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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衰微，新的帝國巴比倫還未興起強大，猶大國幾乎

沒有外敵與戰爭。藉著這段國際霸權真空交替的空窗

期，約西亞將統治權擴及到北方的以色列。在他的統治

下，猶大度過被擄動盪前的最後一段平靜富庶日子。

列王紀的作者並不認為約西亞王是恰巧「運好」，蒙

上主賜福。他認為，這一切都是約西亞王盡心、盡意、

盡力事奉上主，實施大祭司希勒家在聖殿所發現的摩

西律法的結果。在23章，作者反覆用「搬」「燒」「革

除」「搗碎」「拆除」「移走」等同義字眼，以極大篇

幅說明約西亞忠實於上主的宗教政策，如何徹底落實

在聖殿內與全國各處，甚至跨區到撒馬利亞。

「可是」，作者在26節用這個殘酷的連接詞來表達，

上帝雖對約西亞個人施政賜福，仍無法改變祂對瑪拿

西執政55年的烈怒。28～30節記載，「約西亞在位年

間，埃及王尼哥率領軍隊到幼發拉底河幫助亞述皇帝。

約西亞王到米吉多去迎戰埃及軍，結果陣亡。」約西亞

王並未得到善終，而是在阻止埃及王尼哥與亞述聯手

列王紀下23章21～30節 謝懷安（壽山中會新生教會牧師）

 舉目向山來讚美

宣召：詩篇144篇1～2節

　啟：願保護我的上主得到頌讚！祂訓練我打仗，鍛鍊我應戰

　應：祂是我的力量，我的堡壘，是我的避難所，我的拯救者

　齊：我投靠祂，向祂求庇護。祂使列國屈服在我腳下。

吟詩：新《聖詩》476首〈全能至尊的神！〉

祈禱：（引用西番雅書3章14～17節的詩歌祈禱）

　　　屬上主的人民哪，要歡呼歌唱！要滿心快樂！因為上

主將使我們從仇敵面前得釋放。上主──我主我王與我們

同在；我們再也不必懼怕。時候將要到，上主已經出聲宣

告說：「我民啊，不要害怕！不要讓你的手發軟！我，上

主──你的上帝與你同在；我的大能使你得勝。你要因我

慈愛賜予的新生命歡悅；以此信靠充滿勇氣，唱著得救喜

樂歌。」在新的每一天，我們要為著守護祖先的骨骸，以

及信仰的聖殿，光榮戰鬥。

靜默──等候

　啟（台語）：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負，親像

阮也有赦免辜負阮的人。莫得導阮入佇試，著救阮

脫離彼个歹的。

　應（華語）：我主耶穌基督啊，當我宣告十字架的救贖已

經復活在我的生命時，願我的罪得著祢的憐憫與赦

免，求祢以祢的憐憫使我們的紛爭止息；以同桌分

享共食的和諧，免去我們渴想超越彼此、想作霸主

掌控對方的試探，與從試探中生出惡者的威脅與恐

懼。願我們擁有祢的平安。

靜默──渴求

　啟（台語）：因為國、權能、榮光攏是祢所有，代代無

盡。阿們。

　應（華語）：上主，願祢的靈充滿我，願我的心全然歸向

祢，成為祢國度的子民，單單承認祢是我的主；願

祢的權能與榮光臨到，因著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讓我們從捆綁中得釋放，並得以超越現今的壓迫，

成為永遠屬天國度的自由公民，永遠帶著台灣人的

名分、尊榮來見證祢的真理。 阿們。

靜默──盼望

聖詩：新《聖詩》552首〈大家勇敢同齊腳步〉

主禱文：緩慢齊唸主禱文，並以「阿們」宣告主的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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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烈怒中的

恩典

吟詩：新《聖詩》622首〈至大上帝，願祢導我〉

 舉目向山來領受

聖經：列王紀下23章21～30節

分享：隱藏烈怒中的恩典

聖詩：新《聖詩》519首〈為此塊土地阮誠心祈禱〉

 舉目向山來祈禱

代禱：

1.為台灣人民祈禱，求主顧守國人能一同建立信仰、民主的自

由意識，努力追尋與堅持。

2.為台灣面對武力威脅祈禱，願主賜給國人勇氣，能堅持信

念，並得著上主權能的護衛。

3.為國際局勢祈禱，求主掌握國際強權的變遷，使獨立的台灣

在夾縫中展顯存在之價值，成為見證、祝福的管道。

祈禱：

靜默──尋求

　啟（台語）：阮佇天裡的父，願祢的名聖，祢的國臨到，

祢的旨意得成，佇地裡親像佇天裡。

　應（華語）：主──天父上帝啊，願我信靠祢，藉著祢創

造人具有祢尊貴的形像，在地上活出見證祢恩典的

生命。我們不是東西，我們不是物件，我們不是奴

隸，願我們勇敢抵抗那不尊崇祢、拒絕承認祢作他

們的主且否定人性的強權。

對抗巴比倫的米吉多戰役中喪命，盡忠於他的國家與

信仰，讓敵人踏著他的血泊而過。該戰役成為毀滅猶大

的初戰。約西亞的施政改革，在他的幾個兒子約哈斯、

約雅敬、西底家接續繼位之後，均無以為繼。

  忠實於上主，  作出正確抉擇

約西亞王企圖在國際各強權的威脅中走獨立的政治

路線，至此終告失敗，猶大在埃及與巴比倫兩帝國相繼

幾次猛烈的攻擊下，急速衰亡。約西亞完全忠實於上主

的政策，相較瑪拿西放棄信仰價值向亞述求和、妥協的

認同政治抉擇，誰對民族、國家的存續比較正確？

猶太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歷史

上發生的每一起事件都必然包含兩段日子，首先是事

件發生的一段日子，而另一段則是後人完全辨認事件

意義的日子。」如果我們以此作為抉擇正確與否的思辨

時，明顯的，列王紀作者是站在約西亞王那一邊。他積

極推展宗教信仰政策的心靈改革，避免將上主變成金

牛化的象徵，這個改革成為除去他宗教偶像崇拜奴役

人的關鍵。他使猶大人民重新以在聖殿發現的律法書

與上主立約，這新的立約，讓人民轉向上主，再次擁有

從信仰而來的力量，能超越亡國被擄的苦難，繼而為人

類遭帝國強權的壓迫史，作出超越嶄新的見證，實踐上

帝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我要藉著你賜福給萬民」。

電影《最黑暗的時刻》有一幕是剛任英國首相的邱

吉爾，與政治上主張「綏靖主義」的對手哈利法克斯的

對話。哈利法克斯說：「真正致命的危機是這種奮戰到

底的浪漫幻想！明知死路一條卻要追求光榮，根本稱不

上是愛國。」

邱吉爾答：「在戰爭與屈辱面前，你選擇了屈辱！可

是，屈辱過後，你仍得面對戰爭！」他並在一場演講中

說：「如果我們英倫悠久的歷史要結束，也要結束在每

一個人民都躺在自己的血泊之中。」

後來，英國人民被激勵起身對抗希特勒帝國的侵略，

在沙灘上、在山裡、在空中作戰，他們相信：「如果我

們勇敢地承擔責任，站起來反抗他，全歐洲都會得到自

由，全世界將前進陽光灑落的開闊之地。」

約西亞戰死或許可說是一場英雄悲劇，但從更長遠

的猶大歷史來看，約西亞寧死不屈，願讓敵人踏著他的

血泊的勇氣，與建立以信仰為以色列民族共同意識的

改革決心，成為這個民族永遠的得救與榮耀。從此，在

歷史進程上，他們即使面對再大的苦難也終將挺過。

《約西亞王》，取自維基百科

  恪遵上帝律法，  不偏左不偏右

列王紀敘述猶大列王歷史臨到末期，為了避免受到

帝國主義強權武力攻擊，政治的判斷上就會出現究竟

應該和哪個強權合縱連橫才對的抉擇。即使在國家宗

教信仰上，偏向信靠上主、主張獨立的，還是必須有所

選擇。希西家王就是一個例子，列王紀對他的政績雖然

肯定說：「希西家信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在他以

前或以後，沒有一個王像他一樣。」（列王紀下18章5

節，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他對抗亞述皇帝，積極備戰

不願屈服，卻使他所治理的猶大國付出極慘痛代價。最

終，他還為了與新興霸權巴比倫建立戰略上的夥伴，向

其展示自己的國力，而遭先知以賽亞預言譴責。

因著來自亞述武力的威脅，希西家的兒子瑪拿西單

獨執政後，直接靠攏亞述，接受亞述的神明，把聖殿轉

變為宗教博物館，容許向各種神明獻祭。瑪拿西的兒子

亞們延續此一外交政策，導致權力的鬥爭，在一次可能

是宮廷的政變中被殺。

亞們的兒子約西亞被擁護主政，他是一位怎樣的

王？22章2節指出：「約西亞做了上主認為對的事，跟

隨先祖大衛王的腳步，不偏左不偏右。」在此所謂的

「不偏左不偏右」，不是中間路線，不是妥協路線，不

是現實主義的投機路線，而是腳踏著大衛的腳步、用他

的尺度作自己的標準，決不偏離的路線。從意義來看就

是，他嚴格遵守上帝一切的律法。

約西亞統治猶大30年間，國際局勢上，亞述帝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