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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社會政治參與塑造靈性生命  
林崇智牧師  

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一 ) 引言：  

 上帝的愛是循道衞理宗信仰的核心；是本宗神學的根基；是我們使命的動

力，因為「所謂循道衞理教義 . . . . . .這古老的信仰不外乎愛，對上帝和對世人的

愛 . . . . . .這愛乃是生命中最大的良藥，是對一個失衡世界的所有邪惡，以及人的一

切痛苦和罪行永不失敗的補救。無論哪裏有了這樣的信仰，那裏就有美德和幸

福結伴隨行。」 1所以任何屬靈操練目的，都是為了幫助人確認和經歷上帝對我

們的愛，並加深我們對上帝、對自己和對別人的愛，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藉着聖靈在我們生命中工作的成果。由於本宗強調上帝道成肉身，進入我們的

生命和生活中，故此我們對靈性生命塑造的理解，絕不是建基在生活中某些個

別抽離的活動或某些獨特的時刻，而是強調在日常生活，我們每天殷勤地使用

各種「蒙恩途徑」（Means of Grace） 2，藉着敬虔的工作（Works of Piety）和憐

憫的工作（Works of Mercy），不斷的活出「稱義和成聖」生活，在個人和社群

層面中，效法基督在愛中與上帝同行，我們靈性的生命便得以逐漸建立起來。  

(二 ) 靈性生命塑造與蒙恩途徑  

 循道衞理宗所強調的基督徒信心，必定是一份「使人發出仁愛的信心」（加

5:6），而我們所着重的基督徒完全，也就是「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

以及「愛鄰如己」（太 22:37-39）。正如上文提到，這份愛不是人的功勞或成就所

產生，而是一份恩典禮物，是聖靈先將上帝的愛傾倒在我們心中，我們才能活

出滿有愛心的聖潔生命。人所領受的愛，是藉着使用蒙恩途徑來維持和帶來增

長，那麼蒙恩途徑是甚麼？「蒙恩途徑是上帝為了祂指定的目的所設立的外在

記號、言語和行動 . . . . . .上帝通過這些「常設途徑」（Ordinary Means），把預設

的恩典、稱義的恩典和成聖的恩典賜給世人。」3蒙恩途徑幫助我們經歷上帝的

                                                      
1
 衞斯理約翰（下稱衞斯理）講章  第 112 篇「為新教堂奠基」“ On Laying the  Founda t ion of  the  
New Chapel  ”（ 177 7）。  

2
 Paul  W. Chi lcote ed.  Wesleyan Tradi t ion： A paradigm for  Renewal ,（Nashvi l le  Abingdon press,  
2002）， 88。史提夫哈伯（ steve Harper）的文章指 Alber t  Outer 認為這名詞是出於 1662 年
聖公會公禱書的大祝謝文。  

3
 衞斯理講章  第 16 篇「蒙恩途徑」“ The Means of  Grace”（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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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領受能力，讓上帝進入我們生命中工作。我們得救絕不是靠着這些途徑，

因為「上帝可以無需通過任何途徑直接賜恩給你們，然而你沒有任何理由認為

祂會這樣做。因此你應當用心，不斷地使用所有蒙恩途徑。」 4衞斯理約翰（下

稱衞斯理）深信上帝為渴慕生命成長的人，賜下常設的蒙恩途徑，也稱為「敬

虔工作」，但信徒要對上帝的恩典作出負責任的回應，生命才能成長。5衞斯理的

教導是，  

 「上帝和聖靈不受任何局限，不同的人怎樣按照指引，又怎樣獲得上帝

的恩典是多元化的、交錯的、綜合和多姿多彩的；我們的智慧告訴我們，

要順服上帝的旨意和聖靈的引導（尤其是尋找上帝的恩典途徑）......，

聖靈是樂意和自由地通過這些途徑在我們心中動工。故此渴望上帝救恩的

人 ...... 要抓住每一個機會，使用上帝所指示的一切途徑。因為有誰曉

得上帝會選用哪一個途徑賜恩典給你？」
6
 

 然而當衞斯理的信仰逐漸成熟，他理解蒙恩途徑除了常設的，有規範性的一

面外，同時也有非常設，開放性的一面。一些經過教會群體慎思和印證的活動，

確信上帝的恩典能藉此傳遞給人，衞斯理稱這些是教會設立的「審慎蒙恩途徑」

（ Prudential  Means of Grace），也就是「憐憫工作」。  

  「我們常指蒙恩途徑就是那些敬虔的工作，如讀經、領聖餐、公禱和

私禱、禁食等，但那是否唯一的方法，有沒有其它方法令上帝喜悅 ......

能傳遞祂的恩典？ ......當然有，就是憐憫工作，它與敬虔工作一樣，都

是真實的蒙恩途徑。」 7 

 在教會長大的信徒，對常設的蒙恩途徑絕不陌生，但有意識和殷勤的將關心

窮人，實踐善行，甚至爭取社會公平正義，這些個人和社會層面的道德生活看

為蒙恩途徑來塑造靈性生命，相信還不是本宗信徒所重視的，這等疏忽和偏差，

卻是衞斯理晚年愈來愈關注的。他深信慈善工作和爭取社會公義，不單是基督

徒愛心的結果和聖潔生活的證明，同時也是培養信徒屬靈品德，滋養聖潔生命

的重要途徑。所以他提醒信徒「不要讓愛像一個過客般地訪問你，而是要成為

                                                      
4
 衞斯理講章  第 37 篇「熱心的本質」  “ The  Nature  o f  Enthusiasm ”（ 1750）。  

5
 Paul w. Chilcote ed ,Wesleyan Tradi t ion ,史提夫哈伯的文章“Work of  Pie ty as Spir i tua l  Format ion”  
頁 87-97 一文有詳盡描述。循道衞理宗強調的恩典是人要作出負責任回應 ,衞斯理的恩典神
學 , 基 督 徒 生 命 成 長 。 建 基 在 兩 個 原 則 上 “ Fi r st  ,God works;  therefore  you can  work,  
secondly ,God works,  the refore  you m ust  work”。  

6
 衞斯理講章  第 16 篇「蒙恩途徑」（ 1746）。  

7
 衞斯理講章  第 98 篇「論探訪病患者」  “ On Visi t ing the  Sick”（ 1786）。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K2aTixTazYAsJ.zygt.?ei=UTF-8&meta=rst%3Dhk&fr=yfp&p=the+national+of+enthusiasm&SpellState=&fr2=sp-qrw-corr-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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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靈魂持續不變的性情，要留心讓你的仁慈 . . . . . .不僅是對那些愛你的人，更要同

樣的對待每一個人。」 8他為追求活出基督徒愛神愛人生命的人，寫了著名的講

章《錢財的運用》 9。他定下三條重要原則：（ 1）「盡你所能賺取」，（ 2）「盡你所

能節省」，（ 3）「盡你所能的施捨」。因為不合信仰的使用錢財，會破壞基督徒追

求生命的聖潔，引至我們與他人生命割離，帶來不良的結果：  

「你會為他們工作，但你不會與他們同工。你的心會為他們流血，但

你的理智和雙手不會為他們流血。你會為他們仗義直言，但你卻不會成為

他們的摯友。你會贊助他們，並支持他們的運動，但是他們的運動，不再

是你的運動。」 10 

 憐憫工作就是愛我們的鄰舍，具體行動包括：「我們所說，所做和所給予的，

使我們鄰舍的身心得益，就如把食物給饑餓的，把衣服給赤身露體，幫陌生的

人，探望患病或在囚的，安慰受痛苦的，教導無知的，責備行惡的。」 11衞斯理

順着聖經教導，開展了許多濟貧扶貧事工，然而他不看這些工作只是一種付出，

而是看為信徒得着生命和恩典的途徑。所以他要求信徒有規律的探訪病人、窮

人和囚犯。他說：「親自帶救濟品給窮人，比寄救濟品給他們好 . . . . . .，因為這樣

可以軟化我們的心，使我們自然而然彼此關懷」。 12探訪能夠「增加我們對受苦

者同情的心，加強我們的仁慈以及我們對社會的愛心」， 13沒有親身參與，「你就

無法增加你的謙卑、忍耐、溫柔以及你對受難者的同情心，這是你通過親身幫

助他們才能得到的」 14。故此親身參與憐憫工作，能幫助我們帶着上帝的眼光和

心腸，回應困苦者的需要，也能站在困苦者的處境，為他們說話，我們的屬靈

品格便漸漸建立起來。  

 衞斯理清楚的指出，個人層面的憐憫工作，諸如「探訪窮人、病人和囚犯，

與公共和私人禱告及守聖餐並列，是同樣重要的蒙恩途徑」 15，但當我們為受壓

                                                      
8
 衞斯理講章  第 100 篇「討眾人的喜悅」“ On Pleasing Al l  Men”（ 1787）。  

9
 衞斯理講章  第 50 篇「錢財的運用」“ The Use of  Money”  （ 1760）。  

10
 Lovett H . Weems, Pocket  Guide  to John Wesley ' s  Message Today ,（ Nashvi l le  Abingdon Press ,1992），

79。  
11

 衞斯理講章  第 26 篇  「登山寶訓之六」“ Upon Our Lord ' s  Sermon  on the  Mount  VI ”（ 1748）。 
12

 衞斯理，《衞斯理約翰日記》（下稱日記），許碧瑞譯（香港金陵學院託事部 /基督教輔本僑
出版社， 1956 年初版）。 1760 年 12 月 24 日。  

13
 衞斯理講章  第 98 篇「論探訪病患者」  （ 1786）。  

14
  同上。 

15
 衞斯理講章  第 92 篇「論熱誠」  “ On Zeal”（ 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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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的人發聲，挑戰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政策和制度，謀求建立一個民主法治，

公平、公義的社會，這些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憐憫行動 16，對基督徒來說，是否也

可以成為塑造聖潔生命的蒙恩途徑，與常設的蒙恩途徑並列？衞斯理在這方面

沒有作出任何論述來表達他的觀點，相信當中必定有一些特別的原因。 17但對研

究衞斯理的人，是不應停留在他的觀點上，而是應循着他的腳蹤，繼續前行，

作他當年沒有做，卻是應當做的事。相信他也不想我們將自己局限在他當年所

發現的有限「真理」內。  

 今天我們看到衞斯理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因着那些踐踏人性尊嚴，帶

來巨大痛苦的罪惡奴隸制度；因着要保障自由，這份上帝給予任何人的神聖權

利；因着經濟制度向有錢人傾斜，而出現對窮人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策，衞斯

理不斷地出版文章和小冊子，痛斥時弊，為社會的公平正義發聲，這些行動，

必定是與他一生追求的聖潔有關的目標。衞斯理選擇以論政方式，作出他的政

治性和社會性抗爭，這當然有特殊原因。他確實沒有策劃任何社會行動，但這

些深入人心、挑戰良知，以行動為導向的「基督徒抗爭文學」 18，卻激勵和支持

許多讀者們為真理和公義奮鬥，間接帶來最終的社會改革。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公民社會，信徒愈來愈多機會和需要作出社會性和政治

性參與，因為我們所生活的仍是一個罪惡世界，罪惡的權勢往往在社會、經濟

和政治等不同層面，以不同形式奴役踐踏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使人失去人性

的尊嚴。不公平和不公義的制度，迫使不少基督徒，沒有選擇的只能以抗爭形

式宣講真理 19，以行動來作出「願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禱告，

故此社會和政治的參與是有信仰的需要和充滿屬靈的向度。當我們為信仰，帶

                                                      
16

 David  Lowes Watson  ,Forming Chri s t ian  Disc iples ,（ Nashvi l le  ,D isc ip leship  Resources  ,1995）
8-12。將衞斯理推動的班會改為現代的「盟約門徒小組」，而班員活出聖潔生活的指引總綱
（ General  Rules ,1743）包括敬虔工作（Works of  P iety）和憐憫工作（Works of  Mercy），現
代化的改為個人和群體兩個層面，敬虔工作包括靈修和崇拜，憐憫工作包括個人愛心關懷
和爭取社會公義。  

17
 衞斯理一方面相信個人生命的改變，最終必定會帶來社會結構的改變，另一方面他對當時
建制政府很有信心，反而認為一些激進的社會性和政治性訴求行動，將會帶來社會動亂，結
果反而失去既有的，很艱才得到的自由和人權。而且他參與論政的時刻，正是英國社會充滿
內憂外患時刻，循道衞理運動早年被誤解和攻擊剛告一段落，他絕不會鼓勵信徒參與社會和
政治改革，再次引來被誤會擾亂社會，帶來攻擊。甚至信徒的參與可能使復興運動被激進份
子騎劫，破壞爭取已久才擁有的人權自由。  

18
 「基督徒抗爭文學」是基督教一個很強的傳統，以小冊子和其他文字出版來對抗教會和人
類社會內外的問題或錯失。博克米爾博士（ Dr.  Klaus Backmuehl）為推崇這傳統而寫了一本
名為《書籍—上帝在救恩歷史中的工具》的書，認為這些小書甚至成為改變人類命運和面貌
的催化劑。參加里托馬斯著，除永財譯《與神相遇》（基道出版社 ,2007），頁 121。  

19
 Francis  August  Schaeffer  曾寫道：「有時真理等同對抗」，取自《與神相遇》，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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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愛心參與這些行動，它們會成為上帝施恩與人的途徑，幫助我們塑造和

建立愛神愛人的聖潔生命！  

(三 ) 衞斯理約翰委身的社會政治事務  

   衞斯理認為政治是十分複雜，政治行動的背後，皆由很多難以知道，不能隨

便相信的隱藏利益所推動。由於他不是政治專家，所以他對政治是「無知」的，

他對自己的政治觀點是否正確、是懷疑和有所保留 20。因此 1768 年，衞斯理寫

信給一位朋友表示：「我不是政客，政治的事我並不十分關心 . . . . . .，我並不博

學 . . . . . .，我不確定任何事情 . . . . . .然而，你既然希望我告訴你我的想法，我願意盡

量公開 . . . . . .只是我不負上責任」。但是這位行動主義者所強調的信仰：「除了社會

聖潔外，再沒有聖潔 . . . . . .將基督教變為個人的宗教，會將基督教摧毀」 21和現實

環境，令他很快離開了他的立場。  

（1）英美民主訴求  

   在英國十八世紀 70 年代，復興運動遭遇暴徒的攻擊愈來愈少，但英國社會

卻愈趨動盪，充滿內外危機 22。衞斯理在這時刻，一方面要努力鞏固運動的發展，

處理與加爾文主義者的持續爭論和回應運動的繼任問題，但另一方面，他積極

的介入當時充滿爭議的社會和政治事務，不斷發表對權力、民主、自由、人權、

改善貧窮的意見 23，他也呼籲全國為國家危機禁食禱告 24。表面看來，衞斯理是

                                                      
20

 衞斯理，“ The Free Thought s  on the  Present  S ta te  of  publ ic  Af fa i r s”（ 1768）。  
21

 衞斯理講章「登山寶訓第四篇」 1748，多次提到衞斯理所強調聖潔信仰，不可能只停留在個
人層面的讀經祈禱，而必須在群體關係中才能建立，成長和實踐出來。這個「群體聖潔」的
觀念，在本宗很快便變成以愛上帝愛鄰舍的心，尋求社會的公義和社會的改革。  

22
 18 世紀 70 年代的英國充滿內憂外患，工業革命出現的通漲和失業，引致大量草根階層的民
憤，國內湧現追求分享更多權力的激進勢力，英國同時要面對美洲殖民地要求獨立的戰爭，
歐洲諸國借機會與英國宣戰，如愛爾蘭 1778 謀求獨立，英格蘭 1779 發生反英暴動，法國和
西班牙借機與英國宣戰， 1780 年法軍登陸羅德島，荷蘭也加入對英國宣戰，巴爾幹半島各
國拒絕提供英軍需品等等，令英國內外形勢岌岌可危。  

23
 衞斯理在 70 年代開始，發表大量論政文章，包括  “ Free Thought s on the  Present  S ta te  of  
Publ ic  Af fa i r s”（ 1768）“ Thought s Conce rning  the  Origin of  Power”（ 17 7 1）“ Thought s Upon 
Liber ty”（ 17 72）“ Thought s On The Present  Scarc i ty  of  Prov isions”（ 1773）“ Thoughts Upon 
Slavery”（ 1774 “ A Calm Address to Our American Colonies”（ 1775）“ Some Observat ion  On 
Liber ty”（ 17 76）“ A Seasonable  Address to the  M ore Se r ious Pa r t  of  the  Inhabi tan s of  Great  
Bri ta in ”（ 17 76）“ National  Sins and Mise r i s”（ 17 76）“ A Calm Address to the  I nhabi tan ts  of  
England”（ 17 77）“ A Serous  Address to the  People  o f  England wi th Regards to the  Sta te  o f  the  
Nat ional”  （ 1778）“ Prope r ty Calmly Considered  ”（ 1779）“ The Mystery Iniqu i ty ”（ 1780）。 

24
 衞斯理在 17 75 年寫信給殖民地大臣達特芧斯伯爵（ Ear l  of  Dartmouth），威廉諾治要求他向
國皇進言，舉行全國性禁食祈禱，他寫道「國家現時已困難重重，不知還有多少會接踵而來，
我們能否完全脫身呢？ . . . . . .我們是否肯定連上帝的幫助都不需要呢？ . . . . . .何不效法我們祖
先 ， 在 公 眾 場 合 肅 敬 禁 食 禱 告 ？ . . . . . .除 了 閣 下 ， 還 有 誰 會 向 國 王 提 出 呢 ？ 結 果 英 國 在
17 76-1779 期間，每年均舉行一天全國禁食日，而衞斯理也另在這幾年的八月，在本宗內舉
行為國家禁食祈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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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民主」絕不支持的人物，他反對當時愈來愈多人支持「政府的權力是

來自人民」（洛克 John Locke）  的觀點，認為「從理性和歷史的分析，都沒有政

府的權力是來自人民這回事。政府的權力是來自上帝，但上帝將這權力托負給

人，所以除了上帝外，別無其他權力」（ There is no power but of God） 25。他認

為那些在英國本土追求民主的人，尤其是以維克斯約翰（ John W i lkes）為首，

反對喬治三世的激進派人士，在議會內外煽動市民，引發動亂，要求解散國會

進行普選的人，最後只會帶來既有的人權和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暴民統治。他的

經驗是當他與一群跟隨者在露天佈道時，多次因着喬治三世的君主立憲政府有

效地控制暴徒動亂，恢復國王管治的秩序（ the K ing's Peace），群眾的公民和自

由權利才得到保障。在各種自由中，他最關注的當然是宗教自由，包括不受壓

迫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發表自由，衞斯理進一步表達：  

「信仰上的自由乃是關於我們選擇自己信仰的一種自由。根據我們自己

的良心，根據我們所擁有的最佳亮光來敬拜上帝的自由。任何一個活着的

人，都有這樣的權利，因為他是一個有理性的受造者。每一個人必須為自

己作出判斷，因為每一個人都必須在上帝面前交帳。這權利是不能被剝奪

的，它跟人性是不能分開，上帝亦從未授權任何人剝奪別人的權利，不管

那些人的膚色是甚麼。」 26 

他在評估各種政治制度後，認為當時君主立憲政府所推動的宗教容忍政策，是

最能保障英國人所享有的秩序和自由，勝過全歐洲其他國家 27。故此他十分懷

疑，甚至抗拒當時高舉的民主訴求。  

 衞斯理初期對美洲殖民地的訴求是較為同情 28，故此他反對英國政府武力鎮

壓殖民地的人民， 29但當美洲殖民的抗議變成武力抗爭，美洲殖民對自由的訴求

                                                      
25

 衞斯理，《權力來源的思考》“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Orig in o f  Power”（ 17 71）。  
26

 衞斯理，《有關自由的思考》  “ Thought s Upon Libe r ty  ”（ 17 72）。  
27

 同上，內文寫：「在歐洲以及可居住的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像英國百姓一樣，享有如此良
心上的自由？ . . . . . .並且，也是我們的祖先從征服英倫到光榮革命以來，所未曾享有過的。」
另一篇衞斯理寫的文章「就自由的一些觀察」，“ Some obse rvat ion on  Liber ty”（ 17 76），內
文寫：「人民在政府的運作上所享有的權利愈多，這個國家在世俗或是信仰上所享有的自由
也愈小。因此在一個有限權力的王朝統治下，我們在世俗和宗教都享有最大自由，在貴族
政治下次之，在民主政治下則是最少。」  

28
 衞斯理，“ Free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 te  of  Publ ic  Affa i r s”（ 1768）。衞斯理的立場是
明顯地同情殖民者。他批評喬治格倫維爾（殖民官）對殖民地的不合理對待，從法律和公
平的原則，都不能給予支持。他認為美國殖民的一些訴求，應獲合法和公正的方式處理。  

29
 1775 年 6 月，當美洲殖民與英軍發生衝突，他也寫信給時任總理諾夫公爵（ Lord North）
及殖民大臣逹特茅斯伯爵威廉諾治（W il l iam Logge），認為「美洲殖民只是用最適當，並不
冒犯的方式爭取合法和自然的自由權利，不管那是對與錯，我要問：向美洲殖民動武是否
一個正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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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倒過來，煽動了英國本土的激進民主運動，可能產生他所憂慮的癱瘓政府，

推翻王室，破壞既有人權的「暴民訴求」時 30，他在 1775 年 9 月底被塞繆爾約

翰遜（ Samuel Johnson）所寫的文章「收稅不是暴政」（ Taxation No Tyranny）所

說服，便在一夜間改變了他對美洲政局的立場。他寫一本帶來很多爭論，卻極

度暢銷的小冊子 31，甚至獲英國政府印發在教會外免費派發。衞斯理認為美洲殖

民的觀點「沒有代表便不納稅」，在道德和法理上並不成立，他們對自治的要求

也是不負責任的。但他在日記中指出，真正的威脅卻是在英國本土，「今日的英

國正處於火熖當中，一股猙獰的火熖正向着國王和幾乎所有國王的臣僕燃燒，

我要奮力撲滅這火熖，每一個忠實的愛國者豈不當一同努力？」 32 

 衞斯理在報章公開表明他希望平息獨立要求和鼓吹戰爭的聲音，因為人們應

看到，要求豁免納稅只是藉口，並不是一件正義的事。但他反對英國出兵美洲，

擔心國家因此捲入一場不容易勝利的內戰，也引發激進人士借機在國內煽動叛

亂。 33他寫信給英國領導人，呼籲他們通過外交談判來結束衝突。翌年，衞斯理

再寫一本小冊子還擊別人對他的指控 34。他指出美洲殖民一直享有真正的自由，

所以他們指控英國「謀殺和奴役他們」並不成立。現在美洲殖民要求獨立，是

基於一種不是真正的民主訴求，因為他們強調，一個人的權利是天賦的，那麼

美洲本身卻不是所有人都有投票權（例如：女性、青年、窮人均被排斥在選舉

制度之外）。而且，這群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反抗英國的人是十分虛偽，因為他們

要求自由，卻容許奴隸制度在其中。最後衞斯理認為這些訴求只會帶來失控和

渾亂的無政府狀態，所以再次強調「除上帝外別無其他權力」的觀點。一年後，

他出版一本小冊子，認為從美洲高呼要從英國的軛得到獨立，到現在軍事對峙，

就像「網中的野牛瘋狂咆哮」，但這行動不會帶來真正自由。他提醒在美洲的「循

道友」，應珍惜作為英國公民所享有的公民及宗教自由，在英美紛爭「最艱難的

時刻，面對嚴苛的困境，要作和平之子， . . . . . .盡力協助雙方軟化，謀求和睦，小

                                                      
30

 Theodore Runyon, The New Creat ion： John Wesley ' s  Theology Today ,  ( Nashville : Abingdon Press,  

   1998）174。  
31

 這小冊子名為《對美洲殖民地問題平和的說話》“A clam Address to  our  American  Colonies”  
17 75 年 10 月出版，是衞斯理對約翰遜文章的撮要和意譯。這小冊子在三星期內便售出了四
萬本，英國政府也將之印刷免費派發了十萬本以上。  

32
 衞斯理《日記》，1775 年 11 月 11 日（本文日記資料摘錄自杰森，湯姆斯（ Thomas Jacks on）
在 1831 年所編輯的衞斯理約翰書籍（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33
 Ronald H. Stone ,  John Wesley ' s  Life  and Ethic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1）179 。  

34
 衞斯理，《就自由的一些觀察》“ Some Observat ions On Liber ty”  （ 1776）。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JffTy1TRRIA5Mizygt.?ei=UTF-8&pvid=e0F.6zEwNi4JPNfEUWu15w4mNTguMVMtPQv_xgv4&fr=yfp&p=american+colonies&SpellState=&fr2=sp-qrw-corr-top


8 
 

心不要捲入另一場戰爭」。 35結果他的「中立」立埸引至本宗所有由英國差往美

洲的傳道人，被美洲殖民懷疑是王室的支持者，被迫返回英國（亞斯理除外）。  

 在美洲殖民爭取獨立戰爭期間，衞斯理的論政小冊子讓我們知道的，他真正

關心的不是美洲獨立，而是平息英國本土貧富極度懸殊下的民憤，避免國內高

舉民主自由的激進造反勢力有機可乘，最後連在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 ion）

辛苦得來的自由也失去。所以他不願見到美洲和在英國推動「民主」的人得勢。

衞斯理的一連串行動，相信有助於英國本土平息那些不滿政府者所製造出來，

反國王和反政府的言論。  

（2）奴隸貿易  

 也許我們應知道，衞斯理在介入英國與殖民地紛爭的同時，他也投身在另一

項更漫長的政治和經濟鬥爭中，就是反對不義的奴隸制度。早於 1736 年他在美

洲傳教時，便在南加州查理斯敦（ Charleston）造訪了一個慘不忍睹的奴隸市場，

由當天起，他便成為奴隸制度的無情敵人，並稱之為「最應受咒詛的惡行之首」

36。奴隸貿易是英國邁向工業化和帝國化最不人道、最不公義的社會罪惡。為了

配合殖民地種植業勞動人口的劇增需要，數以百萬計的非洲人被剝奪人權，像

畜牲般被販賣。  

       「當販奴的船隻抵達港口時，黑奴們再次赤裸裸的展露於買家前，供

他們檢驗。之後便被帶到不同的農場，與窮人永遠沒有再見機會。我們看到

母親攬著女兒痛哭，女兒攬着父母們，直至鞭手把他們分開。有甚麼會比這

更為不  人道？他們被迫永遠離開家園，造物主是否要這些高貴的創造，要

像牲畜般過這樣的一生？」 37 

   既得利益的政客、貴族、奴隸販與奴隸主、社會大眾，甚至教會都無視這種

利潤豐極厚，卻是極不人道的行為 38。為着國家小數者利益，王室和國會都為奴

                                                      
35

 衞斯理，《對英國居民平和的說話》“ A Clam Address to the  Inhabi tant s  o f  England ”（ 177 7）。 
36

 衞斯理，《日記》 17 72 年 12 月 12 日。  
37

 衞斯理，《有關奴隸的思考》“ Thoughts Upon Slavery”（ 1774）。  
38

 Manfred Marquardt ,  John Wesley ' s  Socia l  Ethic： Praxi s and Pr inc iple s ,  (Nashvi l le  :  Abingdon  
Press ,1992） 67-70。奴隸貿易是 16 世紀初由葡萄牙開始，因着利潤豐厚引致西班牙與英
國爭相加入。英國教會除個別人士反對奴隸貿易外，主流觀點是容忍不反對的。倫敦主教
也是殖民地的主教，（ Edmund Gibson）代表教會立場，以保羅的神學（加 3；林前 7；西 3）
來反對改變現行的社會制，因為基督徒是從罪惡和撒旦權勢中得釋放，洗禮時是甚麼身
份，洗禮後並不需要改變，故他反對美洲基督徒奴隸主釋放已信主的奴隸。經中的舊約和
新約都接納既有的奴隸制度，便成為英國教會絕大多數人合理化這種不義制度的理由。時
反對這不義制度的教會主要來自非主流的貴格會（Ouakers），公誼會（ Soc iety  of  Fr iends）
及門諾會（Mennonite）。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Ld00DdTQiIADPmzygt.?ei=UTF-8&meta=rst%3Dhk&fr=yfp&p=glorious+revolution&SpellState=&fr2=sp-qrw-corr-top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LrpUy1TAAgAry2zygt.?ei=UTF-8&pvid=.6TXrjEwNi4JPNfEUWu15wSpNTguMVMtT9__89eY&fr=yfp&p=thought+upon+slavery&SpellState=&fr2=sp-qrw-corr-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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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貿易提供法律保障，結果美洲一半以上的黑奴，都是由英國奴隸販所提供 39。

面對龐大既得利益的經濟和政治集團，若沒有一種普遍被認同的信仰和神學作

為反對的基礎和動力，只靠極小量非主流信徒聲音，是沒有成功希望的；而衞

斯理鮮明的信仰觀點和堅實的反對立場，便成為一個公眾人物，在整個社會層

面要求廢除奴隸貿易的象徵和代表 40。  

 1772 年衞斯理閱讀了一本描寫不人道的販賣奴隸的書籍後 41 ， 1774 年，他

寫了一本廣泛流傳的小冊子，名為「有關奴隸的思考」（ Thoughts Upon S lavery）。

這是一篇高舉人權，反對奴隸貿易最具影響力的文章。因為它不是站在本宗神

學觀點來呼籲，而是站在一種得到廣泛認同，混合當時人文主義和信仰立場提

出來的觀點。這本小冊子分為五部分：第一章衞斯理指出奴隸制度使人類墮落，

這制度已在歷史中歿落，但卻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參與復興起來。第二章衞斯

理反駁歐洲人的種族歧視，認為非洲人是次等的偏見。他的信仰和經驗都確定，

他們不是反叛、愚蠢、無理性、邪惡和懶惰的野蠻人，與歐洲人一樣，他們是

「有靈的活人」。第三章衞斯理描寫非洲人在被捉拿、販賣和運送過程中，被視

為野獸般受到極不人道，甚至酷刑對待，也引致無數家庭破裂，約三分一的奴

隸在運送過程中死亡。這些奴隸沒有法律保障，主人可隨意折磨、懲罰，甚至

殺死他。第四章衞斯理駁斥支持這不義制度的觀點。支持者指出奴隸貿易是正

當合法的，但衞斯理站在當時高舉的自然律（Natural  Law）來反駁。奴隸貿易

雖然有法律保障支持，但它卻踐踏正義與憐憫原則。自然律所賦予的人權是給

全人類，不分種族和國家的，合法並不等於合乎正義，他指出：  

「法律能使黑暗變為光明，邪惡轉為美善嗎？終使你有千萬條通過的法

律，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公義與不義，殘酷和憐憫兩者間是天壤之別的，

把如此邪惡的事加在完全沒有冒犯我們的人，那是公義嗎？ ......我完全

不同意擁有奴隸是與公義沒有抵觸。」 42 

                                                      
39

 同上，歐洲諸國先後合共將 2000 萬非洲人運送離開非洲。  
40

 衞斯理參與廢除奴隸貿易的行動，較他關注貧窮和失學的社會問題後，雖然他在美洲傳教
已發現這不義的事，但初期他所關心的，是黑奴的教育，他們在牧養和佈道上的需要。不
認同社會人士認為黑奴是次等的偏見，所以他一視同人地對待他們。中原因可能是他不想
挑戰聖公會的既有立場（他已與教會有很多紛爭），也可能是不想挑戰當時法律（因法律給
早期復興運動很大的保障）或是參與這反奴隸事工，會為復興運動帶來更多更大的攻擊（運
動初期的 30 年，常被受人煽動的暴民攻擊）。  

41
 這本書是貴格會信徒班尼茲‧安東尼（ Anthony Benezet）所寫的三本有關奴隸的書其中一
本，在 17 7 1 年出版。他也閱讀了一些其它奴隸主和奴隸販的著作。  

42
 衞斯理，《有關奴隸的思考》（ 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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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與歐洲人均擁有同樣的自然權利；謀殺和剝奪別人的自由，在自然律的

基礎上是絕對錯誤的。他隨即再挑戰另一個觀點，就是奴隸貿易有經濟的需要。

既得利益者要避免道德控訴，便只好訴諸國家的經濟需要和益處。他們認為歐

洲需要咖啡和蔗糖，但白人不能在酷熱的環境工作，只有黑人才可以。衞斯理

反對這觀點，認為同樣的工作環境，白人也能做到，況且我們不能用違背公義

和憐憫的惡行來增加我們的利益。支持者問，我們不愛國，不為國家的繁榮和

財富着想嗎？衞斯理答：  

    「智慧、美德、公義、恩慈、慷慨、愛國的心，全都是一個光輝國家

所需的，但財富則並不一定。要用邪惡手段來獲取貿易，那就情願沒有貿易

了。要用他人的淚水和血汗去換取財富，那就情願安貧了。」 43 

所以，我們不可為國家的繁榮和財富而違背真理正義。最後一章衞斯理呼籲船

主離開這種上帝審判，會令他們失去靈魂的貿易。他呼籲奴隸商離開這些販賣

人口，讓錢財弄瞎他們心眼的貿易。他們呼籲奴隸主停止這種罪惡極深，令他

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沾滿鮮血的不人道貿易。有些奴隸主會說：「我的奴隸不是

我買的，是父母留給我。」但衞斯理指這些人並不因此免受譴責。他指出：  

     「任何人有權利把別人當作奴隸嗎？一個人只要還能呼吸，他就可

以享有自由的權利。沒有任何法律條例可以剝奪他人的自由。自由權利是

來自自然律的，我們應將自由歸與那應有自由的，將自由歸還給每一個人。

不要讓任何人服侍你，除非他是自願的。除掉所有鞭子，鎖鍊和迫壓；切

實實踐「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的聖經教導 44 

這篇訴諸社會大眾良心的論政文章令人無法反駁，國會、教會和社會只好冷淡

對待，不加理會。  

  衞斯理天真樂觀和脫離現實的呼籲，沒有帶來即時果效，只有小量基督徒

奴隸主回應，作出的釋放奴隸的行動。 45衞斯理繼續公開表達他的反對立場，透

過講道傳遞信息 46，並召集信徒為廢除奴隸貿易禱告。在往後日子，衞斯理愈來

                                                      
43

 同上。  
44

 同上。  
45

 Manfred Marquardt ,  John Wesley 's  Socia l  Ethic ,  75。  
46

 縱使在英國進行奴隸貿易的主要市場，如布里斯本和利物浦，衞斯理仍是一如既往的，在
講道中反對奴隸貿易 ,並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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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多參與支持那些反對奴隸貿易的社會領袖，47提醒他們小心反對勢力及要倚靠

上帝。他離世前最後的一封信，便是寫信鼓勵反奴隸貿易的領袖，他寫道：  

「除非上帝的能力把你舉起成為『反抗世俗的亞他那修』，（不然）我不

知道你如何能夠貫徹反對那可憎之邪惡的榮耀大業。那可憎之邪惡乃是宗教

上的醜聞、英國的醜聞，也是人性的羞恥。除非上帝為這特別的目的創造你，

你將會因着眾人與魔鬼的抵擋而筋疲力竭。  

如果上帝與你站在一起，誰又能夠抵擋你 ......，奉上帝的名繼續往

前，並且行在祂剛強的能力中，直到甚至連美洲奴隸制度（乃光天化日下最

可恥的行動）也要在祂面前消失無蹤。」
48
 

這些反對奴隸貿易領袖漸漸意識到必須透過政治手段，在國會中鬥爭才能打勝

這場公義的仗。 1780 年，在貴格會向國會提交廢除奴隸貿易的議案前三年，美

國衞理公會，便宣告反對奴隸制度，並認為它與自然律、基督教信仰、人類的

愛心和上帝的法律違背 49。1784 年，美國總議會決議，所有本宗教友都要放棄任

何與奴隸貿易有關的聯繫及釋放所擁有的奴隸，雖然這些立場被別人攻擊、在

執行上因違法而遇上困難，甚至帶來教會的分裂 50，但這些困難卻沒有阻礙本宗

英美教會向國會作出要求廢除奴隸貿易的呈請，用盡方法鏟除這個根深柢固的

不義制度。 1833 年及 1865 年，奴隸制度最終在英國和美國被禁止。  

（3）結構性貧窮問題  

 1777 年，衞斯理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殖民地大臣達特茅斯伯爵，表達英國

貧富懸殊問題十分嚴重，警告政府不要在商業和就業的問題上自滿，在信中他

表示自己走遍英國，發現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在滅亡中，他們像「行走的影子，

四處悄悄遊盪」，充滿仇恨和動亂，蔑視國王。很明顯的，他也將自己捲入另一

個關注已久的社會貧窮問題上。衞斯理透過復興運動遍佈全國的班會和宗教會

社，提供多采多姿，適切窮人的服務，也與他們生活在一起，這些事工包括：  

    「給貧窮人溫飽和住屋；給失業者工作；探望那些貧病的和在囚的；

設立新的醫療和教育制度；救濟貧困的；送贈書本給有需要的；對產生結構

                                                      
47

 這些領袖包括：葛蘭威爾，夏普（ Granvi l le  Sharp），多馬格拉遜（ Thomas c larkson）及威
廉韋伯福斯（W il l iam W i lber force）。  

48
 這是衞斯理一生的最後一封信（ 1791），正是寫給威廉韋伯福斯，對他作出鼓勵支持。  

49
 Manfred Marquardt  , John Wesley '  socia l  Ethic ,72。  

50
 同上  頁 72 。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JamWiVTlAcA6dOzygt.?ei=UTF-8&pvid=jRDD0zEwNi4JPNfEUWu15xKyNTguMVMlWpb_laoo&fr=yfp&p=thomas+clarkson&SpellState=&fr2=sp-qrw-corr-top


12 
 

性貧窮問題作出質詢。衛斯理不單是服侍貧窮的，他更重要的行動是與他們

一起生活，分享生命；甚至因而感染他們的病。因為活像基督就是效法祂，

與貧窮人生活在一起。作為基督的門徒，就是要順從祂的命令，去餵養祂的

羊，服侍那最小的。」 51 

當他與窮人一起生活時，他發現社會對窮人充滿偏見，認為「貧窮是因為人懶

惰之故」。他進一步的問，為何我們的社會中有這麼多窮人？我們的政府，政策

和制度出了甚麼問題，造成這麼嚴重貧窮？ 52 

  他將對社會貧窮問題的觀察和分析，寫了一篇文章名為「物資分配短缺的

一些思考」。文章指出物資供應不足是出於那些擁有者的貪婪，而不是那些欠缺

者的懶惰，問題的核心在於「製酒、重稅和奢華生活」，他將文章投搞在一份晚

報中表示：  

    「為甚麼在英格蘭每個地方都有成千上萬人捱飢抵餓，步向滅亡？

我認識真相，有人隔天才有錢買點粗食餬口，有婦人從糞堆中撿起腥臭的

西鯡魚，帶回家餵養自己及孩子。有人收集連狗兒也棄掉的骨頭，用以熬

湯以續殘生。  

......為甚麼不管糧食及土地，甚至差不多任何物品都那麼貴？因為

幾乎所有可以數出來的物品都抽了重稅。然而為甚麼稅項那麼高？因為要

償還國債。只要國債未還清，稅項必持續沉重。」 53 

  衞斯理晚年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從初期提供直接扶貧服務，發展到為早期

工業革命的受害人抗議發聲，他甚至對全國性滅貧政策作出一些建議。衞斯理

問：為何失業和饑荒遍佈整個英國？因政府政策不公平的照顧貴族地主。政府

的圈地政策，使貧富懸殊更嚴重，令窮人生活失去保障，加倍艱苦。地主們投

資在回報更高的純種馬匹買賣上，使大批耕地變成畜牧的馬場，由此引致糧食

供應嚴重不足，價格不斷提升，農民被迫離開家園，湧往新興的工業大城市尋

找生計。由於勞動市場供過於求，失業率達 20-40%，故此薪金偏低，窮人即使

找到工作，也無法養活家庭。有錢的人生活奢華，沒有將利潤合理的回饋工人，

而龐大的國債和重稅所引發的通脹，令大部分人被迫將所有收入用來購買食

                                                      
51

 Mr.  Douglas Meeks  ed. ,  The Port ion of  the  Poor ,（Nashvi l le :  K ingswood Books,1995） 10。  
52

 衞斯理，《物資分配短缺的一些思考》“ Thought s On the  Presen t  Scarc i ty o f  Provi sions  ”
（ 1773）。這也是那位關心窮人，著名的卡馬拉大主教（ Archbishop  Helder  Camara）所說
的名句：「當我給窮人食物，他們稱我為聖徒。當我問為何窮人沒有食物，他們稱我為（搞
事的）共產主義者。」  

53
 同上。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LEPaSVTNBEAe8.zygt.?ei=UTF-8&meta=rst%3Dhk&fr=yfp&p=nashville&SpellState=&fr2=sp-qrw-corr-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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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無餘錢用來購買生財工具，導致家庭式的小生意逐漸消失。衞斯理又問：

為何國家通脹那麼利害，如麵包為何那麼貴？因為英國一半的麥已轉去製造利

潤回報更高的酒。穀為何那麼貴？因為地主們將大量的穀用作純種馬匹的飼

料。牛羊價格為何那麼高？因為他們數量大減，地主轉往投資外銷的馬匹生意。

地主們抬高租金，將農田租給失去田地的小農戶，結果小農戶便將增加的租金，

轉移到售價上。政府不斷提高稅項，令物價昂貴，為的是要償還發動戰爭而支

付的軍費，這些軍費令政府欠下大量國債，最後由窮人支付 54。  

  衞斯理認為解決的方法，就是提高就業率和令食物的價格下調，平民才有

餘錢買生產工具，打破惡性循還。他認為別無他法，改善貧窮問題是需要政府

的干預 55，因為這是一個公義的政府應盡的責任 56。他建議政府要：（ a）禁酒，

減少對人有害的酒的銷量，以使麥價下降。（ b）增加馬車稅，以減少馬匹的需

求，從而降低穀物的價格。（ c）對出口到法國的馬，每匹抽重稅十鎊，使外銷

馬匹減少，以便吸引地主轉而飼養牛羊，帶來價格下調。（ d）租金管制，使小

農戶在合理的價錢下租用農地，讓雞和豬供應增加而降低價格。（ e）減少軍費

開支以減少國債，以便減低稅項。他也希望持有政府債券的富裕人士作出犧牲，

減去政府一半國債，好使稅項和通脤下降。（ f）增加就業，使窮人離開苦境。雖

然衞斯理對複雜的社會問題過分簡單分析和採取過分樂觀的建議，而未能對症

下藥，被政府採用。但他認為在一個極度貧富懸殊的社會，政府的責任是要建

立公平合理的政策，甚至應是一個向窮人傾斜的政府，而不是採取亞當史密夫

（Adam Smith）所高舉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來解決貧窮問題的觀點是正確的。  

 衞斯理自六十五歲開始，便積極進入社會性層面的經濟和政治領域，以論政

的方式關注人權、自由、正義、貧窮和政府角色等社會事務，相信這些參與經

驗和隨之而來的神學反省，令他在「論述蒙恩途徑的重點轉移，愈來愈重視 . . . . . .

憐憫工作，視之為所有蒙恩途徑中至為重要的 . . . . . .能重塑並完成信徒的成聖與完

全」的生命。 57 

                                                      
54

 許介鱗著《英國史綱》（三民書局 2008），頁 133-136 .國的國債因戰爭不斷增加，17 17 年國
債為 5,400 萬鎊，1763 年國債已升至 10,000 萬鎊。17 75 年為 12,600 萬鎊，1782 年增至 23,700
萬鎊， 1814 年國債竟高達 85,900 萬鎊。這些因戰爭而來的國債需靠稅收和開拓殖民地市
場來支持和償還。  

55
 Theodore Renyon ,  The  New Creat ion ： John Wesley ' s  Theology Today ,  189。  

56
 衞斯理在一篇名為《論夫妻之道》的文章中寫下：「公義是政府的生命和靈魂，沒有公義的
政府比一具死屍更差」。  

57
 何威達「論蒙恩途徑：重訪 1740 年代之約翰衞斯理」文章 ,收錄在徐瑞華編《約翰衞斯理
的恩典觀》（世界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會 ,  2013）頁 66-67。作者指出這些後期講章包括
「論熱誠」 1781，「論慈惠」 1785，「論探訪病患者」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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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信徒藉着參與社會與政治事務達致靈命塑造  

  靈命塑造的方式很豐富，沒有標準化和劃一的途徑，因為上帝是一位有位

格，不是機械化的神，上帝賜給每一個人獨特的生命氣質和不同的信仰歷程，

讓人的靈性生命成長。然而在上帝採用不同的途徑賜恩給我們的同時，我們也

應選用適切自己的不同方式，親近上帝 58。在教會過往二千年歷史中，她向我們

展示了既豐富又不同的塑造生命屬靈傳統。59當我們帶着真誠的信心和愛心去實

踐，每一種方式都可令不同的人，經歷到上帝的大愛和真實，帶來生命的更新、

改變和成長。  

    加里‧托馬斯（Gary L. Thomas）的著作《與神相遇：認識親近神的心靈路

徑》其中一章是「行動主義者：透過對抗愛神」。他這樣寫：「行動主義者實際

上是透過戰鬥得到屬靈的餵養 . . . . . .耶穌自己也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

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約 4:34） . . . . . .當然我們怎樣作上帝的工，會決定我們是

否得到餵養。 . . . . . .只有一種人可以接近正確的方法打主的仗，那就是天生不好

戰的人。 . . . . . .不是因為我們喜歡鬥牛的氣味，而是因着為了上帝的緣故，我們必

須這樣」。 60當我們為着上主公平公義的實現，帶着愛上帝愛人的心懷，持續意

識地倚賴上帝，而不是靠一己力量去作出抗爭，這個過程必會帶來我們與上帝

關係更緊密。因為與不義抗爭涉及面對社會中巨大罪惡權勢，所化身成經濟和

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並以私利為依歸的社群和組織，它們必定以各種形式的

壓力、威脅和利誘等手段迫我們就範，一切都超乎我們力量所能應付的。當我

們堅持立場，容許自己暴露在恐懼、失控的險境下，這等危機常會令你產生對

上帝的倚靠，這些經驗是平常情況不存在的。在這特別時刻，我們非常需要上

帝的同在保證，我們會十分恐懼只有自己獨自面對抗爭，甚至擔心生命的安危。

但當我們憑着信心踏上超過我們力量所能面對、為公義抗爭的旅程，並深信祂

是一位又真又活，掌管一切的主，我們便常會經歷到上帝信實和奇妙的介入；

我們會得着與上帝一起面對考驗和危機所建立的親密團契，我們的生命視野會

                                                      
58

 加里‧托馬斯著，陳永財譯《與神相遇：認識親近神的心靈路徑》，（基道出版社 ,2007）頁
3-11。  

59
 傅士德著，袁達志譯《屬靈傳統禮讚》，（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01）。傅士德‧史雅各合著      
袁達志，陶婉儀譯《屬靈操練之旅》，（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  2004）。兩書均以塑造基督生命
為中心，展示出在基督教歷史中，基督徒先賢不同的氣質和以不同方式去尋求上帝，彰顯
基督的生命。可參《與神相遇》頁 12-23。  

60
 加里‧托馬斯著，陳永財譯《與神相遇》，頁 117。作者轉引自薛華的書《基督徒的標記》， 

  （ Franci s Schae ffe r ,  The Mark of  the  Chri s t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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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一個新的靈性世界，我們的屬靈生命會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但是行動主義者很容易陷入精疲力盡、信心動搖、仇恨憤怒、指控論斷、絶

望孤立、驕傲自義等難以避免的信仰危機。故此，參與抗爭行動的人必須常用

各種常設的蒙恩途徑，尤其是禱告、默想、崇拜和聖餐等個人和群體的屬露操

練面對試探，與生命和真理的主連結，以便社會抗爭這種「另類」蒙恩途徑，

確能帶來美好果效。梅頓（ Thomas Merton）指出，這些生活在抗爭中的人，雖

然無法整天都沉醉在上帝的同在中，甚至他們的內心和氣質，也不適合過純粹

的默觀生活，但只要他們是為了上帝和為上帝的愛而行動，雖然他們是活躍的

勞動者，但他們也是半默觀者，因為他們藉着在自己所做和忍受的一切中順服，

就如兄弟般的仁慈、自我的犧牲、完全順從上帝旨意，保持內心的極大純潔，

他們比自己所知的更親近上帝，他們享受一種「載上面具」的默觀。 61相信最能

讓我們體會這些載上面具的默觀者，如何藉着參與社會和政治事務達至靈命塑

造，應該是一些實踐者的生命見證。  

（1）馬丁路德金：為種族歧視抗爭 62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 ing）（下稱馬丁）生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維

持種族隔離政策的美國社會，當時的美國南部，歧視、侮辱，甚至虐待有色人

種，被大部分人看為天經地義的事。馬丁投入抗爭行動是沒有預先策劃的，他

因着勇敢地拒絕走到公車後排就座，便在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被推出來領導

當時的民權運動。無情的壓力隨即從各方面而來。他經常面對種族分離主義者

和聯邦調查員的死亡恐嚇，一個炸彈在他家裏爆炸，每星期都有黑人教會被人

縱火焚燒，他的義工被恐嚇、歐打、囚禁，也有些賠上了性命，他的運動籌款

工作常遇難阻。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對他採取的方法作出嚴厲，甚至失實的抨擊。

他的盟友，「有色人種全國聯合促進會」（NAACP）批評他太激進，但「學生非暴

力統籌委員會」（ SNCC）則認為他太軟弱。數以十計的城市學生示威，要求他陪

他們入獄。密西西比州的義工，則要求他跟他們不顧性命的共同進退。他應集

中火力去爭取黑人投票權利？還是改善貧窮問題？那些不公義的法例該以蔑視

法庭，公民抗命的形式違反？數不盡的問題和張力在他身邊盤旋。  

                                                      
61

 梅頓 Thomas Merton,  what  i s  con t empla t ion  （ London:  Barnes &Noble  ,1950)  14-15。  
62

 楊腓力著，許立中譯《靈魂幸存者》（海南出版社 2010），「馬丁路德金：黎明前的漫漫長
夜」頁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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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些抗爭中，排山倒海的壓力下，馬丁經驗了他生命中最重要一夜，他

親身經歷了上帝。每當他日後遇到任何壓力超過他能夠應付時，他常常回到這

段上帝應許同在的經驗中，支取恩典和力量。事件發生在他領導運的消息宣布

不久，三 K 黨的恐嚇便陸續來到，他更被以「超速」罪名關在監獄。驚魂未定

的他剛出獄，回到家中坐在廚房思考，他是否可以堅持下去或是辭職不幹，重

返他一向嚮往的平靜學術生活。那時約在午夜，他心中非常焦慮和恐懼，家中

的電話響起，對方說：「黑鬼，我們現在受夠你和你的把戲，如果你三日內不離

開這個市鎮，我們會讓你的腦袋開花，炸掉你的房子。」在隔鄰房間，他的妻

子和初生女兒已熟睡。他回憶那一夜的情況：「我坐在餐桌旁，想着我的小女孩，

想到她隨時可能不再在我身邊。我又開始想到那位盡心奉獻和忠貞的太太，她

就在那邊睡着 . . . . . .我到了一個無法繼續忍受的地步，我很軟弱 . . . . . .。那時我發覺

信仰必須對我成為真實，而我必須親身認識上帝。我對着那杯咖啡低下頭來，

我永不會忘記 . . . . . .我做了一個祈禱。我大聲的禱告說：『主啊！我在這裏，想做

一些正確的事情，但主啊，我必須承認，我現在很軟弱，我正在顫抖，我正在

失去我的勇氣。』 . . . . . .就在那個時候，他彷佛聽見一個微小的聲音對他說：『馬

丁，為公義站起來，為正義站起來，為真理站起來，我就常與你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 . . . . . .面對難以招架的罪惡權勢，我聽見耶穌的聲音說：『要繼續爭

戰』。祂應許永不離開我，永不會剩下我一個，不、永不孤單。不、永不孤單。

祂應許永遠不會離開我，永遠不會剩下我一個」。三天後，正如電話所警告的，

一個炸彈在他屋子前廊爆炸，他平靜地面對說：「我幾晚前的經歷，讓我有能力

面對它。」  

 在馬丁往後十三年為公義抗爭歷程中，他曾面對許多危機，也曾有過其他信

仰經歷，但在這十三年中，每一個重大的決定，他都回到這經歷，從上帝的應

許中支取力量。上帝委派他一個特殊的任務，上帝便應許「我與你同在」。我「與

你同在」對馬丁來說；你是甚麼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差遣你，誰帶領你、

誰使用你和你倚靠誰？我們看到馬丁是因着社會的不義，也為着上帝的公義和

真理投身政治抗爭，經歷到非比尋常的上帝同在經歷。十三年的抗爭的行動，

迫使他常回到只能緊靠上帝的關係中，藉着與基督結連，他不斷地得着從上帝

而來的信心，勇氣和能力，屬靈生命得着扎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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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德華貝克神父：為正義而奔跑  63
 

 艾 德 華貝 克 神 父 （ Edward L.Back ）（ 下 稱貝 克 ） 是 上 世 紀 美 國 苦 難 會

（ Passionist）會士，二十一歲加入修會後，隨即被派往芝加哥接受神學訓練。

在神學院中，他結識了一位名麥克的修士同學。有一天麥克邀請他參加呼籲釋

放在南非受到監禁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示威遊行，貝克神父表示從未

參加過示威活動，尤其是知道這次示威可能會遭到逮捕。他正猶疑之際，麥克

便說：「我想不出有比這更好的方式，去實踐你所研究的神學」。結果貝克神父

便開始了他第一次為爭取社會正義而站出來的示威活動，隨後他繼續為那些被

剝奪公民權，在雷根政府的經濟政策中被抛棄的窮人抗爭。貝克神父表示，「他

與這些無私地參與示威的人並肩作戰，而被他們深深吸引」，藉着這些被壓迫的

人，「我發現了一個我不曾生活過的世界，我懷疑自己這麼多年來，為甚麼沒有

發現。我當然知道有人活在社會邊緣，但現在他們卻生活在我眼前。」  

 這群為反抗社會不義制度而獻上之人的熱情，繼續激勵他，於是他也加入了

為他們辯護論戰的行列。為了更熟悉這個他為之奮戰的羣體，他以未曾有的熱

誠，融入非裔美國人的經驗中，他「讀他們的歷史，聽爵士音樂，吃他們喜嗜

的食物」，就是這樣，貝克神父說：「我逐漸以不同的眼睛去看他們，我迎向一

個新的世界。」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接觸，是在我的信仰體驗，和天主教誓願

裏所缺少的。 . . . . . .當然我有幸得到召喚進入修會，過着『神聖的』隱修生活，穿

着會衣一起禱告，但是耶穌最重要的教訓，正是去幫助那些跌倒的人。祂站在

會堂面前，展開先知以賽亞的書卷，祂講的不只是祂的道，也是我們的道。 . . . . . .

現在正是我的機會，不是坐着談論如何成為祂的信徒，而是真正地追隨那位使

我如此着迷的耶穌的行動。窮人、被俘虜的、受壓迫的就在我面前，而我願意

和他們一起抗爭，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為他們傳報喜訊和自由，我開始想像自

己是個城市的傳教士。貝克神父也加入了「世界糧食協會」（ Bread for the 

World），那是一個關懷世界飢荒的組織，呼籲人們以信息和實際的行動去對抗

疾病飢荒。這群尋求正義的人告訴貝克神父一個他十分陌生的世界，促使他去

關心那個世界。這些人督促他去行動，也讓他停下來反省。參與爭取社會正義

行動，貝克神父認識到社會正義是耶穌最重要的教訓，沒有一個自稱是基督的

跟隨者，卻不實踐這個信仰。貝克神父表示，「這群為公義而奮鬥的人，使他成

                                                      
63

 艾德華貝克著，林宏濤譯《神在人間》（高國出版， 2002）頁 117-136 。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2oKmL4ijiVT1WMAcBqzygt.?ei=UTF-8&meta=rst%3Dhk&fr=yfp&p=nelson+mandela&SpellState=&fr2=sp-qrw-corr-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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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更好基督徒，要求他不斷超越自我」。  

 上帝藉着貝克神父的社會政治參與，為他掀開一個過往屬靈生命未曾進入的

新世界，他看到自己屬性生命的貧乏，他找到委身信仰的場所，他找到實踐使

命的信仰和對象。社會政治的參與成為他的蒙恩途徑，使他更明白耶穌的呼召，

樂意對社會中的困苦者作出承擔，引領他的信仰生命更成長，更豐盛（當然我

們不要忘記他是一個每天進行有規律地崇拜、默想和祈禱等屬靈操練的修士）。  

（3）朱耀明：為民主民生奮鬥 64
 

 朱耀明為香港一位浸信會牧者，上世紀七十年代中開始在柴灣區工作。當時

的柴灣是一個十分落後的社區，住滿木屋、石屋和公共房屋的基層市民，區內

醫療和交通建設嚴重不足，他漸發現有些社區問題，不是他單獨一人能夠解決。

為着改善往外區域的交通，他開始與居民及區內教會團體一起，向政府爭取興

建東區走廊。隨後向政府爭取醫療設施改善和興建一所該區的醫院。這些早期

的參與使朱牧師被視為一個壓力團體的代表。  

 朱牧師第一次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內心出現三個憂慮。他所屬較為保守的禮

拜堂會友如何看待他？他的同工怎樣看待他？當時禮拜堂正向政府申請土地建

堂，政府會不會視他為壓力團體之一而影響教會的申請？當年這些擔心讓他回

到福音書尋找答案。他說：「基督的信仰鼓勵他要道成肉身，教會應該與市民同

行，與貧苦的人一同面對困境，使他們得着支持。」但他問，若我們不投入社

區，市民又怎知道耶穌基督道成身呢？一刻間，他體會到心內的顧慮，與他對

耶穌的信仰是無關係的，故他決定衝破顧慮，踏上參與社會運動之路，為居民

爭取福利，為改善社區發聲。  

 爭取改善社區醫療設施的不足，要求設立一所醫院，很快便獲政府正面回

應，十年後醫院建成。爭取改善政府房屋政策，容許單身人士（當中不少是貧

窮老人）申請公共房屋。他參與示威，在政府部門外靜坐露宿，結果爭取了十

五年才獲得政策改善。  

 

                                                      
64

 部分資料來自駱穎佳編，龔立人、吳國明等著《遙遙民主路—回歸前後香港基督徒的政治  

評論》，（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2004）。部份資料來自朱牧師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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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因着中英聯合聲名的簽定，香港在九七年回歸中國，成為一個特

別行政區，香港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政策下建設一個

民主法治的特區。  朱牧師由此開始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爭取「八八直選」。一

九八九年加入「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  及被選任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

主運動聯合會」常務委員。 2002 年與一群學者和專業人士組成了「香港民主發

展網絡」，爭取 2007 年及 2008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2003 年，參與「七一

大遊行」，反對為基本法 23 條國家安全條例立法。 2013 年參與「讓愛與和平佔

領中環」行動，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落實於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朱牧師為三

位發起人之一。  

 在愈來愈多社會政治參與中，朱牧師表示常有來自教會、信徒、外界人士和

「敵對團體」的壓力、中傷和挑釁，他的信仰常面對嚴厲挑戰。他表示：「在教

會四幅牆內所強調的愛心和信心是未經考驗的，真正的考驗是為着信仰，將愛

心和信心實踐在爭取社會公義當中，社會才是實踐基督徒信心和愛心的場所。」

朱牧師又表示：「在參與改革社會的抗爭過程中，我們體會到那些在不公平，不

合理制度下的人痛苦地生活，我們的心會被他們苦況觸動，被觸動的憐憫心腸

會產生愛心的行動，在實踐愛的過程中，我們的愛心會更易被觸動而增長。我

們的信心在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抗爭過程，也常受到考驗。面對四方八面而來

的壓力，面對內部意見的嚴重分歧，我們常看不到成功的機會。如何能夠在無

希望中仍存盼望？那是來自我們相信有上帝與我們同在，相信上帝在我們一邊

公義最終必定勝利。」  

 參與社會與政治事務，不斷擴濶朱牧師生命的視野和找到聖徒相通的團契生

活。他說：「在為公義抗爭的過程中，他因着需要而經常閱讀，這些書籍成為了

他的靈友，帶引他回到先賢的腳蹤，體會到我們並不是孤單的。」歷代先賢的

信心和堅持，不斷地擴闊他的生命、信仰和視野，給他很大的鼓勵和動力。他

深信社會政治行動，若沒有禱告和上帝話語，這些行動很快會被重擔所拖垮，

所以他會與他的伙伴，每次會面商議前都一起祈禱，以聖經的話語互相鼓勵支

持。這是一個常能帶來轉化信仰生命的恩典行動，因為每當群體面對困境，上

帝的話語便在群體中帶來堅定的信心。無論風浪多大，我們仍是一起站在可靠

穩妥的磐石上。  

 



20 
 

(五 ) 總結：結合敬虔工作與憐憫工作，塑造整全的生命  

衞斯理在信仰成熟期，愈來愈將憐憫工作看為重要的蒙恩途徑，他的憐憫工

作也開始從個人慈惠活動，進入社會政治性的道德抗爭行動。相信他會同意聯

合國祕書長韓瑪紹（Dag Hammarakjold）的觀點：「通往聖潔之路，必須途經行

動的世界。」相信他也逐漸認識到「若我們不肯與那些造成『貧困』的人士和

制度對抗，就無法與窮人一同受苦 . . . . . .與受欺壓的人團結一致。只有「憐憫」而

沒有「對抗」，就很快會退色成無濟於事的同情」的道理。 65然而任何使用蒙恩

途徑的人，都容易跌入操控運用它和扭曲它，將過程變為目標的危機。「因為一

切外在途徑，只要與聖靈脫節，就完全無益，它們不但不能幫助人更認識上帝，

也不能叫人經歷上帝的愛。 . . . . . .一切外在途徑，除非有上帝在裏面工作，或是通

過它們進行工作，否則都是無力可憐的。因此如果有人認為這些途徑有它內在

的能力，就是大錯特錯 . . . . . .所有權柄都在於上帝，是祂通過這些途徑祝福我們的

靈魂。」 66故此使用的人要經常帶着等候、信靠，仰望上帝憐憫的心，小心避免

誤認為上帝恩典會因着我們使用蒙恩途徑，機械式的必然臨到。  

 以抗爭行動實踐憐憫工作的人，正如上文所提，常面臨很多潛在的試探與危

機，67所以我們必須要對靈性生命的塑造，有一個整合，健康和平衡的發展觀念，

才能避免蒙恩途徑變成危害靈性生命的陷阱。彭順強引用以利莎伯奧康諾

（ Eliszbeth O' Connor ）對聖靈生命的洞見指出，「靈命塑造需要『向內靈程』

（ Journey Inward）和『向外靈程』（ Journey Outward）的結合。『向內靈程』是

一個尋找在我們裏面內住的基督之旅程，『向外靈程』是一個尋找在我們中間和

在世界內住的基督之旅程。向內靈程需要獨處、安靜、禱告、默想。 . . . . . .在群體

和使命的外向靈程卻需要關懷、憐憫、見証、外展。. . . . . .這兩個靈程是互相增進，

永不能分開的。」 68故此，藉着參與社會政治事務來塑造靈性生命的人，必須全

面和經常的使用「常設的蒙恩途徑」和其它「審慎的蒙恩途徑」來檢視自己的

生命狀況，祈求得着聖靈的光照，面對自己的黑暗軟弱，領受恩典，經歷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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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順強著《盧雲的誠與愛》，（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2013）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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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愛和同在，以便在世上活出聖潔生命。  

 參與抗爭的人使用蒙恩途徑時，當中尤為重要的，是有規律的禱告生活。衞

斯理深信，禱告是「接近上帝的最好方法」，「少了個人禱告，其他的蒙恩途徑

對他們就沒有益處了。」 69騰出時間和空間安靜等候的禱告，「是預備好我們內

在的空間，讓上帝可以用轉化一切的愛來觸摸我們」，「在這些時間和空間，我

們能夠省察和回應上帝恩典的同在。」70禱告使參與抗爭的人與上帝的關係緊緊

連結，明白上帝的心思意念，得着上帝的指引，聆聽上帝微小的呼召和聲音。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蒙恩途徑，就是在群體中領受聖餐。我們在奮鬥過程中常出

現懷疑，甚至是不信，基督徒在聖餐裏的團契便可以幫助我們渡過難關，我們

知道我們不孤單。聖餐中的上帝救贖奧秘會深化我們的信仰，堅固我們的盼望

及淨化我們的愛心。聖餐禮告訴我們基督為人受死，好叫眾人可以活出豐盛生

命。效法基督那份無條件的愛，激勵我們立志在世上成為活祭 71，所以衞斯理認

為聖餐是「偉大的蒙恩途徑」，是「上帝所命定的，祂通過這聖禮，按着人不同

的需要，施予恩典，不論是攔阻恩典，稱義恩典和成聖恩典。」 72我們可以在聖

餐中找到「聖靈與大能」。 73當然信徒在參與抗爭行動中，帶來恩典和能力的屬

靈操練，還有查考聖經、公共崇拜，基督徒團契等等。沒有經常使用這些常設

恩典途徑，參與社會政治行動，最後很可能令人無法避免陷入權力和利益的渴

求和操控中，或墮入令人絕望、毁滅性的自義仇恨中，結果是參與社會和政治

改革爭取公平正義的行動，反而變成一條從光明走向黑暗的絕路。  

 但願循道衞理宗的信徒的信仰是平衡、整全和扎實的，同樣着重及經常委身

常設和審慎的恩典途徑，尤其是透過爭取公平正義的社會行動，領受恩典，活

出基督徒聖潔完全的生命，並以此作為本宗信徒的一個獨特的屬靈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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