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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徒在香港向一些长辈传福音时，常常听到他们会如此说：“我拜神的，我不入教

（进教）。”这句说话表达了他们正面对两种信仰形态。一是拜神，一是进教（或入

教）。而他们宁愿停留在一种拜神的信仰形态而不愿进入另一种的信仰形态──进教。 

究竟在他心目中，这两种信仰形态有什么差别呢？首先肯定的是这两种形态不牵涉任何

特殊的宗教内容。因为他们这句话没有提到任何神的名字，也没有指出任何教义。所以

要了解这句话不可以从神学入手，而是要从中国社会宗教文化层面去理解。 

在西方，每一个宗教群体都有一个清楚的界线，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宗派也有清楚的界

线。每个宗教群体的成员都有 一个清楚的身份。我是天主教徒就是天主教徒，我不会同

时又是基督徒，更不会同时又是犹太教徒。每个宗教群体有他们自己聚会敬拜的地方，

有他们自己的神职人 员，有自己独特的仪式。在一般情况下，信徒不会进入其他宗教的

礼拜处，也不会参加别人的仪式，更不会找别个宗教的神职人员来进行仪式。[i] 

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壁垒分明的状态只存在于精英阶层。即是说，只有和尚、尼姑和居

士有清楚的佛教徒身份、只 有道长和道姑有清楚道教身份、只有儒家士大夫有清楚的儒

家身份。在广大群众中，这种宗教信仰之界线是极之模糊的。一个家庭会鼓励儿子读儒

家经典。在清明和 重阳会祭祖，但在天后诞他们会去天后庙上香。[ii]家宅不平安时会

找道士来作法驱魔除疾。有丧事则找和尚来打斋。问他们信什么宗教。他们就说“我拜

神”。 

所以在民间，中国的宗教文化就如一间自助餐厅。你一进去就什么都可以吃。用“拜神”

一词去描绘这状态正好说 明其包容之特性。因为他们拜的可以是佛教的神，也可以是道

教的神，也可以是一些民间的神祇，例如关帝。这种民间信仰的包容特性给他们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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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拜空间、亦大 大减低了由个别宗教的教规而带来的压力。这种信仰模式，就构成了一

种独特的三教合流宗教文化。 

当中国民众面对基督教和天主教时，他们意识到此种由西方人传来的宗教，跟他们本来

的信仰形态有很大的出入。 当他们加入天主教或基督教后，他们就要接受一个清楚的宗

教身份，也要依从一定的教规。例如他们要在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他们不应再去打

“麻将”、去睇相或 算命。换句话说，信耶稣就代表了要进入一个有清楚界线的群体。他

们就称信耶稣为“进教”或“入教”。在香港岛湾仔皇后大道东旁有一条古老小巷称为“进教 

围”，足证这个进教的讲法以前是何等流行。 

当一些长辈说“我拜神，我不入教。”正是表示他们要为自己保留一宽松的信仰空间，不

愿去受教规的束缚。要他们信耶稣时，就说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什么宗教都是好

的，这是表示他们较倾向民间包容性的信仰方式，不认同信耶稣那种界线分明的宗教方

式。 

基督徒在中国民间宣教，宣教者若能了解这种宗教文化，是会更有效地去传递福音，也

能更快进入问题的核心。要 一个拜神的人信耶稣，不单只是要求他们接受一位救主，而

且还要求他们作一种宗教文化的转换。这种转换不单只是要他们多拜另外一个神，更重

要是他们要从一种 宽松包容的自助餐信仰方式，转到一种界线分明，专一而认真的宗教

形态。这种转换带来的是一种文化冲击。他们在这种新信仰文化中，要去适应一种新的

世界观， 一种陌生的认真而执着的真理观，还有一套要改变现有生活来遵行之教规。 

当传福音的人意识到他们所承受着的压力时，我们就不应硬销地去冲击他们，而是多些

去解释为何信耶稣要与拜神 划清界线？为何信徒生活见证对信耶稣的人如此重要？亦应

向他们解释福音的独特性，让他们明白福音不能与三教相混不是基于霸道心态，而是基

于对真理真诚地执 着。我相信只要传福音的人能加一点耐性去解释和疏通，拜神的人们

对福音的抗拒就会大大减低。过往传福音者和信仰民间信仰人士之间之误解与冲突，不

多不少是 源于互不了解。只要传福音者能设身处地体谅一下听福音者所面对之困惑与压

力，福音将会更有效地被传开。 

另一方面，教会在栽培这类有民间信仰背境之初信者时也要给他们多一些适应之空间。

一个人进入一种跟以前完全 不同的宗教模式时，往往放不开以往的信仰习惯和观点，例

如笔者有时在教会听见长辈说，要为耶稣做一些事来确定自己的救恩。这种想法是源于

民间宗教中的功德 报应观念。而这种观念跟福音中的白白恩典的教义是不符合的。初信

者往往要化一断很长的时间才能洗脱那种功德报应之信念。栽培者应给予多些谅解和耐

性，多些 与他们查考有关救恩的经文，慢慢他们的观念就会转过来。 

除了体谅之外，教会面对这类的初信者也应有一种警觉，就是他们往往会用民间宗教之

观点来信耶稣。例如他们会认为信耶稣不过是拜多一个神。就如在神台上放多一个偶像

般无伤大雅。栽培者要不断提醒他们，信耶稣不是多拜一位神，而是要拜独一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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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商代开始，中国之宗教已呈现一种很强的综和融合的倾向。[iii]后经道教的创立和佛

教的传入，儒、释、道三家就不断交流、摩擦和融摄。到宋末，王重阳把这种融合精神

进一步发挥，创立了三教合流的全真教。[iv]自 始三教合流成了民间宗教的一大特色，

广大民众就浸淫在这信仰模式中达七百年之久。基督教传入后，在广大民众中传扬，给

这种信仰模式带来了冲击。在互动的过 程中，双方难免产生误解和对抗。这文章的目的

是帮助有志在华人群体中宣教的信徒，能对中国民间宗教有多些了解。笔者的信念是，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作硬销式的 宣教，福音的努力将会被误会与成见所消耗。透过对中国

民间信仰有更透切的了解，福音将更有效地在华人群体中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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