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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關於泰爾的神諭也屬於關於列國的神諭。可分為兩部分，首先是哀歌，為推羅

與富有的腓尼基的傾覆來哀哭，接著是預告泰爾將恢復繁榮的散文記事。

泰爾的神喻被形塑成上帝給予列邦話語的高峰。泰爾與西頓是古代腓尼基繁榮的海

港，上主終止腓尼基「肆無忌憚的傲慢」（自以為是神明、作惡多端、殘暴犯罪、做生

意不守公道。見以西結書28章），要使「他們的驕傲變為謙卑」。但是，本段關於泰爾

的意象，結局是大水不再是毀滅的水，反而成為口渴者聚集之處，它們能喝，且吃著從

錫安內的商店找得到的東西。威脅列國的神諭已被逆轉，應許各國享福的時代已經差不

多開始了。

在全世界233個國家與地區中，台灣人均GDP排名全世界第28名，與德國相近，呈現

不落人後的經濟發展指標。然而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應當落實公平的生意、秉公行

義，拒絕恃強凌弱。身為台灣的公民，我們可以開始關注經濟相關的議題，並且認識公

平貿易的概念和團體。

國家應落實公平

泰爾城被遺忘的時候快到了；它要被遺忘七十年，那剛好是一個國

王的壽數。七十年後，泰爾要像那詩歌中所描述的妓女：拿起你的豎

琴，到城裏周遊；你這被遺忘的妓女，奏你的琴、唱你的歌吧！也許你

的情郎們還會回來。七十年過後，上主要讓泰爾恢復商業上的交易。世

界許多國家要向它租用船隻。它要把經商的盈餘奉獻給上主。它不再私

藏金錢，要把錢送給敬拜上主的人，使他們豐衣足食。（賽2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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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反思

掌權的上主，求幫助我有行善的力

量，謙卑對待所有人。求祢審判以強大經

濟實力與武力欺壓弱勢者的國家。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行動反思

專題連結：簡介公平貿易發展歷史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台灣分會

「我們相信唯有公平的權力，才能創造互利的市場，成為永續

發展的基石。」（完整專題內容請至TCNN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