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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讀這首詩篇是一首以色列人的團體祈禱詩。前半段訴說民族過所遭遇的挫敗

與神所賜下的憐憫救贖。後半段則是稱謝上主與立定心志的祈禱，其中這句「慈愛忠信

彼此相迎；正義和平互相擁抱。」更是整首詩的精髓。這句話以擬人化的語句，強調了

神人之間需要的和諧關係。

正因為這首詩是集禱詩，提醒我們身為台灣基督徒，不論在家庭、教會、社會與國

家裡，我們都必須用集體的行動，嚴絲合縫，彼此以忠信相遇，以和平相親。就如同

1977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企圖併吞台灣之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基於信

仰，對台灣基督徒、台灣人民與政府當局並世界友人發表人權宣言。

雖然數十年來，台灣依舊時時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但是，我們仍戮力主

張：「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

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我們懇求上帝，使台灣和全世

界成為『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的

地方。』」

所以，我們常有充分的勇氣。我們知道，只要還住在這身體裏，我

們便遠離了主為我們預備的住處。因為我們活著是憑信心，而不是憑眼

見。我們有充分的勇氣，情願離開這地上的身體，跟主一同居住。更重

要的是，無論在這地上的身體裏，還是穿上屬天的身體，我們都要討主

的喜悅。（林後5:6-9）

為集體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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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反思

公義的上主，願慈愛忠信彼此相迎；正

義和平互相擁抱。人的忠信從地上發出；祢

的公義從天上顯現。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

禱，阿們。

人權宣言40週年：人權運動鐘聲響起（國內篇）

1987年解嚴前，台灣正處於社會動盪不安時代，而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卻不畏國民黨政府強權的迫害，率先於1977年公開發表〈人

權宣言〉，冒了極大風險成為台灣民主進程的推手；讓我們乘坐民

主改革的浪潮，看看國內外風起雲湧的革命浪花，一起勇敢馳騁在

社會公義與自由和平的海上！（專題全文內容請至TCNN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