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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向山舉 

舉 目 向 山

主題：亞當的罪與基督的救恩

【社會改造】舉目向山
祈禱會

＊建議在祈禱會前可先禁食一餐，以預備心參與禮拜。

宣召：彌迦書6章6～8節；約翰一書1章9節

唱詩：新《聖詩》31首〈天父疼咱世間眾人〉

啟應：新《聖詩》啟應文11（詩篇32）

祈禱：慈愛的主上帝，感謝祢豐盛的憐憫，不因我們的罪性

和軟弱放棄我們，反倒差遣祢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

人，作我們的兄弟，甚至為我們的罪成為贖罪祭，因主基

督的犧牲，使我們可以與祢恢復和好。主啊，今日我們再

次聚集在祢面前，求主聖靈親自澆灌，好叫我們不只在祢

面前稱義，更因聖靈的內住，賜我們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願祢聽我們所求。奉主耶穌的名祈禱，阿們。

唱詩：新《聖詩》169首〈懇求聖神降臨〉

聖經：羅馬書5章12～19節

信息：亞當的罪與基督的救恩

回應：新《聖詩》152首〈救主疼痛的聲〉

公禱：新《聖詩》331首〈主啊，求祢憐憫阮〉

（在每一次祈禱後，吟唱此詩歌作為回應）

1.為自己預備進入大齋節期祈禱。

主上帝，祢的恩典何其廣大！每當我們親近祢，祢必聆聽

我們呼求；又當我們為自己的罪與所犯的過錯悔改，祈求

祢的赦免，祢也必寬恕，使我們能夠回轉，重回祢的懷

抱。在這大齋節期來臨之際，求主聖靈幫助我們預備自

己，引導我們的心思意念，願意遵行祢的教導，持守自己

的言語行為，讓我們得在世人面前成為榮神益人的見證。

求主接納我們的祈禱。（吟唱〈主啊，求祢憐憫阮〉）

2.為台灣的轉型正義祈禱。

主上帝，76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共同的創傷，之

後的白色恐怖更讓整個社會陷入集體遺忘、噤聲不語的境

地。而當時，教會為了自保，不僅不敢出聲指責加害的獨

裁政權，甚至連為受害者帶來安慰也遠遠不足。主啊，我

們為當年教會的軟弱與無能為力，求祢憐憫、饒恕。近年

來，政府與民間組織盡力推動轉型正義工程，但至今仍遭

遇許多阻礙。求主公義顯明，讓政府有勇氣面對真相，為

當年的受害者伸冤，也寬慰受難者家屬的心，使我們能有

聖靈所賜的愛心與信心，在台灣轉型正義的工程中，與主

同工，使台灣早日走出歷史的傷痛，促進族群和解，並

藉由教會的見證，使台灣人同享上帝國臨在於地的恩典。

（吟唱〈主啊，求祢憐憫阮〉）

3.為疫情後期逐漸解封的社會及世界各地仍處戰亂中的人

們，或我們所知正在苦難中的人默禱。（可自由靜默祈禱

數分鐘）

總結祈禱（齊聲）：鑒察人心的主啊，感謝祢垂聽我們的禱

告。我們祈求的話語或無聲的嘆息，祢都明瞭。願祢的旨意

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們也要在祢面前順服，求聖靈

引導我們能照祢的教導生活。（最後，以主耶穌教導我們的

〈主禱文〉一起祈禱。）

差遣詩：新《聖詩》402〈懇求主祢引導我腳步〉

祝禱

◆◇ 什麼是「罪」？ ◆◇

有人說，基督教是一個「罪感」很深的信仰；也常有

對基督教不了解的人質問：「我又沒犯罪，為什麼一直

要我認罪悔改？」當然，這是因為不明白基督信仰中

「罪」的涵義。

罪，不只是犯了法律規定不能做的事，那只是違法；

在基督信仰裡，罪更是人的命運。保羅說：「罪從一個

人進入世界，因著罪，死接踵而來；於是死亡臨到了

全人類，因為人人都犯罪。」（羅馬書5章12節，現代

中文譯本2019版）教會傳統受早期神學家奧古斯丁影

響，發展出「原罪」的教義，認為世人同為亞當後裔，

藉由遺傳，亞當的罪將代代相傳，成為全人類一出生便

有的「原罪」。不過，並非所有神學家都認同「原罪」

教義，若從經文脈絡理解，這也非保羅本意。保羅真正

強調的是，「罪」作為世間的現實，即使我們不明白它

從何而來，顯而易見的事實卻是：「人人都犯罪」。

◆◇ 人人都犯罪 ◆◇ 

相信基督徒都能同意，並不是犯法才叫有罪。正如保

羅在羅馬書1章後半段，就清楚指出人類的種種罪過，

從拜偶像、放縱情慾，接下來更羅列許多罪行：「……

不義、邪惡、貪婪、惡毒；也充滿著嫉妒、凶殺、爭

鬥、詭詐，和陰謀。他們造謠，彼此毀謗。他們憎恨

上帝，互相侮辱，傲慢，自誇，惹是生非，不孝順父

母，喪盡天良，言而無信，沒有愛心，沒有同情心。」

（28～31節）這些罪不見得都違反法律，卻使人與人

互相傷害，更甚者，「他們不但自己這樣做，也贊同別

人這樣做。」（32節）

或許仍有人會說，只要潔身自愛，循規蹈矩，還是可

能免於犯罪的境地。遺憾的是，除非能完全離群索居，

否則我們無法從結構性的罪惡中逃脫。尤其生活在今

日世界的我們，早已被牢牢鑲嵌進資本主義的經濟結

構之中，我們為謀生而工作，為生活而消費，卻永遠難

以知道，自己的每一筆消費或使用的資源，是否來自血

汗工廠裡受剝削的勞工，甚至童工，抑或嚴重汙染了環

境，對生態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而這些，都是人類集

體的罪。即使平凡如你我，只要是人類社會的一分子，

就難以不陷入哲學家鄂蘭所言「惡的平庸性」，人完全

不可能像自己以為的那樣清白無辜。

◆◇ 亞當的罪與基督的救恩 ◆◇ 

即使教會傳統從羅馬書這段經文發展出「原罪」教

義，但保羅更強調的，卻是上帝藉著基督的死所要成就

的救恩。縱使，亞當作為全人類的代表，罪因著始祖違

背上帝命令進入世界，讓死亡成為人類生命的終局（創

世記3章），但上帝的救恩更大。為了顯明自己的公義 

鄭君平（《新使者》執行主編）

亞當的罪
基督的救恩

與恩典，祂差遣耶穌基督作贖罪祭，以基督在十字架

上的犧牲，使世人從信祂而得蒙赦罪，可以與上帝重

新恢復合宜的關係。（羅馬書3章21～26節）這也正

是「因信稱義」的道理。

然而，所謂「因信稱義」，並不是像一些教會或牧者

強調的，以相信一套「純正的教義」，作為獲得救恩的

條件。說到底，這樣不過是將福音當作宗教知識而已，

更會讓人狹隘地落入自以為義的陷阱，而造成排除異

己的後果。真正的「稱義」──與上帝有合宜的關係，

其實是生命的全然委身。換言之，因信耶穌基督而蒙

赦罪的人，必須向罪而死，但在基督裡重生，因著聖靈

的內住，活出「基督在我生命裡活著」（加拉太書2章

20節）的新生命。

一個被稱義且重生的人，仍然是活在現實社會中。

而這個事實也時時提醒你我，我們只是因耶穌基督的

救恩被分別為聖。因此，一方面我們必須認知到自己仍

陷在充滿罪惡的處境裡掙扎；另一方面當我們願意悔

改，承認自己的軟弱與罪性，那麼，「沒有任何事物能

夠把我們跟上帝藉著我們的主基督耶穌所給我們的愛

隔絕起來。」（羅馬書8章39節）我們也能因著聖靈同

在的力量，在世人中為上帝作見證。

◆◇ 教會的悔改與重生 ◆◇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共同的創傷，至今

仍未完全癒合。當時，台灣的教會就像日本作家遠藤周

作筆下《沉默》中的吉次郎面臨幕府對天主教的迫害

一樣，在白色恐怖期間，為求自保，選擇噤聲，以至苟

且偷生。對於此，教會深深背負罪疚。直到1989年2

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才正式發表牧函，呼籲眾教會為

二二八慘案禁食祈禱。1990年2月，發表公開道歉函，

表示：「懾於執政者長期恐怖的戒嚴統治，除極少數傳

教師及信徒個別對受難者及家屬付予關懷外，整體教

會並未給予受難者家屬應有的聲援及溫暖。」「我們的

愛心誠然不足，無以勝過懼怕，為此，我們要向二二八

事件全體受難者及家屬表示歉疚，並懇求上帝憐憫寬

恕。」同年12月，周聯華牧師、翁修恭牧師更於懷恩堂

共同主禮「紀念二二八平安禮拜」，會中並邀請於鳳林

事件中遇害的受難者張七郎的遺族張玉蟬女士分享見

證，為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及家屬，當面向時任

行政院長郝伯村要求政府平反。

今年大齋節期第一週適逢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我們

不僅得以藉著祈禱、禁食或齋戒，來悔改、預備自己，

與主耶穌一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更可以藉此省思，

我們是否同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期的教會一樣，深陷

結構性的罪責難以自拔。保羅提醒我們，雖然「人人都

犯罪」，但是上帝藉著耶穌基督賜下的恩典，已經使我

們有了完全的赦免和釋放。願聖靈引領我們悔改及行

動，為教會與社會帶來真實的改變，成為上帝國臨在

於地的見證。

與

羅馬書5章12～19節

攝影／林宜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