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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與一位初信青年栽培，他不時從網絡中轉寄一些有關信仰疑惑為題的短片，與我

分享。短片中所提及信仰疑難辨析，內容似是而非，非三言兩語就能解說清楚。網絡世

界資訊泛濫，即使信主多年的信徒，要辨別當中信仰的真偽，也不是一件易事，更何況

是初信肢體？ 

作為數碼難民的我，很難想像網絡世界覆蓋範圍的遼闊及影響的深遠。感謝神，上週

讓我有機會參與由短宣中心舉辦的專題講座：辨別網絡異端。講者對新興宗教，特別是

網絡上異端的關注有十多年的研究及經驗。他以「異端友善環境」來形容現今網絡世界，

因不少新興宗教，利用網絡推銷信仰特會、課程，也會透過詩歌、圖像、群組、臉書來

推廣他們的信仰理念。單是南韓新天地教會網絡上就有 187 條頻道、傳達 138 個國家、

24種語言，影響深遠。異端透過網絡傳播，無孔不入，防不勝防，如何面對這具大的挑

戰？ 

在短短個半小時的講座，講者也明確表示面對這挑戰極度艱難。然而，他建議從自己

做起，由兩個方面入手：首先是態度，面對網絡世界，審慎態度是必須的，不要亂「Add」、

亂「用」、亂「傳」，以防被利用成傳播「禍音」的工具。其次是裝備，要提升分辨真

假的能力，除熟讀聖經外，正確的神學知識也不可少。此外，「關係」也是不可缺的一

環，美國心理學家雪莉.特克的著作《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

親密交流？》一書，正指出關係的建立沒有捷徑，科技帶來方便，卻不能取代真實的對

話帶來關係的建立及個人成長，屬靈生命亦然。若再有這方面的專題講座或課程，大家

也不妨參與認識一下，一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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