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禱告開啓傳道的門 薇

　　多年來在服侍過程中，神教導我有關祈禱打

開福音之門的功課。現和大家分享歌羅西書4章2

至6節，保羅以禱告的生命，概括書信中之前的

教導。他提到自己的福音工作，與基督徒群體和

非信徒或者外人之間的關係。

1. 禱告的態度：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
（4:2）
　　祈禱主題貫穿整本歌羅西書(1:3、9，4:12)。

提到常常、不住、竭力祈求。恆切禱告在此是命

令式，包含：全然委身，堅忍和忠心竭力等意

思。保羅鼓勵信徒藉著禱告參與福音使命，就是

神在歷史中的救贖計劃。

　　我們感恩，因著我們現今有的身分，因著將

來的盼望，並神聽我們的禱告。我們警醒，因著

現今世代動亂與邪惡，到處的天災、人禍、爭戰、

饑荒、疫情等，許多人流離失所，主回來的日子

近了，要把握時機，傳揚基督。

由禱告開始的宣教工作︰乾草堆祈禱會 (Haystack 
prayer meeting) 
　　1806年，大學生米爾思（Samuel Mills）

開始為海外宣教工作祈禱，當時美國教會只做

本地傳福音工作，不做差傳。八月時，他相約

四位同學一起祈禱，基於近代宣教之父—威廉

克理寫的宣教小冊子，開始討論有關海外宣教

的神學議題。突然天下大雨，他們入到一堆禾

桿草中避雨，然後一齊禱告，求神差派工人到

世界各地傳揚基督。禱告會開始了美國近代的

海外宣教運動。1810年第一個美國聯合海外差

傳機構成立，差派了宣教士去印度和其他地區，

後美國的聖經公會成立，大學生受差派到海外

宣教，以及當地的聖經翻譯工作等。

　　米爾思積極參與宣教，35歲時由西非返回

美國途中，在海上病死。但他的禱告蒙神應允。

神常常透過一個人或一班人祈禱，悅納他們的禱

告，成就祂永恆的心意。

　　近來香港有機構帶人去波蘭，做烏克蘭的難

民工作；也有人去了中東，如黎巴嫩、約旦和土

耳其等地，參與來自敘利亞、也門、蘇丹等地的

難民工作。疫情影響了不少香港人的生計，本地

也有很多需要，在這個時候，神要我們怎樣回應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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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新年伊始，疫情漸退，祝福大家把握面前的時機。以〈禱告開啟傳道

的門〉互勉，也可為3月快將舉行的齊關祈禱會作準備，一起為穆民歸主

禱告。

　　這期繼續從本港南亞青少年研究專文擷取副題〈情感分割的世界〉上

集，希望有助信徒明白在港的南亞青少年，促進有效的溝通，以助傳達重

要信息。而「讀新聞學祈禱」收錄的足球員新聞和這種世界觀正巧有著呼

應。另外，流散和留港的難民都需要大家關注，不妨從體驗難民的處境開

始，並一起參考聖經的禱文為他們祝願。

新生資源中心

請勿張貼或外傳 · 只供基督徒個
人閱讀。如欲轉載本刊文章，
請先與本中心聯絡及於刊登時註
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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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禱告的果效：打開福音的門（4:3-4）
　　保羅為信徒祈禱，也同時求信徒為他祈禱，

禱告的內容是甚麼呢？就是求神打開福音的一

道門，一些機會，以致他可以清楚地宣講基督

的奧祕，奧祕指兩方面︰基督（1:27，2:2-3）

和外邦人歸主（弗3:3-6），祈禱求神開啓人的

心，讓人領受神的話語，因為只有神的話語可

以改變人。

　　他說：「我為此而被捆鎖。」他因著向外

族人宣揚基督而被囚禁，但神有能力釋放他，

並開啟福音的門。保羅祈求他能按著該說的話，

放膽和清楚地宣講有關基督的奧祕，就是神親

自向他啟示的。

在服侍中經歷神的開門
　　服侍中，神時常為我們開門，然後催促我

們去做，包括開展近文化或異文化群體事工。

神有祂特定的時間，某時某刻，祂會給某人或

某教會，與我們同行，開展新的工作。

　　分享一件有趣的事，當年要為一套由環球

電台製作的穆宣訓練影音課程翻譯和配音，全

套十二集，但缺了其中兩集文字稿，並需要比

課程影碟音畫質量好的鐳射光碟。查詢電台在

香港的分公司未能提供，寫信給總部也沒有消

息。所以我們祈禱神幫助找到那些急需的資源，

否則無法完成該項工作。

　　不久，因丈夫和我曾在新加坡門徒訓練中心

就讀，我們前往參加了中心的周年紀念慶典，會

後用自助餐時，排在我前面有位長得高大的非

洲弟兄，我聽到他和人傾談，說他在環球電台

工作，我便立刻問他知不知道有關課程，他回

答知道。原來，他是那套影音中出鏡，負責做

講解的司儀！我告訴他所需要的，他之後送我

所需要的文稿和光碟。這樣遇對了人，解決了

大難題，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

功夫」。神聽祈禱，在那時那地，為我們預備

了所需要的資源。經歷了一個事工出於神，而

不是出於我們，祂會負責。

3. 禱告的生命︰與外人交往，在智慧中行事，在恩
典中說話（4:5-6）
　　智慧來自神（1:9-10），當信徒認識神之

後，生命得到更新改變，靠著聖靈，能夠用新

的價值觀和態度去過自己的生活，靠著從神而

來的智慧，去面對周圍的人。

　　你們的言談要時常帶著溫和，溫和英文用

＂Grace＂（恩典）一詞，可以說我們的言語和

行為，都需要帶著神的恩典在其中；也可以說

要帶著和藹親切優雅的態度語氣與人交談。

基督教電視台的見證
　　近年，福音機構SAT-7 HK在香港成立，為

了支持在中東和北非地區製作電視節目，服侍

當地人的基督教衛星電視台SAT-7。其中一位

觀眾S君，來自阿富汗，早前聯絡電視台的人，

表示想接受耶穌為他的救主。他因為對自己傳

統的伊斯蘭宗教信仰感到失望，所以六年前開

始收睇SAT-7的節目，在其中一個節目裡，一

位當地人打電話到電台問問題，不尊重主持人

和心懷敵意，但那節目主持人卻用友善、和藹

親切和忍耐的態度去回覆那個人的質詢，因而

深深吸引和感動了S君，令他願意接受基督的信

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用溫柔仁慈的話語去回

答其他人，特別是對你不客氣的人，原來是那

麼重要和帶有能力。

勉勵
　　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渺小，沒有能力、時

間和資源去幫人，亦不懂怎樣和未信主的人交

往。在這個末後動亂的世代裡，讓我們藉著不

斷禱告，帶著警醒和感恩的心，求神賜我們智

慧和機會，用我們的生命，並温柔的言詞向周

圍的人宣講基督的奧祕。



3

　　這是一條跨文化的函數方程式。世界觀在

人類世界是可觀察的習慣規律，同時也有變數

帶來千數萬化的結果。在這個世界觀專題裡，

筆者以在港巴基斯坦青年人為受訪對象，透過

訪問和量性調查了解他們的心思行為，為華人

基督徒如何接觸他們和開展信仰交流提供解讀。

到了第二個世界觀主題：情感分割的世界，筆

者將會描述兩個完全不連接的思維領域，而這

些思維領域又各有情感色彩。

　　 南亞人士情感分割的現象背後有幾段歷史

發展的軌跡可尋。首先是在莫卧兒王朝宗教政

策的轉變。大約400年前，印度莫卧兒王朝的

阿克巴（Akbar）大帝，除了自稱哈里發蘇丹，

還鼓吹宗教共融的氣氛，這個時期蘇非教團與

印度教文化交流甚廣，伊斯蘭教的皇宮也起用

大量信仰印度教的官員。這個氣氛到了阿克巴

的曾孫奧朗則布（Aurangzeb）管治的時候被

徹底改變，基於稅收和中央控制的種種原因，

以伊斯蘭排他的宗教政策鮮明可見。1但南亞不

同宗教的群體仍然各自有不同種類的音樂，音

樂作為文化情感的載體並未形成僵化的宗教藩

籬。

　　但是到了後殖民化的發展階段，英國的殖

民政策推進了宗教民族的分野，這個分野還滲

透在日後的集體性的國別身分之中。錫克教徒、

穆斯林與印度教徒都有各自尊崇的音樂調子。

例如：科爾坦（Kirtan）是一種以往由穆斯林

教師在錫克廟或其他廟宇演奏的曲調，後來因

為印巴分治，穆斯林被趕出錫克廟，科爾坦

就成為錫克教的標誌調子。2同樣地，卡瓦利

（Qawwali）被穆斯林所重視，但巴基斯坦成

立之前，那些信奉伊斯蘭的吟唱者，甚至是毛

拉（maulvi），都會唱其他種類的音樂。3結果

民族國家主義與後殖民政策催生了不同民族宗

教各據一「調」的局面。

　　印巴分治帶來的不單是死亡和仇恨，新的

民族國家也進行文化歸邊，讓本來南亞次大陸

共有的文化遺產分成不同國家民族宗教的身分

認同記號。從遷徙的角度理解，Ghosh指出有

二千二百萬人口的穆哈吉爾人（Muhajirs）穆

斯林群體，他們的母語為烏爾都語，他們遷徙

到現時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卡拉奇，還帶著他們

的傳統習俗和文明遺產到達新成立的國家。4

從散居南亞群體的角度理解，印巴分治不單帶

來一個包括四個擁有不同語言行省的新國家，

這個稱為伊斯蘭共和國的地方與散居的南亞穆

斯林產生了互動，形成一個活現於媒體文化的

整體現象，使國家和宗教捆綁起來所產生的文

化產物和情感依附是全球可見的。

　　說回一個更深入的歷史發展軌跡，印度的

莫卧兒王朝本來就是中古波斯化的伊斯蘭成功

打入與調適印地文化的結合體。5其中的伊斯

蘭道德規條（Adab）頗能包容及吸納他者的

文化，並融合成為世界觀的一部分。可是民族

國家主義的熱潮掩蓋了他們承傳了400多年以

來文化張力調適的機制。一國一宗教的熱情高

掛在國旗和口號之中，印地波斯式的調適他者

文化論述似乎消失在散居南亞青少年中，但骨

子裡的群體生活中，他們仍然承傳和運作這種

作風。這些都是香港巴裔青少年情感為何分割

的歷史背景。

副題1: 不連接的情感領域

　　香港巴裔青年人在兩個不同的領域下有兩

套不同的原則，一方面是傳統及宗教領域，另

一方面是世俗及潮流世界。這並不代表他們是

火雞

跨國主義(香港青年人+巴基斯坦)-2   世界觀f(情感分割的世界) 
情感分割的世界 Part 1上集

神經分裂，但他們需要面對兩面對立的文化價

值。在同一件事情上，例如：對於音樂的感受

認知與對玩樂的觀點裡，都能夠反映出對立的

文化價值。

　　先說說音樂：在伊斯蘭傳統之中，一切

「音樂」被禁止，但「唸唱詩文」就得到推崇。

其中卡瓦利（Qawwali）和納特（Naat）是非

常重要的曲調，反映門徒與聖人，以至先知穆

氏與安拉之間的關係，也是歌頌穆罕默德的美

德之戰曲。但是他們絕不稱呼這些宗教曲調為

「音樂」，就如一個受訪的青年人所說：「⋯⋯

我從未聽過甚麼是蘇非音樂（Sufi music）。

可能這是關於卡瓦利或納特的歌曲，但老實說

我們不會稱之為歌曲。那些是『唸誦』。是的，

有些香港年青人會聽『唸誦』，但我們不會稱

之為音樂，這是另一種事情。」另一位受訪年

青人就直接補充這一點：「音樂是指那些印度

歌曲，荷李活或寶萊塢（Bollywood）的歌曲，

卡瓦利是你（筆者）稱之為蘇非歌曲的東西，

兩樣是不同的。」就是這樣，這些聲音不能放

在同一個類別，儘管外觀而言都是音樂。

　　香港巴裔年青人酷愛西方音樂，以及寶萊

塢和其他潮流音樂。53.7%的受訪者認為，他

們的情感被巴國的肥皂劇、寶萊塢電影或流行

音樂所牽引。另外有31.5%的受訪者聲稱能夠

明白這些媒體製作者對觀眾的情感反應期望，

這些數據足以證明他們對這些文化產物的涉獵

程度。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忽視或摒棄他們的傳

統宗教音樂。卡瓦利和納特也可以牽動他們的

情感，同樣認為這些聲音不能放在同一個類別

受訪者指出：「我們聽納特，就能學到很多關

於伊斯蘭的教導；我們聽卡瓦利，就能學到怎

樣與人相處，互相尊重，如何面對長輩和比自

己後生的人。」有年青的受訪者認為卡瓦利有

點難理解，只能自行詮釋。事實上，這是西方

世界裡穆民青年宗教音樂的發展方向。在澳大

利亞和新加坡，Nasir指出穆斯林青年正在合

理化及伊斯蘭化hip-hop音樂來反擊主流社會

對他們的邊緣化。6可是，從訪問和量性調查

之中，筆者找不到他們對這些新潮搖滾蘇非音

樂或宗教潮流結合曲式的喜愛，香港的巴裔青

年人只承認他們對兩者都喜歡，甚至指出兩者

的矛盾之處。有年青人指出：「⋯⋯我們不被

允許看電影或去電影院，但我們仍會這樣做，

這是一件壞事。這樣做當然減低了我們對宗教

音樂的情感，因為寶萊塢、荷李活或其他的都

有自己的音樂，會讓我們上癮。」

　　對玩樂的觀點也有相似的情況。板球是南

亞世界熱愛的運動，但在比較原教旨的伊斯蘭

的理解下，這是與非法賭博和藥物成癮同等的

行為，浪費觀眾的生命時間。香港的巴裔青年

一方面能夠感受到板球運動的熱情，例如：超

過九成受訪者會因為不同原因觀賞印巴板球大

戰，也為香港現實的金錢世界不及南亞對該運

動的重視而感到沮喪；卻在調查中也有63%的

受訪者認為他們會不惜一切，甚至違反地上的

法律來討安拉的喜悅。這個分裂且不協調的意

向在他們的意識中走在一起地生活，我們也不

知道甚麼時候和遭遇之下，這種對大部分娛樂

都持反對意向的原教旨意識會在這些穆民青年

的潛意識中跑出來。這就是筆者道出不連接的

情感領域。

現象與接觸

　　情感分割的現象不單是一個大鴻溝，在現

代設計師和媒體製作人的手筆下更顯出零碎及

多樣化。近期比較突出的例子是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馬拉拉帶了一條頭巾接受時尚雜誌的採訪，

並指出這種美感是一個選擇而非強加於普什圖

女性的規條。7而美容時裝界和也越來越多齋

戒月（Ramadan）時裝系列或標榜清真的美

容產品，用家也不限於女性。球場上，巴基斯

坦的國家隊球員也曾在比賽之間禱拜，8或板

球名宿在場外發表一些宗教方面的言論，引來

強烈批評。9所以穆斯林的青年新世代以不同

的方式嘗試連接和測試如何跨越情感分割的鴻

溝，筆者認為華人基督徒也要理解這些現象，

與穆斯林朋友相處的時候可有相應的彈性。接

觸香港巴裔青年人方面，一方面要認識他們宗

教情感的脾性，例如：對任何豬製品的抗拒，

但同時也要知道宗教領域上的限制，可溝通和

變化的狹窄空間。期望為主作見證的工人必須

開拓另類觀感的共同體驗，筆者認為邀請他們

一起重訪他們的家鄉文化是很好的過程。在港

的巴裔青年對家鄉文化的掌握會有信心不足的

情況，甚至因著自衛機制而嘲笑學習烏爾都語

的華人義工。這時候作為他們的良師益友，可

以用接納的心包容他們難以啟齒的弱點，並鼓

勵他們與文化外來者一起重訪家鄉文化，藉此

重新認識既定的世界觀及原生群體的核心價值，

與關心他們的華人朋友一同體驗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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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條跨文化的函數方程式。世界觀在

人類世界是可觀察的習慣規律，同時也有變數

帶來千數萬化的結果。在這個世界觀專題裡，

筆者以在港巴基斯坦青年人為受訪對象，透過

訪問和量性調查了解他們的心思行為，為華人

基督徒如何接觸他們和開展信仰交流提供解讀。

到了第二個世界觀主題：情感分割的世界，筆

者將會描述兩個完全不連接的思維領域，而這

些思維領域又各有情感色彩。

　　 南亞人士情感分割的現象背後有幾段歷史

發展的軌跡可尋。首先是在莫卧兒王朝宗教政

策的轉變。大約400年前，印度莫卧兒王朝的

阿克巴（Akbar）大帝，除了自稱哈里發蘇丹，

還鼓吹宗教共融的氣氛，這個時期蘇非教團與

印度教文化交流甚廣，伊斯蘭教的皇宮也起用

大量信仰印度教的官員。這個氣氛到了阿克巴

的曾孫奧朗則布（Aurangzeb）管治的時候被

徹底改變，基於稅收和中央控制的種種原因，

以伊斯蘭排他的宗教政策鮮明可見。1但南亞不

同宗教的群體仍然各自有不同種類的音樂，音

樂作為文化情感的載體並未形成僵化的宗教藩

籬。

　　但是到了後殖民化的發展階段，英國的殖

民政策推進了宗教民族的分野，這個分野還滲

透在日後的集體性的國別身分之中。錫克教徒、

穆斯林與印度教徒都有各自尊崇的音樂調子。

例如：科爾坦（Kirtan）是一種以往由穆斯林

教師在錫克廟或其他廟宇演奏的曲調，後來因

為印巴分治，穆斯林被趕出錫克廟，科爾坦

就成為錫克教的標誌調子。2同樣地，卡瓦利

（Qawwali）被穆斯林所重視，但巴基斯坦成

立之前，那些信奉伊斯蘭的吟唱者，甚至是毛

拉（maulvi），都會唱其他種類的音樂。3結果

民族國家主義與後殖民政策催生了不同民族宗

教各據一「調」的局面。

　　印巴分治帶來的不單是死亡和仇恨，新的

民族國家也進行文化歸邊，讓本來南亞次大陸

共有的文化遺產分成不同國家民族宗教的身分

認同記號。從遷徙的角度理解，Ghosh指出有

二千二百萬人口的穆哈吉爾人（Muhajirs）穆

斯林群體，他們的母語為烏爾都語，他們遷徙

到現時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卡拉奇，還帶著他們

的傳統習俗和文明遺產到達新成立的國家。4

從散居南亞群體的角度理解，印巴分治不單帶

來一個包括四個擁有不同語言行省的新國家，

這個稱為伊斯蘭共和國的地方與散居的南亞穆

斯林產生了互動，形成一個活現於媒體文化的

整體現象，使國家和宗教捆綁起來所產生的文

化產物和情感依附是全球可見的。

　　說回一個更深入的歷史發展軌跡，印度的

莫卧兒王朝本來就是中古波斯化的伊斯蘭成功

打入與調適印地文化的結合體。5其中的伊斯

蘭道德規條（Adab）頗能包容及吸納他者的

文化，並融合成為世界觀的一部分。可是民族

國家主義的熱潮掩蓋了他們承傳了400多年以

來文化張力調適的機制。一國一宗教的熱情高

掛在國旗和口號之中，印地波斯式的調適他者

文化論述似乎消失在散居南亞青少年中，但骨

子裡的群體生活中，他們仍然承傳和運作這種

作風。這些都是香港巴裔青少年情感為何分割

的歷史背景。

副題1: 不連接的情感領域

　　香港巴裔青年人在兩個不同的領域下有兩

套不同的原則，一方面是傳統及宗教領域，另

一方面是世俗及潮流世界。這並不代表他們是

神經分裂，但他們需要面對兩面對立的文化價

值。在同一件事情上，例如：對於音樂的感受

認知與對玩樂的觀點裡，都能夠反映出對立的

文化價值。

　　先說說音樂：在伊斯蘭傳統之中，一切

「音樂」被禁止，但「唸唱詩文」就得到推崇。

其中卡瓦利（Qawwali）和納特（Naat）是非

常重要的曲調，反映門徒與聖人，以至先知穆

氏與安拉之間的關係，也是歌頌穆罕默德的美

德之戰曲。但是他們絕不稱呼這些宗教曲調為

「音樂」，就如一個受訪的青年人所說：「⋯⋯

我從未聽過甚麼是蘇非音樂（Sufi music）。

可能這是關於卡瓦利或納特的歌曲，但老實說

我們不會稱之為歌曲。那些是『唸誦』。是的，

有些香港年青人會聽『唸誦』，但我們不會稱

之為音樂，這是另一種事情。」另一位受訪年

青人就直接補充這一點：「音樂是指那些印度

歌曲，荷李活或寶萊塢（Bollywood）的歌曲，

卡瓦利是你（筆者）稱之為蘇非歌曲的東西，

兩樣是不同的。」就是這樣，這些聲音不能放

在同一個類別，儘管外觀而言都是音樂。

　　香港巴裔年青人酷愛西方音樂，以及寶萊

塢和其他潮流音樂。53.7%的受訪者認為，他

們的情感被巴國的肥皂劇、寶萊塢電影或流行

音樂所牽引。另外有31.5%的受訪者聲稱能夠

明白這些媒體製作者對觀眾的情感反應期望，

這些數據足以證明他們對這些文化產物的涉獵

程度。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忽視或摒棄他們的傳

統宗教音樂。卡瓦利和納特也可以牽動他們的

情感，同樣認為這些聲音不能放在同一個類別

受訪者指出：「我們聽納特，就能學到很多關

於伊斯蘭的教導；我們聽卡瓦利，就能學到怎

樣與人相處，互相尊重，如何面對長輩和比自

己後生的人。」有年青的受訪者認為卡瓦利有

點難理解，只能自行詮釋。事實上，這是西方

世界裡穆民青年宗教音樂的發展方向。在澳大

利亞和新加坡，Nasir指出穆斯林青年正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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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的邊緣化。6可是，從訪問和量性調查

之中，筆者找不到他們對這些新潮搖滾蘇非音

樂或宗教潮流結合曲式的喜愛，香港的巴裔青

年人只承認他們對兩者都喜歡，甚至指出兩者

的矛盾之處。有年青人指出：「⋯⋯我們不被

允許看電影或去電影院，但我們仍會這樣做，

這是一件壞事。這樣做當然減低了我們對宗教

音樂的情感，因為寶萊塢、荷李活或其他的都

有自己的音樂，會讓我們上癮。」

　　對玩樂的觀點也有相似的情況。板球是南

亞世界熱愛的運動，但在比較原教旨的伊斯蘭

的理解下，這是與非法賭博和藥物成癮同等的

行為，浪費觀眾的生命時間。香港的巴裔青年

一方面能夠感受到板球運動的熱情，例如：超

過九成受訪者會因為不同原因觀賞印巴板球大

戰，也為香港現實的金錢世界不及南亞對該運

動的重視而感到沮喪；卻在調查中也有63%的

受訪者認為他們會不惜一切，甚至違反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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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與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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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月（Ramadan）時裝系列或標榜清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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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的國家隊球員也曾在比賽之間禱拜，8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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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批評。9所以穆斯林的青年新世代以不同

的方式嘗試連接和測試如何跨越情感分割的鴻

溝，筆者認為華人基督徒也要理解這些現象，

與穆斯林朋友相處的時候可有相應的彈性。接

觸香港巴裔青年人方面，一方面要認識他們宗

教情感的脾性，例如：對任何豬製品的抗拒，

但同時也要知道宗教領域上的限制，可溝通和

變化的狹窄空間。期望為主作見證的工人必須

開拓另類觀感的共同體驗，筆者認為邀請他們

一起重訪他們的家鄉文化是很好的過程。在港

的巴裔青年對家鄉文化的掌握會有信心不足的

情況，甚至因著自衛機制而嘲笑學習烏爾都語

的華人義工。這時候作為他們的良師益友，可

以用接納的心包容他們難以啟齒的弱點，並鼓

勵他們與文化外來者一起重訪家鄉文化，藉此

重新認識既定的世界觀及原生群體的核心價值，

與關心他們的華人朋友一同體驗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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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錫克廟或其他廟宇演奏的曲調，後來因

為印巴分治，穆斯林被趕出錫克廟，科爾坦

就成為錫克教的標誌調子。2同樣地，卡瓦利

（Qawwali）被穆斯林所重視，但巴基斯坦成

立之前，那些信奉伊斯蘭的吟唱者，甚至是毛

拉（maulvi），都會唱其他種類的音樂。3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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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現象，使國家和宗教捆綁起來所產生的文

化產物和情感依附是全球可見的。

　　說回一個更深入的歷史發展軌跡，印度的

莫卧兒王朝本來就是中古波斯化的伊斯蘭成功

打入與調適印地文化的結合體。5其中的伊斯

蘭道德規條（Adab）頗能包容及吸納他者的

文化，並融合成為世界觀的一部分。可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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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說音樂：在伊斯蘭傳統之中，一切

「音樂」被禁止，但「唸唱詩文」就得到推崇。

其中卡瓦利（Qawwali）和納特（Naat）是非

常重要的曲調，反映門徒與聖人，以至先知穆

氏與安拉之間的關係，也是歌頌穆罕默德的美

德之戰曲。但是他們絕不稱呼這些宗教曲調為

「音樂」，就如一個受訪的青年人所說：「⋯⋯

我從未聽過甚麼是蘇非音樂（Sufi music）。

可能這是關於卡瓦利或納特的歌曲，但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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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利是你（筆者）稱之為蘇非歌曲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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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個類別，儘管外觀而言都是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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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指出：「我們聽納特，就能學到很多關

於伊斯蘭的教導；我們聽卡瓦利，就能學到怎

樣與人相處，互相尊重，如何面對長輩和比自

己後生的人。」有年青的受訪者認為卡瓦利有

點難理解，只能自行詮釋。事實上，這是西方

世界裡穆民青年宗教音樂的發展方向。在澳大

利亞和新加坡，Nasir指出穆斯林青年正在合

理化及伊斯蘭化hip-hop音樂來反擊主流社會

對他們的邊緣化。6可是，從訪問和量性調查

之中，筆者找不到他們對這些新潮搖滾蘇非音

樂或宗教潮流結合曲式的喜愛，香港的巴裔青

年人只承認他們對兩者都喜歡，甚至指出兩者

的矛盾之處。有年青人指出：「⋯⋯我們不被

允許看電影或去電影院，但我們仍會這樣做，

這是一件壞事。這樣做當然減低了我們對宗教

音樂的情感，因為寶萊塢、荷李活或其他的都

有自己的音樂，會讓我們上癮。」

　　對玩樂的觀點也有相似的情況。板球是南

亞世界熱愛的運動，但在比較原教旨的伊斯蘭

的理解下，這是與非法賭博和藥物成癮同等的

行為，浪費觀眾的生命時間。香港的巴裔青年

一方面能夠感受到板球運動的熱情，例如：超

過九成受訪者會因為不同原因觀賞印巴板球大

戰，也為香港現實的金錢世界不及南亞對該運

動的重視而感到沮喪；卻在調查中也有63%的

受訪者認為他們會不惜一切，甚至違反地上的

法律來討安拉的喜悅。這個分裂且不協調的意

向在他們的意識中走在一起地生活，我們也不

知道甚麼時候和遭遇之下，這種對大部分娛樂

都持反對意向的原教旨意識會在這些穆民青年

的潛意識中跑出來。這就是筆者道出不連接的

情感領域。

現象與接觸

　　情感分割的現象不單是一個大鴻溝，在現

代設計師和媒體製作人的手筆下更顯出零碎及

多樣化。近期比較突出的例子是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馬拉拉帶了一條頭巾接受時尚雜誌的採訪，

並指出這種美感是一個選擇而非強加於普什圖

女性的規條。7而美容時裝界和也越來越多齋

戒月（Ramadan）時裝系列或標榜清真的美

容產品，用家也不限於女性。球場上，巴基斯

坦的國家隊球員也曾在比賽之間禱拜，8或板

球名宿在場外發表一些宗教方面的言論，引來

強烈批評。9所以穆斯林的青年新世代以不同

的方式嘗試連接和測試如何跨越情感分割的鴻

溝，筆者認為華人基督徒也要理解這些現象，

與穆斯林朋友相處的時候可有相應的彈性。接

觸香港巴裔青年人方面，一方面要認識他們宗

教情感的脾性，例如：對任何豬製品的抗拒，

但同時也要知道宗教領域上的限制，可溝通和

變化的狹窄空間。期望為主作見證的工人必須

開拓另類觀感的共同體驗，筆者認為邀請他們

一起重訪他們的家鄉文化是很好的過程。在港

的巴裔青年對家鄉文化的掌握會有信心不足的

情況，甚至因著自衛機制而嘲笑學習烏爾都語

的華人義工。這時候作為他們的良師益友，可

以用接納的心包容他們難以啟齒的弱點，並鼓

勵他們與文化外來者一起重訪家鄉文化，藉此

重新認識既定的世界觀及原生群體的核心價值，

與關心他們的華人朋友一同體驗和消化。



讀新聞 學祈禱 
沙拿慶祝聖誕被穆斯林炮轟

本身是埃及穆斯林的英國利物浦前鋒穆罕默德．沙拿（Mohamed Salah Ghaly）於聖誕日在社交

媒體發布了一張與太太和兩個女兒在聖誕樹下的温馨合照，結果引起大批穆斯林球迷不滿，留下負評。

有網民表示：「如果你不刪除相片，我會取消追蹤你」；「因為你慶祝聖誕節，我不會再支持你和利物

浦」；「我由出生起就支持利物浦，但因為你，我不會再支持，再見！」這是連續第四年沙拿的聖誕照

片引起球迷不滿，但是他沒有理會或刪除相片。

（摘自《東網》2022年12月26日 〈沙拿慶祝聖誕被炮轟　穆斯林球迷割席〉）

求主幫助沙拿真正明白聖誕節的意義，知道耶穌是神的獨生子，為了拯救世人而降生。又求主
幫助像沙拿般移居到西方社會的穆斯林，讓他們在比較自由和開放的社會中，有機會接觸到有生命
力的基督徒和信仰純正的教會，好叫他們明白耶穌是通往父神的唯一道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笑娟

Wendy

　　在福音書中主耶穌預告：「你們聽見打仗和打

仗的風聲，不要驚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

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

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馬可福音13

章7-8節）

　　不絕的天災人禍造成難民的湧現，步向末世的

日子，全球難民人數正不斷攀升，但是對於在香港

土生土長的筆者來說，「走難」似乎仍是很遙遠的

事。感恩近日有機會參加某物資援助組織主辦的40

分鐘模擬難民求生的體驗，雖然據說當中所感受的

經歷大約只有實況的13%，卻讓筆者仔細思想當身

外物和身內物漸漸由擁有到失去的時候，到最後剩

下的會是甚麼，才可以支持自己繼續掙扎求存。

　　在模擬難民營中有不同身分，他們都是失去家

園，被迫逃難他方。有些失去了健康、失去家人或

與家人失散。而今日生活不可或缺的手機，在難民

營中只可換取一日的麵包糊口；年輕人心愛的波鞋，

也要除下來換取急需的藥物來醫病；幾經折騰排隊

得來的食物卻被營中的武裝軍人肆意掠奪；半夜無

故被吵醒，被電筒強光威嚇要供出誰是營中的滋事

分子；為求自保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無情的互相

出賣；年輕女子身心慘遭蹂躪。難民在營裡面失去

了大部分的自由和身外物，甚至尊嚴和安全感。

　　當原本擁有的東西逐漸失去，過著沒有溫飽兼

擔驚受怕的日子，或許與失散的至愛家人團聚，會

是他們生存的寄望。事實上，他們情願不要在這裡

尋著所牽掛的失散家人，因為實在不忍心對方也在

此處飽受煎熬；或許等候外國收容是他們唯一的盼

望，但當中的機會卻很渺茫，只有一等再等的希望。

究竟甚麼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盼望？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

望。」 （羅馬書15章13節）

　　是的，因著大有盼望，困境也不致成為絕境。

或許神容讓難民流散到其他國家，特別是穆斯林難

民能夠去到信仰自由的國家，能夠解除宗教包袱的

枷鎖，甚願主耶穌的真光照進他們的心裡，使生命

燃起永恆的盼望，在任何境況都有主所賜的平安。

主再來的日子快到，願意我們趁著白日努力作工，

向在遠處和在近處仍在黑暗中的人傳揚那使人有盼

望的神。

難民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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