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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29章記錄了以色列人在七月的重要節期中獻祭的規定，這些節期不僅是人與神

相交的時刻，也標誌著感恩與贖罪的屬靈意涵，提醒以色列人回到上主面前感恩並認罪悔

改。然而，以色列人也因形式化的守節失去了對上主的敬畏，這成為先知們批評的焦點：

「我不要你們那些毫無意義的祭禮……那些禮拜都因你們的罪失去了意義。」（賽1:13-

14）。

節期的真正意義在於提醒人們：我們是上主的子民，應該活出與信仰相稱的生活。如

同今天是「228和平紀念日」，台灣人紀念這一天，不僅是回顧歷史，更是為了反思如何

在和平與和解中前行。紀念228不僅是記住過去的苦難，也是珍惜當下的和平，並努力活

出尊重自由與人權的價值。

紀念節期或歷史事件的核心，不應只是儀式，而是行動與改變的開始。願我們以和平

與正義的精神回應過去的教訓，讓每一次紀念成為我們活出信仰與愛的契機，幫助我們定

心定期回到上主面前，展望有盼望的未來。

定心定期回到主面前

節期的第八天，你們要聚集敬拜，不可做任何日常的工作。要獻燒

化祭作馨香的火祭，使上主喜悅。要獻沒有殘缺的一頭小公牛，一隻公

綿羊，七隻一歲大的小公羊。要同時獻上第一天所獻的其他祭物。這些

是有關你們在規定的節期該向上主獻燒化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的

條例。這些是你們還願和自願獻的祭以外加上的。於是，摩西把上主命

令他的話一一吩咐以色列人。（民29: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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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我生命的上主，我願意與同工彼

此激勵，常常記念和述說祢的作為。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們。

行動反思

中布中會事務所參與大專事工 提供團契聚會新據點

為了讓就讀於國立暨南大學的原住民籍青年學子們，在週間能有穩定團

契生活和空間適合的聚集地點，台中原住民大專學生中心函請中布中會，並

商借中會事務所作為聚會場所。（專題全文內容請至TCNN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