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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試想看看，在聖經的教導中，我們所信靠的上主與其他宗教的神明有何不同？

這樣的思考無意批判他者，反而是重新調整自己對上主的想法。在人類文化中，經常以

「交易式」來啟動滿足需求的行動，似乎本應該執行的責任，卻成為另類的籌碼，漸漸

地無形中在塑造一種充滿計算的氛圍。

然而在本段經文，我們卻看見上主的行動（63:1-14）、以及一段充滿省思的祈禱

（63:15-64:12）。看見上主的公義包含教訓與怒氣，卻也蘊含著溫柔與不捨；祂知道祂

應該執行裁決，卻並不推崇暴力，即便這些列國曾是上主手上的工具，上主也不願看見

任何人的哀哭，因為祂也會感到痛苦。

因此在經文的祈禱中，那份願意承認自身的罪惡，也許比所有的承受的痛苦還要更

加深刻，上主便主動將這份深刻的痛苦如同破碎的瓦器給捧起來。得見祂的憐憫與溫

柔，從來不是建基於交易，而是那份純粹疼愛他者的心。

同甘共苦的上主

我要述說上主的慈愛；我要讚美他在我們身上所成就的事。他有仁

慈和不變的愛，他厚厚地賜福給以色列人民。上主說：「他們的確是我

的子民；他們絕不撒謊。」所以他拯救了他們。在他們的苦難中，他也

受苦。拯救他們的不是天使，而是上主自己。因著他的慈愛憐憫，他拯

救了他們。他以往時常看顧他們。（賽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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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同甘共苦的上主，我願用具體

的行動來回應你對我的愛。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祈禱，阿們。

禁忌後的微聲盼望——關於轉型正義的各種書寫

「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這是賴和在1924年

左右〈吾人〉一詩的詩句。當時是農民運動竹林事件的尾聲，殖

民者、資本家高舉萬惡的權力壓榨貧苦的百姓，賴和作為醫者，

對於只能醫病卻救不了受壓迫的人，感到萬分悲痛，於是寫下這

首詩。後來的時代，後來的人，持續在書寫傷痛中尋求醫治。世

界雖有勞苦重擔，神仍賜下自由的靈，在黑暗中透射光明。（專

題全文請至TCNN瀏覽）

行動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