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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雖然教會已不像當年般腐壞，但仍存在著很多
虛偽的問題；

4) 部分教會領袖因面子緣故，以假面具示人 ， 其
實他們才是最需要牧養的一群；

5) 信徒要有好見證，因為很多人信耶穌，都是因
為看到信徒美好的生命見證；

6) 不要以為決了志就靜候上天堂 ， 這說法從來沒
有聖經根據。

7) 主耶穌從來沒有逼害任何人，反而是以愛去感
化別人 ；

8) 沒有任何體制是最好的 ， 倘若整體教會是不健
康的 ， 甚麼體制都沒有用；

9) 教會真正的傳統只有神和基督 ， 「教會總可以
變得更好 ， 最怕只是你不想變」 ；

10) 承認有限，體會自己的不足 ， 就是謙卑的開
始 ， 我們所却的永遠是相對的 ；

11) 神所揀選的使徒 ， 尚且要不斷更新， 更何況我
們？

12) 即使最黑暗的時期仍有敬虔的人，神依然掌管
歷史，沒有放棄過對人管教。

在會後 ， （〈澳門時代月報» 亦邀請了吳博士 ， 就

以下問題分享心得。

改革，是為要更貼近上帝的心意 問： 宗教改革是否已鑊結束？
吳：如果 「 宗教改革事件 」 就是在1648年結束

的，但如果說教會的改革，應該是不斷的。 基督新

教本身正正是透過改革而出來的，應該延續宗教改

革的精神，持續改革教會。

專訪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會屋史教授吳國傑博士

~ 

宗教改革早期大事年表

年份 事件

澳］：：悶龘諡王邀｀｀芒
教改革五百年的反思」專題講座。 會上吳

博士多次重申 ，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以聖經真理

為原則，不斷更新改革： 「何時發現自己所做的違

反上帝和聖經時，就要改」。 他認為只有不斷檢視

信仰生命，才是我們該追求的方向，改革從沒有停
止過；也只有不斷改革 ， 教會和個人才能更貼近上

帝的心意。

講者同時就當代教會的多個層面，提出反思與

挑戰。 包括教會的統一與多元、資源集中與分散、

牧者的道德操守、對信徒的信仰要求有所下降、對

恩典和大使命的誤解、 教會不同體制當中的取捨考

量等，吳博士都分享了不少精闢的見解。 現簡述為

以下幾個要點：

1) 基督教各個宗派 ， 應該在共同的基礎上建立
更多互勳；

2) 如果只有理性沒有感性的信仰，是不真實

的，但只有感性而沒有理性的信仰，又容易
變成迷信；

問：宗教改革讓人可以用讀量的趨言學習上帝的
誆，信仰生命是否從此一片光明？
吳：當然會比中世紀好，信徒今日可以直接讀

經，且有很多譯本選擇。 但不少信徒對讀經仍一知

半解，因此常出現解錯或解得不完全的事。 聖經沒

有一個絕對的解釋，所以必須不斷尋求 。 正如彼得

所見的異象，要他吃那些走獸活物 ； 學習上帝的

話，是挑戰我們對真理的理解，要不斷揣摩更新，

這事不會完美的 。 信徒是認真認識聖經 ， 還是只按

照傳統理解聖經？很多時我們反而會受傳統限制。

問：即使墓督教教會本身，在這五百年禋仍不斷出
現分裂的趨勢，這是宗教改革的厙意囑？主鄏酥叮
．教會妻合一，那麼合一的盼望在矚裡？
吳：宗教改革事件當時的羅馬公教 ， 很明顯是有

偏差的 ， 但今日公教已改善了不少，當然仍有一些

不能準確知道聖經本意的分歧。 各人按自己良知，

教會的重點可以有不同 。 宗教改革當初一開始 ， 各

人已持不冏立場 ， 路德、慈運理、加爾文、聖公

會、清教徒、信洗派…其實為何那麼多不同？因為人

對真理的理解有限；透過互相對話，才能豐富對真

馬丁．路德參與萊比錫辯論

馬丁·路德出版《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
《教會被擄於巴比倫））、 《論基督徒的自由））。

羅馬教廷正式將馬丁 ．路德逐出天主教

1415.07 
胡司提出質疑教皇權威，並反對售賣贖罪券，一切
以聖經為依歸的觀點， 被羅馬教廷視為異端，以火
刑處死。

1519.06 

1520.08-10 

1521 .01 

1521 墨蘭頓寫成《教義要點））。

馬丁．路德參與沃木斯會議，期間發表名言 「這
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 ， 求神幫助我，阿們」 。
髓後被教廷宣佈為異端，避難於瓦爾特堡 ， 期間將
全本新約聖經翻譯成德文。

1419 爆發胡司戰爭

1483.11 I 馬丁路德出生
1484.01 _ 囯運理出生
1509.07 _ 丨 加爾文出生。英王亨利八世登基。
1512.01 馬丁路德在威登堡講授噩經

1517.10 I 售賣贖罪券問題引發馬丁路德張貼《九十五條論
綱））於威登堡，揭開宗教改革序幕。

1519.01 丨慈運理開始於蘇黎世公開講道

1521.04 

1522.03 

1523.01 

1523.09 

1525.01 

1525.02 

馬丁．路德返回威登堡。蘇黎世爆發「香腸事件」

， 引發慈運理發表 《論食物的選擇和自由））。

慈運理參與第一次蘇黎世辯論

慈運理參與第二次蘇黎世辯論

第一次重洗派洗禮

慈運理發表《真假宗教詮釋））



理的理解。 問題是某些宗教群體 ， 抓住某種

理解和體會，就作為一成不變的傳統，阻礙

我們按照聖經去更新。 如果要教會合一，正

如以弗所書第IZ!l章所說，只有回到主耶穌裡

才可以合一。 靠著聖靈，靠著神的幫助，我

們 「既然蒙召，就該與蒙召的恩相稱」。 當

我們放低自己的意見，合一就會活出來。 但

要記住，合一並不是一致的意見 ， 也不是統

問 ： 對於初信者， 該如何蕾待順厰教會規條
這回事？信徒對真理的琨解， 如果齦教會的
教禱不一致時，又該怎麼辦？
吳 ： 這就要思考當初宗教改革家，本身是

否想他們的跟隨者 ， 視自己的話為不變的真

理呢？不是的，他們也經常有變的 。 問題是

後人把這些先賢的信念，變成不變的傳統，

這是後人的一侗偏差 。 理解有不同是可以提

出來的，不一定是我全對的，每個人都要學

習跟不同意見的人相處。

問 ： 所以五百年過去， 對於各宗派的爭鑰，
該如何理解？

吳 ： 哥林多前書提到一個身體的意象 ， 有

眼、有耳、有手、有腳，倘若一個宗派認為

只有自己理解的是對，其他都是錯的，這是

有問題的 。 （（聖經» 也從沒要求我們統一 ，

只要求我們合一。 有人傾向靈恩，有人尋

求理性，有人走出社會，有人在教會內追求

敬虔，你說誰對誰錯？實際上不同教會和宗

派，就符合不同人的需要，宗派的存在是神

在歷史裡工作的痕跡。 有人傾向禮儀教會，

有人要感情投入一點，可能靈恩派較適合，

若硬要統一為一種，可能只會令人放棄返教

會，令信徒數目減少一大截。

問 ： 面對五花」＼門的信仰演繹方式，有沒有
甚麼信仰底鏮是不熊退衊的？

吳：本人有本著作«正邪難辨»'當中

有討論正統與異端的問題，這裡不詳說。羅

馬當年設有 「異端裁判所」 ，但後來演變成

打歴異己的工具。 對於像 「全能神教會」 、

「耶和華見證人」或「摩門教」那些，我們

很難接受跟他們 「協調 」 ，因為他們也許離

經叛道太遠了 。 但不同的宗派之間，是否意

見不同就一定要分裂？神的奧秘我們真能知

透嗎？我們就是權威了嗎？每個人只能看到

部分的真理，正如瞎子摸象，難道要全身都

是眼？這樣去吃自助餐會好愔。 大家要分辨

甚麼是主要教義 ， 甚麼是次要教義？如果只

是次要教義上有分歧，大家可以互相包容。

馬丁．路德與凱薩琳結婚

至於甚麼是主要？甚麼是次要呢？基督教裡

沒有一致的見解。 是否多人批判的就是異端

呢？最後還是按自己的理解 ， 表述自己的意

見，不宜有官方的判罪，要小心避免重蹈羅

馬天主教的覆轍。

問 ： 今日信徒面對不囘地方的宗教條例，信
仰空間是否仍然自由？

吳：回顧歷史 ， 素來當我們強調 「 政教

分離」，但自由的空間從來並非必然的。

不論早期教會、希羅時期 ， 羅馬政權是壓

迫基督教的；中世紀羅馬公教坐大，但又

成為壓迫他人的宗教 ； 後期基督教則在不

同時代也受壓迫。 基督徒應該學習在任何

政治環境及社會處境下 ， 都忠心於神，

「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 當然 ， 〈〈聖

經» 也教導我們， 如果執政掌權的若行公義，

按神委任的管理社會，我們該作良好的公民。

要明白宗教條例是某些政權，在無神論的思想

之下的管治方式。良好公民要做的我們都做，

但如果違背神，即使受逼害我們也

要堅持，早期教會也是這樣的 。

我不贊成隨便反政權 ， 但我們

應該先順服神。 舉個例，文革

後期 「 1!!1 人幫」 的領袖江青曾

說 ， 「 中國基督教已去了博物

館」；而今日是，江青去了博

物館，基督教依然發展。

問 ： 後現代思潮衢鷈， 年輕人對
教會和（臺縵）的屏讀可熊不再

一檬，容易引起教會分裂，信徒該
如何拿捏忠於上帝的憬準？

吳：首先信徒要問清楚自己的理

解從哪裡來，不是自己一廂情願就是

的。 當我們理解整個信仰教義 ， 包括教

會的歷史傳統、聖經、自己的經驗、理

性 ， 這些也是我們認識神的途徑，沒有、

同時也不需要有統一的體會 ， 我們只需要最

後問心無愧地，確認知道這是神要你做的。

不是斷章取義地找一段經文支持自己想做的

事 ， 而是真的要整本聖經地認識 。 我們也不

該封閉自己，而是要開放地聆聽不同的意

見，然後再衡量。 現在問題關鍵是，很多人

覺得 「我有自己立場」，接下來關掉耳朵不

去聽別人，甚至 「unfriendJ 不再溝通了，

這反映了湛麼？這只反映了他們把自己當作

是真理。 如果聽完不同意見，你仍然這樣相

信，你可以按你領受的去做。 我們像一隊球

隊，有人領受做前鋒，有人領受做後衛，但

我們都忠於同一個神。

1525.06 

1525 

1528.02 

1530.06 

1531 .02 

1531.10 

1534 

1536.03 

1541 

1546.02 

馬丁．路德寫成《論意志之束縛》

伯爾尼城接受慈運理的改革建議

1555 

1563 

1564 

馬丁．路德與墨蘭頓起草《奧斯堡信條》

歐洲支持宗教改革的國家組成施馬加盔同盟

慈運理戰死於卡佩爾戰役

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版新舊約翬經出版

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出版》

加爾文於日內瓦建立歸正宗教會

1 馬丁路德逝世。施馬加登戰爭爆發

簽訂《奧格斯堡國家及宗教和約》，以「教厲國
立」 為原則，承認天主教與路德宗在歐洲並存。

加爾文的《海德堡教理問答》出版

加爾文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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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紀念日當晚，公民門徒、 澳門學生福音團契於活泉堂舉

辦 〈（此時 ．此地 ．此身 宗教改革在澳門» 分享會。 主講者包括· 陳力行、 陳俊

明 、 盧華傑、 黃嘉儀。 會上論到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 ， 展關天主教與基督教漫

長的競爭 ， 這種競爭延紹到清代的澳門 ， 及至於近世天主教與基督教的關係又

逐漸修和。 宗教改革雖已五百年 ， 並非已經結束的歷史事件， 而是不斷革新的

過程 ， 包括對教義以至對自然環境及其他受造物的觀點 ， 都應以壁經為基礎不

斷更新變革 ， 才不至於一再蜇蹈蜃史的覆轍。

會上曾任歷史老師的陳力行 ， 談到十九世纪初期 ， 雖然宗教改革已經開始了

二百年 ， 但在澳門作為進入數億未得之民的國家一中國的門戶 ， 天主教與基督

教的關係依然緊張。 當中既有對教義理解的差別 ， 也有葡 、 英兩區在逵東的國

家利益 ， 互相防範又互相利用 ， 偶然也有磨擦 ， 澳門成了兩方矛盾的縮影 ， 而

這正是馬禧遜到達澳門時的社會氛圍。 以至英美等基督教國家在宗教改革後建

立的世界霸權 ， 背後也受到宗教改革帶來的神學觀所影響 ， 進而成為全球的主

流價值。

學生福音團契盧華傑傳道則集中於講述在宗教改革之後 ， 歐洲經歷漫長的宗

教戰爭和對峙 ， 在近世天主教與基督教部分宗派莖新和好的努力，並在多年之

後漸漸得到了一些共識， 例如二零零六年天主教與基督教信義宗、循道宗簽署

的 （（成義／稱義聯合聲明»' 他指出不論天主教與基督教 、 東正教 ， 以至基督

教各宗派之間正在很多教義的分歧上努力尋求共識 ， 亦不斷醬試透過延伸解釋

既有的神學觀貼， 以達到教會合一的目的。

另一方面 ， 環保教育工作者陳俊明嘗試從環境保護和動物維權的角度 ， 指出

聖經中上帝造人時 ， 要求人類管理萬物的本意 ， 並非讓人類對自然苛索無道，

人類應尊重其他生物都是神的受造物 ， 亦指出近年不少宗派將保護大自然寫進

教義之中 ， 從而讓大家思考，神與人及其受造物之間的關係。

最後 ， 公民門徒黃嘉儀傳道提到宗教改革是教會的一次分裂 ， 曆史上的大大

小小分裂 ， 成因可以是今日看來的小事 ， 包括從修士的髮型到聖經的翻譯所釀

成 ， 而人類往往沒有汲取曆史的教訓 ， 讓分裂一次又一次重演。

席間有與會者討論到基督教是否應該回歸天主教的閼題 ， 與會的天主教徒陳

偉智認為 ， 這事無需刻意去做，只要彼此都相信神 ， 最後會回到同一個天國裡

去 ， 而且天主教在地上也有自己的問題需要去完善 ， 閼鍵是大家都努力去學習

聖經的真理 ， 而不是各自拿著十字架彼此攻擊。

屋史知多D, 問問鄞老師

資訊來自澳門聖經學院助理教務長鄞穎翹搏士

五百年前宗教改革的初衷是什麼？

宗教改革是針對大公教會建基於傳

統和教會體制之上的禱威。大公教會在

教義上的偏差，是促成宗教改革發生的

主要原因。 改革主要強調三方面：

第一，宗教改革重新肯定信徒的地

位， 強調「信徒皆祭司 」 ， 信徒與傳道

人完全平等的神聖地位。

第二，宗教改革反對中世紀修道主

義那穩遠離世俗的屬量模式，強調要破

除聖俗二分的覿念，佶徒要成為俗世聖

徒，在世界中把信仰實踐出來，平信徒

在不同的崗位中都能事奉和見證上帝。

第三，反對大公教會的絕對檁威，

聖職人員在救恩中亦沒有中介位置，每

位信徒都要與上帝這立個人關係，而聖

經才是絕對權威，每一位信徒都應該有

讀聖經的橚會。

過去大公教會存在很多問題 ， 包括

對聖人、聖物、聖地等的敬拜，教宗權

威、聖職人員、聖禮、贖罪券等都攔阻

人與上帝逮立這穩個人關係。而當時有

不少國家君主都想脫離羅馬教廷的操控

（包括向教廷繳稅），國家主禧、民族

主義、人文主義等意識也在某些地區提

升， 因此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也成

為不少君主、貴族、平民支持宗教改革

的原因。

今日我，，國到歐美這些宗教改革堊濂池

畸，·到很多瑊象反映綦督教的衰落，
今天墓蕾教的蠻展是否已忘記了初衷？

而道膿是否酖導致菡蕾教衰落的主蔓蜃

因？

這兩個問題很大，基督教在歐美的

衰落有很多原因，例如有政治囷素（如

政治制度、政教關係、雛民政策）、社

會因景（如世俗化、 物質主義、消費主

義）、道犧因素（如對性的開放、同性

運動的影璽）、宗教（如其他宗教、異

端的興起）等，而且原因錯綜複雜，各

侗國家和地區的靂史及虞境都不同，不

能一概而論。衰落主要也不是因忘記了

宗教改革的初衷（若我們說宗教改革主

要是因大公教會在教義上的偏差而促

成）。

所以宗教改革已總只是屋史事件？還是

它仍然在曬些程度上繡續進行中？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是一件蜃史事

件。教會的改革是不斷在進行中 ， 但基

督新教已從大公教會脫籬出來， 這是屋

史事件。

作為澳門的基督教， 該如何蕾待宗教改

革這件事？宗教改革的麗史教訓中， 有

什麼值得溴門教會及信徒借鏡？

信徒要與上帝這立個人關係，努力

去認識上帝、聖經、教義， 並傳達福音

的意義。而即使傳道人受過神學訓練和

有教會中的擅力，也不是絕對的權威。

另一方面，我們亦要小心不是去到另一

儼極端，視信仰為純粹個人化的事情，

特別在這個主張個人主義和檯利的時

代。
另外，宗教改革期間，不同宗派之

間有紛爭，互相排斥，我們也要注意不

要形成山頭主義，影．教會的合一和見

證。我們要學習欣賞不同宗派傳統背後

的豐富多樣性，卻要摒棄宗派主義的狹

隘，就正如我們不能神化宗教改革 ， 但

要擁抱宗教改革那穩對信仰本真的真誠

叩問。 壓史中的任何信仰復興運動（包

括宗教改革）也非獨立於當時代的政治

與社會脈絡，彼此實帶來相互影囑，這

亦提醒我們要對信仰和社會同時保持敏

銳度， 一方画纊信仰成為批判及轉化社

會的資源，另方面也要帶著某穩瀝史視

角來看待自身的信仰，不要將信仰的表

現綦或體制絕對化，更要小心與政權過

從藎密，以至失去批判的距離。



來自奧地利的遊客Heidi

我由出生那一天已經是天主教徒 ， 我是專程來看關於馬T路德的展覽 ， 以及參覿威登堡和這家教
堂。 馬T路德翻譯了德文聖經，而他的一生的事跡都很打動我， 包括他和他太太的故事。 （記者：宗教

改革對你有其麼意義？）我想我們不是在一個聖淨的世界生活， 但他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聖人。 這裡到

處都有馬T路德的紀念品售賣，讓人知道這個十五世紀的人是長甚麼樣子的。 宗教改革今日已經對我毫
無意義了 ， 我們都在各自過自己的生活！當然，仍有人對信仰很狂熱的，至少我母親仍會禱告，但我父

親甚麼都不相信了。 我很尊敬馬丁路德，因為他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甚麼也不怕，坐監也不怕。 今天
如果要我想起一個類似的人 ， 我會想到新任教宗方濟各， 他很溫柔地、低調地調和著天主教教會的問

題，特別在性罪行上的問題；正如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位時， 也努力去修補教內的傷害。

對比起十五或十七世紀的人來說，人們今天已不再認真地看待宗教信仰了，雖然我們的上帝其實很

幫助我們去親近祂。 至於某些伊斯蘭極端信仰的衝擊，對我們的社會是一大挑戰，我不明白他們為何可
以這樣做。 （你覺得人們心中有平安嗎？）有 ， 我相信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心中都有平安， 因為我們己經

找到神 ， 也認識神了。

囯节咽示」距[(_f;p江

-龘冨-罩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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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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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路德城－威登堡

路德城－威登堡在德國的東部，位於德國首都柏林和大城市

萊比錫之間。由柏林火車總站(Berlin Hbf)到路德城火車總站

(Lutherstodt wittenberg Hbf)有多班次鐵路直達，不同的
享積、時間有不同的價錢，最快的高鐵(ICE)大約四十分鐘享

程，而區間列車(RE)要一小時二十分鐘，兩者價錢大約也差一
倍，請注意德文站名串法往往很長，後面有Hbf才是指該城的

總站， 一般總站都靠近市中心，各穩機能比較齊全。

路德城是一座美麗的城鎮 ， 除了馬T路德釘下九十五條

論綱的城堡教堂 ， 市政府、薑火車站、城市教堂等都值得遊

覧。路德城內的酒店、旅誼並不多 ， 如果計劃在路德城周邊

作多於一日的遊覽、考察行程 ， 可以考慮路德城以西不遠的

德紹市(Dessou)住宿，兩城之間只需乘半小時區間列車(RE)
可達。 若從德紹乘區間列草(RE)到路德城則可選攝在最接近城
堡教堂的Lutherstodt Wittenberg Altstodt站下車。

迷失．路饑城

適逢宗教改革事件五百周年， （（澳門時代月報» 特派員在今年年中亦親

身去到聲稱是馬丁路德當年釘上 「九十五條論綱」 的地方路禱城威登堡，

感受宗教改革至今在懷國的影謩。 但驟眼所見，到處都是馬丁路禮的人像

或畫像 ， 不論大大小小的紀念品（馬丁路德烈酒都有） ， 乃至林林總總的

「當年今日導賞團」 ， 都盡是受遊客青睞的「旅遊必做必買之事」 。 但 ，
當年為何要有宗教改革？改革至今對綦督教或天主教的 ___.--...__ 意

義何在？似乎， 從表面看來，已迷失於一片物質節

慶當中 。 更諷刺的是 ， 在個別馬T路搪記念巡
遊中 ， 人們可以摹起任何訴求的標語 ， 或以
奇特的打扮加入其中，一路上還有表演助農

和名為 「自由之門 」 的演唱會， 「宗教改革
五百周年紀念」 頓時只成了一個參與吃喝

玩樂、忘我派對的名義而已。



【唯獨聖經篇】晨更領受神話語的心意
專訪何照洪長老

201 5年7月 1 日起至今，逢星期

一至六早上6:30-7:30, 除了打颱

風的日子，即使是農曆年初一二

三 ，二十多位來自不同教會的弟

兄姐妹，每天風雨不改來到晨更讀

經，到底是甚麼吸引著他們，願意

堅持清晨早起參與其中？

晨更讀經聚會當中，弟兄姐妹

會輪流讀經，並按感動分享各自對
經文的領受 ， 最後十五分鐘則會

由何照洪長老，負責作總結解經。

何照洪長老 ， 1950年出生於澳

門， 1967年畢業於蔡高中學後，

他就到台灣修讀謩科， －別就是半

世紀 。 2012年，當他在非洲帶職

宣教的簽證不獲續簽，他禱告後決

定回流澳門，繼續從事警療工作 ，

並跟層療界的基督徒開展查經小

組 。 2015年當何長老退休時，因

看到澳門信徒對讀經有很大的需要

而心有負擔，經過與澳門聖經學院

院長商量後，獲同意借出美利閣二

樓的地方推動晨更讀經聚會。

推動晨更是神給予的使命

何長老自幼在澳門長大，深却

在澳門小教會文化中，可能擔心跨

教會聚會有「拉羊 」 的問題（即

教會間各自爭奪會眾的情況），為

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回澳後他一

直沒有留在固定的教會聚會， 反而

偶爾到不同的教會講道，他同時有

就解經的心得著書 ， 目前已出版了

九本著作。但對於晨更讀經方面，

他認為上帝給了他一份不能推辭的

使命： 「信主十年又讀完整本聖經

一遍的基督徒，在澳門其實很少。

澳門教會似乎不太注重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其實是非常豐富的。 我年

紀不少了，可能五年後就會離開澳

門 ， 但我期望有更多教會，可以推

動晨更讀經的生活。如果神給我使

命，在晨更努力 ， 我就忠心地好好

去做。 聖經很寶貴的 ， 我們為何浪

費掉? J 

「當將身醴獻上，當作活祭」

何長老不但從蕾數十年，帶查

經亦有接近五十年的經驗。 他知道

很多人習慣了遲睡遲起，覺得早讀

晚讀都一樣，沒有早起的必要。 何

長老相信，七時至九時讀經，跟六
時至八時讀經，會有截然不同的領

受。 「日頭代表著世事，你在日頭

出來才讀經，心已開始思慮俗務，

晚上讀經，心更受盡當天的事糾

結 ； 記得以色列人只能在日頭出來

之前拾取嗎哪嗎？日出就沒有了。

雞道以色列人不用睡覺嗎？不是，

只是當神要你早上拾嗎哪，你硬要

晚上去 ， 就是無所得。 拾嗎哪是吃

的 ， 神的話也是要吃的，是屬靈的

糧食。 你的法則與神的法則並不一

樣。 有一位姐妹每天從路環過來晨

更 ， 每天5:45坐巴士 ， 本來身體很

差，現在來了兩年 ， 身體反而健康

了，人越來越精神。為甚麼？當你

願意走屬靈的路 ， 你更會經歷屬世

的祝福。晨更是一個挑戰，對付我

們肉體的己 。 為何耶穌要趕走聖殿

買賣牛羊鴿子的人？這原是與人方

便的事。買一隻牛獻祭很方便，自
己養卻費時失事 ， 但神要你甚麼？

人是要方便 ， 容

易的就做，困雛

的就不做 ， 人將

十字架拿走，神
卻要對付我們的

己，我們的己就

是攔阻我們追求

長進的最大原

因，它是跟神敵

擋的，我們只愛

『穿上』， 不愛

『脫去』 ，晨更

是要學習捨己 ，

當我們貪方便 ，

生命也就停留在

知識。」

別用人的方法解

讚神的話

何長老感

慨，絕大部分基

督徒都不懂得讀

聖經，因為並沒

有一個理想的讀

經土壤。 「澳門

的環境沒有人鼓

勵讀經，也不多

人懂得講道 ， 這個我們要負責任！

如果懂得讀經，在任何地方讀經親

近神都可以，可是事實上，我察覺
到十居其九都不懂得讀經 ， 讀的膚

淺，有些連講道的 ， 都只是用人的

邏輯、用人的道德 ， 講得再好都不

是神的意思 ， 如果作為牧養的都不

懂得講解神的話，請問基督徒還需

要讀經嗎？你說出來的跟我看«道

德經» 有何分別？入讀神學院不見

得就都有好處 ， 但某程度上又沒有

更好的選擇。 神的事不是講道理 ，

而是講真理！你用人的方法去理

解，得不到真理，就這麼簡單，病

了38年的癱子 ， 耶穌只是問他『

要不要痊癒』 ，他卻只顧埋怨水動

時無人把他放入泉水

中，神怎麼說你怎麼

做就成了 ， 只是我們

常自以為聰明 ， 用自

己的方法。 j

見山不一定是山

「 你見到一幅抽

象畫 ， 可能會解釋到

很多東西，但真正最

有資格解說這幅畫

的，只有作畫的那個

人。」 何長老指出 ，

基本上解經只有兩種

方法：就是 「私意解

經」或 「靈意解經」

。 他引述彼得後畫
1 :20-21 中的經文「
第一要緊的 ， 該知道

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

說的，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

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

來。」認為如果按私意解經 ， 所解

的經就是按人的意思而解。相對之

下，他更贊成要按聖靈的心意來解

經。 「林前2: 15-16 『屬靈的人能

看透萬事， 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

他。 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

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因此要

用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解經必

須從聖靈而來」 。 對於不少神學學

者因為曾有人冒充得到聖靈啟示而

胡亂釋經，因此便全面反對靈意解

經，何長老認為這做法只是因咽廢

食· 「我們要求聖靈給我們智慧去
解經，不能只用一些神學院的方法

去解經。 很簡單的道理是，我說一

句話，除了表面意思，可能還有其

他隱藏的意思，問題是可能跟你不

太熟悉時，你就聽不出來，所以要

邀請說話的那位去解釋。聖靈和神

的話，應該好比是孖生一樣 ， 兩者

不能離開對方。 讀經要看出神的心

情和神的心意，要問為甚麼 ， 我們

要懂得問聖靈。 不明白的就求神去

讓你明白 ！每一個信徒都可以這樣

祈求。 而至少直到如今，沒有一個

人說我的解經有問題。 我的使命只

是希望大家讀好聖經，如果人有心

追求讀經，願意付代價 ， 他至少可

以讀得明 ， 雛就雞在用自己方法

解，難在不懂就放棄了 ， 沒有求問

神。 如果懂得問神，就會知道神在

當中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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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內 賓外」 座談會

主辦重位讓門基督教監獄事工協會

日粵 1 1 月2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溴門三盞燈圓形地

主鼴： 『窗內、窗外』 公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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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招聘

誠意邀請有託付且有愛心的傳道

人 ， 到中國佈道會澳門恩慈堂事

奉。 若對以上事工有呼召者，請

致電巴拿波羅牧師66397566 ,

或電郵致：

ecfincgcc@macau.ctm.net 



選舉：願你的國來臨
作者： 蛋包

你覺得，上帝薑歡真普選囑？

黷

務，可是由於多次任命了能討好大眾但不

太能打仗的將軍，最終饑免沒落一途。

此外同樣由公民組成的審判lll , 也因為處

死了敢言直練的哲學之父蘇格拉底，而無

意中開啟了西方哲學中質疑民主價值的流

派：如果愚昧平庸的人較睿智聰明的人來

得多的話，一人一票的結果不就是會選

出愚昧平庸的人嗎？有時候民主也能選出

能令世界陷入大災雛的人物，例如镱國

納粹黨領袖希特勒，便是在激進民族主義

浪潮下， 透過人民選皐產生的。 以上種種

對民主的質疑，很容易便能衍生出「基督

教版本」 ：若不敬畏神的人比敬畏神的來

得多，選出來的不就全都是不敬畏神的領

袖嗎？每當談起多元成家和性教育時，不

少基督徒都會眉頭＿皺，唉，這就是民主

嗎？民主產生的領袖只在乎民意，卻不理

會神的心意。

這種把民意和天意對立起來的理論，

隨著希朧羅馬文明相繼告終後， 在漫長的

中世紀中孕育出堅固的專制體系。政權該

掌握在比百姓更理解神的心意的人手中：

例如教士，以及負責保護教士的國王和貴

族。 此後近千年的戰爭，皆是圍繞著誰代

表神的爭議而展開的，和今天大家都宣稱

自己代表人民的情況完全不同。

中世紀結束於14世紀的文藝復興。 那

時候的商人丶藝術家丶出逃農奴等，開始

想要擺脫主教和貴族的束縛， 重拾古希朧

羅馬的自由和共和精神。可是古希臘和蘿

馬共和都是異教文明，他們的精神要如何

放進千年後已基督教化了的歐洲裡？他們

其實有著和我們今天同樣的困惑：在屬神

的國度裡，神所喜悅的就是合法的，神所

不喜悅的就不合法，那裡還需要甚麼民意

丶 選摹丶自由？

答案可能藏在文藝復興畫家米開朗基

羅的傑作（（創世〉〉裡，亞當和上帝互為鏡

像的一幕。羅馬塑像般的健美體態，以亞

當的身份進入了聖經故事裡，反映了畫家

想要以聖經來重新詮釋希朧蘿馬的人文精

神。 古希臘羅馬強調人有無窮的可能性，

能為善也能為惡，也因此能為自己的行為

負責。 可是人只是血肉一堆， 怎可能會有

無窮的可能性呢？米開朗基羅的畫就這問

題給了一個基督教式的答案：因為人是上

帝按自己的肖像所造的，因此才蘊含著如

此豐富的可能性。

一旦開始強調人是按上帝肖像所造 ，

就會發現荃督信仰同樣具有支持真普選丶

支持民主自由的可能性：即使是世間最睿

智的義人，也不該在沒有人民授權的情況

下統治人民，因為這樣做將奪去人類按自

由意志做選擇並為此負責的權利；相反地

若在民主選擧中若選出了奇怪的人， 而把

事情搞砸了 ， 那後果就由人民自己去承撞

好了。這樣對人的覿點，與聖經的角度並

沒太大出入：作為上帝肖像的人能按自己

的自由意志作選擇，並為此獲得相應的獎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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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語轰，有云． 連雞屎都踩不扁j 是一句很古

老的俚語，意思是 一無是處的人，遇困難的事不

努力，遇簡單的事又不放在眼轰 ． 連走在路上都有

氣無力 所以 地上的雞屎才沒有被踩扁 你想

想，這種人fl$直就是擁有真正的失敗特質，一事無

成 ． 實在要蜇新給力L

重新振作，重置事物，更新的生命．有新的腦袋，

新的思維，甚至肢體更新，手足靈活，技能和技巧

都改變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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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印凜祐澄

給力一詞有現代語 加油 j 之意」要給力眾人．只

有碁督徒相信耶穌基督死而復活 這個給力最強而

有力，若死不能復生，又有什麼可資和特別之處，

人人都希望把不好的事完全催毀 要至死而後生，

給力有機會把不能辦的事也有能力辦到，不可能的

成為可能 因為重新注入前所沒有的力畠．尤如聖

保殭勉勵信徒話． 丨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

強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j 倘若以前你不能的．祂都賜予並多而又多 ， 死去

的意念復活過來，再創高峰

死不足惜，丟棄朽壞的，讓

你重新給九復活起來為上帝

作美好的事。重要的是不要回

頭為朽壞的可惜，應該把聖潔

和被轉化成為美善的感恩。

一切美善的事物和各樣完美的恩

賜，都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上帝

來的；他是一切光的創造主，他

不改變，也沒有轉動的陰影。

誰各書一章17節（現代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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