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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肺炎疫症襲港，甚至是直捲全球，截至五月中為止，全球有超過四百萬人染疫，

當中更有接近三十萬人死亡，這些都讓全球人民人心惶惶，活在對未來不確定的不安中。 

 

回到本港，在過去的數個月中，我們不單要常常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毒，而且我們更要保

持社交距離，以致未能與親朋好友相見，部分人要留家工作，而學生亦未能返回學校上課，各大店

舖及商場之人流可謂寥寥可數，甚至我們連教會崇拜及聚會也未能參與，疫情影響之大，實在是前

所未見。 

 

「逆」情 

 

然而，我們都知道，這疫情實在是引發了一連串的「逆」情。那何謂「逆」情？所謂「逆」

情，其實是指逆境中的情況。在這裡，因著疫情的影響，我們都少不免會遇上「逆」情；舉例說，

因著疫情對經濟的打擊，我們都可能要面對被裁員的風險，又或者我們都要放無薪假、面臨減薪等，

與此同時，我們都受著生命健康的威脅，這些都是在疫情中引發的「逆」情，又或是我們遇到不如

意的地方。 

 

誠然，在我們的人生中，我們少不免都要面對逆境，在這「逆」情中，我們都要面對很多未

能掌握及確定的事情，甚至乎，我們都活在未來沒有保障的不安中。然而，對基督徒而言，在「逆」

情之中，我們卻能學習及操練不同的信仰情操，舉例說，在眾人面對逆境時，我們都能帶著使命，

與人同行，學習服侍有需要的人。不過，在眾多信仰元素及操練中，今天我打算選取其中一種信仰

元素去談，就是信心。 

 

何謂信心？ 

 

有人認為，信心是在一種未知或不確定的景況下發生，意思是假如我們對將來有確切的把握

及認知，那麽我們就不用談上信心；相反，當我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我們才需要信心。舉例說，

我們不會說：「我對太陽從東方升起有信心。」相反，在經過分析及估算後，我們可能會說：「我

對這次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有信心。」換言之，信心也算是包括了冒險成份。 

 

讓我們再看看聖經是怎樣說的。談到信心，我們不得不提希伯來書十一章，其中第一節有提

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這裡的意思是信心就是對所盼望之事的基礎及

把握，是還未以肉眼見到之事的根據。假如你在盼望某些事情，那麽你必然是以信心作為基礎，即



你對此事之實現有信心，你才會有所盼望；而信心就好像一張單據一樣，當你擁有這張單據或憑據，

那你就會有所盼望，在將來你可以兌換到這份承諾或盼望之事。 

 

信心與應許 

 

在基督信仰中，我們信心的對象是主上帝，而不是自己；換句話說，當我們遇上「逆」情之

時，我們會否對前路仍然因著對主上帝的信心而滿懷希望？當我們將要失去工作或收入等，我們會

否因著對主上帝的信心，而不是對自己的信心，對所望之事有所祈盼？當今天我們要面對社會裡很

多不明朗或不確定的因素時，我們又會否因著主上帝的信心，而得著一份安穩的盼望？ 

 

 當我們誠心相信主上帝，即使在各樣不安定的逆境中，我們仍能滿懷盼望。那麼我們所盼望

的又是什麼？我相信在聖經中，主上帝曾藉不同的作者賜下許多應許，亦即祂向我們賜下很多承諾，

叫我們知道，在逆境中，祂就是我們的拯救和倚靠。詩篇九十一篇二至三節談到 ：「我要論到耶和

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

毒害的瘟疫。」而詩篇廿三篇一節亦提到：「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們知道，主

上帝對我們有很多應許及承諾，當我們對主上帝有信心時，這一切都不只是幾句放在桌上的說話或

金句，而是會真真實實地發生在我們身上。 

 

 在十七世紀，英國有一位聖公會牧師名叫鄧恩，當時他也正面對著倫敦的瘟疫威脅，他甚至

乎自己也染上疫病，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相反，他反而更積極地宣講安慰的

信息，讓人認識死亡，並且擁抱基督之死，從而不畏懼肉身之死。他在患上致命疫症之時，寫下

《喪鐘為誰而鳴：生死邊緣的沉思錄》，從而鼓勵了不少歷代信徒，在面對「逆」情或死亡威脅時，

要懷著對基督的信靠，對所望之事有所盼望，而這一切都會讓我們更從容地面對自我們的逆境，更

無畏無懼地面對世界的黑暗與不安。 

 

 總括而言，在這疫症底下，我們也少不免會遇上不同的「逆」情；然而，對基督徒而言，我

們卻能學習及操練其中一種信仰情操——信心。信心乃是上帝所賜的，是一份信靠的信心，而不是

單單講求理性的信心；當我們有了從上帝而來的信心，而不是靠自己的心，加上上帝的信實和應許，

我們對所望之事就有所盼望，而即使我們仍在困境中，我們仍能對上帝的拯救與同在的應許，大有

盼望。願我們都能在人生大大小小的逆境中，常存信心及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