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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群文化中，傳遞歷史與知識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口傳」，也就是透

過耆老、長輩一再地述說，將祖先的故事傳給下一代。除了對話，也會以歌謠或祭儀

等方式傳頌，成為該族群的認同和社群文化。

以色列人在向上主認罪悔改的祈禱中，也敘述祖先的歷史。他們曾被埃及奴役而

後上主引領他們回到應許之地。如今不只以色列人記得，全世界都聽聞聖經中這段著

名的「出埃及記」。這個族群不僅共同敬拜獨一的神，共同傳述不能磨滅的歷史，更

共同為過去的錯誤痛定思痛。

在台灣，人們常對歷史等人文學科有偏見，認為讀歷史沒有出路、賺不到錢。殊

不知，歷史是哲學教育的基礎，對文化的了解更可運用於行銷等領域，在歐美早已是

重要的企業人才。而對基督徒來說，學習歷史，反省發生過的事情，找出現況的脈

絡，更是幫助我們看見上主奇妙作為的方法。

學習歷史的重要

你行神蹟奇事敵對法老王，敵對他的官員和他國中的人民；因你

知道他們壓迫你的子民。你由此得了至今仍在的名聲。你為你的子

民把海分開，領他們在乾地上走過去。你把追趕他們的人拋進深水

裏，好像把石頭沉入怒海中。（尼希米記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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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上主，求祢幫助我從歷史中找到信仰的

功課，實踐祢公義與愛的價值。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祈禱，阿們。

行動反思

學習歷史，是信仰反省的方式。

想想下列問題，或試著與團契成員討論：

1.你是否熟悉自己的家族史？

2.你能夠概略敘述台灣歷史嗎？

3.你能夠敘述你的教會建堂史或團契發展史嗎？

行動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