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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1-14

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往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叫伯利

恆；因為約瑟屬於大衛的宗族，他要跟他訂了婚的馬利亞一起登

記。馬利亞已經有了身孕，當他們在伯利恆的時候，她的產期到

了，生下頭胎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棧裡沒有地

方讓他們住。(路加福音2：4-7)

一對來自鄉下、外型樸素的夫婦，帶著大包小包來到大城市辦事；其中，婦人還懷

有身孕。因為適逢跨年期間，兩人找不到可以住宿的旅館，只好臨時在停車場空地鋪紙

箱休息。在這個夜裡，婦人產下一個嬰兒，一旁以資源回收維生的老阿伯，正在撿拾垃

圾桶裡的保特瓶，成了第一現場目擊者。

這樣的情景，你心中第一個浮現的念頭會是什麼呢？震驚、擔心或是同情？這段描

述，其實改編自耶穌誕生場景。根據聖經記載，約瑟跟馬利亞這對夫婦，風塵僕僕從外

地來到伯利恆，卻苦無落腳之處，只能被迫在馬廄裡休息，並在這裡臨盆。當時身份地

位最卑微的牧羊人，就是這件事的第一個見證人。

每當聖誕節來臨，關於耶穌誕生的戲劇演出，充滿溫馨的氣息，小小的馬槽，讓每

一位信徒心中滿有平安喜樂與榮耀。然而現實場景可能不像戲劇一樣浪漫，在疲憊、無

奈以及動物排泄物的氣味中，你也能用心看見上主賜下的盼望與拯救嗎？

降臨：現代版聖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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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下基督的主，謝謝祢讓道成肉身的

耶穌來到世上，體會生命的軟弱，體貼我

們的痛苦，並且從罪惡中拯救我們。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行動反思

〈擁抱難民的信仰傳統〉
⊙鄭仰恩（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WCC中央委員）

當年馬利亞在伯利恆的客棧「沒有地方可住」，耶穌家族也被迫成為政治難民

且逃往埃及，後來憤怒的大希律王下令屠殺鄰近地區兩歲以下的嬰孩。確實，第一

個聖誕夜「很不平安」！而真實經歷難民身分及艱辛遭遇的耶穌故事，對於今日世

界諸多難民處境更有深刻啟發。

事實上，願意接納甚至擁抱難民，原本就是改革宗的信仰傳統。加爾文是經歷

逃難之途的悲劇人物，而在他領導的城市改革歷程裡，原本不到1萬1000人的日內瓦

居民必須接納（或忍受）超過人口半數的新難民潮，中間的族群摩擦與張力在所難

免，這也讓負責社會救濟的「慈惠院」和主其事的執事們忙得不可開交。然而，這

群難民卻成為改革的主要支持者，日內瓦也博得「難民城市」的美名。

改革宗群體的巨大影響力更是通過難民的存亡之路而建立的。從日內瓦經過巴

黎和安特沃普，然後傳到尼德蘭的新興省分如澤蘭及荷蘭，其後更隨著「清教徒」

的腳步前往新大陸，開拓新世界。

—摘自《台灣教會公報》3490期12版〈普世眺望：擁抱難民的信仰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