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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筆者還很年輕時，我以一些華人基督教學者和領袖作為榜樣。然而，今天許多昔日

的英雄巨像已經出現裂痕，甚至在疾風下頹然倒塌。曾幾何時，那些華人基督教學者和領

袖表現出像潘霍華牧師和杜圖大主教的道德勇氣，字字鏗鏘，擲地有聲。今天，他們卻成

為了政治花瓶，比較他們今昔之言行，彷彿他們患了人格分裂症。余杰、林國璋牧師、朱

耀明牧師已經先後批評那些牧師或基督教領袖，在這篇文章中，我沒有需要再討論他們提

及過的政治分析，因此，這篇文章之目的只是試圖為這種現象提供一種心理學的解釋。 

誰給予基督教名人榮耀和權力？ 

最近其中一位轉舵的基督徒學者來到加州講道，並向教牧人員培訓，我沒有參加任何

一個這些聚會。有人對我說：「許多人已經指出過這基督徒學者的問題，連我也可以清楚

看到，怎麼加州的教牧仍然把他看作為貴賓？」這位基督徒學者不能自己單獨地製造這現

象， 其實，我們一起構成了這問題！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人的慾望無限，而權力和榮耀是最首要的願望。」不錯，這是

人類的天性，但是，單單想要權力和榮耀是不會令人腐化的（ 我所指的權力包括了軟實

力，如影響力 ）。美國作家納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說： 許多科學家都想出名，

想獲得諾貝爾獎，但對大多數科學家而言，這一天永遠不會來，無論如何，大多數科學家

每一天只像往常一樣做好自己的工作。有些人將基督徒學者的腐敗歸咎於尋求權力和名利

，依附政治强權，便可以確保其榮耀和特權。但首先這些人必須有一定的知名度，才可以

成為重點的統戰對象。他怎麼會獲得認受性和領導地位呢？這是基督教群體和教會領導層

授予他們的！ 

傳播媒體轉身把你吃了！ 

對我來說，那位基督徒學者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變化並不奇怪。大約十年前，我在互聯

網上看過他錄製的一個節目，在節目中他分享了自己的見證，他炫耀自己主持了許多電視

節目，當時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在同一時間播出他的節目。他說：從來沒有任何藝員能有

電視節目同時被兩家香港電視台播出。他還談到，即使在中國也有人收看他的節目，一些

人在火車上認出他和跟他打招呼。當我聽他的見證時，我一直在問這個問題：「到底他是



榮耀上帝還是為自己樹碑立傳？」當他將自己與藝員相比時，我知道在他心底處，講壇就

是一個舞台，真假只是次要，吸引力、收視率才是主要。 

兩個電視台同時播出他的節目，這並不是來自上帝的祝福，反而，這促使他走上一條

江湖的不歸之路。隨後，他利用大眾媒體宣傳他的理念，其主要項目之一是參與挪亞方舟

電影的製作。大眾媒體可以建立一個人的名聲，但也可摧毀你的人格，反過來吞噬了你。

筆者在美國生活多年。我看過許多美國電視傳教士如何被自己創建的媒體王國吞噬，如吉

姆‧巴克（ Jim Bakker）、賓尼興 （Benny Hinn ）、喬伊斯‧邁耶（Joyce Meyer ），我不

會說所有電視佈道家在開始時都一定有險惡用心，但是，你怎麼能維持一個龐大媒體王國

的費用呢？用你的魅力來吸引更多捐款！其結果是，乎段變成目的，喧賓竟然奪主。喬伊

斯‧邁耶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傳道人，在過去她向人募捐，用以在海外做慈善工作，但人

們發現，很大一部分的捐款其實用於推廣她自己的品牌和裝飾她的教會總部。她為自己辯

護說，她需要宣傳自己和包裝她的教會，才能夠保持捐款源源不絕。 

平心而論，那位基督徒學者的情況跟美國電視布道家是有點不同的，但兩者仍有相似

之處：一旦你獲得了來自媒體的知名度和軟實力，你便需要盡一切努力去保持這一勢頭。

在過去我聽了這位基督徒學者的許多講道，有時他分析科學哲學，而我的專業之一正是科

學哲學，我知道他在這一領域的知識是非常有限的，他怎麼敢在公眾講座中向人教導這課

題呢？看來這是因為他需要持續的講座去維繫知名度。恕我直言，美國的經驗給予我們一

個教訓：使用昂貴的大眾媒體去傳福音是一個壞主意，這媒體可以掉頭控制你，甚至吞嚥

你！不幸的是，香港一些基督徒卻重複同樣的錯誤。 

高於平均的謬誤和例外主義 

但是，如果美國的教訓是如此明顯，為什麼仍有人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同樣的錯誤呢？

答案是：高於平均的謬誤（above average fallacy）。在過去一次講道中，這位基督教學者

談到虛偽的誘惑，他承認在基督教圈子許多年之後，他已經掌握了基督教的術語，所以很

容易做假。然而，他怎麼可以警告其他人不要虛偽，但自己卻掉進這陷阱裡面呢？ 

你們當中有些人可能看過【127 小時】這齣電影，或者讀了這本書，這是一個關於登

山者阿倫‧羅爾斯頓（Aron Ralston）的真實故事。羅爾斯頓在二零零三年去美國猶他州

峽谷地國家公園遠足 ，不幸的是，在途中他的右臂被一塊巨石砸下，他被困一百二十七

小時，最後他切斷了手臂逃生。他犯了兩個重大錯誤：首先，他獨自遠足；第二，他沒有

告訴朋友或家人自己去了哪裡。這樣一位經驗豐富的登山者，怎會犯下這兩個簡單的錯誤



呢？事故發生前，他以為麻煩只會發生在沒有經驗的遠足者身上，而他並不是一般人。心

理學家發現，這種態度是很常見的，在一項研究中，當研究人員問女性參與者：「如果一

個女人晚上獨自在紐約中央公園散步，她被攻擊的概率有多大？」大多數受試者報告的概

率很高。但當問題改為：「如果你晚上獨自在紐約中央公園散步，你被攻擊的概率有多大

？」人們估計的概率便低得多了，無它，她們以為自己比一般人更小心，所以不會出事。 

基督教領袖會高估自己嗎？坦白說，其情況可能會更糟。除了高於平均的謬誤外，領

導者可能有多一個盲點：例外主義。高於平均的謬誤和例外主義可能看起來很相似，但他

們有細微的差別。在高於平均的謬誤下，人們以為自己不會犯錯。但例外主義者則認為，

即使他們做了一些世人眼中的所謂錯誤，這不算什麼。舉例說，二十世紀著名建築師法蘭

克˙羅德˙萊特（Frank Lloyd Wright） 跟元配生了六名子女，但後來他拋棄了妻子兒女，

先後跟三個情婦一起生活，萊特說：「世俗道德只是為普通人而設，我不是普通人！」在

【了解領導的道德失敗】這本書中，特里派斯（ Terry Price）發現，很多領導人認為他們

是特殊的，他們可以輕易地合理化自己值得商榷的行為，把自己凌駕於一切規範之上。 

然而，無論是高於平均的謬誤還是例外主義，兩者均有一個共同的來源：自我膨脹。

在上述同一個見証會中，那位基督徒學人說，有一次一家香港公司為他提供了一份年薪一

百萬元的工作，但他為主而放棄了這機會。他反复強調自己拒絕了一百萬元是何等偉大的

犧牲：「每年一百萬元，十年將是一千萬，我可以用這筆錢來生利息，然後做『息魔』，

但我沒有。」當他公開宣布自己為神放棄了一千萬元的時候，他同時向自我開了一張空白

支票。既然自己為主奉獻的價值已高達一千萬元，自己當然是異於常人的特殊材料，其他

一般人的指責又有什麼相干呢？ 

結語 

我只想引述兩段聖經去總結這篇文章，下列經文的含義都是不解自明的。共勉！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人，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裡也是

顯明的。」（哥林多後書 5:10-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

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示錄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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