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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隨便報，普羅大眾隨便信， 

歡迎來到後真相時代。」＜後真相時代＞ 

 

 「後真相」1（Post-truth）被《牛津英語詞典》選為 2016 年度

詞彙。它並非代表這個時代再無真相可信，而是指我們不再重視和思

考事件的真偽。我們傾向以個人的立場與感受去決定資訊的真實性，

加上只接收及觀看符合個人喜好的資訊，同時又不願意接收相反立場

的資訊。因此，各自講各自的故事和牽動個人情緒比做好明辨是非真

偽來得重要，對尋找真相和認真思考的複雜事情則不屑一顧。2011 年

經歷過的「盲搶鹽」事件可說是日常生活的好例子。2至今年的逃犯修

例風波，明顯感受人越來越不重視資訊的真偽，而我相信這股「後真

相」浪潮將會影響往後的基督教信仰，我們必須盡早保持頭腦清醒。 

「因為時候將到，那時人必不能容忍健全的教義，反而耳朵發癢，隨

從自己的私慾，為自己聚集好些教師；他們的耳朵轉而背棄真理，反

倒轉向無稽的傳說。至於你，凡事都要保持頭腦清醒，忍受苦難，做

傳福音者要做的工作，完成自己的職事。」提後四 3-5＜新漢語＞ 

 

 作為基督耶穌的跟隨者，我們對真理的態度應該是最認真仔細

的，因為我們所跟隨的那位主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十四

6），而永生神的教會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 15），如果我

們並不認真尋求真理，又如何能夠捍衛真理呢？因此，除了閱讀聖經

了解真理外，我們應致力了解社會真相，核實真相（Fact check），不

將立場與感受認同視為證據；任何事情都以理為先，而不是立場與感

受為先，才能建立理性交流的平台。 

 

 第二，後真理時代將會帶來一個副產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

「信任」危機。當我們滿足於相信自己喜歡相信的事情，如果被有野

                                                      
1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 

2新聞公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談防範輻射，（2019 年 11 月 14 日存取）。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3/17/P201103170240.htm。 

http://www.hkpec.org/mos


 

心的人看透使用，以假亂真，極端來說會出現越來越多的謊言及陰謀

論，漸漸令人覺得一切都不可以相信，事事質疑，最終或會不再相信

任何事情、人或神。3另一方面，「後真相時代最困難之處，在於你根

本不知道何謂客觀事實，因為每個媒體、圈子都想染手『事實概念』

並加以扭曲，令我們都不敢相信他人說的事實。」，4我們必須提高警

覺，弄清資訊的源頭，不要只看標題，小心斷章取義等等，5更不要隨

便散播假新聞（本星期我收到基督徒轉發有關社福界的假新聞），如果

我們誤傳了假新聞，也有責任傳播正確資訊，作出澄清。 

 

 最後，正如經文的勸勉，我們凡事要保持頭腦清醒，預備忍受

各樣的苦難，不要忘記作為基督耶穌跟隨者的職事，去做只有我們可

以做的工作，就是竭力在這時代傳福音。願我們一同在後真相時代中

尋找真相！ 

 
 

 

 
 

 

 
 

                                                      
3關鍵評論。「後真相」與「後信任」的年代：一切皆不可信？，（2019 年 11 月 15 日存取）。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8448。 

4基督教週報。應對後真相文化挑戰，（2019 年 11 月 14 日存取）。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9/ta2038153.htm。 

5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8448。 

http://www.hkpec.org/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