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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總會教社奉獻主日參考講章(一) 

作者：Mayaw Kacaw牧師 (阿美中會孫理蓮教會) 

主題：在災難中成為盼望的記號 

經文：馬太福音 24：1-8 

 

前言： 

從古至今，人類經歷過數不盡的災難。有些是大自然的力量所引起，有些是人為的因

素造成的；這些災難除了造成人類生命的傷害外，同時也帶來財產的損失。 

災難事件，對於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住民，應該是非常地熟悉了。世界

銀行於 2005年所出版的《天然災害 熱點：全球風險分析》報告中，就把台灣歸

類為世界上最易受到天然災害衝擊的地方。因為臺灣屬於三種以上災害可能衝擊

的地區。首先，臺灣位於亞洲大陸東南緣，屬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

聚合交界處，此乃世界上有感地震最多的地區之一；其次，臺灣也位於季風氣候

帶與颱風行徑的路線上，每年夏季颱風水患等氣象災害造成的損失極為可觀；第

三，其他天然災害 如梅雨、寒流、乾旱等也同樣造成台灣經濟上的重大損失。 

在今年 2月 6日之前，花蓮地區將近有二個禮拜的時間，小地震頻頻發生，

但對花蓮人似乎見怪不怪了。因而在網路上流傳著「當花蓮人跟你說這個地震很

可怕的時候，你就真的該逃了！」的圖片，真實反映出花蓮人「不怕地震」的個

性。但是，在一夜之間，花蓮人從與地震相處習慣的淡定中警醒過來。對地震早

已見怪不怪的花蓮人這次是真的怕了。 

 

一、 天災及戰禍無情地摧毀人的生命與財產(馬太福音 24:1-2) 

耶路撒冷及其中的聖殿，從古至今可說是古代以色列人最高的祭祀及敬奉上帝的崇拜

場所，也是以色列民族的象徵。在歷史上的耶路撒冷曾先後出現兩座聖殿。 

在以色列王國時代所羅門王在耶路撒冷摩利亞山（聖殿山）興建第一座聖殿。

聖殿長約 30米，寬約 10米，高約 15米。直到主前 586年，新巴比倫王國摧毀

耶路撒冷，第一座聖殿也同時被毀。 

第二座聖殿於主前 515年完工。在主前 37年，聖殿由大希律王得到擴建。

耶穌的門徒所指示給耶穌看的聖殿，正是擴建後的第二座聖殿。(參馬太福音 24:1） 

但耶穌對門徒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來在這裏

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了。」 (馬太福音 24:2） 

果然在主後 66年猶太人發起了大抗爭，雖然在此之前，猶太人曾經多次抗爭運動，

來反抗羅馬帝國的暴政，而這次起義規模最大，持續時間之最長，影響也最為深遠。然而

羅馬帝國這次的鎮壓行動，也最為殘酷，耶路撒泠全城慘遭屠城，約有超過一百萬人的猶

太人因此喪生。，耶路撒冷城內的第二座聖殿被焚毀，如今只留了下西邊一道圍牆（哭牆）。

羅馬帝國自此將所有的猶太人驅逐出猶太地，令其不得返回故國。猶太人此刻開始在歐洲

各地流亡，成為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 

在今年 2月 6日晚間 23:50，發生於花蓮地區規模 6的有感地震，造成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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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區 4棟大樓傾斜倒塌。據中央及花蓮災害應變中心統計傷亡人數，共有 17人

死亡、282人輕重傷，累計共收容 830人。另外，電力停電 2,008戶，自來停水

40,000戶。 

兩年前的同一天，高雄美濃也發生了規模6.4地震，造成台南維冠大樓多起房屋下陷、

傾斜甚至倒塌，單單在此災區，就造成 115人死亡，傷者更是不計其數。 

從古至今地震及戰爭對人類生命財產所造成的破壞是何其大。 

 

二、 災難嚴酷地考驗著人性(馬太福音 24:3-5) 

這些年來，我們看到大自然的巨烈改變。面對可能接二連三的災難，基督徒

應當以何種態度來面對，成為這個時代的教會及基督徒必修的功課。 

在今天的經文中，耶穌提醒我們，在耶穌再次來臨之前，多處必有飢荒、地

震、瘟疫。過去五十年或一百年才會發生一次的災難，在短短十年中頻頻出現；

過去偶發的災難，現在卻經常發生，災難成為常態，發生的頻率與次數越來越多。 

同時，耶穌也警戒我們，在災難發生的當下，往往也是考驗人性的時刻。 

今年 2月 6日，當花蓮地區遭受到地震災難的時刻，受到考驗的，除了是公

部門中央與地方之災害應變及災害管理的能力及態度之外；也考驗著我們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全體教會，特別花蓮地區再地的救災動員能力。同時，也考驗著從國

內外前來受災地區救災的所有單位的心態。最終，我們是否站在受災居民的處境，

來擬定所有的救災措施。還是只為了增加自身的曝光率為出發點。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這次花蓮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本著信仰告白所揭櫫的

「根植於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信仰精神，一同參與了此次的救災工作。花蓮

地區在地的東部、太魯閣、阿美及布農等四個中會，不論是牧長及信徒，齊心在

總會在花蓮港教會所設立的救災指揮中心的帶領下，不分你我，一同完成二階段

的救災任務。在第一服務項目如：結合全台水電義工的水電搶修、對在地缺水的

災民提供飲水的供應、救災義工的熱食服務、安置中心災民的關懷訪視。而第二

階是二場 3月 9、10日的『台日共舞，花蓮加油！！』義演活動。目的是為了推

廣花蓮的觀光與產業，來自日本的導演與能劇舞者、芭蕾舞者及演唱歌星前來花

蓮同台演出，藉著網路直播，幫助花蓮的觀光與農特產品能在日本各大媒體提高

曝光的機會。其次，是二場的來自日本基督徒歌星森祐理女士，於 5月 5、6日

分別在東部中會花蓮港教會、太魯閣中會姬望教會舉行了「無懼的愛」花蓮震災

撫慰演唱會，透過她柔美歌聲，來撫慰花蓮民眾的心靈，並得著重新出發的力量。

森祐理女士以談及自己在阪神大地震時，也失去親弟弟，她站在與許多地震受災

戶一樣失去親人的立場，向大家作見證：依靠慈愛的耶和華，就能得到持續活下

去的希望與動力。 

災難考驗下的人性，證明了無私和無懼的愛是社會療傷的最大動力，縱使救

災的過程仍有本質不完美之處，但願我全體教會能在這塊土地上，見證以人性關

懷的出發點，所展現的美好愛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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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災難中成為盼望的記號(馬太福音 24:6-8) 

主耶穌說：「這一切事情的發生正像產婦陣痛的開始一樣。」（馬福音 24:8

現中修訂版） 

主耶穌用婦人生產之苦來比喻災難的臨到，告訴我們在遭遇災難的時刻，務

必要確信上帝仍然掌權。「災難」，如同婦人生產之苦難。婦人生產小孩時，必先

有間歇性陣痛；其陣痛之間隔，越來越短；且陣痛之程度，越來越厲害，就像婦

人經歷產難一般。這些苦難臨到我們身上，不是為毀滅，乃是為生產，要叫上帝

的兒女在經過艱難的磨練之後，生出合上帝心意的生命品格，並能彰顯出上帝的

榮耀。所以，災難不是叫我們絕望，乃是帶給我們盼望，目的是要給帶人們生命

的喜樂。 

耶穌告訴我們：「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因為她的時候到了；既生了孩子，

就不再記念那苦楚，因為歡喜世上生了一個人。」(約 16:21)主耶穌自己在世上

時，也曾經歷了非常大的苦難，但是祂也見證了，在苦難中存有新生命的盼望。 

因此，教會因著上帝的恩典及幫助，在現今災難常態化的世代中，必能活出

「蒙召來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於本地，認同

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的信仰見證。 

在一篇：「福島，我很好！」的系列報導中，有一篇名為：「7年過後：一趟

讓人思索死亡、災難和勇氣的旅行」的文章中，作者姚巧梅女士，報導了日本福

島經歷了 311的巨大災難之後，「在人人築起高牆顧自己之際，有人向別人伸出

援手，勇敢地走入黑暗，以人文或以醫療或以振興產業的關懷，彰顯苦難的價值．．．

醫生、升斗小民和產業界人士也繼續留在災區發揮力量、參與重建，而且多半是

在地人。」作者最後提到：「我用腳所行走、眼睛所見、以心所體會的東北三縣，

在形式上，確實在往克服與重生的方向堅挺前進，猶如黑暗中的一道曙光。」 

盼望教會在台灣所經歷的每一個災難之中，不分你我即時伸出援手；並在困

難重重的重建之路上，成為溫暖的陪伴者，使台灣共同迎向希望的曙光。 

 

結論： 

在人類的歷史中，因著天災及戰禍造成了生存環境的改變，但同時也促使人

類發展出新的生活方式。 

雖然，災難有時會奪走了人類的生命財產，有時也會奪走人類文化傳承的生

活空間，以及改變我們原有產業賴以發展的基礎。但災難也會激發大家的危機意

識，同心合意邁向重建的道路。 

但願你我在重建的過程中，能重新理解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上帝的新關係。 

災難或許帶來毀壞，但災難也迫使我們，創造新生的盼望。但願台灣的眾教

會，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竭力活出「成為盼望的記號」的呼召與使命。 

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