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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十七1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
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十七2 正如你曾賜給祂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祂將永生賜
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約十七3 認識你獨一的真上帝，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約十七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約十七5 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約十七6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
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約十七7 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約十七8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
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約十七9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
求，因他們本是你的。

 約十七10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
了榮耀。



 約十七11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
去。聖父阿，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
一像我們一樣。

 約十七12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
們，我也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
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

 約十七13 現在我往你那裡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叫他們心
裡充滿我的喜樂。

 約十七14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
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約十七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
那惡者。

約十七16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約十七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約十七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約十七19 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
理成聖。」(約十七1-19)



離地信仰

基督信仰肯定是離地的

道成肉身，首先確定一個先存的道(Pre-existent Logos)

道在人間，卻不被人間拘限



離地信仰

在人間的耶穌基督，強調祂不屬於世界。

耶穌不屬世界，成了凡跟隨祂的也得不屬世界的理由。

耶穌不屬世界，所以世界才恨祂，至終將祂釘在十字架
上。

耶穌雙腳不離地，便不能死在十字架上。



離地信仰

教會作為一個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該以怎樣的形式存
在？在今天的世界裡得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作
用？

教會之於社會，通常扮演補充性(supplementary)和顛覆
性(subversive)的兩重功能。

不是互相排斥的，並存在任何教會或幾乎所有信徒之中，
關鍵在於兩者的各自比重和具體含義而已。



A. 基督教的補充性

補充性是指在既有的組織和觀念裡，扮演使之更為完備
和運作更順暢的作用。教會接納社會既有的現狀，並以
此作為前題，建構其扮演的補充劑(supplement)角色和
發揮的補充性作用。



A. 基督教的補充性

以傳福音來作為補充性功能的具體說明。

強調信仰的補充性功能，宣稱信仰能幫助人滿足在現實
生活裡無法獲得的需要。

濟貧與服務

祈禱治病

滿足人心靈的需要，內在醫治與自我實現的福音

成功神學

政治解放神學



A. 基督教的補充性

教會的傳福音工作，幾乎都是朝補充性的方向發展。若
是一開始便強調基督信仰跟人們的舊有想法和做法的懸
殊對立，或宣稱基督信仰無關乎人們的現實關懷和需要，
便很難對教外者產生吸引力了。

甚麼是福音？福音便是人們的需要的滿足和夢想的圓現。
基督教從不質疑人們自覺的需要和夢想的正當性和合理
性，卻是設法改造自己，好能適切於任何需要和夢想。
因此，一人有一個福音，十億眾生便有十億個不同的福
音。



A. 基督教的補充性

人們歡迎一個自居於補充性位置的福音。

 1, 福音肯定人的感覺需要。

 2, 福音幫助人們滿足感覺需要。

 3, 福音輔助主流信仰和價值。



A. 基督教的補充性

明末清初，「補儒」角色。

晚清以降，基督信仰以不同形式的「救國論」出現。

近期，「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A. 基督教的補充性

「宗教鴉片論」。

現政權一方面批判前一階段舊政權利用宗教達成麻痺人
們的政治反抗意識的動機，另方面卻又積極引導宗教發
揮新時期的鴉片作用。

「宗教鴉片論」若有任何事實的正確性，主要的促成者
都是政權而非教會。

宗教無疑可以產生強大的補充性社會作用，這解釋了古
今中外的政權都致力利用宗教以達成不同的政治目的，
而控制上層的宗教組織便成了其先決條件。



B. 基督教的顛覆性

宗教同時具有潛在的顛覆性作用，可以成為對現實的社
會和文化秩序的破壞(subversion)，搖撼主流政統和道統
的正當性和獨佔性。

歷代政權都注意宗教的威脅，都致力控制宗教，或是收
編利用，或是打壓消滅，政教衝突大多是因此而起的。

宗教給徹底馴化(domesticated)。

新興的宗教團體崛起，未被收編或拒絕給收編的新興宗
教，被政權視為法外宗教(淫祠、淫僧)、非法宗教，甚
或政治含義的「邪教」。



B. 基督教的顛覆性

基督教具備強烈的顛覆性元素的。

上帝是既超越且又內貫的：超越性突顯了上帝的至高不
受駕馭，而內貫性則強調上帝在宇宙和人間擁有絕對治
權。宗教信仰於是既無法給收編又無法給放逐。

強調個人的美善性與神性，認定人以按照上帝的形象被
造，是個體解放的最根本性的神學理據。基督教有強烈
的個人主義精神，重視良知、自由、理性、人權，突顯
獨立的人格。



B. 基督教的顛覆性

 在給上帝「異化」(alienated，這是傳統馬克思主義對基督
教的批判)以外，基督徒拒絕再給別的社會和文化力量「異
化」。懼怕上帝的人不再懼怕人間力量，已為上帝僕人的不
復成為人間的奴僕。

 這個顛覆首先是針對自己的，正如耶穌的要求：「若有人要
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
九23)「捨己」便是自我否定(self-negation)、自我顛覆；而
十字架更是顛覆的記號，保羅強調它正意味上帝要廢棄人間
的智慧和能力、顛覆人間的聰明與愚拙的標準的(林前一18-
19，23-25)。所以，信仰的起點是人們的認罪悔改，尋求重
生和更新；沒有悔改和更新，談不上任何的成全。



離地信仰

在個人層面，耶穌基督是救主和生命的主。

救主：補充性。

生命的主：顛覆性。

「耶穌是主」比「耶穌是救主」更重要。

主權(sovereignty)是上帝最重要的屬性。

由補充性過渡至顛覆性。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
的。



離地信仰

惟有顛覆性的信仰，才能真箇解決我們現實的困擾。

舉例一：原生家庭的傷害問題。

舉例二：疾病的出路是上帝。



不離地信徒

耶穌將我們差到世上(約十七17)

我們不是自然活在世上，我們不是被父母生在世上，我
們是給耶穌差遣到世上。

讓我們存留在地上的原因，不僅因我們有生命，而在於
我們有使命。



不離地信徒

基督徒原來不屬於世界(14)。

我們跟世人有別(9)，耶穌跟我們有特別的關係。

父上帝將我們賜了給耶穌(6)，我們歸屬耶穌。

耶穌給予我們特別的教導培育(8)，祂把來自父上帝的道
賜給我們(14)。

我們遵守了上帝的道(6)。

我們被分別為聖(17，19)。遵守上帝的道使我們成聖。

耶穌特別保守了我們(12)。並且，耶穌求父上帝繼續保
守我們(11，15)。



不離地信徒

惟有不屬於世界，才需要被耶穌差遣回到世界。

「他們不屬世界」(14) vs「他們卻在世上」(11)：在世而
不屬世。

讓我們存留在世界的理由是使命，這使命一定要在人間
實踐。



不離地信徒

使命要在世界實踐，卻不等於要在世界充分實現。

末世性的取向。

「我的國不在地上。」

使命無關乎補救世界的不足。

成全生命而非成全世界。



總結

 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吧。」
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
別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
我們喪命，你不顧嗎？」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
住，大大的平靜了。
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
從他了。」
(馬可福音 4:35-41)



總結

 耶穌基督平靜風浪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
在風浪中，我們看到耶穌有異常的反應。在眾人驚恐中，在
眾人忙於做點什麼來救亡的時候，我們的主躲在船尾倒頭大
睡。有人說，這反映我們的主有個平靜安穩的心，因為祂不
害怕風浪。我覺得這個解釋並不足夠，耶穌不僅是不害怕風
浪，更是覺得這場風浪與祂無關，它與祂並不相干，所以無
視環境的變化。像約拿在面對風浪時躲在船艙睡覺一樣，耶
穌在整場風浪和全船乘客的救亡行動中，一直置身事外，不
在其中，祂在船尾裡睡覺，說明祂徹頭徹尾是局外者。
惟有祂是局外者，祂不是整個風浪事件的一部分，祂才可以
成為風浪的主。祂不受風浪影響，風浪主宰不了祂。



總結

 我們是凡人，不是耶穌，我們都像船上的水手和乘客，都受風浪
所影響，都不能對風浪無動於衷，置身事外，這是沒法子的事。
但是，我們得感謝主，祂獨自在船艙，而不在我們的忙亂群體之
中。因為祂不在我們中間，祂才成為我們祈求賴以解脫困局的出
路。
我的意思是，我們的信仰，我們所相信的上帝，必須具備足夠的
超越性，才能幫助我們解決現實的問題。祂不是現實的一部分，
所以才是現實困境的出路。
不要將信仰硬塞進人間的思想和行為的體系裡，不要將上帝「人
化」。這跟道成肉身的意義並不衝突。上帝道成肉身，不等於上
帝成為世界和人類的一部分。道成肉身的「道」，乃是在太初便
與上帝同在，便是上帝的道。超越性(transcendence )優先於內
在性(inmenance)，超越性是內在性的前題和必須條件。



總結

 耶穌宣稱，祂的國不在地上，又說祂不屬於世界。祂更要求跟隨
祂的門徒也不屬於世界。

 惟有我們不屬於世界，我們才能成為世上的鹽和光。要是我們是
世界的一部分，要是上帝是世界的一部分，便不可能成為世界的
顛覆和拯救了。
今天不少人批評教會離地，這話不錯。我們要更有效地山應答世
界。但不離地的根本是離地，我們的信仰並非地面的一部分。
正如許多教會成了社會建制的一部分，便不可能批判和顛覆建制
了。我也多次說過，教會不僅不能成為建制的一部分，也同樣不
能成為反建制的一部分，否則同樣會使教會失去批判和顛覆現實
的資格。
我們的信仰是離地的，所以我們的信仰不離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