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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公義的生命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們要一起思考一個重要的生命課題：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上帝的公義？我們要用一個 18 世紀德國的真實故事，並結合聖經的教

導，探討我們如何在當代實踐公義。 

        18 世紀時，德國皇帝威廉一世建造他的王宮，就是波茨坦皇宮，因為威廉一世剛結束德國的內戰，使國家統一，所以也將這個皇宮

取名為忘憂宮。意思是這個王宮代表威廉一是皇帝統一國家的豐功偉業，從此以後能夠國泰民安。 

        忘憂宮蓋在一個小山丘上，共有 120 台階(現在 132 階)，分成六個部分，階梯兩側種植來自歐洲各地的葡萄樹，並以紫杉、無花果樹

作分隔。皇宮還有許多其他的花園、水池、涼亭，禮拜堂，土地面積非常的大，建築採用最華麗的巴洛克式風格，有很多精美的雕刻裝

飾，無論在當時或是現在，都是很偉大的建築物。 

        整個王宮可說是金碧輝煌，唯一可惜的是，在這個王宮的旁邊，有一間石磨坊，在磨麥子的，原來就蓋在那個地方。尤其王宮時常有

外國的重要人物來訪，使富麗堂皇的王宮變得不夠莊嚴美觀，這座磨坊不僅擋住皇宮的視線，非常礙眼，威廉一是甚至要經常聽到磨坊風

車轉動、磨麥子的聲音。於是威廉一世想要將這座磨坊買下，在畫家所畫的途中，威廉一世帶著他的侍衛，牽著鬣狗，用代表他國王的權

力的杖放在磨坊主人的肩頭上，在談要買磨坊的事情。但是這個磨坊的主人卻不肯賣。 

      最後，威廉一世派士兵將整個磨坊拆掉了，磨坊的主人聲稱，要去法院告，但一個統一德國的君王，怎麼可能怕法院呢？以現代的話

來說，法院不是他開的嗎？但是法院判決國王違反憲法，必須在原地重建一座同樣的新的磨坊來賠償，另外要再賠償磨坊主人 160 塔勒。

國王只好照法院的判決來做，派人花錢重建了磨坊，又賠償 160 塔勒給磨坊的主人。 

        故事還沒有結束，經過幾十年後，磨坊的主人死了，威廉一世也死了，威廉二世繼位為王。磨坊主的兒子因經營不善而瀕臨破產，他

就寫信給威廉二世，自願將磨坊出售給他。他覺得皇帝肯定認為這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既可以給皇宮開闊的視野，又可銷毀威廉一世

在世時官司失敗的物證。 

        結果國王威廉二世回信給他說：「這個這麼重要的磨坊怎麼能賣掉呢？這個磨坊是我們國家的公義、司法的公正的象徵，請你一定要

將他繼續保存下來。信裡附上 6,000 塔勒的錢，如果妳不肯領受，就算是我借給你的，等你有錢時再慢慢還我，如果還不夠請告訴我。」

信的最後署名是，你的鄰居，威廉二世。一直到現在，那個磨坊就像紀念碑一樣屹立在德國的土地上，它代表了一個民族對公義與法律的

信念。 

        一個君王對磨坊的主人自稱為：你的鄰居。一個君王沒有趁磨坊主人缺錢的時候，用錢來買它，反而肯主動幫助他的需要。一個君王

願意讓自己的王宮和磨麥子的磨坊做厝邊，來表明公義的尊貴和價值。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公義永遠高於權力，即便是統治者，也必須接

受法律的約束。同時，公義是在實踐中被看見的，威廉二世拒絕以利益取代價值。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公義並非源自於權力，而是來自於對

永恆價值與人性尊嚴的堅持。 

        有人說，衡量一個社會公義的程度，可以從它對強者與弱者的態度差異、對富人與窮人的對待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是否公

平。我們今天的經文，彌迦書 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你的上帝同行。」也在告訴我們，公義不僅僅是一個遠大的理想，更是我們每日生活中的抉擇與實踐。今天，讓我們以這段話為指引，學

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公義，成為上帝公義的見證者與實踐者。 

一、以上帝的公義自我約束與節制 

        要建立公義的生活，我們首先必須學習以上帝的公義來約束自己、節制自己。許多人談論公義時，往往把它當成指責或批評他人的工

具，卻很少用公義來反省自身。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們常將信仰當作是一種知識、一個理論、一套教義或一種情感，但我們卻沒有讓信

仰成為我們實際行動和生命改變的力量。    

        於是，祈禱時我們可以聲淚俱下，聚會時可以深受感動，聽道理時會感到扎心，但在日常生活中卻未見改變。當我們沒有學習將信仰

落實於生活，這些道理和教義就變成指責他人、論斷他人的工具，而不是改變自己的力量與準則。相信很多時候，我們談論公義，是用來

批評別人、指責社會，但卻很少用公義來約束自己。例如，我們常見到有人反對垃圾場設在家附近，但自己卻不願減少垃圾；抱怨停車困

難，但也不願為他人留出空間。 

        詩篇 119:101 說：「我阻止我的腳走一切邪路，為要遵守你的話。」這提醒我們，真正的公義是從內心出發，約束自己的行為。我們

的信仰不是用來裝飾或感動一時，而是要成為生命改變的力量。 

        近年來，環保問題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紀錄片看見台灣，揭露了台灣土地因人類活動而受的破壞。許多人看後感動落淚，但真正改

變生活習慣的卻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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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告訴我們，行公義不是一場表面的情感運動，而是每天實踐的生活方式。例如，我們是否能減少塑膠使用？是否能節約水電資源？

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動，其實正是對上帝公義的回應。 

二、以公義的態度尊重他人 

        要活出公義的生活，我們必須學習以公義的態度尊重他人。有句話說，華人社會文化往往強調「道義」卻忽略「公義」。那麼，什麼

是道義？道義常被解釋為：只要你是我的人，不管事情對錯，我都會全力支持，這就是所謂的道義。因此，社會上流行一句話：「有關係

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這種道義不僅是私人情感的牽扯，更多時候還帶著利益的勾結。不僅存在於個人生活中，也滲透到社會的

各個層面。如果彼此有利益牽連，再大的困難都能輕易化解。因此，台灣話才會有：「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豬腳麵線」的諷刺之

語。 

        然而，公義的核心在於不論對方是誰，都能給予應有的尊嚴與權利。雅各書 2:2-3 提到：「若有一個人戴著金戒指，穿著華麗的衣

服，進入你們的會堂，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的衣服也進去，而你們只看重那穿華麗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裏。』又對那窮人說：

『你站在那裏，』或『坐在我腳凳旁。』」這段經文警示我們，真正的公義應該平等對待每一個人，而不應根據外表、財富或地位來判斷

一個人的價值。因為我們被呼召以公義的眼光看待他人，以尊重與公平取代偏見與差別待遇。 

        箴言 14:34 也說：「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百姓的羞辱。」當人的生活失去了公義的價值觀，便會陷入只看重強者、忽略弱者的情

況。當社會失去了公義，就必然帶來壓迫與剝削，我們的生活也會充滿悲劇。一個國家的強盛並不僅僅取決於財富或軍事實力，而在於是

否以公義作為根基。歷史無數次證明，失去公義的社會最終會陷入混亂與崩潰。 

        因此，要建立公義的生活，首要之務就是學習以公義的態度來尊重每一個人，不以身份、地位、財富去衡量他人，而是以公義和尊重

去看待每一個生命。如同雅各書 2:8-9 說，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

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在現代社會中常充滿對弱勢群體的歧視與忽視。例如，勞工的權益往往被壓榨與剝削，某些族群或移工遭受不公平對待。身為基督

徒，我們是否願意與他們站在一起，成為公義的見證？ 

三、在生活中實踐上帝的公義 

       要建立公義的生活，我們必須積極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上帝的公義。談論公義或許容易，但將公義付諸實踐卻充滿挑戰。在當今社會，

許多人常常說一套、做一套，甚至言行不一致，這是實踐公義的最大障礙。 

        馬太福音 5:37，主耶穌教導我們：「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這段教訓的重點不是

在告訴我們怎麼說話，而是要求我們以內心的正直來面對上帝的公義。然而，因為人情、利益或個人軟弱，我們往往很難做到「是就說

是，不是就說不是」。這樣的掙扎顯示出我們在實踐公義時的脆弱與挑戰。 

        同時，路加福音 6:26 警告我們：「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有禍了！因為他們的祖宗也是這樣待假先知的。」當我們在說「是」

或「不是」時，這不僅僅是表達個人意見，更是在回應上帝的公義，承擔對真理的責任。 

        有個笑話提到，一位幼稚園老師帶著一隻兔子進教室給孩子們玩。有學生問老師，兔子是公的還是母的？老師不確定，也不知道該如

何分辨。一名學生舉手說：「我知道，老師問怎麼分辨？」他回答：「很簡單，我們來表決。」雖然是個笑話，但它提醒我們一個深刻的

道理：真理源自上帝，而非人意，更不是靠人情、利益或勾結的表決決定。人類表決的意義，不在於完全依賴人的意志，而是通過眾人的

思考、交流與祈禱，尋求上帝的旨意。 

        我們需要時刻記住，上帝的公義是我們唯一的標準，是我們應該追求並實踐的目標。我們無法用人的標準或意志來決定什麼是公義，

而應以謙卑的心降伏聖經真理的教訓，並且積極尋求上帝的帶領，因為終極的審判來自上帝，而非人自己。 

        在現代商業中，有些企業為了追求利潤，可能犧牲環境、剝削勞工，甚至是濫用權力。例如前一陣子的麥當勞性侵事件，作為基督

徒，我們是否會在選擇消費時考慮這些企業的社會責任？這些都是我們實踐公義的具體行動。 

        回到忘憂宮與磨坊的故事，不僅是一段歷史，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公義的永恆價值。今天，上帝呼召我們成為公義的見證人，無論

是在家庭、教會，還是社會中，都以愛與謙卑活出祂的旨意。 

         求主幫助我們能銘記彌迦書 6:8 的教導：「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願我們在生活中實踐這樣的信念，以行動見

證上帝的公義，成為祝福他人、帶來希望與改變的器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