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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風暴下的牧養 (三)  羅錦添牧師 

 

上星期日 (8月 18日) 170萬人上街以「和平、理性、非暴力」1 的方式去表達訴求，實在令人

感動。和平、理性、非暴力是社會共有的價值取向，亦是基督徒應有的核心價值。 

 

1. 和平：基督是和平之君，道成肉身，釘在十字架上，成就和平的福音(加二 17)。這和平(peace)的

福音是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中間隔斷的牆，廢掉冤仇，帶來人與人及人與神之間的復和，這就

是福音(加二 11~22)。自六月以來不單各人內心難有平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嚴重撕裂，在教會內

亦如是。平安的福音是將人與人之間阻隔的牆拆除，撕裂得以復和。因此，牧者期望在教會內不

論你是黃藍黑白，不同政見立場，是罪人還是義人都可以在一起敬拜神，實踐聖徒相通，讓關係

得以復和，這正是福音的本質。  

 

2. 理性：過去兩個月香港社會各階層都捲進情緒的漩渦之中，每天在不同媒體所看到的衝突畫面，

實在令人痛心。化解衝突必須大家回復理性溝通，但可惜現時社會已很難回復理性討論。有時連

教會亦如是，若有不同立場的就排之門外。有時看到群組的討論絕不理性，標籤對方「黑警」、「曱

甴」、「沒良知」等，非黑即白的討論已漫延至教會不同群組，實在令牧者痛心，更痛心的是有些

弟兄姊妹開始退組甚至離開教會。 

 

3. 非暴力：在今次的政治風暴中，最大爭議的是暴力事件，政治議題已演化成暴力議題。在聖經的

價值觀下，教會是絕對不贊成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警察2、各種群體3和示威者4所使用的暴力，耶

穌說「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廿六 52)。但我們忽略了另一種暴力就是語言暴力已是相當嚴

重，不同政見或不同立場的人一碰面就對罵，不容對方分說，欺凌事件無論在實境或在網上不斷

產生。這種衝突所衍生的暴力已不斷漫延至各階層，近日就因有不同立場的人用刀斬傷人。不同

立場的人彼此排斥，在職場上或會被解僱或在不同場合遭受欺凌。而自己更擔心的是學校復課後

這股風氣會漫延至學生群體當中，仇警、排斥、欺凌的暴力難以逆轉。馬丁路德金牧師是一位民

權領袖，他堅持以非暴力方式抗爭，在整個抗爭運動中，他認為無一個階層的人會完全對或完全

錯，只能以信和愛去面對。 

 

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是社會共有的價值取向，亦是基督徒的核心價值，但筆者想表示基督徒理解

「和平、理性、非暴力」比未信的人應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期望主耶穌平安的福音帶來信徒內心的平

安、人際關係得以復和，以理性和非暴力去面對整個社會局勢的轉變！ 

        與大家一起走過政治風暴的牧者 

(每星期之牧函是希望能緊貼社會現時政局轉變，用聖經價值觀作出適切的教導，可能有讀者並不同意某些意見，
但文者自負，各人可直接反映。自己只希望教會內無論你是任何政見、立場和不同看法都能以信、望、愛手牽
手去面對去渡過這時代的困局。) 

                                                 
1
 「和平、理性、非暴力」俗稱「和理非」，在一種對立的社會氛圍下，和理非有時被認為沒有立場，但作為牧者，仍堅信這是聖經給我
們的價值觀，是信徒必須堅守的。 

2
 在此必須表明這裏所指的警察是一個統稱，就如指示威者一樣。事實上自己亦認識一些很好的警察，他們在衝突中寧願被打不還手。
明白有些人認為警察只是採用適當的武力，但判斷的亦不應只由警察本身，而過去一星期對示威者施以虐打或凌辱的消息開始浮現，
警察濫權的情況更可怕。更可惜的是整件事件的真相只能由一個有公信力的政府才能還原，但政府始終不肯回應，導致仇警和警民對
立的情況更嚴重和惡化。 

3
 無論是白衣、藍衣或紅衣，這些巿民亦無權去集結打人，但這種暴力若是結合政權，就顯得更可怕和黑暗。 

4
 明白到在政治倫理上對示威者應有相對武力的層次，但相對武力通常只局限於自衛性和不是對人，但後期示威者已開始不斷提升武力
至主動攻擊不同立場的人，包括警察、紀律部隊家屬和不同巿民。另外，相對武力亦不應只限於裝備，因示威者的人數眾多，即使一
個有裝備的警察要制止一群人之時，那種相對武力就變得難以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