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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節，想國家。今天原題想的是「國家存亡」或「國家與教
會」，但是這兩年寫白紙黑字，落筆的斤數都比以前重，想了又想，
改了再改。國家，對台灣的兄弟姊妹(我家人)；對在北美的親戚和
在韓國的朋友，都有不大一樣的感受。老一輩和新一代，也有落差。
我說的國家當然是，中國。  
  先說分裂的韓國，再看聖經裡斷裂的國家，最後回到我們的香
港。  
  如果滕近輝牧師是華人普遍尊敬的教會領袖，韓景職牧師則是
滕牧師同一時代南韓教會和宗教界的領袖。他們兩個人都有一個背
景的共同點(其他方面不說)，都是離開成長的家鄉，以異地為家以
天國胸懷事奉的傳道人。韓景職在變色前的北韓牧養教會，以後因
為政治轉型而逃到南韓。韓戰後，葛培理(Billy Graham)第一次的
韓國佈道大會是韓牧師傳譯。韓牧師牧養的教會不能不復興，原因
很簡單，除了天賜的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的好牧師，會友皆以南逃
而家鄉在北韓的信徒為主。經歷了離鄉別井，吃過戰爭之苦，天國
的福音對他們就有深層而真實的意義。韓牧師牧養的永樂教會
(Young Nak Presbyterian Church)在韓國人心目中「手屈一指」
是無人質疑的。那是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故事了！  
  回看聖經。有一大段不可遺忘的「永恆之章」，列王紀下十七
章。這一章將以色列民族從約書亞至何細亞王的七個世紀歷史教訓，
用講道和說教記錄了下來。是的，這一章是「永恆的講章」。北國
以色列消失在歷史中，就是王下十七章的記錄。以後，先知書也會
不斷提到這些教訓。我這次再讀到這裡，留意到解經家說本章信息
是說給南國猶大聽的。北國已滅，南國不可亡。那麼必須牢牢記住
這慘痛教訓的首批讀者就是猶大國。請看：「這樣以色列人從本地
被擄到亞述，直到今日」；「他們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風俗去行，不
專心敬畏耶和華…」；「如此這些民又懼怕耶和華，又事奉他們的偶
像…直到今日」(王下十七 23、34、41)。三次「直到今日」意在提
醒同是神子民的猶大，不可重蹈覆轍。北國滅亡，人民被擄；剩下
的歷史篇章由十八至二十五章被稱為「孤獨的猶大」。但是列王紀
下最後八章的猶大，並沒有從「永恆的講章」(王下十七)汲取教訓。
本書也以猶大滅亡告終，以色列國的命運是悲劇，猶大國就是悲劇
中的悲劇。愛國先知耶利米也以同樣內容，以眼淚結束了他的記錄。
王下二十五章和耶利米書五十二章的相同與重複，怎能不震撼人
心？！  
  香港，雖是特區，但它的「特」還具有其他意義。無論從何角
度說，香港社會的基督教精神，基督教特色如果不復興，那麼我們
的城市便失掉了無可取代的靈魂。為此，讓我們為國家禱告，也要
在轉型後的香港好好奮勉，好好作基督徒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