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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福臨牧師在蘇格蘭的法律訴訟 

已故葛培理牧師的兒子葛福臨牧師在公元二千年開始領導葛培理佈道團，然而，其神

學立場一直頗具爭議性。好像其父親一樣，葛福臨牧師有許多環球佈道活動，英國是其佈

道團的服務範圍之一。但是，2018 年總部位於三藩市的壓力團體 change.org 發起網上請

願，要求國土安全部禁止葛福臨到英國佈道，change.org 指控葛福臨是「仇恨言論佈道

家」，因為過去他曾經發表了許多猛烈抨擊伊斯蘭的言論。 

2020 年葛培理佈道團原本 計劃與蘇格蘭校園節目有限公司（Scottish Event Campus 

Limited）合作，在當地舉辦一場大型宗教活動，但很多壓力團體不滿意葛福臨對同性戀和

伊斯蘭的看法，結果蘇格蘭主辦單位取消了該項目。事件鬧上法庭，在今年十月底終於告

一段落，蘇格蘭法院判決葛培理佈道團勝訴，敗訴的一方需要支付約十一萬美元賠償金，

法官指出：若果蘇格蘭校園節目有限公司是基於宗教或者哲學信念而取消活動，這是違反

了英國的平等法。 

 

葛福臨對同性戀和穆斯林的批判 

葛福臨牧師對同性戀和穆斯林的批判的確十分激烈，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葛福

臨 三番四次讚揚普京對同性戀的壓制，他說：「普京在這些問題上是對的，顯然，他在



很多其他事情上可能是錯，但他採取的立

場，是去保護自己國家的孩子免受同性戀議

程的破壞性影響。」他又說：慶賀同性戀和

以同性戀為傲，就好像是「慶祝謊言、通

姦、謀殺。」 

自九一一事件之後，全球各地先後發生了

很多宗穆斯林發動的恐怖襲擊。2016年教宗

方濟各否認伊斯蘭有恐怖主義的傾向，他指

出：任何宗教都有原教旨主義者，包括天主

教在內，他說在全世界跟恐怖主義的鬥爭並

不是一場宗教戰爭。但葛福臨公開反對教宗

的見解，葛福臨認為伊斯蘭極端排他，其教

義是恐怖主義的溫床，在特朗普總統限制穆

斯林進入美國境內之前，他已經率先提出這

種主張。 

 

聯合國與史丹福怎樣解釋仇恨言論 

這宗事件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什麼是仇恨言論？ 第二，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

仇恨言論、煽動性言論的界線在那裏？ 若果有人散播仇恨言論，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

是採取禁制令、杯葛行動，還是尊重對方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仇恨言論包括了不同的表達方式，這可以是語言、圖像、物體、

手勢、 行為，這些表達方式針對個人或者群體的身份而作出貶損或歧視性的評語，這些

身份包括了宗教、 民族、國籍、種族。不過，聯合國同時指出：以上定義豁免了批評政

府、政府機構、公眾政治人物、宗教領袖、教義。我十分慶幸聯合國點出了以上的豁免條

款， 事實上，許多政治運動、示威遊行的口號都十分激烈，若果沒有這豁免，那麼任何

政府都可以利用仇恨言論或者侮辱性言論為藉口，去壓制任何反對聲音。 

但是， 我認為聯合國定義覆蓋的範圍仍然過於廣泛和抽象， 幸好《史丹福哲學百科

全書》舉出了比較具體的例子：「穆斯林要離開英國！」「 燒毁清真寺！」「阿拉伯人

要離開法國！」「黑人是次等的！」「猶太人策劃了控制整個國家的陰謀！」「納粹黨屠

殺了六百萬猶太人是假的！」 以上所說在西方國家都屬於仇恨言論，提出來的人都會受

到懲罰。 

 



批評伊斯蘭屬於仇恨言論嗎？ 

現在回頭說葛福臨牧師的案件，先此聲明，我並不是葛牧師的粉絲，事實上，在過去

我曾經多次批評他，例如他曾經說沒有必要嚴格審查買槍人的背景，因為神監測人心，我

指出這種說法是不切實際的。不過，這一次我卻認同蘇格蘭法院的判決，首先，如果將葛

福臨 的言論和《史丹福哲學百科全書》 列舉的例子相比，兩者明顯是差了一大截。可能

有些讀者會說：「 高叫『穆斯林要離開英國』和 『禁止穆斯林入境』不是一樣嗎？」 兩

者只是相似，但在本質和程度上都大有分別，打個比方說，現在美國大學入學資格成為了

爭論的話題，有些大學取消要求申請人遞交 SAT、ACT 成績，以考試成績優異而見稱的

亞裔人士認為這是不公平，甚至說這是歧視亞裔，這是有討論空間的。不過，如果現在有

人說：「加州大學 40%的學生都是亞裔，我們要開除其中一半人的學籍」，那當然是不能

接受。 

雖然葛福臨牧師措辭比較激烈，但是一些基督教學者亦有類似說法，擁有神學、哲學

兩個博士學位的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 曾經在某次講座中指出：伊斯蘭教所描述的

神，並不是一個充滿愛心的神，而是一個訴諸恐懼和仇恨的神，耶穌說：「愛你的仇

敵。」但是《古蘭經》並沒有類似的觀點，「九一一」事件正是這種仇恨態度的彰顯。 

熟悉我的讀者會知道，我過去曾經撰寫過許多分析伊斯蘭問題的學術論文和非學術雜

文， 我曾經指出：伊朗、阿富汗、沙地阿拉伯等回教國家都是壓抑女權，而且包容性很

低，。不錯，正如教宗方濟各所說，任何宗教都有極端派系，基督教歷史亦曾經發生過異

端裁判所、三十年戰爭、獵巫行動……，但基督教相信的理性秩序培養出自我修正的機

制， 伊斯蘭國家都沒有經過世俗化的洗禮，土耳其一度邁向世俗化，現在卻走回頭路。

如果我是名牧，我恐怕也會有壓力團體禁制或者杯葛我的講道。 

 

結語 

美國懷疑學會創辦人兼主席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 認為，對付仇恨言論的

最佳方法就是容許更多言論自由，採用壓制手段只會令人口服不心服，在民主社會中任何

議題都應該在公開平台上辯論。而且，誰可以去決定什麼是仇恨言論，什麼不算是呢？這

種劃分言論的做法會賦予政府或者監察團體過大的權力。還有，若果你今天以仇恨言論為

理由將別人禁聲，明天人家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施其人之身。 

最近世界首富馬斯克完成了收購推特，他自稱是「絕對言論自由主義者」（Free 

speech absolutist），他認為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能夠有效運作的重要基石，故此他批評從

前推特永久封閉某些顧客的帳戶是不對的。在成功收購的消息傳出之後，推特帳戶的歧視



黑人的言論突然之間增加了五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羅賓‧曼塞爾（Robin Mansell）

說：「言論自由在不同的地方意味著不同的東西，馬斯克提出的是沒有責任的自由。」 

什麼事仇恨言論呢？要怎樣應對仇恨言論呢？這可能是永遠都沒有圓滿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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