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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普傳福音普傳福音普傳福音普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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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徒在香港向一些長輩傳福音時，常常聽到他們會如此說：「我拜神的，我不入教

（進教）。」這句說話表達了他們正面對兩種信仰形態。一是拜神，一是進教（或入

教）。而他們寧願停留在一種拜神的信仰形態而不願進入另一種的信仰形態──進教。 

 

究竟在他心目中，這兩種信仰形態有甚麼差別呢？首先肯定的是這兩種形態不牽涉任何

特殊的宗教內容。因為他們這句話沒有提到任何神的名字，也沒有指出任何教義。所以

要了解這句話不可以從神學入手，而是要從中國社會宗教文化層面去理解。 

 

在西方，每一個宗教群體都有一個清楚的界線，甚至可以說每一個宗派也有清楚的界

線。每個宗教群體的成員都有 一個清楚的身份。我是天主教徒就是天主教徒，我不會同

時又是基督徒，更不會同時又是猶太教徒。每個宗教群體有他們自己聚會敬拜的地方，

有他們自己的神職人 員，有自己獨特的儀式。在一般情況下，信徒不會進入其他宗教的

禮拜處，也不會參加別人的儀式，更不會找別個宗教的神職人員來進行儀式。[i] 

 

在中國文化中，這種壁壘分明的狀態只存在於精英階層。即是說，只有和尚、尼姑和居

士有清楚的佛教徒身份、只 有道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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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大群眾中，這種宗教信仰之界線是極之模糊的。一個家庭會鼓勵兒子讀儒

家經典。在清明和 重陽會祭祖，但在天后誕他們會去天后廟上香。[ii]家宅不平安時會

找道士來作法驅魔除疾。有喪事則找和尚來打齋。問他們信甚麼宗教。他們就說「我拜

神」。 

 

所以在民間，中國的宗教文化就如一間自助餐廳。你一進去就甚麼都可以吃。用「拜

神」一詞去描繪這狀態正好說 明其包容之特性。因為他們拜的可以是佛教的神，也可以

是道教的神，也可以是一些民間的神祇，例如關帝。這種民間信仰的包容特性給他們很

大的膜拜空間、亦大 大減低了由個別宗教的教規而帶來的壓力。這種信仰模式，就構成

了一種獨特的三教合流宗教文化。 



2 

 

2 

 

當中國民眾面對基督教和天主教時，他們意識到此種由西方人傳來的宗教，跟他們本來

的信仰形態有很大的出入。 當他們加入天主教或基督教後，他們就要接受一個清楚的宗

教身份，也要依從一定的教規。例如他們要在禮拜天去教堂做禮拜，他們不應再去打

「麻將」、去睇相或 算命。換句話說，信耶穌就代表了要進入一個有清楚界線的群體。

他們就稱信耶穌為「進教」或「入教」。在香港島灣仔皇后大道東旁有一條古老小巷稱

為「進教 圍」，足證這個進教的講法以前是何等流行。 

 

當一些長輩說「我拜神，我不入教。」正是表示他們要為自己保留一寬鬆的信仰空間，

不願去受教規的束縛。要他們信耶穌時，就說所有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甚麼宗教都是好

的，這是表示他們較傾向民間包容性的信仰方式，不認同信耶穌那種界線分明的宗教方

式。 

 

基督徒在中國民間宣教，宣教者若能了解這種宗教文化，是會更有效地去傳遞福音，也

能更快進入問題的核心。要 一個拜神的人信耶穌，不單只是要求他們接受一位救主，而

且還要求他們作一種宗教文化的轉換。這種轉換不單只是要他們多拜另外一個神，更重

要是他們要從一種 寬鬆包容的自助餐信仰方式，轉到一種界線分明，專一而認真的宗教

形態。這種轉換帶來的是一種文化衝擊。他們在這種新信仰文化中，要去適應一種新的

世界觀， 一種陌生的認真而執著的真理觀，還有一套要改變現有生活來遵行之教規。 

 

當傳福音的人意識到他們所承受著的壓力時，我們就不應硬銷地去沖擊他們，而是多些

去解釋為何信耶穌要與拜神 劃清界線？為何信徒生活見證對信耶穌的人如此重要？亦應

向他們解釋福音的獨特性，讓他們明白福音不能與三教相混不是基於霸道心態，而是基

於對真理真誠地執 著。我相信只要傳福音的人能加一點耐性去解釋和疏通，拜神的人們

對福音的抗拒就會大大減低。過往傳福音者和信仰民間信仰人士之間之誤解與衝突，不

多不少是 源於互不了解。只要傳福音者能設身處地體諒一下聽福音者所面對之困惑與壓

力，福音將會更有效地被傳開。 

 

另一方面，教會在栽培這類有民間信仰背境之初信者時也要給他們多一些適應之空間。

一個人進入一種跟以前完全 不同的宗教模式時，往往放不開以往的信仰習慣和觀點，例

如筆者有時在教會聽見長輩說，要為耶穌做一些事來確定自己的救恩。這種想法是源於

民間宗教中的功德 報應觀念。而這種觀念跟福音中的白白恩典的教義是不符合的。初信

者往往要化一斷很長的時間才能洗脫那種功德報應之信念。栽培者應給予多些諒解和耐

性，多些 與他們查考有關救恩的經文，慢慢他們的觀念就會轉過來。 

 

除了體諒之外，教會面對這類的初信者也應有一種警覺，就是他們往往會用民間宗教之

觀點來信耶穌。例如他們會認為信耶穌不過是拜多一個神。就如在神臺上放多一個偶像

般無傷大雅。栽培者要不斷提醒他們，信耶穌不是多拜一位神，而是要拜獨一的神。 

 

自商代開始，中國之宗教已呈現一種很強的綜和融合的傾向。[iii]後經道教的創立和佛

教的傳入，儒、釋、道三家就不斷交流、摩擦和融攝。到宋末，王重陽把這種融合精神

進一步發揮，創立了三教合流的全真教。[iv]自 始三教合流成了民間宗教的一大特色，

廣大民眾就浸淫在這信仰模式中達七百年之久。基督教傳入後，在廣大民眾中傳揚，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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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信仰模式帶來了沖擊。在互動的過 程中，雙方難免產生誤解和對抗。這文章的目的

是幫助有志在華人群體中宣教的信徒，能對中國民間宗教有多些了解。筆者的信念是，

在不了解的情況下作硬銷式的宣教，福音的努力將會被誤會與成見所消耗。透過對中國

民間信仰有更透切的了解，福音將更有效地在華人群體中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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