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科技與基督化生活的一致性 

「基督徒在正面行使個人自由的基礎上，視這個新局面為一股在真理和美善中成長和

成熟的力量。」這是一篇關於基督徒生活的文章。 

 

—— 在「數位世界」中活出生活的一致性 

—— 實踐各種美德，成為「更傑出的人」 

—— 個人培育的一個新園地 

 

科技在人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流動電話和電腦的普及，加上互聯網在世界

各地無孔不入，讓人差不多可以作出實時傳播文字和圖像，跨越巨大的距離，無遠弗

屆。 

這個通訊的新文化帶來了不少好處：遠遠兩地分隔的家人可以保持聯繫；學生和研究

學者能更快捷、更方便地取用各類文獻、資料及科硏成果；還有，很多新式的通訊方

法都具有互動的性質，有助促進更動態的學習和交流，從而為社會進步作出貢獻。1 

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實世界之外，今天還多了一個「數位世

界」；它與現實世界「並非毫不相干，它也不是純虛擬世界，而是許多人，尤其是年

輕人日常經驗的一部分」。2 

在「數位世界」中活出生活的一致性 

新科技給我們帶來新的辦法。它能擴闊我們在時事、工作方式、營商機會等不同領域

的知識，並能給予那些要對一些特定事務作決定的人很多選項。新科技讓資訊迅速地

被處理及更新，並傳播到世界各地，讓不同地方的人都能取得，甚至我們只要有一機

在手，就能獲取這些資訊。 

基督徒在正面行使個人自由的基礎上，視這個新局面為「一股在真理和美善中成長和

成熟的力量」。3 它引導人按照自己的人性去行動，明認自己「只有一個生命，是由肉

體和靈魂結合而成的。正是這個生命，在身體和靈性上都必須變得神聖，及充滿著天

主。」4 

成聖這個召喚給基督徒的所有行為賦予意義，也將所有行為整合為一。正如聖施禮華

所說的：「我們基督徒絕不可讓自己陽奉陰違度兩面雙重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必須是

一個鞏固而單純的統一體，我們的一言一行無不統一其中。」5 我們不能在「虛擬世

界」中採用一種行為方式，而在「現實世界」中卻採用另一種。生活的一致性促使我

們以契合個人實況的方式進入數位世界，並參與其中的活動，利用它提供的所有工具

去更好地履行每天在家庭、在工作及在社會中的職責。 

所以，我們每人都要以自己的身分，就是基督徒的身分，進入數位世界。6 另一方面，

由於新科技容許人在某程度上匿名行事，甚至以假身分行事，人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庇護所」，讓人逃避現實。「別再做夢了！把虛假的理想主義、幻想，還有那些我



常稱為『神秘的癡心妄想』都拋諸腦後吧！不要再想：假如我沒有結婚、假如我健康

一點、假如我還年輕、假如我年事已高……你應該認真地面對那些最實在、最眼前的

事情；上主就在其中。」7 

今天，數位世界有如我們日常生活的一種「延伸」，而它當然也成為我們追求聖德和

做使徒工作的地方，因為我們上網時，也會影響他人。為那些因其職業或崗位而對他

人有巨大影響力的人，例如父母、教師、經理等，這尤其重要。 

若要做個名副其實的基督徒，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應使人藉以覺察『基督聖德的芬

芳』」8，並且「使人能從門徒身上認出『師傅』的臉容」。9 在數位世界裡也是一

樣。 

實踐各種美德，成為「更傑出的人」 

顯然，新科技的使用視乎每個人的處境：其年齡、職業、身處的社羣、能力及知識而

定。並非每個人都需要用新科技，所以我們不應看不起那些不用它的人。我們可以將

電腦技能與駕車相比：不是人人都必須懂得駕駛，但是有一些人懂得駕駛是非常有用

的。 

同樣，在數位世界「駕駛」所需的具體技能和行為守則已經逐漸成形了。事實上，有

些地方正在草擬有關使用資訊科技的法規，因為它對公益有莫大的影響。這些新科技

如果能夠助人實踐基督信仰的德行和遵守道德律，它就會對促進個人全人的發展有所

貢獻。所以，科技的進步必須配合人的道德生活，好使每個人的「內在」得到堅固 
10，並學習自由而負責任地使用這些新科技。 

人為了能審慎地管理新科技，除了有基本的技術知識外，還需要辨認它的功能和風

險。意思就是人要留意在互聯網上所做的事（例如發電郵、打電話、傳送文字訊息、

上載影片等）永不會是一個完全私密的行為。其他人可以閱讀、複製或更改其內容，

而我們可能無從得知是誰人做、何時做的。 

此外，使用這些新科技的人需要培養一份反思的態度，好能有效地利用它的種種功

能。有一句道德名言這樣說：「你應該做的，你就能夠做」。可是它卻經常因一些商

業利益而被倒轉為：「你能夠做的，你就應該做。」審慎的態度能幫助我們看破商業

招徠有時會隱含著的急迫感，並且從容不迫地，確保我們在「虛擬世界」中作的決定

切合我們的實際需要。歸根結底，問題在於為增進個人的成長，不是為增加個人的擁

有而奮鬥，因為基督的警世良言也適用於這些新事物：「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喪

失了自己，或賠上自己，為他有什麼益處呢？」11 

在某種意義上，新科技帶給我們包羅萬有的資訊、新聞、與他人聯繫的方法，所以每

個人都要用心思考如何在各自身處的情況中最有效和正面地使用這些科技，同時不會

失去自己對科技的自主權。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抗拒那些以為有了科技就萬事皆足的

想法，只顧「怎麼樣」發展科技，而忘了問「為什麼」發展科技。12 

然而，這不只是指要遵守什麼「規條」或「標準」，因為隨著科技的變化多端，它們

很快就會變得過時。這些規條確是有用的，但理想是，新科技的使用應有助促進人的

全人成長。 



所以更加重要──且更加吸引人的──就是集中精力去培養各種好習慣，即是各種美

德。一個人如能在使用電子器材及互聯網時培養出具有美德的「風格」，他就能輕易

地適應任何轉變，而且能在基督徒聖召的光照下，辨別任何新科技的優點和風險。套

用聖施禮華的教導，我們也可以說，理想是成為「更傑出的人」。13 

個人培育的一個新園地 

人一般不會自學駕車。我們需要花點時間，讓相熟的人或導師教我們，並指出在馬路

上可能遇到的危險。類似的情況在使用新科技方面也是一樣。我們明白有人陪同是重

要的，尤其是對年輕的人來說，因為如果他要懂得獨立地使用這些科技，他必須事先

接受堅實的教育，如同一個快要獨自駕車的人一樣。「我們生活在資訊驅動的社會，

不斷受到資料數據的疲勞轟炸，無一倖免，且將所有訊息視為同等重要，導致我們的

道德分辨變得極度膚淺。在作回應時，我們須提供教育，以傳授批判性思維、以鼓勵

發展成熟的道德價值。」14 

所以，各教育機構在訓練學生如何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科技方面必須加倍留意。不只

是教授科技知識，或最新的科技發展，更要幫助學生們學到在使用這些裝備時應有的

道德習慣，所需的良好標準，以及懂得善用時間。 

培育並不會因人告別青春、步入成年而終止。在人生的任何階段，我們自然地會聽取

比自己較有經驗的人及親友的意見。畢竟，本文所談的，是與他人共享的「日常生活

的延伸」。例如，許多人視個人神修指導為一個好機會去得知可以與他人一起使用互

聯網或社交媒體、最合適的使用時間、如何面對使用時可能出現的問題或誤解、或是

它能給使徒工作帶來的新計劃。 

在往後的文章中，我們將更深入地探討如何合乎道德地使用新科技。我們會涵蓋一些

對新科技的性質尤其重要的習慣和態度，例如節制、學習、反思等。另外，由於現今

有不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都在數位世界中進行，所以我們也會談論一些與人的社羣本

性息息相關的德行，這些德行有助我們實踐聖伯多祿給基督徒的勸勉：「若有人詢問

你們心中所懷希望的理由，你們要時常準備答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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