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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作先知的角色> 

 

  我們從上星期開始新的一個講道系列，藉著以西結先知的書卷一同學習、一
同被聖言提醒、激勵和安慰。以西結先知是代表著上帝回應他當代的需要及迷失。
今日，我們作為教會，我們也是肩負起先知的角色。 
 
  在舊約時代，有君王，祭司，先知的設立。祭司群體的出現是源於以色列人
出埃及時：上帝揀選了亞倫和他的兒子作祭司的職份，他們遣上世世代代都要作
祭司，祭司是負責獻祭及維持以色列民的敬拜生活，並有教導律法的責任，當他
們面對著困難或外敵時，可以運用烏陵和土明求問神的旨意。 

 
  先知也是上帝的揀選，他們是上帝在地上的發言人，為上帝向祂的子民說話。
在王國成立初期，先知更有以上帝的話來提醒君王的角色，如：撒母耳代表上帝
作揀選王、約拿單先知指出及責斥大衛的惡行等。 

 
  而第一位以色列王的出現，是由上帝的准許和膏立的。在膏立的過程中，上
帝會藉著祂的僕人的手 -- 先知和祭司一同膏立，如所羅門王。這舊約時代的政
治體制，君王需要宗教人士的確立，這表明了上帝的揀選和主權。 

 
  在舊約時代的政治和宗教是一體，因常被人以神治角度來理解。透過先知的
工作，上帝是積極參與祂子民生活的事情，上帝是沒有離場的。在不少先知書中，
我們看到先知的工作對當時的社會環境可能會製造「混亂」，可是上帝是藉著這
些「混亂現象」向祂的子民作出提醒，因為似乎當時社會的問題已經是很嚴峻的。
先知的說話往往是不被接受或不堪入耳，他們不說散播平安的信息，卻是為社會
和人民帶來提醒及警告。 

 
  到了新約時代，耶穌為先知角色作了一個模範，祂挑戰一些為了爭取生存和
利益，而與政權扯上關係的宗教領袖。這些領袖，如：祭司、法利賽人、文士，
卻認為耶穌是製造社會混亂，是不利他們的。耶穌所作的，與舊約的先知相約，
都是斥責社會和宗教上的問題，並提醒天國的子民要履行社會公義。   

 
  今日，我們作教會，是延續主耶穌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不單把天國的福音遍
傳，也要把天國的價值活現在人間。以往因著歷史的教訓，先賢提到要「政教分
離」，當中有不明白的人誤以為教會不可提談政治，可是，這裡的「政」是指「政
權」，是提醒教會不要依附政權、政權也不要借教會任意妄為。「政」是牽及人
民的事，當社會出現不公義的事情，教會不能視若無睹，否則我們沒有活出福音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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