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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從否決政改、雨傘運動及旺角的所謂「魚旦革命」，造就了今日

香港社會的撕裂，是有人趁機搞事，以撈取政治本錢？還是當權者

的霸道而不體察民情？還是阿爺的弄權，破壞一國兩制的原意？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這種社會上的關係撕裂，使議會內、外的鬥

爭不斷。何時才能建造一個和諧可供安居的社會呢？當然，這些關

係的撕裂，大部份都是政治因素，可能經過立法會及特首選舉之後，

可望得到復元，甚至可以再上路，使香港重新成為理想的居住地方。 

 最近美國大選提名在即，卻突出了一個問題參選人特朗譜 (Donald 

Trump)。他的言行舉止備受批評，雖然受到同黨內的人批評，卻能在

共和黨中獲得大多數人支持，有評論分析這種奇怪現象，就是所謂

一般常識 (common sense)與政治正確 (political correctness)之對決。這反

映了一種現象，就是長年累月以來，政治正確主導了政治生態，以

致公眾人物再不能為著對與錯表態，只要能保護小眾或弱勢社群，

就是政治正確的做法，不會被人批判的。久而久之，人們便不敢對

有問題的事件作出正確的評論，往往只顧及自身的政治利益或前途

而禁口。最近英國公投以百分之四的差距，通過「脫歐」，事後有百

分之七投贊成「脫歐」的人後悔，認為被誤導了。那些推動「脫歐」

的政治人物，是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前途，還是為了全大英帝國人

民的福祉？  

 作為基督徒，這些政治事件有否影響我們的生活或生命？從世界

以致香港的政治事件發生，看見了人心難測，外表所講的，未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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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的說話。有多少政治人物是值得信任的人？這些事件，正反映

了人標準就是自己。人越來越追求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而忽略別

人的利益；只要先保護自己，然後才考慮其他人。這種情況正正與

基督徒身份背道。  

 和、順、寶、花四大堂會，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建立至今，已超

過卅年了。各堂會從相同的源頭開始，往後發展各異，為要見證神

在各地方的作為不同。然而，在教會發展上，強差人意（請原諒我

這樣說）。早年教會都滿滿是年輕人，滿有異象和幹勁，即使短時間

開設分堂，也不怕辛苦，到處都看見那種團隊精神，為教會、為神，

「無計」啦。慢慢地，當年青人成長，成家立室了，建立事業，拼

搏精神被迫放在工作和家庭之上，教會事奉和參與，只在有殘餘精

力時，才能貢獻出來，似乎這是無法指摘的事實。再加上近年的社

會氛圍中，培養出事事以爭取個人最大利益為先，稍有不合個人的

意願或想法，雖不至於拼過你死我活，但卻輕輕地表示了「你不代

表我」的精神。有時，一個決定，只講求對自己有最大的益處，卻

未有充分考慮對他人或教會的影響。這現象，不但在會眾參與教會

事工上可見，甚至在教會領袖中，也可看見。當然，每個人的決定，

不論對自己或其他人，都會認為是最好的，卻沒有細細地考慮和瞭

解別人的處境和需要。久而久之，那種彼此相顧的團隊精神就只剩

下獨立的個人主義色彩，使教會往前行更覺艱難。  

 對於教會發展，或者一人有一個夢想，能否一起整合成為一群人

的夢想？當中所涉及的，是如何放下自己的執著，調節個人的願望，

從而達至教會最大的得益。正如四 11-16：『他所賜的有使徒、先知、

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

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喜歡這段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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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是講求個人忘我地付出，然後只有「大我」而沒有「小我」，

卻在最終，「小我」也能被建立起來。教會被建立，信徒在其中得到

最大的益處，這就是教會在地上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