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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經文描述了贖過祭（和合本「贖愆祭」）的規定，針對無意間冒犯上主的聖

物、欺詐和侵占他人財物的過犯，設立補償與贖罪方式（利5:14-6:7）。這個祭的必

要性特別針對在無意冒犯聖物和侵犯他人財產的罪，不僅要求「獻祭」，也要求「補

償」，體現了悔改應伴隨實際行動的原則。

贖過祭的悔改和解精神，與泰雅族的「sbalay」儀式有相似之處。這是泰雅族用於

解決族人之間矛盾的傳統儀式，當某人無意冒犯或傷害他人時，會透過此儀式求和解。

儀式中，雙方共同參與，當事人須公開承認過失，並進行一定的補償，如牲禮或其他賠

償，達成和解。這樣的行動不僅恢復當事人間的關係，也讓整個社群重回和平狀態。

人與人之間追求關係的恢復，也是人與神之間關係恢復的重要象徵。經文中的贖過

祭強調「悔改」與「補償」的雙重意義。當我們冒犯他人或無意間造成傷害時，應以謙

卑的態度主動承認過失，並盡力彌補對方的損失，從而重建彼此的信任與和平。不僅在

人際關係中，這樣的行動也能讓我們更深刻地經歷與上主之間和好的恩典。

如果有人無意中犯了罪，違反上主的禁令，他就有罪，必須承擔罪

責。他必須帶一隻沒有殘缺的公綿羊到祭司那裡作贖過祭。羊的價值

要按照聖所的標準決定。祭司要為他行贖罪禮，他就蒙赦免。這是為

了他冒犯上主所獻上的贖過祭。（利5:17-19）

和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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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的上主，求祢賜我愛心與智慧，

使我能修復與他人和祢的關係，促進和平

與和諧。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美聖公會為寄宿學校的過錯尋和解

2024年6月23至28日，美國聖公會於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舉辦全國大會，討論

早年原住民寄宿學校對於部落家庭和社會引發的持續影響。（全文內容請至TCNN

閱讀）

行動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