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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指導傳道人靈命與事奉的時候，從他們身

上體會到信仰生活的挑戰。例如歐洲及南美的教會

領袖在主日或安息日可以經營生意嗎？當大多數同

行都逃稅的時候，信徒要向政府交稅嗎？香港的基

督徒要支持佔中運動，還是反對？加拿大信徒投票

給自由黨、保守黨、還是工黨？美國教會要簽名反

對最高法院通過的同性婚姻嗎？

怎樣的生活表現才是成熟的信主靈命？信仰生

活的成長受文化影響嗎？塑造基督徒靈命有文化因

素嗎？

聖經中所記載的歷史並沒有忽視文化，聖經

的世界中充滿了各類文化背景：蘇美爾、迦南、

希伯來、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羅

馬⋯⋯。聖經在認定世上有多種文化的同時，並沒

有認為某一種文化比另一種更好。當保羅傳道的時

候，他並沒有要求猶太信徒脫離祖傳的文化，也沒

有要信主的外邦人活出猶太文化，更沒有要求信徒

改變原來的生活文化；他要求信徒要與那位改變文

化的主建立關係，注重跟隨主耶穌基督而生活在世

上的文化中。

然而，聖經也實在表示了對各種文化的關注，

例如保羅無論向猶太人或向希臘人傳基督的福音，

都看見他敏銳於聽眾的文化背景(徒十四8-18，十七

1-3、16-17)。那麼，聖經如何描繪文化對於基督徒

靈命塑造的影響呢？以下提出幾個觀察，關於新約

聖經中塑造靈命與文化的關係：

基督超越文化

首先，整個新約聖經一致認定信靠主耶穌基督

是超越文化的。不論耶穌被視為希伯來文化中的彌

賽亞，或是希臘文化中的基督，祂仍是全人類的救

贖主及生命的主。所以當腓力遇見那位皈依猶太教

的衣索匹亞官員，「腓利就開口，從這一段經文(以

賽亞書五十三7-8)開始，向他講解關於耶穌的福音

的事」(徒八35，《現代中文譯本》)。當保羅向猶

太人或希臘背景的人傳道的時候，無論他表達的方

法或內容有多少變化，他總以呼召聽眾回應耶穌基

督為結論(徒十七3、31)。基督耶穌是世人的主，也

是文化的主。

信心優於文化

第二，新約聖經在提出基督徒建立靈命生活的

行動方式時，多數是針對文化性的習慣而非提出原

則性的指示。例如羅馬書十四章中記載了幾項建立

基督徒生命的宗教生活習慣，在在反映了羅馬教會

中猶太文化與外邦文化之間的衝突。

只吃蔬菜與甚麼都吃 (十四2)

非常日子與日日如是 (十四5)

不潔食物與食物皆潔 (十四14)

不酒不肉與酒肉皆宜 (十四21)

但保羅並沒有在這些文化習慣行為中作出評

靈命塑造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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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而是給予信仰生活的原則：「你對這問題的看

法怎樣，是你跟上帝之間的事。一個人能夠在自己

所認為對的事上不自責是多麼有福啊！可是，如果

他對所吃的食物心懷疑惑，那麼，他吃的時候，上

帝要定他的罪，因為他不憑著信心吃。任何不憑著

信心而做的事都是罪。」(羅十四22-23，《現代中

文譯本》)

信心是基督徒塑造靈命生活的絕對條件，而因

實踐信仰而產生的行為卻不是。

社團建立生活

第三，基督徒不能獨自使自己的靈命成長，靈

命必須透過社團的塑造而成型；社團是一個文化的

組織，由各種不同文化的個體成員組成。但由於耶

穌基督的福音，神同時改善了個人和更新了社團。

信仰生命在文化環境中表現出成長，同時也受到了

挑戰。

教會——基督徒社團——的確是一個多元文化

的社團，應該超越文化，而不是沒有文化。教會誠

然需要注重服侍對象的多元化，正如保羅說：「向

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

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

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

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向軟弱

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

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

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

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九20-23)

所有的新約書信都承認教會中包含各種族群團

體，最明顯的就是猶太人和外邦人，他們當然生活

在絕然不同的文化之中。然而羅馬書教導信徒：

「所以，為了榮耀上帝，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

督接納你們一樣。」(羅十五7，《現代中文譯本》)

這並非因為教會是沒有文化的一群信徒，反而

是跨越文化的信主社團，不但容忍異文化的人，更

在主裏彼此接納。「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奴隸或

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在基督耶穌的生命裏，你們

都成為一體了。如果你們是屬基督的，你們就是亞

伯拉罕的後代，會承受上帝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這樣說來，不再有希臘人或猶太人的區分；也不

再有受割禮、不受割禮，野蠻的、未開化的、奴

隸或自由人等的分別。基督就是一切，基督貫徹一

切。」(加三28-29；西三11，《現代中文譯本》)

耶穌基督是主

最後，某種文化因素會特別影響基督徒的靈命

塑造。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面對的信仰文化挑戰難道

是哥林多信徒的問題嗎？耶路撒冷的信徒受到猶太

教徒的攻擊，指責他們不守祖傳摩西的律法(參徒十

五章)。哥林多信徒面對當地生活問題的挑戰，如吃

祭肉、司法訟事、婚姻嫁娶等。雖然有人會認為那

是神學爭議，但無可置疑的，這些都是與信仰息息

相關的日常生活文化。

文化影響生活，塑造了生命，信主福音的靈性

成長也面對著生活文化極大的測試。希伯來書指出

猶太信徒在祖傳的宗教祭祀文化上面臨離開真道的

危機，加拉太教會的外邦信徒面對信耶穌的兩條生

活道路——信心與割禮，羅馬教會和哥林多教會面

對上述種種的生活文化衝擊，都在在影響著信徒的

靈命能否成長、成熟。

雖然教會存在著多元化的因素，但文化並非教

會社團的基礎。從早期教會直到如今，耶穌基督都

是教會多元文化族群的唯一聯繫重心。換句話說，

教會社團在不同文化中信靠主耶穌基督，而且生活

在多元文化的社團中，見證福音，跨越文化傳主耶

穌的福音。

（作者在美國加州灣區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