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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再啟戰端，以色列軍隊迅速
進入黎南，奪取了軍事上的優
勢，但黎巴嫩慘烈的情況，卻

在全球電視觀眾前，使得以色列的公共關
係戰也就越居於劣勢。

因此，有基督征的朋友傳「依妹兒」
給我，呼籲大家為以色列禱告；禱告焦點
是：「禱告全世界的以色列猶太子民要一
同起來面對危難。禱告所有的媒體要做出
正確公正的報導。求主的靈在媒體掌權,
凡是不合神心意的報導都不可被發出。禱
告全球的猶太子民, 在主的保守中能平
安。更禱告散居各地的猶太人,能夠快快
歸回以色列地。」，我同情基督徒這種憐
憫之心，但我不能認同這種不問事由，只
問立場，凡事歸諸的宗教心態。

正如同有些人；生病了，就說是被
魔鬼攻擊；車子被撞，魔鬼攻擊；失業
了，也是魔鬼攻擊；言下之意，他們所做
所為都是正確的，而他們做事背後的動機
與對錯，就無人再去過問了。用這種宗教
類比的思想作法，有些人是無意的，有些
人是被誤導的，有些人是有意的。

想當年，台灣領導人李登輝先生多

次的對百姓說：「退職之後，要上山傳福
音。」用以表示自己不想再連任，其實只
是用來都堵別人的口。同時，當李登輝先
生說自己是摩西時，也只是用來表示他的
前抬辭是對的，而基本上是支撐他說台灣
獨立的話題。

可見，這些用宗教來類比的人們，
他們
不會
真正
的去
關注
神的
旨意
是什
麼？本質上還是人類罪性中推委責任的原
罪；就如同亞當在伊甸園中回答上帝說：
「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
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他把一切
過失全卸給了上帝與女人，推脫了自我應
負的責任。

這種的作法，不外乎是基於兩個原
因：一是不敢真正的去面對事實，其二是
推卸自己的責任，無端的拔高自己。其目

的是別有用心，販賣私貨。
今日，一提到中東戰爭就歸罪宗教；

事實上，１８８１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
世被刺後，俄國掀起了屠殺猶太人的風
潮，造成了猶太人第一次向巴勒斯坦大量
移民；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
基督徒並無強烈的動作，反而是有些回教

徒去
幫助
了猶
太
人。
在其
間，
儘管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雙方的信仰不同，亦能
相互共存，沒有發生過大的衝突。

自從１８９６年在猶太人中燃起了
“ 猶太複國主義 ”後，這種和諧的氣氛
就每況愈下。

於１９３９年英國當局宣佈限制猶太
人進入巴勒斯坦的移民人數後，更是雪上
加霜。

一些猶太人組成激進團體，開始對英

國人進行武力反抗，手段與現在的伊斯蘭
激進派一樣搞恐怖主義，最著名的一次是
在１９４６年８月，炸毀了耶路撒冷最大
的高層建築，內設有英軍司令部的達比都
國王飯店大廈，英國軍人平民死者８０余
人。至 1947年，英國勢力撤出中東，猶
太人在中東復國。

以色列建國成功，是猶太復國主義運
動者用「血」與「命」爭取來的土地。但
阿拉伯人普遍認為「歐洲人用阿拉伯人的
土地，來補償歐洲人曾對猶太人犯下的罪
行，卻不顧在巴勒斯坦地區回教徒的生存
權。」，因而形成了中東地區猶太人與回
教徒的緊張與衝突。

可見，今天中東地區的紛爭，有宗教
的因素，但並非主因，真正的癥結是「生
存」與「土地」之爭。因此，當我們在為
以色列禱告時，放進太多的宗教情懷，反
而令中東地區民族之間的感情裂痕更大。
別忘了！耶穌的教導「要愛你的仇敵」，
真正的和平才是神所應允的。

他們會往那裡去？中東局勢如何發
展？我們不知道。或許，我們更該為人類
的和平，為人類該往那裡去而禱告吧！

他們會往那裡去？
曾慶華

六月下旬, 占了美國人口十分之一的美國基督教
的三大教派,美南浸信會,長老會和聖公會都舉行了代表
大會,選舉他們的下屆的領導人.一般的人並沒有注意這
個新聞,這並不意味著這是件小事, 因為這三個教派人
數達 2千萬, 因此他們新領導人不但將對美國基督教
有極大影響, 也對美國社會有影響.

雖然是教會選舉, 但會議代表爭議的卻是社會性的
議題, 而這些社會性的議題, 也是政治性議題, 往往會
左右總統的選舉結果,加上許多規模小的教派往往受到
這三大教派的影響,故這次新領導人的當選, 其影響範
圍, 應不限全美十分之一的人口範圍內.
歷屆大選中, 基督徒選民的投票取向往往決定了大選結
果. 因此觀察基督教的三大教派的領導人選舉, 可以看
到美國未來的方向.

會眾超過 1620萬的美南浸信會,是美國基督教各教
派中人數最多的教派(天主教除外),她的領導人對美國
教會界的影響舉足輕重,通常他們的領導人都會由著名
的基督徒領袖出任,不過新一屆的領導人都是由一個默
默無聞的牧師出任,讓不少人好奇.

這位牧師原本也沒有
打算會選上,作為候
選人,他向一萬一千
人的大會代表發表了
他對美南浸信會未來

發展的方向和工作目標,他認為教會必須將注意力放在
教會應該做的事情上,而不是放在教會應該反對的事情
上.該做的事應包括扶貧救困, 反對的事應是同性戀,
墮胎等.

近幾年來,教會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日增,而教會
在大眾的眼中,始終是扮演了反對者的角色,反對同性
戀,反墮胎等等,而歷史上教會所發揮的正面影響,如濟
貧救災,差派宣教士,反而日見弱小.

以美南浸信會為例,20 年前,各個教會平均奉獻出他
們的收入的 10.6%,用於宣教和救災濟貧,而現在的平均
比例下降到了 6.6%. 新當選的牧師所帶領的教會,捐出
比例為 12%, 正因為他的實際行動和目標明確,使他意外
當選.如果美南浸信會按新的領導人的設想去做,那麼將
會有更多正面的消息傳出.

會友人數有 230萬人的長老會, 新當選的領導人與
美南浸信會的情形正好相反,他們選出的領導人不是因
為他知道該幹什麼,而是他不知道要幹什麼.新的領導人
格雷是亞特蘭大一間教會的牧師,也是作家,專精於教會
衝突和教會管理.

格雷形容未來兩年是憑信心前行的探奇之旅.由於
格雷的背景,她被認為是一位穩健的領導人,故雖然她未

給出具體的施政目標,但仍獲得了代表們的信任,
長老會對墮胎,同性戀持保守立場. 不過, 長老會

在外界爭議最大的議題,是中東問題. 2004年時,長老會
就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表達立場, 長老會認為, 土
地爭執必須和平解決, 這個立場受到福音派教會和以色
列組織的批評. 而中東問題是當前熱門話題, 也會是下
次大選的議題, 因此長老會新領導人未來的態度也是觀
察家感興趣的熱點.

聖公會也選出了新的領導人,她面臨最大的問題是
教派的分裂問題.而分裂的原因也正是美國社會分裂的
原因: 反對或支持同性戀.

聖公會不但允許教牧同工中有同性戀,甚至同性戀
者還被選為主教.不少憤怒的聖公會會員威脅要退出聖
公會,為了修補裂痕,有人提出, “一會兩制” 的建議,即
一個聖公會,兩套教會體制,一個允許同性戀主教,一個
不允許.

不過這個建議無前例可循.沒有人知道可行與否,
連 <<新聞週刊>>都把它作為一個奇聞來報導.同性戀的
議題是有巨大爆炸力的議題,聖公會被震得裂痕累累.美
國社會又何況不是呢?

從這三大主流教派的領導人選舉過程看出, 教會
似乎對久議不決的社會議題, 如同性戀, 墮胎有厭倦情
緒, 他們轉而注重正面的事, 而不再執著於社會倫理難
題.

如果這是一種趨勢, 選民未來將會把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民生議題上, 這將有利於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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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往何處去?
朱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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