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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右軍牧師 (彰化中會草湖教會) 

經文：耶 1:4~10 

從耶利米的受召觀看教社事工 

(耶利米書 1章 4-10節)經文：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

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做列國的先知。我就說：主耶

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

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

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

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

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前言： 

 今日是教社事工奉獻主日。教社的事工包括「公義和平─社會改造」、「永續環境

─關懷受造界」、「急難救助與社群關懷─愛心服事」。關心社會是重要的，卻同時是

又大又難的事。因為每個面向都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每個面向在社會上都

已經有不同的團體同時在參與。例如，急難救助與社群關懷方面，有許多宗教團體、

社福機構也投入大量的服務。在社會公義和平的議題上，政黨或社運組織也同樣發出

聲音。關心受造界方面，有環保團體甚至有類似宣教的熱情。有時，教會投入教社事

工被批評“不務正業”。有時，教會雖然關心社會，但受限於教會人力與物力，又被

批評對社會不夠關心、冷漠。 

 作為上帝的百姓，我們應該站在什麼樣的立場、用什麼樣的方式在關心國家與社

會？耶利米是我們的典範。 

 

一、對國家的關心，來自上帝的呼召 

耶利米對國家的關心，來自上帝的呼召。上帝，是關心以色列也關心列國的上帝。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

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 29:11)為了以色列與列國走向平安，上帝呼召先知對國家

說話。 

上帝將耶利米分別為聖，做列國的先知，傳揚毀壞、拔出與建立、栽種之道。上

帝所分別為聖的，不是只有先知或者祭司，而是整個以色列(利 19:1-2)。從整本聖經

來看，聖潔是上帝的屬性，也是上帝對屬他的人的要求。聖潔不只是宗教的禮儀，也

是社會倫理與公義的基礎。上帝的話，同時是聖潔，也同時是公義的。耶利米傳揚的

就是聖潔與公義的信息。 



2016總會教社奉獻主日參考講章 

今日的教會，也是被分別為聖歸屬上帝的群體。從福音傳入台灣，教會在台灣就

是成為上帝話語的傳遞者。教會所傳揚的福音，既是聖潔，也是公義的。是關乎個人

與上帝的關係，也關乎社會公義的。因此，進入社會說上帝的話，不是教會的選擇，

而是出於上帝的命定。 

 

二、在體制外關心國家 

耶利米受呼召時代，同時是約西亞王實施宗教改革與發現律法書的時代。歷代誌

下 34章記載，約西亞王 8歲登基，作王第 12年開始宗教改革，作王的第 18年，在

修理聖殿時發現律法書。此後他號召猶大百姓，在上主面前重新立約，遵守上帝的誡

命，並守逾越節。可見，上帝愛以色列，對以色列的引導，在國家制度內有敬虔的國

王與祭司，在民間，有先知。 

對照起來之下，耶利米受呼召的時候，理當不用害怕。因為當朝的國王─約西亞，

與他有相同的信仰。他們應該是合作夥伴。即使他還年輕，照國王的意思做總可以吧！

奇怪的是，在耶利米書我們竟然看不到約西亞王的改革事蹟。為什麼耶利米不記載或

者不為王的宗教改革而慶賀呢？原因或許是，先知直接面對的是上帝而非國王。先知

耶利米在民間生活，他清楚看到由行政系統發動的宗教改革有極大的不足。可想而

知，由約西亞王所下的行政命令，可以砸碎邱壇、恢復逾越節，但是打不破人心中的

罪惡，更不能保證建立人對上帝敬畏的心。「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視

透呢？」(17:9) 

因此上帝呼召耶利米向國家說話，代表上帝不以約西亞王的改革為滿足。上帝曾

藉著耶利米的口讚美約西亞王公義的作為，但是國家的平安不只需要好的法律、政

策，也需要在民間有好的信仰與道德與文化的支持。簡單的說，先知耶利米就是上帝

賜給以色列在國家體制外的、民間的更新力量。更可以說是來自上帝的力量。在約西

亞王之後的王，沒有走公義之道，耶利米仍然為義發聲，這正說明了人間的國的限制

與上帝國的奧秘。 

隨著政黨的輪替，許多人相信，今日台灣社會比以往更好。我們不會否認，好的

政治制度與政策的對社會是有益處。但從人類歷史來看，政府力量總是有限，社會若

要邁向更好，需要民間的參與與體制外的力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灣 150年，是

一個比任何一代統治者都長久的民間團體。我們更應該鼓勵自己，如同耶利米，在民

間做上主忠心的僕人。教社事工所能做的─急難救助、永續環境與公義和平，或許只

回應台灣廣大社會的需要的一小部份，但卻是作為上帝國在台灣的記號。 

 

三、安慰與盼望，來自上帝 

「拆毀與重建、拔出與栽植」並不是耶利米本人的工作，而是耶利米對上帝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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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的宣告。簡單的說「拆毀與重建」是上帝的工作。先知耶利米所做的，就是宣

告上帝必然作的工。 

「拆毀與重建」，是生活中常見的行動。從物質來說，猶如汰舊換新。從觀念來

說，拆毀錯誤的觀念、認知，建立新的正確的觀念，是從事工商業乃至於各領域的管

理階級的人都需要做的。但是做為教社事工的拆毀與重建，只是這等層次，必定會陷

入有一種「永無止盡、不斷循環」的感覺。永無止盡的急難救助。永無止盡的環境、

與公義的議題。特別是後者，牽涉到不同利益團體，更是難上加難。 

從先知耶利米的一生與以色列亡國的歷史，我們看到耶利米窮盡一生沒有完全拆

毀以色列人錯誤的信仰觀，他也沒有親眼看到以色列的重建。因此「拆毀與重建」是

上帝透過歷史事件而成就的。關於上帝拆毀與重建的事件，不只發生在耶利米的時

代，在新約聖經中我們還能發現。約翰福音記載，耶穌在逾越節上耶路撒冷，將聖殿

裡作買賣的人與物趕出去。猶太人質問他，耶穌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在

建立起來。」約翰福音的作者注釋：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裡復

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約 3:13-22)啟示錄也提

到巴比倫的毀滅與新耶路撒冷的降臨。 

因此，從聖經的角度來說，拆毀與重建都是帶來盼望的行動。拆毀，是上帝美好

的工作。因為拆毀的是惡、不義或是錯誤的信仰。建立更是美好的。每次的拆毀與重

建、拔出與栽植，都是與上帝同行，邁向新天地的過程。 

所以，雖然教社事工又大又難，而有時教會的力量是這麼微薄，但我們卻知道自

己與主同行，就會繼續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