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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瑞強博士是香港神學院神學及倫理科的老師，

也是中文大學崇基禮拜堂的榮譽助理校牧。這本集子

所收的，都是他在主日時在崇基禮拜堂曾宣講過的講

章。故此，這些講章皆有其聽眾羣體，就是中文大

學中各院系的基督徒老師及同學、廣大信徒或非信徒 

羣體。

瑞強博土念哲學出身，故此哲學根基深厚，說理

清晰，條理分明，遇上難解的問題，常能借用比喻和

故事說出困難之所在，提供可行之解答，令學生一聽

便能明白，解除困惑，是一位很難得的說理高手，令

人心悅誠服。

他也有多年牧養教會的經驗，主日宣講聖道乃其

不可少的服事。經文分析、資料搜集、講章編寫、信

息對聽眾的應用等各方面，都訓練有素，拿揑得體到

位。對一位講道人來說，從經文到講章，是一段艱巨

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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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程。在這段旅程中，他卻踏平了多少崎嶇，練就

一身好本領。他是一位吸引信徒用心聆聽的講者。

集子中的另一個特色是故事，故事來源多姿多

彩，從古典的文學巨著到當下的報章時事，由學術著

作到通俗文章，從教父事迹到生活趣事，從猶太塔

木德（Talmud）到奧古斯丁（Augustine）的《懺悔錄》

（Confession），從希特拉（Adolf Hitler）到德蘭修女

（Mother Teresa）⋯⋯ 總而言之，取材廣泛，趣味盎

然，且用得恰到好處，在講章中與經文互相輝映，互

相解釋，互相補充，使經文意義更為清晰，經文的適

切性更被開拓提升。他是一位出色的說故事者。

作為一個神學人，他習慣於推理和演繹，因為做

神學的方法離不開邏輯推論及哲學思辨。故此，任何

一個題目到他手中，都會有一番推理過程；但另一方

面，瑞強也是一位著重聖經的人，故此他的推論也不

會脫離經文的規範。難怪這個以神學演繹方法來思考

經文，從而寫出來的講章如斯有活力和吸引，充滿想

像和創意。這比一個以傳統釋經方法，再經神學角度

思考而寫出來的講章，有時來得更有特色和創意。

我與瑞強同工，故能夠近距離聆聽和觀摩他在講

敢於跟隨主排版.indd   8 2016/6/30   上午 11:28:07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ix

褚
序

台上的宣講；對一個傳道者來說，每一次講道都如演

員踏出舞台，從那一刻開始，你的舉手投足、言辭笑

怒、語句表情、講章層次，都在聽眾的凝神靜聽之

下。他們如批改作業的老師，以銳利的目光找尋紕

漏，顯露錯誤。在那刻，許多聽眾都成了批評家，將

講道者評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在聆聽瑞強宣講的

體會中，我卻完全沒有上述的經驗。相反，我卻是

一愉悅的、驚喜的聆聽者，驚訝於經文竟可如此被演

繹，震懾於上主聖言的豐富。

古典的修辭學（Rhetoric）大體有三個目的：傳遞

知識（ inform）、激勵（motivate）、娛樂（entertain）。

大學殿堂裏飽讀詩書的教授們，以傳授知識為己任，

這便是修辭學的第一個目的；將軍向出征前的軍兵，

或球賽開始前教練對球員們的激勵言辭，便是第二個

目標；向大眾表演以娛賓者，如歌手、魔術師，是第

三個目標。傳道人的講章肯定有傳遞知識的目的，在

教導教義，糾正錯誤教導，解釋信仰的過程中，以理

性分析，使信徒明白真道。瑞強這本講道集中，差不

多每篇都有知識的傳遞，是聖經知識、神學知識、教

義的解釋⋯⋯。這本講道集也充滿了傳道者對聖經的

敢於跟隨主排版.indd   9 2016/6/30   上午 11:28:07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x

敢
於
跟
隨
主

熱愛和對神學的激情，故此每篇皆以引人入勝的名人

經歷、短句雋語、古典故事中的片段等，以古道熱腸

的心胸、苦口婆心的勸說，呼籲信徒愛主愛人，追求

公義，摒棄黑暗和不公，激勵信徒充滿盼望，等候終

末之來臨。

若說瑞強的講章充滿娛樂性似乎貶低了講章應有

的崇高的宗教和屬靈價值，但閱讀及聆聽瑞強的講

章，卻令我有一絲莫名的愉悅情緒。講章內的說理

引導我思考，豐富的故事雋語令我心情起伏，令人意

外的神學論據使我驚歎，在這些講章裏，聖經與人生

相遇，神學與文學相輝映，奧古斯丁、陀思妥耶夫斯

基（ Fyodor Dostoevsky）、魯益師（C. S. Lewis）、傅

士德（Richard Foster）、德蘭修女、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福柯（Michel Foucault）等⋯⋯輪番登

場，以其特有的故事來解釋和點綴講章，使講章的意

義更為突出，格外感人。還有許多無名之人，如隱蔽

青年、韓農、不知名的小孩子等，都為講章服務，使

聽者受感動，讀者更動容。

若說講章裏所有的一切，都被編排了角色，目的

是使經文的信息能有效地被呈現出來，而信息最終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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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就是讓耶穌基督被尊崇，上帝恩典的光輝能

普照四方，驅逐黑暗。透過這本講章集，我們遇見

了耶穌，體會了真理，經歷了恩典，正如聖經記載：

「⋯⋯恩典和真理都是從耶穌基督來的。」（約一 17）

祈願將來能讀到更多瑞強的講章，讓講章不單是

口傳的，也是可以閱讀的，更是可從其中獲得知識、

得著激勵、充盈愉悅的。

褚永華

二○一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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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會重視講道是不爭的事實。不少教會將講

台放在教堂前方中央的位置，講道佔去整個崇拜程序

接近一半的時間，甚至不少信徒返崇拜也只是為了聽

道，均表明了講道是教會崇拜的焦點所在。信徒看重

上帝的道固然是好事，畢竟宣講聖道，就是教會存在

的意義，也是讓教會成為真教會的必要條件，傳道人

被召原本也是為此。

然而，信徒重視宣講是一回事，喜歡聽甚麼道又

是另一回事。在一個娛樂至上和感性文化主導的社會

裏，稍為嚴肅及著重理性分析的釋經講道，對不少信

徒來說，可能已經覺得沉重和吃不消了。他們愛聽的

「道」，也許是一些感人肺腑的見證故事，或是「非常

實用」有助於解決難題的日常生活之道，當然若能配以

適量的笑話就更好。因此，仍然要求作嚴謹釋經的講

道已屬難得，更遑論在講道中要有神學了。信徒一般

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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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講道和神學二分，認為講道關乎的是靈性生命實

踐的教導，實用性較高，亦普遍備受教會的重視；卻

以為神學關注的只是抽象理性的形而上思考，屬於學

術研究的範圍，理論性較強，看不到直接的實用性，

於是常被信徒束之高閣。

也許信徒的確對講道存有不少誤解，以為講道只

涉及釋經的工夫，而忽視教義神學（或系統神學）在

講道中扮演的角色。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很能指

出神學與講道的重要關係，他認為神學其中一個任

務就是反省及批判教會的宣講。在其《福音的神學》

（Evangelical Theology）一書中，便將神學與講道之間

那種動態的相互關係具體地闡明出來：「教會在其對上

帝話語的宣講上，在其對聖經見證的解釋上，以及甚

至在其本身的信仰上都可能會誤陷迷津。這樣，它不

但無助於世，反之，可能因其半錯或全錯的理解，因

其迷惘偏斜的思想，因其愚蠢或過度艱深難解的言論

而妨礙了上帝在這世界的作為。教會團契必須每天禱

告，祈求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然而它也必須盡其最

忠實的工作本分以達成此一目標。這工作就是神學的

工作。」1巴特這段說話，指出了在教會內做神學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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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信徒應盡的本分，每一位神學家、傳道人及信徒

做神學就等於事奉上帝的話語。如果聖經是上帝之道

的「見證」，則我們首先就要在聆聽（或祈禱）中領受及

詮釋上帝透過聖經要講的話，同時亦要對我們的領受

及詮釋時刻作出批判，並將所領受及詮釋的道宣講出

來，而神學就是在這種聆聽—批判—宣講上帝的道的

過程中發生的。如此說來，真正忠心事奉上帝的道的

傳道者及信徒，就不可能不神學地聆聽及詮釋聖經，

亦不可能不神學地講道了。當然巴特亦帶出了講道、

釋經和教義神學三者之間那不可分割的關係。

 鄧瑞強博士是我的同事，我們同在神學院裏教授

教義神學，他對哲學和神學有深入的認識和研究，而

且學識廣博。除了專精教義學之外，瑞強兄亦非常看

重宣講的職事，他不但喜歡講道而且實在講得好，聖

經中的上帝故事，由他娓娓道來，聽者非常享受，當

然亦得益不淺。得知他會將部分講章整理出版，肯定

是讀者之福。更難得的是，市面比較多的講道集是由

聖經學者撰寫的，這本卻不同，不但有嚴謹的釋經，

他的神哲學思想，亦已經融入整篇講章之中，因此讀

瑞強兄的講章，猶如讀他的神學作品，裏面每篇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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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正是神學釋經的優秀示範，同時亦見證了筆者在

上文所談論的，講道、釋經和教義神學三者之間那不

可分割的關係。

趙崇明

二○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註釋：

1  巴特著，龔書森譯：《福音的神學—導論》（台南：東南亞
神學院協會，1975），頁 36。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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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小書裏的文章，原本都是講章，是在崇基禮拜

堂宣道時用過的。好的講章，應結合學術性的釋經、

通透的神學見識、對神的心的感應、對會友的心靈需

要的捕捉、靈性的深度、對文史哲的一般理解、對社

會事件和思潮的回應、對人生的體會、邏輯性的思考

結構、流暢的文字、發人深省的例子等。宣講時，還

要加上演講藝術的各種元素。簡言之，講章應是學術

及靈性及藝術的結合體。如此說來，好的講員與好的

講章真是不可多得。我萬不敢說自己的講章寫得好，

但在預備講章時，總考慮到上述元素。講的時候，總

懷著謹慎恐懼的心，因為從神學而言，講道多少是代

神發言，將聖經的道變成活的聖言。

這些講章曾在不同媒體上發表過，在網絡世界裏

也流通甚廣。在網上隨意搜索一下，很容易便會發現

這些講章在不同地方留下的痕迹。曾有姊妹跟我說，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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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教會裏聽到和我的講章一模一樣的講道。這些報

告，時有所聞。對於這些事情，我一向淡然處之。

就我來說，講章橫豎都已寫了出來，心血已花了，多

幾位牧者拿來用，或多幾間教會將之放在自己的網頁

中，反增講章的效益。若因此而對信徒有幫助，我的

內心更是感恩不已。惟各友好牧者及教會引用我的講

章時，甚少加上我的名字。現在這些講章出版了，為

免有人誤會我抄了別人的東西，我在此聲明，這小書

裏的文章，全是本人原創的。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這些講章都經過適度修改，

將之變成一般文章。惟講章與文章，總有一點不同。

寫講章，有時有點似寫戲劇。讀過戲劇作品的人都知

道，作品中有很多對白，一句一句的。若要將這一句

一句的文字連起來而成為一整篇論說文，有時會顯得

怪怪的、前句與後句好像不太銜接似的。本書文章雖

然經過編輯整理，但從講章變成文章，仍難免在轉變

中留下沙石。當然，這是我的文字功力不足所致，責

任是屬於我的。

本書從不同向度討論信仰的嚴肅性。在這個自我

高張的年代，本書高舉神為絕對價值。在這個嬉戲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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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的年代，本書提示神對我們的嚴肅要求。在這個消

費主義的年代，本書拒絕將信仰約化為消費品。在這

個講求金錢與成功的年代，本書指出神聖的偉大、十

架的莊嚴。在這個輕視信仰價值的年代，本書強調信

仰對人生的承托力。簡言之，在這個世俗的年代，本

書力圖掙開世俗的枷鎖，教人抬頭看見那湛藍的晴空。

這些講章寫作的日子，離開現在約有十年了。十

年人事幾番新。現在再讀這些講章，總有很多不滿意

的地方。畢竟，社會變了，人長大了。若現在再寫這

些講章的話，肯定好多了。現在將之出版，畢竟是基

道的好意，讓我的講道服事留下足迹。中文的講道集

實在不多，希望本書在這方面有所貢獻。

本書很多文章，曾在《基督教週報》中刊登，這些

文章的版權屬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所有，現承蒙允

許使用，特此致謝。

多謝基道眾編輯同工的勞苦和努力，使本書得以

出版。

最後，感謝崇基禮拜堂前校牧伍渭文牧師及香港

神學院院長褚永華牧師。伍渭文牧師的講道，文質彬

彬，是他教我講道的大法。褚永華牧師的講道，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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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深，總在人性深處築起信仰的大廈。從他們身上，

我學曉「道」與「人」的結合。

願榮耀歸於上主。

鄧瑞強

二○一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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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將來的現在─

       改變生命的等待

	 	 	 	 	 馬可福音十三章24至3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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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Advent）是預備我們的心，迎接聖誕

節，並期待主耶穌再來的日子。在人生中，有甚麼期

待，比期待一位神更重要？

我很喜歡教會在將臨期的一個傳統，就是點起將

臨期的蠟蠋，一個禮拜燃點一枝，四個禮拜燃點四

枝，然後聖誕節便到了。這樣很能夠代表人對光明的

期望，而主耶穌的到來，就是光明的來到。誰的生命

沒有幽暗？誰不需要光明？

兩種不同的期待態度

期待將來的事，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期待態度。

中國人有句成語，叫「守株待兔」，這是第一種

期待的態度。呆在一棵樹下，等待兔仔撞過來。這一

種期待，其實是一種呆等，等時間過去。這樣等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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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會因為等待而生命改變。

另一種期待很不同。啟示錄提到，教會羣體像新

娘子等候丈夫般，等候基督。這是一種很不同的期

待。試想想你下個月結婚，情況會如何？你會呆等

嗎？不會的。你會 “keep fit”。女士會做 “ facial”、

會試婚紗。你會拍結婚照。你會訂酒席。你會聯絡朋

友。你會做很多安排。

彷彿，一件將來的事滲透著現在。彷彿，現在充

滿著將來。我們不會呆呆地讓現在一刻一刻的溜走。

我們會讓將來介入現在，引導現在，使現在充盈著超

出現在而屬乎將來的希望。懷著這種期待的人，整個

生命會因這期待而改變。

伍渭文牧師曾跟我說，將臨期第一個主日，常用

的講道題目是：“The beginning of the end”（「終局的

開始」）。但若我們對一個即將結婚的人說， “You are 

n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你正處於終局的開

始」），好像不太好。若對他說，“You are living a now 

of future”（「你正活在一充滿將來的現在中」），是否

更能表達他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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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態度，我們抱著哪種期待態度，去迎接主的

降臨？

信仰，對我們而言，是否只是等上天堂？抑或，

信仰改變著我們現在的整個存在？

經文的一點背景

經文馬可福音十三章 24至 37節，其實是主耶穌

回答門徒之前提問的兩個問題。在馬可福音十三章 2

節，主耶穌講到耶路撒冷的聖殿即將被毀。隨即，在

十三章 4節裏，門徒問了兩個問題：（1）「請告訴我

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2）「這一切事將成的時

候有甚麼預兆呢？」

第一個問題，涉及歷史的當下；第二個問題，涉

及終極的將來。這兩個問題在馬太福音裏，分開得清

楚一點。如今，在馬可福音裏，兩個問題像連在一

起。想深一層，這兩個問題又怎能分得開？你現在如

何生活，與你期待甚麼，互相影響。你現在的生活態

度，影響你期待的內容。例如：若你現在很喜歡吃東

西，你就會期望發現新的、更好吃的東西。而你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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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又會影響你現在的生活態度。例如：若你期

望更多貧窮人能得到飽足，你現在的生活態度一定很 

不同。

你是否期待主耶穌的降臨？這種期待如何改變你

現在的生命？

揭示更真實的景象

面對「聖殿幾時被毀」這個問題，在馬可福音十三

章 24至 31節裏，主耶穌作出這樣的回答。

主說：「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

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

動。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

降臨。」

主耶穌引用了舊約但以理書七章的經文，這些經

文採用了天啟文學（ apocalyptic literature）的手法來

表達。天啟文學的手法，是向人呈示一幅宇宙性的圖

畫，叫人注意現世事件背後的永恆意義。「日頭要變黑

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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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透過描述天文現象的變動，要表達現世秩序的瓦

解。現世秩序瓦解了，才能看清楚宇宙人生最後的真

相。經文說：「我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

雲降臨。」宇宙的真相就是：宇宙間真正的主，就是主

耶穌，祂即將來臨。

「聖殿」代表安全、穩妥的現世秩序。對甚麼事物

能令自己安全，每個人都有一種看法，有一種執著。

有些人渴慕感情的慰藉，有些人有錢才感到安全，有

些人千方百計要得到成功。這些都是人賴以獲得安全

的、人造的「聖殿」。主耶穌回答的重點，不是聖殿何

時被毀，而是指出只有當人賴以獲得安全的「聖殿」被

毀之後，人才能看見人生的真貌。

你是否有一些看法或執著，阻礙你看到人生的 

真相？

二○○五年十二月，世界貿易組織於香港舉行部

長級會議，當時香港政府大力宣傳自由經濟的好處。

我們需要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但問題是，這是否必

須透過國際間的所謂「自由貿易」的方式去達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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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貿易意味著無限制的競爭，當強者的經濟環境愈來

愈好時，是否因此有弱者會失去賴以生存下去的經濟 

環境？

在之前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期間，有南韓的農民

自焚抗議。當他自焚時，正是「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

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的時刻。

他犧牲生命，為要抗議人們習以為常的一些看法。他

要開啟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到弱勢國家貧窮者的真

貌。當我們追求經濟繁榮時，會否忽略有人付出了沉

重的代價？

在喜馬拉雅山山腳，有一個小國不丹。國家的政

策不是追求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國民生產

總值），而是重視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國民幸福總值）。不追求高科技的生活，而是強調人

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他們實踐經濟學家修馬克 

（E. F. Schumacher）「佛教經濟學」的理想。這經濟學

者表示：「物質主義者主要關切的是物品（goods），而

佛教徒關心的則是解脫（ liberation）。⋯⋯解脫的阻礙

不是財富本身，而是對財富的執著；不是因為享受美

好事物，而是在於對美好事物無休止的渴望。」（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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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小即是美》〔新北：立緒文化，2000〕，第 4

章。本人對譯文作了少許改動。）

的確，當我們注目於經濟上的 “goods” （物品）的

時候，我們是否忘記了甚麼是 “good” （美善）呢？

打破了現世秩序的執著，才能看見主在雲中降臨。

宇宙人生的真相是：惟有耶穌是主，祂即將來

臨。這個真相不是當下可以「包起來，裝入袋」裏的，

而是需要我們去等待的。

我們的生命，就是在等待這真相的最終實現。我

們等待主的再來。

問題是：我們抱甚麼態度去等待呢？換句話說，

我們在迎接主再來的這段期間，我們是如何生活的？

警醒：各人作當作的工

抱甚麼態度去迎接一位將要來的主，這是主耶穌

第二段經文要討論的。

關乎「終極的將來」，主如此說：「但那日子，那時

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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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惟有父知道。你們要謹慎，警醒祈禱，因為你們

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可十三 32∼33）

之前講「聖殿被毀」時，主說：「近了，正在門口

了。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可十三 

29∼30）。講一件近乎當下的事。如今，講的是一件

不知何時實現的、將來的事。這標誌著經文到了一個

新的段落。

「終極的將來」何時到來，主說不知道。我們現在

在期待的光景中。以甚麼態度去期待，正是關鍵所在。

主耶穌講了一個簡單的比喻，講出我們在期待中

的生命光景。主說：「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

外邦，把權柄交給僕人，分派各人當做的工，又吩咐

看門的警醒。」（可十三 34）

這是一個主人缺席，僕人自行處理生命的時間。

這是一個「無王管」的時間。「無王管」是人生最大

的考驗時刻。你試過「無王管」沒有？

試想像一下：在大學入學試裏，監考人員全部離

場，而考生又是互相認識的，情況會怎麼？有同學作

弊了，你會怎樣？

這是人生最大的考驗時刻。你會隨波逐流，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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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自己的崗位，盡上自己的責任？

很多人在「無王管」的時候便會放任，沉醉在當下

的快樂中，日子有一天過一天。

我們等待主再來，會否也是在這種放任中等待？

若是的話，主的再來並沒有成為一種改變我們現在的

將來。若這也算是一種等待的話，這是一種「守株待

兔」的等，「主的再來」並沒有滲入我們的現在中，使

現在變成一種要向將來負責任的生命。

主耶穌的比喻提醒我們，在「無王管」的時間，各

人更當警醒。警醒是甚麼？就是各人作當作的工。將

等待主人回來的想法，變成現在的努力。主人再來，

不是與現在無關的。關於主人再來的想法，滲透在警

醒的僕人現在的生活中，激勵著他們，更努力承擔現

在的責任。

神學家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提出「盼望神

學」，指出真正的盼望，不因現在的苦難使信仰神成

為不可接受的事；反因信仰神，並相信祂所應許的將

來，使現實的苦難成為不可接受的事。當然，面對不

可接受的事，懷著盼望的人就要起來對抗。

若宇宙人生的終極真實是主再來，那麼現實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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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和苦難，就不是終極的了。對抗現實的種種不公

義，就變成盼望主再來的人的存在方式。等待主再

來，就不是「守株待兔」地等，而是將那盼望著的將

來，化成抗拒現實不義的動力和勇氣。這種現在，滲

透著將來的力量。這就是主耶穌所說的「警醒」。

關於要來卻不知何時會來的事，在我們生活的世

界裏有一件。專家說：禽流感或各等疫症一定會來

的。若來了，按不同的估計，全球可能會死幾千萬人。

禽流感或各等疫症讓我們知道，我們全人類活在同

一天空下。我們如何生活，其實與其他人息息相關。

面對這件即將來臨的事件，我們以甚麼態度面對？

是否加倍儲備「特敏福」（Tamiflu）？

是否趁機大發末世財？趁機及時行樂？

抑或，面對這件即將來臨的事件，我們重整現在

生活的態度，使之變成一種面向主耶穌再來的「警醒」？

在香港之前的「沙士」（SARS）經驗中，我們看

到真正能令我們度過難關的，不是個人或社會有多少

財富，而是一些基本的美德。醫護人員不計較生死而

緊守崗位。人與人互相幫助、彼此相顧。是人間的溫

情，人真情的付出，讓社會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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