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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22

以賽亞書60章述說上主帶領被擄餘民回歸的盼望景象。在這幅圖像中，上主復興聖

城耶路撒冷，祂的榮光照耀在他的百姓身上。萬國將被這光所吸引，各國君王帶著最好

的供品來進貢。以色列人不但能回歸故土，還能享受榮華富貴。對於身處被奴役、被歧

視、沒有自主權的人來說，這確實帶來極大的盼望。

然而，在光榮回歸的意象中，也看到先知對於報仇雪恨的期待。以色列人現在成為

外邦的奴隸，但未來情勢將反轉，外族人要替他們造城牆、進貢財寶，甚至不服事以色

列的民族都將被荒廢滅亡。似乎對先知來說，以色列的復興若不包含對殖民者的報復便

不完整。以色列人將成為握有權力且壓制人的上位者，外邦國家則成為臣服於以色列的

被壓迫者。

受壓迫者對於未來的憧憬常常受到施壓者所施加的暴力所影響，認為只有當自己能

以相同的暴力還以顏色時，正義才得以伸張。但耶穌卻否決了這樣的想法，祂不但要使

人脫離被壓迫的處境，也要人從以暴制暴的想法中解放，唯有這樣，才能建立和平且人

性的社會。

從報復中解放

上主對耶路撒冷說：外族人要來替你造城牆；他們的國王要服事

你。我曾在發怒的時候懲罰你，但我現在要賜給你恩惠慈愛。你的城門

要日夜敞開，好使列國的君王來進貢財寶。不服事你的民族都要滅亡；

它們的國家要完全荒廢。（賽6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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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上主，求祢使受壓迫的人得著釋放

與自由，讓使用暴力剝削壓迫他者的人停止

與衰微。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獅子山下的反抗手札》

出版社：台灣教會公報社

作者：陳文珊

簡介：香港人抗爭源自逃犯條例的爭

議，形成了一股爭取政治自由的強大運

動潮流。在反送中運動落幕之前，陳文

珊老師的觀察提供了獨特的神學與台灣

之雙重視角，追求公義的基督教傳統是

鼓舞香港人走上街頭的動力之一，促成

台灣教會伸出援手。台灣人在爭取民主

過程中所付出的血淚與代價，也是用來

思考香港人未來道路的參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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