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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總會教社奉獻主日參考講章(一) 

作者：李孝忠牧師 (台南中會口埤教會) 

經文：耶 6:12~16 

當訪問古道 

一. 前言 

    2015 年 6 月 27 日八仙樂園派對粉塵爆炸事故造成近 500 人傷亡，其中近 220 人被界定為

「性命垂危」，是台灣史上最嚴重的人為公共災難。事後，媒體爭相報導的新聞內容多為救災

過程、政治社會責任和醫療過程的溫馨故事。教會則發起關懷代禱和募款探視行動。然而，就

基督信仰而言，可能教會必須更進一步分析當代社會青年人的需求、價值觀來提出積極性的防

範行動，而不是僅做消極性的善後工作。 

    年輕人喜歡參加各式各樣的“PARTY”活動，越新奇的越“HIGH”。為什麼？從「春天的

吶喊」、慢跑、到「Color Play Asia—彩色派對」，其動機都在追求快樂。“PARTY”的字義即是

「社交娛樂」透過群體的交流得到快樂的感覺。然而，這種感覺通常是感官的、短暫的、甚至

是虛幻的。與「短暫快樂」相對的詞句是「幸福感」─ 長久、快樂、和諧的人生；是價值、

群體取向(非個人功利)。幸福的希臘文，eudaemonia 「受善靈保護」的意思，衍生為追求良

善(goodness)常處快樂。 

    當代台灣社會在追尋幸福的道路上迷失了，年輕人只能追求短暫物慾的滿足作為快樂之道，

前者才是問題的根源。基督信仰如何回應？教會應有何實際行動？今天的經文可提供我們一些

啟示。 

二. 本論 

1. 耶利米先知的處境 VS. 當代台灣處境 

耶利米於主前 626 年受召在猶大作先知，歷經約西亞、約哈斯、約雅敬、約雅斤、西底

家等王朝，除約西亞是有志改革外其餘君王都是無能、軟弱、心志不堅、信心不足的領

導者。近 40 年的先知生涯面臨兩大鄰國埃及、巴比倫的侵襲和本國君王、先知、祭司、

人民的昏庸、悖逆耶利米屢出先知性警告和預言，不僅被關入獄，甚而幾乎喪失生命仍

堅守上帝所託付的職責。 

政治：處於埃及和巴比倫兩大強權侵略威脅。 

猶大王約西亞於公元前六○九年出兵米吉多抵擋埃及軍隊，隨即陣亡，同時喪失

了君王及國家主權。此後，猶大國即淪為埃及和巴比倫兩大強權的殖民附庸國，

有時依附埃及，有時依附巴比倫，是其盛衰而定，然而如此的周旋附勢終致巴比

侖震怒，於主前 586 年一舉攻陷耶路撒冷殲滅猶大王國。這當中先知的建言和警

告均為領導者所拒，甚而受關入獄，直到 586 年才為巴比倫王所釋放。台灣的處

境：靠美國、中國或上帝、真理？ 

社會：以色列百姓貪婪的價值觀。 (耶 6:12~13)提到:「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

一味地貪婪…」，所以上帝要將他們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轉歸別人。 

貪婪的國度是上帝所厭惡的，台灣的社會、教會是否也陷入相同的情境，以財富



2015 總會教社奉獻主日參考講章 

2 

為成功、祝福的表徵？ 

宗教：祭司、先知草率行事、報假平安。(6:13~14):「… 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他

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當鄰國軍隊壓境時，宗教領袖竟同聲宣布耶路撒冷是神聖城市，外邦軍隊不可能

入侵，一切平安，沒問題…；對百姓信仰的缺失亦輕忽草率行事，甚而詭詐欺騙。

如此的宗教領袖無法逃避上帝的審判。 

台灣宗教界依附政治勢力而致富掌控權力的現象是否有相似之處？ 

教會以資本主義作為福音的糖衣外殼是否有扭曲基督福音本質之嫌？教會是否

有依附藍、綠執政者現象？ 

2. 先知的信息 

路上察看：回顧歷史脈絡。 

以色列王朝的歷史緣起於對上帝統治的存疑，故要求撒母耳為他們設立君王。如今以色

列百姓身陷兩大強權的威脅，應從歷史的脈絡來反思並尋求對策；應以上帝為王 而非

埃及、巴比倫。 

台灣近 400 年來受外來政權的統治，從殖民史來反思，追尋真理以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

意志，型塑公義和平仁愛的社會，提升台灣人靈性和價值觀，可能是當務之急。就基督

徒群體而言，對上帝主權的實踐，基督腳蹤的追隨…..是教會的共同使命。 

訪問古道：「…訪問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間…」(耶 6:16) 

上帝透過摩西所頒布的律例，差遣先知所宣揚的預言中再再啟示上帝的良善之道，以色

列舉國上下卻拒絕遵行。 

台灣歷史中先民的開墾奮鬥精神、對自然風土的觀察以諺語的形式代代相傳，如：「正

月肖娶某，二月肖蛤鼓，三月肖媽祖，四月芒種雨、五月沒乾土、六月火燒埔…」；原

住民群體分享的文化，與大自然共生的智慧….都是創造主給台灣文化中啟示的善道。 

在教會中，基督的生平典範、台灣教會初期宣教師的熱忱、犧牲，信仰先賢的殉道、見

證….如：巴克禮、馬偕、謝緯、蘭醫生….則是當代基督徒應該珍惜、造訪的古道、善道。 

三. 結論 

型塑台灣的幸福之道：實踐善道 

1. 提升文化上的善道 

生活方式重建(原住民智慧、分享傳統) 。 

生活態度型塑(移民開墾精神、勤勞打拼，感恩知足) 。 

2. 信仰上的善道 

開闊世界觀、認同鄉土。 

提升社會價值觀、使命感、人生方向。 

教會當追隨基督、委身上帝拯救的使命，透過服務犧牲的行動來實現上帝主權於人心、

家庭、教會、社群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