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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情操與信仰心靈 
 

引言、第三種關懷：在宗教主義與實用主義之間 
一個人會接觸甚至接受某種宗教信仰，按現代人的「信仰心靈」，通常會涉及兩方面的

關懷：第一種是「宗教主義」的關懷，所在意的都是相對遙遠、抽象的「過去」或「未

來」，甚至「另一個世界」的事物，例如各種創世神話、末日預言、神魔鬼怪、天堂地

獄、來世報應等等。第二種是「實用主義」的關懷，所在意的都是相對「埋身」（貼近）

和具體的「現在」以及「這一個世界」的事物，例如通過求神拜佛、占卜算命等方式來

求取風調雨順、家宅平安、事業順境等等。前者又可以稱為「他世主義」的關懷，後

者又可以稱為「現世主義」的關懷。 
 
這兩種宗教關懷，表面上好似有很大的分別，一遠一近、一抽象一具體，但卻有兩個非

常重要的共通點，以致兩者並沒有實質的衝突，可以兼而有之：第一、兩者都幾乎沒有

任何「歷史感」──要嗎只關心遙遠的「創世」與「末日」，要嗎只在乎剎那間的「當

下」，對於在「創世／末日」與「當下」之間千百年間發生的「歷史」，卻幾乎完全不在

意。第二、兩者也幾乎沒有任何「群體感」──無論關懷的是甚麼，真正在乎的其實

都以「自己」（個人）為中心，對於在歷史中形成的國家民族等觀念，非常不在意。 
 
但是，綜觀聖經，我們卻發現真正的基督信仰非常重視信仰裡的「第三種關懷」。原來

在遙遠而抽象的「他世信仰」與具體而貼身的「現世信仰」之間，尚有一度中間橋樑或

銜接──那就是「歷史」與在歷史中形成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感情」，這種對於「歷史」

與在歷史中形成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感情」的關切投入，我就稱之為「人間信仰」。 
 

１、他世信仰＜ － － － －〔我〕－ － － － ＞他世信仰 
２、現世信仰 

３、＜ － 人 － 間 － 信 － 仰 － ＞ 
 
說得簡單一些，就是民族意識、國家意識、愛國情操等等，原來是建立及構成整全的基

督信仰極重要的組成部分，足以填補「他世信仰」與「現世信仰」之間的巨大空隙，為

信仰賦上具體的血肉與深度的內涵。事實上，將基督信仰單單扣緊遙遠的過去與將來

或短淺的現在，而無視千百年來的歷史及在歷史中成形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感情，是嚴

重歪曲聖經啟示和基督信仰，使信仰扭曲降格為不折不扣的麻醉人心的「鴉片」。 
 
我不愛講理論，我愛憑藉典範來說明真理，事實上，這也是聖經的基本進路。究竟愛國

情操如何決定性地模造一個人的信仰心靈，這個信仰心靈又如何幫助他經歷信仰、明白

信仰、實踐信仰？以下，我將會舉出聖經中四個經典人物的例子來作說明。舉一已可以

反三，現在「舉四」，相信應該足夠讓大家明白愛國情操與信仰心靈的緊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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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殺人亡命的摩西 
對於像摩西這樣偉大的人物，「閒話」仍是不少。例如以下「殺人亡命」的事件，就常

被一些板起臉孔的「牧師」指責為摩西信仰人生上的「污點」。話說自約瑟一家大小定

居埃及一段時期後，以色列人繁衍昌盛，形勢大好，卻樹大招風，漸漸惹起埃及人的妒

忌和猜疑，進而對以色列人加以逼害，甚至要殘殺以色列人所有初生的男嬰。摩西就是

在這個生死存亡之秋出生，並有一番「奇遇」──  

 

徒 7:20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裏撫養了三個月。21他被丟棄

的時候，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自己的兒子。22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

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在以色列人飽受折磨奴役的時候，摩西得天獨厚，因緣際會，不僅保住小命，更成為法

老女兒的養子，享盡他的同胞兄弟想也不敢想的榮華富貴和高等教育，奇怪的是── 

 

23「他將到四十歲，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24 到了那裏，見他們一

個人受冤屈，就護庇他，為那受壓的人報仇，打死了那埃及人。25 他以為弟兄必

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他們卻不明白。26第二天，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

就勸他們和睦，說：『你們二位是弟兄，為甚麼彼此欺負呢？』27那欺負鄰舍的把

他推開，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28難道你要殺我，像昨天殺那埃

及人麼？』29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寄居於米甸；在那裏生了兩個兒子。 

 

那些板起臉孔的「牧師」往往指責摩西，說他「自以為是」、「衝動粗魯」以至於「殺人

犯誡」。他們卻沒有看清楚摩西為甚麼會自以為是、衝動粗魯以至殺人犯誡，更沒有想

清楚上帝為甚麼偏偏揀選重用這個自以為是、衝動粗魯以至殺人犯誡的摩西。請大家

先用心想想，摩西為甚麼會自以為是、衝動粗魯以至殺人犯誡？ 

 

當日，摩西若果沒有「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就不會有這等事發生，不

過，這決不會使摩西成為一個「沒有污點的摩西」，而只會使摩西不再成其為「摩西」，

只會成為長於埃及深宮的公子哥兒中的一個，最後消失在上帝的永恆計劃之中。我們回

頭再看，這個貴為法老女兒的養子，又「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的摩西，正正是前途無限，卻發甚麼神經「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我們

且再看以下一段經文，看摩西逃命之後的痛苦感慨── 

 

出 2:21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兒西坡拉給摩西為妻。22西坡拉生了

一個兒子，摩西給他起名叫革舜，意思說：「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 

 
原來，摩西生在埃及深宮，本可享盡榮華，但他深深知道：「我不是埃及人！」他要尋

根──想尋回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身分認同，於是，就「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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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結果，見到同胞受埃及人欺負，他甚至出手相救，還天真地「以為弟兄必明白神

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誰料，同胞們並不認同他的好意，他終於明白，在同胞們的心

目中：「我不是以色列人！」及至殺人亡命，逃亡到米甸曠野，在那裡結婚、定居、生

子，但他還要為兒子起名叫「革舜」，意思說：「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骨子裡，其

實就等於對自己說：「我不是米甸人！」 

 

摩西，帶著一份揮之不去的家國情懷，卻在埃及人、以色列人、以及米甸人當中，都無

處容身。或者說，在米甸，他勉強可以「容身」，但是，卻始終無法「容心」──始終

放不下自己心懷家國，自己畢竟是以色列人的那一顆「心」。在埃及本可享盡榮華，在

米甸也可安家立業，但就是放不下這一分家國情懷。這使我想到中國南宋愛國詩人陸游

的名句（《訴衷情》）──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 

 

四十歲的摩西，殺人亡命，由「埃及王子」淪為「通緝犯」，哪裡是甚麼「污點」？摩

西生命揚溢的，絕對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偉大的愛國情懷？幸好我們的上帝與那些板起臉

孔的「牧師」截然不同，祂獨具慧眼揀選摩西，更與摩西心心相印──他們都看見埃及

人逼迫自己的百姓，都聽到百姓求救的哀聲，都定意出手相助，救他們脫離苦海。摩

西能對上帝有偉大的忠誠，因為，他對自己的國家民族，先有偉大的忠誠。 
 

二、躲避上帝的約拿 
另一個常被那些板起臉孔的「牧師」指責的聖經人物，就是先知約拿。 

 

拿 1:1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2「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

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3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

華；下到約帕，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給了船價，上了船，要與船上的人

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 

 

約拿因為不想向侵略、殘害和威脅以色列人的敵人亞述人的尼尼微城傳達審判（其實是

拯救）的信息，就「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因為他想上帝早早懲罰他們，並

且消滅亞述對以色列的威脅。（事實上，約拿並沒有估計錯誤，公元前 722 年，北國以

色列就是被亞述軍攻陷首都撒瑪利亞而亡國。）但那些板起臉孔的「牧師」卻無視先知

身處的家國危機，只是一味責備約拿反叛、逃跑、不盡忠職守、自以為是、心腸狹窄，

沒有愛心、沒有「普世」眼光。他們更沒有看清楚約拿此番「逃跑」的沉重代價── 
 

1:4然而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海就狂風大作，甚至船幾乎破壞。5水手便懼怕，

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們將船上的貨物拋在海中，為要使船輕些。約拿已下到底艙，

躺臥沉睡。6 船主到他那裏對他說：「你這沉睡的人哪，為何這樣呢？起來，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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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神，或者神顧念我們，使我們不致滅亡。」7 船上的人彼此說：「來吧，我們

掣籤，看看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於是他們掣籤，掣出約拿來。8眾人對

他說：「請你告訴我們，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你以何事為業？你從哪裏來？

你是哪一國？屬哪一族的人？」9 他說：「我是希伯來人。我敬畏耶和華──那創

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10他們就大大懼怕，對他說：「你做的是甚麼事呢？」

他們已經知道他躲避耶和華，因為他告訴了他們。11他們問他說：「我們當向你怎

樣行，使海浪平靜呢？」這話是因海浪越發翻騰。 

 

請特別留意約拿以下的答覆： 

 

12他對他們說：「你們將我抬起來，拋在海中，海就平靜了；我知道你們遭這大風

是因我的緣故。」 

 
這句回答，告訴我們，約拿知道他最終不能「逃」得過上帝的指掌，因為「耶和華（就

是）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就是逃到天涯海角，終歸難逃一死，他「違命逃

跑」的後果，只有死路一條──但是，他寧願為此而死！我懇請大家，包括那些板起

臉孔的「牧師」們撫心自問，我們「違抗」上帝的意思或命令，幾時想過「寧願為此而

死」？我們違命，若非為了「利益」，就是為了「保命」，幾時會明知會命喪上帝手下而

仍要違抗命令？ 

 

約拿「寧死抗命」絕非為了利益或保命，而是為了愛惜、維護自己的祖國和同胞。這種

心腸、這種民族主義，「短淺狹窄」麼？相對於創造眾生、慈悲公義的天父上帝，當然

是！不過，相對於我們，包括那些板起臉孔的「牧師」們，約拿的愛國情操，卻是「遠

大廣闊」得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只能對他肅然起敬、自慚形穢！說句心底話：我極討厭

那些連自己國家也不愛的「普世主義」。 

 

＜ － － －上帝的心胸：胸懷普世－ － － ＞ 

＜ － － －約拿的心胸：胸懷家國－ － － ＞ 

＜我們的心胸：只有自己＞ 

 

約拿的確要在上帝面前懺悔，而我們，卻應該先在約拿面前懺悔──謙卑學習他偉大的

愛國情懷！一個人懷著深厚的家國情懷，即使一時間表現得衝動、幼稚，但他的信仰

心靈畢竟是偉大的，絕對是信仰上的「可造之材」。那些板起臉孔的「牧師」常說約拿

書記述的是約拿犯錯（甚至犯罪）和被上帝責備（甚至懲罰）。對不起，我一點也看不

出來！我看到的卻是：約拿並沒有犯「錯」，他只是「對」得不夠──他愛惜自己國民

是對的，只是更應推及愛別人的國民。上帝也沒有責備約拿，有的是苦口婆心、循循善

誘的教導與提携，為要將約拿的愛國熱誠，引導向一個更偉大完滿的境界。一時間衝

動幼稚的愛國熱誠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貌似偉大而其實冷血的「普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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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恨糾纏的耶利米 
當然，我們也要小心，就是愛國情操的確有可能變成狹窄甚至盲目的「愛國主義」。但

我要強調，我相信這也是聖經真理所強調的，就是「愛國」關乎的是信仰人格而不是

政治觀點──愛國不必然僵化成對某位領袖（例如毛澤東或蔣介石）、某個政權（例如

北京或台北）、某種主義或制度（例如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絕對信服和效忠，因為

「愛國」真正要「效忠」的是「忠誠」本身──就是人對自己的國家民族及其歷史能

夠思恩、念舊、不忘本、肯擔當的人格要求。 
 
耶利米，一位如假包換的愛國先知，他具體表現出來的，絕不是膚淺平面的盲目愛國主

義，而是有血有淚，愛恨糾纏的愛國情懷。在面對和預見到祖國（南國猶大）快將亡國

的當下，對祖國同胞的苦難，先知愛得極深── 
 

耶 8:18我有憂愁，願能自慰；我心在我裏面發昏。19聽啊，是我百姓的哀聲從極

遠之地而來，說：耶和華不在錫安嗎？錫安的王不在其中嗎？耶和華說：他們為甚

麼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虛無的神惹我發怒呢？20 麥秋已過，夏令已完，我們還未

得救！21 先知說：因我百姓的損傷，我也受了損傷。我哀痛，驚惶將我抓住。22

在基列豈沒有乳香呢？在那著豈沒有醫生呢？我百姓為何不得痊愈呢？9:1 但願

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 

 

不過，這位流淚的先知，對於祖國同胞的罪惡，卻也恨得極深── 
 

9:2惟願我在曠野有行路人住宿之處，使我可以離開我的民出去；因他們都是行姦

淫的，是行詭詐的一黨。 

 
事實上，愛之越深、責之越切的情懷，都貫串在聖經中所有先知的教訓之中。愛國，絕

對應該是一份「立體」的感情，錯綜覆雜，恩怨糾纏。 
 
說個「新鮮」的經驗：當看到北京奧運開幕儀式上的「壯觀場面」，我心中有興奮（中

國人終於「站起來」，可以一雪前恥）、有驕傲（五千年文化的確偉大動人）、有憂心（怕

「國富而驕」會種下衰敗遠因）、有反感（想到繁華背後卻犧牲了許多老百姓的切身利

益）、更有難過（運動會宣揚的「自信主義」只會攔阻中國人接受基督救恩）...一顆愛

國的心，可以不複雜、不糾纏麼？ 
 
愛國情操在信仰上之所以這麼重要，因為「愛國」不容許你愛得「抽象」（像「他世主

義」的虛渺），也不容你愛得「庸俗」（像「現世主義」的現實），因為所有具體的歷史

與在當中形成的民族故事，總是榮辱摻雜，恩怨糾纏的。只說我們中國人自己，五千年

的文化令我們驕傲，二百年的國難令我們羞恥，而半世記的國共內鬥，也使我們無所適

從。愛國是苦，但苦而仍甘心去愛，卻是信仰心靈（忠誠）最好的考驗和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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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願與基督分離的保羅 
有些人，以為國家民族感情之類的東西，只應限於「舊約」，到了「新約」，就開始了

所謂恩典時代，也就是普世時代，所以，無論是以色列或別的甚麼國家，個別的國家歷

史已經毫不重要，至於愛國情操更不僅無關於信仰，甚至有所妨礙云云。 
 
對，偏狹自大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觀念，其實不是「到了新約」，而是整本聖經由始至終

都反對的。不過，作為一種信仰人格──即忠誠念舊──的要求，卻始終如一，新約絕

對沒有否定舊約。新約最偉大的作者保羅可以作為最佳「證人」。 
 
新約羅馬書，眾所周知，宣講的是因信稱義的恩典信仰，極力反對猶太人偏狹自大的

律法主義。但保羅只是反對「猶太主義」，卻絕不反「猶太人」。若大家細心，就會發

現到了羅馬書的第九章，就是保羅將因信稱義的恩典信仰的教義，發揮到淋灕盡緻之

後，忽然筆鋒一轉，講了許多極力維護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的說話： 
 

羅 9:1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2我是

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3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

離，我也願意。4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

許都是他們的。5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他是

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阿們！ 

 
保羅非常強調「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以色列人）

的」，連「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使他「大有憂愁，時常傷痛」的正正是同胞們自己

不爭氣，錯失這許多本來「都是他們的」恩典和應許。雖然身為外邦人的使徒，但保羅

始終念念不忘同胞的得救，還為他們的失敗作出某種解釋和「辯護」── 
 

羅 10:1 弟兄們，我心裏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2 我可以證明

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3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

不服神的義了。 

 
保羅更加強調，上帝並未有完全棄絕他的同胞── 
 

羅 11:1我且說，神棄絕了他的百姓嗎？斷乎沒有！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亞伯拉

罕的後裔，屬便雅憫支派的。...4神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我為自己留下

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5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

餘數。 

 
保羅甚至頗不客氣地警告外邦信徒不要「看死」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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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25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

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26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眼下已經是「新約」了，上帝計劃的焦點也似乎轉移到「外邦人」身上了，可說是「時

空轉移」，時移世易了。不過，在這位外邦人的使徒保羅身上，他的家國情懷，卻仍是

濃得化也化不開。事實上，一個人連自己的國民也不愛，他能愛「普世」麼？上帝揀

選保羅作為普世宣教的先鋒，不是因為他「不愛本國」，倒是因為他充分「愛國」，故

而能愛及萬邦！ 
 

結語、忠於人國然後忠於天國 
摩西愛國，埃及的繁華、米甸的安定，都掩不住他的家國情懷。他要尋根，要尋找可以

終身效忠的對像，結果，在偉大忠誠的信仰人格引導下，他不僅找到同胞，更找到志同

道合的上帝，成為偉大的天國先鋒！ 
 
約拿愛國，為維護祖國，他寧死抗命。雖然剎那胡塗衝動，未充分明上帝心腸的廣博偉

大。但只要他一旦「開竅」，明白自己的淺薄不足，這種信仰心靈，卻必定願意忠誠守

命，至死方休。 
 
耶利米愛國，愛得萬般糾纏──為同胞的苦難，哀其不幸；為同胞的罪惡，怒其不爭。

先知一生都痛苦掙扎在去留之間，但終此一生，直至城破亡國，直至群眾流亡埃及，他

都與他們同其出入，不捨不離。 
 
保羅也愛國，雖身為外邦人的使徒，身為普世福音的使者，他卻念念不忘同胞命運，時

刻想望同胞們都悔改，盼望著「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日子，以至於願意為此而「自

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 
 
他們都是信仰上偉大的先聖先賢，他們都愛國。愛國是他們信仰人格裡重要、甚至核心

的內涵。他們效忠的並非某一個政權或某一套政見，而是效忠於「忠誠」本身。因為唯

有具備「忠誠」這種核心人格的人，才可能真正並長久地忠誠於上帝、忠誠於信仰、忠

誠於基督。 
 
世界，確沒有一個真正可愛的國度，中國當然不會例外，但你仍要愛國──像耶利米先

知那樣痛苦掙扎地愛，仍要努力學習去愛。須知道，忠誠愛國不一定能救國，但能救你

自己，救你脫離那些抽像的「他世主義」信仰，或庸俗的「現世主義」信仰，好讓你能

夠在具體真實、愛恨交織的人間歷史之中，像眾多的先聖先賢一樣，真真實實地遇見上

帝，追隨基督，直到天國降臨！學習效忠「人國」，為的是預備你進入「天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