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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but not everything is beneficial.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but not everything is constructive.

隨著行動科技與社群軟體的發展與普及，多數現代人無可
避免地暴露在各種資訊的轟炸當中；再加上速食文化的推波

助瀾，接收者在大量接收各界訊息時，幾乎都是掃描式的一

眼帶過吸收，緊接著滑向下一則資訊。鮮少能真正靜下心來思考訊息內容的思維邏輯

是否合理？更遑論會認真地查證資訊來源的公正與可靠性。原本的接收者也因著「呷

好道相報」的熱心，不斷地轉發與分享給周遭的親友，讓自己也成為了二手、三手，

甚至Ｎ手的資訊散播者。處於現今訊息的洪流中，本會信徒要如何在真真假假的訊息

中辨別何為真？何為假？實在需要神的憐憫保守以及在真理上的扎根，方可避免陷入

迷惑網羅的陷阱中。

奇巧言論，吸引目光

現今的社會是個崇尚明星的世代，人們為了吸引更多的目光，便開始發想出與眾

不同的觀點，以達「吸睛」與博取「按讚」的效應。這些仿若希臘詭辯學派的奇言巧

論，便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這類消息的標題都下得極為聳動，誘使人想一探葫蘆裡

賣的是什麼藥？點開內容後，乍看之下，的確引人入勝。這些資訊往往都是用非主流

的觀點，並且旁徵博引地帶領我們，重新省思對傳統觀念與普世價值的挑戰與破舊。

許多閱聽者就會隨著作者精妙的文筆或影音剪輯，沿著其精心鋪陳的脈絡而點頭如搗

蒜般的認同、按讚、分享、訂閱。但，若我們真能靜下心來，把這些內容好好分析一

番，即可意識到，其實很多資訊皆為張冠李戴，或是引用錯誤的訊息來包裝想要宣傳

的意識形態。

筆者就曾在臉書看過某位同靈分享一則社會時事的新聞影片。這則新聞影片的意

圖很明顯，就是在刻意製造對立與帶政治風向。果不其然，這則分享激起許多信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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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
我們也更應在真理上著實地扎根，深切地了解神的救恩經綸就是要藉由末世獨一真教會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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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與分享，甚至導致支持與反對雙方，彼

此唇槍舌戰，各自義憤填膺。然而，在筆者

查證新聞影片來源後，發現這則影片實為

三四年前的社會新聞畫面，但在有心人士

「回收」此影音畫面與加上聳動的標題及內

文後，順利搭上當紅的新聞議題。看著影片

血淋淋的畫面與內文慷慨激昂的煽動敘述，

一則刻意製造的假新聞，即成了你信以為的

真「新」聞。就在你按讚、評論，並分享

後，你立馬從接受假訊息的受害者，成了殘

害下一位受害者的加害者。網路上也時常有

人分享募款訊息，其通常伴隨著感人的影片

與觸動人心的文字與音樂。雖然聖經上有許

多對於捐輸的教導，但我們必須要有智慧來

分辨募款的組織與目的。特別是近期有許多

異端及歧出者，在社群媒體上打著各種名號

來募款，有些甚至大剌剌的使用真耶穌教會

的名號。因此，分辨假作真時真亦假的網路

資訊，真的是當代真教會信徒亟須學習的一

門功課。

反思陳規，汰舊換新

而這樣的社會風潮，當然也進到教會

中，讓有心人士操弄利用。他們多以信仰反

思的名義，在教會社群媒體間散播參雜的訊

息。不可諱言，我們所屬的世界所講的文明

發展，的確在某些面向上，是需要不斷地去

舊佈新才有辦法繼續往一個方向來前進。因

此，這些傳統確實要不斷地被革新，才有進

步的可能性。然而，當我們在反思信仰時，

並不能套用這樣的邏輯來檢驗真理。信仰反

思，是要檢識自己對真理的了解程度，衡量

個人在靈修所下的工夫。況且，真理是神絕

對的命令，絕非會隨著時代遞嬗而變質的陳

規。因此，打著信仰反思，卻對真理進行任

何形式的懷疑與挑戰，只是讓人陷入魔鬼的

網羅中。就像「耶六16」所言，「耶和華如

此說：你們當站在路上察看，訪問古道，哪

是善道，便行在其間；這樣，你們心裡必得

安息。他們卻說：我們不行在其間。」許多

信徒在網路上分享用不同觀點來反思教會傳

統的教導，甚至對「五大教義」與「十大信

條」提出挑戰與辯證。若對這些思想追本溯

源，其實都是否認神主權的絕對性。例如：

洗腳禮對於得救的必要性，被曲解為僅是彼

此相愛與彼此服事的提醒，這就是對耶穌命

令的權柄提出抗告。當我們在接受這樣的訊

息時，若不能明辨，則會給魔鬼留予地步。

撒但對夏娃引誘時說的話，就是對神絕對命

令的挑戰與反思。夏娃也因為在魔鬼與她交

談後，未能保持警醒而繼續對話，終是落入

惡意佈局的陷阱中，違反了神的命令。

在社群媒體上，大家也經常會看到本會

信徒分享他們在生活中的信仰體驗。許多

這類的分享文章，不難得到廣大的認同與轉

發。但令人憂心的是，諸多內容，在看似充

滿造就與對聖經更深之體悟的包裝下，卻藏

著對真理重新定義與詮釋。雖然這類文章都

會引用聖經話語，甚至還有羅列各種翻譯版

本來佐證論述可靠性。可是，若仔細檢驗這

些文章與引用的經文就會發現，撰寫者若不

是對聖經沒有全面的了解，就是別有用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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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章取義、引喻失義。姑且不論撰寫者

為文是否只為譁眾取寵，或是真的另有

目的，我們傳講神國的道理與態度，應

該是要肯定且清楚地傳講全備的福音，

絕非是宣揚個人的臆測、假說或推論。

尤其在網路上分享內容，我們無法明確

知道閱聽族群為何，若因為傳播這樣的

訊息，而讓慕道朋友，或是道理根基尚

未穩固的初信者陷入疑惑，這便是在他

們心中種下參雜訊息的種子，對他們往後的

靈性發展將引起負面的影響。

主流思潮，擁抱世界

又許多熱心傳福音的信徒們，看著許多

新興教派的崛起與壯大，也想師法各教派

活潑且多樣性的傳道方式，與之看齊。這種

觀點，亦常常出現在網路文章或信徒社群媒

體間的分享當中。其他教會在宣道上的確有

▲在網路上省思教會的基本信仰，讓未穩固的信徒產生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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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用心的地方，但我們在宣道上更要重

視的是其核心價值：人人都要廣傳全備的

福音。先進的科技與工具，的確為我們在福

音事工上增添許多可能性與便利性，但我們

有否反省過，自己是否仍以耶穌傳道的方法

為我們的榜樣與依歸，依照聖經教導的，用

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

六15），讓耳中所聽到的，在房上宣揚出

來（太十27）。早期本會福音傳播與各教

會的建立，就是根據聖經教導，靠著雙腳去

尋找神的迷羊，舉起雙手去為軟弱的群羊禱

告，放膽傳講世人看為愚拙卻是全備的天國

福音。如果我們一味的覺得延續傳統的講道

模式與個人佈道的方式是故步自封，不求進

步，一心想要向外取經，吾輩實當省思我們

與古人的佳美腳蹤相比，又已是盡了幾分

力？若真已無愧地盡全力引人歸真，那就應

當學習保羅與亞波羅傳福音與牧養的精神，

把教會信徒增長的事謙卑地交託與神（林前

三6）。

在社群媒體中，不乏見信徒分享轉發其

他教會出版的刊物或影音。分享者多認為所

轉發之內容，是為增加本會信徒之見識，

僅供參考，閱聽者應當自行分辨道理純正與

否。亦常看見發文信徒利用提問般的疑問

句，來質疑本會藉著聖靈對聖經道理的詮釋

與合理性。這種利用問號，留與人各自詮

釋空間的言論，其實是種不負責任且領人敗

壞的開始。神給的命令與道理都是明確且肯

定的，祂的真理絕對不是模稜兩可，能夠留

與後人隨著時代而有不同的詮釋。保羅曾提

醒，「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人

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們的話如同毒

瘡，越爛越大；其中有許米乃和腓理徒，

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就敗

壞好些人的信心」（提後二16-18）。保羅

所言就是屬靈世紀末的現象：一個時代要

敗壞，正在走進滅亡的情況。這些蓄意敗

壞教會真道之輩所出的言語，就像毒瘡一

般，不只是自行朽爛，更惡劣的是，這些

毒瘡是有影響力，是會擴散的。它們就像

是癌症一樣，越長越大，最後會敗壞整個

身體。書信中，保羅甚至毫不避諱地把蓄

意傳播毒瘡者的名字都列出來，可見他對

這般散播敗壞真理參雜訊息的行為十分痛

心與嚴正以對。

敬虔自保避而遠之

因此，我們在閱聽網路訊息，若發現

或懷疑其內容與教會教導有所牴觸之際，

最佳的因應措施就是不看、不聽、不問。

我們需要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

（箴四23），因為，奇巧的言論雖然新

穎有趣，但若不能幫助我們靈性增長，甚

至會危害我們的靈命，那一時的好奇所造

成的不可挽回，就要避而遠之。在末世逼

近的世代，我們也更應在真理上著實地扎

根，深切地了解神的救恩經綸就是要藉

由末世獨一真教會來完成。耶穌提醒門徒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的教訓

猶言在耳（太二六41）。本會信徒實需

每日警醒禱告讀經，敬虔度日，免得被世

上流絢的小學給欺哄，讓龍口所噴出的

水給沖走了（啟十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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