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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主要把他當作年年雇用的工人一樣看待，不可虐待他。如果他

未能依照這方法得自由，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兒女都應被釋放，恢

復自由。因為以色列人是我的僕人；我領他們出埃及。我是上主─

你們的上帝。(利未記25:53-55)

摩西把以色列人從埃及地帶到迦南地，要在這裡建立一個國家，並且要這些以色列

人從生活上表現出他們的與眾不同—擁有上主子民的身份，藉此來榮耀上主。以色利

人安息年與禧年的條例，可說是非常獨特的。

首先，安息年提到的是休耕制度，雖然平常可以用填加肥料的方式，增加土地的產

量；但是對土地最友善的方式，還是休耕，讓土地用最自然的方式恢復原有的肥沃。在

七個安息年之後的第2年，也就是第50年，則是提到人也需要恢復，不但是賣給別人的土

地需要歸還，就算是賣身為奴也可以獲得釋放。

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雖然禧年的立意良善，但是在實際運作下，奸商還是

可以找到漏洞鑽，更何況這些條例中並沒有明訂個人的罰則，僅算是道德勸說。然而，

如果人總是利慾薰心，不把他人生存權益當一回事，冷血壓榨他人以獲取自己的好處，

那就侵犯了上主的公義。要審慎思考我們的價值觀，不忘記上主是拯救人脫離他人奴役

的神，同時也是我們生命永遠且唯一的主人。

安息年與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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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脫離奴役的上主，求祢使我追求

祢的公義行為、解放精神，以及對受造萬

物生命權益的珍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

禱，阿們。

行動反思

從五四到六四 新疆維吾爾族人處境

台中好溫度青年基金會與華人民主書院邀請美國維吾爾協會主

席伊利夏提博士（Ilshat Hassan Kokbore），針對維吾爾人自20世紀

初到現今追求科學與民主化的歷程進行專講，使年輕台灣學生體認

到極權統治對人權與民族的壓迫，藉此可對照台灣的社會經驗，思

考如何保衛台灣民主。（全文報導請上TC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