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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20-121

詩篇120篇為向主求助的祈禱，作者表明他與不同背景者同住，他人卻是詭詐又好

戰。「我講和平，他們卻要戰爭」（詩120:7）。121篇則頌讚著保護者上主。

沒人應該支持戰爭，耗民傷財，殘害生命。我們會發現，詩篇中的詩人沒有頌讚

「戰神」上主，而是呼求和平與止戰，並稱頌上主為「保護者」。希望這樣的敘述，

能提醒那些喜歡以上主名號南征北討的人有所反省。有時我們就是會和不同背景的人同

住，期待我們是促進和平的一份子。

說起戰爭，我們生活中最常發生的可能是「唇槍舌戰」或「筆戰」。前陣子台南美

術館與法國博物館合作開展，因展出亞洲民俗鬼怪模型，竟有某些教會人士留言痛罵美

術館「深深得罪神」，甚至還去電要求撤展。只站在自己的感受出發，完全罔顧展覽宗

旨與展場背後的學術專業，情緒化的舉動招來網路上不少輿論訕笑。跨宗教或跨文化對

話本來就可以友善發生，不必用仇恨撻伐的方式。更好的目標是成為保護者，保護彼此

對話的空間，保護彼此欣賞的空間，相信在這當中，我們更知道如何堅持敬畏上主。

NO WAR

我在患難中求告上主，他就答應我。上主啊，求你救我，救我脫

離虛偽詭詐的人。虛偽的人哪，上帝要怎樣對待你呢？他要怎樣懲罰

你呢？他要用戰士銳利的箭，用灼熱的炭火來懲罰你。寄居在米設人

當中，我多麼慘哪！投宿在基達人當中，我多麼不幸啊！我跟厭惡和

平的人相處太久了。我愛好和平；我講和平，他們卻要戰爭。（詩

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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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上主，求祢使我在群體中，成為

促進和平與友善的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

禱，阿們。

行動反思

我如何看待網路上的「酸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