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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李振康 

一、引言 

不同的人對同一個觀念有不同的表達是很自然的， 重要是找出一 

個理想、能吸引聽眾的表達，能叫他們認同、有共鳴和產生改變’這是 

傳道人講道的目的。怎樣才能達到上述目的呢？這要看多方面的因素’ 

如講道者的基本演講技巧、內容是否適切聽道者處境、講道的環境是否 

令講道和聽道的人集中等等，這裡涉及講道的模式。華人教會多由西方 

教士建立’許多方面都帶有西方色彩，講道也不例外。當然基督教來華 

差不多已有二百年，一些本土的講道模式其實已建立起來’但不少神學 

院仍使用西方的講道學書籍；這並不是說西方的模式不好，然而聽道的 

既是本地人（華人或香港人），建立一個能讓本地人認同、共鳴，和生 

命得改變的講道模式也是十分需要的。 

以上的問題牽涉講道的文化因素’關於這方面’曾立華博士就曾這 

樣說： 

充分認識聽眾的文化類型及需要’以他們能明白的語言，用簡單直 

接的方式將神的道講出來。換言之’我們向不同人群就抹用不同的 

表達方式和適合的言詞將神真理的道傳達出來 °敏鋭地考慮聽幕的 

敎育程度、性別、年齡、宗敎習性、職業、家庭背景等’用簡潔直 

接的詞 *来表達信息’這都是在我們準備講道信息時必須考慮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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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敎牧期干I� 

巧因素。這樣才是 有效地幫助聽幕去拾聽「神的道」’使疾解或 

文化隔膜減至 低，因而容易接受明白我們所傳的信息。 1 

因此，順著本土的特質來宣講神的話語，可增加講道的效果。 

本文不是要比較中國和西方在講道方面的特色，只是探討在講道 

時，除了依照聖經真理之外，也可以中國人的特質為出發點，務要使聽 

道者產生 大的共鳴。我們談中國人的特點，並不代表排斥西方文化， 

(其實中、西方文化也有其共通點，中國人有的特點不一定就全然獨特 

的），然而加入本土因素以幫助會眾更能把「道」存在心裡，則是我們 

要考慮的。 

本文並非要建構整套本色化的講道模式，而是嘗試從傳統中國觀念 

出發，提出兩方面的討論和建議。第一方面是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第 

二方面是本土講道的特色。 

在探討講道的基本方向時，會先討論中國人的基本意識，繼而從具 

代表性的華人學者中尋找相關的本土特色，並會作初步的神學反省。本 

文的第二部分將從中國人特色的幾方面，提出一些本土講道的建議。 

二、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生活行為表現的層面 

講道的基本方向可以是多層面的。講道的目的’是建立信徒和上帝 

的關係’若以「基督教信仰是一個關係的信仰」作為大前提，則基督教 

信仰的核心當然是神與人的關係。在這個大前提下，關係有收獲和付出 

兩個層面：收獲指「神為我們所做」的，而付出則指到為回應神的愛， 

「我們為神所做」的事情。講道也應強調這兩方面。本文的重點在第二部 

分，即信徒「做」或「付出」的層面，強調信徒的「付出」合乎中國人 

的特徵。因此筆者建議以「生活行為表現」作為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曾立華：《講道職事的重尋》（香港：宣道出版社，19¾)，頁1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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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57 

(-)著重「生活行為表現」是中國人的特徵 

牟宗三認為’中國人有一種「憂患意識」的特質，這是指中國人都 

很自然的有一種擔憂情懷，這不是在物質上或經濟上的憂慮，而是道德 

性的，即中國人經常擔憂自己在道德行為上做得不完全，這使中國人在 

道德層面上努力做得更好。牟氏講解中國的哲學時這樣說：「中國哲學 

之重道德性根源於憂患的意識。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由此種憂 

患意識可以產生道德意識……他所憂的不是財貨權勢的未足，而是德之 

未修與學之未講。」2他更認為這種「德之未修，學之未講，是一種責 

任感。」3根據這個論點，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很強調行為，認為人有一 

種道德責任，要在日常生活的不同的層面實踐這種責任，因此在傳統的 

儒家思想裡，人對在上的君王、父母，或是朋友等要付上責任。傳統儒 

家思想強調人在不同層面上都要有好的行為，有合乎理想的、應有的表 

現。當然，人能否在行為上做到完美，則是另一個問題。 

而按照牟宗三的理解，中國人的「憂患意識」來自對「天」的觀念， 

他說：「在中國思想中，天、天道乃通過憂患意識所生的『敬』而步步 

下貫，貫注到人的身上。」4當然牟宗三所提到的天命或天道與人的關 

係是從哲學出發，這並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在 

中國人的思想裡，行天道是一個重要的觀念，而在這之前又要明白天道 

或天命，以致可以實踐出來。不同的學者對「天」有不同的旨全釋，牟氏 

自己就認為中國人的「天」是一個「人格天」，但無論如何，對中國人 

來說，「天」是至高無上的，而人的基本責任之一，就是按「天」的心 

意行事為人。中國人相信「天」對人有一定的要求，稱之為「天道」， 

牟宗三 

牟宗三 

牟宗三 

《中國哲學的特質》，再版七刷（台灣：學生書局’ 1990) ’頁16 

《中國哲學的特質》，頁20» 

《中國荷學的特質》，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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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敎牧期干I� 

而人的本就是要實行「天道」’這個「天道」基本上是「道德性」的。 

儒家創始人孔子就這樣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輸矩。」（論語• 

為政）
5
這表示中國人著重明白天命或天道，當然對孔子而言，這是成 

長的過程，到了七十歲之後，就容易有理想的行為表現。 

在行「天道」的同時，人要順著「天」的心意，在實踐時要與「天」 

契合，牟宗三就認為「只須努力踐仁，人便可遙契天道。」6然而牟氏 

也明白到與「天」契合不是容易的，他說：「儒教中的天人感通，也只 

是一個精神生活上的境界。這境界獲得，當然是談何容易。」7雖然與 

天契合並不容易，但這卻是人的目標，因此在易乾文言說：「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8這 

裡不會詳細分析這句說話的意思，只想表達，根據牟氏所講，中國人有 

一個觀念，就是要與「天」契合。當然如何契合和契合的實質意義，是 

中國哲學的層面，並不是本文討論的；筆者只想強調中國人「與天契合」 

的觀念。 

綜合而言，中國人因憂患意識而強調道德行為，而在實踐道德時， 

人要實行「天道」，即是按「天」的心意而行，在過程裡「與天契合」。 

接下來’我們將從華人學者的講道觀念和一些具代表性的講員，找出上 

述中國人憂患意識的痕跡，並嘗試建立以強調信徒「生活行為表現」為 

重要方向的本土講道模式。 

5王縫塵講述、董文校訂：《言文對照：論語》（香港：廣智書局，出版年份不詳） 

苜15 ° 

’牟宗： 《中國哲學的特質》，頁38 

《中國哲學的特質》，頁38 

8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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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59 

(二）強調「生活行為表現」的華人「講道學」 

憂患意識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常常認為自己在行為上未 

如理想，故自覺要有好的行為。在華人的講道裡，也在這種憂患意識；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在中國人的講道是否也強調行為？看中國人所寫的 

講道學書籍’不難發覺很多華人學者都很強調「行為」，講員不單要求 

自己要有好的行為（靈性），在講道裡也很強調這一點。 

甲、施達雄 

施達雄在他的著作裡，談及有效講道的條件時便說：「品格的為人 

人所知，聖潔、正直、仁愛、剛強……都屬於品格的範圍，一個人若缺 

少這些素質，無論他的技巧如何高明，也無功效可言，因為講道不是演 

戲或演講；只要演得真，講得動聽就可以，講道乃是傳達上帝神聖之 

信息。所以品格之健全’遠超過一切。」9他甚至說：「講道者的品 

格，有時也能決定福音的『命運』。」le他認為：「若要別人知道你的 

主是溫柔、忍耐、善良的……那麼你必先活出祂的溫柔、忍耐、善 

良……」11施達雄把講道的信息內容和講員的品格連接起來，認為信仰 

真理是道德性的，講道的方向自然也是道德性的，若要所講的具說服 

力，則講者必須以身作則。 

乙、麥希真 

前新加坡神學院院長麥希真在其著作裡，也十分強調講員的行為品 

格，他說：「重生得救的內在經歷，加上良好品格的外在表現，才能支 

持在臺上所講的真道，叫聽眾得到生命的改變。否則徒有嘴唇的事奉， 

施達雄：《如何準備講道》，三版（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80)，頁6 

>施達雄：《如何準備講道》，頁6。 

1施達雄：《如何準備講道》，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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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卻叫聽眾失望、反感、憤怒、跌倒，甚至滅亡。」 I 2當然世界上任 

何一個文化都提倡講員必須言行一致，然而中國人特別著重這方面’否 

則講員便會被稱為「假道學」。麥希真甚至認為講員的良好品格，是會 

眾生命改變的基礎。 

麥希真強調講員的品格，也點出講道的目的是要信徒生命得到改 

變，這很吻合中國人的薆患意識。麥希真不單認為講員要有好的品格， 

並且強調講員的生命必須不斷成長，要不斷在生命行為上追求好的表 

現。他說：「內在的生命是根本，外在的講道是枝葉和花果；沒有內在 

生命的長進，外在的講道是不可能開花結果。沒有內在生命的長進，外 

在的講道只是人的活動，有枝有葉，卻沒花沒果。」1
3
他認為講道者的 

行為是聽眾接受的基礎，講員必須「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 

上，顯明講道者的可靠、可信，才能叫人樂於接受所聽的真理。」“ 

麥希真認為，教導是講道的主要目的之一。他指出：「有屬靈經驗 

的講道者又能進一步說明『怎樣行』，並且指出在『怎樣行』時會遭遇 

的困難，再教導解決困難的原則和方法。」1
5
這個論點不也是與中國人 

的憂患意識吻合嗎？ 

丙、周聯華 

周聯華在其著作裡這樣說：「講道是在神聖的上帝面前傳遞祂的信 

息’而傳道人的本身人格超過一切。他也許學識不豐，口才不佳，但是 

他如具備高超的人格，他仍舊能感動人。I丨 6 

麥汗 

'[麥界 

l.'iie 

(工人的講 i i i�’二版（奋港：福容證主協合 ’ 1996) ’頁 1 7 

(工人的講沿〉’贾26» 

〈工人的_道> ’ ]^50。 

(工人的講进〉，1350。 

<新編講道法〉（台北：基将教文化出版社，丨987)，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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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61 

周牧師把人格放在第一位，並認為講員的人格可以感動會眾，讓我 

們看到，講員的品格若能被會眾接納，當他宣講神的話語時，他所說的 

內容已經是次要的了。周牧師這樣說：「如果人家不喜歡你這個人的時 

候，他絕不會喜歡你所講的道。人都是先入為主的，假如一開始，聽道 

的人就喜歡你這個人，敬重也信任你這個人，感覺到你講的話，都可 

靠，都有意思的，他就會聽進去。不然的話，隨便你講什麼話，人家都 

會不聽。」17 

在不同文化的社會，一般來說講員給人的形象都會影響他的公信 

力，而在中國人社會裡，這似乎更是凌駕一切。主耶穌曾說，不要效法 

那些法利賽人的行為，卻要聽他們所講的，因為所講的，都是真理。對 

中國人而言，這似乎較難體驗。周聯華的觀點正流露出中國人傳統的 

「行為」觀念，或上文所強調的憂患意識。 

丁、曾霖芳 

前海外神學院院長曾霖芳在其著作裡，也流露出這種中國人的憂 

患意識。他這樣強調：「講道完畢了，若有甚麼教訓，常是以勸人立志 

作結束。勸勉人下決心，達到真理的要求。這種勸勉是為發揮講道的效 

能。」I8
曾霖芳認為勸人立志是講道的目標，目的是要聽道的人立下心 

志，在生活上實踐講道的內容。實踐甚麼呢？曾霖芳自己就這樣說： 

「勸人立志也影響基督徒，在一年之內，若常立志要遵行主道’主也會幫 

助他，他會成為一個聽道又行道的基督徒。積少成多，很快成為成熟的 

信徒。」I 9
曾霖芳的重點是行道，並且成為成熟的信徒’這是道德性 

的。因為他說「生命轉變是突然的，生命的成熟卻是漸進的，所以我們 

17 
周聯華 

曰林乃 

曾霜方 

《新編講道法》，頁89。 

《講道學》（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1990)，頁129 

《講道學》’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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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從事誨人不倦的工作」。曾氏認為講道的目的是要使信徒的生命漸 

趨成熟，在行為道德上漸漸改進，而幫助信徒成熟是傳道者的責任。 

此外，曾霖芳也十分強調講者的個人操守，他對講者的品格有嚴格 

要求，與許多華人講道學作品所強調的不謀而合。 

(三）華人講員所強調的信徒「生活行為表現」 

我們從華人的講道學著作，可以看到華人作者很強調信徒或講員的 

道德行為，此外，從華人講員的講章，也看到中國人的憂患意識。華人 

講員很重視信徒行為表現，而這極有可能是受中國人憂患意識的民族性 

所影響。當然，並非人人都這樣重視行為，人也不可能活出完美品格； 

然而未能完全實踐，並不代表我們就沒有這種意識，筆者相信，華人講 

道如此強調信徒的行為，絕對是受憂患意識所影響。而我們的信仰與這 

種意識不單沒有衝突，信仰本身更提供行善的力量來源，這方面正好與 

中國文化互相配合。 

以下我們將從數位著名華人講員的講章裡找出這個傾向，他們都是 

第六十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講員。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是香港基督教界 

每年的盛事，而被邀作大會講員的’ 一般都是較為信徒熟悉或接受的， 

他們的講章，某程度上可反映信徒對講道內容的期望。 

以下我們將從這數位講員的講章，找尋強調信徒行為的線索。雖然 

我們不能說這數位講員就代表全部華人牧者的講道取向，但他們都是華 

人教會的資深牧者’都在同一次港九培靈研經大會中擔任講員’可以說 

是普遍被華人信徒接受的’從他們的講章’我們看到牧者如何強調信徒 

行為 °當然’ 一篇講章能否影響會眾牽涉很多因素，但正因他們的代表 

性，我們可以說他們的講道方向基本上是會眾所接受的。 

2。曾霖芳：《講道學》，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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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63 

甲、陳終道 

在第六十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中擔任「研經會」講員的陳終道牧 

師’以「存到永遠」為講題，在一連九天的講道裡，他以聖經人物作為 

核心’要表達這些聖經人物所作的是存到永遠的，他鼓勵會眾要向這些 

聖經人物學習。可以看到’這幾篇講章都強調信徒行為，充滿著中國人 

的憂患意識。 

在第一篇講道裡，亞伯是信息的核心’講章有五個重點，在第一和 

第二個重點裡，講員首先藉亞伯的獻祭和狗道，帶出神要透過基督流血 

的祭來完成救贖，他強調的是亞伯的狗道。第三個重點是「兩種不同 

的信心和行為」，22單從這個分題’便看到講道強調行為。在第四個 

重點，他強調信徒要過討神喜悅的生活，更說「基督徒聽道若受感動， 

便願意接受真理的修改，而結果子，若不接受（真理的修理），則更會 

反較，挑人的錯失來掩護自己的過失。」
23
陳牧師在這裡鼓勵信徒靠真 

理來改變自己的行為。他很強調信徒的行為’並認為要靠真理，人才能 

有善行。在講章的 後一個重點，陳牧師更表示「亞伯的血更說明了神 

是賞善罰惡的。」24這「賞善罰惡」顯示了他對信徒行為的重視。 

第二篇講章有四個重點，陳牧師主要以挪亞為中心，我們同樣可以 

看到那「憂患意識」的影子。陳牧師以挪亞是孝順的兒子為重點，這點 

很吻合中國人的孝道，而孝道是中國人憂患意識的一個具體表現。陳 

牧師強調挪亞是「家庭中的孝子，為父母分擔勞苦，使父母得到安 

慰。」25他提及挪亞的行為，在描述當代的淫亂情況後，他說：「這一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香港：港九培靈研經會，1989)，頁2〜3 

22《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3。 

23《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3。 

24《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3 ° 

25《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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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八口說明挪亞一家的夫妻關係，在那時代分別為聖，一夫一妻的，他 

的三個兒子也是。」
2 6
又說挪亞「按神的旨意生活行事，但因他們的敬 

虔、愛主，他的見證就定了那時代的罪。」
2 7
這裡陳牧師的講道，流露 

著中國人的憂患意識，他更鼓勵會眾說：「不要以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時 

代艱難，就無法作一個得勝者」，
2 8
他要會眾學習挪亞在道德行為上有 

好表現。當講述挪亞的信心時，他強調挪亞在當代的得勝，強調挪亞因 

信心沒有同流合污，也因信心產生實際行為，這信心是忍耐的信心。
2 9 

陳牧師說明挪亞的行為是出於他的信心，然而在表達這信心時，所強調 

的仍是信徒生活的層面。陳牧師總結這篇講章說： 

挪亞經過很多考驗’長久的忍耐、相信，完成神所纷附’然後 .他 

成 為 新 世 界 的 主 人 。 神 將 更 大 的 應 許 给 他 . 跟 他 重 新 立 約 ， 在 挪 

亞以後’神將動物也賜给人作食物。挪亞造方舟 .進入新世代的真 

正意義’是神要證明人的生命已經敗壞，必須有救恩。人的生命己 

趨向罪惡•就算將所有人滅絕’剩下好人，結果也是一樣敗壞 .包 

括挪亞本人 °挪亞雖然是完全人’但在成功後他也醉酒 .並且赤身 

露體。然後也就演變到巴別塔叛亂的事。 

第三篇講章’陳牧師以約瑟的一生為中心，講題是「隨處得勝」， 

他指出約瑟無論在任何環境’都是一位得勝者’ —生都過著敬畏神的 

生活；所強調的仍然是信徒的行為。陳牧師用以下的話來形容約瑟： 

他將哥哥們的惡行告知父親 .是因為愛的緣故：不想哥哥們再作惡 

事•以免惹別人的反感。同時，也因為約瑟敬畏神，不忍心看見別 

培澳講迈第四十染〉’頁8 » 

培遍講进第四十染〉，頁8 » 

培避講道第四十粜》’頁8 » 

培避講迫第四十堪〉’頁8〜9 

培艘講道第四十染〉，頁9。 

培艘講iii第四十染〉’頁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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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65 

人做一些不敬畏神的事。我們看見約瑟在家庭過著得路的生活’他 

愛家人’但不包虎罪惡’反而指責罪惡；並不出於個人私心或怨 

恨。他愛哥哥們，另一方面，又不想他們行差踏錯，這便是愛。他 

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找那些正計劃殺他的哥哥們。
3 2 

這是很獨特的證釋，陳牧師把約瑟所做的，歸因他抗拒罪惡的執 

著，他要表達約瑟一生都是過著得勝的生活。本文不是要研究釋經的準 

確程度，但我們可以說，講員是先有前設，把自己的意思加到講章裡 

去。他在講述這個重點時，並沒有引述任何經文，只強調約瑟的行為這 

重點，說他敬畏神、不包庇罪惡、指摘罪惡，在家庭裡過得勝的生活。 

在談及約瑟其他生平事蹟時，陳牧師同樣強調他有好的行為表現， 後 

更以「約瑟一生敬畏神，凡事信靠神」33作為這篇講章的總結。 

第四篇講道，陳牧師所講的人物是摩西，講章分九段來表達其主 

題：「神所尊重的摩西」。中國人有所謂「德高望重」的傳統觀念，如 

何才可以得到好的聲望和別人的尊重？是因為有好德行。這也是中國人 

憂患意識的一種表現。這篇講章有兩方面是我們要留意的。第一方面， 

當陳牧師說摩西受神的尊重時，同時也說摩西是敬畏神’向神盡忠的’ 

這給人的印象是，當人向神盡忠（持守高尚道德的敬畏神的生活），也 

就可以得神的尊重，這正吻合中國人「善有善報」的觀念，這善報就是 

神的尊重。第二方面是’整篇講章都強調「道德」或「罪」。陳牧師提 

及摩西多次受到神的恩待，同時也十分強調了摩西的表現，他說「摩西 

在神的工作上全無偏私’完全為神的全家而忠心」
3
4 (在論述這點時’ 

更指出亞倫和米利暗二人有私心
3 5
 ) ’「故此’神特別稱讚摩西，他為 

3 2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3 

3 3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7 

34《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9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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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敎牧期干I� 

神的全家盡忠。」
36
隨後又說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又暗示摩西得神稱讚，是因為他向神盡忠，更用以下一番話鼓勵信徒： 

「只要我們抓緊目標，服事我們的主人；便自然有榮耀，能得尊貴的身 

八 3 7 

分。 J 

講章除了強調摩西的忠心之外，也流露對道德行為的重視。陳牧師 

首先表明「舊約的設立，是教導以色列人如何敬畏神，叫人知罪」；
3 8 

在說到神尊重摩西，他特別提及摩西是行了 多懲罰性的神蹟的，39無 

論是在埃及所行的十災，和埃及官兵葬身紅海，都是懲罰性的神蹟，他 

更說：「以後，對於反對者的懲罰神蹟也很多。」我們多以神拯救的 

角度來看摩西所行的神績，但陳牧師則從道德的角度（對神的心意的叛 

逆）著眼。這裡我們再次看到講員流露出中國人的憂患意識。 

以賽亞是陳牧師第五篇講章的核心人物，信息主要講以賽亞所見到 

的異象，及信徒耳熟能詳的一節經文：「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 

六8)目的是要信徒羨慕「事奉」神。
4
1在講道裡，陳牧師沒有很明顯 

地談到行為，然而我們仍可從講章的內容看到一點痕跡。陳牧師集中講 

論以賽亞對自己的認知，了解自己是嘴唇不潔的人，由此強調說話可以 

影響整個人的靈命，他說：「嘴唇的影響遍及全身，當我們懂得謹慎言 

語，為神而用時’這嘴唇才是潔淨的。以賽亞被燔祭壇的火沾他的嘴 

唇’他便得潔淨。」
4
2陳牧師強調人要潔淨才能事奉神，先知要宣講神 

36《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9 

37《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21 

38《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8 

39《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20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20 

4】《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对 

42《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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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67 

的話語，因此嘴唇必需潔淨，當然這潔淨是來自神，並不能自己努力得 

來的；然而陳牧師仍然強調人的道德行為，特別是在言語方面。跟以往 

數天一樣，陳牧師強調忠心地事奉神，這也是信徒行為的一部分；無論 

任命如何艱巨，神也要人忠心地為祂完成使命。
4 3 

第六篇的講題「嫉惡如仇的施洗約翰」，同樣流露出陳牧師看重行 

為道德。「嫉惡如仇」正是中國人憂患意識的核心。雖然在全篇講章 

裡，陳牧師沒有很集中的講述約翰如何嫉惡如仇，但他提到約翰的使命 

是指摘人的罪惡，領人悔改。全篇講章共分三個重點，第一個重點表明 

施洗約翰是神所揀選的，並指出「約翰的確如以利亞般，勇敢指責罪 

惡。」""第二個重點是關於約翰的洗禮，這洗禮是叫人悔改相信耶穌。 

其後再在第三個重點裡形容「約翰很厲害，直接勇敢地指責罪惡。」
45 

雖然信息的內容跟講題不大相稱，但這題目的確完全表露出他看重道德 

行為的意識。 

第七篇講道以司提反為中心，指出他勇敢殉道，這也是強調信徒的 

行為表現。陳牧師一開始就集中講述司提反的職分和忠心： 

司提反未獲選為執事前’在敌會裡他也是向神負責任的。職份有它 

的好處’因為是別人给了我們職份，既要為這職份而忠心；不單對 

神有交代；同時’也要對人有交代。假若我們在敎會種並不是執 

事，沒有職份’卻仍留意神家裡的需要’按自己的能力而愛神的 

家’向神盡忠。46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27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28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30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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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敎牧期干I� 

陳牧師要強調司提反是「忠心事奉神的人」°
 4 7
接著，指出司提反 

「是有好的生活見證（即好的行為道德）」、
48
「勇敢指責罪惡」、49勇 

於「為真理作見證」。 後更形容司提反離世前的情況，他說「司提 

反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5
1「意即他的面貌帶有屬神的善良。」52 

可以看到講員很容易的把重點說到行為的領域裡去，而他所說fi�f善良」 

就正屬這領域。 

陳牧師第八篇講道以保羅為核心，信息提到保羅被神差遣作外邦人 

的使徒，此外也提到保羅對同胞的愛，
53
和盡忠地完成神給他的使命。 

在 後一篇的講道，陳牧師強調，不一定是傑出的人才可以名留千 

古，平凡人也可以的。他列舉幾個人物為例，分別是童女馬利亞、朝見 

耶穌的博士、奉獻五餅二魚的小孩子、伯大尼的馬利亞及背主十架的西 

門，這些人物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願意為事奉主付出，按主的 

心意而行。陳牧師在總結時說： 

以上所説都是平凡人•但他們所做的卻能永垂千古。我們不要少看 

自己的平凡•若我們誠心誠意愛主’毫無私心’真誠的奉獻’存這 

心態事奉’我們在神家裡都有自己獨特的貢獻。
5 4 

(培银講逍第四十;• K34 

〈培凝講道第四十染> • M34 

(培姬講逍第四十染〉• n 35 

(培掘講迫第四十染〉• M36 

<培搬講进第四十如〉，员36 

(培被^^迫第四十染〉• H 3 6 

〈培银講迫第四十染〉，H40 

〈培婉講进第四+il5> •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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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69 

這裡我們看到講員強調人的工作，對神的忠心和要為神做的，這與 

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很吻合，人要為天盡量獻上自己，如上文所說：「與 

曰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 

乙、劉承業 

劉承業牧師是第六十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講道會的講員，單從他的 

總題，我們便能發現他的重點在於信徒的行為。以下將深入剖析他在這 

次培靈會的九篇講章，從而找出一些富有中國傳統色彩的特徵。劉牧師 

以「屬靈的爭戰」為總題，鼓勵信徒過得勝的信仰生活’正如他說： 

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場屬靈的爭戰’我們不單面對事奉上的梓扎’ 

又要面對自己的老我和世界的掌權者’若然我們不小心’就很容易 

跌倒，中了魔鬼撒但的說計。
5 5 

劉牧師所強調的得勝生活，是以信徒生活行為作出發點。九篇講章 

分為兩部分，首五篇講「得勝的先決條件」，後四篇講「屬靈爭戰的策 

略」。 

首五篇講章，劉牧師講道的重點是如何可以過得勝的生活，五篇講 

章的講題分別為：遵行神的話、信心的榜樣、憑信心的爭戰、神要作元 

帥、聖潔的重要。在這幾篇講道裡’劉牧師並沒有講太多信徒「要怎樣 

行事為人」’他大概假設信徒已知道道德行為的重要性’並且是他們必 

須遵行的；他要講的主要是過得勝生活的方法° 

第一篇講章’劉牧師指出遵行神的話’就是按神的心意行事為人’ 

這屬於行為的層面。他說： 

今天我們要遵行神的話’按聖經的原則生活’不跟隨潮流’我肯定 

要付出代價且要剛強壯膽，否則我們很快便放棄’例如我們得罪了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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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們便要向人認錯’這是失面子的事情’我們非剛強壯膽不 

可！ 56 

劉牧師強調得勝生活源於遵行神的話，他首先說明「神的話實在賜 

人有能力和生命」，
5 7
因此信徒要「每天領受神的話，恆心地不斷追 

求，透過不同的聚會吸收了神的話。」58劉牧師所強調的，不但合乎聖 

經的教導，而且也吻合中國人的思想。上文所說，中國人在實踐行為道 

德的時候，著重與天的契合，所作的要合乎天的要求；從這個角度看， 

劉牧師所強調的合乎中國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講章裡，他除了提 

及要認識神的話語（天的要求或心意），還要努力遵行，否則很難過得 

勝的生活。正如他描述先知阿摩司時代的人說：「這是現代人的問題， 

因人不聽神的話，在很多地方雖然有報導和傳講神的話，可是人卻沒有 

遵行神的話，故此那時就有一個屬靈的機荒來到。」
5 9
他強調遵行神的 

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他認為： 

我們要不斷反覆思想、默想’以致能消化吸收和應用在我們獨特的 

處境中。當我們越發遵行以上三點，我們便越能應用’並且不斷遵 

行、不斷應用’使我們得著神的祝福’凡事順利。 6 G 

從以上可見，這講章的思路和中國人的憂患意識是吻合的，一方面 

強調要有好的行為，另一方面強調要遵神的心意，這正是「天人合一」 

觀念。劉牧師更指出遵行神的話可以得到祝福’這也是中國人所說行天 

道，天會幫助人。 

56《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57 

57《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 

58《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54 

59《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54 

6。《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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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71 

第二篇講章，劉牧師用兩個聖經例子，延續他在第一講所強調按 

「天」的心意在生活中爭戰。先是喇合的例子，劉牧師把重點放在這位外 

邦女子的表現上，首先指出喇合相信神是掌管上天下地的神，並強調她 

的信心是有行為表現的， 後更指出她的信心帶來美好的果效。劉牧師 

說明，喇合的信心（與神的契合）不單使她全家得救，並且還鼓勵了神 

的子民。61他這樣應用和總結這一段說：「今日基督徒傳福音 大的阻 

力，是沒有生活的見證，因為我們的信心不能成為別人的幫助和鼓勵 

哩。」62這裡再一次顯示，劉牧師 終是要指出，信徒要有好的生活見 

證，即行為上要有好表現，這顯出他講道的方向是本色化的。 

第二是逝勒的例子，劉牧師再一次的顯示出「著重行為」和「天人 

合一」兩個取向。他首先說明逝勒對神有信心，並指出_勒專心的跟隨 

神，說明這是生活力量的來源：「迹勒就是那樣堅信神的應許，數十年 

沒有改變，生命充滿力量。」63在結束這篇講章時，劉牧師引用一個見 

證，再一次表達他的觀念。他指出有一個人「將自己的事業交給神，凡 

事向神禱告；在處事時誠實和遵行什一奉獻，並且努力傳福音， 後他 

的業務發展得更蓬勃。」
64
以上兩個例子，重點在於與神契合，並把這 

重點套用在信徒生活見證上，指與神契合會帶來好的果效。 

第三篇講章，劉牧師重申他的論點，集中思想以色列人圍攻耶利哥 

事件，並歸納出兩個屬靈爭戰的原則’就是要聽從神的話，並強調要 

「按神的吩咐和心意而行。」
65
全篇講章都是圍繞這個主題’再一次說明 

劉牧師「天人合一」和「著重行為」的取向。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63 °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63 °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65 °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65~秘 

《培靈講道第四+集》，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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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敎牧期干I� 

上述兩個取向，在第四篇講章更是明顯。這篇的主題是「神要作元 

帥」。以神作元帥是甚麼意思呢？就是「我們一定要謙卑下來，並且承 

認神是我們的主」，
6 6
這樣「方能被神更大使用」。

6 7
在具體的生活層 

面，以神為元帥的表現就是要「把肉體的情慾除掉」，
6 8
「人若貪戀那 

些，就無法參與這場屬靈的戰爭。」
6 9

後劉牧師用三個重點總結他的 

意思，他鼓勵信徒要對神抱「敬拜的態度」「尋求主的盼咐」和「放棄權 

利、移交權柄」，70再一次指出要與神契合的重點。 

第五篇講章，劉牧師集中講論信徒的行為，講題是「聖潔的重 

要」。就這題目’劉牧師以罪的問題及其連鎖影響為講章的重點，這是 

看重行為的表現。他要表達的另一個重點是聖潔的標準，他認為聖潔的 

基礎是「與神保持正常的關係」，
7
1這也是與神契合的表達。信徒要有 

聖潔生活，就是本質上的聖潔，
7 2
這都是屬於行為的層面。 

餘下的四篇講章，劉牧師以「屬靈爭戰的策略」為主旨，我們從這 

四篇講章再一次看到裡面的中國人特質——著重「生活行為」和「天人 

契合」。以下將集中討論第六至第八篇講章’而 後一篇主要是前八篇 

的總結，鼓勵信徒要合一和同心事奉。 
I 

劉牧師的第六篇講章，帶領會眾思想「禱告的事奉」，而禱告是與 

神的溝通’在基督教信仰裡，這正是與神契合的一個方式，當然中國傳 

統思想的與天契合在於行天道。雖然兩者在契合的意義上略有不同，然 

66《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78 ° 

67《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78 ° 

68《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76。 

69《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76。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位〜幻 

71《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犯。 

72《培靈講道第四十集》，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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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73 

而在著重與天契合這一點上，基督教信仰和中國傳統思想是吻合的。在 

全篇講道裡，劉牧師引用不同的經文和例證，指出信徒要多禱告。 

第七篇講章’劉牧師提出兩方面的策略，一方面要幫助信徒投入信 

仰生活’另一方面要努力傳福音。我們可以大膽地歸納，兩者都是得勝 

生活必須的。對講員來說’培育信徒、傳揚福音和屬靈爭戰，是互有關 

係的。這也是著重生活行為的表達。 

在第八篇講章，劉牧師帶出第三方面的策略，就是領袖的素質。他 

講述的重點並不在技巧或行政上，而又回到「與神契合」和「行為層面」 

的主題。他說領袖要「謹守遵行神的話」，要「接受神的主權」，更要 

「是個禱告戰士」，這都是要與神建立密切的關係，和上述數篇講章的方 

向一樣。他還指出，領袖的第四個素質是「家庭的見證和支持」，在這 

裡，劉牧師再一次把會眾帶到「行為」的領域上，他說：「我們事奉神 

的人，在家庭中應有美好的見證，發揮影響力，特別在靈性生活上，要 

成為家人的好榜樣。」73 

丙、唐佑之 

第六十屆培靈研經大會的第三位講員是唐佑之牧師，他負責講奮興 

會。唐牧師的講題也流露出中國人的憂患意識。他以「時代憂患與福音 

使命」作為他的總題，而憂患意識這四個字也常在幾篇講章出現。當然 

我們要明白，唐牧師所言的憂患意識，跟本文所說的有所不同’他所說 

的憂患，是指在生命裡的負面經歷帶來的憂傷和患難。他提到以賽亞先 

知的憂患意識時，是指到對憂傷和患難的感情表達。他說「先知不但把 

憂患的意識表達，用直接的情緒表達非常透徹、美麗’帶著淚嘆息，也 

帶著歡笑的聲音。1
7 4
雖然唐牧師在所說的憂患意識，與我們上面討論 

7 3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17 

74《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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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敎牧期干I� 

的不一樣，但他講的道裡，卻流露出中國人所說的憂患意識（即強調 

「生活行為或表現」的人生觀）。 

當我們說唐牧師的講道強調信徒的行為或生活表現時，要明白所強 

調信徒的表現，不是直指信徒的行為，而是指信徒實踐福音使命的表 

現。從廣義的生活行為看，實踐福音使命，也是生活表現之一。 

在整個培靈會裡，唐牧師的講章只有一個中心，就是要信徒努力傳 

福音，就如在第一晚講道時，唐牧師先以神的安慰和憐惘作起點，帶 

出信徒要將福音傳開，他在總結時說： 

求主幫助我們認識在此憂患時代’必須將福音使命帶出去……主復 

興我們’求主安慰的靈安慰我們’差遣我們叫我們把安慰的福音帶 

出去’讓許多人蒙受主的恩典。
7 5 

類似的說話在他每一篇信息裡都可以聽到，他一直鼓勵信徒努力實 

踐神所交付的傳福音使命，唐牧師責備信徒疏於傳福音，正流露他多重 

視信徒生活行為和表現。第二講的主題是「從新得力」’為的是要傳福 

音。他在這篇講章責備信徒沒有傳福音，他說弟兄姊妹「在世俗環境隨 

波逐流；沒有在世界狂潮裡作中流磁柱，沒有傳福音的悟性。」
7 6
 , 

p5l 

此外，他又把傳福音和道德公義連在一起，就如他在第二篇講章 

我們多麽需要神的憐網！可惜神的百姓失敗了，沒有把福音帶出 

去’沒有福音的見證；雖是神的兒女；但神要審判’這是歷史的見 

證’神不僅叫我們蒙受他的恩惠’神也要我們把福音帶出去；若無 

福音的見證’審判就要臨到我們身上；因為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 

敫會要受審判’因神是公義的神。
7 7 

75《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¾ 

76《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丨40 

77《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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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75 

這裡’唐牧師從道德的層面處理信徒傳福音的使命’他強調若信徒 

或教會在傳福音的工作上不盡力’必會受到審判，因為神是公義的，正 

如道德敗壞的人一樣受審判。他在第六天的講道說：「求神給我們行動 

的能力，遵行神旨意的能力。傳福音工作，是神的旨意’我們必須迫切 

禱告、仰望神°」
7 8
在說這句話之前，唐牧師提出：「我們應該禱告、 

讀經、尋求神的旨意。若禱告而無行動’則逃避；若行動而無禱告’則 

悼逆；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這都是罪’是神所不喜悅的。」
7 9
在這 

裡，唐牧師再次把遵行神的傳福音使命與罪的觀念連結，他把罪定義為 

不做神所喜悅的事’或做神所不喜悅的事，這與中國人認為不行天道則 

在道德上失敗的意思一樣。在第八天的講道，唐牧師引用聖經說：「不 

傳福音就有禍了。」
8
°當然傳福音是神交付給我們的使命’是信徒應盡 

的本分，但唐牧師以神的公義審判作基礎來勸信徒傳福音；他在第六天 

的講道說，不單是不傳福音會受審判，甚至神會用審判來驅使信徒傳福 

音，他說：「神要審判……賜能力給祂的僕人，給祂的百姓之前，神要 

審判，因審判從神的家起首，如果沒有管教，沒有審判，神的百姓就不 

配，也不能作福音的使者。」
8
1這給我們看到強調信徒生活行為表現的 

中國民族性，因此我們可說唐牧師的進路是中國本土的。 

除此之外，講章裡也暗示「好表現會帶來好結果」，唐牧師說：「報 

好消息能保持教會的青春……今天教會充滿了縐紋等類的病，處於衰老 

之中。要報好信息，傳福音，就有活力。」
8 2
這正吻合中國人「善有善 

報 I 的觀念。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72〜173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72。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92。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74。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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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牧師的講道裡，也有「天人契合」這觀念的影子，他強調在這 

充滿傷痛的世代傳福音是神的心意： 

我們每個人都在神的計劃中’未出母胎’神已定規了。神呼召耶利 

米’神讓他的兒子到世上來’也叫你我成為拖的模人’作福音的使 

者。83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行天道」的含義，在具體表現上誠然與中國 

人所說的「行天道」有所不同，但這裡是強調「按天的心意」行事為人。 

唐牧師甚至說我們未出母胎，神已規定我們要按祂的心意行。中國人的 

「天道JI念，是萬物的原則，是不變的原則，人應按其道而行。從這個 

角度看，這與按神（即「天」的意思）的心意行的說法如出一轍，只是 

人未必察覺而已。故我們可以說唐牧師的講道，表露出中國人的特色， 

就是因憂患意識而按「天」的心意行事為人。 

中國人認為，當人順著天道而行時，就能與天契合。唐牧師不單說 

人要按天的心意而行，他還告訴我們神（天）已向我們顯示如何可有效 

地實踐祂所給予的使命，他說：「基督的心是僕人的心，是兒子的心， 

我們若需要祂的心，必須效法祂的榜樣’跟隨祂的腳步。」
8 4
唐牧師不 

單告訴我們要與天契合’並且告訴我們如何契合’按這裡的意思，契合 

的方法就是學習祂的榜樣。他按著聖經說，基督是我們作僕人的榜樣， 

我們要學效祂’要作有用的僕人，並且要在四方面學效基督：受教的舌 

頭、聘聽的耳朵、痛苦的背項、堅硬的臉面。
8 5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58。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65。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丨6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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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77 

除了學習基督的榜樣外，唐牧師提到另一個與神契合的途徑，就是 

禱告。他在總結第五篇講道時，說： 

要成就福音的使命，必須等待主命令’如何等待？客西馬尼園的經 

驗’完全依靠、交託、順服的禱告：「願主的旨意成就」。
8 6 

從上述討論可見，唐牧師視傳福音為信徒生活行為和表現的重要層 

面，指出若不傳福音，就如犯罪一樣，要受審判；我們可從這方面看到 

唐牧師那種中國人的憂患意識。唐牧師在講道裡也提及聖潔的行為，就 

如第六篇講道，講題是「更新」，內容是講述信徒要在「報信息和傳福 

音的事工上更新」，
87
但他在這總結時這樣說：「要自潔作主工，作主 

見證，傳主福音」。88這裡，唐牧師把傳福音和自潔（即生活行為的層 

面）連在一起。雖然他也說「神必作你們的後盾；如牧羊人在羊的前頭 

走，且有恩惠慈愛隨著祂的羊群。」
8 9
但這篇講章的 後數句話，他 

說：「我們安穩一直向前走，不許退後，只許得勝，不許失敗。主與我 

們同在！我們必需自潔！」90由此可見，唐牧師的講道方向，跟陳終道 

牧師和劉承業牧師是如出一轍的。 

綜合而言，我們可以總結說，不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第六十屆港 

九培靈研經大會的講員是以「信徒的生活行為和表現」作為講道方向 

的。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69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76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77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77 

《培靈講道第四+集》，頁177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78 敎牧期干I� 

三、以「生活行為表現」為講道方向的神學反省 

( - ) 優 點 

甲、會眾容易領受所聽的道 

從中國人的特性來說，這個講道的取向是理想的。講道的其中一個 

要點是要聽道的人領受，若然這個方向能使會眾產生共鳴，提醒他們， 

努力在生命裡實踐，則講道的基本目的已經達到。當然，信徒是否能 

「行道」牽涉多方面的因素，並不能單單依賴講道的方向，然而這卻是重 

要基礎。 

我們在上文已經討論過，從中國人的憂患意識來看，在講道中強調 

「信徒的行為」或「信徒生活中實踐信仰」是配合會眾的自然傾向，會眾 

容易領受和認同。當然，我們可能會問：會眾是否真的同樣以「信徒行 

為」為聽道的取向呢？現今的社會變化急速，近數十年來，香港已經十 

分西化，傳統中國人的思想受到很大的衝擊，在憂患意識這方面，現今 

的信徒是否與上一代的信徒有分別呢？ 

筆者曾在所事奉的教會裡，在一次會友大會上向出席的會友進行7 

次問卷調查，共收回問卷156份。因為回應這份問卷的只包括已經加入 

本堂的會友’他們也是較為積極關心教會事工的一群，所以調查結果只 

能反映出那些較為熱心參與教會的會友的期望，未必能代表所有出席崇 

拜的人’甚至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會眾。另外，只在一個獨立堂會內進行 

的問卷調查，未必能完全反映華人信徒的傾向，再加上這個問卷並非在 

嚴謹的科學原則下擬訂，結果難免有所偏差，但所得的結果仍可作為一 

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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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79 

問：你是否喜歡在崇拜講道中多聽一些關於「信徒的行為」的內容 

15% 1% 28% 

56% 

從這個圖表裡，我們可以看到，填寫問卷的一百五十多人裡，有 

兄％喜歡講員強調「信徒的行為」，而極喜歡的竟然高達28%，差不多 

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極喜歡在崇拜裡聽到講員提及信徒的行為。兩者加起 

來，喜歡和極喜歡的佔84%，這比率相當高。調查顯示，沒有人不喜歡 

聽談及「信徒行為」的講道。此外，有15%的人是沒有所謂的，表示無 

論講員是否針對信徒的行為，他們都會接受。我們不知這些人的想法。 

有的信徒參加崇拜，主要是敬拜神，至於講道方面，只要是神的話語， 

他們便會接受，對於具體的講道內容，他們沒有特別意見，當然這只是 

筆者的猜測而已。但無論如何，上述結果告訴我們，會眾的聽道傾向與 

中國人具憂患意識的特色是吻合的，也許這就是很多上一輩的傳道人喜 

歡以信徒生活行為作講道方向的原因。 

乙、這個取向合乎聖經的敎導 

若講道只求滿足會眾的取向’則會變成以人為中心。講道原是要傳 

講神的話，因此仍然要以神的話為核心。筆者在這裡要表達的是，講員 

應在以神話語為大前提的情況下，按著中國人的特質來講道。 

以「信徒生活行為表現」為講道的取向，是合乎聖經教導的。基督 

教信仰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而道德的角度是其中之一；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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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基督教信仰是道德性的。人因為罪的原故而與神分開，並要永遠沈 

淪，神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差遣耶穌基督來，為使人能過無罪的生活， 

而代替人承擔犯罪的刑罰，從這個角度看，基督教的信仰是道德性的。 

當人接受了救恩之後，神要求人離開罪惡，過聖潔的生活，這是聖經一 

貫的主題，因此從神對信徒生活要求的角度看，在講道中強調信徒的行 

為是合乎聖經教導的。 

從信義宗「律法與福音」的角度看，強調信徒的生活行為表現同樣 

合乎聖經的教導。按信義宗的神學理解，律法有不同的作用， 重要是 

使人知罪’因此強調信徒的行為，可使信徒明白自己的不足。律法的另 

外一個目的是給予人方向或指引，就是生活行事為人的方向。在講道裡 

多強調信徒的行為，可幫助他們明白在不同生活層面應如何行事為人， 

怎樣作才合乎神的心意。哥林多後書五章17節所說：「若有人在基督 

裡’他就是新造的人」’這裡有一個意思，就是信主的人進入了一個新 

的生活模式，而信徒必須知道這個生活模式的具體生活指引。 

两、這個取向是現今的需要 

從現今社會的風氣看’強調信徒的生活行為和表現是必需的。社^ 

的道德標準不斷下降’大眾已漸漸放棄從前的道德標準。舉例說，政府 

立法管制色情資訊’尺度比從前寬鬆得多’現在讀者很容易在一般報章 

上讀到嫖妓指南’在互聯網上的情況則更為嚴峻。從事賣淫的人，現在 

被稱呼為性工作者’恍惚賣淫也是正當的職業。 

另一個例子是賭波合法化的問題，令人痛心的是，這個建議是由政 

府提出來的°賭波一直被視為非法活動，現在竟已變成賭波不一定是錯 

的。我們還可舉很多例子’如同性戀非刑事化、現代人家庭觀念薄弱、 

嚴重的青少年問題等等，在在反映出香港人的道德水平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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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講道的基本方向 81 

教會應怎樣回應上述情況呢？當然’有一群基督徒，如「明光社」 

等團體正努力抗衡這負面文化。然而，單靠這些團體大聲疾呼是不足夠 

的 ° 一般崇拜的講道都很少處理上述課題，當然亦與這些問題本身的敏 

感性有關，但我們的信仰對這些問題是有立場的，我們需多下工夫，在 

講道中按真理教導’這既切合現今的需要，也符合中國人國民性格的取 

向 ° 

(二）弱點 

甲、過分強調律法的層面 

從信義宗的神學立場來看，整本聖經的經文可分為兩大類，律法和 

福音。律法的經文要指出人的罪或信徒生活的行為表現，或為信仰所付 

出的；而福音則是神為我們所做的事情，包括在廣義上神給我們施恩， 

和陝義上耶穌為人釘十字架的福音。 

我們以信徒生活或行為表現為講道的重要取向時要特別的小心，因 

為在講解某些經文時，這取向容易引導我們偏離經文的原來意思。如上 

面唐佑之牧師以信徒生活行為和表現為方向的講道，看出其取向可能已 

經凌駕在經文原來意思之上。舉一個例，他在第七天的講道，選以賽亞 

書第五十三章為講道經文，經文提到神差祂的使者來拯救世人，這段經 

文也被稱為「僕人」的經文，從僕人的角度執行神的使命。唐牧師可能 

因這緣故，並且要配合鼓勵會眾作神的僕人，在這篇講章裡，他要會眾 

學習主耶穌的榜樣，
9
1並強調基督在「神保護保守之下，在患難中生 

長……祂以信實為糧以神旨當飯；成長直到各各他的十字架」。92接著 

唐牧師便鼓勵會眾說：「你我也必須成長’不一定有外面的美容；真正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80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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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貌是聖潔。主是何等其妙的救主！」
9 3
對筆者而言，這段經文的中 

心是「福音性」的，而非「律法性」的。 

筆者要指出的是，若然我們的講道方向只強調信徒生活行為和表現 

的層面，則容易把任何經文都歸納在這個前設上。筆者曾聽過一位傳道 

人講解一段新約經文，經文是：「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 

得著’我來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講員用這段經文鼓勵 

信徒努力事奉，討主喜悅。這已經把方向凌駕在經文意思之上。 

當然，有人會說講道也要看會眾的組合，不妨按會眾的需要來決定 

講道的內容，然而我們總不能因此而忽略經文的原來意思，以會眾的組 

合作為講道內容或釋經的因素不是本文的探討範圍，因此不作深入討 

論。 

乙、容易忽略「關係」的層面 

「基督教的本質是甚麼？」是一個常見的問題。一般人都有一個感 

覺，認為基督教是規條式的信仰’當中有很多「要做」和「不要做」的 

事情’但這只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很多人都忽略了基督教是重視關 

係的信仰，基督教本身就是一個關係，講述神透過差遣主耶穌作中保’ 

使人與祂恢復創世時原定而親密的神人關係。聖經就用了不同的人際關 

係來形容神人的關係’如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主僕關係等等。過 

分強調行為的層面’會給人一種規條式的感覺’或令人誤會我們只是強 

調主僕關係的層面。 

其實，當我們提到中國人的國民性——憂患意識時’我們不應只停 

留在強調行為的大原則上°其實’中國人的道德意識也涉及其他多個層 

面’而從關係的角度看’中國人很強調家庭關係，特別是父子關係’也 

《培靈講道第四十集》，頁1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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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要以孝悌為先，亞瑟•史密斯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看中國人的性格 

時’就指出了這一點。
94
然而我們看見，今天本土講道仍多以中國人的 

憂患意識為主要方向，而其他可被作為切入點的中國民族性，如重孝 

悌、或其他人際關係方面，卻被許多講員忽略了。 

9 4
亞瑟•史密斯著：《中國人的性格》’第一版四印（香港：三聯書店，2001 

苜 119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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