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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

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什麼你

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

，我嘗試在這裏長話短說。不過，先此

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

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

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

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

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

教會、普世派、福音派……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在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

教會，為什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裏面流行着這個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

理，但開明派卻是背着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

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布着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裏面的一位大學講

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

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

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

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止毫無批判，而是

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

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

們的詩集上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不是神仙

，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

出當中有什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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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着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

發，一切已經定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

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

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

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皇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

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

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

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

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

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

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

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裏，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

不錯，福音派亦存在着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

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

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

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

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

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垢病

，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

向師尊請教什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淺行仁德應

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

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

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

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



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

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

，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着問號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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