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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政治 
宗教信仰引導人尋找心靈的平安及人生的意義。為了達到這些目的，不可避免地要從

個人的範圍伸展到社會，因為人彼此尊重才能達到心靈的平安，而有了基本的自由才

能彰顯人生的意義。這些條件都是一些社會議題，也牽涉到政治。天主教會在西方曾

有一大段時間與當時的政權融為一體，企圖以政治手段實現教會的目的，而政權也利

用教會的影響力去達到它的政治目的。這一段政教不分，彼此利用的歷史，演變成其

後政權要清晰地徹底與教會劃清界線，即所謂的政教分離。即使如此，宗教信仰仍然

沒有放棄去討論政治議題和關心社會 。 
 
耶稣的態度 
回顧耶稣當日指示伯多祿往海邊垂釣，拿釣上來的第一條魚口中的硬幣，去當作殿稅 
(瑪竇福音 17:27) 。這是表示他也遵守社會規則，服從權威。 
當耶穌看見拉匝祿的姊妹哭泣， 在面對人生的苦難和不幸時，他也難過起來而流淚 
(若 11:33-35) 。他的態度是；陪伴受苦者與他們同行，是這時候最重要的第一步。 
但當耶稣在承受政治壓力而徬徨時，他在山園俯首至地祈禱說：「我父！若是可能，

就讓這杯離開我罷！」(瑪竇福音 26:39)。這是他信賴父，並表示甘於承受政治逼害的
後果。 
肯定地，耶穌拒絕建立政治團體來成就天國。他只默默地陪伴著受苦和受壓迫的人，

與他們同行。他服從政權，但卻堅守天國的原則，願意承受不認同政權的作為所帶來

的後果。 
 
基督徒的榜樣 
歷史上很多基督徒誠意地追隨耶穌，活出了一種面對政治的靈修。12世紀的英國， 
聖湯瑪士·貝克特(Thomas à Becket, 1118－1170) 為了教會應有的主教授職權而與他的
好友國王亨利二世正面衝突，引起殺身之禍。同樣地，20世紀中美洲聖薩爾瓦多的
聖羅梅羅(Oscar Romero, 1917－1980)總主教，也不畏懼惡霸強權，勇於宣講正義，最
後因此而犧牲。 
至於按照耶穌的方法，陪伴受苦和受壓迫者同行的，有 13世紀義大利亞西西的聖方濟
各 (Francis of Assisi , 1181–1226)；他 針對當時社會及教會當權者的奢華生活，堅持以
貧窮的方式與平民一起過宗教信仰的生活。同樣地，20世紀印度加爾各答的德蘭修女
(Mother Teresa，1910—1997) 堅持以簡樸、清貧的生活方式，顯示貧窮者的尊嚴，並
帶給他們臨終最後應有的溫暖。 
 
正義與慈悲 
耶穌及聖人們面對社會及政治處境時，必先了解問題的癥結，忠實地表達意見，並無

畏地為無聲者發聲；但另一方面在苦難的現實前，首先堅信人的尊嚴，與受苦者同行。

總括來說，就是堅持著「正義」與「慈悲」的原則。 
但基督徒所堅持的「正義」，是在政治學、社會學的理論解說外，還有一種靈修的含

意；即是社會上的正義及個人擁有的正義良心，是從上主的創造而來的；因為上主賜

給每人與上主一般的神聖及高貴，所以個人擁有的尊嚴來自上主，社會上的正義來自

上主的意義的旨意。同樣地，基督徒堅持的「慈悲」，亦並非心理上、倫理學上的一



種同理心、憐憫，而是基於耶穌與人類一起受苦，並藉着苦難中的復活而賦予人類一

種終極的希望和尊嚴。基督徒的「慈悲」就是與人分享天主子女的身份。 
 
基督徒如何在本港的情況下，面對困境和正在變化的將來？ 基督徒的政治靈修能否承
受各方面的打壓，仍然能堅信人的自由、尊嚴？基督徒作為公民，在社會上仍然可以

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負起公民應盡的責任；在執政者所操縱的公民空

間下，他們如何適當地要求應有的政治改革？這是對本港基督徒的考驗。 
 
禱告與承擔 
無論如何，實踐基督徒的政治靈修必須有承受政治後果的勇氣，就是接受苦難；但拒

絕以暴力面對強權；而在承受當權者決策的後果時，堅信在上主的安排中，苦難會帶

來希望。 
這種承擔與堅信， 要紮根於基督徒的靈修， 要不斷禱告，不可脫離上主，為祈求能獲
得承擔的勇氣與苦難中應有的堅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