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的話 〈但你，這屬神的人〉 周志豪牧師 
  
  這是提摩太前書六章十一節的頭一句，保羅指著提摩太所用的字

眼，英文是 But you, man of God…讀起來，心底有說不清楚的感動。

很神聖、很高尚、很抬舉，也很提醒。去看上下文也很具挑戰。因為

接下去有一句「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打仗，雖然這裡的原意

是競賽之戰，但仍要以生死做賭注的！ 
 

  小時候，我間接看到戰爭。在韓國的中餐館見過斷手殘腳的客人

吃飯不付帳，醉醺醺地呼天喚地。他們是韓戰參戰的南韓義勇軍，華

僑稱他們為「傷義軍」。這些人保衛國家付出青春和生命，換回來的

是殘障的身體和痛苦的心靈。他們生活沒有保障，在社會裡沒有立足

之地。所以，韓戰之後很多人湧進了教堂。那是能活下去，能有一點

最後尊嚴的盼望之地。 
 

  華僑小學操場的高牆有一行字「讀書莫忘救國」，看上去也很有

感覺。十多年後，我神學院畢業開始事奉，收到一套禮物是《近代中

國史綱》，扉頁內寫了「莫忘祖國」四字，與小學的記憶互映。是，

我們要牢記國家！1989 年，在漢城(首爾)作駐台宣教士時，遇上風雲

變幻的五月，北京的學運風起雲湧。福音廣播的領導層決定播出內地

學運的近況，以祈禱關懷的內容，製作電台插播與聽眾一齊禱告。在

沒有其他電子通訊的年代，這是最有效的媒介。我們成了最前線的播

報員，資訊稿件從香港以傳真機發過來，我們錄好，當天播向祖國。

一段日子，天天如此。這樣，我們是以宣讀禱告事項度過了六四。如

今，三十年過去了，人們仍在公義、自由、平等的口號中，尋找幸福。

可是台灣竟出現另一種自由的極致(同性婚姻合法化)！到底我們所

追尋的應該是哪一方面進步的祖國？現在，一些人富起來了。韓國人

也不再對教會感興趣。香港這邊，人們無奈於「送中條例」和對前景

莫名的惆悵，我們實在有無盡的課題環繞在眼前幸福的圈圈之中。 
 

  保羅說「但你，這屬神的人」，試圖將我們從眾說紛紛的圈圈中

拉出來。它若不是宗教的老調重彈，會不會是某些人的當頭棒喝？捫

心自問，我們到底是屬於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