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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怨懟與仇恨

你們要除掉一切怨恨、暴戾、忿怒。不要再喧擾或毀謗；不要再有

任何的仇恨。要親切仁慈相對待，彼此饒恕，正如上帝藉著基督饒恕了

你們一樣。（弗4:31-32）

以弗所書第4章的前半段主要在討論教會生活，17節之後則談到基督徒的社會生活應

該有的表現：不再撒謊、不讓生氣成為犯罪的工具、不再偷竊、說幫助人的話並且不要

使上帝的靈憂傷。

由於保羅開拓的教會多是在外邦人生活的地區，因此在他的書信中一直強調，身為

基督徒，就當倚靠耶穌基督，拋棄過去偶像崇拜、放縱情慾、仇恨暴戾的生活，活出仁

慈、饒恕的新生命樣式。

1885年，二崙教會的會友被許多不瞭解基督教而帶有敵意的村民潑糞攻擊，包括宣

教師牧師巴克禮，除了被潑糞，還被搶劫。可是，巴克禮發現，雖然其他未信主的親友

聽到這消息，都是義憤填膺，但基督徒們卻鎮靜的說，如果他們受這一點苦，能夠為教

會取得一個立足點，他們的犧牲是值得的。因此巴克禮表示：「我對當地基督徒們在這

事件從頭到尾的態度非常欽佩。」遭遇困難，是許多信仰前輩的心路歷程，但這些選擇

放下怨懟與仇恨的見證，卻深刻體現了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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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上主，求祢幫助我們明白怎樣

復和，消除驚惶、敵意，讓我們學習相

愛，擦去彼此的眼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祈禱，阿們。

行動反思

傷痛與釋然　受難者生命歷程發人深省

在國家人權博物館所拍攝的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歷史紀錄片中，主

角之一的Bayas，曾無辜入監服刑。Bayas的兒子說，因為基督信仰的緣故，

Bayas成為一個很平和的人，選擇靜靜讓傷痛過去。Bayas最後對著鏡頭釋然的

說，台灣已經不一樣了，時代改變了，現在的他「不怪任何人」。

但是多年來，Bayas在工作上屢屢被表揚、受到政府單位肯定、得到同僚

愛戴，或許這些辛勤與傑出，都是他對傷痛的回應，也顯明了他的正直與清

白。（相關報導請至TCNN瀏覽）

▲Bayas(周萬吉）口述歷史記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