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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著「我認為」的真理
深夜總是特別安靜，讓人沉澱。翻開賈艾梅的詩集

《若》，字裡行間充滿對基督的愛；而在書桌另一側，
李商隱的詩句卻道出人世的愁緒：「劉郎已恨蓬山遠，更
隔蓬山一萬重。」（《無題•來是空言去絕蹤》）我忽然
意識到，這世上最遠的距離不是蓬山相隔，而是人心與加
略山的距離。

從前的我，築起了一座精神的石屋，每一塊石頭都
刻著「我認為」的真理：「《聖經》不過是古代的神話故
事，哪有甚麼神聖啟示？耶穌和佛陀、蘇格拉底一樣，都
是偉大的導師。」

「神？人想像和創造的吧。」
「罪？不過是人性中的貪嗔癡罷了。」
「復活？荒謬！大概就是『心靈煥然一新』的意思。」
「永生？不過是聲名不朽、精神萬古的同義詞。」

然而，這些石塊越堆越高，石屋卻越發陰暗。某天黎明，
一場豪雨之後，陽光乍然照入，整座石屋轟然倒塌。廢墟
中，一株嫩芽正從石縫鑽出，我忽然意識到，真理或許不
在這些石塊的堆砌中，而在它們的縫隙間。

沙土堆砌的巴別塔
我是個熱愛詩詞的人，曾在工作與詩意之間掙扎。

當職業理性與詩性靈魂在體內兵戎相見時，我宛如莊周的
蝴蝶撞碎於制度之牆，像繡在屏風上的鳥，拼盡全力掙
脫，卻飛不出命運的囚籠。十餘年間，我瘋狂閱讀，從
《詩經》到《道德經》，從博爾赫斯到加繆，渴望從文字
中尋找生命的答案；但每當以為掌握了某種智慧，內心的
迷霧卻依然彌漫，那種難以言喻的哀愁，如影隨形。直
到某日，我讀到C.S.路易士的一句話：「如果我在自己裡
面，發現一種渴望，這個世界無法滿足，那麼最合理的解
釋就是，我是為了另一個世界而造的。」我心神一震。

當讀到《聖經•出埃及記》20章2至3節：「我是耶和
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
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我恍然明白，我已將詩詞奉為
神明，將對仗工整的詩句視為神諭，殊不知自己正身處偶
像崇拜之中。「他們向木頭說，你是我的父；向石頭說，

我是個熱愛詩詞的人，曾在工作與詩意之間掙扎。回首來時路，驚覺曾

經的詩詞與情感，不過是蒙召的伏筆。我終於明白，文字不再是自我救贖的

符咒，而是湧向真理的溪流。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數不盡的恩典。我怎

會是那飄如陌上的一粒塵？我當是那按時結果，葉子也不枯乾的溪畔樹。

天路行吟：從平仄迷宮到溪畔新枝
崖蜜

你是生我的……」（耶利米書2章27節）那些苦心孤詣的
詩稿，不過是沙土堆砌的巴別塔。

陷入一場隱秘誘惑
我的人生曾陷入一場隱秘的誘惑。一位詩詞班的筆

友，我們隔著手機屏幕，未曾謀面，卻心靈相契；在詩詞
唱和間，情感如藤蔓攀越理智的籬牆。我以為這是一場純
粹的詩意之戀，後來才驚覺〉—這是一場情欲的網羅。
「人若懷裡搋火，衣服豈能不燒呢？」（箴言6章27節）

我知自己沉溺於詩歌的幌子下，放縱隱秘的私欲，
任由虛榮驅使，癡癡等待對方的回應，日夜心緒翻湧，宛
如提線木偶；這份纏綿的情感，其實是一場飲鴆止渴的
狂歡。

直到有一天，我在鏡中看到自己憔悴的模樣，良知的
拷問如雷貫耳：「你還要沉淪多久？」我驀然驚醒，彷彿
那隱藏在詩詞韻律中的黑暗，被一道天光驅散。那日，我
讀到《箴言》7章22至23節：「……好像牛往宰殺之地；又
像愚昧人帶鎖鏈去受刑罰，直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鳥急
入網羅，卻不知是自喪己命。」這不正是我嗎？

在基督裡新造的人
我開始認真閱讀《聖經》，當讀到《創世記》，忽

然理解了倉頡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的震撼。當神的
氣息吹入塵泥，方塊字不再是無根的漂泊，而是在救贖的
故事裡找到了歸宿。「誰掬泥塵造我身，又噓靈氣鑄心
魂？」這不再是淺斟低酌的吟唱，而是成我悔罪與感恩的
頌歌。我開始參與教會活動，與弟兄姊妹們一同查經、禱
告、分享生命的見證。在敬拜中，我的心靈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安息；從前的焦躁與掙扎，逐漸被平靜與喜樂取代。
我開始理解，使徒保羅所說的：「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
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
5章17節）2023年3月25日我決志信主。2024年4月7日我受洗
歸入基督。

回首來時路，驚覺曾經的詩詞與情感，不過是蒙召
的伏筆。當浪子聽見「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
（以賽亞書49章15節），當「釀春為酒飲成詩」的醉客變
成「按時候結果子」的溪畔樹（詩篇1篇3節），我終於明

這首詩受陶淵明「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
（《〉詩十二首•其一》）一詩以及舊約《詩篇》1篇3節
啟發，用舊詩表達新心，獻給神，獻給主內親愛的弟兄
姊妹。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
文聆聽版音頻。

白，文字不再是自我救贖的符咒，而是湧向真理的溪流。

唱起這一首《天路歌》
那些年，在詩詞格律中走失的歲月裡，恰如雅各

在毗努伊勒的跛行，雖痛徹骨，卻終得見神的面容。如
今，我終於明白賈艾梅為何將詩集命名為《若》〉—這
「若」字原是十字架上的裂縫，讓永恆之愛傾注而入。
此刻，忽然想起〉—有人在18年前就與我談信仰，時常為
我禱告；有人在我決志時動情說：「你終於找到了自己
的信仰！」有人在我受洗時流下欣喜的淚水。

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數不盡的恩典。她
（他）們是我在地上的弟兄姊妹，在天國的家人。我怎
會是那飄如陌上的一粒塵？我當是那按時結果，葉子也
不枯乾的溪畔樹。

親愛的天父啊！請允許我這個漂泊已久、業已歸家
的浪子，唱起這一首〉天路歌〉—這歌聲穿越過往的石屋
廢墟，直通加略山的愛。那裡，才是我的精神家園。

《天路歌》

人生有根源，譬如溪畔樹。憶昔伊甸園，有主悉心護。
憐其獨無侶，骨肉為新婦。同是不朽身，卻為罪所誤。
驕矜中心藏，悖逆主分付。偷生蜷葉底，天裂怒如注。
人神永隔離，杳渺即長暮。虯根失沃壤，年命似糠絮。
欲念憂懼多，孤身荷重負。途窮草木凋，獨影無人顧。
命達花滿枝，蜂蝶爭相妒。鴻蒙事已遠，人心終不悟。
禁果凝琥珀，蛇信猶吐霧。誘以自由夢，惑以靈明故。
自由焚雙翼，靈明墮星墓。誰憐稚子苦，淵壑熔岩渡。
道成荊棘冠，浴血鋪天路。曰愛曰信望，重生新國度。
枯木會逢春，若向光切慕。按時結嘉果，枝枝常交互。
翩然一羽鴿，繞樹三匝附。悠悠一江水，泠泠向誰訴。
光明天路近，荊棘化春露。豈言好了歌，但為真理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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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為別人的好鄰舍
過去，我曾在香港一間基督教機構服侍弱勢的青少年。記得初相識時，他們還是

小學生或初中生，而我就如母親照顧孩子般，陪伴著他們成長。這些孩子大多來自破

碎或單親家庭，甚至被視為教育體制下的「失敗者」，被社會邊緣化；有些孩子因缺

乏關愛而誤入歧途，有些則在困境中掙扎求存。

在離開香港前，我與這些孩子一一道別，唯獨有一個女孩銷聲匿跡，遍尋不獲，

始終聯繫不上，她彷彿從我的世界中消失了，但我心裡總是惦記著她。沒想到，最近

我們重新聯繫上了，她向我吐露心聲：「我人生中遇過這麼多位社工，最掛念的還是

你……」這番話讓我內心百感交集。

巧合的是，當年我們是鄰居；當時，她與母親的關係緊張，內心充滿矛盾與掙

扎，而我漸漸成了她的傾訴對象。她有出色的廚藝，每次品嘗她的手藝時，總讓我回

味無窮；她更是一位充滿愛心的人，對家中的狗兒呵護備至。在農曆新年時，我常邀

請她來家裡作客，享用新年糕點，讓她感受到被接納與關懷。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她最需要的時候成為她的鄰舍，陪伴她走過艱難的歲月。

如今，她積極投入工作，雖然辛勞，卻不曾退縮，與過去那個在人生路上浮沉不定的

自己判若兩人。雖然她搬離了家，卻逐漸修復與母親的關係；她用心照顧七隻狗兒，

不僅學會了承擔責任，也戒掉過往的不良習慣。我深深體會到，無私的付出，能在人

成長的路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願我們都學會敏銳地察覺身邊人的需要，成為他人的好鄰舍。

你我也能成為寶貴的人
他是我在機構服侍時遇見的第一個少年人。雖然成長於單親家庭，又在學習路

上歷經挫折，他卻從不自暴自棄，反而在困難中奮發向上，最終成為一位深受學生愛

戴、備受同行肯定的好老師。他對教育充滿熱誠，甚至特意選擇到學生能力較弱的學

校任教，因為他深知那些孩子的需要，願意用自身的故事鼓勵他們，讓他們看見自己

的價值。

最近，他與我分享了一段深刻的經歷。今年，他帶領學生參加「創意思維世界賽

香港區賽2025」，這次比賽的籌備工作繁重，對身為助理校長的他而言，實在難以兼

顧。幸而，一位熱心的老師主動協助，讓他得以帶領學生迎戰。今年參賽的隊伍皆為

名校學生，然而，他的學生毫無畏懼，展現出非凡的實力，在即興比賽環節中，一度

大幅領先冠軍隊伍，最終勇奪香港區亞軍，更成功取得代表香港前往美國參加世界賽

的資格。

這段旅程，不僅讓他與學生們經歷了難忘的成長過程，也讓他再次確認了教育的

價值—他不僅教學，更用心發掘學生的潛能，幫助他們找到自身的價值，讓他們更

全面地發展。

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
近年來，許多申請移民到加拿大的港人面對著種種挑戰—移民政策的不確定

性、漫長的永久居留（PR）申請等待、經濟壓力與生活適應等，讓人不禁懷疑當初

申請移民的決定是否正確，甚至對未來感到迷惘。

《聖經•路加福音》12章6至7節提醒我們：「五個麻雀不是賣二分銀子麼？但在

神面前，一個也不忘記；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

雀還貴重！」即使身處困境，神從未遺忘我們任何一個人，我們在祂眼中，依然是寶

貴且有價值的。

願我們不論身處何方，都認定自己的價值，並懷抱信心與希望，勇敢前行。 B 請
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陪伴孩子食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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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期待的堂慶聚會
年少時，參加母會的堂慶聚會，一

直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時刻。不僅能夠投

入莊嚴的敬拜，晚上還有熱鬧、溫馨的聚

餐；青年團契更會精心預備各式表演節

目，為整晚增添無限歡樂與活力。記得有

一年，我們特別策劃了一場融合歌唱、話

劇與台慶元素的綜合演出，大家花了許多

時間構思與排練，過程雖然辛苦，卻充滿

笑聲與默契。這段經歷，成為我們在團契

中難以忘懷的成長記憶。

隨著孩子的出生，身份有所轉變，

參與堂慶的角色與投入也跟著改變，從以

往的積極籌備與表演，變為默默地成為聚

會的一份子。沒想到移居加拿大後，竟又

有機會參與當地教會的堂慶，不僅能感受

到弟兄姊妹對神家的熱忱，也讓我再次有

機會在其中盡上一點心力，重溫屬靈群體

的溫暖與連結。

再次加入詩班唱頌
在成為母親之前，參與教會詩班與

大學合唱團，曾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來到加拿大後，也曾動念加入社區

合唱團，只是時間難以配合，交通也成了

現實的考量，這想法便被擱置。直到教會

為慶祝三十週年堂慶，重新成立詩班，盼

望以詩歌向神獻上讚美與感恩，那一刻，

我的心再次被觸動，那久違的熱情被悄然

喚醒，我便毫不猶豫地填寫了報名表。

在師母的帶領下，我們於數個主日

崇拜後進行練習。從最初的「一頭霧水」

，到後來彼此默契漸增，歌聲逐漸融合，

那份以歌聲為祭、向神獻上的心意，有難

以言喻的感動與喜悅。

從特刊看生命見證
為了慶祝三十週年，教會決定製作

一份紀念特刊，因著自己在職場的經驗，

我主動請纓參

與校對工作。

在這過程中，

我不僅見證到

編輯與排版團

隊的用心與付出，也深刻體會到他們對每

個細節精益求精的精神。在這份義務的事

奉中，他們所展現的是單純而真摯的事主

之心。

我特別喜歡校對的工作，因為能細

讀每篇文章的內容，深入了解教會的歷

史，以及弟兄姊妹們的心路歷程，尤其是

許多移民加國的見證，述說著教會如何在

他們人生低谷時陪伴同行，引領他們認識

上帝、感受主愛，讀來令人動容。教會，

正是一個這樣的地方—當人在異鄉感到

迷惘無助時，它成為支撐與歸屬的所在，

讓人重新感受到愛與溫暖。

歡樂感恩的堂慶夜
除 了 白 日 有 敬 虔 與 充 滿 感 恩 的 崇

拜，晚上的堂慶聚餐亦令人印象深刻。

整場晚會洋溢著久違的歡樂的氛圍，各團

契、小組全力以赴，各表演環節富有特

色；其中一段打油詩的表演，尤其令人讚

嘆，不僅詞句詼諧風趣，搭配現場樂師擊

奏的節拍後，更將氣氛推至高潮，令人回

味再三。我所屬的團契則負責帶動全場互

動的遊戲，看見會眾熱情參與、專注投

入，那份歡樂與情誼悄然流轉，展現出主

內一家親的溫馨與美好。

緊 接 著 ， 由 弟 兄 姊 妹 精 心 策 劃 的

抽獎環節，更為整晚畫下完美的句點，

幾乎人人滿載而歸，禮物豐富且別具創

意，令人驚喜連連，處處可見大家的用

心與愛意。

對我而言，堂慶從來不僅是一場教

會的慶典，更是信仰旅程中重要的里程。

從年輕時在母會熱情參與，到如今在異地

重拾熟悉與溫暖的氛圍，這些片段成了我

生命中深刻的記號。特別在教會慶祝三十

週年之際，能親身參與，再次以詩歌與事

奉獻上感恩，我深刻體會到，無論身處何

地，神的家總有一種屬靈的連結，將我們

緊緊相繫。若您從未參與過教會生活，或

只短暫接觸過信仰，我誠摯鼓勵您再次走

進教會，或許，您也能在這裡找回那份愛

與歸屬的力量。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總是微妙而深刻的，它不僅能跨越地域與時間的界限，更能豐富彼此的生命。

轉眼間，我們一家移居加拿大已經兩年了，在這片陌生卻充滿機遇的土地上，我們結識了許多新朋

友，更讓我感恩的是，依然能與遠在香港的摯友保持緊密的聯繫；儘管相隔千萬里，我們仍能坦誠分

享、彼此扶持，這些點滴的交流，不僅拉近了心靈的距離，也在無形中啟迪了我們的人生。

我們一家見證他的婚禮

喜見他接受浸禮加入教會

開心家聚 來我家作客享用新年糕點

會友大合照

詩班獻詩

一家人在「打卡位」拍照

30周年特刊

抽獎禮物



姑奶奶的故事
詹維明

蝸居獨白
李鴻韜 生機無處不在

生機無處不在，包括廚房。

三、四個星期之前，我把一個紅菜頭浸在杯子的水

中，又把它放在廚房的窗前。之後，它在我經意與不經

意之間發芽生長，綠葉在紅色葉柄的支托下，一塊又一

塊地舒展出來。今天發覺，它竟然在頂尖之處長成了一

串一串的小花蕾。小花尚未綻放，但我已有密切期待它

揭曉顏色和花形的興奮。

窗前還有它的兩個鄰居：一盤泡在水裡的茨菇和另

一盤在水中已爆出綠芽來的蓮子。茨菇就是那些自超市

買來的一般食材，我挑了幾個用水浸著，沒多久就轉為

綠色，長出白白的根和青青的葉，葉子是尖而窄的三角

模樣，如同一個箭頭，加上畢直的葉莖，活脫脫就是英

文所稱它的arrowhead leaf。這些葉子，讓我看見那經已箭

在弦上，蓄勢待發更旺盛的生機。遲些時，到天氣更暖

和之際，我會把它植在水池中，但願它能開出白燦燦的

小花。

另外，蓮子在泡了三週之後，葉莖已衝出水面，挺

著一片圓圓的小葉子。待它再成長一陣子，就會是一枝

亭亭玉立的荷葉！我的憧憬，是蓮葉與茨菇在我的小水

池中綻放姿彩。

現在，我仍舊每天為這些窗前的小

苗換水一次。窗外透進來的日照，雖

然並未足以直射在小綠苗之上，

但那因陽光而靈動的生機，早

已在廚房中煥發開來了。我

打開窗子透透氣，外面猛然

傳來幾聲鳥語，太美麗了！生

機無處不在，誰說不是呢？ B 

前陣子從香港返回多倫多後，才隔兩週又再次飛

往香港。這趟回亞洲後，發現自己對時差的適應力比

預期中好，基本上每晚能睡上四、五個小時，對我而

言已經足夠了。

這次行程多了一站—從上海前往北京。因為

一直想體驗一次較長途的高鐵之旅，便特地選擇搭乘

快車，車程約四小時五十分。本以為從酒店到火車站

只需三十分鐘，早上還特意查了平時慣用的全球定位

系統（GPS），怎料北美的GPS在中國根本派不上用

場，它只顯示「理想狀態」下的行車時間，完全沒把

交通情況計算在內。最終錯過了原本預訂的班次，只

好改乘下班車，原定下午兩點半抵達北京，結果晚上

九點才到。

離上次踏足北京已有六年之久，這次重遊故地心

中滿是期待，特別想再訪那些記憶中的老字號食店，

可惜許多熟悉的味道早已隨風而去。記得以前有一條

夜街—簋街，滿街都是涮羊肉和麻辣火鍋店，還有不

少來自新疆的燒餅小攤，如今那兒幾乎全改賣眼下全國

流行的麻辣小龍蝦，一窩蜂追潮流跑。幸好在故宮附

近，發現一家水準出眾的北京餃子店，北京餃子一向以

厚皮聞名，這家餃子的皮看上去厚實，但吃起來卻是柔

韌有致，咬感十足，我一口氣吃了二十多個，回味

無窮！來到北京又怎能錯過馳名中外的北京烤

鴨？一般烤鴨店一隻鴨（包括二吃）售價約

二百八十元人民幣，那片薄薄的鴨皮，

香脆像蝦片，配料新鮮可口，讓人一試

難忘。 B

故地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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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剛開始工作時，在一家報社當記者，

夏秋交替的季節總被派到中俄邊境採訪。採訪任務

完成後，當地陪同人員提議晚上去河邊釣鯰魚，體

驗一下邊境生活。天剛擦黑，一行人拿上魚竿、馬

燈，步行到額爾古納河邊，河岸平坦，水流不急，

月亮升起，水面泛著光，天氣涼爽，我們抓一把乾

草就坐在河邊。當地人夜間釣魚不用魚杆，而是用

整卷細繩直接綁上魚鉤，把在河邊抓到的小青蛙當

餌甩入河中，魚線留在岸上的一端，則綁在插入土

中、繫上小鈴鐺的柳條枝上，一旦有魚咬鉤，鈴鐺

就會響起來，這種叫做底鉤，專門用來釣夜間才活

動的大魚。

額爾古納河是中俄界河，沿著中俄邊境一直

往北流，最終與黑龍江匯合。河水偏冷，深秋季節

開始漲水，河中的鯰魚非常多且大。釣鯰魚極需耐

心，因為咬鉤通常在深夜，

很多人會熬不住。兩個多

小時後，河邊終於傳來鈴

鐺 聲 ， 水 面 上 同 時 激 起

很 大 的 浪 花 ； 趕 忙 拉 起

魚線，感覺有東西拽著，

很重，當地朋友說一定是鯰

魚。收線的過程比較辛苦，來來

回回跟大魚進行拉鋸，持續了十多分鐘，終於拉

上來一條體長近一米多的鯰魚，約有五公斤，黃中

透黑，鬍鬚很長，寬寬的尾巴甩來甩去。我們在河

邊撿柴生火，把魚收拾乾淨，放點鹽和一把野蔥，

用帶來的鐵鍋燉上，煮好後湯色奶白，魚肉滑潤鮮

美。造物主的創造如此神奇，無論在地球哪一個角

落，都有祂豐富的饋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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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思森意 
梁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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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後又如何？

撰寫這一期專題時，有一個兩星期的時

差，執筆之時，聯邦大選結果還未揭盅；但

至出版時，勝負已塵埃落定。當本期專題

「穿越」到你的手上時，十三日前的我應該

對這刻的你説說甚麼才對？

在三十多年的移民歲月中，從未見過加拿

大有如此艱難的日子：本來大家稱兄道弟的鄰

居突然變臉，斤斤計較；地廣人稀的國度竟然樓

價飛漲；農業大國食物卻越來越貴，究竟誰可以

帶領加拿大走出此刻的困境，成為本屆大選最被關

心的議題。但即使加美關係好轉，樓價和生活指數

暫時喘定，以後是否從此國泰民安？本期專題列

出了國民最關心的多個議題，然後由專家分析癥

結所在，一些沉説痼疾可能到下屆大選仍然存在，不

花上十年八年無法解決，今期專題究竟要穿越多少屆

才會過時？

聯邦大選最受關注的往往是生計問題，但一

些人倫的價值觀又如何處理？看似離地但實際影

響深遠，就像對毒品的定性如今延害國民。加拿大

福音團契就今年的大選對政黨列出了六大問題，

分別是：「你怎樣支持加拿大的良心和宗教自

由？你如何保護兒童免於接觸有害的網絡色情內

容？你怎樣在法律上保障孕婦和胎兒？你會否終

止將安樂死擴展至精神病人，並防止擴展至十八

歲以下的青少年？你是否支持針對付費性需求的

現行賣淫法？你會怎樣支持保護加拿大以及全球

的氣候？」民生重要，但生命尊嚴一樣重要。  B

人生導航
我是一個沒有方向感的人，移居加拿大後能夠以車

代步，在家人眼中是一個奇蹟。當然，GPS（全球定位

系統）功不可沒，每次上街，它就如我的左右手般不可

或缺。

剛考到車牌，便需要送兒子上學。幾週後，我竟

棄用GPS，滿有信心地認為所走的路正確無誤，殊不

知走了一段路程後，小兒子說；「媽媽，你好像走錯

了。」我卻置若罔聞，完全不理會他的提醒，最終開上

了高速公路，只見無數汽車像悍馬般在路上奔馳。那一

刻，已後悔莫及，慌亂之際，我趕忙把汽車停在路旁，

設定GPS後繼續前行。雖然最後成功把兒子送到學校，

卻走了不少冤枉路。

在人生路上，同樣曾經偏行己路。大學畢業後，我

在一所中學任教。一年後，為了探索校園外的世界，

我沒有祈禱求問神的心意，便毅然辭去教職，嘗試了

兩份工作後，發現還是教學最適合自己。這一次我學

會求神帶領，最終重返原來的中學任教，雖然浪費了

一年時間，但在神的指引下，與學生度過了二十年多

采多姿的校園生活。

人順境時常過於自信，對自己的能力、擬定的計

劃、做的決定、走的每一步都充滿信心，即使家人、

朋友勸告，聖靈提醒，仍堅持己見，一意孤行，卻不

知已漸漸偏離方向，與神的距離越走越遠。

「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人豈能明白自己的路

呢？」（箴言20章24節）天父才是人生的導航啊！ B

談情說藝
梁立勳 回國有感          

去年底回中國，到過貴州、廣西等省份，除觀光
外，最想感受一下國內基建、科技的進步，了解國民生
活的現況。

從香港西九高鐵站出發，五個半小時後便到貴州貴
陽市。高鐵快速、穩定、整潔為我帶來好心情。坐在車
箱中段，大型行李放在車廂後段，也不擔心被偷掉，有
賴車內的監控系統。印象中貴州多山，地無三里平，交
通極不方便，更兼土地貧脊，是中國最窮的省份。但眼
前的貴陽市，高樓大廈、商舖林立，市民優悠自在，生
活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也提高了。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首要，
但要進一步安定社會，還是要透過教育。這次回國，所

到之處都看到不少有關人民提升道德水平、愛國情
懷的標語，用以教育人民：在高鐵上有：「講究以
禮待人，注意個人言行，文明用語，尊老愛幼。」

在旅遊點：「除了腳印，甚麼都不要留下；除
了記憶，甚麼都不要帶走。」

在市區裡：「講文明，樹新風，促和諧」；
「知法律於心，守法律於行。」；「關愛未成年：
關注一個成長的心靈，播種一個燦爛的明天，奉獻
一份愛心，點燃一片希望。」

在食肆裡：「光盤行動，不剩菜，不剩飯。」
在少數民族區：「我們56個民族共同構成中

華民族共同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
開誰，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國家有自信，對外更開放，想對宗教政策會更寬
鬆了。  B

淺談細嚼
黃婉雯

採訪手記
陳筱苓

對我來說，在居住的範圍內有自己的學

校，是十分新鮮的感覺。其他人已上學數週我

才加入，有點膽怯和不安，更甚者我發覺老師

們全用國語授課。我雖然聽得懂，在廣州灣時

還能夠流利地背誦總理遺囑及唱國歌，可是用

國語對白和學習則是新經驗。原來同學們來自

五湖四海，用官方語言上課乃理所當然！

其實我是杞人憂天，科目中有一門是注音

符號，説説説教導我們正確的發音。我發現自己可以

很快就把握到拼音的方法，別人是靠注音符號

學習發音，我卻可以將認識的字用注音符號寫

出來，這委實秉承了爹媽的語言天份。

海關有自己的學校，證明關員和工作人員

眾多、有足夠學童組成一間學校。校長是陳志學

女士，四年級班主任是和藹可親，身材豐泰的秦

老師。阿Dee上一年級，阿B要等下一學期才上幼

稚園，所以整天在花園遊蕩，捉蟲看花，悠然自

得，胖嘟嘟；頭髮仍然豎立的哈地已經六、七個

月大，嘰哩咕嚕的自說自話，十分可愛。

印象最深的是上學不久，秦老師送我一本她

親筆簽名的小字典，每個字都有註音符號。這本

字典在以後的日子，跟著我走遍大江南北，幫助

我學習每個字的正確發音。可惜印刷的紙張薄而

質劣，數十年後紙霉字矇，無可奈何只好扔掉，

但老師的關愛和它在我學習語言上的莫大功勞，

不能抹煞！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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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我也對「進步」懷抱期望。十

年前，自由黨高舉改革大旗上台，一度讓人以為

這個國家將走向更加文明與開放的未來；可是，

所謂的「進步」，在現實中竟逐漸變成一種令人

心驚的「放縱」。二零一八年大麻合法化！政府

打著「現代化」、「科學導向」的口號，説說是為

了打擊黑市、保障消費者安全。真相是，街頭的

煙霧瀰漫不只來自香煙，而是一股混著好奇與沉

迷的氣味。門檻一旦降低，誘惑便無所不在，原

本在學業與生活中努力摸索方向的青少年，現時

竟多了一條通往迷失的捷徑。

更讓人無法釋懷的是，政府對更強效、更

致命毒品的「去罪化」態度。在一些城市，毒品

使用者公然在街頭注射，彷彿這是一場毫無羞

恥的社會實驗；這到底是怎麼樣的文明進程，

讓家長需要為孩子擔心在上學路途會

否「誤踩針頭」？芬太尼的陰影更是

揮之不去！一個原本以平和聞名的

國家，如今竟被國際毒品集團視為肥

沃的市場。當特朗普因加國製毒氾濫

而揚言課徵懲罰性關稅，甚至威脅要

「收編」加拿大為美國第51個州時，

我雖不認同他的狂語，卻也不得不承

認，自由黨政府的無力與妥協，已讓這

個國家的尊嚴搖搖欲墜。

我不反對變革，但渴望的是一種真正關照

民生、著眼長遠的智慧，而不是披著「自

由」與「科學」外衣的短視政令，若「進

步」終究只是通往毀滅的另一種包裝，那

麼，寧願我們穩一點，也不要走向失控的

深淵。   B

母 親 節 是 歌 頌 母 愛 的 日 子 ， 然 而 ，

山東威海一宗虐童致死案，卻刺痛大眾的

心，露出人性的陰暗面。案件主角是年僅

彿他不是有血肉、有感情、會哭笑的孩子。在涵

涵奄奄一息下，他們依然沒有即時送院；直到情

況危急，才被送院的孩子已為時已晚。醫生檢查

後發現涵涵全身有傷痕，立刻報警。

審訊時，男童的外婆哭求法庭判兩人死刑。

陳靜也說後悔，要求判處自己極刑，在得悉已

婚的情夫也有不少情婦後，更一度昏厥。作為生

母，本應是涵涵最堅實的後盾，但戀愛腦讓她喪

失理智和良知。在這個母親節，我們不禁反思：

甚麼是真正的母愛？母愛不僅是生育之恩，更

是無私的付出、愛護和遮風擋雨，正如神對我

們的愛。想起《聖經•以賽亞書》49章15節說：

「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

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  B

千言味語
陸禎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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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一
樣
的
童
年
：

五歲的男童涵涵、生母陳靜和她的情人石春超。

涵涵原本有個完整的家，可是，陳靜多次出軌，

近年從網聊結識有家室和孩子的新歡石春超；為

了與情夫長相廝守，她甘做小三，不惜離婚，還

爭取撫養權。涵涵父親念及陳靜是幼師，兒子也

在她工作的幼稚園上學，且由外婆帶大，遂忍痛

放棄撫養權。

離婚後一個多月，涵涵便慘遭虐待。庭審披

露，僅僅四天內，男童遭受母親與習武九年的石

春超殘酷毆打，為母的竟沒有阻止，反而默許，

甚至參與其中。他們將涵涵稱作「機器人」，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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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何兆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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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法解釋的愛

世間很多慘痛根本不可能知其因由
香港電影《爸爸》的故事靈感源自真人真事：一名有思覺失調的青少年殺死

自己的母親和妹妹；他的爸爸經歷極大的痛苦，卻在命案發生後努力面對及原諒兒

子。如果抱「獵奇」、「偵探懸案」的心態看此戲，肯定失望而回，因它不著力描

寫事發經過及當中細節。事實上電影名為《爸爸》，透露導演志在刻劃他心目中涉

事爸爸的心路歷程。

戲中爸爸跟不少人一樣，想知悲劇為何會發生。電影有一幕是爸爸、兒子和

精神科醫生三人會面，爸爸憤怒地問兒子為甚麼做出如此殘忍的事情，兒子卻跟爸

爸說，所有人中只有他才想知答案。兒子的回覆聽來叫人毛骨悚然，但這卻表達了

導演的一個人生感悟，就是認為世間很多慘痛，我們根本不可能知其因由，追尋答

案極可能是徒勞無功。表面看，慘劇是由於兒子的思覺失調引致，但導演連同真正

的精神科醫生已在製作特輯和不同訪問中表示，思覺失調只是「病徵」；導致「病

徵」出現的疾病是甚麼，學界至今無法掌握。爸爸曾歸咎自己管教不好兒子，但家

教出問題不必然發生如斯恐怖的倫常慘劇。兒子行為和爸爸傷痛的根本原因，似乎

在此生都不能被弄清。

《約伯記》的耶和華與《約翰福音》的耶穌
面對痛苦，人會問蒼天「為甚麼」—這裡談的，不是一個人冷靜、客觀、哲

學地分析思辯神義論（theodicy）問題，而是人置身痛苦中，渴望覓得可理解的基

礎，以面對自身的困惑和切身的傷痛，這令人想起《聖經•約伯記》的故事。

約伯的朋友嘗試就約伯的苦難向他提供答案，但他們的答案都不能令約伯滿

意。在這卷書最後幾章，耶和華神親自向約伯說話，問了他一連串他不懂回答的

問題，告訴他一些在他出生以先已存在的大自然現象、受造世界之奇妙。耶和華的

說話似乎跟回答「為甚麼苦難落在義人約伯身上」風馬牛不相及，但約伯最終說：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約伯記42章6節）約伯似乎明白，他

在此生是不能就自己的苦難獲得圓滿答案的，因世間本有無數事情超越人能理解的

範圍。當走出自我並放眼眾生時，約伯發現自己的渺小；為自我痛苦覓得答案的執

著，就在目光轉移、視野被拉闊下化解消弭。

然而，人的痛苦，終究是真實、切身的。能有約伯透徹的看見固然好，但不

是每一個受着痛苦煎熬的人能豁達，並有心力放眼世界。基督信仰可貴處，就在神

「道成肉身」的信息：「神愛世人（原文為「世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約翰福音3章16節）聖子耶穌為受苦世界釘死十字架上，是神對受苦

者最徹底的愛的表現，此舉讓受苦者明白他們並不孤單；聖子耶穌跟他們同樣嘗

過痛苦的滋味，是這份愛，感動了不少人而令他們能夠面對傷痛。

聖父的痛和愛：寬恕殺死聖子的我們
談及耶穌釘十字架，大多信徒會從自己得救的角度理解此事。例如，不少教會

教導耶穌為我們的罪死，付上贖價，於是神免去了我們原有的刑罰—不能說這是

錯，但我們就較少站在聖父那邊，思想耶穌釘十架這事。

基督宗教的神在歷史中，有一段時間被認為是不可受苦的（impassible）：因

為神既是偉大和全能的，祂就不會受被視為惡的痛苦影響；但正如神學家莫特曼

（Jurgen Moltmann）說：「不能受苦的上主比任何人都可憐……苦難和不公義不會

影響祂；而由於祂完全沒有感覺，祂就不受任何東西影響或動搖。祂不能哭，因祂

沒有眼淚，但不能受苦的，也就不能去愛。」* 聖父必須能受苦，因為祂要與受苦

者感同身受，使他們產生共鳴，祂的愛才稱得上真正的愛；而對莫特曼來說，聖父

的至痛，就是聖子與祂分離，並看著聖子受苦與死亡。

唯有無法解釋的愛才能化解困惑
耶穌被釘十字架，因此，不單止攸關人類的拯救，也牽涉聖父的痛和愛；

《爸爸》的故事刺激我們對此作進一步思考。「無奈他們喊著說：『釘他十字架！

釘他十字架！』」（路加福音23章21節）—聖父的痛，也在於祂愛的聖子被祂同

樣愛的受造的人類殺死，正如電影裡爸爸的痛，在於妻子和女兒被自己的兒子殺死

一般。電影中的爸爸，當然不能比擬為基督信仰裡的聖父；然而，故事讓我們明白

傷痛越大，寬恕就越難，但仍能寬恕的話，則顯出愛有多深。

查理斯•衛斯理（Charles Wesley）昔日創作了聖詩“And Can It Be？”（《怎能

如此？》）對他來說，歌名不是一個希望獲得答案的問題，而是要驚歎地表達一種

深切的愛超越了他的想像。《爸爸》其中一句宣傳語是「唯愛解惑」：如果不明所

以的痛令人困惑，那就唯有無法解釋的愛才能把它化解。

*註：J着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The Cross of Christ as the Foundation and 

Criticism of Christian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222.  B

：不明所以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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