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廢掉冤仇…拆毀隔牆 

（以弗所書二 14-18） 

自從 10月 7日（1973年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戰爭五十周年紀念日）伊斯蘭恐怖組

織哈馬斯突然對以色列屯墾區發動殘暴的襲擊後，就吸引我們許多人開始關注中東地

區一觸即發的情勢並為此禱告。每個無辜生命慘遭殺害的畫面都血淋淋地讓人們看

見，當所有道德意識和克制都被拋之一邊時，所顯露的邪惡面貌；每幅畫面也在重新

提醒人們，被仇恨趨使所帶來的殘忍以及不受控制的相互憎惡會導致什麼結果。那些

滿佈彈孔毫無生氣的屍體，控訴了人類的惡行，也顯示出當人放任自身的罪惡並徹底

受其擺佈時，會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襲擊發生後，從加薩瞄準以色列和從以色列對加薩發射的火箭和轟炸，絲毫沒有

減弱的跡象，雙方的「連帶損害」和「集體損害」都在不斷攀升。當然，對那些敢說

自己熟知這片土地多年來發生戰鬥和殺戮情況的人，多半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當

今遭受的破壞和無謂喪命的情景感到麻木......畢竟自 1948 年 5 月 15 日以來就不斷上

演！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更廣泛的阿拉伯世界，彼此之間衝突的複雜程度，遠超出我

們大多數人能夠全面理解及準確的認識。例如，我們可以從聖經的角度來看待這場衝

突，將這種仇恨一直追溯到亞伯拉罕、撒拉、夏甲、以實瑪利和以撒的時代（創十

六）。還有人試圖將當前事件與啟示錄中的末世聖經預言相互對照。許多人往往因缺乏

對歷史的認識並以此角度切入（包括 1948年 5月 14日之前的歷史），從而忽略了一個

事實，就是今天所目睹的一切並非憑空發生。很少有人意識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

放組織（包括哈馬斯）雙邊政府的採取的政治手段和政策，對 10月 7日以巴恐佈事件

以及以往數十年來的衝突，有多麼決定性的影響。 

當然，其他國家（不論在遠方或是近處）的涉入及相互牽扯也同樣有影響力，包

括美國/北約組織主導的波斯灣戰爭、敘利亞內戰、葉門內戰，以及其他國家的捲入、

干涉，並試圖在動盪不安和緊張局勢中獲取政治/經濟/種族/宗教的既得利益者。此外，

不要忘記六次大規模戰爭（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和 2023年）

以及八十年來無數小型戰鬥所帶來的影響。許多努力解析中東事件的人士呼籲人們注



意，敵對勢力正在伺機而動，試圖利用 10月 7日事件趁機破壞推動沙烏地阿拉伯和以

色列建立正常關係的和平協議，更遑論加劇以色列和埃及/約旦之間雖已有和平條款但

時仍緊張的外交關係。當然，種族偏見和仇恨也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所有這

一切僅僅是國際社會當今所處真正複雜局勢的冰山一角！ 

面對這一切，我們該說些什麼，該如何回應？三個簡單而有力的字詞浮現在我的

腦海：禱告、愛與和平。首先，我們需要禱告，為以色列、巴勒斯坦和整個阿拉伯世

界的基督徒群體禱告；為衝突雙方的政治領導人（以及全球領導人）能夠從引發全面

戰爭的深淵中後退一步禱告；為數十年相互間敵意和仇恨的惡性循環能夠停止禱告；

為所有人能夠努力找到持久的解決方案，以結束多年的暴力和無謂的死亡禱告。 

其次，我們從「以巴戰爭」的歷史淵源和現況中看到，面對和解決種族之間（或

是家人之間、甚至是對自己）仇恨的最好方式，必定是以上帝所賜下的愛和藉著聖靈

的大能來回應。正如人類歷史一再證明的那樣，仇恨只會招致仇恨，戰爭只會招致戰

爭。耶穌自己也說過：「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二十六 52）；惟有愛的力量，才能

勝過各樣的的罪惡，並化解人類的仇恨和種族的敵意。我想起了中世紀方濟會的神父

盧勒（1235-1315 年），他經常被稱為「穆斯林的使徒」。生活在可怕的十字軍東征年代

（這是基督教史冊上永遠留下的污點），盧勒清楚看到，征服聖地的，不是十字軍的刀

劍，而是像基督那樣降卑的愛才能贏得勝利，並得以引領許多穆斯林歸向基督。 

盧勒花了多年時間研究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之後，領悟出一個強而有力的結論：

「愛」是聖經中上帝獨特的屬性之一。追隨方濟會創始人聖法蘭西斯的腳步，盧勒會

說：「主啊，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仁愛；在傷痕之處播下寬恕；在懷疑

之處播下信心；在絕望之處播下盼望；在幽暗之處播下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喜

樂！」惟有上帝的愛和聖靈的大能，才能夠為飽受戰爭蹂躪的中東帶來持久的和平。 

「和平」是我想到的第三個詞。保羅在以弗所書二章 14-18節中談到，在基督裡，

中間隔斷的牆已經永遠被拆毀了，這隔斷的牆不僅在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也在人類

與上帝之間。耶穌基督不僅成為我們的和平，祂的和平也能流入這個破碎的世界，拆

毀仇恨和戰爭的厚牆，修復撕裂的關係。事實上，保羅接著說，耶穌的救贖工作已經

廢掉冤仇，祂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此外，當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經歷基督的和平

時，耶穌呼籲我們也成為使人和睦的人（太五 9），從而表明自己是上帝的兒女。 

我充分意識到，以巴衝突與戰爭是既複雜也具爭議性的話題。我同樣確信，有些

人會對我的說法和看法有不一樣的意見。然而，我希望並渴求：我們所有人都能在禱

告的呼召下連結起來，懇求愛的旗幟被展開，和平的十架被高舉。願歷史的主宰將祂

豐盛的憐憫傾倒在那片土地上！願主在這個「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



漸冷淡了」（太二十四 12）的世代，復興祂的教會！「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

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二十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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