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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題目目：：上上帝帝的的公公義義  

經經文文：：阿阿摩摩司司書書 55::2211--2244                                                                        陳陳茉茉莉莉牧牧師師  

  

敬愛的弟兄姐妹平安！ 

在此，代表性別公義委員會向大家請安，期待藉此次紀念主日，再次來喚起大家

對上帝公義更多的認識，使得我們將上帝的公義確實能夠落實在兩性的生活中。 

 

一、前言 

世風日下，因應著世界的潮流，使得我們所熟悉的兩性關係，已經不再如此稱謂，

取而代之的是「性別平等」這個詞句，因而，使得我們更能突顯出包容性及接納性，今

天我們要討論更多的是如何來對待諸多的性傾向。起初，上帝創造人類，同時分別賦於

男、女有不同性別的特質，人類雖然有不同的性別，但卻都同樣具有上帝的形象，上帝

賜下各種不同的恩賜，使得不同性別的人們，仍然能在生活中相互合作、彼此扶持，共

同承擔起管理萬物的責任與使命。 

現今，在台灣社會快速的變遷過程中，我們發現若要實現性別公義的理想，應該

更積極地落實「人著倚靠耶穌基督的救恩。祂要使人對罪惡中得著釋放，使受壓制的得

著自由、平等，在基督成做新創造的人，使世界成做祂的國，充滿公義、平安與歡喜。」

的信仰告白；在 2013 年第 58 屆總會年會完成組織條列修訂，本委員會的任務正式轉

型為的倡導性別公義的角色，促使性別地位有實質的平等，消除一切性別歧視，建立和

諧互助的夥伴關係，營造性別平等的友善環境。 

在如此包容接納的氛圍下，普世熱烈地討論性別平等中，讓我們透過今日的經文，

從上帝的話語中來思考更深的公義，因為，若是這個世界沒有上帝的公義，即使再多的

法律保障，只不過都是形式主義，無法落實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更何況是不同的性別及

特質。 

今日經文中指出，耶和華上帝藉著先知阿摩司說「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

如江河滔滔」(24 節)，可見當時社會缺乏的就是公平與公義，所以上帝才會說惟願。公

平和公義這二者在智慧文學中，常同時提說，箴言 21:3「行仁義公平比獻祭更蒙耶和

華悅納」，8：20「我在公義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在先知文學中，公義與公

平這兩者也是信息的重點，可見在上帝的心意中這兩者是何等的重要，而且公義是上帝

的屬性之一，在祂創造人的形象當中，是有公義的本質在內，因此，在世界上理當有公

義彰顯，有公平存在其間，才能得著如同創世紀 1:28 所說上帝賜福給人類，又對他們

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

行動的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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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沒有公平公義的社會 

如同我們所了解的，社會公義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先知阿摩司指責當時的以

色列國內到處看到社會不公義的現象，可看出當時的社會景況。阿摩司書 2:6「為銀子

賣了義人」就是人為了金錢而冤枉其他無辜的人，國家政治的司法機構腐敗，貪贓枉法，

社會失去真正的真理。「為一雙鞋賣了窮人」是指窮苦人家只是欠人一點小錢，竟被人

苦苦相逼，迫不得已只好將自己當作商品，變賣給別人當奴隸還債。富有的人欺壓貧窮

者，詐取、剝削他們的勞力。有勢力的人會想盡辦法顛倒是非，隱瞞自己的罪惡，這在

當時社會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公義」是指人應遵循一定的法則、標準，來遵守上帝的約定；「公平」是以上述

公義的原則來對待自己與別人。但是當時司法系統腐敗，貧富不均卻無社會公義制約，

以至於公平成為茵陳，是一般人對之不屑一顧的苦菜，公義被踐踏、丟棄。 

到最後因著沒有公平與公義，社會充滿失序、自由、放縱，「...使公平變為苦膽，

使公義的果子變為茵陳。」(摩 6:12b)，真是情何以堪！ 

 

三、再多的宗教活動也無法取悅上帝 

阿摩司書針對當時北國社會的各種罪惡，指出以色列人雖然身為上帝的選民，且

熱心獻祭，但他們腐敗的生活，實際上卻違背了上帝的律法，以志，使敬虔的宗教活動

變得沒有意義。他們還自己認為：上帝既與他們立了約，他們便成為選民，在萬民中享

有特殊的地位，甚至連上帝也不會斷絕這牢不可破的關係。 

當時是在摩西律法中的節期，以色列民有嚴肅會、有獻燔祭、素祭，用肥畜獻的

平安祭，更有美妙的歌聲與悅耳的彈琴聲，大大運用音樂的力量來敬拜上帝。卻上帝直

接說：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我不悅納你們的燔祭、素祭，我不

顧你們的平安祭，讓你們的歌聲遠離我，我不想聽你們彈琴的聲音。這樣的情景似曾相

識，也出現在先知以賽亞的時代，在以賽亞書第一章耶和華上帝對以色列人民的宗教活

動，同樣表現出憎惡、恨惡和不耐煩。 

為何如此？這位上帝真難取悅啊！這些公牛、羊羔可都是無瑕疵，特別挑選的，

這些節期的排場，儀式的氣氛都是特別營造出來的。怎麼會這樣呢？從以賽亞書 1:21

「可嘆，忠信的城變為妓女！從前充滿了公平，公義居在其中，現今卻有兇手居住。」，

我們看到上帝內心的哀痛及嘆息，上帝這樣的哀嘆也在先知阿摩司的時代迴響：「不要

往伯特利尋求，不要進入吉甲，不要過到別是巴；因為吉甲必被擄掠，伯特利也必歸於

無有。」(摩 5:5)上帝表明不要到宗教中心尋找祂，要除去一切的宗教外殼，用「心靈」

與「誠實」來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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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底上帝所喜悅的事是甚麼呢？ 

因著公平被輕視，大家不屑一顧，公義被踐踏到處被丟棄，其實上帝的心就如同

滿嘴塞滿茵陳(以色列的苦菜)般，更是如嚐苦膽一樣的苦澀無奈。上帝真正喜愛人做的

事是甚麼?不是獻祭，也不是看起來非常嚴謹又盛大的敬拜祭典，甚至美妙的讚美歌聲

都令上帝感到厭惡，因為上帝不喜歡這些虛有的假象。祂所要求的只有一點：實實在在

地實行上帝的公義。 

先知指出其實真正的重點，是要使得人們知道，上帝對公義的生活和正直的對待

所有事情的態度。先知的原意是，認識上帝並因為敬畏祂而影響到實際生活，這是主要

的；而敬拜的儀式是次要的。換句話說，如果會眾對他們所敬拜的上帝毫無認識的話，

及使是最堂皇的敬拜儀式，和最美妙的音樂，都是沒有功效的。先知並沒有對敬拜本身

提出太多的批評，他所批評的，是一種沒有真正認識上帝的敬拜。 

公義如江河那樣滾滾湧流，不會乾涸。以色列不是曾將公義丟棄於地，使公平變

為茵陳嗎（五 7，六 12）？但是神的公義不同，永遠湧流不息，公平如大水滾滾，得

以灌溉地面，滋潤農田，使稻穀成長，生命必不斷滋長。 

 

五、反省 

先知阿摩司所看到的社會現象是發生在敬畏上帝的以色列社群中，換句話說，可

以類比是現今的基督徒或是教會團體。所以我們用這些經文所傳講的信息，先用來思考

現今我們的信仰團體，好使我們的信仰是脫掉宗教活動的外殼，真正進入上帝的公平與

公義的屬性。 

 

1.教會中的公平與公義 

明年就要慶祝基督教來台宣教 150 年，我長老會可說是 150 年來唯一與台灣同站

立的教派，在與台灣經歷不同的時代和歲月中，我們的信徒也從初代，直到現在甚至已

經有第六代信徒。當初從宣教士所傳的福音來信主的先人，大部分是勞動階層人士，到

現今其後代大都是成為社會的中產階級，這是可喜可賀的情形。 

然而，卻也曾聽聞有些第一次到教會的慕道友，不敢到某些教會是因為在教會中

充斥著貴氣。有位朋友目前已不在長老教會，她自稱小時候是長老教會，但後來因教會

有人比較有錢，對她排斥因此她覺得受到歧視，所以離開了教會。 

這樣的情況仍然在我們的教會發生嗎？先知阿摩司主張公平與公義在以色列的日

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六 12），對於我們來說也是如此啊！若是一場禮拜結束，許多

新人被介紹後卻沒人去關懷，這某方面來看也是沒有公義，因為大家急忙和一週沒見面

的弟兄姐妹打招呼聊天，有些弟兄姐妹更是有親戚關係，許多是利用禮拜天寒喧，這時

新人就被晾在一旁，很尷尬急急忙忙離開了。這些熱絡的弟兄姐妹或許也擔任教會大部

分的事奉，因著熟悉的關係，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聚在一起，他們會彈琴，合唱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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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揮，甚至可以自組敬拜讚美團，也都有很高的水準。雖然他們也沒表示不喜歡有人

來加入這既有的熟悉圈子，但是，因為他們的內聚力很強，所以一直都是這些人，不用

練都可直接服事。 

其實，今天的經文中所指，上帝並不真正喜歡人用獻祭來表示對祂的愛，上帝也

不需要人用看來像似隆重的禮儀來敬拜祂，上帝也不需要人用動人的歌聲、琴聲讚美祂，

這些都不是祂所期待的。上帝所要的，乃是人會建立公義的社會生活，因為上帝就是公

義的上帝。公義，指的就是沒有冤屈好人，也不欺壓貧窮人，且對困苦的人充滿憐憫的

心。 

 

2.教會事奉中的公義 

教會事奉中的性別問題，也是我們要落實的公義。是否有單一性別占三分之一？

特別在長執的部分，能否都做到呢？根據教勢統計長老會信徒男性陪餐會員 42%，女性

陪餐會員 58%，男性長老占 63%，女性長老占 37%；男性執事占 47%，女性執事占 53%。

顯然許多女性執事一輩子都是擔任執事，才有這樣的比率。 

從過去的歷史中我們知道，上帝要給我們的是國家的治理管理，但是我們若能有

真正的公平與公義存在教會中，我們才能將這樣的公平與公義落實在我們的社會，甚至

在我們的國家中。在教會本身若無法落實上帝這個渴望與旨意，遑論治理管理這個世界

呢？期待這樣的公義力量，能像大水滾滾長流，永不停止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因

為，如果我們忽略了認識上帝，卻自以為義，內心自詡著：順我者公義、逆我者不義。

那麼，公義和正直就不能夠如大水滾滾、江河滔滔，如此，所有基督徒的活動，將都是

徒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