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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教牧事工部主辦 

第八屆牧養研討會 2014 

主題：「政治生態轉型下的牧養」 

講題：從神學反思現時政治生態及其轉變 

 

I. 思想架構─「戰爭與和平」 

A. 「戰爭」：香港現時的政治生態。 

B. 「和平」/「居中」：上帝國度的政治生態。 

 

II. 「戰爭」：香港現時的政治生態 

A. 香港變成一個戰場 

(一) 政治戰爭 

1. 中港政治之爭 

2. 香港內部政黨之爭與行政立法的對抗關係 

3. 媒體的政治戰爭 

(二) 經濟戰爭 

(三) 文化戰爭 

(四) 戰況的階段性總結 

1. 社會內部矛盾、撕裂、敵對。 

2. 平庸的邪惡 (the banality of evil) 

 

B. 戰略形式─城市空間爭奪戰 (空間政治) 

1. 城市經濟空間爭奪戰 

2. 城市政治空間爭奪戰 

 

C. 香港社會矛盾(戰爭)的主要成因 

(一) 經濟因素─中環價值的獨大 

(二) 政治因素─北京價值的霸權 

(三) 偏向兩極的政治文化 

 

III. 拒絕抗爭與衝突？ 

A. 衝突是人世間的現實 (傳三 7、8) 

B. 寧願衝突，抑或統一？ 

 

 

IV. 戰爭(衝突)中邁向和平：「和平」的真義 

A. 「和平」跟「河蟹」(「和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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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和平」與「平安」同義 

shalom 的意思：「完全/成」(completeness)、「整全」(wholeness)或「完

滿」(fullness)。 

1. 具有達到目標而完滿終結的味道。 

2. 「整全」/「整體」必然包含多元和差異。(賽六十五 25) 

 

V. 「空間政治」與「和平國度」的政治倫理 

A. 空間政治的特性 

a. 負面的特性 

i. 空間的特色是獨佔和排他。 

ii. 「空間」是物欲及權力欲(權位)的象徵。 

iii. 「中環價值」反映了一種霸權式的空間政治文化。 

 

b. 正面的特性 

i. 重視在地的行動(action)。 

ii.  肉身參與委身的政治 (politics of embodiment)  

iii. 要求參與者進入公共空間。 

 

B. 由「佔中」到「居中」 

 「佔領中環」體現正面特性：「商討式民主」及公民覺醒運動。 

 「佔中」本質上也具備一種敵對及戰鬥的負面特性。 

 可否在「佔中」以外，提出一種柔性的教會政治(「居中政治」)？ 

 

C. 居中政治 (Metaxy Politics) 

  1. Metaxy 的意思 

 Metaxy 可譯作「在其間」、「居間」或「居中」。 

 「時間上的居中」(metaxy in time)。 

 「空間上的居中」(metaxy in space)。 

 

  2. 「居中政治」的特性 

a. 盼望與現實 (時間上的居中) 

i. 終末論式居中時間觀 

 現正處於「既濟與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的

時間張力之間。 

 同時這種終末論式的時間觀帶來的卻是上帝和

平國度終必實現的盼望(Hope)。 

 「新天新地」的盼望是一種「嶄新的盼望」(The 

hope of new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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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傳道書的居中時間觀 

 傳三 7、8。  

 在兩極端的張力中看出另類的世界觀。 

 傳三 1、11：上帝的時間不同於人的時間。 

 

b. 耐力與柔韌 

 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和平的政治就是時

間的政治」，因為「耐性只是和平的另一個名稱。」 

 柔韌的屬靈德性。 

 

c. 冒險與信任 

 

d. 差異與弔詭(paradox) 

 帕爾默(Parker J. Palmer)：「避談大家的差異，只會削

弱民主的潛力，因為差異其實是民主的養分─如果我

們懂得面對和處理差異的話。……保持我們政見的差

異，並一切由差異而生的衝突，是我們公善所依，是

公民社會民主所不可或缺。」(《民主，心碎的政治》) 

 培養一種弔詭的思維和心靈質素。 

 

e. 愛與和平 

舒麥加(E. F. Schumacher)：「顯而易見的是，人一生中要不

斷調和相反的事物，按邏輯來說，一些事物是不可能調和

的。站在我們身處的層次而言，生命中的典型疑難，都是

不可能解決的。以教育為例，如何調和『自由』與『規管』？

現實中無數的母親和老師都在進行這樣的調和，但沒有人

可以將調和的方法寫出來。如果你問她們是如何做到的？

他們會答，他們是引入一個更高的層次，在這層次之上，

相反的事物進到另一境界，就可以由另一種力量去出調和

─就是愛的力量。」(《小就是美》Small is Beautif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