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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宣召：因為上帝拯救全人類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了。（提多

　　　書2章11節）

聖詩：新《聖詩》175首〈新的地，新的天〉   

啟應：腓立比書3章7～11節

祈禱：親愛的主耶穌基督，祢是世界的救主，是我們的主，

我們要歌頌讚美祢的慈愛與榮耀！在祢的身上，我們

看見上主的愛彰顯；祢的拯救，讓我們得以在祢裡面

變成一個新人。祈求聖靈來幫助我們，讓我們學習遵

行主耶穌的命令來回應權力的問題，讓我們在遵守教

會建立的靈性秩序之際，進而推動彼此相愛和行善的

信仰生活。也求主幫助世上一切擁有權力的群體與個

人，都能依靠聖靈的能力來造福人群，成為眾人的祝

福。奉靠救主耶穌的聖名祈禱，阿們。 

經文：箴言21章1～3節

信息：上主支配為政者的心

祈禱：每段祈禱後，唱新《聖詩》329首〈主，聽我祈禱〉

一、為自己祈禱：

　　救主耶穌基督，感謝祢，因著祢的恩典，讓我有嶄新的

開始；因著聖靈在我裡面，讓我的生命時刻更新。祈求主幫

助我，無論是帶領人或是被帶領，都能學習依靠祢的大能，

使我一切所行都能帶來祝福與良善。奉靠救主耶穌聖名祈

禱，阿們！（祈禱完，吟唱〈主，聽我祈禱〉）

二、為親友祈禱：

　　我們的上主，感謝祢創造我們，使我們成為祢的兒女，

祢並創造萬物，使我們互為鄰舍。謝謝祢，讓我們在基督裡

成為一家人，在祢的愛與恩典中彼此激勵、彼此相愛、彼此

祝福。願主的真理與聖靈引導我們的親友堅固信心，在所扮

演的各樣角色上，能謙卑尋求祢的引導。奉靠滿有仁愛的主

基督聖名祈禱，阿們！（祈禱完，吟唱〈主，聽我祈禱〉）

三、為教會牧者祈禱：

　　我們的大牧者耶穌基督，我們要為所有祢揀選的牧者代

禱，願祢的能力與智慧常與牧者們同在，使他們在各樣事上

都能活出信望愛的價值觀，帶領教會活出上帝國的生活，為

主作見證，並能在各樣事上學習耶穌的榜樣服事人群。奉靠

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禱，阿們！（祈禱完，吟唱〈主，聽我

祈禱〉）

四、為國家社會祈禱：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祢是全世界的主，所有權柄都是

祢的！我們要為各族各國的領袖團隊代禱，願他們能夠順服

祢的心意，帶領自己的國家成為世界和平的使者，使他們善

用權力來治理國家，成為人民的祝福，也成為普世的祝福。

我們也特別為台灣即將到來的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

屆立法委員選舉祈禱，懇求祢引導所有選民明辨慎思，能夠

選出擁有正義、勇敢、節制及明智等美德的候選人。也願祢

引導當選者，率領其執政團隊奉行耶穌的僕人領導，以公

平、正義的政策來造福人民。奉主基督的聖名祈禱，阿們！

（祈禱完，吟唱〈主，聽我祈禱〉）

祝禱：

殿樂：靜默祈禱後，彼此祝福。

主題：上主支配為政者的心

【社會改造】

上主支配
箴言21章1～3節 瑪亞‧鄔茂（泰雅爾中會牧師）

從聖經對耶穌誕生的描述，我

們知道上帝拯救的計畫已在耶穌

身上實現，並曉得人對整全生命

與和平的渴慕，都在耶穌降世為

人中得滿足。第5世紀的天主教教

宗良一世（Sanctus Leo Pope I，

400～461年）曾在聖誕祝禱說：「當我們在尊崇中慶

祝救世主的來臨時，這也是慶祝我們自己的新生命。」

每年1月6日是主顯節，這是記念耶穌基督向人類顯

現自己的教會節日。主顯（Epiphaneia）一詞的希臘

文原意是：一位神出現，使人肉眼可見。關於慶祝主顯

節最早的記載，可回溯到第3世紀的教會。根據馬太

福音2章1～12節，來自東方的博士在天上那

顆星的引導下，來到嬰兒耶穌的馬槽前獻

上黃金、乳香、沒藥，表達對新生王的

尊崇。1月6日之後，即1月7日起到聖

灰週三前一天，是教會節期的第一段

常年期，這段期間所閱讀的聖經，可

幫助我們記得上主的愛與恩典，思考

耶穌的完美形像，幫助我們效法基督，

讓我們裡面的上主形像得以彰顯，並強

調信徒要加倍奮發傳揚福音，使基督的光普

照世界。

■堅持信仰原則，期能選賢與能

此時此刻，台灣即將面對由公民共同決定第15任總

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的大選。在這個時候，

相信所有候選人及人民的身心靈都陷入高度的壓力

中。在每一次的選舉中，每一位公民都有不同的支持

對象，並且用各種方式來力挺所屬意的候選人。對基

督徒而言，我們則要以基督為主人，來投入社會的各

樣活動與議題。

美國基督教作家賈森‧索羅斯基（Jason Soroski）

牧師在部落格指出，選舉對基督徒來說是關鍵時刻，

上主的子民要學習在這時刻堅持信仰，在真理中尋求

合一。他認為，基督徒可以支持不同的候選人，但要在

選前及選後的參與中向人展示上主的恩典，也為各領

袖代禱，使他們能各盡其職、忠於所託。

箴言21章1～3節指出：「上主隨意支配君王的心，

正像祂轉移河流的方向。人以為自己所做的都對，

上主卻審察他的動機。秉公行義比獻祭更蒙上主悅

納。」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更需要洞察候選人的言行與

所提政見，透過手中的選票真正選賢與能。

■形塑美德價值，奉行僕人領導

不論是國家層級還是地方層級的選舉，

公民投票的結果，都能實質影響政府未來的走

向。也因此，當社會面臨重大轉捩點時，選民參與

選舉的熱情往往會增加。在台灣面臨中國勢力內外夾擊

之際，選民要選怎樣的候選人來治理台灣？要選怎樣的

候選人在民主體制中合法擁有權力，代表民意來審查國

家重大法案、議決國政事務？這正是選舉時，人民所要

面對的選擇與決定。因此，身為國家一份子的基督徒必

須了解，候選人所提的政見及其內心力量的來源。

拉丁文中，「價值」的含意就是力量的泉源，英文則

含有健康之意，可見價值觀的形塑能賦予人健康的力

量。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指出，價值觀可以形塑人的內

心，帶來影響力，因這樣的力量是源自於重視自我且

尊重他人的展現。因此，柏拉圖發展出「正義」、「勇

敢」、「節制」及「明智」四個基本美德，可幫助我們

接觸內心的力量。

首先，「正義」的價值觀提到從個人正義到社會正

義的範疇裡，也就是從合理對待自己到合理對待他人

的本質，給予每一個生命應得的對待。所以，社會正

義就以公平合理的薪資、資源分配及機會，來展現其

正義的價值。其次，「勇敢」是每一個擔負責任的人、

領導階層的人都要擁有的價值觀，也就是個人因堅持

理念，即使受攻擊或逼迫的危險也不妥協。至於社會

所需要的公民勇氣，就是勇於為他人伸張正義。德國

聖本篤修道院院理家神父古倫進一步指出，勇敢是我

們能自主掌握生活的基本態度。再者是「節制」，即找

到適度的尺度，展現在有節制地運用世界資源、適度

對待自我及適度面對自我的黑暗面。最後一個價值是

「明智」，指一個人有很寬廣的視野，故能作出長遠的

決定，能察覺其可行性及在不同情況下作出正確決定

的能力，也就是先見之明之意。

當我們認識到「正義」「勇敢」「節制」及「明智」

四個基本美德後，期待能更進一步認識我們所支持的

候選人，是否擁有這四項美德成為內心的力量，來造

福國家社會，而非追求滿足私利。

權力所涉及的社會意義非常廣泛，而政權所指的就

是可以為人類帶來自由或專政的人為組織。政權可以

為人類帶來幸福，也可能成為人類極大的災害。也許

我們所投下的票，可以讓合適的人投身政權掌管一切

事，卻不能保證這些擁有政權的人就會服務人群。因

為人類的限制就是不願意向任何人負責，只貪求權力

與權位，卻認為服事他人是一件有損身分的事。基督

徒參與在國家社會的關懷上，必須不斷正視理想與現

實的困境，因為人類事實上是反對所有權柄和命令，

我們偏愛己路而不喜愛與上主有聯繫。

* 　　     *  　　    * 

面對即將到來的選舉，我們懇求上主引導候選人以

積極創新的態度和良心來回應權力問題，願他們善用

權力但不被權力所累；更重要的是，願掌握權力者都

能學習耶穌的僕人樣式，來治理國家、服務人民。

攝影／林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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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者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