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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講章】 

 

公義的調解者 

（經文：詩篇 9:9-20） 

作者：葉志達 

 達爾文進化論的「物競天擇：最適者生存」是我們許多人相當熟悉的。達爾文認為「藉

由自然選擇的方式，或是在生存的競爭下被保留下來的族群而導致物種的產生。」這樣的觀

念，最後就成為我們熟悉的「演化論」，簡單說，地球上的生物是從低等的生物演化到高等的

生物，在演化的過程中，透過自然的選擇，或是在生存競爭下，留下適合生存環境的物種。

在這樣的演化理論下，基本上已經預設了在演化的過程中，有許多的競爭，而最後留下來的

是贏家，可以繼續繁衍下一代。而進化的觀念卻被所謂的以思想家史賓賽為代表的「社會達

爾文主義」拿去使用時，就簡化變成「人，特別是男性必須為了在未來能夠生存而競爭，所

以不能給予窮人任何援助，他們必須要養活自己。」這樣的看法，造成了許多種族的優越

感，就如同德國希特勒就是這樣看法的支持者，導致他認為自己的日耳曼民族遠比猶太民族

優越，這成為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理由。 

 

雖然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現代人已經不會使用這樣的觀點，但這不代表社會上「物

競天擇」的看法就消失無蹤。這樣的看法在這個競爭相當激烈的社會中，其實是顯而易見

的。每年，這個時候都是學生最緊張的時刻，除了一般學生的期末考以外，許多重要的考試

或申請學校都在這一兩個月內完成。包括考大學以及考高中的學生，似乎在眾多的競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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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脫穎而出，考上理想的高中、大學，有些人卻遭受人生中很大的挫敗，無法考上自己

理想的學校。當然，我們知道一時的挫敗，不一定決定一個人的一生。但是我們也必須承

認，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在考高中以及大學的人生階段中，確實會帶來某種程度的影

響。就如同，考上台大或建中的學生，他們就佔有極大的優勢，因為這兩所學校，無論是師

資以及教學資源，可能都是頂尖的。所以，進入這兩所學校，基本上就看自己是否願意努力

打拼，最後成為人人稱羨的勝利組的機會就比人還要大。從學生升學考試中，表達出了現代

的社會中那種高度的競爭，想要考上好學校，就必須要把前面的人清開；想要在公司得到一

個好職位，也必須要與同事競爭，甚至還要把佔據在那個職位的人拉下來。只要我們有一天

停止競爭，不是我們退休的日子將近，就是我們準備被超越的時候。在這樣競爭環境之下，

往往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對立，甚至造成弱肉強食的結果，許多人因此而受苦，可能是賺不到

錢而成為窮人，可能是受到欺壓而成為被壓迫的人，可能因著自己天生的競爭力不足，導致

生活陷入的困境之中。 

 

今天所看到詩篇是一位身為窮困且無助的人的禱告，這個窮困無助的人，是受到所謂的惡

者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欺壓。在整個詩篇中出現了三種角色，第一種角色是惡人或者

是「外邦人」～不信上帝的人。第二種角色是詩人所扮演的受欺壓的人（9 節、19 節）、困

苦人（12 節）、受苦的人（13 節）、窮乏人（18 節）。在詩篇中，惡人或外邦人，他們是讓

禱告者陷入困境之中的人。其實，若從現代的競爭的角度，這兩種角色，無論是在政治上或

在經濟上是一種競爭的關係。只是，在競爭後，惡人或外邦人得勝了，而這首詩篇的詩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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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者，他在競爭之後，他成為落敗的一方，也因此成為受欺壓、困苦、窮乏的人。這就如

同活在現代的我們，在所謂的自由經濟之下，好像人人只要努力，就能賺到錢。但是，自由

經濟的背後，其實是一種競爭，甚至是一種「贏者全拿」的賭博遊戲。就如同台積電一樣，

當他在半導體上與韓國競爭，最後因為他的技術贏韓國，最後可能就拿到蘋果 iphone 手機

的處理器所有訂單。而當贏得所有的訂單，就更有雄厚的資本繼續研發更先進的技術，等到

下次競爭的時候，台積電仍然佔有較大的優勢。在自由經濟的競爭下，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富

者越富、窮者越窮，而那些天生沒有能力的，或者家裡沒有任何資源的，最後就變成了經濟

上的弱勢，導致他們的生活越來越貧窮，越來越困苦。 

 

而在詩人的禱告中，出現了第三種的角色，也就是上帝。他成為這個競爭關係中的「調解

者」。上帝不會讓原本強而有力的對手繼續佔上風，他會讓軟弱的禱告者，在生活上獲得改

善。就如同 9:7-8 所說「惟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他已經為審判設擺他的寶座。他要

按公義審判世界，按正直判斷萬民。」上帝是那位坐在寶座上的王，他會在寶座上施行審

判，是用公義、正直來審判世界以及萬民，我們可以稱上帝在前面兩種角色中，他成為一位

「公義的調解者」。從公義、正直的角度，那些在社會的競爭之下成為受欺壓的人、受苦的

人，他們需要的是受到庇護。就如同 9:9 所說的「耶和華又要給受欺壓的人作高臺，在患難

的時候作高臺。」高臺的原文是有「庇護所」，也就是上帝保護那些受欺壓的人，為他們預備

安全的地方。不只如此，上帝也是那位「追討人血之罪」的上帝，就如同 9:12 所說「因為那

追討流人血之罪的～他紀念受屈的人，不忘記困苦人的要求」上帝不只是保護那些需要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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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人，更積極地的是，懲罰那些迫害人使人陷入困苦的人。上帝的介入，的確翻轉了原本

前面兩個角色之間的關係，他讓原本受欺壓、陷入困苦的人受到保護，而讓那些欺壓人的

人，最後得到懲罰，上帝成為那位「公義的調解者」，調節雙方之間在經濟、權力以及生活的

各樣層面的不平等，使公義施行在人與人之間。 

 

因此，在詩篇的禱告中，那位「公義調解者」的上帝，他所施行的拯救，讓原本在競爭社

會中所產生的不對等力量，重新排序。他讓原本充滿力量的「惡人」陷入自己所挖的坑中，

就如 9:15 所說的「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們的腳在自己暗設的網羅裡纏住了。」也

就是透過上帝的公義審判，那些惡人自討苦吃，最後為他們自己所犯的罪付出了代價。就如

9:16 所說的「耶和華以將自己顯明了，他已施行審判；惡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纏住了」。最

後，惡人～那些忘記上帝的外邦人，因著上帝的審判而進入了陰間。而原本那些在社會中被

欺壓，失去所有力量的困苦窮乏人，因著上帝的公義審判，最後反轉了原本的頹勢。就如

9:18 所說的「窮乏人必比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遠落空。」上帝讓那些在競爭中失

去所有盼望感受到自己被遺忘的人，因著他的公義審判，他們重新得著盼望。當上帝施行公

義時，那些自以為是必須認知他們只是人，就如 9:20 所說的「耶和華啊，求你使外邦人恐

懼；願他們知道自己不過是人。」他們不要以為自己夠強壯，以為自己所擁有的權力、財富

是沒有人可以從他們身上拿走。他們的驕傲使他們以為自己是上帝，但最終上帝的審判臨

到，他們的權力與財富最終化為烏有。而那些軟弱、受苦的人，最終因著上帝的大能行動，

讓他們翻轉他們在競爭關係的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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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極度競爭的社會中，我們太習慣活在那樣「弱肉強食」的競爭關係中，使得我們有

時候會誤以為那些被壓迫的人、受苦的人、貧窮的人是活該，因為他們不上進，不好好加強

自己的實力，好在社會上可以與人競爭。甚至，若我們自己也是受苦的人，我們往往只能認

命，誰叫我們的競爭力不夠呢。不過，今天的詩篇卻不這麼認為，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

應該因為競爭關係而失去了公義與憐憫，上帝將要在這當中成為「公義的調解者」，使得在人

與人之間有他的公義與憐憫。當然，我們不能全然否定，這個社會若失去了競爭力，那麼就

無法進步。但從上帝的眼光，社會若因著競爭關係而失去了公義與憐憫，那麼這樣是進步還

是退步呢？若我們在追求進步的過程之中，卻是讓那些失去競爭力的受苦、受欺壓，那麼我

們是否回到了自然界的現況，也就是「弱肉強食」，這樣可以說我們自己和動物相比是比較高

等的嗎？就如同在社會中，許多的大老闆，他們對於自己的員工是極度地壓榨，讓他們做了

許多工作，卻沒有領夠多的薪水。或許，身為老闆的人可以驕傲地說，他若沒有提供工作的

機會，那麼有許多人就沒有錢賺。然而，努力工作的人，他並非沒有競爭力，反過來說，若

沒有底下的人拼命工作，他在商場上怎麼會有競爭力呢。 

 

我們所信靠的上帝，他期待我們在人與人之間是帶有他的公義與憐憫的。在競爭激烈的社

會中，我們不免認為包括我們自己若陷入窮苦、受苦的情況，那是因為競爭力不足或個人努

力不足。但從上帝是「公義的調解者」的角度來看，上帝絕對不希望看到有人受苦、有人受

欺壓。因此，在社會中，若我們是那些競爭力較高的人，我們不應該輕看那些在這個社會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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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下受苦的人，我們必須盡力提供他們幫助。若我們自己是受苦的人，那麼我們可以藉著倚

靠公義的上帝，求主憐憫我們，好讓上帝親自替我們深淵。在教會中，我們必須讓「公義的

調解者」上帝彰顯在教會中，我們盡全力去幫助那些受苦、受欺壓的人。因為只有在教會中

彰顯上帝的公義和憐憫，才能讓教會成為上帝國的預嚐，讓「公義調節者」上帝降臨在教會

之中。 

 

祝禱：願那公義調解者的上帝慈愛，與受苦人同在的基督恩典，透過聖靈的引領，讓你們

眾人因著上帝的公義，不再受苦、也不在受欺壓，讓上帝的公義臨到你們身上，從今時直到

永永遠遠，阿們。 

 

{本文結束}*† 

 

 
†講章版權屬作者所有，請勿抄襲；祈盼使用者在閱讀中被激勵、得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