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問 ：我們能傳祂的福音—— 基督代替我們受死所成就的

救贖--- 到 甚 麼 程 度 。這些雖然都是重要的任務，但這些

不是我現在要討論的重點。

我 的 焦 點 是 在 教 會 。它 是在 解決 護教的問題之後 ，而 

且是人們已經相信福音之後的事；而不是人在相信福音之  

前所必須跨越的問題。我 所 要 探 討 的 是 ，人在相信之後的

重尋中心

正是藉著相信福音—— 相信基督的死救贖了我們 ——  

罪人得以和父神和好。那些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已經得以  

和 祂 親 近 ，那些從前與袖爲敵的人如今已經可以與祂「和 

好 」 （羅五 10) 。那些從前悖逆祂的人如今已經在基督裡  

蒙 了 赦 免 、潔 淨 、祝 福 等 恩 典 （弗一5 - 9 )。他們乃是那些  

被 稱 爲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 人 （彼前二  9 ) 。這些人透 

過聖 子 得 以 認 識 聖 父 ，在 這 認 識 之 下 ，他們必須重新思考  

1 自己人生的意義。

他 們曾 經 一 度 以 自 我 來 代 替 神 ，曾經一度使自我成爲  

生 命 的 中 心 ，而 祂 則 曾 經 一 度 失 去 了 「中心」的 地 位 。而 

現 在 ，他 們 體 認 到 「自己的內心世界正在瓦解」 ；他們正 

試圖站在波濤洶湧的江河中，卻發現自己的腳沒有任何立  

足 之 地 。如今的一切都已經改變了  ！的 確 ，他們生活在後  

現 代 的 處 境 中 （至少在西方是這樣） ，但在聖經的光照之  

下 ，該 怎 麼 看 待 後 現 代 的 生 活 呢 ？這便是我要探究的問

這 個 問 題 相 當 複 雜 。它要求我們以當代的文化處境來  

對基督教信仰進行全面的思考。實 際 上 ，我們生活的每個  

部分都受到當前世界的影響。這個外在的世界進入我們內  

在 世 界 時 ，它 所 帶 來 的 資 訊 、機 會 、威 脅 、焦 慮 、盼 望 、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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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信念以及對道德的期望等，都會衝擊到我們對上帝  

和 對 眞 埋 的 信 仰 。而要將人的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交會時  

所產生的微妙關係及變化講清楚，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但 是 ，我們可以深入思考其中的要點，就是我們在現  

代的處境下對神的認識。這是我們因著罪和文化的緣故而  

失 去 的 「中心」 ，也 透 過 基 督 我 們 再 次 找 到 了 這 個 「中 

心 」 。一切生命都本於三位一體的神，萬有的維繫都要依  

靠 祂 。祂永遠維繫著道德世界，就像祂永恆的屬性一般。 

道 德 是 永 恆 的 ，我 們 所 有 的 人 都 被 「釘」在 其 上 ，正如基 

督被釘在丨字架上一樣。

這 可 能 會 給 那 些 活 在 「獨立自我」中的人造成極大的  

不 安 ，但使徒們的喜樂卻來自於此，他們已經從自我的牢  

籠 中 被 釋 放 出 來 ，好 去 服 事 聖 經 中 這 位 榮 耀 的 神 。在這  

裡 ，可 以 找 到 人 生 的 終 極 意 義 、恩典的源頭以及無限的  

榮 耀 讚 嘆 。保 羅 歡 呼 道 ： 「深 哉 ！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  

識 。祂 的判 斷 何 其 難 測 ！祂的 蹤跡何 其 難 尋 ！」 （羅 Ĥ  —  

3 3 ) 。因 爲 保 羅 的 思 想 總 是 以 神 爲 本 ，也總是以基督爲  

本 。正 是 在 基 督 裡 ，神取 了 人 的 肉 身 ，彰 顯 出 祂 的 屬 性 ， 

戰 勝 了 罪 、死 亡 和 魔 鬼 ；正 是 在 基 督 裡 ，保 羅 看 到 了 「神 

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林後四6 ) 。保羅的思想 

乃 是從 神到基督、到 教 會 、到 世 界 、再回 到三 位一 體的 、 

聖 潔 的 、是一切之中心與焦點的神身上，這是一個永不止  

息 的 循 環 。在 後 現 代 世 界 中 ，這種活潑有功效的信仰受到  

f 怎樣的影響呢？

信仰私人化

多 年 來 ，西 方人 認爲 主要 的 文 化 壓 力 是 發 生 在 「公開 

承認信仰上帝」那 一 刻 。世俗人文主義者大多要求抛棄過  

去 的 信 仰 包 袱 ，禁 止 一 切 宗 教 。啓 蒙 運 動 的 想 法 是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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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一種往日的遺蹟，勢 必 會 迅 速 滅 亡 。但 是 ，結果並  

非 如 此 ，很 明 顯 地 ，世界並沒 有徹 底世俗化，他們的解釋  

太 過草 率 、武 斷 。

實 際 上 ，世 俗 化 所 要 求 的 是 ：所有對神或神聖事物的  

信仰都必須保留在私人領域中，不能出現在公眾場合。就 

只 是 這 樣 ，它沒有要求人放棄所有的信仰，而這就是我們  

對世俗主義的解釋略有不同的地方。

美國當年起草憲法的人就是帶著這樣的觀點，區隔教 

會 與 國 家 ，試圖將一切宗教信仰從公共領域中排除掉，而 

不是要運用國家的權利去干預教會生活的。

這 就是 今 天的 問題 所在 。人們可以選擇任何自己願意  

相 信 的 東 西 ，不論是神或是神聖的事物，而且還可以用自  

己的方式去實踐那些信仰—— 只要是在私底下進行就好。 

至於我們如何規範團體的生活秩序，那 就無關 於宗 教 了 。 

這種將私人生活與公眾生活分割的做法，與現代化世界看  

待事物的方式一拍即合。這也正好鞏固了啓蒙運動的意識  

形 態 ，使它可以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屹立不搖。

或 許 我 可 以 這 樣 說 ，現代化意味著我們的世界被重新  

組 合 了 。我們已經從 - •個注重家庭與社群的世界，轉移到 

另一個社群大多巳消失、家 庭常常是 瓦 解 的 、工作場所被  

「非位格」的 官 僚 、組織及全球力量所支配的世界。這種 

情況的確改變了我們對生活、對 世 界 、對 工 作 的 看 法 。其 

最 嚴 重的 結 果 就 是：我們的生活徹底分裂了！我們被切割  

爲二  ： •個是私人的世界，另一個是公眾的世界。

私人生活中有我們的 朋友、家 庭 、社 交 團 體 ，或許還  

有 鄰 居 。在 這 個 世 界 中 ，我們的有一套既定的行爲責任規  

範 °

而 在 公 眾 的 世 界 中 ，大多數人都只是機器上的一顆小  

螺 絲 釘 ，是工作流程中的一部份，只 講求功能性的責任， 

而 沒 有 個人 倫 理。神可以是私人領域的一部分，卻非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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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公 司 、或工作場所中的一個角色。

公共 領域 是商 業化的生活。它是從我們所發展的資本  

主 義 、法 律 系 統 、運 輸 系 統 ，以及爲了讓這一切能運轉而  

創造 Mi來的資訊系統產生出來的。公共領域與這個經過重  

組的丨ft界 ，是 一 個 大 規 模 、群 體 化 、全 球 化 、不斷改變中 

的 世 界 ，充 滿 了 競 爭 、鬥 爭 、危險和豐富的物質。在彼此  

的 關 係 上 ，我 們 只 在 乎 利 害 ；在 責 任 上 ，與其說是個人性  

的 ，+ 如說 是商 業導 向的。這個世界完成不接納以神爲人  

生 的 屮 心 ，以 祂 爲 意 義 、道德的源頭的這種觀念，而且將  

其視爲外來的入侵者。

我 們 牛 活 在 兩 個 世 界 當 中 ，儘管很少會同時在兩 者  

中 。m 我們必須實際去適應這種環境。我們必須成爲兩棲 

動 物 。我們必須學會游離穿梭在這兩個世界中，採用不同  

的 規 則 ，而這常常意味著要用不同的世界觀來運作。我們 

學會了按照我們所處的世界來調整自己的世界觀。一次次 

的 研 究 表 明 ，在現代化的世 界中，許多人會根據他們到底  

是 在 h 己的私人領域中還是在公眾世界中，以此來調整自  

己 的道 德標 準。從 這 個 觀 點 來 看 ，他們變成了不同的人， 

該 調 整 就 調 整 ，該 適 應 就 適 應 ，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中心  

可 以 支 持 他 們 。當 然 ，這就是後現代人學會的生存法則。 

當這種生存法則進入我們對神的認識中時，基督徒的信仰  

就出現了大災難性。

威脅 是沿 著一條裂縫侵入的，這個裂縫已經殘害了教  

會 。它 將 上 帝 的 「超越性」 （transcendence) 與牠在我們  

生 命 裡 的 「臨在性」 （im m anence)分 割 開 來 ，將祂是與人 

完 全 不 同 的 「他者」 （o th e rn e s s )，和 牠 與 人 的 「關聯」

( relatedness ) 這 _一 點 分 割 開 來 【編 按 : 聖經裡的上帝既  

是那位超越時空之上的神，也同時是願意在時空之內俯就  

我 們 的 神 ；他的存在完全不同於人的存在，但祂卻樂意與  

人 建 立 關 係 ，兩者是不可分割的。】以致我們傾向於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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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一 套 眞 理 ，而 不 要 另 一 套 眞 理 。我們在後現代世界中  

的經歷使我們偏重其中一面，而 忽 略 另 一 面 。也 就 是 說 ， 

我們將所有雞蛋都 放在 與上 帝的 「親近 」 、 「關係」這個 

籃 子 中 ，卻 忽 略 了 祂 的 「相異性」與 「超越性」 。這就產 

生 了 一位 親切的、安 全 的 、俯 就 人 的 、但也是非常小的上  

帝 。這是一位透過自我而接觸到的「神明」 （god) ，一位 

使我們沐浴在各樣治療中的神，一位使我們直覺上可聽到  

祂 在 我 們 生 活 中 向 我 們 「說話」的 神 ，但卻失去了聖經中  

那 位 神 的 崇 高 性 。聖經裡的神除了與我們親近之外，同時 

也 超越一切生命之上，祂 也 呼 召 我 們 來 認 識 祂 ；祂不僅僅  

是 我們心 理 的 幫 助 ，祂 更 是 照 著 祂 的 本 性 ，以祂的榮美和  

能 力 ，召喚我們存著敬畏的心來到祂面前，我們是敬拜一  

位與我們全然不同的神。我現在要深入探討這個差別。

内在的神

我 不 用 神 的 「超 越 」與 祂 的 「臨 在 」 ，也不用祂的  

「親近」及 「他者」來 解 釋 ，我 使 用 「內在的神」與 「外 

在的神」這 種 對 比 來 說 明 。我 認 爲 ，這種分法將可直接切  

入問題的核心。

這 種 論 述 是 ，現代的世界使我們傾向於只將神當作內  

在 的 神 ，而 不 是 外 在 的 神 。這的確符合現代化世界所處的  

社 會 。現代化世界很自然就將神視爲內在的神。

但 是 ，聖 經 並 沒 有 「內在」與 「外在」兩種神供我們  

選 擇 。假如我們失去了任何一面，我們也就失去了神最核  

心 的 一 些 屬 性 ，失去了基督教的一些核心教義，失去了眞 

正 的 自 我 認 識 。當 我 們 忽 略 一 面 時 ，我們所保留的這一面  

也就變得歪曲、危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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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親近性」 ？

當 保 羅 在 亞 略 巴 古 告 訴 聽 眾 說 神 「離我們各人不遠」

( 徒十七 2 7 ) ，並且肯定一位希臘詩人所說的事實： 「我 

們 生 法 、動 作 、存 留 ，都在乎袖」 （徒十七 2 8 ) ；此 時 ， 

他可能很容易被人們誤解。這些外邦聽眾可能很希望從他  

的話中聽到他們所熟悉的泛神論。這種異 教信 仰 認 爲 ，創 

造者和受造者之間彼此交融的，通向神的道路是透過受造  

之 物 。他 們 也 相 信 ，諸神會受到人類的行爲影響，因爲諸 

神受 制於受造物的秩序，這就是廟妓背 後的理論：異教廟 

宇中的性交行爲會使田野豐收。

我們不要忘記保羅在講道之前，他已經對異教的世界  

觀 進 行 解 構 ，並且以聖經觀點取而代之。受造界誠然出於  

上 帝 之 手 ，並且繼續受 到護 理，但 是它 卻 與神 有 別 ，而且 

也 不 能 自 給 自 足 ，或 自 我 維 繫 。它 是 有 限 的 ，而神是無限  

的 。這就是爲什麼受造界必須由神來托住、神 對 其 .切 擁  

有主權的原因。

這就是聖經中不斷提到的觀點 ，也是聖經向異教所提  

出 的 挑 戰 。如果受造界是神根據祂自己的主權所創造出來  

的 （參創一  1 ) ，那 麼 ，受造物的意義就只能從造它的主那  

裡 去 尋 找 。受造界的意義並不是自我蘊含的，正如它不是  

自我維繫的一樣。既然它是由造物主來維繫的，那它的意  

義也就只能從與神的關係中來尋找。正 因 爲神 的 保 守，諸 

天才得以像神的信實一樣堅固（參詩八十九9 ) 。祂陳設月 

亮 星 宿 （參詩八 3 ，卅三 8 - 9 ) 。而 a ，無 論 在 任 何 地 方 ， 

祂都從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留意他們一切的作  

爲 （參詩州■三 14-15) 。

舊 約 中 敬 虔 的 以 色 列 人 ，或 是 新 約 中 的 信 徒 ，從未懷  

疑過神會臨在這個世界中的任何地方，並照著祂看爲合宜  

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旨意。實 際 上 ，詩篇一百三十九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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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地 頌 讚 神 的 「無所不在」和 「無所不能」 ，這兩個屬性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神 既 在 每 個 角 落 ，又 是 全 能 的 ，正是這樣  

的眞理保障人類的生存。人類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是因爲 

上 帝 托 住 萬 有 ，而並不僅是因爲我們學到了生存的技巧。 

當神宣告祂充滿恩典的旨意時，就曾向挪亞做過如此的宣  

告 ： 「地 還 存 留 的 時 候 ，稼 穡 、寒 暑 、冬 夏 、畫夜就永不 

停 息 了 。」 （創八 22 ) 。而 使 徒 保 羅 ，在 很 久 之 後 ，則從 

自 然 界 -貫 的 規 律 中 看 見 神 的 良 善 。保羅對那些聽道者  

說 ，上 帝 「常 施 恩 惠 ，從 天 降 雨 ，賞 踢 豐 年 ，叫你們飲食 

飽 足 ，滿心 喜 樂 。」 （徒十四 17) 。

神不僅透過創造之工以及祂對受造界的保守來親近我  

們 並與 我 們 有 往 來 ，祂也統管人類的 一切 ，以達到祂心中  

所 設 定 的 目 的 ，同時也要求人負自己該負的責任。雖然祂 

照自己的計劃讓外邦人在舊約後期才漸漸蒙恩，但所有人  

類 都在 祂的照顧之 F 。我們來考察以賽亞所見的異象就可  

以 明 白 這 一 點 ；這段聖經藉著諸神都有各自的屬地及轄  

區 的 異 教 背 景 ，來 說 明 創 造 主 的 權 能 是 普 及 全 地 的 。祂 

的 權 能 臨 到 受 造 界 （賽 四 十 1 5 - 2 0 )，臨 到 列 邦 （賽四 +  

2 2 - 2 6 )，臨 到 個 人 （賽四十 2 1 - 2 6 )。縱 然 列 邦 欺 騙 、恫 

嚇 、逼 迫 、毀 壞 ，但 他 們 「在祂面 前 好 像 虛 無 ，被祂看爲 

不及虚無 ，乃爲虚空」 （賽四十 17) 。

我們沒有必要在這一點多費唇舌。神在人生命的每一  

方 面 都 有 祂 的 主 權 ，聖 經 對 這 一 點 有 很 清 晰 、明確的教  

導 ，因此這也是基督徒心中所確信的。現 代 主 義 關 注 「這 

和 我 有 什 麼 關 係 ？」而 在 後 現 代 ，我們關注的造物主和  

受 造 物 的 關 聯 性 ，而 把 這 種 關 聯 曲 解 成 他 們 所 謂 的 「靈 

性 」 。然 而 ，今天教會所推廣的並不是福音信仰，而是相 

近 於 文 化 中 的 「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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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親近性」的誤解

面 對 我 們 的 「中心」正 在 解 體 ，於是我們從外面創造  

--個能給我們內在更多穩定性的中心。我認爲這可以解釋  

正 在 西 方 興 起 、帶有濃厚私人色彩的靈性追求風潮，我將 

會在下一章繼續討論這股風潮。

這種靈性追求試圖用自己的方法找到一種生活中心， 

試 圖與 比我們更大的、比 自 己 膚 淺 、短暫的經驗更實在的  

「某種事物」聯 繫 起 來 。但 是 ，爲什麼靈性的探索會採用  

今天這種形式呢？爲什麼我們不像過去那樣，從自然界或  

從我們自身之外尋找敬拜的對象呢？答 案 非 常 簡 單 ，就是 

我們乃是後現代的人，後現代世界的經驗使我們認爲，所 

有的眞實都需在內在世界中重新定位，以至我們對任何重  

要事物的接觸都要透過自我來完成的，正像其他消費品一  

樣 ，我們的靈性追求也應當按我們自身的需要、時間和用 

處來量身訂做。

這 裡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假 設 ：靈 性 追 求 中 的 「啓 示 」及 

「救贖」都不 需要透過中保。它們單單透過受造物而來、 

透過自己的經歷而來、透 過 自 我 而 來 。在 我 們 的 生 命 中 ， 

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干預。人 獲 得 「啓示」及 「救贖」 ， 

不 需 要 聖 經 、不需要神性中的第二個位格道成肉身、不需 

要 任 何 代 贖 、不 需 要 復 活 、不需 要去 相信福音、不需要信  

心 、不 需 要 重 生 、不需 要聖靈的引導。實 際 上 ，許多人在  

追求靈性的時候，都抛棄了這些。

這種靈性追求帶有後現代色彩中的所有標記。它具有 

很 深 的 主 觀 性 ， 「非道德性」的 理 解 方 式 、高度的個人主  

義 、徹 底 的 相 對 主 義 ，而且自始至終都帶有治療色彩。它 

抓 住 了 關 於 「神 可 親 近 」的 某 些 眞 理 ，但卻用自己的術  

語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來 完 成 。於是這些眞理就變成了扭曲  

的 、濫 用 的 東 西 ；而 且 ，在 缺 少 上 帝 「相異性」的平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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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是非常有害的。

聖經中談到上帝的 可親近性、袖 的 臨 在 性 。實 際 上 ， 

這是我們必須持守的重要眞理。但 是 ，我們同樣也必須防  

備 人 扭 曲 這 寶 貴 眞 理 ，使 之 腐 化 。現代化傾向使它腐敗  

爲 ：所有的眞相都龜縮在我們的自我裡面，可以從自我裡  

面 找 到 神 ；而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曉得可以透過自  

我 去 認 識 神 。這 給 了 我 們 一 種 「神可親近性」觀 念 ，但卻 

也是一種腐化的觀念。我們不能透過自我來尋找神，因爲 

我們的自我已經敗壞了。

除 了 神 的 可 親 近 性 之 外 ，我 們 還 必 須 看 到 神 是 「他 

者 」這 個 眞 理 ；我 們 需 要 認 識 聖 經 中 「外 在 的 神 」之眞 

理 ，才能眞正認識神是誰。而 我 們 會 發 現 ，這種認識可以  

矯 正 我 們 對 「內在的神」的 偏 好 。

外在的神

至高的神

神 是 外 在 的 神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要從聖經  

本 身 著 手 討 論 。聖 經 多 處 談 到 ，神 乃 是 尊 貴 的 、是 「至 

高」的 而 且 是 「超乎」一 切 的 。這 些 形 容 表 明 ，上帝的存  

有 、屬性和旨意並不受生命中的各種變動、限 制 、作 爲 ， 

或各種相對事物的影響。上帝並不受後現代生活的衝擊， 

祂不會因爲出現種種的複雜現象而改變自己的旨意。雖然 

我們會被人生的抉擇、痛苦和混亂打敗，但祂卻並不會。

神 是 全 能 的 ，即使在複雜甚至邪惡的世界中，祂仍能  

成 就 自 己 的 旨 意 。祂主權的治理對我們來說是奥秘，袖沒 

有義務向我們解釋一切。我 們 需 要 認 識 的，祂已經透過聖  

經有規範地賜給我們了。

儘管我們不能認識關於神的所有事物，儘管祂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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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安排 f f 時 候 何 使 人 困 惑 ，我們卻不能忘記祂是那位  

「他者」 ，々則將會非常危險。我們必需注意聖經提到神  

超越迢個丨||:评 ，並統管萬有。

詩 篇 的 作 祥 談 到 祂 住 在 「至 高 之 處 」 ， （參詩  

一 百 • I' :i5 ’ 九十九2-3) ，所 以 祂 的 「偉大無法測度」 

而丄L祂 「該受大讚美」 （詩一百四十五3 ) 。在以賽亞的異 

象 中 ’神 乃 足 「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賽六 1) 。司提反在 

自己的卞命行將結束時，也表達這樣的一種信心，即神的 

能 力 超 屮 •切 生 命 之 外 ，卻又能進入人的生命之中。司提 

反認爲神乃是那位至高者（徒七48) 。

聖潔的神

當 聖經描述 神 的偉 大 時 ，還 有 更 具 體 的 含 意 ；神的存  

有 是 偉 大 的 ，因爲袖無 所不在、全 知 、全 能 ；祂的屬性也  

是 偉 大 的 。祂的崇高在於祂超乎萬有之上，也在於祂有聖  

潔 的 愛 。以賽亞在自己的異象中看到了這一點，他在神的  

榮 光 中 宣 告 說 ： 「禍 哉 ！我 滅 亡 了 ！因爲我是嘴唇不潔的  

人 ，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  

和 華 。」 （賽六 5 ) 。聖經中多次提到，當人面對神的全然 

聖 潔 時 ，會產生像以賽亞這樣的痛苦與懼怕。

當 以 賽 亞 意 識 到 神 的 臨 在 是 危 險 的 ，他感到恐懼戰  

競 。沒有任何人能在牠的光中站立得住，任何人都將被毀  

滅 ，因 爲 祂 是 光 ，祂 與 - 切 錯 謬 、扭 曲 、自 私 、不 信 、忘 

恩 負義和悖逆爲敵。但 是 ，隨 後 他 又 說 道 ， 「我要等候那 

掩面不顧雅各家的耶和華」 （賽八 1 7 ) 。在 後 面 ，他又說 

道 ： 「你實在是自隱的神」 （賽四十五 1 5 ) 。那位使以賽  

亞如此震驚的神爲什麼消失了呢？神怎麼好像離開了先知  

呢 ？

上 帝 的 「自隱」--- 祂高高在上且是人們不能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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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是在表達祂的審判，而審判正是祂把自己的聖潔  

屬 性 付 諸 行 動 。神透過不再與他們同在來施行審判。基督 

在 十 字 架 t：的 景 況 更 是 如 此 ，祂 說 ： 「我 的 神 ！我 的 神 ！ 

爲什麼 離棄 我？」 （可十五 34) 。祂在這一刻因親自擔當  

了我們的罪而被丟棄，乃是在表達神的審判。然而在其他  

的 時 候 ，祂的審判則是從祂對驕傲者和壓迫者所採取的行  

動中表達出來的。正 如 馬 利 亞 在 「尊主頌」 （Magnificat) 

中 所 說 的 那 樣 ： 「那狂傲的人正心裡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祂 叫 有 權 柄 的 失 位 ，叫皁賤的升高」 （路一 5 1-52) 。而 

a ，這 - 直 都 在提 醒 我 們 ，祂 不可 能被 人操 縱、收 買 ’祂 

不 順 從 人 意 。如果 我們要認 識祂 ，就 得 照 祂 的 方 式 。而祂 

的作爲對 我 們 來 說 ，往 往 是 隱 藏 的 。即使神是透過以色列  

來 作 工 ，保 羅 也 說 是 祂 的 判 斷 「何 其 難 測 」 ’祂的蹤跡 

「何其難尋」 （羅H 3 3 ) 。

有時候神隱藏自己並不是爲了要審判我們，它或許只  

是表明祂超乎我們之上，祂沒有責任將祂自己的事情向我  

們 做 詳 細 的 解 釋 。這 種 情 況 常 常 令 人 困 惑 ，對那些陷入  

患 難 中 的 人 們 ，更 是 如 此 。 「耶 和 華 啊 ！你爲什麼站在  

遠 處 ？」痛 苦 的 詩 人 問 到 ： 「在 患 難 的 時 候 ，爲什麼隱  

藏 ？」 （詩十 1 ) 。在 約 伯 記 中 ，神似乎既不說話、也不同 

在 ，使約伯在極度的痛苦中苦思。

然 而 ，祂 既 不 沉 默 、也 不 離 開 我 們 。祂在聖經中的啓  

示已經打 破了 祂的 沉默 ，而祂的啓示在基督的降生、受死 

和復活中達到了頂峰。祂 並 不 沉 默 ，而 是 確 實在 說 話 。袖 

賜 下 聖 經 ，也 就 是聖 靈 的 默示 ，使教會在這個墮落的世界  

中 能 得 到 教 導 、栽 培 和 生 命 。祂 既 然 起 誓 、立約要在基督  

裡 永 遠 與 我 們 同 在 ，祂 就 絕 對 不 會 離 棄 我 們 。這便是眞  

理 。我們之所以有其他不同的觀點，大多是因爲我們在與  

自 己 的 罪 鬥 爭 ；也可能是因爲神沒有完全告訴我們’祂要 

如何對待教會與這個墮落的世界。 「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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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神 的 ；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

的 ，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申廿九2 9 ) 。

五項事實

接 下 來 ，我 們 要 探 討 「神在我們之外」的這個屬性會  

有 哪 些 結 果 。祂 乃 是 客 觀 的 神 ，祂呼 召我們來認識祂，祂 

並不是我們自己所擁有的、或從我們裡面發現的；祂呼召 

我 們 來 認 識 祂 ，乃是要我們效法祂的聖潔。我們被呼召來  

到 這 位 聖 潔 、令人 敬畏 的神面前 ，這樣的呼召不能在墮落  

的 自 我 裡 面 發 現 ，也不能從我們墮落的世界中或是我們後  

現 代 經 歷 中 找 到 。這種呼召完全不同於我們自己的。它與 

我們本身截然不同，它是來自外在的。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神 的 聖 潔 是 在 解 釋 神 的 「超越」與 

「至高」 ，解 釋 神 爲 何 是 「他者」 ，爲 何 是 外 在 的 神 。但 

是 ，這種解釋是非常切實的。關 於 神 是 「外在的神」 ，它 

至少意味著五個重要的事實。

律法的存在

首 先 ’ 它 意 味 著 有 「道德律」的 存 在 。實 際 上 ，假如 

沒 有 神 的 聖 潔 ，那在這個世界上也就不會有任何道德律存  

在 了 。我 們 的 良 心 反 應 出 了 各 種 事 物 的 道 德 本 質 （羅二 

14-15) ，但 卻 不 是 完 善 的 ；從 神 在 聖 經 中 的 自 我 啓 示 ， 

我 們 便 擁 有 了 一 套 完 全 、客 觀 的 教 導 ，指引我們如何生  

活 。保 羅 說 律 法 「是 聖 潔 的 ，誡 命 也 是 聖 潔 、公 義 、良善 

的 。」 （羅七 12) 。這些人生道德規範乃是反應神的道德  

屬 性 。假如 我們既沒有律法，也 沒有 人的良心的話，那我 

們會失去什麼呢？

我們將會失去區分善惡的能力 ，實 際 上 ，我們將在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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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無知的狀態中去作惡。我們不可能像馬丁路德金恩那樣  

訴 諸 良 心 ，要求美國人不論膚色，公正地對待每個人。實 

際 上 ，根本不會有道德可言，這豈不是地獄的景象嗎？

現 在 ，讓 我 們 來 思考 一 下 另 一面 ：上帝並沒有廢棄祂  

的 法 則 ，祂聖潔的屬性也沒有從這個世界中消失，祂仍在 

維 繫 著 是 非 的 標 準 ，並且能幫助我們在實際生活中行出  

來 ，使 人 恢 復 道 德 意 識 ，知道如何在屬神的世界中按祂的  

要 求 來 生 活 。祂使我們脫離黑暗和破壞，進 入 正 直 、健全 

中 。遵行神的律法就產生滿足、安 全 與 喜 樂 。這一切都是  

因 爲 神 是 一 位 「外在」的 神 。

罪的存在

第 二 點 是 ，假 如 沒 有 神 的 聖 潔 ，罪也就失去了它的意  

義 。正 如 我 曾 說 過 的 ，罪並不僅是違背了教會規則，而是 

一種挑戰神的屬性和意志的行動。雖然只有百分之十七的  

美國人認爲罪是牽涉到人和神的關係，但是人們認知上的  

錯誤並不會減低罪的嚴重性。

罪 本 身 並 沒 有 消 失 ，但 是 「罪責」的 意 識 不 見 了 。罪 

仍然以各種形式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它仍然帶給犯罪者  

各 種 痛 苦 與 混 亂 ，但 人 們 卻 不 再 從 「與神的關係」來理解 

罪 。因 此 ，罪就失去了它的嚴重性、本 質 和 罪 責 ，因爲我 

們自己內心的指標已經消失了。這種指標會將我們的罪羅  

列 出 來 ，不 僅 指 出 罪狀 的多 寡，也指出罪惡 的大 小。當我 

們 從 「神的聖潔」來 理 解 罪 時 ，便會發現罪所帶來的並不  

僅 是 羞 恥 ，同時也有罪 惡感。大 衛 說 ： 「向 你 犯 罪 ，惟獨 

得 罪 了 你 ，在你眼前行了這惡。」 （詩五H 4 ) ，大衛因 

爲犯了姦淫的罪而遭致災難。等 到 災 難 到 來 ，我們才明白 

罪 的 本 質 。當我們失去了神的聖潔時，我們就會遇到罪的  

痛 苦 與 災 難 ，但今天人們卻不再明白罪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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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開 始看 到罪 的本 質 ，那我們也就能回到眞相  

了 ；我們藉著基督回到神的面前。這 並 不 是 說 ，只要認識 

罪 就 夠 了 ，而 是 催 促 我 們 想 要 從 罪 中 獲 得 拯 救 。因 此 ， 

「認識罪」是 很 重 要 的 ，對自己的罪不清楚或毫無所知是  

極 其 悲 哀 的 。因 此 ，我們應當爲了自己能夠認識罪而感謝  

神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 + 只耍明白神是內在的神，也要知  

道祂是外在的神，這非常重要。

十字架的存在

第 三 點 ，假 如 沒 有 神 的 聖 潔 的 話 ，那十字架也就失去  

了所有的意義。基督並不是一位社會改革家，也不是向弱  

勢 族 群 行 善 的 人 。這些都是古典自由派的觀念，不是聖經  

中 的 思 想 。十字架並不是一個意外事件，而是在永恆中就  

已 經 計 畫 好 的 ，耶穌就是爲了十字架而來到世界，祂來乃 

是 爲 了 受 死 。而 且 ，就在祂 受死 的那 一刻 ，神的聖潔和我  

們 的 罪 相 遇 。這 就 是 祂 爲 什 麼 會 在 「被遺棄」時發出呼喊  

的 原 因 。我 們 至 少 可 以 說 ，查 克 （Steve Chalke ) 與曼恩 

(Alan Mann ) 在 《耶穌失落的信息》 {The Lost Message 

o f Jesus ) 一 書 中 的 說 法 ，是傲 慢無 禮的。他們認爲神是虐 

待 者 ，因此應當除去十字架的暴力形象。這種說法或許能  

迎合後現代的支 持者，但卻與聖經中十字架的意義背道而  

馳 ，也與歷代教會對十字架的了解完全相反。如果我們不  

從神那不容罪干犯的聖潔來著手的話，就完全無法理解基  

督受死的眞理。

沒 有 神 的 聖 潔 就 沒 有 十 字 架 ，沒有十字架就沒有福  

音 ，沒有福音就沒有基督教，沒有基督教就沒有教會。如 

果不是神使基督的羊群回應神的聖潔，就不會有眞正的教  

會 。是甚麼原因導致今日的福音派教會不明白這些眞理， 

因而輕 看、忽 略 、漠視神的聖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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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要很明確地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在十字架  

上 所 看 到 的 ，是神屬性最極致的啓示，是用祂的愛來滿足  

神自身的聖潔而付上至高的代價。十字架是祂救贖失喪的  

罪人並使他們與自己和好的方法，它同時也深刻地顯明神  

的 憐 憫 。用 保 羅 的 話 說 ，十 架 乃 是 神 「說不盡的恩賜」 ， 

它 引 導 我 們 讚 嘆 、敬 拜 、讚 美 、尊崇那位以這種方式將自  

己賜給我們的神。這 也 是 感動人們 捨己 ，走向宣教禾場的  

原 因 ；這也使得基督徒放棄物質享受，向那些有需要的人  

伸 出 援 手 ，並勇敢地去抵制社會的不公義。

神的得勝

第 四 點 ，假 如 沒 有 祂的 聖潔 的 話，那神就會被人們簡  

化 爲 善 良 、和 藹 可 親 、平 易 近 人 的 神 ，這樣的神對人們來  

說 根 本 就 不 痛 不 癢 ；雖 然 祂 如 此 可 愛 ’卻沒有辦法解決世  

界 上 的 罪 惡 。聖經的觀點與此相反，乃是認爲神的忍耐與  

寬容 終有 截止 的一 天。因 爲按 祂的 聖 潔’施行審判的口子  

終 必 來 到 。當祂 這樣 做的 時候 ，就會將眞理永遠置於寶座  

之 上 ，並將罪惡永遠置於絞刑架上。凡是破壞和玷汙牛命  

的 ，終將被徹底地毀滅。

神審判的教義絕不會令教會感到尷尬，它並不純粹是  

一種消極的教義，它是深刻而積極的。

這 個教 義 給 教 會 帶 來 盼 望 ，因 爲 在 這 個 世 界 中 ，罪惡 

常 常 得 勝 ，常 常 逍 遙 法 外 ，而良善與公義之事則常常無人  

理 踩 ，甚 至 受 到 + 公 平 的 對 待 。然而這種情況只是暫時  

的 ，惡 終 將 受 到 審 判 ，這 個 世 界 終 將 得 以 潔 淨 ，教會終  

將 獲 得 拯 救 。這 正 是 基 督 徒 大 有 盼 望 的 緣 由 °所有的不  

義 ，所有的是非顚倒終將被撥亂反正。神的聖潔終將降臨  

在這 悖逆 的 受 造 界 。到 那 時 ，正 像 約 翰 所 說 ， 「不再有黑 

夜」 ，而 屬 神 的 百 姓 「也 不 用 燈 光 、日 光 ，因爲主上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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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照 他 們 ，他 們 要 作 王 ，直到永永遠遠」 （啓廿二  5 ) 。

「末日審判」的異象發出淨化的光芒，射入當前這個混亂  

的 時 代 中 。

傅 賽 思 （P.T. Forsyth)認 爲 ，除非從神的聖潔來看罪、 

恩 典 、愛 與 信 心 ，明白其源頭並爲其定義，否則就找不到  

它 們 的 意 義 。 「神 的 愛 」就 是 祂 的 聖 潔 臨 到 罪 人 ， 「恩 

典 」正 是 「神 的 愛 」針 對 「神 的 聖 潔 」所 付 出 的 代 價 ； 

「十字架」正是對罪與死亡的 誇勝； 「信心」正是帶領我  

們敬拜那位聖者的方法。

人有責任

這 就 是 神 的 聖 潔 。假如教會能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那教會將會是什麼光景呢？假如傳道人和教師能更嚴肅地  

對 待 神 的 道 ，好讓人們對神的聖潔有更全面的理解的話， 

教會會是什麼樣子呢？假如每位基督徒可以爲自己的家庭  

和 工 作 ，更嚴肅地對待聖經眞理的話，教會又會是什麼樣  

子 呢 ？

我們 或許 永遠都得不到答案，因 爲 「聖潔」正從今天  

美國重生者的指縫中溜走！福音派運動在遇到聖潔問題的  

時 候 ，根本是茫然不知所措。事 實 上 ，按照巴拿在 2006年 

的 研 究 發 現 ，對 於 聖 潔 的 理 解 ，那些重生者和未重生者的  

看 法 沒 甚 麼 差 別 。美國民眾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相  

信 ，神盼望人 能夠 聖潔 ，其中年輕人比中老年少，難怪教  

會前途會像隨風搖曳的小草一樣可憐。

即 便是在這 些重 生者當中，不到半數的人知道聖潔的  

意 義 。這種無知竟然出現在那些應當曉得基督教內涵的人  

中 間 ，這一 定有許多原因。它誠然與教會所教導的內容有  

關 ，或 者 更 準 確 的 說 ，與 它 所 「沒有教導」的 內 容 有 關 。 

這種打了折扣的基督教，其 實 正 是 「慕道友導向」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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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在行銷的東西。在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爲方面，新 

興教會不用絕對的方式來思考，也 不 沾 「審判色彩」 ，難 

怪 會有 這 種 結 果 。當 人 們 在 討論靈性 時，聖經知識敬陪末  

座 ，這 也 是 主因之 一。我們 不 認識 聖潔 的神 ，我們也就不  

認識何爲聖潔了。

事 實 上 ，很多人不明白聖潔對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 

聖潔並不是罪人的本性所期待的。它是我們透過神的啓示  

才 能 發 現 。如果啓 示被 束之高閣 、被 封 閉 ，如果參加教會  

的人很少聽到眞理的信息，那 麼 除 了 無 知 、誤 解 之 外 ，我 

們還能奢望什麼呢？

調 查 發 現 ，當 人 們 在 敘 述 「聖潔是什麼」時 ，只有百 

分 之 七 的 美 國 人 認 爲 聖 潔 源 於 神 的 屬 性 。儘管有百分之  

七 十 二 的 人 認 爲 自 己 已 經 委 身 於 基 督 了 ，而且有百分之  

七H 的人認 爲自 己的信仰 對自 己來 說「非常重要」 ，還 

有 百 分 之六 十 的人 認爲自己 是「屬靈的」 ；卻只有百分之  

十 六 的 人 說 ，在 自 己 的 人 生 中 ，信 仰 是 最 重 要 的 。巴拿得 

出 的 結 論 是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會自認爲基督徒，是因爲 

喜歡隨之而來的安全感，但是絕大多數人卻拒絕隨之而來

的--- 聖經明確要求的 ----責 任 。他 認 爲 ，絕大多數的人

希 望被 視爲基 督 徒 是 關 乎其 「形象」而 非 關 其 「本質」 ， 

這是一種文化，在提供一種令人陶醉的自我形象。

我 們或許並不 需要 巴拿 的調 查，就 能 明 白 這 個 眞 相 ° 

這種情形在當今的美國隨處可見。但 是 ，它最常出現在那  

些自認爲處於傳播基督教信仰最前線的教會中。他們製造  

出來的是那些所謂追隨基督的人，他 們 到 教 會 裡 來 ，是爲 

了尋求心靈的安慰，但在談到上帝的聖潔對基督徒生活的  

重 要 性 時 ，就 一 臉 茫 然 了 。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非常簡  

單 ，因 許 多 教 會 受 到 「成功」的 困 擾 ，爲了將自己成功地  

銷 售 出 去 ，便 將 基 督 教 變 成 了 「淡基督教」 、輕鬆愉快的  

基 督 教 。看 不 到 神 的 聖 潔 ，不 知 道 神 是 「外在的神」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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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 理 ，會有什麼後果呢？同 樣 重 要 的 是 ，見到神的聖潔又  

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今天的處境很像以前的以色列人。雖然舊約中神  

的子民熱心於宗教事物，但他們的宗教似乎並沒有帶來改  

變 。這種情 形顯然正是今天美國那些「重生者」的 情 形 。 

舊約的以色列人雖相信耶和華，卻照樣去拜偶像並與異教  

混 合 。他 們 有 成 文 律 法 、也 有 聖 殿 崇 拜 ，他 們 有 先 知 、有 

討神喜悅 所需 的一 切，但他們常常沒有聽從。他們沒有思  

想 神聖 潔 的 旨 意 ，他 們 心 不 在 焉 ，好像神 並不 存在一樣 ， 

他們雖然常常聽道卻不明白，雖 然 看 見 卻 不 曉 得 ，他們的  

內 心 剛 硬 ，耳 朵 發 沉 ，眼 睛 盲 目 。問題到底在哪裡？問題 

在於他們對神的聖潔視而不見。他們便爲此不斷付出痛苦  

的 代 價 。

這 不 就 是 西 方 今 日 的 情 況 嗎 ？我們的聖經 多得 不得  

了 ’ 我們擁有大量的教會、學 校 、福 音 機 構 ，我們的出版  

汁 f 斷地出版各種屬靈書籍。我們有主日學教材、宗教課 

程 I 'ft?的 經 濟 資 源 。而 我 們 今 天 擁 有 什 麼 呢 ？太多時  

候 ，涔約 [5姓 沒 有 得 著的 東 西 ，我們 也依舊沒有得著，那 

就 訟 識 沖 的 偉 大 與 聖 潔 ，那些能深入人們的生命、扭轉 

卞 命 、從 /卜視野、充 滿 心 靈 、使我們有勇氣做對的事、並 

W 丨、效法战愕的美好榜樣的品格。

雕 逍 不 切 實 際 的 ，以致我們說它與我們的生活毫  

U I I 丨 嗎 個 眞 理 難 道 眞 的 是 如 此 抽 象 ，以致我們可以  

’ 况 之 爲 不 切 「實際」 ，因此也就與我們曰常生活  

中邵夂小 :处 _H物毫無關聯嗎 ? 福音派教會中有許多人正是  

的 !

liw i u n ? ' !冲 的 話不 打折 扣，只要我們能在祂聖潔的火  

丨：帝 ，我們就不會與罪惡同流合汙，也 

仑内輕 4 叫汝 Hi代 精 神 妥 協 ，而那些都是使我們陷人嚴重  

W n W  ’ 丨々 i u i t i :沾 隨便 的 東 西 。如果我們能夠更清楚地

認 識 到 這 一 點 ，那麼教會就有更多人悔改，就會有更多的  

喜樂和確據。

這 麼 說 ，我們該怎 麼辦 呢？非常簡單丨我們必須重尋  

「外在的神」 。福 音 派 信 仰 常 常 偏 重 「內在的神」 。爲什 

麼 呢 ？因爲這樣比較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神已經被我們  

擠 進 生 活 的 角 落 ，私 人 的 領 域 ，當我們感覺生活緊張、需 

要 治 療 的 時 候 ，才 會 想 起 神 。教 會 變 成 消 費 者 購 買 「比自 

己 更 偉 大 、更眞實」的 事 物 之 處 。傳道 人清 楚這一點 ’每 

個 人 都 清 楚 這一 點 ，那些渴望成功和被人們歡迎的教會便  

開始隨著環境改變自己。這種 情 況 出現 時 ，教會就被簡化  

成只是爲了生存與發展。她喪失了認眞的態度，忘記了神 

要她存在的目的。她迷路了  ！

反 之 ，只 要 我 們 是 神 的 兒 女 ，我們至終 會歸回正 路。 

我們會回到神賜福之路，因爲神願意透過基督將福分賜給  

我 們 ，即使我們是這麼地不配。我們能重尋外在的神’因 

爲這正祂在聖經中對袖自己的啓示。這也正是神要我們認  

識 袖 的 部 分 ，否 則 我 們 就 會 四 處 流 浪 ，找不到生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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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自 我

r 自我」原 有 的 一 些 眞 實 、可 辨 的 特 徵 ，如理 

智 、情 感 、靈 感 、意 志 等 ，如今都從自我中剥離了。

戈 爾 根 (Kenneth Gergen)

「所以 

天新似一天

我 們 不 喪 膽 。外 體雖 然 毁壞 ，内心卻一 

J

林前四章 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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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世紀六 ◦ 年 代 ，楊 科 洛 維 奇 （Daniel Yankelovich )

---- -曾 寫 道 ，美國文化中曾有一些決定性的事件。隨著

當時 的 社 會 騒 動 、反戰情緒及學生運動的出現，有了一種  

看待生活的新方式 。絕大多數人當時並不理解這一點，而 

將它與所有正在進行著的社會動盪混爲一談，但實際上它  

是 不 同 的 東 西 。它隱藏於這些動盪的表相之 F ，而且它也 

絕非只局限於那些反戰的人身上。它正在重塑一般人的生  

活 ，而這些人可能反對越戰，卻不會激烈到參加示威，或 

把菊花塞進鎭暴警察的槍管裡。

扼 要 地 說 ，當時出現的是我們的個人主義，它是美國  

長 久 以 來 的 特 色 ，但卻在那十年中從外在世界轉移到內在  

世 界 。六〇年代出現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對絕大多數美國  

人 來 說 ， 「自我」已明顯地變成一切價値觀的源頭。對自 

我的追求便是人生的全部內涵。這是前一章的主題之一， 

現在我們深入探討。

追求自我

在 許 多 方 面 ，有一種新的文化潮流正在成 型。例 如 ， 

大部分人在八〇年代前開始認爲，人生的價値與傳統的曰  

常 活 動 （像 每 天 起 床 、上 班 ）無 關 ，也與婚姻及教養子女  

的 责 任 無 關 。甚 至 說 ，人生在於那些特殊的時刻；週一到 

週五這段時間並不重要，週 末 才 是 重 要 。也 就 是 說 ，週末 

擺 脫 f H 常 瑣 事 與 責 任 後 ，才能發現 眞 正 的 我 ，得著眞正  

的 報 酬 ，而自我才得到滋養和滿足。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  

開始思考一切關於自己的事情。有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人 ，放棄 

了傳統的人生觀，當 然 也 放 棄 r 那些 更占老的倫理標準， 

開始尋求新的人生規則。有半數的人渴望新的經歷、新的 

自 由 ，即 便 是 很瑣 碎 的，像是照自己的想法穿衣打扮，不 

受 俗 習 的 約 束 。他們也追求更多的刺激和全新的感官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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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

過 去 所 謂 的 個 人 主 義 ，是 指 爲 自 己 打 算 ，爲自己做決  

定 ，供 應 自 己 的 需 要 ，要 工 作 服 務 他 人 ；但這種古老的個  

人主義已經壽終正寢了。現 在 ，它 已 經 內 在 化 爲 ：爲自己 

找 尋 自 我 ，爲 自 身 的 利 益 發 掘 自 己 的 內 在 潛 能 ，尊重自 

己 ，並且發展新的倫理規則來服務這種自我的新發現。

人們認爲這種文化的轉向會在宗教圈子裡受到抵制， 

並 不是沒有 理由 的。而 更 諷 刺 的 是 ，它在更正教自由派的  

確 遇 到 了 抵 制 ，但福音派卻一頭栽進了這種看待生活的新  

方 式 中 °

這在八〇年 代 與 九 〇 年 代 、每當水晶大教堂的牧師羅  

伯 舒 勒 （Robert Schuller) 天眞無邪的面孔出現在電視螢幕  

的 時 候 ，人 們就可以聽到這一點。他正在朝著一種新方向  

邁 進 ，而他卻聲稱自己是傳統的更正教徒。他 宣 告 說 ，這 

種全新的以自我爲中心的關注，絕不亞於一場新的宗教改  

革 。他繼續圍繞著自我及自我的新發現來建構整個基督教  

信 仰 。

予 特 （James Hunter) 在 1983年 發 現 ，當年所出版的福  

音 派 書 籍 中 ，幾乎十本書中就有九本是探討的自我 。1989 

年 ，科 爾 曼 （Lyman Coleman ) 談到了他所編輯且廣受歡

迎 的 《尋寶版聖經 ----小組專用 》 {Serendipity Bihle For

Groups ) 一 書 ，其 中 一 個 主 旨 是 ：所有人都是照著神的形  

象 創 造 的 。這說法並沒有什麼新奇之處，然 而 ，這個古老  

的眞理卻被他重新詮釋了。他 認 爲 ，這是指所有人都有無  

限 的 潛 能 。他 繼 續 說 ：可 悲 的 是 ，只有百分之五到十的少  

數 人 ，有開發出所有的潛 能。對 絕 大 多 數 人 來 說 ，這種潛 

能 被 埋 在 堆 積 著 「自幼年所受的痛苦、恐 懼 、破 滅 的 夢 、 

羞恥」這 座 大 山 之 下 。當 然 ，研讀聖經將會把這一切隱藏  

的潛能釋放出來。

於 是 ，它 便 進 入 了 我 們 的 講 壇 。過 去 的 二 、=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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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又一次的講道中，許多福音派的講員都與這種思維  

掛 鉤 。要談救恩似乎必須先從自我談起。即使後來並沒有  

談 到 救 恩 ，但只 要沿 著此 路走，仍會帶來極大的利益。既 

然 這 樣 ，何不就這樣一路探險下去呢？他們想像自己成正  

在用會眾的語言駕輕就熟地講道，結果將一套相當敵視基  

督教的世界觀引進教會。他 們 並 沒 有 注 意 到 這 種 「自我感 

覺良好」與 實 際 的 「善 」不 一 樣 。其 實 ，人常在不對的事  

上 有 很 好 的 感 覺 ，人會在極度自我放縱時、在 復 仇 時 、還 

有 在 自 我 陶 醉 時 ，感 覺 很 好 。這難道不是我們應該引以爲  

戒的嗎？爲什麼我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呢？

當福音派教會進入這個新的自我世界時，他們將倫理  

世界 拋 諸 腦 後 了 。福 音 派 教 會 ，也就是認眞持守福音責任  

的 教 會 ，本 應 最 先 看 到 這 一 點 ，因爲如果把道德抛諸腦  

後 ，也 甭 談 福 音 了 。 「罪 」畢竟不是自我感覺非常不好， 

它乃是在干犯神的律法和神的正直。那些被限制在自我世  

界中的人尋求的只是醫治，而不是去尋求赦免與重生。他 

們 在談 重生 的時候，其實是在討論得醫治。它完全是屬於  

人 的 技 巧 ，而不是關於神奇蹟似地進入我們的生命，這對 

那些跌倒的福音派教會來說，顯 然 已 經 失 落 了 ，因爲他們 

熱切地追求那種從文化而來的新語言

教 會 中 有 掛 名 的 基 督 徒 ，有 眞 基 督 徒 ，他們處在尊重  

自我的文化中。許 多 所 謂 的 「信徒」是 在 馬 斯 洛 （Abraham 

M a s lo w )和 羅 傑 斯 （Carl R o g e rs )的理論中重塑自我。即 

便馬斯洛和和羅傑斯的理論已經在學術界退場了，卻在我 

們的文化中越來越盛行。

今 天 ，抱 持 這 種 思 考 方 式 的 「掛名基督徒」充斥著我  

們 的 大 街 小 巷 、學 校 和 教 會 ，大家都是這樣思考問題的。 

這 種關 於 自 我 、自 我 實 現 、自 我 完 成 、自尊以及其他各種  

自 我的語言，已經在我們的思想中落地生根，它成爲我們  

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這在我們與人談心時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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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就像露珠反射出太陽的光芒一■般 。

全民運動

在 八 ◦ 年 代 ，當 所 有 人 都 與 這 種 「自我」話題掛鉤 

時 ，大家好像突然發現了人生的謎底一般。到了 2005年 ， 

當 薩 默 斯 （Christina Hoff Sommers ) 與 薩 塔 （Sally Satie ) 

寫 广 《治療一■族》 { One Nation under Therapy、) 這 本 書 時 ， 

這種趨勢已到達巔峰。有許多教會領袖實際上正引導著整  

個 文 化 以 「自我」爲核心來思考整個人生的問題。

薩 默 斯 與 薩 塔 當 然 也 承 認 有 些 精 神 疾 病 確 實 需 要 輔  

導 ，而 人 生 中 也 有 一 些 殘 酷 的 經 歷 是 人 們 難 以 承 擔 的 ； 

所 以 ，當我們發現自己陷入這種處境時，尋求幫助並沒有  

錯 。

然 而 ，我 們在這裡所看 到的是，全民都進入心理診療  

室 。不限於受到嚴重的打擊時，也是在我們對自己不滿、 

厭 倦 、空虛或受挫時，或是在我們不被人欣賞時。

結 果 呢 ，坦 白 說 ，所 有 的 人 都 不 被 欣 賞 。更糟糕的  

是 ，所有的人 都是 受害 者；還 有 更 糟 的 ！如果我們不透過  

赤裸裸的方式來探觸自己的情感，我 們 將 會 崩 潰 ！或 者 ， 

如那些深知箇中技巧的人所說的，要 變 得 「很脆弱」 。於 

是 ，我 們 看 到 一 個 潛 伏 的 「災難」即將發生在每個地方、 

每 個 人 身 上 ！就 是 我 們 以傲 慢 、僭越的態度來看待一切的  

生 活 。

例 如 ，心 理 學 家 波 拉 克 （William Pollack) ，他 是 《眞

正 的 男 孩 ：把我們的兒子從童年的迷思中救出來》 (Real 

Boys: Rescuing Our Sons from the Myths o f Boyhood) 一書白勺

作 者 ，他認爲即使受荷爾蒙影響，表面上非常快樂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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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實 際 k 卻和科倫 / I:」丨 件 12的兇手沒什麼差別。

的 確 灯 很 % 父/ J 列丨'丨L i孩 子 的 看 法 也 是 如 此 。但他們

呵能W 个 |丨_:確 的 !

& i 'W  ( C iirl S co u ts )在2001年引入了一種點燃時可以

發出人然々味的蠟燭，讓 八 至 f •一歲孩子在點燃蠟燭時，

同時 ,丨L；錄 l‘ l l」的 感 受 。這樣做可以減輕她們的心理壓力。

个 少 公 校 岱 ih競 爭 性 遊 戲 ，因爲這會讓那些輸了

遊戲的小孩「丨作心受傷。許 多 學 校 重 視 「自尊」和 「自我

感钗」到 , 1 地 步 ，外在表現已不再重要。我們已經製造

r  -ivm  i'-iy'刺 度 ，他們的自我評價比天高，但學習表現

卻迠浊落後於 ,r「•多其他國家，包括我們經濟競爭的對手。

某倘人 $  /it _ u 伶n 經調查一百萬個美國高中生，其中只有

1'|分之 '認 爲 I」L i的領導能力低於平均水準。幾乎沒有人

認爲丨'丨u 與 他 人 枏 處 的 能 力 低 於 平 均 水 平 ，其中百分之

六丨_,訟爲 n 匕與人柑處的能力名列前百分之十，甚至其中

u  r i分 之 H 的人認爲自己是名列前百分之一的頂尖級人

物 ！過去那種讓我們覺得自己有缺陷的自卑感，到底跑到

哪 裡 去 r 呢 ？它 們 全 都 不 見 了 ！經過幾 年的 精心 養育 ，終

於獲得成功，現在我們孩子對自己的感覺眞的很好。

不 僅 是 孩 子 們 ，顯然我們所有人都對自己的感覺都相

當 好 。例 如 ，在 2007年 ，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國駕駛員在安

全性方面將 s 己列入前百分之三十中；而這個調査與汽車

保險公 司的 統計不符 ！而我們可以毫無顧忌的說，他們的

想 法與 事實 相反。如果波士頓司機都將自己列在最安全的

百分之三+ 中 ，我 敢 保 證 ，人們已經嚴重脫離現實了！我

們自我欺騙的能力巳經到了非常無恥的地步！

女 性 主 義 者 法 魯 迪 （Susan Falud i) ，在 《欺 驅 ：美國

男人的背叛》 、Stiffed •. The Betrayal o f the American M ale)

12 編朴：：科倫拜中學事件 （Colum bine  H igh  School M assacre) 於 1999年 

4月20 L I發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科倫拜屮學，兩名學生槍殺 / 十幾名同 

學和一名教師，此外一 1十幾名同學身受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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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本 書 提 到 ，男人發現自己陷入一種困境，他們爲自己失  

去男子氣慨而深感痛苦。雖然教育要求他們堅忍不拔，但 

是 在 今 天 ，他 們 變成 需 要 抱抱 、需 要 找 人 哭 訴 。結 果 ，他 

們的自我意識有了矛盾、混 淆 ，而且正在消失！

法 魯 迪 的 例子 只是 冰山 一角 。美國已經變成一個非常  

敏 感 的 國 家 。總是有一些人覺 得受 冒犯 ，不 是 被 「說出來 

的 話 」 冒 犯 ，就 是 被 「沒 有 說 出 來 的 話 」 冒 犯 ；或者被  

「話中的弦外之音」冒 犯 ，被 「沉默背後所代表的意思」 

冒 犯 。於 是 就 產 生 一 群 的 「感應器」 ，他們大多擔任一種  

毫 無 必 要 的 、自己設定出來的角色。而 a ，有些人巳經變  

得 很 敏 感 ，以 致 人 們 會 懷 疑 ，他們是不是中世紀的權貴 ！ 

他們生不逢時，眞是太糟糕了。

這一切造就了一個非常忙碌且有利可圖的行業，它是 

由 治 療 師 、諮 商 人 員 、憂 傷 顧 問 、作家及其他形形色色的  

安 慰 者 所 組 成 的 。在 美 國 ，我 們 擁 有 世 界 h 二分之一的心  

理 諮 商 師 ，是 牙 醫 的 兩 倍 ，還有比圖書館館員還要多的心  

理 顧 問 。

更 重 要 的 是 ，這 不 僅 是 熱 門 行 業 ；其 實 ，從二 H 世 

紀 開 始 ，我們全都無師自通的變成自己的治療師、顧 問 ， 

隨時給自己啓發和安慰。這 是 重 點 所 在 ，畢竟負擔得起諮 

商 費 的 人 並 不 多 ！對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來說，去向諮商  

人員求助一兩次或一兩個月還負擔得起。如果自已能成爲  

自己的輔導者，就沒有經費的問題了。

因此人們學會了用治療師的語言來思考問題。許多專  

業的術語已經在許多書本、報 紙 、學 校 流 行 ，隨後又進入  

了大家的日常對話中。誰沒有思考過自尊的問題呢？誰不 

認爲要作個眞實的人就是要把情感表達出來呢？誰沒想過  

「事實」乃是靠感受得來的呢？誰 沒 有 想 過 「感受」遠比 

思想更眞實、重要呢？

於 是 ，我們全都變成了自 己的 治療 師。我們的小組已

第五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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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變成我們 n j 的私人丨：作 宰 ，我們個人的敘述就成爲我  

們 f i d 的 教 付 ，找丨丨"丨内心的掙扎就成爲我們整個世界鬥爭  

的 縮 影 " 除 r |找 I 所經驗到的東西外，還有什麼東西是  

R w 的 呢 ？除 r 邵心對找很重要的事外，還有什麼是要緊  

的 呢 V .印f |丨丨麽比找拟 /1:的感受重要呢 ? 「我」就是用來  

& 映  u)V(\i7.\rin\u(wP；i r-，最起碼能反映甚麼對我是重要  

的 __

沒 f i 从麼 v m 的 ，m 將使現代化世界的生活顯得更  

■ f  " 山丨lUH .in常 妆 f  樣 想 。我們思考世界所能給我  

們 的 ,\忧个丨丨。 ’ 利益是既眞實又豐富。但 是 ，我們

i I-1丨:r-i i I A-Ui-'l处以它們付上甚麼代價。實 際 上 ，並沒有免  

v m  "I n  , i iv .A iifii/r起來是免費的罷了。

^  M '4' • 丨U f d i 代 價 筆 之 於 書 ，就是我們的疏離  

感 、抓 砌 把 • 尺 際 關 係 的 失 落 、家 人 之 間 的 緊 張 、無法 

成 匕 的 奶 憾 , ):丨丨識帶給心靈的壓力(例如對致癌物質的恐  

1VII) • 吵久K .'则 的 沾 帶 來 的 緊 張 、對未 來 充 滿 恐 懼 ，及 

Bf城丨'1 u .im u,r''v : ■

Rl H丨丨,1 III ^  ,；iii i I組 成 的 調 查 小 組 ，曾 經 在 1 9 6 7年 

報 ；丨,,;丨,丨》• VI| I')XS；| ll.'f，毎週的平均工作時間將會降低到  

- I _ , N h  ’ 人r m : 丨-八 歲 時便 可退 休。幸好人們早  

就 :,u_;丨r " 丨r w 情 況 正 好 相 反 !現在每週的工作

詩丨⑴u丨丨' ; I  ■ A、r i雖 然希 望及早退休，但是卻負擔不起生  

沾代  f i的人 無論願意與否，都發現自己站上了原

地 踏 •'丨 機 ■'

屮■ 丨I丨的v  ■找們發現自己失去了根基。我們在前章  

w 經 丨 i.Mir,丨如• … 伯 格 的 話 說 ，他 們 成 了 「無家可  

IW I 的 , i m u i i u h 與 過 去 無 關 ，所以他們不能像傳統社  

何" im 、■ u h 洲祠上來尋求意義，他們也不能從自己所處  

ir-jn.'i ( i , i v 丨i i ' • w 瞬 間 即 逝 ，因此找不到立足點。 

饮冲 IV)岈丨i . u 执人的枓技所帶出的結果是好壞參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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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光 明與黑暗的奇怪組合。人們盡可能地憧憬著未來能得  

到 各 種 利 益 ，避 免 各 種 的 危 險 。然而我們不可能在變幻莫  

測 的 未 來 中 找 到 意 義 ；我 們 只 能 從 內 部 、從 「自我」來尋 

找 意 義 、規 則 和 實 現 。但豈不就像靠在蘆葦上一樣嗎？事 

實 上 ，身 爲現代世界 的一分子 ，就 是 一 把 兩 刃 劍 。在享受 

著 物 質 的 同 時 ，我們也需要付上痛苦的心靈代價。這正是 

我 所 說 的 「美國的矛盾」 。

接 下 來 ，我 們 要 討 論 文 化 、心 理 學 與 神 學 的 交 會 。心 

理 學 在 這 場 「自我運動」中 蓬 勃 發 展 ，因它和文化變遷一  

拍 即 合 。換 個 角 度 說 ， 「自我運動」是 現 代 化 過 程 中 ，外 

在 變 遷 的 內 在 夥 伴 ；我 們 內 在 的 混 亂 、失 落 、無 根 、道德 

矛 盾 、精 神 混 亂 等 ，正反映出外在世界的變幻莫測、沒特 

色 、殘 酷 競 爭 、失 去 超 然 性 。我們的外在世界塑造著我們  

的 內 在 世 界 ，而我們的內在世界則賦予我們一種理解外在  

世 界 的 架 構 。這兩股思潮匯集起來便產生了後現代的自  

我 。

當 後 現 代 的 自 我帶 上了宗教色彩 時，它就可能變成自  

由 派 、新興教會或鬆散的福音派了。當它以這種方式變成  

後 現 代 以 後 ，就 不再 是歷史性的更正教了。它不再取法聖  

經 、不 再 帶 有 使 徒 性 。它 徒 具 基 督 教 之 名 ，而裡面完全是  

另一套 思 想 。接 下 來 ，我們要分辨心理學、文化和神學。

儘管楊科洛維奇僅僅注意到這些開始於二十世紀六〇 

年 代 的 變 化 ，但是它們實際上卻根植於長期以來的各種發  

展 中 。雖然在美國已經走出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但這種 

形 式 實 際 上 被 複 製 到 了 整 個 西 方 。它涉及四種根本的變  

化 ：第 一 是 從 美 德 （v ir tu e )變 成 價 値 （value) ；第二是從 

品 格 （character)變 成 性 格 （personality) ，第二是從本質  

( nature ) 變 成 自 我 （s e l f ) ，第 四 是 從 罪 惡 感 （gu ilt) 變 

成 羞 恥 感 （s h a m e )。我們現在便要來探討這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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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變成價値

這種從美德到價値的 變化 之大 ，已超過兩個名詞的表  

面 意 義 ，因爲我們可以交替使用這兩個詞，我們有時候談  

到 「倫理價値觀」而腦中浮現的卻是美德。讓我來澄清一

下 。

美德

我 在 這 裡 所 說 的 「美 德 」乃 是 論 及 「善 」的各個層  

面 ，或 說 是 「品格」的 各 方 面 。他們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歷經萬代而不衰的倫理規範。當 然 ， 「什麼是美德？」這 

一直是個爭議。

在 中 世 紀 ，美 德 有 兩 種 ：自 然 的 美 德 ，即 智 慧 、勇 

敢 、節 制 和 正 義 ；而超自然的美德就是信、望 、愛 。這七 

種美德相對於七種可怕的罪行。

宗教改革者之所以摒棄了這種劃分法，乃是因爲它使  

人 誇 口 ，誇說四種自然的美德是自己的功勞，神的恩典只  

不過是使這些美德更加完美。實 際 上 ，聖經較少著墨於美  

德 （除了腓四 8 ; 彼前二9 ；彼後一 3等處之外） ；但 是 ，聖 

經 卻 明 確 地 談 到 ：道 德 、良善與神的屬性的關係。道德和  

良善不僅反映在神的屬性中，而 且 也 反 映 在 受 造 物 中 （羅 

一 18-20)和 人 的 良 心 中 （羅二  14-15) 。

不 管我 們用 何種方式來理解，無 可 避 免 地 ，我們心中  

仍 有 一 個 道 德 世 界 ，神 在 其 中 作 王 ，維 護 良 善 ，痛恨罪  

惡 ，祂要求我們認識善惡之別，並要求我們向祂負責。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很 有 把 握 地 說 ，道 德 、良善永遠是對  

的 ，因爲它是神的屬性。聖 經 在 敘 事 、詩歌和誡命中談到  

神 的 聖 潔 、公 義 、憐 憫 、慈 愛 和 信 實 。而這些屬性在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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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其不同的應用。這些都清清楚楚地成爲我們的生  

活 規 範 ，而我們如何實踐卻又是另一回事。

歷 世 歷 代 以 來 ，人 們都 曾經嘗試去效法這類美德。羅 

馬 天 主 教 是 如 此 ，在十九世紀更正教自由派也是如此。向 

來 ，那些 熱切追求 美德者最具吸引力的論述雖然稍微不  

同 ，但都同樣主張人們當以成爲有道德的人爲目標；而透 

過 實 踐 ，人們就可達到這個目標。馬丁路德曾經抨擊這是  

出 自 亞 里 斯 多 德 （A r is to t le )的 觀 念 。人 們 認 爲 ，就像人  

的 才 能 一 樣 ，人天生的美德也可以透過實踐而得到提升。 

無 疑 地 ，這種觀點並沒有考慮到罪對我們德行的侵蝕和扭  

曲 。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實踐本身，而 是 徹 底 的 、超自然的  

更 新 。這一直是更正教理解聖經的方式，以後我們還會再  

討論這一問題。

問 題 的 關 鍵 在 於 ： 「我 應 當 」就 是 意 謂 「我 能 夠 」 

嗎 ？就算我們陷入罪中不能完全順服時，神仍要求我們順  

服倫理規範嗎？祂有沒有因爲我們做不到而修改自己的命  

令 呢 ？

答 案 當 然 是 沒 有 ！神不 可 能修 改 自 己 的 命 令 ，因爲祂  

不可能修改自己的屬性。因此祂道德上的要求在人墮落之  

前與墮落之後都是一樣的，其中發生改變的乃是我們順服  

神 的 道 德 能 力 。雖然人無法完全按照神的要求來生活，神 

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卻未曾改變。神並不會照我們的能力來  

來 修 改 道 德 標 準 ，否 則 ，最 墮 落 、最下流的惡人也能達到  

神 的 要 求 f  ! 不 ，祂的倫理規範乃是放諸四海皆準、歷經 

萬 代 而 不 衰 。我所認識的美德正是這些規範，當我們將它  

們歸納落實在一起的時候，就 成 了 德 行 。神的恩典在基督  

裡 重 新 接 納 我 們 ，就 是 恢 復 我 們 的 美 德 ，神視我們爲義  

人 ，就好像我們可以滿足神的要求一樣。

因 此 ，談 論 「美德」就 是在 談 論神 創造 的倫 理。儘管  

我 們 是 悖 逆 之 人 ，但是 倫理並沒有被摧毀，神也繼續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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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無 論 我 們 認 同 與 否 ，都 得 面 對 它 。也因此人生的路途  

常 遇 巔 頗 ，並且要用它來反省自己的品性。有一個聲音來  

自 四 面 八 方 ，對 我 們 的 良 心 說 ： 「當 心 ，你是活在一個有  

道德的世界中！」

品 格 關 乎 「倫理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落實」 ，這並不 

表 示 那 些 誠 實 、守 信 、充滿同情和體恤別人的人就擁有得  

救 的 條 件 。在 神 眼 中 ，作誠實的人當然要比作騙子好；能 

體恤他人當然比不關心他人死活要好；遵 守 倫 理 的 社 會 ， 

總比道德淪喪的社會好，這就是爲什麼直到如今，社會仍  

然重視美好品格的原因。無 論 如 何 ，重視品格總是社會自  

我保護的方式。

實 際 h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推 薦 信 裡 ，最被看重的就是被  

推 薦 者 的 品 格 ，這種推 薦深受歡迎。如今對他人品格不當  

的評價可能招來訴訟。但 是 ，現今對品格的重視遠不及對  

能 力 的 重 視 。在 這 個 複 雜 、競 爭 激 烈 、科 技 化 的 世 界 中 ， 

能 力 戰 勝 了 品 格 。多 數 人 皆 認 爲 ，品 格 雖 美 好 ，但能力卻  

帶 來 收 益 。

在 我 們 的 社 會 中 ，因 爲 對 品 格 的 忽 視 ，用能力取代品  

格 ，這已經造成嚴重的虧損。許多在專業領域中極具才華  

的 人 ，卻 毫 無 誠 信 ，於 是 禍 患 無 窮 。我們只要從我們的大  

學就 能看 到這一點 。教授們大多的是全國最優秀和最具創  

意 的 人 ，但 他 們 往 往 也 是 最 憤 世 嫉 俗 、最 乖 謬 、最仇視  

人 、最 陰 險 、最 變 態 、最 暴 躁 、最乖戾的人。

品德的淪喪已經變成國家的重大問題，以致許多商學  

院和醫學院不得不趕緊引入倫理課程。然 而 ，即使倫理課  

程 教 得 再 好 ，對那些內心已經和倫理脫節的人來說，道德 

只不過是一片用完就丟的O K繃罷了  ！這就是西方的情況， 

他們已經丟棄傳統的倫理。三分之二的人不相信絕對的道  

德 ，它只不過是一堆選項中的一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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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値

我 們 說 美 德 變 成 了 一 種 價 値 。我們今天所談到的價  

値 觀 （v a lu e s )乃是一種相當新的概 念。在 1928年 的 《牛 

津英語詞典 》 {Oxford English D ictionary ) 中 ，雖然從  

1882年初版以來已經累積了 50萬 個 單 字 ，卻 沒 有 「價値觀 

(v a lu e s )」這 一 條 。 「價値觀」是二十世紀晚期西方所談  

論 的 話 題 。

價値觀代表了  - 個 相 對 化 的 倫 理 觀 ，從某些方面來  

看 ，它顯然是一種非常新穎的觀念。雖 然 ，以前那些倡導  

自由的思想家、小 說 家 、藝術家和其他前衛派人士已經探  

討 過 各 式 各 樣 的 「倫 理 」 。但如今西方的情形卻嚴重多  

了 ，不僅是那些文化精英們，如今幾乎人人都變成前衛派  

了 ！每個人都要嘗試一下生活在一個沒有道德規範、沒有 

客觀倫理的世界是甚麼滋味。

一 旦我 們 將 倫 理 拋 諸 腦 後 ，我們就不得不以一種無價  

値的方式來看待價値觀了，因爲對這個人來說是正確的東  

西 ，對 另一個人未必正確。隨著古典倫 理的 消逝 ，美德也 

就跟著消逝了  ！在 消 逝 前 的 微 光 中 ，我們只剩下'價値觀 

了 。

品格變成性格

最 近 ，人 們 認 爲 「自我」—— 各 種 經 驗 流 通 、處理的  

內在中心—— 和 品 格 無 關 。實 際 上 ， 「自我」是到了二十  

世紀 才聲 名 大 噪 的 。在 此 之 前 的 人 ，對 現 在 所 流 行 的 「發 

現自我」 、 「開發自我」 、 「自我評價」 、 「自我實現」 

等名詞會感到相當困惑。

幾 個 世 紀 以 來 ，西方一直都只是將自己的良心—— 即 

現 代 所 謂 的 「自我」—— 與本性和品格相提並論。人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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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 應 當學 習 美 德 、捨 棄 私 慾 。美德之所以能維繫下去， 

是因 爲人相信道德律、本 性 中 的 美 德 ，還有聖經中所啓示  

的 美 德 ；或者可能僅是普遍性的假定它們存在而已。

性格的出現

在 《作爲歷史的文化 》 [Culture as History ) 這本書 

中 ，作 者 蘇 斯 曼 （Warren Susman ) 看到二十世紀初的一  

個 變 化 ：早期老一輩給新一代的忠告當中，常 常 是 用 「責 

任」 、 「善行」 、 「道德」 、 「禮貌」 、 「榮譽」 、 「公 

民品格」 、 「名譽」等 道 德 性 詞 彙 。但是到了二十 世紀， 

長 輩 的 忠 告 變 成 ： 「迷人的」 、 「驚人的」 、 「富有魅力 

的」 、 「耀眼的」 、 「大師級的」 、 「有創意的」 、 「有 

領導力的」 、 「有說服力的」等 。過去是 用品 格的 詞彙 ， 

而二十世紀則是用性格的詞彙。品 行 並不 具迷 人、耀眼等 

含 義 。反 之 ，性 格 不 具 有 責 任 、榮 譽 等 含 義 。品格以善良  

爲 特 徵 ，而性格則以魅力、有說服力或吸引力爲標誌。

這個世界變了  ！現 在 ，內心的道德動機已經不重要  

了 ！現在是一個心理的世界。原先重 視事 物的 本質 ，現在 

變成重視別人對我的觀感。神 可能會 審 判 人 心，但我們要  

先 關 心 的 是 我 們 給 人 的 觀 感 如 何 ，畢竟這是別人看得見  

的 部 分 。一個只重視物質生活的豐富、漠視倫理標準的社  

會 ；會以成功爲首要目的，而 不 看 重 人 的 品 格 ；結果人們  

最關心的是：我們在他人面前的「表現」如 何 。

自我推銷

這種改變使人們致力於推銷自我。性格是可以銷售的  

產 品 ，而 品 格 卻 不 是 。人們在電視上銷售自己的時候，所 

標榜的是自己的性格而不是品格。既然形 象被 視爲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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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印象」就 和 「成就」一樣重要了。

外 在 的 表 現 是 一 種 「表演」 。如 果 古 代 的 格 言 是 「自 

我犠牲以成就美德」 ，那 麼 現 代 的 格 言 便 是 「自我實現以 

獲得成功」 ；其 重 點 是 ：要 鶴 立 人 群 、要 獨 特 、要凸顯自 

我 、要 引 人 注 目 、要 維 護 自 我 。實 際 上 ，在二十世紀晚  

期 ，出 現 了 一 套 幫 助 人 登 上 舞 臺 的 新 興 產 業 ，好像在公  

共 、人前的自己與隱藏、內在的自己之間是毫不相干的。

這 種 張 力 一 再 地 出 現 。例 如 ，我們現在習慣以履歷表  

來 判 斷 人 ，即使履歷表可能有誇大之嫌。或許更讓人驚訝  

的 是 ，大學裡的研究計畫原不可重覆其他的研究，但遺憾  

的 是 ，我們發現有些研究中一開始就竄改資料。雖然這類  

情 況是不常見的特例。但 我 很 保 守 地 說 ，許多人都言過其  

實地去凸顯自己的重要性與成就。

實 際 上 ，爲 了 提 供 最 佳 印 象 ，現在已經出現了  -整套 

的 文 化 ，透過穿著向人們傳達一種強有力的訊息，強調肢 

體 語 言 的 重 要 性 ，很有策略地安排自己在辦公室中的座  

位 。總 之 ，成功的外在表現比美好的品格更重要。

透 過 這 一 類 的 方 式 ，人們爲了達到目的而試圖製造一  

種 形 象 ，儘 管 這 樣 的 形 象 可 能 是 虛 假 的 。按照以往的倫  

理 ，這 樣做 就 是 說 謊 。在 這 個 新 的 、治 療 性 的 世 界 ，這個 

作法被視爲策略而非謊言。假如 出了 什 麼 問 題 ，假如沒有  

「達到效果」 ，可恥之處不在於製造假像，而在於掩飾得  

不 夠 好 。

在 商 業 化 世 界 中 ，我們 很少 會相 信 商 業 廣告 ；既然如  

此 ，當別人誇大自己的成就、僞 造 、吹 虛 、凸顯自己的時  

候 ，我們爲什麼會憤怒呢？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認爲，政 

客們 不 斷 地 撒 謊 。英 國人也這 麼認 爲。我們不是已經習慣  

這些事物了嗎？我們對他們的的誇大之詞不是會自動「打 

折扣」嗎 ？

或 許 眞 是 如 此 ！但 是 ，撒謊藝術已精湛到了天衣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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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地 步 ，無 懈 可 擊 ，以致我們無法在政治領域、新聞報導  

或商業活動中分辨眞假。漸 漸 地 ，我們只希望有一個灰色  

地 帶 ，從 倫 理 角 度 講 ，就是沒有黑白之分的世界。我們已 

經學會毫不思索地對任何主張都打一點折扣，也不再相信  

任 何 的 聲 明 。這 一 切 都 顯 示 ，我 們 已 不 再 相 信 「品格」這 

種東西了  ！

怪 的 是 ，居 個 中 翹 楚 的 「推銷員」已成了精明滑頭的  

代 名 詞 ，他們擅 長 說 服 之 道 ，因此消費者要小心提防。卡 

內 基 （Dale Carnegie)在 1935年 出 版 《如何贏得朋友並影響 

他人》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這 本 書 ， 

它成爲二  + 世紀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當卡內基在 1955 

年 去 世 時 ，他 已 經 是 「個性塑造」這 一 行 的 翹 楚 。他是那 

廣 泛 的 、多 元 的 、興 旺 的 「自救文學」的 先 鋒 。卡內基所  

做的其實就是把推銷商品的那一套拿來推銷自己。這導致 

一個 重 大 的 後果 ，原本是應該開發美好人生的，如今卻變  

成 開 發 「自我」 ，結 果 ，我們便認爲幸福與品格毫不相干  

了 ！

影像市場

半個世紀以來改變我們世界的電視，正是協助完成這  

種轉 變的 絕 佳 工 具 ；不 僅 有 電 視 ，還 有 電 影 。電視所強調  

的 乃 是 性 格 ，它的內容全都是性格的投射。內在的品格不  

見 了 ，並 且 與 外 在 的 形 象 毫 不 相 干 。正如新聞記者舒爾  

(Daniel S chorr)所 說 的 ，新聞涉及的是誠實，假如有人造 

假 ，那是因爲有人讓他那樣做！鏡頭上那個人見人愛的主  

持 人 ，下鏡後可能是既自負又令人厭惡的人。對電視明星  

來 說 ，電視消除了在他們的品格與性格之間的關聯。

大型的行銷型教會已受這種情形的影響，它們的會友  

也是如此看待自己的牧師。尤 其 是 在 那 些 「慕道友導向」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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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大 型 教 會 ，牧 師 在 大 螢 幕 上 是 一 位 卓 越 人 物 、一位演  

員 ，他似乎與教會中的每個人都很親近，但實際上卻與會  

友 十 分 疏 遠 。這些牧師有許多在性格上是孤僻的，於是關 

懷羊群便落在助理們身上。這種情況與傳統牧會的模式何  

等 不 同 啊 ！傳統教會的牧師不是演員而是牧者，他們知道  

群 羊 的 情 況 ，他們按照神的呼召去對待教會會眾。他們認 

爲若只是在講臺上表演，那就有禍了  ！

在 我 們 的 文 化 中 ，品 格 與 性 格 的 分 裂 ，造 成 「名流」 

取 代 了 「英雄」 。英雄是按某種內在德行去行動的人物。 

必 須 與 品 格 有 關 ；戰爭中的士兵在槍林彈雨中拯救自己的  

戰 友 時 ，表 現出 偉 大 的勇 氣 ；消防隊員冒著生命危險進入  

建築物中拯救那些瀕臨死亡的人，表 現出 偉 大 的勇 氣 ；那 

些 犠 牲 個 人 前 途 來 揭 露 公 司 黑 幕 的 人 ，表現出偉大的勇  

氣 ；有些人本著勇氣與樂觀面對那痛苦不堪的疾病，他們 

同樣也表現出偉大的英雄氣慨。

相 反 地 ，成 爲 名 流 是 關 乎 性 格 ，而 非 品 格 。所謂名  

流 ，便 是 家 喻 戶 曉 的 人 物 。我 們 生 活 在 商 業 世 界 、影像 

世 界 中 ，名 氣 是 可 以 輕 易 獲 得 的 。許多名流並不是因爲  

有 什 麼 特 別 貢 獻 而 聞 名 ，許 多 人 實 際 上 並 無 多 少 成 就 ， 

至少在道德上是如此。但 是 ，他們卻深諳如何操縱影像世  

界並塑造自己的形象。過 了 幾 代 之 後 ，誰還會記得瑪丹娜 

(Madonna) 和 布 蘭 妮 （Britney Spears ) 有什麼貢獻呢？然 

而 ，在 當 時 ，她們卻遠比那些在戰場上爲國犠牲的英雄更  

有 名 ，也比那些冒生命危險救人的消防隊員，以及其他那  

些付上很大的代價來完成義舉的人物更著名。今天眞實的  

情 況 是 ：性格戰勝了品格，名流戰勝了英雄。

後果

這種轉 變 導 致 許 多 的 後 果 ；但 在 起 初 ，很少人預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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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後 果 。在那極重視品格的古老世界中，有一種與我們現  

在截然不同的自我理解。當 時 的 人 認 爲 ，人的成長來自對  

美德的培養和約束惡行。透過自我節制與自我犠牲所產生  

的道德約束，乃是達到滿足與幸福的關鍵。

與 此 相 反 的 ，現代人 的 性 格乃 是毫 無 約束 的 自 我表  

達 、自 我 滿 足 、自 我 實 現 。對 快 樂 的 追 求 巳 經 取 代 f 道 

德 的 培 養 ，情緒的宣洩取代了道德的沉靜。最明顯的特點  

是 ，人們現在認爲幸福與道德無關，在沒有道德的情況下  

仍 能 追 求 幸 福 。實 際 上 ，許多人認爲幸福完全是可以購買  

來 。這 就 是 生 活 在 「消費樂園」的 後 果 ，我們古老的倫理  

已經蕩然無存。

這 種 從 品 格 到 性 格 的 轉 變 也 改 變 了 我 們 對 成 功 的 觀  

念 。上 一 代 人 從 「勤勞」來 思 考 成 功 。但 是 ，成功卻不僅  

是 努 力 工 作 而 已 ，也 要把 事 情 做 得 好 ，能 表 現 出 奮 鬥 、正 

直 、負 責 及 公 正 等 等 。那些工作出色的人生活更爲謹愼， 

他 們 不 自 我 放 縱 ，拒 絕 奢 華 ，並 且有 溫和的美德。這種成 

功是人人皆可獲得的，無論他們從事哪一行。

拉 斯 科 （Christopher Lasch ) 在 《自戀的文化》 {The 

Culture o f Narcissism ) 這本書中提到，當涉及金錢問題時， 

我們的前輩們相信要未雨綢繆。他們反對自 我 放 縱 ，相信 

要恆心地儲蓄。他們認爲這是保障兒女的一種責任。

我 們 想 法 卻 不 同 。信 用 卡 、通貨膨脹和廣告都向我們  

保 證 ，先購買再付款才是明智。我們不相信延遲的滿足。 

我 們 認 爲 ，享樂不只是一種生活的副產品，而是牛活的必  

需 品 °

當我們的焦點從品格轉移到性格時，我們對成功的理  

解 也 會 隨 之 改 變 。成 功 不 只 是 過 •種 .53善 的 生 活 ，而是要 

過 得 好 ，過 得 舒 服 ，出 手 闊 綽 。以前別人會因爲我們的品  

格 和 工 作 品 質 而 讚 賞 我 們 ，如今這些特質已經失去了光  

芒 。現 在 ，我們擁有甚麼東西、能給人甚麼印象才是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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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

今 天 ，我 們 或 許 寧 願 被 人 們 嫉 妒 ，而不要被人們景  

仰 。以前的成功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今天的成功卻是轉  

瞬 即 逝 。成功不是倚靠自身的品格，而是依託於他人的感  

受 。而感受變幻無常，很 快 就 被 取 代 、遺 忘 。因 此 ，今天 

的成功也需要不斷去更新、磨 光 、升 級 、重 塑 、復 甦 、弄 

得 流 行 一 點 、包裝得更美麗動人一點、打 扮 得 光 鮮 一 點 、 

讓人 們更 肯定 一點 。這是一項 持續的工 程，假如不進行下  

去 ，我們的成功也就隨之消散。

這些變化已經將我們帶入一種有趣的矛盾中。例 如 ， 

這 種 轉 變 鼓 勵 我 們 ，想 要 成 功 就 得 變 成 「多 重 性 格 」的 

人 。我 們要與眾不同、要 出 人 頭 地 、要 特 立 獨 行 ，要用獨 

特 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我們應該視自己和感受爲獨特及寶  

貴 的 。因 此 ，假 如 我 們 表 現 眞 正 的 自 我 ，我們就會很獨  

特 。

同 時 我們也 要人見人 愛，與 眾 人 建 立 好 的 關 係 。怎麼 

做 呢 ？我們如何能與眾不同又與人有好關係呢？我們如何  

表現自我乂不致侵犯別人呢？我們如何才能得到了自己的  

利益而乂不傷及他人呢？

當 我 們 偏 重 性 格 而 不 注 重 品 格 時 ，便摧毀了道德義  

務 。在 「個人」以 外 ，已不再 有約 束、引 導 「個人」的道 

德 存 在 了 。現 在 ，我 們 已 經 是 「自我導向」了 ，各有各自 

的 路 。大家彼此的道德觀迥然不同，沒有任何規範性的秩  

序可以約束個人行爲。因 爲 沒 有 規 範 、個 人 各 行 其 是 ，社 

會 便 開 始 解 體 。法律被更高的自我需要取代了。當這種情  

況 發 生 時 ，這個自我便開始徹底改裝爲一個前所未有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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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變成自我

本性

以往我們一直相信人類有其本性。我 們 認 爲 ，在外表 

—— 性 別 、民 族 、年 齡 、語言—— 之 下 ，有某種人類共有  

的 東 西 ，基督教把它稱爲神的形象。當 然 ，到底這種形象  

是什麼以及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它，人 們一直都 有 爭議 ，有 

部分原因在於聖經並沒有提供一個確切的定義。然 而 ，人 

有 神 的 形 象 ，這 正 是 聖 經 禁 止 殺 人 的 理 由 （創九 6 ；雅三 

9 ) ，從這一點我們便可推論，這種形象賦予人超乎尋常的  

價 値 ，使人成爲祂創造的最高峰。

禁止殺人是因爲我們被造時的身份，而不是我們在不  

同處境中的身份。我們並不能因爲我們不喜歡某個民族就  

去 殺 害 他 們 ，因爲他們也是神的形象。我們不能因爲老人  

已 經 對 社 會 毫 無 用 處 就 殺 害 他 們 ；重點在於他們到底是  

誰 ，而不在於他們的用途。順 便 一 提 的 是 ，我們也不能因  

爲胎兒無力保護自己，或者會成爲我們的累贅，就殺害他  

們 。凡 是 人 類 ，都有神的形象。

同 樣 的 ，這種形象雖然被人類的墮落玷污了，卻沒有 

徹 底 毀 滅 ，而且在基督裡可以恢復神的形象（弗四24 ；西 

三 1 0 ) ，這就是神在祂百姓身上所成就的救贖工作，不管 

人 的 時 代 、地 區 、文 化 、性 別 、民 族 、階 級 或 年 齡 ，都是 

如 此 。

人 們 向 來 都 相 信 ，有一種爲萬 民 所 共 有 的 、可作爲生  

命基礎的東西存在。雖 然 有 些 人 並 沒 有 從 「神的形象」來 

談 論 人 性 ，也沒有從救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他們仍  

然明白人類都有人性，屬 於 相 同 的 族 類 。至於我們依據人  

的 行 爲 反 應 ，要判定人性到底是好是壞，那就要看用什麼  

標準來衡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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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之死

傳 統 對 人 性 的 看 法 在 過 去 兩 個 世 紀 中 已 經 漸 漸 地 瓦  

解 。達 爾 文 的 革 命 使 我 們 認 爲 ，人和其他動物沒什麼差  

別 ；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反對人裡頭有獨特的人性；其他許 

多 存 在 主 義 者 ，則 認 爲 「人性」的觀念將贬損個人的選擇  

和 存 在 ，因爲這種觀念把我們的行爲當作是「人性」造成 

的 結 果 ；在 各 種 科 學 領 域 中 ，開始將人視爲只是一系列複  

雜的化學和電流的反應。在 這 台 機 器 中 ，並 沒 有 「靈魂」 

存 在 。

於 是 ，今天許多人生活在一個非道德的世界中，一個 

沒 有 任 何 倫 理 、沒有 任何 規 範 的世 界 中 ；在 這 個 世 界 中 ， 

「偏好」與 「權力」主 導 一 切 的 發 生 ；有些人付諸行動將  

其表現出來，有些人則是在電影中看到。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初 ，好萊塢開始藉著越來越多血腥萬分  

的電影而攫取巨額利潤。囚犯的肢體在觀眾們面前被鋸了  

下 來 ，耳 朵被 撕裂 了下 來，臉 被 弄 成 了 畸 形 ，強酸從人身  

體 上 流 淌 下 來 ，人 們 （常常是女人）遭 受 可 怕 的 獸 行 。在 

這 些 恐 怖 電 影 中 ，根 本 沒 有是非觀 存在。其中所有的不過  

是 權 力 ，也就是爲所欲爲的權力。這些 不 管 有 多 麼 古 怪 ， 

都 是 後 現 代 世 界 的 一 面 鏡 子 。那 些 沒 有 權 力 的 、空虛的  

人 、那些在冷漠的世界中盲目地漂泊的人，在觀看的過程  

中 ，認 同 那 些 變 態 者 ，找到自己生命中所沒有的東西：不 

受挑 戰 的 、統治他人的權力。

這 一 章 談 到 各 種 變 化 ，道 德 世 界 漸 漸 解 體 。一種無可  

避免的邏輯引導我們脫離了重視德行的倫理世界，脫離了 

那 塑造我們生命的品格，脫 離 了 思 考 本 性 ，而轉向了圍繞  

自 我 、性 格 及 「不涉及價値的價値觀」來 思 考 問 題 。這一 

切 都 彼 此 相 關 ，它 們是 一長 串的骨 牌 。當其中一塊倒下的

第五章S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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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候 ，就 會 推 倒 下 •塊 ，就 這樣 一塊 接 一 塊 ，最後整串骨  

牌 都 倒 了 。所 剩 的 就 只 是 權 力 了 ，也就是隨心所欲的權  

力 。這種 趨勢 對 於 弱 者 、殘 障 、老 人 、未 出 生 胎 兒 、少數 

民族以及無力保衛自己的人來說，是特別危險的。

「自我」脫穎而出

因 此 ，由 本 性 轉 向 自 我 ，從 我 們 的 「共通點」轉向每  

個 個 體 的 「獨 特 性 」 。這 個 自 我 就 是 由 我 們 的 思 想 、直 

覺 、渴 望 、創 造 力 、個 性 所組成 內心世界，也就是所有使  

我們有別於他人的東西。事 實 上 ，自我就是我獨特之處。 

我雖 然和 別 人一 樣 ，有 相 同 的 身 體 、四 肢 ，但我的自我卻  

與其他人有所不同。

這個 自我純粹是由我們的思想、直 覺 、情 感 、興 趣 、 

能 力 （特 別 是 自 我 醫 治 的 能 力 ）與資質所組成的內心世  

界 。所有人的內心都擁有那種使自己可以獨特的東西，那 

是 由 性 別 、種 族 、年 齡 、世 代 、文 化 、個人經歷及內在心  

理 結 構 所 構 成 的 。將 這些 集 結 在 一 起 ，我們便是獨一無一 i 

的 人 。沒有任何人完全擁有和你或和我…模 一 樣 的 特 色 、 

組 合 、觀 念 。

這 就 是 過 去 幾 十 年 來 我 們 的 學 校 教 給 我 們 孩 子 的 東  

西 。隨 著 他 們 的 成 長 ，每個孩子都將會成爲一個與眾不  

同 、獨 特 的 人 ；每個人都有他或是她自己的價値觀，個人 

的 意 義 及 地 位 ；每個人都應當爲此而受到人們的尊電；每 

個人都有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如 果 我 們 無 法 明 白 、擁 護 、認 同 這 種 主 流 思 想 ，就會 

出 差 錯 。這 已 成 了 定 論 ！自六〇年代以來，實際上所有教  

育者和心理學家似乎都同意這種觀點。不 僅 如 此 ，現在仍  

有廣泛的大眾在支持這樣一種迷思，就 是 ：缺乏自尊會造  

成 不 良 行 爲 、教 育 失 敗 、任 性 調 皮 、反 社 會 傾 向 、暴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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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婚 、種族主義和整個毒品文化等，這一切都是失去自尊  

的 緣 故 。許多人對這種迷思堅信不疑，許多與此有關的教  

育政策已經獲得充足的資金挹注，美國的聯邦政府與州政  

府都爲其背書。

問 題 是 ，過 去 四 十 年 來 ，一次次的研究都不能證明缺  

乏自尊與社會弊病之間有確實的關係。然 而 ，這種迷思已  

經 取 得 主 導 地 位 ，它是社會大 眾所認同 、所 維 護 的 ，它已 

成 爲 •個 龐 然 大 物 ，以致人們若對它提出質疑的話，便成 

爲 異 類 。

當 然 ，眞 實 的 情 況 是 ，西 方 社 會 想 要 單 用 「自我」來 

思 考 這 些 問 題 ，他們想要利用這個新的心理世界取代古老  

的 宗 教 世 界 。其 實 ，用這種思考方式並沒有辦法找到眞  

相 。

權利

西 方 社 會 對 這 種 「自我表達」的 方 式 ，巳經出現不同  

程 度 的 容 忍 。關 於 這 一 點 ，2003年有個 大規 模的 研究，稱 

爲 「世界價値觀調査 」 （World Values Survey ) ，它得到 

的 結 論 的 確 如 此 。它的分析含括了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  

口 。研 究 發 現 ，人們視現代化爲一種蔑視傳統與權威的態  

度 ，並 主張 自由 地表 達自 我。這 類 態 度 最 深 入 、最明確的  

出 現 在 老 牌 的 更 正 教 國 家 ，如 瑞 典 、挪 威 和 荷 蘭 ，而美 

國 、英 國和愛爾蘭也緊跟在後。這種自我表達的方式常與  

世 俗 和 埋 性 主 義 結 合 。換 句 話 說 ，因爲它總是抵制自我  

之 外 的 任 何 權 威 ，所以它便與抵制各種宗教約束的啓蒙運  

動 爲 伍 。有 趣 的 是 ，老 牌 天 主 教 國 家 ，如 法 國 、葡萄牙和  

墨 西 哥 ，卻 抵 制這 種新的自我倫理 、新的西方 個人主義 。 

並 且 這 種 個 人 主 義 在 冋 教 國 家 （如 印 尼 ） 、在傳統社會  

( 如大部分非洲地區） ，及 老 牌 馬 克 思 主 義 國 家 （如前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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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 ，是無法生存的。

儘 管 存 在 著 這 些 差 異 ，但 這 場大規 模研究的 結果卻  

是 ：標 榜 自 我 ，抵 制 所 有 外 在 力 量 （如 宗 教 或 道 德 約  

束 ） ，正就是西方文化的特色。我 們 必 須 注 意 ，這同樣也  

爲基督教信仰營造了一種充滿敵意的環境。基督教信仰正  

在 離 西 方 而 去 ，這 點 並 不 奇 怪 。最 奇 怪 的 是 ，福音派教會  

如此輕易地接受一種與自己敵對的東西。

依 照 「世界價値觀調査」來 看 ，自我的追求並沒有明  

顯 地 違 背 傳 統 的 本 性 觀 （人 性觀 ） 。但兩者互相消長卻是  

事 實 。如 今 ，整 個 西 方 是 拒 絕 談 論 「人性」的 。實 際 上 ， 

人們 輕視這個 話題，因爲它削弱了個人經驗的重要性，好 

像 人 的 「本 性 」是 與 「獨 特 性 」 、 「自我」爲 敵 的 ；它 

好 像 限 制 了 自 我 的 表 達 ，因 爲 我 們 不 能 跨 越 我 們 的 「本 

性 」 ，人的本性好像一個把我們困住的鐵籠。然 而 ，人們 

堅持要用掙脫牢籠的方式來定義自己、塑 造 自 己 ，整個西 

方世界已經做到這點了。

這種情況也在我們的社會產生了有趣的動力。馬克斯 

主 義 與 存 在 主 義 對 「群體社會」 （mass society) 的贬抑或 

許 是 過 分 了 一 點 ，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不認同西方新  

興 的 、壓 倒 性的 商 業 文 化；不 過 ，這些商業文化卻是我們  

今天的事實，它深深地影響我們的自我觀。

例 如 ， 「無名氏」 （指個人消失在群體中）乃是我們  

這 個 高 度 複 雜 、科 技 導 向 、充滿競爭的西方社會無法逃避  

的 一 部 分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或大城市中，在 

摩肩 擦踵 的人 群中 ，我 們 不認 識彼 此。我們在政府的官僚  

體 系 中 迷 失 了 ，我們只不過是社會安定的一員；我們在公 

司 中 迷 失 了 ，上 層 看 不 見 我 們 ，只當我們是一個要支薪的  

生 產 工 具 而 已 。我們向不認識的人買東西。我們打電話請  

水電工到家裡來維修，我們彼此都不認識對方。我們與陌 

生 人 一 同 行 駛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我們晚上接到推銷員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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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他 指 名 道 姓 地 假 裝 與 我 們 熟 識 ，實際上卻不認識我  

們 。雖 然 我 們 讀 報 紙 ，但並不認識報紙上的任何一個人。 

這 種 種 的 方 式 都 提 醒 我 們 ，我 們 在 過 一 種 「匿 名 」的生 

活 。只有少數幾個每天都有打交道的人認識我們。從這個 

角 度 來 看 講 ，這乃是一個冷漠的世界，對我們的獨特性完  

全無動 於衷 。

我 們 都 處 於 這 個 對 「自我」無 動 於 衷 、甚至還充滿敵  

意 的 世 界 中 ，我 們 正 在 爲 「自我」奮 鬥 ，爭取自我權利。

在 過 去 三 、四 十 年 中 ，人 們 的 權 利 暴 增 。有法律保障  

的 權 利 是 一 回 事 ，人們聲稱自己擁有的權利則完全是另一  

回 事 。這 些權利是由爭取自己權益的內在傾向培育出來  

的 ，卻缺少任何外在的道德律來約束其要求，這些權利正  

在 不 斷 地 增 長 。我們有權利要求自己所期望的待遇，有權 

利 享 受 衛 生 保 健 、富 裕 生 活 、不 受 打 擾 、做 自 己 的 事 、隨 

心 所 欲 、想 說 就 說 等 等 。當我們拋下道德世界進入個人世  

界 時 ，權 利 擴 張 了 ，責 任 消 失 了 。 「渴望獲得」與 「願意 

犠 牲 」這 兩 方 面 嚴 重 失 衡 。我們奢望的東西很少經過篩  

選 、判 斷 其 正 當 性 ，道德世界會篩選和判斷，如今這種高  

度重視個人權利的世界卻不會。

這類的權利主張很少有什麼限制。實 際 上 ，周遭的任  

何 人 都 會 構 成 威 脅 ，包 括 配 偶 、子 女 、甚 至 朋 友 ，當然也  

包 括 在 工 作 場 所 、俱 樂 部 、網球場或商場所遇到的朋友。

「自我」已經變成核心的道德權威。從 家 庭 到 政 府 ，都要 

優先考 量自我的 需要。個人的選擇站在首位，任何的限制  

都侵犯了個人自由、也是自我侵犯、侮辱與傷害的作法。

這些個人權利與民權運動掛鉤。把 「慾望」說 成 「需 

要 」 ，把 需 要 變 成 了 「權利」 ，權利就是我們可通過法律  

來 尋 求 救 濟 的 「正義」 。在2006年 ， 《頑童歷險記》 (The 

Adventures o f Huckleberry Finn ) 這本偉大的小說在法庭被  

起 訴 ，它被指控有種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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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自己權利的追求，正 是 賽 克 斯 （Charles Sykes) 

《被害者之國》 （J Nation of Victims ) 這本 書的 主題 。他 

引 用 一 位 「全W 接納肥胖者促進會」的成員來說明這種情  

況 。這 個 機 構 宣 稱 自 己 是 「人權」組 織 。在 芝 加 哥 ，有一 

位 成 H 向麥 當勞提起訴訟，因爲餐廳裡沒有一張椅子他能  

坐 得 下 。他聲稱美國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都有嚴重的肥胖， 

所以麥當勞餐廳至少要有百分之二十的桌椅應該依他們的  

體 型 來 作 設 計 ，這 是 他 們 的 權 利 ！這 或 許 非 常 荒 謬 ，但這 

類的故事天天都在美國各地發生。

隨 著 個 人 責 任 感 的 萎 縮 ，訴 訟 增 加 了 。美國律師的人  

數多過於世界其他國家律師的總和。索 忍 尼 辛 （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他著名的哈佛演講中談到，生活在前蘇聯  

這樣一個沒有法律的國家是可怕的；但 他 接 著 說 ，生活在 

一個只有律師的國家也同樣可怕。這就是美國今天的的情  

況 ，只 有 律 師 ！

沒 有 任 何 社 會 能 滿 足 這 群 人 ，他們擁 有如此多的權  

利 ，就 像 我 們 今 天 這 樣 。尤 其 是 當 我 們 成 了 無 名 氏 ，每 

天都在充斥著陌生人的環境中工作。他們並不虧欠我們什  

麼 。這樣的世界怎能滿足我們的慾望、尊 重 我 的 權 利 ，特 

別是那些沒有法律保障的權利呢？這 種 挫 折 的 結 果 是 ：到 

處 都出現一種新的文化，那 就 是 有 許 多 「被惹惱的人」或 

「被迫害的人」 ，他們覺得自己的權利沒有受到尊重，他 

們滿 心憤 慨！

損失

當 然 ，今天的 生活充 滿了 混 亂、痛 苦 、分歧及情緒障  

礙 。正 如 戈 爾 根 （Kenneth Gergen ) 在 他 所 著 的 《飽和的  

自我》 (The Saturated Se lf)這本書中所說的，數 十 年 前 ， 

在我們的語言中出現了 --些 新 的 詞 彙 ，如 「壓抑」 、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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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 」 、 「偏 執 狂 」 、 「貪 食 症 」 、 「中年危機」 、 「焦 

慮 」 、 「偷窺」等 。他說現在舊有的詞彙已經不夠用了， 

如 今 關 於 失 落 、空 虛 、混亂以及內在扭曲等方面的新詞彙  

正在大量的增長中。

我 們 所 處 的 時 代 已 變 成 一 個 「治療性」的 世 界 ，它建 

立 在 「失落」與 「誤導」的 基 礎 上 。它 預 設 ：因爲我們無  

法充分地滿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我們從根本上瓦解了、充 

滿 情 緒 性 的 表 達 ，處 於 「自由落體」 （失 控 ）的 狀 態 中 。 

它假設所有人都飽受痛苦、脆 弱 、混 亂 、輕 視 之 苫 ；我們 

的 自 尊 正 在 解 體 、或 者 說 已 經 解體 了 ，亟 需 重 建 。一切都 

處 於 損 壞 、失修狀態中。

這種說法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從 某 些 方 面 來 講 ， 

任 何 一 個 現 代 化 社 會 都 是 複 雜 、苛 刻 、充 滿 壓 力 、挫折  

的 。問 題 是 ，面 對 這 種 處 境 ，人們使用了錯誤的診斷工  

具 ，也開出了錯誤的處方。

針 對 這 種 病 症 ，我 們 的 對 策 是 ：要對自己 的 憂 傷 和 -  

切 的 重 擔 、挫 折 作 情緒 性地 表達；要學習把 事情 透明 化， 

將深藏在不得滿足之自我深處裡的秘密、緊 張 、仇 恨 、慾 

望 和 混 亂 全 部 敞 開 。只有透過語言宣泄這種內在能量之  

後 ，我們才能認清它們，並從中找到安慰。

當 然 ，這種自我醫治帶 來的負面 影響 是：不斷向內心  

挖 掘 的 作 法 ，只會加強我們本性中那種自我中心、自我熱 

衷 的 傾 向 。至 少 ，我個人是這麼認爲。

但 是 ，住在這個 治療 性世 界中 的人 ，甚至福音派教會  

的人都不認同我的看法。他 們 認 爲 ，如果我們不在別人面  

前 表 現 自 己 脆 弱 的 那 一 面 ，那 我 們 就 是 不 健 康 的 人 。當 

然 ，要作脆弱的人就意味著願意全然裸露，要有情緒性表  

白 ，宣 泄 感 情 ，無 論 它 多 麼 私 密 、多 麼 具 摧 毀 性 、自 憐 ， 

甚 至 邪 惡 。你看那些 電視 脫口 秀，人當著公眾面前脫衣， 

這難道還不夠明顯嗎？如果我們決定要看下去、聽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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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最 後 ，各 種 思 想 、各 種 情 緒 、各 種 理 解 、各種經歷都  

會 攤 在 桌 面 上 。全都擺出來了  ：你 瞧 ！柯林頓總統就在電  

視上大談特談自己的內褲。

這 同 樣 說 明 了 ，我們因應困境的能力是多麼的軟弱！ 

我們所能做的，就 是 將 一 切 「宣泄」出 去 。

在那個被我們拋諸腦後的古老世界中，人們認爲苦難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基督徒認爲苦難乃是人墮落的結果。即便 

是 非 信 徒 ，也不認爲苦難是個意外，他們也認同生活中必  

定 有 痛 苦 。痛 苦 、疾 病 、挫 折 、失 望 、委屈乃是我們生活  

的 一 部 分 ，它遍佈在我們每天的生活當中。

如 今 ，我 們 憎 惡 苦 難 ，認 爲 它 干擾 我們尋求快樂生  

活 ，粗暴的打斷我們的機會及平靜，它 是極 大的不公義。 

爲什麼會有惡事臨到好人頭上呢？公道何在呢？我們都有 

權 過 更 美 好 的 生 活 ！實 際 上 ，我 們 要 更 好 ！我們很難接受  

任何的患難。

罪惡感變成羞恥感

的 確 ，我 們 常 常 交 替 使 用 「罪惡感」 （guilt) 、 「羞 

恥感」 （s h a m e )這 兩 個 詞 。我們把它們當作同義詞。但近 

幾 年 來 ，尤其是在心理學著作中，這兩個詞已有明確的區  

別 。我們來探討這兩種的區別

羞恥感

羞 恥 是 指 ，我們不希望被別人知道的事情卻被人看到  

或聽到時的那種尷尬感覺。羞恥就其 本 質 而言 ，並不具有  

必 然 的 「道德」性 。人們可能會因父母的無知、不會說英  

語 、貧 窮 ，或是出身於窮鄉僻壤而有羞恥感。這些都不是  

道 德 問 題 ，但它們仍然會讓人感覺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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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這 種 羞 恥 感 也 會 牽 涉 道 德 。例 如 ，人會因爲從  

商店中偷拿東西而被攝影機拍攝下來，或是被美國國稅局  

(IRS ) 發現逃漏稅而感到尷尬。這兩種情況都是被人發現  

自己隱密的事，這是羞恥感。

罪惡感

相 反 地 ，罪惡感是因爲違 反了 外在的標準。在我們的  

法 庭 上 ，每 天 陪 審 團 不 是 宣 告 被 告 「無 罪 」 ，就 是 「有 

罪 」 。有罪就表示被告違反法律，即使大多被告都否認這  

些 指 控 ，並申訴自己 是無 辜的。有些聽到判決的人並不感  

到 自 己 有 罪 ，但是也有不少被告確實感覺自己有罪，感到 

相 當 丟 臉 。然 而 ，法官可能根本沒有興趣去了解被告的感  

覺 如 何 ，他所考慮的不是被告會不會感覺羞恥，而是有沒  

有 違 法 。

基 督 教 信 仰 中的 情 形 亦 同。福 音 所 處 理 的 罪 ，就其本  

質 而言 也 是 客 觀 性 的。它是我們在神的律法面前的罪惡， 

是我們干犯祂的標準所帶來的結果。它關乎我們在神面前  

是 當 受 責 備 的 ，而不 關乎我們有何感覺，或是缺乏什麼感  

覺 ，也 不 是 在 現 代 標 準 下 ，我 們 感 到 羞 恥 。實 際 上 ，美國 

絕大多數人認爲自己在本質上是好的，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並沒有什麼可以讓他們感到羞恥的地方。

羞 恥 感 所 談 的 是 行 爲 的 「橫 向」關 係 ，罪惡感所談的  

則 是 「縱向」關 係 ；羞恥是我們主觀的感受，而罪惡則是  

我 們 客 觀 的 情 況 ；羞恥是我們在他人面前的感受，而罪惡 

則是 我們在上帝面前的情況；羞恥感屬於心理世界，而罪 

惡感則屬於倫理世界。

如果羞恥只是純粹關於我們如何看待自我，以及我們  

的 感 受 ，那麼就不難明白爲什麼許多心理諮詢師與心理學  

家會將羞恥視爲一種需要治療的不健康的情緒。這 對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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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羞恥感」來說是正確的；人們不需要對自己的嘴唇、 

鼻 子 、耳 朵 、眼 睛 、父 母 ，或是他們的家庭感到尷尬。然 

而 ，我們許多羞恥的感受是有眞實的倫理問題’並不是虛 

假的羞恥感，而是有眞實的道德原因的。我們如果因爲貪 

汙 、欺 騙 、自吹自擂被人抓個正著而感到耀尬’卻辯解說 

我們必須從這種不舒服的感受中得到釋放’其結果就是使 

人不知羞恥，就是徹底斬斷我們與道德世界的聯繫 °

醫治自我

梅 寧 哲 （Karl Mem iiger) 13在七 ◦ 年代的名著《罪到哪 

裡去了 ？》 （Whatever Became o f Sin? ) •書 中 ，討論到罪 

惡到底是什麼？答 案 是 ••其中有一些變成刑事的案件，而 

大部分則變成了疾病。今 天 ，爲了處理所有這些「疾病」 

而出現一大堆的組織和相關的產業。要判斷得什麼病，有 

十二個方法。是食物的問題嗎？那就試一試「匿名貪食族 

協會」 （Overeaters Anonymous ) 吧丨是工作的問題嗎？ 

那就試一試「匿名工作狂協會」吧丨是性問題嗎？來丨這 

裡有許多種選擇丨試一試「匿名亂倫者協會」 、或 「匿名 

性成癮者協會」 、或 「匿名性無能者協會」吧丨是毒品問 

題 嗎 ？試 一 試 「匿名古柯鹼上癮者協會」或 是 「匿名毒 

品上癮者協會」怎麼樣呢？是婚姻問題嗎？同樣有幾個 

小組來供您選擇，像 「匿名家庭問題協會」 、 「匿名失敗 

父母協會」 ’ 甚 至 是 「匿名失敗祖父母協會」 ° 是整潔的 

問題嗎？試 看 看 「匿名髒亂者協會」吧丨每個人都有一個 

協 會 ！我們所有的弱點與失敗都可以透過這些技術得到醫 

治 °

n 譯 註 ：KaH M enn inge r或譯爲卡爾 . 門寧格爾’美國著名精神病醫 
生 、精神分析學家和心理學家，對人的精神世界 ， 尤— 是死亡本能、 
自殺衝動有深入研究。 { W h a t e v e r  B e c a m e  o f  S i n ? ) 這木書1973年 
Hawthorn Books, Inc., New York出版，1988年由Bantam  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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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鐵石心腸的人才會嘲笑那些受傷害的人和他們尋  

找 安 慰 的 努 力 。那些所謂的疾病確實是很嚴重的，它們會 

帶 來 混 亂 、痛 苦 ，也往往會帶來破壞，甚 至是毀滅。

然 而 ，我們卻 不 應 當 忽 略背 後重 要 的 預 設 ： 「自我」 

裡面包含了自我醫治的功能，正如某些傷口或疾病會自行  

痊 癒 一 樣 。其 中 的 假 象 是 ：可以 激 發 自 己 天 生 的 、內在的 

本 能 ，而 獲 得 自 我 醫 治 、自我恢復 的能 力。以前我們看各  

種罪 是 倫 理 上 的 缺 陷 ，如今卻認爲只是情緒上的缺陷，這 

種缺陷像割傷或肺炎一樣，是可以治癒的。

街 頭 出 現 許 多 的 健 身 中 心 。這起碼已經顯示出某種矛  

盾 ；當 教會在西方日漸衰微時，健身中心卻不斷地增加。 

這不只表示人們越來越重視身體健康，更 是 告 訴 我 們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人們認爲老化會使我們失去價値。或 許 ，從 

更 深 入 的 角 度 來 看 ，它 是 人 們 尋 求 某 種 「世俗化永生」的 

例 子 。

過 去 ，人 們會認爲 罪惡是內心嚴重的污染，今天卻只  

當 作 是 一 種 疾 病 。我 們 今 天 認 爲 ，憂 傷 、甚至羞恥都可以  

醫 治 。這些治療活動已成爲一種世俗的崇拜，可以通往永  

生—— 至 少 能 防 止 老 化 ；至 少 就 短 期 來 說 ，拍打腳掌可以  

拯 救 靈 魂 ，自我的汙染可以透過汗水來排除。

這 是 不 談 罪 的 救 贖 ，不 談 福 音 的 醫 治 。這一切都是  

人 文 主 義 的 思 想 。這 場 自 我 運 動 的 理 論 家 ，諸如羅傑斯  

(Rogers) 、弗 洛 姆 （F r o m m ) 、羅 洛 _梅 （M a y ) 與馬 

斯 洛 （M a s l o w )全都自稱是人文主義者。但 奇 怪 的 是 ，美 

國人大多自認爲是有靈性的，多數的人也認爲自己是虔誠  

的 ，卻 早已 像青 蛙跳 水一 樣，全都跳入這個治療性的池塘 

中 。難道我們不管自己實際的走向嗎？難道福音派不能停  

在 這 池 塘 邊 ，仔細 思考一些神學課題，而逕自跳入這個骯 

髒的池塘中嗎？

第五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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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同的領域

不要對我溫和地建議 感到 詫異 ：該是福音派下車的時  

候了 ！或 說 ，該是收復失土的時候了  ！而 且 ，這塊失土已  

經 和以前截 然不 同。我們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這種 

思維並不是以自我爲基準，而是以神爲基準。它們必須在  

實際的倫理世界中重建，而不是在我們人爲的外在世界中  

重 建 。它要連結到永存的眞實世界，而不是短暫的世界。

或 許 ，那 些 想 要 從 「自我」話題中大獲全勝的福音派  

世 界 ，對 我 的 建 議 不 感 興 趣 。而 値 得 思 考 的 是 ，某些時  

候 ，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爲聰明（參路十六 8 ) 。今世之 

子已經製造出了大量文獻，是光明之子要留意的。這些書 

籍在說些什麼呢？

許 多 學 者 看 到 ，這 種 治 療 性 傾 向 帶 來 令 人 震 驚 的 後  

果 ，就 是 我 們 的 自 我 開 始 解 體 了 。當這個世界失去了中  

心 ，或 者 更 切 確 地 說 ，當 這 個 中 心 （在 我 們 以 外 、有權柄 

介入我們生命）失 落 時 ，我們自己也就開始解體了  °這些 

學 者 中 ，多數並沒有看到這種關係，但他們確實看到了自  

我 的 解 體 。這 個 向 來 都 被 視 爲 一 切 眞 實 、意 義 、道 德 、 

信 仰之源頭的自我，已經 變 得 空 洞 、脆 弱 了 。當我們認爲  

神 死 了 ，我們自己也就死了。我們需要看到這種關係，而 

它已經在我們後現代世界的處境中更加惡化。許多現代學  

者也和我一樣看到了這種情形。這個後現代的自我已經變  

成 「微 小 的 」 ， 「去 中 心 化 的 」 、 「弱 化 的 」 、 「空虛 

的」 、 「精疲力盡的」自我了。

奇 怪 的 是 ，西方的福音派教會一直都願意不加批判地  

沿 著 這 條 路 徑 ，追隨 這場自我運動。畢 竟 ，這場自我運動  

乃是我們集體空虛與不安的象徵。畢 竟 ，只有那些饑餓的  

人 才 會 想 到 食 物 ，而那些衣食無缺的人則思考其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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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只有那些不幸的人才會不斷滿腦子想著幸福，只有那 

些 被 自 我 空 虛 所 困 的 人 ，才會去尋找某種塡補自我的東  

西 。透 過 自 我 ，透 過 靈 性 經 驗 、發 現 自 我 、滿 足 自 我 、實 

現 自 我 的 自 我 ，重 新 界 定 福 音 派 。它 與 文 化 相 關 ，卻完全 

與 基 督 無 關 。接著我們要一起來思考基督與文化之間的張  

力 。

隔絶

首 先 ，這場自我運動用一種不合聖經信仰的預設方式  

來 假 設 ：人 在 本 質 上 是 無 辜 的 。大部分美國人都這麼相  

信 。2002年 ，巴拿所做的一次全國性調査發現，儘管後現  

代 世 界 明 顯 的 存 在 著 許 多 道 德 上 的 混 亂 ，但仍有百分之  

七 + 四的人不相信有原 罪，而百分之五十二的重生者則贊  

同 這 種 觀 點 。這 樣 高 的 百 分 比 正 面 地 回 應 了 這 個 宣 告 ： 

「人 在 出 生 時 ，既 不 善 也 不 惡 ，漸 漸 長 大 以 後 ，他們在這  

兩 者 之 間 作 選 擇 。」這種觀點直接進入了美國個人主義的  

核 心 ；相 信 人 的 「自我定義」是 個人 選擇 的 問題 。這種選 

擇並不會受到罪的引誘與誤導，這完全是一個選擇問題而  

不是本性的問題。

這 就是 這 場自 我 運 動 的 核 心 所 在 ，那是聖經的信仰所  

不 能 容 忍 的 。當我們認爲不需要蒙赦免的時候，神那赦罪 

的 威榮也就完全失去了。應當得蒙赦免的並不只在於我們  

的 「所做」 ，也 在 於 我 們 的 「所是」 ；並不僅在於我們的  

「罪 行 」 ，也 在 於 我 們 的 「罪 性 」 ；並不僅在於我們的  

「選擇」 ，也 在 於 我 們 選 擇 「什麼」來 代 替 神 。這種天生  

無 罪 的 信 念 ，被所有人的人生經歷所掩蓋，更 重 要 的 是 ， 

它與聖經中的教導相互矛盾。當我們誤解聖經的教導時， 

我們也就錯過了上帝長闊高深的恩典。聖 經 的 教 導 是 ：上 

帝 的 恩 典 透 過 基 督 ，爲我們提供那我們根本無法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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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而 在 「心理學化」的 福 音 主 義 中 ，恩典只不過是在自  

我 的外圍動工而已。我們自己先完成了大部份，而恩典只 

不過是完成剩餘的那部分而巳。

如 果 指 出 這 整 個 運 動 是 建 立 在 新 伯 拉 糾 主 義  

(Pelagianism)之 上 ，似乎也沒什麼意義。伯拉糾主義是  

一種否認原罪的異端。伯 拉糾主義？誰 在 乎 呢 ？現代的教  

會已經切斷了與過去的聯繫，不再思考教義的問題。而這 

種罪觀剛好與聖經相反。我們要用從教義性來思考問題’ 

才 能 明 白 神 對 這 個 世 界 的 救 贖 性 行 動 ，才能讓人看清眞  

相 ，就是我們飄蕩在現代化汪洋大海中，很少人談到認識  

神是什麼意思。

「自我」的 語 言 是 無 法 與 「人類本性」的語言交替使  

用 的 。它們乃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 「自我」是我們在  

心理學世界中思考自己的方式。人 的 「本性」則是我們如  

何在倫理世界中來認識自己，正 如 「按神形象」 （imagio 

D e i )所認識的那樣，這是在神的世界中思考自己的方式 。 

這是我們進入基督教世界觀的入口。這種世界觀包含我們  

的 神 觀 、我 們 的 人 觀 、及 世 界 觀 。這些觀念構成了  -套 

信 念 ，使我們在後現代崩塌而下的瓦礫中能有一塊立足之  

地 。而 論 及 自 我 的 語 言 ，雖然它表面有一道技巧性的光  

環 ，卻是一條虛假的道路、一條死胡同。

爲什麼會這樣呢？請 容 我 溫 和 地 指 出 ’因爲人自尊的  

本質想發掘那唯獨從上帝才能找到的自我。因 此 ’自尊引 

導 我 們 思 考 更 多「關於」 （about) 自 我 及 「屬於」 （of) 

自我的問題。我 們 想 像 ，在我們自身裡面有足夠的能力、 

智慧和力量可找到一條走出自身痛苦的實際道路。但 是 ’ 

無 可 避 免 地 ，對暫時事物的關注便取代了對永恆事物的關  

注 。這 就 是 「獨立自我」的 作 爲 。

這場自我運動已經透過一套合適的技巧來自我支配’ 

使 人 作 自 己 的 主 人 。它鼓勵我們更多思考自身及自我問

第五章自我|

題 。這 是 一 項 出於 自 尊、也是 爲 了自尊的產業。因 此 ，自 

我運動想醫治一些內心的傷痛，但這些傷痛實際上只有神  

能 夠 醫 治 。

復和

其 次 ，就 靈 性 的 角 度 來 說 ，自我運動認爲要透過自我  

來 接 近 神 。這一點來自第一個預設—— 認爲人在本質上是  

無 罪 的 。實 際 上 ，認爲神是完全有別於我們的存在，認爲 

我 們 罪 人 在 祂 面 前 乃 是 危 險 的 這 種 意 識 ，幾乎完全消失  

了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七 的美 國 人從 「與神的關係」來了解罪  

的 意 義 ，因爲人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沒有把罪納入考慮。 

即 使 談 到 罪 ，也 未 必 有 建 設 性 ，因爲信徒可能對罪有錯誤  

的 理 解 ，例如以爲罪只是違反了教會的紀律。而敘述自己  

曾 經 「活在罪中」的 這 種 語 言 ，這種充滿 悔意 的語言，都 

已 經 不 見 r 。現在教會所談論的罪已不像聖經所談論的那  

麼 嚴 重 了 。在 聖 經 裡 ，是從與神的關係來談論我們的罪。 

但 是 ，今天人們認爲自己並沒有與神隔絕—— 是彼此相交  

的 。

那 些 「有 靈 性 的 」後 現 代 人 不 認 爲 自 己 需 要 與 神 和  

好 ，因爲他們不相信自己與神隔絕。聖經的思考方式在今  

天變 成 十 分 陌 生 。這正表示我們已經因爲罪的緣故與神疏 

離 了 ！而 a 祂 因 爲 忿 怒 而 遠 離 了 我 們 ；假 如 要 和 好 ，祂 

對我 們 必 須 不 再 憤 怒 ，而我們對祂必須不再懼怕；這種轉 

換 、協議就發生在基督身上，父神的震怒從我們身上轉移  

到 十 字 架 上 ，我們的罪被遮蓋並歸在基督的身上。事就這 

樣成了 ！

認爲我們透過自我便能與這位神直接接觸的預設，乃 

是建立在一種異教的基礎上：這位造物主與受造物透過泛  

神論的方式連結在一起。這種觀點假設神是從人的自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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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發 現 的 ，我們可以透過本能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發現神； 

這種思想認爲罪並不是與神隔絕，而造物主與受造物是一  

體 的 兩 面 。東方思想已經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丨我將在下  

一章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這種思想對福音派有多方面的吸引力。用這個世界所  

熟 悉 的 自 我 實 現 、自 尊 、及全方位的自我運動來談論信  

仰 ，這種福音可說是相當前衛。假設人接近神就像刷一下  

信用卡 那樣 快速 確定 ，就像一種無需等待的屬靈採購’這 

種福音對消費者充滿了吸引力。當他們需要福音時’就照 

著他們自己的方式去獲得它。不 是 透 過 眞 理 ，而是透過比  

較感性的方式來談論福音，這使福音派能快速地成功。情 

緒 的 激 發 比 較 容 易 ，但 思 想 卻 是 堅 硬 、緩 慢 的 。沒有思  

想 ，福音便消失了  ！結果信徒也喪失了可以面對整個生活  

的 世界 觀 。

沿 著 這 條 路 線 ，他 們 自 以 爲接 近 了神 ’但實際上卻沒  

有 眞 正與神復和 。之 所 以 沒 有 復 和 ，乃是因爲不認爲自己  

曾 經 與 神 隔 絕 。基督教信仰的可貴之處就是，恩典已在罪  

所產生的鴻溝上架起了橋樑，神藉著基督已經彰顯出長闊 

高 深 的 救 贖 大 愛 。雖然那些新的靈性操練聲稱找到了通  

路 ，但卻沒有絲毫恩典與福音的大能。

不只跟我有關

第 三 ，當 所 有 的 眞 實 都 龜 縮 在 「自我」裡 面 ，人們對  

外在世界的責任也就消失了。福 音 派 信 仰 因 爲 尾 隨 著 「自 

我」運 動 ，便喪失了它在世界上誠實正直的特色。在這個 

治 療 性 世 界 中 ，我 們 只 關 心 自 己 ’自我的吸引力無可比  

擬 。當福音派進入了治療性世界，離 開 有 生 命 意 義 、福音 

意義的道德世界後，它就不再對自我設限了。在這個治療  

性 世 界 中 ，它 完 全 是 關 乎 自 我 實 現 的 ，而不關乎自我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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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 、自 律 、自 制 和自 謙 ，而這些正是基督教的內涵。但現 

代人已經對這些美德感到厭倦。自我運動完全是關於良好  

的 自 我 感 覺 ，而 不 是 成 爲 好 人 ；它 乃 是 治 療 性 的 ，而不是 

道 德 性 的 。因 此 ，我們一點都不會感到奇怪：那些走入治  

療 性 世 界 的重 生 者，他們的生活竟然和一般人沒有什麼差  

異 。看到許多大型教會對自己周圍的人無動於衷，只是希 

望能把他們變成自己教會的會友，這令人感到奇怪嗎？

這實在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劇之一，福音派已經  

失去了文化觀察者的屬靈地位。人 們 尾 隨 今世的風 俗，完 

全沒有規範地看待這個世界。這 引 發 了 許多 的後 果，我在 

此單單提出一種訴求：要在社會中作鹽作光。

我們要在社會中 抑惡 揚善 ，可 以 用 很 多 種 方 式 。我要 

聚 焦 在 「作榜樣」上 。因 此 ，我 要 探 討 ：如何從道德面來  

維 繫 •個 社 會 。

要了解道德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最 簡 單 的 方 式 就 是 ： 

思想西方社會現在面對的困境。莫 頓 勳 爵 （Lord Moulton) 

是前一個世紀的英國法官，他 曾 經 提 出 ，任何一個社會想  

要保持健 康和 活力 ，必 須 維 護 三 個 領 域 ：法 律 、自由和內 

在 的 「不成文法律」 。前兩項是相當明顯的。

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法律以及執法者—— 警 察 、法庭 

和 監 獄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搶劫、強 暴 、偷 盜 者 ，以及用 

各種方式傷害同胞者。或許社會機制不能治癒任何人，但 

它卻能夠減少反社會行爲，並保護那些可能的受害者。

第 二 個 領 域 也 很 重 要 ，就 是 對 自 由 的 維 護 。正是在自 

由 的 土 壤 中 ，發 明 、創 造 、企 業 活 動 、慈善工作及基督教  

信 仰 可 以 成 長 。我們必須維護法律和自由。在法律和自由  

之 間 是 「非成文的法律」 。這是自我的約束而不是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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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束 。在 這 個 領 域 中 ，人之所以能重視道德義務，並不是 

因爲法律要求他們這樣做，甚至也不是別人希望他們這樣  

做 ，而純粹是理所當然的事。

有 些 事 情 雖 然 缺 德 ，卻 不 違 法 ，例 如 說 謊 。另 外 ，許 

多 不近人情 的行爲，如 破 壞 性 的 流 言 、毀 謗 、粗 心 大 意 、 

粗 暴 、色 情 、同性戀都是 缺德的，但 卻 不 違 法 。在這些領  

域 和 其 他 許 多 領 域 中 ，約 束 必 須 來 自 於 內 心 ；有許多時  

候 ，法律沒有辦法將一些侵略性的行爲繩之以法。我們怎 

麼能制定法律來禁止那些刺傷人、或眨損人的話和粗魯的  

手勢呢？

我們的法律兼具消極面和積極面。法律在禁止某些行  

爲 的 同 時 ，它也會要求有反向的行動。法律訂定逃稅是違  

法 的 ，它同時也要求公民要誠實納稅。然 而 ，法律並不能  

對 所 有 該 做 的 事 情 都 加 以 規 定 。他不能命令我們要憐憫  

人 、照 顧 人 、善 待 他 人 ，或 是活 出其他美德來。它只能命  

令我們不要殺人、欺騙或是侵犯他人。

美德不可能成爲政府的規定，或 法 律 的 要 求 。美德乃 

是從內心產生出來的。同 樣 道 理 ，我們應當限制自己邪惡  

的 行 徑 ，雖然其中有許多並不違法。例 如 ，賭博是受州政  

府 管 理 的 ，但我們卻需要靠自律遠離賭場和網上的賭博。

因 此 ，這 種 道 德 律 、自 律 ，也 就 是 「不 成 文 的 法  

律」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它所要求的是法律—— 無論 

民事還是刑事—— 無 法 要 求 的 。它來自公民內在的理性和  

靈魂中的道德世界。當這個道德世界消失時，會出現什麼  

情況呢？

情 形 乃 是 這 樣 ：自 由 切 斷 與 內 在 、道德約束的關係  

後 ，解體丫 ！它 被 簡 化 成 ：人 們 可 以 爲 所 欲 爲 、暢所欲  

a *、見 所 欲 見 ，只 要 它 不 違 法 即 可 ；因爲一旦這個倫理世  

界 消 失 了 ，唯一剩下的約束就是國家的法律。法律雖然可  

以 解決 社會問題，但僅僅活在法律界限之內會有很大的危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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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許多人脫離了內在的約束，社會生活便無法維繫？這 

該怎麼辦呢？

唯 一 的 解 決 辦 法 就 是 訴 訟 ，訴 訟 取 代 r 道 德 。因爲怕 

被 起 訴 ，我們必須限制惡念及一切自私自利的行爲。而爲 

了 做 到這 一 點，必須大量增加法律條文來處理每一項關乎  

道德範疇的事。

透 過 制 定 法 律 來 代 替 道 德 規 範 ，這也 是政 府 該 做 的  

事 。這些法律便藉著懲罰來支撐，因爲我們的倫理丨t 界已 

經 死 了 ，於 是 自 由和 法律便從 兩邊 湧入 了「不成文法律」 

的 領 域 。現 在 ，人 們 只 能 站 在 激 進 的 「守 法 主 義 」這一 

頭 ，或是選擇另一頭屬於猖獗、放縱的個人主義！

我們的立場

除 了 訴 訟 和 縱 慾 ，我 們 其 實還 有 別 的 選 擇 。雖然這兩  

者 正 在 競 爭 美 國 文 化 的 領 導 權 ，但我們還有第三種可能  

性 ，那 就是 個 人 的 聖 潔 、正 直 與 誠 信 。這雖不是基督徒參  

與 社 會 的 全 部 答 案 ，但 若 缺 少 了 它 們 ，基督徒的社會參與  

都將是空洞的、 「政治性」的 ，甚至是假冒爲善的。

第三種選擇在當今的福音派世界中並不常見。至少這  

是 巴 拿 所 發 現 的 。從 倫 理 層 次 來 看 ，相較於那些明顯的世  

俗 主 義 者 ，重生者在生活上並沒有任何不同。顯 然 ，這些 

重生者所屬的教會對聖經、對 神聖潔的 屬性 的認 識，以及 

對 神 的 眞 誠 ，非 常 無 知 。在巴拿看到的福音派世界中，幾 

乎 就 像 那 位 浪 子 ，這個回到父親懷抱中的浪子，還在苦惱 

猶 疑 ，他必須遠離豬圏嗎？在遙遠的異鄉有什麼不 好 嗎 ？ 

那些狂歡派對完全都不能參加嗎？我難道不能與自己離開  

的世界保持某種聯繫嗎？我能不能同時維持兒子的身分， 

又 同 時 「向什麼人就做什麼人」呢 ？我難道不能繼續與這  

些異鄉人爲伍嗎？假如我拒絕參加他們的派對的話，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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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怎能聽到浪子回家的故事呢？爲什麼不能兩者兼顧呢？

毫 無 疑 問 地 ，我們現在必須回到一些基督教非常基本  

的 問 題 來 。那些本著世俗及自我服務的心態來追求自我的  

人 ，將 失 去 眞正 的 自 我 ，因爲他們已經變得與世人一樣， 

爲 世 界 而 活 ，也像世 人那 樣死亡，但他們卻不受這個世界  

喜 愛 ，因爲他們是偽善的。他們當作貧 窮的 人，在神面前  

卻 是 富 有 的 。那些爲了基督的緣故捨棄了一切的人，神將 

一 切 都 賜 給 他 們 ；那 些 想 腳 踏 兩 個 世 界 的 人 ，將會兩頭  

空 。

這 或 許 會 令 人 困 惑 ，它看起來像是一個頑固的觀念。 

其 實 ，假如我們用兩套規則來玩遊戲，一 套 是 屬 於 聖 經 ， 

而另一套是出於自己。那也就沒有純正基督教信仰了  ！我 

們不能一方面宣稱認識神，卻又不認識祂的聖潔。我們不 

能 說認 識 袖 的 眞 理 ，卻又不知道必須捨己好被祂悅納。我 

們 斷 不 能 說 自 己 已 經 重 生 了 ，卻沒有顯出任何重生的標  

記 。我們斷不能左右逢源，兩面 討 好 。

「現代的自我」實際上是空洞且正處於解體之中。在 

分 崩 離 析 、脆弱 的後現代社會中，正是我們表達聖經信仰  

的 好 時 機 。我們的社會渴望看到眞實的事物，看到人們活  

出 眞 實 、有 意 義的 生命 來。這種眞實性與自我運動的那些  

支離破碎的應許並沒有絲毫關係，那些應許已經破產了。 

如 果我 們想要痊癒，就要讓聖潔的神透過基督進入我們的  

生 命 ，指 引 我 們 該 怎 麼 做 。這 樣 ，我們才會有正直的品  

格 。正直才是我們社會亟需的鹽與光。

我們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東西都是短暫的。雖然這經  

歷 是 眞 實 的 ，但最眞實的部分在於分別善惡。既然在永恆  

中 有 審 判 ，那麼我們雖處於後現代社會，卻不能像後現代  

的 人 們 那 樣 ，被現今的時代所腐蝕，而是要像那些放眼於  

「將來世界」的 人 一 樣 。我 們 不 僅 活 得 像 「重生者」 ，還 

要 表 現 出 自 己 是 屬 於 神 的 世 界 ，願意依照神的心意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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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我們要靠著祂的恩典在這個墮落世界中提醒世人，在 

一 切 創 傷 之 後 ，必 有 另 一個 世界 來到 ；並 且 ，我們在世上  

所看到的一切都將成爲過去。

我們眞的需要有充分的勇氣去反對文化嗎？還 是 說 ， 

我們被自己想要成功的念頭沖昏了頭，總 是 怕 冒 犯 他 人 ， 

以致我們不敢說出眞理呢？看到今天福音派教會的景象， 

人們眞會懷疑教會是不是已經喪失勇氣了！

唯 有 更 新 的 更 正 教 ，如 它 在 過 去的 全盛 時期 一樣 ，必 

因 著 認 識 神 ，透 過祂 的兒子認識祂，使 人 有 一 種 喜 樂 ，能 

夠照祂的方式活在這個世界上，並 讚美 祂掌 管一 切。這些 

屬 於 祂 的 眞 理 ，也 使 人 完 備 、成 長 ，得 著 完 全 、智慧和生  

命 ；它 既 堅 強 又 牢固 。它不會在理性上屈服於這個時代的  

任 何 時 尙 和 放 蕩 。它在朝向誠實正直的過程中，會有一種  

頗具感染 力 的 喜 樂 ，它使人對神所造的萬物心生敬畏，在 

任何服事中充滿感恩。藉 此 ，生活中的混亂會得到疫癒。 

這 是 「自我運動」永遠達不到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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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相 信 靈 性 是 我 們 與 「更偉大的力量」之間的一 

種 感 覺 。我個人深信在我靈魂深處，有一種能量將地  

上一切生命連結起來。有些的關係顯然比其他的關係  

更 強 ，但 感 覺 到 這 種 關 係 的 能 力 ，正是我所説的靈

性 。

靈 性 專 家 網 （Spiritualexperts.com)

你 們 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之 中 ，他 叫 你 們 活 過 來 。那 

時 ，你們在其中行事爲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從空 

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

靈 ..........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 .......... 當我們死在過

犯 中 的 時 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 

是本乎恩） 。

以弗所書二章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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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西 方 文 化 的 大 問 題 ，就是我們已經將一種奇怪的  

~ 7 矛 盾 加 在 自 己 身 上 。這 個 問 題 貫 穿 本 書 ，我已經多 

次談到這個問題。

一 方 面 ，我們已經用城市和商業建立起一個外表輝煌  

的 世 界 ，一個擁有優秀的科技和公司結構、一切都透過迅  

速的資訊連接了起來的世界。西方經濟正在將我們自己的  

影響和產品傳播到世界各地。

另 一 方 面 ，世界上雖然有這麼多物質上的豐富、機會 

與 外 國 產 品 ，卻對人類在靈性頗不友善。我們熱衷於追求  

物質 上和生活上的豐富，卻在靈性方面付上了極大的、甚 

至是難以承受的代價。在這 個人爲化世界中，我們巳經變  

成 了 心 靈 上 的 孤 魂 野 鬼 。我 們 無 家 可 歸 ，無 處 立 足 。而 

且 ，人的獨特性也被自己周圍的冷漠、大 眾 行 銷 、大眾文 

化及一切的大眾化給呑噬殆盡了。

這 是 一 種 「美國式矛盾」 。我認爲這也是西方世界突  

然 對 靈 性 世 界 大 感 興 趣 的 原 因 。很少有人驚覺到這個發  

展 。這種靈性—— 聖經的替代品—— 就 是 這 -•章的 主 題 。

首 先 ，我 們 要先 討 論 正在社會上大爲流 行的「各種靈 

性」 。

基督徒與異教徒之路

有兩 種不同 的 靈 性 體 系 ，每個體系中又 有許 多 差異 。 

但 是 ，il兩種體系之間最大的不同是：一 種 是 由 上 而 下 ， 

另 一 種 則 試 圖 由 下 而 上 （或說是內在的） ；一種是從神開  

始 ，進 入罪 惡的生活當中，另 •種 則 是 從 人 開 始 ，向上延 

伸 ，試圖與神聖事物建立關係；一種是基督教的方式，而 

另一種則是異教的方式。這就是當今西方兩種最根本的靈  

性 操 練 。

在 整 個 舊 約 時 代 ，不 論 以 色 列 內 外 ，都熱衷於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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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異 教 的 靈 性 活 動 。這讓我們馬上想到偶像崇拜這些備  

受 譴 責 的 東 西 ；例 如 向 摩 洛 獻 上 孩 童 ，或耶洗別那些拜巴  

力 的 祭 司 。在 這 個 表 象 之 下 ，人常常忽略一種靈性觀。儘 

管野蠻的習俗已經隨著舊約時代的異教消逝，而這些靈性  

觀卻流傳直到如今。

這些靈性觀在新 約時代同 樣存 在。使徒們曾對它們提  

出 挑 戰 。然 而 ，教會直到教父時代結束後，才眞正與它作  

生 死 決 鬥 ，這 關 係 教 會 的 存 亡 。教會是否將信仰視爲來自  

「天上」的 恩 典 ，在 聖 子 裡 道 成 肉 身 ，並在十字架上戰勝  

了罪與死亡呢？在 巨大 的 文 化 壓 力 下 ，教會是否仍然相信  

罪人不能靠自己的功德蒙神悅納，或主動與祂建立關係或  

影 響 祂 ？教會是否相信神透過自己的兒子向我們伸手呢？ 

還是說罪人有可能發現自我、並在其神聖裡得到安慰呢？ 

人們能夠透過自身在宗教上的努力建立這種關係嗎？眾使 

徒 已 經 明 確 地 指 出 ，眞正使人得拯救的靈性觀乃是由上頭  

來 的 ，而不是由下而上的。早期教會大多遵循這種教導。

藉 著 高 舉 新 約聖經中道成肉身、恩 典 、代贖與復活的  

教 義 ，在這 場生死之 戰暫 時獲 勝；然 而 ，這種信息很快便  

在 中 世 紀 喪 失 了 。十 六 世 紀 的 路 德 ，及緊隨其後的加爾文  

與 其 他 改 教 家 ，再 次 回 歸 聖 經 ，並 再 次 傳 揚 「神從天賜下  

我 們 不 配 得 的 恩 典 」 ，唯獨這恩典才能使罪人得以認識  

祂 。基督教不是講罪人如何把自己提升到神那裡，而是講  

神的降卑與祂對人類的恩典。

聖經的靈性觀與現在的靈性觀並不是同一個主題的兩  

種 形 式 ，而 是 涇 渭 分 明 的 。一種是神在恩典中往下的臨  

在 ，另一種是罪人自足地向上延伸；這兩種靈性屬於不同  

的 世 界 ，一 個 屬 倫 理 世 界 ，另一個則屬心理學世界。至於 

思 考 問 題 的 方 式 ，一 個 是 思 想 救 恩 ，另一 個則 關 心 醫 治 ； 

一 種 會 帶 來 聖 潔 ，另一種則是尋求自身的完全；一種是以  

神 的 全 權 來 建 立 靈 性 ，另一種則是以人的自主來建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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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兩者之間沒有共通點，不能和平共處，不能合作，兩 

者是彼此排斥的。這便是我們從使徒那裡聽到的信息，是 

我們在宗教改革時期重新獲得的信息，也是我們今天仍要 

傳揚的信息。

然 而 ，在任何時代中都有這種冒牌、虛假的靈性向教 

會 大 獻 殷 勤 ，在不同的時期用不同的方法入侵教會。今 

天 ，福音派教會正在與這種靈性觀進行生死搏鬥，一如新 

約時代的眾使徒與舊約時代的眾先知一樣。今 天 ，這種異 

教的靈性觀不是以野蠻的嬰孩獻祭方式出現，卻是在大眾 

文化中隨處可見。今天確實還有殺嬰的現象，像是墮胎， 

但人們認爲這只是爲了「方便」 ，與靈性無關。

有時它用複雜的心理學語言來包裝。更多時候，我們 

是在治療性的自我談話中聽到它。它出現於電視訪談節目 

中 、在便利商店的雜誌上，也出現在與鄰居的閒談當中。 

這種靈性觀聽起來很有道裡、頗有說服力、天眞可愛，甚 

至能博得人們的喝彩；但 是 ，請不要搞錯，它對聖經的基 

督教來說是致命的。而它最主要的推動者竟然是福音派教 

會 ，尤其是 那些 「慕道友導向」的教會與新興教會，他們 

爲了不同的H 的 ，正在銷售與聖經眞理脫節的靈性！

「慕道友導向」的教會正在調整自己的產品，以適應 

這種只需少許眞理就能得到心靈安慰的靈性市場。新興教 

會則是在調整自己的產品，以適應那種年輕一點、後現 

代 、不相信眞理的靈性市場。但 是 ，這兩種情形都是不正 

常 的 。那些自認合乎聖經、信守新約、追隨耶穌與眾使徒 

的 人 們 ，竟擁抱 -- 種冒牌的靈性觀，其目的無非是爲了達 

到成功或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我們現在需要進一步討論這兩種靈性觀，釐清這兩者 

之間的關係。我們首先來看這種從下面產生、大量湧入我 

們西方文化的靈性觀。隨 後 ，我們將會看那從上面開始  

的 、在神旨意中、永恆中產生的，並自始至終都是在祂的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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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中的靈性觀；祂將那人本來不配得幫助，賜給了那不 

願降服的、敵對於祂的眞理和道德意志的罪人；神的恩典 

不僅讓他們得到救恩的確據，而且確保了他們對基督的信 

仰 。

由下而上

事實

全國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說他們是有靈性的。當面對 

人生困境時，百分之五十六的人說他們更願意倚靠自己， 

而不是倚靠外在的力量，像聖經中的神。而百分之四十的 

人宣稱自己有靈性卻不虔誠。同樣的變化也已經在英國出 

現 了 。一項針對 1990年至2000年這十年間的情況進行調査 

的研究發現：在這段時間，雖然每週到教會崇拜的人數從 

百分之二十八下降到了百分之八；但 是 ，那些認爲自己  

需要有靈性經歷的人卻從百分之四十八增長到了百分之  

七十六。顯 然 ，出現一股靈性的胃口，它敵視宗教，或者 

是對體制化的宗教失望。

一般人認爲宗教包括公開的實踐，例如在教堂、猶太 

教 會 堂 、或是清眞寺裡作禮拜，一同禱告，學習教義，學 

習順從信仰的要求。而現在流行的靈性觀卻是偏重個人對 

人生意義的追求，就是追求一種與「更偉大的力量」之間 

的關係。實際上，這乃是一種自我建構的靈性。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呢？答案非常簡單，就是後現代的 

人 們 相 信 「直接經驗」 ，而不相信那種間接的傳遞。任何 

透過其他人傳來的東西都會受到人們的懷疑；在他們開始 

向我們說話的那一刻起，這種懷疑就開始了。他們向我說 

話到底有何居心？他們是不是在用語言操縱我呢？這些都 

是後現代處理宗教問題時，在懷疑與不信中產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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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地 ，內在 的、從自我裡面產生的靈性操練’從本身自 

我裡升騰起來的概念，並不是從他人那裡傳給我們的二手 

貨 ，而是單純的、原封不動的、沒有傷痕的、沒有受過玷 

污 的 。我們可以相信自己，卻不可能相信其他人！我們對 

自己沒有絲毫懷疑，卻高度懷疑他人。

在 美 國 ，百分之八十的人相信，人不應當依靠像教會 

之類的任何外在權威來決定自己的信仰。實 際 上 ，有百分 

之六十的人認爲，因爲我們每個人都有神的內住，所以教 

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 且 ，在一份對嬰兒潮所做的調査 

中 ，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認爲，獨處默想比與其他人一同敬 

拜更重要。

教會的失敗

教會的失敗大大地促進了這種方興未艾、新型的靈性 

操練方向。在2006年 底 ，巴拿就將這一點當作他重要的發 

現 。在那些經常參加教會崇拜的人當中，只有百分之十五 

的 人 認 爲 「與神之間的關係」是最重要的。當這一個另人 

沮喪的數字與另一個數字放在一起時，就更令人沮喪了  ！ 

那就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傳道人處於「愛麗絲夢遊仙境」 

中 ，誤以爲教會中的一切都安然無恙，會 眾 把 「愛上帝」 

當作最重要的事。顯 然 ，會眾和傳道人正沿著不同的路線 

在思考問題！

這些數字正像它們所代表的那樣，過於簡化 ，沒有多 

大的幫助。到 底 「最重要」的確切意思是什麼呢？那些接 

受調查的人當中，到底又多少人認爲自己重生了呢？另 

外 ，到底有多少人是屬福音派呢？儘管這些數字仍然有些 

粗略而且不完全，但還是有它的價値，因爲許多經常去 

教 會 的人確實自認是「重生者」與 「福音派」 ，也因爲 

「最重要」是如此接近基督的誡命（太廿二 38 ：你要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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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盡 性 、盡意愛主 你的神，這是誠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

的 。） ，所以我們需要注意這些發現。

2007年 ，我在劍橋大學一所學院中參加了一個晚禱聚 

會 。這所特別的學院建立於十六世紀初葉。我那天晚上坐 

在它富麗堂皇的教堂中，被管風琴莊嚴的旋律所吸引，它 

發出的音符在這個古老的禮堂中迴響。詩班的表現極其豐 

富 、優 美 ，細腻得幾乎像一縷芬芳，又如同天使從天上降 

臨 ，使會眾的讚頌更完美。然 而 ，我的眼睛突然間看到了 

某些我從未料想到的東西。雖然詩班指揮身著華麗的、深 

紅搭配著白色的外袍，但在這一外袍底底下伸一條藍色的 

牛仔褲。牛仔褲！

我承認自己並不曉得詩班指揮應該穿什麼，但這確實 

令我感覺不妥。在這種正式、優雅的場合中應該穿牛仔褲 

嗎 ？

當我正在我思索這件不尋常的事時，我心裡出現的意 

念 是 ：這就是許多人看待宗教的方式。這身行頭只不過是 

爲了這種場合才穿戴起來的東西。它也可以輕而易舉地脫 

掉 。在它下面，是那種一直都有的街頭服裝。這些服裝便 

是曰常世界中的服裝，這種衣服我們走到哪裡便會穿到哪 

裡 。它們與教會中的袍子沒有絲毫關係。換 言 之 ，宗教與 

我們的日常生活沒有什麼聯繫。這就是許多人看待宗教的 

方 式 °

這也是他們看待福音派信仰的方式：它和眞實的世界 

無 關 ！其實我也和他們一樣抱著懷疑，並不是像他們一樣 

懷疑信仰，而是像他們一樣嚮往眞誠地面對信仰。至少在 

美 國 ，福音派沒有把自己的信仰眞實地表現出來。雖然它 

爲了場合而換上詩袍，但裡面卻是通俗服裝。我們知道， 

一種信仰若沒有認眞地面對生活，其背後的原因是，它沒 

有認眞地面對神。

「自我建構」點 醒 我 ，使我看到這種信仰態度。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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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的信仰無法改變人的本性。多少福音派教會的作法、 

多 少 的 講 道 、多少被人視爲福 & 派 的 東 西 ，實際上都以個  

人 爲 導 向 ，而不足以 神爲中心。它關 乎我 們做 什麼、得到 

什 麼 利 益 ，而 + 足 神 所 成 就 的 事 ，也不是祂在基督裡所賜  

的 恩 典 。它關心宗教消费存能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不 

是接受神在基督裡代替我們受死，也不接受祂的道。

然 而 ，能 培 育 我 們 生 命 的 ，並个是有關靈性的種種經  

驗 ，而 是 神 的 道 。倘若巴拿的調查是眞的，那 我 們 「經營 

教 會 」的 實 驗 、所 有 的 行 銷 、所有爲適應文化所做的努  

力 ，只會帶來了奄奄一息的結果，那麼人們離開教會去尋  

找另外某種更加眞實的靈性經歷，也就絲毫不足爲怪了。 

許多人明確地表示自己是有靈性的人，卻 不 虔 誠 。這其實 

很 容 易 解 釋 ，因爲從下而上的靈性操練似乎更容易、更有 

效 ，而教會所提供的那一套對人沒什麼立即的功效。

從統計數字可以描述這些新的靈性操練。因爲有多少  

渴 慕 靈 性 的 人 ，就有多少靈性操練方法。操 練 方 法 雖 多 ， 

卻有著同一套清晰的中心思想，我將在下面說明。

新的旅程

這種新的靈性操練來自六〇年 代 的 反 文 化 運 動 ，受到 

嬉 皮 、 「花的力量」族 14、吸 毒 者 、激 進的 女 性 主 義 者 （她 

們崇拜存在於她們之內的女神，如同新世紀運動者）的傳 

揚 ，也爲披頭四樂團所歌頌。而 且 ，它逐步地反對傳統家  

庭 ，支持同性戀和激進的環保運動，對人生的許多的問題  

抱持激進和放縱的態度。

14 譯 註 ； 「花的力量」 （Flower p o w e r )本來是六 +年代未與七十年  

代 初 ，由嬉皮使用的一個標語，是 -種消極抵抗和非暴力意識形態的  
象 徵 。年輕人會拿著花朵送給鎭壓他們的警察，以這種方式宣傳他們  

的 主 張 。它根植於對越戰的抵制。該術語是由美國頹廢派詩人 （A lle n  

Ginsberg ) 在 1965年提出的，鼓勵人們實施非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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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遠 離 社 會 核 心 問 題 後 ，觀 念 就 變 得 更 加 模 糊 ，也比 

較 溫 和 。我們從六〇年 代 的 「團體動力小組」 （encounter 

groups ) 15，到七〇年 代 流 行 的 「自助手冊」 （Self-help 

books ) 16，再到九〇年代模 糊的 靈性 操練，發 展 到 現 在 ， 

有百分之五卜六的美國人在人生危機中會尋求內在的神， 

而不是尋求聖經中那位外在的神。他們可能不是激進的女  

性 主 義 者 ，也 不是 新世紀運動者，也沒有進行冥想或使用  

咒 語 、或 通 靈 。他們沒有固定的靈性追求方式，而這便是  

値得 注 意 的 地 方 。這些並不是其特的社會邊緣人，他們沒  

有過社會主義公社的生活 17，也 沒有 出 家 、剃 光 頭 。他們乃 

是 普 羅 大 眾 ，生 活 在 郊 區 、光 顧 超 級 市 場 、閱 讀 《時代》 

雜 誌 ，觀看C N N ，也在政治選舉中投票。

傳 統 基 督 教 信 仰 堅 持 有 -位 超 越 的 、外 在 的 上 帝 。人 

們 之 所 以 認 識 祂 ，並不是因爲我們發現了祂，而是因爲祂  

已 經 在 聖 經 中 、在基督裡向我們顯明袖自己。我們不用自 

行 拼 湊 對 祂 的 認 識 ，因爲祂已經爲了我們的緣故，在聖經 

中將自己清楚地啓示出來。祂 不 再 隱 藏 自 己 ，而是讓人認  

識 祂 是 誰 ，以及人們當如何生活。

現 代 靈 性 觀 所 謂 內 在 的 「神 」是 不 同 的 。他源自靈性  

追 求 者 的 內 心 深 處 。他 是 透 過 自 我 、也是在自我中認識  

的 ，而我們用自己的 經歷與直覺來拼湊出對這位 神的認  

識 。透 過 這 些 方 式 所 認 識 的 「神」便與我們的自我經驗毫  

無區■別 °

靈性操練與宗教之間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此。宗教論及

15 編 註 ： 「團體動力小組」也 稱 爲 「T小組」（Training groups) ，是一

種心理治療方式，在60年代隨著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普及而產生的。此種 

治療模式偏重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分享，使人發現自己並不孤單，因 
而獲得安慰與治癒。近年來這種小組也運用在教育界和非精神病患的身 
I：。

16 編 註 ： 「自救手冊」是教人學習怎樣幫助自己，例 如 ： 「如何談一 

場成功的戀愛？」 、 「如何成功的找到工作？」等 。

1 7 編 註 ：如人躍進時期在中國出現的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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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在 的 神 ，不 管 是 基 督 教 、猶 太 教 ，還是 在伊 斯 蘭 教，都 

是 如 此 ；宗教是宣講關於這位神的眞理，而現代的靈性操  

練 並 非 如 此 。它 的 「眞理」是屬於私人的而不是公眾的， 

它 是 個 人 主 義 的 而 不 是 絕 對 的 ，它所涉及的是我認識什  

麼 、什 麼 對 我 有 益 ，而不是大家應當相信什麼。這 種 「眞 

理 」是透過心理學與治療來證實的。對其眞實性的檢驗純  

粹是實用主義的。

在 這 種 靈 性 旅 程 中 ，人 的 心 中 並 沒 有 任 何 的 目 的 。 

這 與 聖 經 中 的 基 督 徒 天 路 歷 程 恰 恰 相 反 。聖 經 說 ，這個  

旅 程 有 個 明 確 的 目 的 地 ，就 是 本 仁 約 翰 在 《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ess ) 所 說 的 「天城」 。

與 此 相 反 ，現代的靈性操練的目的是要更多經歷這位  

內 在 的 神 。他們認爲不必相信任何教義，不必遵行任何規  

則 ，不必 追隨 任何慣例 ，不必委身任何世界觀，不需要有 

任 何 永 恆 的 東 西 ，只 需 要 「經驗」的 確 認 ，只需要合乎我  

們內心的需求。

這種靈性衝動流行於整個西方，它以一種奇特方式來  

反應現代人普遍的經歷。生 活 於 現 代 世 界 ，人們覺得自己  

無 家 可 歸 、沒 有 立 足 之 地 、沒 有 歸 屬 、不 斷 飄 泊 。他們不 

只是在後現代的領域中流浪，而是在更廣的靈性世界中流  

浪 ：人們從這種靈性觀到另一種靈性觀，從這種宗教到另  

一 種 宗 教 ，在 尋 求 「神聖」的過程不斷地流浪。在這旅程  

中 ，人們沒有固定的信仰架構與規範。

他 們 認 爲 ，不斷地嘗試有助於靈性追求。這種混和各  

種宗教與靈性觀的嘗試，使 他 們 覺 得 更 加 「神聖」 。這或 

許是 --•種不帶宗教色彩的靈性操練，但那並不表示他們不  

從 宗 教 汲 取 觀 念 。他 們 可 能 將 天 主 教 的 儀 式 、佛教的音  

樂 、新世紀運動的默想方式，全 部 揉 合 起 來 。問題是他們  

沒有任何明確的目的地，他們只是不斷地尋求，不斷地摸  

索 ，最終卻什麼都沒找到。這種靈性探索吸引人之處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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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總是 趣味橫生 。正像我們身處的世界一樣，這種靈性操  

練 一 直都 在 變 動 、幻化 成其 他 的 東 西 。這種靈性探索之所  

以 趣 味 橫 生 ，乃 是 因 爲 它 默 許 人 跨 越 界 限 。他 們 認 爲 ， 

「眞實」的東西總會出現在另一頭。他們也從事一些基督  

教所禁止的行爲。

這 種 探 索 的 預 設 就 是 ，可以透過自己的內心世界進入  

神 聖 。布 魯 姆 （Harold B l o o m )看到了這一點，他 在 《美國 

的宗教》 (The American Religion)這本書 中宣稱，這種東 

西乃是諾斯底主義 18再 現 ，並說這種諾斯底主義如今已成爲  

美國的宗教，不過這一點並不容易證明。

這 種 預 設 確 實 在 歷 世 歷 代 中 爲 許 多 靈 性 操 練 者 所 接  

受 ，就像 今天的人們一樣。諾斯底主義也是顯著的例子， 

眾使徒與早期教會都曾向它宣戰。這種後現代的探索是另  

一 形 式 的 諾 斯 底 主 義 ，儘 管 這 兩 者 有 些 不 同 ，但它們都  

是 以 自 我 爲 中 心 。他 們 只 要 信 仰 ，不 要 知 識 ，認爲信仰可  

以 脫 離 知 識 而 存 在 ；他 們 按 照 直 覺 、頓 悟 的 方 式 生 活 ， 

摒 棄 教 義 、教 導 ；他們注重 內在的權 威，而不是外在的權  

威 ；他 們 是 主 觀 的 ，而 不 是 客 觀 的 。他 們 雖 有 靈 性 ，卻不 

虔 誠 。這類靈性操練所涉及的都是探索人的心理，從自我 

的深處發現比自我更偉大的靈性實體，就是那種能解開人  

生意義的 屬靈 奧秘 。這種靈性操練明顯地反映出，我們從 

道德世界轉移到心理與治療的世界。基督教相信有道德世  

界 ，那 是由神所維繫的世界；如 今 ，新的靈性操練已將道  

德世界中的一切摒棄殆盡，而滿足地隱藏在心理世界中。

如 今 我 們 生 活 在 啓 蒙 運 動 先 驅 們 所 謂 的 「邁向更光  

明 、更美好的未來世界」中 。我們的世界正是他們所盼望  

的 未 來 ！

然 而 ，顯 而 易 見 的 是 ：儘管這個世界的某方面一直在

18 編 註 ：諾斯 底主 義 ( g n o s t ic is m )是西元第一世紀的異端，強調靠著 
某種神秘的知識，就能得救。他們相信善良的靈界與邪惡的物質界對抗 

的二元論。他們認爲被釘 f .字架的耶穌只是一個普通人，並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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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步 ，而在其他方面則日趨危險，因爲科技使人的墮落本  

性 充分 地 發 揮 出 來 。生 活 的 壓 力 更 大 、更 難 。啓蒙運動憧 

憬 的 是 物 質 進 步 ，設想人類精神也會隨之進展。後現代認  

識 到 ，人類精神既脆弱又空虛，而且也沒有隨著現代化而  

進 歩 。後現代並不憧憬現代化世界的勝利，給內心帶來安  

慰 ，他們乃是另有所盼。

這 種 精 神 上 不 得 平 安 的 「疾病」 ，已搭上了人們尋求  

終 極 、神聖之 事的這班列車，尋索那在高樓林立的商業世  

界 之 外 的 「眞實」 ，這是一種透過自我的追求。

我 們 察 覺 到 ，我們的內涵遠比我們所購買的、所經歷 

的 、所看到的東西更豐富，也遠 比我們的性經驗、我們的 

民 族 性 、我們的世代等等更加豐富。的 確 是 如 此 ，但問題 

在 於 「更豐富」所指的是甚麼呢？若 要 知 道 答 案 ，我們就 

必 須 超 越 水 平 式 的 思 考 ，不 能 侷 限 在 買 與 賣 、交往與斷  

交 、前 進 與 改 變 、定 位 與 被 定 位 、看 與 被 看 、使用與被使  

用 等純 粹的選擇上。這 樣 說 也 沒 錯 ，但是我們眞正要尋求  

的是什麼呢？用甚麼方法呢？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問題。

世俗化卻又重靈性

這 種 新 奇 、而實際上卻很古老的靈性操練，在過去幾  

十年中有驚人的發展，但卻鮮爲人知。

在七◦年 代 ，世俗人文主義似乎已擺出迎接勝利的姿  

態 。當 然 ，它的支持者是這麼認爲的。即便宗教界向他們  

發 出 警 告 ，卻仍有大量的世俗人文主義文獻出版，積極推 

動 這 項 運 動 。世俗人文主義者很可能會變成自己「以進步 

爲中心的意識形態」下 的 受 害 者 。他們認爲成功是遲甲-的 

問 題 ，這似乎是言之過早。他 們 認 爲 ，將來一切的宗教和  

靈性操練都可能會被清理出場，這個世界很快就會變成徹  

底 的 「理性」化 ，任 何 「迷信」都 將 消 失 。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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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況 並 非 如 此 。在七〇 年 代 、八 〇 年 代 、一直到九〇 

年 代 ，即使在美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仍有相當多人歸信基  

督 教 。美 國 一 方 面 高 度 現 代 化 了 ，另一方面則到處是信  

仰 。

這 些 事 實 ，使那些 理論家開始感到 納悶 。他們曾推測  

說 ，這種現代化進程將會把一切宗教事物推向生活邊緣， 

使 他 們 邊 緣 化 ，使 神 不 再 重 要 。然 而 ，後來的情況卻不是  

如 此 。

因 此 ，七〇年代有一種新的世俗觀微妙地流行起來， 

就是將公眾領域與私人領域分開，而不是消除所有的宗教  

和所有的 靈性 操 練 。在公眾領域雖然充滿限制，在自己的  

私人領域中卻有自由選擇想要相信或思考的內容。

美國精神一直保護個人信仰的權利，也捍衛在公眾領  

域 表達 信 仰 的權 利。這種努力將公眾生活與私人生活分開  

的 世 俗 作 法 ，在某種程度上確實符合美國精神。美國捍衛  

個人信仰自由。

然 而 ，這 種 精 神 有 它矛盾的地方 ，有兩種人都在擁護  

這 種 精 神 ：第一種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們要求政府保護  

自 己 在 公 開 場 合 表 達 信 仰 的 權 利 ；第二種則是世俗主義  

者 ，要求政府保護自己在公開場合有不被宗教信仰干擾的  

權 利 ，他 們 聲 稱 ，宗教只限於家庭與私人的範疇，所有的  

宗教信仰都不應在公開場合出現。

然 而 ，這 些 鬥 爭 是 表 面 的 。他 們 模糊 了台面下 的東  

西 。絕大多數的人說自己是有靈性的。世俗化並不表示所  

有的宗教與靈性操練都必然會萎縮。它只不過是指所有宗  

教與靈性操練必須保持在私人領域中。透過這種奇怪的轉  

向 ，世俗化已經爲這種新的靈性操練與相關產業開 r 一條 

出 路 ，使 它 繁 榮 起 來 。我們今天既是世俗的，也是有靈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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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操練如何運作

這 些 五 花 八 門 的 靈 性 操 練 根 據 「從下而上」的 概 念 ， 

提出 三 個 重 要 的 假 設 ：首 先 ，我們具有達到神聖的天賦； 

其 次 ，罪並沒有中斷這種出於本能的方法；最 後 ，靈性操  

練 是 個 人 的 事 ，是靠著直覺和內心獲得的，不是依據歷史  

中 的客 觀 事 物 。因 此 ，這些人很喜歡美國這種劃分公開場  

合與私人領域的精神。

令然

這種認爲我們有進入神聖的能力的觀念，並不是什麼  

新 鮮 玩 意 ，我們在思考這場自我運動時，已 經作 了 解 釋 。 

接 著 ，我們會作簡單的回顧，並思考基督的屬性和工作。

認 爲我 們 有 本 事 進 入 神 聖 的 觀 點 與 最 古 老 的 異 教 一  

樣 ，有 悠 久 的 歷 史 。在 異 教 中 ，自然與超自然之間、生者 

與死者之間的界限都是模糊的。神明有時會附身在女巫身  

上 ，人們可以通靈，試圖發現自己和神明的關連。

異教 的神明 令人怕得要 命。這 是 有 原 因 的 。因爲這些  

神明的性情難以捉摸、充 滿 危 險 、反 復 無 常 ，有時候還充  

滿 報 復 心 理 ，他們彼此常常以犠牲人類爲代價來發動戰  

爭 。與 此 相 反 ，我們今天卻不怕這位神聖者。甚 至 ，我們 

覺得這位神很高興與和我們在一起，他會爲我們鋪開迎賓 

的 紅 毯 ，也 就 是 說 ，神明會對我們的關注充滿感激之情。

此 外 ，我 們 的 「消費者心態」也 是 另 一 個 因 素 。作爲 

消 費 者 ，我 們 期 望 立 刻 便 得 到 所 要 的 •切 ，無 需 等 待 ，按 

照我們自己的 方式 ，而 且 有 權 退 貨 。這種心態影響著新的  

靈 性 觀 ，也影響著許多的教會。這 -點與古代異教那種不  

確 定 、動 盪 、狂熱的行爲迥然不同。

今 天 ，我 們 滿 懷 信 心 地 尋 求 ，自以爲很快就會受到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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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 禮 遇 ，當我們 忙中 偷閒 時，稍作追求時便會立刻進入其  

中 。現代化帶 來了空虛感，所 以 ，我們進入市場購買能滿  

足我們靈性虛空的商品。我們希望不必付任何代價、不必 

思 想 、不必等待便能進入神聖之境。我們已經在購物商場  

中 學 會 了 這 一 點 。畢 竟 ，這 是 我 們 的 權 利 。假如我不滿  

意 ，我 就 可 以 抛 棄 這 些 「神聖的經驗」 。我們當中許多人  

都 是 這 樣 做 的 。要 看 這 種 情 況 ，我們根本不需要去找那些  

奇怪 的教 徒 或 女 巫 ，在 我 們 的 鄰 里 間 、在 辦 公 室 、或者就  

在 隔 壁 桌 、在 休 息 室 裡 、在 禪 修 室 中 、在 回 家 的 車 子 裡 ’ 

比 比 皆 是 。

這 情 形 也 在 「慕道友導向」的教會或新興教會等福音  

派 教 會 發 生 。在 那 裡 ，諸 位 便 可 看 到 這 種 「消費者精神」 

如 何 運 作 。肆 無 忌 憚 、任 意 購 買 、搭 配 需 要 的 產 品 ’這些 

方式普遍應用在教會。速 成 ！量 身 訂 做 ，適 時 提 供 幫 助 ’ 

而且要照我的方式。

這是一種試圖使自己昇華爲神的靈性操練。這是將人  

類精神投 射到 永垣 中，試圖讓自己成爲不朽者。而 且 ’人 

們會喜愛神聖的東西，是因爲從它得到了滿足’而且是治  

療 性 的 滿 足 。這種 滿足 因 人 而 異 ，有 些 人感 到被 遺 棄 ’需 

要 安 慰 ；有 些 人 感 到 迷 失 ，需 要 找 到 方 向 ；有些人感到空  

虛 ，需要得到充實。

但 是 ，任 何 「從下而上」的靈性操練都會變成要去控  

制 所 尋 求 的 對 象 。我們自行決定尋求的時間、尋 求 甚 麼 ’ 

要達到什麼程度的滿足。不 久 ，我們便陷入了這種思維方  

式 中 ，因爲我們沒有受到任何譴責。神聖只不過是爲了滿  

足我們自 己 的 需 求 ，或是被我們使用而已。當我們有需要  

時 ，便可以利用神聖，就像我們利用其他的消費品一樣。

基督教的創造論與罪論給我們很好的解答。受造之物  

都 是 有 限 的 、且需要依靠神而存在。那位造物之主則是大  

有 主 權 、自 給 自 足 、自 存 的 神 。祂是那將自己顯明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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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神 。並不是我們 找到了 祂 ，我們也絕不可能從我們的自  

我 裡 面 找 到 祂 。認爲神聖是可以透過對自我或是對心理的  

探 索 發 現 ，這是一種常常浮現在整個人類歷史中的古老習  

慣 。它是一種建立在泛神論基礎上的異教習慣。

這 是 在 屬 靈 的 生 死 觀 上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歷世歷代以  

來 ，教會已經做了清楚的分類：分爲普遍啓示與特殊啓示  

(這 是 更 正 教 的 用 語 ） ，或 者 說 是 「自然」與 「恩 典 」 

(這比較像天主教的用語） 。雖然更正教與天主教有一些  

差 異 ，但是他們都認爲沒有任何一種自然的方式能接近上  

帝 ，使 人 拯 救 ，這 -•點 和 當 代 的 靈 性 操 練 （其實是古老  

的 ）截 然 不 同 。

普 遍 啓 示 揭示 了神的存 在（詩十九 1-6 ;徒十四 17) 及 

其 道 德 本 質 （羅二 1 4 - 1 5 )，它又稱爲一般啓示。普遍啓示 

是向所有 人 發出 的 ，使人們都可以明白並且降伏於它，所 

以 保 羅 說 這 是 一 種 「無可推諉」 （羅一 2 0 ) 的 啓 示 。它雖 

然是給大家的，卻不能讓大家得救。

那 領 人 得 救 的 啓 示 是 一 種 不 同 的 啓 示 。它 是 以 超  

自 然 方 式 賜 下 的 特 殊 啓 示 ，它 是 以 神 在 以 色 列 歷 史  

中 的 救 贖 作 爲 ，當 作 時 空 背 景 所 做 出 的 啓 示 （如詩  

七 十 八 ，八 十 ，一百一"H 四 ；徒 七 1-53) 。我們透過聖經  

的 默 示 ，領受了神的救贖及其意義。我 們 知 道 ，這種救贖  

在 基 督 的 生 命 、受 死 、復活中得以完成並達到了高峰。所 

有 這 •切都成爲向罪人所做的特殊啓示。

在 今 天 ，有 許多 人排 斥 這 個 觀 點 。神 是 自 隱 的 神 ，是 

無法以我們的方式來得著的。祂也是無法透過普遍啓示、 

以 一 種 「從下而上」的 方 式 來 接 近 的。在 購 物 商 場 中 、在 

大部 分的 生活 中，我們都找不到任何與之相似的事物。我 

們 希 望 接 近 神 ，希 望當我們有慾望時，就能按著我們的方  

式獲得所 想要的。在 這 裡 ，情 況 並 非 如 此 。在 這 裡 ，我們 

必 須 蒙 受 恩 准 ，按 照 祂 的 條 件 、以祂的方式來到祂 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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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則 免 談 ，我們無法簡單地進入祂的同在。在 這 裡 ，自然 

本 身並 不能帶來恩典。神 的 恩 典 來 自 於 外 在 ，而非來自內  

在 ；來 自 於 天 上 ，而 非 來 自 於 人 內心 。它並不是墮落人類  

生活 中自 然 的 事 物 。我們原是 與 神 疏 離 的 人 ，而不是與神  

有 聯 繫 的 人 ，我們是靠著基督被帶進一種得救的關係中， 

不是靠我們從內在將這些東西拼湊起來。

這 是兩 種 對 立 的 靈 性 操 練 法 ，一 種 源 自 天 上 （神 ） ， 

另 一 種 是 源 自 地 下 （人 的 內 心 ） 。神和人之間有一條鴻  

溝 ，但很多人不知道這條 鴻溝，否則美國就不會有這麼多  

的 靈 性 操 練 文 化 了 。實 際 上 ，假 如 沒 有 神 的 啓 示 ，我們就 

不知道神是向我們隱 藏的 ，也 不 知道我們是瞎 眼的 。在這 

方 面 ，巴 特 （Karl Barth)的觀點是對的。

總 之 ，這種新的靈性操練是將所有普遍啓示當作特殊  

啓 示 ；而所有的自然都是恩 典。這些假設乃是聖經堅決反  

對 的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罪

爲什麼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會與聖經有衝突呢 ? 答案 

當 然 是 ：我 們 乃 是 罪 人 。顯 然 ，我們並不曉 得這 個事實。 

正如我們所看見的，美國人並不相信原罪。

我 們 必 須 認 識 到 ，罪 往 往會 使 人 對 眞 相 重 新定 義。然 

而 ，定 義 者 應 該 是 神 ，而 不 是 我 們 。人們首先想逾越的就  

是 「如神能知道善惡」 （創三 5 ) 。亞當和夏娃想必是受到  

這 種 思 想 試 探 ：若 能 像 神 ，便 可 以 接 近 罪 ，與它有密切關  

係 ，卻 又 不 受 其 汙 染 。這 是 一 種 謊 言 。嘗 試 罪 、公然蔑視  

神 的 吩 咐 ，導 致 了他們內心的敗壞，繼 而 便 被 趕 出 樂 園 。 

有基路伯帶著發火焰的劍攔阻他們回伊甸園。

我 們 沒 有 這 種 困 難 。基 路 伯 巳 經 離 開 了 。那個反映神  

屬性的古老倫理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 們 已 經 放 棄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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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個 世 界 ，現在我們自行定義何爲眞相、何 爲 終 極 點 。罪 

不 但 使 我 們 自 封 爲 神 （因唯獨神能決定眞相） ，罪也使人  

瞎 眼 ，使 人 不 能 看 清 眞 相 ，也看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  

麼 。人們處於沒有絕對事物的世界中，他們自以爲罪已經  

消 失 了 。沒有任何世俗的理由可以阻止他們按自己的方  

式 、自己的時間、爲自己的利益來進入神聖之境。

説話

從 「說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兩種靈性操練之間的區  

別 。在世俗的靈 性操練中，我們是 自 言 自 語 的，因爲沒有 

任何神向我們說 話，沒 有 神 教 導 我 們 ，沒有任何超越的眞  

道 。早期的異教可以向有位格的鬼神說話，如今卻沒有鬼  

神可以聽我們。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位格、空虛的宇宙。

聖經卻指引我們另一種靈性觀。我 們 受 眞 道 的 教 導 ， 

我們要站在這位神面前。祂是說話 的 神 。這使人有嚴肅的  

責 任 ，同時也給人類盼望的根基。神並沒有撇下我們爲孤  

兒 ，在 空 盪 、冷 漠 、危險 的都市中流浪。我們並沒有在一  

片無垠的洋海中漂泊。我們實際上被教訓、被 挑 戰 、被呼 

召 ，這並不是出於我們自己，乃 是 出 於 神 ，出 於 祂 的 道 。 

祂藉著自己的道來接近我們，這 道 （話 ）乃 是 祂 自 己 的 。 

透過人聆聽祂的律法並相信祂的應許，祂使跌倒的人能站  

起 來 ，疑 惑 者 得 到 啓 發 ，饑 餓 的 人 得 飽 足 ，並透過基督發  

出恩典的馨香來。 •

這 就是我們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內容，與 那 種 「從下而 

上」的靈性觀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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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而下

令 人 震 驚 的 是 ，馬丁路德注意到我們與神相交的基礎  

不 是 聖 潔 而 是 罪 。這 是 一 種 「從上而下」的 靈 性 觀 ，是從 

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臨到我們的，不 是 「由下而上」的 。 

由上而下的靈性觀出於神那完全、無 與 倫 比 的 聖 潔 ；而從 

下 而 上 的 靈 性 觀 ，則 出 於 自 己 的 意 識 ，自己想要進入神  

聖 。

這 兩 者 的起 點 完 全 不 同 ，隨之產生兩種完全無法調和  

的 生 活 態 度 。要 擺 脫 舒 適 的 、通 俗 的 世 界 ，進入上帝所居  

住 的 世 界 ，的 確 很 不 容 易 ，但 無 論 如 何 ，我們可以試看  

看 ！

若 要 做 到 這 一 點 ，就 是 要 思 考 耶 穌 自 己 是 怎 麼 「從上 

而下」地 來 拯 救 我 們 。在高天之上的基督受差遣來完成這  

個 使 命 ，祂 道 成 肉 身 ，並藉著死 在十 字架上，向 罪 、死亡 

和魔 鬼發 出 了 挑 戰 ，並 戰 勝 了 它 們 ，祂 從 死 裡 復 活 ，如今 

在 「天上」掌 權 。祂 從 天 上 降 到 人 間 ，經 過 人 生 的 幽 谷 、 

降 卑 、衝 突 ，最後帶著榮耀與尊貴回到「天上」 。

我 們 來 思 考 一 下 ，當 基 督 在 「天上」尙未道成肉身之  

前 ，與現在祂 升 天 之 後 ，這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就 

是 藉 著 這 個 過 程 ，將 神 的 愛 、恩 典 、憤 怒 全 都 啓 示 出 來 ， 

並 啓 示 出 什 麼 是 眞 正 的 「靈 性 」 。讓我們照著聖經的記  

載 ，依序來討論基督的降卑與升高。

住在天上卻又道成肉身 

基替的降生

新約聖經的作者全都有其各自的風格、各自的論述方

第六章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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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各 自 的 角 度 。然 而 ，這 並 不 是 說 ，這些作者們是觀點  

不 同 、互 相競 爭 的 神 學 家 。而後現代的人因相對主義的傾  

向 ，熱 衷 於 這 種 思 巧 。後現代對任何事物都抱多種不同的  

觀 點 ，沒 有 任 何 •種觀點是確定的。

但 是 ，神在聖經中並不允許這種情況，這眞令他們掃 

興 啊 ！我 們 所 持 的 乃 是 一 套 「彼此補充」的 觀 點 。我們只 

要用心就能整合新約作者們看待基督的不同角度，成爲一 

個 單 純 、一貫的整體。

關 於 基 督 的 「榮耀與肉身」 ，使 徒 約 翰 使 用 「天上與 

地 下 」這 種 尖 銳 的 對 比 。耶 穌 說 自 己 是 從 「天 上 」來的 

( 約三 3 1 ，參六 3 3 ) ，祂 本 來 就 在 那 裡 ( 約八 4 2 、5 8 ， 

十七 8 ) 。換 言 之 ，袖 在 受 造 界 存 在 以 前 就 存 在 了 。祂獨 

立於這個世界而存在。在祂道成肉身的過程中，那永恆者 

便 進 入 時 間 裡 。那位同享神性中一切榮耀的那一位，成了 

肉 身 。牠 離 開 了 高 天 （約六 6 2 ，八3 8 ，十3 6 ) ，降 下 （六 

3 8 ) 。在 約 翰 福 音 中 ，我們共有四十二次讀到了祂被神從  

榮 耀 中 差 下 來 ，進 入 了 這 個 罪 的 世 界 中 （例如約八 4 2 ，十 

3 6 ，+ 三3 ，十六27-28，卜七8等 ） 。

因 此 ，聖 子 ，那 位 從 天 降 臨 、將父神啓 示出 來的聖  

子 ，與創造萬有的那位聖了-乃 是 同 一 位 聖 子 （約一3 ) 。誠 

然 ，祂人性的肉身似乎遮住 r 祂 神 性 榮 耀 的 光 輝 ，但若說 

這位取了肉身的聖子有別於那位曾是完全的神，便是嚴重  

的 錯 誤 。人看見了子就看見了父（約十四 9 ) ，因爲父在子 

裡 面 ，子 在 父 裡 面 （約十 3 8 ，十四 1 0 ) ；他 們 本 爲 一 （約 

十3 0 ) 。因 爲 祂 之 所 是 ，因爲祂的神性並沒有稍減，所以 

祂 自 然擁 有審 判、賜 永 生 、賜 命 令 、回 應 禱 告 等 權 柄 （約 

五2 2 、2 4 、4 0 ，十四 1 4，十五 17) 。

這 一 切 都 是 約 翰 陳 述 基 督 身 份 的 方 式 。但無獨有偶  

的 ，保羅在腓立比書二章5至 11節 的 說 法 ，與 約 翰 「天上與 

地下」的說法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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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某 些解 經 方式 頗有創 見 ，但是可能最好的方式還

是 要 看 一 看 保 羅 所 謂 的 「形象」--------「袖 本 有 神 的 形 象 」

(腓二 6 ) —— 意指某種事物的本質。運用 這種 語 言 ，保羅 

斷 言 說 ，擁有神的本質的那位取了奴僕的本質。這種轉變  

需 要 祂 「虛己」 （empty himself) 。

歷 世 歷 代 的 教 會 都 在 問 ：祂 的 「虛己」是捨棄了什麼  

呢 ？是神的屬性嗎？或 許 ，回答這個問題最好的方式不在

於探究 i S 個觀點的則因 ----「神 的 形 象 」 ，而是它的後

果 ：基 督 取 了 「奴僕的形象」 。爲了忠實於這一角色，他 

限 制 了 自 己 的 神 性 。我 相 信 ，這就是對這個問題的解答  

了 ！保羅並沒有削減或贬低聖子的神性，而是使我們對它  

有了一種更爲深刻的認識。基督不僅是披戴了肉身的神， 

也是我們所看到的那位自謙、捨 己 、充滿犠牲之愛的神。 

這是道成肉身的聖愛。基督在自己的位格中、在完全與眞  

實 的人 性諸般限制中，向我們啓示了神的屬性，這 是 獨 - 

無 二 的 詮 釋 。祂 以這種 方 式 行 事 ，以致人們看到了祂就看  

到 了 父 神 。這位 昔日 創 造 萬 有 、萬有也靠祂而立的基督， 

一 & 脫 去祂 威 榮 的 標 記 ，允許祂的榮耀被人的肉體遮掩起  

來 時 ，那得勝的彌賽亞時代便在祂裡面來臨了  ；在祂裡  

面 ，那 「將來的時代」便 露 出 了 曙 光 。唯獨神才能建立這  

一 時 代 ，也唯有在基督裡面它才能建立起來。在 祂 裡 面 ， 

我 們 得 以 與 上 帝 面 對 面 ，而 且 在 祂 面 前 ，我們便在永恆

uj_l O

新時代的開始

聖經提供我們看待這一問題的幾個視角。例 如 ，它談 

到另一個時代進入了這個世界。這件事在現代人聽來非常  

奇 怪 ，因爲我們是用我們熟悉的方式來思考時代。在思考 

當 前 的 時 代 時 ，我們會以十年爲一個單位進行劃分，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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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 哮 的 二 ◦ 年 代 、反 叛 的 六 ◦ 年 代 、或是貪婪的八〇年  

代 ；或 者 ，我們可按時代來劃分，將其分成戰後建設的一  

代 ，嬰 兒 潮 世 代 ，X 世 代 ，千 禧 世 代 等 。但不管我們怎麼  

分 ，我們都在思考人生的一般進程，也 就是 我們所看到、 

所 經 驗 並 認 識 的 人 生 ，以 及 人 生 中 的 事 件 、時 間 表 、衝 

突 、晚 間 新 聞 、靈 感 、產品與機會等。

關 於 時 代 ，聖經有另 一種不同的講 法。它談到了另一  

種 事 實 、一種超自 然的 事實 、一種不會受到人生諸般壓力  

限 制 的 事 實 、一 種 永 存 的 事 實 、-種實際進入了我們所認  

識的人類生命中的事實。它 被 稱 爲 「末後的日子」 ，它是 

眞 實 的 ，是 從 「天上」降 K來 的 。

保 羅 告 訴 我 們 ， 「及至時候滿足」 （加四 4 ) ，上帝差 

遣 自 己 的 聖 子 ，而 且 在 「日期滿足」 （弗一  1 0 ) 時 ，祂在 

基督裡顯明了自己的計畫。我們極可能誤解他的意思爲， 

「道成肉身」是挑一個良辰吉日發生的。在 以 弗 所 書 中 ， 

保 羅 的 意 思 是 ：神 的 「救贖性歷史工作」在基督裡達成了  

目 的 。與 此 同 時 ，正如他在加拉太書中所說的，現今的時  

代 已 經 結 束 了 。他 顯 然 不 是 說 ，時鐘 突然 間停 止了 ，而是 

說這個舊秩序因著基督的出現而結束了。

現今的時代結束了嗎？這 不 是 我 們 的 觀 點 ！我們完全  

被生活的喧囂所包圍。它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活靈活現的！ 

「來自天上」與 「來自地下」迥 然 有 別 ，這關乎基督  

教 信 息 的 核 心 。基 督 教 認 爲 ，所 有 從 「下 」而來的東西  

( 包括些新的靈性經歷）都 是 死 的 。不 僅 是 從 「下 」而來 

的 「靈性」 ，也 包 括 今 天 市 場 上 的 各 種 「自助計畫」 ，那 

些都是利用這個現代的知識、資 源 、科 技 、產品和工具來  

改 變 人們的生命 。這些都是從靈性死亡的時代中產生出來  

的 ，所以只能走向 死亡。我們的世界充滿了各種幫肋 ' 希 

望 、意 義 、滿 足 ，甚至能使人從谷底中再次爬上成功的顚  

峰 ，但因爲它們全都是來自一個靈性死亡的世界，因此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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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毫 無 價 値 。新約聖經採取的是一種超乎尋常、令人驚詫 

的激進立場，並且不以這種立場爲恥。

隨 著 基 督 的 降 生 ，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在聖靈引導  

下 ，人 們 會 強 烈 地 感 受 到 舊 時 代 即 將 結 束 ， 「末後的曰  

子 」即 將 開 始 ，這 日 子 是 從 天 而 降 的 。在 希 伯 來 書 中 ， 

聖 子 的 道 成 肉 身 開 始 了 「末世 」 （來一  2 - 5 ) 。 「…… 如 

今在這末世顯現一次，把 自 己 獻 爲 祭 ，好 除 掉 罪 。」 （來 

九2 6 ) 。正 如 保 羅 所 說 「末世已經來臨」 （林前十 1 1，按 

英文直譯） 。而 說 謊 者 、假教師等末世的現象已經出現了  

(提前四 1 ; 提後三 1) 。

耶 穌 論到 即將 來臨 的國 度時，也 談 過 這 一 類 的 事 情 。 

神的國在福音書中從來不是一塊領土，而 是 一 種 統 治 ，而 

上 帝 就 是 統 治 者 。袖 已經 開始 統 治 了 。祂 的 國 已 經 來 臨 ， 

這種統治將要在未來某個時刻完成並達到它的巔峰。

我 們 千萬不要忘了 一個 重點 ：這 段 時 期 、這種統治乃  

是 神 所 成 就 的 ，因 爲 這 顯 然 不 是 「從下」產 生 的 東 西 ，不 

是 出 於 我 們 自 己 。它必須是從上而來的。我們無法使它降  

臨 ，唯獨神才能如此行。

例 如 ，我 們 可 以 尋 求 神 的 國 ，爲 神 的 國 祈 禱 ，但 是 ， 

唯 獨 神 才 能 使 它 實 現 （路 十 二 3 1 ，廿 三 51 ；太 六 1 0 、 

3 3 ) 。這 個 國 度 是 神 賞 賜 的 。我 們 能 做 的 ，就是進入這  

國 度 ，接 受 它 （太廿一 43 ; 路十二 32) 。雖然我們可以接  

受 它 ，擁 有 它 ，或 拒 絕 進入 這一國度 ；但 是 ，我們卻不能  

建 立 這 個 國 度 ，我 們 也 絕 對 無 法 毀 滅 它 （太廿五 34 ；路十 

11 ) ; 雖然我們可以爲這個國度效勞，但是我們卻不能操  

縱 它 ；我們可以宣揚這個國度，然 而 ，是神建立這個國度  

(太十7 ；路十9 ，十二32) 。

神 進 入 這 個 世 界 、拯 救 我 們 、施 行 穩 固 的 統 治 ，自始 

至 終 都 是 神 作 的 。這 是 無 可 比 擬 、獨 一 無 二 、無可替代的  

國 度 。這 個 「將 來 的 時 代 」進 入 我 們 世 界 ，單單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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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我們完全沒 有功 勞。它全部的內容都是來自天上的 ’ 

而不是來自地下的 。它關乎神在恩典中的垂顧’爲罪人成 

就了他們自己不能成就的事。假 如 這 是 神 的 國 、是祂的統  

治 、是 祂 管 轄 的 範 圍 ，那麼它就不是我們建立的’也不是 

我 們可 以占 有的。我們乃是領受而不是佔有；我們乃是進  

入 而 不 是 抓 住 ；我們乃是作爲臣民進入祂的國度中’而不 

是要在其中做王。

這 「將 來 的 時 代 」是 藉 著 耶 穌 帶 來 的 ’是神所統治  

的 ，祂將施行救睛和審判。約翰福音談到 它的時候’圍繞 

著 「永生」這 個 主 題 。耶 穌 就 是 這 永 生 （約十一 25 ’ 十四 

6 ) ，永遠與父神同在，現在卻在歷史中彰顯出來（約壹一 

1-3) 。耶 穌 的 話 就是神的 話（約三 34 , 八 1 4 ，十四 10) 。 

因 此 ，能 帶 給 人 永 生 （約五 2 4 ，六 6 8 ，八 51 ) 。永生已經 

賜 給 信 徒 了 （約十 2 8 ，十七2 - 3 ) 。它並不是等到世界結束  

的時候 才賜 給我們。永生乃是現在就能眞實擁有的’是藉 

著 相 信 耶 穌 所 領 受 的 （約三 36 ’六4 7 、5 4 ) 。審判雖然是  

一 種將 來 的 事 實 ，但 對 於 信 徒 來 說 ，審 判 已 經 發 生 了 （約 

三 1 8 ) ，信徒已經從死裡復活了，雖然身體復活要等到以  

後 才 會發 生。 (約五24 ’ -t-一23-36) 耶穌已爲世人預繳了  

所有的訂金。

保羅認爲現今的時代邪惡地背叛神，因 此 是 死 的 。將 

來的時代是基督要作王的時代，是 永 生 的 時 代 。這種救贖  

與統治已經在那些重生者身上，也就是那些以基督爲主的  

人 身 上 啓 動 了 。我們可你非常清楚地從保羅的禱告中’看 

到兩種不同的時代。他說眾人將看見 牠高 升， 「遠超過一  

切 執 政 的 ’ 掌 權 的 ’ 有 能 的 ，主 治 的 ’ 和 一 切 有 名 的 。不 

但 是 今 世 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弗一2 ] ；林前一 

2 0 ，二 6-8，三 18 ；林後四 4 ；加一"4 ; 弗二2 ；提前六 17 ； 

多二  1 2 ) 。雖然現今的時代屬於撒旦，也 就 是 「這世界的  

神 」 （林後四 4 ) ，而 對 信 徒 來 說 ，現今的世代巳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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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它所謂的智慧已經被基督視爲愚拙（林前一 20 ) 。這 

些智慧豈不也包括了後現代的思維和流行的靈性操練？

對 保 羅 來 說 ， 「信靠基督」與 馬 太 、馬 可 、路加福音  

中 提 到 的 「進入神的國」的意 思 是 一 樣 的 。信 靠 基 督 ，就 

是使自己成爲這個未來國度的一份子。不管是在浩瀚的宇  

宙 、人 類 的 內 心 、或是這個即將來臨的世界中，耶穌都要 

擁 有 「至高的主權」 ，正如保羅在歌羅西書一章 15至20節 

中所宣告的那樣。

住在天上卻又統治天下

「道成肉身」乃 是 爲 了 救 贖 。救 贖 是 基 督 戰 勝 了 罪 、 

死 亡 和 魔 鬼 ，以便讓人的整個生命都得到潔淨和復原，讓 

基督的統治毫無阻礙地建立起來；我們雖然還沒有達到這  

種 境 界 ，但我們正朝著這個境界邁進。祂 從 天 上 降 臨 ，爲 

了 能 「從上面」以他的至高主權，來 救 贖 、統 治 我 們 。

假 如 基 督 沒 有 先 擔 當 我 們 的 罪 ，用人的身分替人受  

死 ，並戰勝罪背後的權勢，就斷不可能有這樣的統治、這 

樣 的 得 勝 。自從宗教改革之後，唯獨倚 靠神的恩 典、因信 

心而稱義已經被視爲新約福音的核心與主旨。馬丁路德宣  

告 ，正是這個教義，決定了教會的成敗。

唯獨基 t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 「稱義 」的教義與福音的各種主題交  

織 在 一 起 的 。例 如 ，當 保 羅 談 到 「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  

和 好 ，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林後五 1 9 ) ，他 

便 是 將 「和 好 「與 「稱義」的教 義 結 合起 來。在 談 到 「如 

今 卻 蒙 神 的 恩 典 ，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 白 白 地 稱 義 。」 

(羅三 2 4 ) 時 ，他 乃 是 將 「救贖」與 「稱義」結 合 起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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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回祭」與 「稱義」也 是 如 此 （羅三 2 4 - 2 5 )。稱義同 

樣也是擊潰各種惡勢力的方式。上 帝 不 僅 「塗抹在律例上 

所 寫 ，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 它 撤 去 ，釘在十字 

架上」 ，而且在這樣做的過程中，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 

權 的 擴 來 ，明 顯 給 眾 人 看 ，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西二

14-15 ) 。我們必須看 到，對 保 羅 來 說 ，這些教義並不是彼  

此 無 關 的 ，它們乃是交織在一起的。

新約聖經中關於基督受死的經文可以被分爲兩類：一 

般性的經文與解釋性的經文。在 第 一 類 （一般性）的經文 

中 ，我 們 看 到 基 督 乃 是 爲 「多人」捨 命 （可十45) ’祂是 

爲 「羊」 （約 十 1 5 ) 、爲 「不義的」 （彼 前 三 1 8 ) 、爲 

「罪人」 （羅五6 - 8 ) 、爲 「我們」 （帖前五 1 0 ) ，而且也 

是 爲 「朋友」 （約十五 13-14)降 世受 死 。

但 是 ，這些一般性的經文卻是透過特殊性的經文來解  

釋 的 。然 而 ，爲什麼祂要代替人死呢？答 案 是 ：祂 「爲我 

們 的 罪 」捨 己 （加一  4 ；西十五 3 ) ，祂 「擔當了我們的  

罪」 （彼前二 2 4 ) ，也 因 爲 祂 的 受 死 使 「我們的過犯得赦 

免」 （弗一7 ) 。袖 「被 交 給 人 ，是爲我們的過犯」 （羅四 

2 5 ) ， 「爲我們的罪」作 了 挽 回 祭 （約壹二2 ，四 1 0 ) ，我 

們 現 在 「靠祂的血稱義」 （羅五 9 ) 。這 個 邏 輯 雖 簡 單 ’ 

卻 是 必 然 的 。神 之所以赦 免我們，乃是因爲基督爲我們而  

死 ；神 之所以赦 免我們，乃是因爲基督代替了我們擔當了  

我們罪 的 刑 罰 。我們自己本來應當受死，基督代替我們而  

死 ，這樣就合乎神聖潔的要求。

基 督 代 替 我 們受 刑 罰 ，這是 稱 義 的 核 心 要 點 。而這種  

教義卻很容易受人嘲笑，因 爲 不 夠 「合理」 。 「稱義」是 

將 一 個 人 的 罪 轉 移 到 另 一 個 人 身 上 ’這是法律所不許可  

的 。另 外還 有一個問題，就是神的本性中包括許多無法和  

理 性 調 和 的 內 容 。例 如 ••祂 既 神 聖 又 慈 愛 ，既公義又慈  

悲 ，祂 既 救贖 又審 判。而 且 ，眾使徒並沒有解釋基督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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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所受的刑罰與祂所忍受的痛苦之間的關係。到底祂的  

受 苦 本 身 ，就是爲我們的罪受刑罰？或 只 是 一 種 象 徵 ，而 

沒有眞正解決我們的罪？布 希 內 爾 （Horace Bushnell) 19 

認爲應該只是一種象徵！他 說 ，如果受苦本身就是刑罰， 

那麼世人所受的任何苦難都可以解決罪的問題，人類的每 

一滴淚水都能救贖自己。所 以 ，布 希 內 爾 反 問 道 ，既然救  

贖 是 不 能 的 ，那麼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神離棄又有什麼意義  

呢 ？

現 在 ，對 「基 督 代 贖 」這 個 正 統 教 義 充滿 敵 意 的 人  

( 如布希內爾）繼 續 挑 毛 病 。神怎麼能同時對一個人又愛  

又 恨 呢 ？祂怎麼明知那個人是個罪人，同時又宣告他是義  

人 呢 ？神怎麼明知那個人罪大惡極，同時卻選擇潔淨這位  

罪 人 呢 ？世上公正的審判官不會允許罪人逍遙法外的。法 

律 要 求 人 們 應 當 負 自 己 的 責 任 ，怎麼可以替別人受刑罰  

呢 ？如果罪的刑罰就是與神永遠隔絕，那麼基督爲什麼三  

天之後就從死裡復活了呢？

當 然 ，保 羅 清 楚 「稱義 」的 困 境 在 於 ：當神稱罪人爲  

義 時 ，怎麼還能說神是義的呢？ （羅三 2 6 ) 其 實 ，我認爲 

「稱義」的教義並不像人類法庭那樣，需要被告與原告交  

叉 質 詢 。其實這種說法是一種比喻，比喻的本身與比喻的  

對 象 ，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例如把某位立法委員比喻成獅子，其重點是說立法委  

員維護法律時可能眞的很像獅子那麼兇猛，其實立法委員  

和獅子有許多不同之處。

因 此 ，人類法庭的情況雖然與保羅稱義的教義有某些  

相 似 之 處 ；然 而 ，兩者卻不可完全按字面上來類比。相似 

之處在於兩者都強調需要爲行爲負責任。而這種責任感需

19 編 註 ：布希內爾是十九世紀美國公理會的牧師，其神學思想集中在 

基督徒的經驗上。他將加爾文主義改成較人性化與自由。他認爲耶穌被 

釘十字架只是與我們一同受苦，fW不能救贖我們。耶穌只是一個陪伴  
者 ，而不是我們的救贖者》



要 由 神 來 的 審 判 ，因爲祂是能全然在道德上維繫是非對錯  

的 那 一 位 。因 此 ，違背了神的權威及其律法，就一定會帶  

來 懲 罰 ，這樣才能使律法的要求得到滿足。

如 果 不 先 注 意 神 的 屬 性 ，就 無 法 明 白 保 羅 「代受刑  

罰」的 教 義 。神 既是那位慈愛的神，同時也是那位憤怒的

神--- 其中的一面不會向另一面妥協，在 祂 的 憤 怒 中 ，祂

施 行 公 正 的 審 判 ，在 牠 的 慈 愛 中 ，祂 擔 當 了 刑 罰 。保羅在 

羅 馬 書 -開頭便討論這一主題，在 這 裡 ，他引導讀者來認  

識 「神的義」 。 （羅一  1 7 ，三 21-26) 神的義就是啓發馬  

丁路德認識福音的經文，將這種義稱爲神救贖性的干預， 

是 在 「福音」裡 顯 明 出 來 的 ，而 且 是 在 「律法以外」顯明 

出 來 的 。它表明了人在神面前的景況。它 顯 示 出 ，神將人 

定罪時和實現救贖之應許時都是義的。祂公義的屬性在祂  

審 判 與 救 贖 行 動 中 表 明 出 來 （參士 五 11 ; 撒 h 十二 7 ；詩 

一〇三 6 ；但 九 1 6 ) ，而 且 不 只 表 明 祂 的 公 義 ，這些行動  

也 帶 來 f 對 以 色 列 的 救 贖 及 對 其 仇 敵 的 審 判 （賽四十五  

8 、23-24，五 _)̂ 一 6 、8 ; 詩七 H 1 9 ，九十六 1 3 ，九十八

9 ) 。

當保 羅重 新解釋這個眞理時，他 宣 告 ：在 基 督 之 外 ， 

神對那些因爲自己的罪與祂隔絕的罪人實在充滿 T 憤 怒 ， 

祂敵視那些陷在自己罪中的人。在 基 督 裡 ，神的慈愛在其  

大有榮耀的豐富中被人們看見、認 識 ，信祂的人被這種義  

所 遮 蓋 ，唯 獨藉 著 這 種 義 ，他們才得以站在祂面前。神既 

充滿憤怒又充滿慈愛，祂 既 審 判 又 施 憐 憫 ，這些都和祂的  

聖 潔有 關 。

然 而 ，我 相 信 ，與其說祂 因爲 罪而 受到 刑罰 ，不如說 

基督是擔當了我們的罪的刑罰更恰當。祂在十字架上的工  

作乃是聖父與聖子在拯救世人這一共同任務上聯合起來， 

而 不 是 說 基 督 該 受 刑 罰 （林後五 21 ) 。祂甘心樂意伏在審  

判 的 重 擔 之 下 。祂 在 永 恆 中 ，就定意要代替我們接受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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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判 。在十字架上所表現的止是這一點，上帝的得勝和不  

變的恩典在時空中彰顯了出來，十字架彰顯了祂的聖潔； 

而且 在這 種啓 示 中 ，同樣也看到了罪的邪惡。這 種 啓 不 ， 

除 了 顯 明 神 的 聖 潔 之 外 ，還向我們顯明了神長闊高深的  

愛 。基督的代贖行動使人免於神的義怒。

因 此 ，是 神 在 基 督 裡 對 罪 、死 亡和魔 鬼採 取了 行動 。 

稱義的教義不但和沒有位格的律法有關，它更和神的眞理  

有 關 。道德律不過是對神的屬性的反應，神採取行動來對  

付 這 種 「打破道德律」所 帶 來 的 結 果 ，祂親自對付了這些  

問 題 ，祂 親自擔當了自己的憤怒，親自在基督裡承擔了祂  

公義屬性所要求的 審判 ，親自提供了沒有任何罪人能付的  

代 價 ，親自承受了沒有任何罪人能承受的刑罰。

在 保 羅 書 信 中 ，罪 被 歸 算 到 基 督 身 上 ，而祂的義則歸  

算 在 信 徒 身 上 。因 此 ，保 羅 論 述 說 ，亞伯拉罕不是因爲行  

爲 而 被 神 悅 納 ，因 爲 若 是 那 樣 ，接 納 就 是 賺 來 的 ，就是可 

以 預 期 的 。相 反 地 ，他 不 是 賺 來 的 ，而 是 被 「算 爲 」義 

(創十五 6 ；羅四 3 ) 。這種歸算沒有會計帳簿的味道。正 

是 在 這 種 意 義 上 ，保 羅告 訴 腓 利 門 說 ，他 逃 跑 的 奴 隸 「若 

虧 負 你 ，或 欠 你 什 麼 ，都歸在我的帳上」 （門 18 ；參羅五 

1 3 ) 。那歸在基督帳上的正是罪的刑罰，所以神讓那些藉  

著 信 心 領 受 的 人 「在行爲以外蒙神算爲義」 （羅四6 ；參腓 

書三 8 - 9 ) 。這種我們無法爲自己提供的義，卻由神透過基 

督 賜 給 了 我 們 ，藉此我們被宣告脫離了律法的刑罰，並得 

以自由地站在祂的面前，不再受罪的詛咒。

然 而 ，這 並 不 是 一 種 冷 冰 冰 的 、非位格化的記帳作業  

而 已 ，而是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種影響遠超過我們  

的 個 人 經 歷 。它進入到這個受傷的宇宙中，進入到這個在  

黑暗中苟延殘喘的宇宙中。最 重 要 的 是 ，惡的影響現在巳  

受 到 了 遏 制 。這個 時 代 被 判 死 刑 ，沒 有 未 來 。那個將來的  

時 代 ，現 在 已 經 顯 明 出 來 ，甚至進入到了現今的時代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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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 督 裡 ，永恆被帶入了時間中。在 時 間 中 ，那從天上而 

來的靈帶給我們盼望，將我們帶到、帶 回 永 恆 。

克 拉 那 赫 （Lucas Cranach) 所畫的馬丁路德肖像十分  

有 名 。這幅油畫的原畫懸掛在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  

( Uffizi Gallery ) 。這 家 美 術 館 收 藏 F許多由梅第奇家族  

(Medici family ) 收 藏 的 瑰 寶 。今 天 ，它們按照時間順序  

陳 列 出 來 ，以便讓人們從羅馬帝國的雕塑開始，進而過渡  

到取材於教會生活中的中世紀藝術，這些畫當中有些使用  

了眞正的金子。随後便進入到文藝復興時期。這種安排方  

法給參觀者一種寶貴的視角。當人們將所經過的藝術進行  

對 比 時 ，克拉那赫繪畫中那種刻板單調顯得很突出。這幅 

畫 沒 有 裝 飾 ，沒 有 矯 揉 造 作 ，是用一種樸素的色調來描繪  

的 ，風格也是直截了當的。

在 中 世 紀 ，人 們 常 用 自 我 犠 牲 、屬靈經歷和對教會的  

忠 誠 取 代 福 音 。馬丁路德爲了恢復大家對福音的認識，用 

簡 單 、直 接 、不加裝飾的方式將福音表達出來，就像是這  

幅畫的筆觸一樣。

遠是我們的彳言息

今 天 是 處 在 一 個 影 像 時 代 中 ，是 「形 象 」而 非 「語 

言」主宰著人們處理事務的方式。後 現 代 認 爲 ，必須摧毀  

語言在我們認知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實 際 上 ，這就是後現  

代對現代所所發動的攻擊，它清除那主導現代時期的理性

主 義 °

然 而 ，理 性 的 運 用 以及語言本身 ，卻並不是啓蒙運動  

的 標 記 。畢 竟 ，早在啓蒙運動和人文主義盛行之前，我們 

就 在 早 期 教 父 （如 奥 古 斯 丁 ）那 裡 ，在中世紀的經院哲  

學 ，如 敦 司 蘇 格 徒 （Duns Scotus) 與 阿 査 那 （Aquinas) 那 

裡 ，甚至在更正教宗教改革家那裡，都看見了相當發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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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雜 的 理 性 運 用 。無論後現代對強調形象、想 像 、關 係 、 

群體等做出了多大貢獻，這些東西沒有一種能取代教會必  

須 宣講基督眞理的事實：假如不使用語言便難以爲繼，而 

且語言是表達我們思想的工具，我們的思想必須與神在基  

督裡所做的一切相對應。

新約 中既核心又單純的信息就是：神所應許的那個即  

將來臨的時代已經露出了曙光，人要尋回 生活 的意義，戰 

勝 混 亂 與 憂 愁 。後現代以各種方式指出了生活的空虛，指 

出 生 活 缺 乏 意 義 及 恆 久 、穩 定 的 價 値 ，這一點很令人驚  

訝 ，因它極接近眞 理。實 際 上 ，這遠比啓蒙運動中生活在  

自欺中的那些人更接近眞理。保 羅 指 出 ，若不能從死裡復  

活 ，人生 便是毫無意義的，最 終 將 走向 滅亡 。這個世代沒  

有 任 何 希 望 ，它處在神的審判之下。儘 管 它 輝 煌 燦 爛 ，但 

它 卻 必 走向滅 亡 。它 沒有 任何 未 來。它雖然能爲人們提供  

許 多 快 樂 的 體 驗 ，許 多 短 暫易 逝的 消遣 ；但 是 ，它的命運  

卻 是 已 注 定 。它除了所生產的那些像朝露般轉瞬即逝的東  

西 以 外 ，既沒有任何遠大的未來，也不能給人任何意義。

意 義 唯 獨 來 自 神 。在 基 督 裡 ，那唯一能存留到永遠的  

巳 經 來 臨 了 。它 在基督 裡 來 臨 了 ，並透過祂在十字架上的  

工作變成了救贖性的臨在。在 這 項 工 作 中 ，不僅那位永恆  

者 臨 在 於 時 間 中 ，而且末日的審判在時間中也已經完成  

了 。對 那 些 屬 神 的 百 姓 來 說 ， 「末 日 」的審判已經發生  

了 。不 僅 如 此 ，舊約時代的人們所盼望的復活，現在也以  

新 約 中 所 談 到 的 「新造的人」的 方 式 出 現 了 。現今的時代  

正處在日薄西山的幻滅中；另一個時代則露出了曙光，它 

的光芒照耀在生活之中，驅散 了 生命 中 的陰 霾 ，點亮了生  

命 的 意 義 ，激勵著屬神的子民邁向終點—— 萬有都歸服了  

基 督 ，然後基督將萬有交與父神。 （林前十五20-28)

這就是我們的信息嗎？我 認 爲 是 的 ！ 一邊是關於神的  

深 刻 的 思 想 ，另一邊則是我們膚淺、空 虛 的 處 境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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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兩邊聯繫起來。這難道不是基督教向來所做的事嗎？ 

基脊已經作王

基督已經升上高天並開始了自己的統治。基督已經升  

高了 ！保 羅 告 訴 我 們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 權 的 、有 

能 的 、主 治 的 、和 一 切 有 名 的 。不但 是今 世 的 ，連來世的 

也 都 超 過 了 。」 （弗一  2 1 ) 。保羅使用豐富的詞彙來描繪  

基 督 徹 底 的 勝 利 ：無 論 是 死 、是 生 、是 天 使 、是 掌 權 的 、 

是 有 能 的 、是 現 在 的 事 、是 將 來 的 事 、是 高 處 的 、是低處

6 ) 。基督現在在上帝右邊，並 且 「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 

有 能 力 的 ，都服從了他。」 （彼前三22) 。

在這幅 圖 畫 中 有 一 件 新 事 ，就是我們可以看見基督現  

在如何實施祂至高的統治，我們也可以更清楚地用末世的  

眼 光 看 待 事 物 。儘 管 父 神 將 「萬有」交 給 了 基 督 （太十一 

27 ；約三 3 5 ) 、又 將 「萬有」服 在 祂 腳 下 （弗一22 ) ，祂 

的 能 力 是 那 種 能 使 「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腓三 21 ) ， 

以 致 我 們 可 以 毫 不 含 糊 地 稱 基 督 是 「萬有的主」 （徒十 

3 6 ) ; 然 而 ，這 仍 是 一 種 「令人質疑的統治」 。在 這 裡 ， 

我們再次發現了「已然」 （a lready)與 「未然」 （not yet) 

並存的眞理。

人 們 對 基 督 的 統 治 之 所 以 有 質 疑 ，原 因 在 於 ，即使 

「惡 」現 在 處 在 神 至 高 的 統 治 之 下 ，神已宣告了它的末  

日 ，即便它的脊樑已經在十字架上被打斷了，但是它卻仍  

未被推上斷頭 臺。因 此 ，教會只要還存在於這個世界，就 

當 警 醒 。她 不能 洋 洋 得 意 ，她必須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 弗六 1 0 - 1 8 )，她 必 須 依 靠 神 恩 典 和 能 力 的 保 護 。我們 

尙未達到最後得勝的時刻，唯 有 到 那 時 「基督既將一切執

政 的 ，掌 權 的 ，有 能 的 ，都 毁 滅 了 ，就 把 國 交 與 父 神 。」

(林前十五 2 4 ) 。唯 有 到 那 時 ，一切的受造物才能完全從  

撒旦的敗壞中得到潔淨。

基 督 早 在 創 造 天 地 時 就 擁 有 掌 管 萬 有 的 權 柄 （西一

1 5 - 1 6 )，如今祂重新掌管這個墮落的世界（弗一9 - 1 0 )。 

爲 了 恢 復 王 權 ，基 督 來 到 世 間 ，那 位 「降 下 的 ，就是遠升 

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弗四 10) 。

但 是 ，這大有權威的統治在某些重要的層面上都仍是  

隱 藏 的 ，正如基督神性的榮耀也隱藏於祂地上的日子中一  

樣 。祂統治的事實是無庸置疑的；但 是 ，我們常常不清楚  

基督到底如何實施這種統治。毫 無 疑 問 的 ，一 i l 罪人脫離  

了 對自我的專注 ，轉離了他 們 私 人 的 景 況 ，單 單 信 靠 袖 ， 

看見自己的罪藉著十字架已經歸算到祂的身上，而祂的義  

則被歸算到自己的身上時。我們就可以看見神的統治了。

若 是 越 過 這 一 點 ，我 們 常 常 會 一 片 茫 然 。基督似乎不  

像 世 t 的 統 治 者 、君 王 、總 統 和 首 相 - 樣 ，顯示出任何可  

見 的 王 權 來 。祂的王權是一種需要藉著信心而不是憑眼見  

來 理 解 的 統 治 。我們可以看見聖靈無形中工作的有形結  

果 。我 們 知 道 ，聖靈的工作就是將基督在髑髏地所完成的  

工 作 ，成 全 在 我 們 身 上 。雖然我們看到了這些結果，但聖 

經對於聖靈如何工作卻沒有多作解釋。聖 靈 運 行 如 風 ，祂 

「隨 著自己 的 意 思 吹 ，你 聽 見 風 的 響 聲 ，卻不曉得從那裡  

來 ，往 那 裡 去 。凡 從 聖 靈 生 的 ，也 是 如 此 。」 （約三 8 ， 

譯 者 據 英 文 加 上 「自己的」三 個 字 ） 。聖經也沒有告訴我  

們 ，祂 在 世 界 上 、在歷史事件與歷史進程中，到底是如何  

行 動 的 。這 類 事 件 屬 於 上 帝 護 理 的 奧 秘 ，除非有受差遣  

來解釋這種工作的先知出現，否 則 ，我們最聰明的辦法就  

是 ，不要去猜測到底上帝在做什麼。

基督至高的統治在這個過渡時期是隱藏的，處 於 「已 

然」與 「未然」之 間 ，直 到 「一 切 在 天 上 的 ，地 上 的 ，和 

地 底 下 的 ，因 耶 穌 的 名 ，無 不 屈 膝 ，無口稱耶穌基督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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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使 榮 耀 歸 與 父 上 帝 。」 （腓二  10-11) 。在這過渡階  

段 ，罪 仍 在 影 響 世 界 。至於它邪惡的作爲是如何被抑制、 

被 制 伏 、或如果關係到上帝榮耀的目的，這方面並不清楚  

的 說 明 。但我們需要 牢記 的是，儘 管猶 大背叛了基督，犯 

了 大 罪 ，但基督被如此出賣卻是因著神的計畫。雖然邪惡  

的本質是抵擋神的旨意，但 是 ，神在自己的至高王權中， 

能用這種惡來達到祂的目的。

在 用 到 「神 義 」 （t h e o d ic y )這 個 詞 時 ，我們需要何  

等謙卑啊丨因爲審判巳經降臨在我們頭上，降臨在我們這  

些被放逐在伊甸園之外的人身上。我們 與 神 和好 了，我們 

和天父之間的破裂的關係已經修復，但我們還不能完全認  

識袖對這個世界的掌管。有某些事情神向我們這些罪人隱  

藏 了 ，只有祂全然知道祂的道路，唯有神才能明白祂自己  

的 奧 秘 。我們所認識的不過是祂決定讓我們知道的部分， 

而祂並沒讓我們認識祂對付罪的全部辦法，也沒讓我們完  

全明白袖的旨意到底如何成就在今天這些千瘡百孔的教會

o

基 督 徒 眞 正 盼 望 的 不 在 於 「明天會更好」 。不在於空  

虛 消 逝 、重 得 意 義 ，或是 生命 中的動盪 、痛苦和焦慮全消  

失 ；也不關乎怎樣改善墮落之人的生活，儘管方法是治療  

性 的 、有 靈 性 的 、甚至 帶有宗教性的。基督徒眞正的盼望  

關 乎 「將來的時代」 。基督的救贖已經進入了這個時代。 

公 義 、永生和意義正在取代罪、死 亡 、迷 茫 ；那賦予生命  

活力並轉化生命的能力，取 代 那 掏 空 人 生 、使人生受到驚  

嚇並將人帶入幽暗的能力。不 僅 如 此 ，盼望之所以成爲盼  

望 ，乃是因爲它已經成爲了永恆領域和永恆國度的一部  

分 。我 們 要 曉 得 ，邪惡 的命 運已注定，它必定會被驅逐出  

去 。這樣的盼望是將這艘正在沉淪的「今世」之船撇在了 

自己 身 後 。假如 這個彼岸的國度，即這個現在由基督統治  

著的國度不存在的話，那 基 督 徒 就 「比眾人更可憐」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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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五 1 9 ) 。他們的盼望就毫無根據，而他們則生活在一  

種 幻 影 中 （參詩七十三4-14) 。

浩 瀚 無 垠 、充 滿 奧 秘 、猶如宇宙一般不能參透的事情  

乃 是 ：我 們 既 不 是 外 邦 人 ，也 不 是 客 旅 。我們因爲遠離  

神 ，才變成在世界上像個迷惘的異鄉人。正是我們與神之  

間 的 疏 離 ，使我們一直有這種困擾著我們的感覺，使我們 

覺 得 自 己 像 是 在 冷 漠 、麻木的世界中踽踽獨行的陌路客  

旅 。有 如 羅 素 （Bertrand Russell) 所 說 的 ，我 們 就 像 以 「原 

子的偶然組合」的 方 式 出 現 的生 命 ，註定要在這堆宇宙的  

瓦 礫 中 消 逝 ，它顯 得如此沒有意義、如 此 短 暫 、如此沒有  

目 標 。除 非 我 們 認 識 到 ，墮落的生活絕對不會產生任何比  

「墮落本身」更 高 或 深 的 意 義 （那些由下而上的靈性操練  

也是如此） 。

唯 - 實際存在的未來是神在基督裡所確立的。祂在歷  

史 中 、透 過 十 字 架 所 成 就 的 ，是 唯 - 能 探 入 永 恆 的 。但 

是 ，我們必須接受那進入未來的門票。我們自己不能抓住  

它 ，因爲它不是按我們的方式出現的；它也不是一種由我  

們自己所 建立 的未 來，它 是 屬 於 神 的 ，它源自天上而不是  

來 自 人 間 。

據 此 ，那 些 已 經 放 棄 了 講 壇 ，或 者 說 「越 過 」眞理的 

教 會 ，正是在離開基督教本身。新約 乃是 宣講 眞 理 ，宣講 

那位從萬世以前就與聖父同在的基督如何進入我們的時空  

中 。因爲祂以這種方式生活於其中，所以祂的生命與我們  

的 生 命 一 樣 ，是 以 日 、以 週 、以 年 來 標 記 的 ；祂實際是活  

在 與 聖父 的 合 一 中 ，爲 祂 而 活 ，也代表祂的子民活在父神  

面 前 ；祂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成爲神的審判與恩典的管  

道 。在 十 架 和 復 活 中 ，祂的 勝利進入了宇宙，一種新的秩  

序已然在基督裡面誕生了。唯有在這種新秩序裡面，才能 

找 到 意 義 、盼 望 和 神 的 悅 納 。使徒性基督教所關涉的內容  

是 眞 理 ，而不是個人的靈性操練。是基督提供人來到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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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聖 者 面 前 的 通 路 ，而 不 是 自 我 。早期基督教所關切的內  

容是基督和祂付出痛苦代價的順服，而不是舒適的鄉村倶  

樂 部 。當這個世界顚倒是非的時候，神在時空中成就的乃  

是 「基督教的教義」 ，而不 足倍 增的 計畫 、閃 光 燈 ，也不 

是 華而不 實 的 喜 劇 。儘管我們可能需要影像，我們可能需  

要 娛 樂 ，但宣揚那位被釘十字架又從死裡復活的基督，才 

是教會當宣講的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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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和 華 説 ： 「雖 然 如 此 ，你 們 應 當 禁 食 、哭 泣 、 

悲 哀 ，一 心 歸 向 我 。」你 們 要 撕 裂 心 腸 ，不撕裂衣  

服 ，歸向耶和 華你 們的神；因爲 袍 有 恩 典，有 憐 憫 ， 

不 輕 易 發 怒 ，有 豐 盛 的 慈 愛 ，並且後悔不降所説的  

災 。

約 J寻書二章12-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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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們怎麼看待教會就會怎麼看待基督教，雖然很多基  

督教的內容是在教會活動之外 ，雖然基督教信仰的  

內容遠比週日在教堂發生的事多得多。

然 而 ，教會的現象會反映出一般人對基督教的認識， 

教 會 的 現 象 會 顯 示 ：人 們 怎 麼 看 待 神 、用什麼態度面對神  

的 道 、怎麼 看待這個 世界 、相不相信人的敗壞、對福音的  

認 識是 什麼，怎 麼 看 待 社 會 中 的 弱 勢 等 等 。

在七〇年 代 ，歷史性的更正教對這些議題的想法開始  

改 變 ，而 這 正 是 「經營教會」的運動開始流行的時候。它 

首 先 出 現 於 那 些 「慕道友導向」的 教 會 中 ，現在則開始在  

那 些 「新興教會」流 行 。更正教核心信念開始崩解之後， 

「經營教會」的實驗隨之興起，這並不是偶然的。

這 些議 題關乎福音派信仰的核心，它也關乎福音派信  

仰是否會在西方生存下去。當我首次提出這個問題時，我 

是從福音派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出現的兩個弱點著手。

第 一 個 弱 點 是 ：福音派傾向於任憑聖經的核心教義從  

教會生活中漸漸消失。在 某 些 地 區 ，核心教義已經完全消  

聲 匿 跡 了 。這是因爲福音派成了一種平民化運動，這個傾 

向 歸 因 於 民 主 的 推 動 ，而市場導向的牧會方式更使之惡  

化 。

第 二 個 弱 點 是 ：隨 著 第 一 個 弱 點 的 出 現 ，福音派主義  

固 有 的 「超教會」本質使它漸漸變成跨教會的福音機構， 

而不像按照聖經的教導建立的地方教會。一旦這些情況開  

始 出 現 ，福音派便開始衰落。

我們現在要深入探討這些弱點。探討更正教的思維方  

式 到 底 出 現 了 什 麼 問 題 。隨 後 ，我們將討論什麼是眞教  

會 。最 後 ，我們將討論哪些重耍的因素使教會變成現在這  

個 樣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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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出在家裡 

向中間標準靠攏

西方福音派信仰在戰後復興的主要原因，是它旗下的  

許多教會和機構能夠在共同的教義之下通力合作，這共同 

的 教 義 就 是 「聖經的權威」與 「十字架的必要性」 。這個 

核 心 看 似 狹 窄 ，其 實 是 很 深 邃 的 。然 而 ，隨著歲月的流  

逝 ，這個 核心 開 始 崩 解 ，而且正在失去其深度。它現在已 

經變得非常膚淺了，何以至此呢？

原 因 有 很 多 ，但我們要專心討論其中的一兩個。美國 

福音派乃是一種群眾運動，所有群眾運動都容易出現的一  

種 「民主」的 傾 向 ，它是美國人的核心價値。

德托克維2° (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十九世紀訪問美  

國時便注意到了這一點。他當時描繪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現  

在 。這種向美國社會一般標準看齊的傾向，也就是他所觀  

察 到 的 「向中間標準靠攏」 。之 所以會有這種傾向，乃是 

因爲它是多數人可以達到的標準。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不 只 是 在 福 音 派 ，在整個社會中都會  

有 這 種 「向中間靠攏」的 大 眾 化 運 動 。這種傾向在民主與  

資本主義生根的地方更容易看到。

舉 例 來 說 ，在 今 天 的 西 方 社 會 ，窮人和富人過著同樣  

的 生 活 ，這 是 空 前 的 。他 們 穿 同 樣 的 服 裝 ，吃同樣的食  

物 ，享 受 同 樣 的 娛 樂 ，觀看同樣 的電 視節 目，在高速公路  

上開著同一廠牌的車子。他們在住宅區的房子看起來都很  

像 ，穿著的款式與質感也一樣，都期待享受物質的豐富。 

我們都在同一個民主體制當中，相信同 樣的價値觀。實際 

上 ，現代化了的社會容易使大家有相同的期待。他們是由

2 0 譯 註 ：德托克維是 19世紀法國著名的美國問題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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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樣 的 環 境 、同 樣 的 經 歷 、同樣的市場 行銷、同樣的眼光  

製 造 出 來 的 。當人們思考人生問題時，他們傾向於採用同  

樣簡單的原則，結果便傾向於相同的思維。

現 代 社 會 傾 向 於 創 造 同 樣 的 經 歷 ，那是一種既無高  

度 、也 無 深 度 的 經 歷 ，是 一 種 平 均 的 、平 庸 的 經 歷 。這 

是現代化社會的祝 福、同時 也 是 咒詛 。它 之 所以是 -種祝  

福 ，是因爲人在當中可以擁有很多的財富、機 會 與 選 擇 。 

它之所以是一種咒詛，乃是這種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使我 

們的思想和慾望都變成一模一樣。

在福音 派 教 會 中 也 是 如 此 ，有 一 股 強 勁 的 退 潮 、暗流 

拉著福音派教會走向大眾化和庸俗化，就如每天商業頻道  

上提供的平價商品一般。

這種趨勢在教會中有兩個面向。積 極 的 一 面 是 ：福音 

派 向來都認 眞 地 遵 行 聖 經 中 「把福音傳遍天下」的 命 令 。 

基督教並非僅僅是提供給那些特權階級、有 錢 人 、有教養 

的 人 、社 會 地 位 高 的 人 、或是 西方 人的 信 仰。福音乃是賜  

給 普 天 下 人 的 。這種傳福音的動力便產生了無數福音會  

議 、佈 道 大 會 、福 音 機 構 ，也產生了開拓教會與宣教運  

軎力。

而 消 極 的 一 面 是 ：福音的拓展與獨立戰爭以來深入美  

國 人 心 的 「平等主義」匯 合 ，這種價値觀會使人認爲基督  

教是非常大眾化的東西，而這種想法會使基督教失去深度  

和 豐 富 。

自 二 次 大戰 以來，福 音 派 一 直 強 調 這 種 思 想 ：福音是 

很 簡 單 的 ，就算頭腦最簡單的人也可以理解。因 此 ，福音 

派教會必須保持低門檻以便讓所有人都可以進入教會。

然 而 這 個 原 則 在 實 踐 h 有 出 入 。仍還有種族歧視的情  

形 ，這種惡習一直沒有完全克服。除了以往的種族歧視， 

如今又加上了年齡歧視。有 一 間 「慕道友導向」的教會打 

出 這 樣 的 廣 告 ： 「這不是你奶奶的教會」 。如果他們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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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年 齡 歧 視 ，那 麼 ，他們可能也會有階級歧視。當有人想  

要打破這種歧視時，還可能會遭到嚴重的反對。

根 據 「大眾化」的 原 則 ，福音派選擇 簡 明的 福 音 ，反 

對 深 奥 的 福 音 。但 是 ，聖經所提供的福音是深奧與簡明兩  

者 兼 備 的 ，而不是只能選擇其中一個。福 音 是 如 此 簡 明 ’ 

以至於每個人都可以理解它；然 而 ，福 音 又 如 此 深 奧 ，以 

致於無人可以完全明白。假如基督教要持守全備的聖經信  

仰 ，它就必須持守這種簡明與深奧兼備的完美組合。有些 

福音派 只 要 簡 明 的，不 要 深 奥 的 ，結果基督教信仰就在他  

們手中開始瓦解了。

要引人注目

在 現 代化和 大眾化的社會中，基督教非常自然地趨向  

簡 明 ，而隨著教會的市場導向，更加 深這一種 趨勢 。當大

眾化與市場導向結合起來 ----這種情況已經席捲了美國福

音派世界 ----人們雖然會開開心心地來聚會，卻沒有得到

餵 養 ，結果心裡還是充滿空虛。這便是市場行銷所帶來的  

結 果 ，它 把 一 切 沖 淡 、膚 淺 化 ，使 它 吸 引 人 就 好 。這就是 

福音派教會所做的事。福音 因爲被視爲商品，便失去了自 

己的深度 和價値。雖 然它提升了吸引力、銷 售 力 ，但隨之 

而來的卻是基督教變得空洞、平 淡 。

這 導 致 一 連 串 破壞 性 的 勝利 ：吸 引 力 戰 勝 了 深 度 ，技 

巧 戰 勝 了 眞 理 、消 費 戰 勝 了 價 値 ，最 根 本 的 是 ，行銷者戰  

勝 了 產 品 。雖然因著 上帝 的憐憫，仍可從中找到一點點的  

福 音 ，可 吸 引 - 些 人 歸 向 基 督 ；但 是 ，在這種情況下產生  

的 教 會 ，很容易將初信時的錯謬帶入信主後的生活中。這 

場 「慕道友導向」的 運 動 ，使 許多 人在信主之後，信仰沒 

有 任何 提升 ，一直停留在膚淺、空 洞 的 「福音」中 °

教 會 本 該 糾 正 這 種 現 象 。爲什麼教會沒 有採取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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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基 督 徒 的 信 仰 即 便 一 開 始 的 根 基 不 穩 ，後來怎麼沒  

有堅固起來呢？答 案 是 ：無形的教會與有形的教會逐漸分  

離 ，所以不再有糾正的作用。這是二次大戰後福音派教會  

的另一個弊端。

失去教會

起 初 ，區分有形教會與無形教會的目的，並不是主張  

有 形 教 會 不 重 要 。這種區分只不過是爲了認出麥子中的稗 

子 （太十三 24-43 ) ，在教會會友當中有重生者和未重生  

者 。去教會做禮拜並自稱基督徒是不夠的。有形教會中的  

成 員 不 都 是 無 形 （普 世 ）教 會 中 的 成 員 。因爲參加有形教  

會並不表示就是在基督裡。這是區分有形與無形教會的目  

的 。

如 今 ，傳福音常常變成教會之外的活動。那些行銷者  

常常故意將傳福音與教會分開。故 意 除 去 「教會色彩」 ， 

撤 走教 堂中的長椅、十 字 架 ，取消 崇拜中的奉獻、聖 詩 、 

講 道 、佈道 —— 任 何 會 讓 慕 道 友 感 覺 「走 進 教 會 」的東

西 。

行 銷 型 教 會 認 爲 ，爲 了 「福音」的 緣 故 ，不要斤斤計  

較 這 些 。然 而 ，這不只是一種令人傷心的弊端而已，它那 

毀滅性的後果已經徹底顯明出來了，傳福音已經與門徒身  

份 脫 節 。現 在 ，福音企 業一支獨 秀，教會被拒於門外且受  

歧 視 ；無形的教會變成了一切，而 有 形 的 教 會 、地方性的  

教會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失去广重要性和地位。

這 種 現 象 在 「電了■■化教會」 （electronic Church ) 中表 

現 得 更 加 淋 漓 盡 致 。確實有成千上萬美國人觀看電視講  

道 ，對 他 們 來 說 ，這 些 傳 道 人 乃 是 他 們 與 「教會」之間的 

唯 一 聯 繫 。他 們 毎 週 都 會 「去」教 會 ，而整個教會只有自  

己 一 人 。他 們 的 「教會」除 了 奉 獻 以 外 ，無 需 參 與 服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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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承 擔門徒責任，不舉行任何聖禮和教牧關懷，也很少 

有 持 續 性 的 教 導 。這嚴重的倒致基督教信仰個人化，這其 

中 有很 多 弊 端 。不肖的傳道人有絕佳機會讓自己腐敗，而 

的確有很多人已經腐化了。這乃是曲解了新約聖經的教會  

觀 。

在 宣 教 領 域 ，與 此 相 似 的 觀 點 是 赫 夫 納 （Herbert  

H o e fn e r  ) 在 1 9 9 1年 出 版 的 《沒 有 教 堂 的 基 督 教 》

( Churchless Christianity) 。起 初 ，他的論點似乎並沒有產  

生 影 響 ，但 大 約 十 年 之 後 ，他的論點卻像一個突然冒出的  

可 怕 幽 靈 ，而且似乎聲勢浩大。

這本書是分析印度教團體中的基督徒生活，他們參加  

印 度 教 的 崇 拜 （心裡面卻是在拜耶穌） ，他們從不公開承  

認 基 督 信 仰 ，也從不參加地方教會。這種模式爲那些在充  

滿敵意的環境中服事的宣教士提供了「萬靈丹」 。爲什麼 

非要透過參加教會的方式來宣告自己的信仰，使自己置身  

危 險 中 呢 ？爲什麼不繼續維持自己原來的宗教方式，只要 

暗中作基督徒就好呢？

當基督教變成了沒有教堂的基督教時，它已經變成了  

無 形 的 教 會 ，所以可以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下自由自在。這 

提供 了極 大 的 方 便 ，讓人們既可成爲基督徒，又可避免所  

有因 信仰而來的迫害。他們只不過是不公開自己的信仰而  

已 。

這 是 一 個 很 聰 明 的 建 議 ，但 可 悲 的 是 ，它有一個嚴重  

的錯誤—— 它違 反了聖經原則。上 帝 選 民 不 應 該 忽 略 「不 

可 停 止 聚 會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 要 彼 此 勸 勉 。」 

( 來十 2 5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新約聖經中有許多這樣的例  

子 ，上帝 的祝福臨到人，不只是在個人獨處的時候，更是 

在 人 們 聚 會的 時 候 （如徒二  1 ，四3 1 ，十44) 。在初代教會 

中 ，信 徒 顯 然 處在危險 中，卻 仍 然 聚 會 。他們這樣做使教  

外的人眞正看到上帝的救贖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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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假 如 像 赫 夫納 所建 議的 那樣 ，地方教會可有可  

無 的 話 ，那爲什麼保羅還要用這麼多的時間來談論教會、 

教 會 領 袖 的 品 質 、教 會 的 建 造 、教會的功能呢？讓我們來  

澄 清 一 點 ， 「沒有教堂的基督教」與 「聖經的基督教」毫 

無 關 係 ，而 是 與 實 用 主 義 、方 法 至 上 、簡化的思想有密切  

的 關 聯 。它與聖經的教導相去甚遠。

從 印 度 這 個 例 子 來 看 ，赫夫納認爲地方教會是毫無必  

要 的 。而 在 美 國 ，地 方教會 是 失敗 的。市 場 導 向 、慕道友 

導向的教會無法培養出認眞的基督徒，這是巴拿對地方教  

會失望的原因。

然 而 ，失 敗 的 原 因 不 就 是 因 爲 採 用 行 銷 策 略 嗎 ？誠 

然 ，在 自 稱 「重生」的 教 會 中 ，只有百分之九的人有一點  

點 基 督 教 世 界 觀 ，而 且 在 這 些 教 會 中 的 「重生者」與世俗 

主義者的生活方式幾乎沒有分別，這 些確 實令 人困惑。爲 

什麼基督和文化變得如此難分難解呢？爲什麼這些所謂的  

基督徒與世人沒有兩樣呢？

美 國 人 強 調 「我 辦 得 到 」的 精 神 ，使人看到一種挑  

戰 ：唯 有 正 面 迎 擊 才 能 致 勝 ！教 會 必 須 改 頭 換 面 ！教 

會 必 須 更 富 吸 引 力 丨 教 會 必 須 有 星 巴 克 咖 啡 （Starbucks 

Coffee ) ! 教會必須吸引人願意一直待下來！教會必須提供 

娛 樂 設 施 、餐 飮 區 、劇 院 門 票 、旅 遊 。還需要什麼呢？需 

要 拿 掉 講 道 ！需 要用最好的影音設備！需要把教會弄得像  

倶 樂 部一 樣！

換 言 之 ，教會漸漸成爲一個毫無原則的企業。到底該 

做些什麼呢？重 組 、裁 員 、換 部 門 主 管 、尋 找 新 市 場 、聘 

用新的廣告代理、推出新的面孔、改 變 產 品 ！

這種做 法也 許適 用於 商業 界，77把 它 應 用 到 教 會 ，則 

會產生災難性的結局。原 因 是 ，上帝並不會屈服於我們的  

操 縱 、我 們 的 系 統 、我們的組織或是我們的行銷。我們不 

可 能 通 過 重 組 、聘 用 新 的 廣 告 代 理 、練就我們的行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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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模仿迪士尼樂園的經營、植入拉斯維加斯 式的 娛樂 、 

甚至建造供明星傳道人表演的豪華舞台等方式來強迫上帝  

作 工 。不 可 能 的 ！我們需要全然不同的思維。但 是 ，從哪 

種方向呢？

對我的批評

一 些 批 評 我 的 人 曾 經 說 ，我的書一直都是關於這類的  

診 斷 ，但 我 並 沒 有 開 出 什 麼 處 方 來 。他 們 說 ，這太消極  

了 ！裡面沒有積極的內容。

就 某 種 方 面 來 講 ，我的批評者 們抓 住了一個 重點 。的 

確我沒有提出實用的解決途徑，我尙未 提出解決 之道 ，不 

論是敬 拜的 問 題、主 日 學 的 內 容 、如何面對自我運動所帶  

來 的 問 題 等 。我們生活在濃厚的後現代氣息中，高度現代  

化 了 的 文 化 也 帶 給 教 會 許 多 問 題 ，我都沒有提出解決方

爲何沒有提出解決方案呢？某 方 面 我 承 認 ：我低估广 

人 們 遠 離 那 堅 固 、合 乎 聖 經 之 更 止 教 信 仰 有 多 遠 ！我以 

爲 ，他 們 自 知 有 所 偏 離 ，也知 道必 需 歸 回 。然 而 ，人們的 

記 憶 顯 然 已 消 逝 了 ，或 者 說 ，人們從來沒有在教會聽過或  

見 過 信 仰 。我 也 錯 估 了 這 點 。我意識到後現代文化對聖經  

的信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知道它拆毀信仰的根基、把重 

要 的 變 不 重 要 、把不 重要的 變 重 要 、把醜 惡的 東 西 美 化 、 

把 相 對 的 東 西 絕 對 化 、曲 解 信 仰 的 重 點 、引誘人離開眞  

理 等 等 ，這 是一回事 ，而提出解決之道又是另一回事。

我 舉 個 例 子 來 說 明 。有些來自破 碎家 庭的 年輕 人，它 

們 決 志 信 主 r ，他 們 開 始 意 識 到 ，過去他們習以爲常的混  

亂 ，他 們 在 學 校 裡 、鄰 里 中 天 天 談 論 、碰 到 的 亂 象 ，是上 

帝 所 憎 惡 的 ；但 問 題 是 ，這些年輕人從那些破碎的家庭、 

不 負 責 任 的 父 親 、同居的 男友或女友、繼 父 和 繼 母 、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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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個脫序的後現代世界中，完全不知道家庭應該是什麼  

樣 子 ？基督化的婚姻是什麼？要怎樣當個稱職的父母親？ 

今天福音派教會所面對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們離眞正的基  

督教信仰和實踐越來越遠。我們 中 間 許 多 人 ，沒有眞正經  

歷 那 合乎 聖 經 的 、深厚堅固的信仰力量，藉此思考用甚麼  

方法來取代我們今天的情況。

當 然 ，即便我們從未曾處在這樣一個眞正的教會中， 

我們也非常渴望在腦海中描繪出這一個圖畫來。然 而 ，我 

仍 確 信 ，要恢復這樣的教會景象並不是靠某種技術、尋找 

某 個 失 落 的 方 法 、重讀某個被遺忘的信條、在敬拜中使用  

古 老 的 祈 禱 文 ，或找到一些經營策略。沒有捷徑能促使教  

會 的 復 興 。我 仍 然 認 爲 ，如果他們著重於強化現今的喜  

愛 ，就像實用主義者強調技巧那樣，這樣的復興策略可能  

會使教會更低迷。不應該如此的！我們應有更深的思考。

教會的兩面

讓 我 們 來 重 溫 「有形」和 「無形」教 會 的 區 別 吧 ！這 

是當年改教家們從聖經中所看到的區別。因 此 ，我想探討 

這 種 觀 點 的 根 據 。隨 後 ，我 討 論 今 天 的 情 形 ，更多側重  

「隱藏的教會」和 「顯明的教會」之 間 的 區 別 ，這比較是  

路德宗而不是改革宗的講法。

有形教會與無形教會

在 討 論 第 -種 區 別 （有 形 教 會 與 無 形 教 會 ）的過程  

中 ，我 們 要 問 ，新近的福音派是否正確理解了這種區別。 

討 論 第 二 種 區 別 （隱藏的教會與顯明的教會）時 ，我們會 

論及福音派的另一個弱點，就是失去深度。

我們從第一種區別來著手。在 新 約 聖 經 中 ， 「教會」

252

第七章教會

一 詞 常 常 用 來 指 人 ，而從未用它來指建築物或是制式組  

織 。教會乃是由那些在某一特定地方聚集、進行敬拜的信  

徒 組 成 的 （如林前H 1 8，十四 1 9、2 8 、35) ，或是由那  

些 在聖經 完 成 之 前 ，散居各地卻有固定聚集、敬拜地點的  

信 徒 所 組 成 的 （如羅十六4 ；林前十六 1 ; 加一2 ) 。這便是 

有 形 教 會 ，是可以看到敬拜和分享見證的地方教會。

「教會 」一 詞 ，同 樣 也 泛 指歷世歷代、各 地 各 方 、天 

上 地 下 凡 屬 基 督 的 人 。希 伯 來 書 的 作 者 曾 經 提 到 ，那裡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以 及 有 「被成 

全之義人的靈魂」 （來十二  2 3 ) 。毫 無 疑 問 地 ，保羅除了 

把教會看成是當地信徒的聚集之外，也同樣認爲它包括歷  

世 歷 代 組 成 基 督 身 體 的 每 個 人 （弗一 22-23) 。正是藉著  

歷世歷代中的整個教會，上 帝的 智 慧 得 以 彰 顯 出 來 （弗三

1 0 ) ，如 今 上 帝 要 在 整 個 教 會 中 得 著 榮 耀 （弗三 2 1 ，五 

23-25 ' 27 ' 32) 。

「教會的雙重含意」始 於 奥 古 斯 丁 ，產生了地方教會  

與普 世教會 的 區 別 ，以及有形教會和無形教會的區別。這 

種 區別 是 很 重 要 的 ，但它同時也會被嚴重濫用，今天隨處 

可見這種濫用。

正 如 我 們 所 看 到 的 ，歸屬某個教會的人並不必然歸屬  

基 督 。在 改 教 時 期 ，這個觀點是針對羅馬天主教會提出  

的 ；天 主 教 堅 持 ，歸屬基督的唯一方式就是歸屬天主教  

會 ，遵 從 它 的 教 導 ，領受它的聖禮所帶來的恩典。人若在 

這 個 教 會 裡 ，就 是 在 基 督 裡 。甚 至 說 ，除 非 他 屬 於 教 會 ， 

否則不可能是屬基督的，只有極少數非常嚴格的例外。在 

教會之外沒有救贖可言。

改 教 家 們 則 反 駁 說 ，我們乃是因信 得以 歸屬 基督；我 

們乃是唯獨因著信心得以和基督聯合，相信基督在十字架  

上 所 成 就 的 工 作 ，已經除去了我們的罪惡，代替我們擔常  

了 上 帝 的 審 判 ；現 在 ，祂把祂的義袍披戴在我們身 k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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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至 終 ， h 帝對我們的接納都是藉著祂的恩典，也是因爲  

我們相信基督爲我們所成就的一切。誠 然 ，馬丁路德提出  

「洗禮產生重生」的教義混亂了這些觀點，但那不能抹煞  

他在其 他 方 面 的 貢 獻 ，至少馬丁路德對稱義的理解是完全  

符合聖經而且是深刻的見解。

這是傳承於福音派世界中的思想路線。它 一 直 堅 持 ， 

我們唯有藉著相信福音才能認識基督，使 人 得 救 。 「教會 

會友」身 份 並 沒 有 果 效 ；各 樣 聖 禮 、道 德 上 的 努 力 、自我 

實 現 、心 理 學 、任 何 偏 方 、任何擊性操練都無濟於事，我 

們自認爲能使自己更蒙上帝悅納的任何途徑也是如此。福 

音派世界之所以有巨大力量乃是因爲它一直傳達這個信息  

—— 只 有福音能使人得救。他 們 透 過 廣 播 、電 視 、家庭查 

經等各種佈道方式來傳播福音。他們一直在建立各種福音  

機 構 、派 發 福 音 單 張 、編 寫 各 種 書 籍 、進 行 佈 道 ，用各種 

方法領人信主。

然 而 ，在 實 踐 過 程 中 ，有形與無形教會之區分對基督  

教信仰造成了相當大的破害。人 們 誤 以 爲 ：只要認眞地看  

待 福 音 ，而不用認眞地看待教會。因此教會已經變成無關  

緊 要 的 東 西 ，或 者 說 ，充其量是一種奢侈品而已。教會與 

其說 是一種必 需品，不如說已經變成了一種選購品。事實 

上 ，當福音派不再認眞看待教義時，也就是福音失去了自  

己 的 深 度 之 日 ，教會也就隨之失去了自行糾正錯誤的能  

力 。

隱藏的教會和顯明的教會

面 對 這 種 趨 勢 ，我發現信義宗神學家所做的區別是很  

有 幫 肋 的 。他們提到隱藏的教會與明顯的教會之區別，他 

們對有形教會與無形教會的區別作了一些解釋。他們提到  

了 一 個 事 實 ：現在看似無形的教會終有一天會全部顯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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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他們較少去思考那些巳經死去的、屬於普世教會的信  

徒 ，他們更多思考的是那些生活在當代的信徒，在他們生  

命 中 ，上帝的統治 —— 即將來的時代—— 還沒有完全實  

現 。這種統治是唯獨由上帝建立的，也是唯獨建立在上帝  

眞道的基 礎上 的。雖然我們知道將來要走到哪裡去，但我 

們 現 在 卻 像 尙 未 被 上 帝 完 全 主 宰 的 人 •般 。這個未來的盼  

望 ，就 是 「隱藏之事」 。我 們 對 它 瞭 解 甚 少 ，這世界也不  

看 重 它 。現 在 ，我們只能憑著信心方可把握它，而不是憑  

眼 見 ，更不可能透過組織或技巧來強求。

在這裡 有 一 種 深 刻 的 見 解，它是從人們非常熟悉的聖  

經教導中產生出來的。我 們 在 前 文 巳 提 過 這 •點 ，也就是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存 在 著 「已然與未然」的 雙 重 性 。我們已經  

完 全 蒙 救 贖 ，因爲就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工而言， 

人們既不可再加添什麼，也 不 可 從 中 刪 減 什麼 ；但與此同 

時 ，我們仍然沒有得到完全救贖。我 們 知 道 ，即使是我們  

已 經 蒙 了 救 贖 ，我們自己仍然是罪人。我們一方面被稱爲  

義 了 ，但 同 時 仍 是 罪 人 ；雖然我們仍受世界上的所見、所 

聞 、所 欲 之 束 縛 ，但我們卻巳在基督裡了  ；雖然我們在祂  

裡 面 全 然 安 穩 ，但我 們同樣也容易徬徨，傾向於用自己的  

計 畫 來 取 代 上 帝 的 計 畫 ，用自己的道路來代替上帝的道  

路 ，用自己的意念來代替上帝的意念。不 僅 如 此 ，我們同 

樣 也 認 識 到 ，自己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就會誤以爲可以「選 

購 」上 帝 的 旨 意 ，祂的計畫要屈就在我們的計劃之下，並 

妄 想控 制祂的作爲，控 制 祂 的 教 會 ，誤以爲祂需要依賴我  

們 ，又妄想自己乃是教會領袖，教會的成功有待我們的去  

帶 領和設計。如果沒有我們，上帝似乎是無能爲力的。

但 是 ，實 際 上 ，上 帝 的 國 度 並 不 受 我 們 的 控 制 和 操  

縱 。上 帝 雖 然 好 像 將 自 己 從 「現今世代」的視野和影響中  

隱 藏 起 來 ，祂卻 是人無法操縱的。祂不會屈服於我們的方  

案 、我 們 的 領 袖 、我 們 的 計 畫 、我 們 的市場 行銷。爲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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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基 督 來 認 識 祂 ，我 們 必 須 「死」 。 「死 」不僅是承認  

自己不配得祂的憐憫，同時也承認我們不能用任何方法操  

縱 袖 的 計 劃 。福音在宣告新生命之前先宣告死亡。它告訴 

我 們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死亡之地。我 們 在 死 亡 之 中 ， 

直到基督使人稱義的大工爲我們打開了福音之門。並 且 ， 

當 我 們 穿 過 那 扇 門 的 時 候 ，不 再 信 靠 自 己 ，唯獨信靠基  

督 ，我們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中。

這個新世界與那個我們剛剛離開的舊世界不同。我們 

進入的乃是永生而不是永死，是上帝的榮耀而不是罪惡。 

這個世界以不同的規則來運行，因爲它處在不同的管理者  

之 下 。在我們墮落的世界中，我們這些作罪人的已經奪取  

了 主 權 ，按照我們自己的方式來經營—— 我們有權按著自  

己的需要去 思考、按著自己的意願去生活、按著自己的慾  

望 去 行 事 ，按著自己的想法去經營事業，我們以自己的方  

式 來 作 自 己 的 事 ，這乃是墮落生命的邏輯。一旦我們在某 

個領域中獲得了自己的主權，那我們就會繼續奪取其他領  

域中的主權。

這 些 習 慣 進 入 了 教 會 。我們認爲那些能讓在墮落世界  

的市場上中獲得成功的東西，同樣也會讓我們在教會中獲  

得 成 功 ，這豈不是很自然的道理嗎？假如我們可以在商業  

世 界 中 獲 利 的 話 ，那我們一定也可以用同樣技巧在教會中  

「獲利」 。

當我們透過基督與上帝和好時，就應該放棄這一切主  

權 。假如我們接受了赦罪的福音，那我們同樣也應該接受  

上帝 在我們之上、並在我們 內 心 掌 權 ，這便是悔改與相信  

的 含 義 。我 們 應 當 爲 任 何 行 使 自 我 主 權 的 作 法 悔 改 ，反 

之 ，我們應當緊緊抓住上帝的應許。這樣我們就能變成了  

奇 妙 的 「兩棲動物」 ：由於我們的墮落而被束縛於行將滅  

亡 的 世 界 中 ，同 時 我 們 已 經 成 爲 「最終將實現的永恆國  

度 」的 一 部 分 ；我們一方面已經完全得救，另一方面救恩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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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完全實現。

別 管 「再思教會」的課題

如今很多人認爲不必重視有形教會，他們認爲教會的  

一 切 都 需 要 再 思 ，我們必須思考教會如何獲得成功，因爲 

在商業世界不能不這樣做。當新的 需求 出現時，舊的產品  

便 會被 淘汰 ！教會也是如此，若 不 再 思 ，就 會 死 去 ！

在 我 看 來 ，如此多的再思反而混淆了對教會本質與教  

會 運 作 的 思 考 。對於那些正在引領教會風潮的眾多實用主  

義 者 而 言 ，除 了 實 用 之 外 ，其 他 都 不 重 要 。教會問題被簡  

化 爲 如 何 經 營 ，也就是正常的供貨、顧 客 滿 意 度 調 査 、市 

場預測及行銷策略等問題。

恕 我 不 能 苟 同 ！這是兩個完全 不同的問 題。當我們急  

切地尋求在教會獲得成功，而且以爲可以製造成功時，我 

們 便 誤 入 歧 途 ，混淆了教會的功能與教會的本質。容我來  

解 釋 這 點 。

教 會 不 是 我 們 的 產 品 ，教 會 不 是 我 們 的 事 業 ，我們不 

是蒙召來控制教會的。它不是我們經營自己事業的地方， 

不是我們獲得自己成功的所在。教會不是 商 業 運 作 。事實 

上 ，教會從一開始就不是我們應該再思的，絕 對 不 是 ！我 

們需要再思的不是教會。

其 實 ，需要再思的是我們對教會的觀點。需要査驗的  

是 教 會 的 忠 貞 ，是教會在基督裡是否忠貞，是否在世界上  

活 出 基 督 的 生 命 ，這才是我們需要再思的。畢 竟 ，教會不  

在 我 們 的 控 制 之 下 ，而是在上帝主權的眷顧之下，祂所認  

爲的成功往往與我們所想像的成功迥然不同。

我 們 應 當 牢 記 ，教 會 被 稱 爲 「神的教會」 （加一  13 ; 

林前十五9 ) 。教 會 是 「基督的教會」 （羅十六 1 6 ) ，因爲 

教 會 乃 是屬 於 祂 的 ，是牠用寶血所買贖回來的。基督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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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造 教 會 （太十六 1 8 ) ，而 PI h 帝也藉著聖經將教會生活  

的 藍 圖 賜 給 我 們 。所 以 ，我 們 nr先需要做的是跟隨上帝， 

按照上帝的心意來思考教會。我 們 要 問 自 己 ：我們在教會  

裡有沒有好好地彰顯基督的生命？教會是否能在這個特殊  

的 文 化 中 ，作上帝國度的先鋒、並堅守陣營？

保持距離與發揮影響力

從 這 一 點 便 可 以 得 出 ，儘管教會與文化處境有著相同  

之 處 ，因爲教會是由來自這些文化的人所組成，但 是 ，他 

們同樣也要體會到教會與這些文化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和諧  

的 、內 在 的 距 離 。教會裡的人不同於文化處境中的人，因 

爲他們在教會裡所聆聽的乃是來自這世界之外的聖道。他 

們乃 是 在 敬 拜 神 ，祂 的 偉 大 、聖潔完全不同於墮落生活中  

的 任 何 事 物 。基 督 徒 也 置 身 在 「世界」裡 面 ，但 「世界」 

卻不應存留在基督徒的生命裡！他們不應該按照世界的方  

式 、用作生意的方法來生活。

的 確 ，教 會 同 樣 也 是 組 織 。但 是 ，那界定教會的並不  

是 組 織 。在 西 方 世 界 ，各 種組 織 隨 處 可 見 ，教會完全不同  

於世界上的任何組織。在教會裡的乃是那些屬於另一個世  

界的人—— 至 少 應 當 是 如 此 ！爲 什 麼 呢 ？因爲當教會聚會  

時 ，乃是在聆聽來自永恆之神的召喚，在祂面前以敬畏之  

心 來 敬 拜 、承 認 上 帝 的 偉 大 ，謙 卑 自 己 ，要在這個世界中  

以 祂 的 法 則 生 活 ，將教會事務當作祂的事物來做。這些都 

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方法。

凡 是 希 望 有 效 地 影 響 文 化 的 教 會 ，往往容易受到誘  

惑 ，以爲要有效地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隱藏教會和社會的  

差 異 性 ，巧妙地變成屬世的教會。他們認爲必須認同自己  

的 文 化 ，好像除 了文 化 之 外 ，他們 別無 所 知 一 般 。他們以  

爲 ，就算這不是唯一的工具，也是影響世界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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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眞 正 能 夠 影 響 文 化 的 教 會 ----這 就 是 「弔詭

(paradox，似非而是）」—— 其內在生命卻與文化保持距  

離 。教會提供了世俗世界所無法提供的東西，教會是一條  

出 路 ，教會立於世俗文化之外。教會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有  

別 於 文 化 ，要 與救 贖 主 同 在 ，祂 是 聖 潔 、恩 慈 的 上 帝 ，祂 

完全不同於我們在生活中所發現的任何事物。在 生 活 中 ， 

我 們 完 全 以 「這一個」世 界 爲 重 。在 教 會 中 ，我們的重點  

是在基督裡認識上帝，是在上帝寫成文字的道。因 此 ，教 

會 必 然 是 看 重 「另一個」世 界 的 。

這就 是教 會 的 特 色 和信 息 ，這就是使教會能在這個世  

界 中 立 足的 原因，那並不是源於這個世界的。它維持了教  

會 的 地 位 ，雖然教會是社會中的少數。確 實 ，今天在許多 

國 家 裡 ，教會仍是受迫害的少數群體。教會經常面對的誘  

惑就是變成和這個世界一樣，就 是 隨 波 逐 流 、無 拘 無 束 、 

平 靜 、沒有任何敵人。所有人都渴望如此，難道不是嗎？

儘 管 如 此 ，如 果 教 會想 要眞正成 功的 話，它就必須不  

同於我們在生活中所發現的任何事物。無 疑 地 ，教會將樹  

敵 眾 多 。教 會 在 文 化 中 發 聲 ，而這個文化可能提倡與基督  

信仰相反的生活方式。如果教會有一天變成與社會一模一  

樣—— 就像現今的許多教會那樣—— 那我們就不需要上帝  

的 眞 理 、恩 典 ，也不需付出任何代價就能成功了。沒 錯 ， 

我們可以按照我們自己的方式來擁有成功。但 是 ，教會不 

能 這 樣 做 ，因爲它既會毀掉教會，也會毀掉教會影響這個  

世 界 的 能 力 。爲 了 眞 正 的 成 功 ，教 會 必 須 「言 」世界所  

「未言」 ， 「行」世 界 所 「未行」 ，因 爲 教 會 是 「神的教 

會」 ，是從上帝的恩典中誕生的，教會蒙召要根據上帝的  

眞理來運作，那是與社會截然不同的。

我 們 從 哪 裡 找 到 這 個 證 據 呢 ？眞教會的標誌是什麼  

呢 ？我們如何才能知道教會是上帝的事業，而不是人類的  

巧思或興趣的產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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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宗 教 改 革 時 期 ，我 們 看 見 眞 教 會 的 三 個 標 誌 是 ： 

「宣 講 神 的 道 」 、 「正 確 施 行 聖 禮 」 、 「執 行教 會 勸  

戒 」 。然 而 ，這些標誌並不是絕對可靠的。人們會發現有  

些 教會雖具備這三方面，卻 沒 有 進 展 、沒 有 生 機 、對文化 

沒 有 什麼 影 響 力 。這些標誌並不是萬無一失的。但 是 ，它 

們仍然有助於標示教會是屬於另一個國度；在當今西方文  

化 氛 圍 中 ，這些標誌正在迅速遭人們抹煞。

眞教會的標誌並不是只有這三個。在 基 督 裡 ，無形教 

會還有其他許多自我彰顯的方式。例 如 ：雖然每個人都有  

缺 點 ，但只要是上帝在基督裡所生的、忠 於 本 分 的 教 會 ， 

一定會看見聖靈的果子、領 人 歸 主 的 渴 望 、對窮人和弱者  

的 憐 憫 。然 而 ，上 述 三 種 標 誌 （傳 講 神 的 道 、正確施行聖  

禮 、執行教會勸戒）仍然是教會不可或缺的。因 此 ，我們 

將繼續以這三者爲核心來討論。

可靠的標誌 

神的道

全備牲

宗教改革所 宣 揚 的 眞 理 ，其實就是教父 時期 的眞理。 

他 們 都 認 爲 ，凡是聖靈所默示的—— 也就是聖經所有的內  

容—— 都是具有約束力的權威。同 樣 ，它也是我們省察自  

己和檢驗任何思想的標準。聖經教導我們如何以神所喜悅  

的方式來生活。唯獨聖經才是我們的權威。

天 主 教 聲 稱 ，教會的教導與聖經有一樣高的權威。爲 

了對抗天主教的錯誤，改 教 家 們 必 須 捍 衛 「唯獨聖經才是  

我 們 的 權 威 」這 個 立 場 。天 主 教 認 爲 ， 「聖 經 和 傳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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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教會獲得啓示的兩大來源。天 主 教 高 層 的 「教諭 」 21 

(Magisterium) ，決定了聖經與傳統之間如何調和。

馬 丁 路 德 認 爲 ，這 種 做 法 就 是 用 一 個 「塞子」堵住了

聖經的口 ----聖 經 只 有 在 與 教 會 的 教 導 一 致 時 ，才能發

聲 ；否 則 ，聖經就得保持緘 默。天主教可能會給人臣服於  

聖經的權威之下的印象，但 事 實 上 ，聖經權威只隸屬於教  

諭 之 下 。因 此 ，教會很難被神的道改變，因爲她在很多方  

面已經處於聖經權威之外了。這就是爲何宗教改革者要高  

喊 「唯獨聖經」的 原 因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最高權威，即 

上帝成文的道，而不是好幾個最高權威。

許 多 人 會 對 天 主 教 「以 自己 的 權 威 來取 代聖經的權  

威」感 到 驚 訝 ；然 而 ，他 們 卻 沒 有 看 到 ，西方福音派教會  

也在做非常類似的事情。這並不是說今天的福音派、或者 

昔曰的天主教積極反對聖經權威。天主教並沒有反對聖經  

中 的 默 示 ，今天的福音派也沒有這樣做。他們都不是在理  

論上反對聖經的權威，而是在實踐上忽略聖經的權威。

假如教會不願意將自己放在聖經的權威之下，不願意  

將聖經當作指引信仰和實踐的最高權威，那聖經就不能發  

揮 其 權 威 。當時的天主教會以自己的教導否認聖經權威的  

同 時 ，就表示他們否定聖經的權威。假如我們將聖經棄置  

在 一 旁 ，用自己的方式來建造教會，那我們也不能宣稱自  

己相信聖經的權威。

對 於 福 音 派 來 說 ，這 種 情 形 之所 以 出 現 ，是因爲使用

顧 客 滿 意 度 調 査 、市 場 行 銷 、商業知識等方法來調整基督

教 信 仰 ，以適應不同的世代。它同樣也包括了用治療性術

語來重塑基督教信仰，以適應那些脫離了倫理世界、居住

在心理學世界中的人們的需要。在 新 興 教 會 中 ，則認爲我

們難以確定聖經的權威，於 是 把 聖 經 變 得 「很有彈性」 ，

21 ~ 編 註 ：教諭是屬於天主教官方的文獻，由教皇及紅衣主教們所頒 

布 ，是天主教徒必須信奉和遵行的信仰標準和解釋，它的權威性等冏於 
聖 經 》例 如 ：宣布聖母馬利亞和耶穌都是中保、頒布玫瑰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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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更徹底地與後現代思維方式結合。福音派以爲這樣就  

能 和 世 界 產 生 關 連 性 。大量福音派人士之所以走上這條  

路 ，是 因 爲 他 們 對 聖 經 的 「全備性」失 去 信 心 。他們已經  

不再相信神的眞理—— 或者說神的手—— 足以引導今曰的  

教 會 。

我 們 要 與 社 會 連 結 ，但不能用聖經以外的東西來決定  

教 會 的 生 活 ，即 便 是 最 熱 門 的 行 銷 趨 勢 、最近的人口統  

計 、對經濟 不景 氣的 分析 、年 輕 人 的 想 法 、星巴克及當代  

音 樂 ，都 不 可 以 。在 教 會 的 拓 展 、建 造 上 ，這些東西中沒  

有 一 樣 可 以 擔 任 決 定 性 角 色 。雖然人們對當代生活的研  

究 ，無論是人口統計或心理學，都有助於瞭解後現代世界  

的 生 存 方 式 ；但 是 ，這些研究本身並不能拿來作教會建造  

的 藍 圖 ，藍圖應當來自神的聖道。在市 場的快速變化中， 

在迎 合潮流的過程中，聖道往往失落了  ！他們實際上的藍 

圖 是 來 自 文 化 、消 費 者 ，來 自 這 個 世 界 。這 些 教 會 是 「唯 

獨文化」而 不 是 「唯獨聖經」 。除非福音派對聖經的全備  

性 恢 復 信 心 ，否 則 ，他 們 稱 「唯獨聖經」只不過是一句空  

話 而 已 ，是文字遊戲而已。

基 督 教 形 成 的 原 因 ，是由於眾使徒相信聖經是唯一權  

威 ，相信聖經是全備的。同 時 ，眾使徒是用教義的方式來  

教 導 眞 理 。

教義

這 是 個 充滿 選 項 的時 代 ，從 希 臘 的 「智慧」到諾斯底  

主 義 的 「奧秘」 ，有 許 多 選 擇 。但教會的根基不能建立在  

這 些 上 面 。教 會 是 被 建 立 在 「使徒和先知」的 教 導 上 （弗 

二2 0 ) 。那些所謂的智慧和奧秘，既然不是舊約先知所傳  

講 的 ，因此也就無法成爲後世教會的規範。教會乃是根據  

使徒的著作來建立的，在 聖 靈 默 示 下 ，使徒表達出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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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權威性，並且用教義的方式來教導。

新 約 聖經雖然 包括歷史紀錄 、比 喻 、對 話 等 。但 是 ， 

如 果 認 爲 這 些 與 使 徒 們 「用教義的方式傳遞」相 悖 ，便是 

很 愚 蠢 的 。

耶 穌 是 教 師 ，眾 人 都 稀 奇 「祂的教訓」 （或 作 教 導 ， 

太七 28 ；可一 2 2 ) 。耶 穌 的 教 導 ，舊 約 的 教 導 ，便是眾使  

徒 詳 細 講 論 、並在聖靈默示下運用到教會中的教導。他們 

都提出了上帝子民如何建造教會和生活的教義。要成爲信 

徒 ，就要相信這些教導。

正 如 斯 托 得 （̂ !!!! Stott) 所 注 意 到 的 ，這種使徒性教  

義 被 稱 爲 「教導」 （羅十六 1 7 ，） 、 「信仰」 （多 -13 ; 

提前三：9 ; 猶 3) ； 「眞理」 （提前二 4 ，三 1 5 ，四3 ) 和 

「託付」 （提前六 20 ; 提後一 1 4 ) 。被 稱 爲 「純正話語的 

規模」 （提後一 1 3 ) 、 「傳統」 （帖後二  15) 、 「使徒的 

教訓」 （徒二42 ；提後二2 ) 。還 有 「我們所聽到的教訓」 

(來二  1 ) 或 是 「從起初所聽見的」 （約壹二24) 。

眾 使 徒 寫信 給早 期基 督徒的，正 是 這 種 教 導 。這種教 

義是 上帝爲了指示、在倫理上引導並餵養牠子民的緣故而  

賜 下 的 。因 此 ，使 徒 們 提 到 ，他 們 之 所 以 寫 信 ，乃是爲  

了 要 提 醒 眾 教 會 重 視 這 些 教 義 ，使 他 們 「回 想 」 、 「認 

定」 、 「順從」這 些 教 義 ，或 用希 伯 來語 來 說 ，不 要 「離 

開」它 。眾 使 徒 認 爲 ，這 些 教 義 就 是 他 們 「傳遞」給教會  

的 ，也 就 是 他 們 「託付」給 教 會 的 。

因 此 ，基 督 徒 乃 是 認 識 這 些 教 義 的 人 。他 們 「相 

信 」 、 「擁有」 、 「持守」 、 「守護」這 些 教 義 、 「迫切 

爲 之 爭 辯 」 。這些教義應該在教會生命中佔據核心和決  

定 性 的 地 位 。這種使徒性教導是我們應該努力宣揚並堅信  

不 移 的 信 仰 。教義可以指導基督徒如何思考，以及讓他們  

知 道 自 己 是 誰 。這 應 該 成 爲 基 督 徒 的 「身分證」 。基督徒 

乃 是 那 些 「擁有」使 徒 教 導 的 人 。基 齊 徙 守 護 、珍 惜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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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捍衛這些教導，並在其中得到生命的滋養。

但 是 ，今日福音派教會已經遠離了這個規範。對於福  

音派教會中的許多人而言，新 約 聖 經 中 的 教 義 是 「無法認 

知的領域」 。這 正 是 那 些 「重生者」告 訴 巴 拿 的 ’而且有 

大 量 的 證 據 顯 示 ，巴拿所得到的資料乃是事實。今 天 ’在 

福音派教會中，存在對聖經眞理極其無知的現象。

原 因 非 常 簡 單 ，對 於 許 多 「重生者」而 言 ，在他們理  

解 基 督 教 信 仰 、福 音 的 內 容 、基督徒生活的優先次序、生 

活 方式與內容等方面，這些教義已經不再重要了。從本質 

來 講 ，今天的福音派基督教已經不再是教義性的了。讓我 

們來說明這種偏離教義的危險到底是什麼。這並不只是我  

們不再用教義方式來思考而已。更 基 本 、也 更 重 要 的 是 ， 

我 們 不 再 以 思 考 r 眞理」的 方 式 來思 考了。雖然現在和基  

督教相關的主題很多，漸 漸 地 ，基督教卻無關眞理了。這 

就是爲什麼在現在的教會生活中，合聖經的講道越來越少  

的 原 因 。

講違

實 際 上 ，以前更正教的教會都很重視講道，這就表示  

他們尊重聖經的權威和全備性。一直有人傳講神的道’以 

致於人們有機會聽了這道就認識聖經眞理。基督教並不只  

是 關 於 經 歷 的 ，也 不 只 是 個 人 的 、或治療性的靈性經歷而  

已 ；基督教更不是教會櫃檯上銷售的商品。這些嚴重的曲  

解 影 響 了 講 壇 ，也說明今天在西方福音派教會中隨處可見  

的信仰與行爲上的軟弱。這 眞 是 個 災 難 ，隨著這種情形的  

發 生 ，眞教會的標誌從教會消失了。

然 而 ，我 們 必 須更 進一 步說 。聖 經 不 僅 是 權 威 性 的 ， 

聖 經乃是神的話 。它乃是上帝作工的方式，把自己放入人  

類 的 話 語 中 ，爲了讓我們體會祂的同在，聆聽並學習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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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聖經談到了上帝的降卑，將祂的偉 大隱藏起 來，好讓 

我們能承 受得起。聖經談到了我們的驕傲，以致我們轉離  

了 上 帝 ，不再聽祂的道，拋棄了教會中認眞的講道。

講 道 不 是 一 場 對 話 ，不是閒聊一些有 趣的 話題。它不 

是 像 後 現 代那 樣 ，在聖經話語中聽取自己想要的信息，之 

後仍舊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 是 的 ！這 乃 是 上 帝 在 講 話 ！ 

上帝通過傳道人結結巴巴的嘴唇在講話。在 講 道 中 ，傳道 

人的思緒停留在聖經文字上，但他的心卻處於上帝的同在  

中 。正 如 馬 丁 路 德 所 指 出 的 那 樣 ，上帝住在傳道人的口  

中 o

正是這種講道方式發出了呼召，它 餵 養 人 的 靈 魂 ，吸 

引會眾進入上帝的同在中，以致無論講道關注的是上帝的  

屬 性 、眞理還是祂在這個世界中的作爲，我們都會帶著敬  

畏 、感 激 、鼓勵或自責離開教會。偉大的講道使我們一直  

置身於上帝的同在中！

論 到 講 道 ，我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那  

些 確 信 講 道 必 須 根 據 聖 經 經 文 的 人 。他們可能是受到以  

前 一 些 偉 大 的 講 章 所 激 勵 ，可能認爲一些主題式的講道  

( topical preaching ) 太 空 洞 ，也可能是對自由派神學的反  

動 ，因此開始根據聖經來講道。他 們 確 信 ，上帝的道藉著  

聖靈的幫助便足以供祂子民需用。他們採取的方式大多是  

根據聖經原文和經文中所提供的結構和內容所做的解經式  

講 道 ( expository sermon) °

另 一 種 講 道 是 ，講道者敏銳地意識到後現代的人如何  

思 考 。這一批傳道人想要以他們自認爲能回應世界和需要  

的方式來迎合聽眾。大 多 數 情 況 下 ，這樣的講道不是以聖  

經經 文 開 始 的 ，而是以後現代經歷中的一些事件來開始。 

可能是以一部電影、一 個 連 續 劇 ，或是逛商場過程中遇到  

的一個趣聞當作開場白，然後找方法拉回聖經中的某些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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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爲這兩種講道方式都各有其獨到的見解。在第一  

種 講 道 中 ，他們洞察到上帝的道對救贖之工以及我們現今  

的 生活都是 全備 的。他們認爲講道的主要任務乃是解經。 

他們相信上帝必會使用那段眞理，因爲聖經是我們在這 tit 

界上過敬虔生活的全部所需。傳道人在解釋完了這段經文  

之 後 ，有時 候還 會 加 h 個 人 的 應 用 ；然 而 ，他們通常不會  

很努力去把聖經眞理應用到實際生活中，教導人如何在週  

間靠著這眞理去面對U 常 的遭 遇 。

第二種 講道者也 很有 洞察 力，他們觀察到我們在後現  

代世界中的經歴是複雜、難 解 、混 亂 、高度緊張和令人困  

惑 的 。每一天我們面對的境況都是艱難和繁重的。我們的 

婚姻 並不是非常牢固，我們的靈魂常常一分爲二，我們的 

孩子有時會令我們心碎，我們往往比別人知道得更多，我 

們卻不知道該怎麼辦。在 周 日 （或是週六晚上）聽到一些  

安慰 的話語固然很好，但我們眞正需要的是 -種認識人生  

的 方 法 。 幸 的 是 ，正是這種渴望驅使許多傳道人進入 f  

- 個 心 理 世 界 中 ，他們滿口是最新的治療性詞語。結 果 ， 

他 們 常 常 只 不 過 是 爲 聽 眾 提 供 空 洞 的 東 西 ，此外別無所  

H ，甚至比這史 :糟 。有 時 候 ，他們會在講道中提供娛樂， 

在 觀 眾 前 表 演 _番 ，給 人 留 下 •種 基 督 教 +過 如 此 的 印  

象 °

除非用上帝的道來挑戰會眾並告訴他們，否 則 ，不管 

他自我感覺多麼良好，會眾離開的時候會就和進來的時候  

一 樣 ，空 空 如 也 ；除非會眾學會在這個高度現代化和後現  

代 化 的 肚 界 屮 ，按照上帝的心思意念來思考，否 則 ’他就 

無 法 用 •種基 n 徒的丨11：界 觀 來 思 疗 。週 …孕 晨 ，會友就不 

知道該怎麼既適切乂忠心地投人這個世界。他們也就無法 

恰當地思考自己的人生，W 爲畢迓他們V']生活仵這個世界  

上 ，還沒有活在天上。

當 然 ，這 種 觀 點 有 -個 預 設 前 提 ：這個世界對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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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並 不 友 善 。但這並不是現今這些多數敏感的傳道人的  

假 設 。他們並沒有看到危險。他 們 是 在 沒 有 意 識 到 「這世 

界對基督教信仰非常有害」的 情況 下傳 講信 息。他們傳道  

( 如 果 還 能 用 這 個 詞 的 話 ）時就像我們沒有任何敵人似  

的 ！事 實 L ，我們的確有敵人，我們必須能認出他們來。

講道者必須在眞理和世界之間搭一個橋。上帝的道在  

這個世界中意味著什麼？這是傳道人該明白的問題。

我 們 或 許 會 追 問 ：爲 什 麼 搭 橋 （連 結 ）的人如此之少  

呢 ？我認爲答案簡單到令人詫異。那 些 偏 離 r 解經講道的  

傳 道人 之所以如此做，乃是因爲他們實在不相信這些講道  

能眞正觸及後現代聽眾，不相信他 們 能 理 解 ，不相信他們  

能 變 好 。

既 然 如 此 ，傳道人和聽眾 (至少是一些隨便的聽眾)之間 

就產生一種奇怪的結合。傳 道 人 認 爲 ，聖經眞理不能根本  

地解決人生命中的任何實際問題。很多聽眾也都同意這一  

點 。這也不是他們來聽講道的目的；他們來是爲了聽鼓舞  

人 心 的 話 ，爲 了 緩 解 心 理緊 張 ，減 少 一 些 迷 惑 ，或是僅僅  

是 爲 了娛 樂一 下。如果來一場解經講道，他們就會逃之夭 

夭 °

而 那 些 忠 實 傳 講 聖 經 ，卻沒有帶出生活應用的牧師又  

是怎麼一回事呢？當 然 ，他們相信只有聖道才能餵養人的  

靈 魂 。所 以 ，他們開始在台上解經。但 是 ，牧會的工作既  

緊 張 又 繁 重 ，他 們 實 在 沒 什 麼 時 間 和 心 力 預 備 講 章 。還 

好 ，解經書已經爲他們預備好了  ！

牧師要如何瞭解周遭的世界呢？要如何幫助會友在現  

代化的社會以及後現代的風氣中思考人生問題呢？如何把 

聖經眞理和現代人的內心連結起來呢？把聖經眞理種植在  

這 塊後 現 代 硬 土 上 ，確實需 要很 大的 努力 ，但許多牧師卻  

希 望 跳 過 這 一 步 。因 此 ，他們確實在傳講聖經，卻把應用 

的部分留給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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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完 這 兩 種 現 象 ，我們就不會對西方福音派教會的  

衰 弱 感 到 驚 訝 ，許多 人對聖經不熟、教 會 日 趨 世 俗 化 ，這 

一 點 也 不 意 外 。如果牧者不傳講聖經眞理，羊群自然對聖  

經 不 熟 。如果牧者沒有將聖經眞理正確地應用到生活中， 

那 羊 群 自 然 就 活 在 兩 個 世 界 中 ：一個是禮拜天早上的世  

界 ，另一 個週間的世界。但 是 ，只 解 決 生 活 問 題 ，卻與聖 

經 毫 無 關 聯 ，這種講道又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我們必須在  

兩 者之 間 選 擇 一 個 ，那麼聽到一場以解經爲主的講道會比  

較 有 益 處 的 ，即使 它缺少認眞的、有 洞察力的生活應用， 

也比聽到那種與聖經沒有任何關聯的講道好得多。

理 想 的 講 道 是 ，內 容 源 自於聖經經文，並將其中的眞  

理應用到我們實際生活的。若 不 這 樣 ，就要繼續忍受現代  

教 會 的 悲 劇 ：信 仰只 是 私人 的 事 ，卻從公眾領域和工作場  

所中消失了。

講 道 打 通 了 兩 個 世 界 ：神眞理的世界和我們的生活與  

內 心 的 世 界 。如果講道不能有效地在這兩個世界之間搭起  

橋 樑 ，那 教 會 就 會 跌 倒 、衰 敗 。只有打通兩個世界的講  

道 ，才能產生眞正的靈命。

聖禮

眞教會的第二個標誌是正確施行聖禮。改教家當年特  

別關注天主教的觀點，即救贖之恩乃是在聖禮中與聖禮一  

道 傳 遞 的 。其 觀 點 危 及 到 ：我們如何與基督會遇？基督救 

恩的本質是什麼？我們如何領受恩典？雖然關於聖餐和洗  

禮 ，聖經許可我們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但沒有一種觀點能  

夠取代福音本身。

關 於這 個 古 老 的 議 題 ，今天的教會已經不再有興趣討  

論 。大多數福音派人士已經不願意與天主教徒爭辯聖禮的  

問 題 。因 此 ，我們必須看到其中有什麼危機？它和我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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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處境有什麼關係。

對 聖 禮 錯 誤 的 解 釋 威 脅 到 「唯 獨 基 督 、唯獨藉著恩  

典 、唯獨透過信心」的 原 則 。我們實際上唯獨透信靠基督  

才能得到救恩，不是透過聖禮。正 如 巴 刻 （J. I. Packer) 所 

論 述 的 ，一切加在基督的工作之外的事物，都是在遠離這  

個 眞 理 。人 若 認 爲 ，除非我們加上自己的行爲，不然我們  

的稱義就不完全 (正如天主教當時所說的，又如當今更正教  

那 些 「保羅新觀點」的學者所說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  

作 並 不 完 全 ，而 且一直都 不完 全，直到我們自己來成就這  

種 完 全 。人 若 認 爲 ，除 了 基 督 之 外 ，還要加上馬利亞來作  

爲人與天父和好的中保，這就表示基督並沒有完成救贖工  

作 。事 實 上 ，無論我們加添什麼在基督的工作之外，都是 

在減 損基督的 工作。唯有看到基督已爲我們成就我們自己  

完全無法成就的工作時，才能在這些事上把一切榮耀都歸  

於 上 帝 ，而不是歸於我們。

天主教的聖禮觀乃是宗教改革時期最關鍵性的爭辯之

聖 禮 永 遠 不 可 能 代 替 聖 經 中 的 福 音 ，這乃是關鍵所  

在 。聖禮不可能代替福音。然 而 ，在天主教信仰中和隨後  

的 聖 公 會 高 派 （Anglican-Catholicism) ，都認爲除了基督  

的 救 贖 大 工 以 外 ，還有一種領受上帝赦罪之恩的途徑，就 

是 聖 禮 。聖禮的確是象徵著赦罪之恩，但 是 ，聖禮卻不能  

當作基督十架工作之外的補充辦法。因此以合聖經的方式  

來 理 解 這 一 切 ，而 不 與 主 張 「透過聖禮來找到上帝救恩」 

的教會混淆在一起，這乃是眞教會的標誌！

如 果 說 「使徒和先知」是教會賴 以建立的根基的話， 

那 基 督 就 是 那 塊 「房 角 石 ，各房靠祂聯络得合式，漸漸成 

爲 主 的 聖 殿 。」 （弗二 2 0 - 2 1 )。到 底 在 哪 些 方 面 ，基督 

是那房角石呢？到底基督怎樣將各房聯絡得合適呢？答案 

非 常 簡 單 ：正 因 爲 祂 ！因 爲 祂 的 受 死 ，因爲祂代替罪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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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所以他們才得以透過信心與牠聯合，才 有 教 會 存 在 ； 

若沒有上帝兒子道成肉身，沒有祂取了我們的肉身，就沒 

有祂解決自亞當以來的問題，就沒有祂的代死和使人稱義  

的 工 作 ，也沒有祂的復活和升天，也必定不會有教會的存

在 。

所 有的眞教會都 持守這個福音。眞教會宣告上帝的聖  

潔 與 人 的 罪 ，宣告在上帝和罪人之間唯一的中保就是這位  

「神一人」 （G o d - m an )耶 穌 基 督 。在牠 成 就 的 作 爲 上 ， 

我 們 斷 不 能 再 添 加 任 何 東 西 ，我們也斷不能從中刪減什

如 果 這 就 是 「唯 獨 基 督 」的 話 ，那 它 也 是 「唯獨恩  

典 」 ，因 爲 我 們 對 完 成 基 督 救 贖 之 死 的 唯 一 「貢 獻 」就 

是 我 們 的 罪 惡 ，也 因 此 我 們 需 要 被 救 贖 。就像湯樸威廉  

( William Tem ple )所宣稱的那樣，一旦在基督工作之外加 

上 任 何 東 西 ，就立即減損袖所成就的工作。畢 竟 ，若督的 

工作必須從罪人那裡獲得某些幫助才能生效的話，那麼基 

督的工作就是不完全的。既 然 是 不 完 全 的 ，那也就不是全  

備 的 了 。

因 此 ，福 音 所 宣 告 的 是 ：基督爲我們所成就的工作在  

各方面都是完備和成功的。福音只賜給那些願意承認自己  

有 罪 、爲 罪 悔 改 ，並透過基督來尋求上帝悅納、來領受上  

帝悅納的那些人。

這 就 是 「從上而下」的 靈 性 觀 ，而 不 是 「從下而上」 

的 靈 性 觀 。這種靈性觀不是源於我們對這位「他者 」 （the 

O th e r )的 渴 望 、空 虛 感 、心 理 紊 亂 、對 t 帝 的 探 求 、道德 

努 力 、或 是 參 加 教 會 。它 源 自 「天上」 ，即永恆上帝的旨  

意 ，祂在我們不配得的情況中，進入那抵擋祂的罪惡的世  

界 ，在那些凡願意聆聽祂的道、接受袖眞理 並接受基督， 

宣告讓基督成爲生命中心的人的內心工作。

如果 我們 眞 想 要 審 愼 、嚴 謹 的 合 乎 聖 經 的 話 ，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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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會認爲自己可以爲基督付上什麼代價，而是認爲上帝  

在基督裡爲我們付上了代價。我們也不會以爲基督爲我們  

死乃是因爲我們有不錯的條件，如羅馬書五章 7節 所 說 的 ： 

「爲 仁 人 死 ，或者有敢做的」 。確 實 ，在戰爭時有一呰英  

雄願意爲値得犠牲的對象而死。但 是 ，基督的受死卻不是  

這 種 英 雄 主 義 ，而 是 代 死 。如同 新約 清 楚 教 導 的 ：祂不僅 

死 了 ，而 且 是 代 替 我 們 、爲了我們的罪的緣故死了  ；基督 

爲 「我們的罪」捨 己 （加一 4 ; 林前十五 3 ) ，祂 「擔當了 

我們的罪」 （彼前二  2 4 ) ，祂 「被 交 給 人 ，是爲我們的過  

犯」 （羅四 2 5 ) ，祂 「親 自 擔 當 了 我們 的罪 」 （彼前二  

2 4 ) ，池 「爲我們的罪」做 了 挽 回 祭 （約壹二  2 ，四 1 0 ) ， 

而我們現在乃是「靠著祂的血稱義」 （羅五9 ) 。

以上這些講法只有在道德世界中才有意義，而在後現  

代 的 、治療性的世界中則毫無意義。後現代對心靈創 傷、 

令 人 心 碎 之 事 、破 裂 的 關 係 、被破壞和混亂的世界、非人 

性化的作風和腐敗的政府非常敏感，這一切是會帶給人痛  

苦 和 憤 怒 。但 是 ，這個世界卻沒有—— 從來沒有—— 發現 

自 己 乃 是 在 面 對 一 位 大 發 義 怒 的 上 帝 ，池 被 我 們 的 罪 W 

犯 ，祂的道德性就在我們面前，而這將是最令人敬畏 、M  

具毀滅性的事件。這就是那位 (至少在我們心靈中）已經消失 

的丨:帝 。至於在治療性世界中那個關心我們的「神祇」 ， 

卻是站在邊線上爲我們打氣、同 情 我 們 、極盡所能地要救  

我 們 ，可 嘆 的 是 ，生命對那些神祇來說，太過複雜了  ！

不 只 是 我們的世界出 了問題，不只是我們的生命因傷  

害 、痛 苦 而 扭 曲 ，而是我們在這一切當中，所作的一切都  

得 罪 了 神 。我們的罪是如此地嚴重，以致 若 沒 有 基 督 ，便 

完 全 不 可 饒 恕 。我們不只是 對自己、對 生 命 、對社會和環  

境 、或 是 對 世 界 「感覺不好」 而 已 ，我們必須意識到比這  

更 糟 糕 的 情 況 。原 因 不 在 於 我 們 有 難 以 解 決 的 私 人 「問 

題 」 ，不 是 的 ，最 根 本 的 是 我 們 與 上 帝 的 「問題」 ；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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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棲身在基督這塊爲我們擘開的「萬古磐石」 （Rock of 

A g e s )裡 ，否則祂不會撤除對我們的道德審判。我們必須 

藏 在祂裡面。

有 兩 個 關 鍵 。首 先 ，我們必須維護福音的特 性。這件 

事 之 所 以 重 要 ，乃是因爲它彰顯了上帝的屬性。正是在福  

音 裡 ，而不是在各樣的聖禮中，我們看見了上帝的憐憫和  

公 義 。正 是 在 福 音 裡 ，我們看到了祂的聖潔和恩典。因著 

祂 聖 潔 的 屬 性 ，使 聖 子 受 死 ；祂親自承受死亡之苦，以此 

償 清 了 我 們 的 罪 債 。這 實 在 是 祂 的 恩 典 ；基督走上十字  

架 ，並 不 是 因 爲 祂 該 死 ，也不是因爲我們可以要求祂這樣  

做 ，而是因爲神的恩、神 的 愛 。

第一.個 關 鍵 是 靈 性 的 本 質 。在 維 護 我 們 所 教 導 、所宣 

講和所相信的福音特性時，我們同樣也維護靈性的眞正本  

質 。眞實的靈性不是從自己產生出來的，而是來自超自然  

的 恩 惠 ；它不是我們從自身裡面找到的東西，而是我們在  

父 神 、聖子和聖靈裡得著的東西。若沒 有眞正的福音，就 

沒有在上帝面前的稱義，也沒有在我們裡面的重生。若沒 

有 重 生 ，也 就 沒 有 新 生 命 ，沒 有對 上帝 的 渴 慕 ，沒有像那  

些認識上帝的人那樣活在上帝面前的能力。要透過基督來  

認 識 祂 ，並在道德上誠實地生活在祂面前，這才是眞正的  

靈 性 。

如果我們因爲自己錯誤的神學以及錯誤的牧會方式， 

而使得福音在教會中蕩然無存，眞實的靈性也就不會產生  

了 。從 理 論 來 看 ，大多數福音派都知道有這個危險。但在 

實 踐 中 ，許多福音派—— 特別是那些行銷型教會和新興教  

會人士—— 正在逃避眞理討人厭的一面，致力於把福音變  

成 容 易 消 化 、能 迅速 銷 售 出 去 、有 吸 引 力 。他們清楚地意  

識 到 ，西方世界瀰漫著一股對靈性饑渴的風潮，於是他們  

便想趁這個機會大撈一筆。問 題 是 ，那種靈性是高度私人  

化 、高 度 個 人 主 義 、以自我爲核心的靈性，也是反對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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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靈 性 ，因爲這種靈性一直都是敵視基督教眞理的。福音 

派人士只爲了吸引那些對屬靈事物心存渴望的後現代人七  

來 到 教 會 ，爲 了 迎 合 他 們 ，將福音摻水稀釋並加以簡化， 

又磨掉了教會的稜角，至 終 一 無 所 獲 。福音派人士在多大  

程 度 上 這 樣 做 了 ，他們就在多大程度上廢棄了自己，並出 

賣了 教會 。

勸戒

實施教會勸戒是眞教會的第三個可靠標記。對今天的  

我 們 來 說 ，這 …點 或 許 頗 爲 奇 怪 ，而且在 後 現 代 之 際 ，這 

肯 定是 會冒犯人的。難道對生活方式的選擇不是私人的事  

情 嗎 ？誰能說這個人的選擇就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個人  

的 選 擇 卻 是 不 能 接 受 的 呢 ？這 些 問 題 關 教 會 什 麼 事 ？而 

且 ，如果人受 到懲 戒之 後，只不過是再找一間新教會，這 

種勸戒又能有多大的效用呢？罪 人 既 是 罪 人 ，那 麼 ，教會 

勸戒就會給那些律法主義者和那些心裡剛硬者有機可乘， 

拿勸戒的王牌來發洩自己醜陋的激情，這不也是事實嗎？ 

這一切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爲什麼改教家們會把這一點  

看作是眞教會的標誌呢？

實 際 上 ，勸戒是對願意遵行新約模式教會的命令。聖 

經 吩 咐 ：趕 出 那 些 嚴 重 不 思 悔 改 的 人 （太 十 八 15-19) ， 

躲 避 那 些 分 門 結 黨 的 人 （羅十六 1 7 ，多三 1 0 ) ， 「絕交」 

或 從 教 會 中 趕 出 那 些 不 道 德 的 人 （林 前 五 1-5，11) ，警 

戒 那 些 不 守 規 矩 的 人 （帖後五 14) 。教會要把那些假教師  

清 除 出 去 （林前五 6-7 ；啓二 2 ) ，責備那些犯罪不悔改的  

人 （提前五 20 ; 多一  1 3 ) 。顯 然 ，有很多情況都會使基督  

之名和教會名譽置身危險中，但這沒有一次是因勸戒而產  

生 的 。勸 戒 包 括 ：私 下 的 責 備 、引人歸正的教導和逐出教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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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認爲勸戒的結果可以使教會完全聖潔，那就大錯  

特錯了  ！其實只要教會中還有罪人存在，教會就永遠不會  

完 全 聖 潔 ，教會在進入天堂之前永遠不會完全聖潔。是聖 

靈 透 基 督代贖的 工作 ，才 實際 帶來人思想、言語和行爲上  

的 潔 淨 。我們只能爲了這個目的來彼此勸戒。

然 而 ，當我們藉 著信心聯 於基督時，我們便不再是屬  

S 己 的 。我們現在承受了基督的名，我們的惡行所玷污的  

乃 是 祂 的 名 。勸 戒 主 要 目 的 是 ，在祂子民中和這個世界上  

恢復基督的名，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次要的 y 的 。

爲什麼教會中有一些人會偏離聖經的核心教義，不得 

不受到寊備呢？爲什麼有些人在處理淫亂時，就彷彿那只  

是 私 人 問 題 ，與他們的基督徒生活毫不相下呢？爲什麼有 

一 些 牧 師 渴 望 居 首 位 （約參 9 - 1 0 )、要 求 受 人 關 注 、獨斷 

專 行 、要建立自己的事業和帝國或斂財呢？爲什麼教會成  

員如此+ 同 心 ，以致不斷地成爲痛苦與分裂的源頭呢？

對 這 些 問 題 ，只 有 - 個 簡 單 的 答 案 ，就是人們不再迫  

切的 關注上帝的聖潔，它不再擁有扭轉人性情的力量，也 

不再足現存的事實。它頂多只是一種需要達成共識的教義  

而 巳 ，卻不足一種如利劍般刺入我們內心的熾熱事實。這 

就是我們的良心在淫亂、貪 污 、惡 毒 、異 端 邪 說 等 事 上 ， 

不再受到責備的原因。很 多 人 認 爲 ，上 帝雖 然全然聖 潔， 

卻住在一侗遙遠的王國裡；而我們乃是在自己的王國中， 

過著自己隨心所欲的生活，只要有慾 望爬 上心 頭，就要把  

這黑喑的衝動表達出來。有何不可呢？上 帝 遠 在 天 邊 ，而 

我 們 卻 在 這 裡 。毫 無 疑 問 ，當亞拿尼亞和撒非喇忙於欺  

騙 時 ，正 是 這 種 心 理 使 他 們 受 到 了 極 嚴 厲 的 懲 戒 （徒五 

l - i i ) 。

在西方 現 代 化 社 會 裡 ，我 們 常 常 面 對 說 謊 、偷 盜 、虐 

待 、強 姦 、掠 奪 成 性 等 問 題 ；但 是 ，我們卻常常歸咎於  

「不 良 的 自 我 形 象 」 ，而 不 是 惡 劣 的 本 性 。即使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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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情 況也 沒有 多大不 同。我們已經把抓住了治療性文化  

的 語 言 ，並認爲我們的傳道人也應該用這種語言來向我們  

講 道 。但 是 ，這 裡 往 往 忽 略 的 是 ，這種語言來自心理世界  

而 非 倫 理 世 界 ，這會產生一個 嚴重的後 果，就是責任感消  

失 殆 盡 。我們不接受 應負 的責任，乃是因爲我們失去了站  

在 如 烈 火 般 、大有威榮的上帝面前的意識。而 且 ，當我們 

失去了上市道德上的「超越與對立性」 （over-againstness ) 

的 意 識 ，也 就 是 「善」與 「惡 」的 對 立 意 識 ，我們也就失  

去了一切道德上的迫切感。我們也就失去了福音和基督教  

信仰的全部內容。

這 種 情 況 對 當 今 教 會 來 說 問 題 十 分 嚴 重 。隨處可  

見 的 是 ，我 們 持 續 地 以 「心 理 健 全 」 （psycho log ic a l  

wholeness ) 爲 重 ，以此來取代聖經中的聖潔。這必定改變  

我們思考上帝的方式。這 位 外 在 的 上 帝 ，這位在祂聖潔中  

超越並對立於我們存在的上帝，已經 失 去 r 在我們生命中  

的 地 位 。我們發現自己渴望安慰—— 治 療 性 的 安 慰 ；但與 

此 同 時 ，從上帝聖潔的信仰所產生的自律和犠牲已不再合  

我們的味口  r 。當 這 樣 一 位 上 帝 ，這 位 聖 經 中 的 上 帝 ，變 

得 遙 不 可 即 的 時 候 ，我們就不再存敬畏的態度來敬拜，祂 

的道就 不再 驅策 我們，順 服 就 失去了吸 引力，教會也就失  

去了它的 道 德權 威 。這就是我們今日的處境，這也是勸戒  

在教會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舊 約 聖 經 中 屢 次 提 到 了 認 識 上 帝 的 問 題 （如 ：何二  

2 0 ，四 1 ，五4 ，六 6 ; 賽一3 ) 。顯 然 ，這裡所談到的絕對  

不只是知道一些關於祂的事。這種知識之所以具有重要影  

響 ，乃是因爲上帝乃是干預性的道德臨在。那些認識上帝  

的人都必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彌六 8 ) ，不是毫不在意 

或 是 漠 不 關 心 ，因爲他們已經認識到，他們得以站在上帝  

的 面 前 ，唯獨是因爲祂的恩典。他們當在道德上審愼並虔  

敬 行 事 。他 們 當 敬 畏 上 帝 ，活 在 「敬畏耶和華」之 中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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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 ^I^一 10 ；箴一 7 ；伯廿八2 8 ) 。爲什麼呢？因爲上帝 

對他們的忠貞和專一有排他性要求。上帝斷不容有敵手 ， 

上帝斷不允許有假冒者。這乃是舊約聖經中的百姓不得不  

反覆學習的慘痛教訓。不 僅 如 此 ，上帝排他性的要求也針  

對 我 們 的 一 切 「所是」與 「所作」上 ，這 乃 是 「十誡」的 

基 礎 （出廿 2 - 3 ) ，也 是 今 日 教 會 需 要 聆 聽 的 呼 召 ： 「那 

召 你們的既是 聖 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彼前一  15)

聖潔並不是僅僅調整外表的言行，變 得 彬 彬 有 禮 ，也 

不只是學習別人的風度而已。那並不是聖經中的聖潔，那 

頂多只是社交禮儀而已。

聖經中的聖潔乃是源於那位「聖者 」 （the Holy) 。因 

著 祂 的 本 質 ，只有當我們承認自己是罪人時才能靠近袖。 

若 以消 費 者 的 身 份 ，我們便永遠無法接近祂。我們乃是披  

麻 蒙 灰 到 祂 面 前 ，而不是以顧客身分前來。確 實 ，我們不 

能靠自己的方法接近那位聖者。我 們 必 須 看 到 ，那位聖者  

在基督裡先靠近我們，並透過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我們 

無法在基督之外領受這位聖者的啓示。在 基 督 裡 ，我們所 

看到的是上帝的聖潔對我們罪惡的反應。若 沒 有 基 督 ，我 

們 必 將承 受審 判。反 之 ，若 信 靠 基 督 ，我們會看到聖潔在  

恩 典 中 降 臨 ，而 且 在 基 督 裡 發 揚 出 來 ，戰勝了我們的罪  

惡 °

因 此 ，聖潔絕對不只是道德律例或某套規則。聖潔完 

全 是 關 乎 「義 」的 ，因爲聖潔是關乎上帝全然純潔的本  

質 。正是祂烈火般純潔的本質，驅 使著我們去追求義。而 

且 ，祂在聖經中以許多方式向我們彰顯何爲眞理與公義。

若 沒 有 上 帝 的 聖 潔 ，那 罪 也 就 沒 有 絲 毫 意 義 ，恩典也  

沒 有 甚 麼益 處了 。上帝的聖潔不但彰顯罪，也彰顯出恩典  

的 偉 大 。若沒 有上 帝的 聖潔 ，罪就只不過是人類的失敗而  

已 ，而 不 是 在 上 帝 面 前 的 失 敗 ；那是一種沒有標準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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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 ，那是一種沒有罪咎的失敗，沒 有 懲 罰 的 失 敗 ，沒有任 

何嚴肅道德意義的失敗。

如 果 沒 有 神 的 聖 潔 ，恩 典 就 不 再 是 恩 典 了 ，因爲十字  

架就不再是滿足神的公義審判，恩 典就 只是一種同情、一 

種 憐 憫 。是神的聖潔彰顯出恩典有多麼地浩大，顯出我們  

有多麼的不配，因爲我們的罪深深冒犯了神。

若 是 沒 有 上 帝 的 聖 潔 ，那 信 心 就 不 過 是 確 信 有好 運  

氣 ，對我們前途 感到 樂觀 ，對某些未來有幸福的希望。它 

就 不 是 領 受 「上帝在基督身上做成的挽回祭」的 信 心 ；它 

就不是相信上帝的美善是全然可信賴的，也 不 相 信 「神的 

應 許 無 論 有 多 少 ，在基督裡 都 是 是 的 ，所以藉著祂也都是  

實 在 的 。」 （林後一20) 。

當 人 們 將 罪 、恩 典 、信心與上帝的 聖潔 切割 開來 時， 

它們的意義完全喪失了。正 如 傅 賽 斯 （P. T. Forsyth) 22在 

《十字架的必要性》 （The Cruciality o f the Cross ) 一書中所 

寫 的 ： 「愛是神的聖潔的流露，罪是對神的聖潔的蔑視， 

恩典是神的聖潔對罪採取的行動，十字架是神的聖潔的勝  

利 ，而信心則是對神的聖潔的敬拜。」這實在是眞教會在  

第 三 個 標 記 上 ，所要關注的全部內容。它論及上帝的子民  

要認識十字架上那清晰可見的道德嚴肅性，它關乎我們面  

對所有的生 命 衝 突 、引 誘 時 ，必須反映出來的嚴肅性。沒 

有 一個 人 是 完 美 的 ，然 而 ，儘管罪的毒鉤仍然存在，並延 

伸 到 了 人 的 靈 魂 中 ；但 在 教 會 中 ，我們仍應該充分地看到  

基 督 戰 勝 了 罪 ，因爲 如果不勝過罪，它將會嚴重地破壞救  

贖 應 該 有 的 結 果 。執行教會勸戒的目的乃是要保護基督之  

名和教會的名譽。

22 譯 註 ：福 賽 斯 (1848-1921 ) M 英 W 公 f 1丨丨會牧師及神$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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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眞教會的標記就是教會可靠的標記，力圖確認  

上 帝 所 賜 給 教 會 的 眞 理 是 否 得 以 傳 講 、福音是否得以宣  

揚 、教會的道德屬性與美名是否得以維護。但 是 ，這三個 

標記中的每一個都需要回歸到上帝那裡，這三項都是上帝  

所 設 立 的 。眞教會在思想上以上帝爲本，在所宣揚的眞道  

上 和牛 命中尊崇上帝。教 會只 有 在 榮 耀 、反 映 、宣揚上帝 

和祂在基督裡的成就的時候，才 能成 爲眞教會。眞教會的 

三個標記所關切的問題是深刻的，也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我們 

思 想 神 的 時 候 ，是否照著牠在聖經裡的啓示來思想？我們 

思 想 基 督 的 時 候 ，是否照著祂所賜的恩典與眞理來思想？ 

我們思想自我的時候，只是思想心理學上的自我，還是思 

想 如 何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作 神 的 子 民 呢 ？事 實 上 ，這些檢驗  

標 準 都 將 我 們 帶 入 了 「誰是上帝」的 極 深 之 處 ，並帶入了 

「教會是什麼」這個最深刻的層面上。

誰建造了教會？

假 定 我 們 發 現 ，今日美國福音派教會沒有成功地通過  

這些對眞教會的最基本檢驗。那我們該怎麼做呢？反思敬 

拜 問 題 嗎 ？修 訂 主 日 學 課 程 （如果主日學課程仍然存在， 

如果還有課程這種東西）嗎 ？追 問 是 否 有 新 的 、更具創意  

的 途 徑 ，以此來反思教會和重新調整教會嗎？

當我們來到上帝面前的時候，對 於 教 會 ，我們會學習  

到 最 重 要 的 事 情 ：教 會 乃 是 h 帝 的 教 會 ，牠是那位建造教  

會 者 。確 實 ，我們在耶穌自己的話中看到了這一點。教會 

正 是 建 造 在 彼 得 所 承 認 的 「磐 石 」之 上 ，基 督 說 ： 「我 

要 把 我 的 教 會 建 造 在 這 磐 石 上 ：陰 間 的 權 柄 ，不能勝過

I 勇守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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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太 十 六 1 8 ) 。新約聖經中用許多比喻提及這件  

事 情 ，這種建造和增長是經常性的。其 中最關鍵 的 -點 就  

是 ：這 足 上 帝 的 工 作 。雖然教會需要得到引領、教 導 、牧 

養 和 組 織 ，但是唯獨上帝自己才是那建造和餵養教會者。

這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三章 1至 15節 的 主 題 。教會是 

什 麼 ？當如何建立教會？教會事工是什麼？該如何進行教  

會 事 工 ？顯 然 ，這些問題都是彼此相關的。我們如何看待  

教 會 ，便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教會的成長。我們如何看待  

教 會 的 成 長 ，就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教會事工。保羅之所  

以受到催促提出這些問題，乃是因爲許多哥林多人的教會  

牛 活 走 錯 了 方 向 。他 們 在 思 想 和 行 爲 h 都 是 不 屬 靈 的 。保 

羅之所以無法把他們稱爲「屬靈的」 （林前三 1) ，乃是因 

爲他們純粹是用自己墮落的眼光來看待教會。照著他們當  

時 的 光 景 ，保羅不得不把他們稱爲小孩子。 （林前三 1 )

今天的福音派教會豈不是處在同樣的景況中嗎？大家 

似 乎 都 同 意 ，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刻。到底補救的辦法  

足 什 麼 ，這已經成爲一個爭論的問題。但 是 ，我們和哥林  

多教會的相似的程度實在相當驚人。那 麼 ，我們爲什麼不  

追 問 ，到底哥林多人在哪些眞理上沒有弄明白呢？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保羅用幾個重要的詞句來總結。我們 

應該如何來看待自己呢？答 案 足 「與神同工的」 （林前二 

9 ，在 保 羅 所 用 的 希 臘 語 中 ， 「神 」一 詞 放 在 首 位 ，用以 

強 調 ） 。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教會呢？答 案 是 「神所耕種 

的田 地 」 、 「神所建造的房屋」 （林前三 9 ) 。那 麼 ，我 

們爲什麼應該把教會看成是神所耕種的田地和所建造的房  

厣 呢 ？ W 爲 教 會 乃 是 祂 所 造 的 ，唯有祂自己才能使教會  

成 長 。神 使 教 會 能 夠 在 品 質 上 漸 漸 成 長 ，因爲祂賦予教  

會這樣的特性以及順服的能力；神也使教會在數量上个斷  

成 長 。當 我 們 讀 到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徒 1- 

4 7 ) 時 ，我們 4 以 叨 白這 個眞 埋。這 -切都是眞 'W的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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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踢給 」教 會 的 （林前三 5 ) ，正 如 保 羅 所 說 ，主使她  

成 長 、餵 養 她 並 教 導 她 。因 此 ，教會的目的和功用乃是被  

「賜予」的 。它們不是來自商業指南、不 是 來 自 於 文 化 ， 

也不是來自市場 策略 ，而是來自主在聖經中教導我們的眞  

理 。正是根據這些眞理，我 們 要 受 審 判 （林前三8 ) 。這眞 

理引導保羅進入問題的核心。雖然我們栽種和澆灌，但唯 

獨上帝才能叫他生長（林則二6-7) 。

最後我們要討論三項新約教義。這三項中的每一項在  

今天的教會中都受到了圍攻，如果我們還想在教會看到上  

帝的美善充分彰顯的話，那 麼 ，這三項都是不可或缺的。

上帝是至高的主

第 一 ，當保羅說是上帝使教會成長，很顯然他是認爲  

上帝 是 至高 的 主 。上帝統治所有的生命，從 重 大 事 件 （如 

一 個 帝 國 的 衰 落 ）到 最 微 不 足 道 的 事 （如一隻麻雀的掉  

落 ）都 是 上 帝 的 旨 意 。這意味著在這個世界裡，國家和文  

化的興起和衰落都是由上帝的至高的主權所決定的。保羅 

說 ，上帝預先定準 國家的疆 界（徒十七 2 6 ) 。因 此 ，沒有 

什麼事情比今日福音派教會中的恐慌更荒唐的了。福音派 

教會被後現代的幽靈嚇壞了。爲 什 麼 今 日 教 會 充 滿 「如何 

做這個」 「如何做那個」這一類的教導？這 令 我 們 覺 得 ： 

除非我們趕緊運用自己的專業方法來拉她一把，否 則 ，教 

會的死亡就指日可待了丨上帝手中要處理的事情，已經遠 

遠超 過祂所能處理的；教會應該向後現代投降並擁抱這個  

敵 人 ，否則教會就沒有前途了丨

投降是面對絕望時所採取的措施，它往往就是軟弱和  

小 信 的 表 現 。因爲不相信上帝至高的主權在掌管一切，就 

導致在後現代世界的壓力和需求之下全面撤退。我們如同 

一些可憐國家的士兵一般，當他們安然待在有保障的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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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時 ，非 常 勇 敢 ，但是當他們一看到敵人時，就會放下武  

器逃之夭夭。

事 實 上 ，在 我 們 的 後 現 代 世 界 中 ，沒有任何事物會嚴  

重威脅到上帝的旨意，或成爲上帝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對 

上帝的救贖 旨意而言，也 是 如 此 。上帝的至高主權在今天  

會 使人 生發 信 心 ，就如同祂照管麻雀的飛行和掉落一般 ’ 

祂 會 照 顧 教 會 ，使 教 會 成 長 ！今 天 ，我們似乎不再相信這  

一 點 了 ，結果我們用軟弱愚蠢的妥協來幫上帝的忙。

我們是傳虜

第 二 ，這種信心建立在對人類無能的認識上。這就是 

爲 什 麼 唯 獨 上 帝 才 可 以 使 教 會 生 長 的 原 因 。這裡的重點  

是 ：唯獨上帝才能賜給人新的、超 自 然 的 生 命 。雖然我們  

可以藉著祈禱來尋求上帝對教會、講 道 、勸告和見證的祝  

福 ；但 是 ，唯獨上帝才能使教會成長。

如果只要使人的態度改變就夠了，那我們自己可能會  

使 教 會 成 長 。我們可以使用市場行銷技巧、最好的廣告策  

略 ，我們也可以引進有說服力的演說家。我們可以使教會  

如同成功的企業一般成長。

然 而 ，我 們 的 問題 遠 比 阻 礙 企 業 成 功 的 因 素 深 奧 得  

多 。這 個 問 題 在 査 理 _ 衛 斯 理 的 偉 大 聖 詩 《奇異的愛》的 

歌詞中適切地表達了出來： 「我 靈 困 頓 ，長 年 被 囚 ，受罪 

包 圍 ，黑 暗 重 重 。」這 就 是 問題 所在 。對上帝眞理天生的  

敵 意 ，使我們自願成爲罪的俘虜。我們被一種不願屈服於  

基督的 力量 所驅 使。到底解決途徑是什麼？査理衛斯理寫  

道 ： 「主 眼發出復活榮 光，我 靈 甦 醒 ，滿 室 光 明 ！枷鎖脫 

落 ，心 靈 獲 釋 ，我就起來跟隨主行。」他談到人們根本就  

缺 乏 認 識 上 帝 、榮 耀 上 帝 、順 服 上帝 的 能 力 。這是市埸技  

巧 、心 理 動 機 、迎合世代所做不到的。所有勸說技巧邵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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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唯獨用超自然的方式才能戰勝，唯 獨 h  

帝 才可 能使教會成長。祂 首 先 透 過 電 生 ，隨後是成聖來完  

成這個 J :作 。

成長的方法

第 三 ，關 於 教 會 如 何 成 長 ，這必須與上帝爲教會成長  

所確立的方法連結起來。保 羅 說 ：他 栽 種 了 ，亞波羅澆灌  

了 （林前三6 ) 。他栽種的是什麼呢？亞波羅澆灌的又是什  

麼 呢 ？

他栽種的當然是丨：帝在聖經中所賜給我們的眞道 f 。 

保 羅 曾 如 此 問 ： 「人 未 曾 信 祂 ，怎 能 求 祂 呢 ？」 （羅 f- 

14 ) 我們之所以能夠求祂乃是因爲我們信了所傳給我們的  

眞 道 。雅 各 告 訴 我 們 ， 「祂按自己的旨意生了我們。」但 

是 ，上帝用什麼方法生了我們呢？祂 乃 是 「用眞道」生了 

我 們 （雅一 1 8 ) 。帖撒羅尼迦人如何離棄他們的偶像，相 

信了基督呢？他 們 「領受眞道」 （帖前一  6 ) ，這眞道乃是 

在聖靈全備的能力之下所傳講的。這 道 就 是 種 子 。而澆灌 

是 鼓勵人來相信眞道、培 養 人 的 順 服 ，並鼓勵人過一種丨： 

帝的道所指示的、以上帝爲本的生活。

讓上帝成為統管教會的上帝

以上三項教義清楚地呼應保羅所強調的重點：唯 獨 I： 

帝 使 教 會 成 長 。這一點在福音派世界沒有爭議，有爭議的  

是 ：如 何 成 長 ？傳講聖經眞理和教會成長之間有什麼關  

係 ？不同的敬拜方式和教會成長有什麼關係？音樂和教會  

成 長 有 什 麼 關 係 ？我 們 必 須 做 什 麼 呢 ？上帝將會做什麼  

呢 ？到底在什麼情況下 t 帝才會採取行動呢？

答 案隱藏在 我們的想 法、需 要 和 饑 渴 的 靈 魂 中 ，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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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的 。正 是 在 這 裡 ，我 們 所 有 的 野 心 、計畫和目標被整合  

起 來 。那 麼 ，到底什麼是驅使我們的動力呢？我們眞 TH需 

要的是什麼呢？我們眞正懂得在上帝面前謙卑嗎？我們懂 

得拋棄那種看似自然、貌似合理的自負嗎？

我們 都 知道不能只 看外 表，我們都知道如何讓自己的  

言 行 與 人 們 對 我 們 所 期 待 符 合 ，不 是 嗎 ？我們可以表現  

「敬虔」的 樣 子 ，但 是 ，內心實際的情況卻可能是另一冋  

事 。我們靈魂的窗簾已經拉上，以致外人無法看到裡面的  

情 形 。但 是 ，在 上 帝 面 前 ，卻 完 全 無 處 隱 藏 。在上帝面  

前 ，我們便顯出了眞面目。我們到底是打算憑著自己的力  

量 來 建 造 教 會 ，還是打算自己先建造大部分，再稍微求主  

幫助一下就好？我們是否能放下自己的想法和野心？我們 

是否知道我們所需要做的只是栽種和澆灌，唯獨上帝才可  

以使教會成長？ （林前三6)

讓 上 帝 成 爲 統 管 教 會 的 上 帝 ，把上帝看 作教會的核  

心 、榮 耀 、源 頭 和 生 命 ，這才是眞正的釋放與自由。它把 

我們從靠自己去做的想法中釋放出來，也把我們從自己完  

全 不 能 做 的 事 情 中 釋 放 出 來 。這 樣 就 會 使 教 會 成 長 。我 

們不能做唯獨上帝才能做到的事情，雖然我們在教會中工  

作 、傳 道 、教 導 、傳 福 音 、彼 此 鼓 勵 和 督 促 ，但是我們並  

不能賜 給人 新 生 命 ，我們也不能使教會成聖。其 實 ，我們 

甚 至 不 能 餵 養 教 會 ，是上帝提 供 了 食 物 ，我們只不過是蒙  

召 來端 上 食物 罷 了（林前三5 ) 。其 實 ，這正是爲什麼保羅  

在 稍 後 提 到 「我們不喪膽」 （林 後 四 1 、1 6 ) ，卻 有 「信 

心」 （林後三4 ，五6 ) 的 原 因 。

儘 管 t 述 這些 都是 非 常 傳 統 的 ，但在福音派教會中卻  

不 常 見 。我 們 嘴 裡 說 關 注 這 些 ，但 當 我 們 認 眞 「經營教  

會」時 ，我們就轉而訴諸自己所知道的最佳方案。我們轉 

向組 織和 計 畫 、外 表 和 管 理 、廣 告 和 行 銷 。我們沉沒於找  

們所做的 - •切以及我們所控制的一切，這 一 切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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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分孚的材料，它 充 斥 在 《領袖》 (Leadersh ip)這一類 

雜 誌 當 中 ，這也是吸引牧師們去參加大型特會的原因，也 

是他們願意認眞花錢去聽的東西。

唉 ！我認爲這根本是搞不清楚狀況。在科技世界中最  

關 注 的 是 技 術 ，這是我們管理一般事物的方法，但在上帝  

的國度中卻不是如此。這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做事，而是 

說我們所做的必須植根於我們的「所是」 ， 「我們是誰」 

要 比 「我們做什麼」重要多了  ！品格比行動更爲重要，被 

上帝掌管要比擁有管理教會的專業知識更重要得多。

讓 上 帝 成爲 統管教會的上 帝，就意味著讓上帝成爲教  

會 的 「所是」 、 「所想」和 「所爲」的 基 礎 。在這個高度  

實 用主 義 的 文 化 中 ，正 如 美 國 文 化 ，行事與思想被分割開  

來 。他們所關注的 (至少關於教會 )乃 是 「方法」的 問 題 。 

許多重要的原則和必須一直持守的東西都被人們不耐煩地  

丟到一旁去了  ！當成毫不相關的東西了  ！反 之 ，只 要 「靈 

光」 、只 要 「有效」 、只 要 「成功」 ，就 表 示 是 對 的 。就 

這 點 而 言 ，我們還需要思考的是什麼呢？

我 相 信 今 日 迫 切 需 要 「讓上帝作上帝」的 教 會 。這樣 

的教會幾乎已經消失了  ！在 上 帝 眼 中 ，只有這樣的教會才  

能夠在這墮落的世界中發展美好的關係；教會中人人努力  

建 立 眞 誠 的 關 ，這 是 形 成 「誠實正直」這 種 美 德 的 關 鍵 ， 

而 唯 有 「誠實正直」才能夠把公開和私人生活重新聯繫起  

來 。事 實 上 ，教會就是應該熱愛神所啓示的眞理，而這樣 

的 熱 愛 ，能使我們對這位啓示眞理的上帝充滿敬畏和喜  

愛 ，也能使我們熱誠事奉祂。教會不是一個 企業 、一個實 

驗 ，或是一種要銷售出去的商品。教會是主耶穌基督的國  

度 ，這 個 國 度 現 在 雖 然 隱 藏 ，終 究 要 顯 明 出 來 。到了時  

候 ，全世界都要在基督面前屈膝敬拜，並承認祂是萬王之  

王 ，萬 主 之 主 。

這 一 點 ，我 敢 說 是 教 會 存 在 和 服 事 的 唯 一 答 案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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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就 是 這 偉 大 日 子 的 預 表 ，教 會 超 越 了 自 身 而 指 向 「那 

曰」 。雖然教會活在這個世界中，但 她之 所以 能 存 在 ，卻 

是因爲她看見了那位即將降臨之主的榮耀。這就是那能改  

變 一 切 的 知 識 ；商 業 頭 腦 、組 織 才 能 、文化關聯都不能取  

代 這 知 識 。唯有 謙卑在主的面前，重新 胎聽 祂 的 聖 道 ’讓 

主來更新今日的福音派教會，這樣才能眞正重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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