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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書

14:1-9

何西阿書中，上主常常透過先知列舉以色列所犯的的罪，以及無法逃避的懲罰，但

是到了何西阿書最末章，談到最終的修復與和好。縱使人因為犯罪必須付上代價，但是

上主最終的期待是以祂的子民能夠離開罪惡的道路，悔改認罪回轉向祂。如此，上主也

必憐憫赦免，再次接納祂的兒女。而且，還要親自醫治人們過往的創傷。

我們都有走錯路的經驗，迷失總是難免的，不要因為迷失而害怕面對上主，若是我

們認真向上主祈禱，並且發自內心的悔改，上主必然會赦免我們，並繼續陪伴指引我們

前面的道路。因為我們的上主是願為人醫治創傷，願與人修復關係的主。這也激勵我們

反思生命中的過犯，要願意認錯、尋求與他人的和解，並建立和睦的關係。

若從社群集體的高度來省思這樣的信仰，更鼓勵我們正視而非掩蓋歷史中的不公

義、暴力和種種傷害遺緒，並且要在承認錯誤、追求和解的工作中，停止社群中曾經存

在的敵意與傷害。但願上主的愛啟發我們，使社會有公義、平安和生存的盼望。

醫治創傷，修復關係

上主說：我要醫治我子民的創傷，專心一意地愛他們；我不再向他

們發怒。我是以色列乾旱之地的甘霖。他們要像百合花開放，像黎巴嫩

的大樹深深扎根。他們要長出新芽，像橄欖樹一樣美麗；他們要發出芬

芳，像黎巴嫩的香柏樹。他們要再次得到我的保護。他們要像花木繁茂

的花園，像多產的葡萄園。他們要像黎巴嫩的美酒。以色列人要跟偶像

絕緣；我要垂聽他們的禱告，照顧他們。我要像長青樹蔭庇他們；我是

他們一切福氣的源頭。（何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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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義治理世界的上主，求祢看顧我

們國家，使執政者、領袖人物都願意秉公

行義、造福人民，照顧弱勢。奉耶穌基督

的名祈禱，阿們。

行動反思

為何抵抗？從原住民族歷史創傷看歧視議題

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辦理「臺南市札哈木部落大

學」講座，請到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Ciwang Teyra談
從歷史創傷理解原住民族的歧視經驗，期待社會更理解原民處境並

有所反省。（新聞全文請至TCNN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