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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維恩牧師 

前言: 「團結合力」 

總統蔡英文將在 18 日下午會見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

銘，討論授權採買疫苗一事，會面時間共 1.5 小時。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會後

表示，郭台銘在會中提到「全島一命」，劉德音提到「團結合力」，蔡英文則希

望疫苗洽談「越快越好」，相信大家不分政府民間，不分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總統府表示總統在稍早會見上當面誠懇感謝郭董，謝謝他們的熱心義舉，會

窮盡一切可能跟努力，獲得更多疫苗來源。也指示行政院相關部會，持續密集

與兩間企業協商，務必最短時間內完成相關授權文件，協助各爭取 500 萬劑原

廠疫苗。1000 萬劑疫苗交貨期程，大家都有共識，越快越好，原廠製造、原廠

包裝、直送台灣。對於 BNT 洽購，多管齊下、多多益善，後續台灣政府也會在

德國政府協助下，共同商議由政府採購今年及未來的疫苗 

     在台灣政壇有個名言「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政敵」。雖然政

治人物總是有自己的立場與政治算計，但終究必須符合全國大多數國民的利益

為最重要的考量，超越朝野立場，這樣才能合一。 

對基督徒而言，就是遵守「公義」與憐憫」的上帝國價值觀，才能因「全

島一命」思考下，「團結合力」，帶出危機中的興盛。 

      

一、思考的焦點.  

1、我們是否將視「公義」與「憐憫」為上帝國的價值觀，以至於與自己利益衝

突時，都遵行此原則，願意主動退位？ 

2、我們是否能「敬畏神不怕人」遵行上帝眼光的「公義」與「憐憫」，而不是

自己定義的「公義」與「憐憫」？ 

 

參考經文：《 耶利米書二十二 1-9》 

22:1 耶和華如此說：「你下到猶大王的宮中，在那裡說這話， 

22:2 說：『坐大衛寶座的猶大王啊，你和你的臣僕，並進入城門的百姓，都當聽



耶和華的話。 

22:3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

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

血。 

22:4 你們若認真行這事，就必有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他的臣僕百姓，或坐車或

騎馬，從這城的各門進入。 

22:5 你們若不聽這些話，耶和華說：我指著自己起誓，這城必變為荒場。』 

22:6 耶和華論到猶大王的家如此說：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頂；然而，我必

使你變為曠野，為無人居住的城邑。 

22:7 我要預備行毀滅的人，各拿器械攻擊你；他們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樹，扔

在火中。 

22:8 「許多國的民要經過這城，各人對鄰舍說：『耶和華為何向這大城如此行

呢？』 

22:9 他們必回答說：『是因離棄了耶和華─他們 神的約，事奉敬拜別神。』」 

 

二、經文背景 

       耶利米向猶大的眾民發出了警告;再一次向君王和領袖傳講勸勉的信息,為了

有效地傳遞自己所傳講的信息。耶利米之所以重點勸勉君王和臣宰,是因掌權者

的改革能夠指導百姓的改革，但也要老百姓知道，上帝在乎他們每個人遵守上

帝的話。「行公義、好憐憫」。神在掌管歷史的過程中,雖然也會使用超自然的方

法或純粹的自然現象,但大都會使用人來作器皿。平凡的人也有可能被全能的神

所托住,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所以耶路撒冷與猶大國的安險，都在於領導者

與群眾，是否遵守「行公義，好憐憫」的上帝國價值。 

一方面提醒領袖的責任。聖經教導我們,尊敬領袖是一種美德(出二十二:28;傳

二十三:5;彼前二:17),因為他們的權利來自於神。故領袖有權利要求百姓服從國

家或自己所屬之團契的法度、秩序。並且,他也可以為了社會安定和公共的利益

而採取特殊的法律措施。另一方面，因為「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民眾也應該

遵守與儆醒。免得有一天耶路撒冷城被滅了，外邦人笑的不是上帝無能，而是

他們背棄上帝，以至於上帝離棄了他們。 

 
三、啟示: 



（一）以上帝的眼光詮釋公義與憐憫 

  『坐大衛寶座的猶大王啊，你和你的臣僕，並進入城門的百姓，都當聽耶

和華的話。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

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

辜人的血。（耶利米書二十二:2-3） 

「寄居的和孤兒寡婦」：是當時社會中無助的一群，需要別人照顧，律法禁

止任何虧待他們的行為。（參出二十二:21-24; 利十九:33-34; 申二十四:17） 

我們要知道，世界所有的紛爭就是「公義」與「憐憫」的對立，無論是家

庭、工作、教會與社會國家。且紛爭的主因是大家將「公義與憐憫」-「工具

化」，以至於判斷事物時，用「雙重標準」基於自己的利益與立場在考量「公

義」與「憐憫」。 

聖經清楚教導，神所要求我們的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

的神同行」（彌迦書六:8）。神的兩面是公義的神、憐憫的神。聖經對神的描

述，常有對立的兩面：「剛硬」與「柔軟」。剛硬一面的代表詞就是「公義」；柔

軟一面的代表詞就是「憐憫」。就好比陽剛的嚴父形象，以及溫柔的慈母形象，

兩者合於一身。有人認為神的公義與憐憫似乎會有衝突，原因在於人的罪造成

神的罰。神的本質是愛，故神的憐憫遠多於神的公義。神的兩面，神公義是對

事講理行審判；憐憫是對人講情施恩慈。審判是為了彰顯公義；刑罰是為了促

成悔改。人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從人的特質也可以體會造我們主的形

象。人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人的理性讓人可以明白事理、分辨是

非，追求的是公義；人的感性則讓人有惻隱之心、體恤之情，講求的是憐憫。

透過理性可以說服人來接受；透過感性卻能感動人去行動。所以往往感性產生

的力量比理性更強。「公義與憐憫」是我們反應上帝特質，也是活出上帝國的價

值觀。任何公義、憐憫行動的起點，是謙卑體貼神的公義與憐憫，而不是自己

的理性認知的「公義」或自己情緒定義的「憐憫」。所以我們在新約就看到一個

真實信仰-在極大的暴力、壓迫之下，耶穌走出救贖的路線；在不公不義的黑暗

中，耶穌以犧牲的愛結合公義與憐憫。 

但以理曾對求解夢的尼布甲尼撒君王如此說:「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

將國賜予誰就賜予誰。」又說：「陛下啊，請聽我的勸告：不可再犯罪，要秉公

行義，憐憫窮人；這樣，你就會繼續昌盛。」 （但以理四 25，27）解夢並不是

讓掌權者能夠取得別人無法知道的資訊。世上擁有權力者，往往以金錢、或以

科技、或用拳頭來獲得自己所需要的資訊，以利政權的穩固。然而，但以理說

只要掌權者行一個普通的道理──公義與憐憫而已。 

所以真正的憐憫，並不是是非不分的當爛好人；真正的慈愛，也不是毫無道

理的溺愛。是非道理還是要分辨清楚；憐憫並不能成為公義不彰的藉口――就

像情感不能蒙蔽了理智一樣。公義與憐憫是理性與感性兩個層面的理想，彼此

應該並行不悖。有罪的人在理性層面要先明白罪責、清楚認罪，然後在感性層

面要真誠悔改、懇求饒恕，看能否觸動主人的情感、得蒙憐憫。 



 

（二）公義與憐憫才能帶來興盛與祝福 

     「你們若認真行這事，就必有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他的臣僕百姓，或坐車或

騎馬，從這城的各門進入。你們若不聽這些話，耶和華說：我指著自己起誓，

這城必變為荒場。」（耶利米二十二:4-5） 

「基列」、「利巴嫩」：皆以出產上好木材聞名於世。王室的宮殿就是採用該

地木料建造的（參王上七:2-5）。先知警告王室，儘管他們把宮殿建造宏偉堂

皇，神仍可藉敵人將之砍伐焚燒（詩七十四:4-8）。 

      公義與憐憫如同一銀幣的兩面。若無「公義與憐憫」，城市就無法得到上帝

保守與祝福。所以先知耶利米，提出城市國家的復興與「公義與憐憫」有關，

如此討上帝的歡喜，否則無上帝遮蓋就無被保守，即使多繁華城市也是如此。

面對這些系統性的強權暴力，從歷史中看見，在這些數不盡的不公義面前，人

往往只有兩種應對方向：不是迴避就是反擊；不是逆來順受，就是以暴制暴。 

迴避是被動且負面的回應：沉默、懦弱、容忍、逃避，甚至否認。這只會

容讓施暴者變本加厲！面對社會的不公，馬丁‧路得金說：「沉默的結果就等同

於背叛。」在邪惡的世代裡，漠視無異於助長黑暗權勢！ 

那麼，反擊嗎？以暴力回擊帶來的只是流血與傷亡，受害者成了施害者從

鏡子反射出的影子；受欺壓者最終成為施壓者，社會由另一施暴系統取代原來

的施暴系統！許多的政治革命起始立意為遭迫害的草野小民爭取利益，只是以

武力換得權柄，卻也繼承腐敗，只造成繼續剝削、欺壓的新統治階級。 

     在新約，主耶穌就是公義與憐憫的實踐者。主耶穌對這些受歧視、受傷害、

受剝削的婦幼，何等憐愛！耶穌不止一次放下在人看來更重要、更受歡迎的

事，去關愛她們。在憐憫的同時，讓遭不公義對待的她們得到平反。正如經文

所說：「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衪不吹滅，等祂施行公理，叫公理得

勝。」（馬太福音十二:20） 

祂向世人顯示的憐憫，不是從有特權的位置向無特權的人彎腰，也不是站

在高處向低處的人伸出援手！憐憫是直接進到受苦的個人或群體中，與他們同

起同坐，同站同行。憐憫之路亦絕不醜化施暴者，是對受害者與施害者以同等

深刻的人道回應，讓欺壓者與受欺壓者生命同樣得到重建和療癒！ 

面對不公義、無憐憫的制度、事件，人們在迴避或反擊的兩極徘徊，基督

以憐憫的眼光看見人深處的傷痛，以恩慈卻堅守真理的態度與行動，走出打破

傳統、不合常理的第三條路線。而耶穌之死在十字架上，更是超越人的思考、

邏輯、領悟，卻也是結合公義與憐憫的極致。其實若我們不能「老我死在十字

架」上，經歷聖靈的充滿，否則血氣的我們很難清楚上帝心意的「公義與憐

憫」。 

 

 

（三）離棄神，我們就被離棄 



     「許多國的民要經過這城，各人對鄰舍說：『耶和華為何向這大城如此行

呢？』 他們必回答說：『是因離棄了耶和華─他們 神的約，事奉敬拜別

神。』」（耶二十二 8-9） 

先知耶利米給我們一條最難的資訊。耶利米愛猶大，但更愛神。對耶利米

來說，向自己的族人不斷傳達審判的資訊很痛苦，但他服從神讓他去說和做

的。耶利米希望並禱告神賜憐憫給猶大，但同時相信神的良善、正直和公義。

我們也一定要順服神，即使在困難時，認識到神的旨意比我們自己的意願更重

要，相信神會憑他無限的智慧和完美的安排，叫神的子民得益處（羅馬書八：

２８） 

      我們遠離「公義」與「憐憫」，不遵守上帝的命令，我們就是離棄神。我們

就是拜偶像，最後被外邦人嘲笑。所以我們信仰的根基是在「公義」與「憐

憫」上。要作現代基督徒，信仰的根就是「公義與憐憫」需要強壯；如此，才

可以穩固好土不流失，才可以對抗污染的毒素！因此，我們要讓信仰的根強

壯，並懇求上帝幫助我們去努力實踐信仰的行動。信仰的根是基督徒平日的生

活，包括：殷勤查考聖經、積極參與團契、聚會、祈禱、服事、奉獻、見證、

關懷人與環境……，也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 

我們在新約看到主耶穌的榜樣，「耶穌的彌賽亞使命」，基督徒應認識身為

上帝的僕人也是夥伴，其所代表的責任使命，耶穌所傳揚的是正義與憐憫，祂

也挑戰祂的跟隨者去做憐憫的社會行動；「耶穌的使命宣言是整全的救恩」，耶

穌整全救恩的使命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同時也是個人身、心、靈並

促進人類群體和解的救恩；「耶穌要祂的跟隨者展開行動，履行這個進行中的使

命」；「耶穌的教會是上帝國的標誌」，教會是上帝和解的使者，根植於本地，並

認同所有的住民，透過愛與受苦，成為盼望的記號。如此我們才能因「公義與

憐憫」與主更親密。 

 

四、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們不能將「公義與憐憫工具化」，以至於判斷事物時，用「雙重標

準」基於自己的利益與立場在考量「公義」與「憐憫」。反而要儆醒「破碎老

我」經歷聖靈充滿，體貼上帝心意的「公義與憐憫」。 

『公義』，這詞彙被吵得沸沸揚揚，終日我們打開電視、報紙，看到的報導、

評論，幾乎都繞著這個名詞打轉。每個講到公義的人，都非常義正嚴詞，引經

據典。基督徒也常在媒體與教會中，非常自豪的引用聖經，來表達對不義者的

撻伐。在一大堆的『公義』之聲中，我們看到的，是『恨』，不是『愛』。而另

一極端，則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一律接受容忍對方，毫不考慮公義與是非真

理。我們看到的，是在這種仇恨之中，會引燃更烈的恨的種子，四處焚燒。 

        只要行公義，就是善？不！那叫殘忍、冷酷、無情、無愛。我們能想像一

個只有公義，沒有憐憫的上帝嗎？ 

如果上帝是這樣，還有那個罪人能得蒙救贖？ 



只要好憐憫，就是善？不！那叫鄉愿、縱容、輕忽罪、濫好人。 

我們能想像一個只有憐憫，沒有公義的上帝嗎？如果上帝是這樣，那還有地

獄、最後審判嗎？ 

耶利米是舊約一位大聲疾呼的先知。他所傳的每一個字，都像利劍一樣，

刺透人心。由於他觸怒了當時的政客並教會領袖，他們就把他下在監裡。大家

都不喜歡他。而一直以來，這流淚的先知期待，神有一天會臨到百姓，使他們

回心轉意。耶利米曉得，神憐恤百姓，以永遠的愛來愛他們。 

舊約的耶利米傳揚說：「你們的罪叫你們與 神隔絕；神必離棄你，使你蒙

羞！」但新約主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凡

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主以祂自己的寶血

履行協議。自從主為我們受死，祂就使新約發生功效。就是說，神待我們的世

代，不像祂待耶利米的世代。基於那更美的應許，我們得着新的協議。耶利米

有關律法的道，如今已經因主所成就的大功，而應驗了。耶利米的責備，與主

的憐憫，何等截然不同。 

 主試圖對我們說：「你們需要耶利米的責備，來保守你們脫離罪惡與世

界。你們更需要醒悟過來，且親近我，就再沒有定罪、罪咎、恐懼。你們只要

全心愛我，就會離棄自己的罪惡。」 

最近疫情常有人提到 1666 年英國「伊姆村」可歌可泣的故事。英國伊姆村

在牧師的引導下，自我隔離，以至四成敬虔人的犧牲成功地擋瘟疫。這是面對

苦難時，因為憐憫產生的行動。 

       如今在現代疫情神要如何興起我們這樣一群聖潔，純正，又大能的軍隊？讓

人經歷「公義」與「憐憫」的上帝國價值呢？ 

1. 接受利未人的呼召-祂要使所有人醒悟過來。「(祂) 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

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瑪三：3)在疫情下繼續服事

神。 

2. 建立家庭祭壇-祂要憑祂的主權，施恩典，使破鏡重圓，醫治家庭，除去苦

毒。「看哪 …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有他心志的)到你們那裡去。祂必使父親的心

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瑪四：5-6)，因為疫

情，建立了「家庭祭壇」 

3. 領受聖靈，悔改轉向-祂必差派聖靈，使我們大大回轉！「耶和華說，雖然如

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

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因為祂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

愛 …」(珥二：12-13) 

 

一個懶惰成性，雜亂無章，只顧體育的世代，竟然會回轉，哭泣，撕裂心腸，

全心歸向主？ 是的！大有慈悲的 神已經應許這樣做。惟一可以攔阻 神的，就

是不信的心。引用一段潘霍華牧師所講的話，『面對邪惡保持沉默，本身就是邪

惡。上帝不會認為我們是無罪的。不講話，也是一種講話。沒有行動，也是一



種行動。』」所以在我們世代，若對「公義與憐憫」冷漠者，將不討上帝喜悅。 

      這是呼召與改變的時刻：有那個信徒，願意在上帝面前，用憐憫的心，祈求

上帝拯救憐憫我們國家？ 

有那個信徒，願意在上帝面前，懇求天父差派人去傳福音給我政治官員呢？ 

您禱告的雙膝，就是改變我們國家最有力的武器。 

仇恨，已經太多了。不需要基督徒再加一把，也不需要基督徒去湊熱鬧。 

但是，台灣很需要許許多多用愛與憐憫，來為這些罪人禱告的基督徒。 

沒有一個罪人，不需要主耶穌的救贖。 

身為這時代的基督徒，我們要背起為這些罪人禱告的債，懇求上帝的救贖臨

到。 

 
五、結論 

    我們要學習「公義與憐憫」的上帝國價值。我們不要拒絕耶利米或他的信

息。他向他自己的世代宣告 神的道。然而現在，我們看見，我們信靠主在十字

架上流血犧牲，主就能滿足 神的要求。 

今天，乃是施憐憫，而不要降烈怒的時候。務要為新約所提供的憐憫、慈

愛、與恩典，而感謝 神。至於那些拒絕救恩的，願 神幫助他們！否則，他們會

死在罪中在疫情下還有什麼，比驚恐中的人，更需要主耶穌救贖的福音？還有

什麼，比身陷巨大災難中的人，更易被福音打動？這是上帝大能施展的時刻，

是拯救的好時機，但是，禱告的人在哪裡？傳福音的人在哪裡？ 

願主興起更多懷著憐憫心腸的代禱勇士，用雙膝來進行革命，拯救我們國

家。我們渴望公義臨到這塊土地，但是，是個有憐憫的公義。 

      

討論題綱： 

 

1.教會中，是否有一些想法是不符合聖經教導的「公義與憐憫」？這些想法，

是否不知不覺進入基督徒的生活中，導致教會裡也習慣某些「功利主義式」的

觀念？ 

 

2.基督徒要如何在生活中警醒，避免不合聖經教導的自以為義？教會如何提供

一個讓人學習「公義與憐憫」之環境？ 



 

 

代禱事項： 

 

1.疫情下，請為自己與身邊的人能學習「公義與憐憫」獻上感謝。 

 

2.請為疫情下苦難的人付出關心並為他們禱告。 

 

 

祈禱文： 

 

創造萬物的上帝，感謝祢在慈愛中創造一切為美好。雖然，美好的受造物當

中，曾經滲入違背祢旨意的邪惡，使受誘惑的人犯了罪，離開了祢。但是，因

著十字架的救恩，我們恢復了與祢的關係，重新與祢連結。在與祢的連結中，

懇求祢讓我們不斷學習公義與憐憫，透過實踐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讓我們

愈來愈活出祢所喜悅的樣式，不但讓生命成長的環境保持美好，也進而影響這

個世代漸漸恢復到祢所創造美好。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從自己開始，實踐「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學習「公義」與「憐憫」：殷勤

查考聖經、積極參與團契、聚會、祈禱、服事、奉獻、見證、關懷人與環

境……。 

 

2.找幾位同伴，分享自己實踐「牧養領袖訓練、幸福門訓、小組後」之後的改

變，並邀請同伴們一起強壯信仰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