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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這不是⼀本學術的、嚴謹的及公理系統式的著作，但也會討論科

學、哲學、信仰及神學，⽽且也有⼤量信念，並且組成⼀組⼀組的理

念。這本書更像是在⼀間餐廳中，⼀邊飲咖啡⼀邊閒談的氣氛中討論

的內容，但所說的卻不是風花雪⽉，⽽是探討⼈類共同⾯對的⽣存處

境，及重要的⼈⽣思想。

現代資訊流通發達，⼀般⼈可以在網上學習到的知識，以往只有在

專上學院才能學到，本書的作者就是⼀個運⽤網上資訊學習的知識份

⼦，雖然不是專家，但透過網上的課程及資訊，也吸收到⼀定的哲學

及神學知識，以及各議題的討論。

本書的第⼀部是關於信念，主要以公理式的表達⼿法，簡述⼀個正

常⼈所會擁有的信念。第⼆部是關於科學與哲學，主要在簡介其內容

後，評論它們的成敗。第三部是關於信仰與神學，主要在簡單介紹之

後，討論其⼀系列初接觸信仰的⼈需要知道的內容。其實各部是獨立

的，所以讀者不必跟次序閱讀，可選任意⼀部開始閱讀，但是跟次序

也是有好處的，可先了解本書的核⼼訊息。

本書跟從神學家卡普托的比喻，處理科學、哲學及神學的關係，講

到哲學家、神學家及科學家，都是在⼈類歷史文化⻑河中泛⾈的同

伴，有時鬥嘴，有時互相參考，但其實都⼀同⾯對未知的未來，在充



满迷霧的河道中前進，其實哲學、神學及科學都各⾃是⼀⾨信仰，需

要⽤信⼼去接受，他們其實是⽣命激情之旅的同伴。

本書作者也相信⼀本非專家的作品，可能更貼近⼀般⼈的⼼，所以

⼤膽搜集資料，整理成書，盼望能給社會⼤眾⼀個普及的頻道，去探

究⽣命中的各種信念。本書雖有⼀個定下的信念系統，但⽬的是希望

幫助讀者能作出⾃⼰的判斷。這本書也可作為⼀個旅程，帶讀者⾛訪

各核⼼議題，叫讀者能在有⽣之年，繼續探索並判斷，對必須知道的

事實，有⼀個簡略的認識。

最後提醒讀者，知道知識能改變⼼態，但只有作出判斷及⾏動，才

會影響⼀⽣，⽣命得以更新。

 



推薦序

我有理由相信，這是⼀本不論讀者抱持甚麼信仰都能在當中找到樂

趣、共鳴、挑戰、甚⾄疑惑的書籍。 

⼈⽣在世，但對⼈⽣及在世有多少認識呢？要如何理解⼈⽣？要如

何 存 活 在 世 ？ 這 是 ⼀ 個 問 題 （ ques�on ） ， 也 是 ⼀ 個 問 題

（problem）。如書中所⾔「⼈存在於⼼靈空間，存在於⼈際空間，存

在於社區空間，存在於歷史時空，⾃⼰的存在由有意識的⼀刻起，就

⼀直存在，經歷⼈⼀⽣的⾼低起跌，但⼈⼈都有⼀死，死取消了⼀切

⽣命的希望，⼈⽣命中只能有短暫的旅途。」1如此⼀說，難以迴避。 

作者深信「⼈的⼀⽣是⼀個恩賜，⼈離開世界時，⼀切就成定局，

所以要趕緊在有⽣之年，活得有意義，活得快樂，活得正確。」2⼈⽣

要如何活得有意義，視乎⼈是否問對問題；⼈⽣要如何活得快樂，活

得正確，就視乎⼈能否處理問題。 

在有理由相信這本⼩書中，超勤兄以他的信念、思想、批判、及激

情，寫下關於信念、信仰、科學、哲學及神學的點滴，來回答⼈⽣中

有理由相信的重⼤問題。但願這本「在⼀間餐廳中，⼀邊飲咖啡⼀邊

閒談」的⼩書，能激起每位讀者再⼀次⽤⼼觀看⼈⽣、追尋智慧，且

努⼒實踐信念。 



全書共三部，第⼀部【關於信念】、第⼆部【關於科學與哲學】及

第三部【關於信仰與神學】，書中引⽤例⼦豐富，引⼈共鳴，顯出超

勤兄對⽣活、社會、世界的閱讀深入寬廣；全書思考清晰，說理深入

淺出，各類深奧哲理在超勤兄⼿中都變得輕盈有趣，引⼈入勝；閱讀

此書是令⼈愉快的。因此，我認為這正是令我有理由相信值得推薦這

本⼩書的原因。 

 

蘇永翰

- 畢業於香港中文⼤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 在香港都會⼤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在⼈⽣⾃學計劃 ，擔任以下

課程的導師：「⼈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領導與合作技巧」「與青少

年溝通技巧」「⽣命教育」及「宗教哲學⼈⽣」等等

- 是⼀位牧者，在中華基督教會屯⾨堂事奉

 

1 張超勤：《有理由相信：分享關於信念、信仰、科學、哲學及神學的點滴》（香港：紅出版（青森文化）），

可參考第⼀部第七章［信念A7.1］

2 同上，可參考第⼀部第⼆章［信念A2.10］

 



 
 
 
 

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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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信念
 

 



1/信念的特質

本書講⼼靈信念，為甚麼講信念，⽽不講公理、理論或知識呢？⾸

先要明⽩以下的幾個想法。

【A】我們知道真實世界有⼀個真相，只是我們不完全知道是怎樣的，

所知的只是⼩部分，所以我們⽤假說、信念、知識等來說明我們所理

解的真實世界。

很多⼈都盼望追尋真理，就是發現這真實世界背後的真相，但對真

理的追尋是困難重重的，其中有幾個可能。第⼀，真相可能是在我們

接觸不到的地⽅，如學⽣考試，考卷的答案被隱密收藏，在學⽣接觸

不到的地⽅，學⽣雖盡⼒回答，可能也很有信⼼知道答案，但直到公

佈結果，他們才會知道正確答案。第⼆，真相可能是⼈類不能理解

的，如我們要知道蒼蠅複眼的運作，及所看到的影像，我們知道蒼蠅

複眼就像很多鏡頭的攝影機，能同⼀時間看到很多個影像，但⼈的意

識與蒼蠅的⽣命不同，始終不能理解蒼蠅如何合成這眾多的影像，這

永遠是個謎。第三，真相可能過於複雜，超出⼈能理解，如美國總統

⼤選，各州的議員根據本州選⺠的投票結果，投入選舉⼈票，獲得最

多選舉⼈票的參選⼈就勝出。究竟參選⼈的⾔論及表現，如何影響投

票結果？由於選⺠⼈數過千萬，選舉⼈票也過五百，如何分析每⼀個

選⺠，真正決定投給誰的動機受甚麼影響呢？任何分析投票結果的⾔



論，都是過度簡化整個選舉真相，雖然有些分析較接近真相，但也不

能百分百如實反映，因真相過於複雜。⽽在哲學⽅⾯，康德說⼈們對

世界的認識，只是認識了其表象，對真正的世界（物⾃⾝）是怎樣

的，⼈們無法得知。

由於真相不易知道，⽽⼈類⼜極需要知道真相，所以⼈們提出假

說，就是⼀些未經証實的想法，若是後來該想法被証實為真，這個假

說便會成為理論或知識，但世上能証實的知識只佔所有假說中的⼀部

分，有⼀部分情況是，假說雖未能百份百証實，但可信度⾼，所以被

接納為真，就是有理由相信它是真的，這些假說被稱為信念。

⼈們對其中⼀個主題提出的信念、理論及知識，形成⼀個對真相的

描述，就是⼈們理解的真實世界，這個描述也可稱為真實世界的模

型，模型與真實世界必然不同，我們的認識與真相必有距離，若那認

識、那描述、那模型很接近真相，就算是知道真相了。

 

【B】⼈們可通過經驗或理性得知真相，但他們都有限制，很多事都不

能完全証實，所以⼈們需要運⽤信⼼相信並接受很多事為信念，才能

過每⼀天的⽣活。

先看經驗，看到的事，或親⾝經歷的事，可算為知道真相，但也有

例外，如把⼀⽀飲管插入⼀杯⽔中，你會看到飲管變得不直，但真相

是飲管仍是直的，只是它的影像受⽔折射，⽽形成了曲折的影像。⼜

如⾒到有⼈搶⼿袋，你想阻⽌那⼈，但你不知道背後的原因，原來是

物主搶回被⼩偷偷了的⼿袋，可⾒真相並不顯⽽易⾒。另⼀⽅⾯，⼈



們只能經驗現在的事，過去的事及未來的事都不能經驗到，⽽且能親

⾝經驗到的事很有限，只是很少部分，⼤部分⼈們知道的事都是通過

理性。

對於理性，它能⼒很強，對於沒有經驗過的事，⼈們也可判定為

真，常⽤的有歸納法及演繹法（可參考第⼆部第⼀章〈實驗的科學〉

中解釋歸納法及演繹法的部分）。若我們說，太陽每天都會從東⽅升

起，我們是⽤了經驗，但經驗不能保証未來太陽還是會每天從東⽅升

起，所以實際上我們是⽤了歸納法，這是合理的，但結論並不必然是

真。除了歸納法，還有演繹法，就是⽤前提、推論及結論的形式得出

的結果，是遵從嚴格的邏輯推理，如前提是所有⼈都會死，蘇格拉底

是⼈，所以結論是蘇格拉底會死，因為遵從嚴格的邏輯，所以前提都

為真的時候，結論必然是真，演繹法是完美的推論⽅法，但要求嚴

格，並不易使⽤。

現代世界的⼤部分知識都是⽤歸納法和演繹法得來的，但由於很多

事都無法在要求嚴格的標準下得出結論，做成很多事都無法肯定，⽽

且歸納法是有漏洞的，結論未必是真。如你喜歡坐在⼀張⽊凳上，你

相信你坐在凳上，凳⼦不會壓壞，⼈也不會掉下來，其實以運⽤了歸

納法，雖然你每⼀次坐在凳上都無事，但難保有⼀次，凳⼦腐爛了，

終於承受不起你的重量，結果你從凳⼦上掉下來。你放⼼坐在凳上，

這其實已運⽤了信⼼，形成了信念，就是凳⼦能承擔起你的重量，但

結果並不⼀定如預期⼀樣。⽇常⽣活中，還有⼤量的這種情況，運⽤

信⼼是常態。但也有些信念，我們不是如此放⼼的，就如相信另⼀半

會帶給你幸福，這也是⼀個信念，雖然你不能如此肯定，但很多⼈仍



如此相信，並決定注冊結婚。⼈們活在世上，時刻都要運⽤信念，實

際比你所察覺的多得多。

 

【C】信念有強有弱，有⼀個判別法，就是要有信⼼把信念實⾏出來，

才算有此信念，否則被視為無此信念。

信念有強有弱，如冬天湖⾯結冰，有⼈建議⾛在冰⾯上，這時你就

要產⽣⼀個信念，就是你能安全的⾏⾛在冰⾯上。可能你信念強，即

時跑到冰⾯，⼤踏步前進；也可能你信念不強，⼩⼼翼翼的⾏在冰⾯

上，⼀⼩步⼀⼩步的⾏進，但也始終⾏⾛在冰⾯上。這兩種情況都是

有能安全⾏在冰⾯上的信念，但有強弱之分，⾄於始終不踏⾜在冰⾯

上的⼈，雖然⼤聲說並不害怕，其實是無此信念。

 

【D】信念⼈⼈都有，但有很⼤分別，有⼀部分信念是⼈的共識，是⼈

⼈都認同的。

有⼀個信念是⼈⼈都有的，就是⼈都會死，⾃⼰也會死，雖然未發

⽣，但我們都相信⾃⼰會死。其實還有很多事，因為被証實了，或者

可信度很⾼，所以⼈⼈都相信，如地球是個球體，古代的⼈不知道，

但到了現代，是太空時代了，⼈都相信並接受這個信念。

 

【E】信念可能有錯，但這不是世界末⽇，可能後果不如想像中嚴重，

但也有情況是嚴重的，重要的是活⼈的⽣命。



如世界是平的，這是從前⼈類的信念，雖然是錯，但沒有嚴重影響

⼈們的⽣活，⽽且在這信念中⽣活，也沒有不妥之處，信念並不是⼀

出現錯誤，就全⾯出錯，如同世界末⽇，但也有情況嚴重的，如⼩朋

友對火沒有認識，相信伸⼿在火中也是安全的，結果被火燒傷，雖然

⼤多數是⼩傷，但也後果嚴重。信念正確當然最好，但若我們在⾃⾝

的信念中，活得安好，快樂喜樂，⼈⽣有意義，對⼈有益處，那麼即

使在有潛在可能出錯的信念中出錯，也不是⼀件⼤事，除非你的信念

出錯，導致你的⼈⽣悲觀，思想負⾯，甚⾄害⼰害⼈，這樣你的信念

出錯就後果嚴重。

 

【F】⼈所擁有的信念，直接影響⼈的世界觀，間接影響⼈的價值觀，

對⼈的⽣命影響⾄巨。

世界觀是⼀個⼈內⼼對世界的理解，就是當你問世界是怎樣的？你

就會把你的世界觀回答出來，⽽你所擁有對世界的信念，此刻就會影

響你的答案，所以信念會直接影響世界觀。⽽另⼀⽅⾯，你對世界中

的⼈事物的理解，⼜影響你對它們所存有的價值的分數，究竟甚麼是

你的優先次序，是⼯作的晉升優先，還是與家⼈共聚的時光優先，這

就關乎你的價值觀，但優先次序其實是很個⼈的、很主觀的決定。世

界觀加上價值觀，將會對你如何⾏事為⼈，有巨⼤的影響，你的⽣命

也因此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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