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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中反思基督徒的「接待」倫理 

   鄭曉琳傳道 

我最近看了一套以本地少數族裔為題材，關於異鄉人的電影「白日青春」，內容講述一

個五、六十年代由大陸游水偷渡來港的的士司機陳白日，於一場馬路碰撞跟鄰居(巴基

斯坦)男孩莫青春的父親阿默結怨，當他仇視異己，還一口咬定對方是非法居留，蠶食

社會資源之際，兒子在旁忍不住嘲笑，其實他自己最初就是從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生活

的移民。電影裡主角對「非我族類」的異鄉人心存恐懼，這種喜歡歧視人的心態，與他

自己、甚至這個城市的某些身世有關。或許，我們的上一代也是從異地遷徙到香港的移

民，那時鄰舍彼此幫助和互相接待的關係較好；但我們現在卻活在以「我」為主的文化

裡，社會中的無動於衷或冷漠已經使我們習慣了。電影讓我想起聖經中上帝教導信徒要

善待寄居的外人和客旅，「接待他者」更是基督信仰的倫理價值。耶穌在教導中曾提及

願意接待衪的人才可以進入天國，祂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

渴；我作客旅的時候，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太廿五 35-36）；留意耶穌再加上一句:「這些事你們既做

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廿五 40）這段經文，耶穌

不但教導我們顧念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也提醒我們作為耶穌的門徒，更要學習以接待主

的愛心去接待和關心我們身邊的人。 

我們活在一個以「我」為主、對非我族類心存恐懼的文化裡，對他者和陌生人的恐懼是

可以理解的。無疑我們在熟悉環境，只跟自己人交往是最安全的，畢竟安全感這種心理

需要是人類共通的人性。然而，若長久只留戀在安舒區過著安定生活，其實會阻礙我們

整全生命的成長；因為過度的安逸穩定和有秩序的生活，會不知不覺被操縱及馴化我們，

慣性地生活在既定的思維秩序模式中。 

耶穌在太廿五章的經文中，教導我們以愛接待他者和陌生人，簡單而言我們學習離開熟

悉穩定的安定生活，嘗試接觸陌生人和陌生事，經驗生命的無法預測和不能駕馭，以莫

名的陌生感代替熟悉的安全感接待陌生人作伴，就是學習放下自我 - 愛人如己。這正

是要培育我們聆聽異己者的聲音，學習不只歡迎同聲同氣的同

類，更要學習以基督的愛去接待他者和陌生人。在《白日青春》

裡，異地來的莫青春和陳白日，在香港短暫相遇，最後白日賣

掉自己的的士牌，為了讓這個異鄉小鄰居青春有美好的前途；

電影完結時有一個開放的結局，於奔向未來那未知的一刻，留

下空間讓觀眾解讀，也給我們在「接待鄰舍」的倫理上，留下

信仰反思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