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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那篇「福音週歡迎你」的宣傳單張。我身為基督徒對於其中所表

達的「基督徒信仰」，很不能苟同。因此，很想表達我對信仰的看法和

體會。

我的大前題是：人與神是不可割分的一回事。試看整個舊約，都是一

個民族的救贖史，如果沒有苦難的以色列民族，就根本沒有神參與人類

歷史的具體表現。在新約中，如果沒有瑪利亞，就根本沒有耶穌，也就

是沒有救贖。耶穌自己也會說：「你們對你們兄弟中最小的一個所做

的，就是對我做了。」由這幾個事例中（還有很多例子，要寫幾本書才

能完成論述），我們可看到兩點：其一，神的一切「性質」，如對人的

救贖，一定要通過人來表達，反之，我們一切對神所做的，如期望，崇

拜，「愛」等等，也一定要通過人類，才能具體地表現出來。

望德

搞通了這個前題，我們就能談下去。單張內提到：「然而革命卻不

容終結！因為一旦成功，使目睹所矢志革除的腐朽人性，竟又相繼重

現。」我承認有這個可能性，而且也看到一些這樣的例子，但我還是肯

定「革命」的價值和必要性。因為我所期望的神，是能克服祂的自私

觀念而矢志為革命的（或者說他根本是沒有自私觀念的），將這種對神

的期望具體地表現出來，就是期望向神一樣，放棄自私的觀念。這就是

「望德」。（對看得見的人也不能有所期望，而對看不見的神有所期

望，豈不就等於抓取一個心靈寄託的憑藉？）

信德

無錯，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翡翠劇場」和「場外投注站」的環

境，很多人也在考試與玩樂交替中失掉了明天。其實，在整個人類的歷

史中，是充滿著悲哀，仇恨，剝削……還可用一切最醜惡的形容詞來形

容它。但我們也可看到意氣激昂，朝氣勃勃，人民生活得快快樂樂的年

從另一個態度看神的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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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而人類的歷史，就是罪惡與由罪惡中解放出來這兩種現象的互相交

替。基督徒最大的信德，就是相信在最後交替而來的，是全人類的完全

解放，包括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解放，這個全人類的解放，就是神所預

許給我們的天國。因此，每個基督徒都應努力於改革現今的社會，爭取

天國早日來到。我們不應該相信，現在革命所爭取的「解放」是最後的

解放。這個革命之後，就是神所預許的天國。有著這個信念，而現在就

努力工作，改革社會，就是對神有信心的具體表現。一個理想的社會，

在基督徒的心目中，不應是一個遙不可及的鳥托邦。

多元的世界以及一元的神

對基督徒來說，神的最大用處，就是能帶給我們建設理想社會的希望

和工作時的熱誠。但很多人的「希望」和熱誠，有他們自己的源流，並

不需要用神來作源流。例如孫中山促使他努力工作為革命的，是當時中

國社會的慘況和本能的民族感情。印度聖人甘地獻身是他內在的人道精

神。毛澤東主席為國為民，是看到民初很多革命先烈的榜樣和馬克思和

列寧等人的啟示。當然也有人的革命精神是來自基督的，如美國黑人民

權領袖金格博士，在南韓反對樸正熙軍法統治的詩人金芝河。還有很多

投身理想社會建設的小人物，不能一一盡錄。這些大小人物能真正地投

身革命，但他們的力量不一定來自神，他們現在做好人，但他們不需

要期待將來在天堂上的報酬。面對這些現象，我們只能承認世界是多元

的，而基督徒絕不能為別人「準備答案」。有些基督徒會問：「那麼，

基督為甚麼要降生，為甚麼要創立祂的教會？」其實很簡單，只要我們

想像，神是全能的，也是很有智慧的，祂絕不會做一個簡單的一元化

社會。神是公義的，祂絕不會造就一些特權階級，由他們來壟斷整個社

會。我們所以成為基督徒，只不過是我們巧合地覺得「神」這個觀念，

對我們實際生活和行動上有幫助而已。而其他人如果覺得別的觀念對他

們有用，他是可以自由地利用這些觀念的，而我們所信的神，是可以在

那些非基督徒的觀念中作功，利用這些觀念使他們為人類社會，作出更

大的貢獻。這種透過不同的途徑，來促使人類社會進步，就是神的一元

人生的具體表現。而我們基督徒所要做的，就是開放地與他們合作，洞

察他們那些是神的工作，而加以發揚。那些妄自尊大地劃分界線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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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其實是違反神明的意旨，因為他們不願透過非基督徒來和神合作。

結語

作為一個「今天的」基督徒是很難的，因為他需要對神有無限的信

心，即是對建設理想社會要有無限的信心。

他要對人有信心，要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改造歷史的力

量。」他還要明智地閱讀時代的徵兆，透過人和社會，來得悉上主的旨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