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的話 在他者和非他者之間 周志豪牧師 
 

  我將之前寫好的〈牧者的話：爵與澆奠〉延後分享，臨時寫一篇感恩與
學習的心路歷程，回應弟兄姊妹在上個主日對我和周師母表達的愛心。 
 
1，關於「他者」：有時哲學類文章會用這種名詞。以前有電影片名叫 The 
  Others(恐怖片，2001)、死亡遊戲(The Other，1972)，後者我沒看過， 
  但前者是有趣的鬼片，也給人哲理的反省。以前上文化與宣教課時，老 
  教授有一句話使我茅塞頓開。他說人的世界觀，如同腦袋中出現一個個 
  盒子，盒子如何分類，便是認識世界觀的一種方法。「他者」是誰？怎樣 
  分「他者」和「非他者」？若世上的人有「迥異」這回事，他們是如何 
  「迥異」？這些會是很有用的思考。 
 
2，「迥」字的邂逅：其實，這是和合本聖經的賜教，並非我舞弄文字。古代 
  族長雅各臨終的祝福裡，稱約瑟為「與弟兄迥別之人」(創四十九 26）， 
  這「迥別之人」也有譯為「做王子者」(參 NIV和呂振中譯本)。我們更 
  加欣賞約瑟之外，中文的「迥」字在我內心閃亮！ 
 
3，迥異的他者：這是從主耶穌講說他的終極歸屬看得到的，也是連門徒都 
  承認「這話很難，誰能聽得進呢？」的。耶穌是這樣說的：「如果你們看 
  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會怎麼樣呢？」(約六 62）。這裡足足顯明 
  主是全然的「他者」，古往今來再也沒有自稱「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約六 41）。因此，你能想像作為「他者」的拿撒勒人耶穌是怎樣程度的 
  孤獨嗎？或許，借用迥別之人的約瑟經驗能稍微解說，但絕不能類比。 
  這樣，我們也就明白主說他與天父關係的重要和寶貴了！ 
 
4，信仰與歸屬：英文比較傳神，believing but not belonging，相信但不 
  歸屬教會。受洗歸入基督也同時歸入教會，這是基督徒生活的常理。在 
  現實生活中必應歸屬於實際的信仰群體，對我們就是「中華聖潔會」；凡 
  是去其他基督徒群體敬拜神皆可視為「作客」。當然事奉和社交範圍可以 
  廣大，但總不應忘記作為「兒女」夜晚應回自己的家，也肩負家中的責 
  任。會友的歸屬和生活事奉的合一是健康基督徒的「必須」。韓國教會在 
  860萬基督徒中有約 100萬人仍聲稱持有基督信仰，但不再委身教會而成 
  為「流徒」，成為我們的借鑒(參拙著，《韓風寒風，迥異教會》，頁 72、 
  76)。這是值得我們關心的現象！ 
 
5，由他者成為非他者：早期我在教會述職都用國語，有幸慶宏弟兄傳譯。 
  這十八年我直接講粵語，詞彙和表達都有不足。很多方面，我(們)是這 
  個大家庭的「他者」，但在感情上我們從來不覺得孤單，相反地弟兄姊妹 
  真的以我和周師母為自家人。這裡沒有我的小學、中學同學和回憶，但 
  是我人生最後的全職生涯四年零一個月，在中華聖潔會謝幕，是上帝給 
  與的禮物！在疫情的 timing上也是奇妙的一個段落。世界本來就是漂泊 
  之地，但我們在深水埗找到屬靈的家是弟兄姊妹的寶貴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