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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個金像，高六十
肘，寬六肘，立在巴比倫省杜拉平原。 
2 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將總督、欽差、巡
撫、臬司、藩司、謀士、法官，和各省
的官員都召了來，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
的像行開光之禮。 3 於是總督、欽差、
巡撫、臬司、藩司、謀士、法官，和各
省的官員都聚集了來，要為尼布甲尼撒
王所立的像行開光之禮，就站在尼布甲
尼撒所立的像前。 4 那時傳令的大聲呼
叫：「各方、各國、各族的人哪，有令
傳與你們： 5 你們一聽見角、笛、琵
琶、琴、瑟、笙，和各樣樂器的聲音，
就當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
像。 6 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時扔在
烈火的窯中。」 ⋯ 16 沙得拉、米煞、
亞伯尼歌對王說：「尼布甲尼撒啊，這
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 17 即便如此，
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
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
手； 18 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
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
金像。」 19 當時，尼布甲尼撒怒氣填
胸，向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變了臉
色，吩咐人把窯燒熱，比尋常更加七
倍； 20 又吩咐他軍中的幾個壯士，將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捆起來，扔在
烈火的窯中。(但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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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同事可能就是你的敵人

9月《職報》中，我們談到尼希米點只酒政咁簡單，今
次我們談一件約在尼希米之前100年的一件職場事件。

《但以理書》第3章一開始就記載了一個十分值得在
職信徒細想的故事。事件以尼布甲尼撒王為他所造的
金像行開光之禮為序幕。這金像高90呎，闊9呎，在
當時可說是巨像一個，而有資格參加這個頂級王室禮
儀的，當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而是來自巴比倫全國
各地的高官「……於是總督、欽差、巡撫、臬司、藩
司、謀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員都聚集了來，要為尼
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開光之禮…」，可以想像，這
是巴比倫大集團的一次高級職員大聚集，大家的目的
只有一個，就是透過這次金像開光之禮，直接在大老
闆尼布甲尼撒先生面前表態效忠，討好他。

怎樣向尼布甲尼撒先生表態效忠呢？說來也並不複
雜，就是「你們一聽見角、笛、琵琶、琴、瑟、笙，
和各樣樂器的聲音，就當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
的金像。」細心想一想，這個表態效忠的方式也頗奇
怪的，它的重點不是重覆的俯伏敬拜，而且無論官員
們的職位多高、負責的崗位是甚麼、來自哪個省份，
他們首先要做的，是留意聽指揮，才可俯伏敬拜。
《但以理書》第3章多次強調，「凡聽見角、笛、琵
琶、琴、瑟、笙，和各樣樂器聲音的都當俯伏敬拜金
像。」，值得留意的是，要聽「角、笛、琵琶、琴、
瑟、笙，和各樣樂器聲音」，這反映出此指揮是十分
講究，毫無簡化的餘地。這也同時告訴各高官，不是
你們自行俯伏敬拜表態效忠就可以，而是要嚴格按照
當時所訂下的方式（由角、笛、琵琶、琴、瑟、笙，
和各樣樂器聲音指揮、和時間）才成，這是作高官的
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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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重點不單是「俯伏敬拜金像」，而是全面遵守
「遊戲規則」。

可能由於當時場面太壯觀，加上參加開光禮的高級職員
太多，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雖然
在現場，但卻沒有「聞音俯伏」，此舉並沒有立即被尼
布甲尼撒先生發現，結果就被同事（幾個迦勒底人）告
發他們：「王啊，這些人不理你，不事奉你的神，也不
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迦勒底人就是統治巴比倫帝國
的民族，而當時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人則是「幾
個猶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倫省事務」的官員），
說得直接點，他們向尼布甲尼撒先生說話的意思是「老
闆，你信依幾個外人根本養唔熟！」。

試想一下，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人在年輕時就由
猶大被擄到巴比倫，作為被擄者，他們一定是經過多年
努力，有超卓工作表現，而且因為是「外人」，要取得
尼布甲尼撒先生的信任，被指派管理巴比倫省事務，要
表態效忠可能已做過無數次。然而，始終他們是猶大
人，不是迦勒底人，就是活在他神的廟中！而這一次，
因為不守遊戲規則，他們的迦勒底人同事就忽然之間變
臉，轉成他們的敵人。

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

有時，遊戲規則一經訂下，連老闆自己亦難以逆轉，結
果是不分上下，人人都被遊戲規則所困。得知三人被告
發後，尼布甲尼撒問他們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
歌，你們不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
意的嗎？你們再聽見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
樣樂器的聲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卻還可以；若
不敬拜，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
我手呢？」從字裏行間，我們好像聽到尼布甲尼撒先生
說：「老兄，今次俾下面，拜下喇，如果唔係，我好難
同人交代，想唔殺你都唔得呀。」

那知，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尼布甲尼撒
啊，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很清楚，他們的意思
是「無謂多講」，也就是說，他們告訴尼布甲尼撒先
生，此事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商討空間，而尼布甲尼撒
是理應早知道的。

過去多年，尼布甲尼撒先生作為他們的上司，其實應已
十分清楚他們的工作原則和信仰觀念，他們忠於王朝，
工作表現超卓，同時卻只敬拜以色列的耶和華上帝。因
此，當尼布甲尼撒要求他們敬拜金像時，他們回答說：
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

在被擄的日子中，在尼布甲尼撒大王的政府（也就是他
廟）裏，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人背負著「猶大國
被擄者」這個標簽，終於成為管理巴比倫省事務的高
官。他廟的職場並沒有令三人敬拜他廟的神祇，反而，
他廟的老闆卻深知他們所堅信的是誰。這對今天在職場
中學習踐行信仰的信徒而言，實在值得仔細思量。

即或不然……

我們都很清楚，尼布甲尼撒先生並不是耶和華上帝的信
徒，但他卻知道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人的信仰立
場。對今日的在職信徒來說，此事甚有參考價值─老
闆雖然並非信徒，但老闆明白他的基督徒下屬所信和所
持守的是甚麼。所以，當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
說：「尼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之
後，再說：「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
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
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
拜你所立的金像。」

我們該明白，也應該有準備，我們的工作處境已經愈來
愈「他廟」化，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公義、愛心、公
平、責任、忠誠等已愈來愈受到挑戰和漠視，然而所謂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有沒有在「不是自己
友」的情況下，以實際表現取信於上司？而我們是否能
夠令上司知道我們對自己信仰的堅持和態度？我們未必
能改變上司的信仰和價值觀，但至少，我們可以取得上
司的尊重。

還有最重要一點，就是「即或不然」。隨著近年各種成
功神學的盛行，所謂「只要有信心就乜都得」，有些職
場信徒不免受到影響，對踐行信仰帶點僥倖心態。若是
如此，我們所堅持的，便不是對敬畏上主的信仰，而只
是一種交易行為──以某種方式換取某種結果而已。

在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尼布甲尼撒先生的回答
中，最後以「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
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作結，言下之意，
這就是他們要基於信仰作出抉擇，之後的，就是歷史
了。

金像事件並非始於金像，而是被擄。沙得拉、米煞、亞
伯尼歌在異邦中掙扎向上，以「外人高官」的身份為尼
布甲尼撒先生管理政府，在防不勝防的時候被自己的同
僚利用「遊戲規則」在背上插一刀，尼布甲尼撒先生亦
欲救無從，然而，我們看見的，卻是他們三人在「他
廟」的職場見證。這見證沒有令巴比倫歸向上主，但卻
令2,500多年後的在職信徒得到鼓勵，傳承了我們的信
仰。

按：本文是源於楊錫鏘牧師（楊醫）在今年10月於楊醫聖言靜修工
作坊的釋經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