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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与基督化生活
的一致性

「基督徒在正面行使个人自由
的基础上，视这个新局面为一
股在真理和美善中成长和成熟
的力量。」这是一篇关于基督
徒生活的文章。

2021年7月2日

—— 在「数位世界」中活出生活的一
致性



—— 实践各种美德，成为「更杰出的
人」

—— 个人培育的一个新园地

科技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
要。流动电话和电脑的普及，加上互
联网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让人差不
多可以作出实时传播文字和图像，跨
越巨大的距离，无远弗届。

这个通讯的新文化带来了不少好处：
远远两地分隔的家人可以保持联系；
学生和研究学者能更快捷、更方便地
取用各类文献、资料及科硏成果；还
有，很多新式的通讯方法都具有互动
的性质，有助促进更动态的学习和交
流，从而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1]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生活在其中
的现实世界之外，今天还多了一个
「数位世界」；它与现实世界「并非



毫不相干，它也不是纯虚拟世界，而
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日常经验的
一部分」。[2]

在「数位世界」中活出生活的一致性

新科技给我们带来新的办法。它能扩
阔我们在时事、工作方式、营商机会
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并能给予那些要
对一些特定事务作决定的人很多选
项。新科技让资讯迅速地被处理及更
新，并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不同地方
的人都能取得，甚至我们只要有一机
在手，就能获取这些资讯。

基督徒在正面行使个人自由的基础
上，视这个新局面为「一股在真理和
美善中成长和成熟的力量」。[3] 它
引导人按照自己的人性去行动，明认
自己「只有一个生命，是由肉体和灵
魂结合而成的。正是这个生命，在身
体和灵性上都必须变得神圣，及充满
着天主。」[4]



成圣这个召唤给基督徒的所有行为赋
予意义，也将所有行为整合为一。正
如圣施礼华所说的：「我们基督徒绝
不可让自己阳奉阴违度两面双重的生
活。我们的生活必须是一个巩固而单
纯的统一体，我们的一言一行无不统
一其中。」[5] 我们不能在「虚拟世
界」中采用一种行为方式，而在「现
实世界」中却采用另一种。生活的一
致性促使我们以契合个人实况的方式
进入数位世界，并参与其中的活动，
利用它提供的所有工具去更好地履行
每天在家庭、在工作及在社会中的职
责。

所以，我们每人都要以自己的身分，
就是基督徒的身分，进入数位世界。
[6] 另一方面，由于新科技容许人在
某程度上匿名行事，甚至以假身分行
事，人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庇护
所」，让人逃避现实。「别再做梦
了！把虚假的理想主义、幻想，还有
那些我常称为『神秘的痴心妄想』都
抛诸脑后吧！不要再想：假如我没有



结婚、假如我健康一点、假如我还年
轻、假如我年事已高……你应该认真
地面对那些最实在、最眼前的事情；
上主就在其中。」[7]

今天，数位世界有如我们日常生活的
一种「延伸」，而它当然也成为我们
追求圣德和做使徒工作的地方，因为
我们上网时，也会影响他人。为那些
因其职业或岗位而对他人有巨大影响
力的人，例如父母、教师、经理等，
这尤其重要。

若要做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我们的
「一言一行都应使人藉以觉察『基督
圣德的芬芳』」[8]，并且「使人能从
门徒身上认出『师傅』的脸容」。[9]
在数位世界里也是一样。

实践各种美德，成为「更杰出的人」

显然，新科技的使用视乎每个人的处
境：其年龄、职业、身处的社羣、能
力及知识而定。并非每个人都需要用
新科技，所以我们不应看不起那些不



用它的人。我们可以将电脑技能与驾
车相比：不是人人都必须懂得驾驶，
但是有一些人懂得驾驶是非常有用
的。

同样，在数位世界「驾驶」所需的具
体技能和行为守则已经逐渐成形了。
事实上，有些地方正在草拟有关使用
资讯科技的法规，因为它对公益有莫
大的影响。这些新科技如果能够助人
实践基督信仰的德行和遵守道德律，
它就会对促进个人全人的发展有所贡
献。所以，科技的进步必须配合人的
道德生活，好使每个人的「内在」得
到坚固 [10]，并学习自由而负责任地
使用这些新科技。

人为了能审慎地管理新科技，除了有
基本的技术知识外，还需要辨认它的
功能和风险。意思就是人要留意在互
联网上所做的事（例如发电邮、打电
话、传送文字讯息、上载影片等）永
不会是一个完全私密的行为。其他人
可以阅读、复制或更改其内容，而我



们可能无从得知是谁人做、何时做
的。

此外，使用这些新科技的人需要培养
一份反思的态度，好能有效地利用它
的种种功能。有一句道德名言这样
说：「你应该做的，你就能够做」。
可是它却经常因一些商业利益而被倒
转为：「你能够做的，你就应该
做。」审慎的态度能帮助我们看破商
业招徕有时会隐含着的急迫感，并且
从容不迫地，确保我们在「虚拟世
界」中作的决定切合我们的实际需
要。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为增进个人
的成长，不是为增加个人的拥有而奋
斗，因为基督的警世良言也适用于这
些新事物：「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自己，为他有
什么益处呢？」[11]

在某种意义上，新科技带给我们包罗
万有的资讯、新闻、与他人联系的方
法，所以每个人都要用心思考如何在
各自身处的情况中最有效和正面地使



用这些科技，同时不会失去自己对科
技的自主权。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抗
拒那些以为有了科技就万事皆足的想
法，只顾「怎么样」发展科技，而忘
了问「为什么」发展科技。[12]

然而，这不只是指要遵守什么「规
条」或「标准」，因为随着科技的变
化多端，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过时。这
些规条确是有用的，但理想是，新科
技的使用应有助促进人的全人成长。

所以更加重要──且更加吸引人的──
就是集中精力去培养各种好习惯，即
是各种美德。一个人如能在使用电子
器材及互联网时培养出具有美德的
「风格」，他就能轻易地适应任何转
变，而且能在基督徒圣召的光照下，
辨别任何新科技的优点和风险。套用
圣施礼华的教导，我们也可以说，理
想是成为「更杰出的人」。[13]

个人培育的一个新园地



人一般不会自学驾车。我们需要花点
时间，让相熟的人或导师教我们，并
指出在马路上可能遇到的危险。类似
的情况在使用新科技方面也是一样。
我们明白有人陪同是重要的，尤其是
对年轻的人来说，因为如果他要懂得
独立地使用这些科技，他必须事先接
受坚实的教育，如同一个快要独自驾
车的人一样。「我们生活在资讯驱动
的社会，不断受到资料数据的疲劳轰
炸，无一幸免，且将所有讯息视为同
等重要，导致我们的道德分辨变得极
度肤浅。在作回应时，我们须提供教
育，以传授批判性思维、以鼓励发展
成熟的道德价值。」[14]

所以，各教育机构在训练学生如何合
乎道德地使用资讯科技方面必须加倍
留意。不只是教授科技知识，或最新
的科技发展，更要帮助学生们学到在
使用这些装备时应有的道德习惯，所
需的良好标准，以及懂得善用时间。



培育并不会因人告别青春、步入成年
而终止。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我们自
然地会听取比自己较有经验的人及亲
友的意见。毕竟，本文所谈的，是与
他人共享的「日常生活的延伸」。例
如，许多人视个人神修指导为一个好
机会去得知可以与他人一起使用互联
网或社交媒体、最合适的使用时间、
如何面对使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误
解、或是它能给使徒工作带来的新计
划。

在往后的文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
讨如何合乎道德地使用新科技。我们
会涵盖一些对新科技的性质尤其重要
的习惯和态度，例如节制、学习、反
思等。另外，由于现今有不少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都在数位世界中进行，所
以我们也会谈论一些与人的社羣本性
息息相关的德行，这些德行有助我们
实践圣伯多禄给基督徒的劝勉：「若
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
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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