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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人性醜陋的原形畢露，怨天尤人，是悲觀的寫照。新病毒必定帶

來新的改變，能有新突破，是樂觀態度。因醫學知識和能力的有限，專家都在

努力；多人經濟也受打擊，需要更多人去打氣。整個社會都要有新的體諒和勇

於面對未知世界的學習。觀察這些日子，我們教會有下面幾方面要加強的： 

 

一，以聖經智慧抗衡文化：在烹食山珍的陋習驅使下，國人以買賣蝙蝠和果子 

    貍等野獸為食，最後造成令人髮指的禍患。聖經在三千多年前的〈利未記〉 

    已經警告「蝙蝠」和多種野獸屬不潔，是不可吃的(利十一 19)。可惜，在 

    缺乏聖經教育的內地，百姓缺乏聖經信仰。這個民族所失去的豈止傳染病 

    爆發時，幾千人死亡的靈魂和他們家族的哀傷？！我們在香港有豐厚基督 

    教資源下，必要普及聖經學習、強化差傳教育和宣教實踐。 

二，精密計劃與創新變化：教育局長再次宣佈，中小學和幼稚園的復課日期， 

    又延後一個多月。由二月至四月 20 日失去團體活動和正常生活，共計八 

    十日，大概今年的四分之一要在不斷的變化中適應。我們不但感受「不要 

    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二十七 1)，與 

    今日現實一致，還要大膽學習使用新的溝通媒介、新的方法來增強人際關 

    係。 

三，嘗試新的靈修操練：近年來，靈修操練傾向於搜尋古人的智慧。有屬靈傳 

    統的教會所遵行的禮儀教育，如大齋期(或稱四旬期和預苦期)的禁食、祈 

    禱和捐獻傳統，值得嘗試體驗。聖經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東西， 

    若有人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這世界和世上的情慾，都要 

    消逝，惟獨那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永遠長存。」(約壹二 15, 17)。從聖灰日 

    至復活節的四十日期間，正與我們的抗疫期間重疊，來立志戒掉奢侈的生 

    活，多作簡樸的操練，將靈修的心得化作鼓勵人積極向上的動力，是值得 

    遵行的。 

四，珍惜當下又專注傳福音：疫情下人們不安，永生盼望的切入點就很多。以 

    愛心關懷並介紹福音，能給人安慰。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連番空襲德 

    國之際，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牧師在獄中，寫給父母的最後一封信 

    說： 

「親愛的爸爸媽媽： 

……這最後的兩年告訴了我，我們所能經歷的東西是多麼微不足道。然而，

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失去他們所有的一切，只要想起這一點，我們就知

道了：我們沒有權利說甚麼東西是屬於我們的。」(1944.1.17.) 

 

籠罩在戰爭陰霾下和身陷囹圄痛苦中，潘霍華給我們更多啟發。如果，今 

天有任何東西是屬於我們的，那就是福音的機會。想起以斯帖的一句話：「豈 

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帖四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