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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69-70

詩人在這首詩篇，真真切切地呈現他的無助、無力與恥辱，並祈求上主立刻回應他

的祈禱，照祂的豐盛憐憫眷顧他。然後，即便在全然的孤獨與受辱下（19-21節），詩人

仍於最後讚美上主，宣告上主會垂聽困苦的人，不會忘記那些受到壓迫的百姓（30-33

節）。

在這世上，有許多人民為了公義、自由奮鬥，而受政治當局威脅，甚至受到嚴刑峻

法迫害。無論是致力於打破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或是抵抗納粹暴政的神

學家潘霍華，在戒嚴時期盡力要使台灣成為「新又獨立」國家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甚

至是現今仍努力爭取民主的香港、緬甸的人民，想必都能對這首詩篇感同身受，並祈求

上主垂聽困苦的人，不要忘記在獄中的子民。

當無辜者受壓迫時，我們可能一時無力做什麼，但至少我們可以先成為那個「不要

忘記」的人。不要忘記眼前發生的一切，為的是正視人類在歷史中的錯誤，也可用自己

所能夠的方式，見證上主在這當中對人的憐憫與慈愛。

不要忘記

我要用詩歌頌讚上帝；我要以感謝宣揚他的偉大。這將使上主歡

悅，勝過獻上公牛，勝過獻上蹄角俱全的小牛。被欺壓的人看見了要

歡樂；敬拜上帝的人深得鼓舞。上主垂聽困苦的人；他不忘記在獄中

的子民。（詩篇69: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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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列國命運的上主，求祢保護台灣，

使我們脫離霸凌者的手，幫助我們突破現有

的困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行動反思

修復身份認同 重拾族群語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幹事Rii Tjaljimaraw

（日依・達里瑪勞）傳道師在受訪時談公視戲劇「斯卡羅」的感

想，指出追求族群認同和傳承族語母語的重要。（專訪全文內容請

至TCNN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