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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國統治之下，以色列人流離失所的日子，終於在城牆蓋好之後暫告一段落。一

切得來不易，他們深切感受到上主的同在與看顧，而跟隨信仰的領袖一同研讀法律，藉此

機會回顧上主過去的帶領、了解法律背後的意義，建立深刻的身分認同。

在追溯律法的來由之際，以色列人發現了「住棚節」，由來是為了紀念上主帶領以色

列人出埃及後，在曠野中與以色列人同在的歷史。此刻的以色列人同樣面臨異族強權統

治，也經歷了上主保守他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被敵人毀壞的城牆和聖殿的過程。對祖先

歷史有所共鳴的以色列人，更欣然守這意義重大的住棚節，在主內同樂感恩。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與傳說故事，透過不斷講述，使年輕一輩更能深化認同。

2004年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重新調整高中歷史的教授範疇，將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

的比例調整為1：1：1，並加重台灣對世界歷史的重要性，讓往後的台灣囝仔透過學校教

育認識腳下的土地，建立對台灣本土的認同。

歷史中見恩典軌跡

民眾聽到法律規定的事以後，都感動得哭了起來。於是省長尼希

米、祭司和經學專家以斯拉，和解釋法律的利未人告訴民眾：「今天是

上主─你們上帝的神聖日子，你們不要悲傷哭泣。現在大家回家預備筵

席吧！把你們的食物和酒分給不夠的人。今天是我們的主的聖日；你們

不要難過，因為上主賜給你們的快樂就是你們的力量。」利未人安撫民

眾，叫他們安靜，不要悲傷，因為這一天是神聖的。（尼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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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反思

賜恩典的上主，謝謝祢使我生長在台

灣，求祢幫助我更加瞭解自己家鄉的歷史

與文化，從中認識祢與我們同在的故事。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台灣正在世界記憶裡

政府所推動的「台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徵選中，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的白話字歷史獲選，在2020年公布的第二階段中，擁有可觀

的數量，吸引國人注意，相信在持續的推廣過程中，能讓更多人認

識到這段超過150年的台灣史，並且嘗試存放在自己的記憶裡，由此

自我認知、掌握身為台灣人的特色以及可與世界各國相應的節點。

（專題報導請至TCNN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