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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風暴下的牧養  羅錦添牧師 

 

用政治風暴去形容過去一個月香港的處境實不為過，這場風暴比五年前的雨傘運動來得急而且快，

風暴過後，教會遺留下來一個很大的洞，就是如何讓一群在政治衝擊下的信徒得著適切的牧養和醫治。

筆者經歷過年青時代的六四，九七回歸，雨傘運動和今次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等等，每一次都將

自己的情緒捲入當中，正因為熱愛香港這個成長的地方，片片回憶都讓自己刻骨銘記，期望以此文鼓

勵大家一起在風暴中成長。 

 

1. 多反思和討論：香港回歸後政治參與已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教會很少一起去思想和討論政

治及社會議題，亦很少從聖經和神學作為討論的切入點，以致教會被形容為政治冷感。一方面牧

者有著自身的限制，對每個議題都是一知半解，亦缺乏聖經和神學資源去作探討。信徒很多時都

會只問立場，不問背後的理念。其實每一個政治和社會議題都應該先從聖經去了解，這樣信徒的

參與才顯得實際。筆者期望未來教會能多從聖經和神學去反思和討論政治和社會議題，而不是避

而不談。 

 

2. 聖經的天國觀：教會是天國的展現，但教會並不是政治團體，主耶穌拒絕成為政治的彌賽亞，天

國與地上的國有一定程度的差距，教會的終極使命是將福音遍傳，這是主耶穌升天前表明的。(徒

一 6~11) 每次信徒參與政治運動時都期望能將公平公義之國度實現在地上，但最終發覺兩者是

有一定程度的落差，這亦是內心矛盾之所在。 

 

3. 接納多元的意見：我們相信獨一的主，但信仰很多方面都是多元的，在多元化的社會政治環境下，

我們必須接納大家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對每個議題有不同的看法，很多時我們期望教會能有一致

的立場，但有兩難之處，每次討論都會引起教會內部的撕裂，彼此間的不信任，甚至有些信徒離

開教會，這是牧者所痛惜的。事實上，政治是多元化的，除了一些聖經的核心價值觀外，教會需

要接納多元不同的意見，互相體諒，才不會令教會分裂。 

 

4. 接納不同的表達方式：不同信徒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無論你是「和理非」或「勇武派」，我們都應

接納大家是教會的一分子，不需為別人扣帽子，亦不會因不同政見和表達方式不同而不被接納，

這才是主內一家。 

 

教會在政治風暴下顯得手足無措，有時不知從何談起，或是避而不談，互扣帽子，爭論不休，甚

至弟兄姊妹因教會供應不到所需而離開，這都是牧者所面對的，相信未來風暴會接踵而來，讓我們從

聖經出發，作慎思明辨的信徒，互相禱告支持，心靈創傷得醫治，教會所走的路仍是很遠，讓我們同

心走過！ 

 

與大家一起走過政治風暴的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