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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風暴下的牧養(七) 教會牧養何去何從   

 羅錦添牧師 

上星期的示威活動演變成不同政見者的衝突打鬥，社會矛盾進一步加深，政治上何去何從留待政

客探討。1 筆者期望將牧函的焦點帶回牧養的層面，因此今期的牧函會作一些結論，並帶出教會在牧

養上的前瞻。2 

 

1. 暴力：暴力是今次運動的焦點，筆者期望大家反思暴力抗爭是否唯一的方向和出路。福音是非暴

力的，非暴力主義是基督教的基本要點。「選擇非暴力的方法，就是從仁愛中作出一個勇敢的抉

擇，這抉擇包括了對人權的積極保護，以及對公義與和諧發展的強力承擔。」3 和平抗爭是否另

一選擇，這是基督徒必須思想和面對的問題。4 

 

2. 公義：另一個焦點是公義問題，5 作為公民爭取社會公義是合理的，但基督徒追求社會公義之時

應有甚麼觀念。第一：基督徒是否應該違法達義？6 第二：追求公義的同時我們深信神才是那位

終極審判主，所以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十二 19) 第三：我們都是因信稱

義的罪人，而公義與慈愛兩者是並行的。因此，基督徒在追求社會公義之時，我們會尊重不同立

場的人，不帶著仇恨，為政權禱告，重視協商等。 

 

3. 牧養：教會內部撕裂已成定局，今次的撕裂不單是政見上不同，而是兩代之間。筆者仍深信藉主

恩是可以修補。教會在未來牧養上需持守以下四個方向： 

A. 禱告：在動蕩的時局下禱告是基督徒首要和必須持守的。 

B. 牧養：牧者以聖經真理作教導和牧養，安慰受傷者心靈，與哀哭的人同哭。 

C. 同行：不同政見立場的人在教會亦可同行。年青人有熱誠和關心社會，成年人有人生

閱歷和智慧，兩代之間雖不同仍可聆聽和尊重，大家一起同行。 

D. 福音：在動蕩時局下我們更需積極傳福音，唯有我們的神可以帶領和陪伴下一代走過

人生路，若問我們欠了下一代甚麼？我會亳不猶疑地回答是「福音」。 

 

筆者認為在一個動蕩的時代，維繫我們一起的是我們所領受的救恩，而不是政治理念，「黑夜已深，

白晝將近。」(羅十三 12) 讓我們 持守真理、儆醒等候、忠心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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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去面對和渡過時代的困局。) 

                                                 
1
 有認為社會抗爭開始進入另一階段，整個社會將變得更政治化，政治上的對立會持續並難以逆轉。 

2
 牧函因篇幅所限，期望將來能有機會開設一個比較完整和系統的課程去認識「基督徒與政治」，很多課題值得從聖經和

神學去探討，例如：人權、政治倫理、聖經中的天國觀與政教關係等。牧函將維持在每月第一星期刊登，期望在信仰生

活上作出牧養和教導。 
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1998年 9月 19日於列索托對年青人的講話。 

4
 和平抗爭並非消極的爭取公義，詳細請參《福音與和平抗爭》，桑恩與希爾德加‧郭施邁，1992。 

5
 除了制度公義外，在 721、811和 831事件中很多人認為不公義，所以今次運動是被認為爭取社會公義。 

6
 這點在雨傘運動中大家都有熱切討論，若違法我們是違甚麼法？後果是甚麼？達到甚麼目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