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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記基督宗教回應逃犯條例修訂  蒲錦昌
（一）前言

我並非鍵盤戰士，也沒有活躍於網上活動，但是，最近
仍學懂了一些網上潮語，其中一句近日最流行的，就是「兄
弟爬山，各自努力。」

這句潮語既形容了社會運動中各有各做的一面，不過，
它最值得注意的是「兄弟」二字，因為這代表了互相接納和
尊重，大家還可以稱兄道弟而非「割蓆」。此外，這句潮語
所講的爬山活動並非如搶包山比賽，只有一個冠軍，而是
「愚公移山」，一起去改變那不能改變的。

基督宗教在《逃犯條例》修訂過程中的參與，我們大概
也可以用這句潮語來形容教會的情況。

基督宗教素來各自發展，也有各自的組織和體制，沒
有大台，但是，又有一些聯合組織和機構，提供大家合作的
平台與機會。因此，大家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如果要了
解教會作為一個整體如何影響了整個《逃犯條例》修訂的過
程，就不得不把基督宗教分別和合在一起這兩個角度來看。

（二）天主教會的參與

天主教會素來都有關社的傳統，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
就是由許多天主教神學家和教會領袖提倡而成為一股運動
的。近年封聖的羅梅洛總主教，就是對抗極權統治的象徵。
在很多地方的天主教教區都設有正義和平委員會（簡稱正
委），關注和參與該地區的社會事務。香港的正委，在香港
社運是十分活躍的。而天主教會參與社會事務的神學依據，
可以在正委出版的《正義道中尋 —— 天主教社會訓導文獻簡
易本》中找到。

在《逃犯條例》的修訂中，正委5月24日已經發起網上
聯署，要求政府撤回修例。天主教香港教區在6月11日又發
出呼籲，希望特區政府不要倉卒進行修訂工作，並呼籲政府
及市民大眾保持克制，循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6月12日警
民暴力衝突發生以後，教區再次作出相同呼籲，勸諭政府及
市民保持克制。湯漢樞機的呼籲丶陳日君樞機的表態丶夏志
誠主教在教會彌撒的講道	 及多次探望示威者，均表
達了天主教會的關心和參與。

6月9日反修例大遊行前，正委更與多個基督徒團體在維
多利亞公園（維園）對面的中央圖書館舉辦「行在光明，拒
絕黑暗	——	守護我城」祈禱會，陳日君樞機也有出席並主持
派遣及祝福。

6月19日，湯漢樞機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蘇成溢牧
師聯合呼籲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612警民衝突的真
相，明確聲明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的法案，則表示出不同
傳統的教會合作的一面。天主教會和基督新教部分教會的合
作，其實已有數十年歷史，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就是以不同

傳統的教會最終達成合一為創會目標。

（三）主流教會的參與

在敍述主流教會於《逃犯條例》修訂的參與前，讓我們
先看看基督新教（又稱基督教）的實際情況。

基督新教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都可以劃分為三大類別，就
是主流教會丶福音派和靈恩派教會，這個次序基本上是按歷
史上出現的先後序。但是，名稱只是約定俗成，主流教會並
不等如人數最多，福音派教會的名稱不等如其他教會沒有福
音，靈恩派教會的存在不等如其他教會沒有靈恩。而且，這
三個傳統的教會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譬如，中華基督教
會內就有上述三個教會傳統中成長至受按立為牧師者，他們
都可以同時在中華基督教會𥚃服務。

在《逃犯條例》修訂的過程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神學牧職部職員會，就曾向會友發出禱告呼籲，清晰地表
明：「求主使執政者顧及民情，撤回法案，避免引起更激烈
的反抗及產生傷亡。」神學牧職部社關小組在6月9日借用銅
鑼灣的公理堂舉行「守護真理，拒絕謊言」祈禱會，為《逃
犯條例》所引發的社會動盪祈禱。當日下午，維園便進行反
修例的大遊行。6月16日下午，神學牧職部職員會又再借用銅
鑼灣的公理堂舉行回應香港時局祈禱會，一起為香港社會的
狀況祈禱。當日下午，維園便同時進行616反修例大遊行。

中華基督教會關懷和參與社會的神學及信仰依據，則
承繼自改革宗的傳統，包括約翰．加爾文等神學家和教會領
袖的言行。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為成員之一的普世改革宗
教會聯盟（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曾發表
阿克拉認信（Accra Confession），足以代表這個傳統的神
學立場。

此外，同為主流教會一員的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簡稱循道衛理會）早在2019年5月16日便以牧師部及社
會服務部社會事務關注小組的名義，就《逃犯條例》的修訂
發表聲明，公開要求特區政府暫時擱置修訂的工作。該會又
於6月9日及16日在灣仔的香港堂舉行祈禱會，讓任何有需要
的人均可以為香港所面對的危機代禱，又可自由的在教會內
得以歇息。外界有誤解該會支持激烈抗爭，他們也於6月14
日公開聲明這些報導並非事實。換而言之，該會並沒有直接
參與示威活動或支持激烈的抗爭行為。

循道衛理會一直以來都關心及參與社會，屬下有不少社
會服務機構，服務社區，其神學及信仰立場可溯源至其創立
者約翰．衞斯理。他對貧窮人士有特別的負擔及關懷，一生
服侍他們，向他們傳揚基督的福音。

協進會另一成員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簡稱信義會）也在
6月11日召開臨時同工會會議，得出席的七丶八十同工一致
同意後，在其網頁刊登《監督牧函》，呼籲特區政府在修例

時必須以保障人權為原則，並要求暫緩修訂《逃犯條例》。
信義會參與社會的神學及信仰原則，當然可以參考馬丁

路德丶墨蘭頓等教會改革領袖的著作，也可以透過閱讀世界
信義宗聯會神學及公共見證部編著的《教會在公共空間的參
與》等書籍了解。

除了各自的關注外，基督新教的主流教會又以香港基督
教協進會這個平台，一起表達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意見。
協進會在5月14日以社會公義與民生關注委員會的名義，公
開要求特區政府，在社會未有充分討論和共識之前，暫緩修
訂的工作。6月12日，協進會又召開緊急會議，邀請成員及
非成員教會參加，並對外作出緊急呼籲，再次要求特區政府
暫緩修例，化解當下劍拔弩張的局面。

（四）福音派教會的變化

香港的福音派教會，主要有俗稱的「三宗」，包括宣道
會丶浸信會丶播道會，也有一些獨立教會等。

有關《逃犯條例》的修訂，香港浸信會聯會（簡稱浸聯
會）在6月4日於其理事會中通過了《香港浸信會聯會就修訂
逃犯條例之聲明》，為該會極少有的對政治事件的表態。聲
明的序言便表明：「作為香港的主要宗教團體之一，本聯會
不能閉口不言。」並以聖經中以西結先知的榜樣為借鑑。聲
明內文要求政府撤回修例，進行全面諮詢。

大概由於浸聯會內部成員對會方的聲明有不同意見，
浸聯會又以文字解釋「為何香港浸信會聯會應該發出此聲
明？」從體制及神學上解釋其做法及立場的依據，反映出香
港的浸信會教會對參與社會和公共事務的變化。

另一個福音派的宗派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簡稱宣
道會）也在6月8日罕有的向所屬堂會發出《香港宣道會就香
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給予信徒的呼籲》：「願政府給予
市民大眾足夠的諮詢機會及時間，在未得到社會共識前，暫
緩有關修訂。」反映出區聯會向所屬堂會在《逃犯條例》修
訂的參與開綠燈。

此外，宣道會辦的建道神學院，其院長及曾任九龍城
浸信會主任的蔡少琪牧師在6月18日對外發表了一篇題為
「牧者應否關心時局，針對時局發言？」的文章，把政治
分為「要取得利益和權力的政治」及「眾人所關心的和影
響眾人的大事」這兩個層面，而同意牧者應參與後者。作
者更在後記中清楚表明他並非在為自己辯解，而是為了其
他牧者而寫這篇文章。這個「後記」其實是表示作者在進
行神學反思丶討論和教育，為教會參與社會事務尋找神學
及信仰的依據。

當然，香港福音派教會參與社會事務若要尋找神學的依
據，大可以援引《洛桑信約》和《開普敦宣言》等的世界性
福音派運動文獻。

（五）沒有組織的組織

在網絡時代裡，有許多新型態的關係和組織，他們會隨
聚隨散，不像教會現有的組織模式和結構。

在反對《逃犯條例》的群體中，也有不少基督教非傳統
教會組織出現。他們可以由個別的牧者丶學者甚至信徒自行
發起，在網絡上聚合相同看法的人，一起聯署，反對修例。
例如，以五旬節聖潔會信徒丶播道人丶五旬節會信徒丶禮賢
會信徒丶聖公會人丶銘恩堂信徒丶信義會教牧及信徒、崇真
會信徒丶潮人生命堂教牧信徒丶九龍城浸信會信徒丶基督教
中國佈道會信徒丶九龍靈糧堂信徒丶平安福音堂教牧信徒等
為名的聯署，多不勝數，完全越過了教會組織的決策程序，
也打破了一些教會從不議政的習慣和傳統。

此外，亦有志同道合的牧者，走到反修例的示威者中
間，聆聽他們的聲音，照顧他們情緖和心靈上的需要，甚至
站到警方與示威者中間，阻止暴力衝突的發生。一些牧者更
組織早丶晚的祈禱會，由6月10至12日，在立法會大樓外一
直和示威者同在，以陪伴（with-ness）來表達基督徒的見證
（witness）。11日晚至12日下午唱通宵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更成為了平靜示威者心靈的歌曲，象徵了反修例運
動的和平非暴力性質。這些牧者，也成為了警民衝突中的見
證人，在6月13日下午召開的記者會中向公眾說出他們所見到
的事情（witness）。教牧關懷團和香港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
會，可算是最積極參與反修例的基督教網絡組織之一。這些
組織往往超越了宗派的藩籬，參加者甚麼教會背景都有，隨
時聚合，隨時分散，機動性強，而且沒有傳統教會組織的框
框。在廿一世紀的網絡時代𥚃，這些自發性組織的影響力正日
漸增加。他們不單只沒有大台，甚至沒有領袖，因為人人都是
領袖，都比傳統組織的個人更為主動，更可以影響他人。

當然，正如立法會內有反對修例的議員，也有贊成的議
員，基督宗教中也有反對或贊成修例的牧者和信徒。有公開
表示反對或贊成的宗派，也有沒公開表示的。為甚麼有些宗
派會公開表示其立場呢？大家可能從上述的敍述和分析中找
到一點點答案。至於為甚麼有些宗派會沉默無聲呢？那可能
要由學者尋找答案了。

（六）結語

香港由回歸前的英治到回歸後一國兩制的實踐，香港人
一邊做一邊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少教會也重新思
考自己的信仰丶神學及社會參與。現在，政治已成為香港人
生活愈來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基督信仰涉及信仰者生命的
全部的話，那麼，教會就不得不為信徒提供參與社會的神學
理據丶價值取向及實踐指引了。（公教報副刊20190622）

編按：作者為基督教牧師

希望在此可向特首和特區政府進一言。
我相信特首是真的愛港，有心為港人多方面服

務，想與青年人溝通，建立好的關係。但我亦希望
她會願意作幾方面的反思和考慮。

信仰態度

從二○一五年開始，我留意到特首有幾次提
過，她天堂裡有位，「因為我做好事」。

從信仰角度來說，信徒這樣說，這樣想，是
不太適宜，容易產生自我的優越感，進而自大，再
變成聆聽自己多於聆聽他人；教會內有些人會是這
樣。

聖人不會這樣說話，有關天堂和救恩，他們會
視為恩賜，會謙卑，像在感恩祭中領聖體聖血前這
樣說：「主，我當不起祢到我心裡來，只要祢說一
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愈。」

聖人不會說：我天堂裡有位，因為我做好事。
在天主前謙卑，會使自己更能開放自己而經常

聆聽天主，再而更能謙虛地真誠地聆聽他人，尤其
是年輕人。

不知特首會否在這方面作點考慮？我個人覺得
是必需的。

做政府部門主管與做特首有所不同

現有的政府不同部門設有局長處長等等，決定權多由上
而下，部門最後決定權是在部門負責人的手中。分配工作和
下命令都是由上而下，工作過程中會有分享、檢討等。上司
會否多聆聽似乎都是上司自行決定；事情緊急，上司可能會
跳過需要的分享、檢討、諮詢；對下屬要做的交代或解釋，
也可能會放在一邊。如果這類情況多次發生，可導致經常跳
過諮詢，以及對下屬應做的交代或解釋。

這種做法，不能帶到做特首的層面，不能經常跳過作充
足的諮詢、分享、檢討、交代或解釋。

特首會否在這方面作一點反思和檢討，繼而改進處理要
事的方法與過程？

不同局和局長面對大眾的不滿　要作大量的努力

不同的局和局長面對大眾的不滿，要作大量的努力。這
三年要多關心市民，尤其基層群眾。這幾年來運房局提供的
公營房屋，年年不達標。環境局被視為非常落後，綠色團體
有多方面的不滿，而環境局需要大大加強面對全球和香港的
生態危機，在政府各部門著力推動和實踐。醫療有多方面的
問題和需要，亦要加強從懷孕期開始建立一生有效的堅強免
疫系統，徹底減少入院的需要和憂慮。

但這些要留在另文深入探討，先要談有關6 . 1 2和平
示威。

6.12 和平示威不能有任何定性為暴動

我認識一些好警員，也遇過有禮貌願意幫人的警察；
我對香港警察基本上有好印象，但不能接受6.12的和平示威
有任何一部份可定性為暴動；沒有任何搶掠、沒有推翻車放
火燒車。我反對某些人向警員扔磚扔利器，但這未到達可定
性為暴動；所以我反對以上這個說法，只會加強示威者的不
滿。我亦反對某些警察用上過度及不必要的暴力。

警察過後處理跟著的不同示威行動，更為明智，更有
智慧。

下一篇文章會深入探討不同局，這三年要盡快處理好大
眾多方面的不滿。（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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