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題及集體安全 
 
現在普世流行新冠肺炎，是於 2019 年末開始的，急速的
傳染，到今天已經形成很大的問題，各國染病的人數，死
亡的人數，都達到很高的紀錄。 

這時候，宜及時思想但恩(John Donne)的信息，那位
英國名詩人兼教牧，在講道的時候，適有一陣風來，捲起
教堂後墓地上的塵土。他說：“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全然
獨立。”這不僅是講個人與人類的關係，更講及當喪鐘敲
響，是一個人的失去，也正如一片大陸，流失一小塊。 

在疫情中，是對每個人，特別基督徒，適宜的提醒。 
 
個人與集體 

在風平浪靜的時期，人想個人自由；遇到問題了，就
求同舟共濟。平安的時候，高談民主自由；當面臨戰爭，
就講集體安全。 

且看主耶穌的門徒吧。平安無事，自然各人自己滿足
生活，有時還吵吵鬧鬧，爭論誰為老大哥。在耶穌被釘十
字架以後，他們並沒有立即散伙；而是關門聚合在一起，
抱團取暖，互相團契，籌謀共同的前途。 

這番普世的疫情，列國表現最傑出的，竟然是中國。
不懷成見的人，稱讚為“奇蹟”！兩年多來，除了啓初的
一段時間，卒不及防，傷損不輕；但作出反應措施，迅速
而有效的控制，至今二年的疫害總和，染疫者僅約十萬，
死亡者不上萬人，低於美國一天。多麽使人驚奇！ 

但更多人驚過於奇。 
如果這是戰爭，結果會有多麽慘，還用說嗎？其實已

經有人在猜測，這場世界性的災難，是美國 Fort Detrick
基地，實驗生物戰武器錯失所致。從在日本，在越南，施
行 ABC 戰爭(Atomic-Biological-Chemical Warfare)的殘
酷紀錄，美國一直沒停歇發展集體毀滅武器，間歇使用。
這絕不是鴿子。如果那些不理人道的政客，也參與製作瘟
疫的傑作，既有前科，新犯並非不可能。很可驚！ 

可稱奇的是，中國向以“一盤散沙”著稱，在這番防
疫行動上，卻表現出集體防衛的成功。 

 



約書亞緒承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完成佔領應許之地，
然後解甲歸田。流本，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民，分
得約但河東之地。他們想到原是同根生，為集體安全，不
願“一水分二國”，在岸邊築了一座石壇，作為“兩岸一
家親”的認證，是為“證壇”。沒想這引起西岸以色列人
的猜疑，以爲他們要另創立不同的宗教，特任祭司非尼哈
率領派遣軍，預備征討。 

非尼哈等領袖說：“你們今日既悖逆耶和華，明日祂
必向以色列全會衆發怒... 從前謝拉的曾孫亞干，豈不是
在那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就有忿怒臨到以色列全會衆嗎？
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獨一人死亡。”(書二二:18-20) 

他們記得那慘痛的歷史教訓—一人犯罪，累及全族失
敗，因此共同用石頭打死亞干，名那地“亞割”，是“連
累”的意思(書七:25-27)。 

在宗教信仰上，從前的觀念，不僅是個人的，也是家
庭集體的事。大家熟知的例子，是以色列的最高領袖約書
亞。他在年老將退休的時候，堅定的勖勉人民：“至於我
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二四:15) 不僅聲如
金石，也表示信仰是集體的事。 

在新約，使徒保羅和西拉，首先把福音帶到歐洲，剛
踏上異象中呼召他幫助的馬其頓土地，就遭人反對，私刑
拷打，還丟在深監。夜間地震，監門全開，囚犯卻無一逃
跑。典獄長險些枉丟性命自殺。保羅和西拉，身上的傷痕
還新，痛楚未消。他們竟然能一同唱詩讚美主。外面，遠
近的教會，為他們禱告。 

這奧秘的身體，是整體的，是不可見的，還包括天使
和神的眾軍，奇妙的聯繫着自然界。忽然，地大震動，在
囚的各人，身上的鎖鏈都開了，監獄的門也打開了。 

保羅和西拉，及時喝止了典獄長，沒有弄清真相，就
以爲事情不可收拾企圖自殺殉職：“我們都在這裏！”果
然是一個也不少。  

典獄長沒事了。但他覺得生命的危機還待解決：“二
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徒一六:22-30)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
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一六:31) 

他就把他們帶到家裏，給全家和屬他的人講道；他們
聽了道，都信了，都得了救，都很喜樂。這家就半夜掌燈



忙碌起來，“階下囚成座上客”，為他們洗傷，敷上酒和
油；備了飲食，一同團契。天亮了。 

 
罪與救恩 
    基督教的羅馬帝國，中世紀以降，普遍有宗教是集體
的概念。以至以君王的信仰，為全國的宗教。未免有些過
分。不過，我們不能忽略，罪並不是純個人事件。 

罪有感染性，一人及於衆人。在還沒有對病原菌的認
知之前，神就使人明白，瘟疫是神對群體降罰。今天人類
對社群有更多的了解，在思想，文化上的整體性，也是不
容否認的。 

誠然，救恩是個人的。我們現在都有認識，而且可能
有些過分强調。生，是個人的事。死，是個人的事。誰都
不能代替別人。但瘟疫，饑荒，戰爭，可臨到整個社群；
誰也不能置身事外。 

個人必須關心自己，得救恩，自然重要。成爲聖潔，
還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詩三四:14)
進而道化社群，建立敬畏神的文化。 

瘟疫，是社群的事。關心自己，心康身健，也不可忘
記鄰舍，要顧念社群，共同防衛，戰勝疫害，强國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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