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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的鄉愁靈魂的鄉愁靈魂的鄉愁靈魂的鄉愁(二)    文／幸知之     路在何方？路在何方？路在何方？路在何方？    人類第一次大規模的返鄉努力，是建造一座可以通天的“巴別塔”，企圖用自己的方法回歸。可惜，這是人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結果是塔坍塌了。  我們中國人的先人也有思鄉的苦悶，但對回鄉的路卻不甚了然。孔子對此模棱兩可，語焉不詳，他說：“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把握住就存在，放開就失去；進出沒有定時，也不知道它的去向。）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他斷言，精神家園根本就無法在它處尋得，它就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存在於我們的本性之中。所以，只要好好修身養性便可。唐代詩人白居易深諳人生羈旅“居大不易”，也主張轉向自己的內心以求解脫。他說：“心泰身安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能做到心安固然難得。但是，隨遇而安，說白了，無非是自我安慰罷了，充其量只能算是緩解人生痛苦的權宜之計。  西方的各種哲學流派也像走馬燈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場，試圖為人指點迷津。18世紀德國著名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一語破的：“哲學原就是懷著一種鄉愁的衝動，到處去尋找家園。”然而，哲學卻始終無法給人提供一個精神家園。尼采認為，有兩條出路可以讓人擺脫人生的煩惱和痛苦：一條是逃往藝術之鄉，另一條是逃往認識之鄉。可惜，這兩條路都行不大通。藝術家和哲學家其實並不比常人快樂，他們的煩惱和痛苦似乎比常人還多。有人說，死是文學的一大主題。加繆則更直截了當地說，“哲學的根本問題是自殺問題。決定是否值得活著是首要問題”（《科林斯王的神話》）。逃往藝術之鄉和認識之鄉的德勒茲、梵高、海明威、三毛、顧城、海子等等，都在絕望中自殺了，而尼采自己則進了瘋人院。  生存的痛苦、回歸的焦慮，是人類共同的感覺。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在泥土裡討生活的中

國鄉下老農的悲哀和痛苦，和一個窮奢極欲的現代億萬富豪的痛苦和悲哀，並沒有本質的差別。失去了家園，已經夠可悲的了，更可悲的是，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家園在哪裡，根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而這正是現代人精神迷茫的根本原因。物質的豐富只是滿足了肉体，而靈魂卻依然無所歸依。不是麼？自從尼採宣稱“上帝死了”以後，西方世界陷入可怕的虛無之中，已經長達一個多世紀了。焦慮、迷惘、絕望、荒誕充斥著人們的心靈。既然上帝不存在，那麼“一切意志就都是我的意志”，人們可以任意妄為而不必顧及後果，更不必擔心受到什麼懲罰。當後現代主義摒棄“終極價值”，把一切都看作相對的，從而藐視任何崇高和信念的時候，人的精神迷茫也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人的“第二次放逐”，是人的自我精神放逐。物極必反。可以預料，在精神荒原中流浪已久的人們，終將再一次回歸。還鄉，就是返回人們永恆的家園，返回上帝天父的身旁。  殊途異歸殊途異歸殊途異歸殊途異歸        自從創造天地以來，慈愛的上帝就在不停地呼喚那些躲避他、拒絕他、離他而去的孩子：“你在哪裡？”這呼喚，回響在人類歷史的長廊中，縈繞在一代又一代遊子的心頭。  上帝許諾，將把我們從流浪中帶回永恆的故鄉。他說：“我必從列國中領你們出來，從萬邦中聚集你們，把你們帶回故土。”（新譯本，《以西結書》36：24）兩千年前，耶穌就向世人莊嚴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新譯本，《約翰福音》14：6）他道成肉身，來到世上，就是要召罪人悔改，重新回到神的身旁。他在十字架上的犧牲，架起了人與神相通的橋樑：聖殿的幔子裂開了！救恩的時代開始了！耶穌是通往上帝之國的唯一道路。捨此，別無它途。在這個問題上，絕無“殊途同歸”之可能！因為耶穌不僅僅是道路，也不僅僅是真理，他更是生命！世上有各種各樣的智慧可以將人帶往某種境界，哲學探索能夠揭示人類社會的某些現象，科學研究能夠發現一些奇妙的事物，但是世上沒有一樣智慧可以把人帶進上帝的國度，能夠給人以永生的盼望。  朋友，你是否已厭倦了漂泊，你是否也在尋找精神的故鄉？在物慾橫流的世界上，你仰天長嘆：我該向何處去？車水馬龍間，你找不到出路；燈紅酒綠裡，你看不到希望。來到耶穌身邊吧！他會帶你回到那永恆的故鄉。那裡，才是你生命真正的歸宿。  作者來自北京，現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工作。  (原載"海外校園"2008年12期<總第九十二期>，版权为原刊物所有) 

參加傳福音訓練的感想參加傳福音訓練的感想參加傳福音訓練的感想參加傳福音訓練的感想    王柳己  感謝神，讓我能參加今年九月至十一月份，為期九週每星期四的傳福音訓練；其實參加是因為周牧師已經邀請我們三次了，一開始都是用工作太忙或是小孩還小為藉口，雖然參加的時候Joanne也還未滿 15個月，但這次實在是不好意思拒絕，只好讓先生在家照顧小孩。  老實說剛開始非常不放心先生自己照顧二個小孩，且又是晚上，怕小孩子會吵鬧，但 神就是那麼奇妙，祂的恩典真的是夠用；在這期間不但有先生的支持，就連小孩也沒有特別吵鬧，最重要的是，我真的是學了很多，也對傳福音有一整體的概念，及經歷到  神的信實。   感謝牧師在傳福音上的辛勞，不僅編製了一套福音訓練課程，也實際參與每週四課程的教授及陪伴，且每次都得等到各組人馬回教會報告結果，常常都已經是十時半後的事了，但周牧師就是在那裡，真的是就只能求  神紀念周牧師的辛勞了。另外也很感謝組長們用心的代領；其實組長就是曾經參加福音訓練後被抓來當組長的，但也有真的是很用心、在傳福音方面有負擔的弟兄姐妹；就像曉明與東思夫婦倆，他們是輪流當組長，聽說曉明他已經當了六、七次的組長了，而且每次來參加時都是一下班就過去了，根本沒有時間吃晚飯，真的是很佩服他在福音事工上的委身。願  神紀念他們的辛勞。   老實說，一開始我真的不認為我會傳福音，除了真的口拙以外，也真的不知道如何開口、講些什麼；感謝神，在周牧師準備的課程內容裡列得清清楚楚；包括如何開場、如何切入主題、福音的內容、運用的聖經的章節等，甚至還有由弟兄姐妹製作演出的一個示範的錄影帶，真的是只能感謝讚美  神，我們有如此好的教會牧師及弟兄姐妹們。  在訓練的第三週開始，我們實際外出去探訪，受探訪者大都是由周牧師及蔡傳道或是弟兄姐妹們提供；寫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到  神的信實了；記得周牧師在第一堂課就說過：我們的神真的是一位信實的神，傳福音訓練開始到現在從來都沒有缺乏過受探訪的人；那時心想真的是這樣嗎？以這期為例，我們有三組，共需探訪七次，總共是廿一個人，有那麼多人可以探訪嗎？衪馬上就讓我經驗到祂的信實。在第二次外出探訪時，我們一組三人，到華大探訪一位學生，我們人都已經到她的宿舍門口了，結果居然不在，打手機也不接，那時心想難道要空手回去嗎？結果曉明及王文弟兄聯絡國輝弟兄說明此情況以後 ，國輝弟兄又馬上聯絡到一位願意馬上接受探訪的

對象，真的是哈勒路亞讚美神，也感謝  神讓我能經歷到祂的信實、祂的無所不能。       我想很多人對傳福音有望而卻步的理由大概有二點吧？其實也是我的問題！第一是怕自己聖經看得或瞭解得不夠多怕受訪者提出問題時答不出來，牧師有以下的回應；他說沒有關係，若真的沒辦法回答時就直接說：這個問題我不是很清楚若可以的話我可以幫你轉給牧師或其他弟兄姐妹再給你回應。你看，多好，  我們根本不必擔心，後面有牧師、傳道甚至是整個教會的人幫我們撐著。在這裡要特別感謝杜茵姐的恩言善導的課程及曉暉準師母的路德團契的主題代領，有時候傳講福音時還真的是現學現賣呢！另外也要謝謝弟兄姐妹們的代禱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第二點應該是怕受訪的對象不信主時而導致自己的信心受挫；但牧師也做了以下的回應：他說假設一個人信主就像需要吃二十個餃子才會吃飽一樣，我們可能是第一個、第十個或是第二十個餃子，所以對方未信主時不必要覺得是自己的關係，不要有壓力。       每一次的外出傳福音都有不同的的領受，除了遇到各式各樣的人以外，也聽到各式各樣的問題；有想用科學來證明  神的存在或是世界創造的問題，也有人是罪的問題，有的人是信心的問題等等；雖然為他們的還未信主感到可惜，但另一方面卻也真的是讓我非常的感恩，因為我們真的就像牧師 常 常 講的 「我們真的是蒙恩的罪人」，感謝  神揀選我們，使我們得以成為祂的兒女。       神的恩典真的是數算不盡，常思想我們該如何來回報  神的恩典呢？我想，傳福音讓更多人能認識、信靠這唯一的真神，應該是很好的方法之一；謹此，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們能參加傳福音訓練，傳講  神的福音，一起來與弟兄姐妹們同工、經歷  神的信實與大能；也非常謝謝組長夏曉明弟兄、組員李向前弟兄及另外二組的陳斌、王文弟兄及 Tina 姐妹，還有劉建文、段秀軍姐妹及顧新弟兄，從你們身上我學到了很多；另外也要特別感謝在周牧師回台灣期間的代課老師—何世川弟兄，他在傳福音上的用心及委身讓我著實感動；也感謝周牧師及探訪後蔡傳道與鄧明奇夫婦的關心與追蹤；也願  神保守我們的教會能持續此傳福音訓練的事工，阿門。 
 (文章的作者是聖路易斯華人基督教會(SLCCC)的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