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流，就在你身邊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相信大家都還記憶猶新。還記得疫情一開始，世界上許

多大城市輪番封城，人們不惜癱瘓日常的活動，只為了阻止病毒的危害。至於效果

如何，我們也都看到了：小小的病毒搞得天翻地覆，全球各地終究無一倖免。

隨著各國陸續解除防疫管制，大家終於回歸原本的生活。但是精確來說，疫情

並沒有真正結束，只是因為病毒對人們健康的威脅逐漸下降，之前的管制就不再需

要了。事實上，新冠病毒早已遍布世界，接下來仍將繼續與你我同在。

我們在疫情期間，一定都見識了病毒無孔不入的強大傳播力。不過能夠無孔不

入的，可不只有病毒而已。許多無形的事物，像是文化、思想、個人偏好、價值

觀，常常在人與人之間彼此影響，只要受到廣泛認同，一股社會潮流就因此形成，

並且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速度快如病毒。

所謂「潮流」，可以指著很多方面。也許包

括當時熱門的新聞時事、八卦消息，也許是

突然蔚為時尚的茶點飲品，又或者是瞬間爆

紅的一段影片、一部廣告、一句標語。大家

感到新鮮有趣，於是爭相轉傳迷因圖、爭相

模仿某個舞步，一旦厭倦了，流行也可以瞬

間變成落伍。流行、潮流，常常就像病毒一

樣，一下子感染很多人，然後又消失無蹤。

/主題企劃/  如何面對世俗的潮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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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間拉長，「潮流」又可以代表整個

社會的價值觀，雖然不像流行文化那樣瞬

息萬變，但是隨著一代過去、一代又來，社

會環境的變遷，也會使群體的價值觀不斷改

變。世界就像這樣從原始的時代，一步一步

轉變為今天的樣貌。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和大家看著同

樣的天空，吸著一樣的空氣，和周圍的人互

相交流、互相影響。除非根本不與其他人來

往，不然每天接觸世上的事物，幾乎不可能

自外於社會潮流。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受到

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而不自知。

潮流，有什麼問題？

教會中有時會聽見這樣的主張：基督徒

遵循聖經上「分別為聖」的教導，而世上

的事物分為「聖潔」與「世俗」，我們必須

追求聖潔，摒棄世俗。那些社會上流行的事

物、觀念，都是「世俗的潮流」，基督徒根

本不應該接觸，以免對信仰帶來負面影響。

我們肯定這份追求聖潔的決心。但是我

們還是需要先釐清，所謂「世俗的潮流」究

竟是什麼？它有什麼問題？實際上會帶來什

麼負面影響？

回顧過去的歷史軌跡，每個時期的社會

有各自重視的項目。近百年來，社會從以

往的強調群體，到後來個人的價值與重要性

提高，自我實現、自我滿足逐漸成為大家的

追求，然而當追求自我到一個程度之後，有

時則會演變為自我中心。此外，科技、生產

力的大幅提升，使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也跟

著提升，卻也帶來過度崇尚財富、過度追求

物質享受的現象。此外，今天要在網路上發

表言論很容易，每個人都可以發表各自的看

法，結果不管面對什麼樣的問題，我們感覺

到人們的態度愈來愈分歧。這些大家重視的

事物，構成了每個時代的潮流。

潮流的變化，算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一邊大幅推動整體社會文明的進步，一邊也

讓基督徒在變動的世代中感到不知所措。畢

竟個人主義、過度的物質享受，都不是聖經

傳達的價值觀。至於百家爭鳴、日漸多元的

意見想法，也意味著更容易出現背離聖經的

觀念。不符聖經的觀念一旦受到大眾認同，

基督徒的堅持在整個社會中反倒顯得突兀，

甚至受到排斥。

世俗潮流與基督信仰的歧異，對基督徒

確實是挑戰。所以乾脆就不要接觸世俗潮

流，就可以避免這些窘境？這如意算盤打得

太簡單了。生活在這個社會，我們幾乎不可

能迴避社會上的一切。

那麼，我們只能束手無策，隨波逐流

嗎？聖經也不是這樣寫的。

保羅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羅

十二2）。

我們應該反過來照亮世界， 

用基督的愛影響世界。

Keep your heart with all diligence, 
For out of it spring the issues of life.



面對潮流，基督徒該做的不是急著豎白

旗。我們反而應該努力分辨社會潮流中偏

離真理的部分，認清哪些是會威脅信仰的部

分，如此一來，雖然生活在世俗潮流的浪潮

中，也能發揮信仰的堅持，實踐聖經傳達給

我們的價值觀，同時取用潮流中合宜的部分

為自己所用，為我們手中的工作帶來助益。

其實主耶穌也知道這不容易。所以祂在

禱告中並不忘對我們的憐憫：「我不求祢

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祢保守他們脫離那惡

者」（約十七15）。即使生活的環境滿是世

俗潮流的負面影響，我們還是應該勇敢地活

出基督徒應有的樣式。

沒有接觸，沒有傷害？

有人朝著另一個方向思考，認為只要完

全隔離世上的事物，自然就不會再受到影

響，例如打造一個沒有世俗潮流的世外桃

源。這也不是什麼創新的想法，而且早就有

人實踐過了。歷史悠久的修道主義，就是由

一群三、四世紀期間的修道士，認為世界與

教會都已世俗化，為了專心靈修，提升靈

性，應該與世隔絕，於是建立了早期的修道

院。修道士選擇遁世隱居，過著自給自足的

苦修生活。

在美國有一群名為艾美許（Amish）的

少數族群，是基督教重洗派（Anabaptism）

的一支，他們堅持不使用電力、汽車等現代

科技，服飾、飲食也是自給自足，如果走進

他們的社區，會看到居民穿著十八世紀樣式

的衣服，以馬車為交通工具，感覺如同穿越

時空一樣。這些與外界社會大異其趣的生活

方式，同樣是基於信仰的堅持，及對於世界

潮流的懷疑態度。

修道士、艾美許人的生活方式，對於習

慣了現代生活的我們來說，應該很不容易理

解。不過上文提到耶穌的禱告詞中，倒也沒

有要求我們追求這種離群索居的生活。相反

地，耶穌要我們成為世上的光、世上的鹽

（太五13-16），不是打造一個溫室躲在裡

面，而是要走入世間照亮黑暗。

不過遺世獨立的生活，對於一心追求嚴

格「分別為聖」的人來說，也許反而感到安

心，因為的確很大程度降低接觸世俗潮流的

機會。但是如此對聖潔的「潔癖」，卻也可

能引發另一種危險：對聖潔採取極高標準，

以至於對自己、對周圍的人的行為、言語、

穿著都嚴格要求，但是到頭來這些要求只是

他個人的偏好，和聖經的規範根本無關。

有沒有覺得和福音書中的法利賽人有幾

分相似？分別為聖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對

於分別為聖的實踐，變成是對別人處處吹毛

求疵，只為了凸顯自己的「聖潔」，那麼這

樣的「分別為聖」，實際上還比較像是「孤

芳自賞」。

不管是與世隔絕，還是用嚴格的聖潔規

範約束自己，面對世俗潮流的挑戰，恐怕都

顯得不切實際。那我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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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鞏固信仰的實質內涵，

加強面對世俗誘惑的 

分辨力與抵抗力。

回想看看。疫情期間，人們用盡了封鎖

的手段，仍然擋不住病毒的入侵。但是疫情

最後是怎麼緩和的？病毒的弱化當然是最重

要因素，除此之外，疫苗接種、感染病毒後

人體產生抵抗力，也是讓人們終於能回歸正

常生活的原因。

所以既然世俗潮流這麼難以迴避，主耶

穌也沒有叫我們離群索居，那麼我們能做

的，就是好好過著在世上做光、做鹽的生

活，然後讓自己具備面對潮流的抵抗力，像

對抗病毒一樣。至於抵抗力要怎麼加強？不

外乎透過讀經、禱告、聚會，對神的話有更

深刻、更正確的認識，穿戴起神賜的全副軍

裝，抵抗潮流可能帶來的衝擊。

世上誘惑多，主耶穌是知道的。儘管如

此，祂仍希望我們成為世上的光和鹽，成

為祂在人群之中最稱職的代言人。但祂也為

我們祈求，讓我們在這誘惑遍布的世上，仍

然能夠不受惡者侵擾。因此我們應該做的，

就是相信、倚靠神的保守，安心看待世上潮

流的變遷，細心分辨潮流中背離聖經教導的

部分，反過來照亮世界，用基督的愛影響世

界。

地上的公民，天上的國民

世上的光，就是為了照亮世界，這也應

該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自我期許。所以儘管世

上的潮流對信仰可能有所衝擊，我們倒還不

必選擇遺世獨立的生活方式，反而更應該本

著信仰的精神，更積極地參與、影響世俗的

社會。

我們無意批評修道士或艾美許人的生

活，畢竟為了追求敬虔的生活，不惜拋下世

上許多可供追求的事物，是需要很大決心

的。他們的生活態度，多少刺激我們反思：

我們是否也下了決心，在日復一日的生活

中，把神國的事務放在優先的位置？

我們是地上的公民，也是天上的國民。

我們敬畏神，追求聖潔的生活，我們也積極

地扮演社會一員的角色，善盡社會責任。面

對世俗的潮流，我們堅持信仰，面對周圍形

形色色的人，我們用愛心與智慧，發揮基督

徒的影響力。

這當然沒有那麼容易，但是我們需要常

常為此做好準備。一方面，我們必須鞏固信

仰的實質內涵，在禱告、讀經、聚會中，正

確認識聖經，加強面對世俗誘惑的分辨力與

抵抗力。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認知自己是

社會的一員，平時在工作上用心認真，不讓

主耶穌的名號受損，在家庭裡建立和諧的關

係，成為其他家庭的榜樣。

確實，我們無法完全迴避世俗潮流的影

響，但是主耶穌期許我們在世上積極地生

活，堅持信仰的純正，成為世上的光和鹽，

照亮世界。那時，人們也將會在我們身上，

看見基督的美好形象。                               

Keep your heart with all diligence, 
For out of it spring the issue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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