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主題：跨教派對話論壇

題 目：「醫治記憶與對話」

演講者： ‘Eleng Tjaljimaraw
日 期： 2017年12月19日(W二) 13:30~15:00

地 點： 台北和平長老教會

主辦單位：台灣國家基督徒女性靈修協會



報告內容-感恩單位

• 首先感謝貴單位提供這樣的交流平台，本
著耶穌基督真理的福音基礎上，因種族、
處境、教派、事工的不同來分享經驗或在
記憶中的傷害可有修復異象，成為我們的
時代的行動，以做基督徒應盡的本份。

• 如耶穌所述(路加4:18)：

主的靈臨到我，
因為他揀選了我，要我向貧窮人傳佳音。
他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
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



論壇-對話方向

• 貴單位提供兩大主題為對話方向：

1台灣基督宗教跨教派女性對話的主要內

容應該是甚麼？

2目前台灣女性的最大困境以及其與信仰

的關聯是甚麼？

• 在此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女性牧者
身份分享我的經驗故事或淺見。



致歉文與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 主後2016年8月1日為原民日
，也是新上任總統蔡英文代
表新政府向原住民致歉時刻
，其致歉文中有一段這麼說
：這塊土地，四百年前早有
人居住，這些人原本過著自
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語言、
文化、習俗、生活領域。但
這塊土地上，因來了另外一
群人在未經他們同意之下，
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
。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
流離失所，成為異鄉人，成
為非主流， 成為邊緣。



原住民族群-16族群

• 我為這些人就是原住民承受的

苦痛和不公平的待遇致上最深的
歉意。這段話道盡了原住民的歷
史處境中，原本是與大自然和諧
共處，以最純真天性分享共同體
生命，但曾其何時開始有了對立
和彼此撕裂的狀態。如在政治上
各種選舉帶來的後遺症，尤其過
去教派的對立在部落是異常嚴重
的，我童年所經歷的教派是互不
往來，為護教有教派間的辯論、
甚至因教派的不同影響了親族間
的關係。



回家的路



和睦共融榮傳佳音
• 如主辦單位所述，我們

所處的環境早已因政治上的

藍綠之間、漢人與原住民間

、性別之間、宗教與教派之

間，衝突和區隔成了我們生

活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時代

環境，身為基督徒的我們，

應求神給我們智慧，找出歷

史正向轉型正義，並在記憶

傷痕中進行修復和解事工。

或說：在各處境中找出上帝

的「善」，且宗派間走向合

一共融來傳揚上帝的福音。



經文參考

• 願我們這塊土地，如經文所述

• 狼和羊要在一起吃東西；獅子要像牛一樣吃草
；蛇不再傷害人。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不再有
傷害或邪惡的事。」上主這樣宣佈了。(以賽亞
65:25 )

•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
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
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彌迦書6：8）

•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
。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詩篇85篇
10-11節)



對話內容

台灣基督宗教跨教派女性對話的主要內容應該是甚麼
？

• 從聆聽原住民的歷史故事談原住民轉型正義-土地、文
化、語言、和解等。

• 建置合作的平台或組職，來加強關係，共同謀劃促進
合一的各種管道：

(1)進行多元式的合一的禮拜。

(2)辦理議題討論、對話、溝通等。

(3)以夥伴關係辦理多樣活動，促進教派間彼此聊解，

帶進社會的和睦等，實現在基督裡的合一共融。



對話內容

目前台灣女性的最大困境以及其與信仰的關聯是甚麼
？

• 女性牧者暴增、教會女性信徒佔多數，但在重要組織
領導中心還是有待加強。如長老教會統計數字：以
2016年長老教會調查性別比率為例

• 總會幹部5人皆為男性；

• 總委會57人當中男性45人占79%、女性12人占21%；

• 平地中會中委牧師及長老共165人，中委牧師男性79人
占48%、女性17人占10%；

• 中委長老男性52人占32%、女性17人占10%）得知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領導群還是以男性為主



對話內容

• 大環境在性別上的長期傷害，其意識上對女性
的負面看法已根深蒂固。女性本身記憶傷害，
形成自卑、退縮，感覺自己矮人一截。在這樣
的情境中，應從信仰的神學觀點，陪伴女性成
長，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或從婦女神學著手
，療傷對自我負面看法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