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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撕裂是各佔5至10%代表性的左右兩端愈
演愈激動？是市民之間意見分歧，難以產生所
謂的共識？是（政府的及文化規範意義上的）
權威衰落，以致舊有秩序、處事方式、言論，
以至價值觀出現明顯的轉變？還是情況已經嚴
重到一種狀態，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需要表
達出自己的政治立場、主張，排斥異己？所謂
的撕裂，是處於兩端的社會人士各執一詞，要
鬥個你死我活？還是整個社會已分為兩塊，非
左即右，再沒有中間、「不知道」、「無意見、
「對各種意見均不贊同」、中立、未有態度呢？ 

(呂大樂，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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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國兩制的本質 

A  一國兩制是一種共存的政治，但中
共政府不是一個聯邦政府。 

B  一國兩制的張力不只來自社會主義
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經濟制度，更來
自因兩制下不同的法治精神、文化價
值和生活方式等帶來對一國的差異理
解。 

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踐》白皮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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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為社會論述的社會撕裂 

A  按傅柯（Foucault），論述是一種權
力。它定義，並創造事實，但它不是
外在事實的代表，反而決定事實，即
透過建構知識，從而達至管制。 

B 論述所講的真理要代表甚麼；它如何
被建構；它如何將事物正常化和病態
化；它要滿足甚麼的目的和被甚麼目
的來推動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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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撕裂一詞已帶有負面之意，所以，誰
被定為社會撕裂的製造者就要背起攪
亂社會的罪名。 

D  社會撕裂論述 

 1)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透過「維穩」
達成和諧社會，公共安全政治化和秩
序至上主義。 

   2)解決社會張力主要的方法不是理性、
協商和制度改革，而是加強管治，其
中包括製造敵人、政治恐怖，甚至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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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重實用民主高於程序民主的香港社
會下，令人擔心的，莫過於當市民接
受了社會撕裂的論述後，市民就自我
懷疑一切與政府對抗的行為、以守法
為最高原則，並馴服於現實政治，而
最後，以務實代替社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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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張力是生活的記號 

A  張力  

   「張力是生命的記號，張力的結束就
是死亡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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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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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在極權社會，衝突才會被消除，
當然衝突沒有就此消失，不過是被驅
到地下，而這個團結的公眾假象，必
須不斷以暴力去支撐。在健全的民主
下，公眾衝突不但無可避免，更是無
價之寶。重視反對的權利的結果，是
促進了創意，共能幫助人去判別重大
爭議，包括真與假、對與錯、正義與
不義。」(Parker Pa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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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張力可以是社會更新力量之源在於： 

 1)  一個怎樣的社會文化才能解讀社會
的差異是張力而不是撕裂； 

    2)  甚麼社會制度會更有效舒緩社會張
力，不將它轉變為社會撕裂； 

    3)  如何藉社會張力帶動對更美好社會
的想像和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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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決定的神學 

    教會認識其身處的社會境況（social 

context of theology），以致作出適切
的神學反省和回應。這是處境神學。另
一方面，教會神學反省是否有被某一種
社會論述決定（social determinants of 

theology），以致它失去神學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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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人名義聯署 

   1)《關懷香港牧函》(2014.6.13) 

   2)  呼籲各方營造平心靜氣商談的社會
氣氛 (2014.8.7) 

    政黨的生命力在於競爭… 從強調「全
面管治權」到以宣佈「緊急狀態」相
威脅，愈是恐懼政治競爭，就愈迷信
暴力工具。若出於某種政治慣性，使
威權超出《基本法》過多，越俎代庖
又統又治，則香港前途堪虞。(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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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督徒守望香港宣言 (2014.8.29) 

   宣言的焦點不是呼籲溝通，放下成見， 而
是見證和堅持公義、揭露謊言 

B  教會的態度 

  1) 宣道會 (2014.7.25) 

  2) 信義會 (2014.7.29) 

  3)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2014.8.15) 

  4) 播道會 (2014.9.8) 

  除 3) 外，其餘三份教會文件沒有回應和平
佔中最基礎的關注，即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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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被社會撕裂論述決定的神學 

   1)  恐懼神學 

   2)  維護社會現狀神學 

   3)  中間人的復和神學 

   這樣的神學以尊重淡化對公共生活被
強制性假面化的批判、中立強化政治
冷漠、務實主義和不爭論的意識、和
平淡化要有立場的承擔和對公義的堅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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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學政治想像 

A  神學視域如何豐富我們對社會的想像？
又作為具體社會想像個案的教會如何
在當下香港展現？ 

B  我們是誰（教會是誰）？我們身處一
個怎樣的處境？ 

C  教會是一個終末群體，即一個居間
在耶穌歷史和期待上主國臨在的群體，
以基督論為基礎，在聖靈更新力量下，
參與上主宣教（Missio 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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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會與社會 

 1)  終末指出教會與社會的張力之必然
性； 

   2) 終末含意一種開放性 ； 

   3) 終末以一種可見的某程度歷史形態
呈現。 

   它製造甚麼張力？如何在張力生活？
又這製造出來的張力如何豐富社會想
像，並讓香港社會體驗上主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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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教會在香港是一個另類政治群體 

   高舉和堅持真理，因為耶穌基督是真
理： 

    1)  真理不能以謊話出現 

   講真話者要有勇氣、願意被理性檢視，
更要有免於說真話的恐懼。這正是哈
貝瑪斯（Jurgen Habermas）對公共
論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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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控制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
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尊嚴
的淪喪說成人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資訊被
稱為提供資訊；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
握權力；濫權是依法辦事；壓抑文化是弘揚文
化；擴張霸權勢力包裝成支持被壓制的人民；
缺乏言論自由變成最高形式的自由；鬧劇式的
選舉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變成最科學
的世界觀；軍事佔領成為了團結友好的支援。
(哈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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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真理關乎價值和終極 

    a  真理（truth）要求真誠生活
（truthfulness）。 

    b  這不只是一個個人課題，更關乎群
體生活。對基督徒來說，這是教會生活。
對社會來說，這是社會約章（social 

charter）。教會與公民社會的結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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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思復和職份 

   a  解放神學以從被壓迫走向解放來理解復和，
即沒有公義和真理，何來有復和。 

   b  沃科（Miroslav Volf）提出從排斥到擁抱，
以寬恕為核心的復和。 

   c  龔立人 

      建立信任 (2004) 

      健康懷疑 (2011) 

      「免於講真話的恐懼、活出真誠的人生」
的抗爭運動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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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 

1968 年布拉格之春 

And still I would immediately to add that, 

thank God, we know, as a nation but 

espeically as the church, about the other 

aspect aslo- namely that,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and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problem of the power 

structure, however severe it is, is not the 

who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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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hole and total reality. The world of men is also the 

world of tank; but the world of tanks is not the whole 

world men. Man has hi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y are not 

in vain; we shall never not forget that this is not what I 

would call our alpha and omega, the first and last word 

of hum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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