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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在上帝計劃中                                      

對教社部的來說，今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 2017 年，是宗教改革五百週

年、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人權宣言四十週年和環境主日二十週年。而教

社事工可以區分為公義和平、永續環境、急難救助、社群關懷四大領域。

在公義和平部分今年星中、北中和天主教台北總教區聯合主辦和平公義二

二八事件七十週年慈悲與正義和好禮拜、與關心原住民恢復傳統領域部分。

在永續環境部分、包括３１１廢核大遊行～大家作伙來、再生能源、里山

農業推廣和生態講座並推動全國淨溪、淨灘運動。在急難救助部分國道五

號重大車禍事故的關心和因應氣候變遷造成的天災、高雄氣爆、關心海外

災難等救助。在社群關懷部分，鼓勵教會開辦快樂學習的課後輔導、設立

社區老人據點並與公益團體合作關懷移民與難民。 

    基督徒，是一群跟隨耶穌基督樣式的學徒，實在不必懷疑自己應否參

與關懷社會▫而主耶穌基督在世上的事奉，顯然不僅「教導、傳道」，同時也

「行善、醫病」。因此，在教會歷史中，宣揚福音和社會關懷是密不可分的。

基督徒常常很自然的參與這兩方面的工作，也不覺得需要為他們所做的下

定義，或舉出理由。因此，在總會「一領一新倍加」的造就系列「基督徒

生活八要」中的第七要是服務社會，第八要是維護生態▫ 

關於維護生態，我們也有許多面向要觀察省思▫在半世紀以前，大多數

的垂釣者都知道要這樣做，釣到小魚要放回，只帶走大魚，這樣的釣魚人

是當時有環境概念是生態保育的實踐者。但是，現在的科學新知卻說這是

大錯特錯的做法，因為魚長得大，必定是在各種劇烈環境競爭下的得勝者，

具有優良的基因容易適應環境與競爭力，而牠們卻被人類從族群中釣走，

而放回的小魚未必能長大成魚、克服環境、獲得交配權。所以人類持續捉

大魚放走小魚，這樣做有可能使該魚群的基因組受到改變，最後整個魚群

的平均大小與重量可能下降並適應環境的能力也可能大不如前。因此，整

個族群逐漸衰弱、競爭力下的若干時日後，可能成為群聚中的弱小族群，

甚至局部滅絕。  

另一個生態保育的悲劇，為了要設立國家公園於是把長久以來與自然

共存的原住民強行驅離家園，國家公園變成剝奪原住民生存依據的工具許

多地方不斷上演這種悲劇。其中最悲慘的例子發生在 1960 年代烏干達一種

以採集狩獵文化為生的依克（IK）族，他們被遷到政府安置的地區學習耕

種，結果，由於土地被剝奪以及原有生活的失落，使得他們完全無法調適

而逐漸失去人性。他們不再彼此幫助，孩童在五、六歲就被趕出家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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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體眼中，成為毫無人性的族群，後來一位英國學者發現到，事實上，

他們只是荒野保育觀念的受害者。 

    另一個因無知犯錯卻有挽回環境希望的例子。大約九十年前，科學家

發明了一個化學產品氯氟碳化物(CFCs) 。它是電子工廠老闆最忠實與便宜

的奴隸，它是冰箱冷凍設備常用的一種冷媒，也用做噴霧氣，電子零件的

最佳洗滌液。在地面工廠內的常溫下十分穩定、無毒性、不可燃、不具腐

蝕性，還有價格便宜等優點，是所有工業者眼中毫無瑕疵的好產品。一九

七四年，不料卻被大氣科學家指為破壞高空平流層(離地約 10-50 公里的大

氣層) 內臭氧的殺手。平流層內的臭氧濃度變稀簿，陽光中殺傷生命的強力

紫外輻射可直抵地面，增加人類皮膚癌與眼疾等病變的機會。於是國際社

會馬上啓動禁止再製造 CFCs 的機制，一九八七年許多國家簽署了<蒙特婁

協議>，禁止生產 CFCs，限制已有的舊冷媒之使用年限與回收再利用，並鼓

勵發展替代產品。二十年後的二００七年九月，臭氧層破洞有復原變小的

跡象。所以說，停止破壞有些環境（例如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的作為

對挽回環境是可為的，別低估有決心的保育力量與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 

    「看見台灣」齊柏林導演的意外離世，令人不捨及感嘆他的熱情執著、

辛苦犠牲，給你我怎樣的感動及省思？我們能如何愛台灣、愛地球、愛護

生態？我們是否對我們所處的環境污染、空氣污染習以為常、漠不關心？

或者願意默默地一磚一瓦式的做好垃圾分類，不嫌麻煩的節能省碳◦我們似

乎處在一種不可逆的大環境，是縱容忍受，還是是愛莫能助、無可奈何，

或願意嘗試聚沙成塔、愚公移山？  

另一方面，我們來省思：若我們的社會良心遭誤導，我們就會朝向只

優化自己、優化教會而已，我們會追求更好的音響、更好的設備、更大的

教會，而至於誰是我們的鄰舍都與我們無關，如果是這樣的話，最終教會

將以另一種形式被擄至巴比倫、而當年的以色列的下場將成為我們的殷鑑◦ 

以賽亞書四十三章 16~21節的歷史背景當時以色列人的現狀：此處提及猶

大被擄到巴比倫的情況，這群被擄的百姓有各式各樣的心態和心境，失望、

放棄、憤世嫉俗、埋怨、悲傷。當耶路撒冷被攻破，猶大亡國後不久，被

擄的猶大人就已經唉嘆自己的滅亡（賽四十 27）。從經文中我們要學習---

- 

一、忘記過去：神要我們忘記什麼樣的過去？耶和華說：你們不要記念從

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甚麼是從前的事？此處是指昔日以色列人

在摩西帶領下出埃及、入迦南這事，這事蹟是以色列的信仰、神學、宗教、

政治、社會、經濟、道德、倫理的基礎，甚至是他們的宇宙觀、世界觀、

人生觀和上帝觀的基礎。耶和華為什麼禁止他們懷念過去？因為這救贖的

事件很諷刺地成了百姓信心的攔阻。這百姓並不是帶著喜樂、興奮、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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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謝的心去回想和記念，而是帶著懷疑和失望，甚至埋怨及放棄。這種

心態令他們愈是想念過去，就愈是對現狀不滿他懷疑。真正的問題是，他

們覺得自己沒有得到救贖的可能和盼望了，面對他們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過

去，但是要得到釋放的日子卻仍是遙遙無期（結三十七 11）。當他們愈是

記念從前的事，愈是對自己的目前和將來感到惶恐和絕望。為甚麼？因為

上帝好像在他們生命中消失了一樣！昔日的光輝只襯托出今日的衰殘和破

落，思想（專注）古時的事，只加強了他們心中被上帝遺棄的感覺，徒然

增加內心的傷痛。如果是這樣的話人要怎樣才能擺脫昔日失敗的陰影呢？

當人因自己的罪絕望時，耶和華宣告新事，作為人的拯救。 

二、盼望將來：「新」在哪裏？就是耶和華所宣告的，是耶和華按著祂所應

許的實現。慈愛的上帝是信實的；百姓是這樣小信。百姓面對著這樣的現

實就以為上帝不會再施行拯救，甚至認為上帝已無力施行拯救而背棄上帝。

以前，他們所走的救贖之路是在滄海和大水中經過的，但將來，他們所走

的蒙救贖之路是要經過曠野和沙漠的。在人所沒有可能完成的，耶和華卻

不費吹灰之力，在上帝沒有難成的事。你經歷過上帝從你生命中「消失了」

的日子嗎？當時的經歷是怎樣的？你的問題解決了嗎？轉向神，你的問題

就迎刃而解，這是神對你的應許。在你生命中，上帝所行最大的新事是什

麼？豈不是在耶穌裏的拯救嗎？什麼是你的舊事和新事？什麼是我們教會

的舊事和新事？什麼是我們需要在上帝面前轉向的？ 

    上帝創造新事，因為上帝永遠走在歷史的前頭。若祂已經走在前頭，

那麼跟隨祂的人只要把頭轉過來，把方向調校準確，就必然發覺原來上帝

已經用祂的救恩創造了新天新地。主耶和華所宣講的新事是就是耶穌基督

裏的救恩：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的上，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從死裏

復活。耶穌基督的復活能帶給你盼望和喜樂嗎？若要得這盼望和喜樂，必

須把從前的事~~那只能令人懷疑上帝的事丟棄，以倒空的心來接受這新事，

以致我們被更新，並在人面前為上帝作見證◦ 何謂美德？美德其實是讚美。

甚麼是對上帝的讚美？讚美其實是人得著上帝的救恩所作的見證。換言之，

上帝所救贖之民是祂的見證人，見證祂在歷史中所行的新事，以自己的生

命來印證上帝所成就的事，這就是蒙上帝所救贖的人的使命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